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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构建固碳高效的城市森林! 以杭州花港观鱼公园为研究对象! 对公园的植物种类以及植物群落结构进行

详细的实地调研! 运用
+!5677

模型
89* : 4."

模块对公园的固碳效益进行评估研究% 结果表明$

!

花港观鱼公园内

有树木
% 3!4

株! 隶属
;(

科
3&

属
--&

种&

%

类优势种桂花
748&%5*#4 ($&.$&%4

! 山茶
9&8+''-& ,&:"%-;&

! 鸡爪槭
/;+$

:&'8&5#8

! 水杉
<+5&4+=#"-& .'6:5"45$">"-?+4

和广玉兰
<&.%"'-& .$&%?-('"$&

共计
! ($4

株! 占总数的
;-.3"<

& 园内常

绿树种占
%!.-3<

! 落叶树种占
;3.$(<

& 阔叶树种占
$4.3;<

! 针叶树种占
-(.!4<

& 树木胸径在
3.4=>＜-%.!= 9?

最

多 ! 分布呈现 '中间多! 两边少 ( 的趋势 % 花港观鱼公园
@A6BAC7D

丰富度指数为
#(.4;

!

E+?F1*2

指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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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花港观鱼公园固碳量约
%;.&% G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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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约
4.%&

万元)
A

"-

& 公园总碳储量约
$=4.&= G

! 效益约
&4$.!$

万元&

大树*胸径
!(=.== 9?

的树木#数量占全园树木
!;.%;<

! 其固碳量约占全园总量的
%$.%-<

& 公园内固碳能力较强的

树种包括樟树
9-%%&8"8#8 ;&8:*"$&

! 枫杨
@5+$";&$6& 45+%":5+$&

! 广玉兰等+ 与
-!

个北美城市相比! 花港观鱼公园

的树木固碳量较高%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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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高度复合的独特生态系统!

#

"

$ 中国的城

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其中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成为了普

遍关注的热点$ 有研究表明# 全球城市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了世界总量的
$%K

!

!

"

$ 周葵等!

L

"在对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碳排放量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城市化率的提高将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加# 当城市化率提

高
5K

# 碳排放量以
5*M5K

的比率增加$ 城市作为碳排放的主要区域正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挑

战!

E

"

$ 森林具有显著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

G

"

# 其面积虽然只占陆地总面积的
5NL

# 但森林植被区的碳储量

几乎占到了陆地碳库总量的
!NL

!

M

"

$ 低碳城市的建设呼唤着城市森林$ 近年来# 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

步# 对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的评估研究已经由原来的传统方法# 如
D1=(09/ 1F I.-- '() O'():0'3- 8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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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82-(94? P'/='491( 1F I.--: '() Q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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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碳税法' 造林成本法等# 逐步发展到计算

机模型测算法!

R"$

"

$

9!I.--

模型是由美国林务局开发的一种先进评估工具套装# 主要提供城市林业分析和

生态效益评估服务# 由于其灵活性' 准确性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本研究以杭州花港观鱼公园作

为研究对象# 通过
9!I.-- P M*%

模型
S01

模块分析评估该公园的固碳效益# 为城市森林如何发挥最大的

固碳生态效益提供一定的参考$

5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研究区概况

杭州市地处中北亚热带过渡区#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温和湿润# 光照充足# 雨水充沛$

截至
!%5M

年# 杭州市城市化率已经达
RM*!K

$ 杭州市生态环境优越# 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
MGK

# 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约
E%K

$ 作为全国首批低碳城市试点之一# 杭州早在
!%%$

年便出台了(杭州市建设低碳

城市工作方案)

!

T

"

$

花港观鱼公园为西湖十景之一# 位于杭州西湖西南角# 总面积约
L!*$ 72

!

# 是西湖南片的中心景

区$ 园内港汊纵横# 花木繁茂# 将中国传统园林造景艺术与西方造园手法巧妙结合# 是中国园林规划设

计和建设的优秀典范!

