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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Parks in Cold Regions Based on Health Behavior 
Map of Older Adults in Winter 

基于老年冬季健康行为地图的寒地城市公园优化
策略*

闫天娇   冷  红   袁  青    YAN Tianjiao, LENG Hong, YUAN Qing

大量研究证明老年人户外健康行为对其身心具有双重效益。对于寒地城市而言，促进老年人开展冬季健康行为需要得

到更多的关注。首先，以吉林省长春市的岱山公园、锦江公园、锦绣公园和共青团花园为样本，结合行为观察和行为地图

深入了解老年人在公园中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冬季健康行为模式和特征。其次，区分公园中的路径空间和广场空间，

结合SPSS探讨行为与时空特征的关系。初步发现：铺地性能、植物结构、是否邻近活动场地和照明适宜度的分类变量，以

及无转折交叉路段长度和视线通透度的连续变量显著影响路径空间的运动容量；而影响广场空间开展不同行为的空间

特征包括水体、场地面积、功能设施等。最后，归纳和探寻空间需求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策略。

The benefits of outdoor health behaviors for older adults have been proved by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For cold region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motion of healthy behaviors of older adults in winter. Firstly, Daishan Park, Jinjiang 
Park, Jinxiu Park and Gongqingtuan Garden in Changchun a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study deeply understands 
the winter health behavior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lder adul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spaces in these parks, 
combined with behavior observation and behavior maps. Furthermore, it distinguishes path spaces and square spaces in 
these park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SPSS. It is 
preliminarily foun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variables of paving performance, plant structure, proximity to the activity site and 
lighting suitability, and the continuous variables of non-turning intersection length and line of sight permeabilit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activity capacity of path space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different behaviors in square spaces include 
water, site area, functional facilities and so on. Finally, we summarize and explore needs and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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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

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8.1%，

预计2040年将增至28%。国家“十四五”规

划建议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

告，中国45%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①是

老年健康问题所致。由此可见，国内老龄化和

老年健康情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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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是世界卫生

组织度量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标准。它由两

部分组成，即因某病未活到该年龄期望寿命

的寿命损失年（YLL）和疾病、伤残引起的

健康寿命损失年（YLD）。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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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已证实了户外活动的健康效

益，老年户外活动类型包括通行类、康体类、文

娱类、休闲类等[1]67，而老年健康行为特指老年

人在外部空间中的一切健康促进活动[2]，既涵

盖以促进生理健康为主的体力活动，也包括提

升心理健康的社交活动。老年健康行为的健康

效益包含身体活动和自然环境对老年人的双

重效益，即改善情绪状态，提升自我价值感和

主观幸福感[3]；降低脉搏率和血压[4]，降低与压

力有关的激素比率[5]，提高免疫活性和增加癌

症抵抗的细胞水平[6]等。城市公园已被证明是

老年人喜欢开展健康行为的主要环境之一[7]，

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比对其他

成年人更大[8]。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经常去城市

公园[9]，并且对公园有特殊的需求，如良好的

可达性、休闲和社交[10-12]，然而对这些具体需

求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城市公园中老年人

的行为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其内在需求没有

得到很好的理解。

由于我国东北地区冬季气候寒冷且漫长，

这无形中给老年人的日常冬季健身增加了阻

碍。然而在寒冷气候下，居民亲近自然的需求

更加迫切[13]，气候对参与者运动意向的影响并

不明显[14]。相关研究表明，即使在冬季，进行适

当且有规律的健身活动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均有益处[15]70，而公园是老年人开展健身活动

