


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９ 期 (总第 ９６２ 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目　 　 录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的通知

(穗府办 〔２０２３〕 １８ 号) (下) (１)

政策解读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 政策解读 (５３)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９ 期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穗府办 〔２０２３〕 １８ 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ꎬ 市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 已经市委、 市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

们ꎬ 请认真组织实施ꎮ 实施中遇到问题ꎬ 请径向市林业园林局反映ꎮ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６ 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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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市域绿色生态空间规划

第二节　 全域公园体系规划

第三节　 市域绿道网络规划

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９ 期

第四节　 绿地分类规划

第四章　 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一节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二节　 南沙新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三节　 城市更新地区绿地规划

第五章　 特色专项规划

第一节　 城市生态翠环规划

第二节　 水绿融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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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树种及园林植物规划

第五节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第六节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第七节　 道路绿化规划

第八节　 立体绿化规划

第九节　 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规划

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七章　 分区规划指引

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

附件 １: 广州市规划自然保护区一览表

附件 ２: 广州市规划风景名胜区一览表

附件 ３: 广州市规划森林公园一览表

附件 ４: 广州市规划湿地公园一览表

附件 ５: 广州市规划郊野公园一览表

附件 ６: 广州市永久保护绿地名录

附件 ７: 广州市乔木树种规划一览表

附件 ８: 市域绿地现状分布图

附件 ９: 市域公园现状分布图

附件 １０: 市域古树名木现状分布图

附件 １１: 市域绿地系统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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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２: 市域主要公园规划图

附件 １３: 市域绿道规划指引图

附件 １４: 市域永久保护绿地规划图

附件 １５: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结构规划图

附件 １６: 中心城区市级绿线规划图

附件 １７: 城市生态翠环规划图

(上接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８ 期)

第五章　 特色专项规划

第一节　 城市生态翠环规划

一、 规划目标

整合近郊休闲游憩资源ꎬ 构建高品质绿色开敞空间网络ꎬ 提升城市活力和宜居

水平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打造形成长约 １６０ 千米ꎬ 宽约 １ 千米的城市生态翠环ꎬ 串联白云

白海面湿地公园、 帽峰山省级森林公园、 天鹿湖省级森林公园、 莲花山风景名胜区、

海鸥岛、 番禺滴水岩森林公园、 番禺大夫山森林公园等节点ꎬ 建设环城公园带ꎮ

二、 规划结构

依托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ꎬ 构建 “一环＋六带” 公园连接道系统ꎬ 加强环内

游憩资源连接贯通ꎮ “一环” 为城市生态翠环ꎬ “六带” 是以中心城区内主干道路、

重要河涌等为载体ꎬ 构建沿石井河、 白云山、 车陂涌、 乌涌、 番禺大道、 大学城—

莲花山的 ６ 条主要公园连接道ꎮ

以城市生态翠环带动中心城区绿色网络构建ꎬ 通过公园连接道系统串联城市重

要绿色空间ꎬ 提高游憩资源利用效率ꎬ 形成安全舒适、 互联互通的公园连接道系统ꎮ

三、 功能发展策略

结合城市生态翠环沿线地形地貌、 建筑、 植被等要素ꎬ 划分四大主题区段ꎬ 打

造多样化、 人性化的功能体验ꎬ 满足居民对文化体验、 自然教育、 休闲娱乐等活动

需求ꎮ

(一) 西北段: 魅力水岸、 文旅融合ꎮ

北起太和立交ꎬ 南至沙面公园ꎮ 重点推进流溪河、 珠江西航道水鸟生态廊道建

设ꎬ 优化沿线生态水岸和植物群落ꎻ 按照精品珠江标准建设西航道滨水空间ꎬ 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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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违法建设ꎬ 营造高品质滨水游憩空间ꎻ 联动沿线旧工业园区更新改造ꎬ 植入文

化展示、 运动健身等特色功能ꎬ 营造活力滨水休憩场景ꎮ

(二) 西南段: 城林融合、 花漾生活ꎮ

北起沙面公园ꎬ 南至番禺草河湿地公园ꎮ 精准提升番禺大象岗森林公园、 番禺

大夫山森林公园、 番禺滴水岩森林公园的森林质量ꎬ 丰富季相变化ꎻ 推进富石路、

钟顺路等道路绿带建设ꎬ 增补绿色开敞空间ꎻ 发挥荔湾芳村、 番禺钟村花卉产业基

地优势ꎬ 构建花漾生活圈ꎮ

(三) 东南段: 桑田曲水、 旅游科普ꎮ

西起番禺草河湿地公园ꎬ 北至大蚝沙ꎮ 充分挖掘岭南文化资源ꎬ 带动莲花山风

景名胜区、 海鸥岛、 观龙岛等生态旅游发展ꎻ 完善沙湾水道沿线绿道建设ꎬ 推进与

文化、 旅游、 体育、 服务设施融合发展ꎻ 加强科学营地、 自然教育博物馆、 农业科

教基地建设ꎬ 丰富青少年和儿童的活动体验ꎮ

(四) 东北段: 林海山趣、 户外探险ꎮ

南起大蚝沙ꎬ 北至太和立交ꎮ 合理开发森林资源ꎬ 提供自然化的公共空间、 动

植物科普、 趣味活动场地与游戏设施ꎬ 探索森林旅游野趣ꎻ 策划组织登山攀岩、 定

向越野户外赛事活动ꎬ 进一步集聚人气ꎬ 丰富旅游体验ꎻ 精心规划山脊步道ꎬ 串联

景点及周边自然、 人文资源ꎬ 推动全民健身ꎮ

四、 规划建设策略

(一) 推动线性游憩空间功能升级ꎮ

依托碧道建设ꎬ 重点沿流溪河、 珠江西航道、 沙湾水道等地区新建绿道ꎻ 升级

改造现状绿道ꎬ 重点加强无障碍设施、 便民设施配置ꎮ 结合道路绿带、 防护绿地等

存量资源ꎬ 推进缓跑径和慢行道建设ꎮ

(二) 增存并举推进公园品质升级ꎮ

结合城市生态翠环ꎬ 规划新增大型公园ꎬ 促进生态连通ꎮ 衔接城市更新工作ꎬ

结合翠环沿线旧村更新改造ꎬ 提前预控高品质、 开敞式公共绿地ꎬ 作为城市游憩空

间的重要补充ꎮ 提升现状公园品质ꎬ 完善便民服务、 自然教育、 休闲游憩等设施ꎬ

促进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生态福利ꎮ

(三) 强化生态功能ꎬ 提升生物多样性ꎮ

强化生物栖息地建设ꎬ 助力目标物种维育ꎬ 推进林地、 湿地和江心岛生态修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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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平立结合ꎬ 推进生态连通和绿化连续ꎮ 在珠江西航道沿线等高密度地区ꎬ 或难

以实施平面绿化的地区ꎬ 推广屋顶绿化、 墙体绿化、 高架绿化、 天桥绿化ꎮ 在绕城

高速、 广园快速路、 铁路等地段设置适合动物穿行的空中廊道或涵洞式通道ꎬ 支撑

生物迁徙ꎮ

第二节　 水绿融合规划

一、 规划建设策略

(一) 开展生态修复ꎬ 支撑水鸟生态廊道建设ꎮ

提升水鸟生态廊道品质ꎬ 大力开展水鸟栖息地修复ꎬ 提升湿地环境质量ꎮ 推进

栖息地生境营造、 红树林生境优化、 湿地植物群落提升、 水源涵养林建设、 生态水

岸建设、 湿地生态景观长廊建设ꎬ 加快珠江、 流溪河、 增江、 白坭河、 蕉门水道、

新街河两岸的生态环境修复ꎬ 打造水鸟成群的滨水廊道空间ꎮ

(二) 借力碧道建设ꎬ 营造特色活力空间ꎮ

结合全市碧道总体布局ꎬ 推进滨水绿地的增补与改造提升ꎮ 针对滨水绿地断点

地区ꎬ 在满足防洪安全前提下ꎬ 新建开放式公园绿地ꎬ 合理增设文化、 体育、 旅游、

服务等设施ꎬ 营造高品质滨水特色公共空间ꎮ 重点改造提升石井河、 沙河涌、 花地

河、 车陂涌、 白坭河、 均禾涌等河涌两岸绿地ꎬ 保护周边建筑风貌ꎬ 形成独具特色

的滨水空间ꎮ

(三) 融合海绵城市理念ꎬ 构建滨水绿色网络ꎮ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公园与绿地建设ꎬ 重点提升珠江、 沥滘水道、 花地河、 沙

湾水道、 大石水道等河道两岸的自然环境ꎬ 以绿地、 道路、 水系为载体ꎬ 推广使用

透水路面、 植草砖、 雨水花园等ꎬ 建设具有水体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功

能的海绵式公园ꎮ

(四) 推动生态驳岸建设ꎬ 保障滨水景观品质ꎮ

结合河湖水系生态治理ꎬ 挖掘河涌沿线人文资源、 自然资源特色ꎬ 加强河岸绿

化设计ꎬ 植入岭南水乡元素ꎬ 运用岭南乡土树种进行绿化ꎬ 充分体现花城特色、 岭

南水乡特色ꎮ

二、 规划建设指引

(一) 公共活动型水岸ꎮ

５(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９ 期

城市公共中心的滨水绿地ꎬ 如珠江前航道等ꎬ 应重点提升滨水地区的功能与环

境品质ꎬ 强化广州珠水文化品牌ꎮ 以汇聚人流和开展公共活动为主导功能ꎬ 在考虑

通航安全及水利安全的条件下ꎬ 合理布置观景平台、 亲水栈道等设施ꎮ 采用植物景

观设计手法ꎬ 突出南亚热带岭南水乡绿化风貌ꎮ

(二) 生活服务型水岸ꎮ

临近居住小区、 村民住宅等区域的滨水绿地ꎬ 如市桥水道等ꎬ 应重点加强滨水

空间连通ꎬ 提供多元化休闲活动空间ꎬ 完善休闲游憩服务配套设施ꎬ 打造亲民、 惠

民的滨水空间ꎮ 绿化配置应经济实用、 舒适安全ꎬ 突出滨水文化特色ꎮ

(三) 生态保育型水岸ꎮ

自然原生态滨水绿地ꎬ 如流溪河、 增江、 洪奇沥水道、 蕉门水道等ꎬ 重点依托

现状自然资源ꎬ 推进保护性利用ꎮ 在保证行洪安全、 生态安全的情况下ꎬ 合理增设

亲水休闲、 自然教育等设施ꎮ 结合自然保护需求ꎬ 采用自然生态的绿化形式ꎬ 营造

生态野趣岸线空间ꎮ

(四) 生产功能型水岸ꎮ

工业地区滨水绿地ꎬ 如西航道北段、 黄埔鱼珠段、 小虎岛及龙穴岛等ꎬ 以生态

防护功能为主导ꎬ 结合周边用地功能及生态环境特性ꎬ 推进生态修复ꎬ 开展产业文

化宣传ꎮ 树种选择应重点考虑植物抗逆性ꎬ 打造具有产业文化特色、 环境景观特色

的滨水活动空间ꎮ

第三节　 儿童游憩空间体系规划

一、 空间体系构建

面向儿童行为特征和心理需求ꎬ 系统构建儿童游憩空间体系ꎬ 打造儿童友好型

城市ꎮ 在现状市、 区儿童公园基础上ꎬ 重点推进儿童游憩空间向社区延伸ꎬ 构建

“市儿童公园—区儿童公园—社区儿童游憩场地” 三级儿童游憩空间体系ꎮ

鼓励在各类公园、 城市广场以及居住区、 公共服务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等附属

绿地中ꎬ 设置社区儿童游憩场地ꎬ 提升儿童游憩空间服务水平ꎬ 实现每 ５ 分钟社区

生活圈配置 １ 处社区儿童游憩场地ꎮ

二、 规划建设指引

儿童游憩场地应选址在交通便捷、 光照充足、 通风良好的地区ꎮ 面向儿童需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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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儿童游憩场地规模及条件ꎬ 提供功能多元、 舒适安全的儿童游憩设施ꎬ 激发儿

