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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分析 *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Hot Trend of Microclimate in Urban Gre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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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小气候逐渐成为当代城市环境研究的重点，厘清

城市小气候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其建设与改善具有重要的

意义。利用CiteSpace软件简要分析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中223篇有关城市绿地小气候的文献，系统总结了城市绿地小气

候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的对

象与范围扩大，由单一的市政绿地向城市湿地、森林、公园、广

场等多类型的城市绿地转变；风景园林学科逐渐成为城市绿地小

气候研究的主力军；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越来越重视人在夏季城

市绿地小气候中的感受，与人体舒适度之间的联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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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climate of urban green spac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contemporary urban environment research. 
Studying the urban microclimate's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s significant for its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This 
study briefly analyzed 223 documents about urban green space 
microclimate in the CNKI database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nd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urban green space microclim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bject and scope of urban green space microclimate research 
have been expanded from a single municipal green space to urban 
wetlands, forests, parks, squares and other types of urban green 
space. Secondly,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urban green space microclimate research. 
Finally, urban green space microclimate research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people's feelings in the urban green space microclimate 
in summ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croclimate and 
human comfort is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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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环境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通过植物与水体起到降温增湿、除噪降尘、减少光

照强度等功能，优化人居环境 [1]。随着城市小气候研究的

不断深入，城市绿地小气候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作用

逐渐受到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厘清城市绿地小气

候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该领域的建设与改善具

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从可视化知识图谱的视角，

利用CiteSpace软件，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网

络出版总库中的相关文献，分析21世纪以来国内城市绿

地小气候研究领域近22年的研究现状和热点，探索该领

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选择中国知网作为文献检索源，将时间参数限

定为2000年1月—2022年11月，以主题词中包含“城市

绿地”并含“小气候”或“微气候”为限制条件进行检

索，将检索领域限定在建筑科学与工程、林业、环境科

学、园艺等方面，并剔除研究价值较低、相关性较差的

会议通知、新闻、报告等文献，最终整理得到有效文献

223篇。

以整理得到的223条文献建立数据库，运用可视化

软件CiteSpace6.1.R3对数据库进行分析。时间切片参

数设置为 2000年1月—2022年11月，切片时长为 1年；

分析条件为作者（Authe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

（Keywords）；设置聚类标准阈值TopN=50；可视化模式

选择为静态，其余为默认选项。按照以上参数设置运行

软件即可得到相应条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同时，运用

Excel2017进行统计并制作统计图表，通过整理与分析知

识图谱，得出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热

点和未来研究趋势。

此外，本文还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对CNKI数
据库中国外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到国外

该领域的研究时间图谱，以此分析国外该领域的研究情

况，并与国内研究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两者的异同。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风景园林设计专业课程实践路径研究）（编号ND233025）；
2022年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城市绿地夏季小气候效应与人体舒适度感知调查——以湘潭市为例）（编号S20221264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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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22年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文献发表数量

图2  发文机构知识图谱

2 结果分析

2.1 发文数量
发文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主题的热度，是

研究主题变化趋势与未来发展方向的直观表现 [2]。根据

2000—2020年有关城市绿地小气候的文献发表数量（图

1），可将城市绿地研究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0—2008年，此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建

设与人居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城市绿地小气候研

究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3]，发文数量平稳提升。第二阶段

为2009—2014年，在遭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后，

城市建设投入减少 [4]，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发文数量陷

入一段时间的低迷状态。第三阶段为2015—2022年，伴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不

断深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快推进，城市绿地建设技

术提高，园林绿化人才培养力度加强 [5]，城市绿地小气

候研究发文数量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对发文数量进行

曲线拟合分析发现，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总

体研究现状可观。结合当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

进程平稳推进、人才培养被不断重视的现状，研究认为

城市绿地研究在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2.2 发文机构
对发文机构进行分析，目的是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

究机构组成，进而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发

文机构图谱（图2）共有247个节点、195条连线，网络

密度为0.006 4，节点之间连线较少且网络密度偏低。发

文量排名前4的机构分别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北方工

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通过查询各机构官

网，得知这4个机构的城市绿地小气候及相关研究均由风

景园林学科教授负责或主持。可见在城市绿地小气候的

研究方面风景园林学科走在了前列，成为研究的主力军，

对研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统计发现在这些发

文机构中，研究城市绿地小气候的主要学科包括城乡规

划、建筑学等，研究出现学科交叉融合趋势。

表1  前4名核心作者研究方向

核心
作者

研究方向

刘滨谊
人居环境科学、景观感应及视觉评价、城乡绿地系统规划、景观城
市设计等

杨鑫
城市人居环境、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城乡绿地系统规划、景观城市
设计等

张德顺 生态与园林规划设计、气候变化景观应对、园林小气候调控规划等

梅欹 城市环境设计、景观规划设计、景观感受、风景园林小气候等

2.3 核心作者
文章的核心作者发挥着相关领域研究的导向作用，

对于研究学科发展热点与趋势有着重要的作用 [6]。核心作

者图谱共有533个节点、850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6，
节点联系较少，网络密度偏低，核心作者之间的联系程