5%

"

$

*+,

调查方式与内容

参照
9!I.-- S01 P M*%

用户手册# 采用每木调查法对花港观鱼公园内的植物现状进行系统调查$ 根

据研究所需数据# 调查主要包括植物种类' 植物数量' 树木胸径' 树高' 东西冠幅' 南北冠幅' 枝下

高' 冠高' 健康状况' 冠缺率' 树木生长类型' 所测乔木距建筑物的距离等内容$

*+-

固碳功能效益评估方法

研究通过将前期调查数据经过整理后输入
SU0-/

表格# 而后导入至
800-::

数据库中# 经过格式化处

理后保存为
2)B

格式文件# 最后导入
9!I.-- P M*%

中$ 根据杭州市实际情况定义效益成本参数# 并依据

就近原则选定位于
L%*!!#6

#

5!%*EL#S

的气象数据定义气象参数$ 在将树种信息导入
9!I.--

时# 需要根

据
S01

模块树种目录 *

V3-09-) O9:4

+ 进行匹配$

9!I.-- S01

计算分析森林固碳效益是利用异速生长方程

测量各株树木的生物量$ 如果一个树种没有与之对应的异速生长方程# 则可采用同一个属的生长方程预

测结果的平均值$ 如果没有同一个属的生长方程# 则可采用所有阔叶树种或者针叶树种生长方程的平均

值$

S01

的树种数据库主要是基于美国
#M

个参考城市%代表美国的
#M

个气候分区&的树种信息建立# 若

花港观鱼公园的树种在
S01

的树种数据库中没有相对应的树种# 则需要查阅该缺失树种的属性值# 匹配

属性相近的同属或同叶型树种数据进去$ 最后# 将所有数据发送至美国林务局处理中心# 经过分析处理

后# 又将分析报告发还至本地客户端$ 分析报告中的固碳结果最终是以调查树木的年固碳量与总碳储量

的形式展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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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公园树木结构与生物多样性分析

$!%&''

对城市森林年固碳效益的计算基础是树木生长模型! 它根据树木的属性自动分析城市树木吸

收二氧化碳和间接减排的效率! 并依此计算出各树木每年的固碳量" 根据碳排放税征收标准! 对城市森

林碳吸收能力做具体的经济价值估量#

(

$

" 因此! 最终固碳效益的结果与城市森林的树种组成% 群落结

构% 径级分布% 树冠覆盖度% 树的健康状况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

树木组成分析 通过调查花港观鱼公园
" (#-

株树木分析得出! 花港观鱼公园内共有
,,.

种树

种! 分属
/!

科
(.

属" 其中木犀科
01'23'2'

! 蔷薇科
45623'2'

! 山茶科
%7'23'2'

! 槭树科
83'&23'2'

和

木兰科
92:;51$23'2'

所占比例较大! 占所调查树木总数的
"!)-<=

" 公园优势种为桂花
!"#$%&'(" )*$!

+*$%"

! 山茶
,$-.//0$ 1$23%04$

! 鸡爪槭
56.* 2$/-$&(-

! 水杉
7.&$".8(30$ +/92&3"&*3:30;."

和广玉兰
7$+!

%3/0$ +*$%;0)/3*$

! 共计
# !<-

株! 占总数的
/*+(>=

" 主要树种数量及比例如表
*

所示" 由表
*

得出& 花

港观鱼公园现有的植物群落总体表现为常绿和落叶相均衡的林相" 由调查可知& 公园内常绿树和落叶树

所占比例相近! 常绿树共计
# .<(

株! 占总数的
"#+*(=

! 落叶树总计
# (!.

株! 占总数的
/(+<!=

" 而

公园内阔叶树与针叶树比例则相差较大! 阔叶树共计
/ .-(

株! 占总数的
<-+(/=

' 针叶树共计
(".

株!

仅为总数的
*!+#-=

! 两者相差近
(+>>

倍" 花港观鱼公园内植物群落结构稳定! 不同层次植物数量保持

和谐的关系"

表
$

花港观鱼公园主要树种!株数＞$%&

"

%2?1' * 92$; @&'' 6A'3$'6 5B C2;:D75E CE2:2;::E2;FE G2&H

(

;EI?'&＞,JJ

)

序号 树种 科属 数量
K

株 类型 数量比
K=

,

桂花
<"-$%&'(" )*$+*$%"

木犀科木犀属
<.<

常绿阔叶乔木
,")(J

#

山茶
,$-.//0$ 1$23%06$

山茶科山茶属
/..

常绿阔叶灌木
<)(J

!

鸡爪槭
56.* 2$/-$&(-

槭树科槭属
/".

落叶阔叶乔木
<)JJ

/

水杉
7.&$".8(30$ +/92&3"&*3:30;."

