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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绿化带设计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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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化迅猛发展之际，热岛效应愈发突出，威胁城市生态与居民生活。本研究聚焦城市道路

绿化带，深入探究其缓解热岛潜能。综合考量绿化带结构、植物配置、维护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借助实地监

测与模拟分析手段，揭示合理设计绿化带可有效调控微气候，降低路面温度、提升空气湿度，为城市可持续

发展筑牢生态根基，助力打造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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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urban road green belt design on the mitigation of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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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id the rapid urbanization, the heat island effec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osing a 
threat to urban ecology and residents' liv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urban road green belts, delving into their potential 
to mitigate the heat island effect. B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the structure of green belts, plant 
configu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employs field monitoring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methods to reveal that well-designed green belts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microclimates, reduce road surface 
temperatures, and increase air humidity. These measures lay a solid ecological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creating livable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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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城市规模急剧扩张，高楼大厦与硬质地面

大量涌现，自然地表锐减，热岛效应如影随形。酷热

难耐的城市环境，不仅降低居民生活品质，还促使空

调等高耗能设备频繁运转，加剧能源消耗与空气污

染。城市道路纵横交错，绿化带贯穿其中。深入钻研

道路绿化带设计策略意义非凡，其成本效益高，有望

从根源改善城市热环境。剖析怎样优化绿化带设计

以抗衡热岛效应，可为城市规划者提供关键决策参

考，引领城市迈向生态、宜居新篇。 
1 优化绿化带结构布局 
城市道路绿化带结构丰富多样，各有千秋。单一

乔木带凭借高大乔木的繁茂树冠，宛如一把把巨型

遮阳伞，大幅削减路面太阳辐射吸收量，进而显著降

低路面温度。在盛夏午后，阳光炽热得仿佛能将大地

点燃，有乔木绿化带庇护的路面，温度相对更为宜

人。据实测，有无乔木绿化带的路面温差可达 5 - 
10℃，效果立竿见影。乔灌草复合带则优势叠加，下

层灌木与草本植物紧密配合，如同给地面铺上隔热

毯，有效阻隔地面热辐射逸散，稳定近地层空气环境
[1]。不同结构绿化带恰似天然通风管道，合理规划能

巧妙引导气流穿梭，加速热量驱散。比如构建间隔式

通风廊道绿化带，可精准利用城市地形与风向，让城

市 “穿堂风” 顺势畅行，局部热积聚一扫而空。然

而现实中，不少城市绿化带结构单调，未充分挖掘潜

力。鉴于此，需因地制宜，依据城市独特气候、道路

作者简介：李腊梅（1984-）女，汉族，湖南新化，大专，研究方向为建筑工程。 

https://ace.oajrc.org/


李腊梅                                                        城市道路绿化带设计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研究 

