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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景观概念化复原。明代天界寺规模宏大，环秀

拱碧，宛若“出尘之境”。据金陵梵刹志等古籍记载，当时天

界寺有美誉全国的著名八景——西庵曲径、苍翠乔松、半峰

烟雨、双桂返照、南庵碧玉、古拙品梅、凌挂夕晖以及全室松

风，而今辉煌不再。为还原历史风貌，延续历史文脉，本次

设计将天界八景以概念化、抽象化的表达方式灵活布局在场地

内，如西庵曲径（图5），位于活动空间西侧入口处，用传统园

林拱门代表西庵，通过道路的曲折与植物的疏密营造空间的

虚实变换；苍翠乔松（图6），以原有两株古树为中心，在场地

四周种植银杏、无患子、七叶树等带有佛教象征的大乔，与乌

桕、榉树、枫树、松柏等景观树种，打造自然山林之感；全室

松风（图7），位于大殿遗址与科教长廊围合的中庭空间内，用

造型优美的景观松丛植其中，铺白砾石模拟枯山水意境；古拙

品梅，结合异型种植池打造与梅花的互动休憩景观等。

（3）因地制宜打造创新型景观。将传统寺庙景观元素用现

代景观设计手法与材质进行表达，例如用砖石景墙结合花境的

形式替代照壁；将山门所包含的三解脱门意向用立柱式景观小

品表达；把佛祖步步生莲的传说用地刻的形式展示；将砖木

构的回廊转化为玻璃钢构的科教长廊；石像、石雕、石灯笼等

作为草坪灯、垃圾箱、音响的外在包装。

4 结语

佛寺遗址型口袋公园建设的关键在于维持保护与开放之

间的平衡，这需要在前期规划设计与后期运营管理两个层面共

同努力。本文探讨的遵循传统寺庙空间布局与景观要素应用的

前期规划设计方法，能够较好地保留场地原有的景观与文化，

同时营造优美舒适、公共开放的活动空间，为场地注入旺盛

的生命力。佛寺遗址型口袋公园是佛寺园林的一种现代化表

达形式，是小型遗址的一种创新型保护利用形式，能够良好

地融入到城市绿地系统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未来城

市建设中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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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要素对南京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

詹芳芷 刘昊天 王成康*

The Infl uence of Landscape Elements on the Charm of Nanjing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

ZHAN Fangzhi  LIU Haotian  WANG Chengkang*

摘要

商业街魅力度已成为衡量商业街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本研究以南京市传统商业街为研究

对象，从游客角度出发，分析归纳出景观性小品、传统建筑元素等7个影响传统商业街魅力

度的景观因子。结果发现：提取出的7个景观因子均对提升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有积极作用，

其中景观性小品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影响最大。游客大多聚焦于商业街中参与性及观赏性

强的景观要素，对照明系统、标识系统和功能性小品等实用性景观要素关注度较低。最后

结合调研及分析结果，对传统商业街的景观设计提出建议。

关键词

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景观要素；因子分析；风景园林

Abstract

The attractiveness of commercial street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 value of 

commercial streets. This study takes Nanjing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seven landscape factors such as landscape sketches and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extracted seven landscape factors all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enhancing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s. Among them, landscape sketches were the landscape elements that had an enormous in� uence on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s. Most of the tourists focused on the participation and viewing of 

commercial streets but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practical landscape elements such as lighting systems, signage 

systems, and functional sketche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 the degree of charm; landscape elements; factoranalysi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 研究概述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传统商业街是历史街区的特殊形态，既承载着物质功能特性，也包涵着

传统文化内涵 [1-2]。近年来，随着新兴商业综合体等的发展，传统商业街面临

着商业模式和消费环境的革新压力。如何在有效保护传统商业街文化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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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通过提升由商业街提供的商业服务以及周边设施环