杉科水杉属
!#,

落叶阔叶乔木
")-J

"

广玉兰
7$+%3/0$ +*$%;0)/3*$

木犀科木犀属
#J.

常绿阔叶乔木
!)(J

-

垂丝海棠
7$/(" '$//0$%$

蔷薇科苹果属
,.,

落叶阔叶乔木
!)!J

(

紫薇
=>+?*"&*3?-0> 0%@0A>

千屈菜科紫薇属
,-#

落叶阔叶乔木
#)<J

<

垂柳
B>/0C D>D9/3%06>

杨柳科柳属
,-#

落叶阔叶乔木
#)<J

.

杜英
E/>.3A>*2(" ;.A020.%"

杜英科杜英属
,-J

常绿阔叶乔木
#)<J

,J

樟树
,0%%>-3-(- A>-2'3*>

樟科樟属
,/!

常绿阔叶乔木
#)"J

,,

无患子
B>20%;(" -(F3*3""0

无患子科无患子属
,!#

落叶阔叶乔木
#)!J

,#

樱花
G*(%(" ".**(/>&>

蔷薇科樱属
,J<

落叶阔叶乔木
,).J

#),)#

树木胸径分布分析 为了便于统计!

$!%&''

将树木的胸径等级划分为包括＜()-J

!

()-JL＜,")#J

!

,")#JL＜!J)"J

!

!J)"JL＜/")(J

!

/")(JL＜-,)JJ

!

-,)JJL＜(-)#J

!

(-)#JL＜.,)/J

!

.,)/JL＜,J-)(J

!

!

,J-)(J 3I

等
.

个等级" 数据显示! 花港观鱼公园内树木的胸径在
()-JL＜,")#J 3I

最多" 作为优势树种

的桂花% 山茶% 鸡爪槭胸径都以＜,")#J 3I

为主! 分别占其总数的
-()!J=

!

..)JJ=

和
<.)-J=

! 这既符

合它们本身的生长规律! 同时说明公园方面也在不断对这些树种进行更新补充" 而整个园区胸径在＞

.,)/J 3I

区间的树木约为
,/

株! 其中樟树和枫杨各占了
"

株! 公园最大的树为
,

株胸径
,,J),J 3I

的

樟树! 所以樟树% 枫杨等树种构成了园区的骨干树种" 这些树都是公园
"J

多年历史的见证! 应该大力

保护" 树木胸径分布如图
,

所示"

#),)!

物种多样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物种丰富度指数
92&:21'B

(

;

)和度量群落优势度的
M$IA65;

指数

(

H

)作为花港观鱼公园物种多样性的测量指标#

,,

$

"

!

物种丰富度指数
;

I2

"

(

B#,

)

K1;I

" 其中&

B

表示物种

数!

I

表示个体总数"

92&:21'B

指数反映花港观鱼公园的物种丰富度"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理! 得出本

次调查的花港观鱼公园物种整体丰富度指数为
,!)-/

" 对公园内
<"

个不同群落类型的样地分别测算其物

种丰富度可以发现! 混合型植物群落物种相对单一型植物群落更为丰富! 其中常绿落叶阔叶混交型群落

施健健等& 杭州花港观鱼公园森林固碳效益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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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度指数最高! 达
&'()

" 各群落类型物种丰富度指数从高到低

排序为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型$＞&')$

#针阔混交型$＞&'**

#竹阔

混交型$＞%'$+

#常绿阔叶型$＞%'),

#落叶阔叶型$＞%'!)

#针叶型$%

!

物种多样性指数
!!#"

"

# - #

!

$

#

!

" 其中&

!

为
./01234

指数!

$

#

!"

#

5"

!

"

#

为第
#

个物种在群落中出现的个体数目!

"

为群落中所有个体的

总数目%

./01234

指数
!

越小! 表示优势度物种越小! 也就是丰富

度越高% 根据数据分析! 得出花港观鱼公园的整体
./01234

指数为

"'+)

% 对公园内
$)

个不同群落类型的样地分别进行测算! 物种多样

性指数从高到底排序为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型$＞"'(!

#针阔混交

型$＞"')*

#常绿阔叶型$＞"'6%

#竹阔混交型$＞%7*,

#落叶阔叶型$＞

"'*"

#针叶型$%

!"!

