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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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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园林植物不仅有利于提高绿地的生态效益
!

而且可以创造健康的人居环境
%

园林植物配置在城市园林绿化

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

植物景观的评价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
%

概述了近年来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的研究成果

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分析了层次分析法
"

./0

&!

美景度评价法
'

123

&!

人体生理心理指标测试法
"

004

&!

审美评

价测量法
"

242#567

&

和语义分析法
"

18

&

的评价特点及其在园林植物景观评价中的应用
%

提出了
9

种评价方法适用的

绿地类型
!

指出园林植物景观评价存在的问题
!

进一步探讨了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的前景及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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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的合理配置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提高绿地生态效益" 而且可以愉悦身心" 给人美的享

受* 随着社会的进步" 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园林植物的作用" 创造美好人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

时" 也促进了园林植物配置相关研究工作的发展* 近年来" 城市绿化在植物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植物的选择+ 植物群落的生态效应与多样性+ 植物景观的评价及配置模式的确定等* 笔者在对国内外研

究资料分析的基础上" 概述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的研究进展" 希望为配置适宜的植物景观提供依据*

)

植物景观评价

植物配置" 应根据景观设计的需要" 运用乔灌草等植物材料" 结合植物自身的生态习性与生物学特

性" 利用植物的互惠共生关系" 将不同种类的植物相得益彰地配置以围合成能够表达一定意境的空间*

园林植物景观是相对于自然风景的人工植物组合" 科学的园林植物配置应该兼顾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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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美学原则及环境的生态原则"

植物景观的评价始于美国# 主要是针对

景观的视觉美学" 近些年$ 各国学者在植物

景观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简单的对

植物观赏特性的评价已经发展到运用各种理

论和方法对植物的综合绿化效益和园林植物

的配置进行评价% 目前$ 园林中运用较多的

植物景观评价方法有层次分析法&

$%&

'$ 美景

度评价法&

'()

'$ 审美评判测量法&

(*(!+,-

'$

语义分析法&

'.

'及人体生理心理指标测试法

&

&&*

'等&图
/

'%

0

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研究进展

!"#

层次分析法
!

$%&

"

$%&

法&

12134567 869:1:784 ;:<79==

'是
'1154

教授于
0>

世纪
?>

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决策分析方法%

$%&

法的特点是分析时需要的定量数据不多$ 用于多准则( 多目标的复杂问题的分析$

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园林植物景观的综合评价中% 评价时$ 可根据专家咨询法或问卷调查法等方式确定评

价的指标和权重$ 通过被试者的评分$ 再采用相应的标准进行量化分析来衡量园林植物的配置景观%

$%&

法虽然是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被提出的$ 但是却广泛用于建筑领域( 风景区的开发利用( 植物种质

资源等方面的评价)

@"!

*

% 国内将
$%&

法引入对园林植物配置的评价还是近些年的事情%

!>>/

年$ 唐东芹

等)

A

*选择了物种多样性( 植物景观空间多样性( 植物与硬质景观和谐性( 植物与整体环境协调性等
"

个

对园林植物景观效果贡献较大的定性和定量指标$ 建立整体指标体系$ 采用
$%&

法构造了园林植物景

观的综合评价模型$ 并应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园林植物景观进行了实例分析%

此外$ 还有不少学者利用
$%&

法进行公园植物景观的评价% 郑岩)

B

*过植物观赏特性多样性( 植物健

康状况等群落内部指标与植物景观可达性( 植物景观的文化内涵等外部指标$ 运用
$%&

法建立了哈尔滨

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的多层次景观评价体系$ 得到
!C

个植物群落的综合评价及排序% 李舒仪)

C

*利用
$%&

法

从视觉质量( 生态效能( 服务功能等
A

个方面建立了南京玄武湖公园植物景观综合评价体系% 翁殊斐等)

D

*

分别采用
$%&

法和
'()

法$ 以
C

个城市公园的
!>

个植物景观单元为研究对象$ 对广州城市公园的植

物配置进行了评价$ 结果表明
!

种评价方法的结果一致性较高$ 采用
$%&

法评价植物配置更为公平( 准确%

!"!

美景度评价法
!

'()

"

'()

法+

=79267 E91F54 9=56G156<2

'是由
.12693

等)

?

*提出的一种心理物理模式评价方法%

'()

法以归类

评判法为依据$ 让被试者给不同的风景图片评分$ 最终得到植物景观的美景度量表% 其最大的优点在于

能够同时对大量风景进行评价$ 但是各风景之间缺乏相互的比较%

'()

评价法多与 ,风景评价- 相联系$ 最初应用于大尺度的风景区( 森林景观及林分美学的评价方

面)

" " H

*

"

'78:<9I9:

等)

J>

*利用每个景观的
"

张照片对林内景观进行了美景度研究$ 并指出学生的评判可以

充分代表公众的审美态度.

