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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⒛12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EzO12]5号 )的 要求 ,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评价内容,评价方法。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

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

送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街 143号 ,

邮政编码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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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 价 内 容

2.0.1 国家重点公园评价应包括基础评价和特色评价。

2.0.2 基础评价内容应包括综合管理、规划建设、园容环境和

游览服务。基础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综合管理应包括管理机构、用地权属、管理制度、维护

资金、档案管理和运行管理 ;

2 规划建设应包括规划编制、设计施工、交通组织、基础

设施、服务设施和低碳环保 ;

3 园容环境应包括植物配置、绿地养护、环境卫生、水景

环境和建筑小品 ;

4 游览服务应包括导览设施、导览信息、讲解服务、文化

活动和游客评价。

2.0.3 特色评价内容应为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特

色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文化价值应包括造园思想、总体布局、艺术手法、人文

景观和文化传承 ;

2 历史价值应包括造园年代、历史地位、留存状况和保护

水平 ;

3 科学价值应包括核心资源、保存水平、价值特征和示范

作用。



3评 价 方 法

3.1一 般 规 定

3.1.1 国家重点公园评价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应由公园管理机构自愿申报 ;

2 应由专家组进行审查和现场检查。

3.1.2 参评公园应提供申报材料 ,国家重点公园申报材料应符

合表 3.1.2的要求。

表 3。 I。 2 国家重点公园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类别 申报材料内容

文字材料

国家重点公园申报书

响应本标准条款规定和相关评价指标的自评报告

公园概况、历史沿革、周边环境等有关情况的说明材料

公园重要资源以及特色价值的相关证明材料

公园总体规划、重要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文化活动规划等规

划文本

图纸与影像材料

公园位置图

公园现状图及反映公园现状水平的影像资料

公园规划和主要设计图

公园重要资源的图纸、照片、视频等

3.1.3 国家重点公园申报书应符合表 3.1.3的要求。



表 3.1.3 国家重点公园申报书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

公园名称 所在位置

公园面积 (公顷) 建成时间

管理机构名称 隶属关系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公园历史沿萆

公园主要特色

(盖章〉

日

3.1.4 专家组成员不应少于 5人 ,并应由本行业及相关领域有

关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组成。

3.1.5 国家重点公园评价应先进行基础评价 ,基础评价通过后 ,

方可进行特色评价。

3.1.6 基础评价和特色评价中,评价内容分值应包括范围分值

和固定分值两种,专家可对范围分值进行弹性选择 ,对固定分值

进行满分或零分的选择。

3.1.7 基础评价的通过条件应为基础评价总分分值达到 85分。

3.1.8 特色评价的通过条件应为特色评价总分分值达到 75分或

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其中一项评价项 目得分分值达

到该项满分分值的 90%。

3.1.9 符合基础评价和特色评价通过条件的公园应被评为国家

重点公园。

亻



3.2基 础 评 价

3.2.1 基础评价总分分值应为各评价 内容分值之和,满分分值

为 100分。

3.2.2 基础评价内容与分值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 3.2.2 基础评价内容与分值表

评价项目

及分值

评价子项

及分值
评 价 内 容 分 值 (分 )

综合管理

(25分 )

管理机构

(5分 )

应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且各机构运行良好 0~2

应设置健全的管理部门,并明确各部门分工 o~1.5

应具有专业技术力量,公园主要管理人员应接

受过风景园林等相关专业教育
0-1.5

用地权属

(4分 )

应具有明确的用地边界,并 已纳人城市绿线

管理
2

应具有清晰的用地权属

管理制度

(4分 )

应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o^ˇ 2

各项制度应行之有效 0~2

维护资金

(3分 )

应有专项资金投人,满足公园健康持续发展

需要
o~3

档案管理

(3分 )

应建立完整的规划建设管理档案,并应编有公

园志
0~1,5

应纳人数字化管理 1.5

运行管理

(6分 )

应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并保障设施设备安全

运转
0~1.5

应具有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应定期组

织实施演习
0~1.5

配套服务设施应能够满是游客需求 o~1.5

应进行合理有效的游人量控制,且游人量计算

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园设计规范》CJJ

48的有关规定

o~1.5



续表 3.2.2

评价项目

及分值

评价子项

及分值
评 价 内 容 分值 (分 )

规划建设

(20分 )

规划编制

(4分 )

