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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景观美景度评价

张建国! 王 震

!浙江农林大学 旅游与健康学院" 浙江 临安
0--077

#

摘要! 进行湿地公园景观的美景度评价! 可以为其发展规划完善% 经营管理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以浙江省德

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 选取
:/

个景观样本照片! 运用美景度评价方法"

;<=

'计算美景度值! 建立

景观美景度与评判要素间的线性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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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表明$

6

6

"观赏性'%

6

#

"比拟与联想'对美

景度的影响较大!

6

-

"主从与重点'%

6

/

"均衡性'%

6

$

"比例与尺度'的影响较小& 根据评价结果! 提出了下渚湖国家

湿地公园提升发展的若干建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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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旅游体现旅游经济与湿地保护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已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普遍关注'

-

(

)

湿地公园是开展湿地生态旅游最重要的形式和载体" 科学的生态旅游开发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开发间矛盾

的有效途径" 具有重要的生态学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A

(

" 对湿地公园景观进行美景度评价!

4FC5(F HCDIJK

C4J(LDJ('5

"

;<=

$" 可以了解湿地公园景观类型" 分析景观要素的特点" 能为制定正确的湿地公园发展

规划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些学者在美景度评价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罗茂婵等'

0

(选取植物生活型

构成* 花朵比* 郁闭度* 色泽等
:

个评价指标" 建立评价结构模型" 对居住区植物景观进行评价" 为居

住区绿化方案的比较以及后期的再建设提供了一种可以量化的评价方法+ 徐新洲等 '

:

(

" 宋亚男等'

$

(

" 刘

超'

9

(都对各自研究植物景观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对植物景观的改造* 提升提供了大量的实际建议+ 董建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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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了观光茶园与曲江新区遗址公园的美景度的呈现因子$ 从文

化% 自然# 生态等角度分析公园美景度的影响因素& 徐成!

'

"结合 '游客感知度( 将滨水景观作为研究内

容) 运用美景度评价法审美评价步骤) 对成都南湖公园滨水景观进行美景度探究) 归纳分析各景观指标

对滨水景观美景度的影响& 刘赛赛等!

#%

"结合数理统计方法构建了上海高校新校区水景美景度评价模型)

通过此模型认识校园水景空间各景观要素与其美景度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都对各研究对象在景观表现

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关改进措施* 多维度的景观美景度评价的适用性表明
()*

方法在美景度评价方面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 其理论与技术操作方法都相对成熟) 在各旅游景区+ 公园都有一定的探索与应用) 提

出适合其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 但在湿地公园景观评价方面还存在一定空缺) 造成湿地公园在规划# 建

设# 改造# 管理等层面缺少该部分的理论依据, 基于此) 作者用
()*

法对浙江省德清县下渚湖湿地公

园景观美景度进行评价) 通过评价结果对下渚湖湿地公园发展进行了探讨) 以期为湿地公园景观建设和

旅游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概况

下渚湖湿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东南部) 东以东苕溪和环湖路为界) 南临湘溪港) 西至杭宁高

速) 北倚防风山) 面积约为
,-./" 01

!

) 其中水域面积为
,.2% 01

!

) 中心湖泊
+.!- 01

!

) 是江南最大湿

地,

!%%&

年) 下渚湖湿地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单位)

!%+,

年试点工作通过验收)

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下渚湖至今仍保持了自然质朴% 原始野逸的江南水乡风貌) 是浙江省湿地生态多样性保存最为完整

的天然湖泊湿地之一, 湖中墩岛星罗棋布) 港汊纵横交错) 形成了湖中有岛) 岛中有湖的水上迷宫)

-%%

余个墩岛散布湖面)

+ %%%

余条港汊纵横交错) 还有
&%%

多种动植物在这此繁衍生息) 有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野生大豆
!"#$%&' ()*+

和被誉为 -鸟类中的大熊猫( 朱鹮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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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美景度评价法简介 美景度评价法是一种用于森林质量评价的心理物理学方法!

