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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近郊城市森林群营建策略研究
——以朝阳区崔各庄、孙河乡地区为例

□  税嘉陵

[摘   要] 以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孙河乡地区为例，探讨北京市近郊城市森林群的营建策略。根据周边用地性质及地块自身条件将
城市森林群进行地块分类，对每个地块进行功能分区划分、植被群落空间划分、树种选择、植被群落构建，最终将不同功能的植被
群落对应到不同的地块中，为城市森林群的构建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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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北京市政府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中指出，要在保证首都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优
化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积极推进“留白增绿”“城市双
修”“城市森林建设”等生态文明建设方法与手段。从
整体性看，北京市的城市绿量并不少，但缺少连续性，
呈大小斑块或线性的分散分布格局，整体性及连通性较
差，未形成联系紧密的城市绿色空间网络；同时，现有
林地植被群落结构单一，林分质量较差。特别是在城市
近郊区，它位于城市环境的交错地带，具有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格局，生态环境也更具有特殊性、异质性及敏感
性；但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原有绿地被逐渐侵占，绿色
空间格局破碎化严重，防护能力降低，生态屏障功能
变弱，同时景观视觉体验效果也逐渐变差[1]。在此背景
下，为提高北京城市生态品质，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
境，构建科学合理且高效的近郊城市森林群营造策略十
分有必要。

“城市森林”是指在城市区域内面积大于0.5hm2，
以乔木为主体且林冠覆盖度≥30%的生物综合体，其集
合乔灌草、动物及各类微生物，是生态价值、文化价值
及艺术价值的结合，对周边环境会产生明显的作用[2]。
“近郊城市森林群”则是指位于城市边缘区域范围内集
合点状、斑块状及线状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防护绿
地、口袋公园、小微绿地等绿地空间的生态环境整合
体，他们之间互相连接共同影响和维护一定区域范围内
生态系统的稳定。城市森林群的概念相较于城市森林更
强调区域范围内绿地空间的影响，因此，营造策略应当

从规划角度出发，使其更具有普适性。
2  城市森林群营建策略
北京近郊地区大部分位于第一道及第二道绿化隔离

带内，现状林地条件较好，但品种及规格单一且种植方
式过于规整，人工痕迹明显，缺乏生物多样性及景观丰
富性[3]，因此如何利用现状条件打造更加自然生态的城
市森林群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1  结合远期发展，合理布局近郊城市森林群
城市森林群是一个生态综合系统，植被群落的完整

性和连通性影响着整个城市的生态格局。受城市建设的
影响，北京近郊地区绿地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割裂，需
要依托上位规划科学合理布局，提高森林资源总量，串
联森林风貌，形成城市森林群，在空间布局上形成更大
体量的绿色生态网络，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态效应、景观
效应及经济效应[4]。

2.2  构建生态节约型的近郊城市森林群经营模式
利用近郊林地的天然优势，充分利用现状多年生长

良好的植被，适当梳理种植过密的乔木，砍伐场地内生
长较差的乔木进行简单加工处理当作生物肥料使用，以
提高土壤的肥力，并将种植乡土森林群落加入场地内的
自然循环过程中。由此便可以花费较少的建设成本，在
植物的自然成长过程中形成稳定的森林群落。

在森林群落的空间配置时，应当通过大小不一的森
林绿地串联以增加动植物之间的流通，缓解绿色斑块破
碎造成的生境隔离[5]；在树种选择与群落布局上应当在
研究区域潜在植被基础上遵循适地适树原则，多采用乡
土树种并模拟近自然布局模式利于保持生态平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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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营造具有地域历史文化特色的近郊城市森林群
北京近郊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乡

土记忆及深刻的历史文化，没有差异化的造林方式无法
形成北京近郊独特的地域风貌。通过深入挖掘场地历史
文脉，串联场地文化记忆，使近郊城市森林群更加具有
地域归属感，成为城市文化、历史风貌及场所精神的展
示窗口。

