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65

摘要

本文采用改进交通成本因素缺陷的GIS两步移动搜索法，根据扬州市的城市特征，研究不同

出行方式下扬州市中心城区典型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结合典型社会弱势群体

的游憩需求频度分布，分析研究区内公园绿地供需服务。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出行速度的

提高，公园绿地供需服务状况逐渐提升；研究区内公园绿地服务供给呈现基本满足社区典

型弱势群体需求的状态，部分区域仍存在缺陷；老城区因公园绿地面积小且分布零散而服

务欠佳；开发区东南部、广陵区南部、江都区东南部及城市边缘区域因公园绿地分布少、交

通发展限制等因素影响，其服务有待提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优化建议，以期促进公

园绿地资源使用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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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a two-step mobile search method (2SFCA) based on GIS to improve the defect of transportation 

cost factors. Based on the urban characteristics of Yangzhou,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ccessibility of green park space 

of typical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downtown Yangzhou under different travel modes; with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recreational needs of the underprivileged groups, analysis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services 

of parks and green areas in the study are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in travel speeds, 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 green space in parks has gradually improved. Meanwhile, the quantity of green space 

services in parks in the study area has met the needs of typical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and some areas 

still have defects.Besides that, the city of green space is small and scattered with poor service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the south of Guangling District, the southeast of Jiangdu District. And urban fringe areas 

ar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small distribution of park green space and restrictions on traf� 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ark green spac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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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视角下扬州中心城区公园绿地供需服务研究    彭  钰  谷  康

公园绿地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一部分，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休憩游乐、社会

交往、健身运动的活动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居民共享城市服

务的平台之一 [1-2]。公园绿地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其是否有效服务

于城市居民，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及服务，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重

要指标，同时也是公园绿地自身服务供给能力高低与否的重要体现 [3-5]。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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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角度研究公园绿地的供需服务综合考虑了多方因素，包括

使用人群差异、实际需求高低、地区差异等，可避免标准化设

计忽视居民的生活需求，促进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合理性的提

升，对城市发展及社会和谐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6]。

近年以公平性角度分析公园绿地服务的研究逐渐从空间

公平转为考虑社区空间及人群差异的社会公平 [7-9]，侧重探讨

社会弱势群体享受绿地资源的公平和公正性。通过整理分析

相关文献得出，多数学者分析公园绿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服

务时，多将社会弱势群体分为老龄群体、外来务工群体两类进

行研究。唐子来提出老龄群体和外来务工群体对公园绿地的

使用比例及频率比例较高，并针对此两类人群享受公园绿地服

务的公平性进行分析 [10]；吕强认为公共绿地应侧重于老龄群

体，并分析深圳南山区公园绿地是否在老龄群体使用角度达到

社会公平 [11]。相关研究方法学者已进行多方探索，已有研究多

以缓冲区分析法、网络分析法、最小临近距离法测度公园绿地

的可达性 [12-13]，结合公园绿地的人均配比、地均配比及社会弱

势群体享有绿地资源的比例，进行相关公平性分析 [14-15]。Eladio 

Lopez以网络分析法测度公园绿地可达性水平，结合人均配比、

地均配比数据，分析公园绿地服务的公平性 [16]；吴健生利用网

络分析法结合重力模型，基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可达性等因

子分析公园绿地供需服务的公平性 [17]。

扬州市是老龄化极严重的城市。根据扬州市近3年的《老

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其老龄人口呈加

速增长趋势。最新的扬州市《2018年度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

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中老年

人口数达458.83万人，预计在2030年左右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

高峰期，扬州城市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本文在相关文献研

究基础上，结合扬州市的城市特征，选择以老龄群体作为扬

州市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研究。在分析传统可达性测度

方法特点的基础上，引入考虑供需两方相互关系的两步移动搜

索法，改进其交通成本缺陷；分步行、自行车、公交三种交

通方式度量公园绿地服务于老龄群体的可达性水平；以老龄

群体的游憩频率表征其需求，将供需叠置分析，研究扬州中

心城区公园绿地供需服务，以期提升公园绿地的使用率。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扬州市中心城区总面积约为640 km2，辖邗江区、广陵区、

