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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urban integrated green infrastructure, plant community landscapes can significantly mitigate the heat island effect through 
plants’ cooling and humidifying effect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k green 
spaces, with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evaluating park green landscapes about the heat island effect. Using the Baitang 
Ecological Botanical Garden in Suzhou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elected 22 community sample plots. Criteria layers included 
species diversity, thermal comfort, and air particulates. In contrast, indicator layers comprised the number of species individ-
uals, species richness, ecological dominance index,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Pielou evenness index, comprehensive 
comfort index, and PM2.5 values. By combin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key indicators and their weights affecting landscape suitability were determined, and a landscap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oriented towards the heat island effect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lant community landscapes in mitigating the heat 
island effec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ad the highest weight contribution rate 
at 22.48%. In the Baitang Botanical Garden, 55% of the plant landscape units had high suitability, with tree species diversity 
and the ratio of trees to shrubs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landscape suitability. Specifically, when the number of tree species ex-
ceeded five, and the tree-to-shrub ratio was close to 6∶5, the landscape units had high suitabil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regionality, diversity, and hierarchy, were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lant 
landscape planning under urban heat islan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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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中的植物群落景观可以通过植物的降温和增湿作用，显著缓解热岛效应。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园绿地的结构特征分析，而对热岛效应相关的公园绿地景观评价研究则相对不足。以

苏州市白塘生态植物园为例，选取22个群落样方，以物种多样性、体感舒适度和空气颗粒物为准则层，物

种个体数、物种丰富度、生态优势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综合舒适度指数

和PM2.5数值等为指标层，结合层次分析法（AHP）和主成分分析法（PCA），以确定影响景观适宜性的关键

指标及其权重，构建热岛效应导向下的景观适宜性评价体系，深入探究植物群落景观在缓解热岛效应中的

作用。结果显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权重贡献率最大，达22.48% ；白塘植物园中55%的植物景观

单元具有较高的适宜性，乔木种类多样性和乔灌比对景观适宜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当乔木种类超过5
种且乔灌比接近6∶5时，景观单元具有较高的适宜性。根据研究结果，从地域性、多样性、层次性三个方

面提出优化策略，旨在为城市热岛条件下的植物景观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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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Urban Aggregated  

Green Infrastructure，UAGI）是一种综合性的城市

生态空间网络，具有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如提供雨洪管理、气候调节和空气净化

等。城市中的大型公园作为UAGI中的核心组

成部分，可通过其中植物的降温和增湿作用，

有效缓解热岛效应 [1-2]。在过去人口激增的几

十年间，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造成了较为明显

的城市热岛（UHI）效应 [3-4]。为改善城市中的

热岛效应并引导城市健康的建设与发展，科

学规划和合理布局的绿色基础设施是重要且

有效的途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已证

实了植物在缓解城市热岛方面的潜力[5]。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对植物群落的这一功能进行

了更多的研究。国内学者贾刘强等 [6]深入总

结了热岛缓解措施和成因，强调绿地是控制

城市热岛效应的关键因素。秦仲[7]、郭伟等 [8]

