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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带状绿地景观评价及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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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带状绿地是构建城市绿色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河南省郑州市文劳路带状绿地的空间现状! 社会

服务功能的实地调查和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景观综合质量的评价等研究! 提出带状绿地在社区层面和城市空间形态

上存在的问题! 以及通过增加绿地在文态和心态上的功能! 改善现有绿地景观风貌! 提高绿地空间舒适度等对策&

探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带状绿地的功能作用! 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为城

市绿地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参考% 图
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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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
",74`

" 按照
Q'FCS<X

的 '

6

( 曲线理论" 中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

段%

!

&

) 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河南省郑州市成为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 城市化建设进入快速

发展的轨道) 为了保障城市生态安全" 为居民提供足够的游憩空间" 郑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

122,

年的森林生态城建设"

122%

年的林业生态建设"

12!!

年的都市区森林公园体系建设和 *

1

环
1!

放射( 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等策略" 使郑州都市区
!2 <

间绿地面积增加了约
!,`

%

1

&

+ 然而绿地面积的

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密度的增大和居民的游憩需求) 据调查" 节假日期间" 郑州市区内部的公园绿地仍

然是人满为患" 城市北部的黄河游览区也是游客众多" 绿色开放空间的承载力正在经受严重的考验) 带

状绿地是绿色廊道, 绿道, 绿色慢行道, 道路绿化带和带状公园等在空间形态上的总称" 沿道路, 河

流, 城墙等分布" 有一定长度和宽度%

,

&

" 以及植被覆盖度的线型绿地%

5

&

+ 它具有很好的连接性和延伸性"

能够连接多种绿地类型" 能够穿越, 延伸至城市各个街区" 各个角落" 使城市居民可以就近享受绿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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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 是一种多尺度节约型的复合型绿地"

$

#

$ 根据带状绿地周边环境状况及功能! 可将带状绿地分为

道路带状绿地% 滨河带状绿地和防护带状绿地等$ 带状绿地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理

的布局和结构! 能够促进城市内外的气流交换! 净化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对改善城市环境气候具有非常

大的研究价值和潜力"

'

#

$ 其中沿城市道路分布的街区带状绿地不仅能够起到美化城市! 改善城市街区的

峡谷环境的作用"

(

#

! 还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风景良好的安全通道! 便捷易达的休闲游憩场所! 为城市绿

色慢行系统和城市绿色综合体的构建提供载体$ 著者以郑州市文劳路带状绿地为例! 采取实地调查和景

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从带状绿地的景观空间结构% 人群使用情况和景观综合评价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探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带状绿地的功能作用! 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 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为城市

绿地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参考$

#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郑州市位于
)*+**!,

!

##)+*!!-

! 地处中原腹地! 北临万里黄河! 西依中岳嵩山! 南部有始

祖文化发源地! 东为黄淮大平原! 山水相依! 自然文化资源丰富! 河流水系众多& 有 '九州之中! 十省

通衢( 之称! 交通% 通信便利! 是全国铁路% 公路% 航空% 通信兼具的重要枢纽& 郑州市域总面积为

( **'+! ./

!

! 其中建成区面积为
0 "0"+) ./

!

! 现辖
'

区
$

市
0

县) 金水区% 二七区% 中原区% 管城区%

惠济区% 上街区% 郑东新区% 巩义市和登封市% 荥阳市% 新密市% 新郑市% 中牟县$

文劳路位于金水区中西部! 是郑州市老城区内部的一条次干路! 西起丰庆路! 东至东风渠! 文化路

以西宽
0$ /

! 文化路以东宽
0! /

! 总长约
)+$ ./

! 道路两侧绿地空间多样! 包括丰庆路至园田路段的

路绿地% 园田路至文化路的街头绿地*回音广场和学梓公园+% 文化路至渠西路的公园绿地*文化公园+!

