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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麋鹿群在过河———麋鹿属于鹿科,是中国的特有动物。 历史上麋鹿曾经广布于东亚地区,到 19 世纪时,只剩下在北
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一群。 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麋鹿被抢劫一空。 1901 年,英国的贝福特公爵用重金从
法、德、荷、比四国收买了世界上仅有的 18 头麋鹿,以半野生的方式集中放养在乌邦寺庄园内,麋鹿这才免于绝灭。
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协调下,1985 年起麋鹿从英国分批回归家乡,放养到北京大兴南海子、江苏省大丰等地。 这
是在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养的麋鹿群正在过河。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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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的夏季西安城市公园“冷效应冶研究

冯晓刚1, 石摇 辉2,*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勘测研究所,西安摇 710055;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西安摇 710055)

摘要: 城市公园景观作为城市绿洲区对城市生态环境特别是局地热环境的调节和改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热红外遥感数

据为信息源,以遥感定量反演和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为支撑,对西安市城区 7 个主要公园对周边区域热环境的降温效应进行

了研究。 结果表明:降温幅度(驻T)与远离公园的距离(L)两者间呈现非线性的关系特征;不同形态参数的公园对其周边区域的

热环境影响不同,公园降温范围与公园绿地面积和水体面积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公园水体面积比例逸30%时,其平均降温

影响范围和降温幅度均高于水体面积比例低于 30%的公园。 因此,城市公园建设,不仅要考虑公园面积和形状,亦要考虑水体

比例,一般说来,水体面积占公园面积 30%以上为佳。 基于热红外遥感数据对城市公园影响周边区域的范围和强度进行了定

量探讨,所得结论对指导城市公园的规划与建设具有实用价值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公园;冷岛效应;地表温度;降温;西安市

Research on the cooling effect of Xi忆an parks in summer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FENG Xiaogang1, SHI Hui2

1 Collage of Architecture, Xi忆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侬e & Technology, Xi忆an 710055, China

2 Collage of Environmental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Xi忆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 Technology, Xi忆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park landscape as the Oases in the c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overall and partial urban eco鄄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thermal infrared remote sensing dat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of seven parks in Xia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by using the technology of Mono鄄window algorithm and
the 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RS and G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boundaries of park rise with the distances further away from the park boundaries and growth mode for nonlinear.
The parks with the different parameters have different effect on surrounding area of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park area
were decisive factor t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park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decreasing range around park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k area of green and water. Specially, when the water proportion over 30% in park,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decreasing range and the distance far away from the parks were higher than the park with the water
proportion less than 30% in the Xi忆an city.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shape of the parks, but also should
make the water proportion over 30% for the new park construction. In this study we got the features of the parks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based on the thermal inferred data,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and theory basis for the new park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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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气候环境是区域气候背景条件下,由于城市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局地气候环境;城市下垫面性质、空气

组成的变化和人为热的影响,使得城市中的气温高于周围乡村形成热岛效应[1]。 随着城市不断地“摊大饼冶
一样的蔓延以及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市的热岛现象变得愈来愈重,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影

响[2]。 城市绿地和水域通过蒸腾和蒸发作用,吸收大量的潜热,对于减缓热岛效应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同

的绿地类型其作用的强度不同[3]。
城市公园是城市绿地的核心组成,是城市绿化美化、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美的

享受,而且对局部小气候的改善有明显效果。 城市公园对小气候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公园的内部,同时对周边

区域也有显著的影响[4]。 Jauregui 在墨西哥城的研究表明,大型绿地对周围建筑有降温的影响,在

Chapultepec 公园的冷却可以达到 2km 以外的距离[5]。 Chang 等根据台北 61 个公园的研究,发现公园的平均

气温低于周围环境,认为公园是一个与“热岛冶相对应的“冷岛冶区域;大的公园比小的公园冷却效应强烈[6]。
Spronken鄄Smith 和 Oke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发现,具有灌溉的绿地和高大乔木的公园其降温效应较

