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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及其空间格局研究综述
杨 杰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当城镇化处于起步阶段时， 城市绿地景观格
局的研究就已出现。 随着全球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城镇化正在对城市生态系统及环境造成破坏或潜
在的威胁，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绿地景观格局成
为城市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目前城镇化背景下城
市绿地空间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
是区域绿地格局分析， 二是多时相格局动态变化
及驱动机制研究。 在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研究中，
被广泛推广的遥感影像（RS）、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GIS）等新技术， 以及现代景观生态学分析新方
法， 也被应用到城镇化与绿地空间格局的相关性
研究中来， 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绿地空间格局的
定量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 城市绿地是由
城市中不同结构、 形状和类型的各种绿地共同构成
的一个稳定持久的城市绿色环境体系， 城市绿地空
间格局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城市的景观外貌、 生态
环境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城市绿地空间
格局与功能间相互关系研究， 有助于城市绿地更好
地发挥其功效， 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2］。
1���城市绿地

《辞海》中将“绿地”注释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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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分类标
准》（CJJ/T85-2002） 指出， 城市绿地是指以主要覆
盖自然植被或人工植被的城市用地， 包括公园绿

地、 防护绿地、 生产绿地、 附属绿地和其他绿地
五个大类（室内绿化、 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等， 以
生产为主的果园、 耕地、 竹园、 林地和牧草地等
不纳入城市规划“绿地”的范围）。 《园林基本术语
标准》（CJJ/T91-2002）从园林学角度出发定义城市
绿地， 指以植物为主要存在形态， 用于改善城市
生态， 保护环境， 为居民提供游憩场地和美化城
市环境， 处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各种绿地［1］。
从城市绿地的不同功能属性将绿地定义为开敞空
间， 以各类生态绿地和自然保护区等为主要体现
形态， 强调其用地空间的自然生态属性。 而以公
共绿地为主要形态的开放空间， 强调用地空间的
人为功能属性。 一般说来， 开敞空间的概念要更
为广泛些， 基本包括开放空间所指的各类用地空
间［3］。
2���城市绿地空间格局

城市绿地空间格局是指绿地单元的大小、 类
型、 数目以及空间分布与配置。 通过研究绿地空
间格局的尺度特征和比较不同类型绿地的格局分
布及其生态效应， 以此判定主导其演变发展的因
子和机制。 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对城市绿地生态效
益的作用发挥、 城市系统的支撑作用以及对满足
居民需求等方面至关重要［4］。 绿地空间格局是自
然、 社会和生物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绿地的
大小、 类型、 数量和空间分布配置， 在很大程度
上控制着城市绿地的功能及其生态作用的发挥，
对城市物质流、 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正常运转具有
极大的影响。 在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基础上， 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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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观区分为斑块、 廊道、 基质和边缘 4 种空间
类型， 反映了城市绿地单元细胞的空间特性。
3���城市绿地的功能
3.1 社会价值

游憩休闲功能在城市绿地中的动态和静态两
种功能均可得到体现， 这两种活动功能的满足是
早期的城市公园规划中制定公园绿地及活动设施
的指定依据， 同时也是城市绿地规划设计考虑的
必要内容， 如文娱体育活动、 安静休息等。 城市
文化特色的塑造依托于城市绿地的建设， 同时也
是生命环境科学教育的室外课堂。 在缺乏与大自
然真正接触的现代城市中， 绿地环境中的生物演
变可以开展有效的生态教育， 如举办书画摄影展、
科普宣传等。 城市绿地具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
益。 直接经济效益是指生产苗圃等绿地的直接经济
产出， 间接经济效益一般是指绿地对遮阳防风等带
来的节能功效、 蓄水保土等防止污染功效、 安全防
护等减少城市损失而产生的经济效益。 城市绿地在
各种活动中加强了社会交往的机会， 对增进理解沟
通、 消除心理烦忧起到了潜在的作用。
3.2 生态功能

城市绿地在吸收太阳辐射、 调节温度和湿度
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具有改善工作居住环境的作
用。 在气流穿过绿地时， 树木通过阻截、 摩擦和
过筛作用消耗了气流的能量。 城市绿地能很好的
减弱冬季的寒风， 而带状、 楔形绿地通过形成的
线性廊道， 将郊区的新鲜空气快速引入城市中心，
以改善城市中心空气质量。 大面积的城市绿地可
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起到应急避灾、 疏散人群的
作用， 以减少人员伤亡和防控灾害。 城市绿地还
起到隔离灾害、 防止火灾或气体灾害蔓延的作用。
在灾难发生时， 也可作为紧急救援和储运生活支
持物质集散点。 植物根系吸收大量有害物质净化
土壤， 水生植物通过代谢过滤净化水质， 树叶吸
收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 过滤烟尘和粉尘， 同时
通过树冠、 树叶的作用以及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减弱
噪音。 完整的城市绿地不仅保护了大量的动植物种
类和基因， 并且形成一个有利于动植物生产、 繁衍
的场所，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
3.3 景观效益

