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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森林的成分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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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城市森林是城市范围内及与城市关系密切的、以树木为主体的生物群落。为便于分类型

进行研究、规划设计和建设以及经营,将其按主要功能、所处的位置、经营管理的一致性及与城市规

划和习惯接轨等因素, 区分成防护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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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城市森林　成分　类型

　　城市林业是由林业和园林融和而成,是建设、经营和利用城市森林的事业。它广泛参与城

市生态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和高效利用; 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

展[ 1]。

城市森林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由人工生物群落和自然生物群落组成的,包括城

市范围内的各类林地和绿地,为城市服务的不同树木花草种类,不同结构、形态、功能的生物群

落。这些群落组成的城市森林子系统、次级子系统实现和城市生态系统中众多子系统互相交

叉、互相渗透、进行交流,发挥调节和协调发展作用。为分别进行研究,将城市森林按功能、所处

位置及生物群落的形态及经营管理方式等区分成类型,理出次级子系统。依据不同类型采用不

同规划设计方案、经营方式,力求取得最大效益。

1　城市森林的成分

　　城市林业是新兴学科, 各国学者对城市森林、林业的理解和论述不尽一致。Erik Jor gerger

指出:城市林业是指受城市居民影响和利用的整个地区的所有树木的管理,包括服务于居民的

水域和游憩区。日本专家认为城市森林包含市区绿地,主要包括城市公园、市内环境保护林、道

路及河流沿岸的绿地、机关企业等专用绿地、居民区绿化美化及立体绿化等; 郊区绿地主要包

括郊区环境保护林、自然休养林、森林公园等城市近郊林及农、林、畜、水产生产绿地
[ 1]
。欧洲不

少国家的城市森林也包含相似的成分 [ 2]。美国 Grey G W 和我国台湾高清教授认为城市林业

包括:“庭园木的建造、行道树的建造、都市绿地的造林与都市范围内风景林与水源涵养林的营

造”
[ 3]
。美国学者认为: 城市林业的任务是栽培和管理城市树木,在广义上,包括城市水域、野生

动物栖息地、户外娱乐场所、园林设计,城市污水再循环、树木管理和木质纤维生产
[ 4, 5]
。尽管各

国学者的论述不尽相同,但基本点却是一致的, 简而言之,凡是被城市影响和利用的树木及其

它植物生长的地域,以及其中的野生动物, 均包含在城市森林范围内。笔者认为城市森林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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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范围内及与城市关系密切的, 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野生动物、微生物组成的生物群落及

其中的建筑设施,包含公园、街头和单位绿地、垂直绿化、行道树、疏林草坪、片林、林带、花圃、

苗圃、果园、菜地、农田、草地、水域等绿地。

2　城市森林分类的依据

2. 1　城市森林分类的必要性

　　城市森林绝大多数是人工林,人造植物群落,是根据需要和可能营造的。城市生态系

统中的众多子系统或者说各行各业、不同地区、不同环境对森林的要求不同, 有些需要各种各

样的防护作用,如防风固土、防洪、水源涵养、防各种污染;有些需要各种美化,为人们提供舒适

的环境,或供游憩、娱乐、锻炼、狩猎等活动;有些需要多种功能绿地。多种需求决定了城市森林

类型的多样性。城市是人工环境,气候、土壤条件复杂,为适应各种环境,更增加了植物群落的

多样性。

为了更好地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必须将各种生物群落区分成类型,归纳成系统, 进行分别

类型研究, 探索其生长发育和对环境适应性等规律, 以及提高效益的途径和措施,为城市森林

的规划设计、建设及确定各项指标、合理经营管理、评价核算、提高服务水平和各种效益服务。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近年来,城市数量以每年近 100个的速

度猛增,许多城市迅速扩大,冲破了市区和郊区的界限。人口集中、工业交通发展,使城市污染

加重,环境恶化,城市不但要美化,而且要净化, 这就要求将森林引进城市,园林进入村镇,林业

和园林加速融合, 使城市森林向多功能、多类型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休息时间增多,游憩、

