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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聚焦 于设计者 与使 用者之 间应有 的 沟通协调 ， 通过调研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 间的使用 情况 ，
总 结 了

使 用者行 为 与城市湿地景观 空 间要素之 间的 关 系
，
并提出 了 适应使 用者游憩需 求的 山 地城市湿地游憩空 间

设计 的建议 。 本文 以重庆彩云湖 国 家湿地公 园 为 例
，
采 用 问卷调查及行为 标注法

，
对参与 游憩的使用 者特

征 、 使 用者行 为及其对湿地公 园 的游憩化感知进行解析 。 研冗表 明使用 者行为 与 山 地城市湿地景观空 间要

素之 间存在散点效应 、 亲水效应 、 设施效应及荫蔽效应
，
其活动 内容与 空 间分布易 受 到 山地 空 间 单元划分 、

溟 水湿地分异 、 设施供给及位置 、 光照等 因素的直接影响 。 提出 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 间设计应进行合理的

空 间单元划分 ，
房级 式的 溟水游憩 空 间 营建

， 多样化的设施供给并考虑 气候特点 ，

以满足使用 者多 样化的

需 求 ，
从 而构建与 城市居民游想需 求相 匹配 、 人性化的 山地城市湿地公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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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大众休闲时代
［ １ ］

的到来及游憩观念的转变
［ ２ ］

， 久居
“

钢铁森林
”

的人们越发向往原

生态的 自然环境 。 有着
“

地球之肾
”

的湿地 以其丰富 的动植物生境和复合的生态功能为人们

提供了融入大 自然 ， 进行各种休闲游憩活动 的机会 。 湿地旅游不断兴盛 ， 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

始关注湿地游憩空间
［ ３ｎ ５ ］

的研宄 ， 尤其是 山地城市湿地 ， 地形地貌复杂 、 构成要素多样 、 具

有多种功能
［
６

］

， 其独特的景观格局成为城市湿地游憩空间设计的重点和难点 。

我们传统上
一

般从规模 、 景观规划 、 可达性 、 环境承载力 、 游憩价值评价
［ ７］

￣

［ ９］

等角度出

发来衡量湿地游憩空间 的优劣 ， 往往忽略了使用者本身的行为特点和游憩感知 ， 导致湿地游

憩空间的供应与使用者 需求之间存在匹配差异 问题 。 而解决这
一

问题 的关键是寻求
一

个最佳

的平衡点 ， 使湿地游憩空间 的供应与使用者需求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和谐 。

因此 ， 本研宄 以重庆彩云湖 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 聚焦于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应有的沟通

协调 ， 通过调研分析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间 的使用情况 ， 总结使用者行为与城市湿地景观空

间要素之间的关系 ， 以期提出适应使用者需求的 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间设计 的建议 ， 从而构

建与城市居 民游憩需求相匹配 、 人性化的 山地城市湿地公园 。

２ 研究区概况和调查方法

２
．
１ 研宄区概况

彩云湖 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和高新区交界处 ， 由发源于中梁山 的桃花溪和

彩云湖人工水库组成 ， 公园 内海拔高差约为 ５ ８ 米 ， 属浅丘地貌特征 。 它是重庆市首个 国家



级湿地公园 ， 也是主城Ｅ最大的市民免费休 闲游憩和旅游踏青的鍵地主题公园 公园所依

托的彩云湖水库是主城区最大的人工生态水库之
一

， 拥杳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群落， 兼具现ｔ

性和科研性的浅丘沟谷地貌 ， 以及 由溪流 、 池塘 、 梯田组成的多维
“

立体湿地
”

等 ， 极具地

域特色的 自然生境使得彩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具有重要的休 闲游憩体
：验价值 。 但 目 前面临游憩

辐射力较義 、 游憩人群结构单
一

， 与其大犁城市極地的规模定位有
一

定義距 ，
亟需更新优化 。

２
．
２ 调查方法

本次研宄采用 了活动注记法 、 冏卷调查与寰观臌片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通过对参与游＿

