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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林业发展与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关系

张 璐 宋军芳
延安市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 陕西 延安 715700

摘 要：城市林业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显著作用。本文阐述了城

市林业对于构建宜居城市、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城市林业的功能特点和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等方面

分析，探讨城市林业在净化城市空间、改善城市气候、涵养水源、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推动

城市林业发展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构建更加宜居、可持续的城市生态环境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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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

显，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等，这些

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林业作

为连接城市与自然的重要纽带，其健康发展对于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

在探讨城市林业与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之间的内在联系，

分析城市林业在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中的独特作用，

并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对策建议。通过深入研究，以期为

城市林业的科学规划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城市林业概述

城市林业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其核心聚焦于城市

森林生态系统，它深入探究该系统内部的构成元素，包

括树木、森林、绿地等各类植被群落的种类与分布状

况，从结构上剖析不同植被层次、群落组合方式以及它

们与城市地理地貌等要素的关联[1]。在功能方面，城市

林业展现出强大的生态服务能力。城市公园、植物园等

绿地空间，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之所，也承担着净化空

气、调节局部小气候的任务。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

如同绿色卫士，能有效吸附灰尘、降低交通噪音，减轻

汽车尾气污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住宅小区内的绿化植

被，则为居民营造了亲近自然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舒

适度与空气品质。城市水系周边的河岸林带意义非凡，

它不仅稳固河岸土壤，防止水土流失，还能过滤地表径

流中的污染物，保障城市水系的清洁。城市郊区的森林

则犹如城市的生态屏障，涵养水源、调节区域气候、为

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繁衍之地，维持着区域生态平

衡。城市林业所涵盖的这些丰富资源相互融合，编织成

一张紧密的城市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它与城市生态环境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受城市建设布局、人类活动强