城市中的广场、 公园可以为居民提供休憩休
闲场所， 绿色地被植物和低灌木修饰了裸露的土
地， 高大乔灌木可以起到适当的遮挡作用， 这样
既增加了城市中的变化空间， 同时又起到美化环

境的作用。 通过地被、 灌木、 乔木等不同树种以
及植物不同色彩、 形态的组合， 形成不同的围合
或开敞空间， 增加了城市空间的轮廓线； 同时城
市公园中的亭台雕塑、 山石水体又形成不同的空
间风貌， 令人心旷神怡。 从城市意象来说， 路径、
节点、 边界、 标志、 区域这五个要素分别在城市
绿地景观中有所体现。 如景观园林路等道路景观、
为路人提供休息场所的景观节点、 河流水系的滨
水空间以及多功能的规模公园等等。 所以城市绿
地景观同样是表现城市地域特色的重要载体。
4���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研究方法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绿地格局变化， 影
响到城市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
与区域内的绿地生态过程息息相关。 绿地空间格
局的相关研究， 对于揭示区域生态过程的机制与
内在规律， 探寻人类活动与生态体系之间的关系
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常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景
观格局指数分析法、 分类检测法、 空间分析法和
绿地格局模拟等。 景观指数分析法是伴随着景观
生态学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 逐渐被应用到绿地格
局分析中来的。 王永洁［5］、 唐碧云［6］、 安静等［7］、
玉苏普江·艾买提等［8］通过在不同时间维度上分析
景观指数的转变， 以此对绿地景观格局的发展趋
势进行预测。 研究利用遥感和 GIS 方法， 选取斑
块面积、 斑块数量、 斑块密度以及斑块形状指数
反映景观结构基本特征； 选取多样性指数、 均匀
度和连通度等指标， 对研究区域内不同时段景观
指数进行对比， 评价区域绿地景观格局， 对其演
变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提出绿地景观格局优化设计
理论与技术。 除景观指数分析法外， Xu X G 等［9］、
Byomkesh T 等［10］、 Dewan M A 等［11］对城镇化地
区绿地空间的动态研究常运用分类检测法， 以分
析绿化用地向城市用地的转变过程。 此外， 绿色
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还可利用空间分析法进行变
化检测。 Williams N S G 等［12］、 Monteiro A T 等［13］

通过对城市化山区草甸空间环境变量的检测， 利
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模拟了草甸消逝区域分异格
局和转变机制， 为其保护规划提供了依据。 Clarke
K. C 等［14］、 White R 等 ［15］运用细胞自动机模型
模拟城市的发展过程。 对绿地景观格局的模拟有
利于及时把握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绿地格局的演变
动态， 并且进行定量预测分析， 为城市生态规划、
绿地格局调控等提供科学指导， 其中包括了很多
具有启发性的尝试。

78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82018 年 第 6 期

5���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研究
关于城市绿地景观格局， 针对区域内的绿地

景观格局评价与特征分析的研究也在不断开展。
袁艺等［16］对深圳市城镇化进程中的绿地景观分布
格局的详细结构特征及动力学机制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多数立足于城镇化对区域绿地景观格局
的影响， 且侧重于城镇化于绿地系统等人工景观
之间关系的研究。 吴丽娟［17］应用 GIS 技术对北京
市五环内城市绿地景观格局进行系统分析， 提出北
京市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规划方案。 李团胜等［18］、
周志翔等［19］对比分析了城市绿地空间格局指标与
综合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
绿地系统合理布局指标， 为城市绿地结构优化提
供了科学依据。 李晓波［20］利用 TM 遥感影像、 精
度卫星影像， 研究了城市公园绿地的可达性， 并
结合景观指数对区域内城镇化进程中的绿地景观
格局进行评价。 随着研究的深入， 城市绿地空间
格局的定量研究也逐步与规划政策相结合。 城市绿
地系统规划的一项重要依据就是对其空间结构和功
能的量化分析［21］。 Gul A 等［22］、 Uy P D 等［23］、
Mahmoud 等［24］ 研究表明， 绿地空间的土地适用
性评价被广泛运用于城市森林布局规划， 乃至城
市土地利学的对其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进行实
施评价。 Beardsley K 等［25］、 Xi F M 等［26］研究认
为， 绿色空间的压缩多由城市的紧凑集约发展导
致， 但是城市空间扩张范围和绿地景观破碎度都
相对较低，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城镇化区域的集
约发展模式。 也有研究对此观点并不认同， Yang
W R 等［27］发现虽然土地结构的刚性管理方式能够
减少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对绿色空间的侵占， 但是
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
相对柔和的土地管理模式则使得综合生态效应最
大化。 Zhang LQ 等［28］在对厦门和济南市区绿色空
间格局的演变比对中发现， 早期规划的广场和道
路绿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绿化总量，
但并不能对优化绿化网络结构起到重要作用， 而
绿地空间规划在满足网络情景分析的条件后， 可
降低绿地斑块的破碎度， 使得整体绿地网络格局
的连通性大大提高。
6���城市绿地空间格局与功能的关系
6.1 城市绿地功能与其空间格局息息相关

