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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城市公园可达性优化研究



以石 家庄 市 长安 区 为例

高力 强 ， 张 昊 ， 崔 宁

（石 家 庄铁道大 学 建筑与 艺术 学 院 ， 河北 石 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

摘 要 ： 通 过度 董 长 安 区城 市 公 园 的 可 达 性 ， 为 今 后 的 城 市 公 园 优 化 提供 参 考 。 借助

ＡＲＣＨＧ ＩＳ １ ０
．
３ 平 台 的 网 络 分析 模 块 ， 以 石 家庄 市 长 安 区 为 研 究 对 象 ， 计 算 在 不 同 时 间 等 级

下 ， 步 行 、 非 机 动 车 、 机 动 车 ３ 种 出 行模 式 的 公 园 可 达性 。 发 现 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公 园 整体可 达

性较 差 ， ３ 种 出 行模 式 下 ５５ｍ ｉｎ 后 仍存 在 大 量 公 园 服 务 盲 区 ， 其 中 ： 步 行 盲 区 （ ５３ ．
６３％ ） ＞ 非

机 动 车 盲 区 （ ４７ ．
０２ ％ ）＞机动 车 盲 区 （ ２３ ．６７％ ） 。 通过 改 善 路 网 结构 ，优 化 公 园 布局 与 出 入 口

等 手 法 ，使 长 安 区公 园 整体 可 达 性得 到 显 著提 升 ， 其 中 步 行 可 达性 提 升 ３７ ．２５ ％
， 非 机 动 车 可

达 性提 升 ４ １ ．５ ８％ ，机动 车 可 达 性提 升 １８
．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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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作为城市重要的 景观要素 ， 与 城市

居 民 的 日 常生活 联系极为 密 切 ，承担着重要的 公

共服务职能 ， 是改 善居 民 生活质董的 重要手段 。

随着我 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 ，城市居 民对生活 质量

的要求也越来越髙 ， 各地加大 了对城市公园 的 建

设 。 传统的建设手法常常以人均绿化面积 、城市

绿地率等指标来衡量公园 布局
［

１

］

，而忽视了 城市

居 民能否便捷地进人公园 ，公平地享受公园服务 。

因此 ，用可达性来判断城市公园 布局 的合理性 、服

务的公平性非常符合时代要求 。

可达性概念 由 Ｈａｎ ｓｅｎ
？
于 １ ９５９ 年 首次 出 ，

主要是指从某 区域到达另 一指定 区域所要克服相

关阻力 的难易度 ， 主要要 素为时间要素 、 空间位置

要素等 ， 随后被广泛应用于交通 、公共服务设施等

领域 。 近 ２０ 年来 ， 国外关于城市公园 的可达性研

究更加注重从人性角 度 出 发 ， 将可达性 与人 口 类

型 、人 口数量等要素结合 ，从不同 的角 度来评价城

市公园布局 。 Ｍ ｉ

ｙａｋｅ 、
Ｍａｒｏｋａ 、

Ｇｒａｄｙ
［
３
］将人口 密

度考虑进可达性数据模型 ， 对纽约 的城市公园 进

行研究 。 ＲｅｙｅＳ
［
４
］基于儿童视角将吸 引 力 引 人数

据 ，分析了 加拿大蒙特利尔 的公园可达性 。

俞孔坚 ［
５
］率先将可达性引 人国 内城市公园 研

究 ，但 目 前研究地点多为中心城市 ， 相关研究提 出

的具体建议较少
［
６

￣７
］

，且无法为 中小城市公 园建设

提供经验 。 如何利用可达性理论为优化 中小型城

市公园布局 ，提升公园服务公平性提供具体建议 ，

将会 成 为 可 达 性理 论在 公 园 建设 方 面 的研究

重点 。

一

、研究对象及范围

石家庄市长安 区地处石家庄市东北部 ， 是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 其人 口 与建成面积均处石家

庄市前列 。 公园 建设 相对滞后城市发展 ， 相关建

设 与发展潜力 巨大 ， 本次研究范 围 以长安区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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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界 ， 总面积约 １ ３ ８
．
３ １ｋｍ

２

，研究对象包括综合

性公园 、专类公园等不 同类型 的 １４ 个城市公园 。

二 、研究方法与步骤

（
一

） 数据来源

数据获取来源主要包括 ＧＥ 卫星影像 图 （ 更

新于 ２ ０ １ 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 《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

