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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绿色城市的推进，建设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正成为东亚各国城市所关注的议题。一方面可以服务儿童

健康成长、增进居民福祉，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发展，从而在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两方面共同

促进绿色城市的实施。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关于绿色城市与儿童的英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1993年至2023年发表的570篇文章中，分析文献作

者机构合作网络关系、关键词分布、研究热点聚焦及趋势变化，以此探析其演进特点和发展趋势，结果表

明：（1）近期研究发文量呈快速发展期，对绿色人居与儿童友好城市营造方面的关注显著增多；（2）近几年

绿色城市的文献学科分布逐渐从医学健康领域转移到建筑规划及社会科学领域，表明绿色城市的建设具备

综合性和跨学科特点，需综合考虑环境、健康、社会和经济等多个维度，以提供更全面、系统的指导和决

策依据；（3）东亚地区可以从欧美的经验中借鉴儿童友好的城市规划、安全交通环境、自然绿地利用、儿

童社区参与等方式，与当地文化社会背景和城市发展现状相结合以进行适当调整和创新，从而实现儿童友

好的绿色城市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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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reen urban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green cities has gained traction across 
East Asian metropolises. On one hand, such initiatives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and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acilitate the advancement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ereby jointly fostering both the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ealth of the populace within the scope of green urbanism. With the help of the visual analysis function 
of CiteSpace knowledge mapping software, this paper mak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n green cities and 
children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rom 570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1993 to 202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relationship, keyword distribution, research hotspot focus , and  trend change of literature authors so as to 
explore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re has been a pronounced upsurge 
in recent research publications, with significant attention directed towards the confluence of green habitats and child-friendly 
urban designs. (2) In recent years,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n green cities have pivoted from the domain of medical health to-
wards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is transition underscores the multifacet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green urban development, necessitating holistic consideration across environmental, health,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to furnish comprehensive guidance and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s. (3) East Asia might benefit from drawing upon Western 
precedents in areas such as child-friendly urban planning, saf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utilization of natural green spaces, and 
chil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tegrating these with local cultural and societal contexts, as well as the prevailing urban devel-
opmental paradigms, allows for apt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thus advancing the vision of child-friendly gree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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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东亚绿色城市 GREEN URBANISM IN EAST ASIA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东亚地区

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尽管城镇化建

设推动了各个产业的升级，带来了经济繁荣

与更多机遇，但同时也导致了各类环境污染

和资源短缺等问题的出现。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儿童作为社会的未来和城市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逐渐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因此构建儿童友好的城市环境

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随着东亚

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

加速，社会公众越发重视儿童权益，并关注

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城市空间环境的需求。

同时，欧美绿色城市发展的思潮与理念

为东亚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机遇，绿色城市倡

导生态平衡、自然保护，同时关注人类健康

和文化发展，其将生态建设、人居环境和经

济发展紧密融合 [1]。为解决东亚低生育率的

问题，应创建儿童友好的城市人居环境，为

儿童成长与发展提供适宜条件、环境和服

务，从而满足儿童的身心需求，提供安全、

友好、有趣的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并积极

提升儿童福祉。以上理念相互补充推动，共

同塑造了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这样的城市

有助于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健康和发

展、提供教育机会并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不

仅对儿童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塑造

更美好的未来绿色人居社会。

东亚地区已因新兴政策的倡导出现了一

些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实践项目，但现有

文献仍大多聚焦于绿色环境对儿童的各项益

处，对于建立儿童友好绿色城市的各类策

略和措施，以及如何评估其效果和影响等方

面，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架构和综述梳理。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工具，对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

