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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Vegetable Market in Winter Citi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Shopping for Vegetables: A Case Study of 
Harbin Central Urban Area

袁  青   曹斯媛   冷  红   YUAN Qing, CAO Siyuan, LENG Hong

菜市场是老年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服务设施之一，对老年人而言有重要意义。以哈尔滨市中心城区为例，调查分析寒地城市

老年人口买菜出行特征及气候对其买菜出行的影响，归纳寒地城市菜市场的空间分布和可达性分布特征，结合以上特征聚

类分析后总结出菜市场可达性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菜市场可达性未能满足老年人买菜出行的需求，主要体现

在：（1）菜市场分布不均衡，与老年人口分布不协调；（2）菜市场可达性分布与老年人口分布不匹配，不同街道可达性差异

较大；（3）冬季气候对菜市场可达性造成负面影响，可达性季节差异显著。由此提出哈尔滨市中心城区菜市场可达性优化策

略，为寒地城市菜市场规划提供支撑。

The vegetable marke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ervice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m. 

Taking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Harbi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getable shopping 

trip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winter cities and the impacts of climate on vegetable shopping trip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ccessibilit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egetable markets in winter cities are analyzed, and based on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ccessibility construction of vegetable markets a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vegetable market fail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to buy vegetables, mainly reflected in: (1) 

the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the vegetable market has not been coordin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is not 

balanced; (2) the accessi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vegetable market does not matc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different neighborhood varies greatly; (3) winter climate negatively impacts the accessibility of vegetable market, and 

the accessibility varies greatly in different seasons.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accessibility of food market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Harbin, which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planning of vegetable markets in wint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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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菜市场承担着居民日常生活的基础需求，

在起到集聚街区活力[1]、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

作用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价值[2]。老年人

是菜市场的主要使用者[3]41-42，菜市场是其最常

使用的公共服务设施[4]。买菜是老年人主要出

行目的之一，步行到菜市场买菜不仅能满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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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需要，同时也是其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

分[5]，而且还为其提供了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的

机会[6]。鼓励老年人买菜出行，既有益于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又能提高其生活质量、促进健康

老龄化[7]49。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水平不断升高，保障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拥有正常的社会生活显得

