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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requent disasters caused b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isk avoidance have become a major problem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solved in urban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the theory of Resilience City 
proposed by foreign scholars has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facilities, and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dustry. Urban 
green space is not only an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uses the general databases such as CNKI, SCI, and SSCI to 
collect literature on urban green space disaster prev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ort out aca-
demic research on urban green space disaster prevention. By using the bibliometrics methods to 
study, and then summing up the major progress and hot area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urban 
green space disaster prevention academic research, it can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China. 

 

Keywords 

Urban Green Spac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isk Avoidance, Resilience City, Research Trends, 
Bibliometric 

 
 

韧性城市理论与城市绿地防灾学术研究动态 

周恩志，李  敏* 

华南农业大学热带园林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8年9月10日；录用日期：2018年9月22日；发布日期：2018年9月29日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18.74016
https://doi.org/10.12677/wjf.2018.74016
http://www.hanspub.org


周恩志，李敏 
 

 

DOI: 10.12677/wjf.2018.74016 120 林业世界 

 

 
 

摘  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引起灾害频发的大背景下，防灾避险已成为国内外城市建设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国外学者提出的韧性城市(Resilience City)理论，为城市防灾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日益受到业界关注。城市绿地不仅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也是城市防灾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研

究借助CNKI、SCI和SSCI等通用数据库，搜集国内外有关城市绿地防灾的文献，梳理城市绿地防灾的学

术研究成果。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加以研究，对相关信息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进而归纳国内

外城市绿地防灾学术研究的主要进展和热点领域，以期为我国城市绿地防灾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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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灾害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城镇化为人类带来了生活便利，也造成了一系列

负面影响，如城市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引发气候变化，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2017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从影响力角度来考虑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分别是全球第

二和第四大风险 1。进入 21 世纪以来，洪涝灾害、旱灾、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日趋频繁，气候变化问

题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更加突显。 
为应对城市面临的灾害危机、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国外学者提出了“韧性城市(Resilience 

City)”概念及相关理论与方法。Resilience (韧性)概念最开始应用在 1950 年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

随后在生态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得到发展，近年在灾害管理和城市规划中受到重视[1]。Resilience City (韧
性城市)理论将城市规划和城市公共安全结合起来，为城市转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中，城市绿地不仅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也是构成城市防灾系统中的重要内容。从 2002 年国内出现

第一篇关注城市绿地防灾的研究文献至今，16 年来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尤其在 2008 年我国遭遇了南

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及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后，对防灾城市绿地的需求和

建设有了新的反思和重视。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城市绿地防灾的文献，梳理城市绿地防灾的学术研

究成果，对我国与城市绿地防灾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从防灾理论与方法、防灾规划与对策和

防灾技术及实例三个方面，剖析有关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建设的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 

2. 相关概念 

2.1. 韧性 

从语言学上看，“韧性”一词起源于拉丁语“resilio”，意思是“恢复到原先的状态”。“韧性”概

念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一般认为源起于加拿大生态学家Holling对系统生态学的研究。他将Resilience (韧
性)定义为系统在保持基本状态不变的前提下应对变化或干扰时的能力[2]。随后，Resilience (韧性)概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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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发展阶段[3]。韧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认为，“韧性”

具有 3 个本质特征：一是系统能够承受一系列改变并且仍然保持功能和结构的控制力；二是系统有能力

进行自组织；三是系统有建立和促进学习自适应的能力[4]。 

2.2. 韧性城市 

1999 年，国外学者进一步提出了 Resilience City (韧性城市)的理念。Mileti 在《Disasters by design：a 
reassessment of natural haz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文中阐述了与灾害相关的“地方韧性”，它是指一个

地方在没有得到外部社区大量援助的情况下，能够经受住极端的自然事件而不会遭到毁灭性的损失、伤

害、生产力下降或是生活质量下降。这也是 Resilience (韧性)一词首次被引入城市规划领域[5]。 
早期学者们对韧性城市的研究大部分与城市灾害有关。传统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主要关注于物理环

