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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Lessons Learned for Building Urban Cooling Networks in 
Response to High-temperature Weather: A Case Study of Boston, USA

应对高温天气的城市冷却网络构建策略及经验启示*

——以美国波士顿为例

石宇航   施益军   汤俊卿   徐丽华   吴亚琪   冯  矛    SHI Yuhang, SHI Yijun, TANG Junqing, XU Lihua, WU Yaqi, FENG Mao

随着近年来高温事件的频发，高温天气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冷却空间作为抵御城市

发生极端高温事件的重要措施，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极端高温天气对城市居民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以美国波士顿为例，回顾其应对高温天气的规划历程，总结其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的要点和具体方法，借鉴其高

温风险评估、冷却斑块评估识别、绿色廊道连接、城市冷却网络构建和冷却网络运行维护等方面的经验，并针对我国高

温城市提出相应的经验启示和规划建议。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high-temperature events in recent years, high-temperature weath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urban residents. Urban cooling spa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sist extreme high-temperature events in the city. Building an urban cooling space network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extreme heat on urban residents. This article takes Boston, USA, as an example to review its planning 
process for dealing with high-temperature weath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and specific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an 
urban cooling space network, and draws lessons from its high-temperature risk assessment, cooling patch assessment 
and identification, green corridor connection, urban cooling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cooling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presents corresponding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s and planning suggestions for China's high-
temperatur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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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频发的背景

下，极端高温天气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的主要因素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

然科学基础》指出，近20年来全球表面温度

升温速率不断增快[1]。同时，随着气候变暖，高

温天气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威胁。欧洲

国家情报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极端高温导致了

不同气候地区人员的死亡和疾病。截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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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绿色工程降温模式
Fig.1  Green engineering cooling mod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年，35个欧洲国家遭受高温天气的影响，高

温天气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6万例[2-3]。相关研

究表明，城市犯罪率与城市高温成正相关，高

温天气会给城市社会安全带来较大的负面影

响[4-5]。因此，城市高温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各

个国家城市安全发展的巨大挑战。

随着全球城市高温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

和影响范围的扩大，部分国家已经发布了符

合国情的高温应对策略。2008年世界卫生组

织欧洲办公室出台《高温热健康行动计划》，

这为各国提供了高温应对计划理论框架和高

温设计蓝图[6]。2010—2022年部分国家相继

出台了高温策略和计划，例如澳大利亚维多

利亚州2011年出台《高温热浪计划》、昆士兰

州2015年出台《高温热浪响应计划》，新西兰

2018年发布《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及2022

年印度发布《高温耐热行动计划》[7-9]。这些

国家都提出以预防为主的降温策略，主要做法

是通过建立高温预警系统和提高公众参与度

来预防高温天气[10]，但这些国家并没有系统地

整理城市冷却空间，导致城市蓝绿空间、城市

降温设施分布不均衡且破碎化，因此城市仍然

存在冷却空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波士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具有

