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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碳排放问题。低碳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园

林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组成的重要环节，其碳循环能力在城市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文章从文献分析和实

例分析两方面进行园林植物低碳策略应用研究。讨论如何通过植物景观设计，在有限绿地面积中进行提

量增质，增强园林绿地的碳汇能力。以期对植物景观设计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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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carbon emissions. Low carbon cities are the only way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ecology, the carbon cycling capacity of garden green spaces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urban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low-carbon strategies for garden plants from two aspect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It 
discusses how to enhance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of garden green spaces by improving 
quantity and quality within limited green space through plant landscape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plant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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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双碳”目标政策的背景下，低碳城市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

城市植物景观设计中的低碳策略应用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如何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和景观设计，优化

园林绿地的空间布局，实现城市环境的绿色转型，从而有效降低碳排放，提升城市的生态质量和居民的

生活质量。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而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聚

集地，其低碳化转型尤为重要。 
低碳理念，作为一种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各界关注的焦点。不仅是一

种应对环境挑战、保护地球家园的行动指南，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理念的

指引下，通过科学合理地配置植物，创造出既美观又生态的景观空间。将低碳理念融入植物景观设计中，

不仅是对传统设计理念的革新，更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响应。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

带来的威胁，也创造一个更加宜居和繁荣的可持续未来。 
城市植物景观设计是美化城市的重要手段[1]，更是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的有效途径。通过科学合理地

选择植物种类、配置方式以及景观设计理念，可以最大化地发挥植物的生态功能，如固碳释氧、降温增

湿。将低碳理念引入到城市绿地设计中，进一步探索低碳城市绿色空间规划与优化的策略，对于改善城

市的整体环境质量，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推动我国低碳发展至关重要。 

2. 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知网高级检索，选取(主题：低碳) AND (主题：植物) AND (主题：景观)在总库进行文献检索分

析，检索得出相关文献总数 1087 篇，结果如下图所示(见图 1)。自 2010 年起，文献年发文量呈上下波动

趋势，但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2010~2014 年间，在 2023 年发文量达到峰值，为 131 篇。发文量总体呈

现增加的趋势。说明该研究方向在业界内关注度较高，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Figure 1. Publish annual trends 
图 1. 发表年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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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发文量最多，占比 75.71% (见图 2)。其次为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占比 7.94%。 
 

 
Figure 2. Subject distribution 
图 2. 学科分布 

 
在检索得出的文献中分析，相关文献最早于 2010 年发表，周卫玲(2010)在城市防护绿地改造设计中

首次提出在低碳经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可持续和低成本的园林是未来的趋势。城市绿地作为

城市基础设施更应采用生态节能、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这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2]。包志毅(2011)等认为在

注重植物碳效益的同时，应平衡与协调其他效应与效益[3]。冀媛媛(2015)提出一种比较方法，进行景观全

生命周期中碳源和碳汇的分析，从策略实施主体和具体营造策略两个方面，深入剖析可持续理念指导下

的低碳景观策略体系。章银柯(2016)等分析园林树种的固碳效益，进行低碳植物景观设计模式的探讨[4]。
王敏(2022)等研究基于碳中和的绿色空间资源高效分配的精细化控制指标与实施架构，以达到对城市绿

地碳中和有效性的精确优化[5]。姜婉瑶(2023)通过对园林植物的合理搭配提出实现城市碳循环的途径[6]。
王晶懋等(2023)归纳总结常见乔灌、地被植物每年固碳量，筛选出具有较高固碳能力的植物物种，归纳出

适合园林及社区绿地的高固碳能力灌–地被植物配置模式[7]。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上文主题词继续检索，对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见图 3)。其中关键词出现

频率最高的是景观设计、低碳、低碳园林、风景园林、城市公园。风景园林作为一个学科，在关键词中高

频率出现，表明该研究与风景园林专业息息相关。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图 3. 关键词共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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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一共得出 13 个聚类，分别是低碳园林、规划、景观设计、规划设计、园林