强[7]。 Saito 等在日本的研究表明,城市空气温度分布与绿地区域密切相关,甚至约 60m伊40m 的小块绿地也

可显示降温效果[8]。 Upmanis 等在高纬度的瑞典 G觟teborg 的研究表明,在夏季公园和城市建筑区域的最大温

差可达 5. 9益,其凉爽的环境可以从公园边界延伸到 1100m 之外;其影响范围大小取决于公园的大小和距离

公园的远近[9]。 苏泳娴等研究了广州市 17 个公园,发现水体面积比例较大的公园,比同等条件下水体面积较

小的公园降温效果好;而长宽比较大(逸2)的公园,即使公园面积较小,降温效果也较明显[10]。
目前关于城市公园对周边环境降温的影响以及降温变化规律还没有比较确定的定量研究,同时这些研究

大多集中在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下的城市,对于湿润半湿润地区城市的研究涉及较少。 西安随着城市面积的

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的景观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城市的热岛效应愈来愈强[11鄄12];发挥城市绿

地对热岛效应的减缓作用,是城市建设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对城市公园绿地降温效应的研究,则有利于合理规

划公园布局、发挥公园的生态及社会服务功能,从而改善局部人居热生态环境。

图 1摇 西安市公园位置分布图

Fig. 1摇 The location of parks of Xi忆an

遥感方法通过对长尺度、大范围遥感数据的分析,为研究城市地表覆被的景观格局和热岛效应的时空分

布特征提供了技术支撑[13鄄15]。 本文以西安市规模较大的 7 个最主要公园为分析对象,探讨具有不同形态参数

的城市公园夏季平均温度低于周边区域温度的影响特征,以期为城市公园规划设计和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

参考。
1摇 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地处西北部关中盆地中部秦岭北麓,地跨渭

河南北两岸,位于北纬 33毅39忆—34毅45忆,东经 107毅40忆—
109毅49忆。 所辖 9 区 4 县,总面积 9983 km2,其中市区面

积 1066 km2,城市建城区面积为 375 km2,常住人口 870
万。 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平均海拔高 424m,1 月

份平均气温 0. 4 益,7 月份平均气温 26. 6 益,年平均气

温 13. 3 益。 年平均降水量 613. 7mm,年平均湿度 69.
6% [16]。 本文选取兴庆公园、长乐公园、丰庆公园、革命

公园、莲湖公园、大唐芙蓉园、城市运动公园等 7 个规模

最大的公园为对象,其空间位置分布见图 1,公园特征

见表 1。
2摇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2. 1摇 数据来源

地表温度由 2006 年 6 月 3 日 Landsat TM 卫星数据

6537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2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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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红外波段反演得到,公园下垫面类型组成由 2006 年 5 月 12 日高空间分辨率 IKONOS 卫星数据直接目视

解译获取。 辅助数据包括西安市 1颐10000 比例尺地形图和历史气象数据资料。 并借助遥感数据处理平台

Erdas、eCognition 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GIS 和 Arcview 及相关统计分析软件 SPSS 等。