江都区、开发区四区，以社区作为基础研究单元，共计287个社

区。源自扬州市园林管理局的公园绿地数据，截至2015年末，

扬州市中心城区现状公园203个，其中综合公园27个、社区公

园84个、口袋公园（游园）43个、专类公园49个，中心城区内

路网密度高，公交基本覆盖城市中心区域。本文在扬州市园林

管理局提供的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图、2015年扬州中心城区现

状绿地图的基础上，利用GIS编辑绘制相关信息，通过百度地

图获取公交线路及站点数据，经实地调研修正添加至数据库，

最终建立研究区数据库，生成研究区概况图。研究区域内具体

路网信息、公交线路站点及公园绿地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道路网络数据、公园

绿地数据、社区单元人口数据及实地问卷调査数据。其中，

道路网络数据基于扬州市园林管理局提供的2015年土地利用

现状图，提取道路中心线并拓扑校正而生成；公园绿地数据

基于扬州市园林管理局提供的2015年扬州中心城区现状绿地

图，利用GIS编辑绘制，经实地调研修正而生成；人口数据来

源于江苏政务服务网公示数据。

问卷调查于2019年非节假日开展，问卷发放时间集中在

早（7:00 ~9:00）、中（11:00 ~13:00）、晚（16:00 ~18:00）三个时段；

选取公园绿地共计180处，以居住区周围的开放性公园绿地为

主，覆盖公园绿地的不同类型；调查对象为公园周边老龄群

体，总计回收有效问卷2 316份。其中60~65岁的老年人占比

58.3%，66~70岁的老年人占比25.6%，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

16.1%。问卷内容除基本信息外，主要针对老龄群体到访公园

绿地频率进行调查，根据相关文献以五级制分类等量递减对

游园频率进行赋值，将每天游园赋值为1，每周3~4次赋值为

0.7，每月2~3次赋值为0.4，每季2~3次赋值为0.1，更低频率赋

值为0。计算老龄群体游园频率数据的平均值，得出扬州中心

城区中老龄群体游览公园绿地的频率为0.89。

2 研究方法

2.1 两步移动搜索法

相较于其他可达性分析方法，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

考虑到供需两端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反映服务设施与服务对

象对可达性的影响，较为符合实际。公园绿地提供的服务能

力与社会弱势群体游憩需求间存在着显著的供需关系，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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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进行分析较为科学合理。但两步移动搜索法存在一定

的缺陷，其在交通成本方面的指标过于简单，易造成研究结

果不够科学准确。因此在传统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基础上，考

虑多种交通方式进行改进，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本文基于GIS平台提取社区质心为人口重心，提取面状公园

绿地的几何中心点为供给点，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从供应、需

求双方进行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供应方考虑因素为公园数

量、绿地面积，需求方考虑因素为街道数量、人口分布。结合

不同交通方式，主要分为步行、自行车和公交三种，根据相关

研究总结，将速度设定为5 km/h、15 km/h及30 km/h，对道路网

络数据进行加密，计算出每个社区到达公园绿地的最短通达时

间。根据公园绿地分布情况将30 min作为出行极限，利用GIS中

的网络分析模块（network analyst）进行相关计算。利用自然间断

点分析法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结果进行分级。2SFCA的具体计算

方法如公式1所示。公式1中：Ti
F社区单元 i的可达性，dij为社区

单元i和公园绿地 j间的出行时间，do为出行极限时间，Rj为公园

绿地 j的服务能力，Sj为公园绿地 j的面积，Pk为老龄群体的人

口数量。

公式1：   

2.2 需求程度计算

老龄群体公园绿地需求程度计算根据公式2所示，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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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i中老龄群体的公园绿地服务需求频次Yil表征。其中a为

老龄群体到访公园绿地的频率，通过问卷调査确定Ml为社区

单元i中老龄群体的人口数量。

公式2：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测度

基于GIS两步移动搜索法，分别从步行、自行车、公交三

种交通方式进行可达性分析，将可达性数值以自然间断点分析

法进行分级，颜色越深表示可达性程度越高。综合三种交通

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结果，分析得出老龄群体公园

绿地可达性的共性分布特征，呈现由中部向四周递减、南部沿

江区域集聚、西部优于东部的趋势，水系绿地资源及人口分布

对此趋势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3.1.1 步行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测度

