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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解决人居环境问题，为风景园林设计与研究带来新技术支持。梳理2011年至

2021年间相关文献，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大数据应用在风景园林领域的研究进展与特

征。首先，国内风景园林领域大数据研究始于2013年前后，重点应用领域涵盖了公园绿地、街巷空间、

时空行为与空间活力、评价与评估等方面。其次，研究发现大数据在利用新的数据源、形成新的研究方

法以及拓展定量研究途径几个方面对风景园林设计与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大数据不

能对学科领域形成全覆盖的局限性应该有清醒的认知，对于以数据分析取代理论构想的趋势，以及相关

性取代因果性的思维转变亦需理性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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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to solve human settlement problems, bringing new technology support to landscape archi-

tecture design and research. The paper sorts out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2011 to 2021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big data in Chinese landscape ar-

chitecture began around 2013, 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s cover park and green space, street space,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and 

space vitality, evaluation, and so on. Big data and its application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using new data sources, forming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expand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Furthermore, there 

should b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 that big data cannot fully cover the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he ten-

dency to replace theoretical conception with data analysis and replace causation with correlation should be viewed r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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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大

数据时代”。一般而言，大数据具有“4V”属

性，即Volume（体量大）、Variety（模态多）、

Velocity（速度快）和Value（价值大但密度低）[1]。

2008年9月Nature杂志推出“大数据（Big Data）”

专刊 [2]，推进了大数据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应

用。2012年前后，伴随着智慧城市的讨论，

国内出现了大数据在风景园林学科领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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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思考 [3]。为推动学科向纵深发展，走向

