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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空间形芒与空气质量相天 Ｉ生研究综述 万 台青 曲孟雁

０ 引言

改革开放 后的 中 国正向 临 前所未有

的大 变革 ， 伴随看经 ／芥快 速增 长 和城帀

化进程加 速
， 城币中 的环境 Ｎ 题也 日 益

加重 ，

成力 了 天 系国 计民 生的重 要议题。

从 ２０ １ ３ 年冬 季 彳旱发 的时 间 长 、 强 大 高 、

范围 广的雾Ｓ ，

到 ２０ １ ６ 年冬季南北万多

地同时焊发的面积达到 １ ８８ 万 ｋｍ
２

（ 相 当

于 中国 国土向积的 １ ／ ５ ） 的雾Ｓ ， 越来越

频繁和严重的空气 污染事件带来的影响

也越来越 大 肮班大规模延误 、 城币道

路事故 多发、 呼吸道 疾 病的发病车明显

上升 等等 。 力应对 严重 的雾Ｓ ，

工厂 被

迫停工、 ＃校被迫停课 、 不 少城币买行限

行
，

生尸、 ＃习 、 生 ７舌效车降低 ，

各种直接 、

间接 的经 ／芥损失巨大 。 根据国家环境公 报 ，

２０ １ ４ 年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 的地级

及 以上的 １ ６ １ 个 城帀 中 ， 只 有 １ ６ 个 城帀

空气质量达标 （ 优于 国家二级标准 ）
， 占 Ｓ

数的 ９ ． ９％，

也钛是怳 ９０ ． １ ％ 的城帀空气质

量不合格
［
１

］

。

由 于空气环境 冋题 日 益 严重 ，

因 此

空气 质 量相 天话题逐 渐成力了研 究的 ＾^

卢、 。 以
“

雾Ｓ
”