沿途还有居住小区和学校单位附属绿地! 形成了一段较好的城市复合型带状绿地$ 为使其功能和结构更

加完善! 挖掘老城区已存在绿地景观的社会服务功能! 为市民提供安全% 舒适的绿色步行空间! 本研究

拟通过对文劳路段带状绿地现状进行调查! 收集相关数据! 进行景观评价和分析! 提出现存的问题及应

对策略! 探讨复合型带状绿地在城市绿地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为城市绿色慢行系统重要载体! 构建

高连通性绿色空间网络的发展前景$

!

研究方法

!"#

实地勘测和问卷调查法

按照绿地类型将文劳路带状绿地分为
*

段进行勘测和调查) 丰庆路,园田路段*

1

+! 园田路,信息

学院路段*

2

+! 信息学院路,文化路段*

3

+! 文化路,渠西路段*

4

+$ 调查勘测工具为卷尺*

$& /

+! 直尺

*

$ /

+& 勘测内容为道路宽度和长度! 绿地空间布局! 景观类型和铺装形式等! 最终绘制
0"0

文劳路带

状绿地现状平面图$ 根据实地勘测和调查结果设计调查问卷! 共发放
0&&

份! 并全部收回$ 问卷调查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析该段带状绿地发挥的社会服务功能$ 调查时间为
!&0)

年
5#0!

月$

!"!

层次分析法

!+!+0

评价样地的选择 在对该段带状绿地详细调查并绘制总平面图之后! 借鉴相关资料"

%#0&

#选择有代

表性的
0!

个典型% 匀称的样地!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划分植物群落质量等级$

!+!+!

景观评价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园林造景历来强调步移景异! 景观的多样与变化是园林观赏的基本

要求! 这一特点也应充分体现在公共绿地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5#0&

#

$ 基于此! 本研究以景观的多样变化为

基本内容和宗旨! 结合层次分析法以及前人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准则层*

!

+上从生态效益% 视觉效

应和社会功能等
)

个方面出发! 评价因子*

"

+上选择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绿地景观质量的相关定量指标!

拟定了从好到差的
)

个等级的评分标准"

%#5

#

*表
0

+$

!+!+)

评价指标权重值计算及一致性检验 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计算一般按
!

构造判断矩阵并赋值&

"

层

次单排序*计算权向量+与检验&

#

层次总排序与一致性检验等
)

步进行处理"

00

#

$ 通过向填写人*园林教

授专家+反复询问进行比较! 构成判断矩阵! 用和法计算各互反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

/67

及相应的特

征向量
#

和一致性指标*

$

38

+值! 用一致性比率*

%

39

+

$

一致性指标*

$

38

+

:

随机一致性指标*

$

98

+进行一致性检

验& 当一致性比率*

%

39

+＜&+0&

时! 则判断矩阵具有科学的一致性"

0!

#

! 具体结构见表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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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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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绿地景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 '%,./0%1( (2%'3%-45, 6%0-5+ 7(489-/

目标层 准则层 因子层 含义及评价
!

等级 !

:; )<=>

分"

?; @=#

分"

A; !=<

分#

带状绿地景

观综合评价

!

!

$

生态效益%

"

)

$

群落稳定性!

#

)

$

群落植物的异龄程度" 群落层次和更新幼苗的数量
B

:

& 乔木种类丰富" 乔灌木处于成长稳定期" 地被为多年生花卉'

?

& 乔木种类较丰富" 乔灌木处于快速生长期" 地被为
)

年生'

A

& 乔木种类不丰富" 植物间异龄化(

植物多样性%

#

"

$

高等植物物种丰富度和种类数&

:

& 植物种类丰富" 且种类数大于等于
@

种'

?

& 植物种类较丰富' 且植物种类数大于等于
#

种小于
@

种'

A

& 植物种类不丰富" 且植物种类小于
#

种(

群落乡土性%

#

!

$

群落乡土植物占群落物种总数的比例&

:

& 群落植物物种丰富" 本地植物指数大于等于
<;@

'

?

& 群落植物物种较丰富" 本地植物指数大于等于
<;!