%F33

等)

//

*对
B

种林分进行了美景度研究$ 认为天然林的景观质量最高. 目前$

应用
'()

法评价园林植物景观的相关研究较多%

有关公园植物景观的评价方面$ 翁殊斐)

/K

*

( 王竞红等 )

/A

*用
'()

法分别对广州( 深圳的公园植物配

置进行了评价% 翁殊斐研究发现非专业学生组的评判可以作为公众对植物景观的评判$ 受过专业教育的

园林学生可以作为预测植物景观的评判者% 王竞红侧重分析了影响植物景观美学质量的主导因子$ 指出

丰富的植物种类( 多变的空间层次和合理的植物季相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周春玲 )

/B

*将
'()

法引入居住

区绿地的评价$ 建立了对楼间绿地和中心绿地的美景度预测回归方程$ 通过
'()

度量值的相关性分析$

表明不同背景的被试群体在居住区绿地审美方面存在普遍一致性$ 这与其他学者的结论)

/C

*是一致的%

!"*

人体生理心理指标测试法
!

&&+

"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 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关注于植物景观和自然风景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

图
/

常见园林植物景观评价方法的应用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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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图片刺激& 测定被试者在观看照片时的生理及心理指标&

从而评价不同园林植物景观对人的影响# 在生理影响的评价方面&

6/57

!

!$

"将生理回馈定义为利用电子仪

器观测与放大人体内在的生理反应的过程& 使得外在无法了解的人体信息用数字化电子电位的形式表现出来!

!!

"

#

应用较多的生理观测指标主要包括' 脑电波(

889

%) 心率$

:;

%) 肌电值$

8<9

%) 血压$

6'

%) 皮肤温度

$

=>

%等!

$?

&

!!!!?

"

* 在心理评价方面& 一般采用注意力恢复量表$

;@=

%+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A(

%及心境状

态量表(

'B<=

%等, 目前& 中国在植物及植物景观对人生理) 心理影响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

!&CD"

"

,

许多学者分析了不同景观类型对人生理及心理的影响!

D$!D?

"

, 翁怡!

D&

"研究了不同景观与使用者生理

及心理效益的关系& 通过脑电波) 心率) 肌电值等生理指标的测定及心理量表的分析& 发现不同开发程

度的植物景观会造成使用者自然度感受的差异& 并且不同自然度感受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益和肌电反

应,

@-12E

!

$?

"测定了观看不同景观类型时被试者的生理和心理指标& 进而分析植物景观对人的生理和心理

反应及不同景观对人的影响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 结果表明' 山峦及公园景观会使观看者的
!

波增加&

水体和森林植物景观更有益于人的心理健康& 被试者的文化背景不会影响其生理反应& 但对被试者的心

理反应影响较明显, 江彦政等!

!!

"进一步探讨不同景观生态结构对被试者的生理及心理反应& 发现林地植

物景观对被试者的脑波影响最为明显& 人工植物群落和水体景观对被试者的心率影响最为明显,

!"#

审美评判测量法
!

$%$!&'(

"

6(6"F@G

法是俞孔坚在
F@G

法(

01H .I ,.J)1514/KL MN3EJL24

%的基础上提出的 !

DO

"

, 该方法弥补了
=68

法不能进行两两景观比较的不足&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适用于大样本的植物景观评价,

6(6"F@G

法的评

价程序为'

"

对植物配置照片进行编号& 并选择合适的
6(6

设计表-

#

根据
6(6

表将照片分组& 让被试

者对每组照片进行排序-

$

进行多次重复评判& 排列出合理的植物景观照片顺序,

用
6(6"F@G

法进行园林植物景观的评价& 可以反映不同群体的知觉审美与景观内在特征的关系, 一

些学者证实' 用
6(6"F@G

法评价园林景观是可行的!

DP!DQ

"

& 而且在评价由相似植物组成的景观方面效果更

明显!

R%

"

, 其中& 宋云龙!

R%

"

) 宋新建!

R#

"分别用
6(6"F@G

法评价了哈尔滨市和呼和浩特市的园林植物景观&

并提出了最佳的植物配置方案- 郑洲翔等 !

R!

"运用
6(6"F@G

法对
O

种类型的棕榈科
'10J1L

植物景观进行

了评价& 指出棕榈科植物配置按照高大阔叶乔木
"

棕榈科植物
"

灌木
"

草坪的立体层次更符合公众的审美,

!")

