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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9F_8E_E5_c61_647129.htm (一)城市园林绿化的

“规模性”已提到日程 国内外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实践和有

关的研究已经表明，城市中心区域的绿化在改善城区的环境

质量方面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就一个城市整体而言，相对封

闭而又有限的城区的绿化还不足于形成改善城市整体环境质

量的效益。城市园林绿化只有实现城郊一体的大规模的建设

，才能逐步适应和满足这一需要。 就城市空气的质量状况而

言，城市存在两种主要的低空气流的交换，一是城市内冷凉

地带(绿化区)向炎热面的局部环流，二是从四周郊区向城市

中心区的气流交换。前者说明城区绿化的重要性，后者表明

城市整体环境的空气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四周郊区的绿

化覆盖状况。城市绿化的这种生态效益，随绿化建设的规模

和布局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城区内绿地偏少的现实，是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这些地区注重挖潜，见缝插绿，特别

是利用旧城改造和对危改小区工程实施的有利契机，积极为

城区增绿至关重要。同时，根据本项目研究，从对北京城近

郊八个区建成区范围内园林植被所产生的量化生态效益分析

中可知，近郊四个区园林植被的释氧固碳量及蒸腾吸热量均

占建成区总量的92%以上，这也清晰地说明近郊区在城市绿

化建设方面的巨大潜力和作用。远郊区由于地域辽阔，绿化

效益的潜力更大。从北京城市整体考虑，广大郊区的绿化，

应是植被生态效益的巨大生产基地和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的重

要依托，保护和进一步发展郊区的各类绿地，其作用显得越



来越重要。只有实现城郊一体的大规模的园林绿化建设，才

能有助于整个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也可充分利用市郊

的风景资源，开发各种类型的旅游区，为提高城市居民的生

活质量和发展城市经济服务。 实现城郊一体的大范围的园林

绿化建设，是建设园林城市的重要内容，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一项重要建设，也是现阶段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 (二)城市布局对城市园林绿化的制约作用及对策 城

市整体布局的合理与否直接制约着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同

时制约着城市环境质量的优劣和城市的发展前景。 城市构筑

的建筑物和铺装道路如无节制地连接成片，无限扩大，形成

“摊大饼”式的“带状城市”，其直接的后果是:城市下垫面

由于建筑物吸收和释放太阳辐射能的作用和城市释放大量人

工热的积聚而使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剧；在受到密集的建

筑物阻挡、城市风速减小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和城市人群呼

吸的巨大耗氧量无法得到充分的补给；城市工业和交通排放

的多种污染物很难随着气流的交换而得到稀释或排除；城市

空气湿度也由于城市过热、城市水分蒸散作用的加强而大幅

度下降，城市环境质量将严重恶化。这样的城市布局如一旦

形成，将极难改变，即使是要对其中某些局部进行调整也要

付出极大的代价。 城市实行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并将城市绿

地系统布局同城市这一整体布局紧密结合起来，是建设现代

生态健全城市的正确途径。1983年北京规划方案中就提出:在

城市中心集团和边缘集团之间保留绿地(含菜地、农田)，要

以绿化为主组成组团之间的隔离地区，在市区用绿地分隔中

心大团和十个边缘集团，并在市区外缘布置环市绿地系统，

沿主要放射干线道路划定永久性绿地，防止城镇沿路发展，



将市区与远郊区县、卫星城隔离开来。在这一规划方案的指

导下，经过十多年的建设，目前虽然有些地区还须进一步发

展和完善，但已初具规模，并在缓解城市上述负面影响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它也是国内