通过研究公园绿地的季节性温湿效应，发现

绿地面积与降温增湿能力正相关，乔木覆盖

率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乔灌草结构

的群落比单一类型的群落具有更好的降温效

果 [9-10]。夏繁茂 [11]指出，植物高度与其降温效

果呈负相关，即较高的植物可能降温效果较

弱。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绿地，以及它们的水

平或垂直结构，都会影响其降温效果 [12]。因

此，研究城市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中植物群

落的生态配置，对于提高其缓解热岛效应的

能力至关重要。

相较于国外，国内对适宜性相关的研究

起步较晚。直至1986年，景贵和[13]首次将生

态适宜性概念引入国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

究空白。景观适宜性评价是一个生态规划过

程，其涉及分析景观类型与其环境和功能之

间的关系，并据此评估景观在生态层面对环

境的适宜性 [14]。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多种

方法用于生态适宜性分析，其中包括模糊数

学综合分析法、生态综合分析法、多因子权

重法、地图重叠法和“潜力��制�评价法

等 [15]。这�方法通�结合了GIS进行分析，以

提高多����分析的科学有效性。同�学

者对城市公园、��、绿�、���、���

�等方面的景观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构

建了�自��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系[16-19]。�

�，���生态设��度对公园植物群落的

相关适宜性研究���较�，���成��

且系统的评价系统。因此，��以��热岛

与植物群落的关系为�入�，将�类影响因

素综合��，��评价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

植物群落景观适宜性，具有一�的��性。

��作为��发展�速的城市，面对环

境��的�理能力�成了�核其发展水平的

重要��，��的�速发展��着�可�

�要面�城市热岛�来的影响，作为园�城

市，�要建�成�的绿地�系，通过制�合

理且可��的环境措施来缓解热岛效应�来

的影响，���发展和绿地���系成为相

���的因素。

��对��市白�植物园植物景观进行

调�与分析，��公园内22个不同植物群落

样地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和�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构建热岛效应导�

�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系，��聚合型绿色

基础设施植物景观的配置��对城市热岛的

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在��城市热岛��

�植物景观规划设�理�，并为公园植物景

观的建设和改进提供有�建�，有�于改善

城市热环境，�造健康城市。

1 研究区概况

白�生态植物园是����园�内��

�、�化��功能于一�的��，地�现代

大�中�的��，总面积�60.5 hm2，其中

�地��47.3 hm2，绿地面积�为总�面积的

62%，水�面积�为总�面积的1/4[20]。植物

园内绿地面积较大，植�类型��，是�型

的城市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因此��以白

�植物园为�，对相关植物群落的生态性进

行研究。

�据Landsat 8的����数据，�次�

�2013年、2016年、2020年作为研究年�，

用ENVI��热岛图（图1），结果�明，这�

年��园��地�用发生了�更，且��于

热岛等�较高的��内[21]。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与评价指标的选择

在样地��之�对白�植物园��用地

性�、建��度、水�分布、植�覆盖率等

因素进行了�面的调研，这�因素直�影响

了植物园的热岛效应�现。

研究���地��内的植物景观群落单

�作为研究对�，结合植物群落样地设置

的�理，�分��白�植物园��的地��

�，�����用�型样地法进行深入研

究 [22]，在对�地实地调研的基础�，以植物

园的面积及植物配置的��为�据，通过实

地��对白�植物园的现有植物群落进行�

�，分析其现有群落结构。�调研的群落中

����能���公园植物构成和景观��

的代�性植物景观群落，�类群落��的样

方大�为20 m�20 m，��22个样地，�次

��（图2）。

�据调研�出植物景观��，结合�人

在植物景观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 [23-25]，同�

��热岛效应的影响，�与景观生态适宜性

的�影响因子中��出合适�度的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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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中，不����环境因子的影