城镇化率高和人口密集的特点。根据波士顿在

2022年发布的《耐热解决方案》，波士顿平均

每年夏天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00人左右，

高温天气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影响，还

会对电力系统等市政设施造成破坏，年均经济

损失达50亿美元。不仅如此，波士顿的部分地

区夜间气温也能达到31℃，严重影响当地居

民的生活。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还会出现

电力负担过重，降温能力不足的现象。高温天

气已经成为夏季影响波士顿人生活的慢性压

力源，并且高温持续时间还呈现逐年递增的趋

势[11]。鉴于此，波士顿政府从公众参与的角度

考虑高温天气对人的影响，创新地提出构建城

市冷却空间网络的高温应对策略，帮助城市人

群适应高温天气，并满足其对于冷却服务的需

求，通过制定一套冷却网络的运营管理模式，

提高城市应对高温天气的适应能力。

波士顿降温措施和降温模式具有前瞻性

和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波士顿为例，通过剖析

其应对高温天气的发展历程和策略措施，整理

其为缓解城市高温而提出的构建城市冷却空

间网络的策略，以及冷却空间网络运营维护模

式，为我国城市制定抵御高温的策略提供参考

和借鉴。

1 波士顿应对高温天气的发展历程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波士顿政府从2007

年开始发布高温计划，在2007年、2015年和

2022年依次发布《2007气候准备计划》 《2016

气候准备计划》和《耐热解决方案》，并依次

提出改善绿色基础设施、构建绿色廊道和构建

冷却空间网络的措施策略。根据计划方案的发

布时间和内容，可将波士顿应对高温天气的做

法归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2014年），

强调绿色工程措施进行城市降温；第二阶段

（2015—2021年），强调构建绿色廊道扩大降

温效益；第三阶段（2022年至今），强调构建城

市冷却空间网络进行降温。

3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也从最初单一的工

程降温模式，演化为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的城

市冷却空间网络降温模式，提出的降温策略逐

渐强调公众参与。其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的

降温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高温，并切实

注重居民的降温感受。

1.1   第一阶段（2007—2014年）：以绿色工

程降温措施为主

早期波士顿为了满足公众身心健康的需

求，初步形成了一套公园绿地系统[12]。但《2007

气候准备计划》指出，随着城市热岛效应的

增强，原有绿色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城市降温

需求。因此，波士顿开启了绿色降温工程模式

（见图1），开始逐渐注重修复和营建城市绿色

基础设施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13]。为了改善城

市绿地系统，这一阶段的降温措施主要分为修

复绿色基础设施和增添绿色基础设施两方面。

一方面，对现有绿色基础设施进行修复，

修复对象主要包含公园、街道绿地以及其他开

放绿地空间，修复方式包含增加喷淋设置、更换

耐热材料和增加绿化等，能够有效修复现有城

市绿地系统[14]。另一方面，通过综合考虑土地利

用、人口需求和高温风险等因素，选取合适的开

放空间增添绿色基础设施和降温设施。这一阶

段的措施较好地提升了城市高温适应力，成为

当时波士顿预防高温天气的重要范式[15]。

早期波士顿运用绿色降温工程措施，在

应对高温天气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城

市规模不断扩大，这种降温方式在解决高温问

题时过于单一化，缺乏系统性的规划方法和对

公众需求的考虑，无法满足现代城市缓解城市

高温的需求。

1.2   第二阶段（2015—2021年）：以绿色

廊道降温措施为主

早在1980年波士顿就开始绿廊规划，早

期的绿廊规划只是为了满足户外人群的运动

需求，简单地扩建了城市绿色廊道[16]。但随着

波士顿城市发展以及高温事件的频繁出现，为

了进一步缓解城市居民对于户外热舒适度的

需求，波士顿又开始重新探讨城市绿色廊道的

降温作用[17]，并形成了绿色廊道降温模式（见

图2）。绿色廊道降温措施分为营建改造线性

公园和改善步行街道绿化两方面[18]。

具体来看，波士顿首先依据现状用地属

性对绿色基础设施进行评估，综合考虑城市未

来的降温需求，以服务半径、用地面积等作为

评价指标，选取合适的开放空间和线路，营建

线性公园。然后，波士顿基于道路用地情况，筛

选城市街道，通过种植绿化、改善绿化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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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绿色廊道降温模式
Fig.2  Green corridor cooling mod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城市冷却空间网络模式
Fig.3  Urban cooling space network mod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高温风险评估流程
Fig.4  High temperature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绘制。

升级路面材料等方式，改善城市街道绿化。通

过营建线性公园和改善街道绿化，波士顿相继

修建了多条绿色廊道，满足了局部地区的降温

需求。

绿色廊道降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公

众需求，改善了局部地区人群的热舒适性，但

仍具有局限性。自上而下的特点导致其无法充

分满足城市居民对于降温资源的需求。除此之

外，这种模式还对规划缺乏系统性的考虑，导

致城市部分区域出现降温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1.3   第三阶段（2022年至今）：以城市冷却

空间网络降温措施为主

传统的冷却空间是指蓝绿空间，《耐热解

决方案》提到冷却空间是由城市蓝绿空间和

户外降温设施构成的降温空间。城市冷却空间

网络是由蓝绿空间、社区冷却中心和户外降温

设施构成的一体的网络体系，在调节城市气候

和协助城市应对未来高温气候变化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是城市应对极端高温天气的有力

