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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撷英

城市森林的建设步伐。

前 不 久， 巴 黎 市 政 厅 宣 布， 将 在

2020 年底之前新建 4 座城市森林，横跨

巴黎市政厅、歌剧院、里昂火车站、塞纳

河畔等 4 处城市标志性地点；同时还将对

埃菲尔铁塔周边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散步

休闲的大花园。其实，这次的城市森林计

划“蓄谋已久”，更像是巴黎为了应对极

端天气，以及实现《巴黎协定》的承诺而

迈出的第一步。

为充分发挥树木在城市中的“碳汇”

作用，巴黎市政府已于 2018 年推出“新

气候计划”，倡议 2020 年前在巴黎增加 2

万棵新树，将城市森林的规模逐渐增大，

实现城市的绿化与冷却。该项计划还将从

街道树木、城市公园、绿色屋顶和花园入

手，用以有效降低夏季气温，减少空气和

噪声污染，从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事实上，为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

巴黎市政府也付出了不少努力。例如，

市政府制作“树木报告”以记录树木发展

情况，并为每一棵树建立档案和辨认卡片。

纽约：被钢筋水泥环绕的城市“绿肺”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是个高楼

林立的摩天之都。在这样一座寸土寸金的

城市里，却有 700 万棵树遍布其间。出于

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美国很多城市都在想

办法多种植树木，这一举动被城市规划者

称为“打造城市森林”。

2015 年，纽约市公园管理及重建部

门与当地非营利机构共同完成了一个植被

修复项目，即在长达 8 年的时间里种植了

100 万棵树。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纽

约城市项目的负责人艾米丽 • 诺贝尔 • 麦

克斯韦表示，在见证了日趋严重的热浪和

更频繁的风暴侵袭后，纽约更加意识到城

市树木的重要性。

现在，纽约整个城市的树木储存了

大约 120 万吨的碳。每年，这些树木可以

据 英 国《卫报》11 月 6 日报道，超

过 1.1 万名科学家日前联合发出严厉警

告称，“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况。为了

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我

们的生活方式。”气候变化带来更高的气

温、更严重的洪涝灾害，让拥挤的城市生

活雪上加霜。目前，世界各国很多城市逐

渐将目光转向自然，探索实施屋顶花园和

城市森林等计划，试图将更多的自然融入

城市，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破解城

市面临的各种生存问题，保护市民免受热

浪、洪水和干旱等气候变化事件的影响。

巴黎：城市森林覆盖地标建筑
在法国巴黎的老城区和拉德芳斯新

区之间，郁郁葱葱的布洛涅森林公园里游

人如织。这片面积达 850 公顷的森林，不

仅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也是城市气候的

调节器。公园负责人菲利普 • 罗莱表示，

布洛涅森林和另一处的文森森林被称为巴

黎的两个“绿肺”，共计生长着近 30 万棵

不同种类的树木，是巴黎最大的两块绿色

空间。

据介绍，布洛涅森林根据树木生长

规律和自然生态法则，通过调整横向结构

和纵向层次，增加森林的生态功能，提升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园区进一步扩

大草地的面积，使森林和草地交叉融合、

互为一体，实现生态系统的统一。考虑到

城市森林建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公园内还建设了人工湖、体育场、动物园

等，形成集休闲、娱乐、运动等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性场所。

从城市建设来看，巴黎城市历史建

筑及其入口广场、大规模停车场、文化

广场，以及滨河道路是主要的硬质铺装

集中区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巴黎的气

候危机。今年夏季，巴黎与欧洲很多城

市一样遭受了热浪的席卷，最高气温达

40 摄氏度。这让巴黎政府进一步加快了

吸收 5 万余吨碳和 1100 吨空气污染物。

同时，仅纽约市政府直接管理的城市森林

就达 2800 多公顷，森林公园上百处。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纽约

“后花园”的中央公园。纽约中央公园位

于美国曼哈顿区，占地 340 公顷，是世界

上最大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在中央公园

诞生之前，纽约经历了城市化带来的一系

列问题，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公共开放空

间被不断压缩，市民对新鲜空气、阳光以

及公共活动空间充满前所未有的渴望。

从曾经一片荒野，到现在遍布树林、

湖泊、湿地和草坪，中央公园成为繁华都

市里的“绿肺”。公园内的绿地覆盖率达

到 242.8 公顷左右，整体景观设计运用了

多种乔灌木进行搭配，展现自然风貌，并

在边界处种植乔木、灌木，保证公园内部

不受城市干扰。

中央公园的建设折射出纽约的城市

经营理念，城市建设中并没有忽视自然生

态系统的保护与再造。他们秉承城市和社

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坚持以人为

本，总体考虑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城市森林

建设，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除了中央公园，纽约还建设了很多大

大小小的城市森林。比如，纽约的加弗纳

斯岛曾是美国使用时间最长的军事基地，

最早可追溯到 1755 年。19 世纪，加弗纳

斯岛为建造堡垒把大多数树木砍掉了。如

今，经过集中种植后，这里拥有超过140

种树木，这座面积 69.6 公顷的岛屿已成

为公园“绿岛”。

伦敦：以开放空间为载体增植添绿
作为英国的首都，伦敦有 800 多万人

口。以开放空间系统为载体建设城市森

林的模式，使伦敦成为高密度人口大都

市发展森林城市的典型。

伦敦的开放空间系统历史悠久，是历

次大伦敦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规

  绿色城市突围“热岛效应”
——国外城市森林建设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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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内容和重点反映出开放空间规划“环