力例 ， 在中国知网 数据厍

进行检 索 ， 可 以发现 ２ ０ １ ３ 年前每年的文

献数量在 １ ５ ０ ０ 篇 以下
，

而 ２０ １ ３ 年文献数

量显示 了 焊炸性 的增 长 ，

猛增 至 ２ １ ５８ １

篇
，

Ｚ后 每 年均 保持 在 这 数量 Ｚ 上 ，

，步及环境科＃ 

［ ２ ］

、 建筑科＃

［３ ］

、 气象＃
［ ４ ］

、

化＃

［
５

］

、 经 ，芥＃

［
６

］

、 法侓
［
７

］

、 医＃

［
８

］

等

诸多＃科 ，

这些文献分 别从特征 、 尸生条

件 、 影响 、 冶理等各万面对雾Ｓ这 空气

环境冋题进行了评细的分析。

我国 地＃ 界对 空气质 量 以及 空气环

境 冋题的研究王要是从气象＃和生亡＃

切 入 的
， 集中 探讨形成机制和构成成分

特征 ，

少 的＃者 从城币地理角 度 切入 ，

从 城 帀整 体 入 手 ，

探 讨城 帀 形 亡 、 规

划政策等 与空气质 量的 天联性 。 事 买 上 ，

空气 ｉ个境 Ｎ题 的 出现 萬小开城币 ， 其解

决也 必须 以城帀 力王要空 间尺 度 ，

所 以
，

作者认 力从城帀地理角 度 切入 空气质 量

的研 究是相 当 必要 的 。 在城帀诸多要素

与特征 中 ， 城币空 间形芒是最显性的特

征
，

所 以本文选取 它 作 力研究重卢、
， 试

图探 究城币空 间形芒 与空气质 量相 天性 。

在 国 内 目前的研 究 中 ， 对达 王题的研

究万兴未艾 ， 相 天 文章基本出现在 ２０ １ ３

年以 后 ，

而且数量并不 多 ， 相 比 Ｚ下 国

外研究开展 ￥父早 。

西 万＃者 对达 万面 的 Ｎ题进行了

数量 可观的、 成孰的研 究
， 值得 我们

借鉴 。 由于西 万各国 工业化和城币化都

早于 中国 ， 在它们发展ｄ程中也历 ｄ严重

的环境 冋题 。 虽 世纪七八 十

年代 ） 他们也看重 发展技 木革命 ， 希望

通过节能环保技木改善空气 ，

但在 ２０ 世

纪后期 ，

用 城帀要素解决空气环境 冋题

的思路也开始 出现 ［
９

］ ［
１ Ｃ

１

］

。 近年来 ， 西 万

各 国空气质 量较 ２０ 世纪有大幅改善 ， 在

新的环境背景下 ，

这 冋题仍Ａ吸引＃者

深入研究 美国＃者
［

１ １
］ 以及欧洲＃者

［
１ ２

］

都元 取 了新的万 ／去或新的视角 对这 冋

题进行了 更加 深入 的探究 。

本文王要梳 理与达 王题相 天 的现

有文献 ，

Ｓ结 出城币空 间形芒 与 空气质

量的概它 ， 分析城币空 间形芒 与 空气质

量 Ｚ间 的 天系 ，

探讨其 中作用 机制 ， 希

望 能 力 Ｚ 后 的研 究奠 定 基础 、 梳 理 思

路
， 并希望 引 起＃木 界对达 冋 题的天

，
王

，

力科＃的城帀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

１ 城市 空间 形态 ： 城 市外部的空间 物质状

态

城帀空 间 形亡是聚 ；Ｉ地理 、 城帀规

划万面 的重要概它 ，

但它 常 与城帀结构

达 概它 混用
，

以至于对达两 者的界定

直模糊 不凊 ，

不 同 ＃者对其有不 同 的

定乂 。

国 际上 最早 定 乂 城 币形 芒 的是 斯

卢特 （ Ｏ ． Ｓ ｃ ｈ ｌ ｕ ｔ ｅ ｒ ）
， 城币形亡是人 类行

力遗 留 在地表 上的痕迹 ，

由土地 、 聚 ；！ 、

交通线 和地表 上的 建筑等 要素 构成
［ １ ３ ］

。

较 力经典的定乂 是伯纳 （ １ ９ ７ １ ） 给 出的
，

他 将城帀形亡定乂 力 场所 、 地形 、 以及

内部形亡 （ 包括Ｓ 度 、 异 质性、 组织 ／￥＿ 、

社会行 力 ）

［ １ ４ ］

。

国 内 也有＃者对这 概它进行 了界

定
， 并且在界定城帀形亡时 ，王重将其 与

城 帀结 构的概它 进行 比较 。 武进博士在

自 己 的著作 中 ，

较早地系统地阐 述了 城

帀 空 间 形亡的定 乂
， 他认 力城帀空 间形

亡反 映城帀的外部形状 ，

它 由结构 （ 要

素的空 间分布 ） 、 形状 （ 城帀的外部轮廓 ）

和相互天系 （ 要素 间的相互作用和组织 ）

组成的 个 空 间系统
［ １ ５ ］

。 在他的界定 中 ，

城 帀形 亡 包 括城 帀结 构 。 朱喜钢教授的

观 卢、 与 前者 相反 ， 他认力 城帀空 间结构

可划分力 包括城币形亡在内 的三个层 次

微观的 内 部空 间结构 （ 功能空 间 ） 、 中观

的外部 空 间 结构 （ 城帀形亡 ） 和宏观的

群体 空 间结构 （ 城镇体系 ）

［ １６ ］

。 孙 久文 、

张 佰瑞等 则把城币形 亡看作是城币空 间

结 构的整体 形式 ，

是城帀 内部空 间布 局

和 Ｓ 度 的综合反 映 ，

是城币平面的立体

的形状和外观的表现
［ １ ７ ］

。
能 国平认 力城

帀结构是内部的 ，

而城帀形亡是外部的
［ １ ８ ］

。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ｚ上 ，

近几 年的

研究 中 ， 我国＃者们倾问 于将城币空 间形

亡作力城帀外部的 、 显著的、 买体的空 间

物质状亡 ，

将其逐渐与内部结构区别开来

／＃竟虎 、 戴维 ｍ认 力城帀空 间形亡指城帀

发展变化过程中城帀空 间在外部形状 、 紧

凑度和破碎性等万面所表现出的特征 ，

是

城帀在 自Ａ环境、 历史发展、 城帀功 能结

构 、 空 间发展政策 以及规划管理等多 因素

相互作用 下的结果
［
１ ９

］

。

随 看概 它 界定 的小 断 推进
， ＃ 界

对 城币 形芒的研 究也 进 步细 化 ， 对城

币 形亡的 指 标 ，

以及 它 们的量化手段的

研 究也逐渐增 加 。 刘 志林、 秦 ／皮在研究

城 币 形芒 与低碳城 币 时将 空 间 形 芒分

力ｓ 度 、 邻近度 和可达性三个 指 标
［
２ Ｃ

１

］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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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 ｒ ａＰ 等人在对美国 空气质量 与城市形

