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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以呼和浩特市城市绿地为研究对象，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影像为主要信息源，在对呼和浩特市城市绿

地现状进行遥感影像分析和地面调查的基础上，以园林、城市规划、统计学、植物学及景观生态学等

相关理论为依据，采用３Ｓ技术、实地调查、科学试验等方法，研究了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公园绿地可

达性、园林绿化植物的物种组成及综合评判和分级、外来常绿树种柔枝松的种源选择及抗逆性和主要

常绿树种的滞尘能力。在此基础上，以完善城市生态功能、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提出了呼和浩特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遵循的原则及方案。为呼和浩特市城市绿地建设奠定

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对其他相似城市的绿地建设和规划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园林、城市规划、林业等领域的大专院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管理部门管理人员

和广大园林绿化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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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低碳城市呼唤建设城市森林，所以建设城市森林势在必行。城市森林具

有丰富内涵。从国内外对城市森林概念的界定来看，它已不仅仅指一般意义

上的树木和绿地。从狭义上讲，城市地域内以林木为主的各种片林、林带、

散生树木等绿地构成了城市森林主体；而从广义上讲，城市森林作为城市绿

地生态系统，是以各种林地为主体，同时也包括城市水域、果园、草地、苗

圃等多种成分，与城市景观建设、公园管理、城市规划息息相关，是城市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城市森林的建设既要重视传统意义上的具有一定

面积的森林群落含义，又不能忽视树种的作用和选择。

呼和浩特市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我国北方沿边开放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是国家沿边开放带与黄河经济开发带的交汇点，是我国与

俄罗斯、蒙古以及东欧各国贸易往来的重要窗口。

作者以生态优先、因地制宜、景观连续、景观多样、可持续性、特色性

和文化性等原则，从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入手，通过呼和浩特市城市

绿地植物调查及评价，开展呼和浩特市常绿树种种源选择、抗逆性、滞尘能

力等方面的研究，以园林、城市规划、植物学、统计学及景观生态学等相关

理论为依据，以３Ｓ技术、实地调查、科学试验等方法为手段，以呼和浩特市

为对象，探讨该城市绿地斑块景观生态规划和树种选择，对城市绿地生态建

设少走弯路、减少投资，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我国西部半干

旱、干旱城市森林建设提供参考，也可作为城市规划、园林部门和高校城乡

规划、林学、园林和环境工程等专业的参考资料。正值自治区重点区域绿化

实施过程中出版此书，非常难得，值得欣慰。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二一五年九月



前　　言

２１世纪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的世纪，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实现经

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城市绿地建设是城市

建设的生态基础，在改善城市生态、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关于呼和浩特市的城市绿地景观结构与格局、生态功能等

研究数量不多，城市绿地规模如何，景观结构和格局是否合理，现有树种的

选择是否合理，在这样一个干旱、寒冷的城市如何解决园林绿化树种严重匮

乏的问题，植物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作用如何，应建立具有何种结构和格局

的城市绿地景观生态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态功能等问题，是当前呼

和浩特市城市绿地建设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本书以呼和浩特市城市绿地为研究对象，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

统等新技术，在对呼和浩特市城市绿地现状进行遥感影像分析和地面抽样调

查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园林、城市规划、统计学、植物学等相关原理为指导，

对城市绿地的景观结构和分布格局、公园绿地可达性、城市绿地植物的调查

与评价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找出目前呼和浩特市城市绿地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明确绿地系统规划方案与建设目标。为了解决呼和浩特市树种匮乏和

改善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而对一些外来树种的引种和抗逆性以及树种滞尘生

态服务功能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量、结构与布局合理，

物种多样性丰富，生态服务功能完善及系统稳定性较高的城市绿地生态系统，

并进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树种规划，对呼和浩特市建成生态良好、环境优

美的生态园林城市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也为丰富和完善呼和浩特市城市

绿地系统规划和树种选择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基础的地带性数据。

在项目研究和成果编著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林业局 “９４８”项目的资助，得到

了内蒙古林学院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规划局张占忠、

訾永斌对本专著的编写给予的特别关照，特别是我的爱人贺晓辉在各方面给予我

的帮助，还有马利强、王利兵、杨仁强、卢立娜、郝建民、王苏、葛晶、马云霄、

李云以及多名研究生和同事参与的各项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在本专著出版之际，郑重地向我的博士生导师张秋良老师表示衷心的感