境所能承受的灾害风险，比如地震中的建筑、城市水灾中的排水系统等。但是，物理环境对于灾害强度

的承受能力存在极限。一座城市能否在灾后重新恢复秩序和活力，取决于社会群体和管理阶层如何有效

应对灾害和进行灾后重建，并通过经验学习应对下一次灾害的发生。后来，有些学者对“韧性城市”又

作了进一步的定义。如 Alberti (2000)等认为：“韧性城市”指的是城市结构变化重组之前，所能够吸收

与化解变化的能力与程度[6]；Walker B & Salt D (2006)认为：“韧性城市”是城市系统在不改变自身基

本状态的前提下拥有应对改变和扰动的能力[7]；Kevin C. Desouza (2013)等认为：“韧性城市”是指面对

改变，城市系统吸纳、适应和反应的能力[8]。 

3.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在文献研究中，依据研究对象的内容选取“urban green space”(城市绿地)、“green infrastructure”
(绿色基础设施)、“hazard prevention”(灾害预防)、“natural disaster”(自然灾害)和“emergency and 
disaster-prevention”(应急和防灾)等 5 个英文检索词和“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和“防灾避险”

等 4 个中文检索词，结果为：在 SCI、SSCI 数据库中检索得到英文文献 162 篇，根据关键词和文献内容

筛选出 63 篇与主题相关的文献。在中国知网 CNKI 中以 SU = (“城市绿地”) and SU = (“防灾” + “避

险” + “防灾避险”)为检索式，得到 323 篇 2002~2018 年各类期刊发表的中文文献及硕博论文。 
将在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的上述中文文献导入文献处理软件 Note Express 中，通过查重、手动删除综

述性文章和浏览每篇文献的主要内容，共筛选出 229 篇有效文献。阅读筛选出来的有效文献，记录每篇

中文文献的发表年份和关键词并根据每篇文献中的关键陈述内容，将文献分为防灾理论与方法、防灾规

划与对策和防灾技术及实例 3 大类。然后，对检索得到的有效文献作计量统计，将所得到的数据借助

Citespace5.0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而得到相应的数据成果。 

4. 国内外城市绿地防灾研究现状 

4.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城市防灾避险绿地的建设和研究起步较早。1871 年芝加哥因奶牛踩翻马灯引发大火，城市中

心区域大面积受损。在灾后重建规划中，美国开始考虑将原来连成一片的市区间隔开，以绿地空间(即公

园系统来)分隔城市空间，利用公园之间的道路对城市密集的建筑群进行划分，用系统性的开放性空间来

阻止火灾蔓延，丰富了城市绿地系统的功能[9]。 
日本是地震灾害频发的国家。经过长期的防灾避险建设，日本大部分城市已具备较为完善的避灾绿

地体系。1919 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全国通用的城市规划法规——《都市计画法》，规定公园绿地必须

规划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一。1956 年，日本颁布了《城市公园法》，首次提出了需要考虑公园的防灾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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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功能的要求。1973 年的《城市绿地保全法》，规定城市绿地的防灾体系中应包含城市公园。1998 年的

《防灾公园规划和设计指导方针》，确定防灾是城市公园的首要功能，促进了日本防灾公园体系的建成。

2008 年，日本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较少，充分证明了日本城市防灾避险体系建

设的完善程度[10]。 
在研究文献方面，国外学者较重视城市公共绿地布局的宏观整体规划，有意识地对城市公共绿地进

行系统的规划设计。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对城市公园、绿地进行规划时，大多考虑了应急避

险的功能。如 Nicholls S 提出相关城市公共绿地的分布格局优化方法[11]；Kwan 更加细致划分可达性概

念为个人可达性和地方可达性。个人可达性反映的是个人生活质量，地方可达性是指某居民区被服务的

能力。在计算可达性时，一般要考察 3 个要素：①交通成本，即居家与绿地两地间的交通时间或距离；

②公共绿地吸引力，即保证避险可达性服务的能力；③居民区需求力，即对避险可达性服务的需要[12]。
Bach 基于可达机会的概念还提出了区位–布局模型(location-allocation model)，可以计算应急避险时居民

区到达公园需要的最少时间成本[13]。Perry 以一所小学为中心，其半径 400 米范围内设有公共绿地，运

用 GIS 缓冲区分析方法计算其服务能力[14]。I.C. Mell 研究了绿色基础设施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继而探讨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以及评估方法[15] [16]。James Philip 等人通过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提出了城

市绿地系统的研究框架以应对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需求[17]。Anna Chiesura 则通过对荷兰阿姆斯特丹一