童潜能ꎬ 促进儿童在游戏中成长ꎮ 满足家长看护及社会交往的需求ꎬ 增设看护休憩

设施ꎻ 因地制宜增设亲子卫生间、 母婴室及餐饮服务等人本化、 便民化设施ꎮ

生态公园和城市公园等大型公园ꎬ 可设置儿童趣味活动营地ꎬ 完善以自然教育、

趣味探险为主的自然体验游憩空间ꎬ 加强自然空间的教育培训功能ꎻ 社区公园、 游

园 (口袋公园)、 城市广场以及居住区、 商业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附属绿地ꎬ 可

建设小规模儿童游憩活动空间ꎬ 设置滑梯、 攀爬架、 沙池等非动力小型游戏设施ꎮ

结合儿童游憩场地设计主题ꎬ 选取岭南乡土植物ꎬ 营造色彩鲜明活泼、 造型生

动有趣、 视线通透、 安全实用的空间ꎮ

第四节　 树种及园林植物规划

一、 园林植物总体规划

坚持节俭务实建绿ꎬ 鼓励近自然、 本地化、 易维护、 可持续的建设方式ꎬ 科学

采用乔灌草搭配等多种绿化形式ꎬ 构建健康稳定的绿化生态系统ꎮ 坚持适地适树ꎬ

积极采用榕树等优良乡土树种作为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ꎬ 合理运用乡土草种进行绿

化ꎮ 坚持岭南地域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景观效益与功能效益相结合的原则ꎬ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乡土树种使用率不低于 ７０％ ꎻ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乡土树种使用率提升至 ７５％以上ꎮ

规划推荐植物 ８６８ 种ꎬ 包括乔木 ３６６ 种、 灌木 ２００ 种、 藤本 ６２ 种、 草本 ２１４ 种

和竹类 ２６ 种ꎮ

推广应用 １５ 种 (类) 乔木作为城市绿化基调树种ꎬ 包括榕树类、 木棉、 白兰、

非洲桃花心木、 人面子、 小叶榄仁、 美丽异木棉、 宫粉紫荆、 秋枫、 尖叶杜英、 海

南红豆、 扁桃、 麻楝、 大王椰子、 阴香ꎮ

乔木 ３６６ 种ꎬ 包括榕树类、 扁桃、 东京油楠、 中国无忧树、 红花羊蹄甲、 大花

紫薇、 爪哇决明、 凤凰木、 美丽异木棉、 千层金、 水瓜栗等 (详见附件 ７ 广州市乔

木树种规划一览表)ꎮ

灌木 ２００ 种ꎬ 包括簕杜鹃、 龙船花、 红背桂、 鹅掌藤、 福建茶、 红车、 红花檵

木、 灰莉、 朱蕉、 海桐等ꎮ

藤本 ６２ 种ꎬ 包括首冠藤、 异叶爬山虎、 使君子、 炮仗花、 薜荔、 络石、 禾雀

花、 红花龙吐珠、 大叶鹿角藤、 金银花等ꎮ

７(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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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 ２１４ 种ꎬ 包括大叶油草、 结缕草 (兰引 ３ 号)、 台湾草、 马尼拉草、 肾蕨、

翠芦莉、 红龙草、 龟背竹、 海芋、 合果芋等ꎮ

竹类 ２６ 种ꎬ 包括大佛肚竹、 小琴丝竹、 青皮竹、 观音竹、 孝顺竹、 粉单竹、 紫

竹、 泰竹、 车筒竹、 紫竿竹、 青竿竹、 黄金间碧竹、 麻竹等ꎮ

二、 不同绿地类型植物规划

(一) 公园绿地植物规划ꎮ

公园绿地植物规划坚持安全性、 生态性、 效益化原则ꎬ 推荐选用骨干植物 ８６

种ꎬ 包括香樟、 人面子、 白兰、 山杜英、 竹柏、 木棉、 苹婆、 海南红豆、 细叶榕、

尖叶杜英、 落羽杉、 宫粉紫荆、 凤凰木等ꎻ 一般植物 ４８２ 种ꎬ 包括乌榄、 荔枝、 龙

眼、 杨桃、 黄花风铃木、 蓝花楹、 南酸枣、 鹰爪花、 假鹰爪、 赤苞花、 蓝花藤、 凌

霄、 银边山菅兰、 花叶冷水花等ꎮ

(二) 防护绿地植物规划ꎮ

江河两岸、 湖岸优选抗逆性强、 根系发达、 固土能力强、 防护性能好的树种ꎮ

海岸带优选耐盐碱、 耐水湿、 抗风能力强的深根性树种和红树林树种ꎮ

防护绿地植物规划坚持实用性、 科学性和适度景观化的原则ꎬ 推荐选用骨干植

物 ３０ 种ꎬ 包括南洋楹、 蓝花楹、 糖胶树、 麻楝、 火焰木、 凤凰木、 夹竹桃、 簕杜

鹃、 朱槿、 大叶油草、 翠芦莉等ꎻ 一般植物 ８９ 种ꎬ 包括潺槁树、 木麻黄、 台湾相

思、 大叶榕、 朴树、 红花檵木、 木芙蓉、 肾蕨、 条纹小蚌兰等ꎮ

(三) 广场用地植物规划ꎮ

广场用地树种以树形挺拔、 分枝点较高、 冠大荫浓、 无毒无害、 少落果飘絮的

常绿树种为主ꎬ 适当搭配落叶树种ꎬ 推荐选用骨干植物 ５５ 种ꎬ 包括香樟、 中国无忧

树、 东京油楠、 水瓜栗、 菩提榕、 人面子、 木棉、 美丽异木棉、 小叶榄仁、 盾柱木

等ꎻ 一般植物 １８８ 种ꎬ 包括香苹婆、 浙江润楠、 铁力木、 竹柏、 铁冬青、 秋枫、 海

红豆、 台湾栾树、 紫花风铃木等ꎮ

(四) 附属绿地植物规划ꎮ

居住区附属绿地推荐选用骨干植物 ６９ 种ꎬ 包括铁冬青、 白兰、 细叶榕、 垂叶

榕、 人面子、 阿江榄仁、 苹婆、 杨梅、 复羽叶栾树等ꎻ 一般植物 ２９８ 种ꎬ 包括山杜

英、 大花五桠果、 浙江润楠、 霸王棕、 紫花风铃木、 钟花樱桃、 澳洲火焰木、 任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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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洋紫荆等ꎮ

工业附属绿地推荐选用骨干植物 ４７ 种ꎬ 包括大王椰子、 扁桃、 蒲葵、 杜英、 大

琴叶榕、 串钱柳、 白兰、 麻楝、 美丽异木棉等ꎮ 一般植物 １１１ 种ꎬ 包括黄槿、 波罗

蜜、 幌伞枫、 桂木、 侧柏、 木麻黄、 红鸡蛋花、 鸡蛋花、 秋枫等ꎮ

道路绿地应选用适应道路环境条件、 生长稳定、 吸尘降噪、 生态景观功能好、

安全易管护的树种ꎮ 推荐选用骨干植物 ８０ 种ꎬ 包括白兰、 黄兰、 扁桃、 东京油楠、

海南红豆、 水瓜栗、 木棉、 秋枫、 美丽异木棉等ꎮ 一般植物 ３９５ 种ꎬ 包括腊肠树、

乌墨、 铁冬青、 海南红豆、 蒲葵、 嘉氏羊蹄甲、 车轮梅、 哥顿银桦、 蝶花荚蒾、 粉

苞冬红等ꎮ

(五) 区域绿地植物规划ꎮ

湿地植物应以耐涝性强、 可净化水体、 病虫害少的乡土湿地植物为主ꎬ 推荐选

用骨干植物 ７６ 种ꎬ 包括银叶树、 血桐、 蒲葵、 笔管榕、 大叶榕、 桐花树、 草海桐、

翠芦莉、 纸莎草等ꎻ 一般植物 ８３ 种ꎬ 包括青果榕、 洋蒲桃、 乌墨、 尖叶杜英、 红刺

露兜、 水松、 池杉等ꎮ

森林公园突出植物物种多样性ꎬ 重视乡土植物、 岭南佳果植物和优质用材树种

的应用ꎬ 推荐选用骨干植物 ５０ 种ꎬ 包括浙江润楠、 降香黄檀、 格木、 铁力木、 红毛

山楠、 短序润楠、 乌榄、 柳叶桢楠、 竹柏、 观光木、 短萼仪花、 红花荷、 乌桕、 枫

香等ꎻ 一般植物 １８６ 种ꎬ 包括董棕、 细叶榕、 长叶竹柏、 五月茶、 高山榕、 垂叶榕、

乌墨、 黄樟、 尖叶杜英等ꎮ

(六) 立体绿化植物规划ꎮ

桥体绿化应选择耐旱、 易管护、 抗病虫害强、 抗风、 耐修剪的藤本、 灌木、 草

本ꎻ 桥墩、 桥柱绿化应选择攀爬性强、 耐荫、 耐旱的植物ꎻ 桥底绿化应选择耐荫植

物ꎮ 立交桥、 天桥、 高架桥、 挡土墙绿化推荐选用骨干植物 ２７ 种ꎬ 包括簕杜鹃、 巴

西蒂牡花、 红背桂、 薜荔、 白鹤芋、 粗肋草等ꎻ 一般植物 ２０ 种ꎬ 包括灰莉、 金银

花、 龙吐珠、 龙须藤、 草珊瑚、 春羽等ꎮ

屋顶绿化应选用抗风性强、 耐高温、 耐旱、 耐涝的浅根性植物ꎬ 推荐选用骨干

植物 ３４ 种ꎬ 包括狐尾椰子、 银海枣、 千层金、 美丽针葵、 簕杜鹃、 龙船花、 变叶

木、 大红花、 紫薇等ꎻ 一般植物 ８６ 种ꎬ 包括布迪椰子、 串钱柳、 蛋黄果、 酒瓶椰

子、 国王椰子、 赤苞花、 赤楠蒲桃、 白花油麻藤、 美丽赪桐、 大苞水竹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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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一、 规划目标

结合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华南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ꎬ 合理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空

间、 建设物种多样性保护基地、 修复生态廊道、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撑体系ꎬ 形

成结构科学、 布局合理、 功能完备、 管理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ꎮ

二、 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

加强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南沙湿地公园、 流溪河国家森林

公园、 帽峰山省级森林公园、 王子山省级森林公园、 从化温泉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地

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ꎻ 加强生态系统定位监测ꎬ 强化对物种分布、 数量、 濒危趋势、

威胁因素等研究ꎻ 加快动植物栖息地、 珍稀濒危植物栖息地建设ꎻ 合理推进人工改

造ꎬ 提升生态多样性ꎮ

三、 物种多样性保护

建立植物保护区、 苗圃专类园、 种质资源圃、 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网络ꎬ 保

护乡土树木、 水生植物、 优质树木ꎬ 落实植物多样性保护ꎻ 通过自然保护区、 野生

动物园、 海洋世界、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动物保护中心、 水鸟生态廊道及碧道建设ꎬ