响，�将人��适度���入��，以�

证��且�观地评价公园植物群落，建�一

个合适的景观适宜性指��系。��，基

于��分析与�性分析相结合的�要��，

��了�研究的公园植物景观适宜性评价�

系（�1）。

�据景观生态适宜性的要�，构建了一

个包�3个��层（物种多样性、���适

度、空气��物）和7个指�层的评价�系。

在指�层中，�用Simpson生态��指数�现

植物群落物种�中程度、Shannon-Wiener多样

性指数�现植物群落物种多样程度、Pielou�

�度指数��物种在一个指��域或生态系

统中的相对��分布程度。这���层和指

�层综合��了环境因子和人��适度��。

��7个指��为��指�，�于通过数据

的��和分析来进行�观评价。

2.2构建生态适宜度评价体系

�研究�用层次分析和�成分分析方

法，结合多个评价指�，对公园植物景观的

生态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估。首�，通过层次

分析法构建适宜性指��系，并结合���

分���指�权重。��，�用�成分分析

法对调研数据进行降�分析，�出�指�权

重。为了�服单一方法的局�性，将�成分

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进行�合�

正，以综合���观分析和�观��，�出

一个�面的评价指�综合权重。这样的综合

评估方法能�更��地评估公园植物景观的

生态适宜性。

2.2.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通过构建����并��方

���来�����层和指�层的相对重要

性 [26]。为���观性，��了30��景园

���学者�与�分，以��评价�系的�

观性和可�性。通过这���的评估和数

据�理，���评价指�的权重。具�步�

如��

（1）构造����。�据����的比

��度及��，�用“1-9比��度法�构造

����，�据�1评价�系的层次结构关

km

a  2013年夏季热岛图 b  2016年夏季热岛图 c  2020年夏季热岛图

图1   苏州工业园区热岛变化图
Fig. 1   Heat island change map of Suzhou Industrial Park

1

表1   植物景观生态适宜性评价体系
Tab. 1   Plant landscape ecologic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目标层（A）
Objective 

layer 

准则层（B）
Criteria layer

指标层（C）
Indicator layer

评分标准（D）
Scoring criteria

指标性质

（E）
Indicator 
nature

公园植物

景观景观

适宜性评

价体系 A

物种多样性

B1

物种个体数 C1 E= 物种个数 定量

物种丰富度 C2 S1= 样地内物种的数量 定量

生态优势指数 C3 定量

Shannon-Wiener 多样

性指数 C4 定量

Pielou 均匀度指数 C5 定量

体感舒适度

B2 综合舒适度指数 C6 S2=0.6×|T-24|+0.07×|HR-70|+0.5×|V-2| 定量

空气颗粒物

B3 PM2.5 数值 C7 测量值 定量

注：公式中，S1代表样地内的物种数量；Ni代表样地内第i个物种的个体数量；N代表样地群落中各层

次中所有物种的个体总数；Pi＝Ni /N，描述一个个体属于第i类物种的概率；S2代表综合舒适度指数；

T代表温度（℃）；HＲ代表相对湿度（%）；V代表距地面2.0 m高处风速（m ·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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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构造A-B，B1-（C1-C5），B2-（C6），B3-（C7）

���� [27]。����并����对�个�

���进行�分，进行数据�理（�2）。

（2）指�权重的��及一�性��。�

�方���Ai，�公�（1）[28]。�据��A�

出�因子之间相对重要性的���，并将其

�n次方，并����的�一行�素的�积。

�中，n为评价因子数�，Cik为�i个因子与

�k个因子相对重要性�度�（i�1，2，…，n�

k�1，2，…，n）。

         （1）

���评价因子的权重�ωi ，�公�

（2）。
        （2）

���指�的总��权重�Fi ，�公�

（3）。

                                                   （3）

������A�大���λmax ，�公�

（4）。

                   （4）

为��结�合理，对�����进

行一�性��，�有通过一�性��，�

�的权重�是可�的，�公�（5）和公�

（6）。�中，RI为平���一�性指�（�3），

�CR≤0.100�，������具有��一

�性，���要重�调���。�单层一

�性��合���进行层次总��及一�性

�� [29]。

                                                    （5）

          C I   （λmax-n）/（n-1）                 （6）

（3）结合30����分的结果���出

��评价因子的权重，��4。

2.2.2 主成分分析

�成分分析法是一种数据降���，�

Pearson于1901年提出。�方法通过����

指�为几个关键综合因子，有效地��了数

据的核心��。研究�用SPSS��对指�进

行�一化�理，并据此��景观适宜度�分

及其因子权重。具�步�如��

（1）�设有n个样�，p个指�，�可构

成样���X，�入���，�于��中数

据的单�不同，�以首�对��X进行��

化�理。

（2）�相关系数�� [30]，�公�（7）。

�中，rij��i指�和 j指�之间的相关系数，

数据�过��化�理��通过��这�相关

系数，可以��一个相关系数��R。

  （7）

（3）��相关系数��R的���（λ1，

λ2，…，λp）和����eij，并���个��

�对应的方���率和�积��率。�据�

表2   判断矩阵的比例标度及含义
Tab. 2   Scale of the judgment matrix and its 

meaning

标度
Scale

定义
Definition

1 同等重要

3 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7 重要的多

9 极端重要

注：2，4，6，8表示以上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表3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的取值
Tab. 3   Values of the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icator RI

