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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环境公平性需求的提升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中国景观建设正逐步完成公共化的转变，其间景观数

字化的手段得到广泛运用。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测绘、数字映射和历史景观保护等客观领域的问题，而对

景观中使用主体的关注较少。以南京市紫金山绿道为例，采用热力图，分析游客集聚和停留特征，确定

紫金山绿道驻点具体分布；以驻点周边POI数据和调查问卷为基础，借助核密度分析和问卷分析，探寻紫

金山绿道驻点形成原因，总结驻点的游客游憩动机和游赏行为特征。结果表明：（1）紫金山绿道存在21
个驻点，驻点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节假日驻点规模增加，且向北偏移。（2）驻点周围往往风景名胜资

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好，且建筑密集、交通便利、地形平缓，因此，景观、公共设施、建筑、交

通、地形可以影响游客的游憩行为。（3）紫金山绿道游客以本地居民为主，被绿道相融于自然山体的生态

环境所吸引；主要游赏行为包括赏景、拍照、休憩、交流。游赏行为特征因性别、年龄、游憩频率的不

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提出紫金山绿道的建设和维护应回应各类游客的个性需求，最大程度创造游客

安全舒适的游憩体验。最后，阐述景观数字化研究手段对于关注景观使用者具有重要作用，可借助数字

化技术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整合全要素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以进一步促进景观综合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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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fairness and the progr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grad-

ually comple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The means of landscape digitization are widely used,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digital mapping, historic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other objective fields. The attention to the primary 

users of the landscape needs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aking the Nanjing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gathering and staying using a thermal analysis method and deter-

mines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stationary points. Based on POI data and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ionary points of the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with the help of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analysis. It summarizes tourists’ recreational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tationary 

po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21 stagnation points in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agnation points is relatively balanced; the scale of stagnation points increases during holidays and shifts to the north.(2) The 

surrounding sites 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rich scenic spots and exemplary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with dense buildings, con-

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gentle terrain, indicating that landscape, public facilities, buildings, transportation, and terrain affect 

tourists’ recreational behavior. (3) The tourists of the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are mainly residents, attracted b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greenway integrated into the natural mountain; The main tourist activities include scenery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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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比例

上升，外出游憩需求不断增加，研究游人游

憩动机和行为特征，是评判游览地规划设

计合理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游憩动机是使人

们产生游憩行为的原因，是推动人们开展旅

游活动的内部驱动力，也是旅游者行为研究

的重要内容之一 [1]。游憩行为包括坐憩、步

行、观景、拍照等，具有群体性和个体差异

性特征 [2]。

目前，针对游人游憩行为特征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各类公园绿地，对于绿道这类线形

绿色开敞空间的研究则侧重于选线与营建 [3-4]。

驻点研究法作为一种将空间与游人游赏行为

特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现有的研究大多集

中于古典园林方向，对传统园林独具特点的

空间构成模式，和游人在其中的一系列的游

赏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 [5]。

本文运用驻点研究方法以绿道为研究对象，

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紫金山绿道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各类游

客群体在绿道中游憩行为的差异性，对绿道

不同游客的游憩动机与行为特征进行分析。

通过聚焦于游人游赏行为与绿道设置之间的

联系，归纳游人具体行为特征，并由此探讨

紫金山绿道设置中的不足，进而尝试提出优

化策略。

taking photos, rest,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behavior are different due to gender, age, and frequen-

cy of recrea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should respond to all kinds of 

tourists’ individual needs and create a safe and comfortable recreational experience for them to the greatest extent. Finally,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digitization research to the application concerning landscape users is expounded. With the help of the 

scientificity and accuracy of digital technology, systematic analysis can be carried out by integrating all elements, which further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landscape.

