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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绿地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绿地空间布局有助

于增强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本文基于GIS技术,探讨城市绿地空间优化布局的方法,包括适宜性分

析、空间可达性分析和生态网络分析,并结合ArcGIS、QGIS等GIS工具,提出绿地优化策略。研究表明,GIS

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绿地配置的科学性,增强绿地网络的连通性,实现生态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最后,本

文阐述了城市绿地空间优化布局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动态监测与评估方法,为城市绿地规划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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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green space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mproving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Reasonable spatial layout of green spaces can help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ecosystem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to explore methods for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urban green spaces, including suitability analysis, spatial accessibility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network analysis. 

Combined with GIS tools such as ArcGIS and QGIS, green spac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GIS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of green space allocation, enhance the 

connectivity of green space networks, and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of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Finall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GIS bas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green space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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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技术因其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能力,逐渐成为优

化城市绿地布局的重要工具。本文从GIS技术的角度出发,分析

其在绿地空间优化中的应用,并提出基于GIS的城市绿地优化策

略和评估方法,为未来城市绿地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 GIS技术在城市绿地空间布局中的应用 

1.1 GIS技术在城市绿地空间布局中应用的作用 

1.1.1空间数据的采集与管理 

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凭借其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与分

析能力,为城市绿地的优化布局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GIS技

术能够高效地采集和管理城市绿地的空间数据。借助遥感技

术,GIS可以定期监测城市绿地的变化趋势,识别绿地面积扩张

或减少的情况。 

1.1.2可视化表达与决策支持 

在绿地空间的规划决策中,GIS的可视化表达能力也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基于数字高程模型(DEM),GIS能够生成

城市的三维地形模型,使规划人员能够更直观地分析绿地与周

边建筑的空间关系,评估绿地对城市通风、降温、降噪等生态功

能的影响。 

1.2城市绿地空间布局优化的GIS分析方法 

1.2.1适宜性分析 

在城市绿地布局优化的过程中,GIS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支持,还能通过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揭示绿地空间的最优配置

模式。以下三种GIS分析方法在绿地空间优化中应用最为广泛：

适宜性分析、空间可达性分析和生态网络分析[1]。 

适宜性分析是一种基于多因素评价的空间分析方法,用于识

别最适合规划绿地的区域。在实际操作中,该方法通常采用加权

叠加分析,综合考虑地形条件(坡度、海拔)、土地利用类型、人

口密度、空气质量、地下水位等多种因素,确定绿地的最优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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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空间可达性分析 

城市绿地的生态和社会效益不仅取决于其总面积,还与居

民的可达性密切相关。GIS可利用网络分析方法,计算居民步行

或骑行至最近绿地的时间成本,评估绿地的空间可达性。例

如,GIS可以通过缓冲区分析评估城市中多少人口能够在5分钟

步行范围内到达绿地,并识别服务不足的区域。对于可达性较差

的区域,GIS可进一步提供最短路径分析,优化通往绿地的交通

路线,提高绿地的可利用率。 

1.2.3生态网络分析 

现代城市规划越来越强调绿地网络化布局,以提升城市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GIS可以利用景观生态学的分析方

法,量化绿地的连通性,例如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如斑块密度、景

观聚集度、边界复杂度),判断绿地的空间连贯性。结合最小阻

力模型,GIS还可以模拟生态廊道的最佳路径,使零散的绿地斑

块形成有机联系,增强生态网络的整体功能。 

1.3城市绿地空间布局优化的GIS工具与平台 

1.3.1 ArcGIS 

为实现高效的绿地空间布局优化分析,GIS提供了多种软件

工具和计算平台,涵盖商业GIS软件、开源GIS工具以及结合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的GIS应用。ArcGIS是目前最常用的商业GIS软件,

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空间分析模块。在绿地优化分析中,ArcGIS

的Spatial Analyst扩展模块可以进行适宜性分析、缓冲区分

析、地理统计分析等,而Network Analyst模块则可用于评估绿

地可达性和优化居民出行路径。 

1.3.2 QGIS及开源GIS工具 

QGIS 及其他开源GIS工具也在城市绿地优化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QGIS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分析插件,例如GRASS GIS可进行

