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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nfluence on Walking in the Elderly: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12 Residential Areas in Jiangbei District, Chongqing

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影响分析*

——基于重庆市江北区12个住区的实证

王莹亮   肖  健   李  琪   倪  军   谭少华   彭慧蕴    WANG Yingliang, XIAO Jian, LI Qi, NI Jun, TAN Shaohua, PENG Huiyun

适宜步行出行的城市建成环境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探讨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影响要素、

作用路径及规划干预，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影响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建成环境要素。以重庆市江北区12个住区为例，通过

问卷调查、GIS空间分析和现场勘测获取社会属性、步行行为和建成环境空间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

归分析，结果发现：路网连通性维度中路网密度、街区边长、交叉口密度3个因子，土地利用布局维度中土地利用混合度、

公共交通场站密度2个因子，绿地及开敞空间维度中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绿色开敞空间密度2个因子是影响老年人步

行出行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路网连通性、土地利用布局、绿地及开敞空间3个维度的规划干预策略。

An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walking can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action path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urban planning on walking in the elderly, and 

verifies the built environment element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aking 12 residential areas in Jiangbei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a study case, the data of social attributes, walking behaviors and spatial data are obtain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by SPSS. It is found that intersection density, road 

network density, and block side length of connectivity aspect, land use mix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tation density of land layout 

aspect, and green open space density, ratio of green land of the green open space aspect are the main factor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urban plann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rom road connectivity, land layout and green op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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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遭受慢性病（心血管疾病、肥胖、

中风和糖尿病等）困扰的老年人数量呈逐渐上

升趋势，并且多数老年人不止遭受一种慢性病

的折磨[1-2]。这些慢性病是导致老年人残疾或者

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统计数据，我国60周岁以上及65周岁以上老

年人口比重在2000年的时候分别达到10.00%、

7.17%。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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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我国社会发展早已进入老

龄化阶段，并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发展。人口预测

报告指出，我国老年人的人口总量将在21世纪

中叶达到最大值，老龄化问题将是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4]。在慢性

病发病率不断增高、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长的

趋势下，主动抗击慢性病无疑对老年人的身体

健康乃至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2050年，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战略提

出8大体系，“普惠健康体系”作为8大体系之

一，战略目标是推迟慢性病的发生年龄和遏制

慢性病早发趋势[5]。城市规划缘起于对公共健康

的关注，早在1990年前后，城市规划就通过规

范建筑的日照、通风等方面来干预和改善公共

卫生[6]。主动干预人群健康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初

衷，也是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发展的诉求，而建

成环境是城市规划干预人群健康的重要手段[7]。

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步行出行及建成环境

对人群健康有重要影响[8-10]。步行是老年人最常

见、最方便的体力活动类型。研究表明，每天坚持

30 min以上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如快走）能

够有效降低老年人患慢性病的可能性[11]，但是

60%—70%的老年人体力活动并没有达到这个

水平[12-14]。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车本主

义下所建成的城市环境并不利于老年人步行

出行。此外，国内已有学者从不同层面提出城

乡规划对步行环境的主动式干预策略[15]，而建

成环境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影响及作用

路径的相关研究较匮乏，尤其是对建成环境的

定量化研究鲜有看到。本文作为在此领域的尝

试，期望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影响老年

人步行出行的建成环境要素及特征，从而优化

步行环境，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通过主动干

预为老年人营造更有利于健康的环境。

1   影响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建成环境要

素、作用路径及规划干预

Lawton[16]提 出 的 老 龄 化 生 态 模 型

（Ecological Model of Aging） 和Carp等[17-19]

