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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的偏好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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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森林结构属性的公众偏好! 以
67+8278 9+:87;

与中国知网%

<<<-72=+-28;

&为文献来源数据库! 以 '

>*:81;

1;:?7;?:8 @;;:+A?;8

( '

B?AC+7 B:8>8:8278

) 与 '林内景观) 为关键词! 检索国内外森林结构属性研究的基本概况* 就

树种+ 树的大小+ 林木空间分布变化+ 采伐与林木覆盖范围+ 地被物与枯树倒木+ 可视性+ 林缘的自然性+ 沿森

林小径行走时的林分变化等
#D

个森林结构属性的公众偏好进行了综述* 构建了基于水平空间+ 垂直空间和全空间

为一体的林内森林结构属性旅游吸引物框架体系! 并就未来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偏好的研究提出思考* 图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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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旅游是森林继木材收获+ 林下经济外的第三大利用方式" 正在成为各国林业支柱产业, 以美国

为例"

!DDD

年美国森林服务项目为其国内生产总值创造了
# %D4

亿美元的增加值" 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的
!]

# 其中以游憩+ 运动为主的森林旅游收入达
$4.

亿美元" 约占全部森林服务项目产值的
43]

" 稳

坐美国林业收入头把交椅, 在中国"

!D'4

年中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
'%-$

亿人次" 约占国内旅游总人数

的
!.]

# 森林旅游直接收入为
' 5DD

亿元" 创造社会综合产值
'' 3DD

亿元" 约占全国林业总产值的

收稿日期-

!D'.!D4!''

# 修回日期-

!D'.!''!!!

基金项目- 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D'&6Z!D!5

"

!D'46Z!%5'

&#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9.4

&# 湖

南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课题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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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体现在森林旅游上" 即森林旅游产品供给与游客消费需求升级之间的矛盾! 当前研究将森林作为一个整

体" 森林旅游产品以森林资源为基础" 仅涵盖 #树木$ 亚类下的 #林地% 丛树和独树$

!

个基本类型&

#

'

(

强调森林的整体性景观" 但忽略其内部结构属性" 公众从 #种树$ #砍树$ 到 #看树$ #看生态$ 的转

变需求无法满足( 强调森林空间的自然性" 忽略人类利用与森林互动的社会性&

&

'

" 森林旅游从 #林木生

产空间$ 向旅游消费空间的转变无法实现( 公众对森林水平空间)如树种类型% 林分密度% 树间距等*%

垂直空间)地被物高低% 枝下高等*% 全空间)如颜色% 光线等*等森林结构属性偏好存在差异性" 如何对

接好旅游活动和公众审美偏好是森林结构属性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传统的森林结构主要以林木生产%

维护生物多样性为主" 凸显人与森林的自然互动! 随着人与森林社会互动的逐渐增加" 森林观赏价值及

游憩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注" 而从森林游憩视角出发对森林结构属性公众偏好的系统性研究甚少! 因此"

开展森林结构属性的公众偏好研究"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森林结构属性旅游吸引物框架" 不仅具有一定的

理论创新价值" 同时也为解决森林旅游产品供给侧矛盾提供新的思路!

#

研究概况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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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130. 2)*'*)*4.*

$ 与 +林内景观)国内研究者也称其为森林结构属性

景观*$ 为关键词" 分别在
5.0*4.* 60)*.,

与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 共检索到论文
#"7

篇( 以手

工方式对获取文献的摘要与内容查阅后" 最终确定相关外文文献
7$

篇% 中文文献
&"

篇!

研究发现" 国外对森林结构属性的研究可分为
!

个阶段!

&8

世纪
"8

年代开始" 人们认识到森林多

种功能的重要性" 开始关注森林游憩与景观价值" +森林的外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

&

!

'

" 良好

的森林经营足以营造森林美景&

9

'

! 对美国% 英国和爱尔兰的调查发现" 游憩在森林利用中以每年
&8%

的

速度增长( 美景度评估法)

5:;

*

&

<

'的提出使森林结构属性的公众偏好研究受到关注!

