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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城市空间发展需求下，风景园林师亟须全面、系统地探索城市绿色开

放空间体系，以及各空间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促进人们对蓝绿空间特征的感知与识别，进而提升城

市人居环境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持续展开“绿色开放空间结构”质性研究，强调通过“绿色结

构分析法”对城市开放空间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类型化分析。通过文献综述和质性分析方法，厘清德国

绿色结构的概念和发展历程，从特征和属性角度进一步剖析绿色结构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地方性。采

用分类法和归纳法，从制图和空间类型 2 个层面阐释绿色结构分析法的实施路径，为后续实证研究奠

定基础。借鉴德国经验，以北京市为例，对位于中心城区和石景山 - 永定河片区的绿色开放空间结构

与类型展开质性分析。最终，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信息可视化 3 个层面，总结德国绿色结构分析法及

其质性研究对中国城市开放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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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growing demand for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for landscape architects to explore the system of urban green open space an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spatial elements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ay, so 

as to promote people’s percep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lue-gree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is context, a long-term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green 

open space structure” is conducted in Germany, which emphasizes the holistic grasp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urban green open space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method for green structur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clarifies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green structures in Germany,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local identity of such 

green struc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aracteristic and attribute. By means of classification and 

induction, the research explains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green structur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cartography and spatial type,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Moreover, taking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of Germany to conduct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s and types of green open space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the Shijingshan-

Yongding River area. Finally, the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from the analytical method for 

green space in Germany and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re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open spaces in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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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for green structure

Fund Item: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No. X20029)

李梦一欣 / 女 / 博士 /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副教授 / 北京人才项目青年学者 / 慕尼黑工业大学中
国城市景观实验室主要成员 / 本刊特约编辑 / 研究方向
为绿色开放空间、文化景观和后工业景观
LI Mengyixin,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 

young scholar of Beijing Talent Program, a principal 

member of China Urban Landscape LAB,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green open spac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

黄琦 /女 /慕尼黑工业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教席研究员、
在读博士研究生 / 慕尼黑工业大学中国城市景观实验室
成员 / 研究方向为可再生能源景观、区域开放空间
HUANG Qi is a chaired research fellow and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and a member of China 

Urban Landscape LAB,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renewable energy landscape 

and regional open space.

（德）朱利安·舍费尔 / 男 / 德国注册风景园林与城市
规划师 / 慕尼黑工业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教席研究员、
在读博士研究生 / 慕尼黑工业大学中国城市景观实验室
负责人 / 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视野下的公共空间
(GER) Schäfer Julian is a German registered landscape 

architect and urban planner, a chaired research fellow 

and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and director of 

China Urban Landscape LAB,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public space in the 

view of cultural landscape.

德国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结构质性分析方法
Qualitative Analytical Method for Urban Green Open Space Structure in Germany
李梦一欣  黄琦  （德）朱利安·舍费尔

LI Mengyixin, HUANG Qi, (GER) Schäfer Julian

中图分类号：TU98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22)12-0012-08

DOI：10.14085/j.fjyl.2022.12.0012.08

收稿日期：2022-04-30

修回日期：2022-10-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李梦一欣，黄琦，朱利安·舍费尔 . 德国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结构质性分析方法 [J]. 风景园林，2022，29（12）：12-19.

专题学术主持人 Guest Editors of the Special

李梦一欣  LI Mengyixin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 本刊特约编辑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吴丹子  WU Danzi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 本刊编辑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an editor of this journal



专题：城市蓝绿空间系统 / Special: Urban Blue-Green Space System

13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风景园林师尝试

通过各种方法来改造和发展城市绿色开放空

间，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空间与生态问

题，绿色开放空间的“量”与“质”也发生

着转变。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维持城市

空间面貌的独特性、连贯性和系统性？这一

核心问题一直困扰着风景园林师。对此，德

国风景园林师指出“绿色开放空间结构”，即 

“绿色结构”（德语：Grünstruktur），能够实现

对城市蓝绿空间的系统性整合，在强化空间

整体“文化身份”的同时，不断促进各空间

要素的发展与融合。

在近 30 年的探索中，德国的“城市绿

色 开 放 空 间”（德 语：Städtischer Grün-und 

Freiraum）研究经历着从定量分析到质性分

析（quality instead of  quantity）的范式转移 [1]。 

20 世纪末，德国绿色开放空间的发展面临着

巨大的问题与挑战。从定量角度，随着人口

的快速增长，城市用地趋于紧张，基于量化

方法预估的人均绿色空间占有量已无法满足

现状需求 [2-4]。从质性角度，现存绿色开放空

间的质量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可达性较低、

空间特征趋同、基础设施缺乏系统性维护与

提升 [5]。面对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学

者在“开放空间规划”（德语：Freiraumplanung）

中开始逐步探讨由定量转向定性的分析方法，

以弥补长久以来对大尺度绿色开放空间质性

研究的不足。2004 年，在柏林城市空间发

展试点研究中，德国风景园林师在探索区域

性绿色开放空间规模、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绿色结构分析法”（德语：Schwarzplan 