提出的老龄化一致模型是研究老年人步行出

行行为与建成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理论

基础。模型总结了老年人行为与环境压力之间

的关系，指出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住区环境和老

年人与环境之间的匹配关系共同决定了老年人

的行为。模型可以用于解释老年人步行行为与

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当老年人步行行为

和建成环境二者之间关系失衡时，可以通过改善

建成环境（如提供适宜步行的空间环境和无障

碍设施等）来补偿老年人个体能力的不足，重新

建立平衡关系，促使老年人步行行为的发生。

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步行的建成环境特征

进行了大量研究，Shin[20]的研究验证了交叉

口密度、路网连通性、路段节点比、道路密度等

指标对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影响，其中500 m范

围内交叉口密度是老年人步行出行的最关键

因子。街区尺度则对老年人步行出行起到负面

影响，即街区尺度越大，老年人步行出行发生

的频率越低[21]。也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土地

利用混合度、居住密度等指标与老年人步行出行

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2-24]。Shigematsu等[25]对美

国66—75岁的老年人以及女性老年人群体所

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日用商品店、便利店、文

娱设施、银行、公园和商场等设施及其分布密

度对老年人步行出行都有一定影响，且250 m

范围内绿地开敞空间密度越高，老年人步行出

行越频繁。另外，设置合理的步行环境要素（人

行道路面材质、人行道宽度、台阶和坡道、过街

设施、街道座椅、饮水设施、信号灯、标志设计等）

能有效地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26-29]。相反，在空气

质量差、噪音干扰大、脏乱的街道环境中老年

人步行的意愿较低[30]。

笔者将建成环境要素总结为两个层面，即

宏观城市布局和微观环境感知。宏观城市布局

主要体现在路网连通性、土地利用布局、绿地

与开敞空间3个维度，微观环境感知主要体现

在安全性、舒适性和便捷性3个维度。建成环境

要素、老年人个体特征和偏好经过复杂的内在

匹配过程共同决定老年人的步行行为。城乡规

划可以从构建适宜步行的建成环境入手，提高

步行环境供给来间接干预老年人的步行出行

（见图1）。本文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适

合我国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建成环境要素及特

征，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环境，为老年人提供适

合步行出行的空间环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调研样本

重庆市是典型的山地城市，地形特殊，具有

悠久的步行传统。本文以重庆市江北地区为取

样点，根据城市建成环境功能、环境成熟度、配

套设施完善度的不同，选取12个住区作为调查

对象。针对12个案例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

问卷调查，选定325份有效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图1  影响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建成环境要素、作用路径及规划干预

Fig.1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action paths and planning interventions that affect walking in the elderl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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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区范围确定

通过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老年人步行

出行的频率与其步行出行距离存在一定关系。本

文所指的步行出行是通勤性步行、购物性步行、

休闲性步行的总和。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在不

同步行距离内步行频率呈起伏变化趋势，其中

500 m范围内的步行出行频率占调查对象出行

频率总数的比例接近60%（见图2）。按照老年人

的步幅和频率，300 m、500 m和1 000 m分别

是老年人步行5 min、10 min和20 min的距离。

老年人舒适的步行距离一般是步行5—10 min

的距离（300—500 m），1 000 m的步行距离为

可接受步行距离，且此距离内应有公共交通换

乘站，便于通过换乘公共交通实现更远距离的

出行。调查发现步行距离大于1 000 m的出行，

多是老年人主观上想多走动达到锻炼身体的

目的。此类出行和建成环境空间因素的关系不

大。因此本文排除1 000 m以上的步行距离，选

取步行路径距离1 000 m范围内为研究对象。

根据调查中步行者的步行目的地绘制步行路

径地图。从步行路径的空间分布特征看，主要

集中在住区周围500 m空间范围内。这是由于

重庆是典型的山地城市，内部高差变化复杂，存

在大量台阶、天桥、地下通道等步道形式，导致

步行的空间距离小于实际的步行路径距离。根

据分析结果，最终确定以步行路径集中的住区

500 m缓冲区为研究范围，研究建成环境空间

因素对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影响。另外，为避免大

型商圈的影响，调查对象均位于商圈2 000 m以

外区域（见图3）。

2.3   数据采集

通过整理问卷调查结果，收集老年人个体

社会属性数据和步行出行频率数据。所选住区

的建成环境空间数据由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GIS信息处提供GIS资料，并通过现场勘测的方

