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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城市生态绿地的概念、功能和类型，从植物生态学和景观 生态学的角度 出发 ，探讨 了城 市生态 

绿地建设 需要 遵循的原理，并对将 来的发展趋势进行 了分析 ，提 出了需要建立城 市生态绿地评价指标体 系并加强 

其在 城 市 建设 中的 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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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functions and types of urban ecological green land were elaborated． The principles for constructing ur- 

ban ecological green land were discussed，and its developing tendency was also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of plant 

ec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n evaluating system of urban ecological green land and enhance 

their practices in city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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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态园林在我国的兴起 ，我国的城市绿化得 

到了长足发展 ，城市绿地 的生态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相较过去许多城市绿地存 在的形式单调、结构简单 、维护投入 

高 、生态效益差等问题【lI，生态绿 地作为一种新的绿 地形式 ， 

具有类型丰富、群落结构稳定、人工投入少 、自维持能力强 、生 

态效益好等诸多优点 。在城市环境 日趋恶化 的今天，建设城 

市生态绿地，对于改善人居环境 ，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平衡与可 

持续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城市生态绿地 的概念及功 能 

城市生态绿地是以生 态学原理 为指导 ，通过对城市物理 

环境的分析 及对 当地 自然植被的研究 ，在城市生态系统 中 

模拟 自然植物群落的组成 、结构和演替规律而建成的城市绿 

地 。它的优点是充分利用植 物以及植物群落 的自我更 新 

能力，形成生态系统 的 自维持机制 ，减少人工投入 和人 为破 

坏 ，以生态手段改善城市环境 。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生态功能。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吸收 O，释放 CO，，维 持大气 