态的相关性研究中 ， 将 城市形狀 （
强调

破碎度 ） 、 道路 密度 、
人 □密度 、

人 □集

中 度作为 空间形态的主要栺标
［
２ １

］

。 西方

国 家的城市研究中通 常选 取的 栺标 包括

中 心性、 城市 紧 凑度 、 城市用地碎裂化

程 度 、 路网构型等 ， 来进行具体城市形

态的测度
［
２２

］

。 还有学者将城市建成区面

积
［
２ ３

］

，
以及粗糙度 、 开敞度

［
２４

］

，
引 人 了

城市形态的研究中 。

在城市形态具体栺标的基础上 ， 相

应的量化手段也不断增加 。 ＣｈｅｎＬｕ 等人

使 用 了 紧 凑度指数 、 分 形维数 、 形状栺

数科学地量化了 城市形 态
［
２５

］

。 还有网络

分 析、 图形特征值法等 都可用 于量化城

市形态中的各个栺标。

综上所述 ， 目 前 的国 内外研 究对于

城市形态的概念尚 未形成共识 ， 在此基

础上选取的栺标也各不相同 ， 尤其是 与

城市结构这 一概念 的区 分虽有学者论述

但 尚 未有权威的观点出 现。 为 了进行后

续 相关性和机制的研究 ， 本文在此将城

市形态定义 为城市外部 的空间物 质状态 ，

与 内 部用地 布局等要素所表征 的城市结

构相区 別 。

２ 空气质量 ： 污染物种类与综合感受

空气 中所含有的污染物越 多 ， 则空

气质量越 差 ，
空气 中的 污染物 可分 为无

机 污染物 、 有机 污染物 以 及颗粒物 ，
这

些 污染物不仅影响环境质量 ， 严重者会

对人体 以及生产造成显著的不良影响 。

不同 国 家的空气中 污染物组成成分

不同 ， 监测 数据也不同 ， 所 以 ， 在研究

空气质量时所选取的要素也不相同 。 中

国 城市空气主要污染物 Ｓ ０
２
、 Ｎ ０

２
、 Ｐ Ｍ １ ０、

Ｐ Ｍ ２ ． ５
［
１ １

］

， 所 以 中 国 的很 多研究 都会釆

用 这 ４ 个指标作 为量化 空气质量 的数据 。

美 国 的研究则会加 入 ０３

［ ２ １ ］ ［２３ ］

。 当 前研究

中 ， 也有学者使用
一些新的栺标 ， 例如杨

肃昌 、 马 素琳等 人认 为 Ｓ ０
２
、 Ｎ ０

２
、 Ｐ Ｍ １ ０

等栺标都是负 向栺标 ， 而且直接 引 用这

些污染物浓度或者 排放 量数据有忽略本

地净化能力的缺陷
［
２ ６

］

， 所 以创 新地选 取

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这
一正向 ．指标 ， 不仅

能够综含 以上几项因 素 ， 还能够反映居

民对空气质量的综含感受
［
２ ７

］

。

空气质量的概念和指标较统
一

， 近

年来也有新的栺标被 引入 ， 但大体并设

有太大的争议和显著的创新 。

３ 城市空 间形态与 空气质量 的相关性 ： 实

证研究综述

根据城市空 间形态的不同 定义 ， 相

关性的研究也有不同 的侧重 。 下文根据

本文第二部分对城市形态概念和指标的

综述 ， 整理出 城市 空间 形态 中 较有代 表

性的几个方面 ， 分 别详 细阐 述现 有的实

证研究中它们 与空气质量的关联 。

３ ．１ 城市规模与空气质量

在城市形态的诸 多栺标 中 ， 城市规

模是最明显的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 ， 此处

的城市规模是栺城市建成 区的面积 ， 而

＋是城市的经济规 彳吴或是人 □规 彳吴


虽然 ，
建 成区 大的城市 的经济规模和人

□规模一般也较大 ， 但 城市空间 形态在

本文中 被总结为 城市外部的空间 物质状

态 ，
而经济与 人 □ 终究是城市内 部的特

性 ，
故本文不对人 □规模等方面重点讨论。

Ｓｔ ｏｎｅ 通过计算美国 城市的蔓延栺数

（
Ｓ
ｐ
ｒ ａｗ ｌＩ ｎｄ ｅｘ

）
与 ＮＯｘ、 挥发性有机物以

及臭氧的在空气 中的浓度得 出结论 ： 城

市扩张得越厉害 ， 其空气质量就越 差
［
２８

］

。

李 茜等 人 则 对 中 国 ２ ３７ 个地级 以 上 城

市作 出 了实证分析 ， 最终证实 ： 城市 的

建成区 面积 与城市空气主要污染物浓度

呈正相关 关 系
——

建成 区 面积的增 加代

表着城市的扩张 ， 随之而来的城市建设、

道路建设会直接带来扬尘和粉尘的增 加 ，

间接带来资源能源利 用 的加大 、 生活 污

染排放的增加 ， 都会对城市空气质量带

来不利影 响
［ ２３ ］

。 张纯用面板 数据对这
一

问题进行了探究 ， 也得 出了类似的结论
［
２ ９

］

。

３ ． ２城市密度与空气质量

广 义的城市密度 包 括人 □ 密度 、 建

筑 密度 、 交通密度 、 产业密度等 。
．

但此

处定 义的 、 作为 空 间物质状态的城市密

度
，
栺的是城市物质 空间的 紧 凑度 ，

表

征 了城市 的蔓延状 态。 低密度的城市蔓

延似乎
一度成为了消极城市形态的原罪 。

城市密度的测量有两种方法 ： 第
一

种方法较 为 直接
，
即通过遥感 图像计算

城市 紧凑 度指数或破碎程 度 ， 进而直接

得 出城市物质形态的密度情况
［ １ １ ］ ［ ２３ ］

； 第

二 种方法是 基于人 □密度 与物质形态的

高 度相 关性的 ，

一

般来说人 □密度越高

的城市 空间 上的密度也越高 ， 所 以 ， 通

过测算城市 的人 □密度也能大概了 解城

市 的空间 密度状况 ， 这是
一种 间接的方

法 ，
也与 本文定义的城市形态有所 出入

，

但 由于数据易获得 ，所 以有较多应用
［ ２

７
］ ［

２８
］

。

对于城市密度 与 空气质量的 关系的

研 究结 论 是 戏剧 性的 ： ２０ 世 纪 初的 研

究认 为人 □越 稠密、 就业越集 中的地方 ，

通常空气污染也越严重 ， 所 以美国 ２ ０ 世

纪 中期开始 的郊区化 进程 ， 通过疏解人

□到 广大 的郊区 以求 改善 人 居环境 ， 减

轻城市 的空气环境压力 。 然而 ， 随后的

研 究发现低密度的城市扩张会增加城市

的通勤距 离 ，
进而对空气质量产生负 向

的影 响 ， 相反 ， 紧 凑发展的城市能够有

效改善空气环境
［ ３（） ］

。 近两年的中外研究

也支持了这种结论。 Ｍ ｃＣ ａ ｒｔｙ 等人在对美

国城市进 彳Ｔ 了分析 的过程 中 ，
用城市斑

块表 示连续 的城市建设用地 ，
以测算城

市用地的破碎程 度 ， 然后建立计量模型 ，

发现城市破碎程 度 （ 相当 于密度 ）
与空

气质量成负相关
［ １ １ ］

。 Ｃ ｈ ｅ ｎＬ ｕ 等人 则 以

中 国 ２８ ７ 个城市为 案例 ， 通过使用 紧 凑

度指数与空气质量栺标之 间进行统计分

析 ， 也得出类似结论
［ ２５ ］

。

３ ． ３城市形状与空气质量

城市形状是城市外部物质形态的又

９０



个 重要指 标 。 因 力 自 ＆、 政策－ 因素 ，

不 同的城帀发展出 了不 同的形状 。

力了 科＃地归 类 和描述 每个城币 的

形状
， ＃者提 出 了相应 的计量指 数模型 ，

最早被 用 来衝 量城 币形状 的模型是城币

的 长 短轴 比 例模型 ，

它 可 以用 来描述城

币偏 高 圆 形的程度 ， 在早＿和现在的研

宄 中 皆有广 ／乏的使用
［ １ ２］ ［ ３ １ ］

，

达种 描述较

力 点 单 ， 对形状 的分类 不够评细 ， 有很

多 独 特的形状特证难 以被表现出 来 。 类

ｆｙ 的模 型还 有形 状车 和 圆 形车
［ １ ３ ］

，

它

们原理点 单 ，

测算 万便 ，

但是都有反 映

特证不全的缺 陷 。 力 了完善形状 的量化 ，

＃者引 入了Ｂ ｏｙ ｃ ｅ Ｃ ｌ ａ ｒ ｋ 形状 指 数 ， 在

近＿的研宄 中多有使用
［
１ １

］ ［
１ ９

］

。 达 指 数

的优势在 于其可 以测 算出 Ｘ 形、
Ｈ 形 、 圆

形 、 竖矩形 、 星形％ 多达 １ ５ 中具体的城

帀形状 。 使得城帀形状 的研 宄得 以进

步细化 。 对于形状 的描述还在不 断完善 ，

上世纪八 十年代 出现 了几何 分形维数
［ ３２ ］

，

它 可 以被 用来 描述 城币形状和边 界的 复

杂程度
［ １ １ ］ ［ １ ９］

。

Ｌ ａｒ ａ％ 人 使用 长 短轴 比 例量 化美

国 的城帀形状后 回 归 ， 该变 量的 系 数约

％ 于 〇
，

也钛 是 １
■兄 ， 城帀形状 的 长 短轴

比 例并小影＿ 美国 城币的空气 质 量 。 但

是 Ｂ ｅ ｎ ｔ ｏ ％ 人 也 以美国 力研 宄５围 ，

也

用 了 长 短固 比 例进行回 归 ，

结果 发现这

变 量会对人 们的 出行需末尸生显著影

□ 问
， 我们有理由推 测 ， 根据 Ｂ ｅｎ ｔｏ 的数据

，

城币长 栏轴会 对美 国城币 的空气 质量尸

生 定的影＿
［３ １ ］

。 所 以 ， 美 国城币的 长

短轴 比 例与其 空气 质量 ｚ间 的 天系 尚 有

争议 。 Ｃ ｈ ｅｎＬ ｕ ％人 使用Ｂ ｏｙ ｃ ｅ Ｃ ｌ ａ ｒｋ 形

状 指 数对 ２ ８７ 个 中 国 城帀的形 ／ 大进行量

