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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子导航地图 ＰＯＩ 的北京城区绿色空间服务半径
分析

董仁才１，∗，姜天祺１，２，李欢欢１，２，李思远１，２，张永霖１，２，付　 晓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近年来，电子导航地图中的兴趣点（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在城市地理与城市生态研究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 城市绿色空

间对其居民的生产生活服务作用十分重要，城市绿地系统的配置是否科学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情况有着重要影响。 利用

北京城区五环以内的 ＰＯＩ 数据，采用核函数模拟出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在空间分布上强弱程度的热力图，对该区域绿色空间实体

不同半径服务区内的热力特征进行耦合分析。 研究表明：北京市五环以内绿色空间实体 ５００、７５０ ｍ 和 １０００ ｍ 典型服务半径的

覆盖面分别占总面积的 ７７．９９％、９１．５５％和 ９７．４６％，从服务供给角度表现出空间分布格局相对均匀；但在绿色空间 ５００ ｍ 服务

半径内，仅覆盖了 ＰＯＩ 热力图中极高密度区中 ５１．１９％的地区，高密度区中 ５４．７８％的地区，中密度区中 ６６．２１％的区域，从服务需

求角度表现出绿色空间分布格局明显不均衡。 研究认为城市绿色空间在 ＰＯＩ 热度较高区域的主要商圈、人流密集区域匹配明

显不足，需要通过增加绿地或疏解 ＰＯＩ 集中程度来缓解绿色空间供需矛盾。
关键词：城市绿色空间；兴趣点（ＰＯＩ）；北京；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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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空间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吸收噪音、维持生物多样性

与水土保持等多种功能，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户外活动场所，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 居住环境中的绿色空

间比率对于居民的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影响，具有改善情绪、缓解压力的作用［１］。 同时，城市绿色空间对于

周边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居民在选择生活地点时有着“趋绿趋蓝”倾向［２］。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城市居民对于绿色空间的需求也日益增加［３］。 城市绿色空间生态功能的供给水平不仅依赖于绿地总

量，还与其空间配置密切相关［４⁃５］。 城市绿色空间能为周边不同范围的地区提供不同程度的生态服务，而城

市居民生产生活密度不同的地区对城市绿色空间的需求也不同。 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城市绿色空间规划是否

合理，就要求从空间视角去分析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密度分布和绿色空间的布局［４，６］。
传统上，相关研究过程中多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建模分析来表征城市人口密度［７⁃９］，或利用居住用地表征

城市人口密度分布［４］。 但数据获取相对困难，处理过程也较为繁琐，且不能很好地表征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区

的精细化程度。 近年来，在城市地理与城市生态研究方面，电子导航地图数据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其兴趣

点 ＰＯＩ 数据。 电子导航地图 ＰＯＩ 数据是以一种代表真实地理实体的空间大数据，具有相关空间位置信息和

属性信息，在更新速度和获取成本方面，较遥感和人口密度数据有一定的优越性［１０］。 ＰＯＩ 数据涵盖了城市各

类设施的位置信息与属性信息，在城市基础设施数据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利用城市空间分析方法研究这些数

据点的地理分布特征，可以为城市规划、决策以及向社会提供社会经济、文化等统计数据分析服务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１１］。 可以说，电子地图的兴趣点有效地表征了城市人居状态。 目前 ＰＯＩ 数据已应用于诸多与城市空

间相关的研究，陈蔚珊等［１２］基于 ＰＯＩ 数据对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进行识别和业态集聚特征分析；丁娟

等［１１］基于互联网用户共享数据，从地理兴趣点（ＰＯＩ）的角度分析比较入境游客的景观兴趣偏好；许泽宁等

则［１０］基于电子地图兴趣点来识别城市建成区边界。 ＰＯＩ 作为城市空间分析的基础数据之一，直观且有效地

反映了各类城市要素的集聚状况［８］，其分布模式和分布密度在基础设施规划、城市空间分析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１２⁃１４］。 已有部分研究表明，对兴趣点数据进行密度分析可以表征城市经济热点与城市人口分布情况［１１，１５］。
本研究试图以北京市五环内地区为例，应用城市电子地图兴趣点（ＰＯＩ）数据分析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热度