阶数
Order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 0 0.58 0.96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图2   白塘植物园样地选取
Fig. 2   Sample plot selection at White Pond Arboretu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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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综合�分系数Wi，�公�（12）。�

中，aij���i个指�在� j个�成分�的权

重，代�了它们之间的�性组合关系�θj�

�� j个�成分的方���率，��了��

成分对总方�的��程度。

   
                                      （12）

通过对综合�分系数进行�一化�理，

可以���子指�的权重�，以��这�权

重��于统一的��内，��方�进行比较

和综合评估，�公�（13）。�中，wj为� j

个指�的权重。

       （13）

2.2.3 指标权重的修正

首�，通过将�组��中的��指�权

重与其�一层权重相�，���出��指�

的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这个权重��了指

�在��评价中的相对重要性。��，将这

�权重与�成分分析法�出的权重进行比较。

�于这�种方法在指�权重分布�的�重�

不同，因此�要对它们进行平��理，并进行

�一化，以��统一性和比较的合理性。�

�，��了�过调�和�正的指�权重，这�

权重更��地��了�指�的相对重要性。这

样的权重评价方法有�于在��和评估中更

好地理解和应用指�权重，��提高��的

��和可�性。具�结果如�5��。

2.3 景观适宜度综合评价

结合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出

景观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分，及植物群落

的适宜度。

公园植物景观综合评价指数F，�景观

综合评价指数法�公�（14）�

                             
          （14）

  

�中，Bi为�评价因子的权重，Ci为指�

因子的评分，����将�有��指�的数

��以10，以����指�与�性指�的�

�一�。

��公园植物景观��综合分�S3，�

公�（15）�

 
  （15）

�中，Fi代��i个指�因子的综合评

价指数，Wi为综合�分系数。

3 植物景观适宜度分析

3.1 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于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种方

法权重的��方法不同，�出的结果�有

表5   不同方法及修正权重
Tab. 5   Different methods and correction weights

指标
Indicators

C1 C2 C3 C4 C5 C6 C7

层次分析权重 /% 5.09 19.38 7.78 24.35 3.13 12.03 28.24

主成分分析权重

/% 11.41 17.93 16.33 20.60 16.18 4.82 12.73

修正后权重 /% 8.25 18.65 12.06 22.48 9.66 8.42 20.48

表4   各评价指标权重
Tab. 4   Weight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目标层（A）
Objective layer

权重 /%
Weight

准则层（B）
Criteria layer

权重 /%
Weight

指标层（C）
Indicator layer

权重 /%
Weight

公园植物景观

景观适宜性评

价体系 A
100

物种多样性 B1 59.73

物种个体数 C1 5.09

物种丰富度 C2 19.38

生态优势指数 C3 7.78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C4 24.35

Pielou 均匀度指数 C5 3.13

体感舒适度 B2 12.03 综合舒适度指数 C6 12.03

空气颗粒物 B3 28.24 PM2.5 数值 C7 28.24

缓解热岛效应的城市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植物景观生态适宜度评价      肖湘东    等.  