个公园的调查实例，研究公园绿地对于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18]。 

4.2. 国内研究现状 

4.2.1. 文献数量的时序变化 
从图 1 可见，2002~2017 年间国内有关城市绿地抗灾的文献数量大致平缓上升，略有波动。以 2008

年为分界点，此前文献数量较少，共 19 篇，占总数的 8.3%，相关研究处于初始探索期。2008~2017 年间

文献数量维持在年均 20 篇左右。其中，2010 年的文献数量增幅较大，可能与 2008~2010 年间我国连续

发生多起重大灾害引发有关灾害评价和管理的研究热度上升。这 3 年共发表研究文献 76 篇，占总数的

33.2%。 

4.2.2. 关键词统计 
将数据库中找到的 229 篇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采用 Citespace5.0 软件对文献进行格式转换，

对其关键词进行分析。将 Citespace 5.0 软件中时间切片(Year Per Slice)设为 1 年，基于各时间切片中高被

引论文前 30 的关键词(Top N = 30)，再以 keyword 关键词作为网络节点，生成相关文献关键词被引量聚

类知识图谱(图 2)。关键词知识图谱网络中共有 227 个节点，514 个连接，网络密度为 0.02。其中，网络

中节点大小表示文献数量，连线表示节点间合作关系。图中关键词的字体越大表明其热度越高。由图 2
可知频次大于 15 的关键词为：城市绿地、绿地系统、防灾避险和风景园林。 

4.2.3. 文献研究内容统计分析 
通过对文献题目和关键词分析，利用 Citespace 5.0 软件作出关键词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发现“城

市绿地”、“绿地系统”、“防灾避险”、“风景园林”和“城市绿地系统”出现的频次最高。通过进

一步筛选文献，按其研究内容、关键词和研究方向进行分类，得到 229 篇有效文献的分类结果如表 1 所

示。其中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1) 防灾理论与方法 
该类文献主要对城市绿地的防灾避险功能进行评价以及构建评价模型，为防灾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

定量分析数据。国内对于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功能评价的研究，不少是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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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ime series trend of the number of related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图 1. 相关文献发表数量的时序变化趋势 
 

 
Figure 2. The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related literature keywords cited times (left) and the top 11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 (sorted by referenced frequency) (right) 
图 2. 相关文献关键词被引量聚类知识图谱(左)及前 11 个高频关键词(按被引用频次排序) (右) 
 
Table 1.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disaster risk avers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表 1. 我国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建设研究文献分类 

分类 文章篇数(篇) 关键词类型 

防灾理论与方法 31 评估分析、模型构建 

防灾规划与对策 165 规划设计、功能规划、空间布局、分区 

防灾技术及实例 33 技术方法、植物配置、土壤、辅助设施、实例分析 

 

的。学者们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利用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法、基于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
模型分析法等对城市防灾避险绿地功能进行评价。如朱红霞(2008)提出了城市绿地防灾避灾功能指标体系

的构建原则，并论述了城市绿地防灾避难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环境安全、避难空间规划、道路交通系

统、防灾植被规划、定量化指标和应急避难系统等六项评价指标[19]；洪琳琳、胡希军(2010)选取了 6 大

评价指标构建了相应的防灾避险绿地功能评价模型，认为功能评价是防灾避险绿地规划建设的首要任务。

只有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才能进一步开展防灾避险绿地体系的规划、管理等一系列工作[20]；侯吉

龙(2014)详细分析、探索了防灾避险功能评价体系的建立模式，并以枣庄市为实例进行研究，丰富了有关

https://doi.org/10.12677/wjf.2018.74016


周恩志，李敏 
 

 

DOI: 10.12677/wjf.2018.74016 124 林业世界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评价与规划的基础理论[21]。此外，迄今为止国内针对于防灾避险绿地适宜性评价的研

究不多，把防灾避险绿地的评价与其对于灾害适宜性的有效性、安全性、可达性等结合起来的研究更是

基本没有。 
2) 防灾规划与对策 
此类文献主要关注城市防灾绿地的功能、空间布局规划和防灾体系的构建。如张海金(2008)根据防灾

绿地的功能定位，提出城市防灾绿地体系由灾前防御绿地、灾时避难疏散绿地和灾后恢复重建绿地三大

类组成[22]。洪婷婷(2009)在分析城市绿地的防灾避难机能的基础上，探讨了城市绿地各类防灾避难场所

的规划设计[23]；余叶妹(2014)将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可达性研究应用于城市避震减灾公园绿地的空间布局

