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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 人们对生活质量及环境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 特

别是在越来越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下 人们

渴望周围有一个宜人的 !能放松身心的优美环境 现

代人更趋向于追求大自然的蓬勃生趣和返璞归真的

美 对城市自然景观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1  中国城市绿化的主要结构与形式

创造城市自然景观是城市绿化的重要功能之

一 现阶段城市绿化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11  草坪式

中国  !年代 城市绿化以灌木为主 灌木省

水省工 不用勤修剪和勤浇灌 年代后 城市在进

行绿化建设时普遍存在一种跟风现象 盲目照搬照

抄西方绿化模式 大力种植现代化草坪 欧美许多城

市沿用了欧洲中世纪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格 一二层

楼高的别墅周围种植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坪 大面积

的草坪与高度适中的别墅比例搭配合理 互相映衬

相得益彰 而中国 如北京 !上海 !深圳之类的城市因

地价昂贵 建筑多用高层 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和金

融商业区 摩天大厦鳞次栉比 高耸入云 见缝插针

似的小块或带状/时装草坪0与之相比显得渺小 不

仅生态效益低下 还缺乏协调和美感 给人以不相称

的感观与牵强的街面装饰效果 

112  园林式

近些年来 /生态城市0的思想被广泛接受 但城

市规划者对生态的理解大多为/园林式0模式 在商

业中心 !公园 !住宅小区 !街道等地铺植草皮 点缀花

木 绿化布局唯大是举 追求大尺度 !大气派 !大色

块 以草坪和低矮植物组成的各种图像为点睛之笔 

少数乔木与灌木作为陪衬 形成人为美化的城市园

林绿化景观 除此之外 节日时多数城市还在街心广

场设置盆栽花坛 花卉虽能增加城市的活跃感和朝

气 却缺乏生态环境功能 而且寿命短 !费用高昂 对

于经济不十分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似乎不相适宜 

2  城市绿化结构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在城市有限的土地和空

间中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绿化模式 既能发挥诸如

涵养水源 !削洪补枯 !防灾减灾 !改善气候等多种生

态环境功能 又能与景观美学相协调 使城市土地资

源的利用达到生态 !社会和经济 大效益的最佳结

合 鉴于此 城市中乔木2灌木2草坪复合式绿化模式

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应用 这也是利用城市绿化率改

善环境效益的关键所在 

211  城市森林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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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认为 经济 !生态和社会 大效益比较

