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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愈发重视景观所能带来的丰富感官体验，以往视

觉环境特征主导的城市公园营造方法难以满足人们的更高需求。视觉和听觉作为人们最主要

的环境信息感知途径，探索二者与景观体验之间的关系可为优化城市公园视听感知品质提供

新的视角。研究选取了视景感知、声景感知、声源感知和公园功能特征 4 个维度共计 13 项指

标，对公园城市建设试点城市—成都环城生态区内 3 类具有不同主导功能的公园视听感知

品质进行评价，探索各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总体感知评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公园主

导功能特征与其视景、声景协调时，呈现的总体评价结果相对较好，且不同功能城市公园视

听感知品质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式均不相同。研究在揭示案例公园视听感知品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利用视听交互影响间接提升公园景观体验的思路，为优化不同功能城市公园视听感知品

质提供科学依据和灵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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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ities, people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rich sensory experience provided by landscape. Previous place-making 

methods for urban parks that mainly focus on visual landscape can no longer support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urban residents. Considering that vision and hearing are the most 

essential senses for people to perceiv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landscape experience ma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improving the audio-visual perceptive quality of urban parks. This research selects thirteen 

indicators from existing literature to measure the dimensions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aural 

landscape perception, sound source perception and functional features of urban parks, so as to 

evaluate the audio-visual perceptive quality of three urban parks with different dominant functions 

in Chengdu Outer-Ring Ecological Zon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foresaid dimensions 

and the overall audio-visual perception perceived by urban park users are explored. Results 

show that a park’s overall evaluation results turn out to be satisfying when its dominant functional 

features align with its visual and aural landscape attributes.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with respect to the audio-visual perceptive quality of urban parks vary 

with their func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e audio-visual 

perceptive quality of selected urban park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perspective of employ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udio-visual perception to improve people’s landscape experience in urban 

parks indirectly.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rigorous and flexible design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people’s audio-visual perception in urban parks with different dominant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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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多维度感官感知、空间参与过程以