境等，即商业魅力度来吸引客流和增加传统商业街活力，成为

了各地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外相关学者已证明环境属性是商业街魅力度的

重要构成属性之一 [3-4]。环境要素由各景观要素组成，景观要

素尤其是传统景观要素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成为影响

游客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团队通过整理现有传统商业

街魅力度相关研究发现，探讨不同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

力度影响程度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部分研究仅进行商业街景

观现象的描述和个体案例的分析，无法解释景观要素和魅力

度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传统商业街为研究对象，从游客角度

出发，分析探讨不同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程

度，并从风景园林学的视角对如何提升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提

出建议。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分析、问

卷调查与因子分析作为具体研究方法，分析探讨不同景观要素

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程度。

（1）通过文献分析法清晰了解国内外目前对于影响传统商

业街魅力度的景观要素的研究进展及有待解决的问题与不足，

明确本研究的框架和影响要素的评价项目。

（2）精准设计问卷，优化改进基于文献分析得出的评价项

目，选取南京市夫子庙、老门东、熙南里商业街为线下调研试

点，进行分段分层抽样调查；在线上利用问卷星平台进行网络

问卷调查。

（3）运用SPSS将问卷结果进行计算处理，通过因子分析

法初步得出评价项目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关系。

（4）对分析结果进行描述，得出相关推论及结论。

2 问卷设计及可信度

2.1 问卷设计

（1）查阅大量文献、书籍及现有的研究成果 [5-12]，初步进

行景观要素评价项目的筛选。

（2）选取南京市的夫子庙商业街、老门东商业街、熙南里

商业街为例，实地观察调研，并对商业街中随机挑取的100名

游客进行问卷调查，进而对评价项目进行删除或者增补，完成

问卷初稿。

（3）以问卷初稿为基础，咨询风景园林学和建筑学背景

的专业教师，形成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影响研究调

查问卷的终稿，最终筛选35种不同的评价项目（见表3“评价

项目名称”栏）。针对评价项目的测度，利用SD语意法①，分

为很强、较强、一般、较弱、很弱五个等级，采用李克特五

级量表，分值依次为5分、4分、3分、2分、1分，然后进行

问卷分析。

2.2 数据来源

问卷编制确定后，采取现场调查和问卷星网上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展开。现场调查从2019年4月30日到6月3日，在南

京市夫子庙商业街、老门东商业街、熙南里商业街进行发放。

考虑到天气因素与人们的作息时间，选取每周日的上午9~11

点，下午4~6点发放。调研对象为商业街中的各年龄段游客，

回收问卷共150份，有效问卷140份。问卷星网上调查自5月

1日起，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回收问卷共426份，有效问卷

426份。共计问卷566份，有效率98%。

2.3 信度分析

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

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主要应用于多元统计的因

子分析。KMO统计量是取值在0和1之间。当所有变量间的

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值

越接近于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

作因子分析；当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接近0时，

KMO值越接近于0，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原有变量

越不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球性检验是一种数学术语，用

于检验相关阵中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为单位阵，即检验

各个变量是否各自独立。因子分析前，首先进行KMO检验和

巴特利球体检验。在因子分析中，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可

以做因子分析，若不拒绝原假设，则说明这些变量可能独立

提供一些信息，不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的Cronbach's alph

① SD语意法，即运用语义学中“言语”为尺度进行心理实验，通过对各种既定尺度的分析，定量地描述研究对象的概念和构造。

在研究空间中，被验者对该目标空间的各种环境氛围特征的心理反应，针对这些心理反应拟定出“建筑语义”上的尺度，而后对

所有尺度的描述参量进行评定分析，定量地描述出空间目标的概念和构造。

系数为0.752，大于0.7，说明信度较高；问卷整体的KMO值为

0.949，明显大于0.6，充分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并且有

充足的样本进行因子分析（表1）。

功能性小品、地面铺装。

3.2 影响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景观要素分析

商业街魅力度是评判商业街的重要因素，而景观要素是研

究商业街魅力度的重要内容。传统商业街外部环境的景观设计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停留时间和感官感受，从而具有刺激

