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基金项目! 林业公益性行业重大资助项目#

!%#'%'(%#

$

作者简介! 马冰倩% 从事城市林业研究&

)!*+,-

!

.$$.%/0&!0%1.2(345*

& 通信作者! 徐程扬% 教授% 博士% 从

事城市树木与环境' 城市森林构建' 经营与评估等研究&

)!*+,-

!

467819:;83<=834>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

!

#$

(22?(0'

!"#$%&' "( )*+,-&%. /01 2%-3+$4-56

=5,@#%3##$((A:3,BB>3!%/&!%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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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各大高校内以建筑为背景的城市森林景观十分丰富% 结合样地实测和景观照片的分析!

运用美景度"

CD)

&评价' 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 探讨了视觉景观异质性与美学质量之间的联系% 结果表

明$ 以建筑为背景的城镇森林视觉景观异质性与美景值呈显著负相关! 基于视觉景观异质性和美景度将视觉景观

分为
(

类$

!

高异质' 低质量景观"类型
"

&$ 视觉景观异质性最高! 斑块密度"

EF

&! 景观多样性指数"

CGFH

&! 景

观均匀度指数"

CH)H

&! 分离度指数"

CEIHJ

&! 景观形态指数"

CGKE)

&! 分形维数"

LMKN

&均最高! 最大斑块指数"

IEH

&

和连通度指数"

NOPJKQ

&最低! 视觉景观连通性差' 结构不稳定! 构景因子的植被比例"

R)

&和植被建筑比例"

M

&最

低! 建筑比例"

DS

&最高! 形状和边界的复杂主要体现在硬质要素"建筑和道路&上! 整体美学质量差! 可观赏性不

高(

#

中等异质质量景观)类型
$

&$ 视觉景观异质性中等! 整体稳定性' 连通性' 建筑和植被比例均中等!

CGKE)

和
LMKN

最低! 景观美学质量仅次于类型
"

景观(

%

低异质' 高质量景观"类型
&

&$ 视觉景观异质性最低!

EF

!

CGFH

!

CH)H

!

CEIHJ

及
DS

最低(

IEH

!

NOPJKQ

及
R)

和
M

最高且
CGKE)

!

LMKN

与景观
"

相似! 整体稳定性强!

连通性高! 植被丰富! 植被斑块边界和形状富有一定的变化! 公众喜好度最高% 由此可见! 随着视觉景观异质性

增强! 城镇森林的美学质量显著下降! 而增加视野中的植被可提高美景度! 相反! 增加建筑比例则会降低美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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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城市森林是提高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重要途径% 在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围绕高层建筑构建城市森

林& 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环境需求& 也是美化建筑背景景观的常见手法% 在建筑物周边建设

城市森林通常要符合建筑景观的空间和美学规则& 如何验证这些规则!如植被的空间配置等"的科学性仍

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部分学者通过评价建筑外观的色彩' 纹理及建筑与周围环境整合的合理性#

S

$进行小

尺度研究& 认为建筑外观' 屋顶和植被显著影响了视觉景观质量& 植被可缓和建筑生硬' 毫无生机的缺

点#

#

$

& 有利于视觉感知的提高% 为了从较大尺度上研究植被和建筑物的空间关系& 有学者基于地理信息

系统!

MFC

"等宏观手段& 依据人们的偏好& 从景观评价角度开展研究& 探讨在城市周边环境景观中融入

适宜建筑的方法#

!