及内在情绪反馈等众多因素共同构成了人们

的城市空间体验图景 [1-2]。公园作为城市重要

公共空间之一，是实现健康宜居城市建设目

标的基本要素 [3-4]，对于全方位提升城市居民

生活品质具有重要的心理、生理 [5-6] 和社会意

义 [7-8]。长期以来，公园营建多聚焦于空间或

场景的美学塑造，为空间形态、要素构成等

方面的视觉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9-10]。

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深入，噪声成为继空气

污染之后对公众健康产生重大威胁的另一严

重城市问题 [11]。声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

源，可以通过规划和设计干预，充分发挥其

促进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12]。因此，

视景主导的城市公园营造方法逐渐难以支撑

当代城市建设的更高要求，也难以满足城市

居民对公园品质和功能的更高期望。

近年来，视听品质虽已成为景观感知理

论和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之一 [13-14]，但在设

计实践中的应用仍较为浅显。目前，已有研

究可大致分为 2 类：1）关注视景和声景 2 类

景观感知之间如何相互影响；2）探究 2 类感

官如何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整体景观感知结果。

前者通常以视景和声景其中之一作为自变

量，验证二者之间或为促进、或为遏制的关 

系 [15-18]。已有研究发现水、植被等自然要素能

够有效缓解周围环境中的噪声给人们带来的

负面感受 [19-20]，而噪声声源是否可见则会直

接影响人们感知到的噪声“响度”[21]。相应

地，当环境中的噪声超过一定限度时，也会

影响人的视觉感知 [22]。后者则主要借助多变

量模型的构建 [20] ：以主观的声景感知（如噪

声及其他各类声源感知烦恼度 [19-20]、声音特征

描述 [23-24]、个人噪声敏感度 [19]、个人声源偏

好 [24] 等）、视觉感知等预测人们的整体景观体

验（如环境总体印象 [24]、偏好、满意度、舒适

度 [23] 和人们在环境中产生的情绪 [20, 23] 等）；或

以客观的视景构成特征（如植被、建筑物、道

路、广场、水 [19-20, 24]、光环境 [23] 等）和声景特

征（如交通噪声分贝值 [20]）预测人们的整体景

观体验。

视景和声景对总体景观体验的影响，以

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在视景或声景

受限的情况下，作为间接提升公园视听感知

品质的工具，并据此形成灵活的视听品质优

化方法。然而，由于视景和声景所涵盖的因

素众多，研究结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故上

述视听交互的研究成果鲜少系统地应用于景

观品质的评价和设计提升中；此外，所评价

环境的功能特征也是决定其视听感知品质提

升路径的重要因素 [25]，但在现有研究中也未

作充分考虑。本研究认为，城市公园的视景、

声景特征及主导功能均会对人们的景观体验

产生影响，其视听感知品质的有效提升需考

虑视景、声景和公园功能特征等维度的综合

评价结果和影响方式。本研究通过筛选已有

理论及实证研究中与城市公园视景、声景品

质相关的各项指标，对国内首个公园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成都环城生态区中 3 个主导

功能明显不同的城市公园进行评价；根据评

价结果和视听感知之间的相互影响，综合考

虑城市公园功能特征，针对不同功能的城市

公园归纳相应的视听品质提升思路，以追求

城市公园品质的全方位、多维度优化。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

研究旨在将视听感知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二者对人们景观体验的综合影响应用于

不同功能城市公园品质的评价和提升中。因

此，既需关注视景、声景的单一影响，也需

考虑二者相互作用对人们景观体验产生的综合

效应，故选取评价指标对公园视景、声景 2 个

维度感知进行描述。

已有大量研究基于景观感知的一般范

式 [26]、瞭望 - 庇护 [27]、信息处理 [28] 和压力舒

缓 [29] 等经典感知理论，归纳出自然 [30]、美

感 [31]、 静 谧 [30]、 开 阔 [30, 32]、 层 次 [27, 30]、 多 

样 [30]、秩序 [30] 和社交 [30, 33]8 类最为重要的视

觉感知品质。将这 8 类指标作为相关感知评

价的指标基础，广泛应用于欧洲的景观评估

和设计中 [34]，并已在 60 多项研究中得到了应

用和验证 [35]。因静谧、多样、社交和文化 4 项

可能引起对除视觉以外其他景观感知维度的

思考，且公园本身即是城市中自然环境的典

型代表，故本研究仅选取美感、开阔、秩序、

层次 4 项作为视景感知维度评价指标。

声景评价的常用指标包括响度 [36]、噪声

烦恼 [37]、静谧 [17]、声景质量 [38] 和适宜性 [39]