消费水平的作用。本研究得出的七个因子对可能影响传统商业

街魅力度的景观要素进行了概括。从提取的这七个因子出发，

进一步分析每个因子中具体的评价项目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

影响作用。

（1）景观小品。因子Ⅰ“景观性小品”中，“01绿景”“02

水景”和“03雕塑”这三项荷载数值相当，表明在传统商业街

中，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商业街的园林小品

是指商业街中供游客享受和使用的构建 [12]，可分为景观性小品

和功能性小品，景观性小品尤指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的园林小

品。商业街中的绿景主要包括花坛、花钵、树池、廊架等，绿

景是商业街“绿色空间”的体现，游客可以在树下休憩、观赏

花木，享受着绿意带来的方寸恬静，使商业街动中有静。水

景以喷泉、跌水、叠水、水池等形式为主，丰富律动的水景设

施给游客以丰富的亲水近水的机会，使商业街氛围更为热烈。

雕塑增加了商业街的主题性与仪式感。景观性小品不仅可以

体现单个景观元素的美感，不同元素间相互组合，和谐统一，

具有变化韵律，也对烘托商业街风格和增强人们观赏意趣尤

为重要。

（2）传统建筑要素。因子Ⅱ“传统建筑元素”中，“04亭”

和“05廊”的载荷数均在0.8以上，说明这两项对传统商业街

魅力度有极大的影响。从建筑风格上来看，亭、廊是中国传统

表2 方差解释率表格

因子编号
特征根 旋转前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方差解释率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1 14.881 41.337 41.337 14.881 41.337 41.337 5.663 15.731 15.731

2 2.327 6.464 47.8 2.327 6.464 47.8 4.656 12.935 28.666

3 1.789 4.968 52.769 1.789 4.968 52.769 3.87 10.751 39.417

4 1.343 3.732 56.5 1.343 3.732 56.5 3.205 8.903 48.32

5 1.167 3.241 59.742 1.167 3.241 59.742 2.308 6.412 54.732

6 0.995 2.765 62.506 0.995 2.765 62.506 2.159 5.997 60.73

7 0.946 2.629 65.135 0.946 2.629 65.135 1.586 4.405 65.135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

表1 KMO和Bartlett的检验表

KMO和Bartlett球体的检验

                    KMO值 0.949

Bartlett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9 311.47

df 630

p值 0

3 主成分分析结果

3.1 因子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一共提取出7个因子，特征根值均

大于1，此7个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分别是15.731%、

12.935%、10.751%、8.903%、6.412%、5.997%、4.405%，旋转

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5.135%（表2），大于50%，说明分析的

样本中有足够的信息可以提取计算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

见表3。

从表3可知：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0.4，意味

着研究项和因子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因子可以有效提取出

信息。确保因子可以提取出研究项大部分的信息量之后，分

析因子和研究项的对应关系情况（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大于0.4

时即说明该项和因子有对应关系）。

根据对各评价项目的因子载荷量的数值的统计，将35个

评价项目按因子载荷量的数值进行分类并对7个因子进行命名

（详见表3“因子提取与命名”列），从因子1至因子7分别为景

观性小品、传统建筑元素、植物绿化、照明系统、标识系统、

LANDSCAPE SPACE  园林空间 景观要素对南京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     詹芳芷  刘昊天  王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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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通过提升由商业街提供的商业服务以及周边设施环