&8

世纪
=8

年代"

+森林与人类未来发展$ 成为林业研究的重要议题"

#==&

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使 +森林可持续经

营$ 成为各国林业的奋斗目标( 在此背景下" 以游憩为目的的森林管理% 森林景观评价研究得到了快速

发展&

"

'

! 自
&88=

年第
#!

届世界林业大会提出 +森林在人类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 议题

后" 对森林结构属性的研究转向关注公众偏好% 不同区域公众偏好的差异及原因&

$"7

'等" 同时旅游基础

设施水平和距离森林的远近等人类与森林社会互动&

7

'的属性也纳入了森林结构属性的研究范围!

国内关于 +森林结构$ 的研究主要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标" 涵盖森

林群落结构% 森林结构特征因子)树种组成结构% 郁闭度结构% 林种结构% 起源结构% 龄组结构等*

&

=

'

%

林分空间结构% 非空间结构及结构化森林经营&

#8"##

'等内容!

&8

世纪
78

年代开始" 风景林的动态及经

营&

#&

'

% 风景区森林景观评价&

#!

'

% 风景林美学评价 &

#9

'等成果相继出版( 进入
&#

世纪后" 在森林经理% 森

林培育% 风景园林% 城市林业等专业研究者的带领下" 森林景观经营技术&

##"#&

'

% 森林美学% 林内景观质

量评价&

#7"&8

'等议题受到关注" 角尺度% 大小比数% 树种分隔程度等空间测度指数被引入森林景观评价模

型中&

&#

'

! 目前" 研究者们认为森林美景评价应将需求因子)如对绿色空间% 城市森林和公园的偏好*与供

给因子)森林的生理物理特性% 社会需求*相结合&

&&

'

" 同时也要将社会特性)社会价值% 心理需求% 森林

偏好*和森林的物理特性)距离的远近% 森林特性% 森林状态*相结合&

&!

'

!

就研究方法而言" 国外对森林结构属性偏好研究的常用方法是美景度评估法)

5:;

*" 选择实验评价

法&

7

'

% 德尔菲法&

$

'

% 语义分析法&

&9

'

% 景观图像素描法&

&<

'等也使用广泛" 部分研究以森林结构属性偏好研

究为基础" 借助非市场资源价值评价技术评估游憩者的支付意愿! 国内主要以层次分析法)

>?@

*

&

&"

'

% 美

景度评估法&

&$

'

% 网络分析法)

>A@

*

&

&7

'等构建林内景观评价体系或进行林内景观质量评估!

受研究目的% 视角影响" 不同研究者对森林结构定义不同( 本研究从人与森林社会互动的视角出

发" 将森林结构属性定义为 +以林分为单位% 以乔木为主体" 森林植被% 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共同构成体

及其状态$!

罗 芬等, 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的偏好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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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结构属性的公众偏好

!"#

树种

受公众文化! 地理区域! 语境和主观期望的影响" 不同环境中公众对树种偏好程度不同#

!$

$

% 事实

上" 可视性! 林分中的光线和分层! 公众观赏习惯等因素#

&

$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树种组合的偏

好& 混交林最受欢迎" 其次是阔叶林" 然后是针叶林#

'%

$

& 风景混交林的美景度比纯林高#

#(

$

" 原因在于

'混交型( 格局能表现出色彩和层次的对比" 形式自然活泼#

'#

$

% '单一型( 格局缺少变化" 没有充分的

对比衬托" 因而美景度相对次之% '斑块型( 最差" 主要是 '斑块型( 格局缺乏自然的美感&

研究表明) 在不采伐的情况下" 成熟林与老龄林的美景度最高% 对成熟林来说" 增加基面积*

)*+*,

*-.*

+可以增加美景度"

