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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公园的游憩草坪是游人开展游憩活动的主要场所,深入探究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人

行为的相关性对于开展游憩草坪“人性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以南京玄武湖公园中的6块游憩草

坪为研究对象,分别开展游憩草坪空间特征量化解析和游人行为调研,并进一步展开两者的关联性

分析。结果表明,1)除光影环境与开敞度外,其余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人信息均存在密切关联,
其中游人总人数与草坪面积呈正相关;女性占比与草坪可达性呈正相关;儿童占比与草坪面积呈正

相关,少年占比与草坪内植物种类呈正相关,青年占比与草坪内水景设施有无以及可达性呈负相

关,中年占比与空间形状系数呈正相关;3~5人的游人群体数量占比与可达性呈负相关;旅游团群

体数量占比与可达性呈负相关。2)游憩行为与景观要素间存在密切关联,而与其他空间特征的相

关性不显著,其中观景行为与水景设施有无呈正相关,运动行为与建筑小品有无呈正相关。本研究

初步揭示了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人行为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能够为游憩草坪的“人性化”设计提

供理论参考,并为完善城市公园的游憩功能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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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creational
 

lawns
 

in
 

urban
 

parks
 

are
 

the
 

main
 

places
 

for
 

tourists
 

to
 

develop
 

recreational
 

ac-
tivities.Therefore,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
al

 

lawn
 

and
 

visitors'
 

behavi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zed"
 

design
 

of
 

rec-
reational

 

lawns.In
 

view
 

of
 

this,this
 

research
 

took
 

6
 

recreational
 

lawns
 

in
 

Nanjing
 

Xuanwu
 

Lake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carry
 

ou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creational
 

lawn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
veys

 

on
 

visitors'
 

behavior,and
 

further
 

to
 

exp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xcept
 

the
 

light
 

environment
 

and
 

the
 

open
 

degree,other
 

lawn
 

characteristic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visitor
 

information,the
 

number
 

of
 

visitor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reage;
 

the
 

propor-
tion

 

of
 

femal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cessibility;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wa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acreage,the
 

proportion
 

of
 

juvenil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lant
 

species,the
 

proportion
 

of
 

youth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water
 

features,the
 

proportion
 

of
 

middle-aged
 

peopl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patial
 

shape
 

fact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urist
 

group
 

with
 

3-5
 

peopl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cessibility,the
 

proportion
 

of
 

organized
 



tourist
 

group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cessibility.2)
 

Visitor
 

behavio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land-
scape

 

elements,but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othe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Among
 

them,viewing
 

be-
havio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vailability
 

of
 

water
 

feature
 

facilities,sports
 

behavio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rchitectural
 

sketches.This
 

study
 

initially
 

reveal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char-
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al
 

lawns
 

and
 

the
 

behavior
 

of
 

visitors.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humanized"
  

design
 

of
 

recreational
 

lawn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recrea-
tional

 

functions
 

of
 

urban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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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园是城市中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

目的,兼具生态、美化、防灾功能的绿地[1]。游憩草

坪作为城市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吸引游人

视线的景观中心,更是游人开展观景、坐憩、游戏等

各种游憩活动的主要场所[2]。然而,长期以来城市

公园的游憩草坪在建设过程中,多从景观角度出发,
未能充分考虑游人的游憩需求,从而导致诸多草坪

在投入使用后出现了使用度低、公平性差、游憩体验

不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从游人视角出发,开
展游憩草坪的“人性化”设计,对于完善草坪游憩功

能以及提高市民游憩体验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研究证实,城市绿地的景观空间与使用者

