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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南京市玄武湖公园内的滨水绿道为研究对象，综合应用语义分析法(SD法)和因子分析法，旨在

量化城市滨水绿道对人产生的感知效果。通过收集游客对公园各处景观的感知情况，结果表明：(1) 玄
武湖滨水绿道在心理体验质量层面展现卓越，而相对较低的是对舒适度与趣味感的评价。(2) 在道路表

现质量方面，玄武湖公园的道路状况总体令人满意，但在路面铺设的精致度、沿途景观元素的丰富性以

及景观视野的开阔性上，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3) 谈及视觉感受质量的提升，玄武湖公园以其高度

的整洁性成为显著亮点。在拓展和深化对滨湖景观感知的研究的同时，本研究也为滨水绿道景观及其周

边设施的设计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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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waterfront greenway in Xuanwu Lake Park, Nan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semantic analysis method (SD method)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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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y the perceived effect of urban waterfront greenway on people. By collecting tourists’ per-
ceptions of various landscapes in the pa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Xuanwu Lake Waterfront 
Greenway exhibits excellent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quality, while relatively low evaluations of 
comfort and fun; (2) In terms of road performance quality, the overall road condition of Xuanwu 
Lake Park is satisfactory,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refinement of road 
paving, the richness of landscape elements along the way, and the openness of landscape views. (3) 
When it comes to improving the visual experience quality, Xuanwu Lake Park has become a promi-
nent highlight with its high level of cleanliness. While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 of lakeside landscape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waterfront greenway landscap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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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姆斯特德认为，风景能够激发想象力，可以使因城市生活压力导致紧张的身心得到放松[1]。随着

城市化的发展，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求可以提供安慰和休憩的场所[2]。滨水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3]，有关城市滨水区域更新研究已经成为了各国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4] [5]。滨水绿道作为城市

滨水区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能丰富城市的自然生态结构，并促进城市水体与周边陆地之间生态联

系的完善构建，也能引导并促进人类活动与城市主干道、水域及绿色景观区域之间的和谐互动。 
以往对于城市滨水绿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绿道的审美偏好及美度评价。使用语义分析法(SD)和 IPA

模型，或使用风景美估算(SBE)法，来评判公众对滨水绿道的审美偏好[6]。对于滨水绿道美度方面的评价，

则使用风景美估算法和以及语义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7]。此外，还有学者通过环境模拟实验，

探究滨水绿道不同空间类型与景观特征对游人身心健康的影响[8]。然而，对于滨水区绿道在审美偏好及

美度评价之外的研究——诸如对于滨水绿道的建设是否完善、影响游人对绿道评价的因素等研究还相对

欠缺。由此，本文以南京市玄武湖公园为例，运用语义分析法研究公众对滨水区绿道的评价及影响其评

价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建议。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南京市玄武湖公园(见图 1)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是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内公园，总面积约 472.36 
hm2，公园分为洲岛区与环湖风光带两大功能区，是南京市展示山水城林景观的风景名胜地，同时也是大

型综合性城市公园和居民日常户外游憩的重要场所[9]。玄武湖的湖泊系统是该公园滨水景观的核心组成

部分。湖泊呈现规模宽广、形状曲折的菱形结构，分为五洲(环洲、樱洲、菱洲、梁洲、翠洲)三大块(北
湖、东南湖及西南湖) [10]。作为城市中重要的水体，玄武湖公园还承载了多种功能，其滨水景观更是这

片城市绿洲的灵魂所在。为了更客观地探究南京市玄武湖公园内滨水绿道的特征，本文选取了 3 处不同

景观特质的绿道作为问卷设计的样本点，它们分别位于玄武湖内的翠洲、梁洲以及樱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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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ample selection point 
图 1. 样本选取点① 

2.2. 研究方法 

本论文通过语义分析法、问卷调研和实地考察法来收集数据，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 完成数据

的统计分析与因子分析。语义分析法(SD 法，semantic differential)也称感受记录法，1957 年由查尔斯·埃

杰顿·奥斯古德(Charles Egerton Osgood)提出的一种心理测定方法[11]。该研究过程聚焦于通过相关词汇

对等级进行分类，以受试者群体为样本，要求他们在一套双相形容词量表上对特定概念进行评分。这种

方法在建筑、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等相关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2]。 
1931 年，Thurstone 首次正式提出了因子分析的方法。因子分析法是一种用于研究多个变量之间关系

的统计方法。它通过对一组观测数据进行数学变换，将原始变量转化为一组新的无关变量，这些新变量

被称为因子，其主要目标是识别潜在的构成因素或维度，以解释观测数据中的共性变异，实现了对复杂

数据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精准的解释[13]。因子分析法应用广泛，例如：心理学、教育学、市场研究等领

