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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个城市暴发，暴露了现今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问题。城

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数量、大小、分布密度等对人体健康有着一定影响。近年来，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空间分析方法的城市绿地与健康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献综述的目的是基

于空间分析方法的视角，研究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通过总结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下、不同绿地接触形式

下绿地对人体健康的促进作用，建议未来的研究应注重健康城市导向的城市绿地规划体系研究，深化多尺度空

间分析研究，提升城市绿地可用性、可达性、可见性，细化城市绿地规划方法指导，从绿地构建视角为健康城

市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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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outbreak of COVID-19 in 2020 has expose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rban green space, with its quality, quantity, size and distribution density, has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s o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uman health using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literature review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uman health through the spatial analysis approach.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roles of green space in promoting human health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green space contact,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focus on healthy 

city-oriented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system, deepen multi-scale spatial analysis, improve urban green 

space availa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visibility, refine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method guidance, and serve 

healthy c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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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0 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疫情在世界城市范围内迅速传播，其规模之大，

影响之广，造成损失之重，成为近年来对世界

城市影响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除了审视城市

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及存在问题以外，在风景

园林与城市规划领域，探索如何营造健康、可

持续的人居环境，建设健康城市也十分必要。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成

分，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既有研究表明，在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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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中，自然环境中的绿地环境对人体

健康有积极的影响 [1]。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绿地信息的整理、

计算、分析都需要与人体健康的研究进行关

联。随着科技的发展，空间分析方法以其实

时性、多时相性和分析能力精确等特点，可

以对城市绿地动态变化进行准确分析，相对

于传统的人工分析方法，有速度更快、结果

更加精准等优势 [2]，为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

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空间分析方

法具有捕获、处理和分析不同类型绿地信息

的能力。它可以对绿地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并

将其处理成能够有效检查空间和地理变量之

间关系的形式 [2]，其中最常用的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现已成为

绿地相关研究中最广泛的方法之一。现有的

关于人体健康与城市绿地之间关系的研究通

常在不同空间区域内以及在不同空间尺度上

进行 [3]。

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

关系入手，以空间分析为切入点来梳理城市

绿地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期望对未来

面向健康城市的绿地建设提出规划建议。

2  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研究进展
2.1  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

城市绿地是指城市专门用以改善生态、

保护环境，为居民提供游憩场地和美化景观

的绿化用地，包括各类城市公园、防护绿地、

滨水绿地、城市绿道、步行绿径等 [4]。城市绿

地的发展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不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也改变了

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居民生

活范围内绿地减少、人口密度越来越高、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等，这些问题都对人体健康

产生了不利影响，自此产生了一系列基于健

康需求的城市绿地研究 [5]。绿地拥有经济、生

态、社会等多种功能效益，绿地与健康之间

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生

命健康等学科的重视。

人体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心理和社

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城市绿地对人

体健康影响方面的现有研究可大致分为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 3 类。在研究中，

研究者对不同片区内的城市绿地（主要为各类

公园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特质，如绿地率、

绿地数量及质量、可达性等要素，与衡量使

用者人体健康程度的指标，如健康自我测评

表数据、压力水平、各类疾病患病率等进行

相关性研究，以探究城市绿地内各方面要素

对人体健康存在的影响。

1）从城市绿地与身体健康的关系方面来

看，医学方面的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对于居民

身体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若接触绿地的机会

增多，居民身体健康将有所改善 [6]。在国外的

研究中，Cecily 等 [7] 的研究证实了绿地对改善

亚健康、提升老年人寿命、减少死亡率等方

面都具有积极作用。Mitchell 和 Popham[8] 研究

了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给人带来的健康不

平等的现象，结果表明：拥有更多人均绿地面

积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死亡率会降低。在

专项疾病方面，Paquet 等 [9] 和 Tamosiunas 等 [10]

的研究表明城市绿地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

病发病概率。在国内的研究中，王兰等 [11] 的

研究表明城市绿地的景观破碎程度与肺部疾

病的发病率正相关，此外，该研究表明：城

市绿地带来的积极影响可降低肥胖症和儿童

哮喘的患病率。

2）从城市绿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面来

看，城市绿地作为开放性绿色自然环境，能

够有效缓解精神压力。Nielsen 和 Hansen[12]、

Beil 和 Hanes[13]、Stigsdotter 等 [14]、Ratcliffe 等 [15] 