谢，在他孜孜不倦的教诲和悉心指导下，我的这本专著才得以完成。

由于研究对象的时空复杂性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欠

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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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研究背景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发展推动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

的不断进步，它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不断推向新的

阶段。世界城市发展已有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了。城市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手工业与商业从业者从一般居民点分化出来集中居住形成城市，因此人口集

中的城市和人口分散的乡村成为人类住区的两种主要形式并延续至今 （李原，

１９８５）。

城市具有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城市化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推动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城市

建设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骤增，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伴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自然资源日益贫乏，能源

消耗增加和集中，环境污染严重，热岛效应，居民远离乡村、缺乏与自然界

交流、易紧张疲劳、 “城市病”增多，因此，城市居民中兴起了一股渴望绿

色、向往森林、回归自然和提高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

城市生态系统是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与

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城市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开放性和依赖性

的突出特点 （沈清基，１９９７）。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生产者，对环境保

护与改善有其独特功能，能有效地调节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能促进系统的

“吐故纳新”，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因此城市绿地在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稳定、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方面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联合国生物圈生态与环境保护组织规定，城市绿地覆盖率应达到５０％，

城市居民每人平均应有６０ｍ２绿地。２００９年我国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８．９８ ｍ２，距离联合国的要求差距较大，在向森林城市迈进的过程中，应努力

向着高标准的绿化方向发展，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丰富及美化城市景

观。“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一直是城市居民的梦想和追求，所

以必须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林业生态城市作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

实现科学发展的工作重点，作为建设生态城市、和谐城市的工作载体，作为

改善群众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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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历史悠久，有２０００年的文字记载和约４００年的建城史。历史

上各个时期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对呼和浩特市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建设，

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从１９４９年城区面积９ｋｍ２，到

２００５年城区面积１３５ｋｍ２，人口２５７．０９万人，城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

着城市的大力建设，城市绿地建设也受到领导和社会的极大重视，发展迅速，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其成果与已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相比，所达

到的综合效益与预期的差距较大，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严

重制约了呼和浩特市增绿量、上水平、出精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早日实

现。在诸多问题中，缺乏以科学的城市绿地建设的理论正确指导园林工作者

的实践，是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本文以园林、城市规划、统计学、植物学及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理论为依

据，以３Ｓ技术、实地调查、科学试验等方法为手段，深入研究城市绿地建设

的理论，对城市绿地建设少走弯路，减少投资浪费，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１２　城市绿地概念

“绿地”在 《辞海》中释义为：“配合环境，创造自然条件，使之适合于

种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绿化地面或区域，供公共使

用的有公园、街道绿地、林荫道等公共绿地；供集体使用的有附设于工厂、

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内部的专用绿地和住宅绿地。”或是 “凡是生长着植物

的土地，不论是自然植被或是人工栽植的，包括农林牧生产用地及园林用地，

均可称为绿地”（夏征农，１９９９）。由此可见，“绿地”包括三层含义：ａ．由树

木花草等植物生长所形成的绿色地块，如森林、花园、草地等；ｂ．植物生长

占大部分的地块，如城市公园、自然风景保护区等；ｃ．农业生产用地。而城

市绿地则可理解为位于城市范围的绿地。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许多城市所

做的绿地规划赋予城市绿地的含义只是前两个方面，不包括城市范围的农

地，即狭义的城市绿地，也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 “城市绿化用地”

或 “城市园林绿地”（徐波等，２０００）。本文所研究的城市绿地是指狭义的

城市绿地。

对于 “绿地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或 “绿色空间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概念的定义