Grün）。这一方法通过对蓝绿空间要素的感

知、分类与归纳，能够较为全面地识别和分

析绿色开放空间的结构及特征，为中国城市

开放空间规划和绿色结构综合性分析提供重

要思路。

1  德国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研究综述
1.1  德国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的界定

城市绿色开放空间是德国风景园林学科

的主要研究对象，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它不仅是令人愉悦、舒适和富有意义的

人性场所 [6]，而且是能全面衡量城市环境品质

的重要指标。绿色开放空间在德国常被简写

为“开放空间”（德语：Freiraum）[7]，它包含

3 个基本内涵：1）从公共性角度，指非私密

空间；2）从使用者角度，源自拉丁文“ locus 

amoenus”，即工作之外舒适惬意的户外空间；

3）从属性角度，最初指未被开发建设的空

间，后来泛指未被限定使用功能或行为的户

外空间 [8]。

由于蓝绿空间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它们

共同呈现的有机形态更有利于形成内外一体的

开放空间系统，从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9]。因

此，在本研究中，城市绿色开放空间是在区域

视角下对蓝绿空间系统的整体性理解。同时，

结合城市景观的社会学视角，以列斐伏尔的

“空间是被赋予意义的社会产物”[10] 为理论支

撑，本研究将绿色开放空间理解为社会生产

的空间，是由自然条件和人为设计共同塑造

的蓝绿空间系统，旨在分析不同类型的“结

构性绿色开放空间”（德语：Strukturgrün）。

1.2  德国城市绿色开放空间质性研究发展

概述

回溯历史，绿色开放空间曾被视为城市

的“对立物”[11]，代表城市以外的自然景色、

诗意的田园风光，可以让市民从机械化工作

中解放出来，回归“绿色世界”[12]。人们对城

市中自然、阳光、空气的向往，对绿色、清

洁、健康社会生活环境的迫切需求引发了德

国风景园林师对开放空间的最初探索。主要

体现在对绿色开放空间社会、生态层面的综

合性分析。

20 世纪初，德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师瓦格

纳针对城市发展内部的社会阶级矛盾指出：

“对开放空间的争夺，就是市民为自身利益尽

力争取生活空间中的每一平方米。”[13] 他将城

市绿色开放空间定义为影响市民健康的必要

生存条件；他还根据当时的居民生活状况和

需求，划定了相应的绿色空间量化标准，其

著作《城市公共卫生绿化》（德语：Das Sanitäre 

Grün der Städte）至今仍影响着德国城市开放

空间的规划与实践。

20 世纪 70 年代，开放空间规划由自然保

护组织和风景园林师倡导，主要任务是对城

市建成区以外的非城镇化区域（即未开发建设

的土地）进行规划 [14]。在绿色开放空间法律

法规的引导和管理下，德国城市逐步完成了

开放空间规划与建设中的“绿色增量”任务。 

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学者开始思考瓦格纳所

倡导的开放空间定量规划是否仍适用于当时

的城市发展现状，并探讨绿色空间数量的增

加是否意味着人们能在日常生活中共享更为

优质的城市环境。

随着德国风景园林师对开放空间量化标

准的质疑，以及城市更新中人们对高质量户

外空间需求的不断增加，绿色开放空间质性

研究逐步展开。质性研究源自空间规划中社

会学方法的应用，是一种审查和解释资料的

过程，目的是从中发现意义、获得理解以及

发展经验知识，强调通过归纳、分析、综合、

推理等思维方式探究城市空间不断演化和建

构的过程，从不同视角给予“理解与分析”，

形成扎根理论的空间发展程序与方法；质性

研究根据空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思考，具有“流

动”和“动态”的特质，整个分析过程应是

放松的、灵活的、有弹性的，由与资料的不

断互动中所获得的洞见所驱动 [15]。总之，质

性研究蕴含着启发性，能够提供一种创造新

视角的手段 [16]。

受其影响，基于社会学视角，德国风景

园林师开始在质性研究中强调城市居民对公共

花园、城市公园、各类运动及活动空间、森

林、湿地和河流等蓝绿空间的感知、使用与

体验，以及人在城市自然中的相互交流与沟 

通 [14, 17]。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随着结构主

义（德语：Strukturalismus）概念在德国风景

园林学科中的发展，“景观”作为“复写本”