应编制公园总体规划,并应对公园重要资源保

护编制专项规划
0冖 3̌

应编制有公园文化活动规划 l

设计施工

(3分 )

公园设计应彰显地宜,布局合理,功能完善 ,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园设计规范》qJ鲳

的有关规定

0^ˇ l

建设施工应安全、规范,并应符合设计方案

要求
0~2

交通组织

(3分 )

应保证出人口安全、便捷的进出 o-l

道路应分级设置,游览路线应顺畅有序 0冖 Ǐ

道路应平整,公园绿地无障碍游览路线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中

的有关规定

0^ˇ l

基础设施

(3分 )

应保障水、电、气、热等设施运行良好

监控系统应覆盖全园 l

服务设施

(3分 )

服务设施应能够满足游客容量需求,且布局合

理,并与公园景观相协调
0-1

应倮障服务设施运行良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无障碍设讠iˉ规范》GB50763的 有关规定
0~1

公共厕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旅游厕所质量

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8973中 三星级厕所

的有关规定

l

低碳环保

(4分 )

宜有效利用绿色照明、清洁能源 o冖 ľ

公园主要道路、广场等应采用透水铺装,非饮

用水应采用雨水和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

绿化废弃物资源应实现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理

率应达到 BO%
1



续表 3.2.2

评价项目

及分值

评价子项

及分值
评 价 内 容 分值 (分 )

园容环境

(30分 )

植物配置

(6分 )

应适地适树,体现地域特色,符合节约型园林

建设要求
0'~3

应满足植物种类丰富多样、景观优美、季相丰

富的要求
0~3

绿地养护

(9分 )

植物应生长健壮 ,形态优美 0~3

地被植物 (含 草坪)应生长茂盛i覆 盖率

≥95%
0'~3

乔灌木应疏密有致,层次分明,林冠线与林缘

线清晰饱满
0~3

环境卫生

(5分 )

园容环境应干净整洁,公共场所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城市容貌标准》GB∞狃9的有关规定
5

水景环境

(6分 )

景观水体应清洁,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中 地表水环境

质量Ⅲ类标准的规定

景观水体应保持合理水位,并与整体景观协调 o~3

建筑小品

(4分 )

应良好维护建筑、小品的外观 0~4

游览服务

(25分 )

导览设施

(6分 )

应设置游客服务中心

应设置导览标识系统,并应清晰、规范,与环

境相协调
o~2

应具备语音、手机等现代多级导览服务体系 ,

广播导览应覆盖全园
2

导览信息

(4分 )

应提供全面、科学、准确的导览信息 o~2

应实时发布游人量信息 0~2

讲解服务

(3分 )

应提供专业化的讲解服务,服务质量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LB/T

014的有关规定

3



续表 3,2,2

评价项目

及分值

评价子项

及分值
评 价 内 容 分值 (分 )

游览服务

(zs分 )

文化活动

(3分 )

公园应定期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0~3

游客评价

(9分 )

应保障各项服务质量优良,并应定期进行游客

满意度调查,调查要求与调查表的设计应符合本

标准附录 A的规定

0^ˇ 9

3,3特 色 评 价

3.3.1 特色评价总分分值应为各评价内容分值之和,满分分值

为 100分。

3.3.2 特色评价内容与分值应符合表 3.3.2的 规定。

表 3.3.2 特色评价内容与分值

评价项目

及分值

评价子顼

及分值
评 价 内 容 分值 (分 )

文化价值

(bO分 )

造园思想

(10分 )

应具有原创性,反映主题立意 0~3

应具有典型性,反映地域文化 o~4

应具有时代性 ,反映时代特征 o~3

总体布局
(lO分 )

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 0~5

空间布局应科学、合理,功能适合于服务对

象,并体现出较高的规划、设计水平
0~5

艺术手法

(10分 )

叠石、堆山、理水手法或技艺应具有较高艺

术性
o^ˇ钅

植物配置应具有较高艺术性 o~3

园林建筑、小品营造手法或技艺应具有较高艺

术性
0~3

人文景观
(10分 )

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展示 0~5

人文景观应得到合理保护 o-5

文化传承
(10分 )

公园文化展示应丰富多彩 0~5

应具有较高水平的公园文化研究和宣传教育 0-5



续表 3,3.2

评价项目

及分值

评价子项

及分值
评 价 内 容 分值 (分 )

历史价值
(zs分 )

造园年代

〈5分 )

应具有悠久的造圆历史 0'~5

历史地位
(10分 )