式进行补充调查，利用ArcGIS、AutoCAD等工

具提取，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需要说明

的是，本文只针对建成环境要素中宏观城市布

局方面的因素进行研究，因为这部分建成环境

要素不容易被老年人主观感知到，需经过提取

空间数据进行因子量化才能识别，且宏观的城

市形态一旦建成很难更改，需要在大量前期研

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引导。

2.4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皮尔森（Pearson）相关

性分析方法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由于相

关性分析只验证单一建成环境要素变量与老

年人步行出行频率的相关关系，并没有考虑

个体属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进一步采用多项

逻辑（Logistic）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自变

量为老年人社会属性、建成环境要素，因变量

为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得出在考虑老年人

个体社会属性的情况下不同建成环境要素对

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影响程度。

3   实证分析与初步结论

3.1   变量选取

3.1.1    老年人社会属性变量

笔者选取6个变量，分别为：性别、职业、受

教育水平、家庭构成、经济收入和健康状况。

3.1.2    建成环境变量

本文重点针对宏观城市布局方面的建成

环境要素进行研究，从路网连通性、土地利用

布局、绿地及开敞空间3个维度选择12个建成

环境空间因素变量（见表1）。

3.2   皮尔森相关性分析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被调查老年人步行

出行频率与建成环境变量分别进行Pearson相

关性分析，初步筛选出影响老年人步行出行的

建成环境变量（见表2）。

图2  调查样本不同步行距离所占比例统计

Fig.2  Statistics on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walking 
distances in the survey samp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12个调查区的分布图

Fig.3  The location of twelve ca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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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路网连通性维度中路

网密度、街区边长、交叉口密度3个变量与步

行频率显著相关，其中路网密度（|r|=0.544）

相关程度最大。土地利用布局维度中土地

利用混合度、公共交通场站密度两个变量

与步行频率显著相关，其中土地利用混合度

（|r|=0.348）相关程度最大。绿地及开敞空间

维度中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和绿色开敞空间

密度两个变量与步行频率都显著相关，其中

表1  建成环境变量设置

Tab.1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tings
表2  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与建成环境的相关性

Tab.2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elderly travel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3  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基础模型拟合结果
Tab. 3  Fitting results of the basic walking frequency model for the elderly

维度 变量 量化方法

路网
连通性

路网密度 道路长度 / 研究区用地面积 /（m/km²）

街区边长 街区平均边长 /m

交叉口密度 交叉口数量 / 研究区面积 /（pcs/km²）

路段节点比 路段数 / 道路节点数 /%

土 地 利
用布局

土地利用混合度 （𝑃𝑖 指 𝑖 类土地利用使用比例）

商业设施密度
市场、商业中心、超市、购物街等各类商业设施的数量 /（pcs /
km²）

文化娱乐设施密度
剧场、剧院、体育运动场、文化活动站等各类文娱设施的数量 /
（pcs /km²）

教育设施密度 老年学校、幼儿园、中小学等各类教育设施的数量 /（pcs /km²）

医疗设施密度
药店、门诊、卫生站、社区医院、综合医院等各类医疗设施的数量 /
（pcs /km²）

公交场站密度 地铁站、公交站的数量 /（pcs /km²）

绿地及开
敞空间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 公园及广场面积 / 研究区用地面积 /%

绿色开敞空间密度 小游园、街头广场、社区公园及各级城市公园的数量 /（pcs /km²）

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显著性 方向

路网连通性

路网密度 0.544** +

街区边长 0.395** -

交叉口密度 0.418** +

路段节点比 0.216 -

土地利用
布局

土地利用混合度 0.348* +

商业设施密度 0.174 +

文化娱乐设施密度 0.291 +

教育设施密度 0.364 +

医疗设施密度 0.149 +

公共交通场站密度 0.313* +

绿地及开
敞空间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 0.508** +

绿色开敞空间密度 0.324** +

社会属性
伪 R2

增加值
似然比检验的

显著水平

Sig 值显著水平 <0.1 时的 B 值

模型 1（一般出
行 / 较少出行）

模型 2（较多出
行 / 较少出行）

模型 3（频繁出
行 / 较少出行）

性别 0.005 0.000 — 1.025** 1.546**

职业 0.018 0.012 — 0.295* 0.604*

受教育水平 0.011 0.008 — -0.422** —

家庭构成 0.031 0.015 -0.373** -1.621** -1.826**

经济收入 0.019 0.017 — — 0.633*

健康状况 0.020 0.005 1.186** 1.953** 1.865**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r|=0.508）相关程度

最大。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在不考虑个

体社会属性影响的前提下，路网连通性、土地

利用布局、绿地及开敞空间3个维度对步行出

行频率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土地利用混合

度、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对步行频率影响最

为显著，而路段节点比和公共服务设施密度

（商业、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变量并未体现

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3.3   多项逻辑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相关性分析，进一步采用多项逻