划图 （ ２０ １ １ 

—２ ０２０ ） 》 以 及石家 庄市地形 数据 测

绘图 。 通过 ＧＥ 卫星 影像 图 （ 图 １ ） ， 以 及石家 庄

市城市总体规划 中 的 用地 分类 图 、 地形 勘测 图 （

２ ０１ ６ ） 等综合对 比判读 ， 利用 Ａ ｒｃＧ ＩＳ１ ０ ．３ 对处

理后的数据图像进行数据转换 ， 获取公 园 和 道路

等数据信息 。 最后 ，进行实地调研测绘 ，对数据进

行补充和修正 。

图 １ 研究 区域的卫星 影像

（
二 ） 网 络分析模 型 构建

基于 Ａｒ ｃ Ｇ ＩＳ ｌ Ｏ ． ３ 平 台 ， 提取石家庄市 长安

区 的 路 网 （ 快速路 、 主干路 、 次干路 、 支路 以 及地

铁线路等各类交通基础设施 ） 、 城市公 园及公 园

人 口 位置等数据 ，将数 据矢量化并建立新 的可编

辑图层 ，然后将数字化后的 矢量图 与石 家庄 市城

区 内 地形数据测 绘图进行对 比判读 ，修正对 比后

出 现差错 的地物 ， 使用 ＡｒｃＧ ＩＳ ｌＯ
．
３ 中 网 络分 析

模块功能 ，建立分析所用 的公 园 和道路 网络 数据

库 。 网络分 析模 块 是 根 据数 据 中 的 中 心 （ ｃ ｅｎ
？

ｔ ｅ ｒｓ） 、链（ｌ
ｉ ｎｋ ｓ） 、节 点（ｎｏｄｅ ｓ）和 阻 力

（ ｉｍ ｐｅ ｄａｎ ｃｅ ）等数据信息 计算 出 沿 已 有道路数据

在面对不 同阻力 值的状况下 ， 出行 时所得到 的 不

同 结果 。 相对其他运算方法如缓 冲 区分 析Ｍ 、 费

用加权分析 ［ ９］

等 ， 网 络分析法更具有科学性 、严谨

性Ｄ °］

。 利用 Ａｒ ｃＧ ＩＳ ｌＯ ．３ 中
“

新建网络数据集
”

功

能构建 网络分析的 空 间阻力 模型 ， 然 后建立指定

的 服务 区分析层 ，通过设置道路时 间阻力值 （道路

长度 ／通行速度 ） ，分析模型可达性 。 根据 《城市道

路工程设计 》 中所提 出 的城市道路 等级与速度划

分 ，分别将长安区 内 的道路输人不同 的速度数据 ，

其中对于机动 车 出 行方式为快速路 ８０ｋｍ／ｈ 、

一

级道路 ６０ｋｍ ／ｈ 、 二级道 路 ５０ｋｍ ／ｈ 、 支 路 ４０

ｋｍ／ｈ
［
＂ ］

，并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每 ５ｍ ｉ ｎ 路 口 等待

时间为 １ ． ５ｍ ｉ ｎ
。 对 于非机 动 车则 根据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中 的规 定 ， 时速为 １ ５

ｋｍ ／ｈ ，每 ５ｍｉ ｎ 路 口 等待 时 间为 １ｍ ｉ ｎ 。 人行速

度设置为 ８ ０ｍ／ｍ ｉ ｎ ，每 ５ｍ ｉｎ 路 口 等待时 间 为 １

ｍ ｉｎ 。 因长安区地铁设 施还未完善 ， 其余公共 交

通设施与非机动 车 出行效率相近 ，故二者没有纳

入计算范围 。 生成 以公 园为分析源点 ， 在 固定时

间沿道路网络离散所 围合形成的 可达面域 ， 得 出

公园不 同时间 内 的服务 面积 。

（ 三 ） 计算公 园 可达 面 积 比

基于 相关研 究Ｄ ２＿ １ ４
］

， 结 合实 际情 况 确 定 ５

ｍ ｉｎ 、 １ ０ｍ ｉ ｎ 、 １ ５ｍ ｉｎ 、 ２０ｍ ｉｎ 、 ２５ｍｉｎ 、
３ ０ｍ ｉｎ和

５ ５ｍｉ ｎ 共 ７ 个时 间等级 ，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ｌ Ｏ ．３ 网 络

分析工具 ， 分别 生成 步行 、 非机 动 车 、 机 动 车交

通方式下沿道路 网 络在不 同 时 间 等级 以公 园 为

离散点所 围 合形成 的 可 达 面域 ， 得 到公 园 可 达

性等级分布 图 ，计算公 园 可达面积 比 （公 园 可达

面积 比
＝ 可达 面积 ／研究 区 域 总面 积 ） ， 以 此作

为评价公 园可达性 的量化指标 。

（ 四 ）建 立 回 归模 型

由于研究时间取值 的固定化 ， 无法准确 取得

除研究时 间值外 的 时 间 点公 园可达 面 积 比 的测

算 ， 因 此 以 时 间 为 自 变量 ， 公园 可达面 积 为 因变

量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２
．
０ 软件进行 回 归分析获得 回 归

模型 ，供 ３ 种交通方式下非研究所用时 间 区 间 内

的城市公园可达面积 比预测使用 。

三 、结果与分析

（
一

） 公 园 及路 网 分布特征

从公园分布来看 ， 长安 区东北部 由 于村镇集

中 ， 发展相对于西南部较为落后 ，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也有较大 的差距 ， 没有公园分布 ，长安 区城市公