旅游、体育运动需求增多,交通发展, 人们出游次数增多, 范围扩大,均要求城市森林迅速发展,

范围扩大,种类增多,质量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经营管理形式得

到迅速发展, 城市森林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增多, 国内外游客增多促进了城市森林的发展。综合

上述说明: 一则以所有制或以市区、郊区为基础进行绿地分类已难以满足需要,二则城市森林

有很多新课题急待研究、解决, 而且森林分类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抓紧进行以适应迅速

发展的形势。

2. 2　城市森林分类的依据

城市森林分类既要能包含城市森林所有成分,反映其特点,又要有可操作性, 便于在研究、

规划设计、经营管理工作中应用。目前国内外分类遵循的原则不尽相同, 有按所处位置分的,分

为市区和郊区绿地;有的按服务范围分为全市性和地区性的; 有按规模分为大、中、小型;有的

按功能分为美化装饰、游憩、防护、生产等林地。我国城市森林类型多、差异大,笔者认为遵循下

列原则进行分类较为符合实际。

2. 2. 1　森林的功能是分类的重要依据　理想的功能是营造和经营森林的主要目的、功能上的

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生物群落种类、结构和所处的环境有很大一致性,这些是形成生态系

统的主要因素。也便于建设、经营、效益核算和评价等方面应用。

2. 2. 2　尽量与城市用地规划一致　考虑这一原则, 便于在城市规划用地中计算面积;在设计

和管理等工作中分类指导、考核和确定有关指标。

2. 2. 3　充分考虑到与经营管理方式的一致性　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森林将被逐步推向市

场,建设资金来源多渠道,经营管理多样化。分类要便于分级管理、分类经营, 例如以前公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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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均为市政投资建设和经营, 称为“公共绿地”。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园林景区是企业、个人

或引进外资开发建设的,显然不宜再算作“公共绿地”了, 随着改革的深入,将逐步推行承包制、

租赁制等经营形式。这部分林地可分为收费服务的风景林或免费使用的“公用绿地”。这对提

高管理水平, 建设核算体系,促进事业发展十分有益。

2. 2. 4　能反映不同类型城市的城市森林发展水平和特点　我国城市数量多,其经济、社会和

自然条件复杂, 城市森林发展水平和潜力及发展的难易程度差别很大,分类既要能概括现状,

又要看到未来的发展。

2. 2. 5　尽量考虑我国的习惯和国际先进方法接轨　考虑到历史习惯, 保留了“公用绿地”名

称,但将其范围限于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绿地。

3　城市森林的类型

3. 1　国内外分类概况

城市森林是一门新兴科学, 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被公认的分类方法,由于国情和见解及用

途不同而不尽相同。许多国家仍在探讨之中。前苏联的分类观点在我国影响较大, 他们分为

( 1)公共绿地:包括各种公园、动植物园、小游园、林荫道、街道绿地、行政和公共机关绿地; ( 2)

专用绿地: 包含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俱乐部、文化宫及少年之家、科研机关、医疗单位、工业

