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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影响城市园林绿化因子的基础之上 , 建立了评价城市园林绿化因子的指标体系。并以广州和青岛为例, 分别计算出了2
个城市的园林绿化综合评价值, 并且分析了其产生差异的原因。意义在于指出了影响城市园林绿化的主要因素以及与城市自然地理环
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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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of affecti ng urban landscape ,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ose factors were established . Taking
Guangzhou and Qingdao for example , thei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landscape and the reasons that there was different betweenthe two cities were cal-
culated and analyzed . It pointed out the mainfactors of affecting urbanlandscap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 - economic enviro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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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绿色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提

高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至关重要。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对城市生态环境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绿化建设、绿地面积的数量和质量已

经成为衡量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此, 笔者运用

层次分析法、数据标准化等一系列数学方法, 分别在中国的

南北方选取了广州和青岛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了2 个城市的

园林绿化总体情况 , 并作出了分析。

1  研究区地理概况

青岛市位于119°30′～121°00′E,35°35′～37°09′N, 地处山

东半岛东南部, 东部濒临黄海, 为北方海滨丘陵城市。全市

总面积10 922 km2 , 年平均气温12 .3 ℃, 气温的日较差较小。

具有海洋气候的特征。青岛市降雨量年平均680 .5 mm, 全年

雨量集中在7、8 月[ 1] 。

广州位于113°17′E,23°8′N, 地处中国大陆南部, 中南部濒

临南海 , 属丘陵地带。全市总面积为7 434 km2 。广州地处亚

热带 , 横跨北回归线, 年平均温度20～22 ℃, 最低温度0 ℃左

右, 最高温度38 ℃, 是全国年平均温差最小的大城市之一。

广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背山面海, 具有温暖多雨、光热充

足、夏季长、霜期短等特征。全年水热同期, 雨量充沛, 利于

植物生长。年均降雨量为 1 982 .7 mm, 平均相对湿度为

77 %[ 2] 。

2  研究方法

2 .1 评价指标的建立  为了全面反映城市园林绿化质量 ,

选择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绿化覆盖面积、公共绿地

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社会绿化参与度7 个指标( 表

1) [ 3] 。其中 , 一些指标的含义如下[ 3] :

( 1) 城市园林绿地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

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6 类, 在计算城市绿地

率时, 要应用全部6 类绿地面积同城市总面积之比。

( 2) 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区级、居住区级公

园, 小游园、街道广场绿地, 以及植物园、动物园、特种公园

等。公共绿地面积系指城市各类公共绿地总面积之和。

( 3) 人均绿地面积= 城市园林绿地 / 市辖区年末总人

口数。

(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公共绿地面积/ 市辖区年末总

人口数。

( 5) 建成区内绿化覆盖面积应包括各类绿地( 公共绿地、

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6

类绿地) 的实际绿化种植覆盖面积( 含被绿化种植包围的水

面) 、街道绿化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木的

覆盖面积。

( 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指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占建成

区面积比率。计算公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 建成区

内全部绿化种植垂直投影面积÷城市面积) ×100 。

(7) 建成区绿地率是指建成区内各类绿地( 含公共绿地、居

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6 类)

总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比率。计算公式: 城市绿地率( %) =

表1 选取的反映城市园林绿化质量的7 个指标及因子权重

Table 1 Selected sevenindices and factor weight reflecting urbanlandscaping quality

城市
City

园林绿地面积
hm2

Garden gree-
nbelt area

公共绿地面积
hm2

Public gree-
nbelt area

人均绿地面积
m2/ 人

Greenbelt area
per capita

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m2/ 人

Public greenbelt
area per capita

建成区绿化覆
盖面积∥hm2

Greening covered
areain built-up area

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

Greening covered rate
i n built-up area

建成区绿
地率∥%

Greenbelt rate
in built-
up area

广州Guangdong    109 014 6 202    181 .72 10 .34    23 487 35 .03 32 .62
青岛Qingdao 10 047 2 842 38 .88 11 .00 5 882 37 .95 34 .50
因子权重Factor weight 0 .15 0 .10 0 .10 0.10 0 .15 0 .20 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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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区6 类绿地面积之和÷建成区总面积) ×100。

2 .2  权重系数确定 园林绿化因子权重系数的大小反映了

该因子对城市园林绿化效果的影响程度。用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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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P) 给各因子赋予不同的权重值。通过综合专家意见对

