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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涤湘，谢晓亮，常江．基于文献计量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１８）：７４７５⁃７４８３．

基于文献计量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

谢涤湘１，谢晓亮１，∗，常　 江２

１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０９０

２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地理、环境与空间科学系， 东兰辛 ４８８２４

摘要：公园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和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达性作为衡量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合理性的重要指标，
是近年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 为全面了解国际期刊上有关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前沿动态，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

谱和文献计量法，以“公园可达性”、“绿地可达性”等为主题，提取到了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国际期刊收录的 ２６２ 篇相关

文献，并基于关键词、作者、期刊分布和文献引用等情况，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进行了可视化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１）随着

时间的演进，文献数量呈现出跨越式增长，研究方法和内容日趋丰富，涵盖了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地理学、社会学、医学等相关

学科；（２）研究热点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由前期着重探讨公园绿地可达性概念、内涵转向中后期着重关注公共健康、环境正义

话题的变化趋势；（３）研究视角日趋丰富和不断深化，饮食、肥胖、体力活动、公共健康等一系列相关的话题已成为公园绿地可

达性研究的热点。 对国际期刊上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梳理总结可为我国公园绿地的规划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启示。
关键词：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热点；环境正义；体力活动

公园绿地是指城市中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同时兼有生态、美
化景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综合作用的绿化用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和游园［１］。 长期以来，
公园绿地的研究多集中在可达性研究［２⁃４］、公园绿地的规划设计［５］、景观生态格局［６］ 和空间结构［７⁃８］、绿地生

态效益评价［９］及关联紧密的生态城市、海绵城市［１０］ 等物质空间层面的内容，较少关注甚至是忽略了社会公

平［１１⁃１３］、游憩满意度［１４］等人作为主体对公园绿地的感知和评价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推动，改善城市绿化环境、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成为群众日益高涨的诉求。 市民对公园绿地等开放公

共空间的需求亦随之增长，并“从关注公园绿地数量和质量向关注公园绿地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便捷、平
等、公平地享用转变” ［１５⁃１６］。

可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是指利用一种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给定区位到达活动地点的便利程度［１７］，该指

标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公共交通路线站点的规划、边缘区或弱势群体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模

式、绿地景观规划和绿地系统布局等领域［１８⁃２０］。
公园绿地可达性指从空间任意一点克服空间阻力到达绿地的相对或绝对难易程度，反映了到达城市绿地

的过程中所克服的空间阻力的大小［２１］。 Ｐａｒｋ 从物质环境因素和心理感知因素两个层面阐述了公园绿地可达

性概念，前者以公园绿地设施、环境、面积和质量作为测量指标，后者则与公园绿地周围居民财富、收入、身份

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密切关联［２２］。 “良好的公园绿地可达性是居民充分享受公园绿地生态与社会服务效益

的前提条件，与居民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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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涉及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医学和交通运输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视野、
主题极为丰富且文章质量得到普遍认可。 然而，国内对国际期刊上公园绿地可达性回顾和述评的文章并不

多，本文旨在通过量化和可视化的方法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推动完善我国城乡规划、风景

园林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推进建设公园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提供指导。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为确保数据获取的可靠性与权威性，选取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下简称 ＷＯＳ）核心合集作为本次研究数据来

源。 ＷＯＳ 是全球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权威的数据库，收录了各个学科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期刊，检索到的

文献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２３］。 限定期刊索引类别：“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以下简称 ＳＣＩ）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以下简称 ＳＳＣＩ），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以主题词进行搜索：“ＴＳ＝（＂ ｐａｒｋｓ ａｃｃｅｓｓ
∗＂ ＯＲ ＂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Ｒ ＂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ｋｓ＂ ＯＲ ＂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ＯＲ ＂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ｐａｒｋｓ＂ ＯＲ ＂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ＯＲ ＂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ｐａｒｋｓ＂ ＯＲ ＂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语言为“Ｅｎｇｌｉｓｈ”，精炼文献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ｉｅｗ”，检索时间跨度设置至 ２０２０ 年，下载包括上述检索词的标题、摘要、关键词的所有文献。
经过滤删除无效数据，最终收集 ２６２ 篇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领域的高质量核心文献。 由此构成研究基础数

据，数据检索日期为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文献计量法和科学知识图谱（Ｍａｐｐ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结合起来，以期全面而形象地阐述国

际期刊上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成果。 通过文献计量法和科学知识图谱两者结合，以可视化的方式定量描

述、评价和预测学术现状与发展趋势，呈现相关科学知识体系发展进程及其相互结构关系［２４⁃２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

