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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与缓解：应对气候变化的21世纪
人类世风景园林路径与策略

王贞，万敏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 健康的人居环境是人类社会一切发展的重要基石，但全球气候变化却使之深陷危机，“人类世”概念

的提出为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风景园林作为连接人、场地和环境的一门学科，对激励

和领导人居环境相关学科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为应对人类世时代风景园林的挑战，本

文梳理了人类世风景园林的特征，指出作为人类世首要表征的气候变化给风景园林学带来的广泛影响，通过在

气候变化、人类世和风景园林三者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深入归纳应对气候变化风景园林需要明确的主要目标，并

总结出一些可行的解决路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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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月 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2
年度报告》，总结了 2022年全球积极应对和缓解的地

球 3 个紧急状况：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自然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废弃物（https：//www.
unep.org/resources/annual-report-2022.）；同时，政府

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也在其 2022 年报告中指

出：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已经使全球百万计的人口

暴露于食品和水的不安全状态之下，导致了高死亡

率、冲突和动物及人类传染病突发等事件（https：//
report. ipcc. ch/ar6/wg2/IPCC_AR6_WGII_FullRe⁃
port.pdf.），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

人类面对的首要环境危机。21 世纪初，科学家们提

出了全新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1］，呼吁各

国将气候措施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中以提高

与气候变化相关、有效的规划和管理能力机制，并在

各领域增强对于气候灾害的弹性（resilience）和适应

（adaptation）能力。此后，全世界对于气候变化及其

相关影响的研究不仅在环境、经济、政治等领域广泛

展开，并且很快渗透到社会学、哲学、艺术等人文科

学领域。而作为聚焦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

风景园林学，不但要考虑气候变化对地球表面物质

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还要从思想和理论上做好应对

更大气候危机的准备。本文引入“人类世”概念，并

着重阐明气候变化与风景园林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目的是为深入而有效地理解 21世纪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人-景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1　风景园林学领域的人类世相关

研究

1.1　国外研究

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试图改变地球景观［2］，尽管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景关系”对于社会、生态和

景观本身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但是有关景观系统与

人类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研究的理论基础却依旧薄

弱［3］。“人类世”概念基于现代地球科学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系统的主要地质营

力（geological force）”的全新认识［4］：人类不但在土地

利用、河流改道、土壤成分、水资源使用等方面大大

改变了地球环境及其外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活动

改变了大气成分，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化。“人类世”概

念一经正式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被迅速关注并广泛

流行，“人类世”研究随之在国际上成为了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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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环境科学、地球科学、考古学、生物学及其他相关

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其研究的主题广泛涉及到修

复生态学（restoration ecology）、可持续性（sustainabil⁃
ity）、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等与人类环境影

响（human impact）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

本研究以汤森路透 Web of Science（SCI-E 和

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主题=（“anthropo⁃
cene”and “landscape”）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2022年