复杂的生态网络分析,SAGA GIS可用于地形建模和水文分析。 

1.3.3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GIS应用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GIS也逐渐向智能化方

向发展。大数据GIS(如 Hadoop GIS)能够处理超大规模的绿地

空间数据,提高数据分析效率。同时,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在GIS

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2]。例如,采用随机森林或卷积神经网络

(CNN)对遥感影像进行分类,可以自动提取绿地范围,提高绿地

识别的精度。 

2 城市绿地空间优化布局策略 

2.1基于生态需求的绿地优化策略 

2.1.1生态系统服务导向的绿地配置 

在绿地空间优化布局中,应充分考虑绿地的生态效益,确保

其能够有效改善城市气候、增强生物多样性、促进水土保持及

减少城市热岛效应。基于生态需求的优化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绿地优化应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导向,确保绿地在碳

汇、降温、雨洪管理等方面发挥最大作用。例如,可结合GIS的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分析城市不同区域的生态需求,确定绿

地配置的优先区域。对于城市热岛效应严重的区域,绿地布局应

着重考虑增加植被覆盖面积,以降低地表温度；对于降水量大的

城市,可通过绿地与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等相结合,提升城市雨

水调蓄能力。 

2.1.2生态廊道构建与绿地网络优化 

为提高城市绿地的连通性,增强其生态功能,应在绿地布局

中建立完整的生态廊道系统。生态廊道不仅可以为城市野生生

物提供迁徙通道,还可以促进空气流通、调节城市小气候。利用

GIS的最小阻力模型,可以模拟动物迁徙路径,并识别生态廊道

的最佳设置位置。同时,可通过景观连通性分析计算绿地间的连

接程度,优化绿地之间的空间布局,使其形成生态网络,而非孤

立的绿地斑块。  

2.1.3绿地空间对气候调节的优化 

城市绿地可以通过蒸腾作用、减少硬质地面反射、遮蔽阳

光等方式调节局部气候。因此,在绿地布局优化时,需要综合考

虑绿地的气候调节作用。例如,GIS可以结合遥感数据,分析城市

温度分布,识别高温区域,并在其周边增设公园绿地或水体景观,

以降低区域温度。  

2.2基于社会需求的绿地优化策略  

2.2.1绿地空间公平性评价与优化 

除了生态需求外,城市绿地的优化布局还应充分考虑其社

会功能,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的休闲、健身、社交等需求,

提高城市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公平性[3]。当前许多城市的绿地

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一些人口密集的区域绿地资源较为稀缺,

而某些经济发达区域绿地资源充裕。为提高绿地空间的公平性,

可以利用GIS进行空间可达性分析,计算不同社区到最近公园的

步行时间,并通过缓冲区分析确定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人口数

量。对于服务半径不足的区域,规划部门可以优先考虑增设小型

社区绿地或口袋公园,以提高居民的绿地可达性。  

2.2.2绿地功能复合化与空间利用效率提升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城市绿地应具备多种功能,既要

提供生态功能,也要兼顾居民的日常活动需求。GIS可以通过空

间分析技术,优化绿地功能布局,如在大型公园内部划分不同

的功能区,包括休闲区、运动区、儿童游乐区等。另外,绿地

与城市基础设施(如步行道、骑行道、商业区)应进行一体化

设计,提高绿地的使用率。例如,可结合兴趣点数据分析绿地周

边的人流分布,合理安排绿地内的休闲设施,使其更符合市民的

实际需求。 

2.2.3休闲娱乐、体育健身功能的规划优化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城市绿地在促进全民健身方面