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切入，均得出了增加与城

市绿地的接触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的结论。

Astell-Burt 等 [16] 的研究结果显示居住环境绿

化程度较高的居民遭受心理困扰的风险更低，

这表明：绿色环境会促进人的健康积极的生

活方式，从而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益处。

3）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

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

色的能力，也被称为社会适应性。城市绿地为

居民融入社会、进行社交活动、维持良好的人

际关系提供了途径，可以使居民保持良好的社

会功能状态 [17]。Herzele 等 [18] 的研究表明，城

市绿地具有社会影响，可以促进社会交往、改

善社会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

2.2  空间分析

一切事物都毫无例外地发生在特定的空

间中，实际上，自从地图出现以来，人类就

开始了不同类型的空间分析 [19]。综合学者的

研究成果认为，空间分析是一种在分析中包

含对象空间位置信息的技术与方法，包括空

间数据分析、空间统计与建模等 [19]。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分析方

法开始逐步运用于城市绿地的各项研究中。

空间分析方法首先被用于城市绿地的信息提

取，这与传统的调研方式相比，提高了效率

与准确性。罗扬帆等 [20] 整合利用 AutoCAD 和

ERDAS 软件提取城市绿地覆盖信息，探讨区

域绿地的分类方法及原则。尉雪敬等 [21] 通过

设立多类阈值，建立模型对城市绿地系统相

关资料数据进行提取。空间分析方法也运用

于对绿地景观空间格局的可达性和开放性进

行分析研究。肖荣波等 [22] 通过将 IKONOS 和

ArcGIS 2 类软件结合，对武钢工业地区的城

市绿地系统中生态物种多样性、丰富度、群

落结构以及空间格局进行系统分析。还有很

多学者以 GIS 为基础，从城市公园可达性、

与公众关联性等角度出发，对城市公园分布

均衡性、社会公正性等方面进行应用研究。

空间分析方法在城市绿地的动态监测与管理

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乔纪纲 [23] 利用像元

信息分解法创建了绿地信息自动提取方式，

进而实现监测城市绿地变化、对城市绿地进

行管理的目的。

19 世纪前期，约翰·斯诺（John Snow）在

研究伦敦霍乱时，开创性地把发病地理位置

与城市地图相关联，使得城市空间信息与健

康建立了联系 [24]。现有的健康与城市绿地的

研究通常为定量研究，通过绿地率、绿地满

意度、绿地使用频率等衡量指标的量化结果，

探讨居住区绿地、公园绿地等居民可达性较

高的绿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空间分析内涵

丰富、应用广泛，不仅可以应用在地理学中，

在流行病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领域也得

到了广泛关注。本研究的空间分析方法主要

以既往研究中普遍使用的 GIS 空间分析为主。

在城市绿地与健康的相关研究中，空间分析

可以将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健康信息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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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关联起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25]。因

此，以空间分析的视角对绿地与健康之间的

关系进行研究探索十分必要。

3  基于空间分析的城市绿地与人体健

康关系研究
国内外的研究显示，关于绿地与健康的

相关研究文献均处于逐年递增的状态（图 1），

绿地与健康的相关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以中国知网检索的中文文献数据和 Web of  