辑回归的方法衡量不同社会属性变量对老年

人步行出行频率的影响程度，以及在多个社会

属性变量影响下不同建成环境空间因素变量

对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的影响程度。

首先，根据步行频率大小进行分类，分为

较少、一般、较多、频繁步行出行。以较少步行

出行为参照，分别以社会属性变量为自变量，

以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为因变量，确定初始模

型，然后在初始模型的基础上逐步检验不同社

会属性变量对模型的影响，通过多次检验观察

模型拟合度伪R2的变化情况，剔除对模型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最终得到以老年人步行

出行频率为因变量、以社会属性为自变量的基

础模型（见表3）。

其次，在此基础模型基础上，对于表2中对

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呈显著相关性的建成环境

变量（p<0.1）进行检验，确定在多个社会属性

影响下的建成环境变量的影响程度。每一次将一

个建成环境变量纳入上述模型中，观察模型拟合

度伪R2的变化情况，通过伪R2的变化大小来衡量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4-表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p<0.05，** p<0.01。

注：*表示0.05<Sig值显著性<0.1，**表示Sig值显著性<0.0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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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初步结论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显著影响老年人步行

出行的建成环境变量包括土地利用混合度、绿

色开敞空间密度、交叉口密度、公共交通场站

密度、路网密度、公园绿地面积比、街区边长7

个变量，且每个变量对其影响程度不同，变量

之间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老年人的

步行出行频率。

3.4.1    路网连通性

路网连通性3个变量中，交叉口密度对老

年人步行出行频率的影响最为显著，住区周围

道路交叉口密度越高则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越

高。交叉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区意味着单次步行

出行的路径有多个选择性，从步行起始点到步

行目的地的步行距离趋向最短，老年人单次步

行出行的时间和体力消耗最小，有利于促进老

年人步行出行。面积一定的城市建成区交叉口

密度越高则路网密度越高，街区边长则越小。可

以看出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街区边长是一组

相关的指标，在单位区域内高交叉口密度、高路

网密度、小街区边长三者共同作用能够一定程

度上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的增加。

3.4.2    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混合度对模型的影响程度最大，

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地区老年人步行出行频

率高。因为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建成环境中往

往分布有多个不同的步行出行目的地，意味着

老年人具有多个出行目的的选择，且往往可以

在一次步行出行过程中同时完成多个出行目

的，有利于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但是从分析

结果看，单个公共服务设施的密度则未表现出

与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的显著相关性，说明设

维度 建成环境变量 伪 R² 增加值 伪 R² 增加值由大到小排序

路网连通性

交叉口密度 0.024 3

路网密度 0.015 5

街区边长 0.011 7

土地利用布局
土地利用混合度 0.047 1

公共交通场站密度 0.018 4

绿地及开敞空间
绿色开敞空间密度 0.027 2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 0.014 6