企业、农场居住区的公园、花园及绿地; ( 3)特殊用途绿地:包含工厂企业的防护林带、防止有害

因素影响的林带、水土保持林带、防火林带、改良土壤林带、公路和铁路两侧绿地、墓园、苗圃、

花圃。日本学者则先将森林按市区和郊区分类,再将市区、郊区绿地按功能分类。日本城市规

划著作中,首先分为公共绿地和私有绿地。公共绿地又分为( 1)公共绿地:包括公园绿地、运动

场、公园道路, 步行专用道、自行车道,广场, 公园墓地; ( 2)自然绿地: 包括河川、湖泊、水路、海

滨、河岸、湖畔,山林、原野、农地; ( 3)公开绿地: 寺庙境内、坟地及其附属地, 公益设施附属园

地,民营公共设施园地。私有绿地又分为( 1)共用绿地:包括共用住宅园地、行人游憩设施、企业

福利设施、学校体育场、其它园地; ( 2)专用绿地:包括个人园地、苗圃试验用地、给水排水、其它

处理设施。美国学者将其分为“游憩地、风景林、国有林、商业林、路旁林带等。英国学者分为庭

园和游憩地等
[ 6]
。许多国家与美国学者有相似的看法。我国学者有的将绿地分为公共绿地、园

林生产及卫生防护绿地、风景旅游绿地、专用绿地和街道绿地 5 大类 [ 7]。有的分为( 1)公共绿

地: 包含市区各类公园、场馆及林荫等开放绿地; ( 2)生产绿地; ( 3)防护绿地; ( 4)风景游览绿

地; ( 5)专用绿地; ( 6)街道绿地等 6大类
[ 8]
。

3. 2　城市森林类型

这里所说的森林类型, 主要指某些地域内的生物群落——被称为林地或绿地的类型,也包

含这些地域内的设施及建设、经营等活动。根据我国国情和当前城市森林现状,笔者认为分为

以下 8大类(子系统)较为妥当。

3. 2. 1　防护林　为防御风沙、洪水、海潮、污染以及为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而营造的森林。主

要包括防风沙林、防洪林、环境保护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等。它们既有防护作用、调节气

候,又是重要城市景观。

3. 2. 1. 1　防风沙林　为防御风沙危害而营造的林带或片林。常建成与主风方向垂直的林带,

冬季防寒风,春夏季防干热风, 遏制风沙危害,减少热量和水分消耗, 保护城市环境, 提高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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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量。

3. 2. 1. 2　防洪林　沿海、江河及山区城市, 可能发生海潮、江河水患或暴发山洪的地方,为防

水患、山洪而营造的林带或片林。

3. 2. 1. 3　水土保护林　主要用来保持水土,减少水土流失,预防滑坡或泥石流灾害的林地及

荒山、荒坡。是山区、丘陵地区最常见的林种,发挥保持水土, 绿化山区、平原,预防江河淤积等

作用,也是重要的城市景观。

3. 2. 1. 4　水源涵养林　为涵养水源给城市提供清洁的用水而营造的森林。常营造在水库、江

河上游和周围,每公顷林地蓄水可达 200～400 t。这类森林可能伸展到城市管辖范围以外, 应

与有关地区联合经营。我国有 300多个城市缺水, 结合保持水土营造这类森林非常重要。林内

需要防止污染,不宜对游人开放。

3. 2. 1. 5　环境保护林　为控制空气、土壤和噪音污染而营造的林带、片林。常营造于有污染的

交通线、工业区、居民区周围,或在市区设置隔离林带、片林、花草、树木隔离区。

3. 2. 2　公用林地　由市政、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投资建设, 免费向群众开放的绿地。供人们休

息、娱乐、聚会、体育运动、科学技术等活动,其中设有道路和供人使用的设施,作为福利事业免

费使用。包括街心花园、小游园, 广场、路边、河边的开放花坛、林地,名木古树、纪念林、纪念馆、

小型体育场、庙宇等。这类林地是分布地域广、成分复杂的森林系统,对于方便人们生活、出行

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是处于城市繁华地区, 起着美化市容、调节城市气候等重要作用。

3. 2. 3　风景林　供人们游览、野营、狩猎、疗养、体育运动及进行科学活动等交费使用的景区、

林地等。包括大型公园、动物园、植物园、体育公园、纪念性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名胜古

迹风景区、自然风景区、狩猎区等。这类林地中设有游览、娱乐设施和相应的专业设备,供游人

使用。并有专门机构管理。风景林中有国家投资建设的,也有企业、个人建设或经营的。

3. 2. 3. 1　公园　指各类收费服务的游乐园。包括综合性公园、儿童游乐园、古典园林等。

3. 2. 3. 2　体育公园　指有体育运动设施的园地, 供体育运动和娱乐,包括体育公园、垂钓园

等。

3. 2. 3. 3　动物园　主要任务是供居民参观,普及有关动物的知识。为科学研究提供条件。

3. 2. 3. 4　植物园　是植物科学研究试验场所, 设有实验室、展览室、温室、苗圃,供研究和群众

参观,普及科学知识。

3. 2. 3. 5　纪念性公园　以革命活动故址、烈士陵园、历史名人遗迹为中心的园林绿地,供群众

瞻仰、凭吊及游憩,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寓于游览娱乐之中。

3. 2. 3. 6　森林公园　以森林为主要景观, 供人们游览的公园。在保存森林景观的基础上,适当

加以整顿布置,增加游览服务设施,形成的游览区,

3. 2. 3. 7　自然保护区　是指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濒于灭绝生物种类的区域, 也是进行