- 16 - 

朝向精准优化。像北方城市冬季寒冷多风，绿化带布

局可适当增加防风屏障设计，减少热量散失；南方城

市夏季高温多雨，可强化排水与通风结构，提升绿化

带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拓宽绿化带宽度对缓解热岛效应益处颇多，宽

幅绿化带营造的生态缓冲区更大，降温增湿范围更

广。相关研究表明，宽度超 10 米的绿化带周边，气

温能降低 2 - 3℃。但城市寸土寸金，大面积拓宽困

难重重。此时，立体绿化脱颖而出，在绿化带上方搭

建藤蔓植物架，既不占宝贵地面空间，又大幅扩充绿

量，兼具美化与强化热调节功效[2]。藤蔓植物如爬山

虎、凌霄花等，生长迅速，能在短时间内覆盖大面积

区域，不仅在炎热夏日为城市带来丝丝凉意，还能在

秋冬季节呈现别样景观。再者，绿化带与周边要素协

同联动至关重要。毗邻水体的绿化带，水汽蒸发协同

发力，降温效果倍增；与建筑巧妙搭配，优化通风路

径，助力热量排出城市核心，构建多赢生态格局。在

一些滨水城市，绿化带与湖泊、河流相互映衬，形成

独特的生态景观带，不仅有效缓解热岛效应，还为市

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城市用地紧张、功能分区复杂，绿化带结构布局

需统筹兼顾。商业街区人流量大、建筑密集，宜采用

窄而精的绿化带，结合小型喷泉、喷雾设施，快速降

温增湿，提升行人舒适度。这些小型设施可在炎炎夏

日瞬间降低周边温度，为匆忙的行人带来片刻清凉。

工业区污染重、热源多，高大乔木搭配抗污灌木的复

合带，既能净化空气，又能削弱热辐射。如在钢铁厂、

化工厂周边，种植夹竹桃、龙柏等抗污能力强的植

物，可有效吸收有害气体，改善周边环境。住宅区侧

重休闲与生态，乔灌草结合，设置蜿蜒步道，融入居

民日常，全方位发挥生态与社会效益。居民可在闲暇

时光漫步其中，享受绿色带来的宁静与惬意，感受自

然的美好。 
2 精挑植物科学配置 
植物乃绿化带核心要素，选对植物事半功倍。乡

土植物凭借与生俱来的适应性与顽强生命力，扎根

本土，养护成本低廉，理应成为首选。北方城市常见

的杨树、柳树，耐旱耐寒，在凛冽寒风与干旱环境中

依然能茁壮成长；南方城市的榕树、木棉，枝繁叶茂，

为城市撑起一片绿荫。它们深植土壤，高效吸收深层

水分，通过蒸腾作用源源不断散热降温[3]。据研究，

一棵成年杨树在夏季一天内通过蒸腾作用散失的水

分可达数升，能有效降低周边环境温度。 
四季更迭，常绿与落叶植物携手方能应对自如。

冬季，落叶乔木叶片凋零，阳光倾洒，为城市添暖；

夏日，常绿植物郁郁葱葱，撑起遮阳华盖。植物叶面

积指数同样关键，叶面积指数高的植物，如绿萝、龟

背竹等，蒸腾与遮阳能力超群。初始种植时，依成年

植株树冠投影面积 30% - 50% 规划覆盖率，后续动

态调整，确保疏密得当。而且，不同花期植物错落组

合，春花秋实、夏荷冬梅，不仅扮靓城市，还吸引昆

虫鸟儿栖息繁衍，生物多样性蓬勃兴起，城市生态渐

入佳境，热岛缓解水到渠成[4]。在城市公园、道路两

旁，不同花期的花卉依次绽放，吸引了众多蜜蜂、蝴

蝶等昆虫，为城市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城市道路功能各异，植物配置也应量体裁衣。快

速路车速快、尾气浓，选抗污染、吸尘强的植物，如

夹竹桃、侧柏，筑起绿色屏障。这些植物能够有效吸

附汽车尾气中的有害物质，净化空气。主干道车流量

大、视野广，兼顾观赏与生态，紫薇、银杏按季绽放，

为城市增添亮丽色彩。支路贴近居民生活，花果飘

香、亲和宜人的植物，如桂花、月季，营造温馨家园

氛围。注重植物色彩搭配，红枫、金叶女贞等彩叶植

物穿插，让绿化带四季如画，功能性与艺术性完美融

合。在一些城市的主干道上，红枫与银杏相间种植，

秋季时，红、黄相间的树叶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 
3 强化维护管理保障 
“三分种，七分养”，维护管理是绿化带长效发

