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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视率的城市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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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城市绿道植物空间绿量可视性特征! 通过构建绿视率计量方法! 以广东省立绿道
/

号线为例进行调

查分析! 探索了基于绿视率的城市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特征% 结果表明$

!

省立绿道
/

号线沿线
(

个区域总的绿

视率均值为
0/.-"7

! 其中天河区"

0%./'7

&＞海珠区'

05.'67

&＞越秀区"

$".6"7

&＞荔湾区"

$"."67

&%

"

天河区绿道

与荔湾区( 越秀区绿道绿视率存在显著差异"

6＜-.-5

&! 表明天河区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优于荔湾区和越秀区) 虽

然海珠区绿道绿视率较荔湾区和越秀区高! 但通过方差分析多重比较来看!

0

个区的绿道绿视率没无显著差异

"

6＞-.-5

&! 表明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绿道的空间绿量可视性较相似*

#

越秀区和天河区绿道绿视率较为集中

地分布在
$(7$(-7

区间! 说明越秀区和天河区各自区域绿道内部的绿视率数值较为稳定! 其空间绿量可视性效果

差异不大! 给人感觉一种持续+ 稳定的绿色空间) 而荔湾区和海珠区绿道绿视率的分散在
/-785-7

! 说明荔湾区

和海珠区各自区域绿道内部的绿视率数值不稳定! 其空间绿量可视性效果差异较大! 给人一种间断( 具有冲击力

的绿色空间, 基于绿视率的空间绿量可视性可用于评价城市森林建设的视觉效果,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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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覆盖率" 与 !绿视率"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绿道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是对当前城市化进程给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压力的

一种回应"

#

#

$ 绿道在城市环境中以自然廊道的形式呈现! 为人造空间增添了自然的气息! 软化了由建筑

构成的生硬空间$ 城市绿道的 %绿& 字表明了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绿色植物! 包括乔木' 灌木以及地被

植物等$ 绿色植物的功能主要包括景观功能' 生态功能以及意向功能"

"

#

(

!

景观功能主要是绿色植物对

人的视觉作用)

"

生态功能包括了绿色植物的生态作用)

#

意向功能是指植物能够向人们传递一种精神

上的意向$ 绿色植物的三大功能中! 尤以景观功能对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作用于城市的方方面面(

$%&'()

等 "

!

#研究发现( 绿色植物的存在通常会提高城市景观的等级)

*+%),(-()

等"

.

#和
/0%',11

等"

2

#研究表明( 更倾向于将植物景观作为一个整体视图来评价居住区街道景观! 同时
*+%),(-()

"

3

#也

注意到场地的地表裸露程度与其景观吸引力的关系表现为强负相关) 众多城市景观评价的研究也表明人

们更偏爱于具有大量植被的城市景观"

4

#

)

&,56

"

7!8

#在研究中发现! 人们对不同类型景观的绿色植物视觉

偏好是不同的! 以街道景观为例! 当绿色植物可见比例大于
!9:

时! 被证明是更受人们所欢迎的城市街

道景观$ 通过以上研究推断! 绿色植物的景观功能在城市绿道景观评价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过去! 我

们对绿色植物生态方面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研究! 而在景观以及意向功能上的研究相当有限! 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绿色植物视觉景观定量研究的切入点以及方法的匮乏$ 以往关于绿色植物视觉景观的定量

研究! 大都是将其采用 %绿化覆盖率& 或 %绿地率& 这一量化指标来衡量"

#9!#!

#

$ 然而! 这
"

个指标衡量的

是二维平面层上的绿化状况"

#.

#

! 它并不能表明被人直接视觉感受到的三维空间层面上的绿化状况"

#"

!

#2!#3

#

$ 如图

#

所示!

"

块面积形状相同的场地! 其 %绿化覆盖率& 或 %绿地率& 相同! 但由于植物高度的不同! 导致

人在视觉上感受到这
"

块场地绿化状况的不同$ %绿视率&*

;<==> ?@@=?<?>A= @=<A=>B?;=

+这一概念的出现

为空间绿量可视性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绿视率& 这一理论于
"99"

年由日本的野隆造教授

提出! 并被国际社会所认可"

#.

#

! 用来表示绿色在人视野中所占的比例$ %绿量& 是指三维绿色生物量"

#4

#

!