公园固碳效益分析

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有机物并释放氧气! 这

一生理过程是植物固碳释氧的基本原理! 然而城市森林通过吸收二

氧化碳直接固碳的量不到城市碳排放量的
&8

'

(

(

% 树木自身的呼吸作用以及枯枝落叶的腐败过程都是碳

排放的过程'

#!

(

%

/#9:;; <=3

正是基于树木的生长模型! 计算树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改变建筑物中

的能源使用而间接减排的碳量! 实现对城市森林固碳效益的评估'

&*

(

% 计算树木在碳吸收方面的经济价值

时采用瑞典碳税率固碳价格! 即二氧化碳为
&7!"

元)
>?

"&

'

&6

(

%

!'!'&

年固碳效益分析 城市森林通过直接吸收以及间接减排来减少大气中的碳含量! 这个数值会随着

树木的大小和健康而变化! 一般来说每年固碳量都会增加% 运用
/#9:;;

模型对花港观鱼公园
) (!,

株树

木
!%&,

年固碳效益进行评估! 得出公园年固碳量约
)6'+) @

*

A

"&

! 效益约
,')+

万元*
A

"&

+ 全园单株树木年

固碳量平均约
+',% >?

*株"&

*

A

"&

! 效益约
&&')!

元*株"&

*

A

"&

, 以单株树木进行比较! 悬铃木
$%&'&()* &+,-#./!

%#&

的年固碳量最高! 单株年固碳量达
6,'6( >?

*株"&

*

A

"&

! 平均固碳效益约
))',&

元*株"&

*

A

"&

% 公园年固碳

量前
&%

位的树种还包括枫杨
$',-/+&-0& *',(/1',-&

! 麻栎
2),-+)* &+)'#**#3&

! 连香树
4,-+#5#160%%)3

7&1/(#+)3

! 樟树 ! 薄壳山核桃
4&-0& #%%#(/,(*#*

! 槲树
2),-+)* 5,('&'&

! 合欢
8%9#:#& 7)%#9-#**#(

! 白栎

2),-+)* .&9-#

! 构树
;-/)**/(,'#& 1&10-#.,-&

% 这
&%

种树木单株年加权平均固碳量达
*)'%+ >?

*株"&

*

A

"&

% 通

过与其他树种比较可以发现! 这些树以大树居多% 由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全园树木平均胸径约
!%')!

=0

! 这
&%

种树木的平均胸径则达
6(')% =0

! 固碳效益最高的悬铃木单株树平均胸径更是达到了最高的

,!'+* =0

% 基于此! 根据花港观鱼公园树木实际情况! 定义胸径
"*%'%% =0

的树木为大树% 经调查统计

符合要求的大树占全园树木的
!6')68

! 约
& 6%)

株%

!%&,

年公园大树的固碳量约
*!'&) @

*

A

"&

! 占全园年

固碳量的
)$')&8

! 单株年固碳量达
!!'$+ >?

*株"&

*

A

"&

! 是全园树木平均数据的
!'*$

倍% 由此可见! 大树

的固碳能力较其他树木强% 公园树木年固碳量前
&%

位的

树种如图
!

所示% 为了减少胸径个体差异对固碳结果的影

响! 根据上文所划分的胸径等级! 将全园树木分为
+

组!

分组筛选出年固碳量
"

全园树木平均值#

+',% >?

*株"&

*

A

"&

$

且各组排名前
&%

位的树种% 不同胸径组树木年固碳量前

&%

位的树种如表
!

所示% 将表
!

中出现的树种名的频率

进行统计! 得到出现频率最高的
$

个树种依次为樟树- 枫

杨- 广玉兰- 垂柳- 薄壳山核桃- 白栎- 麻栎- 无患子!

因此! 可以认为这
$

种树种的年固碳能力较强" 年固碳效

益最低的树种为蒲葵
<#=#*'/(& +6#(,(*#*

和棕榈
>-&+60+&-!

1)* ./-')(,#

! 这
!

种植物的单株树年固碳量平均仅为
%'()

>?

.株"&

.

A

"&

! 效益约
%'+%

元.株"&

.

A

"&

% 这主要是由于棕榈科

BAC0A;

植物生长速率相对较慢! 生理代谢速度也相应较

图
#

花港观鱼公园树木胸径分布

D/?E:; # FGH I/2@:/JE@/34 3K @:;;2 $%

HA4?LM3E HEA?A4??EA4NE BA:>

%
7
&
'
(

图
!

