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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旅游最优路线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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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公众对古树名木的研究% 管理及保护政策的认知与响应度! 更好地提高社会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

设计与实现综合评估价值最优的古树名木旅游路线& 对研究区浙江省金华市各区县的人口密度% 服务业发展状况%

公路密度和古树名木区域分布等作相关性分析! 为古树名木旅游线路设计提供可行性分析' 通过层次分析法

"

:;<

(对古树名木综合价值进行量化! 并进行邻接点矩阵存储' 利用
=,0>2?@A

算法遍历加权无向图! 确定综合价值

最优的古树名木节点集)区域内规划和手动预设
!

种形式(' 古树名木综合价值最优节点集与百度地图
BACA2D@,E?

:<F

进行集成! 最终实现最优古树名木旅游路线的规划! 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古树名木的相关研究中!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树名木前期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强% 社会认知度不够等问题& 图
&

表
&

参
!"

关键词! 森林资源信息系统' 古树名木' 最优旅游线路' 综合价值评价' 邻接点矩阵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6%(

"

!"8$

(

"8!"8%&!"$

=H2,I3 A3* ,JEKHJH3?A?,+3 +L ?MH +E?,JAK ?+N@,2? @+N?H +L A3D,H3? ?@HH2

OF B,

#9!

9 PQ :,0N3

#9!

%

#1 GDM++K +L F3L+@JA?,+3 R3I,3HH@,3I9 SMH0,A3I :TU Q3,CH@2,?V9 ;A3IWM+N &##&559 SMH0,A3I9 XM,3AY !1 SMH0,A3I

<@+C,3D,AK ZHV OA[+@A?+@V +L U+@H2?@V F3?HKK,IH3? \+3,?+@,3I A3* F3L+@JA?,+3 ]HDM3+K+IV9 SMH0,A3I :TU Q3,CH@2,?V9

;A3IWM+N &88&""9 SMH0,A3I9 XM,3A

&

!"#$%&'$( F3 +@*H@ ?+ ,JE@+CH ?MH EN[K,D

'

2 D+I3,?,+3 A3* @H2E+32H ?+ ?MH @H2HA@DM9 JA3AIHJH3? A3* E@+?HD?,+3

E+K,D,H2 +L A3D,H3? ?@HH29 A3* @A,2H ?MH A^A@H3H22 +L ?MH 2+D,AK E@+?HD?,+3 L+@H2? @H2+N@DH2 [H??H@9 ?MH EAEH@ *H!

2,I3H* A3* ,JEKHJH3?H* ?MH +E?,JAK D+JE@HMH32,CH HCAKNA?,+3 CAKNH +L A3D,H3? ?@HH2 ?+N@,2? @+N?H1 GEHD,L,D ,J!

EKHJH3?A?,+3 E@+DH22- ?MH EAEH@ A3AKVWH* ?MH @HKA?,+3 +3 ?MH E+ENKA?,+3 *H32,?V9 ?MH *HCHK+EJH3? 2?A?N2 +L 2H@!

C,DH ,3*N2?@V9 ?MH M,IM^AV *H32,?V A3* ?MH A3D,H3? ?@HH2 @HI,+3AK *,2?@,[N?,+3 ,3 B,3MNA X,?V9 SMH0,A3I <@+C,3DH9

A3* E@+C,*H* A LHA2,[,K,?V A3AKV2,2 L+@ ?MH *H2,I3 +L A3D,H3? ?@HH2 ?+N@,2? @+N?HY ]M@+NIM ?MH :;< JH?M+* ?+

_NA3?,LV ?MH A3D,H3? ?@HH D+JE@HMH32,CH CAKNH9 A3* ?MH 2?+@AIH +L ?MH A*0ADH3DV JA?@,` +L A3D,H3? ?@HH ^A2

D+JEKH?H*Y Q2,3I ?MH =,0>2?@A AKI+@,?MJ ?+ ?@ACH@2H ?MH ^H,IM?H* N3*,@HD?H* I@AEM2 ?+ *H?H@J,3H ?MH +E?,JAK

D+J[,3A?,+3 +L A3D,H3? ?@HH 3+*H2

!

