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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及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而当绿地覆盖率小于 "#w时2绿地整体生态

效益的发挥主要取决于绿地的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2但迄今为止缺乏绿地景观分布格局与环境效应关系的研究报道R本研究应

用景观生态学原理2分析了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城区斑优格局E斑匀格局E廊道格局和对照格局等四种景观结构及其绿地分布格

局2选取了气温E相对湿度E环境噪声和大气 ,(!E-(xE&,e含量等环境监测指标2观测了不同绿地景观格局下的环境效应2并

对比分析了绿地分布格局指标与综合环境效应间的关系2以便提出城市绿地系统布局合理性指标2为城市绿地系统的景观结构

优化提供依据R
研究结果表明2斑优格局E斑匀格局E廊道格局和对照格局等四种不同景观在斑块总面积E建筑斑块面积和无绿化道路面积

等景观总体格局上较均衡2但由于其绿化覆盖率及绿地景观分布格局差异较大2致使其环境效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R其中2对

照格局景观的绿地斑块总面积最小2绿地破碎化指数最高2绿化覆盖率仅为 79##w2以建筑铺装斑块和无绿化道路廊道为主要

景观构成R因此2对照格局景观的环境气温较高E空气相对湿度低E环境噪声较大E大气 &,e含量高2景观环境恶劣R斑优格局景

观 主要表现为绿化覆盖率高8达 ":9B=w>2并以大面积绿地斑块占优势2绿地斑块平均面积达 !=77@F!2且绿地优势度指数最

大E破碎度指数最小<绿化道路廊道总面积及平均面积均较高2斑块绿地与廊道绿地共存2其环境效应主要表现在降温增湿和滞

尘 减 噪 上R其 中2与 对 照 格 局 景 观 相 比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显 著 提 高 B9=:wE大 气 平 均 噪 声 显 著 减 弱 !@97!w2&,e含 量 平 均 降 低

@C9"!w2而 ,(!和 -(x的差异不明显R斑匀格局景观绿化覆盖率较低8779:"w>2绿地优势度指数和绿地破碎度指数较低2但

绿化廊道总面积和平均面积均比绿地斑块大2斑块绿地与廊道绿地共存2中小面积绿地斑块和绿化廊道呈均匀分布R与对照格

局景观相比2斑匀格局景观空气相对温度提高 "9C"w2&,e含量降低 "C9C!w2大气温度和环境噪声也显著降低R因而斑匀格局

景观也具有降温增湿和滞尘减噪作用2但其滞尘效果仅为斑优格局景观的 B:9=Bw2减噪效果仅为斑优格局景观的 7!9"BwR廊

道格局景观中绿化覆盖率仅为 C97:w2绿地斑块面积及绿地斑块平均面积小2绿地优势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均较高<绿化道路

廊道总面积和平均面积均较大2分别达到 @;CC#F!和 7;B:!F!2且绿化道路廊道总面积分别占廊道景观总面积和景观总面积的

=;9C#w和 =@9":w2因而绿化廊道在绿地景观中占绝对优势R尽管廊道格局景观与对照格局景观相比空气相对湿度显著提高

了 C9!=w2但由于承载着繁忙的交通任务2该景观区域环境噪声也同样比对照格局景观显著增加了 !79";w2且 &,e平均含量

比对照格局景观高 B9#@w2大气 -(x平均含量也比对照格局景观高 =9#CwR因此2廊道格局景观中大气 -(xE粉尘和噪声污染

严重2是城市中心商业区大气 -(xE粉尘和噪声的主要污染源R
总之2在景观总体格局上较均衡的城市中心商业区中2绿化覆盖率的高低对城市环境改善起着主导作用2而以大面积绿地

斑块占优势E绿地斑块分布均匀E且绿地斑块与绿化廊道共存的绿地景观格局也对城市环境改善起着重要作用<且绿地斑块平

均面积越大E破碎度指数越低E绿化廊道比例高2则其对环境改善的作用越大R因此2从城市绿地规划与建设的可操作性上看2采

用绿地斑块平均面积E破碎度指数和绿化廊道面积比例作为衡量城市绿地系统布局合理性指标则更为简便E适用R
关键词?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结构<分布格局<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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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城市生活质量与居民需求层次的提高0以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市景观为目标的城市

绿地系统建设0已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P̂_‘ab但由于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结构均以人及其社会经济要素的