10 月 26 日），得到 SCI 收录的相关研究论文共计 48
篇，包括人景系统［5-6］、土地利用［7-8］、区域景观变

迁［9-10］、城市景观地貌［11］、景观规划设计实践［12］等内

容。2014 年《人类世》（Anthropocene）第 6 期出版了

1 期专刊《人类世的景观》（Landscapes in the Anthro⁃
pocene），刊载了 9篇学术文章，旨在帮助理解人类活

动如何在多时空尺度上改变了地球景观，并对人类

造成的人类世风景园林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

些研究非常有利于提高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和方

法的时代性和适应性，并且有助于生成缓解人类造

成的环境危机的有效对策。

1.2　国内研究

我国学界早在 2001 年 12 月就对“人类世”概念

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3］，然而时至今日“人类世”概念

在我国还远未被广泛认知：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

“人类世”为关键词在“篇关摘”处进行搜索（检索时

间为 2023年 05月 02日），共得到中文文献 676篇，集

中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84篇）、地质学（53篇）和

气象学（24 篇）等自然科学领域。在以上结果中，风

景园林学所属的“建筑及工程科学”总共只有 38篇相

关文献，其中有效学术文献仅 16篇，除去建筑类文献

2篇，其他 14篇都是有关景观、风景园林及环境设计

等领域的文献，主要发表在《景观设计学》（4 篇）和

《风景园林》（3 篇）2 个期刊上，且其中有 5 篇为国外

学者撰写，说明本土风景园林学者对“人类世”概念

还较为陌生。在 10篇标题包含“人类世”的文献中有

3篇“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novel ecosystem）研究

的文章其内容并未涉及“Anthropocene”概念内涵。

由苏安·维尔撰写、张安翻译的《“人类世”的颠覆式

创新：重新认识风景园林的形式主义》是国内最早一

篇题名包含“人类世”的风景园林类文献，但正文中

并无针对人类世概念的进一步介绍，另外几篇标题

或者关键词包含“人类世”的文献中也仅对人类世概

念进行了简短介绍。综上可知，目前风景园林学科

亟需引入人类世概念并将其与学科联系起来进行剖

析，以便为我国风景园林研究紧跟国际形势、充实基

础理论、提升规划设计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气候变化对风景园林的影响

气候作为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其所包含的温

度、降水和光照等信息是分析和描述气候特征及其

变化规律的基本资料。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地球的气

候一直处于波动之中，但在一定时期内却具有相对

稳定的状态，这使得区域风景在某个时间段内呈现

较为稳定的特征，例如热带风景、温带风景以及地中

海风景都形成了各自标志性的面貌。而自从地球进

入人类世以来，人类活动诱发的强烈气候变化就逐

步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全球的景观面貌［14］，对此，风

景园林在研究与实践两方面都有显著的反映。

2.1　对风景园林研究的影响

气候变化成为目前世界风景园林行业非常热门

的主题，各国行业协会在推动相关研究方面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 2007 年英国景观协会会刊

《The Journal of the Landscape Institute》首次推出了

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特刊，探索了风景园林学对于

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和应对思路，并在接下来几年

分别对绿色基础设施政策（2013）、技术实践导则

（2018）、可持续排水系统（2019）、生物多样性和绿色

恢复（2020）等进行了专题探索。在人类世概念的启

发下，风景园林学者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国土景观

的要素、特征、质量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改变

（https：//my. landscapeinstitute. org/case-study/com⁃
municating-landscape% 3a-change-from-adaptation-
and-mitigation-in-a-changing-climate/e73ca093-f18b-
eb11-b1ac-000d3ad515ab）：有学者从生态学视角研

究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类环境污染与城市化共同作用

下城市景观的改变［15］、气候变化导致的森林火灾等

对大地景观的改变［16］等；有学者关注气候变化背景

下人的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对可视化景观的影

响［17-18］；还有学者对气候政策导致的土地利用形式

改变［19］、栖息地碎片化等带来的景观变化进行研究

并探寻相应的景观保护策略。综上，气候变化影响

下的国际风景园林研究是从行业实践中脱颖而来，

且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并且

坚信设计师们有责任、有能力做出重要贡献。

我国风景园林界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始于俞孔

坚等［20］提出的景观与城市生态设计的概念与原理，

2007 年之后开始从风景园林视角积极回应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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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态学（restoration ecology）、可持续性（sustainabil⁃
ity）、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等与人类环境影

响（human impact）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

本研究以汤森路透 Web of Science（SCI-E 和

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主题=（“anthropo⁃
cene”and “landscape”）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2022年

10 月 26 日），得到 SCI 收录的相关研究论文共计 48
篇，包括人景系统［5-6］、土地利用［7-8］、区域景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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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ene），刊载了 9篇学术文章，旨在帮助理解人类活

动如何在多时空尺度上改变了地球景观，并对人类

造成的人类世风景园林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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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时代性和适应性，并且有助于生成缓解人类造

成的环境危机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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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早在 2001 年 12 月就对“人类世”概念

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3］，然而时至今日“人类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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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24 篇）等自然科学领域。在以上结果中，风

景园林学所属的“建筑及工程科学”总共只有 38篇相

关文献，其中有效学术文献仅 16篇，除去建筑类文献

2篇，其他 14篇都是有关景观、风景园林及环境设计

等领域的文献，主要发表在《景观设计学》（4 篇）和

《风景园林》（3 篇）2 个期刊上，且其中有 5 篇为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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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成为目前世界风景园林行业非常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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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 2007 年英国景观协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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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特刊，探索了风景园林学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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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绿色基础设施政策（2013）、技术实践导则

（2018）、可持续排水系统（2019）、生物多样性和绿色

恢复（2020）等进行了专题探索。在人类世概念的启

发下，风景园林学者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对国土景观

的要素、特征、质量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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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市景观的改变［15］、气候变化导致的森林火灾等