花港观鱼公园年固碳量前
#%

位的树种

D/?E:; ! 931 #% @:;;2 3K A44EAC ?:322 =A:J34 2;OE;2@:A@/34

A@ HA4?LM3E HEA?A4??EA4NE BA:>

固
碳
效
益
5

/
元
.
株

P
&

.

A

P
&

$

构
树

合
欢

槲
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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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花港观鱼公园各胸径等级年固碳量
!"#$% &'

!株()

!

*

()且排名前
)%

位的树种

#$%&' ( #)* +, -.'' /*'01'/ )2 $334$& 5.)// 0$.%)3 /'64'/-.$-1)3

!

781&' ! 9:;, <5

"

-.''

=+

"

$

!+

#

13 '>'.? @AB 5.$C'/ $- B$35D8)4

B4$5$3554$3?4 E$.<

胸径
!+,;:F, 9+:G,H＜+,;:F, F;:(,H＜9+:G, ;+:,,H＜F;:(, G":F,H＜;+:,, !,:",H＜G":F, +":(,H＜!,:", 0I

悬铃木 枫杨 香椿
!""#$ %&'('%&%

薄壳山核桃 麻栎 麻栎 樱花
)*+'+% %(**+,$-$

樟树 樟树 枫杨 枫杨 薄壳山核桃 白栎 白栎

广玉兰 樟树 白栎 白栎 薄壳山核桃 三角槭
./(* 0+(*1(*&$'+2

连香树 垂柳 樟树
黄桷兰

3&/4(,&$

/4$25$/$

黄桷兰 薄壳山核桃

悬铃木 麻栎 香椿 垂柳 垂柳

广玉兰 悬铃木 广玉兰 枫杨 龙爪槐
6"54"*$ 7$5"'&/$

雪松
89:*+% :9":;*;

连香树 无患子 广玉兰 麻栎

水杉 无患子 枫杨 樟树 无患子

广玉兰 樟树 无患子 合欢
.,<&=&; 7+,&<*&%%&'

黄桷兰 垂柳 香椿 银杏
>&'?1" <&,"<;

慢$ 因此$ 公园内配置棕榈科植物时$ 尤其在杭州地区$ 需要考虑此因素%

(:(:(

碳储量效益分析 随着树木的生长$ 越来越多的碳被储存在树体中$ 但不同的树木所能储存的最

大碳量是有差异的%

1"#.''

模型通过文献数据以及生物量计算方程计算树木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生物量$

以此分析树木的碳储量%

JKLMN

&

+"

'曾发现$ 城市开放栽植的树木所固定的碳量往往比森林衍生生物量

方程所预测的要少% 为了减小误差$ 模型将生物量计算方程的计算结果乘以相对误差比
,:O

进行调整%

而碳储量则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生物量乘以转化系数
,:"

得到% 通过模型分析$ 花港观鱼公园内
" F(;

株

树木的碳储量约为
O,;:9, -

$ 效益约
9;O:(O

万元$ 全园单株树木平均碳储量约
+G,:9( <5

"株!+

$ 效益约

+;9:+,

元"株!+

% 以单株树木进行比较$ 悬铃木的平均碳储量最高$ 达
+ G,,:"9 <5

"株!+

$ 效益约
+ ;O,:F+

元"株!+

% 公园单株平均碳储量较高的树还包括枫杨$ 连香树$ 樟树$ 麻栎$ 合欢$ 薄壳山核桃$ 泡桐

);+,"@'&; A"*-+'(&

$ 香椿$ 白栎% 与年固碳量类似的是$ 大树的碳储量仍然较高$ 这主要由于大树体积

大$ 生物量含量高$ 树体内储存的碳量也相应较高% 因此$ 公园在日常管理中$ 要格外注意大树的科学

养护% 花港观鱼公园平均碳储量最高的
+,

种树如图
!

所示%

!#+

不同地区固碳量比较评估

1"#.'' P0) Q ;:,

提供了该模型对部分北美城市森林固碳量进行评估的数据% 不同地区固碳量比较如

图
G

所示% 由图
G

可知( 这些地区的城市森林树木年固碳量为
G:GG <5

"株!+

"

$

!+

$ 最高的波士顿为
O:,!