Science 检索的外文文献数据（1986—2019）作

为基础，分析得到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10 个关

键词（表 1），由此可以得出目前中文文献绿

地与健康的相关研究的重点为城市绿地、城

市森林、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健康城市、

老年人、健康、可持续发展、健康评价、规

划设计等。目前外文文献已有研究的重点集

中在绿地、环境、土地、社区、适应性、建

成环境、社区健康、老年人、GIS、空气污染

等方面。国外的研究中，GIS 已成为研究重点，

说明国外绿地与健康的空间分析研究已成为

热点话题，而目前在国内关于绿地与健康的

空间分析的研究仍较少。

空间分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

为人们解决空间问题提供各种分析手段。从

现有研究文献的学科领域来看，主要集中于

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地理学、生态学

等学科领域。使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绿

地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是基于人与绿地的互动

进行分析研究的，人与绿地的互动可以总结

为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基于不同的绿地接

触形式（绿地的可用性、可达性、可见性）进

行的。本研究从绿地与健康空间分析中的常

用数据与方法、不同空间尺度下以及不同绿

地的接触形式下绿地与健康的关系 3 个方面

分析总结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以期

从空间分析角度对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之间

的关系研究提供建议。

3.1  绿地与健康空间分析中的常用数据与

方法

绿地的常用数据可以大致分为 2 种不同

类型：1）遥感卫星获取的数据指标、土地利

用与土地覆盖数据指标 [26] ；2）归一化植被

指数、土壤调整植被指数和增强型植被指数。

这 2 种类型的方法都广泛适用于测量接触区

域内绿地。此外，还有少数研究使用了谷歌

街景图像，应用了计算机视觉或图像分析技

术 [27-29]。Nutsford 等 [28] 使用基于数字高程模

型的视域分析对绿地进行分析研究。不同的

数据类型、指标和数据来源会导致绿地分辨

率的不同。

在绿地与健康研究的文章中，常用的分

析方法有逻辑、线性和泊松回归以及生存模

型分析，地理空间方法也被直接用于建立绿

地与健康结果之间的空间关系模型。GIS 是分

析与绿地相关的数据的基本方法之一，它允

许对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并将其处理成能够有

效检查空间和地理变量之间关系的形式。由

于 GIS 具有捕获、处理和分析不同规模的空

间与不同类型健康和环境信息的能力，基于

GIS 的分析现已成为环境流行病学和相关领

域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Labib 等 [3] 总

结了绿地与健康研究中常用的 GIS 工具和技

术（表 2）。Wu 和 Jackson[30] 和 Su 等 [31] 应用空

间回归方法，发现健康与绿地之间存在显著

的 关 联。Sarkar 等 [32]、Yin[33]、Koohsari 等 [34]、

Zhai 和 Baran[35] 应用空间句法，使用深度图

（DepthMap）软件确定了可达性、公园内的路

径配置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这种方法考

虑了绿地的可达性和可见性，并关注到更多

关于绿地在使用中的细节问题。Yin[33] 在基于

绿地和步行条件预测中建立了模拟模型，得

出绿地接触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人的步行能

力，进而对人的健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3.2  不同空间尺度下绿地与健康的关系

空间尺度是地理空间分析中的一个基本

概念，与兴趣区（area of  interest, AOI）的选择

表 1  国内外绿地与健康的研究文献检索关键词

Tab. 1  Keyword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retrieval on green space and health at home and abroad

文献类型 关键词 出现频次 文献类型 关键词 出现频次

中文文献

城市绿地 43

外文文献

green space 196

城市森林 34 environment 74

风景园林 30 allotments 67

景观设计 29 community 58

健康城市 27 adaptation 34

老年人 23 built environment 31

健康 22 community health 23

可持续发展 19 older adults 17

健康评价 18 GIS 17

规划设计 16 air pollution 16

国外文献

国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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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绿地与健康的相关研究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Annual trends in the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reen space and health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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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AOI 指的是地图中感兴趣的研究区域，