/%%"$%%

株,
01

#!的丛林密度下美景度更高& 在夏季" 与针叶林相比" 公众更偏

好于落叶林% 在冬季" 可能是受到 '圣诞卡( 效应的影响" 公众对常绿树种的支付意愿更高& 总的说

来" 公众对森林年龄! 观赏季节的偏好主要受树龄的影响#

'!$''

$

&

不同国家公众对树型偏好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美国" 人们喜欢与生产! 栖息地相关的伸展型! 球状

和相思树状的树#

'2

$

% 在土耳其" 人们倾向于选择金字塔型的树木% 中国的公众则认为" 树干形态以 '通

直( 干形最好" '弯曲( 干形最差#

#/

$

& 如果金字塔型的树木代表针叶树" 不规则形状的树木代表阔叶

树" 则会发现具体的城市环境中人们更偏好混合林分#

'3

$

&

在挪威" 近
(%%

的受访者不希望周围森林中有外来树种" 因此那里的森林几乎都是当地树种& 国内

研究指出) 在配置植物时实行针叶树与阔叶树相结合" 乔! 灌! 草相结合" 速生树与慢生树相结合" 乡

土树种与引进树种相结合的配置惯例& 事实上" 能识别国外和国内树种差异的人较少" 因而也难以识别

其是否为外来物种#

2%

$

&

!"!

树的大小

树的大小是森林游憩价值中最重要的属性" 直接影响公众的游憩选择& 高大树木的存在是形成理想

林内景观的基础#

#&

"

!#

$

" 公众对森林的偏好随着树龄*或尺寸+的变化而变化#

'(

$

& 在荷兰" 林分年龄变化是

影响森林游憩价值的重要因素% 在法国"

&&4!5

的家庭偏好异龄林#

2"

$

& 森林视觉美学中大树一般占主导

地位" 通过直径! 树高! 林分密度#

!$

$发挥其积极影响& 一般来说" 小树会降低美景度#

6/

"

'&

$

" 树木直径越

大" 美景度越高& 林分平均直径小于
6% 71

时" 美景度与直径正相关" 直径为
6%"6/ 71

时" 美景度变

化不明显" 超过
6/ 71

后美景度快速上升#

!&

$

& 树的大小与林分密度密切相关#

!$

$

" 在林分密度小的森林

中" 大树对游憩价值的提升效果尤为突出#

'/

$

&

!"$

林木空间分布变化

林木垂直空间分布变化表现为树木垂直结构多样性& 研究显示" 英国公众 '喜欢不同高度的树(

'喜欢高度差不多的树( '都喜欢( '都不喜欢( 的比例分别为
&24/&

"

$4$&

"

624&&

和
%4&&

#

'$

$

& 灌丛

和下层植被使林内景观更加美观#

26

$

" 树冠饱满且大的乔木美景度高于冠幅较小的乔木#

''

$

& 对北欧地区树

木垂直结构多样性的研究表明) 小树的观赏价值低" 但如果有
!

层冠层" 那么小树会被认为很好看#

2!$2'

$

&

由此可见" 树高呈现变化更受欢迎" 树冠出现分层对美景度有积极影响&

林木水平空间分布变化表现为树间距! 丛生和散生& 相比规整树间距的人工林" 公众更喜欢不规则

树间距的天然林#

22

$

% 其排列方式以 '自由式( 为好" '规则式( 次之" '丛状( 最差#

6/

$

% 也有研究认

为) 均匀分布的林分更受欢迎#

!6

$

& 视觉偏好研究表明) 人们更喜欢零散分布的散生树种#

23

$

" 开阔草地的

聚集分布在提高林内美景度上很有用#

2(

$

& 同时" 公众对稠密丛生的林分偏好程度较低#

2&$2/

$

" 但松树林却

相反#

2$

$

&

!%&

采伐与林木覆盖范围

不同的采伐方式对美景度影响不同& 小块状皆伐优于较大面积的皆伐" 略优于带状皆伐" 但比渐伐

和局部采伐*分期采伐+吸引力小#

!$

$

& 与上层疏伐相比" 下层疏伐更让人赏心悦目#

3%

$

& 美景度研究发现)

皆伐! 更新伐! 首次商业性采伐! 种子林分疏伐! 后伐! 薪炭林采伐到幼龄林" 森林美景度的评分呈逐

步增高趋势#

3%

$

& 从采伐规模来看" 树木被砍伐的比例越大" 其美景度越低#

3!

