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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城市核心区生态空间界定与评价
—以北京为例

□　郑善文，马默衡，李　福，张芯蕾，汪坚强

[摘　要 ]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人居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高密度城市核心区尤为稀缺又极为重要，而有关研究存

在界定不够全面、分类不够清晰及评价不够精确等问题。文章将城市生态空间的概念由“蓝绿”空间扩展到全域、全要素的

生态空间，基于高精度卫星影像和多源数据建立“要素+类型”的生态空间分类体系，并以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为例，通过

GIS空间分析、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等方法，从斑块和街道两个尺度对核心区的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空间供给、居民使用和需

求情况进行分层评价，总结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现状城市生态空间在格局、供需等方面的问题，识别生态空间缺失地区，并

提出增加生态空间供给、平衡生态空间格局、促进生态空间开放和丰富生态空间类型等生态空间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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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co-space in High-density Urban Core Area: Beijing Case/Zheng Shanwen, 
Ma Moheng, Li Fu, Zhang Xinlei, Wang Jianqiang
[Abstract] Ecologic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insurance of quality urban life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high 
density urban core area. Relevant studies have problems of vague definition, unclear categorization, inaccurate evaluation etc. The 
paper expand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space from blue and green space to full coverage and all elements ecological space, and 
establishes an ecological space categorization system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 and multi-source data. By GIS spatial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the paper makes leveled analysis on the pattern and supply of ecological space, 
residential demand and use of ecological space from patch and street scales, concludes the problems and missing area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puts forward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 space provision, space pattern, space openness, and space diver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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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其

中城市生态空间是维持城市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物

质载体，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

也是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及提

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间保障 [1-5]。而

充足的城市生态空间不仅能保证城市正常的生态需求，

还能对生态过程进行缓冲与利用，如城市生态空间在韧

性城市应对灾害、保持城市健康及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

务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6-8]。因此，在城市

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将城市生态空间作为衡量城市(空

间)健康状况和城市竞争力、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9]。

北京在近三四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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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扩张带来了植被覆盖率下降、生

态空间减少等城市生态问题，城市人居

环境质量受到挑战。为解决城市生态问

题，北京相继出台了关于提升城市人居

环境的多项政策和措施。2017年，《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提出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