区，并分析探讨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不同服务半径内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热度区的分布情况，为城市绿色空间

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尝试，为绿色空间未来的发展建设提供依据。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从 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可知，北京市的绿地面积为 ６．８４ 万 ｈｍ２，公园绿地面积为 ２．３２ 万 ｈｍ２，建城区

绿化覆盖率为 ４９．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１５．９４ ｍ２ ／人。 本文以北京市五环以内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处于北

京市核心区域，多为平原区域。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北京市实施了一系列城市绿化建设，包括荒山绿化、
绿化隔离带修建、平原农田林网建设和城市公园建设等，旨在将北京市建设成集自然生态、遗产保护、文化教

育和休闲游憩为一体的综合性绿色生态城市［１６］。 北京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绿色空间的宏观布

局，但依然存在绿地总量不足，配置不合理，生物栖息地破碎化、热岛效应突出等问题［１７］。 城市绿色空间是城

市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过去的城市建设追求单一的绿地面积，忽视绿

地在空间上的配置。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绿色空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分析与评价已成为生态城市建设

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１．２　 研究数据

本研究以高德公司生产的 ２０１３ 年 Ｑ３ 版的北京市电子导航地图数据为主要数据源。 该数据为可编辑处

理的矢量数据，采用 ＷＧＳ １９８４ Ｗｅｂ－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投影。 该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了车辆采集、步行采集、收集企业用

户信息、互联网信息、航空摄影测量及卫星影像等［１８⁃１９］。 数据内容包含了交通相关、兴趣点、境界与政界、自
然相关 ４ 个数据集，４ 个数据集下中共包含 ２２ 个图层（表 １）。

表 １　 数据集与图层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ｎｄ Ｌａｙｅｒ

数据集 Ｄａｔａｓｅｔ 图层 Ｌａｙｅｒ

交通相关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 地铁站、地铁站出入口、地铁站出入口形状、城市轨道交通、建筑物内部道路、桥、红绿灯、道路
中心线、铁路

兴趣点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兴趣点、内部兴趣点

境界与政区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区县级行政区划、商圈、地市级行政区划、小区、建成区、省级行政区划、行政地名

自然相关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单线水系、植被、自然地名、面状水系

自然相关数据集下的植被图层被用于表示城市中各类绿色植被信息，包含要素名称、要素类型、要素周长

和要素面积等字段。 植被要素类型被划分为六类：休闲场所内绿化地、道路交通绿化地、高尔夫球场、森林公

园、园地和默认绿地。 经统计，北京市五环内绿地数量共计 ２５２４ 块，类型主要有道路交通绿化地、高尔夫球

场、默认绿地（未开发）、森林公园、休闲场所内绿化地和园地。
兴趣点数据集包含兴趣点和内部兴趣点两个图层，本研究只采用其中的兴趣点图层。 兴趣点图层中的字

段包括要素名称、要素类型、要素地址电话等。 在要素类型的分类方法上，兴趣点被分为餐饮、住宿、医疗、景
点、商务、购物等 １９ 个大类。 经统计，北京市五环内兴趣点数量为 ２０６６３５ 个，类别包含餐饮、住宿、医疗、景
点、商务、购物等。
１．３　 研究方法

兴趣点涵盖了与城市所有生产生活相关设施的位置与属性信息，可以为城市规划、管理提供决策服务，从
宏观上获取城市设施、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１１］。 一般来说，兴趣点的聚集程度越高，则该区域生产生活活动

越密集，反之亦然。 在兴趣点空间特征的表达上，相比于样方密度、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密度等方法，核密度法更有优

势［１２］。 故本文使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对五环内兴趣点热力图进行模拟。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ｆ（ ｓ） ＝ ∑
ｎ

ｉ ＝ １

１
ｈ２ ｋ

ｓ － ｃｉ
ｈ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ｆ（ｓ）代表空间位置 ｓ 处的核密度计算函数；ｈ 为距离衰减阈值；ｎ 为与位置 ｓ 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ｈ 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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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个数；ｋ 函数则表示空间权重函数。 这一公式的几何意义是密度值在每个核心要素 ｃｉ处最大，并且在远