度较低。发文量排名前4的核心作者分别为刘滨谊、杨

鑫、张德顺、梅欹，他们在城市绿地的研究大多在城市

环境、人居环境体验、园林与景观小气候、景观感应与

评价等方面（表1）。可见现代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侧重

于城市绿地景观，热点为城市绿地小气候人体感应，实

践方向为城市绿地小气候规划设计。

2.4 关键词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从关键词可以大

致了解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内容 [2]。采

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关键词进行频次与中心性、共

现图谱、聚类、突现、时间图谱分析，探究城市绿地小

气候研究的历程、热点以及以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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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频次与中心性

中心性反映出一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作为“媒介”

的能力。节点的中心性越高，其作为连接媒介的作用越

明显。因此，中心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研究的重要

方向与热点领域 [7]。从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表2）可

以看出，风景园林学科是目前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的主

体，夏季人体舒适度是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森林、城市

公园、城市湿地、街道绿地等多种形式的城市绿地是主

要研究领域，温度、湿度、太阳辐射等小气候要素是研

究的关键。从中心性排名前20的关键词（表3）可知，中

心性关系最为紧密的是“小气候”，中心性高达1.07，基

本上与其他关键词都有共现关联。一般认为，关键词的

中心性超过0.1为较强，即通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其

有较强的影响力 [8]。由此可见，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以夏

季为重点研究时间，并与风景园林、人体舒适度、城市

森林、公园、湿地、环境因子等要素联系十分密切，也

可说明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将这些方面作为重点，并会

在未来进一步发展。

2.4.2 共现图谱

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揭示该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 [9]。

研究得到网络节点341个，连线729条，网络密度0.012 
6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 3），其中节点大小表示频

次高低，连线代表共现关系。可以看出“小气候”“风景

园林”“城市绿地”“舒适度”的节点较大，出现频次高；

“城市森林”“城市绿地”“公园绿地”“夏季”的节点次之，

表2  频次前20名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小气候 114 11 公园绿地 6
2 风景园林 30 12 下垫面 5
3 城市绿地 26 13 街道绿地 5
4 人体舒适度 11 14 太阳辐射 5
5 温度 10 15 植物群落 5
6 湿度 9 16 滨水带 4
7 城市公园 9 17 湿地 4
8 夏季 9 18 广场 4
9 城市森林 7 19 行道树 3
10 相对湿度 7 20 生态效应 3

表3  中心性前20名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1 小气候 1.07 11 相对湿度 0.09
2 风景园林 0.63 12 夏季 0.08
3 城市绿地 0.58 13 广场 0.08
4 人体舒适度 0.43 14 城市湿地 0.06
5 城市森林 0.13 15 太阳辐射 0.05
6 生态环境 0.12 16 滨水带 0.04
7 气温 0.12 17 行道树 0.04
8 城市公园 0.10 18 绿地类型 0.03
9 环境因子 0.10 19 下垫面 0.03
10 群落结构 0.10 20 风速 0.02 图3  关键词共现图谱

出现频次中等；“温度”“湿度”“太阳辐射”等节点较小，

出现频次较低。由此可见城市绿地小气候的研究与人体

舒适度之间联系较为密切，研究要素更加具体。 
2.4.3 聚类

聚类分析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对于研

究方向与研究领域的分析与预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0]。

研究使用对数似然算法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通

过多次调整阈值得到调和平均值（Q，S）=0.750 4>0.5，
说明聚类合理 [2]。结果（图4）显示：CNKI数据库城市绿

地小气候研究共形成11个聚类，其中6个最具代表性的

聚类标签分别为小气候、风景园林、温度、绿化、环境

因子、公园绿地。可以看出，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的知

识结构目前存在于风景园林设计与规划、城市绿地建设、

小气候环境因子研究、人体舒适度建设等方面，在未来

有向多种城市绿地类型与小气候因子、人体舒适度相结

合发展的趋势。

2.4.4 突现

突现词分析是通过考察关键词的时间分布，从中探

测出频次变化率高、增长速度快的突现词，进而分析学

科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 [11]。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的关