由美国学者陈超美开发的一种文献数据可视化软件［２６⁃２７］，可探索某一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核心机构、核心

期刊、研究热点与发展前沿等问题［２８］。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７ 对从 ＷＯＳ 核心合集中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关键词分析，包括共现、突现和聚类分析。 此外，为弥补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在挖掘细节内容上的缺

陷，从检索到的文献中选择典型文献深入研读，深化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理解与把握。

２　 研究总体趋势

图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公园绿地可达性领域发文量及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２．１　 文献年度分布

据 ＷＯＳ 检索结果可知，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最早

文献的发表时间为 １９９９ 年，是 Ｌｉｓｔｏｎ－Ｈｅｙｅｓ 在环境管

理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发表的论

文 《达特穆尔国家公园的休闲好处》 （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ｒｔｍｏ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公园绿地可达

性作为研究中的一项内容被提及。 此后一直到 ２００６ 年

才有学者在该领域发表成果。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公园绿

地可达性领域的发文量总体上呈快速增加态势，２０２０
年的发文量是 ２００６ 年发文量的 １７ 倍。 从变化量上可

以看出（图 １），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增幅较大，尤
其明显的是 ２０２０ 年发文量相较去年上升了 １５ 篇。 其

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不平等被视为一个环境正义问题［２９］，过去几十年时间“以人

为本”的人文关怀价值逐渐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人们越来越关切空间正义、环境正义，以公平性为导向考虑

公园绿地可达性及布局。 ②公园绿地可达性关系到实现市民城市权利、保障公共利益，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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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完善是对社区甚至城市健康和福祉的一项重要投资。 ③以政府、地产商为代表推动的绿化美化行动所引

发的不平等现象及其社会空间影响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新问题。
选取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为研究的时间序列，划分为 ３ 个阶段（图 ２），分别是起步阶段、发展阶段、上升阶

段，系统地分析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变化。 起步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文献数量较少，仅有

２９ 篇，且主要聚集于环境科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学科领域，研究主要内容为公园绿地可达性和绿地空间的受

益情况以及休闲、体力活动等话题；发展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论文数量迅速增长，达到了 ７５ 篇，学科领域扩

展至城市研究、区域规划和生态学等，研究内容开始关注公园绿地可达性与种族、社会经济差异的关系、公园

绿地分布的空间差异、邻里环境与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绿色空间可达性与儿童发展、身心健康、行为和认知

的关系等；上升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文献呈飞跃式增长，达到历史峰值，２０２０ 年的文献数量为 １５８ 篇，涉及

生态环境科学、城市研究、生物医学和地理等学科领域，公园绿地可达性与环境正义的关系、公园绿地可达性

对公共健康、疾病、死亡率的影响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研究主题上看，环境正义、市
民休闲和公共健康等话题贯穿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各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均有较大幅度上升，未来仍将

是学者持续关注的重点内容。

图 ２　 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发展阶段

Ｆｉｇ．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１５，２２，３０］整理

２．２　 研究前沿期刊和文献

国际学术期刊和高被引论文分别反映学术界在一定时期内某一领域的成果和关注的重点［３１］，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是国际期刊索引的权威。 表 １ 统计了在本次 ＷＯＳ 核心合集检索中发文数量排名前 １０ 的 ＳＣＩ 与 ＳＳＣＩ 期
刊。 这 １０ 类期刊所收录的相关文献数量共计占总数的 ３８．８１％，且期刊影响因子均高于 ２．５９８，最高为行为营

养和体力活动国际杂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达到 ７．５８１。 文献收

录数量排名前 ３ 名的期刊为景观与城市规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环境研究和公共健康国际杂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可持续发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成为该领域研

究成果发表的主要期刊。
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１０ 篇文献大多亦来自以上期刊（表 ２）。 以被引次数为依据，按照第一作者所在机构

统计发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Ｗｏｌｃｈ 发表的文章位居榜首，主题为环境正义和公共健康，被引频次达

到 １０６１ 次。 期刊类别不同彰显了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多样性，其中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间文献数量均达到 ８ 篇以

上。 对上述 １０ 类期刊类型追踪分析发现，研究领域多集中于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生态环境科学、医学

等。 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覆盖了不同的期刊和学科，足以印证该研究领域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特征。 大多学

者结合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将“公园绿地可达性”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以及不同方法相结