保障。从2022年开始，波士顿为满足城市对于

降温效益和绿色发展的需求，在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指导下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19]。这一阶

段降温工作主要围绕系统性和稳定性两方面

展开。

在系统性方面，波士顿注重提升全市冷

却空间的降温能力，根据高温风险评估，在全

市范围内绘制高温风险地图，制定斑块廊道服

务标准，识别可用冷却斑块和绿色廊道，最终

在全市范围内构建冷却空间网络。在稳定性方

面，波士顿参考了一些国外的降温策略，强调

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制定降温

计划，并提出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机

制[20]，针对城市不同人群提出不同的降温参与

策略[21-22]，满足多方利益者需求，实现多方参

与资源信息共享和冷却设施维护，提升城市冷

却空间网络的稳定性。

最终，波士顿形成了一套冷却空间网络

降温模式（见图3）。该模式分为高温风险评

估、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和运行维护冷却空

间网络3个方面，共同提升城市冷却空间降温

的系统性、稳定性和科学性。其中，高温风险评

估为构建和运行维护冷却空间网络提供数据

基础，维护冷却空间网络为冷却空间网络的正

常运行提供保障，构建冷却空间网络为城市冷

却空间降温的关键要点。

2 高温风险评估

高温风险评估是确定最优抗热措施的必

要前提，也是支撑高温区土地开发建设的重要

基础，能够为波士顿构建冷却空间网络提供支

撑[23]。高温风险评估流程包含数据采集处理、

高温情景模拟、构建高温预警平台3个步骤

（见图4）。

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通过高温传感器

获取实时高温数据，结合冷却空间位置信息和

社会人口等指标数据，绘制单元网格高温风险

分布图。其次，在高温情景模拟阶段，结合区域

脆弱性人群的分布特征和蓝绿空间可达性等

相关指标，分析得出高温情景下高温覆盖范围

和脆弱性强度。最后，根据高温数据和高温情

景模拟分析结果，通过高温预警平台发布高温

行动指南，帮助居民快速实现社区冷却资源调

动，帮助居民进行高温教育和获取冷却资源信

息，可以快速实现高温风险信息互动互通、信

息循环和信息协同反馈。

3 识别冷却空间斑块和构建冷却廊道

为了提升城市降温效率，波士顿通过构

建冷却斑块以及冷却廊道初步缓解城市高温

问题，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降温供需不匹配

现象。因此，波士顿政府根据《开放空间保护

计划》制定了“识别冷却斑块—连接绿色廊

道—增加社区冷却中心和户外降温设施—构

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的策略[24]，以此提升城

市降温效率和解决部分地区降温供需不匹配

问题。

3.1  识别冷却空间斑块

冷却斑块是指能够提供降温服务的用地

斑块，主要包含蓝绿斑块，是解决城市高温问

题和制定降温规划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能

为城市居民提供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近年来，

波士顿逐步注重蓝绿一体化带来的降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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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重视绿色基础设施的降温作用，还在《湿

地保护条例》中强调河流对于城市降温的作

用[25]。因此，波士顿将城市冷却斑块分为城市

绿色冷却斑块和城市河流冷却斑块。

由于两种斑块类别不同，因此在识别标

准上对其进行了规定（见表1），针对两种斑块

的不同属性，采取不同的识别方法标准。首先，

在识别城市绿色冷却斑块方面，《城市森林计

划》[26]提出，根据高温风险评估、波士顿公园

绿地系统评价、用地性质和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面积标准，识别城市绿色冷却空间斑块，并初