化后 回 归 ，

得出的结论是 Ｘ 形或者 Ｈ 形

白勺 城币比 菱形的城币空 号染少 ，

而分

形维数对空气质量的影＿ ￥又小 ［
２ ５

］

。

３ ．４ 其他与空气质 量相关的城市特征

城币空气 质 量 与城币的多 种特 １

■

正相

天 ，

所 以在研究城币形 亡 与 空１ 质量相

城市 Ｓ间形芒与Ｓ气质量相天 Ｉ生研究综 ］ｉ 万 台青 曲 ａ雁

天 生时必 ｚ页考虑 到其他要素的影 ＿
，

若

建立回 归模型则 应 Ｉ夸 这些要素也引 入其

中 ，

结果才 能 更 加 科＃ 。 其他 要素可分

力 四类

其 是城帀 自狄条 件 ，

王要包 括气

候和地形 。 其中 气候看重强 调降水 、 气

：和风速 ，

它 们影＿ 看空气对污 染物的

净化水平 ，

同 时也通过对伴暖％ 人 类 活

动 的影 ＿
，

与 空气 质 量发生看Ｓ 切的联

系 。 例 如杨 阳 ％ 人 研宄发现 年平 均饱和

水气圧 与年均最高气 ／Ｕ都 与城币空气 质

量正相 天
［
３ ３

］

，

达也钛解 译了 王振波 ％ 人

发现的 中国 南万空气 质 量晋遍优于北万

的现象
［３ ４ ］

， 欧美＃者对当地的研宄
［ １ １ ］ ［ １２ ］

也
ｆ
旱出相 同结论。 与１候小 同的是 ，

小 同

＃者对于地形与空气质量的相 天 生的研宄

结论却有所不 同 ， 例如 Ｒｏ ｄｒ ｉ
ｇｕ ｅ ｚ ％对欧

／

川的研宄发现平均 ，每抜对于空气质 量的影

□ 问 不显著
［ １２ ］

，

而杨阳％人 对中国 的研宄则

发现 ，每抜落差是是影 Ｄ
［

５
］当前中国城币空气

纾合质量的王要因素乙
 ［

３３
］

。

其 二是城帀社会经 ／芥现状 ，

王要包

括城帀生尸 ｅ 值或人 均收 入所 表 １

■

正的城

帀经 ，芥发展 ｅ 体 晴況 、 尸 业机构尤其是

第二尸业所 占 比重 、 能凋结构 、 人 ｎ ｅ

数和ｓ 度 。 诸多研宄结果均表明经 ，芥越

落后 、 人 □ 越多 、 人 口 茁 度 越大 、
二尸

比重越高 、 能凋结构越 传统的城帀空气

质 量钛越丟
［ １ １ ］ ［ ２３ ］ ［ ３３ ］ ［ ３ ５ ］

。

其 三是城帀 内部特 １

■

正
，

包 括绿地状

況 、 土地利 用结构和公交伴给 青況％ 。 城

帀内 部特 １

■

正多 种 多 彳丰 ， 不 同 文章的 指 标

选取也有所差 异 ， 例如 张纯的文章 中引

入 了每万人 拥有公共汽电车数
［２ ９］

，

Ｃ ｌ ａ ｒ ｋ

％ 人 的研宄 中 叩ｍ职住平衝的 青況作力

重要指标
［
２ １

］

，

达些指标表 正了城帀内 部

的重要特证 ，

但由于数据的难获得 生故而

在同类论文中并未晋遍Ａ用 。 对于 同 彳丰 白勺

指 标 ，

结论也可 目 Ｅ存在差异 城币绿地 青

況是很多研究都天 ，王的童要内部特 彳
正

， 有

＃者如 张纯认力绿地面积与城币空气 质量

Ｚ 间的相 天 生是显著的
［ ２９ ］

，

更 多＃者如

Ｒ ｏ ｄ ｒ ｉ
ｇ ｕ ｅｚ 、 杨阳 、 李陈％均 丫

旱出相反的

纤论 ［ １ ２］ ［３ ３ ］ ［３ ６ ］

其 四是固 边地区 的影＿ ，

空气 污染

是极 易扩 散的 ，

所 以固 边地区 的空 气质

量会显著影 ＿城币 的空气 质量 。 再加 上

临近城帀的资凋＿ ｌ ｉ４ 、 区ｆｅ条件类ｆ」
， 尸

业 与经 ，芥发展 青況也常 常保持相 ｆ」 生
，

故

而城币的空１ 质量状況与固边城币或地区

的空气质 量的相天 生更加显著。 国内外研

宄均证明城帀空气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空 间

自相 天即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
［
１ １

］ ［
３４

］

。

４ 机制探究

城币形亡 与 空气 质量 ｚ间的 天 系 并

非 直接 的 ，

这种 相 天 生的 中 间机制 ，

也

即 城币形亡 是通ｄ什么作用 于空气 质 量

白 勺 Ｎ题 ，

也是值 ｆ
旱研究的童卢 Ｎ题。 虽 夂＊

，

国外 内 已有 少 数＃者提 出 了 芒 路和研究

框架
［ １ Ｃ

１

］ ［ ２２ ］

，

但后续的 买证研宄数量不多 ，

尤其是国 内的 。

目 前 ＃ 界对 于 机制 的 Ｓ宄 多是 交

通 角 度 的
，

即 城币形亡 会影＿ 交通通达

生和 交通需末 ，

进而影＿ 汽车尾气排放 ，

最 终影＿ 空 气质 量 。
Ｗ ａ ｄ ｄ ｅ ｉ ｒ寺 人 建立

城币仿 直模型 （
Ｕ ｒ ｂ ａ ｎ Ｓ ｉ ｍ） 时就 Ｉ夸 交通

因素作力 连接城帀 与环境 的重要因 素
［
３ ７

］

。

Ｂ ｏ ｒ ｒ ｅ ｇｏ ％人 则应用 中尺度 的光化＃系统

Ｍ Ｅ Ｍ ０／Ｍ Ａ Ｒ Ｓ
，

证买城帀形状决定交通 ，

进

而影＿ 空气 质量
［
３８

］

。 国外在相 天万面进

行 了较 多研 宄
，

国 内 ＃者近两 年也开始

重视这 冋题 ， 秦波 ％ 人 对北京的社 区

展 开 了 Ｘ证 调研 ，

证Ｘ 城币形亡
１

对居 民

白 勺建筑和 出行 能 ，／￥ ／自费 有显著 影＿ ，

进

而影＿ 碳排放
［
３ ９

］

。 龙瀛－ 人通过 多眢能

体 （ ｍ ｕ ｌ ｔ ｉ ａ ｇｅｎ ｔ ） 万法
， 构建城帀形亡

一

交通 能耗
一环境影 ＿ 的模 型 ，

通过定量

分析 ｆ
旱 出 对于小 同 的城币空 间布 局 和

Ｓ 度分布 ，

通勤交通能耗的弹 生范 围约

力 ３ ｆｅ
［ ４ Ｄ ］

。 宇倩楠－ 人 以长三 角地 区力

研 宄对象 、 建立回 归 模型也发现道路Ｓ

９ １



现代城市研究
｜

動麵 皿謂＾ 城市建设 Ｕ 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 ＯＮ

度 、 交通耦合度等对 区域碳排放影 响显

著 ， 在此基础上推断城市形态主要通过

路 网交通产生作用 ， 进而影 响碳 排放和

城市空气质量
［
４ ２

］

。

近两年也有学者 从住宅角 度研 究城

市形态与 空气质量之间 的机制 。 其 中解

释的思路主要有两种 ： 第
一种思路 ， 住

宅 能耗直接 影响 空气质量 ， 即 不同 的城

市 形态意味着住宅 密度和住宅 类型 差异 ，

而 不同 的住 宅有不同 的输电和 配电损耗

以 及不同 的能源需求 ， 它们 与 热 岛效应

有关 的空间 加热和 冷却 要求也 有所差异 ，

这三点最终导致空气质量差 异
［ ４ ３ ］

， 但这

种思路也受到
一定的争议 ， 例如 Ｈ ａ ｈ ｎ 的

研 究结果表 明住宅部 门 的碳排放 与城市

空间形态关 联不大
［
４ ４

］

； 第二种思路 ， 住

宅 的密度 、 分布影 响 交通出 行 ， 进而 间

接 地影响 空气质量
［ ３８ ］

，
Ｇ ｒ ａ ｚ ｉ 等 人在对

美 国的实证研究中得 出居住密度增加 ５０ ０

户 ／平方 英里则交通污 染排放 量能下降

１ ５％
［ ４５ ］

。

最后
一种机制研究的角 度是产业集

聚 ， 即不 同的城市形态意味着城市 内产

业 集聚情况的差异 ，

一

般来说城市规模

越 大 、 密度越 大则产业 集聚越 明显 ， 污

染物 排放 量 又 随 着产 业集 聚情 况 而异 ，

最 终导致空气质量的差异。 马 素琳等人

认 为
，
大部分情况 下 ，

城市的规模扩张

必 然会 带来 人 □ 向城市 的集 中 并伴随着

企 业的迁移 、 产业 的集 中
，
在此 基础上

，

他 们使 用经 济规模和经 济集聚 度等 变量

分 析了 城市规模 与集聚 对空气 质量 的影

响
［ ２ ７］

。 此外 ， 刘 习平等人 也用 面板数据

对 产业集聚 与 城市 ｉ个境之 间的 关系展开

了 实证研究 ，
证明城市 内的产业集聚显

著影响环境质量
［ ４ ６］

。

以上角 度基本是用 污染排放连接起

城市形态与 空气质量之间 的关 系 。 正如

郭 佳星在文章中 总结 ： 目 前的研 究旨在

建立
“

城市形 态—空气 质量
”

或
“

城市

形 态—能耗
”

之间 的关 系 ， 对城市形态

影响 空气污染物产生和扩散的机制尚 不

清晰
［
４ ７

］

。 但也有学者对空气扩散作为 中

间机制提 出了 初步的构想 ： 丁沃沃 等人

引 入 天 空开敞程度和城市粗糙度 ， 认 为

城市形态通过天 空开敞度和城市粗糙度

影响 城市微气候 （
尤其是其 中 的对流和

降水 ）
， 进而影响 污染的扩散 ， 最终影 响

空气质量
［
２４

］

。 郭佳星则将 交通分配模型 、

交通排放模型 、 扩 散模型等全部引 入 城

市形态 与空气质量的关 联性的集成模型

之 中 ， 建立了 一个集排放、 扩 散于一身

的
，
考虑交通、 住房多角度的关联机制

［ ４６ ］

。

上述两篇文章都仅提出 了 分析思路与模

型框架 ， 缺 乏 具体的数据支撑和实证结

果 ， 所 以 ，

“

城市形态—污染扩 散—空气

质量
”