F3?@A!A@HA +E?,JAK A3* JA3NAK E@H2H??,3I

&

Y ]MH +E?,JAK 3+*H 2H? +L A3D,H3?

?@HH2 ^A2 ,3?HI@A?H* ^,?M aA,*N JAE BACA2D@,E? :<F9 A3* L,3AKKV ?MH +E?,JAK A3D,H3? ?@HH2 ?+N@,2? @+N?H2 ^H@H

EKA33H*1 ]MN2 A??@AD?H* J+@H 2+D,AK @H2+N@DH2 ,3?+ ?MH @HKHCA3? @H2HA@DM +L A3D,H3? ?@HH2 A3* @H2+KCH* ?MH E@+[!

KHJ ?MA? +EH@A[,K,?V A3* 2+D,AK D+I3,?,+3 ?MH HA@K,H@ 2?N*V +L A3D,H3? ?@HH2 ,2 3+? 2?@+3I1

(

XM9 & L,I1 & ?A[1 !5

@HL1

)

)*+ ,-%.#( L+@H2? @H2+N@DH ,3L+@JA?,+3 2V2?HJY A3D,H3? ?@HHY +E?,JAK ?+N@,2? @+N?HY D+JE@HMH32,CH CAKNH HCAKNA!

?,+3Y A*0ADH3DV JA?@,`

收稿日期*

!586!58!8(

# 修回日期*

!586!5b!84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Oc8bX8(55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8(65(b8

$

作者简介* 李记" 从事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研究+

R!JA,K

*

K,0,`VdAK,VN31D+J

+ 通信作者* 徐爱俊" 教授" 博

士" 从事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 森林资源信息管理等研究+

R!JA,K

*

`NA0846(d8(&1D+J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古树是指
&%%

年生以上的树木! 名木是指具有社会影响力" 闻名于世且树龄往往也是在
&%%

年生以

上的树木#

&

$

% 古树名木具有科研价值& 历史价值& 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和景观价值等多元价值特征% 对

古树名木的前期研究主要在数据标准化采集与建档以及数据库建设" 其中在数据库的建设方面国外文献

相关研究较早" 如
'()*

'植物微数据库(

#

!

$

&

(+**,

'药用植物数据库(

#

-

$

&

./012,34

'尼亚斯资源库遗

传资源和植物病害信息数据库(

#

5

$的建设! 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但是发展很快" 例如植物种子信息

图像数据库 #

6

$

& 药用植物基因数据库#

7

$

& 以及地方植物数据库#

8

$等的建设" 实现了对古树名木的各种性

状及基因特征永久性记录% 古树馆的建设是从实践应用的层次上提高社会公众保护古树名木意识的成功

尝试#

$

$

% 随着乡村生态游& 民俗文化游和自驾游等旅游形式快速发展#

9!&&

$

" 以古树名木为主题特色的森

林生态旅游也逐渐成为一种旅游形式" 促使古树名木价值研究逐步成为热点%

:/0'0;0

等#

&!

$对树木年

轮进行分析" 探究了影响游客评估的一个潜在方法! 贾永生等#

&-

$基于层次分析法'

0<'

(建立了古树名木

的部分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 徐炜#

&5

$通过选取古树名木中简单而且可操作性强& 指标代表性广的
9

个因

子" 对古树名木的综合价值进行了定量分析! 另外" 对古树名木的景观价值#

&6

$

& 等级价值#

&7

$和损失额价

值#

&8

$等方面也有相关研究% 古树名木大多立地于偏远地区& 风景旅游胜地以及乡村" 社会关注度较低!

再加上近几年中国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 生态旅游快速发展& 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等构成了古树名木管理

与保护的诸多不利因素% 本研究为了提高公众对古树名木的认知度以及社会参与度" 以浙江省金华市古

树名木为研究对象" 设计综合价值最优的古树名木旅游路线)))适应当今生态游& 自驾游等旅游形式的

发展潮流" 使人们在游乐中感受古树名木的文化内涵%

&

数据准备与可行性分析

!"!