施的类型及不同设施的完善程度共同影响着

老年人步行出行。同样，设施类型多样也意味

着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化，即土地利用混合度

较高。公共交通场站密度对老年人步行出行尤

其是远距离出行具有重要影响，老年人由于体

力有限，在有远距离出行需求时，往往会先步

行一段距离，然后换乘公交车来完成一次出

行。因此公交场站的数量及位置分布必须有利

于老年人步行到达。

3.4.3    绿地及开敞空间

绿地开敞空间密度和公园绿地面积比对

模型都有显著影响。绿地开敞空间密度对模型

的影响程度大于公园绿地面积比，在众多建成

环境空间因素变量中也仅次于土地利用混合

度。绿地开敞空间密度和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

越高，老年人步行出行频率则越高，其中广场、

公园、街头游园、健身活动空间等不同类型的

开敞空间越多，则绿色开敞空间密度越大，越

有利于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不同类型的开敞

空间能满足老年人游憩、锻炼、休闲娱乐等多

样化的需求，且开敞空间密度高的地区意味着

街道封闭界面的比例较低，街道通透性较高，

会给老年人带来安全的心理体验，从而促进老

年人步行出行。

4   规划干预策略

基于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影

响及作用路径分析，笔者通过构建基础模型对相

关因子进行验证，探索影响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建

成环境特征，初步得出建成环境的相关影响要素。

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空间构建的重要干预手段，通

过城市规划引导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构建适宜老

年人步行出行的空间环境，对增加老年人步行出

行，促进其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建成

环境要素的实证研究结论，分别从3个维度提出

规划干预策略，期望构建适合老年人步行的城市

空间环境。

4.1   提倡小尺度街区模式， 加强道路连通性

研究结果显示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街区

边长对路网连通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

建成环境变量
伪 R²

增加值

一般出行 / 较少出行 较多出行 / 较少出行 频繁出行 / 较少出行

模型参
数（B）

显著性
（Sig）

模型参
数（B）

显著性
（Sig）

模型参
数（B）

显著性
（Sig）

路网密度 0.150 0.369** 0.260 0.639*** 0.030 0.831*** 0.060

街区边长 0.110 — — -0.367*** 0.060 -0.891*** 0.001

交叉口密度 0.240 0.415* 0.690 0.693*** 0.020 1.054*** 0.000

土地利用混合度 0.470 0.647*** 0.050 0.865*** 0.000 1.694*** 0.000

公共交通场站密度 0.180 — — 0.435*** 0.040 0.873** 0.420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比 0.140 — — 0.611** 0.210 0.821*** 0.000

绿色开敞空间密度 0.270 0.509** 0.060 0.758** 0.002 1.421*** 0.000

表4  建成环境空间因素变量在基础模型中的拟合结果

Tab.4  Fitting results of built environment spatial factor variables in the basic model

表5  建成环境空间因素变量在不同维度中的影响程度

Tab.5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built environment spatial factor variable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Sig值显著性<0.1，**表示Sig值显著性<0.05，***表示Sig值显著性<0.0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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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步行出行。连通性高的建成环境能够有效

地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街区尺度和路网连通性

具有直接关系，因此本文提倡回归“人”本位

的小尺度街区模式。区别于大街坊、宽马路，小尺

度街区模式的交叉口密度和路网密度较高、街区

边长较小，此时步行路径的可选择性高，步行的

便利性和趣味性也会相应增加。同时，交叉口密

度高能够一定程度上限制机动车的速度，从而减

少老年人步行出行过程中对高速行驶的机动车

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担忧，进而提供良好的步行

体验，有效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此外，模型也验

证了街区边长和步行出行频率的负相关关系。国

际上对街区尺度的看法并不统一，“新城市主义”

认为100 m的街区尺度有利于步行出行，国内学

者根据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大量门禁

社区的现状，提出200 m街区尺度的建议[31]。总

之，城市建设中采用小尺度街区能够促进老年人

步行出行。重庆市作为典型的山地城市，由于特

殊的地形条件，调查中发现导致路网连通性弱的

重要原因是建成环境中存在较多的断头路、尽端

路，尤其是建设年代较久的住区。因此，建议在老

旧小区改造中优先优化路网系统，将断头路、尽

端路与道路网络系统连通，在新城建设中采用小

尺度街区模式。同时，建议在老旧小区改造和新

城建设中采用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街区边长

等指标对道路网络步行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进

而优化路网结构，提高路网连通性，促进老年人

步行出行。

4.2   以多元需求为导向， 提高地块细分度，

提倡土地功能混合利用

在土地性质较为独立、功能较为单一的模

式下，老年人单次出行只能完成有限的出行目

的；而在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下，老年人一次

出行可以同时完成多个出行目的，步行的便利

性会大大提高，能有效地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

的积极性。因为在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街区，

往往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种类及数量较多，在

一条步行路径上同时分布多个出行目的地，会

缩短步行出行的距离和时耗。研究证明，在土

地利用混合度高的街区，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距

离和出行频率都较高[32-33]。反之，土地功能单一

的街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居民步行出行的

频率，Booth等[34-35]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本文

实证研究结果同样证实了土地利用混合度对

老年人步行出行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提高地

块细分度可以有效促进土地利用模式从单一

向混合转变，通过细化土地利用，在住区周边

就近布置杂货店、日托中心、商店、咖啡馆、文

娱中心等日常设施，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的需求，同时方便其以步行的方式到达。对