Keywords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OI data analysis; stationary points distribution; stationary points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

ists’ behavior

1 研究对象

紫金山绿道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钟山风景

区内，1998年建设，2013年投入使用，是南

京市首批建设的绿道。主线长约18.3 km，周

围密集分布名胜古迹，基础设施建设较完

备，主要出入口共8个，均与地铁站或公交

站点相连接；次要入口有4个，与居民区相连

接。本次研究对象为紫金山绿道一期工程，

位于紫金山的南麓和东麓，始于琵琶湖公园

入口，止于五棵松水库，串联玄武湖、燕雀

湖、流徽榭、邮局博物馆等十几个著名景点，

是集休闲娱乐、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

的综合性城市绿道（图1）。

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基于百度网站、高德地

图、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和线下的问卷调查

等，包括热力图、POI数据、地形等高线高度

数据等。研究收集了2021年9月30日至10月

4日期间紫金山绿道一期热力图数据（图2）。

由于热力图代表了多个不同时间的游人数量，

经过叠加，找到不同时段均呈现出人数较多

的点，即游人在游览过程中驻足休憩、观景

之类的静态观赏活动时所在的特定位置 [5]，

下文称之驻点，选取其中21个点作为本研究

的主要对象。

本研究的POI数据基于高德地图获取，

涵盖了餐饮、购物、教育、金融、商务、住

宅、生活服务、旅游景点、行政办公、住宿

服务等10个种类的业态信息 [4]。选取驻点周

围4个方面的POI数据：周边景点、周边居民

区、周边公交站台等交通设施、周边公厕等

公共设施，分析这些要素与游客在驻点游憩

的动机与游憩特征等的关联性 [7]。

地形等高线数据从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

网站下载，运用ArcGIS进行解析，得到不同的

坡度分布情况，进而研究不同驻点附近坡度

变化与游人游览喜好程度的关系。调查问卷由

研究小组在紫金山绿道实地发放。问卷设计

成两种，分别是紫金山绿道游客游赏习惯调

查问卷和游客满意度评价问卷。前者内容包

括游客身份特征、游憩动机、游赏行为特征，

后者内容包括可达性、标识系统、公共服务设

施、景观质量、对新冠疫情适应性等 [8]。采取

偶遇抽样法，在11月13日至11月21日期间选择

了一个工作日和三个休息日，共发放问卷180

份，回收有效问卷156份，有效率86.7%。

3 研究方法

首先对紫金山绿道采用热力图分析法确

定驻点分布，热力图分析法的原理是通过获

取手机基站定位该区域的用户数量，渲染地

南京紫金山绿道驻点分布及其游人游赏行为特征研究      丁绍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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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颜色，实现展示该地区人的密度。使用核

函数根据点或折线要素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

值以将各个点或折线拟合为光滑锥状表面，

所以只要点密集，就会形成聚类区域。接着

利用POI核密度分析法，从空间活力的角度分

析驻点形成与游人游憩动机间的关系；结合

问卷数据，对绿道空间的游客游憩动机和行

为特征进行量化研究，进而探讨公园绿道游

人引导方式和相应优化策略。

通过热力图可得到绿道人群的时空分布

特征，动态研究游客流动趋向，总结游客停

驻有明显时长的点，由此探寻绿道驻点分布。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对业态POI的空间布

局进行研究，结合ArcGIS软件，在每个驻点

周围绘制三层缓冲区，标注其中POI，直观

地将研究范围内的不同种类业态的集聚程度

进行可视化操作，以此确定集聚分布点以及

集聚规模，进而分析驻点形成和与POI之间

的关联性。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了解绿道中游客游

憩动机和游赏行为特征，包括游客人口学特

征、出行方式、游玩时间、偏好特征等，并

通过EXCEL分析与驻点满意度的相关性。

4 研究结果

4.1 绿道驻点分布

4.1.1 绿道驻点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均衡

紫金山绿道一期驻点分布图如图3所示，

驻点分布相对均衡，驻点间距离适中；驻点

间最远距离1 260 m（点14至点15），最近距

离为120 m（点6至点7），21个驻点之间平均

间隔距离915 m，小于1 000 m。分析其成因：

一是紫金山南麓景点丰富且分布均衡，绿道

串联大量景点；二是绿道靠近景区外围主干

道中山门大街，交通便利，游客可以从多个

入口自由进出绿道。

图1   紫金山绿道一期工程区域[6]