境等，即商业魅力度来吸引客流和增加传统商业街活力，成为

了各地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外相关学者已证明环境属性是商业街魅力度的

重要构成属性之一 [3-4]。环境要素由各景观要素组成，景观要

素尤其是传统景观要素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成为影响

游客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团队通过整理现有传统商业

街魅力度相关研究发现，探讨不同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

力度影响程度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部分研究仅进行商业街景

观现象的描述和个体案例的分析，无法解释景观要素和魅力

度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传统商业街为研究对象，从游客角度

出发，分析探讨不同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程

度，并从风景园林学的视角对如何提升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提

出建议。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分析、问

卷调查与因子分析作为具体研究方法，分析探讨不同景观要素

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程度。

（1）通过文献分析法清晰了解国内外目前对于影响传统商

业街魅力度的景观要素的研究进展及有待解决的问题与不足，

明确本研究的框架和影响要素的评价项目。

（2）精准设计问卷，优化改进基于文献分析得出的评价项

目，选取南京市夫子庙、老门东、熙南里商业街为线下调研试

点，进行分段分层抽样调查；在线上利用问卷星平台进行网络

问卷调查。

（3）运用SPSS将问卷结果进行计算处理，通过因子分析

法初步得出评价项目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影响关系。

（4）对分析结果进行描述，得出相关推论及结论。

2 问卷设计及可信度

2.1 问卷设计

（1）查阅大量文献、书籍及现有的研究成果 [5-12]，初步进

行景观要素评价项目的筛选。

（2）选取南京市的夫子庙商业街、老门东商业街、熙南里

商业街为例，实地观察调研，并对商业街中随机挑取的100名

游客进行问卷调查，进而对评价项目进行删除或者增补，完成

问卷初稿。

（3）以问卷初稿为基础，咨询风景园林学和建筑学背景

的专业教师，形成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影响研究调

查问卷的终稿，最终筛选35种不同的评价项目（见表3“评价

项目名称”栏）。针对评价项目的测度，利用SD语意法①，分

为很强、较强、一般、较弱、很弱五个等级，采用李克特五

级量表，分值依次为5分、4分、3分、2分、1分，然后进行

问卷分析。

2.2 数据来源

问卷编制确定后，采取现场调查和问卷星网上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展开。现场调查从2019年4月30日到6月3日，在南

京市夫子庙商业街、老门东商业街、熙南里商业街进行发放。

考虑到天气因素与人们的作息时间，选取每周日的上午9~11

点，下午4~6点发放。调研对象为商业街中的各年龄段游客，

回收问卷共150份，有效问卷140份。问卷星网上调查自5月

1日起，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回收问卷共426份，有效问卷

426份。共计问卷566份，有效率98%。

2.3 信度分析

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

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主要应用于多元统计的因

子分析。KMO统计量是取值在0和1之间。当所有变量间的

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值

越接近于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

作因子分析；当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接近0时，

KMO值越接近于0，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原有变量

越不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球性检验是一种数学术语，用

于检验相关阵中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为单位阵，即检验

各个变量是否各自独立。因子分析前，首先进行KMO检验和

巴特利球体检验。在因子分析中，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可

以做因子分析，若不拒绝原假设，则说明这些变量可能独立

提供一些信息，不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的Cronbach's alph

① SD语意法，即运用语义学中“言语”为尺度进行心理实验，通过对各种既定尺度的分析，定量地描述研究对象的概念和构造。

在研究空间中，被验者对该目标空间的各种环境氛围特征的心理反应，针对这些心理反应拟定出“建筑语义”上的尺度，而后对

所有尺度的描述参量进行评定分析，定量地描述出空间目标的概念和构造。

系数为0.752，大于0.7，说明信度较高；问卷整体的KMO值为

0.949，明显大于0.6，充分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并且有

充足的样本进行因子分析（表1）。

功能性小品、地面铺装。

3.2 影响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景观要素分析

商业街魅力度是评判商业街的重要因素，而景观要素是研

究商业街魅力度的重要内容。传统商业街外部环境的景观设计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停留时间和感官感受，从而具有刺激

消费水平的作用。本研究得出的七个因子对可能影响传统商业

街魅力度的景观要素进行了概括。从提取的这七个因子出发，

进一步分析每个因子中具体的评价项目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

影响作用。

（1）景观小品。因子Ⅰ“景观性小品”中，“01绿景”“02

水景”和“03雕塑”这三项荷载数值相当，表明在传统商业街

中，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商业街的园林小品

是指商业街中供游客享受和使用的构建 [12]，可分为景观性小品

和功能性小品，景观性小品尤指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的园林小

品。商业街中的绿景主要包括花坛、花钵、树池、廊架等，绿

景是商业街“绿色空间”的体现，游客可以在树下休憩、观赏

花木，享受着绿意带来的方寸恬静，使商业街动中有静。水

景以喷泉、跌水、叠水、水池等形式为主，丰富律动的水景设

施给游客以丰富的亲水近水的机会，使商业街氛围更为热烈。

雕塑增加了商业街的主题性与仪式感。景观性小品不仅可以

体现单个景观元素的美感，不同元素间相互组合，和谐统一，

具有变化韵律，也对烘托商业街风格和增强人们观赏意趣尤

为重要。

（2）传统建筑要素。因子Ⅱ“传统建筑元素”中，“04亭”