小于
<;@

'

A

& 群落植物物种不丰富" 本地植物指数小于
<;!

(

郁闭度%

#

#

$

单位面积树冠遮蔽地面的程度&

:

& 郁闭度大于等于
<;>

'

?

& 郁闭度大于等于
<;#

小于
<;>

'

A

& 郁闭度小于
<;#

(

物种多样性%

#

C

$

鸟类) 昆虫等在植物群落中共生程度&

:

& 整体环境好" 植物长势好" 环境优美" 有鸟类巢穴" 昆虫活动迹象'

?

& 整体环境良" 植物长势良" 环境较优美" 有鸟类) 昆虫活动迹象'

A

& 整体环境差" 植物长势差" 环境一般" 无鸟类) 昆虫活动迹象(

视觉效应!

"

"

$

植物形态!

#

D

$

植物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变化的规律性和韵律美程度&

:

& 整体植物环境优美乔灌木树形及轮廓形状种类大于等于
C

种'

?

& 整体植物环境良好乔灌木树形及轮廓形状种类大于等于
!

小于
C

种'

A

& 整体植物环境一般乔灌木树形及轮廓形状种类小于
!

种(

色相!

#

@

$

色彩变化的丰富性) 季相特征的变化性&

:

& 植物种类丰富" 色彩变化丰富"

#

季变化明显'

?

& 植物种类较丰富" 色彩变化较丰富"

"!!

季变化明显'

A

& 植物种类不丰富" 色彩变化不明显" 季节变化不明显(

绿量!

#

>

$

绿色在人的视野中所占比例&

:B

绿视率比例大于等于
><E

'

?

& 绿视率比例大于等于
C<E

小于
><E

'

A

& 绿视

率小于
C<E

(

枯落物!

#

F

$

落叶等杂物对视觉感受的影响&

:

& 无枯落物" 垃圾等" 视觉感受优美'

?

& 无明显杂物" 只有部分枯落物' 视觉感受较良好'

A

& 垃圾和枯落物较多" 视觉感受差(

层次性!

#

)<

$

乔) 灌) 草搭配层次的整体观赏性&

:

& 层数大于等于
D

层'

?

& 层数大于等于
#

层小于
D

层'

A

& 层数小于
#

层(

社会功能!

"

!

$

人文性!

#

))

$

主题文化宣传性&

:

& 主题鲜明突出文化生活性'

?

& 有主题" 也有一定的主题展示载体'

A

& 无主题(

停留度!

#

)"

$

吸引游人停留或进行休憩活动的程度&

:

& 人们很愿意停留'

?

& 基本愿意停留'

A

& 不愿意停留(

绿地可达性!

#

)!

$

到达绿地的游步道的数量和通畅程度&

:

& 游步道数量大于等于
!

条'

?

& 游步道数量
"

条'

A

& 游步道数量
)

条或没有(

隔离性!

#

)#

$

受环境外界交通) 噪声等的影响程度&

:

& 无影响" 噪声影响可忽略'

?

& 影响小'

A

& 噪声较大" 影响绿地的休闲性(

基础设施!

#

)C

$

亭廊坐凳) 健身器材等设施的配备&

:

& 设施齐全'

?

& 有一定的设施'

A

& 无设施(

";";#

景观评价分值与评价等级 应用景观综合评价指数法得出综合评价分值" 即
""!$

%

#&

%

(

"

表示某

李华威等& 道路带状绿地景观评价及功能分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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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群落综合评价指数!

!

"

表示某评价因子的权重值!

#

"

表示某群落在某评价因子下的得分值" 先确定

各个植物群落的评价因子的水平值! 将此值与评价因子的权重值相乘! 即得到各个植物群落的综合评分

值" 最后利用公式综合评价指数#

$

'(

$

!%)%

&

"#&&*

来确定植物群落所属的等级% 其中&

$

'(+

为综合评价指

数!

%

为评价分数值!