$

% 目前研究普遍认为植被与景观美学质量呈正相关& 而不合理的建筑会干扰周围环境

整体秩序#

T

$

& 降低视觉景观质量#

U

$

% 植被在景观中的空间位置通常会产生不同视觉构景和空间界定等&

对建筑物的采光' 建筑外观的遮挡' 以及整体视觉景观的虚实感知' 色彩和景物协调性均产生影响% 同

时& 植被覆盖通过改变建筑的线条和形状& 打破规则的几何特征& 进而影响了乡村建筑景观整合的美学

质量#

"

$

% 尽管中国学者从艺术角度在建筑周边植被的规划建设#

Q

$与管理#

V

$以及植被配置合理性和生态服

务功能评价等#

W"SP

$领域开展了系列研究& 依然鲜见植被与建筑耦合关系对视觉景观质量影响的报道% 空

间位置变化是植被规模' 位置及其色彩等对城市森林视觉质量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即空间异质性% 在

景观生态学中& 异质性是反映地理事物空间分异规律的重要标志#

SS

$

& 直接影响资源' 物种和干扰在景观

中的分配与传播& 对景观整体功能及生态过程有重要调控作用#

S#"S!

$

% 对于城市森林景观& 视觉景观异质

性可以理解为景观内各景物斑块或者色彩斑块的统计特性及其在空间上的关系% 在城市森林景观研究

中& 有关景观结构#

ST

$和美学质量评价#

SUXSQ

$等报道较多& 尤其是在中' 大尺度上& 采取景观生态学手法对

某一城市或区域的城市森林景观开展景观格局的研究#

SV"#P

$较多& 但鲜见开展小尺度的城镇森林视觉景观

异质性的研究% 鉴于此& 本研究以高校具有建筑物背景的城镇森林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美学质量评价与

景观生态学异质性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因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 研究城镇森林景物空间异质性程度对公

众喜好度的影响& 进而从美学和整体景观特点揭示植被与建筑物空间的耦合关系& 为提升具有建筑背景

的城镇森林的景观质量提供理论支撑%

S

样地设置与调查

目前& 城市森林景观已经基本稳定成型& 为保证有较远的观赏距离& 筛选了北京市海淀区高校校园

内的典型景观进行调查& 将以建筑为背景的城市森林景观作为研究对象& 调查地点包括清华大学'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等
W

所高校% 景观照片拍摄的原则是保证

建筑物前或周边的植被画面完整& 并保证观赏距离!拍照点到建筑物的距离"相对一致% 以所拍摄照片中

景物的范围为样地范围& 对样地范围内的所有植被做详细调查%

马冰倩等( 城镇森林视觉景观异质性对美学质量的影响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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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指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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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指标 缩写及字母表示 含义

分离度指数
89:;'

!

!

<"

"

指景物斑块的分离度与景物类型的面积指数之比#描述了视觉景观格局性质与特点#该值越

大#表明景物斑块个体的分离程度越高

斑块密度
9=

!

!

<

" 景观照片单位面积上的景物斑块数量#其值越大#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越高

最大斑块指数
:9;

!

!

!

"

指某景物类型的最大斑块在整个景观中所占比例#描述优势景观斑块特征#该值越大#视觉景

观越稳定

景观形态指数
8>?9@

!

!

A

"

指整个视觉景观中各类景物相应斑块指数值的总和除以斑块总数#该值越大#视觉景观形态

特征和复杂程度越高

分形维数
BC?,

!

!

%

"

指景物斑块的面积与周长之比值#描述景观斑块的几何形状复杂程度#该值越高$斑块形状越

不规则#边缘线越复杂

连通度指数
,DE'?F

!

!

G

"

描述视觉景观里不同拼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展趋势#该值越高#表明景观中的某种优势斑

块类型形成了良好的连接性

景观多样性指数
8>=;

!

!

H

"

描述视觉景观中景物类型非均衡分布状况# 景物斑块组成的多样性程度与视觉景观的多样

性$异质性和破碎化程度相关#该值越大#说明斑块增加或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呈均衡化趋势

分布

景观均匀度指数
8;@;

!

!

I

" 描述景观中各景物斑块分配的均匀程度#该值越大#表示景物斑块分布越均匀

聚合度指数
?;

!

!

