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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除蓄水堤坝水潭处可游泳外，其他水域不能开展水
上活动。规划中，在湿地下游沼泽地补种荷花、芦苇、
野芋等植物，湿地面积约4公顷，见图1。
              

图1  生态湿地图

4.1.2  官印石

生态湿地中段官泉居北向有一大巨石，石形似立
方体，稳固大方，能独占一方，自行景点。巨石周边自
然植被丰富，还有一泉从石边涌出，即“官泉”。此石
因自然生态，十分稳重，显大气，因此有“官印石”之
称。相传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路过融安（大良），在大
良一带停留较长时间，因粮食不足，只好向当地大众征
招，因多次征粮，群众对此特别反感，当征收到官村
时，群众已经无粮可提供，官人非要征粮，拿出印章以
服大众，从此，官印就在官村留下了印墨，见图2。
             

图2  官印洞图

4.1.3  官村响瀑

自然瀑布因湿地溪在此落差而成瀑布，又因瀑落时
有巨大声响，近听如咆哮，因此称“响瀑”。响瀑呈多
级跌落，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整个瀑体隐藏于溪水杂树
之间，游人通过听松亭石级下到观瀑台就可看到并听其
声响。

4.2  项目建设建议
（1）重视对景区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

对官村生态湿地的保护，绝不能破坏这些资源，两山夹
水的地貌空间必须原生保护，严禁在景区喀斯特峰峦内
挖石开方。

（2）注重官村传统村落的建设风格，按规划设计方
案实施，不得改变原有民居建筑固有风格，新建的砖混
结构楼房要适当外观修缮装饰，突出传统民居样式。

（3）分期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山庄片区重点项
目要优先安排，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安全设施要先期
做好。

（4）加强技术合作，注重考察吸收外部生态农业种
植展示的成功经验，学习生态湿地保护技术，同时加强
湿地生态科普教育，运用科普项目提升景区品质。

（5）要重视管理运营，组建有技术有经验的景区管
理团队，成立景区投资开发与管理公司，以公司运营模
式进行景区开发建设。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当地群众
参与项目建设，保证项目建设有利于致富一方，造福乡
民，适当开展联谊活动，密切民众，共同分享项目成果。

5  结语
乡村生态湿地的景观打造应遵循“尊重原貌，回

归自然人文生态，集聚休闲娱乐功能，展示乡村风景特
色”的原则，以“整合空间功能布局，凸现乡村山水要
素，确保景域主题特色”为规划理念，以生态旅游基本
要素及生态伦理观融入旅游元素，进行综合创新布局。
提倡自然循环和自然生态，根据景区自身特点与现状，
坚持生态原貌为先，适当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利用山
水空间的优势，突出生态湿地与自然环境空间的保护，
综合展示乡村自然风貌和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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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策略

□  马潇潇

[摘   要] 我国正处于儿童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初级阶段，城市建设中仍有一些对儿童不友好的问题存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孩子们
居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能否拥有开阔、多样化的绿色活动空间，是城市设计者需要关注的问题。从儿童视角出发，提出在社区
儿童出行路径、活动场地、儿童设施、绿化等方面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更新策略。

[关键词] 儿童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策略

1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和特征
1.1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
“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于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

居环境会议决议中首次提出，建议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
入街区或城市的规划中。这个以儿童利益为中心的倡导
性计划，重点是引导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行动计划让城市
环境适合儿童生活、成长，为政府和社区提供一种能让
儿童积极参与城市质量评估的方法，从而使儿童在城市
中获得优先权，通过一定措施，提升原有街区或城市的
儿童友好度。

1.2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特征
（1）所有的儿童都能便捷地获取高质量的社会公共

设施、充足健康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安全的活动场地[1]。
（2）地方政府确保在城市治理和政策制定上以儿童

优先为原则。
（3）为所有年龄段的儿童提供安全的活动环境，使

他们能够充分地在这种环境中玩耍、学习和交往。
（4）保护儿童免受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危害，在公平

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5）儿童有权利参与关于他们生活的决策，有权利

保护他们提出意见的机会。
（6）给予弱势儿童群体更多的关爱。
（7）消除因为性别、社会和经济差异造成的歧视。
2  国内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举措
2.1  国内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举措
我国关于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

较晚，近年来，国内对居住区儿童活动场地的趣味性、
安全性等方面均有关注，深圳、武汉、长沙等城市提出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口号。深圳自2011年实施第三轮