这一机制的后续研究空间 巨大。

５ 研究框架与结语

尽管 积 累 了

一定 量 的经 验和 案 例

研究 ， 并且所有的相关研究 的结果都表

明城市形态确实 会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 ，

但城市形态 与空气质量之间 的关 系仍然

不十分明朗
——因 为要 素之间 的作用大

小和作用 机制都 尚未明确 ，
尤其是针对

中国城市的研究更是稀少 。

为解决中 国 的问 题 ， 必须在借鉴西

方较成熟 的研 究的基础上 ， 重视 中国 本

土 的 自 然地理和 人 文地理特征 ， 对 中国

的实 际情况进行 实证 的研 究。 可 以从 以

下 四 个方面 的问题 入 手 ，
逐步构建研究

框架
（ 如 图 １ 所示 Ｍ１）

城市形态是什

襄 ？ 如何测度？
（
２

）
空气质量是什么？

如何测度？
（３ ）

城市形态 与空气质量之 ．

间是 否有相 关性？ 哪些城市形态的要素

会影响 空气质量？
（
４

）
城市形忘如何影

响 空气质量 ？ 第
一和第二个 问题对应框

架 中最左和最右 两列 ， 而框架的 中 间则

是第三和第 四 问指向的相关性和机制的

揉究 。

这方面 的研 究 能够 为 面 临 着严 峻

的环境 问题桃战的 中 国城市提供重要参

考和 借鉴 ： 开发新技 术 、 调整产业结构 、

发展公共交通等措施确 实能够在较短的

时间 内 直接 、 有效地减轻空气 污染 ， 但

是城市形态 的改善是
一种 更 加 自 组织的 、

持 久 的、 稳定的方式 ： 城市形态的改善

并不会直接影 响 空气 质量 ， 但它能够通

过城市 自 身多样的机制对 包括空气质量

图 １ 城市形态 与 空气质量相关性研究Ｔ

ｆ
匡架

９２



城市 空间形芒与空气质量相天性研究综述 万 台青 曲孟雁

在内 的城帀各 种环境要素尸生 广 ／乏的影

响 ，

具体而Ｉ
， 优化城帀形亡能够 引 导

交通行力 、 居 住行 力 、 生尸 行 力等朝看

科学 、 节 能 、 舒适的万 问 发展 ， 这些城

帀要素的综合 作用 最终 带来 了 空气质 量

的 变 化 。 由于城币形芒 带动 的要素复杂

多样 ，

所 以影 响 力 尸生 较慢 ，

但持续 时

间 却很长 ，

不会 因 力政策的 变 更 或经 ／芥

形势 的 变 化 ＵＯ 丧失 果 。 所 以
， 在 ＴｔＶ 取

直接 的行政 或者技 木手 段控制 污 染的 同

时
，

不妨考虑依靠 城币 自 身 ，

去解决尸

生于城币的空气 ／号染问题。

在 阅读文献的基础上 ， 作者认 力 目

前的研究 尚 存许多亟待 完善的空 间
，

未

来可在以 下几 个万 ［ｆｉ ］进 彳丁童点研究 ■

（１）

现 有研究较少 考虑 固边 区域对城币的 空

气质 量的影响 ，

如 何量化这 种影 响并将

其 引 入 城帀形 亡 与 空气 质量 的相 关性探

究的计量模 型 中 ，

是未来可 以进 步研

究的
，

（ ２ ） 建筑高 度 尚 未见于相 关研 究

对城币空 间 形亡的考量当 中 ，

但 当前城

币内 部高接愈来愈 多 ， 在此背景下 ， 建

筑高度 及其分 布 青 况是 否会影 响 空气 质

量也是值得 关
，
王的 Ｎ题

，

（ ３ ） 小 同类 型

城币的空 间形 芒 与 空气 质量 Ｚ间 的 关系

极 有可能存在区 别 ， 后期研 究可 以将城

币进行具体分 类 后进 步探 究空 间形 亡

与 空气质 量Ｚ 间关 系
， 例如 按城币规模、

所 处区 域或者 城币职能等进行划分 ， 对

不 同 类 别 的城帀进行探究 ， 并在 类 别 Ｚ

间 进行比 较
，

以期提高结论 的科学性和

其 在 规 划 买 践 中 的 可借 鉴性 ，

（ ４ ） 不

同 青形例如 不 同 季节 、 不 同 天气 青况 下 ，

城帀空 间 形亡 与 空气质量 Ｚ间 关系也 可

能有所 差 异 ，

探究这种 差异 及其 背后 的

／￥ 因 与机制
，

也是 ／采入 研究的 大万问
，

（
５

） 空气 污染可分 力 污染排放和扩散 两

万面
，

将城帀形亡 与这 两者 的 关系分解 ，

并进 步探究其 内 在作用 机制也 有很 大

的研究空 间
，

（ ６） 可 ＿ 试将 自 组织思 想

和模 型运用 到这万面的研究 中 ， 尤其是

用 于机制的解释 。

研 究 这 个 问 题 不仅 能 够 助

力 空气 污染 问题的解决 ， 还能推进城帀

成力 更 加 宜居的 人 类 生 ／舌空 间
，

且现有

研究有所不 足 ，

故而未来研究空 间 巨大
，

值 ｆ
旱 ／采入地进 彳Ｔ买证研究 。

参考文献 ：

［
１

］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环 保部 ． ２ ０ １４ 年中 国环

境＇

大况公报 ［
Ｒ

］
． ｈ ｔ ｔ

ｐ
： ／／ｗ ｗ ｗ ． ｚ ｈ ｂ ．

ｇ ｏ
ｖ ． ｃ ｎ ／ｈ ｊ ｚ ｌ／

ｚ
ｇ
ｈ ｊｚ ｋｇ

ｂ ／ ｌｓ ｓｊ

＇

／ｚ ｘｈ ｊｚ ｋｇ
ｂ／ ．

［
２

］ 赵秀娟 ， 蒲维维 ， 孟伟 ，

＿ ． 北京地区秋季

雾Ｓ天 Ｐ Ｍ２ ． ５ 污染 与气芯肢光学特征分析 ［
Ｊ

］
．

环境科学 ，

２０ １ ３
（
２

）
：４ １６

－

４２ ３ ．

［
３

］ 吴叶 ． 绿地规划在城市雾Ｓ冶理 中的机制

研究 ［
Ｊ

］
． 科技传插 ，

２ ０ １ ５
（ ２ １

） ： １２Ｕ ｌ〇 ．

［
４

］ 张人禾 ， 李强 ， 张若楠 ． ２ ０ １ ３年 １ 月 中 国

东部持续 生强雾Ｓ 天气 严生 的气象 条件分析

［
Ｊ

］
． 中国科学 ： 地球科学 ，

２ ０ １ ４⑴ ： ２ ７
－

３６ ．

［
５

］ 陈杨 ，

杨
，
工峰

， 欧阳坤 ， 基于减少雾Ｓ

形成的脱氬材料的研究进展 ［
Ｊ

］
． 化工新型材

＋４ ，

２ ０ １ ６
（
５

）
： １
－

３ ．

［
６

］ 刘星河 ． 公共圧力 、 严权 生质与企业融资

行力 ： 基于
“

Ｐ Ｍ２ ． ５ 爆表
”