域。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简化数据、发现变量之间的有意义的模式，并提供对数据背后潜在因素的理解，

从而促进对研究问题的深入分析。 

3. 研究材料及流程 

研究的材料包括 205 张来自玄武湖公园内部各处滨水绿道景观的照片。由研究小组的成员从拍摄的

205 张图片中选出了 3 组最具代表性的绿道(见图 2~4)，每组 4 张照片。 
 

 
Figure 2. Sample A image 
图 2. 样本 A 图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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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ample B image 
图 3. 样本 B 图片② 

 

 
Figure 4. Sample C image 
图 4. 样本 C 图片②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分为三个步骤。首先，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编写了问卷初

稿。其次，通过预调查活动，确定并解决与问卷信度和效度的问题，以提高问卷的整体质量。接下来，对

问卷进行修订，形成最终草案。以此为基础，在每次现场调查过程和保证整体一致性的前提下，不断对

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 
本研究主要以使用者的心理感知为视角，使用 SD 法(Semantic Differential)以评估参与者对于不同滨

水绿道的视觉感知情况。参考了滨水绿道的研究的相关景观评价指标[14]-[16]。将二十种景观特征分为景

观、生态以及设施要素三大类，以帮助更加系统地分析滨水景观的感知情况(见表 1)。景观要素包括与视

觉美感相关的特征，生态要素关注与自然生态相关的特征，而设施要素主要涉及到与人工设施和便利相

关的特征。这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各要素对滨水绿道感知效果的影响。为了更准确的、数量化统计分析，

本研究将评价尺度设置为 6 级，分别为 0、1、2、3、4、5，分值越低越，接近左侧的形容词词义，反之

则越接近右侧的形容词词义。 
 
Table 1. SD factor and adjective pairs 
表 1. SD 因子及形容词对 

代号 Code 评价因子 Evaluation factor 形容词对 Adjectives 

道路及植被条件 

A1 道路宽度 

A2 道路流畅度 

A3 道路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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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道路及植被条件 

A4 管理维护 

A5 植被种类 

A6 植被覆盖度 

A7 植被色彩丰富度 

视觉感知 

B1 元素丰富度 

B2 景观开放度 

B3 现代度 

B4 整洁度 

B5 舒适度 

B6 视觉体验 

心理感受 

C1 空间感 

C2 自然感 

C3 活力感 

C4 安全感 

C5 独特感 

C6 趣味感 

C7 吸引力 

 
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和 SD 评价因子两个方面，通过参与者给出的主观印象和心

理感受，对玄武湖公园滨水区绿道景观作出满意度、舒适度等方面的评判，再将数据汇总，得到各项因

子的平均分值，从而对评价结果进行定量分析。本次调查，每个样本点发放问卷 50 份，共发放 150 份问

卷，回收率 100%。其中有效问卷共收集 145 份，此次问卷的有效率为 96.6%。 

4. 基于 SD 法的评价分析 

4.1. SD 评价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确定各项数据有效的前提下将 SD 法获得的定量数据，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 分析软

件进行因子分析的格式要求进行重新整理，输入软件进行进一步分析。然后生成一系列分析结果，再对

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Bartlett 球形检验的统计量达到 1737.560，并且其对应的显著性概率(Sig 值)为

0.000 (这通常意味着 p 值远小于 0.05 或 0.01 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推断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

矩阵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进另外，Kaiser-Meyer-Olkin (KMO)检验的值达到了 0.942，因此数据非常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潜在的公共因子并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结构。 
通过对玄武湖滨水绿道景观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系列 SD 得分，这些得分反

映了景观在不同维度上的评价情况。基于这些 SD 得分，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 SD 评价因子的平均分值

(见表 3)，这些平均分值代表了景观在特定方面的整体表现。绘制出 SD 评价曲线图(见图 5)以便更直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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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这些 SD 评价因子的得分情况及其变化趋势。在这个折线图中，符号的位置(即在坐标轴上的位置)直
接对应了 SD 因子的具体得分，如果某个 SD 因子的符号偏向正方向，那么它表示该景观在这一评价维度

上更加接近或符合该形容词所表达的正面意义；反之，如果符号偏向负方向，则表明景观在这一维度上

可能更倾向于该形容词的反面描述。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inspection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4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737.560 

自由度 190 

显著性 0.000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SD method 
表 3. SD 评价结果 