的使用者特征、 使用者行为和其对湿地公园 的游憩化感知的调研 ， 解析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

间的使Ｍ情况 。 活动注记法
［
１ １

］

是由 ｌ ｔ ｔ ｅ ｌ ｓｏｎ．人提也的
一

种重襄的环境行为学研究方法 ，

该方法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飼使用者的活动类塑、
．栝动区域及场地景观要素等的记彔 ， 来分析

其人群使用情况 ， 对于研究城市公共空间供应与使用者需求的 匹配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
１

气

本次研究将彩云撕湿地公园
＇

的 四大功能 区细化为 ２ ０ 个亚区进行反复轮琉观测 ， 并保证

每一轮的观测过程顰盏
＇

区域的完整性 ， 具体 的数据收集在 ２０ １ Ｓ年 ３ 月 ？ ４ 月展开 ， 共选取

了４ 个工作 日 和 ４个眉麻５
日當观察包含 Ａ个时爾段 ： ７ ：００

？

１０ ：００ 、 １０ ：００
？

１ ２
：００ 、

１ ３
：０ ０－ １６

：
００ 、 １６ ：０ ０？ １ ８

： ００
， 每个时＿段随机选择

一

个时＿断面进行观襄 ， 所有的时

间断面覆盖所有活动空间的所有区域 ＾ 观测 内容包括 ３ 个方面 ； 使用者特征 Ｃ性别 ， 年龄段 ，

职乘＿ ）＼ 使用者行为特点及其对湿地公园的游憩化感知 。 在观测过程 中 ， 观测人员在地图

上实时记录活动考的具体位置 ， 并利用 Ａｒ ｃＧＩ Ｓ 软件 ， 将观测收集到的数据建重对应的交间

数据集ａ

３ 数据分析

３ ． １ 使用者特征

由表 １ 可以看出 ＊ 该湿地公园 的使用

＃以女性屬多 ， 占到总调查入数的 ５７％ ， 园

为女性吏鑫欢成群结队＊此游玩 ； 使用者

的年龄段主襄集中在 ６ １ 岁滾以上 ， 占总调

查人数的 ４７ ％ ，４ １ 岁？ ６０ 罗 占 ２５｜ ，
：即 以

中老年人为生 ； 从文化窗度上看 ， 大、 中

专和高 中莩芮占 ４２％ ； 职业方面 ， 退休工人

和个体经菅是游餘者的主要构成部分 ， 退

休工人占 ４４％， 个体翁营 占 １４１ 為体莱媒 ，

该公园的主愛使用耆是具备悠闲特征的退

休中老年人 ， 其认知度 、 参与度较 多 ， 因

此 对该公 园 的游憩空：间 品鹿要 求相对较

表 １ 麵奢藤本特征

特征 特征描述 所 占 比例 （
％ ）

性别
男 ６７

女 ３ ３

１８岁 以下 １ ５

年龄
１９

－

４０岁 ９

４
１，岁 ２９

６ １ 岁 以上 ４７

初 中及 以下 ３ ５

文化程度
大专 、 商中 、 中 专 ４２

本科 １ ５

研 宂生及 以上 ８

公司职员 ７

政府 、 事业单位职员 ４

个体经营 １４

职业 学生 １ １

退休Ｔ人 ４４

农民 ８

其他 １ ２

麵攀猶 ：雜根鑛綱麵齡



３ ．２ 使用者行为特点

３
．
２

．
１活动 内容构成

彩云湖 ：湿地公０的洁 动内容十分丰ｔ

（爾 １） ， 研究者勝察到 ４０ 余神不同 的活动

类型 Ｃ表 ２） ， 整体上看 ， 这是
一

处较受欢迎

的城市湿地游憩空间 《 从活动人群规模来

黏 独 商讀潘看 占 Ｉ ４
． ３：！

，
２？ ３ 人的猜动

者 占 ５２ ． ５％
，４ 人及 以上 的 群 体活动 占

３ ３
．
２％， 可见使用者蒐慮意结伴来此 ， 作为

休闲游憩和旅游踏青的天然氣吧 （ 图 ２ ）
；

而从诘动状态上着，

“

走：

”