实施动物多样性保护ꎻ 开展珍稀濒危物种保护ꎬ 促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恢

复与增长ꎻ 构建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监测体系ꎬ 实施外来物种管理ꎮ

四、 遗传多样性保护

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ꎬ 采用种子贮存、 离体保存、 超低温保存、 田间种质

库、 植物园 (树木园) 活体收集等技术实施迁地保护ꎻ 结合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帽峰山省级森林公园的环境保护建设ꎬ

实施就地保护ꎮ

第六节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一、 规划目标

古树名木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具有重要的自然与人文价值ꎬ 是不可替

代的生物景观ꎮ 遵循应保尽保、 分级保护、 就地保护、 一树一策的原则ꎬ 加强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ꎮ

(一) 近期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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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建成 ４ 个古树公园ꎮ 古树后续资源普查建档率达 １００％ ꎬ 古树名木

信息化管理系统逐渐完善ꎬ 古树名木健康巡查效率逐渐提高ꎻ 搭建古树名木研究平

台ꎬ 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ꎮ

(二) 远期目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建成 ７ 个古树公园ꎮ 古树名木信息化管理更加精细ꎬ 古树名木保护

标准化体系更加健全ꎬ 古树名木生态文化体验更加丰富ꎬ 古树名木保护科研成效明

显ꎬ 古树名木宣传教育更加普及ꎮ

二、 古树名木分级保护

实行古树分级管理ꎮ 树龄在 ３００ 年以上的古树为一级古树ꎬ 树龄在 １００ 年以上

不足 ３００ 年的古树为二级古树ꎮ

珍贵稀有的ꎬ 或者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 景观和科学价值的ꎬ 或者具有重要纪

念意义的树木为名木ꎮ 名木按照一级古树保护ꎮ

树龄在 ８０ 年以上不 １００ 年的树木或者胸径 ８０ 厘米以上的树木为古树后续资源ꎮ

三、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加强古树名木原址保护管理ꎬ 推进古树名木挂牌保护抢救复壮工作ꎬ 通过建设

古树公园、 古树保护小区等措施ꎬ 保护修复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生境ꎮ
(一) 古树名木保护控制要求ꎮ

古树名木树冠边缘外 ５ 米范围内、 古树后续资源树冠边缘外 ２ 米范围内ꎬ 为控

制保护范围ꎮ 在古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控制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施工的ꎬ 在

设计和施工前ꎬ 应当制定避让和保护措施ꎬ 并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时ꎬ 征求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ꎬ 报市人民政府审批ꎮ

(二) 古树公园规划ꎮ
城乡建设工程涉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调整的ꎬ 对于数量较多且集中连片分布古

树名木、 古树后续资源、 大树的区域ꎬ 应优先规划为公园绿地或者防护绿地ꎮ

根据古树群集中程度、 所处地块用地属性、 周边交通便利水平及人口密集程度

等因素ꎬ 优先建设 ７ 个古树公园ꎬ 分别为太平镇木棉村古树公园、 温泉镇南平村古

树公园、 派潭镇湾吓村鹿寨古树园、 小楼镇正隆村龙潭后山古树园、 荔城街道迳吓

村古树园、 荔城街道莲塘村莲塘古树园、 贤江古荔枝公园ꎮ 结合古树资源保护利用ꎬ
推进乡村振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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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地区古树名木保护ꎮ
城市地区: 结合不同功能ꎬ 突出差异化的古树名木保护重点ꎮ 其中ꎬ 居住地区

结合古树名木设置社区活动绿地或口袋公园ꎬ 增强自然教育及科普功能ꎻ 工业地区

重点加强古树名木周边污染源的控制ꎬ 避让古树名木控制保护范围ꎬ 通过种植抗污

能力强、 净化能力强的树种ꎬ 降低污染ꎻ 公园与绿地地区可根据古树名木生态习性

及树型特色ꎬ 营造古树名木主题景观ꎬ 开展自然教育与文化展示ꎻ 道路选线应避让

古树名木控制保护范围ꎬ 无法避让的ꎬ 可利用较宽的中央分车带、 路侧绿带、 交通

岛等形式打造古树名木道路景观焦点ꎮ
乡村地区: 根据林业资源、 植被保护等要求ꎬ 设置古树名木保护科研点和自然教

育基地ꎬ 结合休闲游憩、 自然教育、 历史文化展示需要ꎬ 营造古树名木旅游资源点ꎮ
四、 古树名木保护支撑措施

(一) 建立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档案ꎮ
持续开展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普查、 鉴定、 定级、 登记、 编号工作ꎬ 建立古

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档案并向社会公布ꎮ 充分利用信息化、 数字化技术手段对辖区

内的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进行日常监测ꎬ 开展日常定期巡查ꎮ
(二) 提升古树名木科学养护水平ꎮ
通过古树名木综合长势观测、 叶片健康监测、 树干安全评估、 土壤质量监测、

病虫害鉴定等措施ꎬ 建立古树名木健康数据库ꎻ 应用树洞修补、 生境改造、 支撑保

护、 病虫害防治、 防雷保护、 修枝整形、 营养施肥等技术措施ꎬ 加快推进衰弱古树

名木抢救复壮ꎮ 开展安全评估、 健康评估、 衰老诊断、 土壤质量评估与改良、 根系

促根、 病虫害生态防治、 优质树种繁育、 伴生植物优选、 树轮气候学等技术研究ꎬ
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技术体系水平ꎮ

(三) 挖掘文化内涵ꎬ 加强科普宣传ꎮ
深入挖掘古树名木历史文化内涵ꎬ 依托各类新闻媒体、 平台ꎬ 向社会发布古树

名木保护信息ꎬ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和古树名木捐资、 认养活动ꎬ 发动专

家、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 监督工作ꎮ

第七节　 道路绿化规划

一、 规划目标

持续完善高快速路、 国省道绿带建设ꎬ 加强林荫路建设ꎬ 培育特色风貌林荫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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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带连贯、 功能适用、 特色凸显的活力绿廊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不

低于 ８５％ ꎬ 构建 “绿网交织林荫漫” 的道路绿化场景ꎮ

二、 高快速路建设指引

聚焦连通提质ꎬ 依托高快速路和国省道ꎬ “点—线” 结合ꎬ 建设高品质道路绿

带ꎬ 打造岭南乡土植物特色突出、 生态自然的活力绿廊ꎮ “点” 指高快速路出入口、

隧道口、 服务区等重要交通节点ꎬ 绿化配置应以乡土植物为主ꎬ 探索隧道口、 服务

建筑的立体绿化美化ꎻ “线” 是指高快速路、 国省道中央绿带以及两侧 ５０ 米范围内

的绿带ꎬ 绿化配置应重点保障车辆行驶安全ꎬ 兼顾城市形象展示功能ꎮ 有条件的高

快速路绿视率宜为 ２０％—３５％ ꎮ

三、 主次干道建设指引

(一) 交通型主次干道ꎮ

以保障交通行车安全、 人行安全、 快速通行为导向ꎬ 选用树形挺拔规整的乔木ꎬ

打造独具岭南特色的交通型道路绿廊ꎮ 绿视率宜为 ２０％—３０％ ꎬ 绿化覆盖率主干道

不小于 ２０％ ꎬ 次干道不小于 １５％ ꎮ

(二) 生活型主次干道ꎮ

关注行人舒适度及安全需求ꎬ 选用遮荫功能较好的乡土植物ꎬ 打造功能适用、

花香怡人的生活型道路绿廊ꎮ 绿视率宜为 ３０％—５０％ ꎬ 绿化覆盖率主干道不小于

２０％ ꎬ 次干道不小于 １５％ ꎮ

(三) 商业型主次干道ꎮ

注重建筑景观与绿化景观协调共融ꎬ 结合商业氛围ꎬ 灵活选用绿化配置方式ꎬ

打造视线通透、 空间层次丰富、 主题特色突出、 现代时尚的商业型道路绿廊ꎮ 绿视

率宜为 ２５％—３０％ ꎬ 绿化覆盖率主干道不小于 ２０％ ꎬ 次干道不小于 １５％ ꎮ

(四) 生态型主次干道ꎮ

保护和展示特色生态景观ꎬ 选用岭南乡土树种ꎬ 进行自然式搭配ꎬ 打造生态型道

路绿廊ꎮ 绿视率宜为 ３５％—５０％ ꎬ 绿化覆盖率主干道不小于 ２０％ꎬ 次干道不小于 １５％ꎮ

(五) 工业型主次干道ꎮ

满足大型车辆安全通行、 厂区安全生产的需求ꎬ 选用冠型规整、 树形挺拔、 不

飘絮的植物进行绿化ꎬ 根据工业厂区文化品牌营造的需求ꎬ 设置公共艺术雕塑小品ꎬ

打造规整的工业型道路绿廊ꎮ 绿视率宜为 ３０％—５０％ ꎬ 绿化覆盖率主干道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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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ꎬ 次干道不小于 １５％ ꎮ

四、 支路建设指引

支路绿化景观设计以实用性、 交通安全性、 景观安全性、 步行舒适性为导向ꎬ

根据道路宽度、 道路两侧建筑距离、 建筑尺度合理选择树种ꎬ 打造安全舒适的城市

支路绿廊ꎮ 绿视率宜为 ２０％—２５％ ꎬ 绿化覆盖率不小于 １０％ ꎮ

五、 林荫路建设指引

以凸显岭南特色、 展示文化特色为导向ꎬ 根据道路宽度、 周边风貌特色ꎬ 选择

冠大荫浓、 树形挺拔的高大乔木进行绿化ꎬ 打造文化内涵突出、 安全舒适、 景观宜

人的林荫路空间ꎮ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绿化覆盖率达到 ９０％以上ꎬ 机动车道绿化覆

盖率达到 ３０％以上ꎮ

将冠大荫浓的行道树形成的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林荫路确定为特色风貌林荫路ꎬ

制定特色风貌林荫路认定和管理办法ꎮ 将特色风貌林荫路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ꎬ

加强保护管理ꎮ

第八节　 立体绿化规划

一、 规划目标

(一) 近期目标ꎮ

划定城市立体绿化重点发展空间ꎬ 推进重点发展平台、 交通枢纽地区和老城区

的立体绿化建设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市立体绿化新增 ２０ 万平方米ꎮ

(二) 远期目标ꎮ

持续推进立体绿化ꎬ 实现 “绿屋繁星布、 花墙绕街区、 花桥绣花城” 的立体绿

化场景ꎬ 构建生态效益好、 花城特色显、 游憩价值高的立体绿化体系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立体绿化新增 ７５ 万平方米ꎮ

二、 规划策略

(一) 合理规划、 特色布局ꎮ

结合重点发展平台、 交通枢纽地区、 城市特色空间等区域ꎬ 划定立体绿化重点

发展片区ꎬ 形成体系化的立体绿化空间布局ꎬ 提升城市绿美环境ꎮ

(二) 功能引领、 特色造景ꎮ

继续强化天桥绿化品牌营造ꎬ 加强空中连廊、 建筑墙面立体绿化ꎬ 推进岭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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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式屋顶绿化、 可游憩式屋顶花园及立体公园建设ꎻ 推动立体绿化新优植物品种选