研究地区概况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中部"

!$"-!#=!9"5&$.

"

&&9%&5$=&!""57$-"&+

" 东西跨度
&6& >?

" 南北跨度
&!9

>?

" 土地面积为
&% 95& >?

!

#

&$

$

% 截至
!%&5

年底" 全市公路总里程
&! !79 >?

'浙江省排名第
5

名(" 高

速公路里程
-65 >?

" 一级公路
6$% >?

" 二级公路
& !%& >?

" 二级以上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
&8@5&A

#

#9

$

%

!"#

古树名木信息概况

金华市
9

区县'兰溪市& 永康市& 义乌市和东阳市" 浦江县& 武义县和磐安县" 金东区和婺城区%

金东区和婺城区同归属于市区(" 截至
!%#5

年统计到的古树名木为
#% 7#5

株'表
#

(%

表
!

金华市古树名木概况

BC4DE # 0FGHEFI IJEEK LJMNHDE HFNMJ?CIHMF HF OHFPQC :HIR

区
S

县 古树名木
S

株
古树名木保护级别

S

株 古树名木科属种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科 属 种

磐安县
& $77 !"" 55- & !!- !5 57 68

武义县
- "&7 &!! 57- ! 5-& -8 78 95

浦江县
686 56 &&8 5&- !& -6 55

东阳市
$&! &!5 &9- 596 -& 57 68

市区
& $-" &9! -99 & !-9 -7 67 $5

兰溪市
9&! 7$ !!" 7!5 !5 -& -!

永康市
$7- $! &9& 69" !" -! 58

义乌市
85" 5$ &"! 69" !5 -" -$

合计
&" 7&5 $$& ! &!$ 8 7"6 6& 9$ &$&

根据表
&

可知* 古树名木隶属于
6&

科
9$

属
&$&

种" 一级保护古树名木
$$&

株" 二级保护古树名木

! &!$

株" 三级保护古树名木
8 7"6

株% 其中武义县古树名木最多" 为
- "&7

株" 占据统计数据的

!$@5&A

'一级保护古树名木
&@&6A

" 二级保护古树名木
5@-7A

" 三级保护古树名木
!!@9"A

(" 占到各个级

别的百分数为一级保护古树名木
&-@$6A

" 二级保护古树名木
!&@87A

" 三级保护古树名木
-&@98A

! 浦江

县最少" 为
686

株" 占据统计数据的
6@5!A

'一级保护古树名木
"@5!A

" 二级保护古树名木
&@&"A

" 三级

保护古树名木
-@$9A

(" 占到各级别的百分比为一级保护古树名木
6@&&A

" 二级保护古树名木
6@6"A

" 三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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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最优旅游路线可行分析

'()*+,-

相关系数是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 一般按
!

值的相关性强度进行划分!

.!.＜/$%

为相关不显著"

/$%!.!.!/$0

为显著相关"

/$0＜.!.＜#$/

为极显著相关#

1/

$

!

设定金华市各区县人口密度变量
"

#

" 金华市各区县服务业发展状况变量
"

1

和金华市各区县公路密

度变量
"

!

! 分别为%

"

#

"

#

#%"$0/% 0"% /

&

11#$203 42# 3

&

%##$214 "!0 #

&

%"/$/40 2%0 %

&

%31$"3% 341 %

&

%00$41! %40 !

&

324$0/% %2/ "

&

# ##3$0%1 /2# /

&

%40$/"" %2! 4

$&

"

1

"

#

!0$20/ /// /

&

21$!4/ /// /

&

11!$"// /// /

&

4#/$34/ /// /

&

!"1$02/ /// /

&

0/$04/ /// /

&

%0%$"0/ /// /

&

# /12$0!/ /// /

$&

"

!