景观、园林、城市园林、低碳经济、低碳、低碳景观、设计策略、碳中和、景观(见图 4)。评估聚类值的

指标为 S 值和 Q 值，一般认为 Q 值大于 0.3 和 S 值大于 0.5 表示聚类显著且合理，图中 Q 值为 0.8203，
S 值为 0.9534，表明结果是高效率且有说服力的。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图 4. 关键词聚类分析 

2.2. 国外研究现状 

De Ren Fu (2012)等肯定了低碳发展模式的意义，提出建立景观低碳评价体系[8]。Jian Zhang (2012)
等在碳吸收和固持能力方面对于观赏植物的筛选研究进行综述[9]。Ying Li (2013)等基于低碳理念，对于

城市居住区的植物景观进行研究，验证了植物景观在城市低碳生活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0]。Park HyeMi 
(2021)等量化了景观树生产的碳足迹，提出景观树也可以作为高能耗城市的碳吸收源的思考[11]。同年，

Park HyeMi 和 Jo HyunKil (2021)根据土地覆盖类型估算了城市公园在其生命周期内的碳预算，讨论减少

碳排放的设计策略[12]。Yang Lei 和 Ye Weisen (2022)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的能源效率问题，提出了基于低

碳建设视角的景观规划设计框架[13]。 
国外在低碳景观设计方面主要通过大数据进行碳的测算，更多的是对于植物本身性状的研究，对于

低碳景观设计手段的研究较少，也并未过多涉及景观现状与后期管理中的碳汇效益。国内与国外相比，

对于碳足迹的研究较少，更加从中微观角度注重植物群落、低碳材料与技术的相关层面研究。 
由国内外文献研究可得，植物景观低碳设计在不同学科中均有关注度，研究价值较高。 

3. 园林植物低碳策略研究 

在城市植物景观设计中的低碳策略应用现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设计师开始关注城市植物景观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581


徐艳芳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5581 485 设计 
 

设计中的低碳策略。他们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低碳设计策略。

这些策略涵盖了植物材料选择、植物配置优化、水资源管理、土壤保护等多个方面，旨在降低园林植物

的碳排放，提高景观的生态效益。 

3.1. 选择低碳植物 

选择能够有效吸收 CO2 并释放氧气的植物，对于实现低碳目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既要选择

适应当地环境的本土树种，又要筛选具备出色碳固定能力的新树种，以此共同构建起一个健康而高效的

绿色网络。不同地区和气候条件下常见的高碳汇植物包括广玉兰、樟树、泡桐、黑松、杉木等。这些植物

不仅在城市绿地中广泛应用，还被推荐用于造林以增加森林的碳储量。 
在实际应用中，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尝试采用低碳策略进行植物景观设计。例如，天津低碳创意花园

立足“低碳、生态、可持续”的规划设计原则，从设计形式、材料选用、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等方面全过

程贯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14]。在植物景观配置方面，优先选择了本地适生、生长迅速的低碳植物材料，

以减少运输和养护过程中的碳排放，以及通过合理分区减少养护过程中的碳排放。深圳首座零碳文体公

园——翠湖文体公园，从低碳能源、低碳建造、资源循环、生态碳汇、低碳运营五大方面，建立可感知的

零碳游园体系，选用上千棵碳汇树，打造高碳汇植物群落景观，每日植被碳汇 1272.34 公斤[15]。上海世

博公园对不同群落类型、结构及其组成树种的碳汇能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综合考虑树种、群落密度以

及群落结构等多个因素的基础上，公园致力于提升城市绿地的碳汇效益和能力，以实现更高效的碳吸收

和储存功能[16]。在公园、广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的植物景观设计中可以通过适当保留乡土树种与种植适