SD 因子 SD factor 
样本 Sample 

均值 Mean 
1 2 3 

道路宽度 4.33 3.97 4.27 4.19 

道路流畅度 4.31 3.72 4.02 4.01 

道路铺装 4.22 3.77 4.06 4.01 

管理维护 4.08 3.81 4.31 4.06 

植被种类 4.22 3.89 4.18 4.09 

植被覆盖度 4.04 3.93 4.10 4.02 

植被色彩丰富度 4.27 3.93 4.14 4.11 

元素丰富度 4.18 3.87 3.97 4.00 

景观开放度 4.14 3.75 4.12 4.00 

现代度 4.12 3.85 4.22 4.06 

整洁度 4.33 4.04 4.22 4.19 

舒适度 4.31 3.75 4.02 4.02 

视觉体验 4.25 3.81 4.04 4.03 

空间感 4.14 3.83 4.25 4.07 

自然感 4.22 3.93 4.18 4.11 

活力感 4.10 4.02 4.08 4.06 

安全感 4.29 3.95 4.14 4.12 

独特感 4.20 3.91 3.97 4.02 

趣味感 4.18 3.75 4.14 4.02 

吸引力 4.16 3.87 4.22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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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D evaluation curve chart 
图 5. SD 评价曲线图③ 

 
通过图 2 我们可以观察到，绿道 A 与绿道 C 的评分稳定地落在 4 至 4.3 分的区间内，这一评分范围

明确反映出参与评分者对这两条绿道持有较为正面且基本满意的态度。相比之下，绿道 B 的评分则较为

逊色，其得分低于平均水平，可能暗示在某些方面存在改进空间，需要进一步探讨和优化，以满足游客

的期望。 
就整体评价而言，参与者对玄武湖公园内的道路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道路宽度、整洁度、

安全感以及吸引力这四个关键维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道路宽度的合理设计确保了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

舒适体验，减少了拥堵与不便；整洁度则彰显了公园管理方对环境的重视与细心呵护，为游客营造了一

个清新宜人的休闲空间；安全感的提升，无论是通过良好的照明、明确的指示标识还是有效的监控措施，

都让游客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感到安心；而吸引力的增强，则可能是源于绿道沿途的景观布置、文化

元素的融入或是与周边自然景观的和谐共生，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游览兴趣与满意度。 
在心理体验质量评估方面，玄武湖公园的滨水绿道展现出了显著的自然感和安全感，参与者对此给

予了较高的评价，SD 值分别为 4.11 和 4.12。这主要得益于绿道周边丰富的自然景观，以及完善的防护

设施和管理维护措施，共同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 
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来看，玄武湖公园的滨水绿道已经相当完善，能够很好地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

相对较低的是舒适度与趣味感的评价，两项 SD 值均为 4.02。由于公园规模宏大，相较于小型园林，其精

致度方面稍显不足，使游人游览此地的趣味性评价较低。此外，由于公园每日接待大量游客，导致人流

密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的舒适度。进一步分析，玄武湖公园的滨水绿道在视觉吸引力方

面也有待提升。当前景观的视觉冲击力和丰富性不足，缺乏足够的互动元素，这使得游客在游览过程中

难以获得深度参与和趣味体验。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公园可以考虑增加创意互动装置、设计更多主题景

观节点，并优化景观布局，以提升景观的层次感和视觉趣味性。同时，针对高人流密度带来的舒适度问

题，公园应加强人流管理，通过合理安排游览路线、设置休息区等措施，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宁静的

游览环境。 
在探讨玄武湖公园的道路表现质量方面，参与者普遍对道路的宽敞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满意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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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SD 值)为 4.19，这充分反映了公园宏大的规模优势，使得园内绿道设计能够充分延展，有效避免了

因道路狭窄而引发的拥挤现象，为游客创造了舒适的通行体验。然而，相较于道路宽度的广泛赞誉，道

路铺装、元素多样性与景观开放度方面的评价则稍显逊色，这三者的 SD 值分别达到了 4.01、4.0 和 4.0，
虽仍处于较为满意的区间，但仍有提升空间。尽管玄武湖公园以其广袤的面积保障了道路的通畅无阻，

但在道路的细节处理上，如铺装材料的质感、颜色的搭配以及维护状况上，可能尚未完全满足游客对于

高品质步行环境的期待；同时，元素丰富度方面，尽管公园自然景观得天独厚，但在人工景观元素的设

计与创新上，或许还可以更加丰富多彩，以增添游览的趣味性和探索性；至于景观开放度，尽管公园整

体上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景观层次，但在某些区域或节点，如何更好地平衡私密性与开放性，让

游客既能感受到自然的亲近，又能享受到足够的视觉与心理空间，仍是未来需要优化的方向。 
在视觉感受质量方面，整洁度成为了玄武湖公园的一大亮点，收获了高达 4.19 的 SD 值，这充分彰