2.4  塑造功能复合的人性化城市森林群
北京近郊区域的城市森林根据周边用地情况及林地

发展情况各自定位会有所不同，各具特色且融合生态、
景观、经济发展等社会价值的功能复合的城市森林群是
未来发展趋势。根据近几年研究，康养服务型、儿童友
好型、科普研学型、动物栖息友好型等各类特色城市森
林研究层出不穷，形成森林绿地的独有特质却互相融洽
的森林空间氛围。

2.5  打造具有森林美学的近郊城市森林群景观
在植物选择与群落配置方面应当从人的视角出发，

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在空间、时空上营造出在形、色、
声、味中具有多样性的森林景观[7]。以原有植被特色为
基准，规划营建整体风格协调统一、局部根据其功能及
景观需求不同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森林；丰富树种，尤
其是冬季景观树种，增加开花乔灌及地被，丰富林缘及
节点周边植被景观层次与色彩。同时，注重空间序列上
的有开有合、有疏有密、有高有低、有分隔有渗透，并
尊重植物季相变化，营造四季不同景色的北京近郊城市
森林背景。

3  朝阳区崔各庄、孙河乡地区本底条件分析
研究区紧邻首都机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北部五

环外，是北京一个典型的近郊城乡接合部地区，周边用
地以工业用地及苗圃地为主，居住用地相对较少，且主
要为低层平房，棚户居多；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对周边
居民、公共设施有严重干扰及污染；商业用地以五金批
发市场、家具市场为主；周边绿地以公园绿地、防护绿
地、苗圃地为主，公园绿地主要集中在西侧，包括清河
营郊野公园和朝来森林公园，东侧主要是分散的街区花
园等。

根据现场调研情况总结可改造的大于0.5hm2的城市
森林绿地总共37个，总面积144hm2。目前该区域处于城
乡接合部地区，原有市政基础设施承载力度较薄弱，环
境及社会治安问题也较为突出；周围环境杂乱，用地混
杂，工业对于土壤水体污染严重；开发程度单一，拆迁
地为主，场地过于平坦，鲜有竖向变化。但该区域温榆

河绿色生态走廊规划控制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是北京
市绿色休闲、文化旅游、影视娱乐及创新技术产业重点
发展的地区；同时场地周围可利用苗圃资源很丰富。

4  营造策略详述
4.1  根据绿地性质进行地块分类
根据37个场地的大小及周边用地性质将其划分为5

种类型。A类地块主要在滨河区域，周边以工业用地为
主。周边有污水处理厂、混凝土厂等，环境恶劣，植被
覆盖率低。B类地块周边以居住区为主，原为拆迁废弃
地，绿地覆盖率较低，环境较差，如今为拆迁地，设计
主要解决森林营造、活动空间组织及废弃材料利用的
问题，以及周边居民对场地的使用。C地块周边以单一
性苗圃为主，此类地块应当保留现状植物，梳理植被群
落，增植其他乡土森林群落以增加群落丰富度。D类地
块以街旁绿地为主，位于主干道周边且面积较小，与居
住用地相邻的街旁小游园空间之间可设置隔离带，减少
交通对附近居民的负面影响，围中透景，形成半封闭空
间；与苗圃相邻的街旁小游园可在苗圃边缘以矮植围
合，视线通透，空间开敞，引导游人进行不同的游览体
验，又避免彼此活动的相互干扰；与工业用地相接的街
旁小游园可在与工业用地相接处抬高地形，密植乔木灌
木或增加挡墙种植攀缘植物，减少各类噪音等污染；与
商业用地相邻的街旁小游园为打造良好的室外开放环
境，满足休息需求，休息空间四周用灌木进行围合，形
成向心、内聚的空间，活动空间可开敞，局部用乔木围
合。E类地块紧邻高速公路，主要营建防护绿地，可在
道路周边利用微地形及植被密植进行适当隔离，以降低
噪音及空气污染为目标。

