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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城市绿化面积不断增加,但高度人工化的绿地空间并不意味着绿地系统生态功能

的提升。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城市绿地建设不仅需要总量约束,还应重视质量提升。本文系统性地

研究城市绿地空间承担主要生态服务和影响其服务功能的设计要素,提出了以生态服务为导向的城市

绿地空间设计框架,为提高城市绿地生态服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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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urban greening area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but the highly artificial green 

space does not mea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green space system.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not only needs total 

quantity constraint, but also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design elements that urban green space undertakes the main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affects its service functions, 

and puts forward a design framework of urban green space oriented by ecological service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services of urban gre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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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绿地空间(urban green space)是指城市地区覆盖着自

然与人工植物地空间。它通常是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住生活区

域的重合空间,承载着生态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复合功能。近年

来我国城市绿化面积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

据,2019年我国建成区绿地覆盖率达41.5%[1],然而,高度人工化

的绿地空间并不意味着绿地系统生态功能的提升。在规划实践

中,很多城市体现了绿地系统更加精细化的管控,但现行控规体

系主要通过绿地率、人均绿地面积和公园服务半径等指标实现

对城市绿地空间面积及空间结构的约束,对于绿地生态服务缺

乏系统性研究,难以指导后续绿地工程设计。 

本文将系统性地研究城市绿地空间承担主要生态服务和影

响其服务功能的设计要素,并提出以提高生态服务价值为目标

的绿地空间技术路径和应用实例。本文研究的绿地空间是指具

有公共属性的城市绿地空间。 

1 城市绿地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 

2001年联合国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项目。2005年该项目的第一个成果《生

态系统与人类福利：评估框架》中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人

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益”。具体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表1)。 

表1  4类生态系统服务[2] 

生态系统服务 解释

供给服务 各种产品如食物、燃料、纤维、洁净水,以及生物遗

传资源等服务产品

调节服务 维持空气质量、调节气候、控制侵蚀、控制疾病,以

及净化水源等调节性服务产品

文化服务 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发展认知、休闲娱乐,以及美学

欣赏等方式而使人类获得的非物质服务产品

支持服务 生产和支撑其它服务功能的基础功能,如初级生产、

形成土壤等
 

(1)供给服务：传统的城市开发方式中,城市中较少有以农

业生产功能为主导的绿地公共空间,但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探讨将传统农业融入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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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新的绿地空间形式,如德国在城市绿地中创造了一系列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Schrebergarten”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3]；