越来越重要。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圈是以菜市场

为核心展开的，菜市场规划应充分重视老年人

口的特征及需求。尽管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线

上买菜成为新趋势，但老年人仍对传统的线下

买菜方式有较强的依赖性，外出买菜仍是老年

人的重要生活习惯。同时，研究证实菜市场的

可达性分布等特征，对老年人的买菜行为有重

要影响[7]49,[8]，菜市场空间布局是否合理也与居

民的出行特征相关[9]。菜市场的服务能力随距

离的增加而渐衰[3]42，可达性较高的菜市场能

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因此提高菜市场

可达性对于鼓励老年人积极外出买菜有重要

意义。

鼓励寒地城市老年人在冬季积极外出买

菜，可保障老年人的骨骼健康、增强肺功能[10]，

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11]，降低慢性疾病的发

病率[12-13]。寒地城市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肥

胖等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较高[14]，主要受老年

人不良的饮食习惯、过少的户外活动以及冬季

寒冷的气候特点的影响，提高菜市场的可达性

有利于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率[15]。同时，寒地

城市老年人冬季外出时的出行距离变短、出行

频率下降、外出活动变少，而外出买菜作为寒

地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必要活动，能弥补气候

对老年人身心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对菜市

场的可达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可达性是反映公共服务质量、度量公平性

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对可达性的研究集中

在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评价上，关于菜市场可

达性的研究较少。尽管我国菜市场规划建设正

趋向规范化，但仍缺乏对老年人的人口特征等

微观要素的研究，关于寒地气候的相关研究更

少，寒地城市老年人使用菜市场仍存在诸多不

便。基于此，本文以典型寒地城市——哈尔滨

市的中心城区为例，调查分析寒地城市老年人

的买菜出行特征，分析寒地城市菜市场的空间

分布特征和可达性分布特征，并进一步探寻菜

市场现状可达性是否符合寒地城市老年人的

买菜出行特征，提出寒地城市菜市场可达性的

优化策略，提高菜市场可达性和季节应对性，

为菜市场专项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研究范围为哈尔滨市二环以内的中

心城区（见图1），面积约133 km²。哈尔滨市是

我国典型的寒地城市，老龄化程度较高，60岁

以上人口占比达22.0%。哈尔滨市中心城区作

为老城区，发展较为完善，老年人口密度、菜市

场配置密度和实际需求均相对较高，但目前哈

尔滨市缺少菜市场专项规划和应对寒地气候

的有效举措。因此，将哈尔滨市中心城区作为

研究范围，既能反映寒地城市老年人口特征，

也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1.2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对象为寒地城市的菜市场及老

年人，其中菜市场指广义菜市场，即零售各类

农副产品的经营场所，按研究需要分为农贸市

场、大型超市（不包括价格高昂的精品超市）、

生鲜超市、社区菜店（涵盖售卖新鲜蔬菜的便

利店）和早晚市5类。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总结寒地城市老

年人买菜出行特征，着重关注气候影响下老年

人冬夏出行特征的差异；（2）分析哈尔滨市现

有菜市场空间分布、可达性分布特征；（3）分

析菜市场可达性是否与寒地老年人口买菜出

行特征相协调；（4）提出哈尔滨市中心城区菜

市场可达性优化策略。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3.1    数据来源

为获取寒地城市老年人买菜出行特征，

2021年10月—12月在研究范围内老年人聚集

处，随机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

访谈调查，共发放21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91份，有效率为90.9%。

其他数据来源如下：2021年老年人口数

据来源于WorldPop网站；小区POI数据、公交

线路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开放平台（2022年

1月6日、1月21日）；菜市场POI数据来源于高

德地图开放平台（2022年1月6日）和哈尔滨

市关于市场摊区的相关公告，排查重复或已停

业位置点、更正名称等错误后用于研究；道路

网络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地图和1:25

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

1.3.2    研究方法

可达性的研究方法较多，其中两步移动

搜索法综合考虑了供给和需求对可达性的影

响，计算简便、数据要求低，被广泛应用于养老

设施[16]、城市绿地[17]等服务设施可达性的评价

中。如今，利用高斯函数来计算空间衰减是最

为常用的模型改进方法之一[18]1115，因此本文通

过基于时间成本的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来分

析哈尔滨市中心城区菜市场可达性，考虑了道

路结构、等级等因素的影响，分析结果相对更

准确。具体公式如下：

图1  研究范围内老年人口分布情况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research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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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k为菜市场j、小区k之间的通行时间，k需