J

"

基于同类型景物斑块公共边界长度#反映视觉景观中不同景物斑块类型的非随机性或聚集程

度#该值越大#景物斑块之间的公共边界的值越大

相似毗邻百分比
9:?=K

!

!

$

" 描述视觉景观类型内部的聚合程度#该值越小景观斑块越分散$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越高

!

研究方法

"#!

照片拍摄! 筛选与评判

照片拍摄选用尼康
=A&&/

相机# 参数设置% 光圈优先曝光$

B##

光圈$ 自动对焦模式& 天气为典型

晴天# 采取横向拍摄# 镜头高度为
#LGG M

' 为了避免受观察点与楼宇之间距离的限制# 并使植被在照片

取景范围中最大化# 统一在建筑物的侧前方拍摄景观照片( 为避免景观照片的视觉质量强烈受光照的影

响# 统一在顺光光照下进行景观照片拍摄( 共筛选了
G%

张以建筑为背景的城镇森林景观照片(

采用美景度评判法)

!<

*

!

/3+153 )+(N6O +/65M(65.1

#

8P@

"对照片的视觉美学进行评价# 采用网络调查问

卷形式!

-664/QRR/.SNM4L3.MRSTR<&H%&&$$L(/4U

"进行评判# 每张照片设置观察时间为
G /

# 回收
!!!

份评判

结果# 得到有效问卷
!&I

份(

每个景观的美景值!

/3+153 )+(N6O V(*N+

"按照
=?E;@:

等)

!<

*方法计算%

!

按等级值大小顺序统计各等

级值的频数!

"

"&

"

计算各等级值的累计频数!

"

3

"&

#

计算累计概率!

#

3

"&

$

根据累计概率查正态分布单侧

分位数值!

$

"&

%

计算
$

的平均值!

!

"( 随机选取
<

张照片作为对照景观# 其美景度值
%

&

计算公式为%

%

&

W

!

!

&

X!

&

"

"<&&W&

& 其他景观的美景度值
%

'

为%

%

'

W

!

!

'

X!

&

"

"<&&

( 其中%

'!

)

<Y G%

*#

!

&

为对照景观的平均

值#

!

'

为其他景观平均值(

%

'

绝对值越大# 与对照景观的景观质量差距就越大(

"#"

照片中景观斑块信息提取

根据城镇森林照片中视觉景观要素的主要构成成分# 将景物类型划分为植被!乔+ 灌$ 草"$ 建筑$

道路和天空等
%

类( 利用
?73 F;8 <"LA

软件手动勾画出照片中每个景观斑块的边界# 将照片栅格化处

理# 然后采用
BC?F8'?'8 %L!

软件提取照片中的景物斑块信息( 手工勾绘照片中景物斑块的原则是%

在充分放大像素的基础上# 由目视直接判断照片中的景物# 区分明显的景物斑块边界# 并确定和勾绘边

界& 对于边界不十分明显的景物# 通过色彩和形态加以辨认# 确定所属类别后勾绘边界( 为了分析照片

中景物斑块的特性# 本研究引入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指标的概念# 参考毛斌等)

!!

*的方法选择了
<"

个景观

指标!表
<

"(

A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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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运用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和简单相关性分析方法" 采用
$ !%&%#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

软件

绘制直方图#

!

结果与分析

#"$

视觉景观异质性模型构建

森林景观的综合质量是由景观中斑块指标综合决定的" 经常有部分指标有显著的间相关关系$

#!

%

# 为

此" 通过主成分分析或因子分析实现降维" 进而达到各因子轴间相互独立的目的$

#&

%

#

从统计角度出发" 部分景观指标存在着显著的间相关关系$

#!

%

" 不满足相互独立的性质" 直接纳入计

算必会存有冗余#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

个景观指标提取主成分" 以消除指数对某些影响因素的重复

表达# 从表
#

可见& 前
!

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
/&%-"0

" 其中&

123

"

4'5678

"

92136

"

9:;3

"

93<3

在第
.