步绘制了城市绿色冷却斑块空间分布图（见

图5）。其次，在识别城市河流冷却斑块方面，

《湿地保护条例》和《查尔斯河流保护计划》

指出，要综合考虑河流生态敏感性评价、降温

效益评价、面积标准和服务半径等约束条件，

识别现有河流绿色斑块。

根据《城市开放空间收购计划》，除了识

别现有冷却斑块外，波士顿未来还将根据波士

顿未来发展规划、高温风险评价结果、土地用

途和公众合作等方面因素，开发建设潜在冷却

空间斑块，进一步增强冷却斑块的服务能力和

扩大斑块降温范围[27]。

由于冷却斑块具有空间异质性，不同地区

的人们对冷却斑块产生不同的降温需求，所以

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为了弥补冷却斑块降温

能力不足的问题，波士顿计划在已有冷却斑块的

基础上，增加社区冷却中心、喷雾系统、露水广场

和渗水表面等户外降温设施，增强斑块的降温

能力，提升高温下城市居民的户外体验感[28]。

3.2  构建生态冷却廊道

生态冷却廊道是指能连接冷却空间斑块

的绿色廊道，包括城市绿色廊道和城市河流绿

色廊道。波士顿具有天然良好的地理优势，且

曾经多次实施城市绿色廊道项目和城市河流

改造项目，但各个廊道项目都未形成系统网

络，导致供冷效率不足。为了进一步扩大城市

冷却斑块的冷却效益，波士顿通过识别得出冷

却斑块，在全市范围内构建城市绿色廊道和城

市河流绿色廊道。

3.2.1   构建城市绿色廊道

城市绿色廊道主要由城市绿地、公园等

绿色基础设施组成，通常出现在城市街区。波

士顿依据马萨诸塞州联邦地理和环境信息办

公室提供的人口和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人口脆

弱性评估和可达性评价，筛选可利用和可改造

的开放空间，结合改造需求，构建城市绿廊，完

成了罗斯肯尼迪绿色廊道项目（见图6）。

在实施方面，由政府和社区组织共同参

与绿廊的建设和维护。一方面，根据可达性和

脆弱性评价，针对性地搭配一定数量的景观

灌木、乔木和景观绿地，以此最大限度地降低

地面温度和营造社区绿色廊道。另一方面，由

于绿道建成久远，为多样化满足地区的降温

需求，在绿道中还针对性地安插广场和喷泉

等设施，以及改装步道材料，增强人群步行

的热舒适度[29-30]。罗斯肯尼迪绿道的升级改

造方式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廊道的质量，还

为波士顿未来构建其他绿色廊道提供了经典

范式。

图5 现有冷却斑块空间分布图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ooling 
patch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7]绘制。

图6 罗斯肯尼迪绿色廊道
Fig.6  Rose Kennedy Green Corridor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http://www.rosekennedygreenway.org/
map/?location=mary-soo-hoo-park绘制。

表1 冷却斑块标准

Tab.1  Cooling plaque standard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3]绘制。

斑块
类型 面积/m² 用地性质 当前使用 潜在用途 权属 服务人数/人 服务半径/m

现有
蓝绿
斑块

≥400

公园、运动场
球场、游乐场

绿地、公园、
喷泉广场

国有

≥500 ≥200

公园、社区绿地
未利用地 空地 国有
水域用地 河流 公园、广场 国有
建设用地

空地 绿地、公园
国有

非建设用地 国有

未来
新增
斑块

≥400

公园、运动场 球场、游乐场

绿地、公园、
喷泉广场

个人

≥500 ≥200

公园、社区绿地
沼泽、湿地 自然保护地 国有

宗地 海滩 国有

建设用地
机关单位 个人/国有
开放空间 国有

非政府机构 个人/国有
非建设用地 空地、河湖、广场 个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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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构建城市河流绿色廊道