度与方式的制约，又反过来对城市的空气质量、气温湿

度、水资源质量、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环境要素产生积极

的改善与调节作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

态基础，是城市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

2��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

2.1  空气污染
城市中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能源消耗等活动释

放大量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

这些污染物不仅危害人体健康，导致呼吸道疾病、心血

管疾病等发病率上升，还会影响城市的能见度，降低城

市的空气质量指数，形成雾霾等恶劣天气现象。一些重

工业城市在冬季由于取暖需求增加和工业排放的叠加效

应，空气质量常常处于重度污染状态。

2.2  热岛效应
城市下垫面多为水泥、沥青等材料，其比热容较

小，在太阳辐射下升温迅速。城市中的建筑物密集，通

风条件较差，热量难以散发。城市热岛效应使得城市中

心区域的气温明显高于周边郊区，这种温度差异不仅影

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还会改变城市的局部气候，

导致降水分布不均、极端气象事件增多等问题。在夏季

高温时段，城市热岛效应会使城市中心的体感温度比郊

区高出数摄氏度，增加城市居民的中暑风险和能源消耗

用于降温。

2.3  水资源管理
城市人口密集，用水需求巨大。一方面，城市的水

资源供应面临压力，部分城市存在缺水现象；另一方

面，城市的雨水径流管理不善，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形

成地表径流，冲刷城市地表，携带污染物进入城市水

系，造成城市水体污染和洪涝灾害风险增加。在一些暴

雨天气下，城市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道路积水严重，同

时城市内河水质因雨水冲刷污染物而恶化。

2.4  生物多样性减少



2024� 第6卷�第10期·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14

城市建设过程中，大量自然栖息地被破坏，许多动

植物失去了生存空间。城市生态系统相对单一，缺乏复

杂的生态群落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一些珍

稀物种在城市中濒临灭绝，这不仅破坏了城市生态系统

的自然平衡，也降低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

能。城市扩张使得许多湿地被填埋，依赖湿地生存的鸟

类、鱼类等生物数量大幅减少。

3��城市林业发展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

3.1  净化城市空间
城市中的树木与植被宛如天然的空气净化器，积极

地与大气进行物质交换，其叶片上的气孔犹如微小的入

口，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得以进入植物体

内，随后在光合作用过程中被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减

少了大气中污染物的存量[2]。植物的叶片表面还具备特殊

的吸附性能，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包括粉尘、烟雾中

的微小颗粒等，会被叶片吸附，使得空气变得更为清新

洁净。众多研究数据有力地证实了城市森林在净化空气

方面的卓越功效。当城市森林达到一定规模面积时，其

对空气中各类污染物浓度的降低效果十分显著。植物所

具有的独特生理生态学特性决定了其特殊的生态经济功

能，这种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以一棵成年阔叶树为例，

在其生长旺盛的季节里，每天都能高效地吸收约10千克
二氧化碳，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出其强大的气体交换能

力。吸收二氧化碳，等量的氧气被释放到空气中，极大

地改善了城市的氧气含量与空气质量。并且，其吸附灰

尘与有害气体的能力同样不容小觑，大量的灰尘颗粒被

叶片截留，有害气体被转化，有效减少了城市居民暴露

在污染空气中的风险，降低了呼吸道疾病等与空气污染

相关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林业

的净化空气功能愈发显得珍贵。它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

了清新健康的呼吸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工

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活动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压力，成为

构建城市生态平衡、提升城市宜居性的核心要素之一。

3.2  改善城市气候
城市森林其对气温和湿度的调节作用犹如为城市安

装了一套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树木的蒸腾作用是调节

湿度与气温的关键机制之一。在蒸腾过程中，大量水分

从根部吸收后通过叶片气孔以水汽形式散发到空气中，

从而显著增加了空气湿度。而水汽的蒸发会吸收热量，

进而有效地降低周围环境的气温。这种降温增湿的效果

对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夏季，

城市森林为周边区域遮挡强烈的太阳辐射，太阳光线无

法直接强烈地加热地面，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体感温度，

让居民在酷热中能感受到丝丝清凉与舒适。有相关数据

表明，城市森林覆盖率与城市夏季气温之间存在着紧密

的关联。每增加10%的城市森林覆盖率，城市夏季气温便
能降低1-2℃。这一数据充分彰显了城市森林在改善城市
热环境方面的巨大潜力。城市森林还对城市的局部降水

分布产生积极影响。原理是通过增加空气湿度，使大气

中的水汽含量更为充足，为降水的形成创造了一定有利

条件。当水汽在一定条件下凝结成水滴或冰晶时，便会

形成降雨或降雪等降水形式，从而促进了城市水分循环

的良性运转。城市森林通过调节温度、湿度以及降水分

布，全方位地改善了城市的气候状况，减少了极端气候

事件发生的频率，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美好生

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  涵养水源
（1）城市林业的植被根系是涵养水源的关键要素之

