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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到 2015 年，基本不让一滴污水进入巢湖，控制蓝藻水华，实现水质改善；远期到 2030

年，建立与修复巢湖自然生态系统，恢复自净能力。注重发展生态环保是该方案的最大亮点。

方案提出湖——巢湖生态修复战略、产——产业转型与旅游发展战略、城——城乡空间统筹发

展战略，最大亮点在于城市生态建设与生态修复保护。

该方案也着重讲解了环巢湖生

态保护与修复问题，提出环巢湖地区

生态修复的四大战略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和农村生

产和生活过程中的污染物进入巢湖，

通过全面系统地提高城市污水处理

厂工艺水平和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

等工程，恢复巢湖草型湖泊的本来面

貌。巢湖蓝藻水华的暴发，是生态系

统破坏的恶果，而修复巢湖的关键和

目标，就是逐渐恢复巢湖草型湖泊的

生态特征。

为了削减人类行为活动对巢湖

的直接影响，分别在巢湖沿岸设置三

层缓冲带，分别作为禁止开发区、限制

开发区、引导开发区，并提供了相应的

建设指标要求。建议采取底泥堆岛策

略，利用岛上植物吸收湖体内N、P等

营养物质。规划在湖内有计划地放

养各种鱼类，以逐渐提高湖体生物多

样性，改善湖体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蓝藻巢湖”变身“草型湖泊”

“一湖两核”
共生两大主城区
设计单位：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联合体

2030年力争形成大合肥都市圈
该规划将合肥的城市性质，从长

三角区域层面、新合肥市域层面、环

巢湖地区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在长三角区域层面，规划建设世

界一流的国际科智创新城市。力争

在2030年，形成以新合肥为核心，包

括马鞍山、芜湖、铜陵、六安、淮南等

皖中城市的大合肥都市圈。大合肥

都市圈将与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

呈三足鼎立之势，开创中国长江三角

洲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在新合肥市域层面，规划将合肥

主城区建设成特大型区域中心城市，

同时规划巢湖市为地区中心，实施与

合肥中心城区等高对接战略。

“一湖两核”共生两大主城区
该方案，在环巢湖城镇空间布局

上，提出“一湖两核五片多点”观点。

一湖：巢湖。巢湖是环巢湖城镇空间

布局的核心要素，既要充分利用巢湖

的生态景观资源，又要保护好巢湖生

态环境，加强污染治理。

两核：滨湖新区和巢湖主城区。滨

湖新区和巢湖主城区是环巢湖的核心

城市地区，是环巢湖城镇密集区的服务

中心，也是环巢湖旅游的接待中心，同

时还是打造湖城共生、生态人居的示

范地区，对于其建设强度和密度，整体

风貌和建筑风格应进行严格控制。

五片：即五个重点发展片区。包

括滨湖新区片区、巢湖市片区、中庙

片区、三河-三岔口片区和盛桥片

区。同时打造包括中庙寺庙文化特

色新市镇等多个环湖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