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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设区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区域耦合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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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是衡量我国城市绿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我国都采用城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比与绿地率高
$I

的经验数值来预测绿化覆盖率的大小"但随着我国城市绿化

事业的快速发展"

$I

的差值与城市绿地实际发展水平越来越不相符#为此"基于绿化覆盖率与绿

地率之间特有的耦合关系"以
!J(

个设区市为样本"探究
(>>>K!"(@

年基于不同干湿气候区划下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耦合差值状况#结果表明$

(

%不同干湿区划内的城市两指标都呈

现出了协同性的增长趋势"表明我国城市的绿化水平都在同步提高#但不同干湿区划间两指标的

平均差值各不相同$湿润地区是
#=@#I

&半湿润地区是
%=@"I

&半干旱地区是
#=(#I

&干旱地区是

#=##I

'

!

%各干湿区内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平均差值的标准差分别为湿润区
"=(>

&半湿润区

"=$@

&半干旱区
"=JJ

&干旱区
"=@J

"这表明
%

大干湿区划内城市
!

指标平均差值的离散程度为半干

旱区
#

干旱区
#

半湿润区
#

湿润区#通过分析近
!".

来我国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耦合平均

差值"以期为我国各地城市预测绿化覆盖率提供参考#

关键词!绿化覆盖率'绿地率'耦合差值'干湿气候区划'设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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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既是衡量我国

城市绿地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

*

'前者含义为+建

成区范围内的绿化覆盖面积占建成区总面积的百分

比,!后者含义为+城市建成区中各类城市绿地面积

占建成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

#

*

'此外!在+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

市,等各类城市称号的创建与评比中!它们也被列为

了硬性考核指标)

%

*

'基于这
!

个指标间特有的耦合

关系!长期以来!我国都采用绿化覆盖率比绿地率高

$I

的经验数字来预测绿化覆盖率的大小!比如在建

城)

(>>#

*

@J%

号文件.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

定/

)

$

*和 .城 市 园 林 绿 化 评 价 标 准 "

PQ

%

V$"$&#'

!"("

#/

)

#

*都有绿化覆盖率比绿地率高
$I

这一提

法'但我国地域广阔!气候复杂多样!植被生长情况

千差万别!从城市绿化植被生长规律来讲!在绿地率

的基础上加
$I

作为预测绿化覆盖率指标的大小是

否符合各地城市的绿化实际!全国所有城市都采用

这一数字是否过于简单和机械!为此!李金路)

&

*曾在

(>>@

年利用全国城市
(>J&K(>>"

年绿化覆盖率和

绿地率相关的有效数据!测算出当时二者之间的合

理差值为
!=(I

!并建议将此数据作为在绿地率基础

上测算绿化覆盖率的依据'改革开放
%".

来!我国

的社会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高质量发展思想指导下!城市绿地规划建设也应

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

作为检验城市绿化质量的重要手段!理应对它们的

差值做出更加准确的测算'为此从我国干湿气候区

划的角度!探讨
(>>>K!"(@

年间不同干湿气候分区

下城市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的区域耦合差异特征!

旨在测算各干湿区城市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之间的

差值大小!为我国城市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的合理

测算提供参考依据'

(

!

基于干湿气候区划视角的我国设区

市分布

!"!

!

干湿气候区划视角的提出

由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的定义可知!绿地率的

高低主要是和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相关!城市建成

区绿地面积的大小除了和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有

关外!更多的是受城市建成区规模-社会经济水平-

发展政策等人文因素的影响)

@'>

*

'而绿化覆盖率的

高低则主要取决于城市绿地植被的生长状况!一般

而言城市绿化中植物几何体积越大!垂直投影的面

积也越大!城市的绿化覆盖率就越高'目前衡量植

被生长状况的指标主要有
#

种$三维绿量-植被指数

"

1CYZ

#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1AA

#'由于三维绿

量在测算时需要把同一空间单元中的乔灌草等植被

都统计在内)

("

*

!这与绿化覆盖率的定义有较大出

入!所以不宜作为研究绿化覆盖率影响因素的参考

指标'植 被 指 数 "

1CYZ

#和 植 被 净 初 级 生 产 力

"

1AA

#都能较好的反映植被生长质量!植被指数可

以定量地监测植被的动态变化!研究植被的生长状

况)

((

*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则是通过计算绿色植物在

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内所累积的有机物数量从而反

映植被的生态生理过程)

(!