（palimpsest）[18]，被理解为一种综合体：物质

结构①（现象层面）、感知与文化解读（语义层

面），以及这两个构成层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景

观句法（the syntax of  landscape），“句法”意味

着对环境中可识别“结构”的保护与再设计，

通过设计过程形成整体景观意象 [19]。基于这

一景观概念，绿色结构逐渐被视为城市绿色

开放空间质性研究的核心内容，其中的绿色

结构分析法围绕空间要素的识别与绘制、空

间类型的归纳与解析，对蓝绿空间进行开放

性探索，旨在把握不同文化身份下的城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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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特质，发现绿色结构对城市空间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对蓝绿空间特征

展开综合性解析。

2  德国城市绿色结构认知与发展
2.1  绿色结构的概念辨析

从历史层面，绿色结构源自风景园林

学科早期一些重要的“绿色”概念，例如林

荫大道、公园系统、田园城市、绿带，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绿色规划 [8]。它们反映了工

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人们对绿色开

放空间系统的理性规划与建设。20 世纪 80 年

代，绿色结构作为一种综合性概念被正式提

出，这一概念是在规划层面探讨城市开放空

间的规模、质量和功能 [20]，通过结构关系梳

理风景园林视角下城市与自然、各空间要素

的相互关系。

从全域层面，绿色结构是一个蓝绿空间

相互交织的整体，由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叠

加而成（图 1）。广义的绿色结构内涵包括 

4 个方面：1）是城市中不可分割的物质结构，

作为开放空间的组织要素，例如绿道、绿

廊；2）是整合各类开放空间的网络系统，具

有功能性、连续性和可识别性；3）是蓝绿基

础设施，在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大气污染治

理与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起到

关键性作用；4）是社会性基础设施，为城市

居民的休闲娱乐、人际交往等日常活动提供 

场所 [22]。

在概念层面，绿色结构与绿地系统布局

结构相似，却不尽相同。后者主要以绿地功

能为导向，从有机进化论 [23-24] 的视角理性

探讨不同城市空间结构模型（例如同心圆模

式、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下的绿地布局结

构 [25]。在绿地系统规划中，通过分析点、线、

面、环、楔、廊、网等空间结构要素，把握

市域绿色开放空间的内容、规模与形态，整

个布局结构侧重模式化、功能性和策略性。

相较之下，绿色结构作为德国风景园林学科

的专业术语，强调在质性分析中整合多样、

具体的开放空间要素，在规划中结合城市更

新策略，将各种连贯、丰富且广泛的蓝绿空

间要素相互叠加 [22] ；注重社会学视角下人与

绿色开放空间的相互作用，在强调绿色结构

物质性、网络性、生态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

持续关注全域层面绿色开放空间的质量、特

征与属性，并通过景观规划手段不断塑造每

个城市独特的整体空间结构。

2.2  绿色结构的发展历程

绿色结构中“结构”一词源自语言学中

的结构主义概念 [26]，自 20 世纪 60 年代，结

构主义被引入欧洲建筑学领域，是指一系列

完整的空间关系。这一概念强调整体性，它

表明即使结构中的各要素发生调整与改变，

其总体内涵仍可保持不变 [27]。建筑师吕辛格

指出：“发展结构是十分必要的，结构可以随

着时间不断生长；可以作为一个统一体，在

各个阶段保持其组成要素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当城市缺少结构时，它将会陷入自我毁灭。”[27]

20 世纪 80 年代，结构主义者②针对城市

开放空间发展提出了 7 项重要原则：1）尊

重人类生存的基本准则，创造高品质生活环

境；2）对结构的设计和改造应尊重自然界中

的空间原型；3）在规划设计中应避免纯粹的

功能主义、本位主义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 

4）在空间发展中，历史与现存结构具有同等

重要的价值；5）应促进和加强整个结构的灵

活性、可行性、多功能性和系统性；6）以结

构为基础，创造多价值导向的城市空间，为

不同使用者提供更多可能性；7）促进各种物

质、信息和能量在高度网络化的空间中不断

传递和交流，有助于提升城市空间的价值 [28]。

这些内容不仅体现了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而且为德国风景园林师理解结构的

本质奠定了基础。

20 世 纪 90 年 代， 结 构 主 义 成 为 风 景

园林学科的焦点，为提高城市开放空间的

塑造能力，德国“景观结构主义”（德语：

Strukturalismus in der Landschaftsarchitektur） 概

念随之产生 [29]，结构成为支撑绿色开放空间

保留其本质属性的重要依据。风景园林师维

拉赫指出：“开放的结构符合城市空间一体化

发展趋势；具有生命力的景观需要适应环境

改变并作出相应调整，同时不丢失景观自身

的独特性，在这一过程中，结构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30]