$

& 公众偏好皆伐规模小! 且

生长有灌丛! 孤立木或大树的地区#

3'

$

& 调查发现" 英国公众对皆伐面积大的区域支付意愿是
/4''

英镑"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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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伐面积小的区域支付意愿是
#!$#%

英镑! 大部分森林游客认为大量皆伐是消极的"

&'

#

$

对不同程度的皆伐美景度调查发现!

#(()

的皆伐被认为是最丑的% 皆伐后由保留树& 幼苗树和庇

护树组成的覆盖物会提高森林游憩价值$ 保留采种树通常会提升公众对该地的印象! 有益于维护生物多

样性"

*#

#

! 是游客可接受皆伐的方式之一"

+&

!

*&

#

$ 经过择伐且保留倒木的混交林比无倒木的同类混交林有更

强的景观吸引力"

**

#

! 保留较大比重的林木比全部保留更能提升森林美景度"

*"

#

$ 不同树木组合! 树木与田

野& 草地& 水等元素组合比单树种& 单景观更受欢迎"

&!

#

% 展示田园风光和具有阔叶树的林地照片在所有

景观类型中受欢迎程度最高"

*,

#

$ 在林分结构的生活组合中! 乔灌草型和乔草型林分美景度较高"

*%

#

! 同时

造林地自身的状况比造林树种更重要$ 对
*

幅 '营林情景图像( 的研究发现! '皆伐( 类似于集约化农

业! '无造林( 类似于
#-*(

年代土地的 '传统( 状况! '略有造林( '主要是森林( 与 '完全是森林(

等情景则显示了 '当前( 状况! 而 '略有造林( 是最优选择! 其次是 '主要是森林( '无造林($ 由此

认为公众偏好中等程度改造的森林"

*-

#

$

伐除树木是降低美景度的主要因素! 而减轻木材采伐负面影响最有效的方式是移除它们"

+-

#

% 林内枯

落物堆积也会影响森林美景度! 但是粉碎后均匀的分布会产生积极影响"

#"

#

$ 另外! 采伐迹地也会对公众

偏好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 但是可以通过地面植被的再生长得到有效改变"

*+

#

$ 实际上! 林木覆盖最佳范

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林分与整体森林之间的空间关系"

,

#

$

!"#

地被物! 枯树倒木

地被物& 阻挡视线的灌丛& 幼苗都会影响森林的美景度"

*"

#

$ 研究表明) 林下灌草的覆盖度高有利于

提高公众喜好度! 但过于稠密的灌木层可能会让公众产生 '景观显得过于荒凉( '严重阻碍视线( '林

内可及性差( 等感觉"

#%

#

$ 不同草本高度对森林美景度影响也不相同! 基本趋势是草本高度越高! 美景度

越大"

+%

#

$ 因此认为! 对比土壤裸露& 被破坏的森林! 有地被植物覆盖的森林美景度评估更高"

+&

!

!(

!

*!

#

$ 在

广阔的成熟林分内! 公众对地被植物中的花卉有较高期望值% 一些不太具有吸引力的植被! 如英国荆棘

!"#"$"%" &#'()*

! 尽管林内可视性较好! 仍会被认为具有负面影响"

&(

#

$ 总之! 就美景度而言! 地被物优

于裸地! 当然地被植物的种类选择也非常重要$

早先调查显示! 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生物教育专业的人对枯树持积极态度! 而其他人则希望移除这些

元素! 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游客都不喜欢枯树! 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更容易接受枯树"

!"

