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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南宁市城市森林的发展及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 指出南宁市城市森林发展中存在缺乏长期全面合

理的规划 ~ 城市森林体系尚未形成 大量使用草坪 ~ 绿化模式单一 城市森林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低 ~ 缺乏高层次

的管理人才等问题0 建议南宁市城市森林建设要与城市空间格局 ~ 环境格局相结合 完善城市森林体系建设 ;
要因地制宜 突出地方城市森林特色 ; 要将城市森林纳入生态网络 促进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 ; 要保护城

市生态环境 提高全民城市森林建设意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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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estry and the change of the
structure of Nanning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estry in Nanning for example: lacking of lasting period programmes in reason; having not
formed the system of urban forestry; slathering the laWn Which make the virescence simply;
lacking of high level manage technology; lacking of high level person With ability and so on. It
suggests: f irst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forestry should combine With the city ' s 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so that it can perfecting the system. Second it should be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 so that it can be dif ferent f rom the other places. Third it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ecology netWork so that it can advance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At last it can protect the ecologic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people' s consciousness of urban
fores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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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加快 城市的生态问题

越来越突出 建设城市森林是维护城市生态平衡 ~ 保

障城市生态安全 ~ 提升城市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因

此 将城市森林建设纳入城市甚至区域发展规划之

中 加快城市森林发展步伐势在必行[1*3]0 目前 关

于城市森林的定义存在颇多争论0有学者认为: 城市

森林是一系列街区林分的总和 包括行道树 ~ 公园 ~
街区绿地和住宅区的所有树木[3]0亦有学者认为: 城

市森林是指城市周边与市区内的所有森林 城市森

林 不 包 括 传 统 的 城 市 绿 地 ~ 公 园 ~ 庭 园 和 行 道 树

等[4]0笔者认为 城市森林是指在城市和城郊地域以

改善城市环境为主 由以林木为主体的植被及其所

在的环境所构成的 与城市社会 ~ 经济融为一体的复

杂城市森林生态系统0
南宁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信

息的中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突

飞猛进 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南博会落户南宁 城市

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南宁市在西南甚至东南亚

地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现 在创建富裕广西 ~
文化广西 ~ 生态广西和平安广西中发挥领引作用0但

是 在城市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热岛效应 ~ 大气污染 ~
酸雨 ~ 水污染 ~ 噪音污染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因此 如

何正确处理南宁市的城市发展 ~ 经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已是当

务之急 城市森林建设作为构成城市基本建设的重

要部分 也是创造良好人居环境 创建和谐城市 保

健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手 段 之 一[5 6] 已 成 为 城 市

生态发展的研究热点 本文介绍了南宁市城市森林

发展的历史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和对策 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南宁市城市森林的发展及城市空间格局

的变迁

 .  南宁市城市森林发展的历史与现状[7]

民国时期 南宁市仅有中山 中正两座公园 总

面积 8. 46 hm2 路树 200 多株 零星散植在 10 余条

街旁 城郊除 20 hm2 稀疏松树 桉树林和一些古榕

树外 其余全是荒山秃岭 
解放后 南宁市委 市政府逐渐重视城市森林的

建设 并有了较快的发展 1965 年 城市绿化面积达

440 hm2 郊区造林超过 9000 hm2 绿化街道 83 条共

65 km 长; 城 郊 建 有 新 竹 河 北 两 个 苗 圃 邕 武 河

南 西乡塘三个造林站 根据 由近及远 由内到外和

四个面向 的方针发动群众普遍植树造林 基本完成

近郊荒山绿化 并在吴圩 西乡塘 邕武等重要出口

公路及邕江两岸 铁路沿线进行绿化 初具以城市为

依托的大绿化环境 1966 1976 年正值 文化大革

命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 和其他行业一样 城市森

林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南宁市大面积植树造林

并且大力发展街道绿化 庭院绿化; 辟建滨江公园 
朝阳花园及一批街头游园绿地; 恢复建设青秀山风

景区 绿化率达 34. 2%  人均公共绿地 4. 38 m2 初

步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亚热带风光特色 
20 世纪 90 年代 南宁市两县一郊 实 现 灭 荒 达

标 城区内建成了金茶花公园 新秀公园 狮山公园;
新建和扩建游园绿 地 17 处 面 积 4. 7 hm2; 改 造 景

点 45 处 铺草 18. 42 万 m2 街道绿化美化上 高 质

量 完 成 15 条 新 建 扩 建 道 路 共 19. 7 km 的 绿 化 和

15 条示范街 35 条主要道路的绿化完善提高工作 
机关庭院共创建了 137 个 花园式 单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为打造中国绿都 南宁市投入