落在搜寻域内（即tjk≤t0)；tij为小区i、菜市场j之

间的通行时间；Sj为菜市场j的规模面积；Dk为

小区k内的老年人口数；G(tjk )为考虑空间摩擦

问题的高斯衰减函数，G(tij )同理；Ai
T为基于时

间成本的菜市场可达性，值越大表示菜市场可

达性越高。

因小区数量过多、分布密集，可视化效果

较差，故笔者采用街道作为评价单元，将小区

的菜市场可达性汇总到街道，将街道老年人口

密度作为需求分析的主要依据；供给源为研究

范围内各类菜市场，根据每类菜市场规模的极

值来计算规模的平均值作为各类菜市场的服

务供给量，得到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生鲜售卖

区、生鲜超市、社区菜店、早晚市的规模平均值

分别为3 250 m²、2 000 m²、300 m²、55 m²、

5 000 m²；结合道路网建立OD成本矩阵，将路网

通行时间作为通行时间成本，通行时间通过对

应的路网距离除以对应出行方式的速度得到①。

按老年人各出行方式所占比例来加权计

算各类菜市场可达性，仅考虑占比超过10%的

出行方式。依据不同类型的菜市场规模和服务

能力，设定15 min步行时间为农贸市场、早晚

市的搜索阈值[19]96；10 min步行时间为生鲜超

市的搜索阈值；5 min步行时间为社区菜店的

搜索阈值；大型超市分别以10 min公交出行时

间、20 min步行时间为其搜索阈值②，按老年

人对各类型菜市场的使用频率来加权计算菜

市场的综合可达性、步行可达性。两步移动搜

索法计算出的可达性结果有人均面积的含义，

可横向比较分析[18]1115。采用自然间断法对各街

道的菜市场可达性进行低、较低、一般、较高、

高5个等级的分级；为方便比较季节差异，冬季

菜市场可达性的分级使用夏季菜市场可达性

的分级间隔。

2   寒地城市老年人买菜出行特征

人口分布方面，哈尔滨市中心城区的老年

人口密度普遍较高，但空间分布不均衡，高密

度地区主要集中在道里区、道外区，人口密度

峰值在10万人/km²以上。同时，调查发现，哈尔

滨市有外出买菜习惯的老年人中，低龄、中龄

老人占比达82%，且多数独自或家人陪伴外出

买菜，仅有2%的老年人买菜时会选择网购，外

出买菜仍是老年人基本的生活需求。寒地城市

老年人买菜出行呈现出4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2.1   时间使用特征

老年人使用菜市场的频率高、时间长，但

季节差异显著（见图2）。老年人平均每周买菜

4次，夏季买菜频率高于冬季，夏季时每天买

菜的老年人占比47%，而冬季时缩减至16%；

70%的老年人选择在6:00—8:00或16:00—

18:00去买菜，夏季时62%的老年人6:00—8:00

去买菜，冬季缩减至44%，冬季老年人在8:00—

10:00、14:00—18:00买菜的比例更高；老年人

平均每次买菜时长为55 min，冬季平均每次买

菜时长比夏季短近10 min。由此可见，寒地气候

对老年人的买菜行为有较强的负面影响。

2.2   偏好类型特征

老年人总体上更偏好去早晚市、生鲜超市、

大型超市买菜，但在不同季节的偏好类型不同

（见图3）。老年人常去的菜市场类型为早晚市、

生鲜超市、大型超市，老年人最常去的早晚市权

重远高于其他类型，即其重要性远超其他类型。

老年人买菜地点也深受气候影响，不同季节存

在显著差异，夏季时54%、21%、16%的老年

人前往早晚市、生鲜超市、农贸市场买菜，冬季

时老年人主要前往早晚市、生鲜超市、大型超市

买菜，占比分别为34%、34%、12%。同时，老

年人心中理想的菜市场类型是早晚市（36%）、

大型超市（22%）、生鲜超市（18%）。

2.3   出行方式特征

老年人主要选择步行出行去买菜，且步行

出行的距离一般在1.2 km以内。86%的老年

人步行前往菜市场，仅有11%的老年人会选择

公交出行，但老年人选择去较远的大型超市买

菜时，公交出行比例会增高至31%；老年人买

菜出行的平均距离约为800 m，超过60%老年

人的买菜地点距离家不超过1 km。按距离居住

区远近依次排列各类型菜市场，顺序为：大型

超市、农贸市场、生鲜超市、早晚市、社区菜店。

这与其服务半径的大小相对应。

①公交车速度参考《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第2.2.1条，老年人步速取0.8 m/s。
②《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中要求菜市场或生鲜超市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 m，小超市（销售生活用品）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 m。

注释：

图2  老年人买菜出行不同季节时间使用特征差别情况

Fig.2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elderly to buy vegetables in different seas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老年人不同季节买菜地点偏好差别情况

Fig.3  The preference of the elderly to buy vegetables 
in different seas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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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联活动特征