*

!两者在同一空间单元中

都与绿化覆盖率的大小具有一致性的特点!因此可

以作为分析绿化覆盖率的参照指标'从植被指数来

看!气温和降水被认为是决定我国植被类型空间分

布的决定性因素)

(#'(%

*

!但二者对植被生长的作用机

理在时空分布上并不一致!高志强等)

($

*利用样带研

究中国植被指数变化时得出$当一个样带中降雨量

充足时!热量"气温#对植被指数的影响并不大&相反

当一个样带的热量"气温#变化不大时!降雨量则成

为制约植被指数大小的主要因子'同样李晓兵

等)

(&

*在相关研究中也得出了降水条件的变化是影

响中国植被特征变化的宏观控制因素的结论!并且

与按照沿
%""EE

和
!""EE

等降雨量线所形成的

空间区域内部
1CYZ

变化过程具有相对一致性的

特点!而
%""EE

和
!""EE

等降雨量线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气候图集/

)

(@

*中恰恰也是我国半湿润区与

半干旱区-半干旱区与干旱区的分界线'从另外一

个反映植物生长质量的指标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

1AA

#来看!在同一时段内!与温度相比降雨量才是

我国陆地
1AA

分布和变化的限制条件)

(J'(>

*

!甚至还

有学者研究得出我国
>>=>(I

的地区年平均
1AA

与降雨量之间呈正相关的结论)

!"

*

'事实上!温度变

@#!

第
%

期 申世广 等$我国设区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区域耦合差异分析(((基于干湿气候区划的视角



化只是影响植被指数的季相变化!在夏季沿同一经

度上我国南北方之间植被指数相差并不大!但是沿

同一纬度我国东西方之间植被指数差异巨大!这说

明在热量相似的情况下!降雨量就成了植被覆盖变

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

*

'我国城市绿化覆盖面积是

以植被生长最茂盛的夏季测算为依据的!夏季正是

全国各地热量差别最小的季节!因此在夏季降雨量

就成了影响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大小的主导因素'而

降雨量正是划分我国干湿气候区的最重要的指

标)

!!'!#

*

!同时考虑到在同一干湿区内
1CYZ

变化过

程与降雨量具有相对一致性)

(%

*

!因此!本研究从干

湿气候区划的视角分析各城市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

之间的耦合关系是合理的'

!"#

!

我国干湿气候区划下的设区市分布

本研究采用的干湿分区方案以.中国地理地图

集/

)

!%

*中划定的
%

区为依据$湿润区-半湿润区-半

干旱区以及干旱区'选取我国大陆疆域范围内截止

到
!"(@

年底剔除撤销的地级市"巢湖市#-新设的地

级市"三沙市-林芝市-日喀则市等#以及一些数据缺

失的城市"临沧市-陇南市-山南市-昌都市-吕梁市-

定西市-海东市-中卫市-巴彦淖尔市等#!以剩下的

!J(

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将这些城市对应至所属

的干湿气候区内'经统计!湿润区城市
(&@

个-半湿

润区城市
JJ

个-半干旱区城市
(#

个-干旱区城市

(#

个"图
(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设区市为研究对象

主要是考虑到城市级别越高!管理机构的实力就越

强!城市相关数据的统计就越规范!准确性和可信度

也就越大'

图
>

!

我国各干湿区城市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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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时间跨度为
(>>>K!"(@

年!综合考虑该

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的分

析数据包含
!J(

个设区市
(>.

的样本'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等原

始数据 均 来 源 于 历 年 的 .中 国 城 市 建 设 统 计 年

鉴/

)

!$

*

'

#"#

!

研究方法

!=!=(

!

平均值&差值
!

平均值反映组内个体间的数

据集中趋势!公式如下$

!

[

(

4

$

1[4

1[(

;

(

<

"

(

#

"

[

(

4

$

1[4

1[(

;

!

<

"

!

#

式中!

!

-

"

分别表示某干湿区内某年份的所有城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的平均值!

4

表示其干

湿分区下所有城市的个数!

;

(

为建成区绿化覆盖面

积!

;

!

为建成区绿地面积!

<

为建成区面积'

计算
%

个干湿区内所有城市某一年份下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耦合的线性差值!公式如下$

=[

!

K

"

"

#

#

式中!

=

表示某干湿区内所有设区市某一年份下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耦合的线性差值'在此基

础上再计算该干湿区内
(>.

的差值平均值!计算公

式如下$

>[

=

(

\=

!

\=

#

\

0

\=

5

5

"

%

#

式中!

>

表示某干湿区内
(>.

的差值平均值!

=

5

表

示第
5

年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差值!

5

表示年数'

!=!=!

!

标准差
!

标准差反映组内个体间的数据离

散程度!数值越小说明离散程度越低!协同度越高!

数值越合理!公式如下$

?[

(

@

$

@

5

[(

"

=

5

K>

#��
!

"

$

#

式中!

?

表示每一干湿分区下
(>.

绿化覆盖率与绿

地率差值的标准差!

@

表示研究总年数"

(>>>

年视

为研究的第
(

年!

!"(@

年为第
(>

年#'

#

!

我国设区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耦

合差值测算分析

!!

首先各城市历年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的数值可

由.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建成区面积-建成

区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计算得到!其次

根据式"

(

#-式"

!