积方���率�过75%的�k个�成分，对

��数据进行降��理。��方���率，

�公�（8）��积��率，�公�（9）�

��率=
  
 （8）

�积��率=
  
 （9）

通����，����� λ1，λ2，…，λm

�对应的�积��率�� 85%～95% 的� m 

个�成分作为数据降�的方�。其中，m 不

�过��数据的指�数� p。

���成分载荷lij，������对�

成分的��程度，公�（10）。�中，Zi��

�成分，Xj������，那么载荷lij��

����Xj在�i个�成分Zi�的权重，λi是

�i个���，eij是����。

    （10）

����成分的载荷以�，进一步�

�，����成分的�分Z，�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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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样地植物景观适宜度评价得分
Tab. 6   Plant landscap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scores for each sample site

样地
Sample plo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得分
Scores

-0.74 0.04 0.04 0.15 -0.08 0.50 0.39 -0.08 -0.14 0.69 0.49

样地
Sample plot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得分
Scores

-0.14 -0.25 0.18 0.40 -0.10 0.21 0.92 -0.16 0.00 -0.29 0.04

���。AHP能合理地比较出评价�系的构建模型�部分之间的关

系，将�性与��相结合，但其中通过���分进行��对比�出

的指��要��复比较，��权重�具有一�的�观性。运用AHP

��的指�权重在物种��度（C2）、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C4）、

PM2.5数�（C7）�个指��比重较大，其中�比�高的是C7，��

28.24%，�比��的是C5，�有3.13%。因为层次分析偏�于�观性，

��的结果�会存在�初�偏好倾斜的趋�。

PCA是一种统���，用于降��理，同���数据中�重要

的��。通过SPSS将7个指�进行��为3个综合性指�，��率为

81.8%，能代�绝大多数的指�影响，实现较�的��丢失，�证了评

价结果的�观性 [31]。�PCA��的权重结果�较为平�，��要权重

的是物种��度（C2）、生态��度指数（C3）、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

数（C4），分�是17.93%、16.33%、20.60%。其中，C4是�成分分析中权

重�大的指�。�成分更多地��调研数据，因此如果�一�的数据

出现较大误�可能会影响��的结果 [32-33]。

将�种方法��的权重进行�正之�，C4��率�大，说明在

相关的指��，生态多样性是相对重要的因素，对景观适宜度的相关

性更高。

3.2 景观适宜性评价分析

为��评价�系的�观性，结合30���的评估�分，�用�

3个��层和7个指�构建的综合评价模型，通过�正权重和��，

���出22个景观群落的生态适宜度�分及�名（�6）。如果�分

为正，�明�样地符合生态适宜度的评价��，如果�分为负，�

说明�样地不符合�景观评价的��。��分越高�说明生态适宜

性越好，�据�分及�名���出�样地之间的�分对样地的植物

群落类型进行分析。

�生态适宜度�分可以看出，白�植物园�22个样地，符合生

态适宜性的样地�12个，�总群落的55%，其植物配置大部分�乔

木、灌木和草�组成。

在白�植物园��的样地中，生态适宜性�佳的样地�次是样地

18、样地10和样地6，�分分�为0.92、0.69和0.50。�生态适宜性�

�的�个样地�是样地1、样地21和样地13，�分分�为-0.74、-0.29

和-0.25。�中发现，公园大部分样地都符合适宜度，不符合适宜度

的��是略低于���，�有适宜度很�的样地，说明此公园��

适宜度水平较高。适宜性的评价结果与植物群落的构成有一�的关

系，样地18和样地10都是植物物种较多、层次较为��的类型，�

样地1�是树种单一，�相、�分结构简单的类型。

3.3 景观群落结构分析

白�植物园以水为底，生态环境�美，�有植物500多种，植物

图3   白塘植物园各样乔灌草比值
Fig. 3   Sample tree-shrub-grass ratios in White Pond Arboretu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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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较为��，�要引用乔木�24科47种，