《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来，规划
中大部分可比量化指标提前达到标准；2016年率先系统
性提出“建设中国首个儿童友好型城市”目标，将儿童
参与纳入城市管理中，完善城市公共政策体系，构建适
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城市环境。长沙于2016年开始
编制儿童友好型城市设计导则，从交通空间方面开始
改造。

2.2  国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举措
2.2.1  英国伦敦“步行巴士”

“步行”巴士按照传统巴士的路线，沿途设立“站
点”，由学生家长轮流护送孩子们步行上下学，一般是
一位家长在队伍的最前面充当“司机”，另一位充当
“售票员”跟在队伍的最后，家长一前一后护送孩子上
学放学，是一种环保健康的出行方式。

2.2.2  荷兰代尔夫特市“儿童出行路径”

1986年荷兰代尔夫特市构建了自行车网络系统，
连接学校和其他活动场地的骑行路径，提高了学生的每
日活动量。此外还启动了确保儿童活动安全的七个子项
目。在儿童出行、儿童游戏质量等方面逐步完善，和周
边城镇建立网络体系，建成“儿童友好型城市”。七个
子项目中包括儿童出行路径，为单独出行的儿童设置安
全通廊，通廊具有安全性、连通性、可玩性，儿童可以
沿着通廊骑行或步行到达目的地，这个网络将出行、游
戏、运动等功能串联起来，其功效超过单个场地，使儿
童能独立、便捷地前往学校、运动场。

2.2.3  美国丹佛“见学地景”模式

有美国“第一儿童友好型城市”之称的丹佛，探索
出了“见学地景”的模式。该模式由科罗拉多大学景观
建筑系进行设计，将全市废弃的学校场地改造为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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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乐空间，由学校师生、社会公众进行沟通、共同
设计。每一个“见学地景”空间都包括公共活动区、户
外艺术、可参与的安全游戏设施，多样化的游戏场地和
认知自然的场地使多个见学场地逐步形成网络，构成不
同规模的儿童户外游乐场地。

3  儿童友好型城市设计要素
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主要体现在提高绿化和休闲空

间的质量，优化儿童出行路径，避免交通危害，增加更
多的公共设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3.1  安全性
安全性是保障儿童户外活动的基本要素，儿童是未

成年人，在公共空间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其身心健康和性
格特点，确保儿童在安全的环境中尽情玩耍。安全性主
要体现在交通安全、游戏设施安全。如儿童上学放学的
途中，降低机动车辆对儿童危害的可能性，规划安全
出行路径；儿童设施在选材和尺度上考虑儿童的使用
需求。

3.2  可达性
对经过学校拥堵的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构建绿道、

通廊等线性空间串联儿童活动板块，使儿童可以步行或
骑行，让儿童更加便捷地前往目的地。

3.3  游憩性与多功能性
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应充分考虑儿童的使

用需求，以儿童的视角出发，设置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
使用的游戏设施，根据儿童的使用需求，增加攀岩、跳
跃、沙坑等能够激发儿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项目，满足
儿童交往、探索的需求。同时为儿童创造可以亲近自然
的绿地环境，让孩子们在自然中玩耍。儿童在户外活动
中有时会有父母或老人陪伴，功能区的设置还要考虑实
现以上人群的休憩、等候需求，在儿童活动区的设计中
将游戏区与休憩区结合起来。

4  社区儿童活动空间更新策略
4.1  社区儿童活动空间存在的问题
社区是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在一

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及其生活、活动
区域。我国社区主要分为多层社区及高层垂直社区两大
类型。多层社区分为多层低密度社区及多层老旧社区，
多层低密度社区的优点在于容积率低，公共空间相对开
敞，孩子们拥有更多活动空间，但这种类型的社区多为
人车混行，机动车对儿童的活动造成了干扰与威胁。多
层老旧社区多为早期建成，年代较久远，公共设施陈
旧，街道空间狭小，缺少儿童专属的活动空间，儿童游

戏设施缺乏或单一，部分游戏设施的尺度不合理，有
些社区仅放置1～2个滑梯，游戏设施的类型和数量无法满
足儿童需求，以至于很多儿童只能使用成人健身器材[2]。

4.2  社区儿童活动空间更新策略
一个好的社区应该具备完善的儿童游戏设施、开阔

的绿地空间及优质的活动场地，这些配套设施有利于提
高儿童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