事实上，景观结构主义源自德国风景园

林师对当代景观的批判性思考，他们借鉴建

筑师阿尔多·范·艾克和赫曼·赫茨伯格，

设计师霍斯特·里特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提

出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的发展方向不再是对千

篇一律的、图像化的自然或景观内容进行刻

板再现，而是逐步发展为高度抽象和凝练的

绿色结构；它作为一种设计“句法”，是德国

开放空间规划的核心 [31]。绿色结构能组成一

个完整的“信息”系统，使丰富的蓝绿空间

要素网络化，实现对开放空间的系统性整合。

因此，在质性研究中，德国风景园林师的主

要任务是：1）在城市更新中寻找并发现历史

与现存结构的共同价值；2）以城市自然条件

为基底，全面梳理各类开放空间要素；3）观

察、识别、绘制、分析、归纳与记录开放空

间的肌理、类型和特征；4）通过设计与研究，

不断调整和完善独特的城市绿色结构，强化

开放空间的“文化身份”。

公共休闲绿地 社区园圃 耕地/牧场 近郊农场

水域空间城市森林绿色空间储备用地墓园

1 柏林绿色结构分层解析 [21]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green structures in Berlin[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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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绿色结构的特征与属性

在质性分析中，绿色结构作为承载开放

空间的重要城市肌理 [32]，具有复杂性、多元

性和地方性 3 个主要特征（图 2）。

首先，以时间为脉络，德国城市绿色结

构的形成体现了复杂性，主要经历了 3 个发

展阶段：1）随着土地所有权结构的转变，城

市公园、墓园和社区花园成为控制城市扩张

的绿色基础；2）在城市环境污染与空间品质

危机的影响下，具有社会属性的城市自然意

识萌发，不同形式的绿色开放空间应运而生；

3）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土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为城市景观发展目标，工业废弃

地、城市森林和临时用地逐步转化为开放空

间，成为绿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8]。

其次，基于社会学视角，绿色结构具有

多元性，涵盖了不同的绿色开放空间类型，包

括开放性绿色、监督性绿色、结构性绿色、商

品性绿色和潜在性绿色（表 1）[33]，反映了空

间的多元社会属性。

最后，绿色结构具有地方性，这一特征

表现为空间界线鲜明，布局和形态明确并具

有强烈的可识别性 [34]。以自然条件为基底，

每个城市都应具有独特的绿色结构。德国风

景园林师十分关注城市蓝绿空间的内外边缘，

强调采用景观规划手段重塑城市空间中已具

有一定边界的绿色结构，主要通过沿街建筑

前庭花园、条带状绿地、林荫道等线性要素

强化，并充分利用河岸、山坡等自然边界尽

可能地赋予城市绿色开放空间更为明显的地

域特征。

总之，在城市空间的不断演化中，绿色

结构分析将有助于风景园林师梳理、辨别复

杂的城市空间关系和多样的空间类型，解读

绿色开放空间的多元属性，保留并延续其地

方身份性特征。绿色结构分析法作为一种具

有探索性的质性分析工具，可以通过图示语

言为城市更新中不同阶段的开放空间规划提

供更为丰富的解释性资料，为开放空间的探

索奠定基础。

3  德国城市绿色结构分析法
3.1  绿色结构分析法的起源与发展

在德国风景园林学科中，尽管绿色结构

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但针对大尺度绿

色开放空间质性分析方法的研究仍处于探索

阶段。一方面，依旧存在有关开放空间定量

与质性分析的批判性探讨；另一方面，风景

园林师期望“通过设计进行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 RtD）创造更丰富的开放空间质