的重要场所。因此，关注冬季老年健康行为，提

高老年健康行为发生的科学合理性，提升冬季

公园环境的老年健康效应，是提倡全民健康、

降低社会养老负担的重要途径和发展议题。

当前针对老年人使用公园的研究多结合

问卷、采访、文献查阅和模型构建[16-17]的方式，

主要围绕老年人的环境偏好特征[18-19]和使用

后评价[20-21]等方面。问卷调查无疑是最便捷的

方式，但结果通常受参与者的主观影响较为严

重。而行为观察法是不需要干预老年活动且不

易受主观认知影响的社会研究方法，具有可以

真实反映其环境偏好和行为特征的优势。虽然

近期的研究对老年人在公园中的行为模式关

注增多，但对于冬季寒冷气候下公园的老年健

康行为还未展开深入研究。本文以吉林省长春

市为例，结合行为观察法、现场调研法、地图标

记法及相关统计方法，探究冬季公园环境与老

年人健康行为的关系，为特殊地域气候背景下

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公园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方案设计

1.1  调查样地与时间

目前长春市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90万

人，占全市总人数的22%。长春市承载老年冬

季健康行为的公园主要分布在中心区，其中

老年人口密度较高但公园可达性不足的汽车

产业开发区，是有效应对长春老龄化的突破

口之一。考虑到老年人一般选择在所居住小

区附近的公园活动，因此排除规模过大或过

小的公园，最终选择20 hm²以下的岱山公园、

锦江公园、锦绣公园和共青团花园作为观察

对象（见图1）。东北地区的冬季以冷湿性气

候为主，并呈现昼短夜长、降雪多、蒸发量小

的特点。研究选定2020年11月20日至12月13

日为观察时段，平均气温在-11℃左右，具有

冬季气候的普遍性特征。进而结合冬季寒地城

市老年人的日常作息，将观察时间分为6﹕00—

8﹕00、9﹕00—11﹕00、12﹕00—14﹕00、

14﹕00—16﹕00和18﹕00后5个阶段。

1.2  研究方法

首先，笔者选取样本公园，对其进行实地考

察，选择固定的动线，每个样本点观察10 min，

记录冬季不同时段下不同空间承载的行为内

容并绘制行为地图。在对路径空间的观察中，

结合快速拍照和录像等方式提取路径截面照

片，并记录其承载的活动人数和运动强度。在

对广场样本的观察中，用不同符号代表各自

的行为类型，用不同颜色区分具体的行为内

容，以符号个数表示人数多少，形成寒地公

园老年冬季健康行为地图。其次，分别依据

SPSS中关联和聚类分析，探寻公园空间特征

要素与老年冬季健康行为的内在联系。再次，

结合访谈挖掘老年人的内在需求，总结空间

现有问题。最后，基于以上梳理分析与问题发

现，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促进冬季老年健康行

为的空间优化策略（见图2）。

图1 样本公园
Fig.1  Sample park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研究方法与逻辑框架
Fig.2  Research methods and logical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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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行为地图的老年冬季健康行为

