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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地理位置及游客组成划分代表性! 以广州城市中心区越秀公园% 城市近郊火炉山森林公园% 城市远郊黄

山鲁森林公园这
6

个广州市典型性城市公园为主要对象! 研究植物景观美景度& 为避免非植物因子! 如道路系统%

园林小品% 建筑设施等干扰! 在不同空间结构下选择不同的面积空间$ 每个公园内选取
6

块典型性密林绿地! 面

积为
5% 9 $ 8% 9

'

6

块典型性半开敞疏林绿地! 面积为
5% 9 $ 5% 9

'

6

块典型性开敞性绿地! 面积为
6% 9 $ 6%

9

& 运用层次分析法"

:1:;<=)> ?)@A:A>?< BA(>@00

!

CDE

(和心理物理学美景度评价法)

0>@1)> F@:G=< @0=)9:=)(1

!

HIJ

(!

得出各样本景观得分值! 结合
HEHH +-,%

数据分析软件将美景度量化值进行数据分析! 进而将广州市典型性城市公

园景观美景度进行量化比较& 结果表明$

!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的
6

种空间结构"即密林绿地% 半开敞疏林绿地% 开

敞性绿地(在各公园内的分配比例不同&

"

植物种类丰富! 越秀公园现有乔灌木
2-%

余种! 地被
+"%

余种' 森林公

园野生植物资源丰富! 约
848

种! 分属
+%"

科
2-8

属&

#

景观评价结果$

CDE

景观评价得分值由高到低分别为$ 越

秀公园% 火炉山森林公园% 黄山鲁森林公园'

HIJ

得分平均值最高为越秀公园! 黄山鲁森林公园次之! 其次是火炉

山森林公园'

2

种景观评价方法之间存在差异! 从绿地空间植物结构类型上综合分析
6

个典型性城市公园$

CDE

景

观品质得分值为密林空间＞半开敞空间＞开敞空间!

HIJ

得分值为密林空间＞半开敞空间＞开敞空间! 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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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 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升& 生活在都市中的居民越来越渴望健康丰富的

生活空间和优美的生活环境' 城市公园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 为人们提供运动% 休闲% 游憩的空间上有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应用景观生态学% 园林植物学% 美学% 地理学及环境学的基本原理& 对公园绿地的

植物景观从空间结构和配置模式分别建立科学的景观评价体系& 确定各指标对景观美景度的影响并通过

数据分析使各指标因子数量化#

W"D

$

& 以期能更好地发现景观配置的优缺点以及植物景观结构的优劣& 为

营造良好的植物景观提供参考(

!"WI

年& 在中国城市群竞争力的评价中& 通过对
WX

个城市的
Y

项指标

的专业化定量分析&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综合竞争力指数为
W"$E%

& 位列第
!

位#

D

$

( 广州沟通着广东省内

外及港澳地区& 使各地区相互连通( 笔者研究了广州市典型性城市公园景观美景度& 以期为广州市城市

公园的优化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W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地点

越秀公园始建于
WYX!

年& 是广州市老城区中轴线的核心景观& 总面积为
$X <'

!

) 公园内植物种类

丰富& 现有乔灌木
!G"

余种& 地被
W$"

种#

I

$

( 火炉山森林公园始建于
WY$I

年&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北

部地区& 涵盖柯木朗% 芩村% 龙眼洞林场等& 凤凰山森林公园% 龙眼洞森林公园% 华南植物园% 广东省

树木园以及广汕公路的绿化带环绕在火炉山森林公园附近& 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森林地带) 森林公园总

面积为
%"" <'

!

& 植物种类% 森林资源丰富& 现有植被
W""

多种( 黄山鲁森林公园位于南沙街& 在南沙

的中心城区& 总面积为
W D!G <'

!

& 地理坐标为
!!#IX$I!EG%Z!!&IG$WWED%[

&

WWD&DW$D$%ZWWD&DX$IWED%U

#

X

$

)

距离广州中心城区仅为
%X ='

& 距离东莞% 深圳% 香港% 澳门% 珠海% 中山等地的距离不足
W"" ='

(

*+,

材料方法

选择春夏秋冬四季以及工作日% 休息日% 节假日
D

个时间节点进行& 现场调查越秀公园% 火炉山森

林公园% 黄山鲁森林公园( 使用照相机% 钟表% 卷尺% 调查问卷% 植物名录表等工具& 调查内容包括树

木的种类% 数量% 色彩丰富度% 健康状况以及植物覆盖度% 植物配置方式% 植物景观的质量% 单位时间

内客流量% 游览者建议% 特征数据等指标& 并分发调查问卷% 拍摄相邻景观& 采用典型性取样方式& 设

置标准样地并记录相关指标进行园内绿地调研 #

%

$

( 运用层次分析法!

JKL

"和心理物理学美景度评价

法!