++

"

, 此方法被认为

是风景质量评价中最严密和精确的!

+!

"

) 需要通过
,

个步骤才能得到所评价景观的相关信息.

!

通过专家

或者公众获得评价景观的等级值即美景度值&

"

选取并确定风景属性) 即构成景观的评判要素&

#

用统

计分析软件通过相关+ 回归等分析) 确定评价景观中风景属性对景观的贡献大小!

+,

"

* 由于美景度评价操

作较简单) 大小样本均可) 故此评价方法现已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类景观美景度评价中) 如公园绿地!

+2

"

+

森林景观!

+/

"

+ 道路绿化植物景观!

+-

"

+ 乡村景观!

+$

"等*

+.!.!

评价对象确定 根据湿地景观分类以及现有资源概况) 结合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景观特征) 将

其景观类型分为道路+ 生物+ 水系+ 建筑及小品+ 科普等
/

个景观类型) 根据各景观类型的分布情况及

重要性) 确定各景观样本的数量) 确保选定的样本照片充分体现相应的景观信息* 在对研究地进行充分

考察后) 确定
2,

个景观样本) 其中道路景观
$

个) 生物景观
++

个) 水系景观
'

个) 建筑及小品景观
'

个) 科普景观
$

个*

!%+/

年
/

月
+2

日
!/

月
!%

日) 选择天气晴朗+ 光线充足的天气对预先确定的景观

样本进行拍摄) 采用统一技术流程) 拍摄保持同一高度+ 景深) 确保照片技术规格的一致性) 共拍摄照

片
&/+

张*

+.!.,

评价人员及方法确定 学者们通过相关研究证明不同评价主体在审美态度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但专家与专业学生的感知能力比一般公众较好!

+&!!%

"

* 因此) 选择风景园林专业的研究生) 共
-,

人作为

评价主体对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美景度进行评价* 在评价开始前向评判者做简要的标准化说明) 放映一

组类似的景观照片作为练习) 使评判者熟悉整个流程* 将制作好的景观照片以演示文稿的形式在室内放

映) 照片间隔
+% 3

/张!+

) 评判者依次对每个景观照片进行评判) 评判标准为
/

级喜好度) 即 -喜欢+ 较

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对应的得分值依次为 -

'4+%

)

$4&

)

/4-

)

,42

)

+4!

() 整理得到
-,

份有效问卷*

+.!.2

景观评判要素的分解与量化 根据景观美学的相关理论原则!

!+

"

)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2

"

) 初步确

定湿地类景观资源美景度评价的主要评判因素) 并根据湿地公园的美学特性经过初步筛选) 再通过
!

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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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 选取主从与重点" 均衡性" 观赏性" 比例与尺度" 比拟与联想等作为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的

评判因素! 构建评判要素评分标准#表
#

$! 通过幻灯片进行室内评判! 步骤如同
$%&

法%

表
!

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评判要素评分标准

'()*+ # $,-./01 ,./2+./( -3 4561/01 3(,2-.7 -3 /0 8/(9:5:5 ;(<+ =(2/-0(* >+2*(06 ?(.<

评判要素 评判要素评分标准

各景观特色很明显! 很好地反应了重点景观&

@A#B

$%

各景观特色很明显! 较好地反应了重点景观&

CAD

$%

主从与重点 各景观特色较明显! 较好地反应了重点景观&

EAF

$%

各景观特色较明显! 较差地反应了重点景观&

!A"

$%

各景观特色不明显! 较差地反应了重点景观&

#AG

$%

各景观给人在视觉上有很好的均衡性&

@A#B

$%

各景观给人在视觉上有较好的均衡性&

CAD

$%

均衡性 各景观给人在视觉上有一般的均衡性&

EAF

$%

各景观给人在视觉上有较差的均衡性&

!A"

$%

各景观给人在视觉上有很差的均衡性&

#AG

$%

各景观具有很好的观赏性&

@A#B

$%

各景观具有较好的观赏性&

CAD

$%

观赏性 各景观具有一般的观赏性&

EAF

$%

各景观具有较差的观赏性&

!A"