容易协调统一的是 万 ∗ 万人口的小型城市 

当城市人口达到 万时 城市就会出现住房紧张 

交通拥挤 !生态恶化等状况 城市愈大 !人口愈多 社

会问题就愈集中 伴随的经济与生态的矛盾也越尖

锐 为此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乔木对改善城市环境

质量 !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性 

年代中 北欧一些科学家根据现代城市出现

的弊端 提出在城区和郊区发展森林 将森林引入城

市 年 /城市森林0∏ 这个名词第

一次出现在美国肯尼迪政府户外娱乐资源调查报告

中≈ 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提出了/ 城市森

林0这一概念≈ 年法国出版的5森林与城市6

一书中指出 应把城市绿化空间看成是不可缺少的

城市社会设施≈ 年 日本提出了在全国建设

座森林城市的构想≈ 并从 年起在全国设

置了 座森林城 还制定了多项发挥森林教育作用

的行动计划 把森林作为进行环境教育的场所 除此

之外 许多城市在城郊建有森林公园 如英国伦敦周

围历史悠久的 /绿环0 这些森林公园的规

划以生态服务功能要求为基础 保护城市的自然环

境 从小型的野生动物公园和社区的自然公园 到广

泛的城市边缘的森林和网络化的绿化走廊 适应人

们在城市环境中享受自然的需求 

我国城市森林建设的试点始于 年 吉林省

长春市率先开展城市森林建设 并列入全国绿化委

员会组织建设的国家森林城建设试点之一 随后 安

徽合肥 !辽宁阜新 !湖南娄底市相继开展了城市森林

建设试点 广东省 多个城市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城

市森林建设规划 年 月国务院现总理温家宝

在全国绿化委员会第 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世

纪的城市绿化 要向园林化 !城乡一体化绿化方向发

展 要特别注重城市大环境的绿化 努力建设大型环

城林带 发展森林城0 近年来 北京市结合绿色奥运

建设实施开展隔离区绿化林带 !五河十路防护林带

等城市森林建设 

由此可见森林式绿化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地城市

决策层领导的共识 

212  城市森林式绿化的必然性

/森林环绕城市 城市寓于森林之中0已成为发

展的一种趋势 人居环境理想的境界 这也是发展的

必然性决定的 

时代发展的必然  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

物质财富 亦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城市 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 人们向往城市的繁荣 也崇尚城市的高楼大

厦 视人工建筑的宏伟壮观为美 渐渐地 随着工业

革命衍生出的工业污染给城市带来的负效应不断加

剧 钢花飞溅 !浓烟滚滚不再被视为美 高大的工业

和城市钢筋水泥丛林建筑亦不再引起人们的好感 

近 年来 崇尚生态自然渐成风尚 追求与自然和

谐成为新的文明标志 人们也逐渐达成共识 城市的

美应是人工建筑与自然相和谐的美 时代在发展 景

观的美学评价也须更新标准和观念 

回归自然的需要  城市化发展给社会带来

长足进步 但这种进步开始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

开发 从 年代开始 世界人口爆炸 !能源危机 !环

境污染 城市首当其冲 粉尘 !毒气 !噪声等环境问题

污染了城市天空 毒化了城市水域 搅扰得城市没有

一处安静之地 而且越来越多的市民患有支气管炎 !

肺癌 !高血压等/城市病0 已成为人们深感忧虑的社

会性问题 从森林中走出的人类终于在大自然的惩

罚中认识到城市发展必须与自然共存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支柱和主体 最能体现

自然性与自然力之统一 回归自然成为现代人的强

烈需求 也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森林城市的范围

在不断扩大 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建设生态城市之需  城市首先是人类集中

居住的地方 城市环境绿化是人类的生理需求和心

理需求 联合国生物圈生态与环境组织提出 首都城

市的绿色环境要求达到人均  才是最佳的居住

环境≈ 国内外生态学界一致认为 城市环境中 森

林 !绿地面积只有占  以上时 才能有效地改善

城市环境质量 绿地面积达  以上方为最佳居住

环境≈ 纵观国内外各大知名城市 凡是环境质量

和城市绿化 !美化水平高的 大多在城市中营造大面

积森林或建设了环城林带 这也是建立生态健全生

态城市的主要内容之一 

3  城市绿化的结构与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311  城市森林的含义

城市森林是森林的一种特殊类型 我国有多位

学者给城市森林下过定义 从不同方面各有侧重 综

合看来 城市森林应是以乔木为主体的乔木2灌木2

草坪复合结构 面积大于 1 林木树冠覆盖度

在   ∗  以上 具有明显的生态价值和人文景

观等价值 并对周围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生

物与非生物的综合体 狭隘的城市森林指在城市内

成片的或环城带状的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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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测算认为 人口集中的居住区人均绿