性分析方法。2004 年，在柏林城市空间发展

试点研究中，德国风景园林师首次提出绿色

结构分析法，旨在探索一种针对柏林城市更

新的策略性分析工具 [8]。由于历史原因，柏林

绿色开放空间经历过几次巨大变革，包括战

后重建阶段 [35]。虽然东、西柏林已合并多年，

但在社会群体融合、开放空间规划与管理等

方面依然存在问题 [36]。为应对柏林市的弥合

与发展，亟须一个整合性的城市更新策略，

绿色结构分析法作为可实现这一核心目标的

规划工具应运而生。本研究根据这一方法的

典型应用情况，以柏林和慕尼黑为例，探讨

绿色结构分析法在城市景观发展层面和自下

而上的设计研究层面所展开的构想与探索。

在绿色结构分析法中，结构图的绘制源

自经典的“图底关系图”（德语：Schwarzplan）。

图底关系图是城市规划领域常用的空间结构

分析工具，它所呈现的城市肌理反映了人类

活动在社会空间中烙下的印记，是每个城市

特有的空间身份信息。图底关系图是对复杂

的城市信息做减法，通常在平面图上只将建

筑物标记为黑色区域，剩余的白色区域代表

城市开放空间 [37]。建筑与空白背景的二元结

构就像是格式塔图形，当观察者把目光聚焦

在空白区域时便能读取街道、广场等空间信

息 [38]（图 3）。

然而，在德国风景园林师看来，各社会

阶层共同塑造的绿色开放空间不是由建筑划

分后偶然产生的剩余空间，更不是单纯为建

筑预留出的空白区域，它们是体现城市地方

性不可或缺的空间信息 [21]。在经典的图底关

系图中，城市的农田、园路、林荫道、公园、

社区花园、水渠、滨水活动区等空间信息被

“隐藏”了，能够充分展现不同景观特征的蓝

绿空间要素消失在一片白色的底图中。相反，

绿色结构分析图是在白底上将绿色空间要素

标记为黑色区域，让如同“毛细血管”般的

绿色结构得以清晰呈现。

对开放空间要素的理解与识别是绿色

结构分析法的基础。随着研究的发展，笔

者认为以“场所”“街道”和“区域”为类

型的开放空间已被风景园林师不断地定义 

（表 2）。2004 年，在柏林城市空间发展试点研 

表 1  质性分析中的绿色开放空间类型 [33]

Tab. 1  Types of green open spaces involved i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33]

绿色开放空间类型 定义 性质 实体空间

开放性绿色 自主的、不受管制的绿色开放空间
自由性、可能性、广泛

性、实验性

非正式的市场、用于街头节庆活动的各类场

地、户外音乐及游戏活动区、城市荒地等

监督性绿色
受社会监督、政策规划指导下的绿

色开放空间

地方性、混合性、凝聚

力、稳定性、安全性

多种族聚居区、限制一定行为（例如遛狗、

跳舞等）的公共空间

结构性绿色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开放空间，

使城市结构更加完整、清晰

必要性、网络性、持久

性、致密性、对比性

林荫道、条带状绿地、沿街建筑前庭花园、

城市公园、墓园等

商品性绿色
受市场机制调节的由私人或公共投

资建造的绿色开放空间
盈利性、多样性 景区、近郊农场、特色乡村、主题公园

潜在性绿色
未被开发，但具有重塑潜力的绿色

开放空间
不确定性、发展性 棕地、后工业区

城市开放空间身份

绿色结构特征 绿色结构类型

识
别

复
杂
性

地
方
性

多元性

绿色结构

归纳推导

反
映

2 绿色结构质性分析关系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structur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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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德国学者通过公共性、可达性等指标