城市河流绿色廊道是城市绿廊的一种，

波士顿通过不同的用地类型、脆弱性评估和可

达性评价，将城市河流及河流周边开放空间进

行景观改造，形成城市河流绿色廊道。

查尔斯河位于波士顿核心地区，具有多

个自然保护区，因此，目前波士顿已率先完成

了查尔斯河流廊道的改造计划，并形成了查尔

斯河带状公园体系[31-32]（见图7）。在具体实施

上，一方面，根据查尔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区规

划、冷却服务范围、脆弱性评估和可达性评价，

升级修复现有河流周边冷却斑块，并且改造和

新增冷却斑块，精准提高降温能力和降温效

率。另一方面，波士顿基于查尔斯河蓝绿斑块

分布现状，根据需求和连通性分析，形成东西

向的绿地河流廊道和河流绿地体系，增强该地

区冷却效益的整体性和连通性。除此之外，波

士顿考虑未来查尔斯河满足城市人群多样化

的降温需求，不仅制定相关建设标准，还考虑

更换硬质耐热材料和增设帐篷喷泉等户外设

施，增强整体降温能力。未来波士顿还计划将

此类做法作为典范，改造全市城市河流绿色廊

道，进而提升城市整体的热适应能力。

4 冷却空间网络的运行和维护

已有研究表明，构建一体化冷却网络有

助于实现城市整体降温[33-34]，因此，波士顿也

从系统层面应对城市高温天气，在识别冷却斑

块和构建绿色廊道的基础上，通过波士顿政

府、绿道团体和社区相关机构共同规划了城市

冷却空间网络（见图8）。

为了确保冷却空间网络的系统性和稳定

性，波士顿积极对城市冷却空间网络进行运

行维护，并制定出一套冷却网络运行维护模式

（见图9），主要分为冷却空间网络维护和公众

参与运行两方面，以期能够有效地协调不同群

体的降温需求。

在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维护方面，其目的

是提升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结构的安全性与稳

定性。维护流程包含数据采集处理、高温情景

模拟、城市冷却网络调节3个步骤。首先，在数

据采集处理阶段，其通过热监控反馈系统得出

温度数据，结合交通路网热力数据和冷却斑块

容量数据，为高温情景模拟提供支撑。其次，在

高温情景模拟阶段，其经过数据分析，得出高

温冷却供需不匹配区域，为调节城市冷却空

间网络提供目标靶区。最后，在城市冷却网络

调节阶段，针对已确定冷却供需失衡的靶区节

点，通过预警平台发布预警信息，精准增加蓝

绿空间等冷却空间设施和维护资金，从而较好

地提升网络结构的稳定性。

在城市冷却空间网络运行方面，其目的

是倡导公众参与和提升冷却资源的分配效率。

根据2017年的“绿色革新波士顿社区领袖计

划”，政府通过社区信息网络倡导该市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高温教育活动、社区绿色基础设施

维护及社区项目计划的制定，以提升社区居

民的应急能力[35-37]。波士顿在其社区计划基础

上，参考纽约清凉社区计划[37]，提出城市冷却

空间网络运行内容，主要分为行动实践、制定

计划和设施维护3个方面。

行动实践方面，通过社区组织居民参与冷

却物资的调配和整合，并通过社区信息网络分

享资源信息，提升社区获取冷却资源的能力。

计划制定方面，由政府机构和社区居民共同参

与定期会议，结合居民需求协商制定高温计

划。维护冷却设施方面，未来将寻求社区居民、

政府共同参与冷却网络设施的投资运营，鼓励

居民参与维护冷却设施岗位就业、加强居民高

温防范意识和增强冷却空间网络结构韧性。

5  对我国城市应对高温天气的经验启示

和规划建议

我国的城市规划很少涉及应对城市高温

的相关策略，波士顿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的

降温策略能为我国提供启示。其策略分别在土

地利用、人口、政策几个方面得到了实践，提升

了城市蓝绿空间系统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精准

解决城市冷却资源供需匹配问题。但我国的城

市与波士顿存在差异性，需要结合城市的地理

位置、行政区划、经济建设能力、人口密度、国

土空间规划综合考虑。

我国大部分城市具有人口密度较高、管

理能力强和高温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且没有形

图7 查尔斯河流域公园体系
Fig.7  Charles River Valley park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https://www.mass.gov/doc/charles-river-basin-map绘制。

图8 波士顿城市冷却空间网络
Fig.8   Boston City urban cooling space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https://www.kittelson.com/work/boston-

green-links-plan/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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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统的高温应对策略和规划体系。结合城市