$%

各景观具有很差的观赏性&

#AG

$%

各景观具有很好的比例与尺度! 给人很好的亲和性&

@A#B

$%

各景观具有很好的比例与尺度! 给人较好的亲和性&

CAD

$%

比例与尺度 各景观具有较好的比例与尺度! 给人较好的亲和性&

EAF

$%

各景观具有较好的比例与尺度! 给人较差的亲和性&

!A"

$%

各景观具有较差的比例与尺度! 给人较差的亲和性&

#AG

$%

各景观表达的内容具有给人很好的想象空间&

@A#B

$%

各景观表达的内容具有给人较好的想象空间&

CAD

$%

比拟与联想 各景观表达的内容具有给人一般的想象空间&

EAF

$%

各景观表达的内容具有给人较差的想象空间&

!A"

$%

各景观表达的内容具有给人很差的想象空间&

#AG

$%

G

数据处理与分析

"#!

美景度值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和减少不同评判者间审美尺度差异! 对美景度评判值&简称美景度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

到美景度值% 即'

!

"#

H

&

$

"#

I$

#

$

J%

#

!

!

"

H

#

!

!

"#

K&

#

% 其中'

!

"#

为第
#

个评判者对第
"

个景观的标准化值!

$

"#

为

第
#

个评判者对第
"

个景观的评价值!

$

#

为第
#

个评判者对同一类景观&或斑块特征$的全部评价值的平

均值!

%

#

为第
#

个评判者对同一类景观的评价值的标准差!

!

"

是第
"

个景观的标准化得分值均值!

&

#

是第

"

个景观的评判人员的数量(

C

)

%

"#"

计算量化值

根据景观评判要素量化记录的数值! 求平均值! 即得到各评判要素的量化值%

"#$

建立美学评价模型

以
"!

个景观样本的美景度值作为因变量! 各评判要素量化值为自变量! 通过
$?$$

软件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建立模型! 并用
'

检验对回归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探讨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美景度与景

观评判要素的关系%

张建国等' 德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景观美景度评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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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景观样本美景度值分析

将所收集到的评价反应表进行整理! 利用
'()*+

软件按照美景度标准化计算公式计算得到各个样本

的美景度值"表
!

#$ 其中得分最高的样本是
,&

! 美景度值为
-.&-! &

! 是下渚湖水体景观! 湖面碧波荡

漾! 绿树成荫! 芦苇成片! 水鸟飞游! 湖后的防风山! 林竹郁密! 形成山% 水% 林% 芦荡自然景色十分

野趣秀美的湖光山色$ 得分最低的样本是
-/

! 美景度值为
!".0$/ -

! 是建筑及小品景观的寿昌桥! 其桥

台桩基已局部掏空! 部分木桩裸露$ 栏板望柱不少残缺或丢失$ 部分桥体石质出现风化现象! 缝隙中杂

草滋生! 影响了视觉审美效果$

表
$

各个景观样本的美景度值

123+* ! 45' 62+7*8 9: *2); +2<=8)2>* 82?>+*

序号 景观类型 美景度值 序号 景观类型 美景度值 序号 景观类型 美景度值

"-

道路
"."-, @ -/

建筑及小品
!".0$/ - &-

生物
!".&-! ,

"!

道路
"."!- 0 -$

科普
".A&, A &!

生物
".&0/ /

"&

道路
".!0! - -@

科普
".-$- @ &&

生物
".,!A 0

",

道路
!".$$$ @ -0

科普
"./A$ 0 &,

生物
!".$A@ &

"A

道路
!"."A$ " !"

科普
"."A@ A &A

水系
!".""0 &

"/

道路
".A&, A !-

科普
!"."@- - &/

水系
!".A,/ &

"$

道路
!".,-$ , !!