上海的创智农场在为社区提供新鲜农产品的同时,在实践中还

建立了社区景观共治的路径[4]。 

(2)调节服务：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开展了关于绿地系

统调节服务的研究工作。黄晓莺等[5]对城市绿地系统滞尘、降

温、抗污等生态功能进行了定量测定分析。刘娇妹[6]通过研究

层次结构、覆盖率、树种组成的绿地四季温、湿效应,提出了园

林绿地中降温增湿较好的绿地类型。 

(3)文化服务：作为城市环境中 接近自然的空间,同时也

是承载公共活动的场所,绿地空间除了具有调节服务、生产服务

外,还承担着社会文化服务[7]。谭少华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城市

公园绿地在满足城市居民精神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马

杏绵等通过测量不同绿化环境下受访者的脉搏恢复率、明视持

久度和皮温变化等生理指标,发现环境绿化和人体疲劳消除有

直接的关系。 

(4)支持服务：城市中各类绿地空间的质量及连通性对维护

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袁嘉等从环境要素、关键物种的

选择、植物配置、生境设计和踏脚石与廊道5个方面建立了“城

市植物景观-关键种”协同共生的设计体系,为保护城市生物多

样性提供基础。 

一般而言,城市绿地空间可同时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因此,

具体设计时需从城市实际需求出发,对绿地空间可承担的主导

生态服务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例如防护绿地的核心生态服务

空气净化等调节服务,但在城市景观生态格局中又能承担生物

迁徙廊道的功能,因此设计时应考虑满足两种功能需求。另一方

面,城市绿地空间设计实践中,其可提供的生态服务往往受到周

边建成环境、绿地面积、空间结构等限制,如城市公园绿地可同

时提供生物栖息场所、居民游憩场和微气候调节等服务,但可能

因周边环境影响和场地面积限制难以提供生物栖息地。 

2 搭建以生态服务为导向的城市绿地空间设计框架 

绿地空间的生态服务(特别是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需从宏

观区域绿地网络结构、空间分布和形态、连接度等系统性地进

行设计,而具体生态效益则取决于植物组成、层次结构、配置结

构等微观尺度的设计。本节将以城市绿地空间的生态服务为导

向,识别影响绿地空间各类生态服务的核心指标,搭建从城市尺

度到街区尺度的设计框架,助于将控规阶段中绿地空间管控指

标落实到城市景观设计中。 

2.1技术路径 

以生态服务为导向的绿地空间设计的核心是以城市需求推

导绿地空间的服务功能。因此,应用环境模型工具、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等对场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分析,诊断城市

生态环境问题,厘清人群对绿地空间的使用需求是评价绿地空

间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基础。 

城市绿地空间提供的是多种复合的生态服务,但面面俱到

的设计指引通常实用性差。本设计框架通过背景分析进行需求-

功能推导后,综合分析其他设计条件,如环境问题紧迫程度、绿

线宽度、绿地周边用地性质和规划人口密度等,对绿地空间生态

服务进行重要性评价,识别其承担的核心生态服务作为设计指

引的主要功能导向。具体的技术路径如图1所示。 

基础分析阶段首先需完成数据采集工作,包括土地利用、水

文气候数据、生态环境数据和城市规划基础信息等。基于GIS

地理信息平台,根据场地特征进行生态功能分区、生态格局、城

市热岛、城市洪涝风险等分析并形成栅格形式的图层。表2罗列

了部分基础分析的具体内容和分析方法,应用时需根据场地条

件和需求调整分析类别。 

图 1  以生态服务为导向的城市绿地景观设计框架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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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础分析说明 

基础分

析类别

说明 分析方法/工具

区域生

态功能

分区

一般在市域、流域或等尺度上分析

生态空间提供的生态服务,如水源

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

多样性维护等。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进行分

析,分析方法可参考《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指南》。

动植物

资源调

查

通过调查本地的动植物资源,结合

地带特征、生态演替规律及生态位

原理选择适宜的指示物种。

查阅本地动植物调查报告/场地

调研

区域生

态格局

分析

一般在市域、省域、流域尺度上,

应用廊道-斑块-基质模型,识别指

示物种栖息地和迁徙廊道。

应用景观生态学模型Fragstats。

城市热

岛和通

风潜力

分析

根据城市下垫面、热岛强度分布、

风场图等识别城市热岛风险区域和

具有通风潜力（通风廊道、冷源斑

块等）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CFD模型

等

城市空

气质量

分析

了解城市整体空气质量状况,识别

主要的污染源或潜在污染源（如工

厂等）

走访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卫星数

据进行气溶胶反演(指示PM2.5)