#计算得到各干湿区内所有城市历

年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平均数值!再次根据式

"

#

#-式"

%

#计算得到全国和各干湿区内城市绿化覆

盖率与绿地率的耦合平均差值!然后由式"

$

#计算各

干湿区内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耦合平均差值的

标准差'最后依据上述计算结果绘制出绿化覆盖率

与绿地率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图以及二者的差值变化

趋势图"图
!

"

图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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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城市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整体耦合趋势

分析

!!

从图
!

可以看出!全国历年城市绿化覆盖率和

绿地率呈现协同性增长'图
#

则表明两者之间的差

值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波动较小!说明城市绿

化建设由数量扩张逐渐向质量提升转变'经测算!

全国设区市
(>>>K!"(@

年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

整体平均差值为
%I

'

图
?

!

全国历年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指标值变化趋势

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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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全国历年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差值变化趋势

7: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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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5-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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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干湿区内城市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耦合

趋势分析

#=!=(

!

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发展趋势及差值分析

!

由图
%

-图
&

-图
@

-图
("

可知!

%

大干湿区内的设

区市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与全国城市一样都保持着

协同性增长的趋势!这与我国城市绿地建设水平不

断提高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由图
$

-图
@

-图
>

-图
((

可知!虽然
!

项指标都呈现协同性增长!但不同干湿

气候区城市的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指标数值差异较

大$湿润区变化较为平缓&半湿润区变化呈现逐年降

低的趋势&半干旱区在
(>>>K!""J

年变化幅度较

大!基本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现象!

!""JK!"(!

年差

值较小且基本稳定!从
!"(!

差值开始变大!但在

!"(#K!"(@

年差值变化较为稳定&干旱区在
(>>>K

!""&

年差值变化幅度较大!

!""&K!"(#

年差值开始

逐渐增大!

!"(%K!"(@

年变得有所平缓'

根据式"

%

#计算得到的
%

大干湿区内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平均差值分别为$湿润区

#=@#I

-半湿润区
%=@"I

-半干旱区
#=(#I

-干旱区

#=##I

'半湿润区与湿润区相比降雨量要少些!促

使乔木比灌木和草本长势要好!所以半湿润区与湿

润区相比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平均差值要大&干旱

区较半干旱区!雨量更加缺乏!草本难以生长!绿化

主要靠乔灌木实现!因此干旱区绿化覆盖率与绿地

率的平均差值比半干旱区要大些'

图
A

!

湿润区历年城市两绿地指标值变化趋势

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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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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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5-/.-<:-<5H;./+56

:-3+E:<.,5.6*;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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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图
B

!

湿润区历年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

差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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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半湿润区历年城市两绿地指标值变化趋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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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准差分析
!

根据式"

$

#计算得到各干湿气

候区内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平均差值的标准差

"保留
!

位小数#$湿润区
"=(>

-半湿润区
"=$@

-半干

>#!

第
%

期 申世广 等$我国设区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区域耦合差异分析(((基于干湿气候区划的视角



旱区
"=JJ

-干旱区
"=@J

'其中湿润区标准差最小!

表现的
!

种指标间的耦合度最好!反映出湿润区城

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发展最为协调&同理半干旱

区城市建成区绿地发展则最不协调'由此可知!

%

大干湿气候区内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

平均差值的误差!由大到小分别为半干旱区
#

干旱

区
#

半湿润区
#

湿润区'

图
D

!

半湿润区历年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

差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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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半干旱区历年城市两绿地指标值变化趋势

7: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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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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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

!

半干旱区历年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

差值变化趋势

7: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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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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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我国
!J(

个设区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

绿地率的耦合趋势分析!可知绿地率和绿化覆盖水

平持续提高!而且呈现协同性增长趋势!这也证明了

两者确实存在特定的比例关系'但无论是全国还是

各干湿气候区内!

!

指标的平均差值都不相同!而且

与
$I

的传统经验数值相比有较大出入'因此!全

国所有的城市都在绿地率的基础上加
$I

作为预测

绿化覆盖率的指标大小是不合适的'

图
>G

!

干旱区历年城市两绿地指标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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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干旱区历年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

差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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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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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干湿气候区划视角出发得出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平均差值分别为$湿润区

#=@#I

!半湿润区
%=@"I

!半干旱区
#=(#I

!干旱区

#=##I

!这与以往相比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可以此数

值作为不同干湿区内城市在绿地率的基础预测绿化

覆盖率大小的依据'

由差值标准差大小可知!不同干湿区内城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与绿地率的发展协同度有较大差

异!这与城市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的差异都

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也不排除有个别城市的绿化覆

盖率与绿地率的耦合差值要比上述平均值偏离较

大'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结果为我国城市绿化覆

盖率的合理确定!为逐步实现城市绿地建设的均衡

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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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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