多数老年人会在买菜路上进行以休闲活动

为主的关联活动，占比高达85%。39%的老年人

会在买菜路上顺便散步，27%的老年人会在买

菜前后去公园休息锻炼，其他老年人会接送孩

子、与朋友聊天、买其他东西，说明步行道路的空

间设计和其他相关设施的配置是较为重要的。

3   寒地城市菜市场分布特征

3.1   菜市场空间分布特征

3.1.1    菜市场分布数量存在一定差异

中心城区菜市场的总体数量较为可观，但

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差异。哈尔滨市中心城

区内共有773个菜市场，其中农贸市场48个，

大型超市16个，生鲜超市372个，社区菜店276

个，早晚市61个。从总体数量分布方面来看

（见图4），研究范围内菜市场呈散点状分布，但

数量分布并不均衡，不同类型菜市场有团簇状

集聚的趋势，东北、东南、西北角处分布数量较

少，但其他区域均分布有可观数量的菜市场，

南岗区整体分布数量最多、道里区数量最少。

3.1.2    菜市场分布密度存在多处极值

中心城区菜市场的分布集聚态势较强且

存在多个核心。菜市场分布应满足所有健康老

年人的步行需求，我国健康老年人步速的最小

值为0.8 m/s[19]96，[20]，以此为基础来计算老年人

视角下15分钟生活圈内菜市场空间分布密度分

析。从核密度分析结果可看出（见图5），中心城

区的菜市场多核集聚，密度峰值不均匀地分布

在各区中，其中道里区和道外区的菜市场分布

密度较高，道外区的集聚现象最为明显，此处不

同类型菜市场的空间分布位置较为重合。

3.2   菜市场可达性分布特征

3.2.1    菜市场综合可达性差异明显、气候影响

            较大

菜市场综合可达性分布不均衡，低可达

性区域总面积较大，夏季可达性明显高于冬季

（见图6）。研究范围内夏季综合可达性为较低

和低的区域所占比重较大，占比达42.3%；可

达性为高、较高的区域面积占比仅为18.5%。

相比夏季，冬季综合可达性数值和面积占比均

有明显下降：夏季可达性最高值是冬季的1.37

倍，低可达性区域的面积占比增至56.9%，高

可达性区域的面积缩减了8.9%。寒地气候导

致菜市场可达性的季节差异，老年人冬季买菜

出行存在困难。

3.2.2    菜市场步行可达性总体偏低、季节差异

            明显

菜市场步行可达性较低，且不同季节差

异较大。受大型超市分布和公共交通的影响，

综合可达性在中部、西部等局部地区略高于步

行可达性（见图6），说明哈尔滨市的现有步

行环境存在缺陷。寒地气候同样对菜市场的步

行可达性产生负面影响。相比夏季，菜市场冬

季步行可达性较低，数值和面积占比均大幅度

降低：低可达性区域的面积占比由50.3%增至

71.3%；高可达性区域的面积占比由18.7%减

至9.8%。这说明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内的步行

图4  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内菜市场分布情况

Fig.4  Distribution of vegetable market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Harbi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菜市场空间总体分布核密度分析

Fig.5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ble marke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菜市场夏季综合可达性评价结果

c 菜市场夏季步行可达性评价结果

b 菜市场冬季综合可达性评价结果

d 菜市场冬季步行可达性评价结果
图6  菜市场夏季、冬季可达性评价结果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the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vegetable markets in summer and wint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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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较差、气候应对性较差，阻碍了老年人