用、 新型景观材料与绿化植物的创新结合ꎬ 提升立体绿化造景水平ꎮ

(三) 指引提质、 促成网络ꎮ

以 “因地制宜、 适建才建” 为原则ꎬ 探索立体绿化功能多元化发展ꎬ 从植物选

择、 绿化形式、 安全要求等方面ꎬ 制定立体绿化实施指引ꎬ 推动品质化、 特色化、

功能化的立体绿化空间建设ꎬ 与各类绿地、 公园等平面绿化相结合ꎬ 完善全市绿化

网络系统ꎮ

三、 重点发展区域规划布局

依托重点发展平台、 重要公共空间等ꎬ 构建 “一带、 多片” 的立体绿化空间网

络ꎬ 有序推进立体绿化建设发展ꎮ
一带: 以珠江沿线作为城市立体绿化重要发展带ꎬ 推动滨江驳岸绿化和沿线桥

梁绿化建设ꎮ
多片: 结合重点发展平台、 交通枢纽地区和公共中心等ꎬ 打造中新广州知识城、

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珠江新城、 国际金融城、 庆盛枢纽等立体绿化重

点发展片区ꎮ
四、 立体绿化分类设计指引

聚焦老城区、 重点发展平台、 道路、 桥梁和滨水地区提出立体绿化建设指引ꎬ
打造特色化立体绿化空间ꎬ 联动市政设施、 桥梁、 建筑设计与建设ꎬ 推进立体绿化

实施ꎮ 探索立体绿化计入建成区绿地率的可行性ꎮ
(一) 老城区立体绿化建设ꎮ
以窗阳台绿化、 移动花钵绿化作为老城区立体绿化的主要形式ꎬ 根据建筑荷载

及安全条件适度推进屋顶绿化、 建筑墙面绿化ꎬ 充分利用竖向空间提升老城区绿量ꎮ
(二) 重点发展平台立体绿化建设ꎮ
重点开展屋顶绿化、 建筑外墙面绿化ꎬ 大力推动可游憩式屋顶花园及立体公园

建设ꎬ 并对架空连廊、 人行天桥、 围墙等区域进行立体绿化ꎬ 提高片区绿量ꎮ
(三) 道路沿线立体绿化建设ꎮ
推进道路两侧建筑墙面、 人行天桥、 交通护栏、 灯杆等建筑物、 构筑物及设施

的立体绿化建设ꎬ 增加人眼可视范围内的空间绿量ꎮ
(四) 桥梁立体绿化建设ꎮ
桥体、 护栏、 桥柱立体绿化应考虑车行、 人行需求ꎬ 在保障行车安全、 行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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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前提下ꎬ 因地制宜选择悬挂花箱等形式进行立体绿化ꎬ 强化桥梁立体绿化主题

特色ꎮ

(五) 滨水地区立体绿化建设ꎮ

在满足河道行洪、 通行安全、 游憩安全的条件下ꎬ 重点对河道护栏、 河道边坡

等区域进行立体绿化ꎬ 加强河道两侧建筑立面立体绿化ꎮ

第九节　 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规划

一、 防灾避险绿地规划体系

坚持分级规划、 有序防灾ꎬ 安全优先、 均衡布局ꎬ 平灾结合、 功能复合的原则ꎬ

建立 “长期避险绿地—中期避险绿地—短期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 四级避险绿

地规划体系ꎮ

二、 防灾避险绿地布局规划

根据相关标准规划配置防灾避险绿地 (详见表 ５)ꎮ 其中ꎬ 中期避险绿地、 短期

避险绿地、 紧急避险绿地根据服务半径配置ꎬ 长期避险绿地建议每区配置 １—４ 个ꎮ

表 ５　 广州市防灾避险绿地类型与规划要求一览表

防灾避险绿地类型
人均有效避险面积

(平方米 /人)
服务半径
(米) 覆盖率 对应绿地类型

长期避险绿地 ≥５ 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 郊野公园、 综合公园 (全市性) 等

中期避险绿地 ３ ０—４ ０ ３０００ ≥６０％ 综合公园 (地区性)、 专类公园 (不
含动植物园) 等

短期避险绿地 ３ ０—４ ０ １５００ ≥６０％ 部分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等

紧急避险绿地 ≥１ ０ ５００ ≥７０％
游园 (口袋公园)、 广场用地、 部
分条件适宜的附属绿地 (开敞空间
不小于 ６００ 平方米)

按照城市道路等级规划布局救灾与疏散通道ꎬ 包括高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等类型ꎮ 高快速路用于联络灾区与非灾区、 长期避险绿地等ꎬ 主干路和次干路

用于连接中短期避险绿地ꎬ 支路及居住区级道路用于连接紧急避险绿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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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灾避险绿地设施

防灾避险绿地根据分类标准及功能性质配备相应的配套设施ꎮ

(一) 紧急避险绿地ꎮ

紧急避险绿地应设置基本配套设施ꎬ 包括应急供水设施、 应急供电设施、 应急

排污设施、 应急厕所、 应急垃圾储运设施、 应急通道、 应急标志等ꎮ

(二) 中短期避险绿地ꎮ

除基本配套设施外ꎬ 增设应急篷宿区设施、 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设施、 应急消

防设施、 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应急指挥管理设施等一般设施ꎮ

(三) 长期避险绿地ꎮ

除基本配套设施和一般设施外ꎬ 增设应急停车场、 应急停机坪、 应急洗浴设施、

应急功能介绍设施等ꎮ

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一、 扎实推进绿美广州生态建设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ꎬ 全力推进绿美广州生态建设ꎬ 以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体系为统

领ꎬ 实施绿化美化和生态建设 “八大工程”ꎬ 包括森林质量优化提升、 城乡一体绿美

家园优化建设、 保护地建设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培育、 活力精品绿廊提升美化、

古树名木保护修复、 现代惠民林业集聚发展、 全民爱绿护绿植绿工程ꎬ 加强科技能

力建设ꎮ

二、 加快全域公园建设

“十四五” 期间ꎬ 聚焦人民群众需求ꎬ 依托绿美广州生态建设ꎬ 完善公园体系建

设ꎬ 提升公园布局均衡性ꎬ 提高公园设施及开敞空间品质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市规划公

园不少于 １５００ 个ꎮ

(一) 适度补充城市公园ꎮ

“十四五” 期间ꎬ 高标准新增 １４ 个功能多元、 特色鲜明的城市公园ꎬ 其中新增

综合公园 ８ 个、 专类公园 ６ 个ꎮ 持续完善 ７ 个环保主题公园建设ꎬ 打造以低碳环保

为主题ꎬ 集现代园林景观、 环保科普教育、 运动休闲娱乐、 产业服务平台构建为一

体的复合型环保主题公园ꎬ 实现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的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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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点完善社区公园ꎮ

按照每 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至少配置 １ 个社区公园的标准ꎬ 完善社区公园布局ꎬ

大力提升社区公园服务覆盖能力ꎮ 重点依托城市更新工作ꎬ 推进社区公园与社区活

动中心、 水系、 文物古迹等资源结合设置ꎬ 满足全年龄段居民日常休闲、 娱乐、 健

身的需求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市新增 ５５ 个社区公园ꎮ

(三) 大力建设口袋公园ꎮ

按照每 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至少配置 １ 个口袋公园的标准ꎬ 多措并举推进口袋公

园建设ꎬ 切实提升居民绿色获得感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市新增不少于 ３００ 个风格各异的

口袋公园ꎮ

(四) 探索建设郊野公园ꎮ

创新郊野公园用地管理模式ꎬ 强化镇级森林公园休闲游憩、 运动健身、 自然教

育等设施配置与场景营造ꎬ 完善郊野活动功能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规划新增番禺化龙湿地

公园、 番禺莲湖湿地生态公园 ２ 个公园ꎬ 依托黄埔、 增城、 从化等区的古树群资源ꎬ

规划建设 ４ 个古树公园ꎮ

(五) 整合优化自然公园ꎮ

衔接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ꎬ 推进自然公园整合优化ꎬ “十四五” 期间ꎬ 规划新增

白云六片山森林公园、 黄埔油麻山森林公园、 南沙大山乸森林公园、 南沙南大山森

林公园、 花都称砣顶森林公园、 从化通天蜡烛森林公园、 增城南坑顶森林公园以及

黄埔埔心湿地公园、 南沙大虎山地质公园ꎮ

三、 完善休闲游憩网络

(一) 持续塑造珠江景观带ꎮ

“十四五” 期间ꎬ 推进珠江岸线贯通ꎬ 建设滨江碧道ꎬ 串联周边公园绿地ꎬ 构建

层级丰富的绿色空间体系ꎬ 打造世界一流滨江活力区ꎮ 重点推进临江大道东延线沿

江绿化工程ꎬ 完善珠江黄埔航道、 平洲水道、 双岗涌、 黄埔涌滨水绿带建设ꎮ

(二) 启动城市生态翠环建设ꎮ

启动城市生态翠环前期规划研究和示范建设ꎬ 提升城市生态翠环沿线绿道品质ꎬ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ꎮ 推进沿线森林公园服务品质提升ꎬ 加快登山、 休闲、 康养

等基础和配套设施功能升级改造ꎬ 集中力量培育特色品牌和亮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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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善绿道碧道网络建设ꎮ

重点贯通珠江西航道、 珠江后航道、 海珠区环岛路、 白云区沿江大道等沿线绿

道ꎬ 加强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对沿线公园、 绿化广场、 历史文化等资源的连接ꎮ

完善绿道配套服务设施ꎬ 丰富多元化游憩体验ꎬ “十四五” 期间ꎬ 全市新增绿道 １２６

千米ꎬ 提升绿道 １０００ 千米ꎮ

四、 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

积极应对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ꎬ 提升森林固碳保水功能ꎻ 保护湿地资源ꎬ 营

造鸟类栖息生境ꎬ 结合水鸟生态廊道规划ꎬ 规划新建和改造提升沿线湿地公园ꎬ 改

善水鸟栖息生活环境ꎬ 打造健康的湿地系统ꎮ “十四五” 期间ꎬ 重点推进廊道节点质

量提升、 栖息地生境修复、 生态旅游建设、 科普宣教建设、 水鸟生态廊道监测等工

程ꎬ 保护 １１ 条水鸟生态廊道ꎬ 营造 １７ 处水鸟生态廊道节点ꎬ 建设 ９ 处自然教育基

地 (水鸟科普类)ꎬ 建立 １４ 个水鸟监测样方ꎮ

五、 大力提升城乡绿量

通过生态复绿、 拆违建绿、 留白增绿、 见缝插绿等方式ꎬ 拓展城区绿色空间ꎮ

推动社区绿地共建共享ꎬ 增加社区绿化ꎮ 鼓励推广低成本立体绿化ꎮ “十四五” 期

间ꎬ 优先推进城市重点发展平台、 更新地区和历史城区的立体绿化建设ꎬ 全市立体

绿化新增 ２０ 万平方米ꎮ

第七章　 分区规划指引

根据广州市绿地系统总体发展目标ꎬ 对各区规划指标、 公园建设、 近期建设等

内容进行规划指引ꎮ 各区规划具体指标值、 公园和绿地建设规模在区绿地系统规划

中进行确定ꎮ

一、 越秀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越秀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３５ ５％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５ ９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５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越秀区规划城市公园 １４ 个ꎬ 均为现状保留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

少于 ２ 个ꎻ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３０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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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越秀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３ 公顷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 １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２３ 个ꎻ 新增绿道 ４ 千米ꎬ 改造提升绿道 １７ 千米ꎻ 新增立体

绿化 １ 万平方米ꎮ

二、 海珠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海珠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３０ ５％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７ ８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海珠区规划自然公园 １ 个ꎬ 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８

个ꎬ 其中现状保留 ６ 个ꎬ 新增 ２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５ 个ꎻ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４０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海珠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３０ 公顷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 ２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２６ 个ꎻ 新增绿道 ８ 千米ꎬ 改造提升绿道 ４４ 千米ꎻ 新增立体

