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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森林与森林城市的概念与建设实践

范琼雯
（四川省科技馆，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　要：在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森林保障和推动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城市森林，建设森林城市，是新世

纪世界生态城市的发展方向。本文简述了城市森林和森林城市的概念及其发展现状，简要概述国内外典型城市的

城市森林与森林城市建设的相关实践，总结了城市森林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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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森林保障和推动了城
市的健康发展。世界各国都把发展城市森林作为保

障城市生态安全的主要措施、增强城市综合实力的

重要手段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通过建设

城市森林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维持和保护城市生

物多样性，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是现代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美国、加拿大的专家首先提出
的城市森林的理论研究，引起各国政府的热烈响应，

也成就了城市森林建设实践的经典案例—森林城

市。

１　城市森林

城市森林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城市向森林化方

向发展，实现从绿化层面向生态层面的提升，是城市

建设的新课题。城市森林的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的

探索和实践之中。美国学者Ｒｏｗａｎｔｒｅｅ（１９７４）提出：
如果某一地域具有５５ｍ２·ｈｍ－２～２８ｍ２·ｈｍ－２的
立木地径面积，并且具有一定规模，那么它将影响

风、温度、降雨和动物的生活，这种森林可被称为城

市森林；德国Ｆｌａｃｋ提出了广义的城市森林的概念，
即城市森林包括城市周边与市内的所有森林。由于

研究角度不同，对城市森林的解释存在较大差异，至

今仍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定义。在这些定义中，以

美国学者Ｍｉｌｌｅｒ和美国林业工作者协会城市森林组
所下的定义最为具有代表性，认为：城市森林是人类

密集居住区内及周围所有植被的综合，它的范围涉

及市郊小社区直至大都市（何兴元、宁祝华，２００２）。
我国引入城市森林虽然较晚，也有许多专家对

城市森林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由于深受中国

古典园林思想的影响，我国学者对城市森林的定义

更多体现了一种大森林观点。城市森林概念与传统

的城市绿化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城市森林是生态城

市的重要支撑系统，它对城市的作用已远不只是花

草点缀，而是体现对城市地域光、热、气、水、土等综

合环境条件的改善，是要发挥净化环境、涵养水土、

调节温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丰富城市生态文化的

功能。

在城市森林发展理念上，我国城市所处的环境

背景与发展趋势与国外的城市不完全相同。我们的

城市周围主要以农田为主，人口高度密集，建筑密度

大，因此，在城市森林建设的模式和理念上也必须针

对这些特点，充分发挥森林和水体在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方面的主导作用，全面整合核心林地、林网、散

生木等多种模式，有效增加城市林木数量；恢复城市

水体，改善水质，使森林与各种级别的河流、沟渠、塘

坝、水库等连为一体；建立以核心林地为森林生态基

地，以贯通性主干森林廊道为生态连接，以各种林

带、林网为生态脉络，实现在整体上改善城市环境、



提高城市活力的林水一体化城市森林生态系统。费

世民等（２０１０）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与探讨，对城市
森林进行了综合定义，即是指在城区、城郊及远郊的

自然地理地域内，以树木为主体的森林植被及其所

处人文自然环境，所构成城市开放空间的森林生态

系统网络，它与市域范围内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周围

相互影响的其他生态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城市

的综合生态系统。城市森林建设是以城市为载体，

以森林植被为主体，以城市生态绿化、自然美化和改

善人居生态环境为目的，以人为本，区域尺度的森林

景观与自然、人文景观有机结合，促进城市、城乡人

居及自然环境间的和谐共存，建设城市“绿肺”、“绿

脉”（城市森林廊道）有机结合的森林体系，加快城

市生态化进程，保障城乡一体化区域整体经济社会

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城市森林，使城市与森林和谐共存，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新世纪世界生态城市的发展方