反映了城市绿化的空间结构量值"

#7

#

! 具有重要的生态和景观意义"

#8!"9

#

$ 本研究使用 %绿视率& 指标来量化

城市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 即在空间水平上! 以人的视角所能捕获到的绿量为计量单位! 通过探索基于

%绿视率& 的城市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计算方法! 推动城市绿道的定量研究和规划设计水平$

图
#

二维平面和三维空间的视觉差异

1C;D<= # ECFD?G HCII=<=>A=F JI BKJ"HCL=>FCJ>?G @G?>= ?>H BM<=="HCL=>FCJ>?G F@?A=

"

研究地点与方法

!"#

研究地点

本次研究地点为广州市中心城区*环城高速以内+的广东省立绿道
#

号线! 总长度
.!N# OL

! 其中涉

赵 庆等( 基于绿视率的城市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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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珠区
#&'$ ()

! 越秀区
*'$ ()

! 荔湾区
#+'$ ()

! 天河区
$', ()

"

!"!

研究方法

城市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将通过 #绿视率$ 指标来衡量% &绿视率$ 的计算方法及计算过程如下%

!'!'#

样本选择 在广州市中心城区街道图上将省立绿道
#

号线所经过的路段标出! 并用不同颜色区分

行政区域'图
!

(! 以便把各行政区作为研究区进行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比较研究% 在每个研究区内! 将

省立绿道
#

号线所在道路与其他道路的交叉点) 景观节点'如驿站等(作为绿视率指标数据采集的样点!

原因有
!

点*

!

道路交叉点以及景观节点为人停留时间较长的地点! 其空间绿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人对该

区域绿道的感受! 将其作为 #绿视率$ 指标采集的样点符合客观实际%

"

道路交叉点以及景观节点便于

地图选点以及实际样点定位% 为了减少
!

个相邻研究区的交叉影响! 在采集样点数据时! 将排除研究区

内靠近边界的样点%

图
!

绿视率样点位置图!局部"

-./012 ! 34)562 67849.7:; 7< /122: 4552414:82 52182:94/2

'

5419

(

!'!'!

数据采集规则 通过一定规则拍摄照片的方式! 获取样点空间绿量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照片拍摄

设备统一为尼康
=+&&

数码单反相机! 镜头型号为尼康
>-!3 ?.((71 !%@*" )) <A!'+B C=

% 尼康
=+&&

数

码单反相机为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 搭配尼康
>-!3 ?.((71 !%@*& )) <D!'+B C=

镜头时! 将镜头焦距调

整到
!% ))

! 其拍摄的视角范围无重叠度! 可以避免拍摄重叠而导致的绿视率重复计算% 在采集每个样

本的空间绿量数据时! 照片拍摄者必须站在每个样点'交叉口(的东南角'东南向边缘(! 将镜头焦距始终

固定为
!% ))

! 并以同一高度人的水平视角分别朝正东) 正西) 正南) 正北等
%

个方向各拍摄
E

张照

片! 在记录表中分别标志每张照片的编号以及拍摄方向! 以便内业处理%

!'!',

绿视率计算 首先! 将拍摄的图片导入
>F7G2 HI797;I75 J3K

中! 打开
>F7G2 HI797;I75 J3K

的直

方图! 在 #源$ 选项栏中选择 #整个图像$! 信息表的 #像素$ 一栏所显示的 #

,#*%&&

$ 为整幅图片的

像素值+ 其次! 新建图层并点中激活! 然后点击画笔工具! 配合
L487)

新帝设计数位板! 将图片中的

绿色植物所占据的部分手动覆盖颜色!