Fig. 1   Area of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project

图2   紫金山绿道一期热力图（2021年9月30日至10月4日）

Fig. 2   Thermal diagram of phase I of the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Sept. 30 to Oct. 4，2021)

1

2（红色区域表示游人密度高，蓝色区域表示游人密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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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绿道驻点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差异性

由图2热力图可知，紫金山绿道一期在

工作日（9月30日）中红色深度和面积均小于

节假日（10月1日至10月4日），表明该绿道工

作日的驻点规模小于节假日；节假日热力图

中红色和绿色重心和工作日相比向北偏移，

表明节假日人群活动范围向北扩展，驻点向

北偏移。分析其原因：绿道位于紫金山南麓

钟山风景区内，节假日游客数量激增，游览

范围向北延伸，使得驻点规模扩大、位置向

紫金山中心地区偏移。根据大数据热力图的

图示化表现，可以推测出游人行为具有趋同

性，即人群在不同时间、不同游客量的情况

下驻留点呈现出一定重合度与相似性，并且

驻点聚集区域集中向北移动，进一步说明游

人游览受到周围游人游憩行为的影响、推动

与干扰，从而呈现出点到线、到面的热力图

上运动轨迹和范围的变化。

4.2 绿道驻点分布与环境要素的关系

4.2.1 重要景点和休憩广场数量与分布和驻点的

关系

由图4和表1可知，5个核心驻点附近风

景名胜资源丰富，重要景点及相关设施总计

260处。其中十朝文化园0～250 m缓冲区、

500～1 000 m缓冲区北部和流徽榭0～250 m

缓冲区内风景名胜资源最为丰富，邮局东南

角最稀疏，风景名胜POI密集度和驻点热度

呈现正相关。

（1）驻点1靠近燕雀湖段，此区域内以

自然景观水景为主，有燕雀亭、半山园水闸、

鱼响亭、前湖公园等临水景点，以及以梅为

主的景点，周围景色绝佳，提供了驻点形成

的自然条件。

（2）驻点2靠近十朝文化园，周围人文

景观丰富，如美龄宫、聚贤阁和范蠡像、重

建观音寺碑记等，意蕴丰富的人文景观吸引

游客驻足停留。

（3）驻点3、驻点4分别位于博爱园路口

和民国邮局，均靠近商业区和高等院校以及

城市主干道，缓冲区内虽风景名胜稀疏，但

胜在交通便利，且处于绿道中间部位，具有

衔接作用。绿道在这两处不连续，但由于标

识显眼，为驻留的人群提供绿道信息，因而

此处驻点的形成存在功能层面原因，如查询

所处位置、判断下一步游览路线等。

（4）驻点5靠近流徽榭，缓冲区内人文、

自然景观均衡，其中特色游乐设施较密集，

如森林王国、紫金山游乐园等，是亲子游的

好去处，因而便于驻点中研究儿童、家庭型

表1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公共设施POI统计表（处）
Tab. 1   POI statistics of 5 core public facilities in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驻点序号

Station serial number
景点种类

Types of scenic spots
0～250 m 250～500 m 500～1 000 m

合计
Total

1
重要景点 4 4 9 17
相关设施 7 7 27 41
休憩广场 0 0 5 5

2
重要景点 13 7 9 29
相关设施 9 7 59 75
休憩广场 0 0 3 3

3
重要景点 0 1 20 21
相关设施 2 5 42 49
休憩广场 0 1 2 3

4
重要景点 0 0 1 1
相关设施 1 1 1 3
休憩广场 0 1 1 2

5
重要景点 0 1 21 22
相关设施 3 4 28 35
休憩广场 0 0 3 3

3

图3   紫金山绿道一期驻点分布图
Fig. 3   Stagnation point distribution of the first phase of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南京紫金山绿道驻点分布及其游人游赏行为特征研究      丁绍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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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行为。同时此处滨水景色宜人，园林亲