明确了绿色开放空间的基本要素，指出在绿

色结构分析图中，只有承载着不同属性的空

间要素才被标记为黑色区域。2014 年，在

《柏林城市景观策略性发展》（德语：Stategie 

Stadtlandschaft Berlin） 提 案 中， 围 绕 应 对 气

候变化挑战的城市景观议题，风景园林师首

次扩充了可识别的开放空间要素 [21]，将更

多蓝绿空间场所、区域纳入绿色结构分析中 

（图 4）。2018 年，德国学者在乡村地区展开研

究与探索，重点探讨乡村绿色结构的发展趋

势 [40]，以实践为导向的开放空间要素得到了

进一步调整。

3.2  绿色结构分析法的原理

在认识论层面，风景园林师对绿色结构

的“理解与分析”能够促使绿色开放空间概

念呈现出多样性与开放性。在质性分析中，

绿色结构分析法的原理是通过制图手段呈现

绿色结构，在反映地理信息的同时主动折射

出空间表象下深层次的空间内涵，提炼出更

多可识别的空间特征，这些空间信息可以

构建出风景园林设计师或抽象或具象的潜意 

识 [41]，体现人们对开放空间的感性认知和理

性归纳。

在 景 观 概 念 层 面， 这 一 质 性 分 析 方

法 融 合 了 基 于 空 间“现 象” 的 实 证 研 究

（empirical study），基于“语义”的解释性研究

（hermeneutical study）和基于“句法”的设计性

研究（design study）[19]。它的优势在于展现思

维层面的灵活性和探索性，是通过自下而上

的逻辑分析，建立起人与开放空间的内在联

系 [42]。在德国风景园林学科，这一方法适用

于社会学视角下对绿色开放空间内涵与性质

的解析，以及对不同尺度下多元开放空间要

素及质量的探究。

笔者认为，质性分析方法与定量研究中

的 GIS 空间分析有关，但却存在本质区别。

结合景观生态学视角计算景观格局指数是常

用的 GIS 空间分析方法，通过类型、形状、

大小、数量和空间组合等固定指标分析景观

的空间结构特征，体现一定区域内的景观异

质性 [43]。然而，这一方法多应用于大尺度城

市用地分析，重点在于定量的空间现象研究，

不强调对绿色开放空间的深层感知、发现和

创造性解释，缺少对景观语义和句法层面的

主观探索，这些定量研究中所缺失的内容正

是绿色结构分析法应用的关键。

3.3  绿色结构分析法的实施路径

绿色结构质性研究强调通过归纳、分析、

综合、推理等思维方式探究城市绿色开放空

间不断演化和建构的过程 [15]。本研究主要采

用分类法和归纳法，从制图和结构类型 2 个

层面探讨绿色结构分析法的实施路径（图 5）。

在制图与分析层面，首先应选取适宜的

研究范围，可涉及不同尺度。随后，展开与

绿色开放空间有关的档案研究和田野调查。

在此基础上，感知、识别并记录研究范围内

的开放空间要素。将已识别的空间元素在白

色底图上标记为黑色实心区域，其余空间做

表 2  不同年份的绿色开放空间要素及其增补内容 [21, 39-40]

Tab. 2  Elements of green open space and additions thereto in different periods[21, 39-40]

年份 绿色开放空间要素 绿色结构所涉及研究

2004 年

场所类：公园、公共花园、墓园、广场、运动场地、荒地等；

街道类：沿街宅前绿地、行道树、林荫大道、绿化隔离带等；

区域类：绿廊、防护绿地、港口和运河滨水区、河流及湿地等

柏林城市空间发展试点研究

2014 年
场所类补充：私家花园；

区域类补充：耕地、城市棕地及荒野
《柏林城市景观策略性发展》提案

2018 年
场所类补充：郊野露营地及露天咖啡馆、有机农场、乡间道路入口空间；

区域类补充：自然保护区、风景保护区
乡村开放空间绿色结构发展研究

3 柏林城市“图底关系图”[37]

“Figure-ground relation diagram” of Berlin[37]

4 柏林绿色结构分析图（2014 年）[21]

Analysis of green structures in Berlin (2014)[21]

5 绿色结构分析法实施路径 [19]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the analytical method for 

green structure[19]

3 4

绿色结构分析法实施路径

A 选取分析场地范围

选取分析场地范围
（可自定义）

查阅场地内绿色空间的
历史资料及观察卫星图

在空白图底上将绿色空
间元素绘制为黑色区块

观察图中绿色结构元素
的构成关系及形态特征

比对绿色结构样本的构
成关系和形态特征

筛选可代表每个绿色
结构类型的样本

文字记述每个绿色结构
类型的定义与独特性质

列举与绿色结构类型相
对应的实际空间场景

汇总各个类型的图示样
本、定义、性质与例子

完成绿色结构类型图集
与质性评价

观察并文字记录各个样
本结构的相似性和共性

将具有相似性和共性的
样本归为一类

初步归纳具有地方代表
性的主要绿色结构类型

再次感知三维空间
复核并确立主要类型

截取绿色结构总图上可
识别特征的正方形样本

设定每个样本标准尺寸
（实际距离500 m×500 m）

确定采样的总数量（与分
析范围的总面积正相关）

单独绘制场地内已识别
的某一绿色空间元素

分层绘制完成各个绿色
空间元素的子结构图

叠加各个绿色空间元素
的子结构图为总结构图

解读绿色结构总图
总体性评价结构肌理

初步识别并
标记绿色空间元素

勘察分析现场
拍摄绿色空间现状照片

感知并文字记录
绿色空间的三维特征

准确识别和区分三维空
间中的绿色空间元素

设定总绿色结构图
比例尺1∶10 000

准备与分析范围大小及
比例尺相同的空白图底

B 识别绿色空间元素  C 绘制绿色结构图  D 采集绿色结构样本  E 归纳绿色结构类型 F 绿色结构类型评定

2  绿色结构类型分析1  绿色结构图绘制与分析

    注：本图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与区域开放空间”教席在长期的“通过设计进行研
究”项目中总结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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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轴线结构，由于地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整个区域依托山水骨架，呈现出顺应自然空

