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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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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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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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潇河流域核密度分析图

3  潇河流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3.1  高程因素
地形地貌对聚落的形成和空间分布起到的决定作

用[5]。人们在选址的时候，首先往往选择低缓、近水的
地方，之后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耕地减少、战乱
频发，人们才会逐渐去往高的地方[6]。为了更好体现潇
河流域聚落在不同海拔高程上的空间分布状况，运用
Arcgis软件处理潇河流域DEM数据得到地形图，再通过
与聚落分布图叠加得到聚落分布地形图（图3）。由图3
可看出，潇河流域聚落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的中下游地
区和上游靠近水源的山间河谷地带。中下游平原地区交
通便利、取水便捷、田地优质，山间河谷环境宜人、资
源富足等条件皆可促进聚落形成。同时，较低的地势有
利于居住设施的建设，为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优良
的条件。

图3  潇河流域高程图

海拔高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的地形地貌，同
时也影响着聚落的分布格局[7]。潇河流域以平原和山地
为主，地形起伏较大，平均海拔为1000m～1400m，
海拔最高的地方约1805m，北、东、南三面环山，地

势较高，中、西部为盆地，地势平缓。本文运用Arcgis
软件对潇河流域各海拔范围内的聚落数量进行分类汇
总（表1）。由表1可知，聚落在海拔720m～1805m都
有分布，但主要分布在海拔720m～1250m，占总量的
81.93%，其中海拔区间在720m～925m的聚落分布最
多，共有286个，占39.45%。由此可知，潇河流域聚落
集中分布于海拔较低区域，海拔较高区域则分布较少。

表1  潇河流域聚落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分布状况

等级 海拔区间／m 聚落个数／个 所占比例／%

1 720～925 286 39.45
2 925～1108 139 19.17
3 1108～1255 169 23.31
4 1255～1423 102 14.07
5 1423～1805 29 4

3.2  坡度因素
人们一般选择在坡度平缓的地方生活，既有供以

生存的耕地，同时交通也很便利[8]。为更加直观反映传
统聚落在选址时的平缓性，本文将坡度分为0°～2°、
2°～6°、6°～15°、15°～25°、25°～40°、40°这6个级
别来分析坡度对潇河流域聚落分布的影响程度。运用
Arcgis软件对潇河流域DEM高程数据进行坡度分析，与
聚落位置进行叠加（图4），得到不同坡度上聚落的分
布数量（表2）。

图4  潇河流域坡度分析图

表2  潇河流域聚落在不同坡度的分布状况

等级 坡度 聚落数量／个 百分比／%

1级 0°～2° 128 17.66
2级 2°～6° 295 40.69
3级 6°～15° 236 32.55
4级 15°～25° 65 8.97
5级 25°～40° 1 0.13
6级 40°以上 0 0.00

由表2可以看出，坡度为0°～15°的地区聚落较多，
占总量的90.9%；超过半数聚落分布在2°～15°地区；2°
以下地区分布稀少，40°以上的地区则没有分布。潇河流
域地形起伏较大，但下游地区较为平坦，平地较多，有
一定数量聚落分布。坡度平缓地区易于聚落分布，在坡
度15°以上的地区，聚落分布数量随坡度增加而减少。这
是因为坡度大的地区有诸多弊端，严重影响聚落的生产
生活，并不适合聚落的建设[9]。

3.3  坡向因素
在ArcGIS10.3分析中，坡向定义为坡面法线在水平

面上的投影方向，不同的坡向上日照时数和太阳高度辐
射强度不同。光热条件较好的阳坡便成了聚落新选址
优先考虑的山地方位[10]。本文利用Arcgis对潇河流域地
形DEM高程数据进行坡向分析，得到坡向分析图（图
5）。制图时以正北为0°或360°，按照顺时针旋转方向划
分出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8个坡
向，各个方向为45°。再将坡向结果与聚落进行叠加分
析，可以得出聚落在不同坡向上的数量（表3）。

图5  潇河流域坡向分析图

表3  潇河流域聚落在不同坡向的分布状况

坡向 取值范围／° 聚落数量／个 比例／%

北坡 0～22.5，
337.5～360 79 10.90

东北坡 22.5～67.5 88 12.14
东坡 67.5～112.5 96 13.24

东南坡 112.5～157.5 79 10.90
南坡 157.5～202.5 116 16

西南坡 202.5～247.5 109 15.03
西坡 247.5～292.5 91 12.55

西北坡 292.5～337.5 67 9.24

从表3可以看出，大多数聚落选择南坡、西南坡，
占潇河流域聚落总量的31.03%。可以接受太阳光照的坡
向（南、东南、西南、东、西）分布着的传统聚落总数
为491个，占该区总量的67.72%。另有234个聚落选址于
东北坡、西北坡、北坡这些朝北的聚落，光线较差，在
北坡的就有79个，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落虽然没有好的
光照，但是它们距离河流较近，坡度相对更为平缓，也
是适宜居住的地方。

3.4  河流因素
河流具有提供水源、运输、灌溉、防治水土流失

等作用，对聚落分布影响重大[11]。为了研究聚落分布与
河流之间的关系，运用Arcgis软件对潇河及其支流进行
矢量化，再同聚落分布图叠加，由此分析得出二者间的
关系（图6）。由图6可以看出，聚落靠近河流呈线性
分布，且大部分分布在河流的中下游地区。潇河流域
地形多样，起伏明显，河流上游落差较大，水流湍急，
冲刷严重，形成许多险要的峡谷；中下游地势平缓，
土壤肥沃，适宜人们居住。为进一步证明聚落具有沿河
分布的特点，本文用Arcgis软件对3条河流进行1km、
1km～3km、3km～5km缓冲区分析，并将结果与聚落
位置分布进行叠加处理，见表4，结果发现201个传统
聚落分布于1km范围内，占聚落总量的27.72%；190个
分布于1km～3km范围内，占聚落总量的26.21%；110
个聚落分布在3km～5km的缓冲区中，占聚落总量的
15.17%。说明聚落倾向于分布在距离河流较近的地方，
并且越靠近河流聚落分布越密集，进一步体现聚落的分
布与河流之间的关系。