占 ５２ ．
３％ ，

“

站
”

占 ３ １ ．８ｆ， 而 ＊ 坐 ５
（

１

和Ｌ
＊

则 占 １ ５
 ，？

，

与其他公共活动空间相 比 ， 使用 者驻足停

图 １ 使用者活动内容

资料来源 ： 笔者拍摄

留所 占的 比例较少 ， 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流动性 ， 可见该公＿ 目前游憩化开发稍有不足 ， 缺苯

活动分类 具体活动内容

休闲活动
休 憩 、 野餐 、 观景 、 摄影 、 聊天会友 、 散步 、 遛狗 、 照看小孩 、 捕鱼 、 抓虾 、 玩手机 、 草地

聚餐 、 慢走 、 露营观星 、 恋爱亲密活动 、 打电话

体育活动 晨练 、 耍太极 、 打乒乓球 、 打篮球 、 滑板 、 山地 自 行车 、 跑步 、 跳舞 、 打羽毛球 、 武术

文化娱乐 活动 玩
ｐ
ａｄ 、 听音 乐 、 看报纸 、 下围棋 、 下象棋 、 科普教育 、 坝坝舞 、 老年艺 术歌唱表演

商业活动 卖气球 、 卖捕渔网 、 卖风筝 、 卖玩具 、 现场写生

其他活动 穿 行 、 保安巡逻 、 湖水打捞 、 环卫工作 、 社 团活动

表３ ：要＿＿ 

型

资料来源 ： 笔昔恨据调研数据统计

吸引 使用人群停留的空间和景观环境 ，

３
．
２

．
２空 间分布特 点

彩？湖湿地公园是以打造
“

桃源景象
”

ｆｅｌ：题的湿地公园 ， 分为桃花滬、 桃花韵 、 彩云

湖和桃花谷 四大寰观
＇

区 ， 进而形成湿地景观 、 生态保护 、 桃源文化 、 科普宣敎四大功能 区 。

各个功能区 内部构成粟素多样 ， 根据公园功能分区 ， 暈观构成 、 空 闾组织 、 植物配置等特征 ，

将其划分为 ２０ 个鳳区 ， 每个亚 区单元相对独立 ， 内部景观特点各异￥



从使用者的人群活动密度■ ， 与其他公共ｆｇ动空间相比 ， 人群密度曲线相对平緩 ， 较少

出现大麵人群活动聚集点， 使用者空向分布梠对均衡 ； 从使用者的行为模式 （ 图 ３ ） 看 ， 高

频话动 区主要集中在环湖滨水体验区 、 登山景观歩道 区等景观开阔度高 互动体验性强的区

域 ；
而长时间停留区则集中在桃源文化观赏 区 、 水上廊桥休息 ：Ｍ及 山顶观景亭等视觉观赏性

强 、 配套设施完善 、 气堠舒适宜人的 区域。 整体上看ｓ 谏公园使用考的堂坷分布呈现
“

大分

散 、 小集聚 、 亲山近水
”

的特ｉＵ 这在
一

定■度上保证了游憩人群密度在其环境承载力范厲

内 ， 避兔对湿地生态环境的二次破坏 ， 同时也反映迅游憩者对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 向往 ．

３ ．
２

．３不 同人群的分布特点

德層＿＿动机？

黧料南縣＊響ｆ攝蟬调研敷据露歎

彩云湖湿地公园不仅活动类瘦多样化 ， 而旦参与游憩的使用者也多种多祥 ， 不同类Ｍ的

使用者的活动区域及活动类型具有明显的偏高倾向 ， 反映了翁湿地公园的特殊要求 ８ 调査发

现 ， 老年群体由于身体机动 的袭减和行为的迟缓 ， 对空爾环境的可达性 、 设施配置 、 景观视

±离等粟求较高ｒ 因此主粟分布在撰水休憩区 、 景观小广场和 山顶辄巖亭等Ｋ域 ， 活动状态以

“

坐
；

” ＇

为主 ， 较其他类型的人群而言 ， 驻足停留所占比例较高 ^

儿食及青少年由于活泼好动 、 好奇心强 、 行为
■

倉识强烈 ， 主要分布在韋坪游玩 区 、 滨水

体验区 、 科普敎有区 ， 链动状杳以
“

走
”