特征

2.1  公园内老年冬季健康行为的基本情况

通过观察发现，岱山公园与锦江公园在一

天中各时间段的人数变化趋向一致，虽然晚间

气温较低，但人数仍达到高峰，其次是9﹕00—

11﹕00和14﹕00—16﹕00两个时段，且一般

情况下上午人数较多；而在规模较小的锦绣公

园和共青团花园，人数峰值在上午时段（见

图3）。与以往调查结果不同的是，在休息日的

某些时段，公园中开展健康行为的老年人数

量比工作日少。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要照看

孙辈。

根据文献检索和行为观察，样本公园中

老年冬季健康行为以康体类、文娱类和休闲类

为主，具体行为内容和健康结果如图4所示。

经统计，样本公园在全天不同时段的行为类型

人数和主导行为类型如图5所示。岱山公园和

锦江公园内的老年人日间活动以康体类为主，

主要是散步、慢跑、运用健身设施等动态活动，

晚间是跳舞等文娱类居多；锦绣公园内老年人

日间活动以休闲类和康体类为主，晚间以康体

类为主；而共青团花园内老年人活动全天都以

康体类为主。

综上，清晨时段仅有部分老年人有晨跑

和散步的习惯，因此只包括康体类行为。日间

时段，康体类行为是老年人最主要的行为类

型。此外，上午老年人开展文娱类行为的意愿

更强，例如彩带秧歌、打拳等，多表现为小型聚

集、动态参与；下午则以休闲类活动居多，主要

包括陪伴孩子玩耍、打牌、下棋等静态活动。夜

间时段，4个公园内老年人均以康体类和文娱

类行为为主。

老年冬季健康行为多数发生在路径空间

和广场空间。路径空间主要是散步、跑步等康

体类行为的空间载体，广场空间则兼具不同功

能，可承载所有的健康行为类型。因而，下文就

两类空间与老年人冬季健康行为的关系做进

一步分析。

2.2  路径空间承载的老年冬季健康行为特征

2.2.1    路径空间的提取与分类

路径空间承载的冬季老年健康行为内

容是单人或两三人群体的走跑类康体行为。

从一天内的人数分布来看，岱山公园、锦绣公

园和共青团花园开展走跑类活动的人数是日

间高于晚间，锦江公园则在晚间为峰值。借

用运动容量②的概念[22]13，绘制路径空间的运

动承载力图（见图6），即计算样本公园内路

径的运动容量均值，分别约为49 METs、68 

METs、36 METs和41 METs，高于均值则为

高容量。根据其总体呈现，可发现高容量路径

主要由园区主路组成，某些连接性路径为低

容量路径，而无容量路径通常是区域内部小

径。冬季园区主路是以康体为目的的空间载

体，而内部小径承载的行为是以通过为主要

目的。

②运动容量为不同类型的运动人数与对应代谢当量消耗值的乘积和。其中，假设静息时能量消耗为1代谢当量（METs），参照2011年美国体力活动能量消耗编码表，

快步走能量消耗为4.8 METs，跑步为7.0 METs。同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将快步走和跑步规定为中等强度和高强度运动（快步走频率≥100步/min，跑步

频率≥150步/min）。本文运用行为观察记录的步速计算运动容量结果。

注释：

图5 样本公园内工作日和休息日不同时段老年人的主导行为
Fig.5  The dominant behavior of older adults at different times of weekdays and weekends in sample park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样本公园内不同时段老年人数变化
Fig.3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older adults in 
sample parks at different tim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老年冬季健康行为类型、行为内容和健康结果
Fig.4  Types, contents and health outcomes of older 
adults health behavior in wint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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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园区主路承载的康体类行为特征