生高碳汇树种相结合的方式，在保证景观效果的同时实现低碳目标。 

3.2. 优化植物配置 

选择低碳植物材料和优化植物配置是实现低碳目标的有效途径，较多城市在城市绿化中开始采用高

固碳植物和乡土植物，如深圳 City Walk 新标地的零碳公园，该公园整体贯彻六大低碳设计策略，保留原

有乔木和地被近 18 万平方米，并在新增植物的品种上优先选择高固碳植物和乡土植物。通过复层结构种

植模式，提高植物单位面积的固碳效益。深圳坪地试点打造的全市首个近零碳街道，公园在开发中保留

了近 18 万平方米的乔木和地被，在新增植物品种方面，优先选择高固碳植物和乡土植物，同时采用“乔、

灌、草”相结合的复层结构种植模式，以提升植物单位面积的固碳效益。 
鄞州中和公园，选用高固碳以及乡土植物，通过复层结构的种植模式来提高植物单位面积的固碳效

益，同时利用场地高差与汇水分区设施多样的海绵斑块，结合雨水收集系统完成对地表径流的有效控制。

深圳低碳城滨水公园，将约 700 棵长势良好的乔木及面积约 2 公顷的原始地进行保留，乡土树种、高固

碳植物和可净化水体的水生植物形成固碳释氧、易于养护的植物群落，可进一步提升河道生态韧性。 
这些案例表明应用高固碳植物和乡土植物进行城市绿化，复层结构种植模式在提升碳吸收能力方面

具有显著效果，可以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增强城市碳汇能力。在森林、城市绿地以及农业领域中都

可应用，这些研究不仅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实践操作提供了指导，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和促进可持

续发展。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保留原有乔木和地被，并优先选择高固碳植物和乡土植物进行新增种植，可以

显著提高植物单位面积的固碳效益。植物的固碳量与胸径和群落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层次结构呈正相

关。通过科学的种植技术，如适当的密度和布局，可以进一步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增强其碳汇功

能(见图 5)，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也可以在保证生态修复和景观美化的同时，

有效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碳汇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581


徐艳芳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5581 486 设计 
 

 
Figure 5. Plant configuration intention diagram 
图 5. 植物配置意向图 

 
此外，种植时也需充分考虑园林植物的生态特性，可选取耐候性、速生性、以及固碳能力的草本植

物和灌木植物，并运用生物工程技术，结合生态检测和管理技术，构建复合型的生境群落，确保植物间

的协调性与多样性得以保持。在选址方面进行科学选址以加强土壤保护，均衡配置城市园林植物，以及

扩大园林植物绿化规模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园林的植物覆盖率。对植物进行适当的整形修剪和养护管

理措施也可以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从而提高其固碳效率。轻度修剪可以使得植物的生物量与碳储量增

加更快，有利于增加植物的生物量以及碳储量[17]，从而提高整个植物群落的固碳效率。 

3.3. 使用新型材料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一些新技术和新材料也被引入到城市植物景观设计的低碳策略中。例如，

智能灌溉系统可以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自动调节水分供应，既节约了水资源，又降低了能耗。新型环保

材料，如生物降解材料、可循环利用材料等，也被广泛应用于植物景观的构筑和装饰中，减少了传统材

料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此外，绿色景观的设计还需要智能技术的融合[18]，利用数据采集，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能源效率问题，规划绿色低碳园林建设。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以提出更为完善的低碳策略和应用方法。 

4. 总结 

4.1. 结论与展望 

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植物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促进低碳韧性城市建设。

为了充分发挥植物在减碳增汇中的潜力，植物景观设计需遵循几个核心原则。 
首先，应优先选择具有强大碳汇能力的植物种类。这些植物通常具有快速生长、高生物量的特点，

如某些乔木和灌木。通过大面积种植这些植物，可以迅速提升园林绿地的整体碳汇能力。 
其次，植物景观设计应注重植物群落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多层次的植物群落结构不仅能够提供丰富

的生态位，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且可以通过不同植物种类的搭配，实现碳的多元化利用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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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植物群落还能提高土壤碳的固持能力，进一步促进碳的循环和储存。设计时还应充分考虑植物

的生态习性，合理安排种植密度和空间布局。 
此外，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中不仅需要关注植物的选择和配置，还需要综合考虑土壤保护、雨水

管理、智能化管理等多个方面，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公众参与和教育，可以进一

步提升社会对低碳理念的认识和支持，共同促进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设计的低碳发展。 

4.2. 使命与担当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给风景园林行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风景园林在应对气候变化、支

持双碳目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共生和循环

的基本思路，运用低碳理念进行风景园林绿地建设，不仅能够改善城市环境，还能促进生态城市建设，

协调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或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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