园建设整体滞后于 石家庄市其它 区 发展 ， 因此公

园地理分布极不均衡 。 从公 园类型来看 ，
１ ４ 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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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中有 １ ３ 个专类公 园 ，仅有 １ 个综合性公园 （长

安公园 ） ， 由 于综合性公园有着更 丰富 的活动 内 容

和更完善的服务 设施 ， 能更好地满 足居 民 的 休 闲

娱乐需 求 ， 因此建议将现有部分专类公 园 升级改

造为综合性公园 。 对长安 区路网进行梳理后发现

道路网 络分布不均 ，存在大量断头路 ，东北部地 区

明显落后于其他 区域 ，甚至东北边缘存在空 白 区 ，

区域路网急待建设完善 。

（ 二 ） 公 园 可 达性评价

在生成的公 园可 达等级分布 图 （ 图 ２
？ 图 ４ ）

中 可知 ， 区域 颜 色越浅 表示 到达公 园 所需 时 间

成 本越 髙 ， 公园 的 可达 性等 级 也 就越 低 ，颜 色越

深所需 时 间 成本越 低 ， 公园 的 可 达 性 等级 也 就

越髙 。 因 此 ， ３ 种 交通方式下综合 对 比下 长安 区

中 西部的 可达性较好 。 在步行 ５ ５ｍ ｉ ｎ 时北部边

缘和东 南部 出 现 了 大面 积服 务 盲 区 ， 占 总 面 积

的 ５ ３
．
６ ３％ ， 这些 区域 急需增 建新 的 服 务 公 园

。

非机动 车 １ ５ｍ ｉｎ 内 的 出 行面域 基本榭盖 长安 区

中 西部 ，但 其显示 出 的 问 题 同 步行 方 式 下基 本

相像 ， 在 ５ ５ｍ ｉｎ 时 于 长 安 区 北部 与 东部仍存 在

大 面积服 务盲 区 ， 占 总 面积的 ４ ７ ． ０ ２ ％ 。 机动 车

可达面 域在 １ ５ｍ ｉｎ 后基本 榭盖 整 个 长 安 区 ， 成

为 长安 区 前 往公 园 最便捷 的 出 行方 式 ，但 最 终

在北部与 东 部形成 了 部 分 的 公 园 服 务 盲 区 ， 占

总面积的 ２ ３
．
６ ７ ％ ， 主要是 因 为 路网 缺 陷 ， 致 使

机动 车无法 到 达部 分 区 域 ， 据此应 加 强 可达 面

域空 白 区 和 边 缘 区路 网建设 （表 １ ） 。 ３ 种 出 行

方式下 的 公园可 达性面 积比 与 时 间 呈现 出 不 同

的 相关性 （ 图 ５ ） ，其 中 ： 步行模式符 合
一

元线 性

回 归 ：
：ｙ

＝ ０ ． ８９９ｘ ＋ ０ ？５ ９ １（ Ｊ？
２＝

０． ９ ４７ ） 。 非 机动

车模式符 合对 数 回 归 ： ：ｙ

＝
２ １ ．０ ０５ ｌ ｒｗ

－

２４ ．４ ５ ８

（尺
２
＝

（ ） ．９ ４４ ） 。 机动 车模式符 合对数 回 归 ：

：
ｙ
＝

１ ８
．
２９７ ｌｎｘ ＋１ ０

．６５９０？
２
＝

０
？
９ １ ７ ） （见表

２？表 
４ ） 。

公园 出 人 口分布及周 边路 网特征决定 了 不同 时间

等级可达面域扩展形态 ， 如薇波公 园 出 人 口 多分

布于北侧 ， 导致南侧 出现 了
一

定 面积的 服务盲区 ；

而长安公园 的公园 出 入 口沿周边路网均 匀 分布 ，

可达面域向 周边均匀 展开 ，在公园 对 比 中 具有很

高 的可达性等级 ； 而 处在 长安 区边缘 的公 园 如太

平河公园 、三角 河公园则 因地理位置受限 ，可达面

域无法均匀 向 四 周 展开 ， 可 达性等 级 因此受 到
一

定影响 。

图 例

■公园分钟 ——

快速路
． 公园 出人 口＿

１ 〇分钟
一

主 千路
■ 

１ ５分钟
——

次干路
■２０分钟支路
■２５分钟铁路

３０分 钟ａ 长 安区 行政范 围
３ ５分钟

图 ２ 步行方式下的可达性等级

图 例

■■公园國５分钟
一

快速路
． 公园出人 口 圓

１〇分钟
一

主干路
■Ｈ ５分钟 一 汝干路
＿２０分钟支路
■２ ５分钟铁路

３０分钟 （□ 长 安 区行政范 Ｈ
ｉ

丨

３ ５分钟
＿

图 ３ 非 机动车 方式下的 可达性等级

图 例

■■ 公园１？ ５分钟
一

快速路
． 公园出人口 ■ 〗〇分钟

一

主干路
■ １５分钟

一

次干路
■１ ２０分钟支路
■２５分钟铁路

３０分钟〇长安区行 政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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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机动 车方式下 的可达性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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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 ０１ ５２ ０２５３０３ ５