步行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高的区域在

空间上集聚于沿江区域和邗江区中部（图2）。瓜洲村可达性最

佳，因其社区范围内建设有润扬湿地风景区；可达性较高的社

区为军桥村、园林社区等四个街道，占比1.4%；可达性一般的

社区为山河林场、新港村、七里甸村等，占社区总数的13.9%，

分布有扬州湖滨公园、体育公园等；可达性较低的为金槐村、

吕桥社区、新河湾社区等，占比16%；可达性低的社区为丁魏

村、七里村等，占比68.3%，呈现两个特点：

（1）位于城区中部绿地面积小且分散；

（2）位于城市边缘，较少有公园绿地分布，故可达性不

佳（表1）。

3.1.2 自行车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测度

自行车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在空间上

呈现出沿江地区、中部区域可达性较高，且呈向四周发散的

趋势（图3）。可达性高的社区为园林社区、瓜东村、薛巷村

等，主要集中于邗江区，占社区总数的3.1%；可达性较高的

社区为康乐社区、石桥社区等，占比10.1%；可达性一般的社

区为皮市街社区、沙南社区等，占比38.7%；可达性较低的社

区为文峰村、皇宫社区等87个社区，占比30.3%；可达性低的

社区共有51个，占比17.8%，主要分布于广陵区和江都区的城

市边缘地带，这些区域绿地数量较少，故可达性差（表2）。

3.1.3公交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测度

公交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总体良好，

园林社区可达性高（图4）。可达性较高的社区为蒋庄村、吕桥

社区，占总数11.9%；可达性一般的社区为扬子村、沙南社区

等，占比46.3%；可达性较低社区共71个，占比24.7%，集中于

邗江区和广陵区北部；可达性低社区为中闸村、樊套村等，占

比16.7%，此区域公交线路的通行较差（表3）。

3.2老龄群体公园绿地需求程度分析

将需求程度计算结果置于GIS中可视化，结果如图5所示，

老龄群体公园绿地需求程度于邗江区、广陵区中部及江都区中

部形成极核向四周发散；需求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聚于城市

的中心区域，而北部及南部边缘区域需求程度相对较低；江都

区的东南部需求程度比其他边缘区域略高。经分析得出，城

表1  步行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分级数据统计

等级 可达性值 社区单元数量/个 占比/%

低 0~82.061651 196 68.3

较低 82.061652~313.306805 46 16

一般 313.306806~822.758813 40 13.9

较高 822.758814~2 053.511116 4 1.4

高 2 053.511117~5 704.992764 1 0.4

表2  自行车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分级数据统计

等级 可达性值 社区单元数量/个 占比/%

低 0-36.621301 51 17.8

较低 36.621302~83.493873 87 30.3

一般 83.493874~143.193865 111 38.7

较高 143.193866~280.626741 29 10.1

高 280.626742~1 607.561900 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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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交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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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区域多为以前的老城区，老居住小区分布较多，老龄群

体在此区域分布较为密集。在居住小区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老

龄群体平均享有小区的公共绿地资源较少，基础设施使用率增

加，损耗也相对严重，小区资源无法满足其需求，老龄群体

更加倾向于走出拥挤的小区，去周边公园绿地游憩、锻炼，这

使得其对公园绿地需求程度表现得较为显著。而城市边缘区域

老龄人口密度小，需求程度也相对较小。江都区的东南部需求

程度比其他边缘区域高的原因是此区域为大桥镇，人口相对

密集，老龄群体占据一定比例，区域内主要的大型公园绿地

仅为一处——开元寺旁的星北湖公园，故此区域的老龄群体

需求程度相对明显。

3.3 叠置供需分析

在GIS软件平台，将不同交通方式下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程

度（供给）与老龄群体需求程度（需求）进行因子叠置分析，

颜色越深服务供给越不足（注：图中分色仅代表单种交通方

式的供需数据分级）。综合三种交通方式得出，公园绿地与

老龄群体的供需服务基本匹配，供给匮乏的社区主要集聚于

广陵区西部、北部及南部、江都区北部，主要分布社区为邱

卜村、中兴村、大众村、三江营村等。探寻其原因，区域间

有所差异：广陵区北部、南部及江都区北部是由于公园绿地

建设数量少而导致的；广陵区西部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则是

此区域公园绿地虽相对集聚，但老龄群体的需求程度更高，

故供不及需。

在步行交通方式下，公园绿地与老龄群体的供需服务不

平衡的区域主要聚集于广陵区西部、北部及南部、江都区北部

（图6）。供给匮乏的社区占比1.7%（表4），主要包括三江营村、

中兴村、邱卜村、潮龙村等，主要分布于城市的边缘区域，绿

地数量少难以满足需求。

自行车交通方式下，随着出行速度的提升，公园绿地的

服务状况有所提升，基本满足老龄群体的需求，广陵区北

部、南部，江都区北部及东南部部分社区供需服务较为不平

衡（图7）。供给匮乏的社区占比1.7%（表5），主要包括邱卜村、

中兴村、大众村、三江营村。

公交交通方式下，公园绿地服务基本满足老龄群体的需

求，公园绿地与老龄群体的供需服务不平衡的区域主要聚集于

江都区北部、东南部（图8）。供给匮乏的社区占比1.4%（表6），

主要包括的社区为万庄村、其秀村、前进村、王庄村，这是

由于此区域公交不够通达所导致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针对老龄群体公园绿地的供需服务状况随着不同交通方