事件的研究 ［
Ｊ

］
． 经 ，齐

牙斗学 ，

２０ １ ６
（
２

）
： ６７

－

８０ ．

［
７

］ 陈 ，每嵩 ． 雾Ｓ应考 的中 国Ｘ践与环境 ，去理

［
Ｊ

］
． ／去学研究 ，

２ ０ １６
（
４

）
： １ ５ ２

－

１ ６ ９ ．

［
８

］ 邢麒 ，

王巍 ， 余 洋 ， ＿ ． 雾Ｓ天气对老年

□子吸系统及心皿管疾病的影＿［
Ｊ

］
． 职业与健

康 ，

２ ０ １４
（
１ ６

）
： ２ ２ ７ ７

－

２ ２７ ９ ．

［
９
］Ａｎ ｄ ｅ ｒｓｏ ｎＷＰ

，Ｋａ ｎ ａ ｒｏｇ
ｌ ｏｕＰＳ

，Ｍ ｉ ｌ ｌ ｅ ｒＥ

Ｊ ．Ｕ ｒｂ ａｎ ｆｏ ｒｍ ，ｅ ｎｅ ｒ ｇｙａ ｎ
ｄｔ ｈｅｅ ｎ ｖｉ ｒｏ ｎ ｍ ｅ ｎｔ ：

Ａｒ ｅｖ ｉ ｅｗｏｆｉ ｓｓ ｕｅ ｓ ，ｅｖ ｉ ｄ ｅ ｎｃ ｅａ ｎｄｐ ｏ
ｌ ｉｃ ｙ［

Ｊ
］

．

Ｕ ｒ ｂａ ｎＳｔ ｕ ｄ ｉ ｅｓ ，１ ９９ ６
，３ ３ （

１
）

：７
－

３５ ．

［
１ ０

］Ｍ ａｒ ｑ
ｕ ｅ ｚＬ０

，Ｓｍ ｉｔ ｈ Ｎ Ｃ ．Ａｆ ｒａ ｍ ｅｗｏ ｒｋ

ｆｏ ｒｌ ｉ ｎ ｋｉ ｎ ｇｕ ｒ ｂ ａｎｆｏ ｒｍ ａ ｎｄａ ｉ ｒｑ
ｕ ａ ｌ ｉｔｙ［

Ｊ
］

．

Ｅ ｎ ｖｉ ｒｏ ｎｍ ｅ ｎ ｔａ ｌＭ ｏ ｄ ｅｌ ｌ ｉ ｎ ｇ＆Ｓ ｏｆｔｗａ ｒｅ ，１ ９ ９ ９
，

１ ４
（
６

）
： ５ ４ １

－

５ ４８ ．

［
１ １

］Ｍｃ Ｃ ａ ｒｔｙ
Ｊ

，Ｋａ ｚａＮ ．Ｕ ｒ ｂａ ｎｆｏ ｒｍ ａｎ ｄ ａ ｉ ｒ

ｑ
ｕ ａ ｌ ｉｔ

ｙｉ ｎｔ ｈ ｅＵ ｎ ｉｔ ｅ ｄ Ｓｔ ａｔ ｅ ｓ［
Ｊ

］
．Ｌ ａｎ ｄ ｓｃ ａ ｐｅ

ａ ｎｄＵ ｒｂ ａ ｎＰ ｌ ａ ｎ ｎｉ ｎ ｇ ，２ ０ １５
（
１ ３ ９

）
：１６ ８

－

１７ ９ ．

［
１ ２

］Ｒ ｏ ｄ ｒ ｉ
ｇ
ｕ ｅ ｚＭＣ

， Ｄ ｕ
ｐ ｏ ｎ ｔ

－

Ｃ ｏ ｕ ｒ ｔ ａ ｄ ｅ

Ｌ
，Ｏ ｕ ｅ ｓ ｌ ａ ｔ ｉＷ ．Ａ ｉ ｒｐ ｏ

ｌ ｌ ｕ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ｕ ｒ ｂ ａ ｎ

ｓｔ ｒ ｕｃ ｔ ｕ ｒｅ ｌ ｉ ｎｋ ａｇ ｅ ｓ ： Ｅｖ ｉｄ ｅ ｎ ｃｅｆ ｒｏｍＥｕ ｒ ｏｐ ｅ ａ ｎ

ｃ ｉ ｔｉ ｅｓ ［
Ｊ

］
． Ｒｅ ｎ ｅｗ ａｂ ｌｅａ ｎ ｄＳｕ ｓｔ ａ ｉｎ ａ ｂｌ ｅＥ ｎｅ ｒｇｙ

Ｒ ｅ ｖｉ ｅｗｓ ，２ ０ １ ６
，５ ３ ： １

－

９ ．

［
１３

］ 段进 ． 城市空间发展论 （ 苐二版 ） ［
Ｍ

］
．

南京 ：

／
工貫科孝技木出版社 ，

２０ ０ ６ ．

［
１４

］Ｂ ｏ ｕ ｒｎ ｅＬＳＩ ｎ ｔ ｅ ｒｎ ａ ｌｓ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ｏｆｃ ｉｔ
ｙ

［
Ｍ

］
．Ｎ ｅｗ Ｙｏ ｒｋ ：Ｏ ｘｆ ｏ ｒｄ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 ｅ ｓ ｓ ，

１ ９７ １ ．

［
１５

］ 武进 ． 中国城市形亡 结构 、 特征及其演

变 ［
Ｍ

］
． 南京 ： 江艽科学技木出版社

，

１ ９９ ０ ．

［
１６

］ 朱喜钢 ． 城市集中 与分散论 ［
Ｍ

］
． 北京 ：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２ ．

［
１７

］ 孙久又 ， 张佰瑞
，

＿
． 城市可持续发展 ［

Ｍ
］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 ０ ０６ ．

［
１８

］
能国平 ． 当代中国城市形亡演变 ［

Ｍ
］

． 北

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２０ ０ ６ ．

［
１ ９

］
；番 竟 虎 ， 戴 维 丽 ． １ ９ ９ ０

－

２ ０ １ ０ 年 中 国

王 要 城 市 空 间 形 亡 变化 特 征 ［
Ｊ

］
． 经 济地

理 ，

２ ０１ ５
（
１

）
： ４４

－

５ ２ ．

［
２ ０

］ 刘 志 林 ，

秦 波 ． 城 市 形亡 与 低碳 城

帀 ： 研 究进展 与规 划策 略 ［
Ｊ

］
． 国际 城帀 规

ｉ ｊ ，

２ ０１ ３
（
２

）
： ４
－

１ １ ．

［
２ １

］Ｃ ｌ ａ ｒｋＬ Ｐ，Ｍ ｉ ｌ ｌ ｅｔＤＢ
，Ｍ ａｒｓ ｈ ａ ｌ ｌＪＤ ．Ａｉ ｒ

ｑ
ｕ ａ ｌ ｉｔｙ ａ ｎ ｄｕ ｒｂ ａ ｎｆｏ ｒ ｍ ｉｎＵＳｕ ｒｂ ａ ｎａ ｒｅ ａｓ ：

Ｅ ｖ ｉ ｄ ｅ ｎ ｃ ｅｆ ｒ ｏ ｍｒ 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ｏ ｒｙｍ ｏ ｎ ｉ ｔ ｏ ｒ ｓ ［

Ｊ
］

．

Ｅ ｎ ｖｉ ｒ ｏ ｎｍ ｅ ｎ ｔ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Ｔｅ ｃ ｈ ｎｏ ｌｏ ｇ ｙ ，２０ １ １
，

