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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间整合度是当代景观环境空间序列构成机制与演变规律研究的重要表征概念，相关研究已由图式语言发展

至量化描述，其关键技术途径之一即为以Depthmap等为代表的建成环境空间解析技术。选取具备典型轴线

特征的当代烈士陵园实例，建立轴线空间分析模型并进行Depthmap整合度量化分析，在对全局整合度、局

部整合度数据进行移动平均法分析的基础上，获取典型烈士陵园轴线空间整合度量化图谱。案例分析表明，

轴线在风景园林整体空间设计中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整合力，对于横向递次展开空间存在衍化整合能力；运

用移动平均法能够对轴线空间整合度进行散点趋势分析，结果量化反映了烈士陵园轴线空间的建构特征与线

性变化规律。以期为轴线型风景园林空间分析提供一种基于Depthmap的空间整合度解析技术，并为烈士陵

园空间绩效提供一种空间量化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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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tial integration is an essential representational concept in studying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s spatial coupling 

mechanism and composition rules. Related research has developed from Schema Language to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Depth-

map and other built environment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key technical approaches. The research 

selects typical examples of martyrs’ cemeteries, establishes an axis spatial analysis model, and uses Depthmap to perform 

spatial integr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integration degree and the local integration degree 

data by the moving average method,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typical martyrs’ cemetery axis 

is obtained.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axis has the most vigorous spatial penet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landscape 

space. It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node space on the horizontal layout. The axis space process is analyzed for the integration 

scatter trend using the moving average method. The relevant data quantitatively reflects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linear change law of the martyrs’ cemetery axis space.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analytic technology based on 

Depthmap for the integration analysis of landscape axial space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method of space performance for the 

martyrs’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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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景观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

红色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具中国特

色的纪念性景观形式，承载着革命历史事迹

与爱国主义精神。经过近70年的发展，其

空间组织与景观规划模式逐步完善，形成较

为稳定的体系。烈士陵园作为红色景观的典

型代表，在日益强调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坚持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系统

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深入探究烈士陵园景观

轴线空间特征已成为纪念性景观研究议题之

一，其空间布局的数理逻辑有待深入探析。

轴线是景观序列线性展开的重要模式 [1]，

是风景园林空间设计的经典议题，也是建成

环境区别于自然景观的显性特征。以空间轴

线规划组织与控制景观序列，在使整体景观

形成连续知觉群印象的同时，其空间构成机

制存在量化规律，并始终是景观序列组织与

设计的重要内容。轴线空间分析是建成环境

空间序列研究的一种主导型研究方法 [2]，成

果多集中于以轴线管控为研究焦点分析、设

计与评估建成环境空间效能 [3]，空间句法等

数字化分析技术正迅速锲入景观空间研究领

域 [4]。同时，相关量化技术尚未有效针对景

观轴线空间序列形成研究优势，大量成果止

步于空间模式的定性判断 [5]，研究结论相对

离散且受分析技术制约较大，聚焦烈士陵园

“中国特色”“景观轴线组织”这一“中国问

题”的研究亟待深入开展。

空间句法（space syntax）是一种面向建成

环境空间主成分的量化分析方法 [6]，能够通

过算法实现景观空间数字化界定，在获取量

化数据基础上实现空间结构和形态的精确描

述，是现阶段空间构成及其耦合关系研究的

重要技术手段 [7]。空间整合度（spatial integration）

用于描述某一空间元素与整个空间系统中所

有其他元素的关联程度，可量化评价观测节

点在空间系统中的交互关系与耦合能力。分

析风景园林专业空间整合度与空间句法的研

究成果可见，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建

筑及传统村落空间复合形态研判 [8-9]、历史城

区与传统街区空间价值分析 [10]、水岸景观及

城市公园等景观类型个案分析等 [11-12]；国外

则主要为“movement”行为运动与路径空间研

究 [13]、“accessibility”空间可达性及“connectivity”