和范围，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解释。我国和苏联的 “绿地”概念一般指

“配合环境，创造自然条件，适合种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而形成一定范围

的绿化地面或地区，供公共使用的有公园、街道绿化、林荫道等共用绿地，

供集体使用的有附设于工厂、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内部专用绿地和住宅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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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或 “泛指城市区域内一切人工或自然的植物群体、水体及具有绿色潜

能的空间”。我国城市绿地的概念多与城市绿地系统相混淆，后者则是指由一

定质与量的各类绿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绿色有机整体，即城市中

不同类型、性质和规模的各种绿地共同构建而成的一个稳定的城市绿色环境

体系 （勒·勃·卢恩茨，１９６３）。

西方国家没有城市绿地的概念，在城市规划中与其意义相近的术语为

“开敞空间 （ｏｐｅｎｓｐａｃｅ）”。英国的公共开敞空间是指 “所有具有确定的及不

受限制的公共通路并能用开敞空间等级制度加以分类而不论其所有权如何的

公园、共有地、杂草丛生的荒地以及林地”（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９２）。美国则定义为：“城市内一些保持着自然景观的地域，或者自

然景观得到恢复的地域，也就是游憩地、保护地、风景区或者为调节城市建

设而预留下来的土地。城市中尚未建设的土地并不都是开敞空间。城市开敞

空间具有娱乐价值、自然资源保护价值、历史文化价值、风景价值。”

（Ａｕｇｕｅｓｔ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１９８４）日本的高原荣重把开敞空间定义为： “游憩活

动、生活环境、保护步行者安全，及整顿市容等具有公共需要的土地、水、

大气为主的非建筑用空间且能保证永久性的空间，不管其所有权属个人或集

体。”高原荣重把城市开敞空间分为公共绿地和私有绿地两部分 （高原荣重，

１９８３）。Ｈ．塞伯威尔则把开敞空间定义为 “所有园林景观、硬质景观、停车

场以及城市里的消遣娱乐设施”（比特．霍尔，１９８３）。Ｃ·亚历山大在 《模式

语言：城镇建筑结构》中对开放空间的定义为：“任何使人感到舒适、具有自

然的屏靠，并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地方，均可以称为开敞空间。”波兰学者认

为：“开敞空间一方面指比较开阔、较少封闭和空间限定因素较少的空间，另

一方面指向大众敞开的为多数民众服务的空间，不仅指公园、绿地这些园林

景观，而且是指城市的街道、广场、庭园等都在其内。”（Ｗ·奥斯特洛夫斯

基，１９８６）。

车生泉 （２００３）将 “城市绿地”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定义为：城市绿地

是城市中保持着自然景观，或自然景观得到恢复的地域，是城市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的综合体现，是城市中最能体现生态性的生态空间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是构成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具有改善城市环境、维持城

市生态平衡或提供游憩活动的场所、营造城市景观风貌和城市景观文化的作

用。在结构上分为人工设计的植物景观、自然植物景观或半自然植物景观。

包括城市区域内的各类公园、居住区绿地、单位绿地、道路绿地、墓地、农

地、林地、生产防护绿地、风景名胜区以及植物覆盖较好的城市待用地。

世界各国对开敞空间或称绿地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城市中的自

然属性，即它们都是为了保持、恢复或建立自然景观的地域。因此，开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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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广义上是指：城市中完全或基本没有人工构筑物覆盖的空地、水域。狭

义的开敞空间就是指绿地，我国现有的绿地概念是狭义上的开敞空间。

“城市绿地 （ｕｒｂａｎｇｒｅｅｎａｒｅａ，ｕｒｂａｎ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城市园林绿地”“城

市绿化用地”“城市绿色空间 （ｕｒｂａｎ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城市开敞空间 （ｕｒｂａｎ