流动为中心而构建0城市绿地布局分散]可达性低0城市绿地景观的自然生态过程与景观格局的联系未被重视]疏于维护0绿地

系统网络难以形成0致使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结构简单0抗干扰能力低0城市绿地的环境效益未能有效发挥 Ŷab国内外通过对城市

绿地环境效应的分析发现0当绿化覆盖率小于 VQc时0绿地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状况对于绿地系统总体生态效益的发

挥更为重要 Ŷ0Zab我国d国家园林城市标准e中提出了f绿地布局合理0分布均匀g等要求0许多学者也认为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应作

为衡量城市绿地空间分布合理性及城市绿化水平的指标 P̂0U0Z_Ra0其主要依据和目的就在于发挥绿地系统最大的生态效益0但迄

今为止未见到绿地景观格局与环境效应关系的研究报道b因此0借助景观生态学原理与方法0以宜昌市中心城区为例研究不同

绿地空间格局下的环境效应0有利于探讨城市绿地景观格局与绿地生态功能的关系0从而确定最佳环境效应的绿地景观格局0
为同类城市绿地景观结构的优化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提供依据b

h 研究地点和方法

hih 研究地点概况

项目研究地点设在湖北省宜昌市b该市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峡口0建成区面积 VYiPXC.U0现辖点军]伍家岗] 亭]
西陵]宜昌开发区 ‘个区0非农业人口 VRiVU万人b该市 PRRR年建成区绿地总面积 PYVViY,.U0绿地率 S‘iYPc0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 RiQY.U0街道绿化普及率达 RPiVc0曾荣获f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g等光荣称号bUQQQ年宜昌市城区环境大气中 25U年

日 均值为 QiQUV.9j.S045U年日均值为 QiQUQ.9j.S0均达到国家环境大气质量二级标准TklSQR‘<XUWO总悬浮颗粒物T123W
日均值为 QiUVS.9j.S0超过国家环境大气质量二级标准 QiPU倍0城区大气环境质量按污染指数量化基本达到良好等级b本课

题研究区域在西陵区内0为宜昌市商业文化区0东起胜利三路]西至西陵二路]北起东山大道]南至江边所围合成的区域0总面积

SRXiQQ,.U0其中绿地总面积 ‘QiVR,.U0绿地覆盖率为 PUiYRcb

him 研究方法

himih 不同景观格局类型的划分及绿地空间布局指标 在宜昌市中心城区商业文化区内实地踏查的基础上0按绿地景观布局

特性T绿地景观要素类型]斑块数量与面积等W的差异0并考虑总体景观格局的一致性和连片性0初步将研究区域划分出 V种景

观格局类型Nn斑优格局景观0以大面积绿地斑块占优势Oo斑匀格局景观0以中小面积绿地斑块与廊道均匀分布Op廊道格局

景观0绿地斑块较少0廊道绿地占优势Oq对照格局景观0斑块绿地与绿化廊道极少b
在收集宜昌市中心城区背景资料和平面图的基础上0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斑块类型]位置]面积等结构信息b调查中根据宜昌

市中心城区景观特点0将斑块类型划分为Nn绿地斑块T包括小型水面WOo建筑铺装斑块Op绿化道路廊道Oq无绿化道路廊道0
将调查的景观结构信息标绘于 Pr‘QQQ宜昌市中心城区平面图上制成宜昌市中心城区景观分布图b然后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

中景观格局与景观过程]功能的关系0并结合城市园林绿地景观格局的空间分异特点0选用绿化覆盖率]斑块平均面积]斑块优

势度指数]破碎化指数]廊道密度指数等指标来对四种绿地空间格局进行分析与评价 Û0V0‘0R_PYab

himim 不同绿地景观格局的环境效应观测指标与分析方法 按从属性]代表性]便利性原则0分别在 V种景观格局内选取每种

景观格局的 ‘个测点T梅花型布置0测点全部分布在水泥铺装地面上0且距周围障碍物 PQ.以上W进行环境效应指标观测b监测

时间选择在植物生长季TUQQP年 R月 PX日至 R月 UU日W及对市民工作与生活影响较大的白天进行0各观测项目的测点高度均

为离地 Pi‘.b每天 XNQQ_UQNQQ每 U,一次分别对气温]相对湿度进行 V种景观格局的同步测定0重复 ‘%O每天 RNQQ_PZNQQ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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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分 别 对 噪 声#$%&’(声 级 计)进 行 同 步 测 定*每 次 隔 +,测 定 一 瞬 间 声 级 并 连 续 读 取 ’((个 数 据*利 用 等 效 声 级 -./0

