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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使用后评估
������������
Post-use Evaluation of Recreational Space in the Ecological Zone around the City 
Based on Network Text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Jincheng Park in Chengdu

环城生态区是公园城市营造中的重要要素，由于近年来人们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反思与重视，环城生态区大量用地现有功能形态已不适应新的定位与

作用[1]，在游憩功能方面有较大的潜在提升空间。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

人民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比较调查”表明：城市地区

市民在工作之余所享有的闲暇时间和游憩质量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 [2]。不断

发展的城市对游憩空间提出更高要求，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在公园城市建设

中的公共空间体系完善、绿地经济效益与社会福祉提升等方面的价值逐渐突

显。锦城公园作为成都市环城生态区示范项目[3]，很好地解决了交通噪音、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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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werful supplement to the urban public space, the recreational space of the ecological zone around the city 

shows its uniqu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takes Jincheng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valuates 

the recreational space of Jincheng Park by means of network text analysis (high frequency vocabulary extraction, 

semantic map analysi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analysis of high frequency vocabulary) and ASEB matrix grid 

analysis. Four positive factors and four negative factors are summarized,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re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positive elements representation and negative element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newal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ecological zone 

around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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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地块破碎等环城生态区节点典型问题。为研究锦城公园

受到使用者广泛认同的设计要素及负面反馈，完善环城生态区

规划设计更新与优化策略，提升游憩品质，本文将其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建成后评估。

互联网背景下，利用大数据进行科学研究具有较好的应

用前景，旅游领域广泛利用大数据研究游客行为特征、目的

地形象感知和游客满意度 [4-7]。文章借助网络文本分析方法，

从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众点评等几大主流线上平台获取

有效评价数据共1 506条，借助ROST-CM6（ROST-Content Mining 

version 6.0）对数据进行高频词汇提取、词汇语义图分析、正

负情感高频词汇分析，并运用ASEB（Activity、Setting、Experience、

Benefits）栅格矩阵分析进行总结，评估成都锦城公园游憩空间

的实际使用表现，并对结论进行分析与讨论，总结环城生态

区规划设计经验，为相关项目提供参考和依据，促进环城生

态区规划设计实践发展。

1 公园概况

锦城公园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是成都市环城生态

区的绿化示范区[8]。公园占地面积为1.60 km2，其中水面面积

0.67 km2，绿地和园区建筑面积0.93 km2。其环绕剑南大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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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城高速交通节点（图1），需应对交通噪音、污染、地块破

碎等环城生态区节点典型问题。根据《成都市绿地系统规划

（2013 2020）》，锦江公园将作为环城生态区高品质绿地起点

之一，规划沿河续建，与沿河其他公园融合，形成新的锦江环

城公园和城市风光带 [9]。锦城公园的研究可为公园城市环城生

态区核心节点规划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2 研究方法及框架

2.1 研究方法

（1）网络文本分析。即对不系统、定性的网络文本大数

据进行客观、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能够深入分析文本数据

内容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10]。谷羽指出，语义网络分析能够处

理碎片化程度高的大数据文本，明确广泛语义空间中的类属

与边界 [11]；近年来网络文本研究样本包括旅游者行为 [12]、酒

店服务质量 [13]、旅行社网站营销效果 [14]、游客满意度 [15]和旅

游形象 [16]等。ROST-CM6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编码的辅助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型社会计算平台，可对各类文本进行

