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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室外公共空间游憩使用情况评析
———以昆明云南映像Ｃ区为例

叶惠珠，兰梦敏，李海荣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０００）

摘要：采用使用后评价（ＰＯＥ），通过现状调研、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以昆明云南映像Ｃ区为研究对象，
展开对居住区室外公共空间游憩使用情况的研究分析。从室外公共空间分布形式、空间设计现状、空间景
观构成内容及居民使用评价等方面开展了调查，通过研究梳理了居民室外活动的规律及特点，指出了云南
映像Ｃ区室外公共空间存在空间构成内容形式较单一、景观差异性较小，遮阳避雨设施不足等问题，并提
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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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居住区室外公共空间指的是建筑以外，具有一定尺
度的室外开放性空间，包含集中性绿地、广场等，主要功
能是提供住区居民休闲游憩、日常锻炼及邻里交往的场
所。居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反馈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处
其规划设计、建设的效果以及满足居民使用需求的程
度。基于此，本次采用使用后评价（ＰＯＥ）方法，对昆明
云南映像Ｃ区展开游憩适宜性评价［１］研究，总结了居民
室外公共空间使用情况，指出了室外空间现状不足之
处，并提出改进建议。

２　云南映像Ｃ区公共空间建设现状

２．１　云南映像Ｃ区概况
昆明云南映象位于穿金路和铂金大道交叉口处，属

现代化大型居住社区，占地面积１２５０亩；其建筑类型以
高层为主，包含故乡的云、Ｃ区、花好月圆一期、花好月
圆二期等。其中，Ｃ区规模最大，其拥有较多室外游憩
空间（图１）。

图１　云南映像Ｃ区位置

２．２　云南映象Ｃ区室外公共空间分布形式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Ｃ区室外公共空间分布形式采用点

状分布＋带状集中的形式，受建筑布局的影响，Ｃ区集
中性绿地则围绕线状水景展开并集中设置了各种休息
亭、桥、广场等空间，此为带状集中的形式。而因Ｃ区
整体地块城南北长东西短的走向特点，加之受到到组团
建筑平面布局形成围合特点，整个小区形成若干点状分
布的宅前庭院空间，或设置广场，或设置水景活动区，类
型及形式较多。从公共空间空间分布形式来看，Ｃ区室
外公共空间分布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规划布局形式，其充
分考虑建筑群体组织分布的特点，因地制宜设置集中绿
地，同时又兼顾各建筑组团居民使用，点状设置各小型
集中性空间，实现视觉和使用上的点、线、面结合形式。
２．３　云南映象Ｃ区室外公共空间构成内容调查分析

由于本次研究重点在于通过研究居民在室外公共
空间的使用反馈评价来总结分析公共空间的游憩适宜
性情况及使用方面问题，更侧重室外公共空间具有活动
属性特点，因此，本次所研究观察的对象特指建筑以外、
有一定规模、具有活动属性特点的空间，包含水域空间、
若干栋建筑围合的中庭庭园空间。即本次研究重点为
具有一定硬质铺装场地，具有设施内容、景观内容等的
能够开展公共活动节点公共空间。因此，纯草坪绿地空
间不在此次研究范围之内。通过调查发现，该区公共空
间构成具有以下特点：
２．３．１　建筑组团活动空间构成形式及内容较为单一

散布于Ｃ区各建筑群体间的公共活动空间，虽然
分布地点不同，尺度大小有所差异，但是，总体上都为硬
质铺装＋水景＋休息座凳（或亭、花架）＋少量设施的模
式，空间形状基本以规则的长方形为主，水景也以规则
式水渠或水池为主，总体略为单调。
２．３．２　建筑组团公共活动空间景观缺乏季相变化

研究发现，若干节点公共活动空间以常绿树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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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并有几个节点空间大量种植棕榈科植物，与建筑灰
色调共同营造的一年四季“一色如旧”的画面，绿化植物
景观色彩较为单调。
２．３．３带状中心绿地公共活动空间构成内容简单，功能

