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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的居民健康效益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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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地在城市中对提升居民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满足公众需求，还改善环境，提升生活质量，促进精神文化发展，支持“健
康中国”目标。为更好利用绿地，需探索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及其环境效益。未来研究应关注生态多样性量化分析，考察各
类绿色空间与居民健康的关系。通过研究绿地分布与人群健康关联，可为城市规划和绿地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服务精准化与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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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的生活方

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快节奏的生活与高压工作成
为常态。然而，许多城市正尝试在设计中融入自
然元素，旨在提升生活质量、缓解社会压力并推
动环境可持续发展。科学规划的城市绿地不仅能
美化环境，还能促进社会长期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的提升。

1.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心理健康的严重
问题。

城市化提升了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引发
了诸如绿地面积减少等负面效应，进而影响居民
的心理健康。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下，缺乏与自然
接触，可能加重心理负担，诱发心理健康问题。
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对维护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

2. 城市绿地的健康需求
现代健康观已扩展至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

的整体状态。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城市
绿地的健康价值受到重视。人们日益认识到绿地
在预防慢性病、促进心理健康方面的效用，并希
望借助合理规划与管理，使这些绿色空间能更好

地服务于市民健康，在时空维度上产生深远影响。
（二）研究目的
采用大数据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本研究探讨了城市绿地对健康带来的益处。通
过建立回归模型，量化了大型城市绿地对居民健
康状况的影响。此外，评估了居住区附近绿地的
健康效益指数，并分析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从中
受益的情况是否有所差异，同时研究了绿化覆盖
率变动对居民健康潜在影响。为优化城市绿地管
理及提升市民健康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决策参
考。

（三）研究意义
本文运用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及实地研究

等多元方法，深入探讨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多
维影响。研究聚焦于健康导向的绿地规划与设计，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及其对提升城市
绿色空间整体品质的作用。通过强化居民与自然
的联系，不仅有益于个体身心健康，还能增强社
区乃至城市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

本研究为城市管理者及规划者提供了数据支
持，助力其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改善国民健康
状况。最终目标在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构建
充满活力且具生态意识的宜居环境。合理布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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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城市绿地，可有效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
效应，增加居民接触自然的机会，从而在社会、
经济与环境层面达成和谐共生。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城市绿地的发展演变历程
1. 国外研究
自古希腊时期起，人类便在城市中引入绿化，

但早期的绿化成果主要惠及少数特权阶级。中世
纪时，随着欧洲封建结构的演变，政府逐步加强
对城市绿化的投入，改善了包括街道、广场和庭
院在内的公共空间，使得更多市民能够享受到绿
化带来的好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期间，环境污
染的加剧促使人们对城市绿地建设给予了更多关
注，相关的研究与实践随之兴起。至十九世纪，
埃比尼泽·霍华德在其著作《明日之花园城市》
中阐述了城市绿地的重要性及整体规划的理念，
标志着城市绿地空间规划理论的形成。

2. 国内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绿化建设也

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结
合本国国情，通过政策支持，采取了包括土地开
垦、利用、保护及合理利用在内的多种措施，促
进了城市绿化的多元化发展。上世纪 90 年代，
中国开始大规模推进城市绿地建设，并出台了《城
市绿化条例》，这是中国首部专门针对城市绿化
的政策文件，旨在保障城市绿化的有效使用。进
入 21 世纪，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护和
改善城市生态系统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实施《城
市绿化条例》等一系列政策，城市绿化的重要性
得到进一步提升，其建设和管理工作也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

（二）城市绿地与城市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
进展

随着城市绿地功能的增强及其在城市生态系
统中的核心地位，它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焦点。
涉及的学科包括植物学、生态保护、城市生态学、
城市林业、景观设计、旅游学、恢复医学、森林
医学、信息技术（如遥感与 GIS）、经济学及绿
色基础设施理论等。各学科分别从植物种类、生
物多样性、系统结构与功能、森林资源管理、城
市美学、休闲功能、健康效益、技术手段应用、
经济效益等角度进行研究。

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尤其是生理健康的影
响已得到广泛研究，主要关注绿色视野、微气候
调节、空气中负离子含量及植物提取物的健康益
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虽起步较晚，但 21
世纪初以来的研究表明，绿地的数量与质量与居
民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紧密相关。然而，这些
影响的评估仍缺乏统一的标准指标。