的冬季买菜行为。

4   菜市场可达性与寒地老年人买菜出行

     特征相关性分析

4.1   相关性分析结果

老年人对公共服务的感知能力会低于其

他人[21-23]，提高菜市场可达性有益于提高老年

人对菜市场的感知能力，促进老年人买菜出

行。同时由于寒地城市老年人买菜出行的方

式较单一，步行可达性与综合可达性结果有

较高一致性，可统一分析。故依据菜市场可达

性结果、菜市场分布和老年人口分布情况进

行K-means聚类。表1为聚类结果，得到4种类

型的空间模式，各类型情况分布如图7所示。 

4.2   哈尔滨市中心城区菜市场可达性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

4.2.1    菜市场空间分布与老年人口分布不协调

菜市场分布数量、密度存在与老年人口

分布不协调的问题。一方面，菜市场分布数量

与老年人口分布密度不完全匹配。位于北部、

西北部的低数量高需求区域内老年人口密度

较高，但菜市场供给数量远少于老年人口需

求对应的数量，且菜市场分布集聚态势较强，

易造成菜市场超负荷运营，使部分老年人无

法就近买菜、使用体验下降；位于西部和东部

的高数量低需求区域内，菜市场供给数量远

高于现阶段老年人口需求，虽然区域内菜市

场数量较多，但局部地区菜市场的位置高度

重叠，会导致部分菜市场使用率不高，造成资

源浪费。

另一方面，菜市场空间分布不均衡，分布

密度存在较大差异。东北、东南、西北角处无菜

市场或菜市场数量过少，导致仍有部分老年人

为了买菜而需要远距离出行，影响了菜市场可

达性。同时，局部地区存在各类型菜市场分布

重复或缺乏某些类型的两极化现象。

4.2.2    菜市场可达性类型分布与老年人口分

            布不匹配

菜市场可达性类型分布与老年人口分布

不完全匹配。哈尔滨市菜市场现状布局缺乏

对老年人口分布的考虑，除低需求高可达性

区域内的老年人能享受到较为长久、舒适的

菜市场服务外，其他区域均需有针对性地解

决菜市场可达性较差的问题。高需求低可达

性区域内，有较多老年人的买菜行为受到阻

碍，菜市场可达性较低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关

系失衡；低需求低可达性区域内的菜市场可

达性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老年人口需求、路

网结构等因素对于可达性的影响。此外，中需

求中可达性区域的各项指标处于平均水平，

虽能基本满足现有老年人需求，但随老龄化

现象的加剧，老年人对菜市场可达性的需求

也会随之增强，现有菜市场可达性将来可能

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

4.2.3    冬季气候对菜市场可达性和步行可达

            性造成负面影响

冬季气候对寒地城市菜市场的可达性、

步行可达性均产生负面影响。菜市场冬季可达

性明显低于夏季，差异较大的区域面积占比

达50.4%，说明菜市场现状可达性未能满足老

年人冬季出行的需求。在高可达性区域，虽然

菜市场布局较为合理、道路体系建设也相对完

善，但忽视了老年人在不同季节需求的差异，

气候影响较为突出，该区域急需提高菜市场冬

季可达性、缩小季节间可达性差距。同时，哈尔

滨市中心城区的步行路及步行环境缺少对寒

地气候的防护，不能消解寒冷气候对老年人冬

季买菜出行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会阻碍老年

人冬季的买菜出行，哈尔滨市的相关规划和规

范针对此方面还有待完善。

5   基于老年人买菜出行特征的哈尔滨中心

     城区菜市场可达性优化策略

5.1   实现均衡且与老年人口分布相协调的

        菜市场分布

总体上应保证菜市场配置数量和老年人

口规模相匹配，对各类菜市场进行资源整合、

统筹规划，实现菜市场的均衡分布。菜市场分

布是否均衡与菜市场可达性的高低息息相关，

应提倡均质高密度布局中小型菜市场、结合公

交系统布置大型菜市场来保障服务的均等化，

提高菜市场可达性，使菜市场布局均衡。

街道层面上，应基于老年人口分布有序增

加相应街道的菜市场分布数量和密度。其中，

高需求低可达性低数量区域对菜市场的需求

较大，应及时增加菜市场供给、均衡菜市场分

布；低需求低可达性中数量区域内可结合其他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增设小型菜市场，菜市场分

表1  聚类分析的最终聚类中心

Tab.1  The final cluster center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类别
街道数
量/个

菜市场
数量/个

菜市场密度
/（个/km²）

老年人口密度
/（人/km²）

综合
可达性

夏季
可达性

冬季
可达性

季节
差异

低需求高可达
性高数量区域

3 31 6.41 3 393.06 5.84 3.44 2.41 1.03

低需求低可达
性中数量区域

28 15 5.61 4 353.30 1.15 0.64 0.51 0.13

中需求中可达
性中数量区域

24 19 6.55 5 098.78 2.80 1.63 1.17 0.44

高需求低可达
性低数量区域

10 9 8.77 9 850.40 0.63 0.36 0.27 0.09
图7  菜市场可达性类型分布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types in vegetable 
marke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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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存在较大空缺处可考虑适当增加大型菜市