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因此,绿地布局优化时应充分考虑体育健身

设施的合理分布。GIS可以通过步行网络分析计算不同区域居民

到最近健身公园的最短路径,确保所有居民均能在合理的步行

距离内享受到健身设施。另外,还可以利用人流热力图分析,确

定人流量较大的绿地区域,并适当增设健身步道、休闲广场等,

提升绿地的使用价值。 

2.3基于土地利用的绿地优化策略  

2.3.1城市用地类型与绿地空间的协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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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绿地应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如居住用

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协调发展。例如,在高密度居住区,

绿地应尽可能分布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在商业区,可结合开

放空间设计,引入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绿地面积。GIS

可以结合土地利用变化监测,分析城市用地类型的演变趋势,预

测未来可能的绿地扩展空间,提前做好绿地规划布局。  

2.3.2存量空间优化与低效用地再利用  

在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新增绿地的空间可能较为有限。

因此,应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通过低效用地再利用来

增加绿地空间[4]。例如,GIS可以结合土地利用分类分析,识别低

效利用的空置地、废弃工业用地或闲置停车场,并将其改造为城

市公园或社区绿地。另外,城市边角地(如高架桥下、城市道路

交叉口)也可以通过精细化设计,改造成口袋公园,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 

3 城市绿地空间优化布局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

动态监测与评估方法 

3.1优化布局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3.1.1生态效益指标 

绿地固碳释氧能力是衡量绿地生态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通

过专业的生态监测设备,定期测定绿地内植被的光合作用强度,

计算绿地固定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的量。空气净化效果可通过

监测绿地周边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来评估,如监测PM2.5、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浓度。热岛效应缓解程度则通过卫

星遥感影像和地面温度监测站数据,对比城市绿地优化布局前

后城市热岛区域的范围、强度变化,直观反映绿地对缓解城市热

岛效应的作用。 

3.1.2社会效益指标 

随着绿地空间优化布局方案的实施,定期更新城市人口数

据和绿地面积数据,计算人均绿地面积的动态变化,直观展示居

民人均享有的绿地资源增长情况。绿地服务覆盖人口比例通过

分析绿地的可达性以及周边人口分布数据确定。利用GIS的网络

分析功能,结合城市道路网络和人口密度数据,计算出不同绿地

能够服务的人口范围,进而得出绿地服务覆盖人口比例,衡量绿

地布局对居民服务的全面性[5]。居民对绿地满意度通过问卷调

查、实地访谈等方式获取。问卷内容涵盖绿地的景观效果、设

施便利性、安全性等方面,邀请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

参与调查,统计居民对绿地的满意度评分,了解居民对绿地建设

的需求与期望。 

3.2基于GIS的优化布局效果动态监测与评估方法 

3.2.1数据采集与更新 

定期运用GIS技术采集城市绿地空间数据及相关环境、社会

经济数据。在绿地空间数据方面,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每季度

更新一次绿地的分布范围、面积变化等信息；利用实地测量设

备,如全站仪、GPS接收机等,每年对绿地的边界、地形等详细信

息进行复测,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环境数据方面,借助空气质量

监测站、水质监测点等设备,实时采集绿地周边的空气、水质等

环境数据,并通过物联网技术将数据传输至GIS系统。 

3.2.2构建动态评估模型 

构建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估模型,预测绿地空间优化布

局在未来不同时间段的效果变化趋势。选取历史数据中具有代

表性的指标数据,如过去5-10年的绿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生

态效益指标数据等,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如ARIMA模型等,建

立预测模型。模型中考虑城市发展速度、人口增长趋势、政策

变化等因素对绿地空间优化效果的影响。通过不断输入新的监

测数据,对模型进行实时修正与优化,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4 总结 

研究发现,GIS技术在绿地空间数据采集、可视化表达、适

宜性分析、空间可达性分析及生态网络优化等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通过引入GIS的空间分析工具,能够科学评估绿地布局的合

理性,并优化绿地网络,提高绿地的生态与社会效益。同时,本文

提出了一套基于GIS的绿地优化布局效果评估体系,以量化评估

绿地优化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未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GIS

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城市绿地空间布局优化的精度和效率将不

断提升,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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