应与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相关联 0~5

应具有反映时代特征的建造风格 0~5

留存状况
(5分 )

应具有保存完整的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 0~5

保护水平

(5分 )

历史遗存保护与管理应做到手段科学、措施得

力,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100%
0-5

科学价值
(25分 )

核心资源

(10分 )

应具有独特的地貌景观、珍稀的地质遗迹、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或濒危的动植物物种
0~10

保存水平
(5分 )

独特的自然遗存、动植物资源应保存完好 o~2.5

应具有满足濒危、珍稀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保

护自然遗迹的能力
o~2,5

价值特征
(5分 )

在自然遗存、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科普、宣传价值
o'~5

示范作用
(5分 )

在自然遗存、动植物资源的保护研究,动植物

引种、驯化、培育等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科普教

育宣传等方面应发挥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0~5



附录 A 游客满意度调查

AO.1 游客满意度调查表应符合表 A。 0.1的规定。

表 人 0,1 游客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内容
评价取分标准

l 您对本公园的管理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 殷 较不满意 不满意

2
您对本公园的水体质量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 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3
您对本公园的卫生状况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4
您对本公园的整体景观是否

满意
满 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5
您对本公园的植物景观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6
您对本公园的道路设置是否

满意
满 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7
您对本公园的服务设施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8
您对本公园的导览设施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 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9
您对本公园的导览信息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 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本公园的讲解服务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本公园设置的活动内容

是否满意
满 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本公园的活动场地是否

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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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的,采用
“
可

”
。

2 条文 中指 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 的写法 为 :“应

符合⋯⋯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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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国家重点公园评价标准》CJJ/T23遮 -⒛15,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⒛15年 6月 30日 以第 弘4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

我国公园建设管理的实践经验,同 时参考了国外先进的技术规

范、技术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专题分析研究。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国家重点公园评价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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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公园是与群众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产品,是供

民众公平享受的绿色福利,是公众游览、休憩、娱乐、健身、交

友、学习以及举办相关文化教育活动的公共场所 ,是城市绿地系

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改善生态、美化环境、休闲游憩、健

身娱乐、传承文化、保护资源、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重要功

能。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公园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对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目

前在公园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

一些城市对公园特别是历史名园缺乏必要的维护和管理 ,致使公

园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珍贵的古典园林没有得到应有的

保护。因此 ,为了加强公园管理和保护,原建设部于 ⒛06年 3

月 31日 出台了 《国家重点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 )》 (建城 E2006]

67号 ),提出通过国家重点公园的评定,重点保护和管理在全国

具有重要影响和较高价值的公园,但对于国家重点公园的评定办

法尚未规范和完善 ,评价指标体系也未形成。本标准编制的目的

在于推动国家重点公园的评定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并进一步提

高公园规划建设和保护管理水平。

1.0.2 关于适用范围,本条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规定 :

本标准的评价对象主要为公园,也包括具有公园功能的风景

名胜区。

考虑到公园建设、管理的成熟性,本条对公园的建设和运行

年限进行了规定,并作为参评国家重点公园的前提条件。因为建

设完成并对外开放运行 5年以上的公园各功能趋于稳定,管理机

构和技术队伍相对成熟,所以本标准对公园的运行年限设定为不

少于 5年。园博园等因具有特殊性,其评价不受运行年限的限制。

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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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 价 内 容

2.0.1 结合全国各地各类公园的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及特色 ,

评价内容分成基础评价和特色评价。

2.0.2 基础评价属于本标淮对公园建设、管理、保护等内容的

基本要求,包含综合管理、规划建设、园容环境和游览服务 4个

项目。

2.0.3 特色评价是对在文化、艺术、历史、科研、科普等方面

具有突出特色的公园予以鼓励和彰显。

Ι9



3评 价 方 法

3.1一 般 规 定

3.1.1 本标准评价方法采用了专家打分的方式 ,具有操作简单 ,

理解直观 ,目标明确,通过简单计算就能得到结论等优点。

3.1.4 评价专家的选择应包括园林绿化行业和相关领域的专业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评价结果更加具有权威性。