表 1摇 西安市各公园特征参数表

Table 1摇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rks of Xi忆an

公园名称
Park name

绿地面积 / m2

Green land area
绿地比例 / %
Green land rate

水域面积 / m2

Water area
水域比例 / %
Water rate

长宽比
Length鄄width rate

形状指数
Shape index

平均温度 / K
Average temperature

兴庆宫公园 323100 52. 17% 171900 27. 75% 1. 05 1. 12 300. 40

长乐公园 185780 91. 12% 16000 7. 85% 1. 62 1. 16 301. 80

丰庆公园 252000 88. 27% 32400 11. 35% 1. 20 1. 16 303. 00

革命公园 89100 50. 07% 0 0 1. 22 1. 12 302. 20

莲湖公园 43018 47. 89% 8100 9. 025 3. 43 1. 42 301. 60

大唐芙蓉园 336311 55. 56% 238873 39. 46% 1. 04 1. 09 302. 20

西安城市运动公园 333020 87. 29% 35000 9. 17% 1. 19 1. 19 301. 10

2. 2摇 研究方法

2. 2. 1摇 研究采用的技术路线

首先对获取的 2006 年 LandsatTM 热红外波段数据,采用 6S 模型进行大气校正和辐射校正,以 1颐10000 比

例尺地形图为基准采用三次多项式模型对 TM 数据进行几何校正,校正误差在 0. 5 个像元内,然后根据西安

市行政边界范围进行图像裁剪。 在此基础上利用单窗算法反演得到西安市主城区地表温度数据(图 2);利用

2006 年 5 月 12 日的 IKONOS 卫星数据经与 TM 数据配准后,通过目视解译的方法获取公园面域范围及公园

内下垫面数据类型。 对公园面域范围数据经空间重采样后利用叠置统计分析功能得到各公园平均地表温度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数据。 借助 ArcGIS 空间分析模块获取公园内平均地表温度及公园外不同缓

冲区域内(缓冲距离分别为:30、60、90、120、210、420、600、900 m 及 1200 m)的平均地表温度。 在计算公园冷

岛指数(PCI)的基础上,构建了 PCI 指数与远离公园距离(L)间的定量模型,研究技术路线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研究技术路线图

Fig. 2摇 Framework of study technology

2. 2. 2摇 地表温度定量反演

利用 TM / ETM+数据的热红外波段反演地表温度过程主要包括辐射亮温计算和地表温度计算两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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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M、ETM+影像的第 6 波段计算辐射亮温主要包括辐射定标,即利用定标系数(增益和偏移系数)将 DN 值

转化为相应的辐射强度值,后根据辐射强度值推算相应的亮度温度。 其计算公式参考 Landsat 手册:
(1)辐射亮温计算

L姿 =gain伊DN + offset (1)

L姿 = DN 伊 (Lmax - Lmin)
255

+ Lmin (2)

T6 = K2 / ln(K1 / L姿 + 1) (3)

式中, L姿 为热辐射强度值,T6 为辐射亮温,K1、K2 均为校正系数(K1 取值 TM 为 60. 776 mW·cm-2·sr-1·滋m-1,

ETM+为 666. 09 mW·cm-2·sr-1·滋m-1;K2 取值 TM 为 1260. 56 K,ETM+为 1282. 71 k)。 gain 为波段增益系数,
offset 为偏移系数,两者均可由影像头文件获得。 如果缺少定标参数 gain 和 offset 的资料,那么某一波段的 L姿

值可以根据定标常数 Lmax 和 Lmin 计算获取(公式 2)。
(2)地表温度计算

覃志豪等[17]提出了仅适用于一个热红外波段、具有较高精度的地表温度反演方法单窗算法。 本文选择

单窗算法(式 4)作为地表温度提取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参数包括:地表比辐射率、大气透射率和大气作用平均

温度 3 个。

TS = 1
C

a 1 - C -( )D + [b(1 - C - D) + C + D] 伊 Tb - D 伊 T{ }a (4)

式中, TS 为地表实际温度; Tb 为卫星高度上遥感器所观测到的亮度温度(K); Ta 是大气平均作用温度(K);C
和 D 是中间变量,其计算分别为:C=着子, D=(1-子)[1+(1-着)子]; a 和 b 是根据热辐射强度和亮温拟合出来的

系数,当温度介于 0—70 益时, a 的取值为-67. 355351, b 的取值为 0. 458606;着 和 子 分别为热红外波段的地

表比辐射率和大气透射率。
地表比辐射率的计算参照覃志豪的方法 着= f着v+ (1-f)着i+d着,式中 着v 为 TM 热红外波段范围内植被的比

辐射率取值为 0. 985,着i 为裸露地表的比辐射率取值为 0. 960。 f 为植被盖度,d着 为地表几何分布和内散射效

应,由于所选研究区域比较平坦,故 d着=0,植被盖度可用下式计算:
F = (NDVI-NDVImin) / (NDVImax-NDVImin) (5)

式中,NDVI 为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max、NDVImin 分别为研究区域裸土和植被的 NDVI 值。
大气平均作用温度主要取决于大气剖面气温分布和大气状态。 但由于卫星飞过研究区上空的时间很短,