空间连接度分析 [14]、“architecture space”建筑空

间分析 [15]、“design”空间设计研究 [16]等，相

对更为锲入空间本体的专业讨论。同时可见，

空间句法日趋成熟，可在典型景观轴线空间

分析中进行纵深运用，同时结合统计学方法

进行聚类分析，既能够对经典研究议题提供

技术手段支撑 [17]，亦可由样本聚类分析推演

至空间耦合机制与基本规律的量化描述。

1 Depthmap景观轴线空间解析途径

景观轴线空间解析是指根据轴线连接

关系对空间进行分割，运用相应算法对空间

构形进行拓扑结构图解，量化分析轴线进程

中空间关联及其耦合关系的技术方法 [18]。通

过实现轴线句法变量数字化及可视化，量化

研判相应空间组群分布及交互关系，结合统

计分析技术科学反映空间构型规律，是“图

示语言”发展至“量化描述”的重要技术途

径。Depthmap作为当前空间解析使用较前沿

的计算平台，可依据相应算法计算景观空间

轴线模型整合度参量数值，包括空间全局整

合度以及局部整合度，并根据参量数值进

行量化解译形成可视化图谱，展现景观空间

结构特点。因此，该方法能够为烈士陵园景

观轴线空间解析提供一种客观理性的数字

化解析技术，相关技术构成与技术路线值得

研究与实证测试。

1.1 景观轴线空间解析技术路线

空间整合度反映一个单元空间与空间系

统中其他空间的集散或离散程度，度量标准

与空间单元之间可达的拓扑步数正相关。整

合度解析包括两个层面分析，即全局整合度

和局部整合度（图1）。全局整合度量化反映

具体空间与其他所有空间之间的耦合关系，

1

图1   研究技术路线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research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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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体现该空间在整体空间中的重要性，所

有节点空间均在分析计算框架内。景观轴

线全局整合度侧重描述空间轴线与总体景观

（包括轴线外节点空间）之间的关系。将轴线

空间视为一个整体空间，通过Depthmap拓扑

步数设定计量出空间全局整合度值，对比轴

线空间与周边节点空间整合度数值变化，通

过设定实际距离区间分析判断其影响范围并

进行量化评价。

局部整合度则用于量化映射轴线序列中

典型空间与沿线拓扑距离处于最短的空间之

间的耦合关系（不包括轴线外节点空间），可

以科学地评估轴线空间序列的组织机制及其

变化程度。通过确定拓扑深度，局部整合度

能够揭示轴线空间的变化情况。因此，通过

将轴线空间划分为不同的区段，并分别分析

这些区段的局部整合度，可以量化描述轴线

空间的变化规律。在景观空间分析中，可以

通过处理局部整合度数据，构建一个以空间

距离和局部整合度为坐标轴的正交坐标系，

其中空间距离以轴线空间首次出现整合度数

值变化的位置为起点。在案例汇总分析阶

段，可以对所有案例的整合度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并绘制出局部整合度与实际距离相对

应的折线统计图。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来设定

一个标准长度，并按比例换算整合度数值，

从而得到一个标准化的整合度数值散点分布

图。最终，通过应用移动平均法等趋势分析

方法，总结轴线空间整合度的变化趋势，从

而揭示轴线距离与整合度之间的量化关系。

1.2 景观轴线空间解析算法描述

1.2.1 构建轴线空间分析模型

在获取轴线空间分析模型数据基础上

进行样本数据批处理，根据标准化整合度

（Normalized Angular Integration，NAIN）现有研究结

果，排除线段数量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 [19]，

形成模型计算公式（1）。
  

                  （1）     
                   

式中，Node Count即为节点数，Total Depth

即为深度值。从景观轴线空间分析模型计算

来讲，景观空间路径、景观空间外部节点、

景观空间进程以及与景观功能之间的耦合关

系等要素与景观轴线空间整合度密切相关。

在进一步分析中，可从公式中计算相关影响

要素，此为研究案例数据处理与量化分析的

必要条件。

1.2.2 运用Depthmap进行算法分析

将轴线空间分析模型文件导入Depthmap

平台，通过拓扑半径研判与设置，计算全局

整合度与局部整合度，见公式（2）–（4）。

                                  （2）

                 

                      
       （3）  

                  

 

   
（4）

式中，RA描述为相对不对称值；RRA指

的是实际相对不对称值；n代表系统中的空

间单元数量；Dn表示当系统中有n个空间单

元时，排列成网络后最顶层节点的相对不对

称值； 则代表观测到的空间到达系统内

所有空间的平均深度。

由于拓扑半径对整合度数值有显著影

响，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采用RRA倒

数作为计算基础，见公式（5）。

                     
  