%

&

为理想值#取每个因子的最高级别于权重相乘叠加而得$% 综合评价指数作为分

级的依据! 以差值百分比分级法把景观质量等级划分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级%

.

结果与分析

!"#

绿地空间现状

文劳路带状绿地总体空间布局可分为
-

段#图
#

$! 丰庆路'园田路段(

/

$由行道树大叶女贞
&"'()!

*+(, -.,/0-*(,

! 间隔
$ 0

栽植组成的道路绿地! 长约
-!& 0

) 园田路*信息学院路段(

1

$为宽约
-# 0

的街头带状绿地! 名为回音广场! 长约为
-,& 0

) 信息学院*文化路段(

'

$为宽约
!, 0

的学梓公园带状

绿地! 长约
$#& 0

) 文化路*渠西路段(

2

$为公园绿地! 名为文化公园! 东西长约
-"" 0

+

1

段带状绿地的总面积为
3% %4! 0

!

! 其中绿地面积为
3" ,., 0

!

! 占
$,5.*

! 硬质铺装面积为
% #,#

0

!

! 占
-.6!7

! 建筑面积为
4- 0

!

! 占
&6$*

)

'

段带状绿地的总面积为
3. &,! 0

!

! 其中绿地面积为

表
$

判断矩阵
1%2

及一致性检验

89:;< ! 8= ><?<@0AB< ?C< 09?@AD 1#3 9B> E=BFAF?<BEG ?<F?

1 3

#

3

!

3

.

权重(

4

$ 一致性检验

3

#

# $ . &5,-H 4 !

09D

!.5&&. H

3

!

#)$ # #)! &5#!! ! 5

'+

!&5&&. ,＜&5#&

3

.

#). ! # &5!!4 4

表
!

判断矩阵
3

&

%6

!

&'(

"及一致性检验

89:;< . 8= ><?<@0AB< ?C< 09?@AD 3

#

I6

(

3J$

$

9B> E=BFAF?<BEG ?<F?

3

3

6

3

6

!

6

.

6

-

6

$

权重(

4

$ 一致性检验

6

3

3 3)! . 3). 3 &63$. H !

09D

!$633, -

6

!

! 3 ! 3)! ! &6!!H & 5

'+

!&6&!, &＜&63&

6

.

3). 3)! 3 3)- 3)! &6&%! &

6

-

. ! - 3 . &6-&& 3

6

$

3 3)! ! 3). 3 &63.H 3

表
)

判断矩阵
3

$

%6

!

*'&+

"及一致性检验

89:;< - 8= ><?<@0AB< ?C< 09?@AD 3

!

K6

(

,K3"

$

9B> E=BFAF?<BEG ?<F?

3

!

6

,

6

H

6

%

6

4

6

3"

权重(

4

$ 一致性检验

6

,

3 3)! 3). ! 3)! "63!3 ! !

09D

!$6"H3 ,

6

H

! 3 3)! ! 3 "634, " 5

'+

!"6"3, "＜"63"

6

%

. ! 3 - ! "6.H. %

6

4

3)! 3)! 3)- 3 3)- "6"HH "

6

3"

! 3 3)! - 3 "6!!4 -

3

$

6

33

6

3!

6

3.

6

3-

6

3$

权重(

4

$ 一致性检验

6

33

3 3). 3)- 3). 3)! "6"H- % !

09D

!$63,4 %

6

3!

. 3 ! . - "6.4$ ! 5

'+

!"6".H 4＜"63"

6

3.

- 3)! 3 3 . "6!.% "

6

3-

. 3). 3 3 ! "63%4 %

6

3$

! 3)- 3). 3)! 3 "63"! !

表
(

判断矩阵
3

!

%6

!

&&'&(

"及一致性检验

89:;< $ 8= ><?<@0AB< ?C< 09?@AD 3

.

K6

(

33K3$

$

9B> E=BFAF?<BEG ?<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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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文劳路带状绿地现状总平面图

%&'()* $ +*,*)-. /.-, ')**, 0*.1 21-1(2 34 5*,.-3 63-7

表
!