于有平坝文化的山城重庆来说，广场等平坝地

区往往是老年人活动频繁的场所。调查中也发

现老年人经常会去广场跳“坝坝舞”、陪同孩

子嬉戏玩耍以及健身运动等，因此在广场等平

坝地区周围提高土地利用混合度配置各项公

共服务设施更能有效地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

另外，需要注意公交场站的选址与数量配置，

宜设置在步行容易到达的区域，小街区尺度与

设置合理的公交场站相结合更能够有效地营

造良好的步行环境，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36]。

4.3   增加绿色开敞空间， 提高街道通透性

绿色开敞空间是大型公园、小游园、街头绿

地、小广场、健身广场等户外公共活动场所的总

称。绿色开敞空间是老年人交流、健身等经常性

活动的主要承载空间，也是老年人步行出行的

主要目的地之一。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场所的密

度对老年人步行的正向影响程度要大于绿地面

积大小，说明增加绿色开敞空间的数量以及类

型的多样化有利于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小型

的绿色开敞空间不仅是步行的目的地，同时也

是步行过程中的临时停驻空间和休息场所。这

些场所的共同特征是开敞性、开放性、公共性，

绿色开敞空间密度高的街区往往街道通透性较

高，即街道两侧封闭界面的比例较低，有利于在

步行过程中观察、互动与交流等行为的发生，同

时能够使老年人产生安全的心理体验。因此适

宜老年人步行出行的街区应适当提高小型绿色

开敞空间的数量和密度，将大型的公园绿地面

积碎片化、布局分散化，同时减少街道两侧围墙

等封闭界面的比例，提高街道的通透性。山地景

观特色独特的重庆应着重控制观山视廊，减少

街道的封闭界面，结合人行道在步行行进的路

段中设置小型驻足空间，为老年人提供休息、交

流的场所，同时设置类型多样的街头广场、小型

绿地等绿色开敞空间，促进老年人步行出行。

5   结语

本文主要对宏观城市布局要素进行实证

研究，验证显著影响老年人步行的建成环境要

素。而街道景观、步行设施的舒适性、安全性等

能被老年人直接感知的微观要素可能更容易

直接影响老年人是否进行步行出行的决定，且

这类要素不易量化，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笔

者认为，宏观城市布局和微观环境感知要素共

同作用影响老年人的步行出行。我国在快速城

镇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机动化主导的城市布

局模式，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慢性病发病率

快速攀升的趋势下，构建适宜步行的城市空间环

境对老年人的健康十分必要和紧迫，需要在大量

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建成环境要素及其特征，进而引导未来的城市

建设和已建成区的改造提升，增加老年人步行活

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2]

[3]

CHRISTENSEN K, DOBLHAMMER G, RAU R, 
et al. Ageing populations: the challenges ahead[J]. 
Lancet, 2009, 374(9696): 1196-1208.
U . S .  C e n s u s  B u r e a u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a t a 
base[EB/OL]. (2013)[2021-02-24]. http://www.
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data/idb/
informationGatewa y.php.
MURRAY C J L, VOS T, LOZANO R, et al.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ys) for 291 
diseases and injuries in 21 regions, 1990-2010: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J]. Lancet, 2012, 380(9859): 2197-
2223.



128 | 城市研究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

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 2006.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Working Committee 
on Aging. Research report on the forecast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R]. 
2006.
中国科学院. 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关于中

国面向2050年科技发展战略的思考[M]. 北京：科

学出版社，2009.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thoughts o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50[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王兰，蒋希冀，孙文尧，等. 城市建成环境对呼吸

健康的影响及规划策略[J]. 城市规划，2018，42
（6）：15-22.
WANG Lan, JIANG Xiji, SUN Wenyao, et al. The 
impact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respiratory 
health and planning strategi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6): 15-22.
谭少华，郭剑锋，江毅. 人居环境对健康的主动式

干预：城市规划学科新趋势[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4）：66-70.
TAN Shaohua, GUO Jianfeng, JIANG Yi.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s on public health: new frontier 
in urban planning research[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4): 66-70.
HUMPHREY N P. Does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fluence physical activity?[R]. TR NEWS, 2005, 
237: 32.
鲁斐栋，谭少华. 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的影响研

究：进展与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2015，30（2）：
62-70.
LU Feidong, TAN Shaohua. Built environment's 
influence on physical activity: review and 
thought[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5, 
30(2): 62-70.
陈春，陈勇，于立，等. 为健康城市而规划：建成环

境与老年人身体质量指数关系研究[J]. 城市发展

研究，2017，24（4）：13-19.
CHEN Chun, CHEN Yong, YU Li, et al. Planning 
for a healthy ci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body 
mass index of the elderly[J].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7, 24(4): 13-19.
CHODZKO-ZAJKO W J,  PROCTOR D N, 
SINGH M A F, et al. Exercise and physical activity 
for older adults[J].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2009, 41: 1510-1530.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U.S. physical activity statistics[EB/OL]. (2013)
[2021-02-24]. http://apps.nccd.cdc.gov/brfss/age.
asp?cat¼PA&yr ¼20 09&qkey¼ 4 418&state¼US.
Eurobarometer.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EB/
OL]. (2010)[2021-02-24]. http://ec.europa.eu/
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334_en.pdf.