单一
Ｃ区带状绿地沿水体两侧布置，沿线上虽设置有临水平
台、临水广场及邻水亭多个等临水公共活动空间，但研
究发现，所有公共活动空间主要以硬质铺装广场＋树池
的形式，广场内或无任何其他设施及景观内容，或仅设
置简单几组座凳，整个空间构成内容简单，功能较为单
一，导致这些空间使用效率较为低下。

３　云南映像Ｃ区公共空间使用情况调查

本次对公共空间使用情况主要关注两个方面，时间
特点及人群活动特点。在时间方面，通过实地调查、访
问、问卷调查等渠道，梳理出居民活动的时间规律大体
为，退休、闲职居民基本每天在室外空间的时间＞２ｈ，
出行时间基本为早、中、晚，晴天居多；活动内容以休息、
打牌娱乐、跳舞（以太极居多）、陪伴小孩、散步等为主。
其中，散步含休闲性散步和健身式走路。休闲式散步主

要是在沿住户住宅周围庭园进行，而健身式走路则主要
沿中央绿地主路开展。健身式走路居民认为该小区花
园式的住区环境和人车分离的交通组织，能保证健身式
走路健康、安全进行的有利条件，居民评价反应较好。

上班族居民在时间分布上，明显比重较小，并随家
庭结构有所不同。通过调研发现，有孩一族一般选择在
饭后１～２ｈ在室外空间陪伴小孩，散步。无孩一族在
室外空间逗留的时间则更少，部分居民表示只有偶尔或
周末才会在室外逗留。

４　云南映象Ｃ区公共空间使用评价反馈
（ＰＯＥ）分析与评价

　　通过访谈、问卷等形式，调查了解到居民对室外公
共空间的评价反馈，发现８５％的受访居民对Ｃ区的公
共空间现状感到满意。１５％的受访居民认为景观单调、
活动空间少，公共空间有点改善提升；其中包含１５％的
受访居民认为活动设施少，７５％的受访居民认为遮阳避
雨的设施不够，１０％的居民人为景观有待提升。９０％的
受访居民认为公共空间的位置合适。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云南映象Ｃ区公共空间使用评价分析（节选）

序号 位置 空间构成元素 空间活动类型 空间特点 评价反馈

１　 ３７～３８栋 硬质铺装场地、水池、花架、座凳、儿
童滑梯、植物

休息聊天、陪伴小孩玩耍，

织毛衣
活动 空 间 尺 度 小，景 观
单调

还可以，缺乏避雨设施

２　 ３８～３９栋 硬质铺装场地、曲线静态水池、景
墙、张拉膜亭（无座凳）、木亭、植物、

打牌、休息、聊天 构成元素多、空间趣味性
较强

好

３　 ３９～４０栋 水渠、张拉膜亭、座凳、景墙、植物、

铺装场地、篮球场
下棋、休息聊天、打球

设施内容丰富
好

４　 ４８～４９栋 硬质铺装场地、曲线静态水池、木
亭、植物、健身设施

休息、逗娃、聊天、健身
空间开敞

一般，遮阳避雨设施少

５　 ４９－５０栋 硬质铺装场地、规则水渠、花架、植
物、儿童设施、座凳

休息、逗娃、聊天、健身 环境幽静、植物丰富 好，增加遮阳避雨设施

６ 中心绿地 水景、季相植物、临水广场、组合亭、

健身设施
游览、休息、锻炼、 景观丰富 活动空间景观单调、功能

单一

５　游憩使用现状总结及建议

５．１　现状问题总结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云南映象Ｃ区公共空间建设

及使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及问题。
（１）该居住片区公共空间虽然呈点状＋带状分布，

数量较多，尤其是建筑中心庭院绿地。但从空间构成内
容及特点来看，略显单一。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①庭
院绿地空间平面构成形式较为单一；②各建筑庭院公共
空间景观差异性不大，个性不突出。