’
12

1

30’
’(-34’(#-3为间隔时间5的噪声值*1为测定的噪声值-3的总数)来反映噪声差异6每天 ’78((9’+8((分别采用:;<型便

携 式 =>!?$>@监测仪对大气 =>!含量#甲醛缓冲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大气 $>@含量#盐酸萘乙二胺分光

光度法)进行 7种景观格局的同步采样与分析6每天 ’A8((9’B8((以 CD&’+(C型 E=F中流量采样器对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

#E=F)含量进行同步测定G’HIJ各景观格局间大气=>!含量?大气$>@含量和E=F含量先根据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KLA(M+&

N!)和监测所得数据进行分级8共分 H级*其中 ’和 !级为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中的第 ’级6A和 7级为国家大气环境质量的第 !
级6+和 B级为国家大气环境质量的第 A级6H级为国家大气环境质量的第 7级#表 ’)J大气污染物等级的评价采用以模糊数学

理 论 和 灰 色 理 论 为 基 础 的 倍 斜 率 聚 类 法 来 进 行G’NIJ各 景 观 格 局 间 气 温?相 对 湿 度?噪 声 及 大 气 污 染 物 含 量 等 级 的 差 异 用

=F==’(O(软件作成对数据假设检验J

表 P 大气污染物含量分级标准

QRSTUP VRWXYWZ[\Y]U\ŶW _̂RY\‘̂TTa]RW][̂W]UW]#bc4bA)
污染物

defghiijklmk

分级标准 nlmoemcpfekqfehm
’ ! A 7 + B H

=>! r(O(!+ (O(!+9(O(+( (O(+(9(O’(( (O’((9(O’+( (O’+(9(O!(( (O!((9(O!+( s(O!+(
$>@ r(O(!+ (O(!+9(O(+( (O(+(9(O(H+ (O(H+9(O’(( (O’((9(O’!+ (O’!+9(O’+( s(O’+(
E=F r(O(H+ (O(H+9(O’+( (O’+(9(O!!+ (O!!+9(OA(( (OA((9(O7(( (O7((9(O+(( s(O+((

t 结果与分析

tOP 不同绿地景观格局的空间结构分析

从 宜昌市中心城区四种景观的总体格局看#表 !)*斑优格局景观的总面积最大*达 ++OB("b!*其余 A种 景 观 总 面 积 均 在

AAO((9AMO(("b!之间6但由于斑块总数的差异*斑块平均面积则以廊道格局景观最大*达 7’+!Hb!*斑匀格局景观的斑块平均

面 积 最 小#’+ANMb!)J其 中*建 筑 斑 块 面 积 以 对 照 格 局 景 观 最 大*达 ABOAM"b!*其 余 A种 景 观 的 建 筑 斑 块 面 积 均 在 !7O((9

A(O(("b!之间6无绿化道路总面积除廊道格局景观极小外#!’B(b!)*其余 A种景观则均在 ’NH!(9’NMB(b!之间*但无绿化道

路的平均面积差异不大#!’B(97H’(b!之间)J可见*7种景观在斑块总面积?建筑斑块面积和无绿化道路面积等总体格局上较

均 衡*但 其 绿 化 覆 盖 率 差 异 较 大*斑 优 格 局 景 观 的 绿 化 覆 盖 率 高 达 7AO+Mu*其 余 A种 景 观 的 绿 化 覆 盖 率 依 次 为8斑 匀 格 局

’’OA7u*廊道格局 BO’Au*对照格局 ’O((u*并表现出绿地景观分布格局的极大差异J

表 t 不同景观的斑块系统与结构指标

QRSTUt QvU‘R][vYW_̂\wR]ŶWRWxy‘R]YRTy]\a[]a\UYWxY[UyYWxY__U\UW]TRWxy[R‘Uy
斑块空间结构指标