“大风景园林”，结合“高科技”的风景园林

设计与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4-5]，而大数据及其

应用则成为重要手段之一。该应用的开展为

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源、技术方法，同

时也带来了部分思维方式的转变 [6]。近年来，

在风景园林研究领域，大数据方法的创新性

与重要性逐渐受到重视，其技术应用涉及到

规划设计各阶段：从前期分析中的预测模型

[7]，到中期的方案推演与设计优化 [8]，再到

建成后的评估与评价 [9]，以及智慧化管理 [10]。

这些应用成果在动态研究、非介入式调查、

定量分析等方面形成创新，表现出全方位的

大数据辅助设计与研究态势。在此背景下，

深度挖掘大数据及其应用研究成果数据，剖

析研究的相关特点，并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

探讨，这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

价值与理论意义。

1 研究概况与数据说明

1.1 研究概况

伴随着大数据应用研究在绿道评价 [11]、

公园活力[12]、街巷更新 [13]、园林管理 [14]等领

域逐年展开，多种数据应用成果逐渐增多。

面对成果累积显露出的研究优劣势，人们开

始对大数据及其应用方法本身展开了探讨：

提出了新数据造成的空间尺度高精度、时间

尺度动态连续、研究粒度以人为本、研究方

法开源众包4个变革 [15]，总结了时空大数据

具有客观性、多源性、动态性、现势性、精

细性和人本性6个特点 [16]，提出了在城市研

究方法中将大小数据相结合的思路 [17]。

随着应用的推进，大数据在实际应用中

的一些短板也被发现，如社交网络数据有偏

性和延时性 [18]、街景数据覆盖欠缺 [19]和网络

词语语义泛化偏差等 [20]，对于上述问题，众

多学者就大数据本身及其应用方法也作出了

深刻思考：彭怀贞等 [21]反思了大数据造成的

数据论倾向；张波等 [22]分析了城市研究中大

数据的应用缺陷；赵渺希等 [23]思考了智慧城

市的技术热潮的利弊；赵守谅 [24]认为大数据

方法在城市规划领域，还未能从认识论和方

法论上取得本质的突破；吴志峰等 [25]认为在

地理学的应用中大数据技术还不能算作一次

革命性变化。

虽然上述思考推动了大数据研究的探

索进程，但是这些极具价值的观点大多散布

在具体的应用研究中，就风景园林学领域而

言，对更系统地思考大数据对学科的积极作

用与消极影响、探讨大数据环境下的思维变

革，仍存在研究不足。因此，对国内风景园

林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进行回顾和解读，纵

向上分析整体发展情况，横向上总结应用成

果和常用分析方法，并更深入地剖析新数据

特征与局限性，这对于促进风景园林学科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方法与数据

1.2.1 研究方法

为客观全面地分析国内风景园林领域大

数据及其应用研究现状，既要聚焦本学科

的研究成果，也需要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的整

体发展概况。为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

预检索和数据准备后，首先对历年文章发表

数量进行统计，分析整体发文量的发展变

化。其次，对数据进行人工归纳分类，从研

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两个方面总结已有研究进

展与成果。最后，统计常用分析方法和与之

对应的大数据类型，剖析大数据分析方法与

技术的应用情况（图1）。通过将文献定量分

析与成果内容定性分析相结合，客观呈现大

数据应用在风景园林领域的研究现状。

1.2.2 数据准备

结合本文目的，将数据源确定为国内三

大主流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万方

数据、维普期刊。对2011年至2021年内同时

含有“大数据”和“风景园林”主题词的期

刊论文进行检索①（图2），预检索结果均不超

过80篇。这表明了两种可能：一是与风景园

林强相关的一些文章，因未出现“风景园林”

主题词而被检索排除②；二是大数据在风景园

林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尚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为了更客观地判断，在扩大检索范围

同时保证文献与风景园林领域的高相关性，

最终在CNKI的高级检索中限定“工程科技Ⅱ

辑—建筑科学与工程”作为期刊论文来源③，

以“大数据”为主题词精确匹配检索，得到

4 955篇文献，经人工筛选，剔除期刊导语、

综合资讯、工作动态、书评等无效文章，并

逐一阅读篇名、摘要、关键词等信息，筛选

出210篇较明确归属于风景园林领域范畴的

有效文献作为数据基础。

2 国内研究进展与特征分析

2.1 整体发展概况 

分别统计4 955篇和210篇文献10年间的

发表量，并将前者视为总发文量（图3）。在

检索数据中，总发文量在2011年、2012年均为

①  在维普期刊的高级检索中不提供主题词检索功能，选择“题名和关键词”检索，因此在维普期刊的检索条件与前两者稍有不同。检索日期均为2022年1月2日。
②  主题检索是在数据库标引出的主题字段中进行检索。该字段内容包含一篇文章的所有主题特征，嵌入了专业词典、中英对照词典、停用词表等工具，并采用关键词截断算法，将
低相关或微相关文献进行截断。
③  在CNKI的高级检索中左侧的“文献分类导航”下有十大专辑分类，这是CNKI基于中图分类而独创的学科分类检索功能。通过此功能可以明确研究成果的学科类别。

中国风景园林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思辨——基于2011 - 2021年相关文献分析      王中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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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篇，在被称为“大数据元年”[26]的2013年突