等。Axelsson 等整合了大量的潜在声景感知属

性，通过主成分分析和验证，构建了感知情

感质量（PAQs）模型，评价声景感知的 8 个

方面：愉快、活跃、事件性、杂乱、烦人、

单调、无事件性和平静 [40]，这一模型后被纳

入声景国际研究标准（Acoustics –Soundscape 

ISO/TS 12913-2: 2018）[41] 中，作为声景感知

数据收集的重要内容。因愉快、平静、事件

性、烦人和无事件性 5 项均可能由除听觉以

外其他环境信息引起，故剔除；又因杂乱、单

调与活跃语义不同，故转为与其对应的积极

词和谐、平淡。因此，本研究选择和谐、活

跃、平淡 3 项作为声景感知维度评价指标。

以上视景、声景感知指标仅能体现人们

对环境视听品质的主观感受，无法形成与环

境直接相关的联系，而声景品质与环境因素

之间的已有证据又明显少于视景研究。声源

感知能够综合描述人们感知到的具体声音类

型、大小、对人们的影响作用等，是与环境

因素发生直接联系的声景评价维度 [16]，故

也被纳入本次评价。研究参考声景国际研究

标准 [41]，将公园中可能存在的声源感知类型

分为交通声、机器声、人类活动声和自然声 

4 类，以便基于评价结果进一步寻找优化声景

品质的方法。此外，因研究强调城市公园视

听品质对使用者感知的影响也与其本身承载

的功能紧密相关 [42-43]，故本次评价的另一个重

点是考虑公园功能特征对人们视听感知的影

响。城市公园定义中明确了生态、景观、休

闲作为其主要功能 [44]。据此，研究将公园功能

划分为生态保护、景观休闲和活动娱乐 3 类，

分别研究公园功能特征与其视听感知品质的

关系。

经预试验主成分分析，发现层次、秩序

2 项载荷较大，可合并。既有研究认为层次

和秩序是对同一类环境品质从不同视角进行

的描述 [45]，考虑在视觉感知主观评价语境下

对这 2 项指标的理解难易程度，故剔除层次。

最终确定城市公园视听感知品质评价指标共

13 项，分别测度视景感知（3 项）、声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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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3 项）、声源感知（4 项）和公园功能特征 

（3 项）4 个维度（表 1）。

1.2  研究场地

研究以成都环城生态区为例（图 1）。环

城生态区作为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重要着力

点，既是《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中

划定的重点建设区，也是《成都市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规划》中六大公园城市场景的承载

地之一。环城生态区划定在成都市沿中心城

区绕城高速公路两侧各 500 m 范围内，占地面

积约 187.2 km2，中心环线长约 99 km。首期推

进环城生态区南段建设，目前基本完成南段

绕城高速可视范围内涉及的土地整治、生态

修复以及重要节点建设，显著提升了周边区

域环境品质，受到公众广泛好评 [49-50]。

然而，环城生态区交通区位条件特殊 

（图 1），受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及机场噪声影

响严重，现状针对已建项目的大部分负面评

价均有关噪声问题 [51]，严重影响了市民及游

客在环城生态区城市公园中的景观体验。本

研究在成都环城生态区范围内选取 3 类主导

功能不同且存在噪声问题（预实验中测量的场

地声压级接近甚至超过了 GB 3096—2008《声

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 70 dB 限值）的公园

作为研究场地，应用上述 13 项指标对其视听

品质进行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研判各类

公园视景和声景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依

据城市公园语境下视、听感知之间，以及对

人们总体景观体验的影响，提出不同功能类

型公园的适应性视听品质改善方法，为后续

提升环城生态区城市公园视听感知品质设计

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依据已建成城市公园的功能类型、周边

用地以及受交通噪声影响情况，环城生态区

南段可划分为 4 个特征段。综合考虑各特征

段内公园建成情况、已开放区域和游客活动

路线等因素，最终确定天府芙蓉园、江家艺

苑和青龙湖湿地公园分别作为景观休闲、活

动娱乐和生态保护类公园的代表，并分别围

绕园内热门地标（天府芙蓉园向日葵花海、江

家艺苑海豚雕塑广场和青龙湖湿地公园生态

草坪）选取不大于 500 m×500 m 的声漫步区

域。划定的声漫步区域距离公园任一入口步

行距离均大于 5 min[52]，可以保证参与者自入

口步行至声漫步区域后能够完全沉浸于公园

氛围中（图 2，表 2）。

表 1  城市公园视听感知品质评价体系

Tab. 1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audio-visual perception quality of urban parks