键词突现可分为3个阶段（图5）。第一阶段，城市发展

过程中城市问题的不断出现，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城市绿

地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城市绿地”成为这个时

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和首个突现的关键词。第二阶段，“小

气候因子”关键词突现，在城市绿地的建设过程中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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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块绿地中各个小气候因子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关注。

第三阶段，“夏季热舒适度”关键词突现，人们更加关注

在城市夏季绿地中身体的感受。城市绿地的关键词正在

朝着更具体、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2.4.5 时间图谱

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时区

知识图谱分析，展示关键词的历年变化情况，能直观分

析研究发展脉络，科学判断研究进展和前沿 [12]。城市绿

地小气候研究在2000—2007年聚焦于城市绿化与小气候

因子的整体生态效应，处在整体而宏观的领域。2008—
2015年，研究主要涉及各城市绿地如城市公园、城市森

林、城市湿地、广场、街道等的影响因素与改造方法，

逐渐向区域性发展。2015—2022年，有关人体舒适度尤

其是夏季人体舒适度的研究增多，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

图4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5  关键词突现阶段 图6  时间图谱

变得更加关注人在其中的感受，各种各样的人体舒适度

小气候空间研究得到发展（图6）。

3 国内外研究对比

通过对CNKI数据库中国外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文

献的分析，得到国外该领域的研究时间图谱（图7）。将

之与国内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时间图谱进行对比，发现

国外城市绿地小气候建设同样可以分成3个阶段，与国

内研究发展相似度较高。第一阶段（2007—2011年），国

外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处于宏观的城市绿地空间建设层

面，“urben green planning”（城市绿色规划）、“urben green 
space”（城市绿色空间）等关键词证明了这一点。国内城

市绿地小气候建设也从宏观领域开始。第二阶段（2012—
2017年），国外研究进入到小气候因子研究阶段，体现于

“preferred temperature”（舒适温度）、“wind corridor design”
（风廊设计）等关键词。这与国内该领域研究向区域化、

要素化发展的趋势一致。第三阶段（2018—2022年），

国外对于人体舒适度的研究逐渐重视，“outdoor human 
comfort”（户外人体舒适度）、“human behavior”（人体行

为）、“thermal sensation”（热感知）等关键词多次出现。这

与国内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与人体舒适度不断结合的趋

势相同。总体而言，国内外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趋势总

体相同，两者可相互印证，相互借鉴。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1）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对象不断扩展，研究要素不

断细化。21世纪初期研究范围局限在市政绿地等一小部

分城市绿地，且研究侧重于城市绿地的整体小气候。近

几年的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将范围逐渐扩大至湿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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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森林等更大的城市绿地之中，由对城市绿地小气候

的整体评价转向对各个具体小气候因子的分析。

2）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由风景园林单一学科主导，

逐渐转变为多学科融合交叉。高校风景园林专业几乎承

担了所有研究文章的发表，风景园林学科成为城市绿地

小气候研究的主力军。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过去多集中

于气候学领域，近几年逐步向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建

筑学等学科发展，并在其中出现多学科融合趋势。

3）人体舒适度尤其是夏季人体舒适度，逐渐成为城

市绿地小气候研究的热点。“夏季”与“舒适度”2个关

键词在近几年频繁出现，说明夏季人体舒适度与城市绿

地小气候之间联系加强，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在此方向

将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4.2 未来研究展望
1）在城市未来发展方面：创新绿地建设思路，突破

固有城市绿地界限，扩大城市绿地小气候营造覆盖率。

在城市绿地建设中践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理念（Nature-
based Solutions，NbS），完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NbS途

径，科学合理地建设城市湿地、公园、森林等，丰富城

市绿地多样性，发挥城市绿地在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与

城市韧性提升方面的作用。“产 -学 -研”联合，利用高校

风景园林等学科的技术力量为城市绿地建设提供科学的

方向，打造舒适宜人的城市绿地环境。

2）在城市更新方面：完善小型城市绿地生态系统适

应（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EbA）建设，更新街边

公园、住区绿地等，进一步发挥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

环境“减震器”与“缓冲器”的作用。利用优势学科和

优秀研究团队力量，深化城市绿地各小气候要素与人类

对宜居环境需求的关系研究，及时调整城市绿地管理策

略，对城市绿地进行完善与更新，保证城市绿地小气候

的良性循环发展。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图7  国外城市绿地小气候研究时间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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