>F7G2 HI797;I75 J3K

的直方图! 在 #源$ 选项栏中选择 #选中的

图层$! 信息表的 #像素$ 一栏所显示的 #

+,,%K

$ 为绿色植物的总像素值'图
,

(! 则该图片的绿视率为

#选中的图层$ 像素值 #

+,,%K

$ 与 #整个图像$ 像素值 #

,#*%&&

$ 的比值即 #

!$',&M

$% 通过以上
%

个

步骤! 分别计算出各个样点
%

个方向所拍摄图片的绿视率! 而各个样点的绿视率为
%

个方向绿视率总和

的算数平均值%

,

结果与分析

#"$

绿道绿视率数据采集与计算

本研究调查的广东省立绿道
E

号线'中心城区部分(经过
%

个行政区域! 搜集样本
,$

个! 共拍摄图

片
E%%

张! 各个样本的基础数据以及绿视率计算结果如表
E

所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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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绿视率像素计算方法

#$%&'( ! )*+,&+*-$./ 0(-1.2 .3 %'((/ *44(*'*/,( 4(',(/-*%( 4$5(+6

从计算结果分析! 此次搜集的广东省立绿道
7

号线所有样本中绿视率最高点在天河区临江大道与员

村南路交口附近" 其绿视率为
89:8;<

# 所有样本绿视率最低点在荔湾区康王路和长寿路交口附近" 其

绿视率为
8:!=<

# 样本的绿视率集中在
">:>><?@>:>><

区间" 该范围绿视率样本占所有样本数的
=":"><

$

!"#

区域绿道绿视率差异分析

通过对
@

个区域
!8

个样点进行均值分析" 得出省立绿道
7

号线沿线绿视率荔湾区为
"8:8=<

" 越秀

区为
"8:=8<

" 天河区为
!;:7A<

" 海珠区为
!9:A=<

"

@

个区域总的绿视率均值为
!7:>8<

$ 结果表明! 天

河区和海珠区绿道沿线的空间绿量可视性在平均水平以上" 而荔湾区和越秀区绿道沿线的空间绿量可视

性在平均水平以下" 其中天河区绿道沿线的空间绿量可视性最好%表
"

&$

!

这是因为荔湾区和越秀区为

广州市的老城区" 而省立绿道
7

号线经过该
"

个区域的建筑集中路段" 因此" 其整体绿视率较低" 空间

绿量可视性排名靠后#

"

海珠区同样作为广州老城区" 由于绿道经过该区东面绿化集中区域" 其整体绿

视率较荔湾区和越秀区高#

#

天河区是广州市的新城区" 天河区省立绿道
7

号线处于珠江景观带沿线"

有较好的绿化基础" 因此其绿视率最高$ 通过绿视率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
@

个区域间的绿视率显著性为

>:>9

%表
!

&" 表明
@

个区域绿道沿线的绿视率有显著差异" 说明省立绿道
7

号线空间绿量可视性存在区

域不均衡的现象$

通过对
@

个区域绿道绿视率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表
@

&" 天河区绿道与荔湾区' 越秀区绿道绿视率

存在显著差异%

!＜>:>9

&" 表明天河区绿道空间绿量视性较荔湾区和越秀区有明显的提升# 虽然海珠区

绿道绿视率较荔湾区和越秀区高" 但通过方差分析多重比较来看"

!

个区的绿道绿视率没无显著差异

%

!＞>:>9

&" 表明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绿道的空间绿量可视性较相似$

通过对绿道绿视率样本散点图分析发现%图
@

&"

@

个不同区域样本绿视率的离散程度有明显不同$

除了天河区样本
"=

具有特殊性之外" 越秀区和天河区绿道绿视率较为集中地分布在
"@:>><?@>:>><

"

说明越秀区和天河区各自区域绿道内部的绿视率数值较为稳定" 其空间绿量可视性效果差异不大" 给人

感觉一种持续' 稳定的绿色空间$ 样本
"=

位于天河区临江大道与员村南路交叉口的公园内" 省立绿道

7

号线穿过该公园" 因此" 该样本绿量不仅包含了绿道植物景观自身所提供的绿量" 同时公园内丰富的

赵 庆等! 基于绿视率的城市绿道空间绿量可视性特征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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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绿视率均值分析

'()*+ ! ,+(- (-(*./0/ 12 34++- (55+(4(-6+ 5+46+-7(3+

区域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

89: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荔湾区
&;!$$ <!= &;>&% 9<% & &;&!8 &&= $ &;!&= 9=& &;=!8 8#$

越秀区
&;!$< $=? &;&9$ #== & &;&#8 ?%$ & &;!!& <&8 &;=#% 9$$

天河区
&;=?# ?$= &;#!% !%% % &;&%= 8!< & &;!<< 88! &;%?9 <==

海珠区
&;=98 $9< &;#!$ &9? = &;&%< $%9 $ &;!%= &<= &;%<$ !%!