地不应低于 1 绿化植物配置中乔灌草的合理

比例为 乔木株Β灌木株Β草坪 ≈ 

312  乔2灌2草结构的生态环境功能

净化空气  城市森林对大气的净化作用表

现在 个方面 ≠维持 ≤ 与 的平衡 燃料燃烧

和呼吸作用使局部地区空气中 ≤  的含量高达

1  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城市森林作为  的直

接供应源 通过光合作用维持空气中 ≤  和  的

平衡 减轻大气污染 森林能够吸收城市大气中含

有的有毒气体和细菌 据对某市的调查 林区空气含

菌量仅为该市居民区的 1  林缘为 1  而

市中心高达 1  ≈ 一株成熟的树木每年可吸

附约 颗粒物 美国吐克逊×∏市所种植的

万株树木每年可减少大气悬浮颗粒物 全

市森林减少颗粒物的潜在经济价值达  万美

元≈ 城市森林减少污染物 既改善空气质量及城

市居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 减少医疗保健费用

的支出 又节省城市建筑物和古迹的修缮费用 是提

高城市大气质量整体策略的一部分 ≈减缓风速 !吸

尘 树高 至 倍范围内可使风速降低   庞

大的叶面 !柔毛和粗糙的干皮还可吸附大量的飘尘 

借降水将其冲刷到地面 净化城市空气 乔木2灌木2

草坪复合结构的吸尘效果更加明显 减尘率可达

1 以上≈ 

保持水土减轻污染  铺植人工草皮需要细

筛后的土壤 筛土后 自然存在于土壤中的石块和有

机质被大量清除 再造出的绿地会很快出现土壤板

结问题 板结的土壤通透性差 暴雨过后 雨水很难

下渗 导致地表径流泛滥 地下水不能得到充分的补

给 降水流失 地下水缺乏 乔灌木植物地下根系发

达 土壤孔隙增加 有助于土壤中的微生物和昆虫的

生存 促进土壤形成团粒结构 增加透气性和透水

性 从而有效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 乔木树冠大 吸收

较多降雨 深的根系促进地表径流的入渗 减轻径流

对地表污染物的溶解和输送 树高叶茂 枯枝败叶覆

盖地表 有控制地表污染物迁移的作用 

降低噪声  噪声的来源主要是道路 简单的

行道树种植并不能有效发挥减噪作用 而增加乔木 

利用错落有致的立体森林可以有效地降低和屏蔽噪

声 日本的调查表明  宽的林带可以减低噪声

 ∗ 高  ∗ 的立体绿化带平均能减低噪声

 ∗ ≈ 

提供生境  我国城市绿地面积大 但物种尤

其是动物物种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却不及许

多发达国家 主要原因是现阶段的绿化未形成/森林

生境0 不适合动物的生存 通过营建城市森林和乔

木2灌木2草坪的复合结构来提高生物多样性是一个

有效的方法 动物物种的恢复也能增加城市的自然

和生态气息 

313  城市森林与城市草坪型绿化效益比较

乔灌木调节气温 !涵养水源的功能远大于单

纯草坪  烈日下 树叶片可以反射大部分太阳能辐

射 强大的树冠蒸腾也会大量消耗热能 有林冠遮蔽

的地面温度可比无遮蔽的地面低  ε ≈ 林冠内

外产生的温差 又可产生轻微对流形成微风 水分蒸

腾还能使城市上空的湿度增加 有助于小范围降雨

的形成 降雨的一部分被树冠截留 叶片蒸腾将消耗

大量的水 其余的雨水大量渗入地表枯枝落叶层和

森林土壤 森林土壤多孔隙 入渗后的雨水流出速度

减缓 从而推延了洪峰出现的时间 同时森林涵养水

源能力强 大大降低洪峰流量 

绿化效益更高  乔灌木的叶面积与占地面积

比为 Β ∗ Β 而草地的叶面积与占地面积比仅为

Β ∗ Β≈ 有研究表明 城镇居民一人呼出的

≤需要  乔灌木吸收≈ 对草坪来说则需要

 如果加上其它生物以及工业生产 !车辆 !家庭饮

食等排出的 ≤ 人均需要乔灌木  同等条件下

则需草坪  我国人口密度大 在人均绿化面积

少的情况下立体种植乔木2灌木2草坪更加经济有效 

通过对比见表  可知不同绿地结构中 乔 !灌 !草多

层结构的绿化三维量植物光合作用的有效叶面积

量及年环境效益的量化值都是最高的 

表 1  绿化三维量及年效益量≈

×  ±∏∏ 2 

绿地结构

绿化三维

量#

 