语义分析法
!

*+

"

=S

法(

*LJ124/, 3/IIL5L24/10 JL4-.3

%是奥斯顾德于
#Q?O

年提出的& 依据言语尺度进行心理感受测定!

RD

"

&

即从心理层面上了解和掌握被试者对某种景观的认识, 在植物评价中& 该方法常与因子分析法结合使

用, 一般来说& 首先是筛选相关的形容词对& 形容词对数在
!%TD%

之间出现次数最多- 其次是设定评判

尺度& 可以用
?

个或
O

个等级进行评价- 然后是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研究分析& 得到植物景观评分值,

曹娟等!

RR

"评价了北京市自然保护区植物景观& 提出利用
=S

法评价自然保护区的景观特性是可行的,

BUV/0L2

等!

R?

"在探索不同植物景观及其围合的空间给人的感受时& 分析了
#%

种空间和
!R

种植物组成的景

观所反映的语义值& 指出植物配置应该与周围环境相一致& 而不同地点应该种植不同标志性的植物,

!", )

种园林植物景观评价方法比较

比较结果见表
#

,

D

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的前景与展望

在园林绿化建设中& 科学的植物配置能够渲染园林设计的气氛& 提高绿地的使用率& 促进人与自然

的发展, 城市园林植物景观的评价& 将有助于规范城市绿地系统& 改善居住条件& 创造适宜的人居环

境, 因此& 进行城市园林植物景观的评价是必要的& 也是十分有益的, 恰当地运用植物景观评价方法

(表
#

%&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周围环境因素多变或影响因素较多的复杂园林植物景观的评价&

多利用
A:'

法& 把问题逐层简化后再利用其他方法进行深入地评价研究, 当然& 有关公园) 居住区)

道路绿地等的植物景观的评价也经常采用
A:'

法, 对于较大尺度的植物景观的评价可以考虑用
=68

法

或
6(6"F@G

法& 尤其是需要同时评价大量植物景观时&

=68

法和
6(6"F@G

法是较为适用的, 在强调园林

植物景观对人的影响时& 可以选择
=S

法和人体生理心理指标测试法, 此外& 对于从整体上较难把握植

物景观的优劣时& 也能够通过这两种方法从心理及生理角度客观地掌握被试者的感受,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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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

法
(*(+,-.

法
'/

法 人体生心理指标测试法

最初应用领域 逻辑分析 风景评价 风景评价 心理研究 生理心理研究

适用于较大尺度植

物景观的评价 ! 对

于由相似植物组成

的景观的评价效果

明显 " 如专类园 #

行道树绿地等$

适用于风景区 %

自然保护区植物

景观的评价 ! 也

可用于居住绿地

等植物景观的评

价&

通过形容词对反

映人对植物景观

的心理感受 & 从

心理层面了解人

的感受&

表
! "

种园林植物景观评价方法比较

01234 5 6784 931:;<=194 4813>1;7?: @4;A?B<

适用绿地类型 适用于公园% 居住区

及道路绿地等园林植

物景观的评价! 或用

于影响因素较多的植

物景观的评价&

适用于较大尺度的园

林植物景观的评价 !

或侧重于植物景观的

美学评价 " 如街道 %

校园% 公园绿地等&

适用于室内 % 室外的植

物景观的评价 " 如办公

室摆放的植物组合 % 自

然风景林 % 公园绿地植

物景观等&

特点 不需要大量数据" 将

复杂的问题模糊化再

进行分析& 简单明了&

能够同时评价大量景

观! 但缺乏风景之间

的两两比较& 同属于

心理物理学派&

提供大量景观的两

两比较机会 " 可靠

性高 & 同属于心理

物理学派&

利用生理 % 心理指标客

观评价人对植物景观的

感受 & 从心理层面了解

人的感受&

园林植物的合理配置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 国内的植物景观评价结果多为宏观的配置原则的归

纳" 或定性结合定量地描述性评价等& 相对于实际的自然环境" 有关理论不能很好地与园林植物应用实

践结合" 研究分析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园林植物配置提供指导& 除此之外" 受到评判者主观因

素的影响及国内评价指标体系的局限" 对于植物景观评价的研究还不够透彻" 综合效益评价体系还不完

善& 今后" 园林植物配置应在如何科学选择树种% 合理配置植物群落" 以达到生态效应的最大化" 更好

地节省资源% 减少能耗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园林植物景观的评价则应该更注重实际应用" 选择

正确地景观评价方法" 建立合理且全面的植物景观评价体系" 为城市的园林绿化建设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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