对大地景观的改变［16］等；有学者关注气候变化背景

下人的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对可视化景观的影

响［17-18］；还有学者对气候政策导致的土地利用形式

改变［19］、栖息地碎片化等带来的景观变化进行研究

并探寻相应的景观保护策略。综上，气候变化影响

下的国际风景园林研究是从行业实践中脱颖而来，

且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并且

坚信设计师们有责任、有能力做出重要贡献。

我国风景园林界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始于俞孔

坚等［20］提出的景观与城市生态设计的概念与原理，

2007 年之后开始从风景园林视角积极回应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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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前期研究致力于对国外气候变化应对案例的分

析和借鉴［21-24］，之后则逐渐转变为从本土人居环境

建设视角出发积极探索气候变化给风景园林带来的

影响，例如对气候变化背景下风景园林的功能定位

进行研究［25-26］、通过城市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来对

城市微气候调节进行研究［27-28］，而最多的是对低碳

策略和技术进行探索［29-30］。可以看出，我国风景园林

界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重点从最

初的关注小尺度微环境气候及相关理念探索和案例

研究，逐步转变为深入解读大尺度的气候变化规律

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全面影响，并积极寻找应对

策略、发展技术解决方案，本研究即基于以上需求。

2.2　对风景园林特征的影响

风景园林的实践对象是复杂的生态和人工系

统，它们既包含自然环境也有社会人文以及经济政

治等多方面的因素，风景园林师就是通过调整这两

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为人居环境建设服务的。

人类世时代特别是“大加速”［31］之后，人类活动成为

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对世界各国风景园

林实践已经并还将持续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巨大影

响，从根本上塑造了人类世风景园林的特征：（1）气

候变化对自然特征的影响涉及植被、水文、地貌等自

然要素，进而对风景园林的形式、形态产生影响。例

如气候变暖直接改变了植物物候从而影响风景园林

规划设计中植物的选择，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就是

近些年高温干燥的气候条件使苔藓类植物面临枯

萎，因此，日本标志性的禅宗园林设计与维护遭遇到

极大的挑战［32］；气候变化导致的暴雨等极端天气事

件频发使得城市的水文条件突变，因此，雨洪管理成

为城市风景园林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海绵

城市等技术手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对人文特征

的影响通常直接涉及人们对环境的观念、看法以及

生产生活方式，从而间接改变对风景园林的评价标

准。自古以来中西方风景园林都非常注重艺术美和

视觉效果的表达，但自工业革命之后 200余年以来大

气温度持续升高带来了日益频繁的生态灾害并逐步

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安全，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

然的关系。因此，设计理念与手法受到气候变化的

冲击，20世纪末以来，近代西方的“设计结合自然”理

念、远古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重新得到了重视，生

态美学成为评价风景园林风格与形式美的重要指标

之一。（3）人类世风景园林必须积极应对高温干旱、

洪涝灾害等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为此提

供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不但改变了人工

环境的面貌，而且提升了当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

管理的复杂度和难度，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必须紧

密结合起来才能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3　人类世风景园林应对气候变化的

主要目标

基于人类活动的人类世不但影响地球的自然系

统过程，更是通过干预生态系统而在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不同层面上都留下了痕迹，瓦解了数

千年来存在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平衡（www.un.org/
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2018-revi ⁃
sion-of-world-urbanization- prospects.html）。目前全

球已经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且预计到 2050年

将达到 70%［33］：塑造了 21世纪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

关系（https：//rm.coe. int/168048968d.）。作为人类

世突出表征的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严重挑战，亟

需人类重新思考如何营建地球这一人类的唯一家

园，国际风景园林界的学者一致希望通过探寻针对

气候变化的各种措施，更加有效地保护、管理和规划

景观，从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承担关键甚至领导性

的作用。对于气候变化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西方发达

国家，欧盟和欧洲委员会进行了科学研究并达成一

致对气候变化的特定方面进行关注：2010 年在莫斯

科召开的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提出，未来城市发展

的关键是理解“气候变化对陆地的负面和正面影响，

包括在人居聚落、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就业和

区域生产系统”［34］，紧接着欧盟资助了“欧洲绿带”

（https：//ec. europa. 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
2024/european-green-deal_en.）等一系列公共项目来