成分稳定 ；调节气温 ，增加空气湿度 ，改善城市小气候 ；净化空 

气，吸尘减噪；防灾减灾 ；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 ，提高其抗 

干扰能力等。景观功能。营造 自然景观 ；软化城市硬质景观； 

形成独特的城市风貌。社会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活动 

的空间 ，满足人们回归 自然的需要 ；对城市居民进行科普宣传 

教 育 ，增强 人 们 的环 保 意识 。 

2 城市 生态绿地 的类型 

在我国 ，习惯上将城市绿地分为七种类型 ，即公共绿地、 

道路交通绿地 、专 用绿地 (附属绿 地)、居住 区绿 地、生 产绿 

地、防护绿地、城市郊 区风景名胜区游览绿地⋯ 。随着生 态 

园林在我国的发展 ，城市绿地的分类也更加注重城市绿地系 

第一作者简介 ：宋兴琴 ，女 ，1978年 5月生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 

热带植物园，硕士研究生。 

收稿 日期：2002年 l2月 20日。 

责任编辑 ：张建华 。 

统的生态性。李敏将城市化地 区人居环境绿地分 为农 业绿 

地、林业绿地、游憩绿地 、环保绿地和水域 绿地【4】。马锦义采 

用两级分类的方法，将城市绿地分为 园林绿地和农林生产绿 

地两个大类。园林绿地包括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风景名胜与 

自然保护区绿地 、庭 园绿地和交通绿地 ；农林生产绿地包括农 

地和林地 J。根据城市生态绿地的含 义以及特殊 的功能 ，笔 

者 将 城市 生态 绿地 分 为 以下 几 个类 型 ： 

①生态公园。城市生态公园是利用市区的荒地或废弃地 

以及城郊地区，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 ，将这些城市空置地转 

化成 自然化的公园 J。生态公 园与传统 的城市公园一样 ，也 

是开放性的，服务对象也是社区居民，但生态公园更注重对城 

市环境 的生态恢复过程以及对城市环境 的调节和改善作用。 

②生态防护林。与普通的防护林相 比，生态防护林 具有 

更完善、合理的物种组成与群落结构 ，群落整体性更强、更稳 

定 ，抵御各种 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强 ，能更有效地改善城市 自然 

环境条件和卫生条件。近年来 ，我国西部与北部许多城市都 

被沙尘暴问题所困扰 ，虽然生态 防护林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沙 

尘暴，但是在城市 主导风向上布 置生 态防护林 ，可 以减缓风 

速 ，滞 留部分沙尘 ，减轻沙尘暴给城市造成的危害。 

③生态绿廊 。生态绿廊主要是指城市滨河生态绿化带以 

及沿道路两侧的生态绿带。水与植物的结合使滨河生态绿化 

带形成水体、湿地、草地和林地相结合的复合生境，为动物提 

供了重要 的栖息地和迁徙的廊道 ，对城市生物多样性 的维持 

和保护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而道路生态绿带则起着吸收汽 

车尾气和降尘的重要作用 。 

④ 自然保护 区绿地。风景名胜与 自然保护区绿地一般位 

于城市 附近的郊区，它们本身具有大面积的 自然山水 、名胜、 

森林 、湿地与风景林地 ，自然植被状况 良好 ，对改善城市空气 

质量、调节城市气候起重要作用 ，被称为城市生物过滤器【1】， 

是城市外围需要重点保护的生态绿地。 

⑤生态农林地。存在于城市范围内的农林地对城市的气 

候 、土壤等环境条件有重要影 响 】。生 态农林地运用生态农 

业 、生态林业的各项技术对农林地进行建设 和管理 ，减少了化 

肥 和农药的施用量 ，避免了对城市大气 的污染 ，同时还发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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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 