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并将北京东城

区和西城区划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以下简

称“核心区”)[10]。2020年，《首都功能

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年)》提出核心区是全国政治、

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

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 [11]。

核心区内有故宫、景山、北海和天坛等

重要城市生态空间，这些生态空间具有

较强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支撑北京政治、

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但目前有关核心区生态空间的研究

仍然较为缺乏，尤其缺乏对生态空间进

行高精度准确识别、分类和使用评价等

方面的相关研究。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总结国

内外城市生态空间界定、分类与评价研究

的趋势和问题，对城市生态空间的概念与

内涵进行再界定，进而以北京核心区为

研究区，通过高精度遥感影像解译与人

工识别相结合的方法对其生态空间进行

识别和重新分类，并对其生态空间的格

局、数量和服务等进行评价；通过问卷

和实地调查等方法，从居民感受和使用

角度对核心区生态空间的使用情况进行

评价，识别出生态空间的“薄弱”地区，

最终提出核心区生态空间优化的建议，以

提升整体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空间品质。

1已有研究进展 

当前，国内外有关城市生态空间的

研究以公园绿地、绿色空间、蓝色空间

(水)和绿色基础设施的研究相对较多，

在研究尺度上以宏观区域或城市市域尺

度的研究居多，其他尺度的研究较少。

1.1城市生态空间的概念内涵与研究

尺度

关于城市生态空间的内涵界定，早

期主要指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核心是公

园(公共)绿地 [12-14]，后来发展到囊括自

然生态领域的林地、草地、耕地和农地等，

以及水域的“蓝绿”空间组合 [4，15-16] 和

绿色基础设施的有关概念 [17-18]。在已有

研究中，尺度上仍以城市群区域或城市

市域尺度为主 [19-21]，对城区尺度尤其是

高密度城市核心区尺度的研究非常少见。

1.2城市生态空间的识别与评价方法

目前，关于城市生态空间的识别与评

价方法如下：①基于对土地利用和覆被的

分析对城市群、都市区的生态空间格局变

化及其生态服务响应等进行识别与评价。

此类研究多是以中分辨率(30　m×30　m的

居多)的卫星影像数据为基础，采用某个

尺度网格化(如1　km×1　km 的网格)对

空间单元进行划分，通过遥感解译、归一

化植被指数(NDVI)等技术手段来实现对生

态空间的识别与评价 [22-26]。②基于景观生

态学对城市生态空间格局进行识别与评

价。此类方法一般是利用“斑块—廊道—

基质”原理、生态适宜性和敏感性分析、

景观格局指数、景观空间绩效及生态系

统服务等因素对城市(区域)的生态安全

格局、生态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进行识

别与评价 [27-33]，并提出生态控制线、生

态网络等规划响应策略 [34-37]。此外，也

有学者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土地利用变

化数据为基础，开展城市土地利用(含生

态空间)综合评估工作 [38-39]。

1.3北京城市生态空间已有研究

目前关于北京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较多集中在城市热岛和绿色空间(公园绿

地)方面，如北京城市热岛与土地利用的

关系、北京城市绿化与热岛效应的关系、

北京城市建筑密度分布对热岛效应的影

响及北京地区城市热岛强度长期变化特

征与气候学影响机制等 [40-43]。此外，关

于北京公园绿地的研究较多，如北京绿

色空间规划、生态用地规划、绿色空间

演变、绿色空间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和城

市公园的健康福祉 [44-48] 等，这些研究多

以北京市域或其中的五环、六环区域为

研究对象。

1.4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城市生态空间

的定义或内涵主要指“蓝绿”空间组合。

笔者认为，这种定义忽略了可透水地面、

广场、立体绿化和路旁行道树等能提供

生态服务的非“蓝绿”生态空间或要素，

也忽略了潜在的有可能转换为生态空间

的用地与空间。具体而言，已有研究多

集中于较为宏观的城市群区域或市域尺

度，多采用遥感、卫星影像等大尺度、

中低分辨率的数据，多是偏宏观尺度的

生态网络、生态控制线等的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较缺乏针对中微观

尺度的城区特别是城市中心区生态空间

的高分辨率、精细化研究，且目前的研

究多是基于人为划分的空间底图(如网格

化的空间单元划分)来展开，研究尺度与

城市规划实践尺度不够匹配，研究成果

的应用性与实操性不强，无法有效指导

城市规划或管理实践 [49]。此外，在已有

的针对北京生态空间的研究中，关于城

市中心区尤其是核心区的研究较少，而

高密度建成的城市核心区生态空间对城

市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功能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亟待深入研究。

2核心区生态空间界定与分类方法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城市生

态空间的内涵进行拓展与再界定，以北

京核心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高分辨率影

像数据和城市路网、POI等多源数据对生

态空间进行识别与重新分类，并结合居

民对于生态空间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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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物质化空间评价与

