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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城市化的加快以及城市热岛效应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及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存，

还加速了全球气候变暖，因此采取不同的措施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从树木的遮挡作用、蒸腾作用及对风速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

城市树木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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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urbaniz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urban heat island not only se-
riously affect human beings and other organisms living on the earth, but also speed up global 
warm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o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Urban Heat Island. In this paper, the cool-
ing abilities of urban trees like shielding, transpiration and altering wind speed will be briefly 
discussed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urban trees on mitigating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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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然而各大城市都已出现城市

热岛效应，如美国洛杉矶市、日本东京、以及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等[1] [2] [3]。城

市热岛效应是指由于高蓄热体增加、绿地土壤减少、以及热排放等人为活动导致一个城市区域中的气温

明显高于其周边区域的一种气候现象[1] [2] [3] [4] [5]。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满足人口需求及经济发展，

高蓄热体如城市建筑物越来越密集，道路多为柏油或水泥路面，反之，城市区域内的植被、水域面积则

逐渐减少。同时，较之城市周边区域，人类活动如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等往往在城市区域

内排放更多的热量，从而使得城市区域升温较快，散热较慢，形成一个明显的高温区域[4] [5] [6]。在全

球温室效应的影响下，城市热岛效应变得更为严重，同时城市热岛效应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变暖的速度，

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1]。近几年，为了解决城市热岛效应这一环境问题，有诸多国内外

科学家或学者就城市热岛效应的成因、危害、发展趋势、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提

出通过合理规划城市区域、增加绿化面积、推动节能减排等措施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及其带来的不良影

响[1]-[24]。其中，城市树木就在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过去，城市树木主

要是作为增加城市区域内的绿化面积的一种手段被国内外的科学家或学者进行研究，针对城市树木是如

何起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的相关研究并不是很多。本文将分别从城市树木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

不同作用，包括遮挡作用、蒸腾作用及对风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2. 城市热岛效应的危害 

作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环境问题，城市热岛效应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首

先，城市热岛效应会引起如暖冬，高温，暴雨等异常气象。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
多次指出，澳大利亚的气温将持续升高，预计到 2030 年将升高 1.5℃，将略高于全球平均温度，同时英

国的相关组织也提出，英国夏季的平均温度预计将于 2080 年上升 3.7℃ [7] [8] [9]。我国大部分主要城市

如北京，广州，重庆等同样面临着城市热岛效应并仍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2]，例如重庆市主城区的城市

热岛效应以 0.71 摄氏度/100 年的上升倾向率呈逐年增强趋势[10]，在广州市则不仅热岛效应的分布面积

有较为明显的增加，而且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亦有明显的增大趋势[11]。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布的《战

胜高温：城市可持续降温指南手册》指出，如当前的高温持续下去，预计至本世纪中叶，全球夏季平均

温度将普遍超过 35 摄氏度，遭受高温灾害的城市人口数量达到 16 亿人口[1]。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的强空

气对流，还会在局部地区形成强降雨现象[2]。空气污染也是城市热岛效应的危害之一，由于城市热岛效

应的存在，城市区域内的气流带着大量烟尘等微粒上升，在城市上空积聚成云团，使得城市区域内的自

然通风条件变差，空气流通受阻。此外，人类活动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如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等，在

热岛效应的影响下，经光化学反应生产二次污染物，进一步导致城市空气质量的恶化[2] [12]。最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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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热岛效应不仅给城市居民带来了相当大的身体健康影响，还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负担。除了遭受

着城市热岛效应所引起的极端高温和空气污染等不良影响，城市居民通常还会使用空调、制冷器等降温

设备以缓解这些热岛效应对生活和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大力采购电力，从而增加了生活的成本，也

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全球变暖[14] [15] [16]。 

3. 城市树木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缓解作用 

城市热岛效应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下而引起的，因此缓解城市热岛效应采取多管齐下的

策略，如减少人为热的排放，增加绿化面积、控制城市人口及建筑物密度等[1] [2] [11]。提高城市树木的

覆盖率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最常见的方法之一，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之一。城市树木具有很强的荫

蔽遮阳、蒸腾作用及降低风速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太阳辐射的反射、吸收和遮挡，加上自身的蒸腾作用，

起到降温、增湿、调节气温的作用，从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2] [6] [16] [17]。 

3.1. 蒸腾作用 

树木可以通过蒸腾作用，不断地从周围环境中吸收大量的热量，从而降低空气温度。全球共约有 22%
的有效日照量是通过蒸腾作用而被消耗的[18]。树木冠层在光合作用过程中，能有效地吸收约 90%以上

