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 

 Agricultural Science 

土地工程技术在城镇土地生态整治中的应用 
 

王钊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2238/as.v3i4.1905 

 

[摘  要] 在城镇土地的资源管理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其实很重要,为了提高城镇生活环境

质量,必须重视土地工程技术对城镇土地生态的整治工作,而且土地资源相对来说是一种有限的、不可再

生的自然资源,所以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进行科学的土地工

程技术分析、运用土地工程技术对城镇土地生态整治工作分析,希望对我国的城镇生态建设发展工作有

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城镇土地生态整治；土地工程技术应用；整治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

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在我国城镇化

进程中,土地资源作为一种基本资源占

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由于我国人口基

数过大,虽然国土面积广阔,但土地资源

的人均占有量依然不足。在城镇化进程

中,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城市建

筑的规模逐年扩大,这给土地资源带来

了极大的负担。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土地

使用结构的设计不合理,为了节约成本,

用较低成本建设更多建筑,绿化和公共

设施的比例被逐年削减。除此以外,由于

社会建设不注重环保,我国面临着严峻

的水土流失、环境恶化等问题。土地资

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正面临着严

峻的使用问题。 

1 城镇土地生态整治的重要性 

随着土地整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人

们越来越意识到土地整治对保护城镇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只有做好土地整治工

作,才能最大程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

土地开发使用的合理化发展,同时确保

受损生态环境的及时修复,为城镇化建

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由

此可见,城镇土地生态整治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而我国作为一个工农业大

国,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数量,在当

前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土地生态

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对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所

以,城镇土地生态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将是保障国民生存空间稳定和谐的重要

举措,更是促进城市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的必要手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土地工程技术科学应用具体

分析 

2.1弃土、弃石的弃渣物处理 

弃渣是指土地工程建设的弃土和弃

石,弃渣的处理对城镇土地整治工程建

设十分重要。它可以进行合理的利用,

比如作为铺路基与路面的材料使用；也

可以作为填方使用；还可以作为混凝土

骨料使用；它的使用方面相对比较广泛。

在其能够满足与其他混合材料一起使用

的基础上,应该尽量让弃渣可以循环利

用,进行合理调配与运输工作,以减少工

程建设后的废弃土石堆放,对于无法合

理利用的弃渣必须寻找合适的场所堆放,

避免影响城市的生态环境。对于土地综

合的开发整治工程,它们对于土石方的

利用量和开挖量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

道路工程、灌溉工程、防护林工程等等。

所以,只有在整体工程分布较为集中的

情况下,才能进行相互的利用各主体工

程中产生的弃渣,相互利用才能降低因

工程产生的大量弃渣。 

2.2废弃的建筑材料再生配制与施

工垃圾的处理 

废弃砖石、水泥、混凝土对于环境

污染问题,资源浪费等问题相对严重,但

是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可以有效的改善

因废弃砖石、水泥、混凝土产生的严重

问题。废弃的砖石、混凝土块、水泥等

建筑材料,它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再生

制造工序,比如需要进行破碎处理,清洗

工作,再按照相对的比例进行混合制成

骨料,最后再加入水泥砂浆配制而成再

生骨料混凝土。所以废弃的混凝土可以

加工成骨料,骨料再搭配水泥砂浆配制

而成再生骨料混凝土。但是再生骨料混

凝土的使用范围比较小,其因表面粗糙、

密度小、粘结能力弱等因素而导致。所

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在铺路或者隔墙上

面,作为工程建设非高强度的结构构件

使用。在工程的施工期间也会产生大量

的生活垃圾,包括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垃圾、废弃工衣、废弃塑料、废弃纸张、

废弃玻璃等等,而且在工程施工当中产

生的生活垃圾,它们的可回收率,可燃率,

可堆腐率都是明显低于城镇产生的垃

圾。因为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大量生活

垃圾其成分复杂难处理,所以为了提高

这些垃圾资源的可利用率,尽量降低处

理难度和处理费用,这些工程施工期间

产生的生活垃圾就必须要进行分类工作

的整理收集,进行合理妥善的处理或处

置。其合理的处理方式比如：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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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当中,一些有机垃

圾它们具有的有机含量偏低、含水率低

这些方面的特点,所以把这部分的垃圾

进行堆肥处理方式是最有效的。而堆肥

技术的特点比较多,比如成本低、操作容

易、管理简单、选址容易、污染小、利

用率高等。利用合理妥善的处理方式,

其实更好的对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

垃圾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3 土地工程技术在城镇土地生

态整治中的应用模式 

3.1重视城镇土地空间的生态服务

功能 

在新时期发展下,世界各地的土地

工程不断的开发与发展中。而且随着现

代式的科学技术发展,传统生态土地空

间比如绿地、湿地等应从土地的表面朝

生态的空间进行开展,从而让生态空间

与城市用地面积比例相对的平等,以及

大部分的土地工程建筑用地面积,让其

内外空间都能够得到有效地合理利用。

通过多种生态式的建设工程,合理开发

和有效的利用城镇的地下或屋顶的建筑

空间,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生态服

务性能,有效缓解城镇的水文效应、热导

效应、光温效应、污染效应等各方面因

素的影响。同时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过

程中,必须结合社会、经济、生态的属性,

在保障经济利益的同时,需要维护与提

升土地建设工程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服务

功能。并且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让开发

商、当地政府、居民之间相互合作,按照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规划对土地整体进

行开发与建设。开发商在保证加强或者

至少能够维持生态功能范围内的生物质

生产量,保证本身生态服务功能符合城

镇及各地区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可以自

主的进行该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建设,

并且有效的利用土地工程技术对开发和

建设起到关键的整治作用。通过城镇土

地的有效开发建设发展下不断的促进城

镇共生、工农联营,从根源上解决三农问

题,在城镇土地建设当中实现建设与生

态双功能的相互平衡。 

3.2注重城镇土地可利用潜力,提高

内部土地的利用率 

在土地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生态重

点,以轻轨、地铁、公路和各钟会计交通

干道为主线,设立宜蓝、绿的背景空间,

并且在此条件下加以功能混和型、大小

不等的乡、镇居民的居住场所,保障人民

的居住适宜、工作方便、交通便捷,并且

对于产业园与卫星城镇强调就近居民区

域、这样的生活区域格局由三大组成：

动脉流通,其包含各类的便捷公交系统

与各种生物生态和自然生态基本的管网

设施；蓝、绿为背景的生态服务空间,

包括各类田园、绿地、湿地、森林、水

域等；综合性的多功能居住生态空间,

包括工作、生活、娱乐、商贸等,人们和

自然相互共存、发展的多功能生态空间。

挖掘各城镇内部的土地利用潜力,使各

地城镇有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土地的

开发利用有集约、节约这两个方面,并且

应该从这两方面着手：其一,对土地利用

提升其集约的程度,对各地城镇区域内

的闲置土地进行核实并摸清其具体数量,

并且筹集资金对闲置土地的合理开发利

用,走内涵式的发展线路；其二,合理规

划城镇土地资源,实现地尽其用,优地优

用；其三,城镇的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提

升土地整体的容积率,针对地上、地下的

可利用空间充分利用；其四,采用科技的

土地工程技术力量,对城镇存量土地实

行分析和研究的开采工作,挖掘城镇可

用地的潜力。 

4 结语 

关于土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资源保

护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一定要树立正确

的生态价值观,让所有人了解到生态价

值观的重要性。目前,城镇土地生态整治

过程中已经将土地工程技术普遍应用在

其中,并且土地资源的生态环境得到了

有效的改善,土地利用率也有所提升,土

地实际价值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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