时间 ／ｍ ｉｎ

〇
步行可达面积 比

□ 非机动 车可 达面积 比
＾ 机动车可达 面积 比

图 ５３ 种 出行 方式下 的数据模型

（ 三 ）研 究 区 域公 园 可达 性优化

根据分析结果长安 区城市公园可达性主要受

到路网完善性 、 公园布局 、公园 出 口设置三个因 素

影响 ，笔者 以这三个 因素为 出发点 ，模拟出 了改进

方案 ， 主要包括 ： ①完善长安区北部与 东部 的路 网

结构 ，减少断头路 ，形成环路 ，对于东北角的村落 区

域 ，填补空 白 路网 ， 提升村落之间 的连通性 。 ②经

三种出 行方式的综合对比 ，在 图 ２？ 图 ４ 中 的服务

盲区部分 ，新建城市公 园 ，填补公园服务空 白 区 ，提

升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城市公园 服务 的公平性 。

考虑到长安区 中西部城市发展水平较高 ，可用地面

积紧张 ， 因此在 中 西部的公 园 布局方面没有改动 ，

而是通过方法三来提升公 园可达性 。 ③优化公 园

出 人口 ，减少居 民为进入公 园多绕 路 、绕远路的情

况 ，使公园服务可以均勻的 向四周展开 。

（ 四 ）优化结 果合理 性验证

公园的可达性等级评价直接反映了城 市公园

被使用的合理性与公园服务的公平性
［ １ ５］

， 因此 ，科

学的公园布局 、 出人 口 布置 、完善 的城市路 网结构

都显得尤为重要Ｄ ６
］

。 研究根据现存情况调整了部

分公园 出入 口位置 （薇波 园 、
月 季园 等 ） ，减少绕远

路的情况 ； 在公园 服务空 白 区拟建新 的城 市公 园

（主要在长安区东北部村庄集 中地 ，根据实际村落

人 口密度 ， 围绕中塔 口 村 、 南村 、东庄 、西庄等村庄

拟建 ６ 个社区公园 ， １ 个综合公 园 ，填补公 园服务

空 白 区域 ）
；修复了城市 中存在 的大量断头路 ，形成

了完善的城市路网 结构 。 为检验优化方案 的合理

性 ，对优化后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 ，见图 ６？图 ８
。

经优化后长安区公园整体可达性得到了提升 ，其中

步行方式 ５ ５ｍ ｉｎ后达性面积 比达到 ８３ ．６２ ％
，较之

前上升 ３７ ．２ ５％ 。 非机动车方式 ５ ５ｍｉｎ 后达性面

积比达 到 ９４ ．５６％ ，较之前上升 ４ １
．
５ ８％

。 机动车

方式 ５５ｍｉｎ 后达性面积比达到 ９４ ．５６％ ，较之前上

升 １８ ． ２２ ％ 。 在 ５ ５ｍ ｉｎ 时机动车与非机车 可达面

域覆盖完全相 同 ， 除正北部 受到 滹沱河河流限制

外 ，优化方案 消 除 了 大部分影 响可 达性的不利因

素 ，大幅度提升了长安区城市公园 的可达性等级 。

０１２ ８１ ２

图例

１

Ｍｉ ｌ
ｅｓ

公园
公园出人口

５分钟
１ ０分钟
１ ５分 钟
分钟

２５分钟

？

快速路
？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铁路

識－□ 长安 区行政麵

图 ６ 步行 方式下优化后的 可达性等级

Ｍ
ｉ ｌ
ｅｓ

图例
： 公园■ ５分钟

一

快速路
公园出人口■  １０分钟

——

主 干路
＿ １ ５分钟

一

次干路
： ２０分钟支路
２５分钟铁路
３〇分钟ａ 长 安 区行政范 围
３５分钟

图 ７ 非机动车方式下优化后 的可达性等级

Ｍ
ｉｌｅｓ

图 例
： 公园＿ ５分钟

一

快速路
公园出人口＿ １０分钟

一

主干路
＿ １ ５分钟

一

次干路
３２０分钟支路
２５分钟铁路
３０分钟 〇 长安 区行政范 围

３５分钟
＇

图 ８ 机动车方式下优化后的 可达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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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３ 种交通方式下的公园 可达面积 比 单位