外城市建设中共同积累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 国际社会早

就发出“城市必须与自然共存”的强烈呼声，城市园林绿化

作为在城市中维护自然环境和引进自然的一项崇高事业，正

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城市实行分散集团式布

局并同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有利于把绿色融汇于城市，把

自然环境贴近城市人群。城市园林绿化的空间，就是城市中

的自然空间。 (三)城市绿地分布的均匀性，是改善城市环境

质量的重要条件 就相对独立的植物群落而言，其各项生态效

益的发挥水平不仅由于绿地规模和植被数量的不同而有所差

异，而且也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而逐渐减弱或丧失。测定表

明，由一定数量的植被所构成的绿地，其生态效益存在一定

的“影响范围”，表现为与其规模相对应的“局部性”，这

种状况在城市中心区域(城区过热和碳氧平衡失调)对植被的

生态效益产生强烈的“抵消”作用的条件下表现尤为突出。

实现城市园林绿地的相对均匀分布，不仅对增加城市总的园

林植被数量发挥群体效应，从而扩大其总体生态效益方面作

用明显，而且对避免或缓解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保持

城市总体生态环境质量的相对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提高城

市绿地尤其是公共绿地分布的均匀度，对方便城市居民就近

进行游憩活动及在防灾、避灾方面的重要性更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 城市绿化布局结构常用的点、线、面结合的做法应不

仅仅是己完成绿化的道路和点、面绿地的自然结合，而应着



重在绿地面积的占有量、布局的合理性及进一步改善种植结

构和提高绿化水平上下功夫，还要根据城市主要的环境污染

源和人口、建筑密度等状况建立相应的绿地，如开辟楔形绿

地以将郊区新鲜空气引人城市；建立较大面积的中心绿地以

改善高密度建筑区的热岛效应等等。除了贯彻采用绿地规划

中的成功经验和可行措施外，值得提出的是，各企业、事业

单位的专用绿地在城市中的分布具有“广泛性”和“分散性

”，而且在城市绿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北京为例，城近

郊八个区的建成区共有各类专用绿地6464.12hm2，占绿地总

面积的38.99%，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绿地，是北京城市绿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各企事业单位管理状况的不同，目

前北京专用绿地的质量状况存在很大的反差，既有一批档次

较高的专用绿地，也存在大量质量较差的绿地，提高这类绿

地的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对提高城市绿地均匀分布的有效

性并发挥其效益显得十分重要。今后对这类绿地的技术改进

工作应进一步纳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的视野。在对绿地设计

的资质审查、人员技术培训、制定有关技术规程、组织观摩

学习和典型经验的推广等方面加强管理与指导，以充分发挥

这类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中的作用。 (四)绿量结构应列

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合理增加城市绿量是提高

城市绿化生态效益的重要出路 城市绿地率的大小，是决定城

市绿化生态效益大小的前提，从城市总体规划上保证城市绿

地的合理比例，从具体管理上依法治绿保住城市绿地，在目

前城区绿地由于多种原因被蚕食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紧迫和重

要。另一方面，本项目研究还表明，不同种植结构的绿地，

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何科学合理地利



用现有城市绿地所占有的土地面积，营造出能发挥最佳生态

效益和其它综合效益的绿色空间，这一问题也已显得越来越

重要，应该列入城市绿化决策的议程。 园林植物通过其生理

活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所产生的改善环境质量的生态效

益，中心问题是如何发挥植物的光合效能，光合效能的大小

决定于叶面积的大小和叶面积指数，以植物叶片面积为主要

标志的“绿量”，是决定城市绿地生态效益大小的关键因素

，目前国内城市制定的绿化规划指标，是从国情出发的低限

指标，而且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只能部分地而不能完全反映

真正的绿量(陈自新1989)。因此，绿量指标应是城市绿化定量

指标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完善。我们在按照绿化覆盖率或绿地

率要求实施指标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园林绿地的“绿量结

构”，同时发展城市垂直绿化，以改善植物的空间分布状况

，增加城市绿量，提高生态效益。 园林是三维空间的艺术，

其生态效益同景观效益是完全可以协调统一的。建立由乔、

灌、草组成的合理的复层种植结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

径。复层结构的建立必须讲求科学性，绿量的合理增加也不

等于绿量的堆砌，还要考虑城市的通风问题。本项目已在建

立复层结构的关键问题──植物耐阴性的分类和耐荫植物的

筛选，乔、灌、草的合理配植比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

了可供选择的耐荫植物种类；提出了乔、灌、草配植的适宜

比例为1:6:20:29(即在29m2的绿地上应设计1株乔木、6株灌木(

不含绿篱)、20m2草坪)的建议方案，同时提出了相应的种植

参考模式，均可供参考和借鉴。 将绿量结构列入城市绿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谋求绿地单位面积绿量的合理提高，是进一