3 城市 生态绿地建设 遵循的 生态学原理 

3．1 植物生态学的原理 

植物是城市生态绿地建设 的主要 材料 ，植物群落营建是 

城市生态绿地建设的主要 内容 。因此 ，充分 了解植物的生活 

习性及其在群落中的地位与表现 ，是营建结构合理、自维持能 

力良好的植物群落的基础 。 

3．1、1 群 落及 其 与环境 的 关 系 

每个植物群落都由一定的植物种群组 成，这些种群共同 

适应于它们所处的无机环境 ，同时 ，它们内部的相互关系也达 

到协调和平衡。在构建植物群落时，需要参考地带性植物群 

落的种类组成 ，选择彼此能共存 的物种作为建设材料 ，避免因 

物种相互不适应而造成群落的不稳 定。另外 ，有 的物种共同 

生长在一起容易引发病虫害，如梨树 与松柏共同生长易引发 

梨锈 病 。因此 ，在 进行 物种 选择 和 搭配 的 时候 ，也要 充分 考 虑 

这 方 面 的问题 。 
一 定的环境形成一定的生物群落 ，反过来 ，生物群落对其 

居住 的环境 也能 产 生重 大 影 响 。根 据 这 一 点 ，我 们 在选 择 植 

物时 ，要考虑群落 内部环境 的变化 ：在群落形成初期 ，上层选择 

阳性的乔木树种，下层选择耐强光、耐高温和耐旱的植物；当上层 

乔木成型，群落内部环境发生改变后 ，选择耐荫湿的植物作下层 

植物。例如，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新建绿地 ，群落成型前，可使用 

如彩叶草、红花酢浆草等喜阳、耐旱植物作地被，群落成型后 ，则 

可选用如合果芋、冷水花等耐荫、耐湿植物作地被。 

3．1．2 生 态位 与种 问 关 系 

生态位是指物种在生 物群 落或生态 系统中的地位和角 

色 。物 种所 占据 的生 态 位的 大小 与 它对 环境 资 源 的利用 程度 

成正 比 】。当两个物种的生态位发生重叠时 ，表示它们共同 

利用 某 种资 源 ，它们 之 间 的 关 系 为竞 争 关 系 。对于 一 般 的 生 

态 绿地 来说 ，应尽量 选 择 生 态 位不 重 叠或 重 叠 少 的植 物 布 置 

在一起 ，避免种间 出现竞争 ，使每 种植物都能得到充足的资 

源。在展示性生态绿地中，可 以有意将两种或多种生态位重 

叠的植物布置在一起 ，向人们展示竞 争的生态现象。除竞争 

外 ，物种间还存在捕食 、寄生 、偏利共生和互利共生等关系，例 

如 ：热带植物猪笼草 ，叶片呈筒状 ，能捕食落入其中的小虫；兰 

花附生在乔木的枝上生长更良好 ，同时对乔木并无损害，二者 

之 间为偏 利 互生 关系 ；豆科 植 物 与 根 瘤 菌 之 间 为 互利 共 生 关 

系 ，传 粉动 物 与有 花植 物 之 间 也 是 互 利 共生 关 系。充 分 利 用 

植物之间的这些关系进行群落建设 ，可以达到减少资源投入 

的 目的 ，同时，这些生态现象也可以通过生态绿地展示出来。 

3．1．3 群 落的 空 间结构 

群落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分层 现象 ，这是由于植物根据不 

同的生活型，在空间上垂直排列的结果，这种排列与光的利用 

有很大关系。群落的成层结构显著提高 了植物利用环境资源 

的能力 ，如在热带雨林中 ，从 上层乔木到地表层的苔藓 ，光的 

利用率达到 97％[91。因此 ，在进行生态绿地建设时 ，要根据 

当地的环境条件，尽量构建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如在热带 、 

亚热带地区，乔木层可 以含二三个亚层 ，灌木层可含 2个亚 

层 。另外 ，藤本植物 、附生植物等层 间植物也是植物群落不可 

缺 少的 组成 要素 ，对 于 丰富 垂 直景 观起 着积 极作 用 。 

这里要强调 的是，并不 是每个地方 的植物群落都具有像 

热带雨林那样丰富的层次结构。在温带的干旱地区 ，植物群 

落通常就只有灌木和草本层 ，高海拔地区只有草甸。因此 ，需 

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环境条件 ，选 择适合 当地生境的植物群落 

进行构建 。我 国大部分地 区都位于温带 ，而温带植物的成层 

现象是十分 明显 的，因此 ，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提倡使 

用 “乔 木 +灌 木 +草 本 (地 被 )”的种 植方 式 。 

除垂直结构外 ，群落还具有水平结构 ，即群落 的镶嵌性 ， 

它是由于群落内部环境 因子的不均匀性造成 的，比如地形的 

变化 ，土壤肥力的差异以及人 与动物的影响等。城市绿地受 

人为活动影响最大 ，易造成小环境的分化 ，在群落 内又形成小 

群落。小群落的 出现不仅增加了绿 地景观的变化 ，还能 调节 

局部的小气候。根据植物群落的这个特点 ，可 以适 当为小群 

落的形成创造条 件 ，以保护群落受干扰后 自然更新的 产物。 

例如 ，成都的府南河绿化带上布置了一 片湿 地景 观—— 活水 

公园 ，不仅打破 了河滨景观的单调 ，同时还丰富了绿地景观的 

类型，增加了周围环境 的相对湿度 。 

3、1．4 群 落 的 季相 变化 

植物群落 的外貌随着气候 的季节性交替而发生变化 ，这 

就是季相变化。温带地区 四季分明，群落的季相变化十分显 

著。群落 的季相变化，是生态绿地的观赏 点之一 。春季观新 

叶、观春花 ；夏季观繁茂浓绿 的树冠 ；秋季 观累累硕果和五彩 

的秋叶；冬季则观枝叶落尽后虬曲的枝干 。季相变化使人们 

充分感受到大 自然之美 ，以及植物不 断延 续的蓬勃 生命 力。 

利用季相变化营造多样的绿地景观 ，可减少建筑、小品等人工 

景观的数量 ，增强景观的动感 ，增添观赏的乐趣 。在观赏要求 

高的生态绿地中，尽量选择季相变化 明显、色彩丰富的植 物， 

如春花植物、秋色叶植物 ，通过合理 的搭配 ，做到四季有景可 

观而 又 四季 景 不 同 。 

3．1．5 多样性 和 稳 定性 

物种多样性越高的群落 ，其结构越复杂 ，群落也越稳定 ， 

群落的各项功能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由于城市的建设与发 

展 ，城市中自然植被和 自然群落遭到破坏 ，生物多样性极低。 

因此 ，通过生态绿地建设来恢复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是城市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在生态绿地建设 中，创造多样 