因此,一般很难获取实时大气剖面数据和大气状态的直接观测数据。 由于本文所用数据均为夏季获取,故借

鉴覃志豪等[18] 人提出的针对中纬度夏季平均大气的大气平均作用温度的估算方法: Ta = 16. 0110 +
0郾 92621T0(T0 为近地面高 2m 处的大气温度,单位:K),获取大气平均作用温度参数。 大气透射率是地表温

度遥感反演的又一关键参数,它的影响因素较多,且通常难以获取,因此文中借鉴覃志豪[19] 等提出的 TM6 的

大气透射率估算方程,子 = 1. 031412-0. 11536棕(棕 为大气水分含量),查找历史气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本文

大气透射率的估算。 最终地表温度反演结果如图 3 所示。
3摇 结果分析

3. 1摇 城市公园地表温度特征分析

根据地表温度反演结果得到兴庆公园、长乐公园、丰庆公园、革命公园、涟湖公园、大唐芙蓉园、城市运动

公园等 7 个公园的地表平均温度分别为 300. 4、301. 8、303. 0、302. 2、301. 6、302. 2、301. 1K;与此相对应的每

个公园周边 1200m 处的地表温度分别为 304. 4、304. 3、304. 2、305. 1、304. 2、303. 1、302. 3K,通过成对 t 检验,
发现两者之间达到了极显著的差异(P=0. 006),表明夏季西安城市公园内平均温度较低于周边地区,即存在

显著的“冷效应冶。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园地表温度与公园状态参数间的相关关系,将公园斑块与地表温度数据空间叠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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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研究区原始影像图及地表温度反演图

Fig. 3摇 The TM images and the LST of research area

过计算公园景观面积、长宽比和形状指数与对应的平均地表温度数据做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

分别为-0. 258、-0. 043、-0. 096,表明公园面积与公园地表温度两者呈现较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公园长宽比

及形状指数与其平均地表温度呈现极低的负相关关系;将植被面积与对应的公园地表温度数据作 Person 相

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分别为-0. 254,表明植被面积与公园地表温度呈现较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将水体

面积与对应的公园地表温度数据作 Person 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分别为-0. 233,表明公园水体面积与公

园地表温度亦呈现较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公园面积是影响公园平均地表温度最主要的

影响因子;植被面积及水体面积两个要素是仅次于公园面积对公园平均地表温度起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 因

此,新建公园或者扩建公园从人居热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除去考虑公园面积大小外,植被面积及水体面积是

其规划与设计中亦应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
3. 2摇 城市公园冷效应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分析

为了分析公园冷效应对周边温度的影响范围,首先对 7 个公园按照 30、60、90、120、210、420、600、1200 m
的距离分别进行缓冲区分析,将各缓冲区域与地表温度反演结果相叠置,得到各缓冲区域内的平均地表温度。
以远离公园的距离为横坐标参数,以不同缓冲区域内平均地表温度为纵坐标进行对数曲线拟合,结果如图 4
和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各公园均表现为随远离公园距离的增加地表温度出现上升趋势这一特点,但当距离达

到一定范围之后,随着距离的增加地表温度的变化呈现出平稳渐变的特点;这一现象说明了城市公园的“冷冶
效应具有一定的影响范围;同时,各公园曲线拐点变化的不同则说明了不同公园的“冷冶效应具有不同的影响

距离。 由图 4 可知,长乐公园、兴庆公园、革命公园和莲湖公园的温度变化曲线表现为相近的特征,即随着距

离的增加(0—200m),温度有一个较大幅度变化的过程,之后呈现为缓慢增加的趋势,整体而言,随着远离公

园距离的增加,温度变化幅度比较大。 究其原因:淤公园历史比较悠久,周边建筑多以古旧老建筑为主,且景

观类型及其景观格局较为单一;于公园周边植被状况良好,主要以高大的乔木和灌木为主,街道较窄,直接裸

露地表较少。 因此,其温度变化特点表现为缓慢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丰庆公园、大唐芙蓉园和城市运动公