库中1993��2023�发�的570�关于绿色

城市与儿童的�文文献进���的文献��

分析。�过研究作�机构合作��、关��

分�、研究�点及��等系统地梳理绿色城

市与儿童研究的�进�点与发展��，�在

为东亚地区的城市���、政策���和社

区决策�提供理论�持和实践�导，以��

如何融合绿色城市发展理念和儿童友好的设

���，从而构建适合东亚的儿童友好的绿

色城市人居环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并�合

CiteSpace可视化�件����知识图谱 [2]，以

��绿色城市与儿童研究��的��论文发

���，从而为东亚构建儿童友好的绿色城

市提供�鉴。�用Citespace分析��的知识

图谱�要采用�点与��的方��现，其中

�点大���了分析对���作�、机构和

��的发文�、�题、关��、��出现的

��，����了文献、作�、��的��

�数。�������了合作关系的��、

共现���共����，而���色�对应

�点�一��献�共�的时间 [2-4]。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用的发�数据来自于WoS核心

合集。作为��用和�权�的研究文献��

��，WoS全面��了全球的�要研究成果，

��论文、会议�要、��和已发�的项目

等 [5]。��绿色城市与儿童相关的文献发现，

�一�相关文献��于1993�，因此将��

的时间��设�为1993�1�1��2023�7

�1�。经多�����，�����级�

��为（TS�（kid*）OR TS�（child*）） AND TS�

（Green City），共��617�相关文献，而�用

��文本文件���将文献数据��为���

��和�用的��文献�并导��CiteSpace。

为了�析���题的研究��和发展��，

本研究仅��研究性论文和综述这��类�

的文献作为数据来源。经过CiteSpace的�重

��，����有效样本570�。

研究�过以���对绿色城市和儿童研

究��的文献数据进�可视化分析�（1）文

献��分析，�助��绿色城市和儿童��

文献的研究现�，��文献的数�、��、

��分�以及组�和作�的合作��。（2）

关��分析，为文献核心思�和��的��

和升�，可以��文献的核心��。�过其

��关��，可以�速�����的研究�

点。（3）�现��的关��分析，���一

��研究�题和�点的变化，����研究

��在一�时间�发生变化、�发����

加。�现��的关��可以��一个时��

��的研究方向，����时间���的研

究�点和����。

2 研究结果

2.1 聚焦多层次的绿色城市与儿童健康福祉

2.1.1 文献发表量分析

��2023�7�1�，WoS核心合集数

据库中570�与绿色城市和儿童相关文献的

发�进展（图1）大致可分为�个��的发

展变化时��（1）�步����（1993 - 2005

�）。在这个起步��，文献数���，尽

管已有研究注意�绿色城市与儿童间的关

系，但文献多集中于��、健康��，��

环境安全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如1998�

关于城市空�污染对儿童���的研究 [6]�

2000�和2001�对居�在城市��密集处

的儿童��多环��（PAH）和�出1-��

�（1-OHP）的对�研究 [7-8]�2005�关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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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和����的�知影响儿童��

自助��的研究 [9]。（2）渐进�长��（2006-

2013�）。�合�环境���于2005���

了��造绿色城市�护地球���的��环

境�，以��人�在城市��建设中注意环

境污染与保护问题，加�城市绿化并保护生

态环境。此�的�10�，绿色城市的�论

逐渐�多，与儿童的相关研究也进���

�长��，相关的实�研究也有��加，如

绿色��和����对儿童健康和福祉的促

进作用 [10]以及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中�加绿

色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11]。（3）�速发展��

（2014-2023�）。2014��合���变化大会

（COP20）在������，����了在应

对��变化方面，城市需要采�更多的可持

续发展和低�发展策略。自此以来，与绿色

城市相关的文献进�了一��速发展�，文

献数���上升。尽管2017��2016�略有

��，在��和健康��文献����，但

在建���和社�����逐步�加 [12-13]，

这��出人�对绿色城市建设的理解已从�

���健康和环境影响�向了更全面的多�

���。2022�共发�99�相关文献，�

������。研究��也随着绿色城市�

念的进一步发展，�及�建���、社会经

济、居��与等各方面，�现出多��的�

�。2023�的发��有���，可��因为

本文的������2023�7�1�，未��

�全�的发文数据。

2.1.2 文献研究学科分布

�用CiteSpace对570�文献的��分�

进���图谱���提�121个�点和256条

��如图2��。�此�知�（1）��的重

要性及发展��。��社会对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关注�不�提升，目�发文���

�5的��分�为Environmental Sciences（环境

��）、Environmental Studies（环境研究）、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公共、环境

和�业健康）、Urban Studies（城市研究）与

Forestry（�业），��上述��已��聚焦于

绿色城市与儿童友好的相关��，在城市发

展中融�环境保护和人文需求已成为各��

研究的�点。（2）���研究的综合性与�

�性。从图2�构分�来�，绿色城市与儿

童的研究�一个综合环境、地理、生态、�

�、健康等�����。�据��的���

知，环境��、城市研究�、建��等类�

��有���系并在绿色城市建设中有着共

同的研究方向。这����的融合不仅为建

立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提供了更为全面和�

�的研究视�，也��了此研究议题的��

性和多�性。（3）关���的中心地�。�

�中�中心性��知，��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公共、环境和�业健康）、

Environmental Studies（环境研究）、Pediatrics（儿

�）、Environmental Sciences（环境��）�大于

0.1，��此类��在���合作与研究�系

的构建中发�着重要的��作用，如儿��

�的中心地���在绿色城市研究中儿童的

健康和福祉���重视。此类中心��不仅

促进了绿色城市研究的综合性理论发展，也

为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建设的实践�面提供

了更全面、系统的�导和决策�据。

2.1.3 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作���共现有助于分析对绿色

城市与儿童友好��具有关�影响的��

间�作关系，其研究��的发展与���

大程��决于研究团队的共享与合作 [14]。

（1）作�的影响力与专业��。发文��

�5的作�分���Regina Grazuleviciene（6�）、

Claire Freeman（5�）、Yolanda van Heezik（5�）、

Sandra Andrusaityte（5�）、Mark Nieuwenhuijsen（5

�）。（2）研究方向与重点。��的�作关

系可�知目�����的�要发展方向首先

�以Regina Grazuleviciene、Sandra Andrusaity与Mark 

Nieuwenhuijsen为核心的团队�要专注于环境�

���，研究��为城市邻里绿地对儿童一

生的长�影响，�究其数�、质�、可�性

等因素对儿童身心健康评估的影响[15]，对母

亲孕�的积极促进作用[16]，以及童�与绿地

发
文
量

/篇

发表年份
1

图1   1993- 2023年WoS检索文献发文量时间分布
Fig. 1   An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dexed in the WoS and published from 1993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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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其成��心理健康的持续影响 [17]。

其�，2018��2022�，以Claire Freeman与

Yolanda van Heezik为��的团队研究逐渐从环

境�����向城市研究��，挖掘景观

��语境�的绿色城市��中儿童可�性、

公共绿色空间、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 [18-19]，并对提�儿童生活质�、改�人居

环境提供了一�的理论�� [20]。（3）��合

作的价�与研究意义。��之间的�作关系

���研究��发展的关�，不仅�提供多

维�的研究视�，还�促进知识的分享和创

新。�过这�合作，研究团队�更有效地解

决��问题，为绿色城市与儿童友好��提

供更��、更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些��

的研究不仅提供了理论上的�献，也为城市

���、决策�和相关�业提供了实用的�

导和建议。�过了解和应用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更好地促进绿色城市建设和儿童友好

