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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尚无一个城市森书养质 量评价衍 ;

淮
。

根据江南城市森林林网化与水网化

布局特点
,

作者以上海为对象提出城市

森林综分评价指衍云体系
。

访体系功绍构
、

功能
、

协调性 三大块井 2 2个指标构成
。

计

算结果表明
,

如按 亡海
`

视划
”

实施
,

到
202 0 年 l士海城市森林的综合扰况将优子

现值 2
.

6倍
,

宾编乡构
、

功能和协谓侄分别

提高 2
,

万
、

1
,

8和 3 3倍
,

森林覆盖率
、

乔

灌植物种数
、

水士保持
、

景观体息吸引

度
、

水网林何化
、

景观布局协调性等指标

有李龙大 j曾莺窦
。

价指标体系研究甚少 多数是在研究

一般意义上的森林评价时有所提及
r

此类研究对城市森林的评价具有借

鉴意义
。

城市森林是整个森林生态网络体

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可持续

发展同样是城市森林建设的目标
。

在

对城市森林进行评价时可持续仍然

是指标选择和标准确定的一个重要

1 城市森林评价研究的相关领

域进展及启示

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

有自净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衡

量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

的重要标志
。

城市森林的建设是一个

宏大的系统工程 要实施这一工程

涉及一系列问题
,

其中之一就是如何

判定人们所建设的城市森林在群落

结构上是否合理
,

在功能上是否高

效
。

同时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

系可为城市森林规划提供科学的量

化依据 在建设与管理中起到总体引

导和控制作用
。

因此城市森林综合评

价研究十分迫切和重要
。

然而 目前

国内外直接针对城市森林的综合评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不断深

入
.

对一个森林集中区 一个林区乃

至一个国家的森林经营现状和达到

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做出恰当的评估

已成为世界上多数研究工作者共同

兴趣所在 形成了森林可持续经营标

准与指标体系的研制高潮川
。

我国学

者刘璨z[]
、

苏喜友s[]
、

谢金生#[] 等人在对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可

持续林业评价指标体系
。

朱永法
、

冯

金明等网还从森林资源的角度提出了

森林生态系统本身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系
。

他们基本上是从生态效益
、

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构建指

标体系
。

李朝洪等 e[] 从中国森林资源

可持续发展描述指标体系和评价指

标体系两个角度分别作 了研究
。

称林生态功能是无形的 无法通

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 但是森林生

态功能既有营林成本 又有营林收入
r

需要对其进行正确评价 郭王文 v[J 等以

朱亭小流域为例对森林涵养水源
、

保

护土壤
、

纳碳释氧等生态功能进行评

价 为森林资源资产核算提供有益的

科学资料
。

其后
r

洪涛
、

刘发明间首次提

出区域防护林生态效益的评价指标

建立评价体系 指导防护林体系建设
。

中国林科院的王鸣远从现代林业经营

的环境价值属性出发 提出不同林业

经营类型的环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苑金玲
、

周学安提出水源涵养林效益

计量指标
。

对于生态林业工程的效益

评价指标体系
,

雷孝章等人做出了较

为周详而细致的研究
。

李卫忠等初步

构建了我国生态公益林效益评价指标

体系框架
。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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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森林较一般森林具有更为