zm{q|h}glkp",glkeli,kfjpkjfq

斑优格局

%KFF~
斑匀格局

!KFF~
廊道格局

%"CF~
对照格局

LCCF~
景观总面积 Ehkliilm{,plgqlfql#"b!) ++OB( ANO7H AAO!! ANOBB
建筑铺装斑块面积 Flkp"lfqlh}#jei{emclm{phmpfqkqph$qfemc#"b!) !+OM7 !MO(7 !7O’( ABOAM
绿地斑块总面积 Ehkliglkp"lfqlh}cfqqm&ilm{#b!) !A!M7H A!(BA ’AMM ANB!
斑块平均面积 d$qflcqglkp"lfql#b!) !7’H! ’+ANM 7’+!H !+HH7
绿地斑块平均面积 d$qflcqglkp"lfqlh}cfqqm&ilm{#b!) !M’’N A!(B ’++ ++!
无绿化道路总面积 Ehkli%hh{iq,,phffe{hflfql#b!) ’NMB( ’NH!( !’B( ’NN7(
绿化道路廊道总面积 Ehkli%hh{q{phffe{hflfql#b!) 77B!+ 7A+B( NHBB( (
无绿化道路平均面积 d$qflcq%hh{iq,,phffe{hflfql#b!) A’B( !BH7 !’B( 7H’(
绿化道路廊道平均面积 d$qflcq%hh{q{phffe{hflfql#b!) ’7NH+ !’HN( ’H+A! (
绿化廊道面积比例 Fqfpqmklcqh}%hh{q{phffe{hflfql#u) H(O’N BMOM7 MHOB( (O((
绿化覆盖率 Fqfpqmklcqh}}hfq,kph$qf#u) 7AO+M ’’OA7 BO’A ’O((
绿地优势度指数 %hbemlmpqh}cfqqm&ilm{#u) 7+OH’ !MOBH 7’OMB !HO7!
绿地破碎化指数 &flcbqmklkehmem{q|h}cfqqm&ilm{#em{4"b!) (O7+AM !OH+’’ BONH(( ’NO’!+A
绿化廊道密度指数 "hh{q{phffe{hf{qm,ek’#"b4"b!) (O!MM+ (OA+NH (ON77A (O((((

~ %KFF8%hbemlmkcfqqm&ilm{glkp"glkkqfm6!KFF8!$qmcfqqm&ilm{glkp"glkkqfm6%"CF8%hbemlmk%hh{q{phffe{hfglkkqfm*LCCF8

Ljei{emclm{phmpfqkqph$qfemcglkkqfm

在斑优格局景观中#表 !)*绿地斑块面积为 !A!M7Hb!*其绿地斑块平均面积较其它 A种格局都大*达到了 !M’’Nb!*分别是

斑 匀 格 局 的 MO’倍*廊 道 格 局 的 ’NHO7倍*对 照 格 局 的 +!ON倍6且 绿 地 优 势 度 指 数 最 大#7+OH’u)?破 碎 度 指 数 最 小#(O7+AM

em{4"b!)*说明在斑优格局景观中绿地主要以大斑块形式出现J绿化道路廊道总面积?廊道密度指数在 7种景观中居中*绿化廊

MN’!期 周志翔等8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及其环境效应((以宜昌市中心城区为例

万方数据



道面积占廊道景观总面积比例较高!"#$%&’()且与斑匀格局绿化道路廊道的景观结构相似)但绿化道路廊道总面积!**+,-.,(
约为绿地斑块总面积的 %/-)绿化道路廊道平均面积约为绿地斑块平均面积的 %/,0可见斑优格局景观主要特征为绿化覆盖率

高)斑块绿地与廊道绿地共存)并以大面积绿地斑块占优势0
斑 匀格局景观的绿地斑块面积为 1,#+1.,)绿地斑块平均面积!1,#+.,(居中)但绿地优势度指数!,2$+"’(和绿地破碎度

指 数!,$"-%%345/6.,(较低)绿地斑块主要以中小斑块形式出 现7斑 匀 格 局 景 观 中 绿 化 道 路 廊 道 平 均 面 积 比 其 它 1种 格 局 都

大)绿化廊道面积占廊道景观总面积比例也较高!+2$2*’()但其绿化廊道密度指数居中7绿化廊道总面积和平均面积均比绿地

斑块大0表明在斑匀格局景观中绿化覆盖率较低)斑块绿地与廊道绿地共存)中小面积绿地斑块及绿化廊道均匀分布0
廊道格局景观中绿地斑块面积及绿地斑块平均面积最小)绿地优势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均较高!+$&"##345/6.,(7而绿化