#

% 多数中国受

访者认为林内枯树倒木对景观有较大的消极作用"

#%

#

$ 对森林美学而言! 枯树被认为是消极的! 但是对于

了解森林& 主张环境保护的人来说! 适度的枯树是可以接受的"

"+

#

$ 相比普通人群! 那些年龄较大& 受过

高等教育或经常访问森林的公众更能接受枯树和倒木! 也更理解森林的生态化管理"

&!

#

$ 随着公众对枯树

生物多样性意义的理解深入! 对枯树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

+-

#

$ 对于国家公园中的枯树! 当前数据显示

"%)

的受访者表示接受"

"(

#

$ 对信息供给增加影响寒温带针叶林枯树公众偏好的研究发现! 在原始照片&

附加文字的照片和经过图像技术处理的照片等
!

种情景下! 公众对经过图像处理的照片评分更高! 因而

增加枯树生态学意义的信息对公众评分有显著影响! 但增加社会经济信息对公众评分影响不显著"

"#

#

$ 另

外! 枯倒木数量及枯落物也可作为森林健康的评价指标"

#%

!

+%

#

$ 对枯树& 倒木的偏好还取决于公众所处的

森林环境与其期望值$ 随着公众对枯树的了解不断加深! 对其接受和偏好程度都会提升"

"!

#

$

!"$

可视性

在林分内部结构上! 林分内部结构多样被认为是 '自然( 或 '天然( 的象征! 但就美景度而言! 这

样的结构降低了林内可视性! 抵消了森林的 '自然性( 效应"

,

#

$ 当林内可视性为
&("*( .

时! 景观价值

达到最高"

"&

#

! 这也是人们更喜欢开放林地和柱廊式森林的原因"

"+

#

$ 与此同时! 尽管森林的 '封闭感( 通

常使人感到恐惧和焦虑!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封闭感营造了神秘感! 是这些人欣赏林地的原因% 从理论层

面看! 人们更偏好无阻碍地进入森林并进行林内探索"

,*

#

$ 研究表明) 大多数居民认为萌生林阻挡了公众

视觉的可进入性! 因而 '最不喜欢未经管理的森林(

"

&!

#

% 英国的研究表明! 开放式林地提供了更加多变

的环境"

""

#

! 在可视性上优于郁闭度高的林地% 林地郁闭度越大美景度越高! 郁闭度在
(/%

时林内美景度

最高! 然后逐步降低"

#"

!

+%

#

$

在林分密度& 下层植被密度上! 不论树种类型! 年轻& 密集林分的公众偏好程度较低"

&+

!

*(

#

$ 研究认

为) 风景林美景度值随密度的降低而提高"

#"

#

! 以幼林为主的林分! 其美景度与林分密度呈负相关"

+-

#

! 在

罗 芬等) 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的偏好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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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憩吸引物上表现显著!

&'

"

('

#

$ 森林中下层植被的存在会增加美景度 !

)(

"

()

"

(*

#

" 但下层植被太密集会降

低可视性" 这意味着存在最佳密度!

(&

#

$ 研究发现% 胸径
&"+& ,-

的森林" 当林分密度为
! *)"

株&
.-

#!

时" 林分美景度最大!

(&

#

$

在采伐方式上" 研究发现疏伐会提高森林的可视性!

/+

#

" 从而增加公众美学感知!

!$

#

$ 疏伐的美学效果

与设计' 林分情况及时间有关!

/!

#

( 中等密度林分通常优于低密度或高密度林分" 主要是因为中等密度林

分的可视性强" 是森林健康和良好管理的象征$ 尽管林分光线的通透可见对美景度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

显著$

!"#

林缘的自然性

开阔景观中林缘形状对公众森林体验相当重要$ 城市绿地的碎片化分布使森林与房屋建筑紧密关

联" 林缘是房屋建筑进入森林的象征" 被认为是令人愉快的景象!

(!