通过调查发现，云南映象Ｃ区所有庭院空间基本
造景元素为水池／渠＋铺装场地＋花架／木亭／张拉膜亭
＋少量设施（儿童设施／健身设施）。公共活动空间尤其
是建筑庭院绿地基调树种以棕榈科植物为主，辅助杨
梅、桂花等常绿树种居多，虽辅助有滇朴、银杏、枫香、柿
树、李子树，但这些色叶植物主要分布水系处中心绿地
以及该小区二级环路上。

（２）室外公共空间主体使用人群老年化明显。

（３）公共空间遮阳避雨设施不足。７５％的受访居民
认为遮阳避雨的设施不够，实地调查也发现，该住区室
外遮阳避雨设施主要为亭子，虽在中心水景区周围及各
组团绿地７处设置，但总体数量较少、住区人口规模大，
加之“霸占式”使用，导致大多居民迫切需要遮阳避雨
设施。
５．２　相关建议

针对此次云南映象Ｃ区室外公共空间游憩适宜性
的调研结果，以此为依托，对住区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
有以下几点建议。

（１）住区室外公共空间应完善健身锻炼设施及儿
童游乐设施。该小区虽不同位置设置了多组健身设施，
但由于这些设施摆放的位置不合适（或在隐秘的林下，
或在人流量大的路旁），导致设施利用率较低（图２），不
利于居民的邻里交往，同时影响居民对游憩适宜性的评
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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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健身设施现状位置

（２）住区公共空间设计应重视统一性与独特性。
云南映像Ｃ区对于拥有多个尺度和空间形式差异较小
的公共空间，为营造有个性的住区环境，建议整体小区
室外环境景观设计时应有鲜明主题，并根据主题思想，
每个建筑群体公共空间有迎合整个规划设计思想的设
计立意，并以此来进行景观内容和活动类型的设置
考虑。

（３）强化住区遮阳设施比重。受昆明本地气候、气
象条件影响，加之住区室外活动空间使用者的特点，研
究发现居民对室外遮荫、避雨设施需求较高。此次云南
映象Ｃ区多个组团空间虽设有木制亭／张拉膜亭。但
通过调研发现，这些亭子使用出现“霸占”式使用现象
（图３），而且较为突出，导致此类设施遮阳避雨受益群
体有限，进而使得居民对遮阳避雨设施的需求更为迫切
（图３）。而小区内考虑景观多样性，虽所设置的几组花
架通过种植攀藤植物能够满足遮荫需求，但考虑众多居
民对避雨的需求，建议花架可实顶化处理。

图３　霸占式使用导致遮阳避雨需求增加

（４）保障住区室外空间的交通安全环境。以走路
式锻炼健身形式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居民，对住区室外环
境的交通环境安全尤为关注。本次众多受访者表示对
云南映象Ｃ区的室外公共空间的交通环境安全表示满
意，因该住区采用的是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模式，即沿
小区外围设置机动车道，步行系统则结合室外绿地设
置，避免了机动车对居民造成过多的干扰。但调查发
现，电动车、自行车可进入室外活动区对居民的影响较
大。因此，建议限定非机动车允许进入的区域并采用按
规定停放的形式。

（５）打破住区室外公共空间使用老年化现象。住
区室外空间无论从规划还是实际现状来看，都以老年人
使用为主，导致一般成年人在室外公共空间受益感较为
薄弱，因此这部分人在公共空间的参与感较低或基本没
有。因此，从使用者角度进行考虑，建议公共空间设计，
在景观设计、设施设置等方面，能结合一般成年人的特
点进行考虑，以扩大公共空间的受益群体。
５．３　不足及待改进之处

本次调查对象云南映象Ｃ区居住户数为２８００多
户，取３．５人／户的标准，则居住有近１万人，相当于国
家规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里所划定的小区标
准。因人口众多，而调研时间有限，本次所开展的访问
及问卷调查，虽有一定的调研人数，但比起住区的总人
口数，难免调查结论具有一定的偏差。本次调研过程中
尽可能收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使用反馈，但因各种条件
限制，调查反馈信息来源以老年人居多，而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本次结论的全面性。针对此问题，在后续研究
过程中，将通过增加样卷和扩大调研人群来保证调研结
果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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