挥功能的关键。水分管理稍有差池，危害便会立即显

现。在干旱胁迫之下，植物为减少水分散失，气孔会

紧紧关闭，蒸腾作用就此停滞。要知道，植物的蒸腾

作用在降温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旦停滞，其降温

能力自然会大打折扣。而当绿化带出现积水浸泡的

情况时，植物根系被水长时间包围，无法正常呼吸，

就会逐渐窒息腐烂，严重影响植物的健康生长。精准

灌溉势在必行。需依据植物的需水特性，充分考虑季

节变换与天气状况的差异，让滴灌、微喷灌等节水技

术大显身手[5]。以夏季高温时段为例，此时植物水分

蒸发快，对水分的需求大增，应适当增加灌溉频率，

确保植物有充足的水分供应，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到了冬季，气温降低，植物生长缓慢，水分蒸发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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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要适当减少灌溉量，避免积水造成根系缺氧。 
施肥环节同样不可小觑。氮素是植物生长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若氮素匮乏，植物叶片就会

泛黄，光合作用的效率也会随之大幅下滑，影响植物

制造有机物质的能力，进而阻碍其生长。磷钾元素对

植物的抗逆性和根系发育有着重要影响，一旦磷钾

不足，植物的抗逆性就会变得疲软，难以应对外界的

不良环境，根系发育也会不良，无法很好地扎根土

壤、吸收养分和水分[6]。为了保证植物茁壮成长，需

要定期进行土壤检测，借助专业的土壤检测设备，对

土壤中的养分含量进行精准分析，从而量身定制养

分方案。 
城市管理日益精细化，绿化带维护管理亦需与

时俱进。借助物联网技术，在绿化带上部署各类传感

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养分含量、病虫害迹象等关

键信息，并通过网络将这些数据传输至管理中心。管

理人员可依据这些数据，远程调控灌溉、施肥、防治

设备，实现智能化管理。当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到土

壤水分含量低于设定阈值时，自动启动灌溉设备进

行精准灌溉；当监测到病虫害迹象时，及时远程操控

防治设备进行针对性防治。组建专业养护团队，定期

开展培训，内容涵盖植物养护知识、新技术应用等，

提升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鼓励市民参与监督，设立

专门的举报热线，市民一旦发现绿化带有异常情况，

如病虫害爆发、植物缺水等，可及时拨打热线反映，

相关部门便能迅速处理，多方合力让绿化带始终生

机盎然。 
4 量化评估实际成效 
量化评估是检验绿化带热岛缓解成效的 “试

金石”。在城市道路多点位布局温度、湿度传感器，

全天候采集数据，对比绿化带区域与无绿化带区域，

降温、增湿效果一目了然。借助卫星遥感俯瞰城市，

热岛分布尽收眼底，绿化带建设前后变化直观呈现，

为宏观规划优化指引方向。通过卫星遥感图像，可清

晰看到城市热岛区域的变化，为城市规划部门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 
模拟软件助力深度剖析。输入植物种类、高度、

覆盖度等参数，气流、热量传输模拟逼真上演，不同

设计方案成效提前预见，择优汰劣[7]。居民反馈同样

珍贵，问卷调查聚焦舒适度感受，结合量化数据综合

研判，让绿化带设计有的放矢，持续改进，切实将热

岛缓解落地生根。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查

方式，广泛收集居民对绿化带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

化设计方案。 
评估指标体系应不断完善，纳入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多维度考量。生态效益涵盖碳汇、生

物多样性提升；社会效益聚焦居民满意度、健康改

善；经济效益核算节能降耗、房产增值。多元评估推

动绿化带设计向高品质、多功能迈进，为城市发展注

入绿色动力[8]。在一些城市，通过建设高品质的绿化

带，周边房产价值得到提升，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投

资，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城市道路绿化带承载着缓解热岛效应的厚望，

是城市迈向生态宜居的关键一步。展望未来，城市规

划需将绿化带置于核心地位，融入前沿科技，智能灌

溉、精准监测全程护航；跨学科协作，生态学、气象

学等深度融合，解锁最优设计密码。愿绿化带化作绿

色生命线，编织清凉都市梦，让热岛隐退，城市重归

自然怀抱，开启绿色、舒适、繁荣的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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