带状网络化、城市公园均布化、城市绿道

网络化”建设的阶段式发展历程。2017 年

12月，当地政府颁布的《大伦敦总体规划》，

强调重视城市开放空间体系的完善，将提

升城市绿地的规模和质量、加强开放空间

的连接性作为重点。规划提出，2050 年

将伦敦建成绿色城市，林木覆盖率在现有

基础上提升 10%，绿地率达 50%。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规划要求适当

增加绿带和城市开放地的规模，提升其

可达性和质量，重视与其他开放空间的

连接；对全市的开放空间进行评估，确定

开放空间不足及可达性差的区域以进行补

充建设。其中，针对城市森林建设，规划

提出对市域范围内的树木进行生态量化评

估，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当树木被移除时，

需替代种植至少等量的树木或交纳弥补该

树木功能缺失的费用。

其实，早在 2014 年伦敦政府就发布

了《城市森林战略》，为城市森林管理设

定了远景目标、战略方向和行动计划。该

战略中的“城市森林”是指城市范围内的

所有树木，不区分土地用途和所有权，包

括私人庭院、街道林荫大道、林地、湿地，

以及公园、峡谷和田野的树木等。该战略

要求将城市森林视为一种独特、宝贵的资

产，在城市规划中具有更高的优先级，鼓

励公民、私人组织和其他公共机构积极参

与城市森林的保护与建设。

从短期来看，战略实施重点是通过

加强森林健康和保护现有树木不受人类发

展和环境干扰的影响，稳定和重建已丧失

的林木覆盖。为此，必须加强对现有林木

的保护，并鼓励开发商在新开发项目中种

植更多树木。

从中长期来看，城市必须努力扩大

其种植计划并加强管护，努力恢复和维护

自然区域。这不仅要求有关部门在城市内

种植大量树木，更要求科学制定树木种植

计划，仔细考虑树种、分布、种植空间等。

莫斯科：大量“绿楔”伸入城市内部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是一座修建在

森林之中的城市，人均拥有绿地 0.003 公

顷，绿化面积占全市面积的 40%；有 11

个自然森林、98 座公园，占地约 2000 公顷。

莫斯科城市森林建设以大量的森林公园为

特征，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森林公园保护带。

1934 年，莫斯科政府首次提出设置

森林公园保护带，随后出台的《莫斯科改

建总体规划》将这一保护带确定下来，森

林以“绿楔”的形式伸入城市内部与城市

中的绿色空间相连接。1971 年，新版城

市规划决定采用“环形加楔形”的城市绿

地布局，将城市划分为 8 个大区，以绿带

相隔离。除核心区外，其余 7 个大区均有

一片1000 公顷以上的楔形绿地连接郊区

森林与城市绿地。至此，莫斯科森林公园

保护带的结构基本形成并沿用至今。

随着《莫斯科自然综合体规划》的发

布，自然综合体成为莫斯科森林城市建设

的新载体。该规划将森林、森林公园及自

然和非人工河流溪谷等自然区域，公园、

花园、自然风景区及居民区、公共场所、

生产企业、市政绿地等城市绿地，以及被

破坏的地区、受损的备用区域等划归为自

然综合体。

在此基础上，该规划提出保护莫斯

科市与州的自然综合体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将着眼点从城市