的环境创设。

研究机构的共现分析有助于了解��

�对此��的�持和�可，故越来越��

��重视 [21]。经CiteSpace��机构共现图�

知，1993-2023�间对绿色城市与儿童间关系

展开研究的机构��有241个�点以及175个

条��。（1）研究重视�。241�研究机构

的�与��了���已经����的��关

注，这�多�性可�会导致不同的研究视�

和方�论，��了���的研究��和��。

（2）�导机构分析。发�����5的研究

机构分�为Univ Melbourne（墨尔本大�）、Sun 

Yat Sen Univ（中山大�）、Univ British Columbia（�

属哥伦�亚大�）、Univ Queensland（昆士兰大

�）、Educ Univ Hong Kong（香港教育大�），而

CIBER Epidemiol & Salud Publ CIBERESP（流�病�与

公共卫生）与Univ Illinois（伊�诺斯州大�）在

发���上�现出��的研究�力，这��

机构可�拥有在绿色城市与儿童关系���

的核心研究团队和项目，其中流�病�与公

共卫生的中心���，�为0.07，这意味着

这个机构在研究��中起�了关�的��作

用，属于���中的�军机构。（3）�际合

作�况。�机构共现图的总�密�为0.0061，

远低于0.1，��了研究机构之间的�际�系

�弱，��出全球���对于绿色城市与儿

童研究的分化��。尽管有�多机构在研究

绿色城市与儿童关系，但其间的�际合作并

不�繁。这可�会导致��资源和研究成果

的分散，影响���的��进展。（4）研究

的地��性。研究机构遍�全球，这��了

绿色城市与儿童关系研究的全球性质，但各

地的研究重点和方�有�不同，�现出对绿

色城市和儿童的不同理解和关注点。研究机

构分析提供了宏观的视�，展现了在绿色城

市与儿童关系��中各大��机构的研究地

�和�献，但同时也��了���的合作�

�有待加�，未来应鼓励更多的�机构、�

�合作，集中��资源、汇集多方研究优�

以推动���的创新和进步。

2.1.4 国家合作分析

�于研究�在�择样本时��采用就

���，故绿色城市与儿童相关的研究具有

��的地理属性，�究��之间的地理分

�可以��出全球不同地区对此��的研究

��和��（图3）。（1）地�的研究偏好。

CiteSpace的��共现图谱中有73个�点和265

条���。其中美�发�131�，中�发�

98�，��和澳大�亚各发�45�。中�研

究产出��居�二与中���来的城市化速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这一��也�

�了中�对建造绿色城市关注��益�长，

并发掘更多绿色城市对儿童的影响�� [22]。

（2）欧美��与东亚��的研究差异。�中

��，此��研究多于欧美发���的文化

2

图2   学科共现图谱
Fig. 2   Network of links between research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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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展开，这��绿色城市与儿童议题在

欧美地区���早的关注和研究，也拥有更

多研究资源和机构�持，��出��的环境

意识和儿童权益保障。东亚地区在城市化和

经济发展方面��了�著进展，但对于儿童

友好的绿色城市研究的关注�相对�低，在

未来需要更好地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社会

福�的目标。（3）未来的研究��与合作。

�过加�本地研究与实践、政策�持和�

地区合作，可以推动东亚地区绿色城市的发

展，并为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建设提供适应

�地区需求的解决方案。此�，东亚地区也

可在具�实践中�合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为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相应的政策和措

施，以�造东亚�色的儿童友好绿色城市模

�。东亚和欧美之间分享研究方�、促进文

化和实践的�流，从而为全球城市提供更多

样的绿色解决方案。

 

2.2 文献关键词分析

2.2.1 文献关键词共现

对文献研究核心��提�可��关�

�，关��共现分析�为�观地展�了绿色

城市与儿童研究�点，以及�点间的��

性。（1）研究�题的拓展性。关��共现分

析可�观地洞悉绿色城市与儿童之间研究的

核心话题及其相互�系。文献关��共现

图谱�����端的关��曾出现于同�文

献数据中，进一步��了这一��的研究�

局。图4�266个关���点及其752组共现

关系构建而成，其��密�为0.0152，�现

出稠密的研究�。（2）研究的多�化与综合

性。�1统�了发文��10的关��和中�

中心性�数�10的关��，从�和质�方面

�现了关��的统��果。这20个关��勾

勒出这一��在绿色城市与儿童议题上的�

要研究脉�，不仅��了研究的多�化，还

��其综合性质，�含如环境、健康、�育

活动、社区、城市及青��等多维���。

（3）研究��的����。研究�已经超越

了关于城市环境和空�污染对儿童健康影响

的��关注 [23]，��了城市中的绿色空间如

何从�本上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 [24-25]，以及

绿色城市对���育活动和生活质�的积极

作用[26]。同时，这些关��不仅仅�及环境

与健康，还涵�了儿童、青��与社区间的

紧密互动 [27]，及其在建成环境中的健康和活

动的综合影响 [28]��述了儿童在绿色城市中

的��，上述��不仅为绿色城市与儿童研

究提供了全景视�，还为未来研究����

4

3

图3   国家共现图谱
Fig. 3   National co-occurrence map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东亚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营建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王    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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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方向，即优化绿色城市环境�质，提