间肌理的景观特征。虽然部分绿色空间被建

筑物和基础设施分割开来，但城市建成区与

蓝绿空间依旧相互融合。地块 2 的绿色开放

空间类型可被归纳为散点型、流线型、集聚

型、连接型和综合型 5 种。同样，在整体把

握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空间性质

分析（表 4）。

总之，绿色结构分析图具有感知性、解

释性、归纳性和探索性等特征，不仅从点、

线、面的角度展现了绿色开放空间的复杂结

构，而且从特征与属性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

索。在城市绿地系统分类的基础上，更多反

映城市自然特征的绿色开放空间要素被发现

和识别，为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绿色开放空

间的综合性内涵奠定了基础。在今后的相关

研究中，可进一步扩大分析范围以提取更多

空间样本，逐步得到一个全面的绿色开放空

间类型体系。同时，可每隔 5 年或 10 年对绿

色结构展开周期性研究，以时间为线索，整

理、编撰形成空间数据库，系统展现动态的

蓝绿空间关系网络和城市空间整体发展脉络。

5  德国城市绿色结构分析法及其质性

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风景园林师通过绿色结构分析法实

现了与开放空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质性

留白处理，绘制生成与绿色开放空间要素相对

应的子结构图（图 6）。应尽量避免使用棱角

分明的几何线条来记录和表达空间边界，结合

人的空间感知展现绿色边界的柔性特征。在所

有子结构图完成后，通过图层叠加将其合并，

生成黑白分明的绿色结构分析总图（图 7），并

解析各开放空间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

在空间类型分析层面，需要研究者仔细

观察绿色结构总图，辨别并提炼出形态上具

有地方身份性的空间结构，然后在总图上以

同等面积（一般为 500 m×500 m）截取空间

类型样本 [35]。其中，采集样本的数量与所选

取的研究范围成正比。以随机顺序对各样本

进行反复观察和比对，依据绿色结构图的形

态特征、场地空间感知以及空间独特的语义

和句法，将具有相似结构形态和共同空间特

征的样本归为一类，以此归纳推导（德语：

Induktion）[40] 出绿色结构的主要空间类型。同

时，展开有针对性的实地调研，通过个体空

间感知进一步检验并确认所有类型。最后，

描述并记录各空间类型的特征与性质。

4  德国城市绿色结构分析法在中国的

实证探索
4.1  研究方法设计

借鉴德国经验，本研究将以北京市为例，

对中国城市绿色结构和开放空间类型展开质

性分析。通过绿色结构分析法尝试识别、分

析、提炼和记录中国城市独特的绿色开放空

间结构，从不同视角探讨城市空间特质，以

绿色结构可视化为基础，呈现开放空间整体面

貌，丰富中国风景园林师对绿色开放空间的

理解。本研究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东西轴及

其与西部绿色生态发展带的交汇处，选取等

面积（7 km×3 km）且具有代表性的 2 个矩形

地块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地块 1 位于涵盖

多条历史性街道的中心城区，地块 2 是工业

遗址与自然风貌交融的石景山 - 永定河片区。

依据德国绿色结构分析法的实施路径，

采用分类法，识别研究范围内的绿色开放空

间要素，主要包括：1）场所类（公园、古典

园林、商业广场、运动场地、庭院、居住区

附属绿地、荒地、菜地）；2）街道类（行道

树、林荫大道、胡同、步行街、绿化隔离带）； 

3）区域类（郊野公园、后工业区、绿廊、河

流）。根据不同要素绘制子结构图，合并后

获得 2 个地块的绿色结构分析图（比例尺为

1∶10 000）。采用归纳法，对绿色开放空间类

型展开质性分析，依据德国经验确定样本的

量化标准（500 m×500 m），分别采集 2 个地

块内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空间样本（共 80 个），

根据形态相似性原则，初步归纳、推导出主

要的开放空间类型。结合场地空间感知，在

复核与调整的基础上，对不同空间类型展开

质性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描述、记录和总结。

4.2  北京市中心城区及石景山 - 永定河片

区绿色结构质性分析

地块 1 北起车公庄大街，南至复兴门，

西起玉渊潭公园，东至北海公园。从绿色结

构分析图中不难看出（图 8），整个开放空间

结构呈现出北京老城特有的城市绿色肌理，

延续了“棋盘格”式的规整空间布局。自东

向西，绿色空间分布均匀，呈现出较强的连

续性和秩序性。地块 1 的绿色开放空间类型

可被归纳为散点型、排列型、流线型、边界

型和连接型 5 种。在把握空间整体特征的基

础上，根据空间要素类别，解读它们所具有

的空间性质（表 3）。

地块 2 北起双峪桥，南至石景山路，西

起中门寺生态园，东至首钢园。在绿色结构

分析图中（图 9），此地块没有延续北京城规

识别要素1：
私家花园、公共花园

要素绘制 子结构图1

要素绘制 子结构图2识别要素2：
城市公园

要素绘制 子结构图4识别要素4：
荒地、防护绿地

要素绘制 子结构图3识别要素3：
行道树、沿街宅前绿地

6  慕尼黑西部地区部分绿色开放空间要素识别与子结构图
绘制 [32]

Element identification and sub-structure mapping for 

some green open spaces in Western Munich[32]