科普
"."-, @ &$

水系
".&-0 0

"@

建筑及小品
!".A,A , !&

科普
!".!"$ @ &@

水系
"."!@ @

"0

建筑及小品
!"."-@ - !,

生物
!".@0& @ &0

水系
".!0! -

-"

建筑及小品
!".""@ 0 !A

生物
".&-A @ ,"

水系
!".-0& $

--

建筑及小品
-.!$, @ !/

生物
!".",@ , ,-

水系
!".!"0 !

-!

建筑及小品
!"."$/ " !$

生物
"."&" - ,!

水系
".-"/ &

-&

建筑及小品
".$/- & !@

生物
"."A, @ ,&

水系
-.&-! &

-,

建筑及小品
"./&$ A !0

生物
".@$! @

-A

建筑及小品
!".//$ / &"

生物
!"."&& /

由美景度值分布图&图
-

#可以得出' 在
,&

个景观样本中! 有
!"

个景观样本为负数!

!&

个景观样本

为正数! 整体美景度平均值为
"."A& &

! 美景度值起伏变化较大$ 在
$

个道路景观中! 美景度为负值的

占
,!.@B

! 应针对道路绿化% 景观进行整改$ 在
0

个建筑及小品景观中! 美景度为负值的占
//.$B

! 应

对建筑进行维护修葺( 在
$

个科普景观中! 美景度为负值的占
!@./B

! 美景度较好! 但应突出特色$ 在

##

个生物景观中! 美景度为负值的占
AA./B

! 应对生物进行保护! 增加物种多样性$ 在
0

个水系景观

中! 美景度为负值的占
,,.,B

! 应对水体进行净化! 增加水体观赏性$

由各景观类型美景度值"图
!

)以及现场观察的结果表明' 除科普景观起伏变化较小! 其余各景观均

变化较大$ 说明旅游开发干扰和管理水平对湿地景观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比如景观小品中维护科

学% 功能良好的评价较高! 而对破坏较重或疏于维护的评价较低$ 水系景观中自然生态保护较好的评价

较高! 而游客活动较为集中造成水质变差的区域评价较低$ 今后在湿地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 要强化生

态保护! 注重科学管理! 提升设施维护水平! 使所有景观均处在一个相对较高并运行平稳的水平$

!%$

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美景度影响因素分析

以各个景观样本的美景度值为因变量! 以主从与重点% 观赏性% 均衡性% 比拟与联想和比例与尺度

的量化值为自变量! 运用
4C44

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回归分析显示'

调整
!

!为
%.@#A

! 拟合情况良好! 观赏性"

"

!

显著性为
%.%%!＜%.%#

)! 比拟与联想"

"

,

显著性为
%.%%&＜

%.%#

)与美景度具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 主从与重点"

"

#

显著性为
%.//#＞%.%A

)! 均衡性"

"

&

显著性为

%.A#,＞%.%A

)! 比例与尺度"

"

A

显著性为
%.%A$＞%.%A

)与美景度相关性较小! 表明观赏性越高! 比拟与联

想越好则景观质量越好$ 剔除与美景度相关性较小的主从与重点% 均衡性% 比例与尺度再次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表
,

)! 建立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美景度预测回归方程
#"!A.%$##%.&A@"

!

#%.&A/"

,

! 其中'

#

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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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美景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 )(*+(,,-./ %/%'0,-, .1 -/1'2(/3-/* 1%34.+, .1 5-%67272 8%9(

:%4-./%' ;(4'%/< =%+9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

值 显著性

!常量"

!>?@@" !!?!AA B?CC@

主从与重点!

"

#

"

C?CDD C?CE# C?""@ C?EE#

观赏性!

"

@

"

C?"#C C?"DD !?@A! C?CC@

均衡性!

"

!

"

!C?C># !C?CF@ !C?EDF C?D#"

比拟与联想!

"

"

"

C?!>@ C?""E !?@C> C?CC!

比例与尺度!

"

D

"

C?@E# C?@E> #?FEF C?CDA

调整
#

@

C?>#D

表
"

剔除
"

#

$ "

!