行为具有密切联系[3]。20世纪60年代,环境行为

学在建筑领域兴起[4],随后逐渐进入景观设计领域。
前人研究发现环境小气候、空间布局以及景观要素

等景观空间特征对使用者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例如

John等[5]发现商业区内开放空间的光照、温度、风
速等小气候因素会影响空间使用频率;Golicnik
等[6]发现城市公园中的使用者行为具有边界效应和

地标效应,且受空间布局与细节差异的影响;Sugiy-
ama等[7]发现居民对住宅附近游憩空间的使用频率

与空间内水景、草坪、游步道、宠物设施等配套设施

的完善程度呈正相关,李利等[8]根据坡度与高程将

城市公园分为4种常见地形,并对不同地形的空间

与游人行为活动进行关联性分析,最后基于公园内

地形类型的不同提出相应的设计建议。此外,景观

空间对使用者行为的影响还体现在不同类型使用者

对景观空间的选择偏好存在较大差异上,例如Ching-
hua等[9]通过邮件调查游人对公园类型的偏好度,发
现不同性别与种族的游人对城市公园的选择趋向和

使用偏好相异;杨延基等[10]使用核密度估算法分析

发现游人身份的不同会影响其对城市公园的使用频

率和使用时间,龙学文等[11]使用GVT技术记录游人

在城市公园中的使用路径与停留情况,发现游人年龄

和结伴模式会影响其在城市公园中的游赏路径;贺征

兵等[12]采用意愿调查法,发现游人的文化程度、经济

收入和技术职称等因素会影响游人对森林公园景观

游憩功能的支付意愿。因此,深入探究景观空间与游

人行为的关联性,揭示游人在景观空间中的行为规律

是开展“人性化”景观设计的迫切需求。
目前,关于游憩草坪景观与游人行为的研究仍

较为薄弱,前人研究主要涉及游憩草坪的景观空间

营造、草坪景观评价以及游憩活动调研等方面,例如

李伟强等[13]以杭州西湖4个草坪景观空间为例,通
过实地调研和量化分析解析空间联系方式以及空间

对比的处理手法;杨程程等[14]对上海城市公园中游

憩草坪空间的植物配置及游憩利用情况进行调研分

析,进而归纳出4种游憩草坪的植物配置模式;朱思

颖[15]调研了西安市12座城市公园的游憩草坪景观

和游憩行为,通过层次分析法对草坪景观进行综合

评价,并提出了相应优化建议。上述研究为游憩草

坪的空间设计、景观评价以及游人行为解析奠定了

基础,但尚未涉及草坪景观空间的量化分析,且游憩

草坪景观空间与游人行为的相关性研究尚未涉及。
鉴于此,本研究以南京玄武湖公园的游憩草坪为研

究对象,分别开展游憩草坪空间特征量化解析和游

人行为调研,并进一步开展两者的关联性分析,以期

为游憩草坪的“人性化”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完

善城市公园的游憩功能提供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区域概况和样地选择

南京为江苏省省会,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温16
 

℃,年平均降水量1
 

106.5
 

mm,植被区划中

属常绿阔叶林向落叶阔叶林的过渡地区。玄武湖公

园位于南京市玄武区(32°04'N,118°47'E),是一座

典型的城市公园,总面积5.13
 

km2,湖面面积3.78
 

km2,湖中有5个小洲,分别为环洲、樱洲、菱洲、梁
洲、翠洲。玄武湖公园是南京城区内的重要景点之

一,被誉为“金陵明珠”,公园自2010年10月1日起

免费向公众开放,目前已成为南京市民游憩休闲的

重要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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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择玄武湖公园情侣园与樱洲区域根据