向。世界上许多国家，十分重视城市森林的建设，并

取得显著成效。

２　森林城市

长期以来，城市是工业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场所，

它所追求的主要是经济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因而，

城市被工商业场所密集覆盖，高楼林立、车流如织、

人海喧嚣被视为城市繁华的骄傲展现。在经济利益

比较的选择中，植被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难以找到

生存的空间，它们只是因为人类亲近植物的天性未

泯，才被点缀在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分隔界面和建

筑物之间的缝隙中，少而小的公园是难得的绿树成

荫之地，但那也因为是城市必要的点缀并有商业收

益才得以维持下来。这些点缀物一旦影响到城市土

地商业化的“高效”开发，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清除

掉，只要看看世界许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是如何大

规模地清除绿地、农田甚至文物，就会明白眼前利益

是如何压倒这一切的。

上述情况现在已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这就是人

们的环境意识正被呼唤，城市的绿化开始受到重视，

植被稀少的城市在城市改造和扩张过程中挤出一些

土地植树栽花种草，为城市增添绿色，有些城市还提

出了建花园城市、园林城市甚至生态城市的目标，实

施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花园城市、园林城市看重的主要是美学的、感观

的效果，生态城市则还有功能性的要求，而且这是它

最重要的特征。生态城市的元素、结构、系统具有象

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的协同共生的功能，其物质循环

和能量转化符合生态学的规律。

严格地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称得上是生

态城市，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远景目标，但现

在就必须朝这个方向走，否则，城市发展就会走弯

路。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有百分之三十多，低于发展

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城市化速度每年升高一个多

百分点，又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速度。因而，我国

的城市化发展现在就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十分重要

的，坚持这个方向，就抓住了形成后发优势的历史机

遇。

生态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场根本性变

革，涉及的内容涵盖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方

方面面。因而，这种变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就需

要真正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找

到现在就能起步的切入点。这种切入点很多，其中

城市森林就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森林城市已成为

生态城市成功实践的典范。

森林城市，是指通过城市森林建设，城市生态系

统以森林植被为主体，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乡一体

化发展，各项建设指标达到以下指标并经国家林业

主管部门批准授牌的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提

出。为积极倡导中国城市森林建设，激励和肯定中

国在城市森林建设中成就显著的城市，为中国城市

树立生态建设典范。从 ２００４年起，全国绿化委员
会、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国家森林城市”评定程序，

并制定了《“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和《“国家森

林城市”申报办法》。同时，每年举办一届中国城市

森林论坛。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贾庆林为首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作出“让森

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重要批示，成为中国

城市森林论坛的宗旨，也成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提

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新理念。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极大地促进了森林资源增

长，成为全社会办林业的有效载体。据国家林业局

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介绍，全国５８个国家森林城市，
在“创森”的前３年，年均新增造林约占市域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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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近２倍；市民对森林城
市建设的支持率和满意度都在 ９８％以上。截至
２０１６年，全国有２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９６个城
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１３０多个城市开展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森林城市建设成为林业发展

的又一引擎。

３　城市森林和森林城市建设的实践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森林资源相对丰富，许多城

市都是建设在森林之中，体现城中有森林，森林包围

城市的特点。

１）美国城市森林与现代建筑群交相辉映。从
天空俯视城市，１／３是树冠、１／３是花草、１／３是建
筑，构成了城市及城市森林的格局。其特色是：一是

重视立法。１９７２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城市森林法》，
确立了城市森林的地位；二是科学规划。目前美国

城市平均树木覆盖率为２７％，提出商业中心区树冠
覆盖度达到１５％，居民区及商业区外围达到２５％，
郊区达到５０％的发展目标；三是讲究特色。多数城
市都在城区建设有一定规模的森林绿岛，纽约市的

中央公园就是一个典型。

２）德国闻名的大学城图宾根，体现了林水一体
的城市森林自然特色。就是这样一个人口只有６万
（其中３万为大学生）的小城，森林与人工天鹅湖浑
然一体，横贯市区的河流两岸是近自然的林带，林带