STU

"& 结合
SLSS WGE"

数据分析软件将美景度进行量化数据分析(

WE!EW

层次分析法!

JKL

"数量化评价 关庆伍#

$

$

!""%

年对长春市公园绿地的植物景观评价& 翁殊斐等 #

G

$

!""Y

年对广州公园植物景观单元的研究的评价指标的选择均为
D

层
G

因子结构& 与本研究相似!表
W

"(

因此& 本研究结合实际情况并广泛征询专家的意见来确定评价指标& 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 准确的评价

体系#

Y

$

( 权重计算分别通过判断矩阵以及相对准则的相对权重计算& 对一致性% 可靠性% 精度来进行判

断矩阵的检验#

W"

$

( 分别对研究区域内
D

个城市公园准则层% 指标层% 分指标层因素进行确定(

WE!E!

心理物理学美景度!

STU

"评价数量化模型构建 在多次实验调查期内& 由同一名摄影师使用同一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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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表
!

景观评价因素的指标体系结构

#$%&' ( )*+,-$./0 121.'3 /4 &$*+1-$5' '6$&7$.,/* 4$-./01

目标层 准则因素层 景观因子层

植物与四周环境和谐性!

!

(

"

定性因子!

"

(

" 植物景观可达性!

!

8

"

植物艺术性构图!

!

!

"

城市公园植物景观评价!

#

" 植物健康状况!

!

"

"

植物空间序列多样性!

!

9

"

定量因子!

"

8

" 植物种类多样性!

!

:

"

植物群落观赏多样性!

!

;

"

植物季相变化多样性!

!

<

"

部照相机!

=,>/*!?;@@

"集中拍摄所选的
!@

块样地# 镜头与人眼在相同高度$ 以
!@"A"9"

夹角$ 在道路两

侧分别进行拍摄%

((

&

# 保证
8

个方向的拍摄过程中无高耸柱梁' 电线栏杆' 标识牌' 游览者' 公用设备等

非植物景观因子的干扰# 在拍摄时间上选择
( +

中相同的时间段$ 均安排在上午
<

(

!@#((

(

!@

以及下

午
("

(

!@$(;

(

!@

#

!@

块样地共拍摄
!:@

余张照片$ 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B@

张用作评判材料%

(8

&

#

利用幻灯片作为媒介$ 邀请来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植物保护' 风景园林学' 水文

生态' 森林培育' 林木遗传育种'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城市林业' 生态学等专业的
89

名硕士研究生'

(@

名博士研究生'

(9

名研究生导师共
9@

人作为评判者$ 评判前用
( 3,*

对
B@

张样本照片快速浏览一

遍$ 然后以
(@ 1

播放
(

帧照片的速度连续放映$ 供评判者即时打分# 采用
;

分制美景度评价方法作为

衡量标准$ 即分别用分值
!

$

8

$

(

$

@

$

$(

$

$8

$

$!

表示极度喜欢'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极度不喜欢# 其中游客组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 对选取的照片进行当场评判%

(!

&

#

!"#

样地信息

在各个公园内选取
!

块典型性密林绿地$ 面积
8@ 3 % "@ 3

)

!

块典型性半开敞疏林绿地$ 面积
8@

3 % 8@ 3

)

!

块典型性开敞性绿地$ 面积
!@ 3 % !@ 3

# 共
8;

个样点%

("

&

# 样地植物信息见表
8

#

表
$

广州市典型性城市公园植物样地信息表

#$%&' 8 C&$*. 1$35&' ,*4/03$.,/* /4 .25,-$& 70%$* 5$0> ,* D7$*EFG/7

项目
乔木树种

比例
HI

乔木树

高
H3

乔木冠

幅
H3

郁闭度
灌木覆

盖度
HI

草本覆

盖度
HI

地被覆

盖度
HI

色彩丰

富度

树种组成!优

势树种"

HI

健康

状况

最大值
B@J(; "8K(9 8@K(: @K<: "9K89 (@@ ;8K("

色彩丰富 ＞<@

健康

最小值
(;K;( 8K!8 @K<@ @K8: @ @ @

色彩一般
9@A<@

亚健康

平均值
:8K(: 88K8( (9K!! @K:< !(K8( 9;K@( 9@K8(

色彩单一 ＜9@

不健康

标准差
!:K9" 8@K(( (@K@< @K!( 88KBB "9K"@ !:KB<

8

结果与分析

$"!

广州市典型性城市公园植物配置模式

广州市
!

个典型性城市植物配置模式及植物景观特征见表
!A:

#

$"$

层次分析法!