应对气候变化；2021 年欧洲理事会在《欧洲景观公

约》（https：//www.coe.int/en/web/landscape/cep-cd⁃
cpp-2021）中指出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目标在于减少

碳排放、社会的弹性和转型、保持自然环境的可持续

性。深入解析这些倡导和论断可以为风景园林学科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明确的思路，即通过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和管理来促进减碳、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培

育有利于人类健康福祉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环境

（https：//www. iflaworld. com/ifla-climate-action-
commitment-statement）。

为达到这些目标，国际风景园林学者纷纷提出

了纲领性文件和策略建议，总结起来基本从以下 4个

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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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层面。积极发展基于科学研究的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要求政府结合气候危机推进公共政

策的改革，风景园林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共同

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以确保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

能够发出更强音，以便实现与公众共同应对紧急情

况的承诺。

2）学科层面。推进相关程序的修改与更新，例

如将对气候变化的考量加入专业技术导则和相关资

讯中，发布各类有助于设计师寻求气候解决方案的

相关培训和学习项目，以确保设计师能够对其工作

中的气候影响部分进行有效衡量，帮助研究者和实

践者相互协作、发展有效的合作关系应对气候变化。

3）技术层面。提高相应的标准和技术，例如加

速推进硬质和软质景观材料的固碳技术导则（em⁃
bodied carbon in hard and soft landscape materials），使

其快速有效地在业界实践中广泛应用。

4）人才层面。引导风景园林从业人员认识到自

身对气候变化所负有的专业责任，例如英国景观学

会在 2020 年就草拟了《全球园林专业道德原则》

（Global Ethical Principles for the Landscape Profes⁃
sion）和《LI实务守则》（LI Code of Practice），要求规划

师和设计师在继续提高专业技能方面，至少花费 1/5
的时间用于与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相关技术的培

训（https：//landscapewpstorage01.blob.core.windows.
net/www-landscapeinstitute-org/2020/05/12284-cli ⁃
mate-biodiversity-action-plan.pdf）。

4　人类世风景园林应对气候变化的

路径与策略

人类世风景园林在战略上逐渐趋向于通过 2 个

路径来应对气候变化，即缓解与适应。但在实践中

有效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很少单独出现，一般都是

综合考虑以上 2个思路而提出的整体方法和策略，不

但可以直面那些具体的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可以通

过实现次生效益使人与自然达到动态的平衡。但目

前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不足致使风景园林学还没能

给出足够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正是 21世纪人类世风

景园林界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为地球创造一个

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未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

以下路径与策略供我国风景园林研究者与实践者

参考。

4.1　缓解路径:减少碳排放

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到 2050年实现净温室气体

零排放以期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以内，这是

一个极具挑战的目标，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参与。作

为人居环境领域内的重要学科，风景园林学可以在

不同尺度范围上用不同的方法创建低碳场所来缓解

气候变化。

1）减碳。在设计阶段就考虑使用减碳策略来指

导风景园林建设：（1）使用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策略

来减少户外空间中的碳含量，例如使用可循环的、废

弃的或者可持续制造和获取的材料、使用本地植物

等以减少碳足迹［35］；（2）采取节约能源的策略以减少

风景园林的碳排放，例如使用绿色屋顶来隔热、用大

树提供树荫以减少夏季空调使用需求，在冬天升高

环境温度降低风速从而减少取暖需求；（3）在环境设

计中适当加入可食景观以产出本地食物、提高地方

自给自足能力来减少外来食物运输所产生的碳足

迹；（4）鼓励主动交通（positive transportation）策略以

减少碳排放，例如通过设计提供自行车和行人为主

的慢行交通系统来减少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关注

交通的可达性和包容性以确保不同人群的主动交通

使用便利性；（5）寻求可再生能源策略以减少石化能

源产生的碳排放，例如在景观设计中尽可能地采用

太阳能照明、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置换依赖化石

能源支持的基础设施。

2）固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被公认为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风景园林的固碳

策略在碳汇和生物多样性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优势。

（1）首选植树造林，包括规划、种植和管理城市中的

森林、林地和行道树等作为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利

用乡土树种营造快速成长的密林、实现二氧化碳生

物封存。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以植物进行

固碳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例如英国正在实施的 330
个“野生动物与乡村联系”项目，通过植树造林每年