以运动容量为因变量，空间特征要素为

自变量，深入发掘路径空间与老年行为的关

系。以现有文献为基础，通过提取不同路径空

间的构成要素，包括铺地、植物、设施和小品、

水体和活动场地，选取能够表征其特征的分类

变量和连续变量[22]14-23（见表1）。其中，a6和

a8由于样本量不足，在分析中被剔除。进而，

分类变量选用独立样本T检验，连续变量选用

Pearson分析，区分日间和晚间运动容量，进

行关联性分析，结果如表2和表3。

综合统计结果和行为观察结果发现：

其一，在宽度为3.5 m左右的园区主路进

行循环线路康体行为的老年人居多。岱山公

园、锦绣公园和共青团花园中有超过70%的

老年人以园区主路为循环路径进行3圈以上

的康体行为，中高强度活动分别占约18.9%、

16.6%和17.1%。在无明显循环路线的锦江公

园中，老年人通常围绕水体和中心广场活动，

中高强度运动约占23.7%。

其二，显著影响老年人日间运动容量的

分类变量为铺装是否防滑、是否缓弹，植物结

构是否丰富和是否邻近活动场地，连续变量

为无转折、交叉路段长度和视线通透度。对比

4个样本公园，日间时段中高强度运动多集中

在锦江公园，原因是只有这里的铺地材质为塑

胶，其防滑和缓弹性能预防摔倒并在运动中对

关节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锦江公园和

岱山公园的路径连续性更好，对中高强度运动

的支持性更高。多数老年群体在路径空间上开

展低强度运动。邻近活动场地和视线通透可以

增加不同空间中活动人群的互动，丰富的植物

层次和常绿植物的配置亦会增加视觉体验的

丰富度，促进休闲行为的发生。

其三，虽有些空间特征在统计上没有显

著呈现，但通过行为观察发现，邻近较大面积

水体可以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开展不同类型的

行为；富有地域特色和趣味性的景观小品会吸

引少数老年人驻足停留；冬季在植物枝干上配

以色彩艳丽的装饰会提高老年人开展运动的

积极性；标识牌的配置也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

促进作用；座凳和垃圾桶的设置则没有影响。

其四，对比日夜时段的运动容量，除了跟

周边居民的个人情况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空

间特征上只与铺地的性能和良好的照明条件

呈显著相关。

2.3   广场空间承载的老年冬季健康行为特征

2.3.1    广场空间提取与分类

由于广场空间的观察样本数量有限，借

鉴楼宇青等[1]68对老年人行为抽样调查的分析

方法，选择SPSS聚类分析，探讨广场空间和

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将4个公园的23

处广场提取11个代表性样点，绘制行为地图，

其中一个满色标记表示5人，半色标记表示3

人（见图7）。然后选取体现广场的空间特征要

素，即尺度、铺地、位置、侧界面、设施和景观、

水体，运用聚类分析分为3类，将器械空间单

独作为一类，因而共分4类（见图8a）。通过统

表1 路径空间构成要素和特征要素提取

Tab.1  Component and feature extraction of path space

表2 显著影响路径空间运动容量的分类变量

Tab.2  Classification variable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path space activity capacity

表3 显著影响路径空间运动容量的连续变量

Tab.3  Continuous variable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path space activity capa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显著水平为0.05。

注：*显著水平为0.05。

注： 冬季植物凋零，无法用绿视率计算，因而选取类似绿视率的蓝视率计算，即路径截面照片中可见的水体面积

占比；视线通透度则是通过视野面点阵的通视率③量化[24]。

空间构成要素识别 分类变量筛选 连续变量筛选

铺地 a1线形变化、a2坡度有无、a3铺装是否防滑、
a4铺装是否缓弹 b2宽度值、b3无转折和交叉路段长度

植物 a5植物结构是否丰富、a6装饰有无 b1高宽比

设施和小品 a7设施（座凳、垃圾桶）有无、a8标识牌有无、
a9照明是否适宜、a10小品有无 —

水体和活动场地 a11是否邻近水体、a12是否邻近活动场地 b4蓝视率、b5视线通透度

a1 a2 a3 a4 a5 a7 a9 a10 a11 a12

运动容量
日间

T 1.099 -.649 2.445* 4.358* 2.364* -1.557 — 0.964 -0.310 2.297*
Sig. 0.300 0.532 0.037 0.002 0.042 0.554 — 0.360 0.764 0.047

晚间
T 0.414 -0.706 3.235* 3.107* — -0.849 3.415* 0.797 -0.802 2.858*

Sig. 0.689 0.498 0.016 0.013 — 0.418 0.016 0.446 0.443 0.020

b1 b2 b3 b4 b5

运动容量 日间 P -0.083 0.394 0.727* 0.160 0.664*
Sig. 0.807 0.230 0.011 0.637 0.025

图6 样本公园的路径提取与运动容量分类
Fig.6  Path extraction and activity capacity classification of sample park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通视率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0是观察点，P是视野面上任意一点，n表示组成视野面的点阵总数。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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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广场选点及老年冬季健康行为地图
Fig.7  Square selec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map of older adults in wint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计不同样点的行为类型发现，康体类行为通常