3.1.6 本条规定了基础评价和特色评价分值的计算方法。

对于给出范围分值的评价内容,得分分值根据范围分值进行

弹性选择。例如 ,“ 0~2.5” 的分值范围,可根据参评公园的实

际情况给出 0、 0.5、 1、 1.5、 2。 0、 2.5等 的分值 ;对于给出固

定分值的评价 内容,得分只有满分和零分两种选择,例 如 ,

“
2.5” 的分值 ,根据参评公园的实际情况只能给出 0或 2.5的

分值。

3.1.7~3.1.9 被评为国家重点公园的参评公园应依次满足基础

评价和特色评价的评价要求,既包括对公园的一般要求,也强调

了公园的特色价值。

其中,特色评价通过的条件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特色评价的

总分分值达到 75分,即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得分

之和为 75分,较适用于综合性公园;二是特色评价的单项得分

分值达到该项满分分值的 90%,即 文化价值得分达到 45分 ,历

史价值达到 ”。5分或者科学价值达到 22.5分 ,较适用于专类公

园,如历史名园、动物园、植物园等。

3.2基 础 评 价

3.2.2 公园基础评价包括 4个评价项目,22个评价子项。

1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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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是公园管理与发展的基础。

本条对管理机构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 :

(1)公园应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 ,且各机构运行良好。公园

作为独立的管理机构,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场所,必要

的财产或经费,并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公园机构设置健全,至少应包括游人服务、安全保卫、

卫生管理、绿地养护、宣传教育、档案管理等部门,并实现各部

门分工明确。

(3)公园具有专业技术力量 ,其主要管理者应接受过风景园

林专业教育。公园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管理能力,更需具备深

厚的风景园林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专业管理经验。因此 ,本标准提

出,公园主要管理人员应受过风景园林专业教育,以实现对公园

科学化、专业化的管理和保护。满足以下情况之一者可视为受过

风景园林专业教育 :①具有风景园林专业教育背景;②受过风景

园林专业相关培训 ;③具有五年以上风景园林相关专业管理

经验。

2 用地杈属

本条对公园权属提出两个方面的要求 :

(1)具有明确的用地边界,且已经纳入城市绿线管理。条件

满是时,给予满分 2分 ;否则,给予 0分。

(2)具有清晰的用地权属。条件满足时,给予满分 2分 ;否

则 ,给予 0分。

3 管理制度

公园管理制度的完善是进行公园有效保护和管理的有力保

障。公园管理制度应当至少包括园容园貌管理制度、人员考核制

度、安全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文物保护及

古树名木保护制度等。

4 维护资金

公园维护资金是公园管理和保护的基本保障之一,本条考核

公园日常维护资金和园内重要资源保护专项资金的投人力度。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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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对于公园内有重要价值的资源,应进行合理保护 ,并设有稳

定的专项资金以保障其日常维护。

5 档案管理

本条考核公园档案完整性和是否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两个

方面。

(1)公园规划建设管理档案应包括图纸档案和文字档案 ,前
者如公园位置图、公园规划设计图、公园现状图、古树名木分布

图、地上地下管线现状图以及公园重要资源的各类图纸和图片 ,

后者如公园园史、公园变更情况记载、公园古树名木相关资料、

公园植物登记资料和公园重要资源相关资料等。
(2)公园档案管理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若采用 ,给予满分

1.5分 ;否则 ,给予 0分。

6 运行管理

针对各地公园实际运行情况和现存问题 ,本条考核的公园运

行管理能力,主要包括安全措施、应急预案、商服设施和游人容

量管理等内容。

7 规划编制

本条考核公园发展规划的长远性 ,包括两个方面要求 :

(1)公园总体规划和重要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其中,依据园

内重要资源,公园应当编制保护利用规划。
(2)文化活动规划。若有 ,则给予满分 1分 ;否则 ,给予

0分。

8 设计施工

《公园设计规范》CJJ48对公园设计进行了有关规定。

《公园设计规范》CJJ娲 -92第 3。 4.3条 :“公园的`总体设计

应根据批准的设计任务书,结合现状条件对功能或景区划分、景

观构想、景点设置、出人口位置、竖向及地貌、园路系统、河湖

水系、植物布局以及建筑物和构筑物的位置、规模、造型及各专

业工程管线系统等做出综合设计
”
。第 3.2.2条 :“功能或景区划

分,应根据公园性质和现状条件 ,确定各分区的规模及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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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设计规范》CJJ娲 -92第 3.⒋ 3条 :“园内古树名木严

禁砍伐或移植 ,并应采取保护措施
”
。第 3.4.5条 :“原有健壮的

乔木、灌木和多年生草本植物应保留应用⋯⋯”
。第 3.4.6条 :