<5

"株!+

"

$

!+

$ 花港观鱼公园为
9:;, <5

"株!+

"

$

!+

$ 水平最高)

+(

个北美城市的树木单株加权平均碳储量为

+(O:9! <5

"株!+

$ 最高的波士顿为
(GG:(9 <5

"株!+

$ 花港观鱼公园为
+G,:9( <5

"株!+

$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由此可见$ 花港观鱼公园树木的固碳量较高%

!

结论与讨论

+#)

结论

采用每木调查法对杭州花港观鱼公园内的所有乔木以及符合测量条件的灌木进行相关数据的调查研

究$ 总计调查园内树木
" F(;

株$ 隶属于
G!

科
F9

属
++9

种$ 植物群落总体表现为常绿和落叶相均衡的

林相% 公园内大部分树木的胸径集中在
F:;,H＜+":(, 0I

$ 胸径分布总体呈现 *中间多$ 两边少+ 的趋

势% 公园的
R$.5$&'2

指数为
+!:;G

$

S1I*/)3

指数为
,:9"

$ 表明杭州花港观鱼公园树种丰富度水平较好$

树种多样性水平较优异% 对不同群落类型样地的多样性进行分析$ 则发现混合型植物群落物种相对单一

型植物群落更为丰富%

应用
1"#.''

模型对杭州花港观鱼公园固碳效益进行评估可知( 杭州花港观鱼公园
(,+;

年固碳量约

"G:9" -

"

$

!+

$ 生态效益约
;:"9

万元"
$

!+

) 总碳储量约
O,;:9, -

$ 生态效益约
9;O:(O

万元% 其中悬铃木的固

碳量最大$ 年固碳量达
G;:GF <5

"株!+

"

$

!+

$ 效益约
"":;+

元"株!+

"

$

!+

) 平均碳储量达
+ G,,:"9 <5

"株!+

"

$

!+

$

效益约
+ ;O,:F+

元"株!+

"

$

!+

% 大树!本研究定义胸径
!!,:,, 0I

的树木#的固碳能力要强于其他树木$ 数

施健健等( 杭州花港观鱼公园森林固碳效益评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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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全园树木
!&'(&)

的大树年固碳量约占全园总量的
($'(*)

! 年固碳量达
!!'$+ ,-

"株!*

"

.

!#

! 是全园树

木平均数据的
!'/$

倍# 除去胸径大小对固碳量的影响! 发现固碳能力较强的树种为樟树$ 枫杨$ 广玉

兰$ 垂柳$ 薄壳山核桃$ 白栎$ 麻栎和无患子#

!"#

讨论

杭州花港观鱼公园植物个体的固碳能力较强! 这与公园树木整体分布均匀! 群落结构稳定! 管理养

护科学! 各层次植物保持和谐发展密不可分! 如此才能收获长期的固碳效益和景观效益# 在建设固碳高

效的城市森林时! 应考虑选择固碳能力较强的树木作为骨干树种! 例如樟树$ 枫杨$ 广玉兰等! 再结合

植物配置要求! 配置大树以及其他层次植物! 形成固碳效益与景观效益俱佳的城市森林#

本研究通过运用目前在生态效益评估领域国际领先的
0"1233

软件! 针对花港观鱼公园的生态环境和

固碳价值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然而由于模型内的部分参数是基于美国本土的生态环境及价值取

向而确定的! 因此会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体现在树种匹配上! 当公园内的树种在

456

的树种数据库中没有对应树种时! 通过缺失树种的属性匹配相类似的树种是存在一定误差的# 再

者! 本研究只对公园内的大型乔木或者小乔木进行了相关数据的调查与研究! 没有对公园内的灌木以及

草本等植物进行数据调查与统计! 这对公园固碳效益的评估会有一定的影响% 除去植物群落结构以外!

杭州花港观鱼公园内存在着一定量的草地以及水体! 这些公园内的基本元素构成对于固碳效益应有其相

应的价值体现# 城市森林的许多属性与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其结构和功能! 本研究考虑其结果由同一软件

评估得出! 即采用相同的基础数据类型以及算法! 故而将杭州花港观鱼公园的固碳量同北美部分地区进

行了简单的横向数据比较! 旨在提供一定参考! 并不能完全反映地区之间城市森林固碳能力差异# 总的

来说! 本研究对杭州花港观鱼公园固碳效益评估的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希望以此为起点! 为

今后城市森林固碳效益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更好地服务中国的固碳效益评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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