式出行速度的提高而逐渐提升，受限于部分区域公交不通达，

公交出行方式的公园绿地服务与自行车相比优势不明显。供需

服务状况空间分布不均匀，于邗江区南部、江都区西南部公园

绿地供需服务饱和，而广陵区西部、开发区东南部、江都区东

南部以及城市边缘区域公园绿地供需服务较为匮乏。

总体来说，公园绿地的服务供给基本满足老龄群体的需

求，邗江区表现较好，这与交通的通达和公园绿地的建设是

密不可分的。广陵区西部、北部及南部，江都区北部及东南部

服务供需相对不匹配，经分析可知，广陵区西部公园绿地虽相

对集聚，但区域内老龄群体人口密度大，游憩需求高，现有公

园绿地数量及可达性无法满足其需要而产生矛盾，导致供不应

需。广陵区北部、南部，江都区北部，开发区东南部公园绿地

数量少，公共交通相对不通达，导致公园绿地供需服务欠佳。

4.2 建议

通过对公园绿地供给与老龄群体需求之间的分析，针对

供给匮乏的区域提出相应的提升改善策略：

（1）社会公平正义强调的是公共服务资源应向社会弱势

群体适当倾斜，而在广陵区西部、邗江区中部这类用地紧张

且老龄群体需求度较高的社区，虽分布有一定数量的公园绿

地，但服务能力有限，无法满足游憩需求，故应适当侧重于

老龄群体的需求，针对性地及时提升现状公园绿地的设施服

务质量和吸引力。在此基础之上应根据用地实际状况，考虑

老龄人群的出行便捷程度，做好公园绿地的增量规划并进行

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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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步行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服务供需关系数据统计

等级 数值 社区单元数量/个 占比/%

供给饱和 0~6 158 55.1

供给充足 7~18 61 21.3

供给均衡 19~46 40 13.9

供给不足 47~104 23 8

供给匮乏 105~-180 5 1.7

表5 自行车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服务供需关系数据统计

等级 数值 社区单元数量/个 占比/%

供给饱和 0~6 165 57.5

供给充足 7~19 93 32.4

供给均衡 20~48 19 6.7

供给不足 49~108 5 1.7

供给匮乏 109~186 5 1.7

表3  公交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可达性分级数据统计

等级 可达性值 社区单元数量/个 占比/%

低 2.514571~58.202083 48 16.7

较低 58.202084~88.756690 71 24.7

一般 88.756691~126.709622 133 46.3

较高 126.709623~227.724915 34 11.9

高 227.724916~1 607.561900 1 0.4

表6 公交交通方式下老龄群体公园绿地服务供需关系数据统计

等级 数值 社区单元数量/个 占比/%

供给饱和 0-4 139 48.4

供给充足 5-9 84 29.3

供给均衡 10-15 49 17.1

供给不足 16-25 11 3.8

供给匮乏 26-182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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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龄群体公园绿地需求程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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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区域公园绿地虽相对集聚，但老龄群体的需求程度更高，

故供不及需。

在步行交通方式下，公园绿地与老龄群体的供需服务不

平衡的区域主要聚集于广陵区西部、北部及南部、江都区北部

（图6）。供给匮乏的社区占比1.7%（表4），主要包括三江营村、

中兴村、邱卜村、潮龙村等，主要分布于城市的边缘区域，绿

地数量少难以满足需求。

自行车交通方式下，随着出行速度的提升，公园绿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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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修复理论的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
——以扬州市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规划设计为例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st Bel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Bank Based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ory
—Take the Forest Belt Landscape Planningalong Yangzhou Jiangd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Riversid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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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带作为具有防护作用的带状植物群落，是统一长江两岸景观风貌，发挥生态修复功能的

有效方式。本文简要阐述生态修复的概念，梳理总结出指导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的方法，

作为探索扬州市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探讨如何有效地

将生态修复理论与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设计相结合，并利用对应的生态修复方法架构沿江两

岸的林带景观，以达到景观设计与生态修复理论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风景园林；林带景观营造；生态修复；长江岸线

Abstract

Forest belt, as a protective zonal plant commun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unify the landscape on both sid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give play to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brie� y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s to guide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st bel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coastline. It also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forest bel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Jiangd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combin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ory with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forest belt along the river, and how to use the correspond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landscape of forest belt along the river,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ory.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es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两岸人类活动的影响，长江沿岸的生态系统

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沿江两岸的景观风貌整体呈现出过度开发的工业

景象和林木破坏的杂乱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岸线从分散利用向全面开

发利用转变 [1]，沿江产业迅速布局，建设用地急剧扩张，集聚散布的码头、工

厂以及废弃地造成一系列长江岸线生态问题。长江岸线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战

略资源，其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对沿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求，扬州市江都

经济开发区开展沿江区域林带规划与景观风貌提升工作。本文旨在总结长江岸

基于生态修复理论的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以扬州市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规划设计为例     宋安琪  季心蕙  赵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