离 ｃｉ的过程中不断降低，直至与 ｃｉ的距离达到阈值 ｈ 时核密度值降为 ０［１１］。
本研究中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为操作平台，运用空间分析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北京市兴趣点进行分析。 在

实际操作中，搜索半径（与距离衰减阈值相关）的设置对结果的影响较为重要，本研究中根据北京市街区特

征，将搜索半径设置为 １２６０ ｍ。
为科学地在宏观上反映地区生产生活热度，研究采用自然分级法，将研究区域内兴趣点核密度值按由高

到底，划分为极高密度、高密度、中密度、较低密度和低密度 ５ 个等级。 接着与绿色空间实体进行空间叠置，初
步分析五环内绿色空间与 ＰＯＩ 密集区的空间分布情况。

一般来说，中大型绿地能为周边 ５００ ｍ（步行时间小于 １５ ｍｉｎ）范围内生活的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服务功

能，为 ５００—７５０ ｍ（步行时间约 １５—２５ ｍｉｎ）范围内生活的居民提供较好的生态服务功能，为 ７５０—１０００ ｍ（步
行时间约 ２０—３０ ｍｉｎ）范围内生活的居民提供一般的生态服务功能，而 １０００ ｍ 之外的地区所能享受到的生态

功能较少。 因此，本研究在简单分析了绿色空间实体和 ＰＯＩ 热度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之后，对绿色空间做 ５００、
７５０、１０００ ｍ ３ 种不同半径的缓冲区，与 ＰＯＩ 热力图进行耦合分析。 从绿色空间生态服务供给和 ＰＯＩ 热度区

生态服务需求的角度，进行有关讨论。

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１　 北京市五环内绿色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２．１　 五环内绿色空间分布基本特征

从图 １ 看出，北京市五环内绿色空间斑块较为破

碎，且绿色斑块的数量呈现由内环向外环逐渐增加的趋

势。 在旧城区（二环以内），绿色空间斑块数量少，单体

面积大，分布相对集中，均为由知名的文物古迹、私家园

林和宅院演变而来的城市公园绿地。 在三环和四环，绿
色斑块数量较多，单个绿色空间面积小而分布相对分

散，呈现带状、环状和放射状。 从方位上看，北京市五环

内的绿色空间整体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征。 在

研究区域的西部和北部，有大量绿色空间集中分布在四

环至五环间，在城市南部和东部，绿色空间数量较少且

分布较为分散。 城市交通主干道的道路绿化明显，分别

为城市由中心向外的高速路和城市环路。 几个大面积

的开放绿色空间分别位于二环南部地区，五环北部地区

和五环西北地区。 准确地呈现了北京市对中心城区绿

地系统结构规划 “两轴、三环、十楔、多园” 的基本

结构［２０］。
２．２　 五环内 ＰＯＩ 热度分布基本特征

通过对北京市五环内 ＰＯＩ 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北京市五环内 ＰＯＩ 核密度分布图如图 ２ 所示。 从图上观

察，整体上北京市五环内的兴趣点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地带，越靠近城市中心，兴趣点密度越高。 在城市三环

以内区域，兴趣点密度普遍较高。 在城市三环以外地区，兴趣点密度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在四环以外地区兴趣点密度普遍较低。 从方位上看，整体上北部地区兴趣点密度高于南部地区，东部地区高

于西部地区。 另一方面，城市南部和北部相比，北部兴趣点分布相对较为聚集，南部较为分散；城市东部和西

部相比，东部兴趣点分布相对较为聚集，西部较为分散。 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综合体，其集聚效应和规模效

益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点可以通过 ＰＯＩ 核密度特征较好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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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结合 ＰＯＩ 热力图的五环内绿色空间不同服务半径分析

图 ２ 的 ＰＯＩ 核密度分级分布图与绿色空间实体进行空间叠置情况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北京市五环内 ＰＯＩ核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Ｉ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 ３　 北京五环内绿色空间与基于 ＰＯＩ密度分析的生产生活热度