批量统计分析、语义网络分析与可视化解读，借助ROST-CM6

文本分析软件进行网络文本的高频词汇提取、语义网络图分

析、正负情感高频词汇分析，准确描绘出成都锦城公园的游

憩空间积极与消极要素，为后续ASEB栅格矩阵分析提供数

据支撑。

（2）ASEB栅格矩阵分析。ASEB栅格分析是以使用者需求

为导向的一种市场分析方法，根据曼宁—哈斯—德莱弗—布

朗的需求层次，将活动（A）、环境（S）、体验（E）和效益（B）

4个递进层次结合SWOT进行评估，形成栅格矩阵 [17-18]。借助

ASEB，可对锦城公园网络文本的高频词汇、语义网络及正负情

感分析结果进行多角度的交叉分析，挖掘游憩空间评价文本

所反映的使用逻辑及潜在问题。总结4项积极要素与4项消极

要素，为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进一步更新及优化策略提供参

考与借鉴。

2.2 研究框架

根据问题与目标，选取成都市锦城公园为研究对象，并

以网络文本作为研究切入点：

（1）对文本进行高频词汇提取，分析游憩行为中被感知的

重点要素；

（2）通过高频词汇语义图分析锦城公园游憩逻辑；

（3）通过高频词汇正负情感分析使用者游憩感受；

（4）进行ASEB栅格矩阵评估，将上述3项分析结果从不

同需求层次结合SWOT评估。通过4项分析，总结积极要素与

消极要素改善建议，提出游憩空间进一步更新与优化策略，促

进环城生态区规划设计实践发展。

3 数据分析

3.1 高频词汇提取

通过ROST-CM6软件对抓取的网络文本进行分词，提取高

频词汇并筛除无关词汇后，得出排名前66的高频词汇提取表

（表1）。高频词汇反映了使用者普遍对锦城公园所感知到的要

素，显示使用者在游憩过程中显著感知的要素。

“环球”“桂溪”“大道”“附近”“地铁”等高频词汇反映

了锦城公园在连通周边空间、发挥绿地系统价值、提升公共空

间品质方面的作用；“湖边”“空气”“湿地”“草坪”“建筑”“水

面”“建筑”等词汇体现了使用者主要感知到的锦城公园各类

景观要素；“周末”“晚上”“下午”等词汇反映了锦城公园游憩

空间服务主要时间段，设计过程中应对各类场地使用者的活动

需求及时段进行详细分析，并做出分时段的针对性游憩空间。

“跑步”“散步”“野餐”“骑车”“晒太阳”“拍照”等高频词汇

反映了使用者在公园内主要的游憩方式，设计应着重考虑这些

游憩行为所需要的空间。此外，使用者的游憩空间需求还隐藏

在不同季节气候中，可从“天气”“夏天”“春天”等词汇获悉。

3.2 语义图分析

通过ROST-CM6软件，利用锦城公园在线评论生成语义图

（图2），进而分析使用者的游憩逻辑。图中带箭头的线段表示

高频词之间的语义联系，线段的粗细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强

弱，词汇连接的线段密度则显示该词汇的出现频次。通过语

义网络图，将游客的游憩感受投影到公共空间。

（1）核心及次核心。由图2可以看出，语义图以“锦城”“公

园”为核心，“环球”“环境”“散步”为次核心，其他高频词向周

围发散，说明给使用者留下深刻游憩感受的是公园绿地空间和

与公园相接的环球中心，环球中心作为城市综合体，其缺乏公

共空间的问题 [20]得到锦城公园有效补充。此外，锦城公园边

界的路径空间受到明显感知。

（2）高关联词汇。高关联词汇是对核心及次核心词汇

的重要补充，“湖（湖区、湖面、湖边等合称）”、“交通”“大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使用后评估——以成都市锦城公园为例      龚启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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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边”“晚上”“跑步”等词汇与核心节点连接较多，关

系较为密切，说明使用者对锦城湖的湖体、滨水空间及可达

性较为重视，且慢行空间再次被强调。此外，公园有较高的

夜间使用需求。 

（3）外围词汇。外围词汇主要体现使用者更为丰富的感受

及游憩体验的反馈，“骑车”“太阳”“草坪”“朋友”等，说明

使用者对锦城公园还有骑行、晒太阳、草地活动、会友等多类

型的游憩空间需求；“天气”“太阳”“空气”等说明使用者对

游憩空间提出了能适应多种天气的使用需求；“生态”“免费”

