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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Waterfront Space Safety in Xuanwu Lake Park, Nanjing

Abstract
The safety of urban park landscape space is a critical concern in landscap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park 

waterfront space is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ourists are most likely to gather, and it is also a place in the park prone to safety pit-

falls. Xuanwu Lake Park in Nanjing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irstly, it was divided into 11 subcategories acco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front space zone. It was clustered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six elements of CPTE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factors of waterfront space, the expert scor-

ing method and AHP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waterfront space 

safety. Based on this system, 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226 subsections of waterfront space in Xuanwu Lake Park was carried 

out. The study sho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waterfront space types with higher secu-

rity scores in Xuanwu Lake Park are pier type, picket type, and green space + trail type; the waterfront space types with lower 

security scores are wooden stack type, large structure type, and bridge type. Compared with the more mature part of the safety 

construction, the evaluation scores of the four types of factors in Xuanwu Lake Park, namely, security management, safety pub-

licity, active activities, and waterfront space boundary,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four,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and need for improvement. When establishing a waterfront space safety evaluation system, it is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to 

consider factors with waterfront spac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waterfront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ity parks, the 

safety influencing factors to be enhanced should have different focuses under different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class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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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safety; safety evaluation; urban parks; waterfront spaces; six elements of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AH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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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公园景观空间的安全性，是景观设计、建设与管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而公园滨水空间是游客最容

易聚集的场所之一，也是公园中容易产生安全隐患的场所。选取南京市玄武湖公园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滨

水空间带特征，将其分为11小类，再根据人水关系聚类为4大类。以CPTED六要素为基础，结合滨水空间的

特征因子，采用专家打分法、AHP层次分析法建立滨水空间安全综合评价体系。以该体系为基础，对玄武湖

公园滨水空间226个小段进行安全性评价。研究表明，根据空间特征分类，玄武湖公园中安全性得分较高的

滨水空间类型有码头类、挑台类和绿地+小径类；安全性得分较低的滨水空间类型有木栈道类、大构筑类和

桥类。相对于安全建设中已经较为成熟的部分，玄武湖公园的治安管理、安全宣传、积极的活动、临水空间

边界4类因子评价得分比低，表明仍有提升空间和必要。在建立滨水空间安全评价体系时，考虑具有滨水空

间特征的因子是有意义且有必要的。基于不同城市公园各自的滨水空间特征，在不同的人水关系分类下，需要

提升的安全影响因子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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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公园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公园

城市”建设的推进，公园景观在观赏性、实

用性等方面不断提升，人们对城市公园安全

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广义上，安全性的

定义因领域和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景

观设计领域，安全性体现在规划设计过程

中，确保整体环境的安全性得到积极保障，

从而使景观环境的使用者能够保持平安和健

康。其关注点包括保证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注重自然灾害防护及环境安全、注重使用者

的心理安全感等。当个体接受到的刺激超过

其本身的控制和释放能力时，会体会到不安

全感，处于亚健康状态 [1]。相反，当景观提

供较高的安全感时，人们的情绪会更稳定，

注意力会更集中，进而处于健康积极的身心

状态 [2-3]。安全性低的景观空间是不合格的，

因此，现代城市公园的设计、建设和管理需

要着重考虑景观的安全性问题。城市公园滨

水空间对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是游客容易

聚集的场所之一，因此其环境安全性也是设

计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研究表明，影响公园游客心理安全感

知的隐患大多源于自然或事故灾害、公共卫

生和社会安全事件 [4]，同时，不健全的公园

环境会增加犯罪率 [5]。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

提出并经过多次完善的CPTED（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理论 [6]较全面地涉及

以上安全隐患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环境安

全设计的重要参考。CPTED理论的核心在于对

环境的合理设计及使用，以减少不安全事件

的发生，降低使用者的恐惧 [7]。因此，近年

来公共空间安全建设的相关研究对CPTED理

论多有参考。而目前对城市公园滨水空间安

全评价的研究则大多聚焦于公园滨水设施安

全评价 [8]、针对某一人群（如儿童、女性、老

人）的公园使用后安全评价 [9-11]和基于安全设

计理论的量化评价 [12-13]，虽然提出了相应的景

观设计建议，但在研究内容的针对性、综合

性上尚有欠缺。一方面，目前的研究较少着

眼于滨水空间的特征分类，仅将其作为单一

类景观空间进行整体分析，而忽略其内部差

异性，导致相关研究建议同质化、模糊化；

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进行量化分析、建立

评价体系时，提取的研究因子与空间“滨水”