水榭也为驻留提供了绝佳条件。

总的来说，紫金山绿道串联大量景点，

风景名胜POI分布密集处往往形成驻点，这

是紫金山绿道驻点数量多且分布较均衡的原

因之一。

4.2.2 公共设施的数量与分布与驻点分布的关系

由图5和表2可知，5个核心驻点附近的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较均匀，总计96处。随着

缓冲区半径（范围）的扩大，公共设施数量

增加，即公共设施POI密度与研究点缓冲区半

径呈正相。公共服务设施一方面为绿道使用

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公共设施

人均使用时间短或仅供特殊情况下使用，游

客发生通过式行为而非停留式行为，不利于

驻点形成。

4.2.3 商务、住宅相关建筑数量与分布与驻点分

布的关系

由图6和表3可知，5个核心驻点附近

的商务、住宅数量较多，总计116处。其中

0～250 m缓冲区范围内商务、住宅分布最稀

疏，500～1 000 m缓冲区范围内商务、住宅

分布最密集，商务、住宅密集度和缓冲区距

离呈现负相关；类型上产业园区最少，住宅

区最多。商务、住宅相关建筑主要分布在紫

金山绿道南侧。

（1）驻点1靠近燕雀湖段，缓冲区附近

没有产业园聚集，有少量商务、住宅相关和

密集的住宅区分布，包括明故宫社区和苜蓿

园山庄等，老年人比重较高，且交通便利，

对中老年游客吸引力大。

（2）驻点2靠近美龄宫，0～250 m缓冲

区内有5处文化类产业园聚集，业态丰富，

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活动空间和基础设施，吸

表2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公共设施POI统计表（处）
Tab. 2   POI statistics of 5 core public facilities in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驻点序号
Station serial number

0～250 m 250～500 m 500～1 000 m
总计
Total公共厕所

Public toilet
紧急避难所

Emergency shelter
合计
Total

公共厕所
Public toilet

紧急避难所
Emergency shelter

合计
Total

公共厕所
Public toilet

紧急避难所
Emergency shelter

合计
Total

1 0 0 0 6 1 7 19 1 20 27
2 1 0 1 2 0 2 16 4 20 23
3 1 0 1 2 2 4 7 3 10 15
4 0 0 0 0 0 0 15 1 16 16
5 0 0 0 1 0 1 14 0 14 15

4 5

图4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周围重要景点和休憩广场POI图
Fig. 4   POI of important scenic spots and rest square around 5 core locations of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1 

图5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风景名胜POI图
Fig. 5   POI map of 5 core spots of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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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多种类型游客；靠近紫金山绿道人流量最