升儿童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

2.2.2 关键词聚类

对关��共现进�聚类分析��，Modularity

（Q）�为0.76，���大于0.3时�����

模块化程���，越��1越��集群�关

系和���为紧密�Sihouette（S）�为0.917，

大于标准�0.7，��聚类��分��部同质

性��且聚类效果�著。分析���10个�

著关��聚类�果，可以�出不同聚类之间

的关��具有一�的关�性（�2）。

（1）城市空间环境设��#0和#5聚类

关注的�城市空间环境设�实践��。关�

�分���了城市��进程中，为创造更多

城市绿地和�建各类公共空间，需要��诸

如环境公正、空间公平性以及社会互动等因

素。在建设绿色城市的过程中，人的因素与

表1   出现频率与中介中心性排名前10的关键词
Tab. 1   Top 10 keywords by citation counts and centrality

排名
Ranking

出现频率
Citation counts

关键词
Keywords

排名
Ranking

中介中心性
Centrality

关键词
Keywords

1 135 Physical activity（体育活动） 1 0.71 Children（儿童）

2 124 Children（儿童） 2 0.22 Health（健康）

3 123 Green space（绿色空间） 3 0.21 Urban（城市）

4 113 Health（健康） 4 0.19 Adolescent（青少年）

5 103 City（城市） 5 0.19 Adolescent girl（少女）

6 52 Association（关联） 6 0.17 Community（社区）

7 49 Urban green space（城市绿地） 7 0.16 Area（区域）

8 49 Environment（环境） 8 0.15 Built environment（建成环境）

9 48 Air pollution（空气污染） 9 0.14 Physical activity（体育活动）

10 43 Exposure（曝光） 10 0.13 Environment（环境）

表2   绿色城市与儿童相关的聚类信息
Tab. 2   Co-citation clusters of green city and children

聚类编号
Clusters

文献规模
Size

轮廓值
Silhouette

篇均年份
Year with most publications

标签（LLR算法）
Cluster label (LLR)

#0 40 0.808 2015 Urban planning（城市规划）；Environmental justice（环境正义）；Built environment（建成环

境）；Green open space（绿地开放空间）；Spatial equity（空间公平性）

#1 39 0.980 2009 Physical activity（身体活动）；Youth（青年）；Urban planning（城市规划）；Obesity（肥胖）；

Prevention research（预防研究）

#2 35 0.925 2012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Green space（绿地）；Remote sensing（遥感）；Urban vegetation
（城市植被）；Childrens health（儿童健康）

#3 30 0.978 2006 Social vulnerability（社会脆弱性）；Socioeconomic status （社会经济地位）；Anaemia（贫

血）；Vitamin A deficiency（维生素A缺乏）；Stress（压力）

#4 20 0.863 2013
Green infrastructure（绿色基础设施）；Asthma（哮喘）；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城市绿

色基础设施）；Modeled PM2.5 removal（模拟去除 PM2.5）；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急诊

就诊）

#5 16 0.926 2019 Urban green space（城市绿地）；Social interaction（社会互动）；Urban ecosystem services（城

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Recreation（娱乐）

#6 15 0.957 2011 Risk assessment（风险评估）；Source identification（放射性核素）；Non-Carcinogenic health 
risks（来源识别）；Bidding motives（非致癌健康风险）；Radionuclide（竞价动机）

#7 14 0.958 2004 1-Hydroxypyrene（1-羟基芘）；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多环芳烃）；Environmental 
exposure（环境暴露）；Indicators（指标）；Sustainable urbanization（可持续城市化）