"

#

/$40/ /// /

&

/$20/ /// /

&

/$4#/ /// /

&

#$!%/ /// /

&

#$12/ /// /

&

#$/%/ /// /

&

#$#// /// /

&

#$14/ /// /

$! 数据经方差齐次性检验" 利用
'()*+,-

相关性分析显示" 金华市各区县人口密度与服务业

发展状况极显著正相关'

!5/$03%

"

#＜/$/#

(" 金华市各区县人口密度与公路密度呈显著正相关)

!5/$"22

"

#＜/$/"

(" 金华市各区县服务业发展状况与公路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5/$21%

"

#＜/$/#

(! 另外" 金华

市各区县古树名木分布变量设置为
"

#

"

"

$

"

#

# 233

&

! /#3

&

"0"

&

2#1

&

# 2!/

&

4#1

&

23!

&

0%/

$" 与金华

市各区县服务业发展状况变量
"

1

做相关性分析" 显示金华市各区县古树名木分布与服务业发展状况呈

显著负相关)

!56/$"//

"

#＜/$/"

(!

依据
789:8;

程序运行结果分析" 金华市各区县人口密度* 服务发展状况和公路密度之间具有较

强的正线性相关" 各个要素之间具有一定平衡度" 金华市各区县古树名木特征分布与金华市服务业发展

状况呈比较明显的负线性相关关系" 补缺了经济服务发展相对薄弱的区县! 这样" 古树名木旅游路线的

设计可以引导人们选择偏远地区的民俗文化和乡村生态游产品" 减小热点地区的旅游压力" 从而达到双

赢的目的!

1

古树名木综合价值评价

)"!

古树名木综合评估价值体系框架

本研究参照文献#

#!

$和#

#%

$从古树名木的生态价值)生物量价值如胸径* 树高等" 生物质量价值如

生长势(" 科研价值)保护价值如保护级别" 稀有价值依据中国稀有植物库和统计的株数为标准(" 景观

价值)树木立地地段价值如立地小地名" 观赏价值如树容树貌(" 历史价值)历史价值如历史典故(和社会

价值)民俗文化如和当地民族文化是否相融合" 文化信仰价值如民众供奉或者参拜祈福(等
"

个方面建立

古树名木综合价值评价体系框架" 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中的初始价值加权
$

'

#

"

$

'

1

"

$

'

!

"

$

'

%

"

$

'

"

"

$

'

3

"

$

'

2

"

$

'

4

"

$

'

#/

" 构建方案层各指标的初始加

权值的判断矩阵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以矩阵
!

来表示方案层各指标的重要程度" 其中
#

表示两指标同等重要"

!

表示前者比后者重要"

"

表示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

0

表示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

4

表示前者比后者极其重要 !

1

"

%

"

3

"

2

"

#/

分别表示略高于前奇数且略小于后者奇数的强度!

通过层次分析方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的数学公式为%

李 记等% 古树名木旅游最优路线设计与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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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古树名木综合价值体系框架

&'()* ! +,-.*,/ /0**1 .,/*20'/*3 4')5* 161/*7 80'7*9:0;

目标层!

<

" 准则层!

=

" 方案层!

>

"

综合评估价值
<

生态价值
=

#

生物量价值
>

#

生物质量价值
>

!

树龄调整价值
>

?

科研价值
=

!

保护价值
>

@

稀有性价值
>

A

景观价值
=

?

树木立地地段价值
>

B

观赏价值
>

C

历史价值
=

@

历史史实价值
>

$

社会价值
=

A

民俗文化价值
>

D

文化信仰价值
>

#%

初始加权

值!

!

"

#

#

?

!

B

#

?

C

B

?

指标得

分!

"

"

#EA

FE!

?%E%

?E%

FE%

FEA

FEA

FE%

FE%

F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

程序一致性检验

在
G+&H+I

窗体的
=:77',3 J.,3:9

中

输入一致性检验程序$ 根据运行结果可得%

方案层的初始加权值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同

时得到各方案层的指标权重
#

>

$

# 生物量价值

>

F

的权重
#

>

F

!%E%?% ?

$ 生物质量价值
>

!

权重

#

>

!

!%E%?% ?