视听品质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指标定义 已证影响

视景感知

美感 V1[16] 视环境具有一定的美感度 积极

开阔 V2[46] 视环境较为开阔、较少遮挡 U 型

秩序 V3[46] 景观元素是有序的，而不是杂乱的 U 型

声景感知

活跃 A1[47] 声环境是充满生机的 积极

平淡 A2[12] 没有突出、刺耳声音出现 U 型

和谐 A3[48] 整体声环境是相融合的 积极

声源感知

交通 S1[16] 由交通工具发出的声音 消极

机器 S2[16] 由人类创造出的机器发出的声音 U 型

人类活动 S3[16] 由人类及人类活动发出的声音 U 型

自然 S4[16] 自然界的生物发出的声音 积极

公园功能特征

景观休闲 L 以观赏为主要功能

活动娱乐 E 以各类娱乐健身活动为主要功能

生态保护 P 以植物保育为主要目的

    注：U 型影响指不超过临界点呈积极（消极）影响，超过临界点时反呈消极（积极）影响的情况。

1 成都环城生态区区位
Location of Chengdu Outer-Ring Ecological Zone

2 研究场地及声漫步区域
Research sites and sound walking areas

1

铁路线
高速 /快速路0 2 4 6 8 10 km

N

环城生态区范围

表 2  研究场地基本信息

Tab. 2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earch sites

研究场地 功能特征 景观特征 声源类型 噪声来源 声压级 /dB

天府芙蓉园 景观休闲
花田、草坪为特色；自然 +

少量人工
人类活动声和自然声并重 飞机噪声 78

江家艺苑 活动娱乐
湖泊、艺术雕塑为特色；自

然 + 人工
人类活动声为主，辅以自然声 绕城高速、铁路 90

青龙湖湿地

公园
生态保护 观景、休憩、生态保育为主 自然声为主 绕城高速 69

2天府芙蓉园
    注：红色虚线部分表示声漫步区域。

江家艺苑 青龙湖湿地公园

0 500 m400300200100
N

0 500 m400300200100
N

0 500 m4003002001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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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析，得到视景感知、声景感知、声源感

知 3 方面结果（图 3，表 4），发现：1）视景

感知上，青龙湖湿地公园在美感和开阔 2 项评

价结果上均为最好，仅在秩序上略逊于其他 

2 个场地；天府芙蓉园和江家艺苑 2 处的美感

和开阔感知结果较为接近，而在秩序一项上，

天府芙蓉园评价得分高于江家艺苑。2）声景

感知上，3 个场地的平淡项得分均较低，江家

艺苑给人们的声景感知最为平淡；活跃和和谐

评价结果则相对较好。其中，江家艺苑的声

景最不活跃，天府芙蓉园内的声景和谐度最

低。3）声源感知上，天府芙蓉园中所能听到

的交通声和机器声远远高于另外 2 个场地；而

青龙湖湿地公园中则以人类活动声、自然声

最为明显；自然声感知优势度从高到低依次

是江家艺苑、青龙湖湿地公园和天府芙蓉园。

3 评价指标均值分布
Distribution of the mean value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4.50

3.50

2.50

1.50

4.00

4.00

2.00

1.00
美感

视景感知 声景感知 声源感知

天府芙蓉园 江家艺苑 青龙湖湿地公园

活跃开阔 平淡秩序 和谐 交通 机器 人类活动 自然

评
价
结
果

表 3  视听品质主观总体评价描述性统计

Tab.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ubjective overall evaluation of audio-visual quality

总体评价
天府芙蓉园 江家艺苑 青龙湖湿地公园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视景感知满意度 3.72 0.94 3.96 0.72 4.35 0.55

声景感知满意度 2.90 0.88 3.92 0.74 3.65 0.78

表 4  评价指标数据描述性统计

Tab.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评价 选取指标
天府芙蓉园 江家艺苑 青龙湖湿地公园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视景感知