#8 13 0.826 2014 Rural（农村）；China（中国）；Urban green space（城市绿地）；Home-Gardens（家庭花园）；

Organic food（有机食品）

#9 11 0.948 2003 Lead pollution（铅污染）；Health effects（健康影响）；Histology（组织学差异）；Balotesti and 
magurele counties, atherosclerosis risk（动脉粥样硬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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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关重要。因此在建造

绿色城市时应以人为本，�保公共空间、绿

地等资源的平等分配，�进城市居�尤其�

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

（2）儿童与青��的身心健康�#1、#2、

#3、#6和#9聚类�要关注儿童和青��在城

市环境中的身心健康。关��涵�许多因素，

��身�活动、肥胖、心理健康、儿童健康

以及与绿色城市相关的风�评估等。这些�

题�出了绿色城市���过�加城市绿地、

改�城市��设�等策略来提�儿童身心健

康，�低其受�社会脆弱性、贫血、压力等

负面影响的风�。

（3）绿色�础设施的重要性�#4和#8

聚类�要关注绿色�础设施和社区��对儿

童健康的影响。这些关����了城市绿色

�础设施（如绿色空间和����等）在提

�空�质�、�低哮喘病例和�诊就诊�数

等方面的重要性。同时，也�现了环境正义

的��，即无论�在农村还�城市地区，都

需要推�和应用这些绿色策略，以改�儿童

的生活环境和健康�况。

（4）城市��污染�#7聚类�要关注

城市��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这些关�

���了��污染中的有害物质（如多环�

�和1-���）对儿童健康的�胁，以及在

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过监�和管理这些污染

物，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

总之，这些聚类�题����了绿色城

市与儿童健康之间的紧密�系。�过建设绿

色城市以改�生态环境，�轻环境污染，从

而�低儿童疾病的发生率。一个公平、公正

且生态友好的城市空间设����儿童友好

城市的关�，而安全且易于�触的绿色空间

�够保障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也正�绿色城

市的�要目标之一。

 

2.2.3 关键词时间线

关��分�时区图谱（图5）��了文献

关��随时间的变化��，有助于��理解

����的发展脉�和���况 [2]。（1）�

�。在2008�之�，出现的关��相对�

�，相互之间的�系相对薄弱，研究也相对

�为分散。�要关注点在于环境对儿童健康

的��影响以及�城区儿童的生活质�，这

可���了�时���对这个�题的�步关

注，但尚未形成一个��的研究方向���。

（2）�折�。从2008�开始，关��数�和

相互�系都有了��递�，这��随着时间

的推移，更多的��和机构意识�绿色城市

与儿童健康之间的重要关系，并开始对此进

���研究。�建成环境��暴露��公共健

康��关��等�出现，同时也出现了大�关

��间的�系，��聚类�部的��和�聚

类的��。这��在这个��，研究焦点变

�更集中，研究�开始聚焦城市环境、儿童

健康和公共健康这些�题之间的�互影响。

（3）�发性�长�。2013��研究关���

发性�长，新的研究��和子�题开始浮

现，如�生态系统服务��城市������街

坊��空间��绿色�础设施��环境正义�

等，��研究�对于如何在城市��中融�

绿色城市的�念，以及如何�过提�城市环

境的可持续性来提�儿童生活质�等�题的

关注正逐步提�。这也��了研究�对于绿

色城市和儿童健康的研究进�了新的维�，

更多地关注如何在城市��中融�绿色城市

的理念，并对其实际应用效果进�评估和�

�。此�，研究�点的�变不仅仅����

的�部动态，还可���了更��的社会背

景变化，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公众

和政府的关注焦点。同时，对��生活场�

如��和社区的环境质�和绿色设施�造的

关注，进一步��了绿色城市建设在现�社

会的重要性。

5

图5   关键词分布时区图谱
Fig. 5   Keywords timezone map

东亚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营建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王    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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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述，关��时间�提供了一个宝