总数
&;=#& 9?= &;##= ??$ ! &;&#? 8?# & &;!<! &9& &;=%8 ##<

表
"

广东省立绿道
"

号线绿视率一览

'()*+ # @0/7 12 34++- (55+(4(-6+ 5+46+-7(3+ 12 AB(-3C1-3 34++-D(. *0-+ #

序号 所属区域 小地名
北 东 南 西

#

荔湾区 中山八路 黄沙大道
?9 $#< #!! 9!? #% <!! == 88= !&;!=

!

荔湾区 中山八路 泮塘路
### #88 ### #$? 9= 99< $& ?!$ !$;9!

=

荔湾区 中山八路 华贵路
%? ==& #$< #?% #%$ <%! $% $9$ ==;$=

%

荔湾区 中山七路 康王中路
<% 9?8 #=< 88! 8& #?9 ?! =&= =&;==

9

荔湾区 康王路 龙津东路
?? #9# #!< 9&? 89 $&9 $= 8<# !8;9$

$

荔湾区 康王路 长寿路
#! ?=% ? %?% ? &#8 9# 98$ $;=<

<

荔湾区 康王路 六二三马路
%$ $=8 #!$ !8$ #=< 8#8 #? ?8% !9;8<

?

荔湾区 康王路 和平路
?? &$8 !$ $8= 88 %9# %< !9! !&;98

8

荔湾区 桥中路 双桥路
#%= $9< %? %!< %& 9&8 #$& 9$? =&;8<

#&

荔湾区 花地河 醉观公园
#$= 8$& #=? $$! #=! %%# <! <<< %&;&&

##

荔湾区 百花路 浣花西路
#$$ ?=! #!& 99% #?& &<% <= ?8< %!;$%

#!

荔湾区 增南路 龙溪大道
%$ 8<? ?! $%% #%9 ?#9 #&? #&8 =&;!#

#=

荔湾区 人民南路 西堤二马路
& #! =98 !& !<= 8& <8= 8;<!

#%

越秀区 沿江西路 新堤二横路
?# #8? #&9 !<! #&& =$9 8< =%$ =&;!$

#9

越秀区 沿江西路 解放南路
9! <#< $9 !#8 #? #98 9= %?9 #%;8=

#$

越秀区 沿江中路 侨光路
8& $<? ##? =<8 #% <#= #&= =?9 !9;<<

#<

越秀区 沿江中路 天字码头
#%& !=9 #&! <8& & $9 8<! !%;=%

#?

越秀区 沿江东路 江湾大桥
99 !#$ $< <#% #&# #9$ #&# 9$$ !9;$9

#8

越秀区 沿江东路 东湖路
$# $98 #9& &?& #&! <!9 $$ !?8 !8;88

!&

越秀区 大通路 烟雨路
8= $9< #&$ #!9 88 8=? ?% 8$? =&;=&

!#

越秀区 烟雨路 海山街
#=# ?%% ##! ?$= <$ %#= 8$ #8< =!;?<

!!

天河区 临江大道 华穗路
9! %&9 <$ !$% #$= <%< 8% %&< =&;%<

!=

天河区 临江大道 猎德大道
%! $<# #!& &$8 #<? $$# #9! =%= =?;?8

!%

天河区 临江大道 马场路
9$ ?8# #!% 98! !#& ?<? #&9 %&& =8;!#

!9

天河区 临江大道 中轴线
9= %=$ ?= #=% #9$ <8# #&% !?9 =#;=!

!$

天河区 临江大道 平江路
<9 !=# 8< ?<& #9# <$< #89 8$8 %#;&!

!<

天河区 临江大道 员村南路
#<# 9#= !&$ $!? !$? !%& #?< 9#! $9;$?

!?

天河区 临江大道 员村二横路
#8 #<? #!9 =&? #$8 %<= #!$ 8=& =%;<=

!8

天河区 琶洲大桥 临江大道
?9 $#< #!! 9!? #% <!! == 88= !%;#<

=&

海珠区 科韵路 新港东路
### #88 ### #$? 9= 99< $& ?!$ 9&;!<

=#

海珠区 新蟯东路 科韵路
%? ==& #$< #?% #%$ <%! $% $9$ %<;!?

=!