的生境 ，构建多种不同类型的植 物群落 ，吸引益鸟 、益虫 等有 

益动物回到城市 中，不仅能形成病虫害的生态调控机制 ，还能 

丰富城市景观 ，为市 民创造一个鸟语花香的环境 ，让 人们感受 

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存 。如沈 阳市北塔公园，在设计中布置了 

针阔混交森林群落 、疏林草地群落、湿生植物群落、水生植物群 

落等多种植物群落类型，即增加了公园的物种多样 性，又为市 

民提供 了一处风景优美并富 自然气息的休闲观光场所 。 

3．2 景观生态学的原理 

在景观生态学 中，景观和景观要 素的概念 是相对的。景 

观强调 的是异质的镶嵌体 ，而景观要素强调的是均质 同一单 

元 “。绿地既是城市景观的组成要 素，起着 软化 城市景 观、 

改善和保护城市环境 的作用 ，同时 ，它本身又是一个异质的镶 

嵌体 ，可称作绿地景观。绿地景观的组成要素是绿地中的水 

体 、硬质铺地、道路、构筑物 以及各种类型的植物群落。根据 

地位和形状 ，景观要素分为三种类型：①基质。基质是景观中 

面积最大 ，连续度最强 ，对景观的功能起作 用最大的景 观要 

素。城市景观的基质是 由街道和街区构成的 ，绿地景观的 

基质则 由植物群落构成。因为绿地景观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节 

和改善环境 ，这一功能 的实现依赖于植物 的生理活动。作 为 

绿地 景 观 中的基 质 ，植 物 群 落 所 占 的面 积 须 为 绿 地 总 面 积 的 

50％以上，并且在布局上要保持较高的连通性 ，一般不为其他 

景观要素所分隔。②斑块。斑块在基质中呈连续 岛状的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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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它在外貌和功能上都与包 围它的基质不 同 。在城市 