宽度随地形而变化，树木的栽植呈无规则的排列，随

着河流的走向蜿蜒而行。

３）“音乐之都”维也纳是一座充满绿色的城市。
茂密的森林，众多的花园，蓝色的多瑙河，与巴洛克

风格的建筑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

施特劳斯的名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就诞生在这

座城市。

４）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有“森林之都”的美称。
整个城市都处于森林的意境之中，庄园式的建筑与

四周的林地、水面和谐配置，给人一种自然清新的感

觉。城市森林处于自然或近自然的状态，树种配置

以桉树、榕树等乡土树种为主。

５）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是山林中的首都。这座
依山傍海的森林城市，被茂密的原生森林所覆盖，城

市与森林融为一体，给人们留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美好印象。

６）日本城市森林建设体现出林园一体化的特
点。城市森林不仅有相当的规模和质量，而且有浓

郁的文化氛围。其城市园林建设借鉴了中国古典园

林的造园风格，与森林绿地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城市

森林生态系统。人口高度密集的东京，其绿化覆盖

率为６４．５％，中心城区也达到了１５％。
７）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

名城，坐落于茂密的森林之中。２００年前彼得大帝
在莫斯科郊外建立依兹马依洛夫森林保护区，在周

围保留了大面积的森林，１９３４年莫斯科把其周围５０
ｋｍ地带的森林纳入具有特殊意义的森林类型，成为
构成城市森林的最主要部分。今天，莫斯科市区有

１００条林荫大道、９８个市（区）级的公园、８００多个街
心花园；郊外的１８万ｈｍ２防护林带以及森林公园从
８个方向楔入城市，将城市公园与周围的森林公园
相连，构成城市森林的基本格局。

在发展中国家，也十分重视城市森林的建设。

（１）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是一座年轻的高原森林城
市。这座城市是在一片荒凉的热带高原稀疏草甸中

发展起来的森林城市。人口２００万的城市，人均拥
有绿地面积１２０ｍ２（相当于联合国城市最佳人居环
境标准的２４倍），全市绿化覆盖率为６０％。这座
建城仅２７年的巴西新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巴西利亚成功的范例有

力地证明：是森林留住了这座城市，是绿色焕发了巴

西利亚蓬勃发展生机。（２）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
亚，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

太阳城，更是城市森林的典范，与其说太阳城拥有茂

密的森林，不如说是森林中有一个太阳城。（３）马
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是一座典型的热带雨林城市。森

林生物多样性与景观多样性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这

座城市鲜明的特色。（４）厄瓜多尔的基多是一个拥
有１３０万人口的城市，１９８８年在国际组织的资助
下，该市实施城市林业的强制性计划。（５）危地马
拉市于１９８６年开展“绿色城市”运动，有效地改善
了城市形象与城市生态环境。

进入新世纪，世界城市森林建设呈现积极的发

展态势。美国的洛杉矶、纽约、亚特兰大，日本的东

京，韩国的汉城、釜山，印度的新德里等城市，都正在

把建设城市森林作为新世纪生态城市发展的重要内

容。欧盟在５个国家联合８个城市，开展了城市森
林的研究和实践。在我国政府和芬兰政府共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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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的亚欧林业科技合作中，城市森林网络体系建