4.2.1 优化儿童出行路线

以儿童为中心规划安全路线，连接社区至学校、
图书馆、公园等目的地，构建安全通廊，配备指示性强
的标语引导儿童出行，可以结合灯光、图案、标语打造
富有创意的廊道环境，形成儿童专属路线，具有趣味
性、安全性等特点[3]。在儿童路线中增加减速带、限速
标识，并在功能区规划中尽可能减少儿童穿越路口的次
数，减少其与机动车的接触。儿童安全路线道路设计
参照绿道设计规范，增加路缘石，增加步行道和骑行
道，在道路两侧增加花镜植被，通过绿化带将步行道
路和车行道路进行分隔。合理地规划儿童出行路线，
鼓励儿童骑行或步行上学，缓解社区及学校周边的交
通拥堵。

4.2.2  提高儿童游戏场地与设施的质量

儿童游乐场地可以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激发儿
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游戏场地的尺度根据社区规模设
定，垂直社区可在居住小区中央绿地设置儿童游戏场
地，用乔木、花灌木进行围合，使场地具有遮阳的功
能，如果周边缺少大型公园，结合口袋公园的理念设置
儿童游戏场地。老旧社区由于街道狭窄，缺乏集中性绿
地，儿童游戏场可以见缝插针地灵活布局。社区周围应
配备公园，让孩子们能够在绿地中尽情地玩耍。公园可
以承担更多灵活的活动，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游戏场
地，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想象、攀爬、冒险、交往以
及自然玩耍、亲近自然的需求，可以结合特定的游乐设
施、水景、攀岩墙、大草坪、沙坑、趣味雕塑、互动装
置进行儿童游乐区的优化。儿童玩耍空间还要考虑季节
性，增加塑胶地垫，避免场地结冰。儿童设施的选址要
考虑便捷方便，适宜规划在儿童方便达到的区域，设施
本身应具备安全性、趣味性、共享性，尽量集中布置。
游戏设施的尺度及材质是设施更新的重点，应选用适合
不同年龄段儿童身高的游戏设施，选材要考虑经久耐
用、安全舒适的材料，可选择竹木等质地柔软的材质或
金属材质，设施的边缘进行棱角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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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河流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  侯宇江    白   雪

[摘   要] 借助GIS手段，研究发现潇河流域乡村聚落在空间呈集聚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主要为高程、坡度、坡向、河流、交通等环境
要素。从数据和理论的角度为聚落合理用地、居民搬迁选址与优化聚落空间格局等问题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也为乡村聚落用地整
合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潇河流域

聚落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而产生的综合结果，
反映一种土地利用类型[1]。聚落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可
以作为展现一个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综合关系的
依据，并对聚落空间格局优化有突出参考价值[2]。本文运
用GIS手段，探究潇河流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其影响因素，提出流域内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相关策略。

1  研究范围界定
位于山西晋中地区的潇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潇

河全长147km，流域面积3894km2，其源头在昔阳县沾
尚乡陡泉山西麓的马道岭，自此向西先后流经寿阳县、
榆次区、清徐县王答乡，最终在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乡
洛阳村汇入汾河 。

2  潇河流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本文从Google Earth卫星影像中获取潇河流域乡村

聚落点的相关数据，并在Arcgis软件中建立数据库进行
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潇河流域乡村聚落的分布呈现
出相对规律性。

2.1  平均最近邻值分析
两点之间最近距离的均值叫作平均最近邻值。点在

空间上分布情况可借助平均最近邻值分析计算最近邻点
的平均距离来呈现[3]。平均最近邻比率ANN＜1时，点在
空间上呈集聚分布；ANN＞1时，点倾向于随机分布。
z值得分则是对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负数代表集聚，正数代表离散。潇河流域乡村聚落点
ANN=0.98，z=-0.69，因此确定聚落在空间上并不是随
机分布的，而是相对集聚的。

2.2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能够统计空间分布的集聚状

态，反映不同尺度点状地物的空间分布格局[4]。运用
Arcgis软件对聚落点进行平均最近邻值分析，将分析得
出的平均观测值1516.97m作为“距离增量”计算得到
结果图（图1）。其中对角直线代表期望值，深色曲线
代表观测值，观测值曲线高于期望值则表明集聚，反之
则为离散。由图可得，潇河流域的乡村聚落呈现出相对
集聚的分布状态。

图1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2.3  核密度分析
只从数值上计算聚落的集聚状态并不能直接反映聚

落分布特征。为了更进一步呈现聚落在空间上的集聚大
小、集聚形状以及集聚位置，本文运用Arcgis软件中的
核密度分析工具对聚落点进行分析，得到聚落分布核密
度图（图2）。分析结果显示，潇河流域乡村聚落分布
呈现西密东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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