“
有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应保留并结合到园

内景观之中
”
。

9 交通组织

道路系统是公园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 ,既是公园划分不同区

域的界限,也是连接不同区域活动内容的纽带。本条考核道路系

统的安全性、便捷性、丿页畅性和功能性。

10 基础设施

本条考核园内基础设施运行及设置情况,包括两个方面

要求 :

(1)水 、电、气、热等设施是否运行良好。运行良好 ,给予

满分 2分 ;否则 ,给予 0分。

(2)监控系统是否覆盖全园。覆盖全园,给予满分 1分 ;否

则,给予 0分。

1I 服务设施

本条考核公园服务设施情况 ,包括三个方面要求 :

(1)公园服务设施设计情况。《公园设计规范》qJ48~92

第 2.4节对公园常规设施进行了有关规定。

(2)公园服务设施运行情况。

(3)公园公共厕所设计、建设与运行情况是否符合 《旅游厕

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8973-zO03中第 5.3节关于

三星级旅游厕所的相关规定。条件完全符合时,给予满分 1分 ;

否则给予 0分。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8973-2003第

5.3节对三星级旅游厕所进行了相关规定,包括厕所设计及建

设、特殊人群适应性、厕位、洁手设备、粪便处理、如厕环境、

标识、管理等内容。

⒓ 低碳环保



本条考核公园低碳环保技术 ,包括三个方面要求 :

(1)绿色照明、清洁能源等的利用情况。

(2)是否采用透水铺装和非传统水源。条件满足时,给予满

分 2分 ;否则,给予 0分。

(3)绿化废弃物资源是否实现循环利用。绿化废弃物资源的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sO%时 ,给予满分 1分 ;否则给予 0分。绿

化废弃物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公园绿化废弃物

的就近处理;二是将公园绿化废弃物运送到堆肥处理厂进行

处理。

1s 植物配置

本条考核公园内植物配置情况。一方面,要做到适地适树 ;

另一方面,讲求植物种类多样 ,乔灌草 (地被)立体搭配,景观

丰富,并具季相变化。

14 绿地养护

公园绿地养护水平能够直接反映园容环境和公园管理水平 ,

是基础评价的重要内容。

1s 环境卫生

本条以 《城市容貌标准》GB50449-⒛ 08第 9章为依据 ,

考核园容环境卫生情况。完全符合时,给予满分 5分 ;否则给予

0分。

《城市容貌标准》GB50狃 9— ⒛⒅ 第 9章对公共场所进行了

有关规定 :“9.0.1公共场所及其周边环境应保持整洁,无违章

设摊、无人员露宿。经营摊点应规范经营,无跨门营业 ,保持整

洁卫生,不影响周围环境。9.0.2公 共场所应保持清洁卫生 ,无
垃圾、污水、痰迹等污物

”
。

16 水景环境

本条考核公园景观水体是否清洁,水质是否符合 《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中地表水环境质量 Ⅲ类标准。条件符合

时,给予满分 3分 ;否则,给予 0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⒛02中规定
“
依据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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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 目标,按功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I
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Ⅱ 类 ,主要适用于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

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Ⅲ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

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Ⅳ类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

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

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
。

Ⅳ类水标准是对一般性公园的基本要求 ,国家重点公园应在

此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19 建筑小品

本条考核公园建筑、小品的维护状况。

1B 导览设施

导览设施是公园游览服务的硬件指标 ,本条考核公园内是否

设置游客服务中心、是否具备现代导览服务系统以及导览标识系

统的规范性等三方面内容。

(l)游客服务中心设置情况。有,给予满分 2分 ;否则 ,给

予 0分。

《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LB/T011— zO11对旅

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的位置、规模、设施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2)导览标识系统设置情况。