评价因子权重分配表

8-0.* 9 :;-.(-1&3, 4-<13) =*&'>12 -..3<-1&3, 1-0.*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评价因子层权重 评价因子总权重
!

"

# $

$

!

?@$A! B

"

?@?CC 9

$

"

!

?@""B ?

"

?@$#B $

%

$

!

?@9#B C

"

&

!

!

?@?D" ?

"

?@?A! $

&

#

!

?@#?? $

"

?@"AC !

&

A

!

?@$!B $

"

?@?DD D

&

9

!

?@$"$ "

"

?@?$# D

&

B

!

?@$CD 9

"

?@?"# !

%

"

!

?@$"" "

"

&

D

!

?@!B! D

"

?@?#A B

&

C

!

?@?BB ?

"

?@??C #

&

$?

!

?@""C #

"

?@?"D ?

&

$$

!

?@?B# D

"

?@?$B "

&

$"

!

?@!CA "

"

?@?C? C

%

!

!

?@""C C

"

&

$!

!

?@"!D ?

"

?@?A# B

&

$#

!

?@$DC D

"

?@?#! 9

&

$A

!

?@$?" "

"

?@?"! A

D D$B E

"

# 占
9B@AF

# 硬质铺装面积为
# "$C E

"

# 占

!"@!F

# 建筑面积为
"9 E

"

# 占
?@"F

$

G

段公园绿地

的总面积为
9A !"A E

"

# 其中绿地面积为
!9 !!? E

"

#

占
B"@#F

# 硬质铺装面积为
$$ ?#D E

"

# 占
""@?F

#

水体为
CA" E

"

# 占
$@CF

# 管理用房为
$ 9B? E

"

# 占

!@!F

# 景观小品为
""? E

"

# 占
?@#F

% 可见& 总面积

为
G

段＞H

段＞I

段＞J

段$ 绿化率#

G

段＞I

段＞

H

段＞J

段%

"#$

社会服务功能

通过问卷汇总结果!图
"J

"# 发现被调查人群

中#

#A@?F

是离职退休的老人# 学生和上班族仅占

"A@?F

# 特别是上班族较少% 这一现象与社会老龄化

加剧# 年轻人社会竞争力较大有关% 对于闲居家中

的人而言# 附近的休闲游憩空间是最主要的活动场

所# 在这里他们可以和外界的人和各种事物接触#

给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图
"H

"& 游客对该段带状绿

地的植物景观满意度较高# 而对景观小品的特色和

座椅等基础设施的舒适度感觉一般# 并且游客更期望的绿地形式是人工和自然相结合% 另外# 在实地调

研过程中还发现该段带状绿地的南侧多为五六层或十几层的居民楼# 而绿地中有很多坐凳和休息亭等基

础设施由于距离建筑较近而长年接收不到充足的阳光# 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

老人会带着小孩在绿地中游玩# 这就要求在营造绿地空间的时候应该多考虑老人和小孩行为过程中的安

全设施%

无论在实地调查或是问卷调查中都发现该段带状绿地空间中几乎没有运动健身设施# 一些空旷的广

场上经常会出现没有游客的现象# 绿地空间的使用功能未能得到利用%

"%"

景观综合评价结果与分析

通过邀请
"?

位园林系学生#

"?

位非园林专业人员#

A

位园林和生态学专家!其中园林专家教授
!

人# 生态学专家
"

人"和
A

位园林从业人员!风景园林设计院"对所选的
$"

个植物群落景观单元# 按照各

评价因子的评分标准评分% 再根据各评价因子的权重# 计算分析得出各植物群落景观单元的总评价得分

及等级情况根据公式
%!!'

"

"(

"

'

D

(

# 分别对在
H

#

I

和
G

段带状绿地所选取的
$"

个样地依次打分# 并对

分值进行等级划分% 各个样地的评价结果如表
B

所示%

文化公园!