显了公园管理团队的精心维护与高效运营。整洁的环境不仅让游客在踏入公园的那一刻便能感受到清新

与雅致，更在整个游览过程中持续传递着一种井然有序、和谐共生的美好氛围。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玄

武湖公园内完善的清洁体系与高效的维护机制，无论是路面的清扫、绿化的修剪，还是公共设施的擦拭，

都做到了细致入微。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道路流畅度的评分，整体评分仅为 4.01，其中绿道 B 更是

以 3.72 的分数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这一现象的背后，或许与绿道 B 周边丰富的景观节点密不可分。作为

连接多个热门景点的关键通道，绿道 B 自然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导致人流量相对偏大。

加之不时穿梭于绿道之间的公园观光车，需要游客进行及时的避让，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道路的

流畅性，使得部分游客在享受美景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些许不便与等待。因此，如何在保持绿道 B 周

边景观多样性的同时，可以优化交通流线，减少人流与车流的冲突，提升道路的整体流畅度，成为了玄

武湖公园未来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4.2. 公因子提取与命名 

因子分析的结果中，关键的输出之一是因子负荷矩阵，该矩阵有效地将初始评价因子根据它们与三

个核心公因子的关联强度进行了分类。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滨水绿道景观复杂特性的内部结构，使得每

个公因子都能独特且鲜明地代表绿道的不同方面。根据总方差解释率的结果(见表 4)，具体到公因子 1，
其显著地聚集了九个紧密相连的初始评价因素：舒适度、视觉体验、空间感、自然感、活力感、安全感、

独特感、趣味感以及吸引力。这些评价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心理感受为主导的维度，因此，我们可以

将公因子 1 命名为“心理体验质量”。同理，将公因子 2 命名为“道路表现质量”，公因子 3 命名为“视

觉感受质量”。 
 
Table 4.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rate 
表 4. 总方差解释率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10.103 50.514 50.514 10.103 50.514 50.514 5.082 25.409 25.409 

2 1.401 7.005 57.519 1.401 7.005 57.519 4.362 21.808 47.217 

3 1.013 5.066 62.585 1.013 5.066 62.585 3.074 15.368 62.585 

4 0.807 4.035 6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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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0.715 3.575 70.195       

6 0.636 3.182 73.377       

7 0.608 3.042 76.419       

8 0.577 2.887 79.306       

9 0.503 2.513 81.819       

10 0.491 2.453 84.273       

11 0.449 2.247 86.519       

12 0.419 2.094 88.614       

13 0.409 2.043 90.657       

14 0.344 1.721 92.378       

15 0.321 1.607 93.985       

16 0.297 1.484 95.469       

17 0.262 1.311 96.780       

18 0.238 1.188 97.968       

19 0.208 1.038 99.006       

20 0.199 0.994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4.3. 相关质量因子的讨论 

在利用 SPSS 软件对包含 20 个因子的数据集进行因子分析的过程中，通过设定特征值大于 1 的准则

来筛选公共因子，并随后对这些因子进行旋转(如采用最大方差法或正交旋转等)，我们得到了一份旋转后

的总方差解释表(见表 5)。这张表详细展示了各个公共因子对原始变量变异性的解释程度。从该表的数据

中可以看出，尽管原始数据集包含了 20 个因子，但仅前三个公共因子就足够用来解释或反映滨水绿道景

观内在关系的 62.585%，表明这三个因子是滨水绿道景观特征的主要驱动力或潜在维度，它们能够捕捉

并概括大部分原始变量中的关键信息。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较理想，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Table 5. The rotational component matrix 
表 5. 旋转成分矩阵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1) 道路宽度  0.650  

2) 道路流畅度   0.771 

3) 道路铺装  0.582  

4) 管理维护   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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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植被种类  0.684  

6) 植被覆盖度  0.743  

7) 植被色彩丰富度   0.691 

8) 元素丰富度  0.714  

9) 景观开放度  0.656  

10) 现代化程度  0.719  

11) 整洁度   0.555 

12) 舒适度 0.572   

13) 视觉体验 0.649   

14) 空间感 0.724   

15) 自然感 0.624   

16) 活力感 0.775   

17) 安全感 0.675   

18) 独特感 0.730   

19) 趣味感 0.685   

20) 吸引力 0.621   

 
在心理体验质量因子中，对于玄武湖滨水绿道评价影响力较高的是空间感、活力感、独特感。玄武

湖滨水绿道的空间感通过开阔的步道设计、层次分明的绿植布局，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到空间的深远与