绿化 ２ 万平方米ꎮ

三、 荔湾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荔湾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３０ ０％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５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５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荔湾区规划城市公园 ５ 个ꎬ 其中ꎬ 现状保留 ３ 个ꎬ 新增 ２ 个ꎻ 规划

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６ 个ꎻ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５５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荔湾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４２ 公顷ꎻ 规划新增城市公园 ２ 个ꎬ

新增社区公园 ２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３２ 个ꎻ 新增绿道 ４ 千米ꎬ 改造提升绿道

３１ 千米ꎻ 新增立体绿化 １ 万平方米ꎮ

四、 天河区

(一) 规划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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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天河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２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１９ ８％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１２ ０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５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天河区规划自然公园 ３ 个ꎬ 郊野公园 １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８ 个ꎬ 其

中ꎬ 现状保留 ５ 个ꎬ 新增 ３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１６ 个ꎻ 规划新增游园 (口

袋公园) 不少于 ５５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天河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１０９ 公顷ꎻ 规划新增城市公园 １

个ꎬ 新增社区公园 ３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１７ 个ꎻ 新增绿道 ８ 千米ꎬ 改造提升

绿道 ４４ 千米ꎻ 新增立体绿化 ２ ５ 万平方米ꎮ

五、 白云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白云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６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２６ ７％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２０ ０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５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白云区规划自然公园 ９ 个ꎬ 郊野公园 ４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１６ 个ꎬ 其

中ꎬ 现状保留 １１ 个ꎬ 新增 ５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２８ 个ꎻ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７５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白云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２７４ 公顷ꎻ 规划新增城市公园 １

个ꎬ 新增社区公园 ９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４１ 个ꎻ 新增绿道 １６ 千米ꎬ 改造提

升绿道 ９４ 千米ꎻ 新增立体绿化 ２ ５ 万平方米ꎮ

六、 黄埔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黄埔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６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４２ １％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２０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２ 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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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黄埔区规划自然公园 ７ 个ꎬ 郊野公园 ９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２１ 个ꎬ 其

中ꎬ 现状保留 １６ 个ꎬ 新增 ５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２５ 个ꎬ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６０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黄埔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１９４ 公顷ꎻ 规划新增城市公园 ４

个ꎬ 新增社区公园 ７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２６ 个ꎻ 新增绿道 １６ 千米ꎬ 改造提

升绿道 １８８ 千米ꎻ 新增立体绿化 ２ ５ 万平方米ꎮ

七、 花都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花都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１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３６ ６％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２２ ６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８０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花都区规划自然公园 ５ 个ꎬ 郊野公园 ５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１０ 个ꎬ 其

中ꎬ 现状保留 ８ 个ꎬ 新增 ２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２３ 个ꎬ 规划新增游园 (口

袋公园) 不少于 ７５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花都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２１２ 公顷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 ５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２７ 个ꎻ 新增绿道 １４ 千米ꎬ 改造提升绿道 ９４ 千米ꎻ 新增

立体绿化 ２ 万平方米ꎮ

八、 番禺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番禺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２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７ ９％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１８ ０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５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番禺区规划自然公园 ９ 个ꎬ 郊野公园 ６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９ 个ꎬ 其

中ꎬ 现状保留 ５ 个ꎬ 新增 ４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２５ 个ꎻ 规划新增游园 (口

袋公园) 不少于 ６５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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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番禺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２６１ 公顷ꎻ 规划新增城市公园 １

个ꎬ 新增社区公园 ８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４０ 个ꎻ 新增绿道 １６ 千米ꎬ 改造提

升绿道 １２３ 千米ꎻ 新增立体绿化 ２ ５ 万平方米ꎮ

九、 南沙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南沙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４３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３ ４％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２５ ０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南沙区规划自然公园 ６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１１ 个ꎬ 其中现状保留 ５

个ꎬ 新增 ６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３０ 个ꎻ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５５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南沙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２９２ 公顷ꎻ 规划新增城市公园 １

个ꎬ 新增社区公园 １０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２６ 个ꎻ 新增绿道 １６ 千米ꎬ 改造提

升绿道 １００ 千米ꎻ 新增立体绿化 １ ５ 万平方米ꎮ

十、 从化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从化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５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６９ １％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１９ ２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７５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从化区规划自然公园 ２１ 个ꎬ 郊野公园 ６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６ 个ꎬ 其

中现状保留 ５ 个ꎬ 新增 １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８ 个ꎻ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

公园) 不少于 ３０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从化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３２ 公顷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 ３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１３ 个ꎻ 新增绿道 ４ 千米ꎬ 改造提升绿道 １３５ 千米ꎻ 新增立体

绿化 ０ ５ 万平方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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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增城区

(一)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增城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６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５３ ２％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２３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８６ ０％ ꎮ

(二) 公园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增城区规划自然公园 ９ 个ꎬ 郊野公园 １９ 个ꎻ 规划城市公园 １２ 个ꎬ

其中ꎬ 现状保留 ７ 个ꎬ 新增 ５ 个ꎻ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少于 ２０ 个ꎬ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６０ 个ꎮ

(三) 近期建设规划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增城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 ２０５ 公顷ꎻ 规划新增城市公园 ４

个ꎬ 新增社区公园 ５ 个ꎬ 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２９ 个ꎻ 新增绿道 ２０ 千米ꎬ 改造提

升绿道 １３０ 千米ꎻ 新增立体绿化 ２ 万平方米ꎮ

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

一、 规划实施机制

(一) 加强区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指导ꎮ

为保障市、 区发展目标统一ꎬ 明确区绿地系统规划编制要求ꎬ 增强规划可实施

性ꎮ 区绿地系统规划核心目标指标、 新增公园绿地规模和各类公园建设数量等内容

应符合本规划对各区提出的要求ꎻ 区各类绿地规划布局应符合本规划提出的绿地控

制和保护原则ꎮ

(二) 推动绿地规划 “一张图” 统一管理ꎮ

基于本规划ꎬ 市、 区联动制定形成全市绿地规划 “一张图”ꎬ 纳入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ꎬ 落实严格管理ꎮ 推进绿地系统相关矢量数据、 管理信息集成至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和实施监督信息系统ꎬ 便于国土空间统一管理和规划实施评估ꎮ

(三) 加强规划任务年度分解与监督实施ꎮ

完善公园与绿地建设任务分解与监督考核机制ꎮ 按照先易后难、 适度超前、 合

理布局的原则ꎬ 结合市林业和园林发展 “十四五” 规划ꎬ 制定全市和各区绿地建设

实施方案及年度行动计划ꎮ 建立绿地发展体检与评估制度ꎬ 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

跟踪与反馈ꎮ

４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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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划保障措施

(一) 完善政策文件ꎮ

联动多部门完善绿地相关政策文件ꎬ 推进规划落地实施与精细管理ꎮ 从生态公

园用地管理、 公园绿地绩效单元管理、 更新地区绿地规划建设管理、 绿地兼容性管

理、 附属绿地开放利用、 规划绿地布局调整、 立体绿化管理等方面ꎬ 研究出台相关

管理规定、 规范指引与政策文件ꎬ 保障绿地精细化规划建设管理ꎮ

(二) 加强组织保障ꎮ

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ꎬ 加强林业园林与发展改革、 规划和自然资源、 住房城乡

建设、 水务、 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 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等多部门联动ꎬ 重点协调

绿地规划建设用地来源、 更新地区绿地配置规模、 绿地兼容建设、 附属绿地开放等

内容ꎬ 共同推进绿化建设ꎮ 充分发挥专家引领和社区设计师作用ꎬ 凸显公园特色与

地域特色ꎬ 提升公园品质ꎮ

(三) 搭建绿色地图ꎮ

搭建可感知、 可体验的绿色趣味地图ꎬ 包含公园地图、 赏花地图和绿道地图等

版块ꎬ 提供场地、 交通、 设施、 科普等服务信息ꎬ 为居民和游客提供统一便捷的服

务平台ꎬ 查询全市各类绿色生态休闲场所ꎬ 强化绿色空间的公众感知ꎮ

(四) 创新建设运营模式ꎮ

探索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资金投入机制ꎮ 创新公园、 绿地建设管理模式ꎬ 运用

公私合营、 兴建营运后转移等多种方式ꎬ 引导社会力量投资ꎮ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

园、 绿地的停车场、 运动场馆、 文化设施等经营性服务项目建设ꎮ

(五)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ꎮ

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 多形式的宣传活动ꎮ 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 报纸等传统

媒体及网络、 微信、 微博、 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ꎬ 依托自然保护区和各类公园ꎬ 结

合植树节、 世界地球日等ꎬ 开展绿地科普教育和生态建设成果宣传ꎮ 做优花事节庆

活动ꎬ 推广阳台花园、 屋顶花园ꎬ 调动居民参与绿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完)

附件: ７ 广州市乔木树种规划一览表

８ 市域绿地现状分布图

９ 市域公园现状分布图

５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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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市域古树名木现状分布图

１１ 市域绿地系统结构规划图

１２ 市域主要公园规划图

１３ 市域绿道规划指引图

１４ 市域永久保护绿地规划图

１５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结构规划图

１６ 中心城区市级绿线规划图

１７ 城市生态翠环规划图

６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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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７

广州市乔木树种规划一览表

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科 属

１ 细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桑科 榕属

２ 大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 桑科 榕属

３ 垂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桑科 榕属

４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桑科 榕属

５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锦葵科 木棉属

６ 白兰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 ａｌｂａ 木兰科 含笑属

７ 非洲桃花心木 Ｋｈａｙａ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楝科 非洲楝属

８ 人面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ｄｕｐｅｒｒｅａｎｕｍ 漆树科 人面子属

９ 小叶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ｎｅｏｔａｌｉａｌａ 使君子科 榄仁树属

１０ 美丽异木棉 Ｃｅｉｂ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锦葵科 吉贝属

１１ 宫粉紫荆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豆科 羊蹄甲属

１２ 秋枫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叶下珠科 秋枫属

１３ 尖叶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ｕｇｏｓｕｓ 杜英科 杜英属

１４ 海南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豆科 红豆属

１５ 扁桃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ｐｅｒｓｉｃｉｆｏｒｍａ 漆树科 杧果属

１６ 麻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楝科 麻楝属

１７ 大王椰子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ｒｅｇｉａ 棕榈科 王棕属

１８ 阴香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樟科 桂属

１９ 大花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千屈菜科 紫薇属

７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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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科 属

２０ 香樟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ｒｕｍ 樟科 樟属

２１ 凤凰木 Ｄｅｌｏｎｉｘ ｒｅｇｉａ 豆科 凤凰木属

２２ 紫花风铃木 Ｈａｎｄｒｏａｎｔｈｕｓ ｉｍｐｅｔｉｇｉｎｏｓｕｓ 紫葳科 风铃木属

２３ 黄花风铃木 Ｈａｎｄｒｏ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ｕｓ 紫葳科 风铃木属

２４ 黄兰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ｍｐａｃａ 木兰科 含笑属

２５ 红运玉兰
Ｙｕｌａｎｉａ × ｓｏｕｌａｎｇｅａｎａ

'Ｈｏｎｇｙｕｎ' 木兰科 玉兰属

２６ 锦叶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ｎｅｏｔａｌｉａｌ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使君子科 榄仁树属

２７ 蓝花楹 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 ｍｉｍｏｓｉｆｏｌｉａ 紫葳科 蓝花楹属

２８ 澳洲火焰木 Ｂｒａｃｈｙｃｈｉｔｏｎ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锦葵科 酒瓶树属