的入射能量，以获得更高的光合速率和生产力[19]。冠层所吸收的一部分光能以长波辐射的方式释放，一

部分以热传导的显热方式释放，但大部分的能量以蒸腾作用的方式释放并降低冠层温度[2] [19]。对于一

颗发育较好且足够大的树冠，可以通过吸收或反射约 40%的太阳辐射从而达到降低周围环境温度或地面

温度的效果[20]。同时，由于空气中的烟尘等微粒能大量吸收太阳辐射热，树木能够滞留空气中的微粒，

是空气中的含尘量降低并缓解城市热岛效应[14] [19]。树木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可以大量吸收空气中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进而可以有效地减缓温室效应。然而，同有关研究的结果一致，城

市树木的蒸腾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差异的。在阳光充足的炎热气候下，树木的遮挡作用比蒸腾作用更

为重要[20] [21]。比如，在沙漠城市中，树木的蒸腾能力会受到极端高温的抑制，而在温带国家则不同，

树木的蒸腾能力所起到的降温效果远没有比遮挡能力的高[21]。此外，不同品种的树木甚至树木的分布情

况，都会导致蒸腾速率的不同。比如，有落叶树种比常绿树种的蒸腾速率更高，其降温能力更好[19]。这

也意味着，如何选取最佳的树木品种以及如何进行最佳的分布种植，对于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树木的

蒸腾作用从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也是十分重要的。 

3.2. 遮挡作用 

就城市整体而言，热辐射交换是影响一个城市整体环境温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城市区域内，存在

着大量的建筑物、黑色柏油、水泥路面等热容量大、反射率小的高蓄热物，将大量的太阳辐射热存储在

城市区域内，然后这些热量又被释放到环境中，这使得城市环境中所含的热能比其周边区域更高，最终

形成了城市热岛现象[2] [19]。植被树木一方面可以通过光合与蒸腾作用实现与周围空气的热量互换，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遮蔽长短波辐射，降低周围地物的表面温度，并进一步降低邻近空气温度。与此同时，

国内外的多项研究实验也验证了城市树木及其遮挡作用对城市环境温度起着较为明显的降温作用。Coutts
等通过分析环境空气温度、湿度、太阳辐照度、风速、以及由多个微气候监测站探测的平均辐射温度，

研究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增加树木策略的有效性。研究结果预测，如果 2040 年墨尔本的树冠覆盖率增加

到 40%，城市区域的地表温度将可能大大降低[22]。Wang 在研究中预测，每增加 10%~20%的植被覆盖

面积，可以使城市热岛效应降低约 0.38~0.78 摄氏度[13]，同样地，Middel 等通过 ENVI 微气候模型评估

预测了美国菲尼克斯市发布一项增加树冠覆盖面积的措施，结果发现，如果树冠覆盖面积由原来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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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25%，那么城市内的气温可以降低约 2.0 摄氏度[24]。Sung 则通过对比七个城市区域的地表温度，

其中两个区域采取了保护树木的策略，另外五个区域没执行相关策略，来探讨保护树木对缓解城市环境

气温地影响。结果表明采取了保护树木策略的区域的地表温度，比未采取的区域，平均低了约 1.5 至 3.9
摄氏度[23]。再者，树冠冠幅与其降温能力也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包括冠层的形状和厚度也是影响

树木降温能力的重要因素。相较于独立的树木冠幅，交错重叠的树木冠层可以更好的遮挡太阳辐射，冠

层下方的土壤及植被蒸腾出来的水汽不易被扩散，使其降温能力更强[19]。 

3.3. 风速 

风对于降低城市气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树木除了遮挡能力和蒸腾能力之外，还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通过影响风速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对于沿海城市，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海岸线附近的温度梯

度，而从改变海风的强度和速度，进而降低陆地表面温度。有关研究表明，当树木被种植在风道中时，

具有较为明显的降温能力，可以将气温降低 0.6 至 0.8 摄氏度[16]。但是，即使多项研究表明树木与风速

和城市热岛效应是有关联的，对于树木是如何通过改变风速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国内外学者们持有不

同的观点。具体来说，树木仅能在顺风区域具有降温的效果，同时在风速较低的区域，树木的降温能力

并不明显[25]。也就是说，通过种植城市树木或改变树木的排列来改变风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对于

沿海城市，是可以达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目的。 

4. 结论 

城市热岛效应，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对人类生活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植被

树木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包括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城市树木可以通过其自身

作用，即通过蒸腾作用以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通过遮蔽太阳辐射、通过改变沿海城市内风速的强度和

方向等，来有效地降低城市环境中的温度，达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城市

并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应加快提高城市树木的覆盖率并优化城市绿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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