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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绿色空间作为城市景观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发展与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市绿色空间的时空演变是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
志。
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城市生态绿地的合理布局，优化绿地空间结构，使城市绿地充分、高
效地发挥其生态效益和使用功能显得非常重要。

《北京城市绿色空间——格局过程功能与宜人性》综合运用多源遥感影像、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问卷
调查及实测数据，对北京城市绿色空间的信息提取方法、时空演变特征、景观格局及生态服务功能、
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进行多角度、不同层面的分析，为今后的绿地规划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北京城市绿色空间——格局过程功能与宜人性》付晓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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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老年人游憩活动的行为习惯　　老年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与其他年龄段的人比较有其
不同的行为习惯，以下几种行为习惯是根据调查总结分析得出的。
　　个人——相斥性　　当老年人处于个人活动领域内的时候，这个空间领域是具有相对独立、相互
排斥的特征的，如老年人的静思、闭目养神、眺望景色等行为是不想让别人介入或干扰的。
　　互感——集聚性　　它指老年人在进行游憩活动时，由于社会背景、文化层次、特长爱好、价值
取向、年龄层次及健康状况等因素的激发，在交往中产生相互吸引和共鸣的内在感应。
公园调查中，我们时刻能感受到这种互感一集聚性。
遛鸟伙伴、老年棋友、戏曲爱好者、高龄体弱者、耍空竹群体、口琴乐队、老年舞友大多是集中式围
聚，这种具有感召力的集聚性常常导致更多的爱好者加入到他们的群体，也会引起多个老人旁观，这
种主动性与协同性并存的活动，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愉悦之情，还有助于活跃公园气氛。
　　组织——随意性　　老年人除自发的个人活动以及具有感应的成组活动外，还有一些有组织的群
体活动，如交谊舞、气功、扭秧歌、集体舞等，这些活动方式虽然丰富多样，但是组织方式却有一致
性，那就是参加活动的随意性，即老年人可随时脱离这种活动，同时也可随时参加这种活动，成为这
个成组活动的成员之一。
　　7.1.4.4 老年人游憩行为的属性分析　　通过观察总结，我们认为老年人的游憩行为有以下属性：
　　（一）具有积极性的游憩行为属性　　老年人的游憩行为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公园不仅因为老年
人的参与而充满活力，也因此更加具有魅力。
老年人积极性的游憩属性包括：指认——场所的位置、方向；认同——符合各个老年游憩者的口味或
能够引起共鸣；群聚——性相近者相聚；归属——有共同的目标，具亲近感；交流——利于相互之间
的情感交流；满足——在视觉或精神方面得到享受。
　　（二）具有动态性的游憩行为属性　　老年人游憩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动态性。
首先游憩行为本身具有动态性，其次如果把老年游憩者抽象成点的要素，那么点通过运动就形成线性
的游憩线路，而线性的游憩路线既有动态趋势，同时具有强烈的伸展与方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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