场地面积、开敞程度、植被状况、周边方位等景观异

质性差异较大的6块游憩草坪作为样地,根据游览

顺序依次编号为A1、A2、A3、A4、A5、A6(图1)。

引自高德地图。A1由道路环绕,中心空旷,边缘散植乔木;A2呈方形,道路从中穿过将场地分为两部分,四周点植乔木;A3位于茶花园和棕榈

园之间,中心空旷,四周植被丰富,整体氛围荫蔽幽静;A4临水呈三角形,一边与水域相接,空间开阔;A5位于亲水步道旁,整体呈长条形并向

水体倾斜一定坡度;A6地形平坦,群植乔木,林下空间开阔。

图1 样地区位

Fig.1 Location
 

of
 

sample
 

areas

1.2 游憩草坪空间特征调研

从景观要素、空间形态、空间开敞度、空间可达

性以及光影环境这5个方面开展游憩草坪的空间特

征调研,具体调研方法如下。

1.2.1 景观要素 现场调研并记录各样地的植物

种类、地形变化、水景设施、园林小品四种景观要素

情况,初步评价各样地的景观要素特征。

1.2.2 空间形态 从空间大小和空间形状的复杂

程度这两个方面进行空间形态评价,具体涉及总面

积和空间形状系数这2个指标,其中S=
L

2 πA
(S

为空间形状系数、L 为空间边界周长、A 为草坪总

面积)[16],S 越大,空间形状越复杂。

1.2.3 空间开敞度 草坪样地空间开敞度计算采

用建筑师芦原义信提出的方法,即Q=
D
H
(Q 为空

间开敞度、D 为从观察点到空间边界植物之间距

离、H 为环境要素的高度)[17]。一般情况下,Q 越

大,空间越开敞;Q 越小,空间越封闭。

1.2.4 空间可达性 空间可达性是指人们从空间

中任意一点到达目的地的难易程度,常用距离、时间

等指标来衡量[18]。本研究选取样地距公园主要出

入口与主园路的距离作为衡量空间可达性的指标。

1.2.5 光影环境 游憩草坪上的植物要素塑造了

空间光影环境,主要通过影响视觉感官和空间小气

候对游人行为产生影响[19]。郁闭度是表征空间透

光性与林分密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郁闭度表征

空间光影环境,计算方法为:C=
S
A
(C 为郁闭度,S

为总树冠投影面积,A 为草坪总面积)。

1.3 游人游憩行为调研

调查时间选择在春季晴天周末15:00-16:00,
采用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法结合开展游人行为调

研。对现场进行照片拍摄,观察游人游憩行为(穿
行、观景、运动、游戏和坐憩),并对游人发放问卷,调
查问卷包括游人基本特征(性别、年龄、同行人数和

结伴方式)。累计调查3次,随机发放问卷510份,
回收问卷498份,其中有效问卷490份,男女整体性

别比为0.94。

1.4 数据统计和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Excel
 

2007和SPSS20.0进行统

计分析,通过相关性分析解析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

游人行为的相关性,使用PS2018与 Origin2019进

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游憩草坪空间特征的量化分析

本研究从景观要素、空间形态、空间开敞度、空
间可达性以及光影环境这5个方面对游憩草坪空间

特征进行量化研究(表1、图1、图2),结果显示:在
景观要素方面,A5的景观要素较丰富,植物种类较

多,且同时拥有地形变化、水景与园林小品;A3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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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中仅标注乔灌木,草本植物没有标注。

图2 样地平面

Fig.2 Plans
 

of
 

sample
 

areas

物种类外不存在其他景观要素,且植物种类最少。
在空间形态方面,5块样地的面积大小为A2>A6>
A1>A4>A3>A5,其中A2面积达6

 

900
 

m2,但空

间形状系数较低,仅1.16;而A5面积仅860
 

m2,但
空间形状系数较高,为1.57。在空间开敞度方面,

A1、A2的开敞度较高,“D
H
”均>3.0,其中 A2的

“D
H
”高达3.9,空间最开阔;A5的“D

H
”仅为1.3,空

间最封闭。在可达性方面,6块样地的综合可达性

大小为A2≈A3>A4>A1>A6>A5;A2、A3的综

合可达性较高,距离入口在150
 

m左右,且均位于

主园路旁;A5、A6位于湖心岛,可达性相对较差。
在光影环境方面,6块样地的郁闭度从大到小依次

362第6期 文书生
 

等:城市公园游憩草坪空间特征及其与游人行为的关联性研究———以南京玄武湖公园为例



表1 游憩草坪空间特征量化分析

Table
 

1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areas

样地

景观要素

植物
种类

地形
变化

水景
园林
小品

空间形态

面积/m2
空间形状

系数

空间开敞度

D/H

空间可达性

与最近
入口距离/m

与主要
园路距离/m

光影环境
郁闭度(%)