ｏｐｅｎｓｐａｃｅ）”等术语在规划研究和实践中出现较多，虽然概念的定义颇有混

淆，其内涵基本相近，主要是指城市中的一种用地类型，在城市用地平衡表

中得以体现，更强调的是区域或空间的意义。在应用上，绿地面积则与森林

覆盖率、绿化面积等并列；在很多时候绿地又被解释为城市中的植物群落，

或是城市植被，造成不必要的混淆或困惑。

１３　城市绿地生态建设国内外研究进展

１３１　城市绿地发展历程

１３１１　国外绿地发展历程

西方最早对城市的构想和设计大多出于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理想

模式，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市应处于河流或泉水充足、风

和日丽的地方，以保证居民饮水的方便和环境的优美，希腊人把荷马时期产

生的水果和蔬菜园加以改造，栽培观赏花木，建成装饰性庭园，随后，城郊

内的自由民主制度，促进了公共园林的萌芽 （Ｂｅｎｅｖｏｌｏ，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１９８０）。

１９世纪开始出现了许多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城市绿地规划的思想或理论，

其中著名的有美国 “造园之父”欧姆斯特德倡导的 “公园运动”。“公园运动”

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出入便利的条件和安全清新的集中绿地。１８８０年，Ｆ．

Ｌ．Ｏｉｍｓｔｅｄ等人设计的波士顿公园体系，突破了美国城市方格网格局的限制。

该公园体系以查尔斯河谷、沼泽、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界限，

利用２００～１５００英尺①宽的带状绿化，将数个公园连成一体，在波士顿中心

地区形成了景观优美、环境宜人的公园体系，构成了著名的波士顿 “蓝宝石

项链”。如今，该公园体系的两侧分布着世界著名的学校、研究机构、学术场

馆和富有特色的居住区等。波士顿公园体系的成功，对城市绿地向系统性方

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１８８３年的双子城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Ｈ．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公

园体系规划、１９００年的华盛顿城市规划、１９０３年的西雅图城市规划，皆以城

市中自然的河谷、台地、山脊为依托，形成了城市绿地的自然框架体系。此

后，该规划思想在美国发展成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一项主要原则 （倪文彦

① １英尺＝０．３０４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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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９８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亚各国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重建自己的

家园，一方面许多城市开始在老区内大力拓建绿地，另一方面，以英国的

《新城法案》（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ｗｎＡｃｔ，１９４６）为标志，许多国家开始采取疏解大

城市人口、创建新城等措施。这个时期出现的著名的城市规划理论或方法有：

英国大伦敦为限制城市膨胀、防止与邻里街区毗连、保护农业、保存自然美

和游憩而提出并具体实施的环形绿带规划模式 （Ｍａｎｄｅｌｋｅｒｅｔｃ，１９７６）；美国

和朝鲜的组团发展模式；美国华盛顿和丹麦的大哥本哈根的楔形绿地发展模

式；英国哈罗 （Ｈａｒｌｏｗ）新城和印度昌迪加尔的城市绿带网络 （系统）模式

（克鲁格良柯夫，１９５７）。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逊 （ＲａｃｈｅｌＣａｒ

ｓｏｎ，１９０７—１９６４）的 《寂静的春天》（Ｓｉｌ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一书出版后兴起了全球

保护生态的高潮。顺应时代要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很快被接纳到城市规

划领域，在生态理论的影响下，世界许多大城市都认真研究了城市中绿地的

功能、地位及规划问题，开始从绿地的生态性、游憩性等方面全面思考城市

绿地建设问题。如：１９６６年，联邦德国的莱因鲁尔城市集聚区的规划；１９７１

年，莫斯科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采用了环境、楔状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布局模式；

澳大利亚１９７１年的城市绿地规划，形成了 “楔形网络”布局的绿地系统。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城市绿地建设进入了生态园林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阶段，如

英国伦敦在海德公园湖滨建立禁猎区，在摄政公园建立苍鹭栖息区；澳大利

亚墨尔本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全面开展了以生态保护为重点的公园整治。进

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在全球掀起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热潮，使得城市绿地在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１９８７年，在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ＯｕｒＣｏｍｍｏｎＦｕｔｕｒｅ）发展报告中，首次

提出 “可持续发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概念和内涵。１９９２年５月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 《里约宣言》（Ｒｉ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 《２１世纪议程》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达成全球共识。自苏联生态专家奥·扬