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Ｉ

图 ４　 不同 ＰＯＩ密度等级下绿色空间面积占比

Ｆｉｇ．４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由图 ３ 可以看出，五环内居民生产生活极高密度区

和高密度区主要分布在海淀区的中关村⁃双榆树⁃五道

口商圈和公主坟 ／万寿路商圈、西城区的阜成门⁃金融

街⁃西单商圈、东城区的东直门⁃王府井⁃朝阳门商圈、朝
阳区的朝外⁃建外大街⁃国贸商圈以及亚运村商圈和望

京商圈、丰台区的方庄商圈。 同时，也存在什刹海、玉渊

潭和中南海等绿色空间占据优势的兴趣点热度较低区

域。 在热度区中面积占比 ２９．１５％的极高密度区、高密

度区和中密度区中，城市绿色空间面积仅有 ４．６７ ｋｍ２，
占绿色空间总面积的 ６．４９％；而面积占比 ４４．７５％的低

密度区中，城市绿色空间面积有 ５６．２７ ｋｍ２，占绿色空间

总面积的 ７８．１６％，表现出五环内绿色空间分布区与兴

趣点高热度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不同 ＰＯＩ 密度等级

下的绿色空间面积占比统计见图 ４。
城市绿地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密集区在空间上的

交错分布是必然的，但是城市绿色空间应能尽量发挥其

有效的服务半径。 因此通过进一步对城市绿色空间进行不同半径缓冲区分析（图 ５），得到研究区域内绿色空

间 ５００、７５０ ｍ 和 １０００ ｍ 半径范围缓冲区域对 ＰＯＩ 热度区的覆盖情况，并对不同级别热度区所能享受到的绿

地服务面积进行统计（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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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绿色空间不同半径（５００，７５０，１０００ ｍ）服务区覆盖情况

Ｆｉｇ．５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表 ２　 ＰＯＩ热度区的绿色空间不同半径服务区面积统计表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Ｉ ｈｅａｔ ａｒｅａｓ

ＰＯＩ 热度区类型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ＰＯＩ ｈｅａｔ ａｒｅａｓ

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５００ ｍ 生态服务区
５００⁃ｍｅ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７５０ ｍ 生态服务区
７５０⁃ｍｅ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１０００ ｍ 生态服务区
１０００⁃ｍｅ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非生态服务区
Ｎ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极高密度区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１１．７９ ６．０４ ８．７６ １０．６３ １．１６
高密度区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６７．９５ ３７．２２ ５１．６４ ６０．９２ ７．０３
中密度区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１１５．１４ ７６．２３ １００．９１ １１１．９１ ３．２３
较低密度区 Ｌｏｗ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１７４．４７ １３４．２９ １５９．８７ １７０．２８ ４．１９
低密度区 Ｌｏｗｅｓ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 ２９９．１８ ２６７．６０ ２９０．８５ ２９７．８３ １．３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６８．５３ ５２１．３８ ６１２．０３ ６５１．５７ １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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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知，当绿色空间的服务半径为 ５００、７５０ ｍ 和 １０００ ｍ 时，绿色空间生态服务区面积能够达到 ５２１．
３８、６１２．０３ ｋｍ２和 ６５１．５７ ｋｍ２，分别实现了对总面积 ７７．９９％、９１．５５％和 ９７．４６％的覆盖。 从绿色空间的服务供

给角度看，其空间分布格局相对均匀。 同时，在绿色空间 ５００ ｍ 服务半径内，仅覆盖了 ＰＯＩ 热力图中的极高密

度区中 ５１．１９％的地区，高密度区中 ５４．７８％的地区，中密度区中 ６６．２１％的区域，从服务需求角度则表现出绿

色空间分布格局的不均衡。

图 ６　 不同半径服务区外 ＰＯＩ热度区及主要商圈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此外，通过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各个服务区外