 （5）

通过以上算法进行轴线空间模型分析，

在量化解析结果的基础上形成轴线模型整合

度数据，进一步将数据进行色谱可视化，获

得空间整合度量化解析图谱。

1.3 移动平均法趋势分析

移动平均法属于趋势分析的统计工具，

其核心在于通过计算数据点的移动平均值来

预测下一个观测值，从而揭示事件的发展趋

势 [20]。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坐标系

统，确保数据点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

鉴于研究得到的整合度数值散点图及其对应

的距离数据，满足了移动平均法对数据平滑

处理的要求，即规定数量的数据点和相应的

数值能够平稳过渡。因此，本研究采用移动

平均法来评估轴线距离范围内整合度的变化

趋势。

将整合度数据点序列定义为A=（X1，X2，

X3， …， Xt），按照数据点的顺序，依次计算N

个连续数据点的平均值，从而得到一次移动

平均数，见公式（6）。

   
（6）

式中，Ft代表第t个周期的一次移动平

均值；Xt是第t个周期的观测值，也就是该

周期的整合度数值；N是移动平均的项数，

即求每一移动平均数使用的观察值的个数。

随着t的递增，即每经过一个周期，会在计

算中加入一个新的数据点，并移除一个较早

的数据点，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平均值。这个

过程能够清晰地展示出整合度随时间的变化

趋势。

2 景观轴线空间整合度案例研究

2.1 烈士陵园概述

烈士陵园是为纪念于伟大革命事业中牺

牲的烈士而修建的一种特殊陵园类型，是具

有中国革命红色文化特征的纪念性景观，是

轴线型景观的典型代表。烈士陵园的景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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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构型往往采用一条清晰、明确的轴线串联

各个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层次与秩序通

常采用整体空间轴向推演、单元空间序列组

织和辅助空间横向拓展等设计手段进行明

确，整体空间逻辑构成与耦合规律特征显

著。近10年相关文献检索研究表明，传统

研究从感性角度分析居多，成果主要聚焦在

“空间设计主题”“空间组织方法”“景观叙

事”等景观空间认知理论方面，并通过景观

空间结构、景观要素以及典型事件之间的融

合研究，总结提炼烈士陵园的景观空间设

计特点 [21]。在现象学、统计学成为常用方法

基点上，Depthmap等空间解析技术为烈士陵

园风景园林轴线空间推演与耦合规律研究提

供了一种量化探析途径。

2.2 模型构建

研究选取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上海龙

华烈士陵园、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广州起

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大别

山革命历史纪念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红花岗区红军山烈士陵园、李大钊烈

士陵园、牛驼寨烈士陵园、兰州市烈士陵

园、连云港抗日山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拉萨烈士陵园、白城市烈士陵园、

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哈尔滨烈士陵

园、董存瑞烈士陵园共计20个具有典型轴

线空间特点的烈士陵园或红色景观烈士陵区

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通过ENVI平台分

别对以上研究对象的高分辨率遥感数据进

行大气校正、几何校正等预处理，进一步

通过AutoCAD软件将数据转为矢量文件，同

时对完整的轴线模型进行分区检查并导入

Depthmap。通过整体分析研判，在轴线模型

拓扑半径设置中将全局整合度与局部整合

度的对应半径分别设置为R=n与R=2，获取

并生成整合度数值及相关图纸。此处节选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兰州市烈士陵园、哈

3

2

图2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模型构建
Fig. 2   Model construction of North China Military Martyrs Cemetery