和“05廊”的载荷数均在0.8以上，说明这两项对传统商业街

魅力度有极大的影响。从建筑风格上来看，亭、廊是中国传统

表2 方差解释率表格

因子编号
特征根 旋转前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方差解释率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1 14.881 41.337 41.337 14.881 41.337 41.337 5.663 15.731 15.731

2 2.327 6.464 47.8 2.327 6.464 47.8 4.656 12.935 28.666

3 1.789 4.968 52.769 1.789 4.968 52.769 3.87 10.751 39.417

4 1.343 3.732 56.5 1.343 3.732 56.5 3.205 8.903 48.32

5 1.167 3.241 59.742 1.167 3.241 59.742 2.308 6.412 54.732

6 0.995 2.765 62.506 0.995 2.765 62.506 2.159 5.997 60.73

7 0.946 2.629 65.135 0.946 2.629 65.135 1.586 4.405 65.135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

表1 KMO和Bartlett的检验表

KMO和Bartlett球体的检验

                    KMO值 0.949

Bartlett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9 311.47

df 630

p值 0

3 主成分分析结果

3.1 因子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一共提取出7个因子，特征根值均

大于1，此7个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分别是15.731%、

12.935%、10.751%、8.903%、6.412%、5.997%、4.405%，旋转

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5.135%（表2），大于50%，说明分析的

样本中有足够的信息可以提取计算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

见表3。

从表3可知：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0.4，意味

着研究项和因子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因子可以有效提取出

信息。确保因子可以提取出研究项大部分的信息量之后，分

析因子和研究项的对应关系情况（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大于0.4

时即说明该项和因子有对应关系）。

根据对各评价项目的因子载荷量的数值的统计，将35个

评价项目按因子载荷量的数值进行分类并对7个因子进行命名

（详见表3“因子提取与命名”列），从因子1至因子7分别为景

观性小品、传统建筑元素、植物绿化、照明系统、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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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表格

评价项目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因子提取与命名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因子6 因子7

01绿景（花坛 花钵 树池 廊架） 0.465 0.653
因子Ⅰ

景观性小品
02水景（喷泉 叠水 跌水 水池） 0.527 0.69

03雕塑 0.405 0.567

04亭 0.808 0.809

因子Ⅱ

传统建筑元素

05廊 0.811 0.777

06戏台 0.728 0.684

07牌坊 0.753 0.639

08露天茶座 0.563 0.563

09传统牌匾 0.686 0.59

10雕花门窗 0.601 0.628

11外墙材质 0.631 0.693

12植物色彩 0.473 0.648

因子Ⅲ

植物绿化

13植物气味 0.508 0.541

14植物枝干特点 0.621 0.7

15植物季节性变化特点 0.664 0.644

16植物乡土性特点 0.584 0.629

17入口部位照明 0.636 0.624

因子Ⅳ

照明系统

18建筑立面照明 0.578 0.58

19商业街道路照明 0.677 0.709

20公共设施照明 0.506 0.662

21标牌与广告照明 0.554 0.578

22外墙形象标识 0.504 0.564

因子Ⅴ

标识系统

23交通标识 0.682 0.701

24导向定位标识 0.628 0.663

25公共设施标识 0.629 0.686

26警示提示类标识 0.739 0.736

27特色灯饰 0.414 0.539

因子Ⅵ

功能性作品

28垃圾箱 0.45 0.692

29公共厕所 0.728 0.69

30休憩座椅 0.504 0.667

31服务商亭 0.671 0.63

32铺装平整度 0.504 0.609

因子Ⅶ

地面铺装

33铺装色彩 0.553 0.577

34铺装质感 0.41 0.699

35铺装与环境的统一 0.622 0.66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为varimax最大方差旋转法。