交通方式
ｐ

５ｍ
ｉ
ｎ １ ０ｍ ｉ

ｎ １ ５ｍ ｉ
ｎ ２ ０ｍ ｉ ｎ ２ ５ｍ ｉｎ ３０ｍ

ｉ
ｎ ５５ｍｉ ｎ

ｆ达面积 比 可 达面积比 可达面积 比 可 达面 积比可达 面积比 可达 面积比 可达面积 比

步行 ３
．
４６ ７ ． １４ １ ３ ．

８９ ２ １
．
２ ７ ２７

．
４７ ３ ２

．３９ ４ ６
．
３７

非机动车 ７
．
６８ ２ １

．
９８ ３ ５ ． １ ４ ４ １

．
１ ４ ４６

．
５９ ５ ０

．
９ ７ ５２

．
９８

机动车 ３７
．２６ ５０．

９７ ６ ３
．
２４ ６９

．８３ ７ ２
． ５５ ７ ４

．
６０ ７ ６

．
３４

注 ：公 园 可达面积 比指公 园可达面积与整个研究区域总面积 的 比 值 。

表 ２ 步行模型统计及参数评估

方程式
模 型摘要 参数评估

Ｒ
２

Ｆ ｄｆ ＼ ｄｆ２ 显著性 常数 ６１

线性 ０
．
９４ ７ ８８

．
８ ８３ １ ５ ０

．
００ ０ ０ ．５ ９ １ ０

． ８９９

表 ３ 非机动车棋型统计及参数评估

方程式

模 型摘要 参 数评估

Ｒ
２

Ｆ ｄｆ ＼ ｄｆｌ 显著性 常数 ｂ＼

对数 ０ ． ９ １７ ８３ ．５０６ １ ５ ０ ．００ ０
－

２ ４． ４５８
２ １ ． ００５

表 ４ 机动车棋型统计及参数评估

方程式
模 型摘要 参数评估

Ｒ
２

Ｆ ｄｆ ＼ ｄｆ２ 显著性 常数 ６１

对数 ０ ．
９４ ７ ５５

．１ ０３ １ ５ ０
．
００ １ １０

．
６ ５９ １ ８

．
２９７

四 、结语

公园 的可达性能更加直接地反映出城市公园

的合理性 ［
１ ７

］

， 可 以 作为 城 市公 园评价 的 重要指

不同 的出 行模式 下 ， 时间 与可达性面积之 间存在

相关性 。 步行模 式 出行符合
一元线性 回 归方程 ，

非机动车与机动车 出 行模式符合对数 回 归方程 。

针对现状存在的问题 ，运用定量数据分析提出 了科

标 ，通过数据输人后 的模拟计算所得 出 的优化方

案通常更具有科学性 ， 可以使城市公园 更好地为

居 民服 务［
＂°

。 本文通过基 于 ＡＲＣＨＧ ＩＳ１０
．
３ 的

网络分析法 ，对石家庄市长安 区公 园可达性 进行

研究 。 结果表明 ： 长安 区 内交通路网 不够完善 、公

园分布不均衡 、部分园区 出人 口 设置不够便捷 ，这

些因素较大程度地影响 了城 市公 园 的 可达性等

级 ，导致长安区城市公园整体可达性较差 。 其中

学的优化方案 ： 完善路 网结构 ，修复 断头路 、新建专

类公园填补服务空 白 区 、优化公园出人 口 结构等实

际性的建议 。 在优化方案模拟计算 中 ，优化结果较

现状大幅度提升了公园可达性 ，其中步行可达性提

升 ３７ ． ２５％ ，非机动车可达性提升 ４ １ ．５ ８％ ，机动车

可达性提升 １ ８ ．２ ２％ ， 为今后的 城市公园 改建提

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 １ ］陶晓丽 ， 陈 明 星 ， 张文 忠 ， 等 ． 城市公 园 的 类 型划分 及

其与功能的关系分析
——以北京市城市公 园为例 ［ Ｊ ］ ．

地理研究 ， ２ ０ １
３

，
３２ （ １０ ）

： 
１ ９６４

－

１
９７ ６ ．

［
２］Ｈａ ｎｓｅｎＷＧ ．Ｈｏｗａｃ ｃｅｓｓ 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ｓｈａｐｅｓｌ

ａｎｄｕｓｅ［ 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ｃ ｉａｎＩ ｎｓ ｔ ｉ ｔｕｔｅｏｆＰ ｌａｎｎｅｒ ｓ ，１ ９ ５９ ，