二、研究数据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首先，概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及其重要性，

并通过文献回顾进行了系统综述。接着，提出了
科学的研究方法以获取更准确的结果。

第二部分将集中讨论城市绿地与居民心理健
康及情感福祉的关系。基于现有理论框架，设定
研究假设，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与变量，以得出
可靠结论。

第三部分将探讨影响居民对城市绿地情感健
康益处认知的因素。利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
分析居民使用行为特征及其对绿地的情感健康认
知，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
此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分析绿地对情感健
康的影响，同时探讨人口统计与使用行为特征对
模型结果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可以获取可靠的个人微观

数据，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为了更好地了
解北京市城市绿地的分布情况，选择了一个研究
区域，并对该区域内的居民进行了实地调查。

2. 统计分析方法
通过存储在 EXCEL 软件中的原始数据，在

SPSS 25.0 软件中进行数据分析以得到调查结果。
3. 结构方程模型法
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可以有效地分析出复杂

的因果关系，它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方程组成，可
以同时处理多种可能的变量，并且可以通过实验
和估计来验证其准确性。通过对几个组的回归系
数、均值和方差分析，可以有效地减少模型误差，
从而更准确地估计潜在变量之间的参数，这对于
本次研究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4. 文献研究方法
从中国知名的互联网网站、百度、英文学术

期刊等电子期刊中截取文献，结合对城市居民认
知使用、绿色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等问题的深入研
究，结合文章的整体构思，进行系统的文章撰写。

三、城市绿地与居民情绪健康的关系

（一）受访居民数据统计分析
1. 居民访问绿地的频率
数据显示，38.05% 的居民每周访问绿地两次，

24.7% 每周访问三次，2.71% 几乎每日访问，这
表明这部分人可能出于健康和放松的目的频繁到
访，且居住地靠近绿地。另有 14.56% 的居民定
期每周访问绿地以享受自然。研究发现，限制访
问绿地的主要因素包括居住地远离绿地、缺乏绿
地信息及时间不足。 

表 4-1 居民访问绿地的频率（单位：%）

访问频率类型 百分比
一周一次 14.56
一周两次 38.05
一周三次 24.7
一周四次 11.59
一周五次 5.68
一周六次 3.7
一周七次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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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几次 0.49

2. 访问时段和活动时长
研 究 显 示， 超 过 三 分 之 一 的 居 民 偏 好 在

16:00 至 19:00 及 19:00 至次日黎明间活动，其中
49.38% 选择前者，36.79% 选择后者。最新调查
指出，越来越多居民倾向在 5 点至 11 点间进行
绿色活动，此间有两个高峰时段：5 点至 8 点与
8 点至 11 点。许多人选择此时段活动以进行锻炼
或短途旅行。

最受欢迎的活动时长为 30 分钟到 1 小时，
占比 53.09%；2 小时活动的参与者占 36.05%；2
到 4 小时的参与者最少，仅 4.44%；无受访者选
择 4 小时以上的活动时长。

3. 活动类型
研究结果显示，超过 71.36% 的居民选择在

绿地中散步，以此来放松心情并帮助改善饭后的
消化。另有 58.02% 的居民为了健身，会在绿地
中进行诸如慢跑、太极或广场舞等活动，以增强
体质。同时，也有 58.02% 的居民选择在绿地中
进行观赏、社交和静坐等活动。

4. 访问绿地的交通方式和路程耗费时间
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前往绿地所花费的时间

及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有显著差异。在时间消耗上，
大多数居民（51.11%）花费 16 至 30 分钟到达绿地，
25.93% 的居民用时 1 至 15 分钟。出行时间在 31
分钟至 1 小时的居民占比 20.74%，而耗时 1 小时
以上的居民比例最低，仅为 2.22%。在出行方式上，
步行是最常见的选择，占比 35.56%，其次是骑两
轮电动车，占比 24.94%。

（二）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评估
1. 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与城市绿地的关系
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公园人均面积增加

与居民健康水平提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
而言，当人均绿地面积翻倍时，居民的整体健康
状况也会相应改善。此外，研究还表明，年龄增
长与健身水平下降有关，女性的健康状况普遍不
如男性。收入较低的人群健康状况相对较差，而
经常运动的人则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