和
“站 ”

为主 ，
空间流动性较強 ，

可见空何开阔 、

游乐设施丰富和互动体验强 的游 ＩＩ区域最吸引 他们前柱 ， 而座椅设施、 景观环境对儿童及青

少年的吸 引力不强 。 豐年人 由于平时生活节參快 、 工作压力大 ， 偏好
一

些安静舒适 、 个性化

的活动区域 ， 因此主荽分布在登山歩道 ：湿地露营 、 郊游聚餐等区域 ， 淸动状态以 站
”
和

“

坐
”

为主 ， 较其他类型的人群而言 ， 区域人群话动密度较低 。

３ ．３ 影响使用者行为的湿地景观空间要素

３
．
３

．
１散点效应

湿地是一类特殊的旅游资癍 ， 相较于一般性的公园游憩开发 ， 须兼顾其生态和社会服务

功能 ， 国此游憩开发时霧更多的关注湿地资源的环境承载力及抗千扰性 ， 进而科学制定城市

湿地游截ａ 间的规划设计， 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利用
：Ｍ ［ ｉ ４ ］

。 而 山地起伏 的地形地貌 、 多样

其他

槠 ？步遒区

体宵沾动区

纸 水皤桥体 ＊Ｋ

设霹广 场《
＇

动Ｋ

草坪游玩区

ｉ？地枰 ＃１＊货Ｋ

坏湖Ｓ ５水体＊Ｋ

■
ｆｃ ｌ ＵＭＢＷＫ 人 《

｜

Ｗ ．

＇

． 

ｌｔＷ
＜ ＊＞

■人ｆｌ ｆｆｉ

Ａ
＇

ｔｔ Ｍ
（％＞

０

， ｓ？＊鎌麗猜職

ＷｆＣｔｆｅ職裉据调纖麵１
＊

的动植物生境Ｘ将公园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 ， 单元与单元之间用路径串联 ， 每



一

个单元独特的景观格 局给使用者带来不
一

样 的空间体验。 研宄．发现 ， 使用 者在遵公园的空

间分布呈现
“

大分散、 小集聚
”