２５ （ ０ ２ ）
：
７ ３

－

７ ６ ．

［３ ］Ｍ ｉｙ
ａｋｅＫＫ ，Ｍａ ｒｏｋ ａＡＲ ，Ｇ ｒ ａｄ

ｙ
ＫＬ ，ｅｔａ ｌ ．Ｎｏ ｔ

ｊ
ｕｓ ｔａｗａｌｋｉｎ ｔｈｅｐ ａｒｋ：ｍｅ ｔｈｏ ｄ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ｉ
ｍ
ｐ ｒｏｖ ｅｎ

－

ｍｅｎ ｔｓｆｏ ｒｄｅ ｔ
ｅｒｍ

ｉ
ｎ
ｇ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

ｌ
 ｊ
ｕ ｓ ｔ

ｉ
ｃｅ  ｉ

ｍ
ｐ ｌ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ｓ

ｏ ｆｐ
ａｒｋａｃ ｃ ｅｓｓ ｉ

ｎＮｅｗＹｏ ｒｋＣ ｉ ｔｙｆ
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 ｔ ｉｏ ｎｏ ｆ

ｐｈｙ
ｓ

ｉ
ｃａ

ｌａ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Ｊ ］ ．Ｃ ｉ ｔ
ｅｓａ ｎｄ ｔｈｅＥｎ

－

ｖｉｏｒｎｍｅｎ ｔ ，

２０ １ ０ ，３ （ ０ １ ）
：
１

－

１ ７ ．

［４ ］
Ｒｅ

ｙ
ｅｓＭ ， Ｐ ａｅｚＡ ，

Ｍｏ ｒｅｎｃ
ｙ
Ｃ ．Ｗａｌｋ ｉｎ

ｇ
ａｃ ｃｅｓｓ ｉｂ ｉｌ ｉ ｔ

ｙ

ｔ ｏｕｒ ｂａｎ ｐａ ｒｋ ｓｂ
ｙ

ｃｈｉ
ｌｄ ｒｅｎ ．Ａｃ ａｓ ｅｓ ｔｕｄｙ

ｏ ｆＭｏｎ ｔｒｅａｌ

［ Ｊ ］．Ｌａｎｄｓ 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 ｒｂ ａｎＰ ｌａｎｎｉ
ｎｇ ，２０ １ ４ ， １ ２５ （０ ６ ） ：

３８
－

４７ ．



１ １６ 石 家庄铁道大 学 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第 １４ 卷

［
５ ］俞孔坚 ， 段铁武 ， 李 迪华 ， 等 ． 景观 可达性作 为衡量城

市绿地系统 功能 指标 的评价方法 与案例 ［ Ｊ］
． 城 市规

划 ，
１ ９９９ （ ０８ ） ： ７

－

１ ０
，
４２

，
６ ３ ．

［
６ ］马琳 ， 陆玉麒． 基于路 网结 构 的城 市绿地景观可 达性

研究
——以南京 市主城 区 公 园绿地为 例 ［Ｊ ］ ． 中 国 园

林 ，
２ ０ １ １ ，

２７ （０ ７ ） ：

９ ２

－

９ ６
．

［
７ ］凌 自 苇 ， 曾 辉 ．

不 同 级 别居 住 区 的公 园 可达 性——以

深圳市 宝 安 区 为 例 ［ Ｊ ］ ． 中 国 园 林 ，
２０ １４

，３ ０（ ０８ ） ：

５９
－

６２ ．

Ｃ
８ ］Ｍａ ｌ ｌｉｃｋＲＫ ，Ｒｏ ｕｔｒａ

ｙ
ＪＫ ．Ｉｄｅｎ ｔ ｉｆ ｉｃ 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ａｃ ｃ ｅｓ ｓ ｉ

？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ｒ ｕｒａ 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ｃ ｅｎ ｔｅｒ ｓ ｉｎＫｅｎｄ ｒａ

ｐ
ａｒａ

Ｄｉ ｓｔｒ ｉｃ ｔ ，Ｏｒｉ ｓｓａ
，Ｉ ｎｄ ｉａ

：ａＧＩＳ－

ｂ ａｓ ｅｄａｐ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Ｊｏ 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Ａｐｐｌ ｉ
ｅｄＥ 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 ｉｏｎｓ