A1 6 0 0 1 2
 

356.1 1.19 3.5 338.3 51.2 19.9

A2 14 0 0 1 6
 

901.2 1.16 3.9 143.6 37.8 14.6

A3 7 0 0 0 1
 

204.2 1.42 2.6 163.4 18.0 47.0

A4 18 0 1 0 1
 

822.2 1.34 2.4 282.4 10.6 38.7

A5 13 1 1 1 859.9 1.57 1.3 413.0 84.1 63.1

A6 14 1 0 1 3
 

812.7 1.11 3.3 682.8 35.4 67.9

  注:景观要素中“1”代表要素存在,“0”代表此要素不存在。D/H 中,D=从观察点到空间边界植物之间距离,H=环境要素的高度。

为A6>A5>A3>A4>A1>A2,其中 A6植被丰

富,郁闭度高达67.9%,但林下空间开阔;A2植被

最少,郁闭度仅为14.6%。

2.2 游憩草坪游人行为分析

将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相结合,探究游憩草坪

上不同类型游人的游憩行为特征,具体涉及游人基

本特征和游憩行为特征解析2个方面。
从性别、年龄、同行人数与结伴方式这4个方面

解析游憩草坪的游人基本特征(图3),结果显示,在
性别比例方面,不同样地的游人性别差异较大,A5、

A6男性游人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15、

1.66;A2、A3、A4女性游人多于男性,男女性别比

分别为0.79、0.63、0.81;A1男女游人数量大致相

当,男女性别比为0.90。在年龄分布方面,6块样地

的不同年龄段的游人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青年

(47.6%)>中年(19.3%)>老年(17.0%)>儿童

(9.0%)>少年(7.1%),其中儿童、少年、青年、中
年、老年占比最高的样地分别为 A2(28.2%)、A4
(15.3%)、A6(89.6%)、A5(37.5%)、A3(27.7%)。
在同行人数方面,多数游客选择结伴出行(同行人

数≥2),6块样地的结伴出行比在53.3%~96.2%,
其中2、3-5、6人以上占比最高的样地分别为 A2
(55.3%)、A6(65.4%)、A6(11.5%)。在结伴方式

方面,6块样地的游人结伴方式占比由高到低依次

为:单人(26.7%)>家庭(24.3%)≈伴侣(23.7%)

>朋友(21.3%)>旅行团(4.0%),其中,伴侣、朋
友、家 庭、旅 行 团 占 比 最 高 的 样 地 分 别 为 A2
(35.6%)、A6(41.7%)、A6(33.3%)、A6(12.5%)。

丹麦建筑师Jan
 

Gehl在《交往与空间》中,将公

共空间中户外活动分为必要性、自发性、社会性活动

3大类,其中必要性活动是基础,自发性活动依附于

外部物质条件,社会性活动依赖于前2种类型且具

有连锁效应[20]。本研究中必要性活动指不以草坪

为停留地的穿行行为;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均

以草坪为停留地,但活动动机相异,自发性活动强调

个人的自主行为,包括观景和运动行为,社会性活动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行为,包括游戏和坐憩行为。
本研究中6块游憩草坪的游人游憩行为特征表现如

下(图4):6块样地的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社会

性活 动 的 综 合 占 比 分 别 为 20.3%、49.3% 和

30.4%。必要性活动中,A3占比最高,达29.6%,

A5占比最低,仅13.0%;自发性活动中,观景占比

高于运动占比,其中 A4观景活动占比 最 高,达

48.1%,A6观景活动占比最低,仅26.3%;社会性

活动中,A2坐憩活动占比最高,为28.8%,A6游戏

活动占比最高,为23.4%。

2.3 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人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在草坪空间特征和游人行为解析的基础上,使用

SPSS20.0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游人基本特征

方面,总人数与草坪面积呈显著相关;性别方面,男女

性别比与最近入口距离相关性极显著,与最近出入口

距离越远则男女性别比越高;年龄方面,空间特征与

儿童、青年、中年占比均显著相关,其中儿童占比与草

坪面积呈正相关,青年占比与水景有无呈负相关、与
最近入口距离呈正相关,中年占比与空间形状系数呈

极显著正相关;同行人数方面,3~5人的游人群体占

比与最近入口距离呈正相关;结伴方式方面,旅行团

占比与最近入口距离呈正相关(表2)。游人游憩行

为方面,游憩行为与景观要素存在关联,与其他空间

特征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其中观景行为与水景设施呈

正相关,运动行为与建筑小品呈正相关(表3)。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游憩草坪空间特

征与游人行为存在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2方面:一
是不同类型的游人对游憩草坪空间的选择偏好存在

较大差异;二是不同的草坪空间适配的游憩行为存

在较大差异,而研究结果也为我们构建游憩草坪空

间优化设计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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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性别比=男性游客人数/女性游客人数。年龄分布中,儿童为0~6岁,少年为7~17岁,青年为18~40岁,中年为41~65岁,老年为66
岁及以上游客。