园林建筑的典型代表，两者多结合出现。传统商业街中亭廊的

组合方式继承了传统园林建筑的精华，体现了传统园林的造园

意趣，是传统商业街建筑风格的具体表现。从功能上讲，亭、

廊为游客提供了休憩交流的空间，是商业街风景的绝佳观赏节

点，使游客在购物消费的同时，得到了视觉上的丰富体验，这

对提高传统商业街魅力度具有重要作用。

（3）植物绿化。因子Ⅲ“植物绿化”中，“15植物的季节

性变化”的载荷系数在五项评价项目中系数最高。植物的季节

性变化是植物整体状貌的体现，是指随着季节的交替，植物

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景色。不同季节的植物给商业街景观赋予不

同的特点和风格，春季花繁锦簇，夏季绿树成荫，秋季霜叶如

火、硕果累累，给游客带来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商业街对于游客的吸引力。

（4）照明系统。因子Ⅳ“照明系统”中，“19商业街道路

照明”的荷载系数最高。从商业街内部来看，商业街道路照明

使夜间商业街道路明亮，保障了游客的安全，提升游客的步

行体验；同时，提高了各店铺的可达性，使游客能够更加方

便快捷地进入商铺消费。从商业街外部来看，灯光过于暗淡，

或无明显光源，使得商业街给人以萧瑟荒凉之感，大幅度降

低了商业街夜景效果，使得游客从外部进入商业街购物的欲

望大大减小。

（5）标识系统。因子V“标识系统”中，“26警示提示类标

识”荷载系数最高。警示提示类标识主要为提示危险和商业

街规章制度而设计，一般要求在水池边、栏杆旁边等为危险地

区设立该标识。商业街区中人流量大，人群年龄复杂，老人和

儿童尤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做好安全保障对游客的人身安

全至关重要。

（6）功能性小品。因子VI“功能性小品”中，“29公共厕

所”荷载系数最高。“功能性小品”是指满足游客使用需求的

园林小品。商业街公共厕所是表现商业街细节的基础设施。

将公共厕所合理地布置在商业街中，使游客能在合适的时间内

及时找到，这使商业街的设计变得更加人性化，方便游客的

使用，提高游客对商业街的直观感受。

（7）地面铺装。因子VII“地面铺装”中，“35铺装与环境的

统一”荷载系数最高。铺装的选择受到总体风格的影响，而传

统商业街往往具有鲜明的传统风格与特色，因此，铺装与环境

的协调统一，不仅具有组织交通和引导游览的功能，还直接创

造优美的地面景观，增强景观性，给游客以细节的美感。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SPSS因子分析法，采集主观视角

对传统商业街的体验，对收集的信息进行量化，以此来研究

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产生影响的景观要素。结果对于研究传

统商业街魅力度和设计传统商业街景观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

用价值，其方法也突破以往对商业街魅力度的单一测评，对于

商业街的景观要素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通过研究分析，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1）结论得出的7个景观因子均对提升传统商业街魅力度

有积极的作用。按单项排名降序排序，景观性小品是对传统商

业街魅力度影响最大的景观要素，其次是传统建筑元素、植

物绿化、照明系统、导视系统、功能型小品和地面铺装。从单

个因子内部分析，水景、廊、植物季节性变化、商业街道路照

明、警示提示类标识、公共厕所、铺装与环境的统一分别在

各因子中居榜首，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最大，且为积极影响。

（2）在各景观要素中，游客大多聚焦于三处：丰富且具有

参与性的景观小景，如供观赏的各式花坛花钵、供亲水近水

的水景小品（如喷泉跌水）等；具有明显传统风格特色的构筑

物，如亭、廊等；植物所带来的观赏体验，体现在植物色彩、

气味、枝干特色等。

（3）根据统计结果，游客对照明系统、标识系统和实用性

小品等景观性较弱的景观要素关注度一般，对地面铺装的特

征关注度最低。综上可以得出，在对照明系统、标识系统和功

能性小品的设计中可适当增加其景观性，使商业街整体景观性

得以提升；在地面铺装的设计中以实用性设计为主，可适当减

少其景观设计成本。

本研究所得结果进一步完善了影响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评

价体系，填补了体系中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影响程度

相关研究的空白。研究结果直观反映了游客在传统商业街中的

体验感受，在今后传统商业街的设计与更新时，对提高传统

商业街的品质，增强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合调研及分析结果，团队对传统商业街的景观设计提出了以