等表明使用者对公园所体现的生态价值、社会福祉等都有所

感知；“风景”“漂亮”等则表明锦城公园在空间的整体感受上

受到使用者的认可。

通过语义网络“核心词汇—高关联词汇—外围词汇”的关

联网络不难得知，网络核心以锦城、公园进行发散，并反映出

2条有效关联线索：

（1）公园游憩行为以散步、跑步等为主，且多发生于夜间；

（2）得益于方便的交通，使用者多来自环球中心等周边区

域。而丰富的外围词汇反映出使用者还存在野餐、会友、骑行

等多样化的游憩需求，且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均存在游憩行为。

3.3 高频词汇正负情感分析

使用者对锦城公园的体验感受可分为积极、中性和消极3

种情绪，对应正面、中性及负面词汇。利用ROST CM6软件对收

集到的网络文本进行情感词汇统计，得到高频的正面（积极及

中性）词汇及负面（消极）词汇。通过表2可以看出，锦城公

园受到非常高的认可（积极情绪95.11%），这与其环城生态区示

范项目的定位相吻合，验证了其游憩空间的研究价值。从使用

者总体评论的情感倾向来看，锦城公园的整体空间规划、景观

表1   高频词汇提取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1 公园 1 746 23 晚上 141 45 下午 82

2 锦城 1 360 24 湖水 140 46 市区 78

3 跑步 506 25 漂亮 139 47 水面 76

4 中心 474 26 小朋友 138 48 对面 74

5 环球 430 27 朋友 129 49 干净 74

6 环境 318 28 骑车 122 50 健身 73

7 散步 285 29 休闲 121 51 清新 73

8 周末 230 30 高速 118 52 体验 72

9 方便 222 31 湿地 115 53 夏天 69

10 湖区 214 32 停车 115 54 景色 68

11 天气 213 33 舒服 108 55 孩子 67

12 空气 204 34 草坪 107 56 春天 67

13 湖边 199 35 湖面 107 57 逛逛 66

14 大道 195 36 拍照 107 58 桂溪 65

15 野餐 160 37 免费 97 59 自然 65

16 太阳 159 38 生态 97 60 设施 65

17 锻炼 153 39 建筑 96 61 周边 65

18 交通 152 40 绿化 91 62 阳光 63

19 附近 150 41 自行车 91 63 清澈 63

20 运动 147 42 停车场 90 64 游玩 60

21 风景 144 43 周围 88 65 晒太阳 60

22 旁边 143 44 地铁 86 66 单车 60

LANDSCAP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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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可达性为使用者留下了较好的游憩感受，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但在空间细节、商业服务设施等方面存在不足，说明其