组分有较高载荷" 这类指数反映了景观斑块结构特性" 为组分
!

.

" 可描述景观的稳定性'

2;

"

217;=

"

73

在第
#

组分有较高载荷" 反映了斑块分散与聚集的特点" 为组分
!

#

" 可描述景观的破碎化现

象'

9:72<

和
>$74

在第
!

组分有较高载荷" 反映了斑块形态等信息" 为组分
!

!

" 可用于描述景观连

通性( 综合这
!

个组分" 构建景观异质性)

!

*模型" 描述景观稳定性的组分方差贡献率为
?-%"!0

" 描述

景观破碎化的组分方差贡献率为
!#%,&0

" 描述景观连通性的组分方差贡献率为
."%?!0

" 可见结构是影

响视觉景观异质性的主要方面( 根据主成分得分矩阵确定
!

个主成分中每个变量所对应的系数" 形成结

构)

!

.

*" 数量)

!

#

*和形状)

!

!

*

!

个视觉景观异质性组分方程&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A#"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视觉景观异质性
!

个组分的特征根分别为
!

.

@&%A"#

"

!

#

@!%-,/

和
!

!

@.%???

)表
#

*" 以每个主成分所

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

..

%

" 可得到景观异质性综合模型" 即&

!@!-%."."

.

!-%.-&"

#

"-%.&#"

!

"-%-A#"

&

!-%-/-"

?

"-%..-"

"

"-%.-#"

A

"-%-/."

,

"-%-,A"

/

"-%-/""

.-

(

表
!

景观指数主成分分析结果

6BCDE # $EFGDHF IJ K()+L)KBD LIMKI+E+H B+BDNF)F IJ DB+OFLBKE )+OEPEF

项目
旋转后载荷矩阵 得分矩阵

主成分
!

.

主成分
!

#

主成分
!

!

主成分
!

.

主成分
!

#

主成分
!

!

特征值
&%A"# !%-,/ .%???

累计贡献率
Q0 ?-%"#A !#%,&. ."%?!#

2; !-%#.- !-%/&# !-%../ !-%-." !-%!"/ !-%./?

123 !-%/&A !-%.A/ -%..- !-%#-# !-%-#! -%-!!

9:72< -%-./ -%--! -%/,- -%-.. -%.!. -%?"&

>$74 !-%.-? !-%!!# -%,," !-%--" !-%--? -%&"&

4'5678 !-%/A# -%.#& !-%-?! !-%#., -%-A# !-%-#.

217;= !-%-!& -%/?" !-%#&! !-%-&- -%!!& !-%-.!

92136 -%/.& -%-#A !-%--" -%#-- !-%-#- -%--"

9:;3 -%/A? -%-A- -%-.& -%#.# !-%--! -%-#&

93<3 -%/"? -%..- !-%-A" -%#-, -%--- !-%-#!

73 -%--- -%/?A !-%#&. !-%-!! -%!!! !-%-..

#%!

视觉景观异质性和美学质量综合分区

基于因子分析的
!

个异质性组分)

!

.

"

!

#

"

!

!

*以及各样地的景观美学质量)

9R<

*进行聚类分析" 采用

$ !%&%#

软件的层次聚类方法" 选择
!

类为最终分类结果" 按视觉景观异质性程度分为高异质+ 低质量

视觉景观)类型
!

*' 中等异质! 视觉景观)类型
"

*' 低异质! 高质量视觉景观)类型
#

*)图
.

*(

马冰倩等& 城镇森林视觉景观异质性对美学质量的影响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图
#

聚类分析的
'

类景观样地

()*+,- . /0123- 24565*,0247 ,-2,-7-86)8* 64- ' 692-7 5: 308;7<02- :,51 <3+76-, 080397)7

!"!

视觉景观异质性与美景度关联分析

'='=#

不同视觉景观类型中景观指标对美景度的影响
'

种类型景观的
>?@

!