发生在依托健身器械和水体的空间；文娱类空

间多在开敞广场开展；休闲类行为则依托功能

型设施或构筑物（见图8b）。

2.3.2    广场空间承载的康体类行为特征

广场空间所承载的康体类行为主要包

括依托健身器械、依托水体和其他自选康体

行为，一般以个体活动为主。器械空间（DS-

S09、JJ-S04和JX-S03）中，老年男性的比例

略高于老年女性。老年女性更多选择全身和轻

量健身的设施，而老年男性更多选择锻炼强度

较大的项目，如DS-S09中不仅提供了力量型

的健身器械，还增设了镜子，营造了户外健身

房的氛围，因而颇受欢迎。在岱山公园和锦绣

公园，老年人通常在白天开展活动，并更多选

择日照条件较好且有植物荫蔽的区域。但在锦

江公园则有所不同，即晚上运用健身设施的人

数超过白天。这可能是由于其健身空间可达性

和夜间照明条件较好。依托水体的冬季健康行

为主要包括滑冰和抽陀螺。滑冰是最具冬季特

色的健康行为，对冰面的规模和质量要求较

高。锦江公园中JJ-S02则因此吸引了大批老

年人，且绝大多数为男性。同时，该运动可以吸

引大量围观人群，引发更多的社交行为。抽陀

螺属于另一种具有冬季特色的运动方式，它对

场地尺度的要求不高，但对冰面质量有一定要

求。由于抽陀螺时会产生较大噪声，夜晚聚集

的活动人群能降低噪声感知且其具有一定亮

度，因而晚上被此项运动吸引的老年人较多。

而对于其他健身行为，如太极拳和拉伸

等个体健身行为，场地选择比较自由。开展太

极拳运动的老年人不多，一般选择在半开敞空

间的上午进行（如DS-S01），聚集性不强。个

体健身场地的选择通常为接近广场边缘、背靠

植物或围栏的空间。

2.3.3    广场空间承载的文娱类行为特征

广场空间承载的冬季文娱类行为内容以

跳舞、扭秧歌、彩带秧歌为主。跳舞和扭秧歌

活动一般在晚间时段以15—20人为一组开

展，且会吸引大量围观人群参与，持续时长在

1.5 h左右。观测发生该类活动最多的样点，即

岱山公园的DS-S01和锦江公园的JJ-S01、

JJ-S03发现，各团队都会选择较为固定的场

地，在邻近入口的广场活动人群会让出通道，

避免与其他人群产生冲突。如在足够尺度的

中心广场，各组群会形成方阵围绕广场中心

朝相同方向进行循环移动。而锦绣公园和共

青团花园中此类活动人数较少，说明最影响

该类行为的空间特征为场地面积。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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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群有强烈的氛围感和感染力，从而吸引