例如居住区、公园、街区等。空间尺度对于

绿地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绿地

的表示和量化对数据收集和分析也至关重 

要 [36]。人与绿地互动的空间尺度可以总结为：

个人尺度、社区尺度、城市尺度，空间尺度

会影响空间分析。1）个人尺度主要指人体的

周围环境，例如小区游园，与人的距离一般

在 10~100 m 之间，在这个尺度上，人对环境

中发生的事物很敏感。2）社区尺度可以理解

为大多数人花费大量时间活动的区域，尺度

为 500、1 000 m 及以上，如居住区、街区等。

3）城市尺度是宏观尺度，它的范围比个人和

社区尺度要广，由多个社区组成，并且该范

围通常涵盖城市居民在日常活动中习惯使用

的所有空间（图 2）。

从空间尺度方面来看，社区尺度的相关

研究远多于个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且大部

分研究关注于身体健康，只有少数研究关注

心理健康或综合健康。姚亚男等 [37] 通过调

查北京互联网技术工作者工作地点周围 300、 

1 000、3 000 m 内的绿地信息，得出工作环

境周围绿地面积与身心健康成正相关的结论。

Zandieh 等 [38] 采用 GPS 步行测量和访谈的方

式调查居民对步行街区中的绿地的感知，结

果表明：街区中的绿地环境对居民健康具有

积极的作用。基于城市尺度的研究，孙佩锦

和陆伟 [39] 对大连市城市绿地与居民体力活动

和体重指数的关联性进行研究，得出绿地中

的健身场所和设施的数量显著影响人的体力

活动的结论。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上的研究

普遍反映了健康和绿地之间存在积极的联系。

但在个人尺度上，相关研究文章较少，健康

和绿地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 

探索。

3.3  不同绿地接触形式下绿地与健康的关系

城市绿地的空间分析一般基于不同的绿

地接触形式。为了便于研究，将常见的绿地

接触形式总结为 3 类，分别是绿地的可用性、

可达性和可见性。绿地的可用性是指某个特

定地点一定范围内绿地的物理量（例如，在距

房屋、学校或其他有代表性地点的一定范围

内可使用绿地的面积或数量）[40] ；绿地的可达

性是指绿地到具体地点的空间邻近性（例如，

到最近地点的缓冲区面积、距离或行进时 

间）[41] ；绿地的可见性是指从某个特定的景点

可以看到的绿化量 [42-44]（图 3）。

从绿地的可用性角度来看，研究范围主

要是在社区范围，根据所使用的空间数据的

类型，对可用性进行不同方式的量化。可用

性主要通过平均归一化植被指数值、绿地的

覆盖率、绿地面积、绿地的数量进行量化。

绿地率是指一定区域内各绿化用地总面积占

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如居住区绿地率（ratio of  

green space/greening rate）描述的是居住区用地

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与居住区用地的比率。

通过绿地率可以衡量绿地的可用性。Richard

和 Popham[45] 研究发现，社区周边的绿地率的

增高，可以有效降低社区居民患病率。吕萌

丽 [46] 对广州市居住区建设使用效果进行研究，

发现绿地率直接影响居民在绿地的活动意愿

和活动量，提高住区的绿地率是促进居民健

康的有效途径。既往研究中，多数文献研究

了绿地可用性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联，大多

数可用性接触的研究中明确绿地可用性与健

康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从绿地的可达性角度来看，不同程度

的可达性对于健康方面有不同的影响，绿地

的可达性通常是通过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

法、最小邻近距离法、服务区法和引力模

型法等方式度量的。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中，

Mukherjee 等 [47] 发现，到达绿地的最近距离与

抑郁症的发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Cutts

等 [29] 发现，进入当地公园的距离在 400 m 

以内，与健康指标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Pietila 等 [48] 发现，超过 1 000 m 的绿地距离会

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Jonker 等 [49] 发现到绿

地的平均最短距离与人的预期寿命之间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这些例子表明：改变出入绿

地的固定距离也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或心理健

康。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50]，

表 2  GIS 技术及其在城市绿地和健康文献中的常见应用 [3]

Tab. 2  The GIS technology and its common application i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ealth literature[3]

GIS 技术 内容 用法

地理编码 将地址（例如家庭，学校）转换为地理坐标 在地理空间中定位被研究对象（例如家庭或学校）

缓冲区

根据给定的直线距离、行进时间或网络距离，

生成经过地理编码的地址、邻里空间或其他

空间实体周围的区域

用于绿地可用性和可达性测量。还可以定义接触区域

尺度

测距
估算 2 个点之间的距离，包括物理距离和成

本距离（例如时间）

通常用于缓冲区，也用于测量到最近的绿地和地理编码

位置的固定或最短距离，通常用于可达性确定

叠加分析

将不同的空间层（例如邻近空间、树冠层、

土地用途层）与不同的属性结合起来，可以

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存关系或邻近关系

用于汇总变量，以及分析特定空间尺度的健康和其他信

息的关联

空间统计和其

他空间分析

使用空间 / 集成的时间数据来分析空间分布

模式

用于估算密度（例如绿地的密度、人口和土地使用密

度），也可以用于探索健康和绿地关联的回归分析中的

变化，并了解绿地和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

地理模拟
物体和人的时空模拟，用场景分析替代建筑

环境、人口特征和自然环境

用于在当前和未来场景下模拟对绿地的使用以及与绿地

的使用有关的环境因素

个人尺度
社区尺度

城市尺度

2 空间尺度示意图
Spatial scale dia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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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聚类分析和皮尔森相关系数探究公共绿