ABCDEF

!

/?>@D

!

/GH@

!

/@I@

!

?H

!

/GE?I

和
(JEA

景观要素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EHK

和
E@

无显著差异"图
!

#$

!

类型

"

% 高异质& 低质量视觉景观$ 该类型景观视觉异质性为
&=L!

! 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景观! 美景度

为
!%.=$&

! 显著低于其他类型景观$ 从景观因子角度出发!

>?@

和
ABCDEF

最低! 分别为
%&=M!

和

N&=$'

! 表明该类型景观的最大斑块小! 连通性低' 而
?H

!

/?>@D

!

/GH@

!

/@I@

!

/GE?I

和
(JEA

均最

高! 分别为
O=$O

!

'=O!

!

#=!%

!

&=$#

!

#=O!

和
#=&$

! 可见该类型的景观破碎程度严重! 混杂程度高! 边

界复杂& 稳定性最差! 形状和组成都很复杂! 与另
!

种视觉景观类型相比! 该类型的景观视觉感知差!

美学质量低$

#

类型
$

% 中等异质质量视觉景观$ 该类型景观视觉异质性为
!&=!M

! 美景度为
!!&=%N

$

!

'

组分因子
/GE?I

和
(JEA

在
'

种景观类型中最低! 分别为
#=%M

和
#=&M

! 可见! 该种类型景观的斑块形

状规则! 边缘线简单$

!

#

和
!

!

组分中各因子值均居中等! 相比景观类型
%

来看! 斑块连通性和稳定性

差! 破碎化程度高! 景物斑块边界简单! 但美学质量显著低于景观类型
%

$ 可见! 景观斑块边界连接过

于简单! 对视觉感知来说! 会降低景观的美学质量$

&

类型
%

% 低异质& 高质量视觉景观$ 该类型景观

视觉异质性为
!&=ML

! 美景度为
M=M$

! 视觉异质性程度最低! 同时景观的美学质量最高 $ 该类型的

/GE?I

和
(JEA

几乎与类型
"

相同! 分别为
#=O#

和
#=&$

! 斑块的边界复杂程度高! 而
>?@

和
ABCDEF

图
!

不同视觉景观类型景观指标特征

()*+,- ! A40,0<6-,)76)<7 5: )8;)<065,7 :5, ;)::-,-86 692-7 5: P)7+03 308;7<02-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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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景要素
视觉景观异质性 美景度

皮尔逊相关性
!

皮尔逊相关性
!

视觉景观异质性
" $ ! !%&'%()) %&%%*

美景度
+,- !%&'%()) %&%%* $ !

植被比例
.- !%&*/0)) %&%%% %&**!)) %&%%%

建筑比例
,1 %&(/$)) %&%%/ !%&*$()) %&%%%

植被建筑比
2 !%&'0()) %&%%$ %&(*0) %&%$#

天空比例
+3 %&!'* %&%"* !%&$** %&!*"

道路比例
45 %&'%0)) %&%%* !%&##( %&#"#

表
!

构景要素与视觉景观异质性和美景度之间的相

关性

6789: ! ;<==:97>?<@ 8:>A::@ B7C><=D 7@E F?DG79 H:>:=<I:@:?>J 7@E +,-

<B 97@EDC7K:

说明! "

!

# 表示无$

)

表示在
%&%'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

表

示在
%&%$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也最高% 分别为
"0&$"

和
"$&0'

% 表明该类型景观的最大斑块大% 连通性强& 而
4L

%

+4MN6

%

+OLN

和

+N-N

均最低% 分别为
!&(*

%

#&%/

%

%&/$

和
%&"(

$ 可见该类型的景观破碎程度低% 景观的结构比较稳定%

且形态和边界富有一定的变化% 景观不显单调% 观赏效果好$

!&!&#

不同视觉景观类型中构景要素对美景度的影响 对不同样地的视觉构景组分占比'植被比例
.-

%

建筑比例
,1

% 道路比例
45

% 天空比例
+3

和植被建筑比
2

(进行分析$ 从表
!