居民感知角度的使用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对核心区生态空间进行精细化、人本化

的分类与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提出生

态空间优化策略与建议。

2.1核心区概况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北京核心区，包

括北京东城区与西城区的行政管辖范围

(图1)。核心区现有32个街道级行政单元，

总面积约为92.5　km2，2018年末常住人

口约为200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6　670

亿元。核心区是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和国际交往中心(3个中心)的核心承

载区，区内有景山、北海、天坛等重要

城市生态空间及各类街道和社区级生态

空间，此外还有天安门广场、故宫等大

型城市开敞空间。这些空间都具有较强

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支撑北京3个中心

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2生态空间概念与内涵的再界定

针对核心区的特点，本文将城市生

态空间概念由传统的“蓝绿”空间拓展

到可提供生态服务的用地与空间，包括

潜在的能转化为生态空间的潜力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是指除建筑和道路之外的

空间区域，包含了具有生态服务功能的

开敞空间和公共空间(如广场、行道树下

的街道空间等)，还包括屋顶绿化等三维

立体的生态空间，本文的概念界定突破

了一般意义上二维“蓝绿”空间的概念

边界。

2.3生态空间分类方法

本文以空间分辨率为1　m的高精度

影像为基础数据，利用高精度遥感解译

与人工识别相结合并进行矢量化分析的技

术方法，同时结合城市路网、POI等数据

进行城市功能的识别与验证，将核心区

的土地覆盖生态空间要素分为水系、滨

水、公园、广场、路旁(街道)、路内、

社区、胡同平房区、单位和屋顶10类生

态空间(表1)。这种方法既区别于常用的

“绿地+水系”概念，也突破了遥感解

译方法的地物识别误差(如建筑阴影、建

筑屋顶等)，同时还区分出功能属性(如

社区和单位生态空间)，能较准确地精细

化识别核心区各类生态空间及其属性。

3核心区生态空间评价

3.1生态空间要素

核心区生态空间面积约为2　602　hm2，

占核心区总面积的28.13％，高于同期绿

地面积统计数据(约2　140　hm2)。其中，

公园生态空间、路旁(街道)生态空间和

单位生态空间(占比均在15％以上)分

列前三位，其中路旁(街道)生态空间以

一般绿地统计口径中容易被忽视的林荫

道、行道树等生态空间为主，此类生态空

间在核心区生态空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单位生态空间的总量可观，是未来生态

空间优化的重要机遇空间。广场生态空

间、滨水生态空间、路内生态空间和屋

顶生态空间分列后四位，占比均小于5％，

其中广场、滨水和屋顶生态空间是未来

图 2  核心区生态空间要素分布图图 1  核心区范围示意图

生态空间要素分类 具体要素 典型示例

水系生态空间 河流水系、湖面 护城河、什刹海等水体

滨水生态空间 护城河、河流沿线、湖面沿线 护城河沿线、什刹海沿线等生态空间

公园生态空间 各类向公众开放的公园绿地和名

胜场所、王府花园内的生态空间

景山、天坛、地坛、北海、陶然亭等公

园绿地和雍和宫、国子监、恭王府等名

胜古迹内的生态空间

路旁(街道 )

生态空间

道路两侧的行道树、林荫道等 长安街、二环路沿线生态空间和道路街

道行道树，此类为可进入、有生态功能、

偏积极的路旁生态空间

路内生态空间 道路中间绿化带、立交桥景观绿

地等

此类为不可进入、偏消极的道路防护或

景观绿地

社区生态空间 居住小区内部的生态空间 各居住小区内的生态空间

胡同平房区生

态空间

胡同、平房区和四合院内的生态

空间

分布于二环内的胡同、平房区的大量树

木

单位生态空间 各类单位、学校、医院、科研机

构和商业办公等地块内生态空间

此类为局部开放或向部分人群开放的地

块内生态空间

广场生态空间 大中型城市广场 天安门广场、西单文化广场等

屋顶生态空间 建筑屋顶绿化生态空间 四达大厦、政协礼堂、市委党校内和西

城区政府等建筑屋顶生态空间

表 1  生态空间要素分类一览

核心区

各行政区边界

图例

图例
水系生态空间
滨水生态空间
公园生态空间
路旁(街道)生态空间
路内生态空间
社区生态空间
胡同平房区生态空间
单位生态空间
广场生态空间
屋顶生态空间
街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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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核心区生态空间核密度分析图

需重点补充的生态空间要素(图2，表2)。

3.2生态空间类型

依据开放程度和功能属性将上述10

类生态空间要素进一步分为公共、半公

共和非公共3类生态空间，其中公共生

态空间指完全向公众开放的生态空间，

主要为各级各类城市公园，可进一步将

其划分为城市级、街道级和社区级三级

及路旁(街道)生态空间；半公共生态空

间指有限开放或者对部分人群开放的生

态空间，主要包括单位、路内、胡同平

房区、社区和屋顶生态空间等；非公共

生态空间主要是指中南海、大使馆等不

对外开放的特殊地区生态空间。在核心

区生态空间中，总体上公共生态空间占

主导，半公共生态空间次之，非公共生

态空间则比较少。在公共生态空间中，

又以城市级生态空间和路旁(街道)生态

空间为主，以街道级生态空间为辅，社

区级生态空间较为缺乏(图3，表3)。

3.3生态空间格局

本文运用核密度法对核心区生态空

间斑块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首先根据

街道边界在GIS平台上建立渔网，将核

心区分为 50　m×50　m 的网格；其次计

算每个网格中生态空间的面积，利用网

格的几何中心代替该网格；最后计算生

态空间的核密度分布，具体公式为：

                                                                        公式(1)