ａｎｄＧｅｏｉ 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０ １

，３ （ １ ）
：９９

－

１ ０５ ．

［９ ＨＫｏｎｇＦ ，Ｙ ｉｎＨ
，Ｎａｋａｇｏｓｈ ｉＮ．ＵｓｉｎｇＧ ＩＳａｎｄｌ

ａｎｄ
？

ｓ ｃａｐ ｅｍｅ ｔｒ ｉｃｓｉ ｎｔｈ ｅｈｅｄｏｎ ｉｃｐ
ｒ

ｉ
ｃｅｍｏｄｅｌ

ｉ ｎｇ
ｏ ｆｔｈ ｅａ

－

ｍｅｎ ｉｔ ｙｖａｌｕ ｅｏｆｕ ｒｂａｎ
ｇｒ ｅｅｎｓ

ｐ
ａｃｅ ：Ａｃａ ｓｅｓ ｔｕｄｙ 

ｉｎ Ｊ ｉ

？

ｎａｎｃ
ｉ
ｔ
ｙ ，ＣｈｉｎａＣ Ｊ ］ ．Ｌａｎｄ ｓ ｃａ

ｐ
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ｌ ａｎｎ

ｉ
ｎｇ ，

２００７
，７ ９ （ ０３ ） ：２４０

－

２ ５２ ．

［
１ ０ ］张金光 ，韦薇 ， 承颖怡 ，赵 兵 ． 基于 ＧＩＳ适宜性评价的

中小城市公园选址研究 ［Ｊ ］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 自 然

科学版 ，
２０１ ９ （ ０５ ） ： １

－

９ ．

［ １ １ ］戴继锋 ， 张国华 ， 翟宁 ， 等 ． 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设计技

术方法的完 善及 实 践 ［Ｊ ］ ． 城市 交通 ，
２０ １ １

，
９ （ ０ １ ）

：

４ ０
－

４６
．

［ １ ２ ］卢 宁 ， 李俊英 ， 闫 红 伟 ， 等 ． 城 市公 园绿地 可达 性分

析
——以 沈阳 市 铁 西 区 为 例 ［Ｊ ］ ． 应 用生 态 学 报 ，

２ ０ １ ４
，
２５ （ １ ０ ） ： ２９５ １

－

２９５ ８
．

［ １ ３ ］郦 晓桐 ， 杨鑫 ． 基 于网络分析法 的北京市 石景 山 区公

园 绿地 可 达 性 研究 ［ Ｊ］ ． 华 中 建筑 ， ２ ０ １ ６
，
３ ４ （ １ ０ ） ：

８ ３
－

８６ ．

［ １ ４ ］Ａ ｌ
ｅｘ

ｉ
ｓＣｏｍｂ ｅ ｒ

，Ｃｈ ｒｉ ｓＢｒ ｕｎｓｄｏ ｎ ？ ＥｄｍｕｎｄＧｒ ｅｅｎ．Ｕ－

ｓ
ｉ
ｎ
ｇ

ａＧ ＩＳ
－

ｂａｓ ｅｄｎｅ 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
ｙ
ｓ ｉｓｔｏｄ ｅ ｔｅｒｍ

ｉ ｎｅ ｕ ｒｂａｎ

ｇ
ｒｅｅｎ ｓ

ｐ
ａｃ ｅａｃ ｃｅｓｓ ｉ ｂｉ ｌ ｉ ｔｙｆｏ ｒ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ｅ ｔｈｎｉｃａｎｄｒ ｅ ｌ ｉ

？

ｇ
ｉｏｕ ｓｇ ｒｏｕ

ｐ
ｓ
［ Ｊ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 ｅａｎ ｄＵｒｂａｎＰｌ ａｎｎ ｉｎ

ｇ ，

２ ００ ８
，
８ ６ （ ０ １ ） ．

［ １ ５ ］胡 玥 ，蔡永立 ． 城市公 园社会服 务空间公平性 的定量

分析
——

以上海市 中心城 区为例 ［Ｊ ］
． 华东 师范大 学

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
２ ０１ ７ （ ０ １ ） ： ９ １

－

１０ ３
，
１ １ ２ ．

［ １ ６ ］尹海伟 ， 孔 繁花 ， 宗跃光． 城 市绿地 可达性与 公平性

评价 ［Ｊ］ ． 生态学报 ，
２００ ８ （ ０７ ） ： ３ ３７ ５

－

３ ３８ ３ ．

［
１ ７ ］刘常 富 ，李 小 马 ， 韩 东 ． 城市公 园 可达性研究

——方

法 与 关 键 问 题 ［ Ｊ ］ ． 生 态 学 报 ，

２０ １ ０
， ３０（ １ ９ ）

：

５３ ８ １
－

５３ ９０ ．

［ １ ８］叶 昌东 ， 赵 晓铭 ， 张媛媛 ． 基于人 口 指标与路网 指标

的绿地可 达性 比 较 研究
——以 广州 中 心 城 区 为 例

［Ｊ］ ？ 中 国 园林 ，
２ ０ １ ６ ，３ ２ （ ０７ ）  ： １ １ ５

－

１２ ０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ｐ ｔｉｍ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ＵｒｂａｎＰａ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ＴａｋｅＣｈａｎｇ
ｅ

ａｎＤ 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Ｓｈ ｉ
ｊ

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Ｃｉｔ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ｅ