4.2  功能分区划分
在进行地块分类之后，首先是进行功能分区划分，

有利于后期森林群落的规划（见图1）。
4.2.1  根据场地周边交通及周边性质，规划主

次入口

入口主要选在有现状道路与公园相接的地方，根据
相接道路的等级规划一级入口、二级入口、三级入口。

4.2.2  根据场地周边用地性质，规划边缘地区

开放及阻隔空间

在周边居民较多且有入口的地方设置为边缘开敞活
动区，在工厂周边、居住区密集处采用阻隔方式，设置
封闭防护带，作用为降噪。

4.2.3  根据场地动静情况，规划密林区及活动区

森林冥想区：郁闭度在0.9以上，以形成自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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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以生态为主导，其位置应位于远离人群的非
主要活动区（核心保护区）；森林体验区：郁闭度在
0.9～0.8，是人们日常散步休闲的场所，位于入口、景
观节点、道路两侧等日常休闲健身、科普教育等活动易
到的地方（缓冲区和活动区）；森林游憩区：郁闭度在
0.8～0.7，是沐浴阳光、享受健康生活的场所，以开敞
草坪为主，分布于林间和集中的活动区域（活动区）。

图1  功能分区图

4.3  城市森林群落营建
植被群落整体空间结构的确定是森林群落营建的第

一步，城市森林一般采用从园外到园内由密到疏的植物
过渡形式，并结合不同的景观特色使整体植物空间疏密

有致。由此植物空间类型可划分为开敞型、半开敞型、
垂直遮蔽型、水平遮蔽型及全遮蔽型[8]（见图2）。针对
不同的植物空间类型可选择不同的植被群落类型，密林
乔灌草植物郁闭度在0.7以上、密林乔草郁闭度在0.6以
上、疏林乔草乔木层郁闭度在0.4以上、疏林乔灌草乔
木郁闭度在0.6以上，灌草层的盖度在0.4以上、散生乔
灌草乔木层郁闭度在0.4以下，灌草层的郁闭度在0.3以
下，总体郁闭度在0.1～0.3。在此基础之上就可进行树
种选择，以北京乡土树种为主，搭配功能性树种营造功
能性植物群落（见图3）。                                                

4.4  城市森林群落规划分布
对研究区归纳出17个各具功能的植被群落，A类——

栾树+早柳群落（吸收有害物质、增加空气负离子）；B
类——白皮松+臭椿群落（降温增湿）；C类——圆柏+
臭椿群落（滞尘、营造野趣氛围）；D类——悬铃木+黄
栌群落（营造多彩野游空间）；E类——大叶白蜡林（营
造多彩野游空间）；F类——栾树+春榆林（提高运动活
力）；G类——悬铃木+雪松群落（增加视觉兴奋点）；
H类——毛白杨＋刺槐（吸附空气及土壤中的锌、铅物
质）；I类——毛白杨＋国槐（吸附空气及土壤中的锌、
铅物质）；G类——旱柳＋刺槐（阻隔空间，提高沿街景
观性）；K类——旱柳＋国槐（净化和修复大气二氧化
硫和氟化物能力）；L类——馒头柳+雪松（打造入口景
观展示空间）；M类——馒头柳+毛白杨（打造多样活动
开敞空间）；N类——湿生植物群落（打造丰富的净水
植物体系）；O类——刺槐群落（滞尘和固碳释氧）；
P类——油松—国槐群落（吸收空气中的重金属）；            

图2  植被空间类型分布图 图3  植被群落结构及分布图

Q类——蒙古栎林群落（营造近自然森林野趣氛围）。
根据地块的不同需求将不同功能的植被群落与之相对
应，由此得到研究区域城市森林群落的布置图以指导后
期设计（见图4）。

图4  研究区森林群落分布图

5  结论
通过对北京近郊城市森林群的理论研究，以北京朝

阳区崔各庄、孙河乡地区为例，针对地块特殊性提出城
市森林的营造策略并提炼出大区域范围内城市森林的群
的营造方法，对后期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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