地在街道水平上的分布不公平性及其与居民

健康的空间关联，其结果表明：绿地的可达

性越高，居民患心脏病、乙型肝炎、肝癌等

疾病的概率会降低。

可达性经常与可用性结合来评估绿地的

影响 [32, 51-52]。因此，不能确定人体健康仅受到

绿地可达性的影响。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定义

和测量可达性可能会影响绿地与健康指标之

间关联的显著性水平。

与绿地的可用性、可达性相比，研究

绿地的可见性文献较少，但近年来，使用可

见性来衡量绿地的接触程度的研究，都发现

了绿地可见性与健康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 [27]。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理论—“绿视

率”可以用来量化城市绿地的可见性。“绿

视率”是日本野隆造教授在 2002 年提出的，

它可以用来表示绿色在人的视野中所占的比 

例 [53]。绿地可见性测量方法包括使用数字高

程模型的垂直能见度指数、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的谷歌街景全景图像分析以及基于地图的

横向可视性分析。Nguyen 等 [27] 使用地理编

码进行定位，评估不同区位绿地的可见性，

Nutsford 等 [28] 使 用 缓 冲 距 离（如 超 过 3 km）

来评估绿地可见性。相比之下，Zhai 等 [35] 并

未使用任何方法定义绿地接触边界，而是基

于空间句法评估沿路径的横向可见性（即人

在行走时能看到多少周围环境）。绿地可见性

与人的感知及其他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有关，

不同于“绿化覆盖率”或“绿地率”这些二

维层面上的绿地量化指标，绿地的可见性表

现了人直接视觉感受到的三维空间层面上的

绿化状况。因此，评估绿地可见性与健康指

标之间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4  结论与讨论
在国内外的绿地与健康关系的综述研究

中，本研究以人与绿地的互动为切入点，从

城市绿地的空间分析方法角度梳理了绿地与

健康空间分析中的常用数据与方法、不同的

空间分析尺度以及不同绿地接触形式下城市

绿地与健康的关系。希望在未来的绿地与健

康研究中对确定绿地规模、绿地区域、绿地

类型等方面给予建议，对完善城市规划与绿

地系统规划、提升城市绿地的健康效益、建

设健康城市提供参考。

4.1  注重健康城市导向的城市绿地规划体

系研究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健康带来了

一场挑战，激发了人们对建设健康城市的探

索与思考。回顾历史，城市化导致了很多健

康问题。人体健康不仅依赖个人生活方式和

生活习惯，更依赖于所处生活环境、居住条

件、城市经济水平等社会因素。目前的城市

发展建设多重视经济效益，而未来建设健康

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

要求。

面向健康的城市规划应当考虑到城市的

规划、建设、运行管理都应以人的健康为中

心，解决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问题；通过硬

件基础设施改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通过

改变环境、加强预防和釆取适当治疗干预措

施相结合的方法，从环境、社会、社会制

度、文化等全方位解决健康问题，从公共卫

生层面扩展到人群健康能力的构建上，从而

更好地促进人体健康，开展更有弹性的城市

规划。

多项研究证明了城市绿地对人体健康存

在积极影响，注重完善城市绿地规划体系的

研究、保护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构建更

强的绿地系统研究框架非常必要。在“健康中

国”的战略背景下，依托国家和社会对公共健

康的关注逐渐增长这一机遇，城市绿地规划

体系应与公共卫生体系相互协作，广泛展开

更具深度与广度的涉及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

的研究，吸引更加多元的社会力量，提供更

有效的服务，探索新的路径。以健康为导向、

以人为本、基于生态环境的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应融入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来。

4.2  深化多尺度、综合性空间分析

健康城市的构建过程中，城市绿地的地

位举足轻重。本研究论述了近年来空间分析

方法在城市绿地和健康相关研究中的应用，

总结了绿地与健康研究的空间尺度、数据和

分析方法，探讨了绿地和健康之间的联系。

其中，国内外绿地与健康的研究自 2000 年起

逐步增加。对于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绿地接

住址 住址住址
出入路线
非正式路线
正式路线
出入口
公园绿地

<10
10~30
30~50
50~70
>70

绿化覆盖率 /%

3 绿地接触类型
Green space exposure types

3-1  不同街区的绿地可用性
Availability of green space in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3-2  从住址到绿地的可达性
Accessibility from residence to green space