Ｇ ａｏＬｉｑｉ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Ｈａｏ ，Ｃ ｕｉＮ ｉｎｇ

（ Ａｃａｄ ｅｍｙｏ
ｆ Ａｒｃｈ ｉ

ｔｅ ｃｔ ｕ ｒｅａｎｄＡｒｔ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 ｈｕａｎｇＴ ｉｅ ｄａｏ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Ｓｈ ｉ

ｊ
ｉａｚ ｈｕａ 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Ｂｙｍｅａｓ 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ｃｅｓ ｓ ｉｂ ｉｌ ｉｔｙｏｆｕ ｒｂ ａｎ

ｐａｒｋ ｓｉｎＣ ｈａｎｇ

？

ａｎＤ ｉ ｓｔ ｒｉｃ ｔ
，ｗｅｃａｎｐ ｒｏｖｉ

ｄｅｒ ｅ ｆ
？

ｅｒｅｎ ｃｅｆｏ ｒｔｈｅｆ ｕｔｕ ｒｅｏｐｔ ｉｍ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ａｒ ｋｓ ．Ｗ ｉｔｈｔ ｈ ｅｈｅ ｌｐｏｆｔｈｅｎ 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ｍ ｏｄｕ ｌｅｏｆ

ＡＲＣＨＧ ＩＳ １０
．
３ｐｌａ ｔ ｆｏ ｒｍ

，ｔａｋ 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

ａｎ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ｏ ｆＳｈｉｊ
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Ｃ ｉ ｔｙａｓｔｈｅｒ ｅｓ ｅａ ｒｃｈｏｂ
ｊ
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ｋａｃｃ ｅｓ ｓｉｂｉ ｌｉ ｔｙｏｆｗａｌｋ ｉｎｇ ，ｎｏｎｍｏ ｔｏｒｖｅｈｉ ｃｌ ｅａｎｄｍｏ ｔｏ ｒｖｅｈ ｉ ｃ ｌｅｔ ｒａｖｅ ｌｍｏｄｅｓｕｎｄｅ ｒｄ ｉｆ ｆｅｒ ｅｎｔｔ ｉｍｅ

ｌ ｅｖ ｅ ｌｓｉ ｓｃａ ｌｃｕｌ ａｔｅｄ ． Ｉｔ 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 ａ 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ａ ｌ ｌａｃｃｅｓ ｓｉｂ ｉ ｌ ｉｔｙｏ ｆｔｈｅｐａｒ ｋ
ｉｎＣｈ ａｎｇ

＾

ａｎＤｉｓｔ ｒ ｉｃ ｔｏｆＳｈ ｉ

ｊ

ｉ
？

ａｚｈｕａｎｇｃｉ ｔｙ
ｉｓ

ｐｏｏｒ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 ｉ ｌ ｌａ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ｌ ｉｎｄａｒｅａｓａｆｔｅ ｒ５５ｍｉｎｕｔｅ ｓｉｎ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ｖｅｌｍｏｄ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Ｗａ ｌｋｉｎｇ ｂ ｌｉｎｄａｒｅａ（ ５３ ．６３％ ）＞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 ｂｌ ｉｎｄａｒｅａ（４７ ．

０２％ ）＞ｍｏ ｔｏ ｒ

ｖｅｈ ｉｃ ｌｅｂ ｌ ｉｎｄａｒｅａ （ ２３ ．
６ ７％ ）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ｒｏａｄｎｅ ｔｗｏ ｒｋｓ ｔｒ 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ｐ ｔ ｉｍ ｉ 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ｋ ｌａｙｏ ｕｔａｎｄ

ｅｎｔｒａｎｃ ｅｓ ａｎｄｅｘｉ ｔ ｓ ，ｔｈｅｏ ｖｅｒａ ｌ ｌａｃ ｃｅｓ ｓｉｂｉ ｌ ｉ ｔ
ｙ

ｏｆＣｈａｎｇ
９

ａｎＤｉ ｓ ｔ ｒｉ ｃｔＰａｒｋｈａｓｂ ｅｅｎｓ ｉｇｎ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 ｉｍ？

ｐ ｒｏｖｅｄ ．Ａｍｏｎｇｔｈ ｅｍ ，ｗａ ｌｋ ｉｎｇａｃ ｃｅ ｓ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ｙ ｉｎｃｒ ｅａｓ ｅｄｂｙ３ ７ ．

２ ５％ ，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ｖｅｈ ｉ ｃｌｅａ ｃｃ ｅｓ ｓｉｂ ｉ
ｌ

ｉｔｙ
ｉｎ

？

ｃ 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４１ ．５ ８％ ，ａｎｄ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 ｃｌ ｅａｃ ｃｅｓ 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ｙｉｎｃ ｒｅａｓ ｅｄｂ ｙ１ ８ ．２２％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 ｎ ｅｔｗｏ ｒｋ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ｕ ｒｂａｎｐ ａｒ ｋｓ ；ａｃ ｃｅ ｓ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