%&'

"植物景观评价结果

根据调查问卷' 统计分析各评价因子的标准得分出现的频率$ 通过比较评价标准求得每一评价因子

对应的具体分数并求算加权值$ 通过公式计算得出最终的评价因素的综合得分# 下一级分指标层因素综

合得分值与对应权重的乘积之和即为上一级指标因子得分值!各指标层因素的综合得分值为其下分指标

层因素的综合得分与对应权重的乘积之和) 准则层因素的得分值根据已得指标层分数与对应的权重值的

乘积之和# 结果求得广州市几个典型性城市公园的植物景观效果综合得分
$

# 景观指数!

$

"得分公式

$L

%

& L (

!

$

&'

*

(

&

$

$

&'

为公园景观因子指数%

(9

&

$

(

&

为评价因子权重!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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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越秀公园典型植物配置模式

'()*+ , '-./0(* .*(12 0314/567(2/31 839+ 34 :6+;/6 <(7=

空间类型 植物配置

开敞空间
木棉

!"#$%& '%(%)%*+,-'>

棕竹
./0123 4&56(30>

假槟榔
!

小叶紫薇
7896*3:"*"6'28 2;<258 >

琴叶珊瑚
>

红花檵木

7"*"16:8(-' 5/2;6;36 ?(7@ *-)*-'!

长春花
>

海芋
=(",%32% '%,*"**/2>8

榕树
?2,-3 '2,*",%*1% >

红千层
@8((23:6'"; *292A-3>

龙柏
B8)2;8 ,/2;6;323!

黄金香柳
C6(8(6-,8 $*8,:68:8>

扶桑
D8*8:/6!

(E1:6*23 ;211";2,8>

非洲茉莉
F89*868 ,62(8;2,8>

九里香
C-**8E8 6&":2,8>

花叶假连翘
G-*H;:H *616;

!

?(7/+5(2(

"

密林空间
阴香

@2;;H'"'-' $-*'H;;2>

大叶紫薇
7H96*3:*"6'2H 316,2"3H>

竹类
!

琴叶珊瑚
IH:*"1/H 2;:696**2'H>

杜鹃
J/"A"A6;A*";

32'322!

长春花
@H:/H*H;:/-3 *"36-3

半开敞空间
白兰

C2,/6(2H H($H>

假槟榔
=*,/";:"1/"6;2& H(6&H;A*H6>

三药槟榔
=*6,H :*2H;A*H>

吊瓜树
K296(2H HL*2,H;H>

蒲葵
72M23:";H

,/2;6;323>

霸王棕
N23'H*,O2H ;"$2(23!

银叶金合欢
P,H,2H 1"AH(E*22L"(2H!

结缕草
QHE32H RH1";2,H

模型中定性因素评价标准见表
A

# 定量指标数值通过
B/8.C31

指数公式$

DD#E

3

2 D F

!

%

1

2

&

!

# 即物种多样

表
"

火炉山森林公园典型植物配置模式

'()*+ G '-./0(* .*(12 0314/567(2/31 839+ 34 H63*6 I3612(/1 J37+C2 <(7=

空间类型 植物配置

密林空间 樟树
@2;;H'"'-' $"A2;26*2>

盆架子
=(3:";2H 3,/"(H*23>

白兰
>

马尾松
D2;-3 'H33";2H;H>

桉树
S-,H(E1:-3 *"$-3:H!

草皮

开敞空间
榕树

>

羊蹄甲
NH-/2;2H 1-*1-*6H>

蒲葵
!

红花檵木>

鹅掌柴
T,/6LL(6*H ",:"1/E((H>

红桑
=,H(E1/H U2(O632H;H>

茱蕉
!

芭蕉

C-3H $H3R"">

旅人蕉
VHM6;H(H 'HAH9H3,H*26;323

盆架子
>

秋枫
N23,/"L2H RHMH;2,H>

黄瑾
W2$23,-3 :2((2H,6-3>

小叶紫薇
>

山杜英
S(H6",H*1-3 3E(M63:*23>

使君子
X-23Y-H(23 2;!

A2,H!

小叶紫薇
>

扶桑
>

假连翘
G-*H;: *616;3!

天门冬
=31H*H9-3 ,",/2;,/2;6;323>

龙船花
Z&"*H ,/2;6;323

半开敞空间
高山榕

F2,-3 H(:2332'H>

银桦
[*6M2((6H *"$-3:H>

桉树
>

杜英
\(H6",H*1-3 A6,2126;3>

大叶紫薇
>

鸡蛋花
](-'6*2H *-$*H

!

K062/43*/(

"

!