这一特征的关联不够，导致缺乏针对性。

因此，本文以综合性强、建设成熟的南

京玄武湖公园为例，根据其滨水空间的布局

特征、人水关系特征进行分类，以CPTED理

论框架为基础，结合现场调研、相关文献

整理，设置滨水空间特有的与安全评价相关

的因子，构建城市公园滨水空间安全评价体

系。在此体系基础上，对特定对象的相关空

间进行安全性评分，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景

观保护与针对性改良建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玄武湖公园位于南京市玄武区，是江南

地区最大的城内公园，国家重点公园之一。

玄武湖面呈菱形，景区总面积5.13 km2，湖面

面积3.78 km2。公园周边3 km范围内有南京

林业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南京重点

大学校区，紫金山、红山、九华山等南京重

点绿地，中央门、鼓楼等重点商业区，周边

有大量地铁站、居住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南

京站位于公园北部。因此，玄武湖客流量较

大，节假日可达10万人/天，主要为当地居

民、学生和游客，选取其作为案例地具有典

型性 [14]。

玄武湖面的外围形成具有良好连续性的

环湖滨水空间带（图1），总长约9.9 km，其

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该滨水空间带景观类型

丰富、功能多样，是休闲观景、健身锻炼、

娱乐交流选择的重要场所。前期调查表明，

虽然玄武湖公园建设已经较为成熟，但仍不

能完全排除由于景观设计或管理缺失等原因

导致的安全问题，如落水、意外伤害事件

等。景观建设应当给公园使用者以正向的引

导，以及提供更加舒适的游园体验，因此

在提升玄武湖公园以及各城市公园滨水空间

图1   玄武湖公园周边用地及滨水空间带示意图
Fig. 1   Conceptual illustration of land use and waterfront space zone around Xuanwu Lake Pa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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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安全感的方面，可以提出更加丰富的建

议。

1.2 研究方法

1.2.1 滨水空间类型及片段划分

对玄武湖公园滨水空间带进行分类。首

先根据空间剖面元素布局特征，将其分为11

个类型，包括：绿地+沿湖小径类、绿地类、

台阶及台阶式平台类、木质平台类、大构筑

类、桥类、木栈道类、挑台类、高护坡类、

码头类和其他类。再根据滨水空间中最靠近

水体的人行道（即行人）与水体的位置关系，

将滨水空间归纳为4大类，包括：人水邻接

型、人水分离型、人水交互型和人水关系组

合型（表1）。

根据玄武湖各主要入口分布，将玄武湖

公园滨水空间带划分成5个长分段，包括十

里长堤（太阳宫—翠洲门）段、翠洲门—南

京站段、南京站—玄武门段、玄武门—解放

门段、解放门—太阳宫段。统计各长段长度

以及滨水空间类型段数（表2，图2）。

表1   滨水空间分类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waterfront spaces

空间特征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典型空间剖面图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ypical cross-sectional views
空间照片

Photos

人水关系聚类
Clustering of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类型：绿地 + 沿湖小径

代号：Path（P）
描述：公园主路和水体之间，同时存在绿

地和沿湖小径，供游客行走

类型：人水邻接型

代号：Adjacency（AD）
描述：此类空间中，游客活动

空间与水体直接接触，相邻

但不相交

类型：台阶

代号：Stair（S）
描述：公园主路和水体之间，通过各类规

格的台阶沟通空间

类型：其他

代号：Others（O）
描述：较难以空间特征聚类，因此归为不

同于其他 10 种的一类

类型：绿地

代号：Greenfield（G）
描述：公园主路和水体之间，只存在一片

绿地，种植各类植物

人水分隔型

代号：Separation（SE）
描述：此类空间设计意在使

人水间有一定阻隔，如大片

绿地 / 较大高差等，水体与

人分离，不易接触

类型：高护坡

代号：High Berm（HB）
描述：与水面有较大高差，设有一高护坡，

护坡顶端为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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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AHP法构建安全评价体系

本研究在构建滨水空间安全评价体系

时，充分考虑了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涵盖防

止跌倒、溺水等物理安全领域，同时包括防

范侵害、盗窃等犯罪行为的安全措施）和身

心健康需求。为实现这一目标，参考了与

环境行为学、CPTED理论、滨水空间安全建

设相关的文献 [15-18]，并进行了实地调研和随

机访谈。在筛选评价体系因子时，侧重于

空间特征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典型空间剖面图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ypical cross-sectional views
空间照片