#

$ 由混合灌丛)矮树*和具有良好生态

与美学价值的树种组成的林缘可为公众提供更好的视觉体验!

(&

#

$

对林缘 +自然性, 的偏好表明人们更喜欢管理过的森林" 是人们对不同管理强度下森林偏好差异的

反映!

'

#

$ 而对于 +管理, 与 +非管理, 森林的偏好则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除非是 +经过管理的森林, 被

严重破坏!

(&

#

$ 人们偏好 +人类干涉管理的森林, 是因为此类森林干净" 美学价值' 安全性以及可进入性

相对较高$ 但同时发现" 相比与景观特征' 地方感原真性高的森林!

/(

#

" 公众对 +高度干涉, 的森林偏好

程度普遍低!

)%

#

$

!"$

沿森林小径行走时的林分变化

沿道路小径的风景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人们可以从变化的林分中获得更多游憩与美学享受!

!$

#

$ 物

种多样性对森林景观效果中的树种组成和色调具有正效应" 物种多样性越高" 树种组成和色调越丰富"

森林景观效果越好!

+$

#

" 但单一颜色的森林景观)如红叶*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

#

$ 对远足小径景观变化

的研究发现% 多种视觉变化的森林小径适合于开展露天活动" 较少视觉变化的小径则更适合于慢跑!

($

#

(

但不管怎样" 沿途风景的变换能令人更愉快$

&

森林结构属性旅游吸引物框架构建

研究发现% 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偏好呈现如下特征%)

+

*公众一般喜欢大树" 偏好垂直分层更丰富的

森林" 喜欢林地面积大' 树间距不规则' 林内可视性较好' 有地被物覆盖' 树种类型多样的森林$)

!

*干

扰不显著的森林" 采伐后采取一些措施来使其看起来自然的森林" 更容易得到公众的好感$)

&

*公众对枯

树倒木的偏好受公众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以及是否具有解说信息等因素的影响$)

)

*公众喜欢景观

变换带来的跳跃感" 同时向往自然型的林缘" 因而偏好林分多样性高的森林$)

/

*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的

偏好不局限于单个的森林结构属性" 多个森林结构属性形成的景观组合是吸引其走进森林的重要因素$

现有对森林结构属性偏好的研究缺乏整体性" 亟待建立起将地理学)水平方向*与生态学)垂直方向*

结合的立体框架!

'%

#

" 从而指导基于森林结构属性的林内游憩吸引物体系的构建$ 从水平方向看" 林内到

林地及林外空间的变化" 可分为单木' 林分' 林地
&

个尺度$ 单木尺度上" 森林结构属性主要是每木检

尺中的树高' 胸径' 枝下高' 冠幅等测树因子$ 林分尺度上" 森林结构属性主要包括树种变化' 影响林

内采光度的郁闭度' 影响林内可视性的树间距及林分密度' 影响林内整洁度的枯落物数量!

)%

#

$ 林地尺度

则包括沿森林小径行走时的林分变化' 林缘形态' 林内游憩设施!

*

#

' 历史人文景观!

&+

#

" 也包括促使森林

保持健康的山地和溪流$ 旅游基础设施水平与人距离森林的远近体现了人们对森林的可进入性以及因距

离而产生的对森林的感知差异" 在空间尺度上属于森林外部" 可暂缓纳入森林结构属性偏好的指标范

畴$ 从垂直方向看" 该体系主要是根据森林群落的垂直结构进行划分" 如森林群落的垂直分层)地被层
$

草本层
$

灌木层
$

下木层
$

林冠层*

!

'+

#

' 植物群落季相变化!

/%

#等$

研究表明% 空气负离子!

*+

#

' 声音!

*!

#

)树叶' 溪流' 鸟叫虫鸣等*' 色彩!

'&

#

)动植物及环境中的景观色

彩组合' 色叶树的搭配*' 气味)花香' 树叶气味' 草香等*' 动物' 森林游憩活动!