TA F F O R E A U  J .  G e z o n d h e i d s e n q u ê t e 
Wetenschappelijk instituut Volksgezondheid[EB/
OL]. (2008)[2021-02-24]. https://his.wiv-isp.be/nl/
Gedeelde%20%20documenten/PA_NL_2008.pdf.
谭少华，王莹亮，肖健. 基于主动式干预的可步

行城市策略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2016（5）：
61-67.
TAN Shaohua, WANG Yingliang, XIAO Jian. 
Research on walkable city strategy based on active 
intervention[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6(5): 61-67.
LAWTON M P. An ecological theory of aging 
applied to elderly housing[J]. JAE, 1977, 31(1): 
8-10.
CARP F  M,  CARP A.  A complementary /
congruence model of well-being or mental health 
for the community elderly[M]//ALTMAN I, 
LAWTON M P, WOHLWILL J F. Elderly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Boston: Springer, 1984: 279-
336.
KAHANA E. A congruence model of perso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M]//LAWTON M P, 
WINDLEY P G, BYERTS T O. 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97-121.
KAHANA E, LOVEGREEN L, KAHANA B, et al. 
Person, environment, and person-environment fit 
as influences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elder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3, 35(3): 434-453.
SHIN W H, KWEON B S, SHIN W J. The distanc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on older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physical activity in Texa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3(2): 217-
229.
SATARIANO W A, IVEY S L, KURTOVICH 
E, et al. Lower-body function, neighborhoods, 
and walking in an older popul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0, 38(4): 419-
428.
FRANK L D, SCHMID T L, SALLIS J F, et al. 
Linking objectively measured physical activity 
with objectively measured urban form: findings 
from SMARTRAQ[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5, 28(2): 117-125.
HUMPEL N, OWEN N, LESLIE 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2, 22(3): 188-199.
SCHILLING J, LINTON L S. The public health 
roots of zoning: in search of active living's legal 
genea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5, 28(2): 96-104.
SHIGEMATSU R, SALLIS J, CONWAY T, et 
al. Age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 of perceived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to walking[J].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2009, 41(2): 
314-321.

VAN CAUWENBERG J ,  CLARYS P,  DE 
BOURDEAUDHUIJ I, et al. Phys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lated to walking and cycling in older 
adults: the Belgian aging studies[J]. BMC Public 
Health, 2012, 12(1): 142.
BORST H C, MIEDEMA H M E, DE VRIES S I,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eet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for walking reported 
by elderly peopl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4): 353-361.
SUMINSKI R R, POSTON S W, PETOSA L R, et 
al. Features of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walking by U.S. adul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5, 28(2): 149-155.
HUSTON S L, EVENSON K R, BORS P, et al.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ccess to places for 
activity, and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in a 
diverse North Carolina popul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2003, 18(1): 58-69.
STRATH S, ISAACS R, GREENWALD M J. 
Operationalizing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for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adults[J]. Journal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2007, 15: 412-424.
任春洋. 高密度方格路网与街道的演变、价值、形

式和适用性分析——兼论“大马路大街坊”现

象[J]. 城市规划学刊，2008（2）：53-61.
REN Chunyang.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value, form and applicability of high-density 
grid roads and streets: also on the phenomenon 
of "Damalujiefa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2): 53-61.
CERVERO R, KOCKELMAN K. Travel demand 
and the 3Ds: density, diversity, and design[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1997, 2(3): 199-219.
FRANK L D.  Obes i ty  re la t ionships  wi th 
community design, physical activity, and time 
spent in cars[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4, 27(2): 87-96.
BOOTH K M, PINKSTON M M, POSTON W S 
C. Obesit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2005, 105(5): 
110-117.
SAELENS B E, HANDY S L. Built environment 
correlates of walking: a review[J].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2008, 40(S7): 
S550. 
陈泳，王全燕，奚文沁，等. 街区空间形态对居民

步行通行的影响分析[J]. 规划师，2017（2）：
74-80.
CHEN Yong, WANG Quanyan, XI Wenqin, et 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treet space patterns on 
residents' pedestrian traffic[J]. Planners, 2017(2): 
74-80.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