美感 3.62 0.90 3.76 0.83 4.08 0.63

开阔 3.66 1.04 3.64 0.95 4.46 0.76

秩序 3.66 0.86 3.60 1.29 3.54 0.86

声景感知

活跃 3.62 0.78 2.68 1.07 3.42 1.14

平淡 2.14 0.95 2.96 1.14 2.19 1.13

和谐 3.07 0.75 3.96 0.84 3.92 0.74

声源感知

交通 4.21 0.73 2.40 0.76 3.00 1.02

机器 2.97 1.09 1.72 0.79 1.54 0.95

人类活动 3.41 1.18 3.28 1.10 4.23 0.82

自然 3.48 0.83 4.40 0.76 3.73 1.08

1.3  数据获取

研究基于选取的 13 项指标设计问卷，采

用实地调研形式对场地视听品质进行评价，

获得对 3 个公园的视听品质满意度的主观感知

评价结果。问卷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设计

视景、声景感知总体满意度指标 2 项 [25, 53-54]，

分别调查参与者在场地中的视听感知体验满

意度评价情况；第二部分基于前述选定的感

知指标设计，其中评价视景的 3 项（美感、开

阔、秩序），声景 3 项（活跃、平淡、和谐）以

及声源 4 项（自然、人类活动、交通、机器）。

对场地中 4 类典型声源的感知评价采用优势

度概念 [55]，即由参与者感知到的某种声音出现

次数和响度共同决定该声源的主导地位 [55]。两

部分均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 [56]，表明参与者的

感知与指标评价内容的相符程度（1 表示完全

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为控制可能因个体差异导致的感知偏 

差 [57]，问卷调查参与者包括统一招募的成都

本地大学生以及在各场地现场招募的公园日

常使用者，每个场地保证参与者 30 人。其中，

固定大学生参与者 10 人，非固定现场招募的

公园日常使用者 20 人。参与者均具有良好的

视力、听力条件，不存在色弱、听力障碍等

问题。所有参与者均享有完整的知情权和匿

名保护，并承诺自愿参加本项研究。

研究在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风速在

5 m/s 以下的天气条件下进行，3 个场地的

问卷调查分别在连续的 3 个工作日 08 ：00— 

12 ：00 完成。参与者在由研究人员带领行至

声漫步区域后，独自在声漫步区域内自由漫

步、停留，专注观察环境特征、聆听环境中

的声音，持续感受 5 min 后 [58]，通过移动电子

设备完成在线问卷并提交。最终获得有效问

卷 90 份，每个场地 30 份，其中男女比例约为

1∶3，年龄均值 22。样本数量符合视景和声

景评价研究中对效应量的要求 [59]。

2  结果与分析
对回收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 

12 项评价数据的组合信度 Cronbach’s α 均大

于 0.6，说明回收数据有效 [60]。对问卷结果进

行基于性别和使用者类别（统一招募的当地大

学生和现场招募的公园日常使用者）的独立

样本 t 检验，方差方程 Levene 检验值均大于

0.05，数据符合方差齐性，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显著值同样均大于 0.05，说明性别和使用者类

别不对评价结果造成显著感知差异影响。

2.1  视听感知满意度总体评价

视、声景感知满意度总体评价均值计算

结果显示，3 个场地的视景感知满意度总体

评价均优于声景感知满意度总体评价。其中，

天府芙蓉园无论在视景还是声景上，现状感

知满意度评价结果均最低；江家艺苑的视景

感知满意度总体评价结果低于青龙湖湿地公

园，但声景感知满意度却高于青龙湖湿地公

园（表 3）。

2.2  视景、声景各指标评价

对选取的视、声景指标进行均值和标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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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视景感知、声景感知和声源感知影响

分析

对视景感知、声景感知和声源感知 3 个

维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3 组指标相

互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1）声景感知维度对视景感知维度总体呈

促进作用。其中，活跃、和谐的声景特征能

够增强人们视觉感知到的美感和开阔，而视

觉感知到的秩序则会受到声景和谐度的积极

影响（表 5）。2）声源感知对视景感知的影响

则较为复杂，主要取决于声源的类型。其中，

交通声、机器声均会对视景感知产生消极影

响，交通声与视觉的美感、秩序呈显著负相

关，机器声也会影响人们感知到的视觉开阔和

秩序。自然声、人类活动声则有助于提升人

们感知到的视觉品质，尤其是自然声，对视

景感知的 3 项指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表 6）。

3）声源感知对声景感知的影响趋势与视景感

知的影响基本一致。交通声和机器声仍起负

面影响，但仅作用于和谐一项声景感知指标。

人类活动声和自然声分别与活跃、和谐呈正

相关。此外，人类活动声会对平淡产生显著

的消极作用（表 7）。

2.4  视景与声景感知总体评价影响因素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 8），视景感知、

声景感知和声源感知对人们的总体视听感知

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且在不同功能的公园

环境中影响方式不同。

视景上美感和秩序感的提升，对于景观

休闲、活动娱乐和生态保护 3 类公园的总体

视景感知满意度评价均有显著积极影响，而

开阔度则仅作用于天府芙蓉园（景观休闲类）；

此外，部分声景特征也会明显改善人们的总体

视景感知满意度评价结果。例如，声景的活跃

表 7  声景感知维度与声源感知维度之间的相关性

Tab. 7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spects of aural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sound source perception