可以吸收 10 万 t 二氧化碳（https：//landscapewpstor⁃
age01. blob. core. windows. net/www-landscapeinsti⁃
tute-org/2020/09/12332-greener-recovery-v6. pdf）；

（2）恢复和管理城市的自然和人工湿地、泥炭地等特

殊小型生境，形成自然碳汇区以固存自然界中的二

氧化碳；（3）通过尽可能地避免将土地硬质化、有效

地管理地表植物等措施，来增加城市土地作为通用

碳汇区的可能性，以达到辅助固碳的作用。

4.2　适应路径:建设弹性人居环境

适应气候变化，是指调整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去适应那些无法避免的气候变化后果。物质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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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建设策略对于适应洪水、干旱和其他气候变化

带来的灾害是非常重要的，风景园林可以通过优先

考虑“人-场所-自然”之间的良性关系提出相应措施，

在不同的尺度和范围内调整人居环境的各类场所以

适应人类世的气候变化。

1）提高热弹性，减少城市热岛效应（urban heat 
island effect，UHI）。植物是气候适应性解决方案的

最有效手段之一。科学家估计，至少需要 40% 树冠

覆盖率才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36］，因此，积

极建设城市（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大型和特大型城市）

的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包括区域

和城市公园、绿带、城市郊野绿道等（https：//www.
c40knowledgehub. org/s/article/Cities100-Medellin-
s-interconnected-green-corridors？ language=
en_US） ，可以有效地修复城市自然环境，提供生态

系统服务并提高城市的热弹性——夏季吸纳过热的

温度并增加湿度，冬季防风保温并提供生态系统服

务。对于已经存在的城市公园绿地等也要积极地保

持、维护和更新，这更是可持续的气候问题解决思

路，例如荷兰阿纳姆推进的“沥青变绿草”（https：//
www. dezeen. com/2020/08/04/dutch-city-swaps-as⁃
phalt-for-trees-to-adapt-to-climate-change/）、哥伦比

亚城市麦德林实施的“郊野绿道”（https：//www.wefo⁃
rum.org/agenda/2021/08/colombias-medellin-plants-
green-corridors-to-beat-rising-heat/）等项目，都成功

地为城市提供了降温防风、减少污染的绿色屏障。

通过设计、管理城市中的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等植

物系统以提高建筑的热功效、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2）提高水弹性应对洪水和水资源短缺。水在建

设气候适应性方面是很关键的要素之一。（1）利用有

效手段滞留并减轻城市水污染，包括但不限于创建

湿地或其他栖息地来减少暴雨径流、容纳洪水、过滤

污染、提高生物多样性；（2）管理城市中的径流率和

地表径流，其中非常重要的是适当收集和利用灰水

来提高城市水资源利用率；（3）提升汇水区管理，通

过景观尺度的集水区和水系统管理来蓄洪，适应日

益增长的水短缺等水问题。

5　结 语

健康的自然环境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支撑，而气

候变化却使之深陷危机，必须采取行动应对这些气

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这些行动不但涉及相关政

策和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实践层

面做出相应的改变。从奥姆斯特德创立现代景观学

开始，近 2个世纪以来风景园林学科一直在积极探索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景观设

计师通过深入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增强风

景园林学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37］、开拓风

景园林研究的新局面。人类世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世

人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8］，并且为人

与自然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哲学、科学和

物质的研究框架。人类世时代的风景园林不再停留

于对可见要素和纯粹审美的追求，而是致力于创造

人类与自然共生的场所，设计师可以与客户、供应商

及相关领域的学者一起合作提供“气候积极设计”

（climate positive design），从而在全球应对气候危机

的行动中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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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and mitigating：pathways and strategi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21st century for Anthropocene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WANG Zhen,WAN Mi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A healthy living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all development in human soci⁃
ety，but 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plunged it into crisis.The emergence of concept of Anthropocene has laid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As a disci⁃
pline connecting people，sites and environment，landscape architecture can play a key role in encouraging 
and leading living environment related disciplines to jointly cope with the global climate crisis.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Anthropocene era，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Anthropocene. It points out that climate change，as the primary symbol of 
the Anthropocene，has a wide range of impacts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The main objectiv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re summarized in depth by establishing a logical link between cli⁃
mate change，the human world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Some feasible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are put for⁃
ward.It will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update an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Anthropocene；climate change；living environment；landscape architecture；adaptation and 
mitigati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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