式中， 为空间位置 处的核密度

计算函数； 为距离衰减阈值； 为与位

置 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的要素点数；

则表示空间权重函数 [50]。这一方程的几

何意义为核密度值在每个核心要素 处最

大，并且在远离 过 程 中 不 断 降 低，直 

至与核心 的距离达到阈值 时核密度值

降为0。在实际中，阈值 的设置主要与

分析尺度及地理现象特点有关，较小的

距离衰减值可以使密度分布结果中出现

较多的高值或低值区域，适合于揭示密

度分布的局部特征 [51-52]。经过多次实验，

本次选择的阈值为100　m(图 4)。

分析结果显示，核心区生态空间总

体分布不均，沿中轴线、北二环、南二

环和东二环南段、西二环南段的生态空

间分布较密集，二环内的生态空间覆盖

度相对低于二环外地区。其中，二环内

大型城市级生态空间居多，如景山、北海、

生态空间要素 面积/hm2 比例/％

水系生态空间 232.00 8.92

滨水生态空间 72.50 2.79

公园生态空间 647.94 24.90

路旁(街道 )生态空间 565.45 21.72

路内生态空间 23.36 0.90

社区生态空间 359.63 13.82

胡同平房区生态空间 159.21 6.12

单位生态空间 452.91 17.40

广场生态空间 88.46 3.40

屋顶生态空间 0.68 0.03

总计 2　602.14 100

图 3  核心区生态空间类型分布图

表 2  核心区生态空间要素统计

生态空间类型 生态空间等级 包含生态空间要素 面积/hm2 比例/％

公共生态空间 城市级 天坛、景山等大型城市公园，天安门广场

等大型城市广场及长安街、二环路沿线生

态空间与护城河滨水生态空间

811.15 31.17

街道级 以街道为主要服务区的中型公园、广场和

主干路侧生态空间及其他滨水生态空间

295.87 11.37

社区级 块状小型街头公园、社区公园和广场等 5.05 0.19

路旁生态空间 次干路、支路的路旁生态空间与行道树等 449.88 17.29 

半公共生态空间 — 单位、路内、胡同平房区、屋顶及社区生

态空间等

995.79 38.27

非公共生态空间 — 特殊地区生态空间，如中南海、使馆区生

态空间

44.40 1.71

总计 2　602.14  100

表3  核心区生态空间类型分类和统计

水系公共生态空间
城市级公共生态空间
街道级公共生态空间
社区级公共生态空间
路旁公共生态空间
半公共生态空间
非公共生态空间
街道边界

图例 图例

0.001 ～ 0.100
0.101 ～ 0.200
0.201 ～ 0.300
0.301 ～ 0.400
0.401 ～ 0.500
0.501 ～ 0.600
0.601 ～ 0.700
0.701～ 0.800
0.801～ 0.900
0.901～ 1.000
1.001～ 1.265
北京市中轴线
北京市二环路

核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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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和什刹海等大型生态空间都分布在

二环内，社区级生态空间在此区域则较

为缺乏；而二环外中小型街道级和社区

级生态空间相对较多，大型城市级生态

空间则较少。除此之外，在大栅栏、前门、

崇文门等街道及东四、朝阳门、天桥等

街道的局部地区，生态空间覆盖度较低

(图4)。

在斑块格局分析的基础上，为进一

步分析空间分布的规律，本文进行了分

街道的生态空间要素和类型分析。首先，

在分街道生态空间类型分析上，天坛、

什刹海和东华门街道的公共生态空间总

量排在前三位；前门、椿树、朝阳门、

崇文门外和大栅栏街道分列后五位，生

态空间总量均小于10　hm2(图 5-a)，这

些街道在整体上公共生态空间缺失较为

严重。

其次，在分街道生态空间要素统计

上，天坛、什刹海和东华门街道排在前

三位，远高于平均值；朝阳门、崇文门

外和大栅栏街道分列后三位，远低于平

均值(图5-b)。

再次，从地均和人均生态空间面积

看，地均生态空间面积排在前三位的是天

坛、龙潭和陶然亭街道，说明龙潭、陶然

亭等街道的生态空间比例较高(图6-a)；

人均生态空间面积排在前三位的是天坛、

东华门和什刹海街道，排在后三位的是朝

阳门、崇文门外和大栅栏街道，与生态空

间总量排序基本相同(图6-b)。

最后，街道层面的总体生态空间、

公共生态空间、人均生态空间和人均公

共生态空间分布也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如在生态空间总量上中轴线以西优于中

轴线以东，长安街以北优于长安街以南，

二环外平均优于二环内；但是从人均生

态空间供给情况看，中轴线两侧的街道

优势明显提升，而二环外街道的优势明

显降低，同时长安街以南和以北的供给

差异在缩小，说明二环外和长安街以北

地区虽然生态空间总量相对较多，但人

均生态空间供给仍然不足，如和平里、

图 5  分街道生态空间面积统计图

图 6  分街道人均与地均生态空间面积统计图

图 7  分街道生态空间分布图

总体生态空间 公共生态空间

人均生态空间 人均公共生态空间

天坛街道

什刹海街道

东华门街道
和平里街道
展览路街道
西长安街街道
龙潭街道
广安门外街道
月坛街道
德胜街道
陶然亭街道
金融街街道
白纸坊街道
北新桥街道
新街口街道
永定门外街道
广安门内街道
天桥街道
体育馆路街道
东花市街道
东直门街道
建国门街道
安定门街道
景山街道
交道口街道
东四街道
牛街街道
前门街道
椿树街道
朝阳门街道
崇文门外街道
大栅栏街道