指标
声源感知

交通 机器 人类活动 自然

声景感知

平淡 -0.192 0.052 -0.233* 0.197

活跃 0.103 0.017 0.454** -0.010

和谐 -0.428** -0.348** 0.131 0.276*

    注：** 表示极显著相关，* 表示显著相关；- 表示负相关。

和和谐度的提升都有助于江家艺苑（活动娱乐

类）和青龙湖湿地公园（生态保护类）视景满

意度评价结果的提升；声源类型上，研究结果

仅显示出自然声对于青龙湖湿地公园（生态保

护类）总体视景满意度评价结果的积极作用。

影响声景感知满意度总体评价结果的视

景指标主要有美感和秩序 2 项，对 3 类公园均

有积极作用，而开阔度则仅对天府芙蓉园（景

观休闲类）有积极影响；和谐的声景对于 3 类

公园的声景感知总体评价都有积极影响，而

平淡则无明显相关。声景活跃度对于江家艺

苑（活动娱乐类）和青龙湖湿地公园（生态保

护类）均呈促进作用，但对天府芙蓉园（景观

休闲类）没有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场地中

所感知到的交通声的增加对于青龙湖湿地公

园这类生态保护公园的声景感知满意度有显

著消极影响，而自然声对于天府芙蓉园（景观

休闲类）和青龙湖湿地公园（生态保护类）的

总体声景感知满意度则有明显提升作用。

3  讨论与结论
城市公园视听品质评价应综合考虑视景

和声景感知，并同时将公园功能特征纳入考

量。本研究选取了视景感知、声景感知、声

表 5  视景感知维度与声景感知维度之间的相关性

Tab. 5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spects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aural 

landscape perception

指标
声景感知

平淡 活跃 和谐

视景感知

美感 0.114 0.409** 0.468**

开阔 0.135 0.273* 0.339**

秩序 0.105 0.189 0.534**

    注：** 表示极显著相关，* 表示显著相关；- 表示负相关。

表 6  视景感知维度与声源感知维度之间的相关性

Tab. 6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spects of visual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sound 

source perception

指标
声源感知

交通 机器 人类活动 自然

视景感知

美感 -0.224* -0.181 0.203 0.301**

开阔 -0.160 -0.290** 0.290** 0.235*

秩序 -0.328** -0.255* 0.054 0.386**

    注：** 表示极显著相关，* 表示显著相关；- 表示负相关。

表 8  视、听感知满意度评价与 3 维度评价相关性分析

Tab. 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on the overall audio-visual satisfaction and that of the three aspects above

总体

评价

公园及其

特征

视景感知 声景感知 声源感知

美感 开阔 秩序 平淡 活跃 和谐 交通 机器 人类活动 自然

视景

感知

天府芙蓉园

（景观休闲类）
0.658** 0.543** 0.401*   0.277 0.223 0.324 -0.223   0.128 -0.053 0.353

江家艺苑

（活动娱乐类）
0.734** 0.217 0.597**   0.397* 0.404* 0.604**   0.104 -0.020 -0.089 0.178

青龙湖湿地公园

（生态保护类）
0.716** 0.360 0.510**   0.017 0.551** 0.449* -0.210 -0.289 0.081 0.556**

声景

感知

天府芙蓉园

（景观休闲类）
0.433* 0.416* 0.415*   0.267 0.216 0.749** -0.349 -0.040 0.109 0.644**

江家艺苑

（活动娱乐类）
0.629** 0.189 0.646**   0.093 0.514** 0.517** -0.014 -0.177 0.227 0.129

青龙湖湿地公园

（生态保护类）
0.535** 0.076 0.400* -0.101 0.411* 0.628** -0.541** -0.326 -0.057 0.399*

    注：** 表示极显著相关，* 表示显著相关；- 表示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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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感知和公园功能特征 4 个维度 13 项指标，