２９ 金蒲桃 Ｘａｎｔｈｏｓｔｅｍｏｎ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ｕｓ 桃金娘科 金缨木属

３０ 香榄 Ｍｉｍｕｓｏｐｓ ｅｌｅｎｇｉ 山榄科 香榄属

３１ 柳叶桢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ｓａｌｉｃｉｎａ 樟科 润楠属

３２ 血桐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ｔａｎａｒｉｕｓ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叶下珠科 血桐属

３３ 铁力木 Ｍｅｓｕａ ｆｅｒｒｅａ 红厚壳科 铁力木属

３４ 鱼木 Ｃｒａｔｅｖ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 山柑科 鱼木属

３５ 复羽叶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无患子科 栾属

３６ 腊肠树 Ｃａｓｓｉａ ｆｉｓｔｕｌａ 豆科 腊肠树属

３７ 水瓜栗 Ｐａｃｈｉｒａ ａｑｕａｔｉｃａ 锦葵科 瓜栗属

３８ 东京油楠 Ｓｉｎｄ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豆科 油楠属

３９ 爪哇决明
(粉花山扁豆) Ｃａｓｓ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ｓｕｂｓｐ ｎｏｄｏｓａ 豆科 腊肠树属

４０ 闽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ｂｏｕｒｎｅｉ 樟科 楠属

４１ 青梅 Ｖａｔｉｃａ ｍａｎｇａｃｈａｐｏｉ 龙脑香科 青梅属

４２ 降香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豆科 黄檀属

４３ 红花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木兰科 木莲属

８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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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科 属

４４ 中国无忧树 Ｓａｒａｃａ ｄｉｖｅｓ 豆科 无忧花属

４５ 盾柱木 Ｐｅｌｔｏｐｈｏｒｕｍ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豆科 盾柱木属

４６ 乐昌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 木兰科 含笑属

４７ 诗琳通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ｉｒｉｎｄｈｏｒｎｉａｅ 木兰科 含笑属

４８ 玉堂春 Ｙｕｌａｎｉａ ｄｅｎｕｄａｔａ 木兰科 玉兰属

４９ 铁刀木 Ｓｅｎｎａ ｓｉａｍｅａ 豆科 决明属

５０ 柚木 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唇形科 柚木属

５１ 格木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ｈｌｅｕｍ ｆｏｒｄｉｉ 豆科 格木属

５２ 铁架木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ｆｅｒｒｅａ 豆科 小凤花属

５３ 霸王棕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 棕榈科 霸王棕属

５４ 鸡蛋花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 夹竹桃科 鸡蛋花属

５５ 狐尾椰子 Ｗｏｄｙｅｔｉ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棕榈科 狐尾椰属

５６ 银海枣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棕榈科 刺葵属

５７ 千层金 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桃金娘科 白千层属

５８ 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ｊａｍｂｏｓ 桃金娘科 蒲桃属

５９ 洋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ａｍａｒａｎｇｅｎｓｅ 桃金娘科 蒲桃属

６０ 红鳞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桃金娘科 蒲桃属

６１ 黄槿 Ｔａｌｉｐａｒｉｔｉ ｔｉｌｉａｃｅｕｍ 锦葵科 黄槿属

６２ 红花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玉蕊科 玉蕊属

６３ 石碌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ｈｉｌｕｅｎｓｉｓ 木兰科 含笑属

６４ 蝴蝶树 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锦葵科 银叶树属

６５ 菲岛福木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ｓｕｂ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藤黄科 藤黄属

６６ 短萼仪花 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 豆科 仪花属

６７ 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ｍｏｎｏｓｐｅｒｍａ 锦葵科 苹婆属

９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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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科 属

６８ 红花荷 Ｒｈｏｄｏｌｅ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金缕梅科 红花荷属

６９ 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蕈树科 枫香树属

７０ 乌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ｐｉｍｅｌａ 橄榄科 橄榄属

７１ 红花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 ｂｌａｋｅａｎａ 豆科 羊蹄甲属

７２ 山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杜英科 杜英属

７３ 落羽杉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柏科 落羽杉属

７４ 二乔玉兰 Ｙｕｌａｎｉａ × ｓｏｕｌａｎｇｅａｎａ 木兰科 玉兰属

７５ 糖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夹竹桃科 鸡骨常山属

７６ 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漆树科 杧果属

７７ 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棕榈科 蒲葵属

７８ 火焰木 Ｓｐａｔｈｏｄｅａ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 紫葳科 火焰树属

７９ 环纹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桑科 榕属

８０ 柳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ｍａ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ｉｉ 桑科 榕属

８１ 印度榕 Ｆｉｃｕｓ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 桑科 榕属

８２ 聚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桑科 榕属

８３ 心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ｕｍｐｈｉｉ 桑科 榕属

８４ 菩提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 桑科 榕属

８５ 人心果 Ｍａｎｉｌｋａｒａ ｚａｐｏｔａ 山榄科 铁线子属

８６ 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ｌａｎｓｉｕｍ 芸香科 黄皮属

８７ 铁冬青 Ｉｌ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ａ 冬青科 冬青属

８８ 海红豆 Ａｄ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 豆科 海红豆属

８９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大麻科 朴属

９０ 火力楠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ｃｃｌｕｒｅｉ 木兰科 含笑属

９１ 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豆科 刺桐属

０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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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科 属

９２ 鸡冠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ｃｒｉｓｔａ－ｇａｌｌｉ 豆科 刺桐属

９３ 木麻黄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木麻黄科 木麻黄属

９４ 水翁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ｎｅｒｖｏｓｕｍ 桃金娘科 蒲桃属

９５ 水石榕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杜英科 杜英属

９６ 深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ｕｄｉａｅ 木兰科 含笑属

９７ 美丽针葵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ｒｏｅｂｅｌｅｎｉｉ 棕榈科 刺葵属

９８ 岭南山茉莉 Ｈｕ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ｉ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安息香科 山茉莉属

９９ 海南龙血树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 天门冬科 龙血树属

１００ 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柏科 柏木属

１０１ 福建柏 Ｆｏｋｉｅｎｉａ ｈｏｄｇｉｎｓｉｉ 柏科 福建柏属

１０２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柏科 侧柏属

１０３ 伯乐树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伯乐树科 伯乐树属

１０４ 天料木 Ｈｏｍａｌｉ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杨柳科 天料木属

１０５ 红花天料木 Ｈｏｍａｌｉｕｍ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杨柳科 天料木属

１０６ 石栗 Ａｌｅｕｒｉｔｅｓ ｍｏｌｕｃｃａｎｕｓ 叶下珠科 石栗属

１０７ 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ｂｕｎｉｕｓ 叶下珠科 五月茶属

１０８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叶下珠科 木奶果属

１０９ 土蜜树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叶下珠科 土蜜树属

１１０ 蝴蝶果 Ｃｌｅ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ｏｎ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叶下珠科 蝴蝶果属

１１１ 白楸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叶下珠科 野桐属

１１２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叶下珠科 叶下珠属

１１３ 山乌桕 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叶下珠科 乌桕属

１１４ 乌桕 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ｓｅｂｉｆｅｒａ 叶下珠科 乌桕属

１１５ 木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叶下珠科 油桐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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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青檀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大麻科 青檀属

１１７ 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五桠果科 五桠果属

１１８ 小花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ｐｅｎｔａｇｙｎａ 五桠果科 五桠果属

１１９ 大花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ａ 五桠果科 五桠果属

１２０ 垂花楹 Ｃｏｌｖｉｌｌｅ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豆科 垂花楹属

１２１ 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豆科 黄檀属

１２２ 印度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ｓｉｓｓｏｏ 豆科 黄檀属

１２３ 南岭黄檀
(秧青)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豆科 黄檀属

１２４ 黄脉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Ｐａｒｃｅｌｌｉｉ' 豆科 刺桐属

１２５ 厚荚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豆科 红豆属

１２６ 光叶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ｇｌａｂｅｒｒｉｍａ 豆科 红豆属

１２７ 花榈木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豆科 红豆属

１２８ 木荚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ａ 豆科 红豆属

１２９ 水黄皮 Ｐｏｎｇａｍ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豆科 水黄皮属

１３０ 紫檀
(印度紫檀)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豆科 紫檀属

１３１ 大果紫檀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豆科 紫檀属

１３２ 檀香紫檀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ａｎｔａｌｉｎｕｓ 豆科 紫檀属

１３３ 迪普木 Ｔｉｐｕａｎａ ｔｉｐｕ 豆科 金蝶木属

１３４ 大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冬青科 冬青属

１３５ 鹿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杜鹃花科 杜鹃花属

１３６ 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杜英科 杜英属

１３７ 文定果 Ｍｕｎｔｉｎｇｉａ ｃａｌａｂｕｒａ 文定果科 文定果属

１３８ 猴欢喜 Ｓｌｏａｎｅ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杜英科 猴欢喜属

１３９ 布渣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锦葵科 破布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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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依兰 Ｃａｎａｎｇ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番荔枝科 依兰属

１４１ 长叶暗罗 Ｍｏｎｏｏｎ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ｕｍ 番荔枝科 单籽暗罗属

１４２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橄榄科 橄榄属

１４３ 大叶相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豆科 相思树属

１４４ 台湾相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ｃｏｎｆｕｓａ 豆科 相思树属

１４５ 马占相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 豆科 相思树属

１４６ 银叶金合欢 Ａｃａｃｉａ ｐｏｄａｌｙ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豆科 相思树属

１４７ 南洋楹 Ｆａｌｃａｔａｒｉ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豆科 南洋楹属

１４８ 猴耳环 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ｌｙｐｅａｒｉａ 豆科 猴耳环属

１４９ 亮叶猴耳环 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ｕｃｉｄｕｍ 豆科 猴耳环属

１５０ 大叶合欢 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ｕｒｇｉｄｕｍ 豆科 猴耳环属

１５１ 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红豆杉科 穗花杉属

１５２ 三尖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红豆杉科 三尖杉属

１５３ 南方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红豆杉科 红豆杉属

１５４ 红木 Ｂｉｘａ ｏｒｅｌｌａｎａ 红木科 红木属

１５５ 竹节树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红树科 竹节树属

１５６ 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胡桃科 黄杞属

１５７ 光皮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ｌｕｍｉｎｉｆｅｒａ 桦木科 桦木属

１５８ 海杧果 Ｃｅｒｂｅｒａ ｍａｎｇｈａｓ 夹竹桃科 海杧果属

１５９ 钝叶鸡蛋花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ｏｂｔｕｓａ 夹竹桃科 鸡蛋花属

１６０ 红鸡蛋花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夹竹桃科 鸡蛋花属

１６１ 垂序金虎尾 Ｌｏｐｈａｎｔｈｅｒａ ｌａｃｔｅｓｃｅｎｓ 金虎尾科 乳金英属

１６２ 五列木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ａｘ ｅｕｒｙｏｉｄｅｓ 五列木科 五列木属

１６３ 阿丁枫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蕈树科 蕈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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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金缕梅科 马蹄荷属

１６５ 米老排 Ｍｙｔｉｌａｒｉａ ｌａｏｓｅｎｓｉｓ 金缕梅科 壳菜果属

１６６ 樟叶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ｇｒｅｗ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锦葵科 木槿属

１６７ 桐棉 Ｔｈｅｓｐｅｓｉａ ｐｏｐｕｌｎｅａ 锦葵科 桐棉属

１６８ 锥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 壳斗科 栗属

１６９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０ 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１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２ 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３ 南岭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４ 红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５ 吊皮锥
(青钩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ｉ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６ 鹿角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ｌａｍｏｎｔｉｉ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７ 钩栗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壳斗科 锥属