广阔，增强了他们的探索欲望。同时，绿道周边的丰富活动和人群互动营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氛围，使

得游客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城市的脉动和生活的热情。 
在道路表现质量因子中，对于玄武湖滨水绿道评价影响力较高的是植被覆盖度、元素丰富度以及现

代化程度。茂密的树木和丰富的花草植被不仅美化了环境，还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清新、舒适的行走空间。

此外，绿道在景观元素的设计上也十分用心，丰富的元素如水体、建筑小品等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多

姿多彩的视觉景观，提升了道路的整体品质。 
在视觉感受质量中，对于玄武湖滨水绿道评价影响力较高的是道路流畅度，因为绿道的道路设计科

学合理，路径规划清晰明了，减少了游客在行走过程中的困惑和不便。同时，路面平整、排水良好等细

节处理也确保了游客在行走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这种流畅的道路设计不仅提升了游客的视觉体验，还

激发了游客的连续游览和深入探索的兴趣。 

5. 讨论与建议 

绿道 A 与绿道 C 在评分上获得 4 至 4.3 分的好评，这一积极评价区间明确传递了公众对这两条绿道

持有正面而稳定的满意度。绿道 B 的评分则显得稍显不足，这或许意味着在某些关键环节上还有待提升。

从整体来看，玄武湖公园的道路网络建设普遍受到了游客的高度认可，尤其是在道路宽度、整洁度、安

全感以及吸引力这几个核心评价领域，均展现出了不错的成绩。 
在绿道的心理体验质量方面，玄武湖滨水绿道在心理体验质量方面表现出色，特别是空间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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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独特感深受游客喜爱。在道路表现质量方面，玄武湖公园的道路表现质量总体良好，但在道路铺装、

元素多样性与景观开放度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在视觉感受质量方面，整洁度作为玄武湖公园的一大亮点，

值得继续保持和发扬。通过语义分析法结合评估参与者在玄武湖滨水绿道心理体验、道路表现与视觉感

受三方面的评价，给出了如下建议。 
在提升心理体验质量方面，建议增强自然感与安全感，继续维护并加强周边自然景观的保护，同时

优化防护设施，确保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提升趣味性与舒适度，针对趣味性

不足的问题，可引入更多创意互动装置和主题景观节点，增加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同时，通过合理

控制人流密度、增设休息区等措施，提升游客的舒适度；强化视觉吸引力，优化景观布局，提升景观的

视觉冲击力和丰富性。可以考虑增加季节性花卉、艺术雕塑等元素，使景观更加生动多彩，吸引游客驻

足欣赏。 
在道路表现质量优化方面，建议提升道路铺装品质，注重道路铺装材料的质感与颜色搭配，确保路

面平整、排水良好。同时，加强道路的日常维护与保养，确保游客在行走过程中感受到高品质的步行环

境；丰富景观元素，在保持自然景观优势的基础上，增加更多人工景观元素的设计与创新。如设置特色

雕塑、文化墙绘等，提升景观的趣味性和探索性；优化景观开放度，在保持开阔视野的同时，注重私密

性与开放性的平衡。通过合理规划景观节点与游览路线，为游客提供足够的视觉与心理空间，增强游览

的舒适度和愉悦感。 
在视觉感受质量改善方面，建议优化交通流线，针对绿道 B 等关键通道，合理规划交通流线，减少

人流与车流的冲突。可以考虑设置人行道与车行道分离、增设指示标志等措施，提升道路的流畅度；加

强人流管理，通过合理安排游览路线、设置游客引导标识等方式，有效分流游客，减少热门景点的拥挤

现象。同时，加强高峰时段的人流监控与调度，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提升景观连贯性，加强绿道周

边景观的连贯性设计，使游客在行走过程中能够持续感受到美景的熏陶。可以通过增设景观小品、绿化

带等方式，提升道路的视觉吸引力。 
在探讨城市滨水景观质量的评价过程中，笔者将语义差异法(SD 法)融入其中，旨在从游客的主观体

验出发，对影响景观质量的核心要素进行量化分析。这一方法不仅为评估城市滨水景观的吸引力与功能

性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途径，还促进了对于景观效能深层次、科学化的理解，进而为推动城市滨

水生态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尽管 SD 法在分析游人心理感知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

势，其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仍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样本的地域、年龄、文化背景等差异可

能导致对同一景观元素产生截然不同的感知与评价，同时，不同使用者基于个人偏好、生活经历及当前

心境，对景观质量的评判标准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对这些潜在影

响因素的探讨。 

注  释 

① 图 1 来源：高德地图截图。 
② 图 2~4 来源：作者自摄。 
③ 图 5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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