大的出入口，便于附近住宅和商务、住宅相

关的大量游人到来。

（3）驻点3博爱园路口，靠近商业区和

高等院校，产业园、商业住宅相关及住宅区

分布较为均匀，吸引各个方向前来的游客，

便于观测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赏行为。

（4）驻点4邮局博物馆，0～500 m缓冲

区内没有相关住宅区，东南侧集中分布高端

住宅区和少量商务住宅相关，由此带来一定

游人量。

（5）驻点5靠近流徽榭，缓冲区内鲜有

商务住宅相关建筑分布。

综上，紫金山绿道位于钟山风景区内，

临近驻点的区域难以进行商务、住宅相关建

筑的开发；500～1 000 m缓冲区处，住宅区分

布明显增多，绿道为附近居民提供便利的休

闲场所。商务、住宅相关建筑POI主要分布在

紫金山绿道南侧，靠近中山门大街，交通便

利，可达性高，有利于驻点规模扩大。

4.2.4 交通服务设施的数量与分布与驻点分布的

关系

由图7和表4可知，5个核心驻点附近的

交通服务设施数量较多，总计261处，总体

上交通十分便利。其中缓冲区0～250 m范围

内交通服务设施分布最稀疏，500～1 000 m

范围内分布最密集，交通服务设施密集度和

研究点距离呈现负相关，类型上港口码头最

少，停车场最多。

（1）驻点1靠近燕雀湖段，紧邻燕雀湖

公交站，缓冲区附近交通设施数量多，分布

密集，交通通达性高。交通设施种类丰富，

包括公交车站、停车场、地铁站、码头，便

于开展多种活动。

（2）驻点2靠近著名景区十朝文化园，

紧邻景区停车场和地铁出入口，交通服务基

础设施完善，承接大量游客集散，交通服务

质量高，提升游客交通服务满意度。

（3）驻点3博爱园路口，缓冲区0～250 m

范围内四周均有交通服务设施，南侧停车场

分布密集，便于游客下车后步行游览；吸引

各个方向前来的游客，便于观测不同年龄段

游客的游赏行为。

（4）驻点4邮局博物馆，0～500 m缓冲

表3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商务、住宅POI统计表
Tab. 3   POI statistics of 5 core sites in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离驻点的距离/m
Distance from stagnation point

住宅种类
Type of residence

数量/处
Quantity

合计/处
Total

250
产业园区 6

7
住宅区 1

500 住宅区 13 13

1 000

产业园区 2

96商务、住宅相关 7

住宅区 87

6 7

图6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商务、住宅POI图
Fig. 6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POI at 5 core locations of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图7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交通服务设施POI图
Fig. 7   POI map of 5 core stationing transport service facilities at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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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没有交通服务设施，但东南侧集中分布