2. 居民生理健康水平与城市绿地的关系
为更准确反映居民生理健康状况及评估绿地

影响，本研究采用半年内慢性病数据，并运用回
归模型深入分析。

结果显示，人均公园面积增加与慢性病风险
降低相关。城市绿化水平与居民身体健康呈正相
关，这与回归模型结论一致，证实城市绿地对健
康有积极影响。研究还指出，年龄和个人习惯如
吸烟、饮酒对生理健康影响重大，年龄增长与不
良生活习惯会增加慢性病风险。此外，运动频率
与生理健康呈负相关。

通过生理健康模型研究，绿化水平对居民健
康有显著积极效应，该结论可通过主观评价与客
观指标双重验证。

3. 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城市绿地的关系
心理心理健康是公共健康的关键因素。研究

表明，高教育与收入水平的个体拥有更好的心理

健康。使用 PANAS 量表评估居民情绪，多元回
归分析显示，除教育水平外，性别、年龄、职业
和收入对积极情绪有显著影响。男性、老年人、
离退休人员及月收入 5000 至 10000 元的居民表
现出更高积极情绪。在消极情绪方面，性别无显
著影响。

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负面情绪较低，表明教
育水平与心理健康正相关。老年人和高收入者的
消极情绪也较低，失业者情绪更稳定，进一步说
明教育、年龄、就业状态及收入对情绪状态的影
响。

表 4-2  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城市绿地的关系

变量 选项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未标准化
系数

F 检验
未标准化

系数
F 检验

性别 男 40.11 9.620** 38.12 0.270
女 -1.76 -0.694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74 2.221 0.110 2.582**
专科 -1.36 1.866
本科 39.48 18.038

硕士及以上 0.949 -1.467
年龄 18 岁以下 -6.31 6.454** 2.653 2.545**

18-25 -3.2 1.781
26-30 39.81 18.181
31-40 0.343 -0.854
41-50 0.281 -0.833
51-60 0.778 -3.097

60 以上 1.882 2.069
职业 无业 -7.443 13.228** -1.035 2.754**

待业 -2.806 3.976
在职 40.443 17.66

自由职业者 -4.443 1.460
学生 -4.237 2.814

离退休 0.807 1.090 4.325**
月收入 1 千以下 -4.237 9.252** 0.290

1 千 -2 千 -3.671 2.001
2 千 -3 千 -2.915 2.235
3 千 -5 千 39.719 18.451
5 千 -1 万 1.502 -1.876
1 万以上 0.414 -2.384

注：** 表示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通过系统分析，结合人口结构和政府财政支

持，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城市绿地的可持续发展潜
力。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国家数据
库，研究城市绿化，旨在提升发展成效。

研究表明，城市绿化显著提升居民身心健康，
尤其对老年人益处明显，且影响持久可达十年。
绿化带来的健康效益因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而异，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较高者获益更多。持
续的环保措施能显著提升居民心理健康水平。

数据显示，居民认识到环保重要性时，更频
繁访问公园，既利于环保又有积极心理效益。但



176

2024 年，第六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参与集会等活动可能导致消极情绪，影响心理健
康。对比发现，参与此类活动的居民相比不参与
者可能经历更多心理不适。

（二）研究展望
随着城市绿化重要性日益凸显，其所面临的

挑战也在增加，包括应对快速城市化导致的空间
压缩及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合理
配置与利用有限的城市绿地资源，以满足居民健
康需求，成为紧迫任务。

为寻找兼顾多样化需求与高效管理的最佳方
案，需从多方面着手研究。首先，应关注改善个
体健康，包括保障充足休息、倡导均衡饮食及鼓
励适度运动，这些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其次，未来研究应探讨不同环境特征的城市
景观，如河流、湖泊、森林等自然要素如何与城
市绿地融合，以营造宜居环境。这些自然景观不
仅丰富了城市绿地，还提供了休闲场所，提升居
民生活质量。

此外，扩大研究样本规模，进行广泛的数据
收集与分析，是另一研究方向。增加样本量可获
取更准确、更具代表性的数据，为制定科学绿化
政策奠定基础，帮助更深入理解绿地对健康的影
响，并为城市规划者提供指导，促进未来城市规
划中绿地的合理布局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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