图3   兰州市烈士陵园模型构建
Fig. 3   Model construction of Lanzhou Martyrs Cemetery 

高

高 高

高

1.21

1.33 4.84

4.38

0.17

0.37 0.21

0.21
低

低 低

低



105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ademic Journal

    园林／2025年／第42卷／第01期

尔滨烈士陵园、牛驼寨烈士陵园，展示研

究过程中遥感底图提取、空间句法模型、

全局整合度以及局部整合度分析进展及量

化情况（图2–图5）。

2.3 烈士陵园空间整合度分析

烈士陵园空间整合度分析分为全局整合

度分析和局部整合度分析。全局整合度主要

体现空间系统的整体结构特征，用于衡量一

个节点与系统中其他节点之间的聚合或分散

水平。局部整合度则侧重于特定拓扑步数下

的整合程度，主要用于描述小尺度局部空间

的结构关系。

2.3.1 全局整合度分析

全局整合度指标展示烈士陵园轴线空间

的整体结构特性，以及系统内部节点空间彼

此之间的关联关系，其量化结果与整体空间

的结构完整性正相关。通过对所有样本数据

分析，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轴线区域的全局整

合度是最高的，其空间的渗透性和整合性

都达到了峰值，并且位于整体空间的中心位

置。显而易见，轴线两侧的节点空间均以轴

线作为核心，向周围区域进行强烈的扩张。

在忽略边界效应对研究结果影响的情况下，

烈士陵园轴线空间的全局整合度数值范围为

[0.70，3.17]。

进一步分析可见，轴线空间对其两翼

节点空间影响呈规律性分布。根据样本全局

整合度绘制表格，归纳距离主轴横向外拓

50～150 m全部节点空间的轴线整合度平均值

（表1），分析可见，除部分横向次级空间拓展

过大，且有道路、辅助轴线等影响的烈士陵

园样本外，研究样本全局整合度在距离主轴

线100 m范围内呈正向分布的规律，这说明轴

线空间与相应区域在空间组织上的关联、互

适关系显著；同时，在距离轴线100～150 m，

研究样本全局整合度平均值明显升高，轴线

作用能力随之降低。可见，烈士陵园样本轴

线空间对两翼次级空间的影响距离处于150m

5

4

图4   哈尔滨烈士陵园模型构建
Fig. 4   Model construction of Harbin Martyrs Cemetery

图5   牛驼寨陵园模型构建
Fig. 5   Model construction of Niutuozhai Martyrs Cemetery

基于Depthmap的景观轴线空间整合度解析技术研究——以烈士陵园为例      张学玲    等.  

高 高
1.32 3.88

0.53 0.21
低 低

高 高
2.23 3.69

0.59 0.21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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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其轴向空间耦合能力暗合中国传统纪

念性景观“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空间建

构规律，其空间内核依旧延续了中国传统纪

念性景观的空间组构逻辑。

2.3.2 局部整合度分析

局部整合度量化反映空间进程中具体空

间与距离最短拓扑步数节点空间之间的关联

程度，能够客观评测局部空间的序列组织及

其变化幅度，通过界定拓扑深度表征核心空

间序列变化。局部整合度高意味着局部中心

性强，空间效能高，量化体现轴线空间的变

化特征。

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为例进行局部整合

表1   烈士陵园轴线空间全局整合度统计表
Tab. 1   Martyrs cemetery axis space global integration data statistical table

序号
No.