城市绿地系统功能强大， 它是城市的有机组
成部分， 反映了城市的自然属性， 是体现促进城
市自然特色的主要成分。 人类利用城市绿地改善

城市环境， 塑造城市特色， 城市绿地具有界定城
市空间、 生态、 使用、 美学价值等综合功能。
6.2 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直接反映城市绿地功能

城市绿地空间格局能有效组织城市空间， 创
建城市特色。 这项功能主要通过城市中的绿色廊
道和绿色斑块的空间布局来实现。 绿色廊道的整
体结构对塑造城市整体形态至关重要， 自然廊道
可限制城市无节制的摊大饼式发展［29］。
6.3 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依赖于不同尺度上的空
间合理性

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依赖于植物个体、 群落、
生态系统和景观等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合理性。 在
植物个体尺度上， 不同树种的滞尘、 分泌杀菌素、
吸收有害气体的能力不同。 在群落尺度上， 相同
种植结构的片状绿地的生态效益大于带状绿地，
无论是片状绿地或带状绿地， 复层结构的生态效
益大于单层结构［30］。 在生态系统尺度上， 城市绿
地的空间格局对城市中动物、 微生物的生存、 保
护至关重要。 在景观尺度上， 绿地景观格局不同
其气温、 相对湿度、 环境噪声、 和大气中 SO2、
NOx、 TSP 具有明显差异； 植被丰富度与城市地温
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城市中植被分布越多样
复杂其降低地温的效果越明显［19］。
6.4 城市绿地功能与其空间格局相互影响

城市绿地对维护居民的身心健康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绿地能提高居民的舒适度， 消除疲劳。
研究发现， 绿化好的环境， 人耐力持久度为 1.05～
1.42， 绿化差的为 1.00， 平均提高 11% ［31］。 绿地
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格局也极大影响其使用功能，
分布合理， 居民可方便平等的享受自然资源。 绿
地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格局分布合理的绿地能
给人们带来身心放松。 绿色植物本身具有色彩、
质感和形态美， 利用植物美的特性进行配置， 从
城市总体水平上合理布置绿地空间格局， 能提高
城市景观质量， 美化城市， 给当地城市居民和外
地游客带来美的享受。
7���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 城市绿地的相关研究日益
完善， 对绿地信息的获取及分析手段随之更加智
能化。 遥感技术、 光谱信息处理、 相关数据分析
软件基本可以完成对绿地信息的提取与分析能力，
但目前仍需要集合人工目视解译来完善绿地信息
的精度， 并提取相关信息， 针对不同目标使用不
同软件进行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与三维激光

79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82018 年 第 6 期甘肃农业科技

技术的延伸， 对城市绿地的量化信息提取可以由
目前大部分的水平层面扩展到立体层面， 从而更
加全面的衡量城市里绿地数量与质量。 目前常用
的层次分析法等通过权重法进行数学计算的评价
方法具有主观性、 模糊性等难以克服的缺陷。 逐
步优化绿地相关评价方法， 建立更为严谨科学的
大数据绿地评估模型， 是未来科研进一步探索研
究的内容。 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尚处于起步阶段， 研
究中采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提取绿地信息， 将是
今后绿地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多学科多角度筛选
指标， 建立综合反映城市绿地景观质量的数量化评
价指标体系， 和研究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动态变化与
功能的关系， 将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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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又称越橘、 蓝浆果， 隶属杜鹃花科越橘
属多年生落叶或常绿灌木［1�］， 果实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E、 SOD、 花青素、 黄酮等多种
生理活性成分， 以及钾、 锌、 铁、 锰等微量元素，
是含抗氧化物质最多的水果之一， 被国际粮农组
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和世界第 3 代水果
行列［2�-�3�］。 其含有的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健康有良

好的保健作用， 有预防血管老化、 强心抗癌及明
目等保健作用。 蓝莓还可以治疗一般的伤风感冒、
咽喉疼痛以及腹泻等症， 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4�-�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蓝莓营养保健功效
的认知， 蓝莓鲜果的市场需求和消耗量迅速增大。
但蓝莓因其含水量高， 成熟期集中于高温多雨季
节（6�— 8月）， 采后易受机械损伤和微生物侵染而

摘要： 对蓝莓采后病害和致病病原菌及有关蓝莓贮藏保鲜技术的研究进展， 如低温贮藏、 气调贮藏、 高
压静电场保鲜、 辐照保鲜、 壳聚糖保鲜技术、 化学保鲜技术、 包装方式、 生物保鲜剂保鲜、 植物提取液保鲜，
以及其他保鲜技术进行了综述， 并对蓝莓贮藏保鲜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蓝莓； 贮藏保鲜； 采后病害；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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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in Storage and Fresh-keeping technology of Blueberry

LIN�Lingn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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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ostharvest diseases and pathogenic bacteria of blueberry and blueberry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were reviewed， such as cryogenic storage， air conditioning storage， high voltage electrostatic field
preservation， irradiation preservation， chitosan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chemical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packaging， biological
preservative， plant extract preservation and other preservative techniques. And the future trend in development of fresh-keeping
storage technology of blueberry wa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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