设成为４个重大研究领域之一。
我国城市森林建设的规划与实践，既借鉴了国

外城市森林发展的成功模式，也继承了中国古典园

林“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精髓，形成了以点、线、

面相结合的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布局、“林网化—水

网化”林水结合的城市森林建设理念。从景观系统

整体性原理出发，应重视城市这一整体地理范畴概

念。针对城市不同的地理条件，在充分考虑到城市

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城市森林绿化中的斑块为点，

以河流道路，交通网络为线，以城市不同地形条件与

功能分为不同的区为面，构建城市点、线、面、相结合

的城市森林网络布局框架。“点”的建设突出城市

绿化中的散生木、人工林、片林、自然林的建设，强调

乔、灌、草、藤相结合的立体构建方式，以增加绿量，

最大限度发挥生态效益、增加生物多样性。“线”为

廊道，通过城市中的防护林带、道路、河流、绿化建

设，连接城市中核心林地、林网、散生木等多种森林

斑块。“面”则立足于整个城市布局，充分发挥森林

和水体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主导作用。通过

绿色真正实现“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的森林城市目标。

根据国家林业发展战略提出的“三生态”思想，

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从城市的自然生境条件、

环境质量状况、生态敏感区的分布、城市化程度、社

会文化需求等方面考虑，空间布局主要的依据是：

（１）依据森林资源分布优化森林生态网络；（２）综合
自然地貌确定城市林业主要目标类型；（３）针对生
态环境问题布局重点防护林；（４）综合生态敏感区
划确定生态保护林布局；（５）根据区域发展态势改
善相应的环境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林业发

展总体规划空间布局：

以中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点、线、面、体布局理

念为指导，按照“林网化—水网化”的林水结合规划

理念，以城区为核心，以建设生态公益林为重点，结

合湿地系统的保护与恢复，全面整合山地、丘陵、平

原森林，道路、水系、沿海各类防护林、花卉果木基

地、城区绿地、城镇村庄绿化等多种模式，建立山地

丘陵森林为主，各类防护林相辅，生态廊道相连，城

镇村庄绿化镶嵌，全市一体的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实

现森林资源空间布局上的均衡、合理配置。

在建设重点上，在市域绿化上，重点是构建森林

生态网络，保障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和生态一体；在山

区绿化上，重点是提高现有森林质量，实现森林生态

系统稳定和生物多样性；在平原绿化上，重点是增加

林网资源总量和质量，建设林农林渔绿色产业和鱼

米之乡；在城区绿化上，重点是增加城市三维绿量，

促进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和人居和谐。因此，城市林

业建设重点可以概括为“三区三林三网三绿”，即：

市域分三区———山区、平原区、市区，区间生态一体；

山区育三林———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林、风景游憩

林、产业原料和经济果木林，林中生物多样；平原织

三网———水系林网、道路林网、农田林网，网中果茂

粮丰；城区建三绿———绿岛镶嵌、绿廊相连、绿带环

绕，绿中人居和谐。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加强城市生态建设，创

造良好人居环境，弘扬城市绿色文明，提升城市品

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载体。

从长春第一个森林城市的创建开始，我国城市森林

建设蓬勃兴起的发展势头。

１）长春市 １９８９年正式实施“森林城”建设规
划，是我国首个将“森林城”确立为建设目标的城

市。在全市的５个县（市），开展了公共绿地、绿色
长廊、风景林、农田防护林、村屯绿化、森林卫生城镇

等工程建设。目前，长春市的城区绿化覆盖率为

４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９０６６ｍ２。
２）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

授予贵阳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作为中国首座

获此殊荣的城市———贵阳，是一座群山环绕、河网纵

横、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四季常青、人居舒适的美丽

城市。森林是贵阳市的标志性景观，也是它的绿色

生态屏障，在改善市区生态环境，增强人民身体健

康，发展生态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也为贵阳赢得了“全国绿化先进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

荣誉称号，并被定为“中国首座循环经济试点城

市”、“中日环境合作示范城市”。

３）上海市按照“林网化与水网化”的城市森林
建设理念制定城市森林发展规划，提出了“三网、一

区、多核”的上海城市森林发展布局。其中三网是

指水系林网、道路林网和农田林网；一区是城市周围

集中连片的重点生态建设区；多核是指在林网水网

中构建达到一定规模、能构成森林环境的各种核心

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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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首都北京，为实现“绿色奥运”，创建一流生
态城市，把北京建设成“城外青山环抱、城内绿化环

绕”的现代化森林城市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沙尘暴

天数逐年减少、城市空气环境优良天数明显提高，市

民每天的生活都在绿色之中，满目翠绿，眼前不是花

木就是四季常青的草坪，生态北京已初具规模。

５）长沙是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全
市林业用地面积 ６２万 ｈｍ２，占国土总面积的
５２５％；森林覆盖率 ５３６％，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４２４１％，绿地率３７８％，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９４２
ｍ２，形成了以林木为主、总量适宜、分布自然、结构
合理、功能高效、景观优美、森林与文化相得益彰、独