重要的环境生态功能 在三大效益中

环境效益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
。

但同

时环境生态效益历来是进行各种评

价时的难点所在
。

对森林的环境价值

的估算评价工作的研究也正在走向

成熟
r

这将成为城市森林的功能和效

益评价的方法基础和标准参照
。

! 3 林农复合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

系的研究

向成华从林农复合生态系统的

结构
、

功能
、

效益出发 建立 了包括结

构评价
、

功能评价
、

效益评价的评价

指标体系
,

并探讨了指标体系设置的

原则和方法
。

孔令省等人则更具体详

细地研究了指标的含义和算法
。

范志

平等人针对东北地区农田防护林 从

单条林带和林网两个尺度出发 建立

了农田防护林高效多功能经营的指

标体系

由于城市及其相邻地区的土地资

源极为珍贵 特另}
]是在发达地区 发展

城市森林的地域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

借鉴我国传统的林农复合生态系统的

林带网络方法
,

这样既可以兼顾到农

用地保护又能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环

境功能
。

根据城市森林的目标特点对

城市森林生态网络进行评价可以借鉴

农田防护林的评价程序和方法
。

! 4 城市森林相关的评价与指标体系

研究

直接针对城市森林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虽不 多 但也已有了一些

初步的研究
。

王木林
、

缪荣兴通过研

究国内外的相关资料 根据城市森

林的主要功能
、

所处位置
、

经营管理

的一致性及与城市规划和习惯接轨

等因素 将城市森林划分为防护林
、

公用林地
、

风景林
、

生产用森林和绿

地
、

企事业单位林地
、

居民区林地
、

道路林地和其它林地
、

绿地等子系

统 这为对城市森林的评价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贺建林针对城市森林

的经营目标与价值也做了一定的阐

述
。

叶镜中从森林调节气温
、

平衡大

气二氧化碳 (C O
Z
)和氧气 (。

2
)含量

、

净化大气等方面综述了城市林业的

生态功能
,

并就边缘效应
、

地理景

观
、

整体性与系统性
、

多功能性与开

放性等原则阐述 了城市林业建设规

划的意见
。

张秋根等直接针对城市

林业生态环境功能进行 了研究
,

并

阐述了构建城市林业生态环境功能

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
、

基本框

架及基本内容 并提 出了实施过程

薛达从城市园林角度 从探询城市

园林绿化总量的指标着手
`

借鉴国

外园林 绿化发展过程 中的有益经

验 并结合对 山西省城市园林绿化

实际情况空间布局与绿化效能等的

比较分析 提出建立符合 中国特色

的城市园林绿化理念的指标体系 和

政策措施
。

3 以上海为例建立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

3 ) 指标体系结构

依据前述原则和步骤初步确定

2 城市森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建

2
.

1 建立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

指标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

性原则
,

系统性原则 层次性原则
,

独

立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
。

2 2 评价指标要解决的问题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最终是要

为城市森林的建设
,

经营决策服务

综合相关研究成果
,

指标体系应能综

合评价城市森林结构与功能 (三大效

益 ) 并能指导其规划
、

建设与管理
了

旨在为城市森林的规划布局
、

发展模

式与建设标准的确定
、

群落植物选择

与配置
、

土地及资金筹措及管理等提

供科学依据 因此概括起来说评价指

标体系的目标应主要解决以下两方

面问题
:

1 判断城市森林的结构
、

布

局是否合理 : 2
、

判断城市森林在功

能上是否能满足需要 :

2 3 评价指标选择方法与步骤
夕 , z 资料研究

除了全面收集研究城市森林的

相关材料研究文献夕卜还应收集分析

一般森林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大量研

究文献 (如前文综述所及 )
,

同时根据

所获现有城市森林的现状资料和环

境背景特征
r

以及 实地勘测所得数

据 提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采取

宁多勿缺的原则 尽可能多地收集影

响城市森林建设和管理的关键因子
。

2 ,
.

2 指标识别

评价指标筛选是根据 K J法
、

D
e

巾晰法和会内会外法
。

2 3 , 指标须夕定

根据各指标特点和意义
,

进行现

状数据的收集或测定
。

2 3 浮 数据处理岌解释
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根据评价

结果进行调整
。

3 2 指标的意义
·

森林覆盖率 在单位土地面积内
.

森林树冠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面积

被称为森林覆盖率
。

.

乔灌草结合度 表征上海城市森

林中乔木
、

灌木
`

草本植物配置合理

程度的指标
r

主要从乔
、

灌
、

草的种类

组成比例
,

乔
、

灌
、

草的比例与森林类

型所应发挥的功能是否协调 与城市

森林的立地条件是否符合等几方面

进行判断
·
乔灌术物种丰富度 指城市森林

建设中所选用的乔灌木植物种数 该

项指标用来表征整个城市森林所选

用植物的多样性
·

叶面积综合指数 叶面积指数指

林地植物叶片面积之和与林地面积

之比值
。

此处叶面积综合指数为不同

类型林地的典型样地叶面积指数的

平均值
。

该项指标可用来表征森林植

物的叶量大小
·

林地空气污染减少率 林地空气

污染减少率是指城市森林空气中各

有害气体 (5 0
2

、

冈0 火
)的含量比非林地

中有害气体减少的程度的加和
·

年土壤侵蚀模数 表征水土流失
、

土壤侵蚀程度的指标
。

单位面积内受

侵蚀土壤的量 单位为 t六砰
。

.

负氧离子浓度 单位体积空气中

负氧离子含量
。

此处指标的取值为

各林型典型样地观测值的平均值
·

降温效应指数 该指标为非林地

年平均温度与有林地年平均温度之

比 表征城市森林对缓解热岛效应贡

献的大小
。

·

景观游憩吸引度 该指标为城市

森林年接待游人量与城市年总接待

一一丝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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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及三级指标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森林覆盖率

塑羹 !
U 4

现状值
1 0

_

4

城市森林

结构

目标值
3 5

.

4

O
,

9

14 0
.0566345/.03.01.02..0303.02们.01.0501203

ō、
2O

八曰

城市森林

综合评价

城市森林
功能

乔灌草结合度
乔灌木物种丰富度
叶面积综合指数

林地空气污染减少率
> l / 2 0 0

4
八,q
ù
n,八勺3nUO

n曰nō才户兮飞汇曰飞ù.0.1...000

土壤年侵蚀模数的倒数 t/ k耐
.

a

负氧离子浓度
降温效应指欲
景观游憩吸引度

城市森林

协调性

水网林网指数
路网林网指数

景观布局协调性指数

上海城市森林的评价指标值

一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表 2

权重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值
3

.