样本名称
Sample name

主轴线空间整合度
Spatial integration of 

principal axes

全局整合度数值
Global integration value

距离轴线

50 m
距离轴线

100 m
距离轴线

150 m

01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1.21 0.88 0.65 0.70

02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1.42 1.08 0.86 0.89

03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3.17 2.02 1.77 1.94

04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1.14 0.87 0.75 1.12

05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0.93 0.87 0.63 0.68

06 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 0.93 0.80 0.72 0.75

07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2.22 1.64 1.54 1.13

08 红花岗区红军山烈士陵园 0.95 0.83 0.74 0.76

09 李大钊烈士陵园 1.00 0.80 0.70 0.73

10 牛驼寨烈士陵园 1.32 1.03 0.86 0.96

11 兰州市烈士陵园 1.33 1.12 1.01 1.04

12 连云港抗日山烈士陵园 1.15 0.97 0.84 0.86

13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1.08 0.97 0.87 0.89

14 拉萨烈士陵园 2.22 1.74 1.56 1.71

15 白城市烈士陵园 0.70 0.62 0.48 0.50

16 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 1.73 1.21 1.15 1.17

17 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1.49 1.23 1.17 1.20

18 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 1.05 0.88 0.76 0.82

19 哈尔滨烈士陵园 2.34 1.62 1.56 1.75

20 董存瑞烈士陵园 0.88 0.69 0.54 0.66

度分析，建立空间距离x与局部整合度y的

正交坐标系，距离计算以空间第一次发生整

合度数值变化处为起点直至整个空间进程结

束。考虑到分析案例较多，为便于进行空间

整合度的统一比较，利用空间句法中“移动

平均法”计算核心空间范围内整合度变化趋

势，获得空间距离与整合度值之间数据关系，

绘制标准化前后对比图（图6）。

同理，将20个烈士陵园样本轴线空间距

离及整合度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置于同一

坐标系统一绘制散点图，通过移动平均法开

展趋势性分析。移动平均法的优势在于其能

够平滑数据的波动，使得数据序列更加稳定。

随着移动平均项数n的增加，数据的波动幅

度会减小，预测结果对数据的敏感度也随之

降低。研究参考数据特点，通过测试、比较

与研判设定移动平均项数n=3作为计算参数，

并将结果进行可视化，获得清淅平滑并能

客观反映轴线空间标准化整合度数值趋势

变化图。由图7可见，烈士陵园的景观轴线

空间在特定标准化距离内，局部整合度表

现出多次显著的趋势变化。第一次出现在

50 m范围内，局部整合度峰值为3.98。紧接着

的第二次变化出现在大约90 m的范围内，局

部整合度的峰值上升至5.28。第三次变化发

生在大约200 m处，局部整合度的峰值进一步

升高至6.10。随后的第4次变化则出现在大约

350 m的范围内，局部整合度的峰值达到5.84。

第5次局部整合度峰值出现在450 m处左右，

高达全轴整合度最高数值为7.37，之后整体

数值态势趋于平缓、持续走低至稳定到达

终点。

3 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烈士陵园景观全局整合度进行量

化分析可见，景观轴线空间起到强烈的统领

整体空间格局作用，同时对两翼150 m空间范

畴形成较为强烈的耦合效应。另外，轴线空

间中的景观节点数量，以及两翼次级节点距

离，均和轴线空间效能形成正相关关系。相

关解析结果为风景园林设计中轴线节点数量

设置、两翼次级节点规模和布局提供了科学

的量化分析手段和模拟数据参考。

同时，综观局部整合度变化情况，可以

观察到5个明显的空间进程阶段： 

第一阶段：在轴线的前100 m范围内，

从起点至第二个显著峰值点。在前50 m，数

值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波动，而50～100 m区间

内，数值呈现出较小幅度的规律性波动，整

体变化较为平稳。通过案例分析，第一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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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通常出现在烈士陵园的主入口区域，该区