红花檵木>

杜鹃
>

茱蕉
@"*AE(2;6 L*-:2,"3H

表
#

黄山鲁森林公园典型植物配置模式

'()*+ L '-./0(* .*(12 0314/567(2/31 839+ 34 H6(15CM(1*6 J37+C2 <(7=

空间类型 植物配置

密林空间
红花紫荆

NH-/2;2H $(HO6H;H>

火焰木
T1H:/"A6H ,H'1H;-(H:H>

凤凰木
G6(";2& *692H>

木棉
>

美丽异木棉
@/"*232H 316,2"3H>

红花山扁豆
@H332H ;"A"3H>

红花风铃木
^H$6$-2H 16;:H1/E((H

枫香
72Y-2AH'$H* L"*'"3H;H>

红花檵木>

山杜英
>

岭南槭
P,6* :-:,/6*2>

肖黄栌
S-1/"*$2H ,":2;2L"(2H>

蓝花楹
IH,H*H;AH

'2;'"32L"(2H>

无忧树
TH*H,H H3",H

开敞空间 水杉
>

落羽杉
^H&"A2-' A23:2,/-'!

毛杜鹃
J/"A"A6;A*"; 1-(,/*-'!

龙船花

半开敞空间

红千层
>

串钱柳
@H((23:6'"; M2'2;H(23>

水杉
C6:H36Y-"2H 9(E1:"3:*$"2A63>

池杉
^H&"A2-' H3,6;A6;3>

樟树
>

白玉兰
CH9!

;"(2H A6;-AH:H>

水石榕
S(H6",H*1-3 /H2;H;6;323>

土沉香
PY-2(H*2H 32;6;323!

灰木莲
CH;9(26:2H L"*A2H;H>

深山含笑
C2,/6!

(2H 'H-A2H6

表
$

广州市典型性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特征

'()*+ % <*(12 *(19C0(.+ 4+(267+C 34 2-./0(* 67)(1 .(7= /1 N6(15OM36

城市

公园

空间

类型

样本信

息

季相植物 游客量
P

%人次'
M

"#

&

春 夏 秋 冬 工作 休息 节假

密林

空间

海东京

畿园
阴香# 大叶紫薇# 竹类#

琴叶珊瑚# 杜鹃# 长春

花 # 海 桐
]2::"31"*-'

:"$2*H

# 狗牙花
S*MH:H'2H

A2MH*2,H:H

# 海芋

大叶紫薇# 竹类# 琴

叶珊瑚# 长春花# 龙

眼
G2'",H*1-3 (";9H;

#

海桐# 狗牙花# 海芋

长春花# 海桐# 狗

牙花# 海芋
长春花# 海芋

# ,L# # $AQ ! L%G

四方炮

台遗址
,!A # &&% # &G!

小鹿广

场密林
!## $A% $L%

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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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公园

空间

类型
样本信息

季相植物 游客量
#

"人次#
$

!%

$

春 夏 秋 冬 工作 休息 节假

越秀

公园

半开

敞空

间

花卉馆 白兰 % 假槟榔 % 三药槟

榔% 吊瓜树% 蒲葵% 霸王

棕 % 银叶金合欢 % 结缕

草 % 红刺露兜
!"#$"#%&

%'()(&

白兰 % 吊瓜树% 三药

槟榔 % 蒲葵 % 霸 王

棕 % 银叶金合欢 % 结

缕草

假槟榔% 三药槟

榔% 蒲葵% 霸王

棕 % 银叶金 合

欢% 结缕草% 红

刺露兜

假 槟 榔 % 白

兰 % 三 药 槟

榔% 蒲葵% 霸

王棕% 银叶金

合欢% 红刺露

兜

!&' (!! % )'!

北秀湖湖

心岛
'*+ ,*+ (*%

东秀湖湖

心岛
'"+ -!- -!'

开敞

空间

正门入口 木棉% 棕竹% 假槟榔% 小

叶紫薇% 琴叶珊瑚% 红花

檵木% 长春花% 海芋% 榕

树% 龙柏% 黄金香柳% 扶

桑 % 非洲茉莉% 九里香 %

花叶假连翘

假槟榔% 棕竹% 小叶

紫薇 % 琴叶珊瑚% 长

春花 % 海芋 % 榕树 %

红千层% 龙柏% 黄金

香柳 % 扶桑 % 非洲茉

莉% 九里香% 花叶假

连翘

假槟榔 % 棕竹 %

琴叶珊瑚 % 长

春花% 海芋% 榕

树% 龙柏% 黄金

香柳% 扶桑% 花

叶假连翘

假 槟 榔 % 棕

竹 % 长春花 %

海芋 % 榕树 %

龙柏% 黄金香

柳% 扶桑

' &!% " %,* " -%+

夕阳红广

场
!"* +%" % **&

五羊石像
' -%" ! %'" ! '!-

密林

空间

登山步道 樟树% 白兰% 马尾松% 紫

荆
*+,(-(& -.(#+#&(&

% 桉

树% 南洋杉
/,"%-",("

-%##(#0."1((

% 石栗

/)+%,('+& 12)%--"#"