１７８ 福建青冈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 壳斗科 栎属

１７９ 青冈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ｇｌａｕｃａ 壳斗科 栎属

１８０ 水青冈 Ｆａｇｕｓ ｌｏｎｇ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壳斗科 水青冈属

１８１ 烟斗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ｒｎｅｕｓ 壳斗科 柯属

１８２ 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 壳斗科 柯属

１８３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壳斗科 栎属

１８４ 槲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壳斗科 栎属

１８５ 白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 壳斗科 栎属

１８６ 栓皮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壳斗科 栎属

１８７ 苦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楝科 楝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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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大叶桃花心木 Ｓｗｉｅｔｅ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楝科 桃花心木属

１８９ 桃花心木 Ｓｗｉｅｔｅｎｉａ ｍａｈａｇｏｎｉ 楝科 桃花心木属

１９０ 红椿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楝科 香椿属

１９１ 香椿 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楝科 香椿属

１９２ 苏里南蓼树 Ｔｒｉｐｌａｒｉｓ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蓼科 蓼树属

１９３ 坡垒 Ｈｏｐｅ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龙脑香科 坡垒属

１９４ 露兜树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ｔｅｃｔｏｒｉｕｓ 露兜树科 露兜树属

１９５ 红刺露兜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ｕｔｉｌｉｓ 露兜树科 露兜树属

１９６ 鸡毛松 Ｄａｃｒｙｃａｒｐｕｓ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ｓ 罗汉松科 鸡毛松属

１９７ 竹柏 Ｎａｇｅｉａ ｎａｇｉ 罗汉松科 竹柏属

１９８ 长叶竹柏 Ｎａｇｅｉａ ｆｌｅｕｒｙｉ 罗汉松科 竹柏属

１９９ 罗汉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罗汉松科 罗汉松属

２００ 云南石梓 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唇形科 石梓属

２０１ 苦梓 Ｇｍｅｌｉｎ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唇形科 石梓属

２０２ 山牡荆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唇形科 牡荆属

２０３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木兰科 鹅掌楸属

２０４ 荷花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木兰科 木兰属

２０５ 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ｆｏｒｄｉａｎａ 木兰科 木莲属

２０６ 灰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 木兰科 木莲属

２０７ 广东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木兰科 木莲属

２０８ 亮叶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ｌｕｃｉｄａ 木兰科 木莲属

２０９ 金叶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ｏｖｅｏｌａｔａ 木兰科 含笑属

２１０ 广东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木兰科 含笑属

２１１ 白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ｓ 木兰科 含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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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乐东拟单性木兰 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ｌ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木兰科 拟单性木兰属

２１３ 观光木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 木兰科 含笑属

２１４ 爪哇木棉 Ｃｅｉｂａ ｐｅｎｔａｎｄｒａ 锦葵科 吉贝属

２１５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木犀科 木犀属

２１６ 贝壳杉 Ａｇａｔｈｉｓ ｄａｍｍａｒａ 南洋杉科 贝壳杉属

２１７ 异叶南洋杉 Ａｒａｕｃａｒ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南洋杉科 南洋杉属

２１８ 南洋杉 Ａｒａｕｃａｒｉａ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ｉ 南洋杉科 南洋杉属

２１９ 南酸枣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漆树科 南酸枣属

２２０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漆树科 黄连木属

２２１ 巴西乳香 Ｓｃｈｉｎｕｓ ｔｅｒｅｂｉｎｔｈｉｆｏｌｉａ 漆树科 肖乳香属

２２２ 岭南槭 Ａｃｅｒ ｔｕｔｃｈｅｒｉ 无患子科 槭属

２２３ 青榨槭 Ａｃｅ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 无患子科 槭属

２２４ 罗浮槭 Ａｃｅｒ ｆａｂｒｉ 无患子科 槭属

２２５ 劳氏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ｌｏｕｄｏｎｉｉ 千屈菜科 紫薇属

２２６ 多花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ｓｉａｍｉｃａ 千屈菜科 紫薇属

２２７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茜草科 黄棉木属

２２８ 梅 Ｐｒｕｎｕｓ ｍｕｍｅ 蔷薇科 李属

２２９ 钟花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 蔷薇科 李属

２３０ 中国红樱花 Ｐｒｕｎｕｓ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 蔷薇科 李属

２３１ 广州樱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ａｎｔｏｎ' 蔷薇科 李属

２３２ 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蔷薇科 枇杷属

２３３ 大叶桂樱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ｚｉｐｐｅｌｉａｎａ 蔷薇科 桂樱属

２３４ 豆梨 Ｐｙｒｕｓ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蔷薇科 梨属

２３５ 珊瑚树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荚蒾科 荚蒾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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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土沉香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瑞香科 沉香属

２３７ 面包树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ｌｔｉｌｉｓ 桑科 波罗蜜属

２３８ 波罗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桑科 波罗蜜属

２３９ 白桂木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ｅｕｓ 桑科 波罗蜜属

２４０ 红桂木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桑科 波罗蜜属

２４１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桑科 构属

２４２ 枕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ｄｒｕｐａｃｅａ 桑科 榕属

２４３ 大琴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ｌｙｒａｔａ 桑科 榕属

２４４ 笔管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ｕｂｐｉｓｏｃａｒｐａ 桑科 榕属

２４５ 青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桑科 榕属

２４６ 越南抱茎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ｉｓ 山茶科 山茶属

２４７ 红皮糙果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ｒａｐｎｅｌｌｉａｎａ 山茶科 山茶属

２４８ 南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ｅｍｉｓｅｒｒａｔａ 山茶科 山茶属

２４９ 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山茶科 大头茶属

２５０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山茶科 木荷属

２５１ 西南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山茶科 木荷属

２５２ 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五列木科 厚皮香属

２５３ 石笔木 Ｐｙｒｅｎａｒｉ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山茶科 核果茶属

２５４ 树头菜 Ｃｒａｔｅｖａ ｕｎｉｌｏｃｕｌａｒｉｓ 山柑科 鱼木属

２５５ 星苹果 Ｃｈｒｙｓ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ａｉｎｉｔｏ 山榄科 星苹果属

２５６ 蛋黄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ｃａｍｐｅｃｈｉａｎａ 山榄科 桃榄属

２５７ 长叶马府油树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山榄科 紫荆木属

２５８ 银桦 Ｇｒｅｖｉｌｌｅ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山龙眼科 银桦属

２５９ 调羹树 Ｈｅｌｉｃｉｏｐｓｉｓ ｌｏｂａｔａ 山龙眼科 假山龙眼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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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 澳洲坚果 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 山龙眼科 澳洲坚果属

２６１ 火轮木 Ｓｔｅ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ｉｎｕａｔｕｓ 山龙眼科 火轮树属

２６２ 光皮梾木 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山茱萸科 山茱萸属

２６３ 水松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ｕｓ ｐｅｎｓｉｌｉｓ 柏科 水松属

２６４ 池杉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ｖａｒ.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柏科 落羽杉属

２６５ 阿江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ａｒｊｕｎａ 使君子科 榄仁树属

２６６ 油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使君子科 榄仁树属

２６７ 榄仁树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ａｔａｐｐａ 使君子科 榄仁树属

２６８ 莫氏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ｕｅｌｌｅｒｉ 使君子科 榄仁树属

２６９ 乌材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 柿树科 柿属

２７０ 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柿树科 柿属

２７１ 罗浮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ｍｏｒｒｉｓｉａｎａ 柿树科 柿属

２７２ 枳椇 Ｈｏｖｅｎｉａ ａｃｅｒｂａ 鼠李科 枳椇属

２７３ 湿地松 Ｐｉｎｕｓ 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 松科 松属

２７４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松科 松属

２７５ 黑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松科 松属

２７６ 金钱松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ｒｉｘ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松科 金钱松属

２７７ 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豆科 羊蹄甲属

２７８ 白花洋紫荆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ａｎｄｉｄａ 豆科 羊蹄甲属

２７９ 彩虹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 × ｎｅａｌｉａｅ 豆科 腊肠树属

２８０ 绒果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 ｂａｋｅｒｉａｎａ 豆科 腊肠树属

２８１ 红花铁刀木 Ｃａｓｓ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豆科 腊肠树属

２８２ 美丽决明 Ｓｅｎｎ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豆科 决明属

２８３ 银珠 Ｐｅｌｔｏｐｈｏｒｕｍ ｄａｓｙｒｒｈａｃｈｉｓ ｖａｒ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豆科 盾柱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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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 粘叶豆 Ｓｃｈｉｚｏｌｏｂｉｕｍ ｐａｒａｈｙｂａ 豆科 离荚豆属

２８５ 酸豆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豆科 酸豆属

２８６ 任豆 Ｚｅｎ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豆科 任豆属

２８７ 檀香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ｌｂｕｍ 檀香科 檀香属

２８８ 柳叶红千层 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ｍｏｎ ｓａｌｉｇｎｕｓ 桃金娘科 红千层属

２８９ 串钱柳 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ｍｏｎ ｖｉｍｉｎａｌｉｓ 桃金娘科 红千层属

２９０ 皱果桉 Ｃｏｒｙｍｂｉａ ｐｔｙ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桃金娘科 伞房桉属

２９１ 尾叶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桃金娘科 桉属

２９２ 红胶木 Ｌｏｐｈｏｓｔｅｍ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ｔｕｓ 桃金娘科 红胶木属

２９３ 互叶白千层 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ａ 桃金娘科 白千层属

２９４ 白千层 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 ｃａｊｕｐｕｔｉ ｓｕｂｓｐ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ａ 桃金娘科 白千层属

２９５ 红花白千层 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 ｖｉｒ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Ｒｅｄ' 桃金娘科 白千层属

２９６ 嘉宝果 Ｐｌｉｎｉａ 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ｒａ 桃金娘科 树番樱属

２９７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桃金娘科 番石榴属

２９８ 乌墨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ｕｍｉｎｉ 桃金娘科 蒲桃属

２９９ 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金丝桃科 黄牛木属

３００ 多花山竹子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藤黄科 藤黄属

３０１ 岭南山竹子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藤黄科 藤黄属

３０２ 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无患子科 龙眼属

３０３ 垂枝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无患子科 假山萝属

３０４ 台湾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ｓｕｂｓｐ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无患子科 栾属

３０５ 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无患子科 荔枝属

３０６ 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 无患子科 无患子属

３０７ 长柄银叶树 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 锦葵科 银叶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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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８ 银叶树 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锦葵科 银叶树属

３０９ 翻白叶树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锦葵科 翅子树属

３１０ 翅苹婆 Ｐｔｅｒｙｇｏｔａ ａｌａｔａ 锦葵科 翅苹婆属

３１１ 两广梭罗 Ｒｅｅｖｅ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ａ 锦葵科 梭罗树属

３１２ 香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锦葵科 苹婆属

３１３ 假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锦葵科 苹婆属

３１４ 幌伞枫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ｎａｘ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五加科 幌伞枫属

３１５ 鸭脚木 Ｈｅｐｔａｐｌｅｕｒｕｍ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五加科 鹅掌柴属

３１６ 澳洲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ｍａｃ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五加科 鹅掌柴属