贵的视�，�助跟踪和理解绿色城市与儿童

健康研究��的�史发展和变化��。这不

仅有助于���更好地��自己的研究，还

为政策���提供了宝贵的��，以更好地

满足社会和环境的需求。

2.2.4 关键词突现

关��的�现��些关��在短时间�

�用�率�著�加并�进一步用于��研究

���沿动态，�够��出政策�政策形成

的新�念对研究��的冲击。关��的�现

可以��一个��的研究�题和�点变化，

����时�具有�服力的研究�题和��

�� [2]。

（1）早�研究焦点。关����图（图

6）��共有15个关���在�现�态，�

据�绿色�现�可知�有的研究关��时间

�现��在2004��出现。��城区��步

���干预��相关研究中�早出现的关�

�，这��早�的研究可�更加关注城市核

心区�、儿童的��活动模�，以及如何干

预改�其生活环境。

（2）�5���。关注点从宏观�向微

观，��对于绿色城市与儿童的研究拓展�

了更��和具�的�化��，��了��对

于儿童友好城市的综合��和多�化关注。

如�环境正义�关注儿童在城市环境中的平

等和公正问题 [29]，�对儿童在城市中�面临

的不平等和歧视问题的�应��影响�关注

儿童友好城市对儿童的影响和效果 [30]��空间�

关注城市空间�局对儿童的影响 [31]��质��

与�偏好��关注儿童对于城市环境质�和

��的喜爱和偏好 [32]。

（3）多�化关注。�发���大的�5

个关������城区��步���街坊��环

境正义��压力�。�现关��的多样性�

�，研究�不�只满足于��宏观�面的问

题，而开始从多个维�和��对绿色城市与

儿童的关系进����究，以满足儿童的需

求，改�其生活环境和福祉。

（4）持续发展态�。尽管绿色城市与儿

童相关的研究�题更新��，但�多早�的

关��仍具有��的�发��，如��城区�

和�步��，这��在绿色城市与儿童健康的

研究中，有些�题仍然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和

相关性。

综上�述，分析�现关��可更加清晰

地��研究��的�史轨迹、�要��和新

兴�点，不仅有助于研究�更好地��和推

进自己的研究，也为政策���和城市��

�提供了宝贵的��，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响

应儿童在城市中的实际需求和挑战。

3 建立儿童友好的东亚绿色城市的战略方

向及特色建议

3.1 结合东亚情况进行多学科交叉的城市规

划战略

�虑�东亚与欧美在�史文化、政府�

导与市场导向、城市�模和密�等方面的差

异，推动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建设需针对性

地�合自身实际情况，并�鉴和�习欧美经

验。东亚地区可采�以�战略以建立儿童友

好的绿色城市�

（1）以东亚为��进���研究。绿色

城市对儿童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欧美

发���，东亚地区相对��。为了更全面

地理解和解决东亚儿童在城市环境中�面临

的问题，未来研究需打破西方中心论，应�

于亚洲，对东亚地区绿色城市的发展现�、

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点进���分析。

（2）�际绿色城市与儿童研究的东亚本

土化。尽管过去5�的研究��已从��关

注儿童身心健康向构建儿童友好城市的多�

6

图6   前15个关键词突现
Fig. 6   Top 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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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变，其中大�研究侧重于城市绿化因