% 草皮

樟树 % 白兰 % 马 尾

松 % 桉树 % 南洋杉 %

草皮% 石栗

樟树 % 马尾松 %

桉树 % 南洋杉 %

草皮% 石栗

盆 架 子 % 樟

树% 白兰% 马

尾松 % 桉树 %

南 洋 杉 % 草

皮% 石栗

(& %,- !&+

山地缓坡

幽径步道
-- %"' '("

山上密林
+! %-- !%%

火炉

山森

林公

园

半开

敞空

间

火炉山半

山腰密林

区 高山榕% 银桦% 桉树% 杜

英 % 大叶紫薇% 鸡蛋花 %

红花檵木% 杜鹃% 茱蕉

高山榕% 桉树% 大叶

紫薇% 鸡蛋花% 茱蕉
桉树% 茱蕉 桉树% 茱蕉

"& (( %(,

岭南风格

特色园
!& "+ +&

集散休息

亭绿地
'% &( ,,

开敞

空间

北门入口

空间

羊蹄甲 % 蒲葵 % 红花檵

木 % 鹅掌柴 % 红桑 % 茱

蕉% 芭蕉% 旅人蕉% 紫薇

3"0+,&',2+1(" (#$(-"

% 小

叶紫薇 % 扶桑 % 假连翘 %

天门冬% 龙船花

榕树 % 蒲葵 % 红桑 %

茱 蕉 % 芭 蕉 % 旅 人

蕉% 黄瑾% 紫薇 % 山

杜英% 使君子% 小叶

紫 薇 % 龙船 花 % 扶

桑% 假连翘% 天门冬

蒲葵% 红桑% 茱

蕉% 芭蕉% 旅人

蕉 % 秋 枫 % 扶

桑% 假连翘% 天

门冬

羊 蹄 甲 % 蒲

葵% 红桑% 茱

蕉 % 盆架子 %

秋枫 % 扶桑 %

假连翘% 天门

冬

''& -*& % '%(

沁泉大广

场
%%& "&% % *!+

水池边绿

化
,! %,+ !%'

密林

空间

红花峰
红苞木

45 -."16(2#((

% 蓝

花楹% 无忧树% 红花紫

荆% 火焰木% 木棉% 红花

山扁豆% 红花腊肠
*"&&("

7(&'%)"

% 红花风铃木% 龟

背竹
82#&'+," $+)(-(2&"

%

肾蕨
9+6.,2)+6(&

"%,(-%)"'"

% 金脉爵

:"#-.+;(" &6+-(2&"

床% 人

面子
<,"-2#'21+)2#

$%6+,,+"#%1

蓝花楹% 凤凰木 % 火

焰木 % 龟背 竹 % 肾

蕨 % 人面子 % 金脉爵

床% 黄瑾

枫香 % 红花 继

木% 山杜英% 岭

南槭 % 肖黄栌 %

无忧树 % 美 丽

异木棉 % 龟 背

竹 % 金脉爵床 %

肾蕨% 人面子

枫 香 % 岭 南

槭 % 肖黄栌 %

美丽异木棉 %

龟 背 竹 % 肾

蕨 % 金 脉 爵

床% 人面子

%, '&% "'%

蓝韵景区
'- %+! &,,

层林尽染
'! (" !&'

表
!

!续"

./012 - 345675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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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广州市城市公园植物景观评价
"#$

模型权重

'()*+ $ ,+-./0 12 345 617+* 12 8*(90 *(97:;(8+ +<(*=(0-19 12 =>)(9 8(>? -9 @=(9.A/1=

准则层 因子层 权重 准则层 因子层 权重

定性指标
!

#

植物与四周环境和谐性
&BCD

定量指标
!

D

植物空间序列多样性
"B"$

!

!

植物景观可达性
"BC" !

%

植物物种种类多样性
"B!E

!

F

植物艺术性构图
&B&F !

$

植物群落观赏多样性
&BCE

!

G

植物健康状况
&B&% !

H

植物季相变化多样性
&BCC

性指标根据空间单位中应用的植物种类! 株树! 面积来计算" 空间序列多样性根据树种分别以周边环境

的紧凑! 开敞! 空旷等分类统计" 季相变化和观赏多样性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统计# 分别以开花的季节!

观花! 观果! 观叶和其他来反映$

通过专家评分量化的定性指标见表
H

% 采用
E

分制$ 由于计算出的多样性指数为
&IC

% 为保证可比

性% 指标量纲一致% 对所得结果都乘以
E

作为与定性指标相对应的得分值$ 总得分乘以相应权重求和获

得% 分值越高% 表明景观效果综合水平越好$ 分别算得越秀公园密林空间
F

个景观节点样本的
"

值分

别为&

DBE$D

%

DB!!G

%

DBFEC

" 半开敞空间
F

个样本景观节点得分值&

%B$CC

%

DBEEC

%

DBE%C

" 开敞空间景

观节点得分值&

%B$$!