园的温度变化曲线表现为相近的特征,即随着短距离温度的增加(0—100m),温度在一个较小的幅度内迅速

变化,之后当距离增大时,温度曲线呈现平稳变化的趋势,整体而言,随着远离公园距离的增加,温度变化幅度

比较小。 究其原因:淤上述公园要么历史不长或者属于新建公园,要么是面积较小,多以地表灌草为主,少水

或者无水;于周边地区均属于近年来高强度开发地区,地表覆被较少,街道宽敞,直接裸露面积较大,均表现为

较高的地表反射率,因此,其温度变化特点表现为短距离迅速增加的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夏季公园对其周边地区的降温影响,以构建的公园冷岛指数(PCI 指数是指公园平均温

度与周边一定区域内平均温度的差值)为因变量,以公园周边平均温度点远离公园边界线的距离为自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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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距公园不同距离地表温度变化特征

Fig. 4摇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ST change of different distance far away from the parks

行对数拟合,结果如表 2。 由表 2 可知:构建的 PCI 指数与距离两者间的相关系数除了西安城市运动公园比

较低为 0. 2683 外,其余的相关系数 R2 值均大于 0. 7,由此表明:这些公园的 PCI 指数与距离呈现为较强的非

线性相关。 进一步分析发现:西安城市运动公园地处北郊新市政府所在地,系 2004 年新建,是 7 个公园中唯

一一个开放式公园,对其进行三次多项式拟合结果为:y = 5伊10-9 x3 -9伊10-6x2 +0. 0039x+0. 7767,R2 = 0. 872。
以长乐公园为例,以构建的 PCI 指数为纵坐标、以远离公园的距离为横坐标,构建了 PCI 指数与远离公园距离

的变化曲线,结果如图 5 所示:当缓冲区越远离公园时,两者间的温度差表现为增加的趋势,此外丰庆公园、兴
庆公园、城市运动公园皆表现为此特征。 同时,以周边 30m 等距区域的平均温度与其相邻区域的温度差为纵

坐标,以等距离 30m 为横坐标构建温度差变化曲线(图 6),由图 6 可知:公园对其周边热环境的影响是有一定

范围的,当远离公园的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PCI 指数会逐渐趋近于一个基本稳定的常数。 且当距离

为 30m 时,温度差变化最大,原因是地表覆被类型急剧变化的结果;随着距离的增加,温度差曲线呈现小幅度

起伏变化的趋势,分析原因是基于 TM 热红外波段的地表温度反演,由于其空间分辨率的原因,反映的不是单

表 2摇 PCI与距离(L)的拟合关系式

Table 2摇 The model between PCI and L of xi忆an 7 parks

公园名称
Park name

对数多项式
Logarithm polynomial R2

兴庆宫公园 y = 0. 6036ln(x) + 0. 0079 0. 9364
长乐公园 y = 0. 5263ln(x) -1. 0579 0. 9927
丰庆公园 y = 0. 1721ln(x) + 0. 0762 0. 9864
革命公园 y = 0. 5427ln(x) - 0. 5944 0. 5629
莲湖公园 y = 0. 4369ln(x)-0. 1948 0. 8710

大唐芙蓉园 y = 0. 1447ln(x)-0. 3801 0. 7194
西安城市运动公园 y = 0. 0568ln(x) + 0. 7789 0. 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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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表覆被类型的温度数据,而是混合像元的地表覆被温度。 统计其它公园的相关数据会发现均存在上述规

律。 由此可见,公园对其周边热环境的影响是有一定范围的,当远离公园的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PCI
指数会逐渐趋近于一个基本稳定的常数,此处将这一常数定义为 驻Tmax,当 PCI 指数由 0 增加到最大 驻Tmax 时,
所对应的距离就是公园对周边环境温度影响的最大距离 Lmax。 为了定量获取 7 个公园对周边环境的最大影

响距离,基于拟合的三次多项式采用求极值的办法,获取得到 驻Tmax 和 Lmax 的值,结果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图 5摇 距公园不同距离 PCI变化特征