域是轴线空间与外部空间连接的关键节点，

设计上呈现出多样化，为后续空间进程奠定

基础。此外，在100 m左右，数值的显著峰

值表明该空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强，同时对

节点空间的耦合能力呈现较高要求。

第二阶段：位于100～200 m。在这一阶

段，局部整合度出现了第三次显著峰值，并

伴随多次大幅度的数值变动，反映出该区域

的景观空间活跃度较高，空间节点和序列的

组织形式多变。此区间通常代表了从烈士陵

园的主入口到轴线上重要节点的空间演变，

属于轴线空间推进至景观核心空间的重要部

分，往往呈现复杂多样的空间组织与高频景

观空间设计相互映衬。

第三阶段：位于200～350 m。在这一阶

段，局部整合度呈现下降并趋于平缓的趋势。

尽管在该区间内局部整合度出现了两次较为

明显的波动，但相较于上段进程来看，整体

趋于下降态势，一直到约350 m处达到此段

的极限值。从其数值整体呈现情况判断，该

段景观空间交互能力减弱，从第一、二空间

进程进入到相对单调、闭塞的区域。

第四阶段：位于350～450 m，局部整合

度在数次起伏波动后上升到全轴最高值。此

段进程处于整体轴向序列空间效能最高的区

域，是景观空间互动频繁的核心区域。在烈

士陵园景观中，往往核心纪念节点设置在这

一区域。

第五阶段：范围为450 m至轴线终点。

在此阶段，局部整合度经历几次波动起伏，

但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随后趋于平

稳，最终稳定值与初始值接近。此进程已趋

于轴线空间末端，空间效能相仿第一空间进

程，但空间布局与交互能力应结合具体案例

的特征与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判断。

总体来看，轴线空间整合度在烈士陵园

总体景观空间设计中呈现起伏前进、峰值显

著明确的规律性走势，同时伴随空间的逐渐

推进，表现出阶段性的布局和典型空间之间

的互动关系。研究成果直观地呈现出烈士陵

园特有的设计“节奏”“尺度”“外部空间模

数”等规律性特征。通过局部空间的多样化

组织和排列，可以追溯到整体轴线空间的演

进机制，并获得连续多样的知觉群印象，形

成一种具有独特本体特征和量化规律的空间

建构逻辑。

烈士陵园作为当代极具代表性的纪念性

景观，其空间发展规律不仅继承中国传统的

轴线营建智慧，还融入具有典型时代特征、

主题特征的空间场域，形成具有独特的空间

序列与轴线营造的量化逻辑，展现出显著的

6

图6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轴线空间整合度数据标准化前后对比图
Fig. 6   Comparison of axis spatial integration data of North China Military Region Martyrs Cemetery

基于Depthmap的景观轴线空间整合度解析技术研究——以烈士陵园为例      张学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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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效能。在日益强调历史记忆和红色文化

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建构具有纵深研究潜力

的空间绩效评价模型，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探

索烈士陵园景观的空间序列和轴线特征，深

入探索分析其营造规律已成为景观空间研究

的必然使命 [22]。

4 结语与展望

以烈士陵园为代表的红色景观，是由中

国本土发展而来的，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

纪念性空间载体，将红色文化与爱国主义精

神深度融入其中。其空间结构通常展现出强

烈的层次感与秩序性，且逻辑建构特征突

出。本研究探索了以空间句法理论为基础，

以轴线空间的整合度作为研究视角，基于

Depthmap平台展开量化研究，旨在探索一种

定量分析景观轴线空间的技术手段，为建成

环境的空间轴线评估以及设计方案中轴线空

间效能的比较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红色

景观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理性且具有进一步

发展潜力的空间模拟与绩效分析技术路径。

风景园林典型空间的耦合机制与构成

规律一直是量化研究景观空间形态的核心议

题，通过应用当代空间分析技术进行模型推

演和算法表达，已成为解析景观空间的重要

方式。数字化模型的分析使研究过程更具逻

辑性，在摆脱空间表意策略干扰的前提下，

更专注于空间本体的深入研究；空间算法促

进了可观测空间要素的聚类分析，促使空间

形态内在逻辑得以科学研判。与之相比，本

文目前局限于以烈士陵园拓扑轴线代表几何

空间进行整合度分析，对于竖向解析的参考

变量分析不足，更完善的空间分析体系仍待

深化研究。由于空间模型与实际环境之间存

在一定偏差，模型精度显著影响分析结果的

准确性。例如在计算全局整合度的影响范围

时，距离范围和整合度均值的处理方法较为

粗略；将全局整合度与局部整合度进行有效

的叠合分析方面，其技术手段仍需进一步改

进优化。

此外，优秀的烈士陵园景观方案形成不

应仅仅考虑空间客观构成要素，其设计过程

7

图7   20个烈士陵园轴线空间标准化整合度数值趋势变化图
Fig. 7   Trend chart of standardized integration values for the axial space of 20 martyrs ceme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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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受到文化、历史、主题等因素强烈影响，

以上两方面因素应充分融合才能形成完整且

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如何在尊重轴线空间

组构规律的基础上，坚持理性精神、科学开

展空间因子的辨析遴选、系统分类与权重设

定，乃至建立更为系统、严谨的红色景观量

化解析模型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后续

研究可系统纳入主观因子，探索形成一个更

系统、更科学、更精准的量化解析模型。另

外，对于全局整合度叠合局部整合度开展研

究的技术方法仍有待结合更多的优秀案例进

一步完善与优化，可将技术发展进一步拓展

至循证设计、增强现实领域，并结合文化景

观、园林遗产等研究成果进行优化。

在景观空间本体的科学解析与数理论

证逐渐成为当代风景园林学研究热点之一的

背景下，以空间句法为代表的风景园林数字

化分析，也同步为存量建设、提质增效等风

景园林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秉持实用理性原则，精准应用科学方法

和技术进行专业问题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推

动传统风景园林研究语境的开放，推动研究

问题向以算法语言为特征的量化研究方向发

展，实现风景园林研究由感性到理性、由经

验判断到科学分析论证的跨越提升，以更积

极的姿态融入中国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时代

洪流。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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