$ "

%

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 )(*+(,,-./ %/%'0,-, .1 -/1'2(/3-/* 1%34.+, %14(+ +(G.H-/* "

#

I

"

!

I "

D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

值 显著性

!常量"

!DJCA# !!K>>> C?CCC

观赏性!

"

@

"

C?!D> C?!FA @?F@" C?CCE

比拟与联想!

"

"

"

C?!DE C?"#D !?CD! C?CC"

调整
#

$

C?AF!

美景度#

"

@

代表观赏性#

"

"

代表比拟与联想$

"

结论与讨论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下渚湖国家湿

地公园景观美景度与评判要素间的模型$ 区域内

秀美的山水环境% 鲜活的人文生态有机融合# 互

相呼应# 且以生态湿地为主要载体# &防风古

国' 为主要内涵# 风景名胜区资源对游客具有较

大的吸引力$

应针对各景观的观赏性# 比拟与联想方面进

行深度挖掘# 突出景观特色# 特别注意避免人为

地破坏湿地资源# 应以河网湖泊型湿地% &防风

文化' 为特色# 融江南水乡民俗风情为一体# 具

有科普教育% 观光游览等功能# 兼顾城市休闲功

能的湿地风景名胜区$

对于生物景观的保护# 其生长环境始终是需

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应用恢复生态学% 景观生态

学理论# 引入乡土的湿生% 中生植物种类# 进行

人为辅助下的湿地自然修复# 完善其生态结构#

建立稳定的% 高效的% 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立地生

态系统(

@D

)

$ 营造适宜生长繁殖的环境# 为众多的

动植物提供生长% 活动% 繁衍的场所# 保护现有多样性的生物景观$

针对湿地道路现状# 在保护现状的基础上作以下提升* 在道路两侧空地增植乌桕
%&'()* +,-(.,/)*

和柿树
0(1+'2/1+ 3&3(

等兼具景观与吸引鸟类的树种# 提升景观的同时# 增加物种和群落的多样性$ 道

路沿线途径水体# 可结合水体景观设置题刻景石% 人文小品# 使湿地生态文化在道路上得以体现+ 道路

环境感受是对周边总体环境的第一感受# 道路上较多的人文要素体验# 潜移默化地给人拥有深厚文化的

思想灌输$

建筑及基础设施的风貌# 应进行统一研究和系统规划# 做到先规划后实施# 防止盲目无序整治和建

设# 造成杂乱的建筑外观$ 应以体现渔家乡土风貌的水乡民居为主# 区域内的建筑与水体保持良好的对

话关系# 建筑工艺% 表现方式及采用材质都以粗犷% 乡土为主$ 水街充分体现 &临水而居# 面水而商'

的特色# 将旅游服务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 水乡村落则水网纵横# 池塘水湾直达各户# 竹林掩映# 一

张建国等* 德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景观美景度评价

图
#

各景观样本美景度值

L-*2+( # MNO H%'2(, .1 (%37 '%/<,3%P( ,%GP'(

图
@

各景观类型美景度值

L-*2+( @ MNO H%'2(, .1 (%37 '%/<,3%P( 40P(

美
景
度
值

美
景
度
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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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世外桃源景象! 散落的人家则构成一幅 "小桥流水人家# 的风景画$

科普景观在以保护为主的前提下% 以生态湿地为精髓% 建立湿地展示区% 重点展示湿地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和湿地自然景观% 开展湿地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

!&

(

$ 加强科研科普% 适度开发% 以品牌化建

设为突破口% 以国家和区域政策为强有力保障% 开展富有特色的游赏活动% 突出湿地科普及保护的主

题% 形成有别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风格$

水系作为整个湿地内部最富吸引力的区域% 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主% 鼓励和发展渔)农*业生产%

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 体验渔)农*业生产生活% 放松身心% 具有田园之乐的休闲区域$ 形成以碧波荡

漾& 岛墩密布& 翠竹成荫& 芦苇成片& 水鸟飞游& 鱼虾成群% 充满野趣的自然景观为主要特色% 同时又

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 田园阡陌的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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