海珠区 外环东路 西五路
<% 9?8 #=< 88! 8& #?9 ?! =&= =$;$#

==

海珠区 小洲驿站
?? #9# #!< 9&? 89 $&9 $= 8<# =#;==

=%

海珠区 闸口
#! ?=% ? %?% ? &#8 9# 98$ %<;9&

=9

海珠区 华州路
%$ $=8 #!$ !8$ #=< 8#8 #? ?8% #$;%<

=$

海珠区 内环西路 南三路
?? &$8 !$ $8= 88 %9# %< !9! =&;=&

像素值!总像素值"

# !$8 $&&

#

绿视率
E:

绿色植物增加了该样本周围的整体绿量$ 而

荔湾区和海珠区绿道绿视率的分散在
>&;&&:

F9&;&&:

区间% 说明荔湾区和海珠区各自区域

绿道内部的绿视率数值不稳定% 其空间绿量

可视性效果差异较大% 给人一种间断& 具有

冲击力的绿色空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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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绿视率单因素方差分析

#$%&' ! ()'!*$+ ,-(., /0 1'') &//23)1 4$53/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

值 显著性

区间
67689 ! 676!" "7868 676:6

区内
67!:9 !" 676;;

总数
67<:< !:

<

讨论

在城市化日益加剧的环境下! 城市绿道植

物景观从定性表面的审美要求! 逐渐趋向定量

本质的方向发展! 采用一系列指标来量化评价

其质量" 本研究正是基于城市绿道景观的人性

化需求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提出以 #绿视率$ 为基础的空间绿量可视性计算方法! 并通过广东省立绿道

;

号线的调查与分析! 得到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同一区域内部空间绿量可视性的异同% 从不同区域绿道空

间绿量可视性的绝对数值来说! 天河区绿道＞海珠区绿道＞越秀区绿道＞荔湾区绿道& 而从同一区域绿

道内部空间绿量可视性的稳定程度来说! 越秀区绿道＞天河区绿道＞荔湾区绿道＞海珠区绿道%

表
"

区域绿道绿视率多重比较

#$%&' < =>&53?&' @/A?$43B/) /0 4'13/)$& 14'') $??'$4$)@' ?'4@')5$1'

方法 '

C

(区域 '

D

(区域 均值差'

C"D

( 显著性
8:E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最小显著差法

'

FGH

(

荔湾区

越秀区
"67666 8;< < 678I: "67689 ::6 6768: 9";

天河区
"67;;: ;!8 <J 676"; "67";; 99: K676;I :6<

海珠区
"6768" 8!< ! 67696 "67;8! 9:! 67669 II<

越秀区

荔湾区
67666 8;< < 678I: "6768: 9"; 67689 ::6

天河区
"67;;< "": 6L 676!I "67""; 9:; "6766M M88

海珠区
"6768" 6;8 8 67;6" "67"6! !"6 676;8 "I6

天河区

荔湾区
67;;: ;!8 <L 676"; 676;I :6< 67";; 99:

越秀区
67;;< "": 6L 676!I 6766M M88 67""; 9:;

海珠区
676"" "6: ; 67MI9 "676I8 68: 67;!! :6:

海珠区

荔湾区
6768" 8!< ! 67696 "67669 II< 67;8! 9:!

越秀区
6768" 6;8 8 67;6" "676;8 "I6 67"6! !"6

天河区
"676"" "6: ; 67MI9 K67;!! :6: 676I8 68:

说明)

L

表示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676:

%

在自然条件下! 绿化覆盖率高的区域! 通常

其 #绿视率$ 也趋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数值! 这是

因为当这个地区植被绝对数量越大! 这些绿色植

物被人的视线所捕捉到的机会也越多% 然而! 在

城市环境中! 建筑* 道路是绿道整体景观的组成

部分! 会直接影响到人视野能捕捉到的绿量! 因

此! 通过文中基于#绿视率$ 的空间绿量可视性

计算方法计算
"

条绿化覆盖率相同的城市绿道!

其植物空间可视性通常并不一致% 本研究所提出

的基于绿视率的空间绿量可视性计算方法! 弥补

了国内绿化指标只立足于平面的不足! 直接从人

的视觉感受出发! 针对城市绿道植物景观的质

量! 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数量化评价手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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