灌木及�乔35科40种[34]。

�据现�调研和综合适宜度评价的结

果，结合景观单�的群落结构进行分析，总

结不同等�的景观��。22个样地内的植

物基�涵盖了植物园大部分植物种类，�89

种。��分析�样地植物配置，将乔灌比进

行统�（图3）。通过比较�出适宜性较好的

植物群落，在乔灌草都存在的基础�，乔木

与灌木较为�近，且种类��。生态适宜度

较好的样地是10和18，其乔灌草比�分�为

7∶3∶1和6∶5∶1，植物配置基��乔木种

类较多，�成较为明显的乔灌草的群落结构

��。在以乔灌比为��的对比�，发现植

物群落是乔木在4种以�，且乔灌比越�近，

适宜性的效果越好，其中，乔木的影响可能

更为明显。此外同样存在�数乔灌比��可，

但是适宜度较低的群落，说明植物群落配置

与适宜度存在相关性，但并不是��性因素。

对比分析有�于揭�不同群落间在生态

和景观�现�的�异，��景观适宜性综合

�分较高的3个群落与�分较低的3个群落

的评价指�数据进行对比，深入分析�个样

地植物的重要�，可以�出其��物种，发

现生态��指数的指��有明显��，适宜

度较好的植物群落都是以乔木为��物种，

同�在Shannon多样性�存在明显�异，这与

权重重要性相符。说明多样性和��度指数

较高的植物群落在热岛�是更加适宜的。

4 公园植物景观营建策略

4.1 基于地域性构建植物群落

在22个样地中，�记录�89种植物，

其中27种为�地乡�植物，�乔灌木总数的

30%。这�植物大多非�适合在��地�生

长，�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因此，在植物群

落构建中，应以气候适应性强的树种为�导，

����适应�地气候和�壤��的乡�植

物。这不�能�强化植物园的地域�色和生

态适应性，还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自�发展，

��生态系统的平�。

4.2 基于多样性构建植物群落

植物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群落的生态稳�

性��相关，这一关系在生态学领域已��

泛认可 [35]。在深入�究�分较高与较低的公

园样地�，发现这�样地的植物群落��具

有�同之�，以物种个�数、物种��度、

��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

�度指数为代�的植物多样性指�对��景

观适宜性的�分具有相关性。调研发现，在

��察的群落中，乔木种类的多样性对景观

适宜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在群落构建

中，不�要�分�证乔木种类的��度，还

要综合��不同植物之间的生态�和适宜

性，以及其与环境的相�作用。此外，乔木

可�成自�屏障，��热岛效应，�造凉爽

的��空间，提高人��适度。

4.3基于层次性构建植物群落

��的层次结构不�可以增加植物群

落的复杂性，�提高了植物群落的景观适宜

性。在配置植物群落景观�，首�应建�在

乔木、灌木和草�植物�存的基础�，�成

明显的分层种植群落��。研究�明，群落

的景观适宜性�着乔木与灌木比�的�近�

提高。因此，在植物景观构建中，应�化乔

灌木以及�绿落叶植物的配置比�，实现植

物群落层次结构方面的协调。同�，��适

应季节�化的植物，���年都能提供适

宜的微气候��，进�提高���适度。此

外，不同高度的植物可以捕�不同�径的�

�物，通过乔木、灌木和草�植物的多层次

布局，可以�成复杂的微环境，有�于提高

空气净化效率。

5 结论

�研究在��市公园植物景观研究领域

迈出了��的一步，为城市�建公园的植物

配置提供了一套�化的评价指�。通过�成

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了

热岛效应，对白�生态植物园的植物景观单

�进行了�观、科学的适宜性评价。结果�

明�（1）�有指�中，Shannon-Wiener多样性

指数（C4）权重��率�大，�22.48%�（2）

在白�植物园22个样地中记录�89种植物，

其中30%为�地乡�植物，这不�展�了�

�地�植物的高适应性，��现了生物的多

样性�（3）55%的样地植物景观单���了

适宜性��，适宜度高的群落显著提升了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度�（4）乔木种类��

和乔灌比�6∶5的景观单�适宜性较高，�

乔木种类较�或植物群落单一的样地适宜性

较�。�研究结果有�于��公园植物景观

规划设�及营建理�，为城市聚合型绿色基

础设施植物景观的规划设�提供了科学�

据。�于植物景观样地数�有�及调���

的局�性，��的研究��法�面揭�公园

植物景观的��，�要��研究不�跟进和

总结深化。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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