大量多类型的交通服务设施，通达性相对较

低，绿道受机动车干扰小，利于进行骑自行

车和步行游人的驻点游人行为研究。

（5）驻点5靠近流徽榭，缓冲区内交通

服务设施分布均匀，以景区观光服务为主，

游客通常在此驻足行观光。

综上，紫金山绿道靠近中山门大街，周

围交通服务设施完备，游人交通出行选择丰

富，可达性高，有利于提升客流量，为驻点

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

4.2.5 坡度变化与驻点形成的关系

由图8可知，5个核心驻点都位于地形平

坦处，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游客驻留。但

缓冲区范围内地形存在变化，且不同点位间

存在明显区别。

驻点2和驻点5坡度小且大部分缓冲区

内分布较均匀；驻点5北侧500～1 000 m缓

冲区内有明显的坡度变化，形成竖向高差，

便于视线引导和路线导向，有利于吸引游客

停留观光。

驻点1、驻点3、驻点4的0～500 m缓

冲区内坡度变化较明显，地形变化多，观赏

角度丰富。竖向地形变化促进竖向景观设计，

激发登山等新型业态，促使游客产生丰富的

驻点游赏行为。坡度变化使得绿道较曲折的

走向对游客行为产生影响，坡度的层次递进

与变化也提升了驻点自然景色的丰度。

5 公园绿道游客游憩动机和行为特征分析

通过对回收的调查问卷的研究，分析

绿道游客游憩动机和行为特征。由问卷信息

可知，紫金山绿道游客以本地人为主，男女

均衡，青壮年居多（18～45岁人群占总人数

62.3%），学历较高（大学学历及以上人群占总

人数67.5%）。

对于问卷内容的设计，游憩动机部分的

指标主要借鉴了Perera等的研究，包括感受自

然和谐、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寻求舒

适环境、追求身心放松、逃避喧嚣等23个游

憩动机选项 [9]。游客行为特征包括游憩频次、

主要游憩行为等选项，通过现场调研发现紫

金山绿道游客的游憩行为呈现多样化，为便

于后续的统计归类与数据分析，本研究将紫

金山绿道游客的主要游憩行为分类为个体静

态行为（赏景、休憩等）、个体动态行为（拍

照）、群体行为（聊天等）、其他 [10]。

5.1 绿道游客游憩动机

根据回收问卷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紫金山

绿道的主要游客人群为附近居民。远离喧嚣

环境，适合休闲散步，成为日常放松活动的

最佳场所，因而吸引附近居民到此游憩休闲。

5.2 绿道游客游憩行为特征

5.2.1 游客对气候、季节、游览时间的偏好表现

根据回收问卷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游人

普遍喜欢在晴天来到紫金山绿道。游览季节

方面，由于秋天气候凉爽，绿道边的落羽杉

在秋季呈现出色叶变化，因而游客更愿意选

择秋季游览。相对于光照充足的白天，游客

很少选择夜间进入绿道，而更多地选择清新

柔和的上午 [11]。

5.2.2 游客在驻点停留时的游憩行为类型

（1）不同性别游客驻点游憩行为类型。

紫金山绿道中不同性别的游客在驻点停留时

的游憩行为类型大体相似。无论男女游客，

均是进行以景色为主导的活动，如赏景、休

憩、拍照等，相对而言，以游人需求为主导

游憩行为类型，如交流、饮食、等人等则较

少出现。进一步进行细致分析可以看出，男

性游客进行赏景、拍照、休憩活动的比例高

于女性；而女性游客在饮食、等人等游憩行

为类型的比例略高于男性。由此可见，在绿

道设计中男女需求差别不大，应以赏景、拍

照、休憩行为为主要出发点，给予游人更好

的绿道游憩体验，同时也应考虑沿绿道设置

可观、可憩观景节点的同时，适当增加以游

人个体需求为主导活动功能设施的配置，如

针对交流、饮食的驻点游憩行为，则相应应

表4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公共设施POI统计表
Tab. 4   POI statistics of 5 core public facilities in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离驻点的距离/m
Distance from stagnation point

公共设施种类
Types of public facilities

数量/处
Quantity

合计/处
Total

250
公交车站 3

19
停车场 16

500

地铁站 1

40港口码头 1

公交车站 7

停车场 31

1 000

地铁站 3

202
公交车站 26

交通服务相关 11

停车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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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桌椅等设施。