步提高城市绿化生态效益的重要出路。应从进一步改进绿地(



新建或改造)的规划设计工作入手。城区绿地、隔离片林乃至

郊区其它绿地在这方面均有较大潜力可挖。在当前城市用地

紧张的条件下，也是进一步提高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的重要

措施。根据绿地性质和用途的不同，除有些专项用途的绿地(

如高尔夫球场等)以外，复层种植结构应作为主要的种植形式

加以发展。继续深入进行建立复层种植结构的技术研究，进

一步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当务之急。 值得提出的是，近

年来有些地方为追求开阔、舒展等景观效果或模仿国外某些

风格而出现了过量的“以草代木”的倾向，城区有限的绿地

大量地被比较单一的草坪所覆盖，国内有些个别地方甚至出

现大量伐树的现象，这种趋势应当引起重视，尤其是内陆城

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更需绿树的庇护和调节

而应得到迅速的纠正。同时，草坪绿地的养护管理与植物群

落的养护投入是3:1，而由乔、灌、草组成的植物群落的生态

效益是草坪绿地的4～5倍，草坪还要消耗大量的淡水资源，

北京是缺水城市，尤应对此作出合理的决策。因此，应从生

态效益、美学价值以及投入产出等方面来全面评价草坪建植

的合理规模。 城市绿地必须充分重视作为绿量结构主体的乔

木的作用，同时合理建植地被，避免“黄土露天”。从园林

的“四维性”(时间)的角度来看，建立园林必须能够经受时

间的检验的标准是重要的。城市要持续发展，城市园林绿化

的种植结构也要向持久利用的方向发展，更新周期长的当地

的长寿树种应引起进一步的重视，使它得到更多的发展而逐

步成为城市园林绿化的骨架。 (五)运用植物生态适应性和生

态功能性的综合评价指标，合理应用园林植物 城市植物的生

存条件迥异于自然野地。城市人工环境的建成，直接改变了



城市光照的分布状况，热的积累和散发状况以及水分的循环

状况，从而形成在气候因素方面同非城市地区的差异；城市

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也对植物的适生性产生影响；人工植

物群落中不同层次的配植也对园林植物的适生性提出不同的

要求。另一方面，园林植物的生态功能也是植物在城市的环

境条件的影响下，依据其生长状况和不同树种的生理特性来

体现的。因此，城市园林植物生存及生长状况的优劣，既受

城市环境因素的制约，又是影响植物生态功能的发挥进而反

馈于对城市环境改善作用大小的基础条件。植物生态适应性

同生态功能性的结合研究，符合植物与环境的关系规律，由

此产生的综合评价指标，应是合理使用城市园林植物的科学

依据。 本项目对此项研究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系列化。一

是研究内容的系列化，包括耐荫、抗寒、抗污和光合、蒸腾

、滞尘、减菌和减污等有关适应性与功能性的结合研究；二

是研究植物种类的广泛性和系列化，对北京城市常用的60

～80多种主要园林植物分别进行以上内容的研究，并在比较

其差异性的基础上，对植物进行分类，提出综合评价指标，

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可供城市绿化规划设计部门及

育苗、工程、养护部门直接参考的树种应用框架，从而突破

了过去只对少量几种植物进行内容较为单一的研究的局限，

紧密结合北京城市的主要园林植物资源和城市绿化工作的实

际需要，为城市绿化提供服务。 对城市园林植物进行适应性

与生态功能性相结合的研究，全面评价植物在城市环境条件

下的应用可行性和合理性，对进一步提高城市园林绿化的水

平有积极意义。目前在园林植物的应用方面，在有些地方依

据现有的有关书籍的介绍，较多地注意参考植物原产地的习



性而较少结合城市生态条件的做法，常常导致一些失误而造

成损失。因此，需要从城市生态环境的特点出发进行研究和

实践，以积累和创造新的经验。同时，不同城市由于所处的

地理位置、城市结构和城市规模的不同和在植物种类方面的

差异，对其他城市的同类经验虽可供借鉴但不宜全部照搬应

用，因此，以一个城市为单元进行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已日

益显得重要。值得提出的是，介入生理生化领域研究植物的

应用，必须紧密地同当地长期应用植物积累下来的“经验数

据”相结合，互为验证，才会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还要不

断地通过生产实践进行检验，加以丰富、修正和完善。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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