G

段"总体景观质量较好# 东部和中部样方均为
"

级# 东部靠近东风渠滨河绿地# 中部又

有水体景观# 植物群落以乔灌木为主$ 西侧靠近城市主干道# 而且铺装面积较大# 景观质量等级为
#

级# 植物群落也以地被草坪为主$ 南侧属于文化公园一期建设范围# 时间较长# 缺乏管理# 景观质量较

李华威等& 道路带状绿地景观评价及功能分析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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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段只有行道树非带状绿地"

表
!

各样地评价结果

()*+, - ./,01 ,/)+2)3456 0,72+37

区域 样地序号 综合评价值 综合评价指数#

!

8.9

$

:;

综合评价等级

文化公园#

<

段$

= =>?%@$ A!B> !

! #>B-@> A#BC !

> ##B--$ -%B$ "

@ %B!%@ $$B! #

学梓公园#

8

段$

$ #>B$#$ A&B# !

C ##B#@$ -@B> "

- AB#>$ C&BA #

% ABC@$ C@B> "

回音广场#

D

段$

A AB-A$ C$B> #

#& #&B$A# -&BC "

## #&BCA$ -#B> "

#! %B!C$ $$B# #

差% 其次为学梓公园&

8

段$' 该段带

状绿地南侧为河南财经学院' 整体景

观质量较好' 其中中部和西侧的景观

质量较佳' 分别为
!

级和
"

级' 植物

群落也以灌木和地被为主' 东侧靠近

文化路的地段景观质量较差% 回音广

场&

D

段$整体景观质量一般' 局部景

观质量较差' 植物群落以乔灌为主%

文劳路带状绿地在空间结构上共

由
@

部分组成' 丰庆路(园田路段

&

'

$由行道树组成的道路绿地' 园田

路)信息学院路段 &

D

$为面积约为

#% %A! E

! 的回音广场' 信息学院*

文化路段&

8

$为面积约为
#> &C! E

!

的学梓公园' 文化路*渠西路段&

<

$

为面积约为
C$ >!$ E

! 的文化公园 +

'

段植物群落结构非常单一' 仅为
$ E

间隔栽植的大叶女贞' 局部地段有宽约
# E

的绿篱,

D

段和
8

段

为街头带状绿地' 绿化率分别为
$CB>;

和
C-B$;

' 其植物群落结构较为丰富' 其中常绿乔木的数量最多'

落叶乔木的种类最多,

<

段为公园绿地' 公园面积最大' 植物群落结构最为丰富' 绿化率为
-!B@;

%

文劳路带状绿地属于临路开放性绿地空间' 主要服务对象为城市居民' 但是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

年轻人社会竞争压力较大' 因此' 该段带状绿地空间的使用者多为离退休的老人和附近学校的学生% 由

于该段道路绿地内部几乎没有健身设施' 所以游人多聚集在文化公园内西部的广场上' 时间多为早上

CF&&!%F&&

点和晚上
!&F&&!!!F&&

%

根据景观综合评价结果'

<

段&文化公园$的景观综合质量最好' 其中以东部的滨河绿地和中部的水

体景观为最佳' 西部的广场植被覆盖面积较少' 广场面积过大' 舒适度较低,

8

段&学梓公园$次之' 其

中中部和西部的景观质量较佳' 东部较差' 南部与河南财经学院的校园绿地相接,

D

段&回音广场$整体

景观质量一般' 局部景观质量较差' 有待进一步改造提高,

'

段仅有行道树和绿篱' 需通过拆除路边违

章建筑或建筑后退等手段' 增加绿地宽度' 丰富植物群落结构%

@

结论和讨论

"#$

文劳路带状绿地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B=B=

社区层面 该段带状绿地绿化覆盖率达到
C$B@;

' 生态服务质量较好' 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绿色

开放空间' 加强了社区间居民的交流' 满足了人们对空间的需求% 然而通过对现状及居民使用情况的调

查发现% 该段带状绿地在文化- 心态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 文化上' 缺乏体现局部城市特色的文化景

图
!