《风景名胜区游览解说系统标准》CJJ/T173— zO12中第 6

章对标牌进行了有关规定:“ 6.1.1标牌设计和设置应规范、系

统、醒目、清晰、协调、安全、环保、艺术,并应符合以下规

定 :⋯¨”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zO03中

对 AAAA级旅游景区的规定 :“ 5.1.2游览 a)游客中心位置合

理,规模适度,设施齐全,功能体现充分。咨询服务人员配各齐

全,业务熟练,服务热情。b)各种引导标识 (包括导游全景

图、导览图、标志牌、景物介绍牌等)造型特色突出,艺术感和



文化气息浓厚 ,能烘托总体环境。标志牌和景物介绍牌设置合

理。o公众信息资料 (如研究论著、科普读物、综合画册、音

像制品、导游图和导游材料等)特色突出,品种齐全,内 容丰

富,文宇优美 ,制作精美 ,适时更新。d)导游员 (讲解员)持
证上岗,人数及语种能满足游客需要。普通话达标率 100%。 导

游员 (讲解员)均应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本科以上不少

于 30%。 e)导游 (解说)词科学、准确、有文采。导游服务具

有针对性 ,强调个性化,服务质量达到 GB/T15971-1995中
4.5.3和第 5章要求。f)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合理,设计

精美 ,特色突出,有艺术感和文化气息 ,符合 GB/T100O1.1的

规定。g)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布局合理,数量充足,设计精美 ,

特色突出,有艺术感和文化气息
”
。

(3)具备语音、手机等现代多级导览服务体系,且广播导览

覆盖全园。完全符合条件时,给予满分 2分 ;否则,给予 0分。

19 导览信息

《风景名胜区游览解说系统标准》qJ/T173— ⒛12对风景

名胜区游览解说系统的解说信息进行了有关规定。

zO 讲解服务

本条考核公园是否提供专业化的讲解服务,以及服务质量是

否符合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LB/T014的有关规定。对于

提供专业化讲解服务且服务质量达到规定的公园给予满分 3分 ;

否则 ,给予 0分。

《旅游景区讲解服务规范》LB/T014-⒛ 11第 4章对旅游景

区讲解员服务进行了有关规定 ,包括旅游景区讲解员的基本素质

要求、旅游景区讲解员的服务准备、旅游景区讲解活动要求、乘

车 (乘船)游览的讲解服务要求等内容。其中,旅游景区讲解员

的基本素质要求包括对讲解员思想品德、体质与基本从业能力的

要求;旅游景区讲解员的服务准备包括准备工作要求、上岗时的

准备、仪容仪表、讲解语种四个方面的要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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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建城 EzO13彐 73号 )笫五条第三款要求
“
要加强对旅游团

队的管理 ,讲解人员须持证上岗,对历史名园、遗址保护公园、

植物园、动物园、湿地公园等,要实行专业化讲解
”
。

21 文化活动

本条考核公园特色文化活动的举办情况。公园应能够利用自

身特色,发挥宣传、展示等功能,使公园特色文化得到良好的保

护、传承和弘扬。

zz 游客评价

游客满意度能够直接反映公园管理质量。本条考核采用问卷

法对公园游客进行抽样调查。公园管理机构通过对问卷的回收、

整理和分析 ,获取相关信息。由于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职业等因素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在随机选取调

查对象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以上因素,使游客能够被等概率地选

取 ,从而满足样本的丰富性。

3.3特 色 评 价

~3.3.2 特色评价所包括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是用

以评价不同类别公园独特价值的三个主要方面,共包括 13个评

价子项。

1 造园思想

本条考核公园造园思想的原创性、典型性和时代性。

建议评分依据 :

(1)原创性

非常好 (3分);较好 (2分 );一般 (1分 );不好 (0分 )。

(2)典型性

非常好 (4分);较好 (3分 );一般 (2分);不好 (0分 )。

(3)时代性

非常好 (3分);较好 (2分 );一般 (1分);不好 (0分 )。

2 总体布局

本条考核公园总体布局 ,在选定园址的基础上,根据公园的



性质、规模、地形特点等因素,确定园林设计的总意图和全园的

总布局。具体内容包括公园总体设计因地制宜,园林布局科学合

理性。

建议评分依据 :

(1)公园J总体设计因地制宜。

非常好 (5分);较好 (3分);一般 (2分);不好 (0分 )。

(2)空间布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非常好 (5分);较好 (3分);一般 (2分);不好 (0分 )。

3 艺术手法

本条考核公园的艺术手法,在符合一般艺术美学规律、满足

大众审美要求、代表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情况下 ,对公园中展现

出的主要景观要素进行评价,具体包括山水地形、植物景观、园

林建筑、小品等的设计水平和施工质量。

建议评分依据 :