景观中，公 园、城郊的 自然风景 区以及大块的绿地是较明显的 

斑块。斑块的大小影响单位面积生物量 、生产力 和养分贮存 ， 

以及物 种组 成 和多 样 性 [1 。面 积 大 的 斑 块 具 有 更 多 的 生 境 

类型 ，可维持更多的物种生存 ，具有较高的生物量 和生产 力。 

因此 ，城市景观中的绿地斑块应该具有合理的大小 、形状以及 

边缘面积 ，以保证较高的生产力 和物种多样性。此外，还要尽 

可能增加城市中绿地斑块 的数量，多修建不 同功能的公 园、小 

游园 ，并加强对居住小区的绿化 ；保证城郊 自然风景 区、森林 

等大型绿地斑块不被破坏 ，与城郊农地共同形成城市外 围的 

生态保护 区。佛山市在进行城市景观生态规划的过程 中 ，预 

计改建 、扩建 5个公 园，新建 l1个公 园，这些公园建成后 ，将 

基本覆盖整个佛山市区 ，对佛 山市 的城市生态环境 的改善将 

起到极大 的作 用” 。③廊道。廊道即是呈带状或线状 的斑 

块 ，它具有两个作用 ：将景 观的不同部分隔离开或将景观的另 

外某些不同部分连接起来 。城市景观中的绿色廊道主要是 

j町滨绿化带、道路绿化带和防护林带。这些绿色廊道连接绿地 

斑块形成绿色网络 ，起着调节和改善城市环境、隔离污染源斑 

块的作用。绿廊还是斑块间能量 、物质和物种流动 的重要通 

道。对于保护城市物种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廊道的连通性影 

响廊道的功能 ，因此 ，应尽量减少道路隔离带和防护林带缺 口 

的数量，降低缺口的密度 ，保证沟通和障碍功能的正常发挥。 

由于河岸植被具有物种数量多、能显著改 善小气候、为水 

中生物提供养分和能量 以及有效缓冲水土流失等功能 ，目 

前我国很多城市在对绿地系统进行规划时 ，都把河滨绿带作为 

绿地建设的重点。例如，珠江市在沿海岸布置 lO0 m宽的防护 

绿化，在穿越市中心的前 山河两岸布置了 3O一60 m宽 的带状 

绿地公园” ；成都市即府南河整治成功以后 ，又开始对穿越城 

市 的另一条河流——沙河进行综合治理，其中规划的沿河绿带 

长 22．22 km，宽 50—200m，绿地面积达到 357 hm ；北京市在完 

成对城市部分水系的整治后 ，规划建设花园式风景观赏河道 ， 

形成连续性绿化带 ，用绿色来勾画古城的轮廓 ，延续城市文脉。 

3．2．1 景观 的 异质性 

斑块空间镶嵌 的复杂性形成景观 的异质性 L1 。城市 生 

态绿地不论是作为景观要素 ，还是作为景观 ，都具有异质性的 

特点。分析绿地与城市 其他景观要素之问、以及绿地景观 内 

部各要素之间在空问上的相互关系，是了解 并掌握绿 地景观 

的动态变化、维持绿地生态功能正常发挥 的基础。从美学 的 

角度来看，景观的异质性能增加景观的类型 ，增 强游赏 的乐 

趣。利用景观的异质性 ，使生态绿地中的水体 、湿地、草地 、林 

地等景观要素在空间上合理分布 ，增强它们 的相互联系和相 

互作用 ，促进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3．2．2 景观 的 文化 性 

以人工建筑物为基质的城市景观，已经 与原有 的 自然景 

观大不相同。城市景观的多样性体现为景观的文化性 ，景观 

的外貌可反映出不同民族、地区人民的文化价值观 。城市 

绿地作为城市景观要素之一，应该具有个性—— 即能反映当 

地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征。在植物种类的选取 、植物群落的 

布局 、绿地小品的设计 中，应融入 当地的传统文化 ，体现 当地 

的地方精神 ，使绿地景观具有独特的风格，甚 至成为当地的标 

志。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的首府景洪市 ，是一个具有浓郁少数 

民族风情的城市 ，无论是坡顶的建筑 、木质 的小品 ，还是街头 

随处可见的菩提树、榕树、油棕树 ，都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 

在傣族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城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多民族聚居的国家 ，每一个城市都有 自己独有 的文化与历史 ， 

如何去发掘这些文化资源 ，并将它们融合在绿地景观设计中， 

是进行城市生态绿地建设时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 

4 结 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节约能源与 

减少污染成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 的重要方面 ，城市生态绿 

地作为城市中惟一的自然成分 ，也将沿着 高效节能的方向发 

展。有效利用植物群落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形成绿地生 

态系统的 自维持机制 ，减少资源投入 ，增加 生态效 益，是今后 

城市生态绿地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态绿地的研究 和实践在我 国尚处于起步 阶段 ，运 

用景观规划理论和生态规划的方法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方面的实践较多 ，在绿地建设方面的实践较少 ，虽不乏 

成功之作 ，但还存在很多同题 。一方面，决策者的生态意识模 

糊 ，虽然喊出“生态”的口号，但对生态绿地 的内涵了解甚少 ， 

难以做出符合生态效益 的决策。另一方面 ，建设 者缺乏一定 

的生态学知识，对生态学理论的理解不够 ，在实践中很难加以 

应用。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 园林工作者进一步加强生 态学 

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特别需要建立城市生 态绿地 的指标评价 

体系 ，有 了衡量 的标 准，才 能避免滥竽充 数现象 的发生 。目 

前 ，我国虽然还没有统一的生态绿地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复旦 

大学的王祥荣教授已经在 2002年召开的“上海城市森林与生 

态城市国际研讨会”上提 出了一个 较完整 的对生态绿地进行 

评价的指标体系—— 中国城市森林 的评价指标 体系。因此，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望进一步加强 。此外，城市生态绿地建 

设不能只在“纸上谈兵”，只有 在理论的指导下多实践 、多应 

用，才能真正做到将社会、经济 、生态三大效益较好 地结合起 

来 ，达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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