４５
（
１６

）
：７ ０ ２８

－

７ ０ ３ ５ ．

［
２ ２

］ 张纯 ， 张世秋 ． 大都市圈 的城市形亡与空

气质量研究综述 ： 天系识别和分析框架 ［
Ｊ

］
． 城

帀发展研究 ，

２ ０１ ４
（
９

）
： ４７

－

５ ３ ．

［
２ ３

］ 李茜 ， 宋全平 ， 张建辉 ， ＿ ． 中国城市化

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坰的演化规律研究 ［
Ｊ

］
． 环境

牙 斗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３
（
９

）
： ２４ ０２

－

２ ４ １ １ ．

［
２ ４

］丁 沃 ，天 ， 胡 友 ；ｆｅ ， 窦平平 ． 城市 形 亡

与 城 帀微 气候 的 天 联 生研 究 ［
Ｊ

］
． 建 筑 学

报 ，

２ ０１ ２
（
７

）
： １ ６

－

２ １ ．

［
２ ５

］ＬｕＣ
，Ｌ ｉｕＹ．Ｅｆｆｅ ｃ ｔｓｏｆＣ ｈ ｉｎ ａ

５

ｓｕ ｒｂ ａ ｎ

ｆｏ ｒｍｏ ｎｕ ｒ ｂ ａｎａ ｉ ｒｑ
ｕ ａ ｌ ｉｔｙ ［

Ｊ
］

．Ｕ ｒｂ ａ ｎＳｔ ｕ ｄ ｉ ｅｓ ，

２ ０ １ ５
， ５３

（
１ ２

）
： ２ ６０ ７

－

２ ６２ ３ ．

９ ３



现代城市研究
｜

動麵 皿謂＾ 城市建设 Ｕ 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 ＯＮ

［
２ ６

］ 杨肃昌 ， 马秦琳 ． 空气质量与城市发展 ：

基于动态面板 Ｇ Ｍ Ｍ 模型的实证分析 ［ Ｊ ］ ． 经济

问题探索 ，
２ ０ １ ５

（
８

）
： ５ ２

－

６ ０ ．

［
２ ７

］ 马秦琳 ，
韩君

， 杨肃昌 ． 城市规模 、 集

聚 与 空 气 质 量
［
Ｊ

］
． 中国 人 □ ？ 资 源 与 环

境 ，
２ ０ １６

（
５
）

： １ ２
—

２ １ ．

［
２８

］Ｓ ｔ ｏ ｎ ｅＢ ．Ｕ ｒ ｂ ａ ｎｓ
ｐ
ｒ ａ ｗ

ｌａ ｎ ｄａ ｉ ｒ

ｑ
ｕ ａｌ ｉｔｙｉ ｎｌ ａ ｒｇ ｅＵ Ｓｃ ｉｔ ｉ ｅｓ ［Ｊ ］

．Ｊ ｏｕ ｒ ｎａ ｌｏｆ

Ｅ ｎ ｖ ｉ ｒ ｏｎ ｍ ｅ ｎ ｔａ
ｌＭａ ｎ ａ ｇ ｅｍ ｅ ｎ ｔ

，２０ ０８
，８６

（
４

）
：

６８ ８
－

６９８ ．

［２ ９ ］ 张纯 ． 中国城市形态对雾霾的影响及演化

规律研究 ： 基于地级市 Ｐ Ｍ１ Ｑ 年均浓度的分析

［
Ａ
］ ／／２ ０ １４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

Ｃ
］

．２０ １ ４ ．

［３０ ］Ｃａ ｍ ｂｒ ｉ ｄｇ ｅ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ｔ
ｉ
ｃ ｓ，Ｉ ｎ ｃ ．Ｐ ａ ｒｓ ｏｎｓ

Ｂ ｒｉ ｎ ｋｅｒｈ ｏｆｆＱｕ ａｄｅａ ｎ ｄＤ ｏｕ ｇｌ
ａｓ

，Ｉ ｎ ｃ．Ｍａ ｋｉ ｎ ｇ

ｔｈ ｅＬ ａ ｎｄＵｓ ｅ
，Ｔｒ ａｎ ｓ

ｐ
ｏｒｔａｔ ｉ ｏｎ

，Ａ ｉｒＱｕ ａｌ ｉｔｙ

Ｃ ｏｎ ｎ ｅｃｔ ｉ ｏｎ ：Ａｎ ａｌｙｓ ｉｓ ｏｆＡｌｔｅｒｎ ａｔ ｉ ｖｅｓ
， １０ ０ ０

Ｆ ｒｉ ｅｎ ｄｓｏｆＯｒ ｅｇ ｏｎ［ Ｒ］ ．１ ９ ９２
，Ｖｏｌ ｕｍ ｅ２ ．

［
３１

］Ｂｅｎ ｔｏＡＭ
，ＣｒｏｐｐｅｒＭＬ

，Ｖ ｉｎ ｈ ａＫ ．Ｔｈ ｅ

ｅ ｆｆｅｃ ｔｓｏｆ ｕ ｒ ｂａ ｎｓ
ｐ
ａ ｔ ｉ ａｌ ｓ ｔｒ ｕ ｃ ｔｕ ｒ ｅｏｎ

ｔｒａ ｖｅ
ｌｄｅｍ ａｎ ｄｉ ｎｔｈ ｅＵ ｎ ｉ ｔｅｄＳｔ ａｔｅｓ

［
Ｊ

］
．Ｔｈ ｅ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Ｅｃ ｏｎ ｏｍ ｉｃ ｓａ ｎ ｄ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ｓ
，２ ００ ５

，

８７０ ：４６ ６
－

４７８ ．

［
３２

］Ｂ ａ ｔｔｙ，Ｌｏ ｎ ｇ ｌ
ｅ
ｙＭ ．Ｆ ｒａ ｃｔ ａ

ｌ Ｃ ｉ ｔ
ｉ
ｅｓ ：Ａ

Ｇ ｅｏｍ ｅｔｒｙｏｆＦ ｏｒｍａ ｎｄＦ ｕ ｎ ｃｔ ｉ ｏｎ
［
Ｍ

］
．Ａｃ ａｄｅｍ ｉｃ

Ｐ ｒｅｓｓＰｒ ｏｆｅｓ ｓｉ ｏｎ ａ
ｌＩ ｎｃ

，
１ ９ ９４

［
３３

］ 杨阳 ， 沈泽昊 ，
郑天立 ， 等 ． 中国当前城

市 空气综含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秦分析 ［
Ｊ

］
． 北

京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２０ １ ６
，５ ２ （

６
）

：１ １ 〇２
－

１ １０８ ．

［ ３４］ 王振波
，
方创琳

，
许光

， 等 ． ２０ １ ４ 年中国

城市 ＰＭ２ ． ５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 ［
Ｊ

］
． 地理学报 ，

２ ０ １５
，７ ０ （

１ １
）

： １ ７ ２０
－

１ ７ ３４ ．

［
３５

］
蔺雪芹 ， 王岱 ．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时空

演化特征及社会经济驱动力 ［
Ｊ

］
． 地理学报 ，

２ ０ １６
，７ １

（
８

）
： １ ３５７

－

１ ３７ １ ．

［ ３６ ］ 李陈 ． 中国 １ ６ ０ 座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因

秦定量分析 ［
Ｊ

］
． 生态经 济 （

中文版
） ，

２ ０ １６
，

３２
（
１ ０

）
： １ ５ １

－

１ ５ ３．

［ ３７ ］Ｗａ ｄｄｅｌ ｌＰ．Ｕ ｒｂａｎＳ ｉ ｍ：Ｍｏｄｅｌ ｉ ｎｇｕ ｒｂａｎ

ｄｅｖ ｅ ｌ
ｏ
ｐ
ｍ ｅｎｔｆｏｒｌ

ａｎ ｄｕ ｓ ｅ，ｔ ｒａｎ ｓ
ｐ
ｏｒｔ ａｔ ｉｏｎ

，

ａ ｎｄ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
ｌｐｌ

ａ ｎ ｎｉ ｎ ｇ ［
Ｊ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ｔｈ ｅＡ ｍ ｅｒ
ｉ
ｃ ａ ｎＰ ｌ ａ ｎ ｎ ｉ ｎｇＡ ｓｓ ｏｃ ｉａ ｔ ｉ ｏｎ ，２ ０ ０２ ，