图3 游憩草坪的游人基本特征

Fig.3 Visitors'
 

feature
 

in
 

sample
 

areas

图4 游憩草坪的游人游憩行为特征

Fig.4 Visitors'
 

recreational
 

behavior
 

in
 

sample
 

areas

3.1 不同类型游人对游憩草坪空间的选择偏好

本研究发现除开敞度和光影环境,其余游憩草

坪空间特征与游人基本特征均呈显著相关,具体体

现为:1)游人总人数与空间面积呈正相关,说明游人

更青睐于面积较大的游憩草坪,这与刘瑞雪等[21]得

出的可进入的草地面积越大则使用者密度越大的结

论相符。2)男女性别比与最近出入口距离呈极显著

负相关,说明男性更偏好距出入口较远的场地,而女

性偏好距出入口较近的场地。3)不同年龄段的游人

对于游憩草坪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儿童

偏好面积较大的游憩草坪,例如面积最大、地形变化

较小的 A2样地中儿童占比最高,这与 M.Kyttä
等[22]的研究结果相符,这可能是由于大面积的游憩

草坪能够满足儿童奔跑跳跃的好动天性,且视线良

好不受阻拦,方便家长照看儿童;青年偏好没有水景

设施且距出入口较远的场地,如 A6距最近出入口

距离最远且没有水景,但其青年占比为6块样地中

最高,这可能由于青年对静谧空间和自然环境的要

求更高,据F.Bakhtiari等[23]研究发现,公园中的一

部分青年使用者愿意多走4.3
 

km以到达那些更为

自然且人群密度较少的区域;中年人偏好空间形状

系数较高的游憩草坪空间,如 A5的空间形状系数

达1.57,其中年使用者占比为样地中最高,这可能

是由于空间形状系数高的场地能更好满足中年使用

者对稳定感和归属感的要求,这与罗杨[24]的研究结

果相符。4)3~5人的游人群体占比与最近出入口

距离呈正相关,其余游人群体与游憩草坪空间特征

无显著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3~5人群体在选择空

间时会优先选择可同时进行个人活动、群体交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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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人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变量 总人数 性别
年龄分布

儿童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景观要素 植物种类 0.424 0.277 0.301 0.424 0.085 -0.226 -0.471
地形变化 -0.655 0.393 -0.393 -0.131 -0.655 0.655 -0.131
水景设施 -0.414 0.207 0.000 0.414 -0.828* 0.414 0.000
园林小品 0.000 0.621 -0.207 -0.207 0.207 -0.207 -0.621

空间形态 面积 0.847* 0.081 0.845* -0.106 0.219 -0.607 -0.646
空间形状 -0.797 -0.295 -0.372 0.264 -0.614 0.926** 0.603

开敞度 开敞度 0.737 -0.025 0.545 -0.203 0.348 -0.789 -0.378
可达性 与最近入口距离 0.101 0.969** -0.566 -0.548 0.851* -0.320 -0.653

与主要园路距离 -0.509 0.342 -0.164 -0.234 -0.075 0.579 -0.156
光影环境 郁闭度 -0.196 0.667 -0.700 -0.481 0.477 0.167 -0.256

变量
同行人数

1人 2人 3~5人 ≥6人

结伴方式

单人 伴侣 朋友 家庭 旅游团

景观要素 植物种类 -0.613 0.309 0.526 -0.538 -0.585 0.044 -0.211  0.694 0.306
地形变化 0.131 -0.131 0.131 0.131 0.131 0.399 -0.655 -0.393 0.417
水景设施 0.000 0.207 0.414 -0.414 0.000 0.315 -0.621 -0.207 0.000
园林小品 -0.414 0.000 0.207 0.621 -0.414 0.315 0.000 0.414 0.660

空间形态 面积 -0.727 0.749 0.193 -0.235 -0.797 0.281 0.429 0.731 0.055
空间形状 0.653 -0.288 -0.403 -0.106 0.680 0.232 -0.686 -0.721 -0.039

开敞度 开敞度 -0.442 0.466 0.074 -0.017 -0.518 0.021 0.503 0.525 -0.225
可达性 与最近入口距离 -0.519 -0.630 0.858* 0.691 -0.394 -0.788 0.557 0.364 0.847*

与主要园路距离 0.035 -0.130 -0.070 0.490 0.155 0.200 -0.433 -0.290 0.488
光影环境 郁闭度 -0.13 -0.771 0.629 0.502 -0.062 -0.709 0.325 -0.055 0.767
  注:因地形变化、水景设施、景观小品3个变量不为连续变量,故使用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其余变量为连续变量,则均使用Pear-

son相关系数进行计算;*表示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表3 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憩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of
 

tourists

变量 必要性活动穿行
自发性活动

观景 运动

社会性活动

游戏 坐憩

景观要素 植物种类 -0.554 0.014 0.224 0.469 -0.107
地形变化 -0.655 0.393 0.131 0.393 0.131
水景设施 -0.414 0.828* -0.414 0.207 -0.414
园林小品 -0.621 -0.414 0.828* 0.414 0.207