(1)叠石、堆山、理水手法或技艺的艺术性。

非常好 (4分);较好 (3分);一般 (2分);不好 (0分 )。

(2)植物配置应的艺术性。

非常好 (3分);较好 (2分 );一般 (1分);不好 (0分 )。

(3)园林建筑、小品营造手法或技艺应的艺术性。

非常好 (3分);较好 (2分);一般 (1分);不好 (0分 )。

4 人文景观

本条考核公园的人文景观,包括其内容的丰富性和保护的合

理性。

建议评分依据 :

(1)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楹联、碑刻等人文景观。

非常好 (5分);较好 (3分);一般 (2分);不好 (0分 )。

(2)人文景观得到合理保护。

非常好 (5分);较好 (3分);一般 (2分);不好 (0分 )。

5 文化传承

本条考核公园的文化传承情况,公园能够利用自身特色,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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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展研究、宣传等工作 ,以使公园特色文化得到良好的保护、

传承和弘扬。

建议评分依据 :

(l)公 园文化展示丰富多彩。

非常好 (5分);较好 (3分 );一般 (2分);不好 (0分 )。

(2)公园文化研究和宣传教育水平。

非常好 (5分);较好 (3分);一般 (2分);不好 (0分 )。

6 造园年代

本条考核公园的造园年代。

造园年代是考核公园历史价值的首要指标之一,各国进行历

史建筑评价和历史名园评价中均将该项内容列人其中。

可对公园造园年代进行如下划分 :

造园 100年以上 (5分);造园 50~100年 (3分 );造园 30~
50年 (2分);30年以下 (0分 )。

7 历史地位

本条考核公园的历史地位。

建议评分依据 :

(1)与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关联性。

影响力大,关联性强 (5分 );影响力适中或者影响地域范

围有限,关联性一般 (3分);只影响当地 ,关联性弱 (2分 );

无关联 (0分 )。

(2)公园建造风格反映时代特征。

可直接反映历史背景 (5分 );具有较强的历史痕迹 (3分 );

历史痕迹较弱 (2分);几乎没有历史痕迹 (0分 )。

8 留存状况

本条考核公园历史遗存的完整性。可包含两个方面内容 :

(1)符合文物保护单位各级规定,并可划分为:世界遗产;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2)自 然景观和文物古迹保存完整。

《园林基本术语标准》CJJ/T91— zOo2中 规定历史名园是指



“
历史悠久、知名度高,体现传统造园艺术并被审定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园林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 :“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

表J眭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

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

建议评分依据 :

属于世界遗产 ,自 然景观和文物古迹保存非常好 (5分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 然景观和文物古迹保存较好 (3分 );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保存一般 (2分 );市 、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 然景观和文物古迹保存一般 (1分);不

属于文物保护单位 ,自 然景观和文物古迹保存不好 (0分 )。

9 保护水平

本条考核公园的保护与管理水平。

可对公园历史遗存保护与管理水平以及古树名木保护情况进

行如下划分 :

非常好 (5分);较好 (3分);一般 (2分);不好 (0分 )。

10 核心资源

本条考核公园的核心资源。

可以对公园内独特的自然地质、地质遗迹或动植物资源进行

划分 :

属世界性珍稀、濒危或独特类型 (10分);属国内珍稀、濒危

或独特类型 (7分);在国内分布较少或有特殊保护价值(4分);在

国内分布比较普遍 (0分 )。

Ⅱ 保存水平

本条考核公园的保存水平 ,涉及公园内重要资源的完好性、

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公园的保护水平。

建议评分依据 :

(1)独特的自然遗存、动植物资源保存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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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J跬达 gO%以上 (2.5分 );完好性达 60%~gO%(2
分);完好性达 钔%~sO%(l分 );完好性 如%以下 (0分 )。

(2)满足濒危、珍稀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保护 自然遗迹的

能力。

环境好,保护能力强 (2.5分);环境较好 ,保护能力较强
(2分);环境一般 ,保护能力弱 (1分);环境较差,保护能力极

弱 (0分 )。

1z 价值特征

可对公园价值特征进行如下划分 :

具有极重要研究价值和科普、宣传价值 (5分 );具有较重

要研究价值和科普、宣传价值 (3分 );具有一般研究价值和科

普、宣传价值 (2分);几乎没有研究价值和科普、宣传价值 (0

分 )。

B 示范作用

本条考核公园的示范作用,包括公园的研究成果、新技术应

用和科普宣传教育工作等内容。

可对公园示范作用进行如下划分 :

具有极高示范引领作用 (5分);具有较高示范引领作用 (3

分);几乎没有示范引领作用 (0分 )。

3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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