'

"

)%

#等也是重要的林内

旅游吸引物$ 这些吸引物具有流动性和移动性" 且在垂直或水平结构上特征不明显" 建议将这些属性命

名为全空间结构属性$ 基于以上论述" 含水平' 垂直和全空间尺度森林结构属性的三维林内吸引物框架

体系可用图
+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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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森林价值变化对森林结构吸引物开发

的影响研究

人类对森林的利用呈现从 !木材永续利用"#

!森林多功能利用及社会林业" 到 !森林可持续

发展" 的理论发展脉络$ 在此背景下% 森林旅游

从无到有% 从边缘到主体% 在森林多功能利用与

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当前% 森林已经

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及

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空间% 对森林价值的评

价应从直接观光的森林'森林观光等(转向游憩活

动发展场所的森林'登山# 骑行# 露营等(和生态

公共产品供给的森林'自然教育# 森林康养等(%

因此% 森林作为生态公共产品的战略定位% 将科

学指引基于森林结构属性的林内旅游吸引物的

发展&

!"$

构建全面的森林结构属性旅游吸引物体系

的研究

现有研究成果探索性构建了以森林结构属性

的水平结构# 垂直结构与全空间结构为基础的林

内旅游吸引物体系的基本框架% 但仍然需要对该

框架的水平# 垂直与全空间结构等具体指标进行深入研究& 以垂直结构为例% 如热带雨林四大奇观之一

的 !板根现象"% 在一些特定树种之中存在着相邻的最高层树冠并不交叉重叠的树冠羞避'

$%&'( )*+(,))

(

现象等% 都是重要的林内吸引物& 因此% 这些属性如何以适当的方式纳入林内旅游吸引物体系值得思考&

!%&

深化森林结构属性公众偏好指标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不同地域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的偏好存在差异& 可以尝试以某一类型森林为对象% 就其水平与垂直

结构属性的偏好差异进行研究% 再逐步扩大到多个森林类型与水平# 垂直和全空间结构属性的偏好程度

比较& 从基于 !人
"

地
"

环境" 森林结构属性公众偏好影响因素看% 社会人口学特征# 地理区域# 人类活

动及情境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的偏好& 开展不同地区# 不同国籍公众对森林结构属

性的偏好差异对比研究% 有助于深层次认识影响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偏好因素% 为林内森林旅游吸引物

的建设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导&

!%!

创新森林结构属性公众偏好科学方法的研究

森林结构属性偏好研究方法的差异会导致其偏好评价结果呈现不同& 如受访者对照片的判断与其在

现实场景中的判断不同% 看法和体验受其经验或其他感官知觉'嗅觉# 风# 降雨# 阳光等(的影响&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森林结构属性偏好的研究方法% 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 尝试从人类学# 社会学及

符号学等视角构建理论模型% 借鉴非市场资源价值评估森林结构属性公众偏好的定量研究% 如条件价值

评估法'

-./

(# 选择实验法'

-0

(等% 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

统筹森林 !全空间" 结构属性框架的研究

既关心公众对森林林内结构属性'个体# 林分的空间尺度(偏好的感知% 又关注林外'景观# 生态系

统的空间尺度(偏好的感知% 实现两者在空间尺度的统一% 探索构建森林从个体到生态系统的森林旅游

吸引物框架体系% 是今后研究值得思考的方向& 森林 !全空间" 体系应该是森林生理物理特性与社会文

化因子相结合# 林内与林外因子相结合# 空间属性与时间变化'包括日变化# 季相变化# 生长变化# 树

种更替变化等(相结合的完整体系& 因此% 开展多科学# 跨学科的合理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1

基于森林结构属性的林内旅游吸引物体系

2345%, 1 6(7,%#8&%,)7 7&5%3)9 :77%:$73&( )+)7,9 ;:),< &( 8&%,)7

)7%5$75%, :77%3;57,)

罗 芬等) 公众对森林结构属性的偏好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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