扩展到区域，改变莫斯科市与州在城市

森林建设方面的不协调，构建范围更广、

效益更高的区域森林城市群。同时，规

划强调保护并增加自然综合体，扩大城

市森林规模，并将分散的绿色空间联系

起来增强自然综合体之间的连续性，构

建生态廊道，形成城市绿网。

2010 年，莫斯科市政府颁布了《莫

斯科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2010～2025 年》，

进一步强调建立绿色空间连接体系，保

证自然景观的连续性，既要将莫斯科州

及城市外围的森林通过楔形绿地一直延

伸到莫斯科河，还要沿用构建新绿化带

并调整现有绿化带的政策，把连续的自

然带同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绿化空间

结合在一起。

另外，由于莫斯科城市内部绿色空

间较少，游憩林接待游客过多、负荷过

大，新版规划提出增加中心区城市森林的

规模，并增加小微绿地，以减少城市森林

的游憩负荷。

维也纳：森林绿带贯通形成生态网络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森林资源丰富，

依托“维也纳森林草坪带”（下称“森林

绿带”）的建设，形成了完善的城市森林

网络体系。维也纳的森林绿带环绕着城

市，每公顷森林一年可吸收各种粉尘 20

吨～60 吨、二氧化碳 20 吨～40 吨。

早在 1905 年，维也纳市周围地带

就被划定为“森林—草地保护区”，通过

景观路将森林绿带连接成环带状结构，

构成了早期维也纳城市森林的布局。随

后，以森林、绿带和生态保护区为主体

的“敏感地区系统保护项目”启动，森林

绿带的规模逐步扩大，环状结构也更加

完整。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当地政府

重点发展城市开放空间体系和建设绿色

连 接 系 统。 到 2005 年， 维 也 纳 森 林 绿

带面积达 21500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51.8%。绿带也由初期的城市森林、农田

扩展到自然保护区，以及城市内部的花

园、公园、开放空间等，它们通过绿道

系统连接共同形成了维也纳城市森林的

网络结构。

近年来，维也纳政府相继颁布《维也

纳城市发展规划 2025》《维也纳绿色开放

空间规划 2025》，对城市森林结构进行

调整：一方面，继续完善森林绿带之间

的连接。规划强调对森林绿带的保护与

完善，并提出建设多条通往绿带的绿道，

与城市内部开放空间体系连接。另一方

面，增加线性连接完善城市绿道体系。

规划提出增加“新建绿道、近郊绿道、景

观风景道和城市绿道”等 4 种类型的绿色

连接，使城市绿道更加系统化。此外，

规划还强调增加城市公园与开放空间，

将新增 9 个城市公园，扩大城市内部森

林规模，为居民提供休闲游憩场所。

除了上述调整外，新版规划还在《奥

地利可持续森林管理：奥地利森林报告

2015》的基础上，针对维也纳森林特征

强调：要加强森林的近自然抚育与管理，

保证森林的健康；根据城市森林的类型

确定其林分组成和结构，并按照目标促

进森林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 2019 

年11月9日《中国自然资源报》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