游人使用情况分析

G4H20, ! I4743507 27)H, )6)+1747

' D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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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文化是绿地景观的灵魂! 绿地是一切环境优美的基础与人类文化存在的介质! 有特色的绿地景观建

设! 必须依靠区域文化进行升华" 因此! 在后期的改造建设过程中应利用带状绿地串联文化景观节点!

形成文化序列# 文化轴线和文化韵律! 来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风貌" 心态上! 绿地是构成人居环境的生

态基础! 其服务功能首先是对人的服务功能! 绿地景观关心的更多的则是人类身心健康的保护和整个人

类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该段带状绿地几乎没有健身设施! 很多坐凳和休息亭等基础设施由于距

离建筑较近而长年接收不到充足的阳光! 缺少老人和儿童活动空间的安全设施! 缺乏满足游人身心健康

需求的关爱空间和基础设施" 因此! 绿地空间的营建应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关爱的空间! 注

重人性化# 自然式设计"

#$%$"

城市空间层面 带状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构成城市空间形态的景观要素"

该段带状绿地容纳了多种绿地空间! 形成了一条连接度较好! 绿化覆盖率较高! 功能多样化的复合型带

状绿地空间! 并通过与其相连的其他城市主路将绿色空间向城市内部延伸" 在该段带状绿地的两侧多为

居住区和高校园区! 其内部附属绿地面积较大! 均以院墙或建筑和该段绿地隔开! 降低了绿地之间的连

接性! 阻碍了生物的迁徙" 附属绿地的面积通常占到城市绿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分布广! 尤其是高校

等大型单位较多的大城市! 单位附属绿地对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因此! 打破单位附

属绿地和公共绿地之间的界限! 融解单位附属绿地! 增加绿地的开放性与公共化! 使绿地共享! 将成为

增加绿地社会服务功能! 解决公园绿地承载力不足等问题的重要途径$

%"

%

" 另外! 由于该段带状绿地长度

和宽度有限! 对整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影响度有限! 因此! 在今后的城市绿地系统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对该

类带状绿地的延伸和绿地覆盖面积的增加! 通过远离机动交通的绿色步行空间相互交织连接! 形成连续

不断的城市绿色网络! 让不同尺度的带状绿地空间成为城市的绿色血脉! 源源不断地为城市注入新鲜空

气和绿色生机"

!"#

带状绿地在城市生态建设中的功能! 地位和发展前景

在面对快速城市化! 能源危机! 气候变暖! 空气质量恶化! 雾霾天气频发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 诸

多学者提出了多种应对方式! 比如绿色低碳出行$

%!

%

! 绿色慢行系统$

%#

%

! 绿道网络$

%&

%和公园体系的构建等

策略" 在这些策略中! 带状绿地作为物质和能源的流通介质! 绿色出行的载体! 绿道的基底! 公园体系

的连接纽带! 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城市绿地景观格局!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上具有重要的功能

和地位" 相关研究也表明' 带状绿地具有较好的降温增湿! 降低噪声! 通风换气! 增加空气中负离子浓

度! 缓解雾霾天气等生态功能$

%'

%

& 提供连续不间断可达性较高的休闲游憩空间! 提供安全舒适的绿色慢

行空间! 缓解交通堵塞等社会服务功能& 及其以良好的景观质量带动其周边土地升值的经济功能" 因

此! 在未来的城市生态建设过程中! 大至宏观层面的区域生态安全构建! 生态廊道的建设! 中至都市区

层面的城市景观安全格局! 小到城市环境气候的改善! 带状绿地都将被作为重点建设部分" 借助遥感技

术! 运用多学科融合的手段对整个城市的带状绿地在宏观层面的环境气候功能进行研究! 通过带状绿地

连接公园绿地# 附属绿地# 文化片区和其他专类景观绿化用地等! 融解单位附属绿地! 将所有的绿色空

间连为一体! 形成连接度较高的城市绿色综合体! 将成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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