诺斯基提出生态城市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生态城市建

设的途径，认为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理想状态，城市绿地在其中起到极其

重要的作用，在对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中对城市绿地生态建设研究居多

（Ｏ．Ｙａｎｉｔｓｋｙ，１９８７）。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绿地的研究逐渐从定性转向定量，

并且对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研究增多，如对景观生态学理论的

研究、３Ｓ技术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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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２１世纪初，随着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随

之带来的城市结构的变化，城市绿地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更深一层

次的新理论、新技术开始运用于城市绿地系统研究。如景观生态学中结构与

功能的关系、城市绿地开敞空间规划、城市廊道效益、生物多样性理论等都

已经渗入城市绿地规划的工作中 （ＭａｒｋＨ．ＨｏｌｌｉｎｃＣＳ，２０００）。在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中，绿地现状情况的调查分析，各类绿地的定位、定量以及功能的

确立等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完成。随着全球一体化、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计算机学科的不断发展，３Ｓ技术在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中得到运用。例如：ＷｉｌｌａｍＷＳ（１９９８）利用ＲＳ和ＧＩＳ技术研究了美国

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图森的植被特征，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绿地布局；Ｄａｌｅ

ＡＱ （１９９９）论述了热红外遥感数据在进行地面温度预测、能量流动以及在

景观功能分析中的应用 （Ｏ．Ｙａｎｉｔｓｋｙ，１９８７）；ＪｏｈｎＥＢ （１９９８）、Ｇｕｎ

ｔ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ｎＧＲ （１９９７）、ＡｎｄｒｅｗＳ（１９９７）、ＤａｖｉｄＭＳ（２０００）分别应用３Ｓ

技术进行了生物物种分布数据库的建立、迁移的研究，人类活动的干扰研究，

保护区设立以及管理、通道的设计及进行ＧＡＰ分析。

１３１２　国内城市绿地系统发展历程

中国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出现了许多大型城市，这些大型城市

虽然包容了许多自然环境的因素，但城市生活毕竟与大自然有一定隔离，尤

其是难以欣赏到名山大川的优美、壮丽景色，于是，以浓缩了山水景观的

“人造自然”这一形式的城市园林产生了。从商代的苑，到后来兴起的皇家宫

苑和贵族宅院，里面都有大量的绿化装饰，自东晋以来，私家园林逐渐从模

拟自然的 “自然山水园”模式向抽象自然的 “写意山水园”模式过渡，人工

成分越来越多，自然成分越来越少，但园林中的池泉、亭台楼阁、树木、花

卉仍占相当比例。无论是大量的私家园林还是少量的公共园林，其营造的目

的和用途都是游憩，绿地的功能是单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绿地

的建设与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在这个时期的城市绿

地基本上属于保护、整修和维持原状。

第二阶段：１９５８年至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地园林化”建设阶段。以

北京市为例，在１９５８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就贯彻了 “大地园林化”的指导思

想，为了避免城市建设 “摊大饼”式的发展，在城市布局上第一次提出了

“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原则和规划方案，即将市区分成二十几个相对独立的建

设区，其间用绿色地带相隔，将园林、绿地、菜地、果园、苗圃及部分农田

等都作为绿化隔离带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的城市绿化建设处于

低潮，很多城市绿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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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园林事业振兴阶段。７０年代

末，我国提出城市绿化 “连片成团，点线面相结合”方针后，城市绿化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８０年代，出现了北方以天津为代表的 “大环境绿化”和南方

以上海为代表的 “生态园林绿化”（王保中等，２００４）。

第四阶段：进入９０代，伴随着全球建设 “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的发

展趋势，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日益受到重视，我国也先后进行了国家园林

城市、园林城区的评选工作，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园林的建设已迈入一个新的

历史发展阶段。

第五阶段：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据 《２００６年中国国土绿地状况公报》，

２００６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３２．５４％，绿地率为２８．５１％，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７．８９ｍ２。国家建设部、林业局在全国范围内又相继开展了创建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的评选工作，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绿地系统生态建设

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１３２　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研究进展

景观格局即景观的空间结构，指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要素在空间上的

排列形式，是景观异质性的具体体现 （王仰麟，１９９８）。景观生态学基于一个

假设：在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功能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ＥＪ，