道路廊道总面积和平均面积均较其它 1种景观都大)分别达到 &"++#.,和 %"-1,.,)且绿化道路廊道总面积占廊道景观总面积

的 2"$+#’)占绿地景观总面积的 2&$*1’)因而其绿化廊道密度指数也最大0因此)廊道格局景观的绿地景观特征表现为绿化

覆盖率低)绿化廊道在绿地景观中占绝对优势0
在对照格局景观中)绿地斑块总面积最小)且廊道均为无绿化道路廊道)绿化覆盖率仅为 %$##’)绿地破碎化指数最高)达

%&$%,-1345/6.,7而建筑铺装斑块面积占绝对优势)无绿化道路面积较大0因此)对照格局景观绿化覆盖率极低)以建筑铺装斑

块和无绿化道路廊道为主要景观构成0

8$8 不同绿地景观格局对环境的影响

从不同景观格局中植物生长季白天的环境效应观测结果看!表 1()对照格局景观由于绿化覆盖率极低9以建筑铺装斑块和

无绿化道路廊道为主要景观构成)因而环境气温较高9空气相对湿度低9环境噪声较大9大气 :;<含量高0成对数据的假设检验

表明)除气温和大气污染物含量等级与廊道格局景观无显著差异9环境噪声显著低于廊道格局景观外)其它各环境指标均在 *
种景观明显表现最差)景观环境最差0

与对照格局的绿地景观相比)斑 优 格 局 景 观 中 绿 地 能 显 著 降 低 气 温9增 加 空 气 相 对 湿 度9减 弱 噪 声9降 低 大 气 ;=,9>=?9

:;<污染物的污染等级!表 1(0其中)降温效果达显著水平)增湿和减噪效果达极显著水平)分别比对照格局景观的空气相对湿

度 平均提高 -$21’9大气噪声平均减弱 ,&$%,’7对大气污染物污染等级降低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含量上)其:;<含量与对

照格局景观相比平均降低 &+$*,’)而 ;=,和 >=?的差异不明显0可见绿化覆盖率高9以大面积绿地斑块占优势的绿地景观格

局其环境效应主要表现在降温增湿和滞尘减噪上0同时)假设检验表明斑优格局景观的滞尘减噪与斑匀格局景观和廊道格局景

观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含量平均降低 "*$-*’和 &"$#"’)大气噪声平均减弱 ,-$-%’和 *#$&1’)但气温则显著高于斑

匀格局景观0
斑匀格局景观与对照格局景观相比也具有显著降低气温9增加空气相对湿度9减弱噪声9降低大气 ;=,9>=?9:;<污染物

的污染等级的效果!表 1(0其中)降温效果达极显著水平)与对照格局景观相比空气温度平均降低 *$+*’7对大气污染物污染等

级降低的效果也主要表现在 :;<含量上)其 :;<含量与对照格局景观相比平均降低 *+$+,’)大气 ;=,和 >=?含量与对照格

局景观的差异亦不明显!表 1(0观测结果表明绿化覆盖率较低9以中小面积绿地斑块及绿化廊道均匀分布的绿地格局其环境效

应也主要表现在降温增湿和滞尘减噪上)但降温效果比斑优格局景观略强)而滞尘减噪效果比斑优格局景观弱得多)其中滞尘

效果仅为斑优格局景观的 -1$2-’)减噪效果仅为斑优格局景观的 %,$*-’0因此)绿地总面积及斑块平均面积越大)破碎度指

数 越低)则绿地对环境的调节作用也越强0同时)斑匀格局景观的降温9滞尘和减噪与廊道格局景观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表

1()空气温度平均降低 1$##’):;<含量平均降低 *2$,1’)大气噪声平均减弱 ,#$-+’0
对于廊道格局景观)与对照格局景观相比其差异表现在空气相对湿度和环境噪声上!表 1()其中空气相对湿度比对照格局

景观显著提高了 +$,2’)但环境噪声也同样比对照格局景观显著增加了 ,%$*"’)且 :;<平均含量比对照格局景观高 -$#&’)
大气 >=?平均含量也比对照格局景观高 2$#+’!表 1(0可见绿化覆盖率低9以绿化廊道占绝对优势的廊道格局绿地景观尽管

空气相对湿度有所提高)但由于该景观中承载着繁忙的交通任务)且绿地斑块缺乏)绿化覆盖率低)即使绿化廊道面积比例最

高)绿地斑块与绿化廊道 也 不 能 在 景 观 中 共 存)车 辆 所 产 生 的 热 量 使 绿 地 廊 道 降 温 作 用 不 明 显)并 成 为 城 市 中 心 商 业 区 大 气