科学研究的基地。其中部分或全部开放,供游人参观、游览,供群众娱乐和进行热爱大自然的教

育。

3. 2. 3. 8　名胜古迹风景区　为保护名胜古迹或以名胜古迹为中心的风景林地。如长城风景

区、十三陵风景区等。

3. 2. 3. 9　自然风景区　是指以自然景观为主的风景区,如水库、溶洞周围或山川等林地风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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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10　狩猎区　是为供游人狩猎和娱乐设置的风景区等。

3. 2. 4　生产用森林、绿地　以生产木材、果品、花卉、苗木,以及农、牧、副、鱼产品等为主要目

的的林地、绿地、水域。包括竹木用材林、林副产品、药材、蚕桑等林地、果园、苗圃、花圃、草场、

菜地、农田、鱼塘等绿地。是满足居民林农产品需要的重要场所, 在郊区占很大比例。还有调节

气候等功能, 也是城市景观。可能发展为生产、游览、度假、购物等综合经营的多功能产业。

3. 2. 5　企事业单位林地　指属于单位使用的绿地。包含机关、学校、医院、军营、工厂、仓库、车

站、码头、体育馆、影剧院、商店、旅馆, 以及停车场、水厂、垃圾处理场等所属的树林、庭园、花

园、疏林草坪、垂直绿化等。这些绿地有美化环境的功能, 工厂、仓库、停车场等单位营造有控制

污染、防风、防火林,对保证安全生产、调节气候有重要作用。这类林地在城市森林中占有很大

比例,是绿化美化的基础。在城市用地规划中不单独列项,应规定林地面积指标。

3. 2. 6　居民区林地　居民区范围内的林地。包括宅旁绿地、庭园、小游园、行道树及路旁林带、

垂直绿化、屋顶花园及私人庭院花草、树木等。供居民休息、儿童游戏、锻炼等活动使用。有控

制污染、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功能, 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接触密切。目前大多数居民小区是

半开放性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将逐步向物业管理发展,进行封闭式管理, 成为专用绿地。

3. 2. 7　道路林地　指居民区以外的街道、公路、铁路两侧的行道树、分隔带、交通岛绿地、交叉

路口及桥头绿地、以及属于道路的林带。这些绿地是连接居民区林地、企事业单位林地、公用林

地和风景林的纽带,使之在地域上连成系统。有控制空气、噪音污染,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美化

环境、使行人舒适、延长路面使用寿命的功能。

3. 2. 8　其它林地、绿地　上述各类林地、绿地中未包含的绿地,诸如水湿地、河道荒滩等。往往

是很有开发价值的地域。

城市森林及绿地分类随着林区、绿地、景区的经营水平提高,注重分类经营和指导,信息交

流日益增多而被重视。也由于城市不断扩大、环境恶化, 许多城市用水紧缺等对城市林业需求

增加而发展变化。这里讨论的林区、绿地类型不但包括城市市区、郊区绿地,也包括城市范围以

外为改善城市环境及其它方面为城市服务的林区和景区。我国的国民经济现处于高速发展阶

段,城市绿地的范围和类型仍将随之改变。希望不断进行探讨,以满足城市森林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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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 and design, const ruct ion and management , based on its majo r funct ion, po sit io n, co ordi-

nat ion of management and associat ion of city planning w ith customs etc. the urban forest ry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subsystems as fol low s: protect ive forest , public fo rest land, scenic forest ,

pr oduct ive forest and g reenified land, enterprise and institut ional fo rest land, resident ial ar ea

fo rest land, land for roadside plant ing and the forest and g reenified land for other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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