特的”山水洲城”城市生态体系。

６）沈阳是中国典型的北方平原城市，也是重要
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受工业污染的影响，沈阳

一度被评定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自２００１年
起，沈阳市提出“生态立市，建设森林城市”的战略

决策，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老工业基地振兴

的突破口，以建设森林城市、创建环保模范城市为载

体，在城市周边、城市郊区与远郊农村建设成以３条
森林带与４个绿洲为主体的环城生态圈。依托城市
滨河、滨湖资源，形成楼水相映、山水相映、林水相依

的城市森林景观，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了环境与

经济的双赢，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的世界

十大污染城市一跃成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国

家森林城市”。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４０６５％，
绿地率达３５９７％，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１２ｍ２，
城市郊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２７％，形成了以林木为
主，乔灌草搭配，分布自然，结构合理，功能高效，景

观优美，特点鲜明的城市森林体系。

７）成都市于２００７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在
推进城市森林建设中，着力于城市、森林、园林“三

者融合”，城区、近郊、远郊“三位一体”，水网、路网、

林网“三网合一”，乔木、灌木、地被植物“三头并

举”，生态林、产业林和城市景观林“三林共建”，突

出了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城市建设理

念，以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效益显著的城市森

林生态系统为重点，充分演绎了自然和谐、城乡一

体、统筹推进、科学发展的全新理念和成功实践。

８）杭州按照“大建设”、“大绿化”的理念，把城
区扩绿与市区两级实施的各项重大工程有机结合起

来创建森林城市，在城区建设具有相当森林景观特

色的绿色岛屿，如长桥公园、城东公园，把火车东站、

吴山广场建成绿岛，对干道和湖滨、河滨也增加绿

量，如著名的湖滨路，还有贴沙河边等，使市区均匀

地增加以树木群落为主的绿量。建成了西溪国家湿

地公园一期、钱江新城森林公园、下沙生态公园、滨

江公园、湘湖景区等重点绿化工程，形成了钱塘江、

运河、贴沙河、中河、东河、古新河、上塘河等近百条

纵横交错的城市河道绿带网络，营造了“三口五

路”、“一纵三横”、“五纵六路”等横贯城市的绿色长

廊。在提升绿化质量方面，将着力实现“四化”，即

网络化、多样化、立体化、生态化。此外，天津、哈尔

滨、本溪、贵阳、济南、合肥、西安、广州等城市森林建

设也各具特色。

４　城市森林的功能

城市森林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起着动态调节作用

其主要是通过森林生态效益 来实现。城市森林的

生态环境效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４．１　改善城市小气候
城市森林是气温和地温的“调节器”太阳辐射

的“吸收器”。对改善城市小气候有明显的作用。

森林具有庞大的林冠层，在地表与大气之间形成一

个绿色调温器，森林内冬暖夏凉，夜暖昼凉，茂盛的

树冠能挡住５０％～９０％的阳光热辐射，夏季森林中
的气温比空旷地带低３℃～５℃，比建筑物处低１０℃
左右，森林中的住宅，其表面受到的太阳辐射热只有

没有树林处的 １／４－１／１５，而在冬天，森林阻挡寒
风，蒸腾土壤水中的热量，可使温度比无林地高２℃
～４℃，森林是巨大的空调器，森林住宅可以大大减
少降温取暖的能源消耗。同时，一公顷阔叶林一个

夏季能蒸腾２５００ｋｇ水，比同纬度同面积的海洋大
０５倍，比无林地大２０倍，森林中的湿度比无林地
高５倍 ～３０倍，增加了空气湿度；森林还对放射性
物质有吸收作用，栎树吸收１５０００拉特剂量的中
子———伽玛射线的混合辐射而生长正常，阔叶林具