合，延伸扩展该领域研究方向和深度，凸显出新的研究热点。

７７４７　 １８ 期 　 　 　 谢涤湘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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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题为公园绿地可达性论文发表量 Ｔｏｐ １０ 的 ＳＣＩ和 ＳＳＣＩ期刊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ｐ １０ ＳＣＩ ａｎｄ ＳＳＣ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序号
Ｎｏ．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期刊影响因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文献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数量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 ％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５．９５５ ２２ ８．４０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８９８ ２２ ８．４０

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５９８ ９ ３．４４

４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４．２３４ ８ ３．０５

５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ｌａｃｅ ３．３９１ ８ ３．０５

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４．７０７ ７ ２．６７

７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３．９６２ ７ ２．６７

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７．５８１ ６ ２．２９

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３．７６３ ６ ２．２９

１０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８３９ ５ １．９１

　 　 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数据来源：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期刊影响因子数据

来源：Ｊｕ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公园绿地可达性领域前 １０ 篇高被引论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１０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２０

序号
Ｎｏ．

题目
Ｔｉｔｌｅ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表年份
Ｙｅａｒ

被引频次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ｊｕｓｔ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ｏｕｇｈ Ｗｏｌｃｈ 等［１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０６１

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Ｋａｃｚｙｎｓｋｉ 等［３２］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 ４０１

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ｏｍｂｅｓ 等［３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９ ３３９

４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Ｂｏｏｎｅ 等［３０］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２００９ ３１３

５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ＵＫ Ｂａｒｂｏｓａ 等［１６］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２９０

６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Ｒｏｅｍｍｉｃｈ 等［３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６ ２４８

７ Ｒａｃｉａｌ ／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Ｄａｉ［２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９９

８
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ｕｉｌｔ，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ａｒｒｏｌｌ⁃Ｓｃｏｔｔ 等［３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３ １９０

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ｒｌｓｏｎ 等［３６］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２ １９０

１０
Ｃ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ｗａｌｋａｂｌ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ｕｔｔｓ 等［３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９ １８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论文整理

３　 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分析

３．１　 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热点

词频分析法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以
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３８］。 剔除“公园绿地可达性”等主题词，由图 ３ 关键词节点大小可以看出，

８７４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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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动”、“健康”、“环境”、“肥胖”等关键词共现频率较高，成为当下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最热的主题词。
不少学者侧重公园绿地可达性与绿地使用频率、体力活动与肥胖或超重之间关系的探究。 如 Ｃｕｔｔｓ 等探究了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易肥胖人口的分布与公园可达性和步行街道网络之间的关系［３７］；Ｆａｎ 等采用绿色可

达性指数（ＧＡＩ）评估了上海公园可达性情况，并据此在城市外围区划分“热点”、“冷点”和“空间集聚区”，以
此作为改善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指导［３９］；Ｗｅｎｄｅ 等调查了城市居民住宅附近的绿地可达性和使用频率，认为公

园绿地规划设计是城市社会和空间不平等的“均衡器” ［４０］。
从研究的趋势来看，空间正义、环境正义探讨贯穿于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当中，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研

究方向。 良好的公园绿地可达性是舒适生活和健康环境的重要保证，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富裕的

白人社区比低收入的拉美裔和非裔等族裔社区拥有更高公园绿地可达性和更完善的公园设施［１５，４１］。 如

Ｗüｅｓｔｅｍａｎｎ 等调查发现德国城市居住区周围 ５００ ｍ 缓冲区内公园绿地可达性存在巨大差异，城市绿地可达

性与收入、年龄、教育和家庭儿童等社会经济背景有关［４２］。
３．２　 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领域动态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拥有强大的聚类功能，关键词聚类能够反映一个领域内的研究重点。 为了解公园绿地可达性

研究的领域动态，对收集到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到 １０ 个关注度最高的研究聚类词（图 ４）。 通

过分析 １０ 个聚类词的内容和梳理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关注重点（表 ３），将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领域动态

归纳为可达性与环境正义，可达性与儿童等弱势群体，可达性对公园绿地健康效益的影响，可达性评价指标四

个大类，四大领域动态的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图 ３　 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Ｆｉｇ． 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图 ４　 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Ｆｉｇ．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表 ３　 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关注重点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关注重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 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公园绿地可达性与环境正义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从公园绿地可达性、面积和质量三项指标评估景观公平性，认为人口
密度高、收入低、非裔拉丁裔居民比例高的地区，公共空间可达性

较差［１５］

公园绿地可达性与弱势群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公园绿地可达性影响儿童、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

发展、体力活动、户外娱乐等［３４⁃３５］

公园绿地可达性与公共健康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公园绿地可达性和体力活动之间存在联系［４３⁃４４］ ，且与促进公共健康、
减少全因死亡和降低肥胖等慢性疾病风险有关［４５⁃４６］