对公园城市建设试点城市—成都环城生态

区内 3 类具有不同主导功能的城市公园：青龙

湖湿地公园（生态保护类）、江家艺苑（活动

娱乐类）和天府芙蓉园（景观休闲类）的视听

感知品质进行评价，并对各维度之间的相互

作用和总体感知满意度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

进行探索；通过准确反映 3 个维度之间的作用

关系，为优化不同主导功能的城市公园视听

感知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发现，视景、声景感知总体满意度

评价最好的是青龙湖湿地公园，说明当公园

的主导功能特征与其视景、声景协调时，呈

现的总体满意度相对较好 [61-64]。对活动娱乐性

公园而言，活跃的声景和有秩序的视景才能

够满足人们对景观体验丰富性的要求 [30]。既

有研究表明，人们更希望在观赏型景观中听见

自然声，在功能性景观中听到人类活动声 [25]。

因此，此类公园应鼓励引入除自然声以外的

其他积极音（如人类活动声 [65]、音乐 [66]、流

水声 [67] 等）以增强声景活跃度 [40, 68-69]，强化公

园特色。景观休闲类则需以开阔的视景以及

和谐、活跃的声景为特色，场地中可听见大

量的自然声、人类活动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声景活跃度，满足人们对于此类公园的

期待。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功能城市公园

视听感知品质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式均不相

同。总的来说，视觉的美感对 3 类公园视听

感知品质均有积极作用，秩序对活动娱乐和

生态保护类有积极影响，而开阔则仅能提升

景观休闲类公园的总体视听感知满意度；类

似地，声景的活跃和声源中的自然声在大多

类型中起积极作用，而当环境中的交通声和

机器声增多，视觉感知满意度评价则会因此

下降。此外，人类活动声对 3 类公园的影响

较不稳定，这也与既有研究中的结论较为一

致 [19, 20, 24, 53]。

虽整体结果满足各项数据检验标准，公

园的评价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但研究在实

验设计、分析等过程中仍存在一定局限。指

标选取上，声源感知维度为 4 项指标，而其

余 3 个维度均为 3 项，造成各维度间权重略有

差异。虽然指标评价结果有效性在数据分析

中得到了验证，但后续还需进一步优化对指

标权重的考虑，以提升其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实验设计中，考虑到场地均为开敞的公园空

地，仅划定声漫步区域而非固定的声漫步路

线，参与者在场地中漫步、驻足的方式差异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评价误差。此外，研究于 

7 月展开，虽选择一日内气温较低的上午调

研，但较高的环境温度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人们的感知评价结果 [70]。成果应用上，

研究中所应用的各项指标均是对城市公园视

听品质的主观感知描述，评价结果尚未建立

与客观设计特征的有效联系，难以直接应用

于景观设计实践。未来相关研究还需积极探

索能够将主观的景观感知体验转化为设计语

言的有效途径，增强此类评价研究的应用效

能。此外，受限于研究场地的数量、位置和

周边噪声问题的类型，研究结论目前仅能为

成都环城生态区的公园提供视听品质的改善设

计建议。未来需利用该方法对全国各地的公园

内进行大规模评价、验证，才能归纳出更具普

适性和广泛应用潜力的设计实践结论。

研究评价了成都环城生态区 3 类城市公

园的视听品质，并归纳、探讨了不同功能城

市公园视听感知品质的提升重点，包括：景观

休闲类公园中应注重视觉秩序、声景和谐以

及鼓励自然声的保护和引入；活动娱乐类公

园应以改善视觉美感、开阔，以及增加人类

活动声来提升声景活跃度为主；而视觉秩序、

声景活跃和和谐的改善都能优化生态保护类

公园的视听感知品质。研究尝试将复杂的视

听感知影响应用于城市公园视听品质的优化，

不仅为塑造高品质城市公园提炼了设计重点，

也拓展了视听感知品质在城市场所营造中的

实践方式和应用范围，为构建以多感官感知

为基础的城市空间体验图景做出了实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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