Photos

人水关系聚类
Clustering of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类型：木质平台

代号：Wood Platform（WP）
描述：在水体之上设置木质观景平台

人水交互型

代号：lntersect（IN）
描述：此类空间中，游客活动

空间会有一部分与水体交互，

穿水面而过，或探入水面

类型：桥

代号：Bridge（B）
描述：属于公园主路 /次路一部分的桥梁，

跨越水体

类型：木栈道

代号：Wooden Trestle（WT）
描述：独立设于水体之上或贴合公园路边

绿地设置的木栈道

类型：挑台

代号：Raised Platform（RP）
描述：在水体之上设置挑台供人行走

类型：大构筑

代号：Construction（C）
描述：公园主路和水体之间，设置可供人

休憩、活动、观赏的大构筑 人水关系组合型

代号：Combination（CO）
描述：此类空间中，游客活动

空间与水体间的关系可能为

以上三种关系的多种组合类型：码头

代号：Jetty（J）
描述：最主要的特征具有游船码头的功

能，有则算作码头类

续表

南京市玄武湖公园滨水空间安全性评价      陈宇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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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玄武湖公园滨水景观带划分
Tab. 2   Division of Xuanwu Lake Park waterfront landscape zone

分段
Spatial segmentation

代号
Code name

长度 /km
Length

各类滨水空间类型段数 /段
Number of segments of each waterfront space type

总段数
AD SE IN CO

P S O G HB WP B WT RP C J

太阳宫—翠洲门段 TC 段 1.4 10 9 0 9 0 1 4 0 0 1 1 35

翠洲门—南京站段 CN 段 1.5 0 8 0 12 0 7 1 14 0 0 0 42

南京站—玄武门段 NX 段 2.7 2 9 3 26 0 8 1 9 1 3 3 65

玄武门—解放门段 XJ 段 1.8 2 8 3 27 0 4 1 0 1 5 1 52

解放门—太阳宫段 JT 段 2.5 4 4 4 12 6 0 0 0 1 1 0 32

全段 全段 9.9 18 38 10 86 6 20 7 23 3 10 5 226

结合滨水空间环境的特性，提炼出与滨水

空间安全性更为相关的因子。以此为基础，

构建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因子层的安全

评价体系 [19]。目标层为公园滨水空间的总体

安全评价；准则层在CPTED理论六要素（监

控、领域感、通道控制、景观意向与环境维

护、目标强化和活动支持）的基础上进行相

关调整 [13]，并加入对针对滨水空间特征的考

量，添加滨水空间特征、近水步道特征、驳

岸特征这三层；因子层是准则层的细化，选

取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测量得到评价结果的

因子，包括监控设施、周边环境、照明系统、

公共设施等27项（表3）。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此前确定的因子进

行权重评价，建立更加科学的城市滨水空

间安全评价体系 [20]。本研究使用李克特五点

量表法设计专家打分调查问卷，咨询业内专

家，以确定27项评价因子的权重 [21]，以构

建含有赋权的安全评价体系。研究共邀请

50位专家进行问卷打分，专家均进行了合理

的打分，问卷100%有效回收。根据得分结

果，删去分值最低的5条因子（空间边界、

不文明符号、环境卫生、水体清洁程度、空

间权属关系），对剩余22条因子进行AHP权

重分析 [22-24]（表4）。

层次分析CR值与CI值均小于0.1，因此一

致性检验结果通过，该评价体系成立。基于

实地调研分析和公园设计规范 [25]，设定公园

滨水空间安全性评分细则。以实地考察情况

为准，结合评分细则，得到玄武湖公园各滨

水空间小片段具体Yi值，并根据公式（1）得

出玄武湖各个滨水空间分段的安全评价总得

分。式中，Y代表各分段得分，ω代表各因

子权重，Yi代表各因子评分，为便于数据分

析，计算结果×100。

                 （1）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准则层重要性评价分析

对专家打分所得的准则层平均得分进行

排序。9项准则层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分

别为目标强化（4.033）＞驳岸特征（3.993）＞

监控（3.967）＞通道控制（3.593）＞近水步

图2   玄武湖滨水空间带片段划分
Fig. 2   Segmentation of Xuanwu Lake waterfront space z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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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市公园滨水空间安全评价因子及描述
Tab. 3   Safety evaluation factors and description of waterfront space in urban parks