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指标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公共健康；住区附近是否有公园绿地或娱乐设施；设施密度；住区半径

内的公园绿地总面积［４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论文整理

（１）种族、财富收入和身份地位等社会经济差异造成绿地空间利用的不公平

近年来，环境正义和社会公平等成为公园绿地可达性领域关注的焦点，反映了公园绿地可达性是衡量绿

地空间公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环境正义的重要因素。 绿地分配往往惠及白人和富人聚集的社区，最终会

９７４７　 １８ 期 　 　 　 谢涤湘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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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绅士化现象和原住民流离失所等社会问题，因此绿地的使用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环境正义的问题［１５］。
不同收入人群和种族群体在享受公园等服务设施存在差异是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重点之一［３０］。 Ｔａｎ 等研究

了公园尺度对公园可达性及空间正义的影响，发现财富和收入越高的街区公园可达性越高，绿地分配不平等

现象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更为明显［４８］。 公园绿地可达性不公平表现为公园绿地周边的居民在财富收入、教
育程度、种族、年龄、性别和身份地位以及其他社会经济上的差异，其形成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多个研究

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如 Ｓｈｅｎ 等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高或儿童、已婚居民家庭比例越

高的小区公共绿地可达性越好，反观老龄化或失业人口比例较高的小区与之相比差距较大［４９］。 由此看来，公
园绿地可达性的差异实际上为社会身份、地位不平等的映射。 另一方面，社区绿地的可达性也是学者关注环

境正义的又一重点。 Ｒｉｇｏｌｏｎ 等在对城市公园系统质量的调查中发现拉丁裔在社区公园绿地可达性中处于不

利地位［４１］，Ｂａｒｂｏｓａ 等研究了谢菲尔德社区公共绿地和私人绿地的可达性之间的关系［１６］。
（２）儿童、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成为公园绿地可达性关注焦点

公园可以为年轻人提供身心健康的好处，有效调节情绪和缓解日常压力。 Ｃａｒｒｏｌｌ⁃Ｓｃｏｔｔ 等以纽黑文市儿

童为例，指出居住环境特征（含公园绿地可达性）影响儿童的身高体重指数（ＢＭＩ） ［３５］。 近些年来，公园绿地可

达性在空间上的分配与社会弱势群体对公园绿地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Ｒｅｙｅｓ 等以加拿

大蒙特利尔市为例，研究了儿童人口分布与城市公园可达性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挖掘城市公园的使用潜力和

空间分布差异［５０］。 在可达性和公园绿地的使用关系上，Ｒｉｇｏｌｏｎ、Ｒｏｅｍｍｉｃｈ 等研究发现面积越大、质量越高和

步行可达性越好的公园，儿童和青少年到公园休闲游憩和进行体力活动的频率越高［１２，３４］。 除了儿童和青少

年，老年人作为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如 Ｃａｒｌｓｏｎ 等通过分析老年人社区步行能力、
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发现建成环境和心理社会因素协同作用影响老年人的体力活动［３６］。

（３）可达性对公园绿地健康效益的影响

公园绿地在推进城市生态系统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城市地区提供了多种

社会、经济、健康和环境效益。 不少学者指出绿地可达性和公共健康存在密切联系，绿地可以促进城市居民的

体力活动、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３３］，居住在公园绿地周边的人们可以从公共空间和社会互动中受益，其潜在

健康和福祉效益可归纳为以下三类：①延长预期寿命和减少健康不平等；②提高体力活动频率和身体健康水

平；③促进心理健康。 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除了关注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之外，更加关注住宅周边的公园绿地能

否为人们创造适宜的环境，以开展体力活动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靠近公园或娱乐场所的居民，体力活动往

往较为频繁。 以往一些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带来的健康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居住在公园绿地附

近的人每天运动量是住在步行范围以外的人的三倍［５１］。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ｉｊｎ 等认为靠近公园与体力活动频率呈正相

关，离居民住处 １ ｋｍ 内的公园数量越多则进行体力活动越频繁［５２］。
另一方面，公园绿地使用频率、体力活动和肥胖的关系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 Ｋａｃｚｙｎｓｋｉ 等将体力活动

的环境相关性和公园绿地可达性关联起来探讨体力活动的情况［３２］。 Ｃｏｏｍｂｅｓ 等以英国布里斯托尔市为例，
研究发现绿地的使用频率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居住在公园绿地附近、享有较高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居民参与

体力活动的趋势更强，居民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更低［３３］，进一步证实了在城市地区提供良好的绿色空间有助