来看! 不同的构景组分与

视觉景观异质性) 美学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其中视觉景观异质性与
,1

%

45

呈显著的正相关

'

!P%&%%/

%

!P%&%%*

(% 与
.-

和
2

呈负相关'

!＜%&%%$

%

!P%&%%$

(& 美景度与
.-

%

2

呈显著的正相关

'

!＜%&%%$

%

!P%&%$#

(% 与
,1

呈显著负相关'

!＜%&%%$

(& 而随着视觉景观异质性的提高% 景观的美学质

量呈显著下降趋势'

!P%&%%*

($ 以建筑为背景的城镇森林景观主要由植被和建筑组成$ 从图
!

可见! 视

觉景观异质性) 美景度) 植被比例) 建筑比例)

道路比例和植被建筑之比均有显著差异% 天空

比例则无显著差异% 具体表现为! 类型
N

中%

视觉景观异质性最强且
,1

和
45

最高% 但美学

质量最差%

.-

及
2

均最低% 分别为
!'&%"Q

和

$##&!$Q

& 类型
!

中% 视觉景观的异质性程度

降低% 硬质视觉景观
,1

和
45

的占比也降低

'分别降低了
#%&("Q

和
#&#0Q

(% 而
.-

和
2

显

著提高'分别提高了
!!&'*Q

和
#((&('Q

(% 景观

的美学质量也显著提高$ 可见% 当植被比例占

景观视野
"0&"!Q

且植被与建筑之比约为
!&"

倍

左右时% 以建筑为背景的城镇森林景观的视觉

美学质量最佳$ 结合相关性来看'表
!

(% 植被)

建筑和道路都可能引起视觉景观异质性的显著

变化% 而天空不是引起景观美学质量差异的关

键因素*

#'

+

$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索了以建筑为背景的城镇森林景观美学质量特征% 利用
5=C RN+ $%&!

将研究对象分为植

被) 建筑) 道路和天空等
(

种视觉景物类型% 并用
$%

个景观指标描述整体视觉景观及不同景物斑块之

间的特点$ 对景观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降维% 提取了结构) 组成和形态
!

个主成分 % 解释率可达

/(&%"Q

% 经由
!

个组分的特征值推导出视觉景观异质性
S

% 其中结构的方差贡献率达
'%&"!Q

% 组成组

分的方差贡献率达
!#&0(Q

% 形态的方差贡献率达
$"&'!Q

$ 视觉景观异质性与美景度之间存在极显著相

图
!

不同视觉景观类型的异质性! 构景要素和美景度特征

S?IG=: ! ;H7=7C>:=?D>?CD <B H:>:=<I:@:?>JT C<@D>?>G>?F: :9:U:@>D 7@E +,- B<= E?BB:=:@> >JK:D <B F?DG79 97@EDC7K:

马冰倩等! 城镇森林视觉景观异质性对美学质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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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 为探讨各样地视觉景观异质性与美景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结构$ 组成和形态
)

组分与

美景度进行聚类分析# 将这
*%

块样地分为
)

类% 类型
!

& 高异质$ 低质量景观% 视觉景观异质性最高#

建筑比例高# 植被比例低# 视觉景观连通性差$ 结构不稳定且复杂多变# 整体美学质量低% 类型
"

& 中

等异质质量景观% 视觉景观异质性中等# 建筑$ 植被比例$ 稳定性和连通性中等# 但斑块边界和形状复

杂度最低# 景观美学质量仅次于类型
!