>=?9粉尘和噪声的主要污染源)致使廊道格局景观中大气 >=?9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0

@ 结论与讨论

通过宜昌市中心城区 *种景观的绿地空间格局分析和气温9空气相对湿度9环境噪声及大气 ;=,9>=?9:;<含量等环境效

应对比观测可以看出)斑优格局9斑匀格局9廊道格局和对照格局等 *种不同景观在斑块总面积9建筑斑块面积和无绿化道路面

积等景观总体格局上较均衡)但由于其绿化覆盖率及绿地景观分布格局差异较大)致使其环境效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0其中)
对照格局景观的绿地斑块总面积最小)绿地破碎化指数最高)绿化覆盖率极低)以建筑铺装斑块和无绿化道路廊道为主要景观

构成0因而对照格局景观的环境气温较高9空气相对湿度低9环境噪声较大9大气 :;<含量高)景观环境最差0斑优格局景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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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为绿化覆盖率高!并以大面积绿地斑块占优势!且绿地优势度指数最大"破碎度指数最小!明显表现出降温增湿和滞尘减

噪的环境效应#斑匀格局景观绿化覆盖率较低!斑块绿地与廊道绿地共存!但绿化廊道总面积和平均面积均比绿地斑块大!且绿

地优势度指数和绿地破碎度指数较低!中小面积绿地斑块和绿化廊道呈均匀分布!与对照格局景观相比也具有显著降低气温"
增加空气相对湿度"减弱噪声"降低大气 $%&"’%(")$*污染物的污染等级的效果#廊道格局景观中绿化覆盖率较低!绿地斑块

面积及绿地斑块平均面积小!绿地优势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均较高!但绿化道路廊道总面积和平均面积均较大!绿化廊道密度

指数最大"在绿地景观中占绝对优势!在环境效应上仅具有提高空气相对湿度功能!且由于承载着繁忙的交通任务!该景观区域

环境气温较高!大气 ’%("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是城市中心商业区大气 ’%("粉尘和噪声的主要污染源#

表 + 不同景观的环境指标观测结果与 ,值

-./01+ -213/4156175148094.:7,;6.0813<1:6=53:>1:9.0?.5.>19154=:7=<<151:90.:74@.?14
环境指标及其统计

ABCDEFBGHBIJKLJEJGHIHEJBMDINNIJIDNIDON

斑优格局

PQ*R
斑匀格局

AQ**R
廊道格局

PST*R
对照格局

UTT*R

气温VWXVYZ[X
\DEIHGLHEJI]EH

相对湿度V̂ XVYZ[X
_HKJIDCHJDE‘]GDMDIa

噪声VMU\XVYZbX
\IGFNL‘HEDOBFDNH

大 气 污 染 物 含 量

VGcdGeX
\DELFKK]IJBI
OFBIHBI

$%&

’%(

)$*

大气污染物含量等级

VYZbXf]McGHBIcEJMH
FgJDELFKK]IJBIOFBIHBI

最小 hDBDG]Gi最大 hJjDG]G &ek&li&mk[[ &lkn[i&mkb[ &ekeli&mkoe &eklei&bkln
平均 \CHEJcH &mkpl &ekeq &mkpo &mk&[

r值s 斑匀格局 AQ**R ekll[t

ruCJK]H 廊道格局 PST*R pkbe[ &koqbt

对照格局 UTT*R &k[bet nkq[ntt lk&&&
最小 hDBDG]Gi最大 hJjDG]G [pkqqiolkbp qbk[miolkq& [lk&&i[nkq& qbk[qi[bknp

平均 \CHEJcH [mk&[ [ekeq [mkb& [pkll

r值s 斑匀格局 AQ**R lk&o[

ruCJK]H 廊道格局 PST*R pkeqp pko[n
对照格局 UTT*R okob&tt &kn&ot lpk[m[tt

最小 hDBDG]Gi最大 hJjDG]G mmkelibpkbb qlkeqiqeklp [[kppiopkll qekoqiqbkn[
平均 \CHEJcH mqkqp q&kbq [ok[b qmkoe

r值s 斑匀格局 AQ**R llkeles

ruCJK]H 廊道格局 PST*R &ek[mett emkm&btt

对照格局 UTT*R &&k&bqtt ekbomt &mke&ntt

最小 hDBDG]Gi最大 hJjDG]G pkplnipkKln pkp&oipkpnb pkp&[ipkl&l pkp&bipklm&
平均 \CHEJcH pkpbnm pkpbnm pkpb[o pkpb[o