１９９８）。在对景观进行生态学研究时，结构、功能和变化是景观的三大基本特

征。格局可以影响景观中资源和物理环境的分布形式和组合 （ＯＮｅｉｌｌＲＶ

等，１９８８）、物种的分布和丰度等多种过程或功能 （ＫｉｅｎａｓｔＦ，１９９３）；反之

生态过程也会引起景观结构的变化 （ＦｏｒｍａｎＲＴＴ，１９８６）。景观空间格局

的形成和变化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它不仅体现自然、生物

和社会的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相互作用的结果，还决定各种自然

环境因子在景观空间的分布和组合，从而制约生态过程。

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及其变化反映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同时又对城市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居民社会生活及经济发展

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对城市景观格局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是

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城市景观生态规划的基础。在遥感和ＧＩＳ

技术的支持下，对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ＴｕｒｎｅｒＭＧ，１９８９；车生泉等，２００１）；对城市绿化的分析与度量有了定量

的认识，从原来的定性描述发展到定量分析的模型预测，通过运用各种定量

指标，分析城市绿地的景观空间分布格局 （李贞，２０００；周廷刚，２００３）。

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及景观规划中特别强调维持和恢复景观生态过程

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ＮｏｓｓＲＨ，１９９１；ＳｃｂｒｉｅｉｂｅｒＫＦ，１９９１）。岛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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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和景观生态学都有大量的科学观察证明，维护自然与景观格局连续性对

人类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ＦｏｒｍａｎＲＴＴ，１９９５）。

研究的主要问题有：ａ．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具有独特的空间结构特征；ｂ．各

景观指数在城市化梯度中的变化规律；ｃ．城市绿地景观在城市发展中的变化

规律。

国内很多城市都开展了城市绿地格局研究。高峻等 （２０００）对上海城市

绿地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宋树龙等 （２０００）对广州市城市植被景观多

样性进行了分析；周廷刚等 （２００３）开展了宁波市城市绿地景观空间结构研

究；王天明等 （２００４）对哈尔滨市绿地景观格局与过程的连通性和完整性进

行了研究；侯碧清 （２００５）对株洲市城市绿地景观多样性进行分析；刘志芳

等 （２００５）对郑州市绿地景观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叶功富等 （２００５）对厦门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景观结构与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付晓 （２００６）对北京城市

公园绿地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王捍卫 （２００９）使用ＲＳ和ＧＩＳ技术对武汉城

市绿地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范媛媛 （２００９）使用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高清晰影像图对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绿地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１３３　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进展

目前，城市规划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绿地结构布局及生态效益方

面，对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理论研究尚少。Ｅｒｋｉｐ（１９９７）对土耳其首都安

卡拉的公园及其休闲服务功能以及用户特点进行了研究和评价，指出附近公

园和娱乐设施的使用由个人收入水平和离公园的距离所决定；初步探讨了一

种距离与城市公园的关系。

可达性的深层含义———大众可达性。１９９０年美国颁布了 《美国扶残条例》

（ＡＤＡ），这是其历史上对景观可达性进行考虑的标志性法令；伴随着对美国

景观设计实践中的可达性的观念转变的分析，探讨了大众性设计与无障碍设

计的本质区别，并通过具体的实例，阐述了大众性设计的原则与理念———它

不只是满足法规的基本要求，而是要为所有的人提供共享的经历，将不同思

想和背景的群体相聚于一起 （周晓娟，２００１）。

著名建筑师罗密斯在北加州大学成立了大众性设计中心，他赋予 “大众

性设计”新的含义，提升了设计公共空间的意义。在 《美国可达性》一文中，

他指出：“景观建筑师应该将自己投身到创作实践中，甚至设想自己是个老年

人、残疾人等，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各个大众群体。以前，大众性设计只是法

律要求设计者必须考虑的，而现在，它应成为景观建筑师素质的一部分。”

（周晓娟，２００１）

俞孔坚等 （１９９９）利用景观可达性方法分析了中山市城市绿地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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