景观% 类型
#

& 低异质$ 高质量景观% 视觉景观异质性最低# 景

观稳定性强# 连通性高# 斑块边界和形状富有一定的变化# 美景度最高%

横向比较
)

种视觉景观类型# 随着视觉景观异质程度加深# 景观美学质量显著下降# 主要体现在景

观指标和构景要素的差异对城镇森林景观美学质量的影响%

从景观指标来看#

+,

#

-+./0

#

-1,/

#

-/2/

与美学质量呈负相关% 随着斑块数量$ 分离程度和多样

性$ 均匀度的显著增加# 视野中的景观复杂度提高# 景观群体庞大$ 数量多$ 色彩浓重和枝叶杂乱$ 植

物茂盛# 给人以沉重$ 压抑或者不安的感觉'

!3

(

# 造成公众喜好度降低)

.+/

和
456078

增加可提高美景

度# 可能是因为植被斑块占主导# 视觉色彩上连续性强# 整体呈现比较均匀的绿色色块# 给人以视觉享

受)

-17+2

和
9:74

变化有所不同# 美景度最高和最低的景观边界和形状都很复杂% 一般情况下# 复

杂的斑块边界会降低视觉感知# 但本研究表明& 高美学质量景观的斑块形状及复杂的边界反而能提高美

景度# 可能是因为该类型的景观视野中主要是植被# 植被边界的变化来源于林冠线的起伏# 而林冠线对

林外景观美景度的影响大'

!;

(

# 相比建筑或道路等的复杂边界# 人们比较喜欢林冠线变化明显的景观'

!<

(

%

由此可知# 破碎化程度低$ 斑块之间连通性高$ 整体结构稳定且植被边界具有一定变化的景观# 公众的

视觉感知效果好# 喜好度评价高%

从构景要素来看# 植被!

=2

"# 建筑!

>?

"和植被建筑比例!

:

"与美景度显著相关# 其相关性由高到

低分别为
=2

!

"';;)

"#

>?

!

!"';(%

"#

:

!

"'%;<

"# 即植被对以建筑为背景的城镇森林景观的美学质量影响力

度最强# 建筑影响次之% 前人在探究滑雪场等
%

类景观要素时也发现# 植物景观与美景度高度相关# 服

务性建筑相关性略低'

!$

(

% 研究表明'

)"!)(

(

& 植被是提高美景度的重要因素# 随着
=2

和
:

的增加# 城镇森

林的美学质量显著提高# 而视觉景观中
>?

的增加反而降低了景观美学效果% 本研究中# 视觉景观均由

建筑和植被构成# 更高的植被覆盖比例# 可以遮挡更多的建筑# 在视觉上弱化建筑的生硬感'

)!

(

# 提高了

视觉美学质量# 类似研究也表明植被覆盖程度高的建筑景观# 美学质量得分更高'

))

(

% 天空和道路对美景

度无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天空和道路的形状和色彩单一# 公众评价的关注点主要落在了植被和建

筑上%

综上# 以建筑为背景的城镇森林中# 视觉景观异质性高# 连通性差# 结构不稳定# 建筑边界复杂#

植被林冠线过于单一的景观# 美景度低% 因而在城镇森林营建和景观质量提升过程中# 不仅要遵循城市

森林营建的基本原则!以乡土树种$ 地带性植被为主# 建设结构稳定$ 配置合理的近自然森林景观等'

)%

(

"#

还需考虑视觉上的协调以及植被覆盖建筑面积的增加% 本研究表明& 当植被占视觉景观的比例约

3<'""@

# 植被与建筑之比约
)'3

时# 城镇森林景观更易得到人们的视觉认可% 近些年# 墙体绿化!墙面$

屋顶等 '

)*!)3

(

"备受关注% 墙体绿化除了依靠植被的高度# 还可以利用藤本植物纵向生长特性# 形成墙体

绿色景观等# 进而提高植被与建筑之间视觉比例# 调节视觉体验# 提高城镇宜居性% 本研究尚未考虑城

镇森林的树种组成$ 栽植目的$ 观赏角度以及色彩等因素对城市森林景观美学质量的影响# 拟在后续试

验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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