4 0

气一ṑ

no
1
CJ,ú尸、飞气é

.

……
1
,乙,ù1门孟
, .1气乙气乙,、, 1,、

4
气力
1
马乙八j介二内、21气2
飞」

00
CU
0
nU
000日on
é

城市森林
结构

城市森林
综合评价

2
.

60 2 城市森林

功能

2
.

5 1

1
.

7 8 3

城市森林

协调性

乔灌草结合度
乔灌木物种丰富度

叶面积综合指数
林地空气污染减少率

土壤年侵蚀模数的倒数 t/ k m
Z .

a

负氧离子浓度
降温效应指数

景观游憩吸引度
水网林网指数

路网林 网指数

景观布局协调性指数

游人量之比 表征城市森林景观发挥

生态旅游的服务功能的大小
。

·

林网水网结合度 表征森林中林

带与水体结合程度的指标
。

.

林网路网结合度 表征森林中林

带与城市路网结合程度的指标
·

森林景观布局协调度指数 表征

城市森林景观与它所处的背景
、

相邻

景观是否协调和谐的指标
。

3 3 评价指标的权值
、

现值
、

目标值

及评价计算方法

根据专家咨询确定了各评价指

标的权值 三级指标的现值和 目标值

是根据相关文献并结合专家咨询方

法确定 (表川
。

三级评价指标值的计算 (公式略 )

城市森林综合评价指标的计算

(公式略 )

高到现在的2 5
、

飞 8和 3 3倍 城市森

林综合质量将有较大提高 从具体指

标来看 在森林覆盖率
、

乔灌木植物

种数
、

水土保持
、

景观游憩吸引度
、

水

网林网化
、

景观布局协调性等方面增

量较大
。

这也提示着这几个方面的工

作较为重要 在规划 建设与管理中

应该给以更大的关注
。

4 结语

3
.

4 上海城市森林建设目标的评价

根据上面的评价指标框架 以及

已确定的各评价指标的权值
、

三级指

标的现值和 目标值 (对暂未能获得的

指标值先按专家咨询意见拟定一个

初设值
`

用下划线表示 ) 对上海城市

森林的 20 2 0年建设规划计算出各评

价指标值 如表 2所示
。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 出 如果规

划目标能够实现 2 020 年上海市城市

森林的综合状况将优于现值的2
.

6

倍
,

其中结构
、

功能和协调
’

{生分别提

尽管有关森林的各种评价与

指标体系在 国内外 已有 了较多研

究 而在其中地位 日显重要的城市

森林的相关研究则 尚处于 启蒙阶

段 其评价的理论和技术体系 尚处

于发展阶段 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完善
。

笔者在此提出的评价指标体

系仍是一个初步的研究成果 尚有

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从 目前已 有的

研究成果 以及笔者在对 上海的现

代城市森林建设 的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的研究实践中看 当前城市森

林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的研 究主要

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难点需要克服
:

1
.

城市森林的概念要进一步 明确
;

2
、

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森林分类

系统
;

3 寻找克服缺乏长期观测数

据支持的新的方法
;

4 不同类型的

城市应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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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能量使用
。

应用所建立 的合肥市 空气 污

染减少模型对发展城市森林的两

种选择方案进行了检验
。

这两种方

案是
:

1 ( )保持现有的树种组成 增

加树冠覆盖度至 0 3%
:

( 刘在城市

应用最好的吸污树种 同时增加树

冠覆盖度至 3。 %
。

这两种模拟结

果表 明
,

与现在 的城市森林相 比

在吸收空气污染物方面具有几乎

相同的潜在增量 即污染吸收分另lJ

增加 2 6 4和 2 5 s t
。

其中第二方案

需要较少的树木 约 34 9川 棵 而

在第一种方案 中则需 4 9 3 0 3棵

合肥的发展可被看作是设计新型

城市森林 最大限度地减少空气污染

的一次机会
。

合肥会通过整个城区内

增加树木密度而获益 适宜的树种选

择会使VO C释放减少 并增加吸污量
。

增加老城区的树木盖度
`

致力于新建

城区的森林建设 保护好公园
、

绿地系

统中的现有林地 必将促进合肥的空

气更加清新 进一步增强人们的身体

健康
。

根据合肥市政府所采纳的现行

市政规划 到 20肠年市区面积发展到

{田际丁甲如果该区域的树木覆盖率能达

到30 % 并选用最佳的抗污树种栽植

那么合肥的城币三森栩各有2笙听
,

株树木

组成 每年吸收污染物飞脚 05 t( 见表

3) 经济价值 5助万美元
。

如果城床森林

设计的主要目标是减少空气污染的

话 我们必须认识到合肥新建城区树

种多样性降低的潜在效应
。

防治空气

污染必须与不同树种的其他功能价

值
、

美学价值保持平衡防
、

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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