３１７ 金莲木 Ｏｃｈｎａ ｉｎｔｅｇｅｒｒｉｍａ 金莲木科 金莲木属

３１８ 白花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泡桐科 泡桐属

３１９ 垂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杨柳科 柳属

３２０ 杨梅 Ｍｏｒｅｌｌａ ｒｕｂｒａ 杨梅科 杨梅属

３２１ 大花蒂牡花 Ｔｉｂｏｕ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ａ 野牡丹科 蒂牡花属

３２２ 光叶榉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榆科 榉属

３２３ 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玉蕊科 玉蕊属

３２４ 梭果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ｆｕｓｉｃａｒｐａ 玉蕊科 玉蕊属

３２５ 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芸香科 山油柑属

３２６ 柚子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 芸香科 柑橘属

３２７ 粉花蜜茱萸 Ｍｅｌｉｃｏｐｅ ｅ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芸香科 蜜茱萸属

３２８ 楝叶吴茱萸 Ｔｅｔｒａｄｉｕｍ ｇｌａｂ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芸香科 吴茱萸属

３２９ 毛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ｉｌｏｓａ 樟科 黄肉楠属

３３０ 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樟科 北油丹属

３３１ 沉水樟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樟科 樟属

０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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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学　 　 名 科 属

３３２ 卵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ｒｉｇ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ｍ 樟科 桂属

３３３ 黄樟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 樟科 樟属

３３４ 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樟科 厚壳桂属

３３５ 潺槁树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樟科 木姜子属

３３６ 假柿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ｍｏｎｏｐｅｔａｌａ 樟科 木姜子属

３３７ 山鸡椒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樟科 木姜子属

３３８ 短序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 樟科 润楠属

３３９ 浙江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樟科 润楠属

３４０ 龙眼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ｏｃｕｌｏｄｒａｃｏｎｔｉｓ 樟科 润楠属

３４１ 刨花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 樟科 润楠属

３４２ 红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樟科 润楠属

３４３ 绒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樟科 润楠属

３４４ 红毛山楠
(毛丹) Ｐｈｏｅｂｅ ｈｕｎｇｍｏｅｎｓｉｓ 樟科 楠属

３４５ 紫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ｓｈｅａｒｅｒｉ 樟科 楠属

３４６ 阳桃 Ａｖｅｒｒｈｏａ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酢浆草科 阳桃属

３４７ 长花厚壳树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 紫草科 厚壳树属

３４８ 厚壳树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紫草科 厚壳树属

３４９ 猫尾木 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紫葳科 猫尾木属

３５０ 吊瓜树 Ｋｉｇｅｌ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紫葳科 吊灯树属

３５１ 海南菜豆树 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紫葳科 菜豆树属

３５２ 银鳞风铃木 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ａｕｒｅａ 紫葳科 粉铃木属

３５３ 假槟榔 Ａｒｃｈｏｎｔｏｐｈｏｅｎｉｘ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ｅ 棕榈科 假槟榔属

３５４ 布迪椰子 Ｂｕｔ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棕榈科 果冻椰子属

３５５ 董棕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ｏｂｔｕｓａ 棕榈科 鱼尾葵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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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 椰子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棕榈科 椰子属

３５７ 三角椰 Ｄｙｐｓｉｓ ｄｅｃａｒｙｉ 棕榈科 金果椰属

３５８ 红领椰子 Ｄｙｐｓｉｓ ｌｅｐｔ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棕榈科 金果椰属

３５９ 油棕 Ｅｌａｅｉｓ ｇｕｉｎｅｅｎｓｉｓ 棕榈科 油棕属

３６０ 酒瓶椰子 Ｈｙｏｐｈｏｒｂｅ ｌａｇｅｎｉｃａｕｌｉｓ 棕榈科 酒瓶椰属

３６１ 棍棒椰子 Ｈｙｏｐｈｏｒｂｅ ｖｅｒｓｃｈａｆｆｅｌｔｉｉ 棕榈科 酒瓶椰属

３６２ 圆叶轴榈 Ｌｉｃｕａｌ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棕榈科 轴榈属

３６３ 加拿利海枣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ｃａ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棕榈科 刺葵属

３６４ 国王椰子 Ｒａｖｅｎｅ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棕榈科 国王椰属

３６５ 女王椰子
(皇后葵) Ｓｙａｇｒｕｓ ｒｏｍａｎｚｏｆｆｉａｎａ 棕榈科 女王椰子属

３６６ 丝葵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ｆｉｌｉｆｅｒａ 棕榈科 丝葵属

注: 分类标准变化ꎮ

２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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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 政策解读

一、 编制背景

广州市山水林田湖海要素齐备ꎬ 自然资源禀赋优良ꎬ 绿地建设起步早ꎬ 规模稳

中有升ꎬ 但也面临绿地系统连通性、 均衡性、 功能性、 特色性不足的问题ꎮ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积极响应科学绿化和绿

美广州生态建设要求ꎬ 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 “出新出彩”ꎬ 继续发挥绿地

系统对保障生态安全、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健康城市的重要支撑作用ꎬ 根据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广州市绿化条例» 等相关文件ꎬ 编制 «广州市绿地系统

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ꎮ

二、 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规划范围为广州市行政辖区ꎬ 规划对象以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和

附属绿地为主ꎬ 兼顾区域绿地ꎻ 规划期限为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ꎬ 其中近期为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ꎬ 现状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ꎮ

三、 目标指标

(一) 目标愿景

规划以 “活力公园城市” 为目标ꎬ 构筑 “森林环城、 绿廊织城、 公园满城” 的

美好图景ꎮ

(二) 规划指标

规划从规模总量、 空间布局、 风貌特色、 生态保护四大维度构建 １４ 个指标ꎬ 并基

于全市绿地建设特征ꎬ 明确规划期内重点提升全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和公园连通水平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３ ６％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４１ ６５％ ꎬ 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提升至 １７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８５ ０％ 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４３ ８％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４１ ６５％ ꎬ 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不低于 １７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０％ ꎮ

四、 主要内容

根据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６－２０１９)ꎬ 构建全市现状绿地数据库ꎬ

３５(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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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绿地系统规划布局ꎬ 优化全域公园空间网络ꎬ 推动绿化品质、 功能与效益提升ꎮ

主要内容如下:

(一) 市域层面

１ 市域绿地系统空间结构ꎮ 携领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ꎬ 落实市域生

态空间网络格局ꎬ 优化形成 “三片八廊、 一环一带三核” 的市域绿地系统空间结构ꎬ

明确市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绿地保护、 修复、 利用策略路径ꎮ

２ 全域公园体系规划ꎮ 统筹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ꎬ 构建完善 “生态公园—

城市公园—社区公园—游园 (口袋公园) ” 四级公园体系ꎮ 结合现状公园评估ꎬ 完

善历史名园保护管理机制ꎬ 规划重点增加社区公园和游园 (口袋公园)ꎬ 适度增补郊

野公园和城市公园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公园不少于 ２０００ 个ꎮ 其中ꎬ 自然公园 ７０ 个ꎬ

郊野公园约 ５０ 个ꎬ 城市公园约 １２０ 个ꎬ 社区公园约 ３００ 个ꎬ 游园 (口袋公园) 约

１５００ 个ꎮ

３ 市域绿道网络规划ꎮ 擦亮广州绿道品牌ꎬ 完善区域绿道、 城市绿道、 社区绿

道三级体系ꎬ 推动绿道与碧道、 南粤古驿道、 森林步道等联动ꎬ 形成绿意盎然的休

闲游憩网络ꎬ 营造活力绿道消费场景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绿道不少于 ４０００ 千米ꎬ

公园连通比例提升至 ８０％以上ꎮ

４ 绿地分类规划ꎮ 根据现状及规划人口分布ꎬ 聚焦公园绿地服务水平精准提升ꎬ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规划新增公园绿地约 ６３２０ 公顷ꎮ 划定绿线及第一批永久保护绿地ꎬ 严

格绿地保护和管控ꎮ

(二) 城区层面

基于广州市空间体系特点ꎬ 针对中心城区、 南沙新区以及城市更新地区ꎬ 提出

绿地系统规划目标、 发展策略、 布局结构和绿化风貌指引等内容ꎮ

(三) 特色专项

根据广州市绿地发展特点及人群需求ꎬ 制定 ９ 个特色专项规划内容ꎮ 包括建设

城市生态翠环ꎬ 促进公园互联互通ꎻ 强化水绿融合ꎬ 共建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ꎻ 完

善儿童游憩空间ꎬ 支撑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ꎻ 优化园林植物配置ꎬ 营造岭南特色绿

化景观ꎻ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ꎬ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样板ꎻ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ꎬ 建设绿美古树公园ꎬ 打造古树文化地标ꎻ 推进林荫路建设ꎬ 实现绿网织城ꎻ 加

强立体绿化ꎬ 精准提升重点地区绿视率ꎻ 构建防灾避险绿地体系ꎬ 保障市民安全ꎮ

４５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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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期建设

结合全市及各区林业园林 “十四五” 工作重点ꎬ 以扎实推进绿美广州生态建设、

加快全域公园建设、 完善休闲游憩网络、 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 大力提升城乡绿量

为五大重点版块ꎬ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市新增各类公园不少于 ３８４ 个、 新增绿道 １２６ 千米、

改造绿道 １０００ 千米以上、 新增立体绿化 ２０ 万平方米ꎮ

(五) 分区规划

强化市区联动ꎬ 从绿地发展指标、 公园规模和近期建设等方面明确各区绿地规

划指引ꎮ

(六) 实施保障

面向绿地系统规划实施ꎬ 提出系列保障机制ꎮ 包括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ꎬ 加强

区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指导ꎬ 推动全市绿地规划 “一张图” 管理ꎬ 加强绿地规划任务

年度分解与监督实施ꎬ 完善绿地规划建设管理政策文件ꎬ 搭建绿色地图ꎬ 创新绿地

建设运营模式ꎬ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等ꎮ

五、 主要亮点

(一) 强化绿地系统网络连通

广州市公园、 绿地、 绿道、 碧道建设基础良好ꎮ 本规划进一步整合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 林荫路、 森林步道等线性游憩空间ꎬ 通过连公园、 连绿地、 连景区等ꎬ

打造通山达海的高品质绿色游憩空间网络ꎬ 让市民 “远” 能徒步山林、 漫步郊野ꎬ

“近” 能出门见园、 转角享绿ꎮ

(二) 强化绿地精准规划布局

本规划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及分布导向ꎬ 科学规划布局绿地ꎮ

结合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升转变的阶段特征ꎬ 通过更新地区新增绿地预留、

低效绿地公园化利用、 附属绿地开放利用等方式ꎬ 增加居民身边的绿地ꎬ 精准提升

公园绿地服务水平ꎮ

(三) 强化绿地功能价值多元

绿地系统既是生态空间重要构成ꎬ 也是重要的民生福祉ꎬ 承载着生态、 经济、

社会、 文化等多重价值ꎮ 本规划重视绿地系统对生态城市、 活力城市、 健康城市、

公园城市的支撑作用ꎬ 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安全韧性ꎬ 提出绿地保护修复措

施和海绵城市建设措施ꎻ 强调岭南园林文化传承与创新ꎬ 重视全龄友好、 居民健康

５５(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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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功能完善ꎬ 体现绿地综合价值ꎮ

(四) 强化刚弹结合保障实施

通过多轮上下联动ꎬ 全市一盘棋谋划绿地系统规划布局ꎬ 构建刚弹结合的绿地

管理模式ꎬ 强化落地实施ꎮ 一方面明确第一批永久保护绿地名录、 规模和管控要求ꎬ

明确绿线准入设施和范围调整程序ꎬ 明确各区核心规划指标下限ꎻ 另一方面规划提

出绿地绩效单元ꎬ 引导规划公园绿地优先向一级绩效单元和二级绩效单元投放ꎬ 提

高绿地规划方案的适应性ꎮ

６５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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