城市水

环境质

量分析

梳理河道水环境质量现状和目标,

识别主要的污染源,进行面源污染

风险。

参考美国EPA指南,可根据用地性

质、城市管理能力等估算。也可

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污染源调查或

应用SWMM 等城市径流管理模型。

城市洪

涝分析

根据河道水文情势、现状堤岸条件

等分析城市河道洪水脆弱性；根据

城市竖向、地表径流、城市雨水管

网等识别城市内涝风险区。

走访水利等相关政府部门、在线

城市内涝地图等；也可根据具体

需求,应用HEC-RAS、MIKE Urban、

Infoworks水文模型。

人群需

求分析

分析绿地空间使用人群结构和不同

人群使用需求、频率等特征。

通过问卷、访谈等调查不同人群

需求；或文献研究
 

2.2关键设计要素指引 

明确绿地空间承担的主导服务功能后,如何应用设计实

现或强化服务功能成为了核心议题。国内外学者对绿地空间

不同服务功能的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如干靓等探究了绿地

空间特征对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另一方面,绿地空间的生

态服务功能将受到多种设计要素的影响,在设计实践中厘清

关键影响要素将有助于提高经济高效的实现路径。通过本文

通过文献查阅,梳理了影响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核心设计要

素并提出了设计指引。 

表3 生态服务导向的绿地空间设计要素 

生态服务 设计要素 指引

供

给

服

务

食物供

给 选址

- 宜布置于教育科研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商业用地、

居住用地内部及周边的绿地空间或各类建筑绿色屋

顶

种植设计

- 花坛：利用可食植物花叶等形态差异创造独特的景

观。

- 绿篱：宜用茄果类蔬菜,并以色彩鲜艳的果实点 。

- 行道树：宜用树干宽阔、枝叶茂密且观赏价值高的果

树、香料类植物等。

运维管理
- 提供互动性设计

- 鼓励社区参与生产性景观的管理维护
 

生态服务 设计要素 指引

调

节

服

务

微气候

调节

选址

- 高热岛强度地区宜布置集中绿地

- 宜利用道路绿地、滨河绿地等构建城市风道,城市风

道的走向于主导风向夹角≤45°

种植设计
- 绿化覆盖率宜≥60%

- 通风廊道布局应开敞通透,建议乔木比例控制在30%

降低噪

音

种植设计 - 采取乔-灌-草复合结构,宜紧密种植

- 带状绿地空间的宽度应≥10m

空气净

化

空间形态 - 绿地斑块面积宜≥3000m2

植物设计 - 种植疏透度宜≥20%

- 宜优先选择落叶树种

释氧固

碳

植物设计 - 提升乔灌木比例,新建绿地中乔灌木宜≥50%

选址 - 宜在高密度区设置大型绿地斑块

面源控

制

空间形态 - 以面源控制的植物缓冲带宽度≥10m

种植设计
- 宜采取草林复合结构

- 宜采取去污能力强的植物

雨洪调

蓄

选址 - 宜在汇水节点设置增加滞需绿地空间

种植设计 - 应选择耐水性植物

文

化

服

务

促进身

心健康
选址

- 以冥想、释压、疗养功能为主的绿地空间宜选择在医

院、高密度办公区、居民区内部及周边

空间形态
- 绿地空间内的步行系统应简单方便,宜设计环形园路

系统。

景观特征 - 主题简单明朗,宜以自然场景为主导

活动空间
- 需有私密性空间

- 宜创造鼓励体育运动的空间

自然教

育
种植设计

- 宜形成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

- 鼓励近自然造林方法,形成地维护成本的城市绿地

景观元素 - 通过景观小品、休闲座椅、铺装图案等展示生态教育,

或增加体验型生态景观元素

支

持

服

务

生物多

样性维

持

空间形态

- 通过城市线性廊道（道路绿地、河流滨水绿地等）连

接散布于城市的、具有各种所有权关系、各种使用功

能的大小绿地,形成绿地网络结构。

- 廊道的宽度需≥10m以满足基本的生物多样性维护

功能

- 动物植物群落生境之间的距离宜小于重建群落的距

离阈限,满足基因、营养交换的必要空间条件。

- 具有栖息地功能的绿地空间需根据物种习性合理划

分功能分区

种植形式 - 采用乔-灌-草的三元复合结构,并适当提高乔木的种

植比例,提升植被郁闭度

- 具有生物栖息功能的绿地空间植物组成需考虑目标

物种的习性需求

- 通过提高首层乔木退界率以增强绿地的抗干扰能力
 

3 结语 

城市绿地空间在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但现有国土空间规划一般在宏观尺度(国家、流

域等)和中观尺度(市县)上对范围内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重要

性评价,评价内容仅包括供给、调节和支持服务等影响生态安全

的功能,对城市绿地空间的具体设计指导有限。本研究在现有规

划层面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基础上,以城市需求出发,增加了微

气候调节、降低噪音、面源污染控制和身心健康等文化服务功

能评价,并建立了适用于中微观(城市、街道尺度)的评价方法。

另一方面,城市绿地空间生态服务功能的实现和提高将取决于

空间结构、植物配置和景观元素等,本研究通过文献查阅总结了

影响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核心设计要素和指引,帮助在设计实

践中实现生态服务功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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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数据库简介： 
CNKI介绍 

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识

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进

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

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

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

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

创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