增为24篇，至2020年前发文量均呈现逐年递

增的趋势。2021年发文数开始下降，说明在

一定程度上研究热度有所降低。在风景园林

领域的样本数据中，首次发文出现在2013年，

此后至2020年研究都保持上升态势，然而与

总发文量相比，增长趋势明显较缓，且风景

园林领域发文量历年占比均未超过总发文量

的10%。该点能够说明预研究中风景园林文章

检索数量较少的原因应该是第二个：在建筑

学大类学科背景下，风景园林领域的大数据

应用研究并不突出，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2.2 应用领域与成果

对风景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

对象及研究方向进行不完全分类统计，研

究对象为8类（图4），研究方向分为12类

（图5），将统计数据整理成Excel表格，绘制

桑基图来分析文章数量变化。同时，统计每

一分类下文章数量超过10篇的研究类别所应

用的大数据类型，通过气泡图分析数据类型

与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的关联性。样本文献

中使用的大数据类型可以分为5类，包括三

类实时更新的大数据：位置服务数据、动态

监测数据、社交网络数据；以及相对而言更

新较慢的两类大数据：基础空间数据和社会

经济数据①。此外，一些非应用型研究未被

统计在上述分析图中，这些研究主要为两类：

教学实践（13篇）和数字技术探索（20篇）。

2.2.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分析

首先，“公园绿地”“街巷空间”“城市绿

道”是风景园林领域大数据应用主要研究对

象。这其中“公园绿地”达到55篇，从2015

年延续至今，且在2018年后研究呈快速上升

趋势，这与2018年“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

显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城市绿道的大数

据应用研究最早见于2017年，在此后几年发

展均衡，研究重点是选线规划。街巷空间中

大数据的应用是三者中最早开始发展的，可

追溯至2014年对大数据在智慧街道设计 [27]中

的探索与展望，此后的研究发展极为缓慢。

在近年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街巷作为极具发

展潜力的邻里公共空间，逐渐得到关注，并

在2020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

2019年至2020年研究对象丰富，均达到6类

以上，说明这两年是风景园林领域大数据研

究发展的重要节点。

同时，“时空行为与空间活力”和“评价

与评估”构成了风景园林领域大数据应用的

主要研究方向，“园林绿化管理”“生态环境

治理”“布局与选址规划”“空间品质”位于

第二梯队，“可达性与环境公平”介于二者之

间，这些研究方向成果在时序上均表现出较

好的延续性。“评价与评估”类研究在2016年

和2021年间呈波浪起伏式发展，而“可达性

与环境公平”类研究在2017年出现后就一直

呈稳定增长状态，并在2021年成为占比最高

的研究方向。此外，在成果较少的研究方向

中，“文化景观”出现得最早，但之后多年未

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这说明大数据在“文

化景观”方向可能存在着一定应用局限性。

2.2.2 数据类型应用分析

通过统计上述研究对象成果中应用的大

数据类型发现（图6），“公园绿地”研究涉及

到了所有类型的新数据源，特别是出行轨迹、

手机信令、网络文本和POI数据的应用，使得

公园绿地研究在游憩使用、可达性、服务范

①  数据分类参考文献[16]进行删减和修改，其中出行轨迹数据包括高德地图导航数据、腾讯宜出行数据、智能手机APP数据、共享单车数据等；交通传感数据包含公交刷卡数
据、出租车GPS数据等；社交签到数据主要指微博签到数据。

图1   研究方法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research methods 

图2   预检索与数据来源说明
Fig. 2   Literature pre-search and data sources descriptio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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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规划应对这4个方面有了较大进展 [28]。在

“城市绿道”的研究中，出行轨迹数据、交

通传感数据、POI数据的应用为分析人群时空

行为、基础设施分布，以及最优线路规划提

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29]。另外，通过街景图片

数据进行空间品质测度为“街巷空间”研究

拓展了全新视角[30]。

同样，在“时空行为与空间活力”“评价

与评估”“可达性与环境公平”这三个研究方

向上，热力图、出行轨迹、手机信令、POI数

据因含有空间位置信息，在识别人群分布特

征并计算个体行为密度 [31]、分析影响空间活

力的主导因素 [32]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在“评

价与评估”方向上，可以通过非介入方式的

网络文本数据，获得更为真实的公众评价 [33]。

而“可达性与环境公平”方向，主要应用的

是POI数据和居住区数据，为研究城市绿地供

给的公平性 [34]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

2.3 分析方法与技术

2.3.1 常见研究方法

将样本文献中的大数据类型和与之对应

的主要分析方法进行归类统计（图7），结果

显示：传统的空间分析法、数学与统计分析

法、综合评价分析法在现阶段研究中仍然被

大量采用。其中空间分析法中最常见的是GIS

空间分析法，如使用带有用户位置信息的微

博签到数据，通过核密度法 [35]分析人群在公

园内的聚集程度，且借助GIS工具将数据做可

视化呈现成为近几年一个显著趋势。在数学

与统计分析法中，描述统计应用最多，主要

通过大数据绘制统计图表，描述空间现象与

活动规律 [36]。而推断统计中常见的分析手段

是综合应用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 [37]，一般用

于寻找公园、街巷的空间活跃度影响因子，

并结合定量研究中常用的SPSS软件工具验证

图3   2011-2021年文章数量统计
Fig. 3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from 2011 to 2021

图4   不同研究对象文章数量变化桑基图
Fig. 4   Sankey diagram of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for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图5   不同研究方向文章数量变化桑基图
Fig. 5   Sankey diagram of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different research directions

图6   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应用数据类型气泡图
Fig. 6   Different data types used in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3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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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此外，综合评价分析法是应用最广的