天坛街道
东华门街道
什刹海街道
龙潭街道
西长安街街道
陶然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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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类型生态空间面积 (hm2) b. 各要素生态空间面积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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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级公共生态空间
社区级公共生态空间
路旁 (街道 )公共生态空间
半公共生态空间
非公共生态空间

图例

图例

图例

水系生态空间

滨水生态空间

公园生态空间

路旁 (街道 )生态空间

路内生态空间

社区生态空间 

胡同平房区生态空间

单位生态空间 

广场生态空间

屋顶生态空间
平均面积 平均面积

7 000  5 000     4 000    3 000      2 000          1 000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a. 分类型地均生态空间面积 (m2/hm2) b.分类型人均生态空间面积(平方米/人)

平均数 平均数中位数 中位数

公共生态空间
半公共生态空间
非公共生态空间

10.00 ～ 20.00　hm2

20.01 ～ 30.00　hm2

30.01 ～ 50.00　hm2

50.01 ～ 70.00　hm2

70.01 ～ 100.00　hm2

100.01 ～ 150.00　hm2

150.01 ～ 200.00　hm2

200.01 ～ 231.14　hm2

4.51 ～ 10.00 　hm2

10.01 ～ 20.00　hm2

20.01 ～ 30.00　hm2

30.01 ～ 40.00　hm2

40.01 ～ 50.00　hm2

50.01 ～ 100.00　hm2

100.01 ～ 150.00　hm2

150.01 ～ 206.08　hm2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1.95 ～ 5.00　hm2

5.01 ～ 9.00　hm2

9.01 ～ 15.00　hm2

15.01 ～ 30.00　hm2

30.01 ～ 43.98　hm2

0.79 ～ 3.00　hm2

3.01 ～ 5.00　hm2

5.01 ～ 10.00　hm2

10.01 ～ 25.00　hm2

25.01 ～ 39.21　hm2

生态空间面积

生态空间面积 生态空间面积

生态空间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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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核心区生态空间使用目的调研统计图

图 11  各尺度生态空间缺乏程度调研统计图

展览路、广外和月坛等街道(图7)。

3.4生态空间使用

本文针对核心区生态空间使用情况

进行问卷调研，主要调研对象为核心区

内外的居民，调研问卷共发放550份，

调研时间为2020年 4月～6月。由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问卷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并采用定向和