目标层
Target

准则层
Criteria

因子层
Factor

因子描述
Factor description

城市公园滨

水空间安全

评价体系

监控A

监控设施 A1 场地和周边是否安装电子监控设施

治安设置 A2 场地和周边是否有治安岗亭或门卫

视线通透A3 是否存在视线死角导致不明去路

社会监视 A4 场地和周边是否有足够人流

领域感 B
空间边界 B1 是否有植物 / 铺装等划分较明确的边界

空间权属关系 B2 是否明确公用和私人使用功能

通道控制 C

周边环境 C1 场地外的周边环境是否井然有序

指示标识 C2 方向指示牌是否起到指引作用

道路布局 C3 场地是否能轻易到达公园主路

景观意向与环境

维护 D

环境卫生D1 场地是否设置垃圾桶且无明显垃圾

公共设施 D2 公共设施是否存在破坏现象

不文明符号 D3 是否存在恶意涂鸦或粉刷等现象

照明覆盖度 D4 夜间照明是否足够覆盖

照明饱和度 D5 夜间照明用光饱和度是否过高

目标强化 E
安全宣传 E1 是否设置安全宣传栏或安全标牌

危险阻拦 E2 是否在安全隐患处设围栏或围网等阻拦

活动支持 F
积极的活动 F1 是否形成较好的活动氛围

舒适的休息 F2 是否形成较舒适的休憩氛围

滨水空间特征 G

临水空间边界 G1 是否有明确的围栏 / 铺装划分边界

水生植物距离 G2 可观花观果水生植物与水岸距离

水体清洁程度 G3 临岸水体是否清洁无异味等

近水步道特征 H

步道与水面距离 H1 最近水步道与水面的距离

步道宽度 H2 最近水步道的宽度

铺装防滑性 H3 在有水的情况下步道铺装是否防滑

驳岸特征 I

临岸水深 I1 与滨水岸边接触的水深度

驳岸与水位距离 I2 驳岸面与常水位之间的高差

驳岸坡度形式 I3 驳岸是垂直 / 陡坡 / 缓坡等形式

道特征（3.538）＞滨水空间特征（3.494）＞

景观意向与环境维护（3.467）＞活动支持

（3.256）＞领域感（2.967）。其中，包含滨

水空间特征因子的三个准则层——驳岸特征

（第二顺位）、近水步道特征（第五顺位）、

滨水空间特征（第六顺位）影响力得分均较

高。这说明在进行滨水空间安全性评价时，

除了考虑公园常规区域的安全性影响因素，

针对性地考虑滨水空间特征因子是有意义且

有必要的。

2.2 基于空间特征分类的滨水空间安全性评

价分析

将玄武湖各分段滨水空间的安全评价得

分进行整合，得到公园滨水空间带的得分散

点图（图3）及5大分段中22个因子的平均得

分情况（图4）。

2.2.1 不同类型空间安全性得分差距原因分析

根据空间特征分类，安全性得分较高的

滨水空间类型有J、RP、P类；安全性得分较

低的滨水空间类型有WT、C、B类。另外，G、

S、WP类滨水空间在公园中占比较高，安全

性得分分布情况复杂，平均得分相对居中。

具体建设中，可以发现造成评分差距主要有

如下原因：安全性得分高的滨水空间类型大

多紧挨公园主路，或距离公园主要路口、出

入口较近，且有较为平坦、宽阔的活动空间，

这导致该区域人流较大，活动丰富，有较好

的社会监视条件、活动休憩氛围。同时，这

类空间的监控和治安设置往往更加完善，照

明设施覆盖程度高、照明色彩温和舒适，更

能吸引人流，做到良性循环，对提升安全性

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得分较低的滨水空

间，往往空间特征与之相反。

另外，同为活动区域深入湖面的滨水空

间，码头类和挑台类会设置相对很高、强度

很大的围栏，这直接保证了安全性，而木栈

道、桥类在此方面则较为缺乏。该类空间部

分片段临岸水深、驳岸于水面距离未控制在

公园设计规范要求的范围内[25]，却没有设置

围栏，或只设置了较矮小的围栏，或将可观

花的水生植物种植在过于靠近水岸的位置，

这会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

2.2.2 5大分段空间突出特征及安全性提升建议

TC段中，P、G、S类空间连续出现，且

在空间尺度上相似且规整。该段人流量适

中，监控布控、照明覆盖条件较好。对滨水

空间安全性影响较大的因子为治安管理、舒

适的休憩、可观赏植物与岸边距离、步道宽

度，在设计时可以重点提升。

CN段相较于其他分段，WT、WP空间占

比较大。木质类空间深入水面，更大程度上

调动游客的亲水性心理，促使游客聚集；但

其中WT类型因活动空间狭窄，难以做到营造

良好的活动、休憩环境。在不改变空间特征

南京市玄武湖公园滨水空间安全性评价      陈宇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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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此分段可以提升治安管理、照明覆盖的条件，以提升景观