$ 树龄调整价值
>

?

的权重
#

>

?

!

%E%D% D

$ 保护价值
>

@

的权重
#

>

@

!%E%B% B

$

稀有性价值
>

A

的权重
#

>

A

!%EF$F $

$ 树木立地

地段价值
>

B

的权重
#

>

B

!%E%?% ?

$ 观赏价值
>

C

的权重
#

>

C

!%E%D% D

$ 历史史实价值
>

$

的权重

#

>

$

!%E!F! F

$ 民俗文化价值
>

D

的权重
#

>

D

!

%EF$F $

$ 文化信仰价值
>

F%

的权重
#

>

F%

%

%E%D% D

# 依据方案层
>

F

K>

F%

的权重值和古树

名木方案层的指标得分!

"

L

F

K"

L

F%

"# 古树名木
&

'

综合评估价值数学表达式为%

&

'

! "

L

F

%#

>

F

&"

L

!

%#

>

!

&

&&&

&"

L

F%

%#

>

F%

# !

!

"

!"'

古树名木综合评估价指标调整价值设定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

MNO

法"$ 对古树名木综合价值体系框架中的
#%

个方案层!表
!

"进行等级量化$

如表
?

所示#

表
'

古树名木综合价值评价指标调整价值设定

&'()* ? +3P51/7*,/ 4')5* :8 -:7Q0*R*,1.4* *4')5'/.:, .,3*S :8 ',-.*,/ /0**1

标准层 指标层 方案一 调整价值 方案二 调整价值 方案三 调整价值

生态价值 生物量价值 冠幅
"#%E% 7 #EA

冠幅
"BE% 7 #E!

冠幅＜BE% 7 #E%

生长质量价值 生长特
T

很旺盛
FEA

一般
FE!

差
T

濒死
FE%

树龄调整价值 调整价值
!

树龄
TA%

!

A%

作为树龄的调整参数"

科研价值 保护价值 一级
?E%

二级
!E%

三级
FE%

稀有性价值 总株数
#F%% FEA

总株数
$F %%% FE!

总株数＞F %%% FE%

景观价值 立地地段价值 一类
FEA

二类
FE!

三类
FE%

观赏价值 很强
FEA

较强
FE!

一般
FE%

历史价值 历史史实价值 资料
T

考古见证
FEA

传说轶闻
FE!

无
FE%

社会价值 民俗文化价值 文艺形态
FEA

民间故事
FE!

无
FE%

文化信仰价值 人民祭拜祈福
FEA

神话传说
FE!

无
FE%

?

古树名木邻接点的存储

本研究采用邻接矩阵的方式存储古树名木节点信息$ 这样可以方便判断
!

个古树名木节点是否通路

且很快计算出通路的综合评估价值总和$ 不需要开辟多余空间来存储古树名木之间的关系和通路信息#

存储对象为%

!

一级保护古树名木'

"

二级保护古树名木和三级保护古树名木中的综合评估价值高于一

级保护古树名木评估价值中值的部分#

通过百度地图对选定的古树名木节点进行两两互联并用直线进行手绘划分$ 如图
F

所示# 图
F

百度

地图上标注的古树名木节点为随机选取的浦江县
D

株古树名木!

&

$

"$ 地图缩放到乡镇
T

街道显示时$ 可以

发现相离很近或同立地小地名的古树名木的标注重合在一起$ 如
&

@

标注是位于浦江县的塔山公园内的
?

株古树名木的重合$

&

C

标注是位于浦江县江南第一家的
!

株古树名木的重合# 另外$ 对于不在同一个立

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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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古树名木节点划分图

$%&'() # *+) ,-(.%.%/0 1-, /2 -03%)0. .())4 0/5)4

图
6

古树名木节点辐射区交集图

$%&'() 6 *+) /7)(8-, 2%&'() /2 -03%)0. .())4 0/5)4 (-5%-.%7) 9/0)

李 记等! 古树名木旅游最优路线设计与实现

地的小地名" 且密度相对很高的古树名木" 利用百度

地图
:-7-43(%,. ;<=

提供的点聚合思想" 以古树名木

为圆点"

> ??? 1

为半径" 添加圆形覆盖物" 如图
@

所示#

根据图
@

可知!