场数量，但建设时序上可稍晚于前者；其他区

域应弹性应对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尽可能留

有空间余地。

此外，还应重视寒地气候对于菜市场分布

的影响，缩小菜市场可达性的季节差距。寒地

城市冬季的室外环境条件使菜市场服务半径

变小，因此寒地城市菜市场应更邻近居住区，

并保障老年人冬季步行不超过10 min即可到

达菜市场；并应结合老年人不同季节的使用特

征合理布局相应类型的菜市场，老年人冬季更

偏爱去生鲜超市、大型超市、社区菜店买菜，应

增加这些类型菜市场的数量或规模，并调整其

分布使其更贴近老年人聚居区。

5.2   构建高可达性低气候影响的交通网络

        结构

寒地气候会加剧交通条件对可达性的影

响，因为冬季老年人出行更看重出行是否快速

便利，而交通条件的提升可有效提高可达性。

故寒地城市菜市场规划应更注重与交通道路

规划相协调，优化道路网络结构、加强菜市场

与居住区的联系，在菜市场周边尽量配置公共

交通系统，解决冬季出行困难的问题。

一方面应构建高可达性的道路网络。菜市

场的可达性与道路网络结构息息相关，这就需

要完善路网结构、使其完整、畅通，更提倡“小

街区、密路网”，并应尽量保证菜市场处于道路

旁或路网密集发达地区。现状各街道菜市场可

达性的差异体现了城市路网建设水平的差异，

特别是在老年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对老年人

而言，大量、高密度的菜市场配置对可达性的

提升效果并不明显，而路网结构的完善相较之

下更有意义和成效。

另一方面，应加强道路网络连通性，高度

重视菜市场与居住区的连通，可通过完善中小

型菜市场与周边居住区的步行道建设、增加更

加适宜步行的城市支路和居住区道路等方式

来加强连通性、增加菜市场的可达性。应增加

东北部、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城市支路和居住

区级道路的建设，可提高菜市场的可达性。

5.3   建设合理且适宜老年人出行的寒地步

        行环境

寒地城市应优化步行环境，建立合理的步

行系统，提升菜市场冬季可步行性。步行是老年

人最主要的买菜出行方式，建设适宜老年人出

行的步行空间不仅能满足老年人的步行需求，

还能有效提高菜市场可达性。中心城区现有步

行环境存在交通流量过大、街道尺度过大等问

题，可通过建设地下人行通道、人行天桥等步行

设施形成安全便捷的步行系统，加强步行连贯

性，减少老年人步行出行的阻碍。步行系统还应

与公交系统形成良好衔接，进一步增加老年人

步行去买菜的可能[24]31。此外，还应合理设置机

动车停车场，防止机动车侵占步行路。

此外，寒地城市步行路建设要重视寒地

气候的防护。步行路的建设应注意周边的日照

环境和风环境[25]，加强小规模绿地和冬季街道

景观建设，降低寒地气候对步行体验的负面影

响。还应结合老年人需求，通过在步行路上连

续建设暖亭、防风屏等小尺度构筑物和步行无

障碍设施、结合地形预设存雪区[24]31、对地面进

行防滑设计等措施，实现网络式气候防护，对

于鼓励老年人冬季积极参与买菜、积极步行出

行有重要的作用。

6   结语

菜市场对老年人来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公

共服务设施。本文从老年人视角出发，总结寒地

城市老年人买菜出行的行为特征，分析菜市场空

间分布和可达性类型分布特征，结合聚类分析结

果对寒地城市菜市场规划提出建议，为健康老龄

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丰富完善了菜市场布

局等相关理论，弥补了现有规范在菜市场布局适

宜性上的不足，为寒地城市菜市场专项规划的实

施提供理论参考。本文应用了改进后的两步移动

搜索法作为可达性评价的方法。此方法还可广泛

应用于其他人群视角下的其他服务设施的评价

中。但由于获取的数据精度有限，未针对不同类

型菜市场进行详细的调研分析；对菜市场现状可

达性的分析也并未扩展到全市范围，后续可结合

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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