空间形态 面积 -0.057 -0.657 0.547 0.294 0.391
空间形状 -0.055 0.712 -0.785 -0.509 0.283

开敞度 开敞度 0.434 -0.606 0.442 0.044 0.013
可达性 与最近入口距离 -0.615 -0.241 0.701 0.801 -0.507

与主要园路距离 -0.603 0.234 0.035 0.121 0.260
光影环境 郁闭度 -0.641 -0.115 0.359 0.657 -0.161

及团体活动的空间,而距出入口较远的草坪可以避

开密集的人员往来,从而避免对人群活动造成干扰。

5)从结伴方式看,旅行团更偏向于距出入口较远的

场地,这可能由于可达性较差的场地人群密度较低,
更适合开展团体活动。
3.2 不同游憩草坪空间的游憩行为差异

本研究还发现游人游憩行为与游憩草坪的景观

要素存在密切关联,而与其他空间特征的相关性均

不显著,具体体现为:1)水景设施与观景活动呈正相

关,这可能是因为水景作为最重要的园林要素之一。
一方面能够增加游憩草坪空间的景观多样性,从而

提升景观空间的视觉吸引力[25];另一方面水景能够

有效改善临水绿地的空间小气候,如前人研究发现,
临水绿地环境中空气湿度、太阳辐射以及温度都更

低,且风速更大,使得游人的热舒适度更佳[26-27]。2)
运动行为与场地内园林小品的有无呈正相关,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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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为带有休憩或景观设施的场地能够优化运动

体验,在运动过程中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例如吕

红[28]研究发现城市公园中休憩设施和健身器械的

存在是满足市民日常健身的重要因素,且人文景观

如雕塑或装饰物的存在可以唤起游人积极的心理情

绪,已有研究发现证明,具有水景与景观小品且开敞

的活动空间可以吸引更多的活动人群[29]。因此,带
有装饰性、休息设施或健身器械等园林小品的游憩

草坪能够更好地满足游人的运动需求。

3.3 游憩草坪空间优化设计策略

上述研究从游人基本特征和游憩行为2个方

面,初步揭示了游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人行为的相

关性,这为游憩草坪的优化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1)在景观要素方面,丰富的植物种类有助于增强景

观效果及其对外界环境干扰的抗性;可根据立地条

件设置草坪地形变化以增加空间层次感,但过多的

地形起伏会影响穿行和活动;因地制宜设置水景可

提高空间的景观多样性,增强游憩体验;装饰性园林

小品可增加空间的艺术性,而较大的草坪游憩空间

中游人更多,需要一定数量的功能性园林小品提供

应急需求服务,因此可根据草坪类型适当增设雕像、
花架或座椅、亭廊等园林小品。2)在空间形态方面,
较大面积的游憩草坪是游人的主要活动场地,应避

免过于复杂的地形变化与形状轮廓,同时注意合理

设置空间边界遮挡物的高度,减轻视线的闭塞感,营
造开阔的空间氛围。3)在开敞度方面,本研究关于

开敞度的相关性分析尚不显著,但草坪边缘的植被

建筑等高度会通过影响空间氛围而影响游人对空间

的选择,可立足于空间环境周边开敞度情况,合理决

定草坪用途和服务人群。4)在可达性方面,面积较

小或可达性不佳的游憩草坪需更加注重景观效果的

构建,如通过多样的植物配置和地形变化以营造较

为复杂的空间氛围,同时增设座椅凉亭等休憩设施

以满足年龄稍大的游人对稳定感和归属感的需求。

5)光影环境方面,本研究关于郁闭度的相关性分析

尚不显著,但前人研究发现景观空间中的光影效果

变化会影响游人的游憩体验,所以郁闭度仍是设计

中应考虑的问题,因此,可利用植物四时的疏密色彩

变化,有效增强空间内景观效果。
 

游人作为城市公园的服务对象,其行为特征理

应是设计过程中的关注重点,本研究初步揭示了游

憩草坪空间特征与游人行为的相关性,并为游憩草

坪的优化设计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后期研究

可选择更多样地,多时段多角度观测游人行为特征,
并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从而更全面

深入地揭示游人行为与游憩草坪空间的相关性,为

开展游憩草坪的“人性化”设计以及完善城市公园的

游憩功能提供理论参考。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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