*

!

和
*

A

虽然不在同一个立地小

地名" 中心辐射区却有交集" 因此将它们按照集群对

象处理" 又
*

!

的综合评估价值
!

*

!

!@B?6C >

"

*

A

综合评

估价值
!

*

A

!>B">6 >

" 所存储对象为
!

*

!

# 本研究对古树

名木集群或者立地同小地名的古树名木节点选取综合

价值最高的为存储节点#

古树名木邻接点存储的实现方法! 对所有的古树

名木进行综合价值评价# 筛选出一级保护古树名木以

及二级保护古树名木和三级保护古树名木符合存储条

件的部分#

6

个古树名木节点是否通路判断条件为!

6

株古树名木之间联通公路不多于
6

条的形成通路# 边权值设定方法为! 两联通古树名木节点综合评估

价值倒数和的一半# 同样的
D

株浦江县的古树名木节点" 筛选出符合存储条件的
C

株为$为了方便说明

与计算" 古树名木评价值取整%!

!

*

>

!!

"

!

*

6

!!

"

!

*

!

!6

"

!

*

"

!6

"

!

*

C

!A

"

!

*

E

!6

& 进行邻接点矩阵存储为!

!

"

F

?

"

#

$ $ $

%

"&

'

(

?

%

)&

%

"&

E

@A

%

"&

$

%

"&

?

"

@

$ $

$

%

"&

"

@

?

!

G

$

$

E

@A

$

!

G

?

!

G

%

"&

%

"&

$ $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据同样的方法完成金华市所有古树名木节点的邻接矩阵存储&

A

最优旅游路线的实现

!"#

最优古树名木旅游路线的设计

起止点获取的方法!

!

金华市各区县内综合价

值排名前
@

位的古树名木节点'

"

手动预选取的古

树名木节点&

利用
H%IJ4.(-

算法遍历无向图$古树名木邻接点

矩阵%" 得到综合价值最优的古树名木队列& 具体实

现为!

!

根据古树名木邻节点矩阵建立加权无向图&

"

初始化 " 即
#!K$L

"

$

的权值为
?

&

#

设置
%

包含

除
$

外的其他古树名木节点" 即!

%!K

其余古树名木

节点
L

" 若
$

与
%

中古树名木节点
&

'

有边" 则＜&

'

"

$＞正常有权值' 若
&

不是
$

'

的出边古树名木邻接点" 则＜&

'

"

$＞权值为 $

&

$

从
%

中选取一个权值
$

最小的顶点
&

'

" 把
&

'

加入
#

中&

%

以
&

'

为新中间点" 更新
%

中各古树名木节点的权值' 若从源点
$

到

古树名木节点
&

'

的权值$经过古树名木节点
$

%比原来权值$不经过古树名木节点
$

%短" 则修改顶点
&

'

的

权值" 修改后的权值的顶点
$

的权值加上边上的权值&

&

重复步骤
$

和
%

" 直到所有古树名木节点都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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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
!

中!

最优古树名木队列与百度地图
&'(

"

)*+*,-./01 &'(

#进行兼容性设计$ 通过百度地图渲染出古树名木

旅游线路!

!"#

代码实现

234-1/54678/4

%%

99

古树名木的邻接矩阵的建立

:.77;517678

&'

<

((

= 99

初始化起点数列

:.77;517>4?

&'

<

((

= 99

初始化终点数列

@7,3A1;517,&..*B

&'

<

((

= 99

初始化最优路径节点队列

'3CA/- ,1./48 :.77;517&..*.B1

"

/41

&'&'

8D :.77;517678/4

&

/

'

D :.77;517>4?

&

/

'#

998

矩阵图$

:.77;517678/4

&

/

'第
/

个起点
D:.77;517>4?

&

/

'终点
D

返回最优路径节点集

E25.