的特点 ， 人群密度变化相对平缓 ， 较少 出现大型人群活动聚

集点：， 使甩者空间分布均衡 ｓ

４６８１０ Ｉ

单元交闯曲枳 （单位 ： 百 Ｔ方米 ）

勺滨水 ＩＸ相隔的距离 （ 单位 ： 米 ）

词时发现 ， 使用者的人群密度与单位单

元受爾面稱爲眘＃ｓ关性 輪大或较小

的活动单元空间都较难聚集人气 ， ４ ００
？ ８ ００

平方米是活动密度较富的空．间阜 ５￡， 可见在

山地湿地公 园中 ， 中小尺度空词 往往比大尺

度广场
？

交陳更具有吸引 力 ， 结合人群活动规

模来看 ， 中 小 ，尺度的空时由于费Ｉ司私密性好 、

可控性遲 ， 吏加吸引个人 、 情侣、 家庭游等

人群规模 ； 而大尺度？间更多
■

；是用予团 队活

动 ， 如老年坝坝舞 ， 儿童轮滑等 －

３
．
３

．
２亲水效应

枏较于
一

般
？

公园 ， ＿地公园撰水游鷂空

间具有专有性的空间复域 ， 包括科研种植 、

科普观赏 、 动物栖息 、 水生态修复等， 使其

具备生态 、娱 ．乐休闲及科臂宣教等复食功能 ，

它迎合 了 当代人 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下对 自

然健康 的休 闲娱乐环境的需求
＿ １ ６］

。 调耷发

现 ， 使用者対辕水游憩空间格外青睐 ， 这里

是使用者行为活动最频繁的区域 ， 包括临水

体验区 、 近水休憩 区及远水游玩 区 。 从区域

活动人群分布 （圈 ５ ） 来着 ， 距离滨水区越

远 ， 結动者的数量越少 ， 尤其是停留者的数

ｆｔ＊ 人群密度曲钱呈现依次递减 的趋势 ， 且

递减速寥較太ｇ

歸时发现
，
不Ｈ类灣的使用者对于＿地

公园镔水游憩空间 区域选择及游憩 行为有

德用翁Ａ翁螯機筹攀粒空 间面

纏翁■讀参＿娜喊德麟

轉 ５書聋＃爾

笔翁報顧顧蕾数＿＿十

ｉｌｌｉｌｌ．１．
临水区域近水ＫＫ远水 区域

？ ？儿＊及育少 年 ■ 中青年人 ■ 老年人

＿ Ｓ 不同 禽ｆ齡动区域＿儀

纖翻＃者１幽調繊＿婦

明显的偏好倾向 Ｃ 图 ６ ） ； 儿童游憩者 由于活

泼好动 ， 好奇心强 ， 偏好捕鱼 、 抓虾等体驗活动 ， 因此主要集中在临水区域 ， 且有家长陪伴 ；

老年游憩者则偏好散步 、 坐憩等观水活动 ， 菌此主要集．中在临水及近水区域 ； 而 中Ｐ年人 由

于生话节奏诀 ， 工作压力大 ， 来此主要是为了缓解压力和放松心情 ， 因此主要集中在远水区

域 ， 偏好湿地露营 、 山地 自狞车 、 草评野餐等新兴湿地游憇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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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３设施效应

旅游是湿地公园的基本属性 ， 而游憩设施是吸引 和留住使用者 的基本保证 。 作为综合性

的城市湿地公园 ， 为了提升整体区域影响力 ， 吸引 不同年龄段的游憩者 ， 必将为不同类型的

使用者开发具有吸引力 的游憩设施 。 研宄发现 ， 游憩设施的空间布局对使用者的行为引 导具

有差异性 ， 如 山林 间点状分布的游憩设施 ， 空间分布相对分散 、 无 固定模式 ， 且路径多样化 ，

导致使用者 的空间感知较弱 ， 增加了游憩行为的随机性 ， 在
一

定程度起到 了分流的作用 ； 而

滨水空间线形组织的游憩设施 ， 空间整合度高 、 设施之 间互动性强 ， 从而形成流动的线形体

验空间 ， 使用者置身其 中具有 良好的空间感知和清晰的活动方位感 。

同时发现 ， 游憩设施 的布置会也会
一

定程度上影响使用者人群活动密度 。 拥有较多游乐

设施 的运动健身区 、 紧邻城市商业的入 口广场 、 滨水廊桥的休憩区 的使用者活动密度较大 ，

而无太多活动设施 的空旷草地 、 环湖车行道 、 硬质铺装较多 的小广场则活动密度较低 。

３ ．３ ．
４荫蔽效应

山地城市湿地公园使用者游憩行为还表现 出荫蔽效应 ， 即是对那些能避免太阳直射或树

木茂密活动区域的偏好性 。 重庆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

一

年中大部分月 份的 日照较为强

烈 ， 晴朗天气下室外平均温度高达 ２７

°

Ｃ
？

２９

°

Ｃ 。 且该公园位于市区 ， 周 围建筑密度大 ， 人

口聚集度高 ， 因此不同于其他城市居民对太 阳的追逐 ， 重庆市民户外活动表现出对太阳 的躲

避 。 研宄观察发现 ， 从活动时间分布看 ， 使用者活动
一

天 内有清晨 、 上午 、 傍晚三个高峰期 ，

而 日照强烈的正午时段活动人群数量最低 ； 从使用者 的停留区域看 ， 大部分是位于林下休憩

座椅及水边廊桥休憩区等视觉开 阔度高 、 舒适凉爽 的区域 ， 且有
一

定的遮阳 、 避雨设施 。

４ 对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间设计的启示

１
） 合理的空间单元划分

在湿地公园的建设 中 ， 合理的人为干预对于维持湿地景观的 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具有重要作用 。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 山地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征 ，合理地进行空间单元划分 ，