城市建设资金几百亿元 大刀阔斧地开展造林绿化 
共 完 成 植 树 造 林 3- 8 万 hm2; 绿 色 通 道 造 林 4035

hm2 乡村周边绿化 484 hm2; 全民义务植树 1975 万

株 2004 年底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39- 91%  建成区

园林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

到 32- 81%  39- 56% 和 10- 3 m2 拥 有 30 多 个 公 园

和总面积达 48- 55 万 m2 的城市广场 
南宁市城市森林的建设发挥了城市森林生态系

统的服务功能[8] 南宁市的环境状况逐渐得到了改

善[9 10] 如表 1 所示 尤其是 2000 年以来城市森林

建设有效改善了南宁城市环境 空气得到净化 噪声

被削弱 空气 质 量 优 良 率 常 年 保 持 在 97% 以 上 排

在全国省会城市前 5 名; 市区声环境处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好水平[11] 郊区形成郁郁葱葱的林海

和环抱市区的绿化圈 大量二氧化碳和各种有害气

体被吸收 洁净 新鲜的空气被输送到市区 缓解了

城市热岛效应 同时也给市民带来舒适 美丽的城市

环境 
表  南宁市历年环境状况[9 10]

年份

SO2

< 年日
均值D

< mg/m3D

可吸入
颗粒物

< 年日均值D
< mg/m3D

降尘

< 年均值D
< 吨/ < 月 

平方公里D D

酸雨
频率

< % D

交通噪声
等效声级

平均值

< 分贝D

1983 年 0. 32 14. 78 66. 9 73. 7
1990 年 0. 065 0. 196 11. 4 73. 5 72. 1
1999 年 0. 035 0. 170 7. 29 56. 1 69. 8
2000 年 0. 034 0. 162 6. 2 61. 8 69. 5
2001 年 0. 052 0. 064 7. 28 75. 3 69. 1
2002 年 0. 052 0. 066 6. 54 38. 6 69. 1
2003 年 0. 046 0. 072 6. 54 35 69. 7

2005 上半年 0. 054 0. 065 66. 3 69

 - 2 南宁市城市空间格局的历史变迁[7 12]

解放后 南宁市空间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1955 年前后 总体格局仅限于城区范围内 邕江

和 主 要 的 六 大 支 流 即 二 坑 竹 排 冲 心 圩 江 石 埠

河 亭子冲 水塘江和东南面的青山林场 < 现在的青

秀 山 D 是 构 成 南 宁 市 的 主 要 骨 架 周 边 一 片 荒 芜 
1966 年南湖风景区和 20 世纪 80 年代青秀山 良凤

江风景区的逐步建成 南宁市的城市空间格局也逐

步 完 善 形 成 了 一 湖 < 南 湖 D  二 山 < 青 秀 山 和 良 凤

江D  一水< 邕江D 的绿色风景线 2001 年 市委 市政

府作出了<关于加快城市建设 加强城市管理 实现

 136 目标的决定> 即 一年小变化 三年中变化 六

年大变化 是南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

改造 全市人民齐心协力共同缔造美丽家园 如今 
南 宁市已形成 一江 < 邕江D  两湖 < 相思湖和南湖 D  
三 山 < 青秀山 五象岭 良凤江 D  四区 < 产业园区 生

态住宅区 市政建设区 农业生产区D  九溪< 朝阳溪 
二坑 竹排冲 心圩江 石埠河 亭子冲 水塘江 马巢

河 凤凰江D  的城市空间格局 成为联合国人居环境

建设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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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城市森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缺乏长期全面合理的规划 城市森林体系尚未

形成

南 宁 市 城 市 森 林 建 设 缺 乏 长 期 全 面 合 理 的 规

划 仍然是 建筑优先 绿地填空 [1 ]的模式 区域景

观尚未成为有机的整体 城区各城市森林类型之间

像是海洋中的孤岛 没有考虑相互之间的空间格局 
与郊区自然丘陵山地绿地也尚未很好地衔接 并且 
林水分离 城市森林缺乏活力 具体表现为 首先 市

内公共绿地分布不均匀 缺乏中小型绿地 市区内的

人民公园 南湖公园 滨江公园 动物园等游览风景

区 多集中分布于青秀区和兴宁区 其次 偏重城市

内部和公园绿化 忽视郊野建设和绿化 城郊虽然也

建设了一些森林公园和自然风景区 但从整体上看 
郊区原有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 缺乏有效的

管理 脏乱差问题突出 影响整个市容市貌 再次 在

水系相通 河岸植被相连方面做得不够 城市森林景

观的活力未能充分体现出来 
 . 大量使用草坪 绿化模式单一

南宁市绿地绿化模式为单一的草坪上种植很少

的乔木和灌木 外加一些草本花卉点缀 这种结构上

的单层化 形状上的几何化 植物配植上的纯化 造

成绿地结构单一 层次简化 虽然这种绿化模式具有

早期景观好 见效快 绿化投资少等特点 但在净化

空气 吸附灰尘 制造氧气 减少 热岛效应  降低噪

音等方面的生态效应大打折扣 据研究 单位面积草

坪 的 生 态 功 能 仅 为 森 林 的 十 五 分 之 一 到 四 十 分 之

一[14] 而且 生态类型单一 抗病虫害以及抵御外界

环境突变的能力较差 草坪的维护成本较高 寿命较

短 很难做到景观效果和生态功能的持续和统一 
 . 3 城市森林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低 缺乏高层次的