最小 hDBDG]Gi最大 hJjDG]G pkp&[ipkpop pkp&qipkpnn pkpmqipkpo[ pkp&[ipkpo&
平均 \CHEJcH pkpbem pkpbb& pkpq&q pkpb[m

最小 hDBDG]Gi最大 hJjDG]G pkpm&ipklpm pklooipke[b pkmboipkbqe pkenqipkqpm
平均 \CHEJcH pkpqqo pk&q&m pkblqo pkmnlo

最小 hDBDG]Gi最大 hJjDG]G &ie eim eiq ei[
平均等级 \CHEJcHcEJMH &km ek& bkm bk&

r值s 斑匀格局 AQ**R mkpppt

ruCJK]H 廊道格局 PST*R bkm[[tt ek[[et

对照格局 UTT*R ekoeet ekpo[t pk[om

R PQ** PFGDBJBIcEHHBuKJBMLJIO‘LJIIHEBvAQ** ACHBcEHHBuKJBMLJIO‘LJIIHEBvPST* PFGDBJBIwFFMHMOFEEDMFELJIIHEBvUTT*

U]DKMDBcJBMOFBOEHIHOFCHEDBcLJIIHEBvs rpkpbVqXZ&kmm[!rpkplVqXZek[p[!rpkpbVmXZ&k[[q!rpkplVmXZmkqpm

总体看来!绿地斑块与绿化廊道共存的大面积绿地斑块占优势的斑优格局景观和绿地斑块与绿化廊道共存的中等面积绿

地斑块均匀分布的斑匀格局景观均具有明显的降温增湿和滞尘减噪效果!但绿化覆盖率高的斑优格局景观其滞尘减噪效果比

斑匀格局景观更显著#而绿地斑块缺乏"绿化覆盖率低的廊道格局景观中大气 ’%("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该景观区域是城市

中心商业区大气 ’%("粉尘和噪声的主要污染源#可见!在总体分布格局上较均衡的城市中心商业区景观中!绿化覆盖率的高

低在城市环境改善中起主导作用!而以大面积绿地斑块占优势"绿地斑块分布均匀"且绿地斑块与绿化廊道共存的绿地景观格

局也对城市环境改善起着重要作用v绿地斑块平均面积越大"破碎度指数越低"绿化廊道比例高!则其对环境改善的作用越大#
因此!其结果充分反映出城市在提高绿化覆盖率的同时!建设和保护大面积的绿地斑块"布局均匀分布的绿地斑块和加强绿色

廊道建设对改善城市环境及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意义x&!e!o!n!lqy#
俞孔坚等从有利于城市大气污染物扩散的角度出发!认为以绿地景观可达性作为评价城市绿地系统的一个指标!对评价城

市环境质量及衡量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着重要的潜在价值!并可体现z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思想xly!其观点也体现了绿

化廊道在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上的意义#高峻等通过对上海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分析!认为城市绿地景观是通过一系列的景观生态

学数量指标加以反映的!研究绿色斑块的数量"覆盖面积"空间分布格局及动态特征等对认识城市绿化景观的总体特征十分重

lnl&期 周志翔等|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及其环境效应}}以宜昌市中心城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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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实上对认识城市环境质量更为重要%魏斌&吴弋等曾提出将城市绿地景观异质性和景观均一度作为衡量城市绿地空间

分布合理性及绿化水平的指标!’$(#)李贞等则通过广州城市绿地系统景观异质性分析$也提出斑块大&分布均匀的绿地空间结构

能更有效地发挥绿地的生态功能!*#%通过城市中心商业区不同绿地景观格局的环境效应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绿地斑块大小&
分布的均匀性和道路廊道的绿化状况等绿地景观格局特征对改善城市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但从城市绿地规划与建设的可操作

性上看$采用绿地斑块平均面积&破碎度指数和绿化廊道面积比例作为衡量城市绿地系统布局合理性指标则更为简便&适用%
通过对宜昌市中心城区不同绿地景观格局环境效应的对比观测与分析$探讨了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的合理性指标$城市绿地

系统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定量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确定%而且$不同类型的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功能区$以及相同绿化覆盖率

下不同绿地景观格局的环境效应也有待于深入研究$以便进一步探讨城市绿地景观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及最佳环境效应的绿地

景观格局$为城市绿地景观结构的优化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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