随机两种方式，其中线下定向发放针对

的是核心区内居民或工作地点在核心区

的居民，线上随机发放则面向全市。最

终收集有效问卷510份，其中居住或工

作(学习)在核心区内的居民调查问卷共

有347份，包括东城区143份、西城区

204份，核心区外问卷163份。具体生

态空间使用情况问卷的问题包括：受访

者对各个尺度生态空间的使用频率、使

用目的和使用情况等的评价。

首先，从生态空间使用频率看，总

体上高频率较少、中低频率较多，其中

约半数受访者的频率在两周一次或其他，

约25%受访者为一周一次，约5%的受

访者在一周五次以上。此外，核心区内

受访者的生态空间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核

心区外的受访者，说明核心区生态空间

具有一定的本地服务性(图8)。

其次，从不同等级生态空间的使用

频率看，社区级生态空间的使用频率最

高(约占46％)，城市级生态空间的使用

频率次之(约占37％)，街道级生态空间

的使用频率最低(约占17％)。从核心区

内外看，不同等级生态空间对区内和区

外使用者的作用存在差异，区内受访者

使用社区级生态空间的频率高于区外受访

者，而区外受访者使用城市级生态空间的

频率高于区内受访者(图9)。

最后，受访者去往生态空间的主要

目的包括遛弯、接触自然、游览名胜古迹、

运动和欣赏美景等几方面。从核心区内

外看，区内受访者更倾向于遛弯、带孩

子和运动，而区外受访者更倾向于游览

名胜古迹、聚会和欣赏美景(图10)。 

3.5生态空间需求

在使用情况调研基础上，本文通过

问卷来调研生态空间的需求情况，包括

生态空间对于使用者的吸引元素、缺乏

元素、各尺度生态空间的缺乏程度等问

题的调研。从生态空间缺乏程度看，超

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社区级生态空间最为

缺乏，街道级生态空间次之，城市级生

态空间缺乏程度最低(图11)。在吸引元

素方面，自然景色、文化气息和开敞空

间被认为是最吸引人的元素，而绿地、

水景、花鸟鱼虫等自然要素则是较为缺

乏的生态空间元素。从核心区内外看，

在吸引元素方面，被自然景色和文化气

息所吸引的区外受访者较区内更多一些；

在缺乏元素方面，区内受访者更需要体

育活动场地。

4结论与建议

4.1主要结论

本文将生态空间概念由“蓝绿”空

间扩展到全域、全要素的生态空间，并

基于高精度卫星影像和多源数据建立“要

素+类型”的生态空间分类体系，通过

GIS空间分析、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等方

法，从斑块和街道两个尺度层面对核心

区生态空间格局、居民使用和需求情况

图 8  核心区生态空间使用频率调研统计图 图9  核心区不同等级生态空间使用频率调研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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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层评价，其主要结论如下：

从生态空间数量上看，生态空间总

量较一般统计口径上的绿地量要高，这

客观反映了核心区生态空间的实际情况，

其中城市级生态空间量较足、满意度较

高、生态服务功能较好，街道级和社区

级生态空间相对缺乏、满意度较低、生

态功能较弱。而且，由行道树构成的路

旁(街道)生态空间贡献了较多面积，而

这部分生态空间在一般的绿地概念中是

被忽视的。

从生态空间格局上看，无论是斑块

尺度还是街道尺度的生态空间均存在分

布不均问题，部分街道在生态空间总量

和人口密度上还不匹配。

从生态空间使用情况上看，社区级

生态空间的使用频率最高，且老年人对

于社区级生态空间的使用频率高于中青

年人，中青年人对于城市级生态空间的

使用频率则高于老年人。从使用生态空

间的主要目的看，核心区内居民更倾向

于遛弯、带孩子和运动，而核心区外居

民更倾向于游览名胜古迹、聚会和欣赏

美景。

从生态空间需求上看，社区级生态

空间的需求最为紧迫，自然景色、文化

气息和开敞空间是生态空间最具魅力的

元素，而水景、绿地等则是生态空间较

为缺乏的元素。

4.2主要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为改善核心区的人

居环境品质和生态环境质量，本文以街

道为单位针对性地提出如下生态空间优

化建议(图12)：①增加生态空间供给。

在东城区的崇文门外、朝阳门、安定门、

建国门、东直门街道和西城区的椿树、大

栅栏、前门、牛街、天桥街道，应重点补

充街道级、社区级和小微生态空间，并

结合当前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将疏解腾

退后的空间优先补充为生态空间，同时

可与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综合设置，

形成若干个街道、社区的公共空间、公

共服务空间和生态空间复合中心。②平

衡生态空间格局。在东城区的景山、交

道口、东四、东花市、永定门外街道和

西城区的新街口、金融街、广安门内街道，

应在目前生态空间覆盖度较低的地区增

加生态空间，缓解地区、街道间不平衡

的状态。③促进生态空间开放。在东城

区的白纸坊、北新桥街道和西城区的西长

安街、展览路、月坛、广安门外街道，应

促进现有半公共生态空间(如具备开放条

件的单位、商业办公区的生态空间)的共

享开放和公共化，此类生态空间也是将

来核心区生态空间格局优化的重要机遇

空间。④丰富生态空间类型。在东城区

的东华门、天坛、龙潭、和平里街道和

西城区的什刹海、德胜门、陶然亭街道，

应逐步恢复水系(如护城河水系、三里河

水系)、增加滨水生态空间，并通过立体

绿化、屋顶绿化等方法增加立体生态空

间，尤其是可以尝试在公共服务、教育

科研、商务办公等公共建筑中增加立体

生态空间，以丰富生态空间类型。⑤路

旁(街道)生态空间在生态空间供给中扮

演着较重要角色，规划应予以重视，如

有缺失或不连续的应尽可能进行修补，

以形成连续的带状生态空间及生态空间

网络；胡同、四合院、平房区由于历史

悠久和文化因素，也有较多的生态空间

(如古树)分布，可推进有条件的区域(如

一些王府、名人故居等)开放、共享生态

空间。

综上所述，高密度建成区的城市核

心区生态空间在当前城市集约发展、追

求高强度、高效率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宝

贵且稀缺，有关生态空间的供给和规划

应在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协同的同时，

尽可能地提高自身的生态服务水平和空

间环境品质，助力城市人居环境的持续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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