下三方面的建议：

（1）传统商业街景观建筑的营造应着重体现文化元素与

传统元素，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精髓和意趣。尤为需要注

意的是，在设计和建造商业街建筑、景观建筑及建筑装饰等

要素时，应具有明显的风格与主题，避免因元素混杂而造成

风格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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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表格

评价项目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因子提取与命名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因子6 因子7

01绿景（花坛 花钵 树池 廊架） 0.465 0.653
因子Ⅰ

景观性小品
02水景（喷泉 叠水 跌水 水池） 0.527 0.69

03雕塑 0.405 0.567

04亭 0.808 0.809

因子Ⅱ

传统建筑元素

05廊 0.811 0.777

06戏台 0.728 0.684

07牌坊 0.753 0.639

08露天茶座 0.563 0.563

09传统牌匾 0.686 0.59

10雕花门窗 0.601 0.628

11外墙材质 0.631 0.693

12植物色彩 0.473 0.648

因子Ⅲ

植物绿化

13植物气味 0.508 0.541

14植物枝干特点 0.621 0.7

15植物季节性变化特点 0.664 0.644

16植物乡土性特点 0.584 0.629

17入口部位照明 0.636 0.624

因子Ⅳ

照明系统

18建筑立面照明 0.578 0.58

19商业街道路照明 0.677 0.709

20公共设施照明 0.506 0.662

21标牌与广告照明 0.554 0.578

22外墙形象标识 0.504 0.564

因子Ⅴ

标识系统

23交通标识 0.682 0.701

24导向定位标识 0.628 0.663

25公共设施标识 0.629 0.686

26警示提示类标识 0.739 0.736

27特色灯饰 0.414 0.539

因子Ⅵ

功能性作品

28垃圾箱 0.45 0.692

29公共厕所 0.728 0.69

30休憩座椅 0.504 0.667

31服务商亭 0.671 0.63

32铺装平整度 0.504 0.609

因子Ⅶ

地面铺装

33铺装色彩 0.553 0.577

34铺装质感 0.41 0.699

35铺装与环境的统一 0.622 0.66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为varimax最大方差旋转法。

园林建筑的典型代表，两者多结合出现。传统商业街中亭廊的

组合方式继承了传统园林建筑的精华，体现了传统园林的造园

意趣，是传统商业街建筑风格的具体表现。从功能上讲，亭、

廊为游客提供了休憩交流的空间，是商业街风景的绝佳观赏节

点，使游客在购物消费的同时，得到了视觉上的丰富体验，这

对提高传统商业街魅力度具有重要作用。

（3）植物绿化。因子Ⅲ“植物绿化”中，“15植物的季节

性变化”的载荷系数在五项评价项目中系数最高。植物的季节

性变化是植物整体状貌的体现，是指随着季节的交替，植物

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景色。不同季节的植物给商业街景观赋予不

同的特点和风格，春季花繁锦簇，夏季绿树成荫，秋季霜叶如

火、硕果累累，给游客带来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商业街对于游客的吸引力。

（4）照明系统。因子Ⅳ“照明系统”中，“19商业街道路

照明”的荷载系数最高。从商业街内部来看，商业街道路照明

使夜间商业街道路明亮，保障了游客的安全，提升游客的步

行体验；同时，提高了各店铺的可达性，使游客能够更加方

便快捷地进入商铺消费。从商业街外部来看，灯光过于暗淡，

或无明显光源，使得商业街给人以萧瑟荒凉之感，大幅度降

低了商业街夜景效果，使得游客从外部进入商业街购物的欲

望大大减小。

（5）标识系统。因子V“标识系统”中，“26警示提示类标

识”荷载系数最高。警示提示类标识主要为提示危险和商业

街规章制度而设计，一般要求在水池边、栏杆旁边等为危险地

区设立该标识。商业街区中人流量大，人群年龄复杂，老人和

儿童尤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做好安全保障对游客的人身安

全至关重要。

（6）功能性小品。因子VI“功能性小品”中，“29公共厕

所”荷载系数最高。“功能性小品”是指满足游客使用需求的

园林小品。商业街公共厕所是表现商业街细节的基础设施。

将公共厕所合理地布置在商业街中，使游客能在合适的时间内

及时找到，这使商业街的设计变得更加人性化，方便游客的

使用，提高游客对商业街的直观感受。

（7）地面铺装。因子VII“地面铺装”中，“35铺装与环境的

统一”荷载系数最高。铺装的选择受到总体风格的影响，而传

统商业街往往具有鲜明的传统风格与特色，因此，铺装与环境

的协调统一，不仅具有组织交通和引导游览的功能，还直接创

造优美的地面景观，增强景观性，给游客以细节的美感。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SPSS因子分析法，采集主观视角