方法，几乎所有的大数据类型都可用于建立

量化评价指标，由于网络文本、签到、地铁

刷卡等行为数据可以反映居民的真实需求，

因此可得到更为客观的景观评价结果。需补

充说明的是，在具体的应用中，通常是多种

分析方法结合运用。

2.3.2 新兴方法与前沿技术

同时，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也形成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文本挖掘技术等

为代表的新兴方法与前沿技术。常用于人居环

境研究的人工智能方法有人工生命类、智能

随机优化类和机器学习类这三类 [38]。本研究的

样本文献中统计到了机器学习类，即从样例中

学习，如对网络文本进行分类与情感判断[39]、

抓取街景数据识别景观要素进行城市修补 [40]、

利用网络图片对城市意象认知开展实证研究[41]

等。此外，与传统空间分析法使用频次同为

最高的另一个分析方法是文本挖掘技术，该

技术融合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多种技

术，特别适用于网络文本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但较强的针对性使得其应用场景受限，同时

一些研究仅停留在网络文本分词与词频统计阶

段，还缺少进一步处理分析手段。

3 大数据及其应用对风景园林学的影响

3.1 推动风景园林科学化发展

新数据环境下，风景园林传统分析方式

已不能满足信息时代的城市发展需求。使用

大数据技术可以构建风景园林信息矢量化体

系、信息化可视平台 [42]，重新梳理对“以人

为本”风景园林设计的理解。本文认为大数

据及其技术应用对风景园林的推动作用主要

为两个方面：一是新数据属性形成了新研究

方法；二是拓展了定量研究的途径。

3.1.1 形成更为科学的新研究方法

前文的研究方法统计中，虽较多仍在沿

用传统研究方法，但大数据在数据量、更新

频率、数据形式，以及来源等方面具有的显

著优势，使得这10年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

现。如前所述，利用部分大数据带有时空定

位的新数据优势，传统描述性的内容在GIS

等工具帮助下以可视化的空间结果呈现，这

将更科学地指导规划设计。其次，从人本视

角量化城市形态，深度挖掘人们日常生活图

片数据背后现实空间的价值而形成了图片城

市主义 [43]等。同时，在新数据的基础上，利

用算法进行深度学习，形成了以人工智能辅

助决策为代表的新方法，未来具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在前文分析中发现，由于人工识别

视频内容的时间成本较高，视频大数据还未

得到广泛应用。但视频大数据在公共空间中

对高度动态的人群活动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

优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未

来视频大数据分析技术将更进一步推动风景

园林动态研究。对大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

突破了数据实证层面的简单利用，将风景园

林学科领域研究向更加科学的模式推进。

3.1.2 拓展了风景园林定量研究的途径

围绕大数据处理及分析的应用，在定量

研究的测度科学化、规律精确化、人本特征

精细化三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首先，空间

活力测度的科学化改变了传统测度方法人力

成本高而准确性较低的弊端。通过大数据对

活动强度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为建立公园服

务压力评价体系 [44]、确定历史街区空间活力

影响因子 [45]等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其次，改变了传统数据虽可分时段多次收集，

但难以实现动态性和实时更新的困境。通过

大数据实时监测人口规模及空间分布变化 [46]，

分析出行特征与规律，实现了对人群变化规

律的精确化把控。再者，对于人本特征实现

了精细化描述。非结构化的网络大数据，是

图7   分析方法与技术笛卡尔热力图
Fig. 7   The heatmap on Cartesian of the analytic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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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记录的数据，具有真实性和实时