安全性。

NX段是玄武湖公园滨水空间带中人流量最大的一个分段，社会

监视、活动休憩条件好。该段包含大量的G类型空间，空间特征上

区别较小，安全性主要被植被密集程度造成的视线通透程度所影响。

但此片段中，照明覆盖、监控设置、公共设施条件参差不齐，因此导

致安全性得分差距较大。

XJ段中滨水空间也以G类型为主。该段下的滨水空间，大多与公

园主路有一定距离，道路布局因子得分稍低。该段安全性设计可以提

升的因子为照明覆盖、临水空间边界、积极的活动。

JT段滨水空间带距离较短，有比较连续的HB、G类片段。由于以

护坡壁为坚固围栏，且观景位置高，HB类下临水空间边界、视线通

透因子得分高。G类中活动休憩条件好，可观赏植物与岸边的距离控

制较好的片段，安全性得分较高。

2.2.3 公园安全性提升总体建议

治安管理、安全宣传、积极的活动、临水空间边界4类因子在

玄武湖公园中得分均比较低，需要得到提升；同时照明覆盖、社会

监视、舒适的休息、植物与岸边的距离4类因子较强烈地影响了空

间安全性得分，需要针对性提升。综上，可以在人流量比较少的区

域加设治安管理亭、安排管理人员。在视线较为不通透、活动区域

狭窄的区域设立警示牌，提示游客尽量不要靠近；在开阔平坦的空

间规划活动区域，促进游客在滨水空间进行积极的活动，或者停留

休息。另外，可以在不破坏景观效果的情况下，在滨水活动区域边

缘设置围栏、明确边界的铺装，或者提升没有设置围栏的滨水空间

的照明覆盖率。尽量舍弃在过于靠近水岸处种植有观赏价值的水生

植物，避免游客因摘取而不慎落水。

2.3 基于人水关系聚类的滨水空间安全性评价分析

根据人水关系聚类提取各类因子安全性平均得分，并以2.5分为

评价基准分，标明各聚类中评分均小于基准分的因子，整理如图5，

并总结三种聚类下提升安全性的方式。

2.3.1 人水邻接型空间

安全宣传、临水空间边界、步道和水面距离、驳岸形式4项因子

最容易导致此类滨水空间产生危险情况。这是由这类滨水空间自身

的空间性质所决定。人与水体邻接，驳岸形式多为垂直于水面，导

致行人在此类空间中更容易在不慎情况下遇到滑倒、落水等方面的危

险。因此可以强调该类空间中的临水空间边界，以提升安全性，如

在最靠近水体的人行道边缘铺设色彩更明显、材质更防滑的铺装；

规范临岸水深，如在水中设置台面，保证临岸水深不超过设计规范；

从安全宣传、安全保障设施方面提升，如在水岸边设置警示牌或者

救生圈。

2.3.2 人水分离型空间

治安管理、安全宣传、积极的活动、舒适的休息是此类滨水空

间得分最低的因子。因为人水之间有一定阻隔或距离，导致此类空

间下多数片段并非是赏景、活动侧重的区域，人流量相对少，相关

警示也少。但这也不能完全避免人水安全隐患，如游客刻意走近水

边，反而会因为活动区域狭窄而容易落水；而植物茂盛导致的视野

不开阔，容易造成如财产损失、人身安全被侵害等安全隐患。可以

表4   各项评价因子的权重
Tab. 4   Weights of each evaluation factor

目标层
Target

准则层
Criteria

因子层
Factor

权重 /%
Weight

城市公园滨水

空间安全评价

体系

监控

监控设施 5.318

治安设置 5.077

视线通透 4.623

社会监视 4.062

通道控制

周边环境 4.089

指示标识 4.596

道路布局 4.276

景观意向与环境

维护

公共设施 4.062

照明覆盖度 5.344

照明饱和度 4.062

目标强化
安全宣传 4.463

危险阻拦 5.238

活动支持
积极的活动 3.929

舒适的休息 3.901

滨水空间特征
临水空间边界 4.837

水生植物距离 3.955

近水步道特征

步道与水面距离 4.169

步道宽度 4.382

铺装防滑性 5.211

驳岸特征

临岸水深 5.265

驳岸与水位距离 4.703

驳岸坡度形式 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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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滨水空间带附近设置治安管理亭，保