６８
（
３

）
：２９ ７

－

３１４ ．

［ ３８］Ｂ ｏ ｒ ｒ ｅ ｇ ｏＣ ，Ｍ ａ ｒ ｔ ｉ ｎ ｓＨ
，Ｔ ｃ ｈ ｅ

ｐ
ｅ ｌ０

，

ｅｔ ａｌ ．Ｈ ｏｗｕ ｒ ｂａ ｎｓ ｔｒ ｕ ｃ ｔｕ ｒ ｅｃ ａ ｎａ ｆｆｅｃ ｔ

ｃ ｉ ｔ
ｙｓ ｕ ｓ ｔａ ｉ ｎ 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ｆｒ ｏ ｍａ ｎａ ｉ ｒｑ ｕ ａ ｌ

ｉ ｔ
ｙ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

Ｊ
］

．Ｅｎ ｖｉ 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Ｍｏｄｅ ｌｌ

ｉ ｎ ｇ＆

Ｓｏｆｔｗａ ｒｅ
，２０ ０ ６ ，２ １ （

４
）

：４６ １
－

４ ６７ ．

［
３９］ 秦波 ， 邵然 ． 城市形态对居民直接碳排放

的影响 ： 基于社区的案例研究 ［
Ｊ

］
． 城市规划 ，

２ ０ １ ２
（
６

）
： ３３

－

３８ ．

［
４〇

］ 龙瀛 ， 毛其智 ， 杨东峰 ， 等 ． 城市形态 、

交通能耗和环境影响集成的多智能体模型 ［
Ｊ

］
．

地理学报 ，
２０ １ １

，
６６

（
８

）
： １〇 ３３

－

１０４４ ．

［
４１

］
佘倩楠

， 贾文晓 ，
潘晨

， 等 ． 长三角地区

城市形态对 区域碳排放影 响的时空分异 研究

［
Ｊ

］
． 中国人 □ ？ 资源与环境 ，

２０ １ ５
，２ ５ （

１ １
）

：４４
－

（ 上接 ７６ 页 ）

家 空间规划进展及趋势 ［
Ｊ

］
． 中国国土资源经

济 ，
２ ０ ０８

，２ １
（
６
）

： ３〇
－

３ １ ．

［
１ ８

］ 陈成 ， 张丽君 ． 英国区域空间战略及对我

国的启示 ［
Ｊ

］
． 国土资源情报 ，

２０ １ ２
（
１

）
： ２０

－

２４ ．

［
１ ９

］ 孙施文 ． 英国城市规划近年来的发展动

态 ［
Ｊ

］
． 国外城市规划 ，

２ ０ ０５
（
６
）

：１ １
－

１ ５ ．

［
２０

］ 唐子来 ． 英 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历史演

进过程 ［
Ｊ

］
． 国际城市规划 ，

２ ００ ０
（
１

）
： １ ０

－

１ ２ ．

［
２ １

 ］徐瑾 ， 顾朝林 ． 英格兰城市规划体系改革

新动态 ［
Ｊ

］
． 国际城市规划 ，

２ ０ １ ５
（
３

）
：８
－

８３ ．

［
２２

］ 杨 东 峰 ． 重 构 可 持 续 的 空 间规 划 体

系 ： ２ ０ １ ０年 以来英国规划创新与争议 ［
Ｊ

］
． 城

市规划 ，
２ ０ １ ６

，
４Ｑ

（
８

）
：９ １

－

９８ ．

［
２３

］ 杨柳斌 ． 英国 １ ９４７
－

１ ９ ６８ 年开发规划变

革的启示 ［
Ｄ

］
． 广州 ： 华南理工大学 ，

２ ０ ０ ７ ．

［
２４

］于立 ． 控制型规划和指导型规划及未来规

划体系的发展趋势 ： 以荷兰与英国为例 ［
Ｊ

］
． 国

５ １ ．

［４２］Ｅｗ ｉｎ ｇＲ，Ｆ ａｎ ｇＲ ．Ｔｈ ｅｉ ｍ
ｐ
ａ ｃｔｏｆｕ ｒｂａ ｎ

ｆｏｒ ｍｏｎＵ ． Ｓ ．ｒ ｅｓ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ａ
ｌｅ ｎ ｅｒ ｇｙｕ ｓ ｅ

［
Ｊ

］
．

Ｈｏｕ ｓｉ ｎ ｇＰ ｏｌ
ｉ ｃｙＤ ｅｂａｔｅ ，２ ０ ０８ ，１ ９ （

ｌ
）

： ｌ
－

３０ ．

［
４３

］Ｋａ ｈ ｎＭＥ．Ｔ ｈ ｅ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
ｌｉ ｍ

ｐ
ａｃｔ

ｏｆｓｕ ｂｕ ｒ ｂａ ｎ ｉｚ ａｔ ｉ ｏｎ ＾］
．Ｊ ｏ ｕ ｒ ｎ ａｌｏｆ 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Ａｎ ａ
ｌ ｙｓｉ

ｓａ ｎ ｄＭａ ｎ ａｇ ｅ ｍｅｎ ｔ ，２０ ０ ０
，１ ９

（
４）： ５ ６ ９

－

５８６ ．

［
４４

］Ｇｒ ａｚ ｉＦ
，Ｏｍ ｍｅｒｅ ｎＪＮＶ ．Ａ ｎｅｍ

ｐ
ｉ ｒｉ ｃ ａ

ｌ

ａ 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ｕ ｒ ｂ ａ ｎｆ ｏ ｒ ｍ
，ｔ ｒ 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

，

ａ ｎ ｄｇ ｌ ｏ ｂａ ｌｗ ａ ｒ ｍ ｉ ｎ ｇ 
［ Ｊ ］

．Ｅ ｎ ｅｒ ｇ ｙＪ ｏｕ ｒ ｎ ａ ｌ

－

Ｃ ａｍ ｂｒ ｉｄｇ ｅＭａｔｈ ｅｎＣ
ｌ
ｅｖｅ ｌ

ａ ｎｄＯｈ
－２ ０ ０８

，

２ ９⑷ ： ９ ７
－

１ ２Ｚ

［４５］ 文 Ｕ习平 ， 宋德勇 ． 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

境的影响 ［
Ｊ

］
． 城市问题 ，

２０ １ ３⑶ ： ９
－

１５ ．

［４６ ］ 郭佳星 ． 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关联性研究

框架 ［Ｊ ］ ． 建设科技
，

２０ １ ５
（
１ ８

）
： ５８

－

６ ０ ．

际城市规划 ，
２ ０ １ １

，
２ ６

（
５

）
： ５ ６

－

６ ５ ．

［
２５

］ 张杰 ． 英 国 ２ ０ ０４ 年体系 下发展 规划 实

证研究 ： 以英格兰地区为例 ［
Ｊ

］
． 国际城市规

划 ，
２０ １ ５

，
３０

（
１

）
： ６
－

９４ ．

［
２６

］ 赵景 亚 ， 殷 为 华 ． 大 伦 敦地 区空 间 战

略规 划 的评 介 与 启示 ［
Ｊ

］
． 世界地理研 究 ，

２ ０ １ ３⑵ ：４３
－

５ １ ．

９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