素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然而，在儿童友好绿

色城市的研究��中，理论��和综合性研

究仍有待提升。未来东亚的相关研究可以对

东亚低生育率社会现�、��龄�子化�、中

��色的�隔�养育�等社会�点问题进�

在地化、本土化研究，将西方思潮和方�与

东亚�史文化相�合，并进一步关注儿童友

好城市空间设���、社会�与以及儿童权

益等。

（3）进�多����的城市��。儿童

友好的绿色城市�及�多个��，如环境�

�、��与设��、社会�等，因此需要更

多���的合作和�流，以推动绿色城市研

究的�合发展，并为绿色城市的建设提供更

全面、系统的�导和决策�持。具��造�

�设�儿童友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安全

的��环境、充分�用绿地和自然空间、提

�城市��决策中的儿童�与�等。这些措

施�够在东亚绿色城市背景�提供更友好的

儿童环境，满足儿童需求，促进儿童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

3.2 制定特色性建议

（1）优化空间�用。针对东亚城市的�

密��点，重点应优化社区公共空间，如�

设儿童�乐设施和开放��习空间，并鼓励

在建��墙和屋顶设置绿色植�，为儿童提

供更多亲�自然的空间。同时为应对东亚城

市的��压力，应重视儿童��安全，如设

置安全��、扩建��周�的人��并�化

��安全教育等。

（2）尊重东亚育儿与多�传统文化。在

东亚的育儿文化和低生育率社会背景中，�

庭及亲子纽带�赋予了重要的地�。�虑�

多�同堂的传统，��绿色城市时应�虑

��多��的�庭休闲区和亲子活动中心，

进一步加��庭成员之间的�系和互动。

此�，鉴于东亚文化对�业的重视�，城

市��应与��、图�馆和其他教育设施进

�更为紧密的合作与�合，如创建�习�区

���阅读��，满足现��庭的�习和

休闲需求。

（3）重视社区与�庭�与。东亚地区�

��现出社区�与的匮乏，多数决策方��

�上而�的推进。为此，建议社区���办

�庭�和其他社区活动，�在促进�庭与社

区的互动，同时��儿童的社区�与意识。

��组�对话活动，听��长和儿童的意

见，�城市���够真正满足儿童及其�庭

的实际需求。

（4）政府积极�与绿色城市建设。政府

不仅应扮���和监督的�色，还需积极�

�企业共同�与城市建设，如�过提供税收

�免、资金扶持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在社

区中�设儿童友好设施�提供与儿童相关的

服务��合各地文化�色和经济�局，推动

如儿童�题绿色公�等��空间建设，这不

仅�更好地满足儿童的多�化需求，同时也

为地方经济�添新的活力。

东亚的儿童友好绿色城市建设不仅�城

市��问题，更��及文化、经济、社会等

多方面的综合议题，只有��了解东亚的独

�性和需求，才�提出更具针对性和�瞻性

的策略和建议。未来研究应��这些��，

综合�虑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同时在��和实施过程中加�政府、

社区和�庭的多方合作与�与。

4 结语

建立儿童友好的东亚绿色城市不仅可以

辅助儿童健康成长、�进居�福祉，还可以

促进公共�础设施发展，从而在生态环境

和居�健康�方面促进绿色城市的实施。本

文�助CiteSpace知识图谱�件的可视化分析

��，对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关于绿色城市

与儿童的�文文献进�文献��分析，并梳

理绿色城市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与�

系。过去30�的相关研究���

（1）相关研究数����上升��，并

�现�����。研究��，绿色城市的建

设可在提供良好生活环境、�低环境风�、

促进身�活动和社�互动等方面，对儿童的

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这��了构建儿童

友好的绿色城市�一个�合且全面的议题，

�及环境、地理、生态、��、健康等多个

����。��对绿色城市人居环境与儿童

健康议题的关注�益�多，理论��与实�

研究同步推进中。

（2）随着��研究的��，儿童作为城

市�用�的�色�益��。研究焦点逐渐从

��健康�题（如肥胖、哮喘、心理健康等）

向��与社会�相关�题（如环境正义、儿

童友好��等）�移，��研究�开始更�

�地关注儿童在城市环境中的社会地�、公

平性以及城市生活的�与。尤其在生态系统

服务��，儿童已经逐渐从一个�动的�与

��变为�要的研究对�。这�变化暗�了

他�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这一��也渐��

�普遍�受和重视。

因此，东亚地区可从欧美经验中�鉴

儿童友好的城市��、安全��环境、自然

绿地�用、儿童社区�与等，在构建绿色城

市时将儿童这一群�纳�城市��设���

中。同时综合环境、健康、社会和经济等多

个维�，�化���研究和��合作，理解

并解决儿童面临的各类身心问题，并与�地

社会文化背景和城市发展现�相�合，进�

东亚儿童友好的绿色城市营建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王    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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