一。其扎根于土壤之中，持续生长、拓展并穿插，致使土

壤结构产生变化。根系增加了土壤的孔隙度，大幅提升了

土壤的渗透性，令降水得以迅速被土壤吸纳，增强了土

壤的蓄水效能。（2）降水时，森林植被率先截留部分雨
水。这部分雨水能被植被直接吸收，用于其自身生长与蒸

腾等生理活动。而余下的雨水，因植被的阻拦与缓冲，形

成地表径流的速度显著放缓，流量也随之减少。雨水从而

有更充裕的时间与契机缓慢渗入地下，补给城市珍贵的地

下水资源，维系城市地下水位的稳定，为城市长期用水

需求筑牢根基。（3）森林植被还具有强大的净化水质能
力。地表径流流经森林地带时，植被与土壤中的微生物、

腐殖质等会对其中的污染物予以过滤、吸附与分解。比如

悬浮颗粒物会被植被阻拦、土壤吸附，部分有机污染物

会被微生物降解。城市周边的森林保护区在这方面作用

显著。它可有效调控城市河流的径流量，于雨季削减洪

峰，降低洪水灾害发生几率；于旱季持续为河流补充水

源，维持河流的生态流量。并借助自身净化功能，持续

优化河流的水质，为城市居民持续供应洁净、安全的水

源，保障城市用水安全与生态健康。

3.4  保护生物多样性
（1）丰富的植被类型为众多生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

环境。高大的乔木为鸟类提供了筑巢之所，其茂密的枝

叶可供鸟类栖息、繁衍后代，许多候鸟在迁徙途中也会

将城市中的树林作为临时停歇点。林下的灌木丛和草地

则是小型哺乳动物、昆虫等生物的家园。不同种类的植

物在不同季节开花结果，为昆虫提供了花蜜和花粉等食

物来源，而昆虫又成为鸟类、蜘蛛等动物的食物，这样

便形成了复杂而稳定的食物链和食物网，维持着生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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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平衡与互动。（2）城市林业的发展有助于珍稀濒危
物种的保护。一些城市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植物园等

形式，对珍稀植物进行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某些珍稀

花卉在城市园林的精心培育下得以存活和繁衍，避免了

因野外栖息地破坏而灭绝的命运。城市森林等生态系统

也为一些珍稀动物提供了庇护所，像城市周边的湿地森

林可能是某些水鸟的重要繁殖地，通过保护这些森林湿

地，就能保护水鸟的种群数量。（3）城市林业还能够促
进生物的基因交流。不同区域的生物可以借助城市林业

形成的绿色廊道在城市间迁移扩散，避免了因栖息地碎

片化而导致的近亲繁殖等问题，从而有利于生物种群的

健康发展。蝴蝶等昆虫可以沿着城市中的绿化带在不同

的公园或绿地之间穿梭，将不同区域的基因进行传递。

4��城市林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土地利用规划上，城市规划部门必须高瞻远瞩，

把城市林业视作城市整体布局的关键拼图，无论是新区

开拓还是旧城更新，都要预留充足空间用于打造城市公

园、森林廊道等项目，让绿色脉络贯穿城市[3]。对于那

些碎片化的零散地块，见缝插绿、拆违建绿等手段能有

效拓展林业覆盖范围。积极推动城市林业与商业中心、

工业园区等功能区的融合，屋顶花园、垂直绿化等立体

绿化形式既增添绿意又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树种选择与

配置环节至关重要。考量本地气候、土壤与水文特质，

以适应性强、抗逆性优的本地树种为核心构建城市林业

主体，它们能为本土生物撑起熟悉的家园，促进生态和

谐。外来树种的引入需慎之又慎，经严格试验评估确保

无生态风险后合理搭配，且遵循生态学原理构建多层

次、多树种的混交林，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功

能多样性。管理维护模式创新势在必行。引入市场机

制，政府购买服务，让专业绿化公司或社会组织参与其

中，提升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城市林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测

树木生长与病虫害状况，以便及时应对。激发市民的主

人翁意识，组织志愿者投身树木认养、绿地保洁等活

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共护城市林业。公众教育宣传是凝

聚共识的桥梁。借助各类媒体广泛传播城市林业改善生

态、提升生活品质的价值。学校教育融入相关知识，培

育青少年的环保理念与生态文明素养。通过举办林业展

览、植树造林等科普与公益活动，吸引公众踊跃参与，

营造全社会支持城市林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为城市林业

的蓬勃发展筑牢根基。

结语

城市林业发展与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之间存在协同作

用。一方面，城市林业的发展能够改善城市的生态环

境，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另一方

面，生态环境的改善又能进一步推动城市林业的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总之，城市林业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至关

重要。科学规划和管理城市林业，能够有效应对空气污

染、热岛效应等环境问题，同时促进水资源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提升。政府及社会各界需加大对城市林业的重

视，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其与城市建设的紧

密结合。展望未来，城市林业的蓬勃发展将极大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营造更加宜居、可持续的生活

空间，助力构建绿色、和谐的城市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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