证在人流量较小的区域，治安管理人员也可

以随时到达；在人行道区域设置警示牌，重

点在于提醒行人谨慎靠近水域；适当提供可

以供人逗留、活动的区域 /设施，如椅子、

运动器械等。

2.3.3 人水交互型空间

治安管理、照明覆盖、积极的活动、舒

适的休息、临岸水深是此类滨水空间得分最

低的因子。因为多数深入水面的空间，即便

因亲水性能够吸引足够的人流量，也难以让

游客停留并进行休憩或者活动。若在治安、

照明、水深的设置上忽略安全问题，较大的

人流量更易导致拥挤和危险。因此可以在此

聚类下的空间中加强治安管理和照明设施的

覆盖，并且在有条件的区域（如宽敞的WP、

RP类型）设置休憩设施如长椅、小石凳，

XJ段

TC段

JT段

CN段

全域

NX段

或划分一定活动空间，分流行人和要逗留的

游客。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城市公园滨水空间安全性评

价，得出以下结论。

（1）基于AHP法，研究创新构建了城市

公园滨水空间安全建设的综合评价体系。一

是以CPTED理论为基础，结合研究对象特性

图3   安全性得分散点图
Fig.3   Scatterplot of safety scores

图4   5大分段各因子平均得分
Fig.4   Mean scores for each factor in five subsections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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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5大准则层，即监控、通道控制、景观

与环境维护、目标强化、活动支持；二是针

对滨水空间关键景观元素设立三大准则层，

即滨水空间特性、近水步道特性、驳岸特

性，共计22项因子。此评估体系结合临近水

域空间的独特性进行分析，覆盖了城市公园

滨水空间安全设计的各个层面，充分考虑了

游客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身心健康保护

等方面。该体系内容全面、科学性强，可应

用于各类城市公园滨水空间安全评估。

（2）空间特征维度，明晰了不同类型下

的应对措施和策略。滨水空间安全性高的类

型包括码头类、挑台类和绿地+小径类，它

们通常离公园主要枢纽近，活动空间平坦宽

各类因子安全性平均分-AD类

各类因子安全性平均分-IN类

各类因子安全性平均分-SN类

图5   人水关系聚类下因子平均得分
Fig. 5   Mean factor scores under clustering of human-wate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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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人流量适中。这些地方有良好的社会监

视、舒适氛围和完善的治安、照明设施，吸

引人流，易形成良性循环。而安全性低的类

型包括木栈道类、大构筑类和桥类，需要提

升的因子包括治安管理、安全宣传、照明覆

盖、社会监视和休息设施等。建议在人少区

域设治安亭、安排管理人员；视线不透、活

动区域窄处设警示牌；开阔平坦空间规划活

动区；滨水活动区边缘设围栏、明确边界铺

装；提升无围栏处照明覆盖率；提升防范性

设计减少游客落水可能。

（3）人水关系维度，基于聚类结果提出

针对性建议。对于人水邻接型空间，需要提

升安全宣传、临水空间边界、步道和水面距

离、驳岸形式因子的安全性得分，如在人行

道边缘铺设防滑且质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铺

装；设置水中台面以缩小临岸水深；设置警

示牌或救生圈等安保设施。对于人水分离型

空间，更需注重治安管理、安全宣传、积极

的活动、舒适的休息，如设置治安管理亭和

增加安保人员；在人行区域设置警示牌，并

提供逗留和活动区域，如椅子、运动器械

等。对于人水交互型空间，更应注重提升治

安管理、照明覆盖、积极的活动、舒适的休

息和临岸水深因子的安全性得分，如加强治

安管理和照明设施覆盖，在有条件的区域设

置休憩设施或划分活动空间。

玄武湖公园作为优秀城市公园的代表，

在安全设计与管理方面具备丰富经验，然而，

研究表明其在安全设计方面仍有可继续优化

完善的地方。因此，对于其他城市公园，如

何兼顾滨水空间作为景观空间所面临的常见

安全风险，以及可能遭遇的特殊安全风险，

本文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安全风险提升措施

和设计建议。在具体设计和管理过程中，需

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具体分析，针对不

同公园的空间特征和使用者的活动行为，对

安全设计提升方案进行调整，以实现滨水空

间观赏性、实用性和安全性的兼顾。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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