年环境效益

吸收 ≤ 



释放 



吸收 ≥



滞尘量



乔2灌2草   1 1 1 

草2灌木林   1 1 1 1
混交乔木林   1 1 1 1
地被   1 1 1 1
公园式绿地   1  1 1
道路绿地   1 1 1 1

  减轻绿地养护管理压力和节约费用  草坪

建植前期投入少 成形快 容易见效 绿地面积增长

迅速 然而 草坪杂草的控制 !病虫害的防治 !施肥和

更新复壮 尤其是引进的冷季型草坪 管理养护难度

高 投入大 据测算≈草坪种播或铺设草皮工程造

价在 1元以上 而每年防病治虫 !浇水 !割草

等日常养护费用在 1 ∗ 1元 以上 几年

期 环   境   科   学



后草坪老化 !退化 需重新栽种 费用更高 而乔2灌2

草结构中的森林凋落物 !林木庞大的根系和依赖于

森林生存的特有生物群 使森林土壤具有其他土壤

所没有的成土条件和自肥机制 绿化植物2病虫害2

天敌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 通过森林

生态系统周围的物质 !能量和价值的流动构成有机

整体 与绿地的单一结构相比 更能发挥生态系统病

虫害调控机制 而且  树木的养护费用不及草

坪费用土壤整理费 !种子或草坪移栽费以及种植后

的灌溉 !修剪和防治病虫害费用等的 ≈ 

4  城市森林绿化的景观效能

  城市森林在城市环境中具有特殊的景观生态学

意义 提供休闲娱乐 净化空气 防洪排洪 提供鸟类

生境等生态服务功能 

411  社会效益

提供遮荫场所  以乔木为主的乔灌木结合

的/绿道0系统 能够提供良好的遮荫与湿度适中的

小环境 减少酷暑行人曝晒的痛苦 

节能效益  对建筑物的遮荫可以降低夏季

空调的使用量 减少能源的消耗 

缓解紧张情绪  森林及栖息其间的野生鸟

类 不仅满足了人们亲近大自然的心理需求 使人们

多了可以进行文化 !休息游览活动的场所 还节省了

部分修建园林游乐设施的投资 更有助于消除人们

城市生活的精神压抑感 

疏导交通  将合理搭配的森林 !灌木 !草坪

设置成快慢车道 !人行道的隔离带 减少交通事故 

412  景观美化

景观美是艺术要求与功能要求的统一 森林美

学的创始人德国林学家 ≥1 ∂ ≥认为森林美

化和经济目的并无矛盾 美学价值高的森林在经济

上往往亦是最有效的 二者可以协调发展 人们之所

以爱美 !追求美 就是因为它对自身有用 所有能反

映主体愿望物质或精神的的事物就受到肯定 就

是美的 一切对社会发展有益 !有利 能产生有益作

用的事物 就是美的 森林式绿化就是因为它能集

真 !美于一体 既符合自然规律 按自然规律运行 又

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性 因而独具其美 因

此 城市森林应汲取传统造园思想和技法 吸收源于

自然 高于自然的高超意境和含蓄美感的表现手法 

在追求自然美的前提下 融合艺术美 重视筑物的景

观 !美感 !寓意和韵律效果 尽量体现园林的艺术性 

自然美  春花 !夏荫 !秋实 !冬雪的四时变

化 产生了时空美 风吹树摇 !林涛涌动显示出动态

美 林木各异的树形 !色彩 产生了多姿多彩的意向

美 这些不仅打破了众多建筑物僵硬的线条 起到烘

托建筑物之美的作用 而且展示出城市的勃勃生机 

为城市增添自然美感 

艺术美  种群间互相协调 既增加了草坪空

间的曲折变化 又有复合的季相和相宜的色彩 不同

树形 !冠形 不同花期 !花色 实行块状 !簇状 !条带

状 !行株间等不同形式的配置和混交 形成绿荫覆

盖 !高低错落 !繁花似锦的优美景观 阳光透过郁郁

葱葱的各种灌木 从缝隙中直泻下来 举目望去 层

次分明的苗木给人以高低错落的自然野趣 具有不

同生态特性的植物各得其所 充分利用阳光 !空气 !

土地空间 !水分和养分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群落 显

现出生态上的科学性 布局上的艺术性 功能上的综

合性 经济上的合理性 风格上的地方性 

5  建议

森林式绿化顺应城市多方面要求 营造生态位

分异得宜 生态服务功能和美学高度和谐 具艺术性

与文化氛围相统一的宜居环境 使人们虽置身现代

城市环境 却享有回归大自然的乐趣 人们在城市绿

化要同时考虑绿化模式的生态服务功能和其管理养

护的难易以及费用的高低 尽量采用生态服务功能

高 且养护费用低廉的森林式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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