性，通过由用户发布或储存的社交网络数

据，在对数据进行清洗后，可以挖掘到用户

性别、年龄和社交关系等重要社会特征，并

对其进行精细化定量分析。

3.2 大数据应用的局限性与思考

3.2.1 对大数据本身局限性应有清醒认知

首先，大数据虽然数据规模巨大，但仍

然不是全样本，即样本偏差仍然存在。如被

广泛应用于游憩使用评价的社交网络数据，

由于不同社交平台有对应的受众，因此得到

的评价数据仅能代表特定的人群。同时，这

些被动获取的样本数据也很难像传统实地调

研那样，通过数学计算设定样本使其符合总

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比例等），在获取数据

中控制不同群体的占比来降低偏差。

其次，大数据价值密度较低等特性带

来的影响不能忽视，如何通过机器算法迅速

完成大数据价值的“提纯”是亟待解决的难

题。在数据处理方面，传统调研数据由于

数据量小价值密度高，因此比大数据更易操

作。在数据获取、关联性、侧重点方面，两

种数据各具不同的优势，如传统数据研究可

以通过设计实验来记录被研究者在假定场景

中可能产生的行为和情绪，这是大数据研究

难以实现的。当然，被动数据和主动数据的

得失各有利弊，但从上述分析来看，仍然不

能全然否定传统样本数据及传统研究方法。

因此，大数据尚不能对风景园林学科全

部领域形成覆盖。从前文总结的研究重点来

看，研究对象更多地集中于中观和宏观尺度

的城市公共空间，而乡村景观、街角绿地等

领域还较少涉及。这与这些区域人群密度较

低，或是移动联网设备较少，难以收集时空

行为大数据具有直接关联。这就意味着在大

数据应用中，研究对象需具有一定的空间尺

度和人群规模，而在小尺度设计中具有应用

难度。在小场地中即使能获得部分大数据，

其准确度及数据价值都已较低，不再具有应

用意义，更适合使用传统调研数据。此外，

风景园林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在社区生活圈、

公共服务设施、公众参与等方面还鲜有涉及，

而目前这些研究方向的大数据应用已从城乡

规划学的视角展开，可见在这些方向上大数

据方法有一定适用性，今后可从风景园林的

视角开创更多相关研究。

3.2.2 大数据应用带来的思维变革仍需理性对待

图灵奖得主Jim Gray提出科学研究经历

了实验科学、理论推演和计算机仿真三种

范式，目前正在进入数据密集型的“第四范

式”[47]。虽然对此仍存争议，但不可否认的

是，大数据应用的背后存在着思维模式的转

变。而本文认为，对于风景园林学而言，除

了研究人员思维和认识的更新以及对大数据

专业化应用的洞察之外，尚有以下两点变化

值得思考。

第一，由于时空大数据呈现的是群体累

积叠加信息，对数据信息的挖掘也就更关注

于群体行为模式，即表现为对数据的整体性

把控。由此，必然带来研究中由对个体数据

的精准性“小数据思维”向整体性的“大数

据思维”转变。但大数据再大也不过是现实

世界的一个非全样本投影，因而在整体性增

强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个体诉求被掩盖，排

他性的模糊真相取代多样性差异的客观事实。

如在绿地空间布局、绿地供给公平性等研究

中，大数据可以反映大多数人的需求，但也

造成了对个体诉求、弱势群体诉求的忽视，

所以也并未达到完全的空间正义。因此，如

何针对不同研究目标对大数据及传统数据进

行准确判别，并于其中寻找到平衡点应该是

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之一。

第二，前述分析结果中存在以描述性统

计来直接阐述空间现象的研究倾向。这实际

上也是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量大到

难以想象的数据可能会让理论模型变得多余，

假说的理论模型将被直接的数据对比所取

代的佐证 [48]。但如果以数据分析取代理论构

想，以“就是这样”来回答“为什么”的提

问，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 [49]，

放弃了对现象背后动因的探究。而对于风景

园林研究而言，我们想要探寻的正是空间现

象背后的原因，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要素

运用到今后的设计中。同时，考虑到大数据

算法其思维模式存在的非黑即白漏洞，我们

有理由对这种以相关性研究取代因果性研究

的趋势保有警醒。

4 结语

在当下研究领域，大数据释放出的巨大

价值使得选择大数据方法不再是一种权衡，

而是导向风景园林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路

径之一，但对直接套用大数据、为了数据而

数据的盲目应用研究倾向仍需警醒。放眼全

球，近年来相关文章的发表和引用数量呈指

数级增长，但研究不足也不容忽视，对照国

际研究现状 [50]，未来应整合多种数据源，开

发利用深度学习、云计算等新方法，拓展应

用领域，聚焦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面对

大数据本身和思维转变造成的应用局限，应

给予传统数据同等关注。大数据和传统数据

的结合，由技术中心论转向更加以人为本的

精细化、多元化研究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随着技术突破和跨学科合作深入，未

来将建立更加智慧的风景园林服务环境。因

此，亟需建立对应的理论框架，形成与时俱

中国风景园林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思辨——基于2011 - 2021年相关文献分析      王中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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