同时结合植被的 围合 ， 形成多样化 的趣味活动空 间 。 这些不 同的空间既可 以相互联系 ， 也可

以相互隔绝 ， 营造出不同 的空间效果 。 这种空间 营建方式 自然地将使用者活动分隔开 ， 将其

均衡分布于区域大环境 中 ， 进而将使用者的游憩行为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程

度 ； 同时分隔的空间单元亦可以提供相对稳定 ， 可控的空间环境 ， 使用者可 以 自 由与 自然对

话 ， 近距离观赏 山地湿地资源的价值 。

２ ） 层级式的滨水空间营建

良好的空间设计应与游憩者有
一

定的适应性 ， 在所组织的物质空间环境中让使用者感到

舒适 、 满意 ， 满足游憩者使用 的 同时与其建立 良好 的互动与反馈关系
［ １ ７］

。 因此我们可 以根据

不 同类型的 使用者对于湿地公园滨水游憩空间 区域选择及游憩行为偏好 ， 同时结合场地特

性 ， 积极发挥临水区域亲水 ， 近水区域观水 ， 远水区域感知水的优势条件 ， 为不 同类型的使



用者提供多样化的游憩体验 ， 打造层级式的湿地滨水游憩空间 。 其次通过分析使用人群规模

大小 ， 评估不 同区域的开发强度 ， 从而进行有针对性设计 ， 以达到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使用

者人群吸引 相结合的 目 标 ， 使游憩空间 、 游憩者与游憩行为相互关联 ， 相互促进 。

３
） 多样化的设施供给并考虑气候特点

作为综合性的城市湿地公园 ， 为了提升整体 区域影响力 ， 吸 引不 同年龄段的游憩者 ， 必

将为不 同类型的使用者提供多样化的设施供给 。 首先在设施种类上 ， 可 以结合不同类型使用

者的游憩需求 ， 分类分区开发具有吸引 力的游憩设施 ；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 ， 采用点线面结合

的方式 ， 针对
一

些生态敏感性高 、 环境承载力弱 的区域 ， 进行散点式的布局 ， 起到分散人流

的作用 ， 而在
一

些不宜长时间停留或集聚的 区域 ， 进行必要的线性设施布局 ， 形成流动 的线

性体验空间 ， 既能对使用者行为起到方向上 的引 导 ， 也能减少人流的停滞对环境造成的二次

破坏 ；
而设施布置方式上 ， 可 以将

一

些具有竞争性的游憩设施单独布置 ， 互补性的游憩设施

集 中布置 ， 且位于开阔或半开阔 的活动场地 ， 便于使用者发掘景观设施 的整体化优势 ， 从而

提高整体利用效率 ， 同时考虑气候特点及影响 ， 提供必要的遮阴 、 避雨的设施 。

５ 结语

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间具有 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 本次研宄 旨在聚焦于设计者与使用

者之间应有的沟通协调 ， 通过调研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间 的使用情况 ， 总结出使用者行为与

城市湿地景观空间要素之间存在 的散点效应 、 亲水效应 、 设施效应及荫蔽效应 ， 并提出满足

使用者游憩需求的 山地城市湿地游憩空间设计建议 ， 希望对今后山地城市湿地公园 的建设有

一

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 相信随着山地城市湿地公园 的建设和发展 ， 人们在湿地游憩空间的

生态开发与使用者需求之间定能找到
一

个 良好 的平衡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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