于促进市民的体力活动和保持健康。 城市用地紧缺加剧了公园绿地资源的稀缺性，良好的公园绿地可达性成

为房地产最大的溢价点之一。 Ｊｉｍ 等以广州为例调查户外环境质量在购房者偏好中的地位，发现绿色空间和

滨水区域可达性良好的场所具有重要的享乐价值和健康效益，良好的绿色空间可达性等居住环境外部性是影

响购房者购置房子的主要动机［５３］。
（４）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指标的研究

很多学者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的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如 Ｅｋｋｅｌ 等用自然类型、绿地面积和距离等指标来

评估可达性［２０］，Ｒｉｇｏｌｏｎ 则将公园可达性（Ｐａｒｋ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公园面积（Ｐａｒｋ Ａｃｒｅａｇｅ）和公园质量（Ｐａｒｋ Ｑｕａｌｉｔｙ）
作为评估公园绿地可达性公平的三项最重要指标［３］。 目前，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评价和度量以 ３Ｓ 技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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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移动搜索法（２ＳＦＣＡ）、空间句法和网络分析等方法为主。 如 Ｘｉｎｇ 等使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调查武汉

市公园绿地可达性与环境正义［１３］，Ｌｉａｎｇ 基于 ＧＩＳ 创新性地提出将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纳入公园绿地可达性评

价的方法［５４］，Ｆｒａｎｃｏ 采用遥感技术获取葡萄牙里斯本的树冠覆盖率以评估公园绿地可达性对房地产市场的

影响［５５］。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不少学者以独特的视角测度公园绿地可达性，如房价和地价、死亡率、舒适性

等。 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 等基于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了城市死亡率，发现公园绿地可达性与各种流行病的潜在死因存

在关联，特别是与呼吸道疾病死亡率的相关性最强［５６］，Ｄｅｈｒｉｎｇ 等探究了公园绿地距离与住宅密度、房价的关

系，发现高层住宅区房价与公园绿地可达性呈正相关［５７］。

４　 讨论与结论

本文梳理了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ＷＯＳ 上公园绿地可达性领域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上的核心文献，并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

绘制出相关可视化知识图谱进行文献综述分析。 首先，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的热点演变过程：第一阶段，
以公园绿地可达性概念、内涵探讨为重点，在于解决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布局和设施分配上存在的诸多问题；第
二阶段，城市健康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学者关注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和公共健康之间的联系；第三阶段公园绿

地可达性的变化造成阶层居住空间的演替和分异，公园绿地可达性与环境正义、空间正义、绿地质量以及权力

博弈的关系等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次，当前社会经济差异造成绿地空间分布不公平问题是研究热点

之一。 由于公园绿地带来的多重效益，其可达性不平等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和诟病。 尤其是不同收入阶

层、种族群体在公园绿地可达性上的差异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公园绿地可达性差异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公

平正义问题，是社会阶层分化和资源不合理分配在城市空间上的映射，是社会身份地位、财富收入不平等在绿

地分配上的体现，良好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因而常被视为“绿色特权”；另一方面，儿童、青少年、老年人以及低

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也是公园绿地可达性关注的热点之一。 公园绿地可达性分配与社会弱势群体对公园绿

地需求不匹配，如何从这些特殊群体的适用偏好以及需求差异出发，更有针对性、目的性地增进公园绿地可达

性的适配公平为学界所高度关注。 最后，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视角日趋丰富。 研究不局限于风景园林、城
乡规划，更多与地理学、社会学、医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涉及健康、住宅、种族、公平性、特定人

群等主题研究。 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测度和评价方法以及与房价、地价、弱势群体、环境正义、健康关系的研究

仍将是研究的热点。 同时，就研究方法而言，大数据、生理心理感知、方程模型和空间计量法等新技术新方法

在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中将会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我国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不同社会群体在公园绿地可达性上呈现出的明显

差异，暴露出我国公园绿地布局有不少需改进的地方，影响城市真正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随着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推进以及公园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可达性作为衡量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合理

性的重要参考指标已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国内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虽经历了从最初的概

念和文献引介到目前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并重的转变，但不少仍以文献的述评和整理为主。 相较于国外的

研究，目前国内在可达性与疾病、肥胖、健康、住宅、体力活动等方面的关系研究上较为薄弱，未来的研究可以

朝着这些方向展开。 同时，西方语境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理论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 我国独特的经济、
政治、文化环境和迥异于西方的城市发展模式能为丰富全球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提供中国案例和视角。 新时

期基于我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理论，有助于为面向空间正义、环境正义、人与自然和谐

的城市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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