还需要加强服务类型。

结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正面评论主要指向锦城湖公园

活动类型、景观要素、可达性及社会福祉，如满足跑步、散

步、野餐、晒太阳等活动的空间，湖水、草坪景观优美，方

便附近到达，公园免费。负面评论文本主要指向锦城公园的

部分空间规划、商业设施分布及游憩行为引导，如规划面积

很大、完整游览比较困难；林下空间不足，导致夏季活动受

到暴晒，冬季寒风袭人；缺乏餐馆等商业设施，导致在公园

内的停留时间受限；对游憩行为的引导不足，导致使用者集

中分布。

表2   情感词汇频次统计

情感类型 频次/条 情感强烈程度

积极情绪 389

高度（＞20）

中度（11～20）

一般（0～10）

中性情绪 10

消极情绪 10

高度（＞20）

中度（11～20）

一般（0～10）

表3   正、负面情感高频词汇统计

正面词汇 词频 负面词汇 词频

环境 115 太大 2

跑步 90 搅乱 1

散步 85 暴晒 1

周末 75 太远 1

天气 70 防潮 1

野餐 58 会所 1

方便 57 餐馆 1

太阳 50 人山人海 1

草坪 44 废物 1

交通 44 美中不足 1

朋友 44 喧嚣 1

大道 43 冷飕飕 1

空气 43 维修 1

湖水 42 车道 1

免费 42 吃饭 1

3.4 ASEB游憩体验栅格矩阵

游憩规划以人为中心，以开发利用闲暇资源、优化生

活空间结构、提高城市空间生活价值为目标，具有层次

性、动态性、渗透性及综合性等 4个性质 [19]，结合游憩规

划理论研究，综合分析锦城公园游憩空间与活动、景观

要素、感受与效益4个递进层次，得到ASEB栅格矩阵表格

（表4）。

总结劣势（W）及机遇（O）得出：锦城公园具有良好的区

位条件，且在渗透性上做得较为完善，使用者能很自然地进

入公园进行各类游憩活动；公园游憩氛围浓郁，湖体、草坪

等各类景观要素受到显著感知，体育类活动开展顺利，使用者

普遍好评。但也存在以下4项消极要素：

（1）游憩空间设计深度较浅，导致游憩活动类型较为

单一；

（2）游憩路径过长且引导性较弱，游憩行为聚集导致

拥挤；

（3）游憩空间对四季气候的适应性不足，导致游憩体验

下降，制约了游憩行为进一步发展；

（4）夜间游憩空间单一，综合效益待提升。

4 研究讨论

综合高频词汇提取、语义网络分析、正负情感高频词汇分

析及ASEB矩阵栅格分析，针对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后评估，总

结锦城公园游憩空间积极要素，并对消极要素提出改善建议。

4.1 积极要素总结

（1）位于较为核心的区位。锦城公园东接城市综合

体——环球中心，南北侧有多个居住社区，西侧接绕城高速出

口与剑南大道，并临近多条地铁线及公交线路，这为公园带来

大量潜在使用群体，游憩空间价值得以显现。

（2）渗透性较强的路径规划。设立多个入口，并在绕城

高速下方设置多条人行隧道以连接南侧绿地及居住区，公园

使用更为便捷。

（3）独特的景观要素比例。水体面积约占公园的42%，这

在滨水空间不足的内陆城市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差异化发展使

得锦城公园具备更高的游憩价值。

（4）易使用的运动类游憩空间。游憩路径以环湖路为主，

且高差较小，这为周边商业区及居住区内的使用者创造了满足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使用后评估——以成都市锦城公园为例      龚启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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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ASEB矩阵栅格分析