均有超过一半的地区是城市生产生活热度较高的地区

（含极高密度区、高密度区和中密度区），而这些地区与

北京市主要商圈分布位置大致吻合（图 ６）。

３　 讨论

３．１　 北京城区绿色空间与 ＰＯＩ 密集区分布现状及问题

电子导航地图兴趣点的聚集程度可以较好的表征

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热度，采用 ＰＯＩ 数据并结合核密

度分析，能够精细刻画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热度在空间上

的分布。 如兴趣点密度值较高的中关村、五道口、国贸、
王府井等主要商圈和旅游热点的形态和轮廓极易辨识。
分析表明，北京市五环内兴趣点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地

带，越靠近城市中心，兴趣点密度越高。 而绿色空间的

分布正好相反，中心城区数量较少，单个绿色空间面积

较大且分布相对集中，城市外围数量较多，单个绿色空

间面积小而分布相对分散。 五环内绿色空间实体的

５００、７５０ ｍ 和 １０００ ｍ 服务区的面积比例基本随着居民

生产生活热度的降低而升高。 总体而言，绿色空间服务

区与生产生活热度区在空间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通过进一步对北京城区绿色空间生态服务范围的

分析，发现在生态服务区之外的地区主要为生产生活热

度较高的地区（极高密度区、高密度区和中密度区），而这些地区与北京市主要商圈分布位置大致吻合。 大型

商业用地周边绿地较为缺乏，体现了传统城市规划对城市生产生活布局和城市绿地规划缺乏科学的认识。 传

统的城市绿色空间规划主要体现在对绿地总量达标和对住宅区的供需平衡上［４］，而大型商业用地由于对居

民消费的吸引力较大，其周边的土地经济价值较高，在规划过程中多建设为住宅区。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生产

生活建筑群密集，人口活动热度高，更需要绿色空间的降温降噪、固碳释氧、净化空气等生态服务功能。
３．２　 运用 ＰＯＩ 数据分析城市绿色空间的优缺点分析

运用 ＰＯＩ 数据对城市绿色空间服务半径分析相比于传统方法有多种优点。 首先，从数据源的角度来说，
电子导航地图的兴趣点 ＰＯＩ 数据是一类重要的地理空间大数据，其在更新速度和获取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越性。 在城市生态领域的研究中可以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数据类型，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城市这一复杂的生态

系统。 随着现代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普及，越来越多表征城市人居环境状态的数据可以被获取和利用。 其次，
通过 ＰＯＩ 核密度法可以获得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热度区，进而分析探讨城市绿色空间及周边不同服务半径内

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热度区的分布情况，可以更加精细化地表征城市绿色空间实体所服务对象的空间分布特

点，以此提高了对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科学性，为城市绿色空间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尝试，为绿色空间未来

的发展建设提供依据。 该方法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不同面积大小的绿地的服务半径的差异性未得到较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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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研究，在往后的研究中还有待深入。

４　 结论与展望

目前，在我国城市用地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要充分认识绿色空间与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区的分布特征，科
学合理地规划城市绿色空间的分布，才能使城市绿色空间的生态效益最大化，让每一块绿地都能充分发挥其

生态服务功能，每一个地区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周边城市绿地的生态服务。 有众多学者指出，将城市绿色空间

规划纳入城市空间规划有利于城市合理、科学、高效、可持续的发展［２１⁃２３］。 同时，目前已有城市提出将景观可

达性作为城市指标，并且在规划中加入居民可感知的生态环境指标。 如上海在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中在指标上

拟增加了“居民出门 ５００ 米，步行 １０ 分钟，就有一块 ３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绿地”的指标，悉尼提出了“市民

在 ３ 分钟内能到达通往公园的步道上”，纽约提出“确保所有纽约人居住在公园的 １０ 分钟步行圈内”，这些都

体现了未来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２４］。 因此在未来的城市绿地规划过程中，应首先科学地认识地区生产生活

热度区的具体分布情况，分析已有城市绿地的不同半径生态服务范围，优先在缺乏绿色空间且居民生活热度

较高的区域增加绿化，提高绿化质量，使绿色空间可以为更多的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态服务。 将城市绿色空间

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并且在绿色空间的规划与建设时充分考虑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区域的分布

特征，将是未来城市绿色空间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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