对传统商业街的体验，对收集的信息进行量化，以此来研究

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产生影响的景观要素。结果对于研究传

统商业街魅力度和设计传统商业街景观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

用价值，其方法也突破以往对商业街魅力度的单一测评，对于

商业街的景观要素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通过研究分析，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1）结论得出的7个景观因子均对提升传统商业街魅力度

有积极的作用。按单项排名降序排序，景观性小品是对传统商

业街魅力度影响最大的景观要素，其次是传统建筑元素、植

物绿化、照明系统、导视系统、功能型小品和地面铺装。从单

个因子内部分析，水景、廊、植物季节性变化、商业街道路照

明、警示提示类标识、公共厕所、铺装与环境的统一分别在

各因子中居榜首，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最大，且为积极影响。

（2）在各景观要素中，游客大多聚焦于三处：丰富且具有

参与性的景观小景，如供观赏的各式花坛花钵、供亲水近水

的水景小品（如喷泉跌水）等；具有明显传统风格特色的构筑

物，如亭、廊等；植物所带来的观赏体验，体现在植物色彩、

气味、枝干特色等。

（3）根据统计结果，游客对照明系统、标识系统和实用性

小品等景观性较弱的景观要素关注度一般，对地面铺装的特

征关注度最低。综上可以得出，在对照明系统、标识系统和功

能性小品的设计中可适当增加其景观性，使商业街整体景观性

得以提升；在地面铺装的设计中以实用性设计为主，可适当减

少其景观设计成本。

本研究所得结果进一步完善了影响传统商业街魅力度的评

价体系，填补了体系中景观要素对传统商业街魅力度影响程度

相关研究的空白。研究结果直观反映了游客在传统商业街中的

体验感受，在今后传统商业街的设计与更新时，对提高传统

商业街的品质，增强传统商业街魅力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合调研及分析结果，团队对传统商业街的景观设计提出了以

下三方面的建议：

（1）传统商业街景观建筑的营造应着重体现文化元素与

传统元素，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精髓和意趣。尤为需要注

意的是，在设计和建造商业街建筑、景观建筑及建筑装饰等

要素时，应具有明显的风格与主题，避免因元素混杂而造成

风格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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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常州红梅新村老龄化现象严重

常州红梅新村建造于1986年5月，总占地22.5 hm2，共125幢单元楼。设计

之初在规划结构方面，按人流集散规律形成人字形加环状的道路骨架，将小

区分为七个居住组团。在空间设计方面，充分利用江南水乡特点，结合地形由

河水将一个购物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服务中心串联起来，同时采用江南院落

式布局特点。经向红梅新村居委会咨询了解，目前社区内户籍人口约16 360人，

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约9 730人，老龄化比例达到59.4%。红梅新村建设之初

主要目的是解决居民基本的居住问题，没有考虑适老化设计，如今难以满足老

年人的生活需求，亟需改造更新。

1.2 常州老旧小区改造方式的片面性

虽然常州市政府从2016年起对富强新村、朝阳四村北区等9个老旧小区进

摘要

文章从常州老旧小区景观适老化更新现状出发，阐述已更新的老旧小区留存问题。从疗愈

景观的视角出发，以常州红梅新村为例，进行景观空间适老化更新设计探索，为老旧小区

景观适老化更新设计提供新的方向。

关键词

老旧小区；疗愈景观；适老化；更新设计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scape suitable for aging renewal in the Changzhou old community, this 

paper � 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old community after the renovation.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healing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ing landscape, taking Hong Mei XinCun of Changzhou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landscape space aging renewal, and t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sign 

of aging renewal of old community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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