（2）不同年龄游客驻点游憩行为类型。

在不同年龄层次的绿道游人中，中老年群体

的赏景、休憩游憩行为高于青少年人群，这

与中老年群体照相设备（手机）使用率较年

轻人低，且体力相对较弱的特征相吻合。

（3）不同来源游客驻点游憩行为类型。

本地游客与外地游客在绿道驻点驻留时的游

憩行为类型大体一致，相对于交流、饮食、

等人等，均更偏向赏景、拍照、休憩。紫金

山绿道沿途景色条件优越，能给予游人更多

的赏景体验，然而饮食、等人等更强调功能

性的游憩行为类型，需要售卖亭、休憩座椅

和户外咖啡店等设施和场所，而紫金山绿道

商业性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人行为，

因而游人在驻点停留时更偏向赏景、拍照与

休憩等自然环境中的随心活动类型 [12]。

（4）不同游园频率游人驻点游憩行为类

型。由问卷分析可知，第一次来的游客的游

憩行为以拍照、休憩为主，初来乍到，对此

处景色感到陌生而新奇，因而多拍照记录。

而对于去往紫金山绿地较为频繁的游客，拍

照与休憩类型重要程度降级。因为常来此地

的游客多为周围居民，对此处绿道较为熟悉，

因而其活动行为多为目的导向，新奇感弱化，

环境烘托效果增强，即紫金山绿道的自然景

观是伴随休憩存在的背景需求 [13]。

在不同的游园频率中，占比最多的为个

人每周出行三次以上，与之相对，选择与家

人一起出行每周三次以上的游客最少。

5.2.3 游客对不同驻点的偏好

通过问卷分析可以看出，游人对自然景

观与人工景观偏好差别不大，其中对碑刻的

停留偏好较低。游人在绿道的游憩中更倾向

于随性、放松，对碑刻这种需要阅读精力与

古文译读能力的活动，其喜好程度明显低于

游赏门槛较低的赏景活动（图9）。

男性和女性对不同驻点的偏好基本相

同，但男性更喜欢在广场、特殊植物处、碑

刻处停留，反映出不同性别游人对不同类型

驻点的偏好差异（图10）。

从游人年龄来看，各年龄层次的游人都

较少选择在碑刻处作停留。随着年龄增长，

对广场的喜好度增强（图11）。

6 结论和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论：驻点在紫金山绿道中基本

呈现出均匀分布状态，工作日和节假日驻点

图8   紫金山绿道一期5个核心驻点坡度图
Fig. 8   Slope map of 5 core stagnation points of Zijin Mountain greenway phase I

图9   游人对不同驻点偏好占比柱状图
Fig. 9   Histogram of visitors’ preferences for different stagnation point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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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呈现差异性；驻点周围的交通便捷情况、

周边的景点分布是游人选择紫金山绿道作为

游憩地的主要动机；游客更喜欢在晴天出行

于紫金山绿道，较少游客选择在夜间出行；

游人在驻点停留时，主要活动有赏景、休憩，

少数游客会选择交流、饮食和等人；选择在

碑刻处停留的游人较少。

6.2 优化策略

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及其结果的论证分

析，探讨了南京市紫金山绿道的游客游憩动

机、游客游憩行为特征，以探寻影响游客前

来紫金山绿道进行游憩活动的内在因素，以

期提升游人对紫金山绿道的游憩体验 [14]。通

过改进当前紫金山绿道空间环境的建设，完

善配套设施建造、完善夜间照明设施，促进

游人游憩行为的发生，并满足不同类型游客

的游憩需求 [15]。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前来紫金山绿道游

玩的游客分布于各年龄层、各种职业等，呈

现出游客资源多元化的现象。因此，紫金山

绿道的设计规划应重视各类游客游憩需求特

点，塑造适应各年龄层、各职业特点游人喜

好的绿道环境。如合理设置卫生间的间距

以及无障碍坡道的建设，以便于老年人、残

障人士等使用。在绿道中游客停留时间较长

且人群密度大的的观景平台、景观节点等区

域，适当增添休息桌椅、社交亭廊、移动售

货机等，满足游客基本休憩需要的同时，也

有助于延长游客户外逗留的时长，促进交往

活动的产生 [16]。在提升游憩体验的同时，也

应当重视游客安全的保障，由于环山绿道存

在高差变化或路线转角等情况，紫金山绿

道各区域的道路分岔口前应增设明显的指示

牌，避免道路危险及游人迷路情况的发生。

对于未开放路段或者危险路段设置隔离带

和醒目的安全警示牌，避免游客误入。紫金

山绿道中游客的游憩时段分布较散，应定时

安排安保人员进行巡逻，加强管理，确保

游客的安全，最大程度创造游客安全舒适

的游憩体验。

随着现代化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

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日益提升，越来

越多人热衷于现代社交软件的使用。建议设

立紫金山电子和智能化科普宣教，并与现代

社交平台相结合，定期推送关于绿道的相关

知识、紫金山绿道的建造理念、紫金山绿道

内动植物的种类等内容，便于人们随时浏览。

且可设置游人游憩反馈功能，加强游客的互

动参与感。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人们对生态游

憩理念的了解，也提升了对紫金山绿道的宣

传力度，推动城市绿道旅游发展。

6.3 未来展望

景观是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跨领域学

科，需要整合全要素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已

有景观数字化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测绘、景

10 11

图10   不同性别游人对不同驻点偏好占比柱状图     
Fig. 10   Bar graph of different sex tourists’ preference for different stagnation point

图11   不同年龄游人对不同驻点偏好占比柱状图
Fig. 11   Bar chart of different age tourists’ preference for different stagnatio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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