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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9B_AD_E6_c61_647175.htm 城市生态系统虽不象

自然生态系统那样能承受相当程度的外界干扰压力, 通过负反

馈调节维持自身的平衡, 但仍具有一定的抗外界干扰和自我维

持的能力。这一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园林绿地的生

态效应 作为一个生态系统, 城市在正常生产和消费的同时, 产

生大量的余热、噪音和三废。这些污染物质在城市生态阈值

限度之内时, 城市生态系统有自我净化、自我消弭的能力, 即: 

通过存在于系统大气、水体、土壤中的物理过程如稀释、扩

散、挥发和沉淀, 化学和生物化学过程如中和、分解与降解等

达到净化的目的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采集者退

散 通过城市园林绿地的一系列生态效应, 对污染物质起吸收

、减弱和消除作用, 综合调节城市环境. 从而使城市环境质量

达到洁净、舒适、优美、安全的要求 1 现代城市绿地的沿革 

城市绿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我国在二千多年前的周、秦

时代, 当时的京城咸阳就沿着道路种植行道树。到了唐代, 都

城长安已是“绿荫十二街”, “青槐夹驰道”了。唐朝还在长

安城东南隅秦、汉、隋代宜春园和芙蓉园的基础上大兴土木, 

开辟了景色明媚、游乐盛况空前的曲江风景区。在国外, 如古

罗马、古巴比伦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大都市, 也都有许多占地广

阔、风景宜人的园林 究国内外园林绿化的发展历史, 经历了

两个时期: 采集者退散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自然萌生

阶段以狩猎围牧为目的的园囿 人工创意阶段以满足达官贵人

及宗教需要为目的的宫苑、寺院绿化 这两个阶段均没有摆脱



园林绿化单纯的观赏及游憩功能 现代城市绿地, 很大程度上

是在中古时代园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19世纪中叶, 工业化发

展给西方各国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促使城市园林绿地

的设计与营造观念发生变化: 生态绿地阶段以改善城市环境状

况和满足景观美化效应双重目的的园林绿地建设 从此, 改封

闭式的园林为开放性的公共绿地. 改只重观赏的硬质堆砌为师

法自然的植物造景. 同时重视植物配置的生态学要求, 注意群

落稳定性与环境良性发展的最佳组合 吸收有害气体 有害气体

虽对植物生长不利, 但在一定条件下, 有许多植物对他们具有

吸收和净化作用 例如植物叶片表面可吸收SO2。正常植物中

都含有一定数量的S, 当植物处于被SO2污染的大气中时, 其含

量可为正常含量的5~10倍。一般地说, 对SO2抗性越强的植物, 

吸收SO2的能力也越强. 阔叶树对SO2的抗性比针叶树强。臭

椿吸取SO2能力特别强, 超过一般树木的20倍 另外, 夹竹桃、

罗汉松、龙柏、银杏和广玉兰等也有极强的吸收SO2的能力

。从另一些实验中也证明, 不少园林植物对于氯气、氟化氢、

氨以及汞、铅蒸气等也分别具有不同的吸收能力 因此, 在散

发有害气体的污染源地区附近, 选择与其相应的具有高吸收和

强抗性能力的树种进行绿化, 对于防止污染、净化空气是有很

大意义的 吸滞烟尘和粉尘 植物, 特别是树木对烟尘和粉尘有

明显的阻挡、过滤和吸附作用。这一方面由于枝叶茂密, 具有

强大的减低风速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由于叶子表面粗糙、有绒

毛或黏性分泌物, 当空气中的尘埃经过树木时, 便附着于其叶

面及枝干上。经过雨水的冲洗, 又能恢复其吸滞能力。草地不

仅和树木一样具有吸附灰尘的作用, 并且还可固定地面的尘土

减少空气中的含菌量 绿地可以减少空气的含菌数量, 这一方



面是由于绿地上空灰尘减少, 从而减少了黏附其上的细菌. 另

外一方面还由于许多植物本身具有分泌杀菌素的能力, 如悬铃

木、桧柏、白皮松、雪松等都是杀菌能力较强的绿化树种 净

化水体 据研究, 树木可以吸收水中溶解的物质, 减少水中细菌

的数量。如在通过30~40m宽的林带后, 由于树木根系和土壤

的作用, 1L水中所含细菌的数量比不经过林带的减少1/2。许

多水生植物和沼生植物对净化城市污水有明显作用: 在栽有芦

苇的水池中, 悬浮物要减少30%, 氯化物减少90%, 有机氮减

少60%, 磷酸盐减少20%, 氨减少66%, 总硬度减少33% 净化土壤 

植物的根系能吸收大量有害物质, 从而具有净化土壤的能力 

有些植物根系分泌物能使进入土壤中的大肠杆菌死亡 改善小

气候 降低气温: 测定表明, 在炎夏季节林地树荫下的气温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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