%

%BF%C

%

%B%GE

$ 火炉山森林公园密林空间
F

个景观节点样本的
"

值分别为&

%B&FC

%

DBE$&

%

%BFE$

" 半开敞空间
F

个样本景观节点得分值&

DBG!F

%

%BC&!

%

%B&EH

" 开敞空间景观节点

得分值 &

%B!FH

%

DBD%&

%

DBF%!

$ 黄山鲁森林公园密林空间
F

个景观节点样本的
"

值分别为 &

DBE$E

%

%B!ED

%

DB%DD

" 半开敞空间
F

个样本景观节点得分值&

DBG$&

%

%B&DD

%

DB!EE

" 开敞空间景观节点

得分值&

GB&CD

%

GBEC!

%

GBCD$

$

表
%

定性指标景观评价等级标准

'()*+ H @>(7+ :0(97(>7 12 8*(90 *(97:;(8+ +<(*=(0-19

评价项目层
#

评价项目子层
!

评价等级标准与评价分值

E $ D F C

定性指标因子 植物与四周环境和谐性 极和谐 和谐 较和谐 一般 不和谐

植物景观可达性 极易到达 易到达 较易到达 可到达 不能到达

植物艺术性构图 极强 强 较强 一般 不强

植物健康状况 极好 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

心理物理学美景度评价法!

)*+

"植物景观评价结果

心理物理学美景度根据公式
$

%&

J

'

#

%&

!#

&

(

K'

&

计算% 其中
$

%&

为第
&

个评价者对第
%

张照片的标准化

城市

公园

空间

类型
样本信息

季相植物 游客量
L

'人次)
/

!#

(

春 夏 秋 冬 工作 休息 节假

黄山

鲁森

林公

园

半开

敞空

间

醉红坡的 串钱柳% 水杉% 池杉% 樟

树% 白玉兰% 水石榕% 土

沉香 % 灰木莲 % 紫玉兰

"()&*+,( +,+,-+*.(

% 深山含

笑 % 剑麻
#)(/0 1,1(+(&(

%

龟背竹% 肾蕨% 人面子

红千 层 % 水 杉 % 池

杉 % 樟树 % 白玉兰 %

水石榕% 土沉香% 灰

木莲 % 剑 麻 % 龟 背

竹% 肾蕨% 人面子

水杉% 池杉% 樟

树% 白玉兰% 水

石榕 % 土沉香 %

灰木莲 % 剑麻 %

决明 % 龟背竹 %

肾蕨

水杉 % 池杉 %

樟 树 % 白 玉

兰 % 水石榕 %

土沉香% 灰木

莲% 剑麻% 决

明 % 龟背竹 %

肾蕨% 人面子

F& #&# FF!

园路处芳

林
#D DD #&H

缤纷园
#E %G F&%

开敞

空间

鱼谭水池

旁绿化
水杉% 落羽杉% 毛杜鹃%

龙 船 花 % 叶 子 花

2*3)(,&/,++0( 14056(7,+,1

水杉% 落羽杉% 毛杜

鹃% 龙船花% 叶子花

水杉 % 落羽杉 %

毛杜鹃 % 龙 船

花% 叶子花

水 杉 % 落 羽

杉 % 毛杜鹃 %

龙船花% 叶子

花

#E $! !G$

入口广场

空间
D! !!D DDE

白水湖木

栈道
!! #HD FFG

表
,

!续"

'()*+ % M190-9=+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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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越秀公园景观美景度得分值

#$%&' ( )$*+,- .'/01,/' /2$&' 13 *4' /2',+2 %'$5*6 '/*+7$*+1, 13 85'9+5 :$.;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69!? @A"BC 69!( @A?C! 69!?D @ACE@ 69!CF "@A@""

69!C "@A"@? 69!?@ "@A@@C 69!?E @AF!E 69!CB "@AFDB

69!! @A"!! 69!?? @AC@" 69!?( @ACDC 69!CD "@A@"D

69!" "@A!F? 69!?C ?A?"( 69!C@ @A@!( 69!CE "@A"?B

69!F "@A"!@ 69!?! "@AC@E 69!C? @A?@! 69!C( "@A"E!

69!B "@A?(C 69!?" @A?(" 69!CC @A@(D 69!!@ "@ACEF

69!D @A?E" 69!?F @A!DE 69!C! "@A"E@

69!E @AC"D 69!?B @AB(C 69!C" "@A?BE

表
"#

火炉山森林公园景观美景度得分值

#$%&' ?@ )$*+,- .'/01,/' /2$&' 13 *4' /2',+2 %'$5*6 '/*+7$*+1, 13 G51&5 H15,*$+, I1.'/*.6 :$.;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4&!? "@A?BF 4&!( @A!!? 4&!?D "@AFDB 4&!CF "@A!DF

4&!C "@AF"C 4&!?@ "@AB(" 4&!?E "@A@"D 4&!CB "@AB"?