摇 Fig. 5摇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CI change of different distance far

away from the park

图 6摇 等距离缓冲区温度差变化特征

摇 Fig. 6摇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y the equal

buffer distance far away from the park

图 7摇 7 个公园的 驻Tmax 直方图

Fig. 7摇 Histogram of the 7 park忆s temperature difference / 驻Tmax

图 8摇 7 个公园的 驻Lmax 直方图

Fig. 8摇 Histogram of the 7 park忆s the maximum cooling distance /

驻Lmax

由图 7 和图 8 可知,不同公园的平均降温影响范围及平均降温幅度均不相同。 通过极值计算,所选的 7
个公园对周边环境温度影响的最大距离范围为 78. 93—500. 00m 之间,最大影响距离相差近 421m;同时,降温

温差最小为长乐公园的 0. 31益,最大为兴庆公园的 2. 21益,最大温差范围相差 1. 90益。 分析可知,造成这种

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公园具有不同的特征参数。
3. 3摇 城市公园“冷冶效应的影响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市公园不同冷效应的影响因素,从公园特征参数(绿地面积、水体面积、公园长宽比、
形状指数等因子)与公园最大降温范围和最大降温温差间的相关关系入手,对获取的公园特征参数与相对应

的降温范围与降温温差基于 SPSS18. 0 进行地学统计分析。
(1)所选公园的最大降温范围与绿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0. 632,与水域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0. 543,与公园

长宽比的相关系数为-0. 473,与公园形状指数间的相关关系为 0. 068,由此表明:公园的降温范围与绿地面积

和水域面积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即公园绿地面积越大对其周边温度影响越明显,同时,水域面积亦呈现此

特征;而与构建的公园长宽比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与公园形状指数相关关系微弱。 当长宽比接近 1 时

(如兴庆公园、大唐芙蓉园),其温度影响距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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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大降温 驻Tmax 值与绿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0. 051,与水域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0. 151,与公园长宽比

的相关系数为-0. 279,与公园形状指数间的相关关系为-0. 313。 表明公园最大降温幅度与公园绿地面积、水
域面积呈现较低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水体对降温幅度的影响比植被要明显。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水体

面积比例较高(逸30% )的兴庆公园、大唐芙蓉园,其平均降温影响范围 Lmax 及 驻Tmax 整体略高于其它公园。
究其原因是由于水体热容较大,在同等太阳辐射条件下,升温较慢,同时水体具有较强的蒸散发能力及空气对

流作用,从而使得其对周边地区的降温比较明显的缘故。
4摇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 2006 年 6 月 Landsat TM 和 2006 年 5 月 12 日高分辨率 IKONOS 卫星数据为信息源,采用单窗

算法获取地表温度基础上,以公园周边不同缓冲区域地表平均温度与公园区域平均温度之差构建 PCI 指数为

因变量,并以远离公园边界的距离为自变量,分析了西安市城区兴庆公园等 7 个主要公园对周边热环境的降

温效应,研究发现:(1)基于热红外遥感研究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亦可用于具有“冷效应冶的城市公园景观等

对城市热环境响应机制的研究;(2)通过对西安市主要公园降温幅度与距离的影响分析表明:PCI 随着距离的

增加而增加,且增长方式呈现非线性特征,研究区所选公园最大降温范围介于 78. 93—500. 00m 之间,最大影

响距离相差近 421m;降温温差最小为长乐公园的 0. 31益,最大为兴庆公园的 2. 21益,最大温差范围相差 1.
90益。 (3)不同形态参数(面积、长宽比、形状指数等)的公园对其周边区域的热环境影响不同,公园平均降温

范围与公园绿地面积和水体面积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对降温幅度而言,水体比植被的影响更加明显,水体

面积比例较高(逸30% )的兴庆公园、大唐芙蓉园,其平均降温影响范围 Lmax 以及 驻Tmax 整体略高于其它公园。
因此,城市公园建设,不仅要考虑其形状,亦要考虑水体所占公园面积,一般说来,水体面积占公园面积 30%
以上为佳。

本文以西安市城区最主要的 7 个公园对其周边温度的影响为出发点,定量研究了夏季城市公园的“冷冶
效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由于所选的样本数量较少,部分结论尚需进一步统计验证;同时,研究所选区域仅局

限于西安市,因此,研究结果仅适用于与研究区域有类似情景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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