活动（A） 环境（S） 体验（E） 效益（B）

优势（S）

区位优势明显，周边连接

了环球中心、桂溪公园及

高新金融城等人流聚集区

域，有较高的活动强度；

知名度高，是成都环城生

态区的重点示范项目

湖体面积占比较高，具有

较多草坪等开敞空间，慢

行系统较为完善，且与周

边重要节点串联，得到使

用群体积极评价

优化内部慢行系统，实现

室内外交通路径最短化，

功能分区合理化，有效使

用面积最大化；

跑步、骑行等运动方便，公

园内休闲氛围浓烈

使用者：增加可利用游憩

空间，丰富游憩行为，增加

生活乐趣；

环城生态区：综合效益得

到提升，实现良性循环发

展；

成都市：完善公园城市规

划，提升社会福祉水平

劣势（W）

活动挖掘度不足，且较为

单一，仅停留在跑步、骑

行、野餐等类型

部分道路区域的植被郁闭

度较低，夏季暴晒较为严

重；

休憩区域微气候调节能力

较差，环境过于潮湿

餐饮、公共服务等设施不

足，使用活动时长及内容

丰富度受限；

游憩活动过于集中，导致

拥挤；

夜间活动需求尚未得到满

足

使用者：游憩活动单一，缺

乏多样游憩空间与服务设

施；

环城生态区：人类活动对

生态效益造成干扰

机遇（O）

深入分析周边潜在目标群

体的活动需求，针对性设

计游憩空间；

缺乏地域性活动类型，游

憩活动层次待提升

成都公园城市上位规划对

该类型绿地的重视；

国民对城市绿地游憩空间

需求的提高

增加能够满足使用者需

要的餐饮类型，公服设施

内容等；

优化游憩节点分布与引

导，使游憩空间更平均利

用，缓解拥挤现象

完善利益链，促进环城生

态区游憩功能提升，形成

良性运作机制；

城市日益增加的夜间游憩

行为所带来的效益潜力

挑战（T）
活动介入与生态保护的矛

盾，游憩空间设计需对其

进行平衡

人类活动强度过高会导致

环城生态区生态效益受挫

游憩空间更新慢，难以完全

满足个性化游憩行为

游憩行为的效益相关者较

少，对使用者的多样化尤

其需求难以回应

跑步、散步、骑行等运动需求的游憩空间。

4.2 消极要素改善建议

（1）丰富消遣型游憩活动空间。个人拥有的闲暇时间总

量对闲暇方式和利用结构有直接影响，在闲暇时间过少或过

多的情况下，发展型游憩活动都难以在居民闲暇时间利用中

占有主要地位，大多数居民在闲暇时间的活动以放松休息或

娱乐健身为主要目的 [20]。环城生态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

要载体，要满足周边人群的各类游憩活动需要，除依托路径

空间的体育健身类游憩活动外，还应根据实际需求，提供社

会活动空间、文娱活动空间及休憩活动空间，提升环城生态

区游憩品质。

（2）形成多组闭合游线。环城生态区绿地具有面积大、

入口开放、路径丰富等特点，为多样化的游憩空间提供物质空

间基础。但通过网络文本分析得知，过大的面积导致使用者面

临路径选择困难、游憩时间过长等问题。因此，环城生态区

游憩空间设计应规划多组不同类型、长度，且目的性明确的游

线，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游憩需求。

（3）满足四季游憩需求。公园使用者多来自周边区域，对

公园的游憩需求是日常性的，且存在暴晒、寒风袭人等消极游

憩感受。因此对于使用群体多位于周边的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

设计，应满足各类气候条件下的游憩需求，如成都地区的环城

生态区游憩空间，可着重考虑解决夏季游憩空间暴晒、城市热

岛散热风道等问题。

（4）提升夜间游憩承载能力。龙茂坤指出庞杂的经济链

条带来的可观经济收益使得政府与市场愈发重视夜间经济的

发展，而夜间非营利性的活动场所与公共区域则成了夜间经济

与消费盛行下无人问津的“背景”[21]；刘涛提出成都居民的夜

间旅游出游较为活跃，且集群化现象较明显 [22]，通过网络文

本分析可验证该特征。由于锦城公园的服务群体多来自周边商

业区及居住区，使用时段向夜间延伸，对此类环城生态区的

游憩空间设计应满足其夜间游憩空间安全性、规范性、多样

性及配套服务设施需求，以支撑演绎类、时尚休闲类、购物

类等游憩活动，满足日益提升的城市夜间游憩空间需求。

LANDSCAP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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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ROST CM6软件与AESB栅格分析结合的网络文本研究方法

尚在起步阶段。该方法在城市街区更新、风貌改造等需要大

量社会调查的项目中具有高时效、低成本、客观性等特征，亦

可尝试与CATPAC、NVivo7.0等数据挖掘软件相结合，提高适用性。

但是由于网络文本数据在用户年龄段、使用时段等方面尚不透

明，使受访人群类型及其筛选等方面尚存不足，随着信息化的

快速发展，若可以结合受访人群年龄段生成分类统计，并结

合目标人群定位予以权重，能进一步优化文本分析精确性，完

善研究成果。此外，在对正负情感等词频分析时，所运用的

ROST-CM6软件词频库在面对新词、热词等方面尚存在更新延迟

等问题，分析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环城生态区游憩空间

正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之一，其营造策略值得进一

步研究，在不断地反馈与研究中探寻其发展潜力与可行路径，

营造更为健康宜居的公园城市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