管理人才

我 国 是 ZO 世 纪 SO 年 代 末 引 入 城 市 森 林 的 概

念 全国仅北京 上海 广州 沈阳 合肥等几个大城

市对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 南宁市城市环境的部

分建设仍停留在简单的园林模式阶段 对发展城市

森林认识不足 研究滞后 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不足 
且缺乏城市森林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管护措施

尚待加强 

3 南宁市发展城市森林的建议与对策

3.  城市森林建设与城市空间格局 环境格局相结

合 完善城市森林体系建设

南宁市城市森林建设 应贯彻生态优先 整体优

化的准则 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 结合南宁市的区位

特点 空间格局和环境格局 因地制宜 从空间布局

和群落结构两方面对城市森林进行布局规划和结构

设计 使之获得很好的生态效应[15]和景观效果 
首先 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 改变城市绿化与

郊区林业分而治之的局限性[16] 将市区内外各种绿

地视为城市森林的有机组成部分 充分利用空间格

局中河流 山体 湖塘的分割 在各功能分区内部充

分保留林地 山岭 水面以增加开敞空间 使城市形

成团状分片组团结构的布局形式[17] 同时要处理好

城市森林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以绿地和水体为

主体 市区范围内 以彼此镶嵌 在形态 分布 功能

上相嵌和叠加的绿色斑块和水域 水网为主; 环绕整

个南宁市 则应整合大型绿地 林地 生态廊道等形

成生态功能圈 
其次 要改变大面积种植草坪这种结构单一 生

态效益差 管护成本高的绿化模式 乔 灌 草立体配

置 点 线 面结合 借鉴地带性自然森林群落的种类

组成 结 构 特 点 和 演 替 规 律[1S] 进 一 步 开 发 利 用 绿

地空间资源 根据不同的生态幅度构筑和拓展生态

位 建立复层结构群落形成多样的小生境 使之形成

一个稳定的功能强大的城市森林生态网络[19] 
3.  因地制宜 突出地方城市森林特色

南宁市地处北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有着优越

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植物种类 南宁市的地带性森

林植被是以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为优势 以常绿阔

叶大乔木为主 中型叶植物多 大型叶植物占一定比

例 木质藤本发育 老茎生花 板根现象和绞杀植物

较普遍 因此 城市森林建设应以热带性的常绿阔叶

树种为主 可考虑在中心片区规划几个各具特色的

植物主题景点 集中体现南宁市的热带亚热带气候

特征 以乡土植物为基础配置 根据各种植物的生物

学特点和生态学特征 把不同的植物形态与物候期

结合起来 形成具有热带和亚热带城市特色的森林

植物景观[Z O] 
3. 3 将城市森林纳入生态网络 促进生物多样性和

景观多样性

南宁市城市森林建设应纳入整个生态建设中 
并作为重中之重 通过保护自然遗留迹地 建立绿色

生态网络 开发利用地带性物种 扩大多样性物种的

种群 增加复层结构 建造自然化的城市森林结构 
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城市森林格局 

Z1 世纪生态建设的主题是保护本地区的生 物

多样性 城市森林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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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 21] 城市森林的建设过程也是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过程 城市森林建设的复层群落结构为植物 
动物 微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和繁衍场所 这样有利

于招引鸟类等野生动物入城 促进生物多样性提高 
改善生态系统自维持机制 提高绿地系统的抗病性

和稳定性 丰富的群落结构和多样化的物种 不仅可

以丰富城市景观 还可形成近自然的绿色环境 弥补

 水泥森林 ' 造成的景观退化 
   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提高全民城市森林建设意

识

公众的意识对于城市森林建设与资源的保护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开展多形式 多层次的以普及

城市森林的生态知识和增强保护意识为目标的城市

森林教育 提高人们对建设城市森林重要意义的认

识 为城市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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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引发肥胖的基因变异

肥胖可引发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已成为困扰全球的重大健康问题 约一半的肥胖症患者有

家族遗传 已有一些基因变异被发现与肥胖症相关 近年来 科学家已发现胰岛素导入基因 2 可能对肥胖症

有重要影响 这一基因参与调控人体的胰岛素分泌 而胰岛素又能控制体内脂肪酸 胆固醇和血糖的水平 这
一基因的缺陷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德国慕尼黑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等 1 多个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总共分析了约 9   名肥胖志愿者的基因信息 发现人类的

肥胖症可能与一个常见的基因变异有关 这种基因变异影响全球约 1  的人口 他们的研究成果初步揭示

了影响肥胖的分子机理 为未来研制抗肥胖药物指明方向 不过科学家同时强调 不应将肥胖症完全归咎于

基因 饮食等后天因素也非常重要 (据<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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