4&!! "?A!!C 4&!?? @A?E? 4&!?( @A"?B 4&!CD "@A@FF

4&!" @AC?D 4&!?C "@A?@( 4&!C@ "@A"E! 4&!CE "@A!D?

4&!F @AF!C 4&!?! @A"C" 4&!C? @A?!D 4&!C( "@AF!!

4&!B @AB"" 4&!?" @A!D? 4&!CC @A!B" 4&!!@ "@ACED

4&!D @AE?( 4&!?F @A@D( 4&!C! @A!EC

4&!E "@A!"B 4&!?B "?A@!F 4&!C" @AF(B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样地
<=>

得分值

4/&!? @AF"" 4/&!( @A@@E 4/&!?D @A!CB 4/&!CF "@A@C?

4/&!C "@AC"F 4/&!?@ @A@@( 4/&!?E "@AE"D 4/&!CB @AD?"

4/&!! @AD(" 4/&!?? @A"B? 4/&!?( @A!@B 4/&!CD "@ACCB

4/&!" @AF!F 4/&!?C "?AC@? 4/&!C@ @A?!E 4/&!CE "@A?(E

4/&!F @A?CD 4/&!?! "@A?!D 4/&!C? "@A!F? 4/&!C( ?A!??

4/&!B "@A?(( 4/&!?" ?AC?B 4/&!CC @A!!( 4/&!!@ "@ACDC

4/&!D "@AC"B 4/&!?F "@A!(? 4/&!C! "@AFD@

4/&!E "@AD!@ 4/&!?B "@AD@! 4/&!C" "@A"C!

表
""

黄山鲁森林公园景观美景度得分值

#$%&' ?? )$*+,- .'/01,/' /2$&' 13 *4' /2',+2 %'$5*6 '/*+7$*+1, 13 G5$,-/4$,&5 I1.'/* :$.;

得分值!

!

"#

为第
#

个评价者对第
"

张照片的打分值"

B

#

!

!

#

为第
#

个评价者对所有照片的打分值的平均

值!

$

#

为第
#

个评价者对所有照片的打分值的标准差$ 得出% 越秀公园! 样地
69!?C

的评价等级值最

高! 为
?A?"(

& 样地
69!CB

的等级值最低! 仅为
"@AFDB

! 平均值为
@A@""

$ 火炉山森林公园! 样地
4&!D

的

评价等级值最高! 为
@AE?(

& 样地
4&!!

的等级值最低! 仅为
"?A!!C

! 平均值为
"@A@B(

& 黄山鲁森林公园!

样地
4/&!C(

的评价等级值最高! 为
?A!??

& 样地
4/&!?C

的等级值最低! 仅为
"?AC@?

! 平均值为
@A@@C

$ 具

体得分结果见表
(J??

$

!

讨论与结论

$%"

结论

由综合分析可得% 由于越秀公园地处广州市中心! 用地资源紧张! 故园区整体植物景观空间结构紧

凑! 相较于研究的其他公园密林空间多! 开敞空地少$ 在植物配置方面! 植物种类丰富! 植物搭配结构

多样! 人工化痕迹明显! 园林用观赏树种使用丰富! 栽培养护细致到位$ 火炉山森林公园与黄山鲁森林

公园置物空间结构相似! 山体之上以大片密植树种! 打造森林景观为主& 山体之下集散广场空间以开

王美婷等% 广州市典型性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美景度研究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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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 半开敞的疏林结构空间为主"

!$

#

$ 植物配置单一$ 多以防护% 碳汇等森林树种为主& 并且后期养护管

理相对粗放& 人工化削弱& 自然化明显'

通过对越秀公园! 火炉山森林公园! 黄山鲁森林公园的景观美景度研究& 综合层次分析法和心理物

理学美景度
!

种评价方法& 结果表明(

'

个公园整体景观美景度的分值相差结果较小& 由高到低分别为

越秀公园% 火炉山森林公园% 黄山鲁森林公园& 其中越秀公园榕树
(

木棉
"

彩叶灌木% 棕榈类
"

地被等群

落有较高的美景度得分值"

#)

#

& 影响植物景观美景度的关键要素有植物本身形态特征% 草坪覆盖度% 遮光

效果等) 提高乡土乔木树种多样性和植物色彩丰富性& 是改善城市公园森林植物景观的可行途径* 火炉

山森林公园中羊蹄甲
(

芭蕉
"

彩叶灌木
"

丰富地被植物+ 桉树
(

鸡蛋花
"

杜鹃
"

坡度草坪群落有较高的景观美

景度得分值& 影响植物景观美景度的主要因素有植物本身形态性质! 灌木覆盖度! 草本植被等& 提高森

林公园的植被覆盖度& 丰富植物群落! 增加植物色彩丰富度& 是提高森林公园景观美景度的基本方法*

黄山鲁森林公园作为远郊公园的代表& 提升景观美景度是增加游客量的必然途径& 修剪并维护固有乡土

树种& 保证森林生态平衡& 对相应生态群落保护和美化"

#*

#

*

通过研究发现( 广州市城市公园建设应特别注意生态作用* 城市公园作为硬质地表上为数不多的软

质近自然空间& 作为机械硬质化与自然舒适化之间的纽带& 联系着城市生活中的人们接近自然* 建设中

应以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配置方式形成植物演替群落& 公园的自然生态作用是在城市公园规划设计上的

重要规划设计内容*

!