有很高的吸收放射性物质能力。

４．２　缓解“热岛效应”
当前，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的热污染越

来越严重，忽视燃料的燃烧、人的呼吸及城市下垫

面。城市的下垫面除少量公共绿地外，绝大部分地

面为砖石、水泥、柏油或混凝土铺砌，下垫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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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城市热量增加，导致温度升高形成“城市热岛”。

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城市森林通过蒸腾作用液态

的水由叶片的气孔以气态形式散发到空气中，并从

环境中吸收热量，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增加湿度达

到植物蒸散冷却的效果。此外，森林树冠还能遮挡

来自太阳的直接辐射热和来自地面、墙面和其他相

邻物体的反射热，从而使林分有了降温的效果，进而

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４．３　维持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平衡
由于城市人口稠密，工业生产密集，呼吸和燃烧

消耗大量氧气，并积累二氧化碳。城市还排放了占

全球７０％以上的增温气体，在工厂、车辆、人口密集
区，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有时达到 ００５％ ～
００７％，局部地区甚至高达０２％，都远高于００３％
左右的自然含量。如果在无风或微风的情况下，大

气交换不充分，势必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氧气供应

不足，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

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１ｈｍ２森林每天消耗
１ｔ二氧化碳，释放 ０７３ｔ氧气。这些氧气可供
１０００人使用１ｄ。
４．４　防止和降低污染

城市是工厂、机动车辆和人口高度密集之地，是

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其地表和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

质及光、热、电磁、噪音、细菌等均高于乡村，这对城

市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城市森林有吸附、吸收污染物或阻碍污染物扩

散的作用。树木能吸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ＨＦ
和汞、铬等重金属。加杨可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硫含

量的７０％，氮氧化物含量的６７％，１ｈｍ２柳杉林，１ａ
可吸收０７２ｔ二氧化硫。臭椿、夹竹桃、罗汉松、龙
柏、银杏等对二氧化硫有很强的吸收作用。氟化氢、

氯气、臭氧、光化学烟雾、醛、酮、醇、醚、安息香吡啉

以及土壤、水体中的铅、汞、镉、砷、铬等许多污染物

质都几乎有相应的树木或其它植物可以吸收。森林

能有效地减低风速，对烟尘、粉尘有明显的阻挡、过

滤和吸附作用。不少工业城市每年每平方公里降尘

量平均有５００ｔ左右，有的高达１０００ｔ以上，而１ｈｍ２

森林１ａ可吸附粉尘３００ｔ～９００ｔ。同时，城市森林
吸附灰尘及悬浮颗粒，随降水冲刷到地面，每公顷绿

地每年滞留数百千克至数十吨灰尘。

森林不仅通过吸尘作用而大大减少有毒细菌的

传播，而且还能分泌杀菌素。桦木、银白扬、松树、松

柏、桧 柏、园柏等都有很强的杀菌净气作用，每立

方米空气中的细菌含量，森林中只有几十到几百个，

森林外为３～４万个，人口聚集、空气流动差的百货
商场则高达几百万个，一座中等城市如果有几公顷

园柏林，就能把细菌含量降到很低的水平。水体通

过３０ｍ宽的林带后，一升水中所含细菌数量比不经
林带的减少１／２，在有植物根系的土壤中，好气性细
菌比裸露的土壤多几百至几千倍，能使土壤中的有

机物迅速分解而净化土壤，植物根系还能吸收有害

物质，杀死有毒细菌。森林植物分泌的植物精气芬

多精，可促进免疫蛋白增加，达到抗菌、抗肿瘤、抗炎

等生理功效。森林植物还能分泌萜烯、酒精、有机酸

等杀菌素，这些物质能杀死细菌和真菌。据测算，１
ｈｍ２的榉、杨、槐等树木，一昼夜能分泌３０ｋｇ杀菌
素。

森林还有很强的降噪消噪功能，１５ｍ宽的林带
可使公路上汽车的噪声降低６ｄｂ～１０ｄｂ，４０ｍ宽的
林带可降低１０ｄｂ～１５ｄｂ，大森林则完全保持着无
噪音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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