的具体情况，参考波士顿应对极端高温天气的

做法，可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城市提供新的应对

思路和策略。主要分为以下4个方面。

5.1   建立高精度、动态化的预警监测平台和

高温评估体系

目前我国高温地区搭建的高温预警平台

存在精度不足的问题。忽视高精度预警平台在

高温期间减少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以及维护

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功能[39]107，导致我国应对高

温天气时没有形成实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

可以借鉴波士顿案例，建立高精度预警监测平

台和高温评估体系（见图10）。

首先，在预警监测平台方面，建立实时、

动态的温度监测平台。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

个重要措施，一方面可以为高温风险评估提供

准确的数据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反馈实施

效果，增添居民适应高温天气的途径。

其次，在高温评估方面，鉴于我国现阶段

正在建设国土空间规划数据信息平台，应当注

重将国土空间数据融入高温情景模拟模型，绘

制基于多重脆弱性指标的高温灾害分布地图。

最后，根据高温监测数据和评估结果，提

出气候适应规划和健康风险的设计导则，用

于指导城市蓝绿空间网络的建设和提升冷却

降温设施的维护。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划分不

同高温风险等级，并依据风险等级进行规划

管理。

5.2   重视高温风险区蓝绿设施维护

合理利用与维护蓝绿空间是抵御高温气

候的基础保障[40]，我国高温城市大多仍然未能

有效地对蓝绿空间进行维护，导致已有的蓝绿

空间无法精准满足现有人群的降温需求[41-43]。

因此应当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对土地资源进行

合理利用，精准增添蓝绿设施满足户外需求，

从系统性维护和公众参与两方面展开蓝绿基

础设施的建设维护。

系统性维护方面，应当在高温风险评估

的基础上，从降温需求的角度对已有蓝绿设施

进行针对性维护，通过改善绿化、增加喷雾、更

换降温材料等方式提升户外降温效果。同时对

城市、社区和街区开放空间进行适用性评估，

精准增添蓝绿空间等降温设施，用于满足附近

户外人群对于冷却资源的需求。

公众参与维护方面，在高温风险区，政府

应当结合公众参与理念，制定激励政策和开展

绿色岗位，适当宣传蓝绿设施降温科普知识，

增强社区居民维护蓝绿设施的参与力度。

5.3   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

我国城市应对和缓解高温天气的方式仍

然较为传统，蓝绿设施在连通性和可达性上存

在不足，导致城市整体降温能力不足[44-47]。因

此可借鉴波士顿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的策

略和引进其整体性规划理念，根据具体情况做

出调整，通过高温风险评估、识别城市冷却斑

块和构建绿色廊道，形成城市冷却空间网络。

首先，通过高温风险评估为构建冷却空

间网络提供数据基础，根据现状高温灾害风

险监测评估结果，改造现状蓝绿斑块和绿色廊

道，结合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情况，确定新增斑

块和廊道的位置和用地规模，并安置相关降温

设施。其次，通过民意走访、土地利用调查和社

区街道空间调查，开设多用途室内降温应急场

所。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自然生态保护地规

划、城市绿地规划等其他各项相关规划为指导

依据，连接城市冷却斑块、绿色廊道、降温设施

和冷却中心，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最后，通

过信息平台分享冷却资源信息，告知社区居民

高温风险分布点的位置。

5.4   设置公众参与管理体系

我国大多数高温城市对城市蓝绿空间的

治理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容易造成多方利益冲

突、地方出现行政不一、缺乏系统性和公众参

与的问题[48-50]。构建公众参与管理体系是长期

实施城市降温策略的有力保障，具体可以从规

划、响应、管控3个层面构建公众参与管理体

系（见图11）。

首先，在规划层面，由政府制定高温计

划、制定激励制度、扩大绿色就业岗位和推动

图9 城市冷却空间网络维护和运行模式
Fig.9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mode of urban cooling space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绘制。

图10 动态预警平台与高温风险评估
Fig.10   Dynamic early warning platform and high 
temperature risk assess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冷却空间维护模式                                                           b  冷却空间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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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参与制定冷却空间网络计划，增加公众参

与度。其次，在管控层面，由政府、社区和居民

团体共同对城市冷却空间网络进行监管，统筹

协商各项冷却网络治理事项。最后，在响应层

面，通过信息平台共享高温信息和进行高温知

识培训，倡导进行责任监督、责任分配和意见

反馈，完善公众参与管理机制，提升城市韧性。

6 结语

本文基于美国波士顿应对高温天气的规

划历程，总结了波士顿构建城市冷却空间网络

的规划策略，为我国城市应对高温天气提供经

验启示和规划建议。

我国的国情与美国有较大的差异，自然环

境也存在不同。需要在借鉴波士顿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应用，逐步开

展实践工作，探索公众参与在高温规划中的作

用，从而构建从规划到落地的城市冷却空间网

络。这些策略和措施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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