7 慕尼黑西部地区绿色结构分析 [32]

Analysis of green structures in Western Munich[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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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角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绿色开放空

间感知与识别、绘制与分析、归纳与记录体

系。与之相比，中国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绿色

开放空间结构，这一结构将成为反映社会与文

化、美学与生态的重要系统 [44]。中国风景园

林师也在深入探索如何维持城市空间面貌的

独特性、连贯性和系统性，并通过规划设计

展现具有自然、社会属性的城市蓝绿空间特

征。在此基础上，德国绿色结构分析法及其

质性研究可以从 3 个层面为中国城市绿色开

放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在认识论层面，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下的城市开放空间建设与管控正逐步展开，

自然资源部明确了结构视角下的绿色开放空

间认知与发展方向：“结合市域生态网络，完

善蓝绿开敞空间系统，为市民创造更多接触

大自然的机会。确定结构性绿地、城乡绿道、

市级公园等重要绿地以及重要水体的控制范

围，划定中心城区的绿线、蓝线，并提出控

8 地块 1 绿色结构分析图
Analysis of green structures in Plot 1

9 地块 2绿色结构分析图
Analysis of green structures in Plot 2

表 3  地块 1 绿色开放空间类型及性质

Tab. 3  Types and properties of green open spaces in Plot 1

绿色开放空间类型 性质 要素 类型图

散点型 松散性、随机性、强认同性 历史街区中的胡同、庭院 ①

排列型 重复性、规律性、半开放性 老旧小区附属绿地 * ②

流线型 自然性、文化性、休闲性 古典园林、公园 ③

边界型 开敞性、功能性、秩序性 行道树、林荫大道 ④

连接型 区域性、延续性、流动性 河流、绿化隔离带 ⑤

表 4  地块 2 绿色开放空间类型及性质

Tab. 4  Types and properties of green open spaces in Plot 2

绿色开放空间类型 性质 要素 类型图

散点型 松散性、随机性、低管理性 庭院、荒地、菜地 ①

流线型 自然性、恢复性、重塑性 河流、绿廊 ②

集聚型 自然性、文化性、休闲性 公园、郊野公园 ③

连接型 开敞性、功能性、秩序性 行道树、绿化隔离带 ④

综合型 区域性、政策性、多功能性 后工业区 ⑤

    注：* 由于地块 1的特殊性，在大量研究样本中，大多数老旧小区均缺少较大面积的附属绿地，因此
所归纳出的空间类型呈线性分布。

制要求。”[45] 在此基础上，参考结构主义理念

下的城市开放空间发展原则，可逐步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结构综合性内涵。在不断

梳理城市自然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质性分析，

将更多丰富且有价值的开放空间类型、特征

和结构性图示关系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

的蓝绿空间系统专项规划，开放、动态地探

索绿色开放空间内涵，逐步挖掘城市绿色结

构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地方性特征。

2）在方法论层面，如何全面、系统地分

析现存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结构，继而提出面

向未来的绿色更新计划，这些内容已成为中

国风景园林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绿色结

构分析法作为一种规划分析工具，它的引入

可以帮助风景园林师感知、绘制、解释并展

现开放空间肌理，通过相关实施路径展开具

体的实证探索，为开放空间质性分析提供更

多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不同阶段的城

市空间发展脉络，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城

市景观发展策略。今后，也可适当结合 GIS

空间分析技术或计算机深度学习等定量研究

方法，继续探索绿色结构分析法的精准应用。

同时，基于质性研究优势，利用绿色结构分

析法进一步探索景观语义和句法等分析层面，

拓展中国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的研究边界，完

善其方法论体系，使相关研究中的定量与质

性分析更加完备。

3）在信息可视化层面，以全域性的自

然资源统筹保护与利用为基础，中国已开始

全面梳理城市蓝绿空间要素，实现包括农业

空间中耕地资源，生态空间中水资源，湿地、

森林资源，城镇空间中公园与绿地四大类绿

色开放空间资源的整合 [46]。通过质性研究将

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开放空间信息相互叠加，

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绿色结构分析图。它们

可以不断地为开放空间规划积累资料，最终

形成一个动态、可视的开放空间资源数据库，

为未来城市更新奠定基础。

① ①② ②③ ③④ ④⑤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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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绿色结构承载着城市开放空间的

变迁，为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了丰

富的空间载体。在理论层面，以结构性景观

概念为基础，德国绿色开放空间质性研究将

为风景园林学科提供更多具有创造性的探讨

与分析思路，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绿色开放

空间的综合性内涵；在实践层面，绿色结构

分析法将通过明晰的图示关系解读城市绿色

结构，为中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带来更多的

思考、启发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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