种景观评价的结果基本一致& 唯一差异点出现在景观评价指标植物物种种类多样

性,

!

#

-上* 由于其在层次分析法评价中所占权重大& 结果与心理物理学美景度评价法景观得分值出现差

异& 导致最终结果不一致& 表明在层次分析法景观评价中对
!

%

评价指标的谨慎使用外& 城市公园的生

态功能是体现广州市城市公园景观美景度高的重要因子* 在文化教育作用方面& 城市公园可以作为教育

基地& 树立少年儿童从小爱护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 多接触大自然进行科普教育的同时养成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意识* 研究样地中越秀公园有较好示范& 园内不仅有五羊石像% 中山纪念碑% 镇海楼% 古城墙等

众多历史文物& 近年来还建成了成语寓言园% 韩国海东京畿园等景区& 既有历史文化古迹又与现代文明

相得益彰& 自然造化与人工巧设共舞& 着实给游览者以身体% 心灵的双重洗涤* 公园内如此多的文化历

史教育展馆更是让少年儿童在娱乐休闲玩耍的同时汲取知识& 学习文化& 获益匪浅* 这也是
!

种景观评

价结果均为最高的重要原因"

!&

#

*

!"#

讨论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多层次% 多因素的评价方法* 这种递阶层次模型结构以及心理物理学方法的具体

得分值相结合是解决多因子的非数学模型的优化方法* 把抽象问题具象化& 分解成不同的阶层& 一级一

级分步解决& 最终把问题归结为最低级相对于最高级或者最次级相对于最优的排列解决* 采用以照片为

媒介的心理物理学方法& 基于美景度对城市公园的植物景观进行评价& 能够较准确反映植物景观的现状

和改善路径& 可为特色景观打造% 景区差异化规划% 游览线路指引% 景观节点分析等相对范围更小的景

观优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这与陈鑫峰等"

!#

#研究结果相似* 就
!

种不同的景观评价方法产生研究结果

不一致的原因& 作如下分析( 风景园林学科需借助其他学科的技术与方法进行景观单元评价的研究* 层

次分析法中& 更注重景观质量的评价& 偏重生态学原理& 适用于以生态效益为主的城市森林公园的景观

评价中& 而在心理物理学美景度评价法更注重景观品质的评价& 偏重艺术美学原理& 适用于城市休闲公

园的景观评价*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者相结合的研究& 得出评价结果更具实际意义* 景观价值层次分

析法和心理物理学美景度评价法是量化评价结果& 如结合不同典型景观节点植物群落的模糊评价& 使得

两者相互补充& 可以得出更精准的研究结果* 这是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美景度研究的创新点& 值得在今后

的研究中加以推广*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 应在不妨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尽量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进行植物

配置与种植* 在城市公园植物景观配置上& 植物组团宜适当提高乔木树种的比例& 使用较高大% 形色俱

佳的乔木配置色彩丰富的灌木& 并进行后期维护& 保证植物生长健康* 从观赏者的感受来说& 因地被植

物易覆盖地面& 要求平铺于地表的植被开花鲜艳& 种类多样且花期各异& 地表色彩丰富& 因此在设计中

尤其是下层相对接近游览者的空间可布置花坛% 花路% 花廊% 花架以及花境& 列植% 片植% 带植% 丛植

皆宜& 以起到美化空间的作用"

!!

#

* 草坪常以大面积呈面% 成片状出现在城市公园植物景观中& 从游览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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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范围来看所占比重较大! 在游览过程中易于接近! 对游览者有一定的吸引性" 由于研究区域# 环境

的不同! 造成所得影响因子的比重不相同! 这就更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在模糊评价中适地适树! 尽可能

多地利用自然条件# 自然地势# 本土树种以及当地环境文化特色是景观高质量的必要因素$

#!

%

"

另外! 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的评价研究方式均存在主观因子! 尚未形成各研究学者# 专家统一公认的

评价指标体系" 相比于其他的评价方式! 本研究以层次分析法结合心理物理学美景度评价法中
$

分制的

评价标度能够很好地表现样本之间的差异和相同点! 是城市公园景观美景度评价研究的一种创新和一种

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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