"

/41 /<%=/F8G@5H,IA7481J=/KK

#

E

25.

"

/41 L<"=LF8GMA53N4IA7481J==LKK

#

E99

判断此节点是否为最优
D

最优返回
1.37

C55A ;517O1*17<P/LQ,1.*O7*.-J;517

"

8

&

/

'&

L

'#

=

99

最优节点进入
@7,3A1;517,&..*B

&'

/2

"

;517O1*17<<1.37

#

&??:5@7,3A1;517,&..*B

"

8

&

/

'&

L

'#

=

7A,7 -541/37= 99

跳出次循环
D

继续向前遍历

R R

.713.4 @7,3A1;517,&..*B

&

4

'

=99

返回最优路径节点集数列

R

99

调用百度地图
&'(

F,-./01 1B07<S 17T19L*+*,-./01S ,.-<S J110U99*0/GN*0GC*/?3G-5N9*0/V+<#GWX*Q<YF9,-./01Y

+*. N*0 < 47H 6Z*0IZ*0

"

S -541*/47.S

#

= 99

创建地图实例

/41 /<%=

99

最优路径节点集的经纬度在百度地图上的绘制

25.7*-J

"

1.77 *, /4 @7,3A1;517,&..*B

&

4

'#

E+*. ,05/

&

/

'

< 47H 6Z*0I'5/41

"

1.77I[548/13?7D1.77I[*1/13?7

#

=R

25.

"

/41 /<%=/F4=/KK

#

E 99

驾车实例
D

并设置回调

+*. ?./+/48 < 47H 6Z*0IP./+/48@5317

"

N*0DE54O7*.-JM5N0A717U?.*H[/47R

#

=

?./+/48I,7*.-J

"

,05/

&

/

'

D,05/

&

/K#

'#

= 99

搜索节点
/

到节点
/K#

的线路

R R

234-1/54>4?

!"$

实现效果

区域内古树名木最优旅游路线的实现$ 经过预提取区域内的古树名木综合评估价值最高的
\

个节点

的提取$ 经过技术兼容性设计$ 调取百度地图
L*+*,-./01 &'(

进行地图渲染出最优行车路线"图
\

#! 图
\

实现了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区域内的最优旅游线路的规划$ 当行车启动时$ 利用
]W N*0, &'(

"

?5-3!

N741I*??>+741[/,1747.

"

S0A3,.7*?BS D0A3,@7*?BD2*A,7

##获取用户当前的全球定位系统"

^'O

#坐标$ 同时调用

百度地图
L*+*,-./01 &'(

重绘古树名木起始节点与当前用户位置
^'O

坐标的路线$ 进行实时导航!

W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古树名木数据为研究对象$ 分别对研究区各区县的人口密度) 公路密度) 服

务业发展状况与古树名木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 论证了古树名木旅游最优路线设计的可行性*

利用
&]'

法和
_O>

法实现了古树名木综合价值的评价$ 完成古树名木邻接点矩阵的存储* 利用
P/LQ,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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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金华市武义县古树名木最优旅游路线设计的实现

$%&'() ! *)+,%-+.%/0 /1 .2) /3.%4+, .(+5), (/'.) 6)7%&0 /1 +08%)0. .())7 %0

9':%; <%02'+ =%.:

李 记等! 古树名木旅游最优路线设计与实现

算法遍历古树名木的邻接点矩阵得到综合评价

值最优的古树名木节点集 " 经过与百度地图

<+5+78(%3. >?@

进行兼容性设计" 最终实现了古

树名木最优旅游路线#

实现的古树名木最优旅游路线" 综合考虑

了乡村生态游$ 民俗文化游和自驾体验游等因

素" 引导人们选择以古树名木为特色的旅游形

式" 在游乐中丰富古树名木知识# 研究的最终

目的是提高社会公众对古树名木的关注度" 为

古树名木相关研究及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个

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此基础上" 吸引更多的社

会资源投入到古树名木的相关研究中去" 一定

程度上解决古树名木前期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强$

社会认知度不够等问题#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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