图6  潇河流域缓冲区分析图

表4  潇河缓冲区与聚落分布

缓冲区／km 聚落数量／个 数量占比／%

0～1 201 27.72
1～3 190 26.21
3～5 110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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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交通要素分析
潇河流域下游地处太原盆地，地势平坦，且位于

山西省中部多条重要交通干线的交会地，是重要的交
通枢纽和中转站。聚落一般分布在道路沿线，便于出
行。为研究聚落分布与道路分布之间的关系，本文用
Arcgis软件对潇河流域国道省道等主要交通线路进行矢
量化，并将聚落位置分布与其进行叠加，可得潇河流域
聚落空间分布与道路分布耦合图（图7）。将图7中的交
通路线进行缓冲区设置，设为3个区间：0km～1km、
1km～3km、3km～5km，分析聚落在这3个区间内的分
布数量，结果见表5。

图7  潇河流域交通缓冲区分析图

表5  道路缓冲区与聚落分布

道路缓冲区／km 聚落数量／个 百分比／%

0～1 158 21.79
1～3 233 32.14
3～5 156 21.52

由图7可得，潇河流域的乡村聚落多为沿道路边缘
分布。从表5中可以得出，共有75.45%的聚落分布在距
离道路5km的范围内，说明便利的交通能够刺激并带动
聚落的形成发展。

4  结论
借助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相关分析工具，研究

发现潇河流域乡村聚落较为聚集，且呈西密东疏、“大

聚集小分散”的特征。在借鉴已有研究和实地调研后，
将地形地貌、坡度、坡向、河流和交通5个因素纳为分
析对象，分别将各因素与聚落分布图叠加分析，得出
其对潇河流域乡村聚落的分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科
学分析乡村聚落的分布特征，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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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提供依据，由此提出以下相应优化策略：（1）聚
落海拔分布在720m～1250m较为适宜；（2）南、东
南和西南坡向易于接收太阳光照，更宜作为聚落选址；       
（3）聚落坡度在2°～15°地区相对更宜居住；（4）聚落
宜尽量临近交通要道与水源；（5）人口集中的镇区聚
落分布应当呈现集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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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

□  刁军辉    蒋   韬

[摘  要]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方面实现迅猛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受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呈
现出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原有的经济形势受到较大的冲击，要想实现乡村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正视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的现状，寻找新时期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需求下的新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

[关键词] 乡村旅游；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城镇化将成为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成为撬动我国消费内需的巨
大潜力。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当前经济工作重要任务
之一。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求构建起科学合理的
城市格局，更要求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紧密衔
接，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农
村地区而言，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明显不符合城镇
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发展新兴的产业形式，可以统筹利用
农村地区的资源优势，促使农村产业经济展现新的生机。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具有
可行性和必要性，也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诸多的机遇和挑
战。本文就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
现状和面临的不足，提出如何把握住新型城镇化建设所带
来的政策内涵，搭建起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1.1  乡村旅游与城镇化建设的现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农村

地区而言，走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势必要解
决好“三农”问题，完成对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民的物质和经济需求。
为此国家相关部门针对乡村资源现状，提出系列破解困
境的措施，其中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极具创造性和探索
性的尝试。目前，在全国各地区乡村地区都开展了各种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带动乡村资源配置、产业转型发
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如在西部某些“红色乡村”，
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路线，为该区域乡村旅游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搭建省内公路网、火车路线甚至
航空路线，为偏远贫困乡村提供乡村旅游扶贫等项目资
金、技术支持。整体上来说，在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

村旅游资源正在逐步被挖掘和应用，同时也初步构建起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但是长期下来，全国范围内的乡村
旅游经济模式逐渐呈现出旅游资源复刻、旅游模式单一
等问题，这直接导致乡村旅游所获得的长期效益有限，
更影响乡村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1]。

1.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挑战
第一，乡村旅游经济发展集约化程度低。受历史和

民族等因素的影响，至今我国农村仍旧占较大的比例，
在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全国各地区农村都铆足力气探索
新的产业形式。事实上，只有形成品牌化、产业化的乡村
旅游发展趋势，才能通过乡村旅游带动城镇化建设，实现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其所依赖的技术条件水平有限，
导致至今为止，大多数乡村城镇化建设都采用同一种乡村
旅游经济模式。如众多地区乡村旅游采用农家乐旅游形式，
每一个农民都各司其职进行游客招揽和旅游服务，长期发
展，不仅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更容易因
为同质化竞争而丧失经济活力，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第二，乡村旅游采用的发展模式僵化老旧。21世
纪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只有创新创造才能够让乡村旅游
经济模式永远散发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事实
上，自21世纪初乡村旅游经济形式概念提出，乡村旅游
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至今仍旧采用传统的、单一的发展模
式。一方面表现在各地区城镇化建设脱离本地区的资源
形势，直接模仿性地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如发展农家
乐、短期旅游等形式，这使得乡村旅游模式不断消耗顾
客需求，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
相关部门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乡村旅游经济形态
的认知不够清晰，未能认识到乡村旅游在推动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切最终导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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