3-3 住址周围的绿地的可见性
Visibility of green space surrounding the residence

3-33-2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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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形式的绿地与健康关系已有文献研究。

经过研究分析，在空间尺度方面，国外

分析绿地与健康关联的研究通常都是在社区

尺度上进行的，国内的研究普遍范围更大，

多是基于城市尺度的研究。分析尺度的差异

会影响绿地与健康指标之间的关联强度。在

分析方法方面，国内外研究中，基于 GIS 的

分析现已成为环境流行病学和相关领域中使

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空间分析方法普遍用

于城市绿地的信息提取上。未来关于人体健

康与绿地的相关研究可能更加广泛，具体到

每项研究可能会更加关注细节。综上，绿地

对人体健康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了多方面的

证实，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多关注个人尺度上

的绿地评估，也应注重绿地与更加细化的健

康指标（如身体健康或心理健康的不同方面）

之间的关联。

未来的研究中，在城市空间尺度上的研

究应侧重于城市形态、道路交通组织、景观

体系等研究，通过优化城市形态、控制城市

无限扩张，构建完善的绿道，营造更加完整

的景观空间来促进公共健康。在社区及个人

的空间尺度上，应注重提高绿地基础设施的

可达性、可步行性和社区空间品质等，提倡

功能复合的土地利用模式、连接良好的街道

网络，并通过提升社区绿地的可达性，打造

宜居的社区环境和和谐的邻里空间，从而促

进人体健康。

4.3  提升城市绿地可用性、可达性、可见性

国外研究中在进行绿地接触评估时，可

用性和可达性是最常见的测量方法，对可见

性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绿地的可达性，尚未发现对绿地可见性的

研究。

城市绿地可用性是健康导向下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的基础指标之一。城市规划师应在

进行城市规划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时，确定

绿地可用性指标，提升城市绿地的可用性，

满足人对于城市绿地的实际需求。城市绿地

可达性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居民与城市绿

地接触的机会，还可以促进居民参加体育活

动的积极性，对居民健康带来益处。但随着

城市的集约化建设，未来提升绿地可达性的

方式将以建设社区公园和街旁绿地、小游园

为主，通过居民生活环境中的小型绿地建设，

提升绿地可达性，从而提高人体健康水平。

城市绿地的可见性可以从三维层面上评估绿

地，这对于理解绿地对健康的影响十分重要。

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应充分考虑绿地的可

见性，例如立体绿化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可

以提升“绿色”可见性进而充实城市绿地环

境，改善人体健康。

4.4  细化城市绿地规划方法指导

健康城市的建设，应把健康影响评估纳

入城市绿地规划中，细化城市总体规划、控制

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中的方法指导。1）在城

市总体规划层面，健康影响评估可与空间布

局、交通网络构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方

面相结合，根据其结果修改完善城市规划以

及城市绿地系统的相应指标，构建合理的规

划流程；2）在控制详细规划层面，应结合居

民需求，对城市不同空间进行精细化的评估

和控制，帮助决策判断相应的规划建设方向；

3）在城市设计方面，通过健康影响评估探讨

特定场所营造对于健康的促进效益以及其中

的差异，探索促进居民体力活动水平、提升

居民运动积极性的场所营造设计方案，构建

促进健康的活动空间；4）在城市管理方面，

可以建立健康城市评估模型，对未来居民健

康水平进行预测评估，并建立健全反馈机

制，不断完善规划方案，以全面实现从城市

规划层面促进公共健康的需求。城市规划相

关研究部门应加强基于公共健康视角下的城

市规划及绿地规划优化分析并积极进行宣传，

推动全民建设健康城市，充分发挥公共健康 

效益。

健康是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人类

能够通过城市的空间设计改善城市绿地环境

并影响人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从而影响人体

的健康。本研究梳理了城市绿地与人体健康

的空间研究方法及相关研究理论，分析了空

间分析视角下城市绿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并对未来的空间分析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与建议，以期推进具有多层次的综合尺度的

绿地健康研究，从绿地空间层面为健康城市

的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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