表中因素因子进行两两比较写出每个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权

重比, 构成判断矩阵, 然后再使用一定的公式计算出每个因

素对应的权重系数 , 结果见表1[ 4] 。

2 .3 广州和青岛市园林绿化综合指标值计算

2 .3.1 数据的标准化。由于评价因子的数据存在量纲或级

数等方面的极大差异, 为消除各因子量纲不统一带来的计算

困难, 需要对所有的源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源数据标准

化处理的方法有多种 , 如均值法、标准差法、最大值法等。为

了计算方便, 建议采用最大值归一法, 将指标数值控制在0 ～

1 , 其计算公式为:

I ij = Xij/ max{ Xij} ( 1)

对于一些与综合评价目标呈负相关的因子, 则需要进行

逆化处理, 即负作用因子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I ij = 1 - Xij/ max{ Xij} ( 2)

式中, i 表示第 i 个城市;j 表示第 j 个因子; I ij 为第 j 个城市

第 i 个因子的标准化值; Xij 为第 j 个城市第 i 个因子的原始

值[ 5] 。由此得出2 个城市各因子标准化的数值见表2。

2 .3 .2 综合值的计算。

Qj = ∑Pi Wi ( 3)

式中, Qj 为第 j 个城市的园林绿化综合指标值; Pi 为各因子

标准化后的数值; Wi 为各因子对应的权重。

将各因子标准化后的数值与相应的权重一起代入公式

( 3) 计算得出2 个城市相应的园林绿化综合值( 表2) 。

表2 各因子标准化后数值及相应的园林综合值

Table 2 Factor values after standard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landscapecomprehensive values

城市
City

园林绿地面积
Garden gree-
nbelt area

公共绿地面积
Public gree-
nbelt area

人均绿地面积
Greenbelt area

per capita

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

Public greenbelt
area per capita

建成区绿化覆
盖面积

Greening covered
areain built-up area

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

Greening covered rate
in built-up area

建成区绿
地率

Greenbelt rate in
built-up area

综合值
Compreh-
ensive
value

广州Guangdong 1 .00 1.00 1 .00 0 .94 1 .00 0.92 0 .95 0 .968

青岛Qingdao 0 .09 0.46 0 .21 1 .00 0 .25 1.00 1 .00 0 .618

3  结果与分析

由表2 可知, Q1 = 0 .968 , Q2 = 0 .618 , Q1 > Q2 。即广州市

园林绿化评价综合值要比青岛市园林绿化评价综合值高出

35 % 。由此可初步得出, 广州市园林绿化状况总体情况要比

青岛市园林绿化更好一些。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 , 广州、青岛濒临海洋, 气温日较差

和年较差相对较小, 而且气候湿润, 均具有适合植物生长与

发育较好的先天环境。相较而言, 广州市处于亚热带, 具有

相对优越的温度条件, 素有“花城”之称。与此同时, 青岛市

虽处于温带, 但其园林绿化的自然条件总体来说还是较好

的, 其适宜的气候条件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园林绿化仍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社会经济条件来看, 广州市经济发展较早, 因此其对

园林绿化的重视程度也较青岛市早, 同时较快的经济发展速

度有利于广州市在城市园林绿化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财

力、物力。近年来, 青岛市经济发展也较快 , 对城市园林绿

化, 保护生态环境, 增加园林用地等 , 也引起了其重视。广

州、青岛等许多城市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和扩大园林用地。

1985～1995 年广州、青岛市的园林绿化分别增长了3 .58、2 .07

倍[ 6] 。

4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启示

(1) 影响城市园林绿化状况的因子很多 , 并且各因子所

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即在影响城市园林绿化状况的程度上

有所不同。有的因子影响程度相对较大, 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有的因子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 如公共

绿地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

( 2) 城市园林绿化产生差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城市间自

然条件的差异, 更重要的取决于城市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差

异。自然条件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基础条件, 在自然条件恶劣

的地方进行园林绿化的改善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财力、物

力。但是对于广州、青岛这样的城市, 虽然在自然条件方面

也存在差异, 但是总体来说均属于发展园林绿化基础较好的

城市, 都有较大的改善和发展空间。在自然条件差异不起主

要作用的时候, 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对城市园林绿化状况起着

决定作用。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文化意识、对园林绿化的

重视程度和管理机制等都影响着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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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后切离母株另栽。也可于12 月采种, 第2 年春季播种繁

殖, 但要3 年才开花, 一般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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