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盐城市中心城区避震减灾公园绿地现存的空间布局问题，通过避震减灾公园

绿地的规划对其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24]；何剑民(2007)、陈飞平(2012)、李兴国(2016)等学者也通过论证

城市绿地作为各类避灾场所的可行性来探讨城市绿地的防灾规划、改造、建设及防灾绿地体系的构建[25] 
[26] [27]；白成元(2012)、刘倩如(2012)针对城市的地震灾害，对避震减灾绿地体系规划进行了分析研究

[28] [29]；周建东(2008)、雷涛(2015)等在借鉴国外防灾绿地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城市防

灾绿地建设现状、绿地改造、防灾绿地规划设计及建设等问题[30] [31]。 
3) 防灾技术及实例 
该类文献多是从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建设的现存问题出发，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如朱丽娟(2011)

通过对郑州老城区防灾避难型绿地建设情况、空间布局和避难容量的调查、分析，提出制定和完善地方

法规、构建层级结构合理的防灾绿地系统，增加避难容量和加强防灾绿地的理论与技术研究的建议[32]。
亦有学者专门从防灾植物选择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园林植物在防灾避难方面的功能，提出园林植物应

用的配置原则。吴普英(2009)先从抗旱、防洪保土、灾害预测、避震、防火和防风固沙等 6 个方面详细分

析了城市绿地在城市防灾避险中的作用，进而介绍耐旱抗旱、防洪保土、防火和防风固沙等城市防灾减

灾植物的选择[33]。 
还有专家学者以实际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分析目前防灾避险绿地建设的优缺点，为今后

的提升改造及后续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如杨尚尚、卢长敏(2018)以连云港市新浦东城区的苍梧绿园为例进

行调查分析，得出应急避难场所的有效避难面积、服务半径，应急避难设施、线路等规划取值区间，讨

论了苍梧绿园应急避难场所的优缺点[34]。刘焱(2012)根据包头市昆都仑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园林

绿地防灾避险的丰富经验，研究该地区防灾绿地的类型及所容纳的避难人数，探讨形成完善多层级的防

灾绿地体系的方法，为当地城市防灾绿地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35]。 

5. 结语和展望 

综上所述，Resilience City (韧性城市)理论上应具有两项能力：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对于灾害破坏的承

受能力，即在遭受灾害后仍保持原有结构和基本功能；二是城市在灾后的自恢复能力。城市绿地防灾作

为城市灾害救援和减轻灾害损失的重要途径，已经逐渐成为灾害学、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等学科的研究热

点。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上文有关城市绿地防灾学术研究进展可作如下总结和展望： 
1) 目前我国城市绿地防灾研究的关注对象，多集中在市域尺度，关注宏观尺度的较少。其中，关注

城市地区的较多，对乡村地区的研究较少。由于乡村的自然灾害发生机制更加复杂，防灾能力更为薄弱，

且乡村发生灾害的类型与防灾重点也与城市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从城乡统筹高度考虑各类防灾避险绿地

的规划布局也非常重要。 
2) 国外的大部分研究暂未将城市避灾绿地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对待，己有的研究多半着眼于城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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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较少专门针对其防灾避险功能的绿地。在这方面，日本已有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国内不少研究者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借鉴其防灾绿地体系的建设模式。目前，国内文献

中以防震避灾绿地研究居多，对其它灾害类型的防灾绿地研究偏少。2017 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

极端天气事件是全球第二大风险，地震所属的自然灾害只位列第 4。因此，今后城市绿地防灾建设不宜

局限在防范地震，应放宽视野，多关注极端天气，如旱灾、台风、高温等的防灾规划研究，让城市绿地

具有更为综合的防灾避险能力。 
3) 纵览国内外城市绿地防灾学术研究的文献，发现绝大部分学者都是将绿地作为城市防灾避险的一

种空间载体，未留意城市绿地自身也需要防灾避灾。一般的情况是：在灾害发生时绿地为城市居民提供

了一定的防灾避险空间，但灾中和灾后绿地本身也受损严重，常常弄得面目全非。所以，今后在城市防

灾避险规划建设工作中，可借鉴国外的韧性城市理论，在关注城市绿地防灾功能的同时也注意提高绿地

自身的抗灾能力和自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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