更多的围观人群参与，形成大型聚集行为。再

对比JJ-S01和JJ-S03的活动人数发现，其共

同的空间特征为邻近出入口、照明条件较好

和人群聚集，与水景、设施无明显关系。而彩

带秧歌活动一般以2—5人为一组，多发生在

上午或照明条件较好的晚间半开阔广场，也

会吸引部分围观人群。

2.3.4    广场空间承载的休闲类行为特征

冬季休闲类活动对功能性设施或构筑物

的依赖性较强，主要内容是打牌、下棋、围观、

陪伴孙辈等。锦绣公园中发生休闲行为的人

数最多，锦江公园中该行为的发生率较低（见

图8b）。打牌和下棋行为一般持续时间较长，

老年人多倚靠在廊架或坐在树池等具有休闲

功能的设施上进行，且下午人数更多。这可

能与日照条件有一定关系。由于锦绣公园中

心广场设有色彩鲜艳兼具文化特色的休闲长

廊，吸引了更多的围观和拍照人群。而锦江公

园的休闲设施和廊架等构筑物很少，降低了

老年人发生此类活动的几率。此外，在具有儿

童设施的广场（如DS-S05和JJ-S05），发生

陪伴型行为的比例更大。

3  结合老年冬季健康行为需求的园内

空间问题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构建促进老年冬季健

康行为的机制，基于上述对其特征的描述和关

联分析，结合行为需求分析，挖掘空间对行为

支持性的影响，以便提出促进老年冬季健康行

为的公园优化策略。

3.1 行为需求分析

笔者对26名运动频率较高的老年人进行

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含他们在路径空间和广

场空间进行不同行为的需求。结合扎根理论对

文字资料的编码和转译，将老年冬季健康行为

需求概括为空间安全感、运动舒适感、功能便

利感、景观趣味感和场所依恋感5个主范畴。

其中，不同空间对不同健康行为的支持性不

同，老年人在不同时段开展不同行为类型时的

需求也不尽相同。

路径空间主要承载走跑类康体行为，不

同运动强度的老年群体对空间的关注点不同。

整体上，由于老年人的视觉能力、认知能力和

记忆力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因而他们普遍希望

主要步行路线简单可视且有明确的导向性。此

外，日间时段，开展中高强度运动的老年人对

安全感和舒适感的需求较大，即铺地材质性能

和步道连续性，原因是该群体的健身目的较为

强烈，他们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较低，不希望在

运动过程中被打断。开展低强度运动的老年人

步速较低，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周边环境，

更需要功能便利感和景观趣味感。虽然寒地城

市的冬季景观整体较单一，但空间互动性、引

导性和视觉丰富性仍对空间体验感有重要影

响。夜间时段，无论开展何种强度运动的老年

人对安全感的要求都是最高的，如照明条件是

否适宜、铺地是否舒适防滑等。

广场空间可承载所有类型的健康行为。

日间时段，开展康体类行为的老年人更关注功

能便利感和运动舒适感。做器械运动的老年人

对健身设施的设置和养护、日照条件、可达性

的需求较高。其中，老年男性更需要具有局部

力量训练的设施，而老年女性更需要具有拉伸

或按摩功能的健身设施，且对设施的养护要求

更高。依托水体的老年运动群体只关注冰面的

规模和养护质量。开展太极拳的老年人对空间

规模的要求不高，但对环境安静度和日照条件

的要求较高。而其他独自健身的老年人通常希

望背靠植物且环境安静，在自由锻炼的同时还

可远观其他活动人群。开展文娱类行为的老年

人对舒适感和依恋感的需求最大，即空间的规

模、开敞度、可达性是否适宜，以及是否总有人

组织活动。开展休闲类行为的老年人则更需要

舒适感、便利感和依恋感，包括日照条件、可达

性是否适宜，设施是否满足需要，是否经常发

生聚集活动。

夜间时段，广场空间多承载跳舞、扭秧歌

等的大型聚集和围观行为，因而空间规模、灯

光舒适度和活动组织是最为重要的。

3.2  空间问题分析

3.2.1    路径空间

除了上述行为特征和行为需求，路径空

间仍存在以下问题：（1）部分园区主路铺装不

防滑，尤其在积雪未及时清理的时候，雪地与

铺地的交接处容易引发摔倒事故，两侧树木枝

干掉落的积雪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2）

部分空间的夜间照明设施亮度过暗，没有形成

连续的指引，容易造成视觉盲区。（3）路径空

间缺少易辨识的标识系统，不能给予老年群体

以明确、及时的指引。此外，大部分老年人对运

动的临界区间认知不足，部分老年人锻炼时段

过早、运动强度过大，而园内也没有相应的提

示系统，为突发情况埋下隐患。（4）路径空间

中经常可以发现快走、跑步和散步人群相互影

响的情况，运动体验感均有下降。另有部分路

径空间临街布置，受噪声和汽车尾气的影响严

重，降低了运动的舒适感，此类问题在共青团

花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5）公园入口现多用

转弯式，这种形式的应用很大程度地限制了借

助辅助设施出行的老年人。（6）冬季路径两侧

多为枯木枝干，常绿植物少，视觉感受单调清

a  样本公园中广场空间聚类分析             b  样本公园中广场样点日夜时段老年不同行为类型占比
图8 样本公园广场空间聚类及不同样点行为类型分析
Fig.8  Cluster analysis of square space in sample parks and behavior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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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趣味感缺失；有些树木枝干遮挡了视线，降

低了空间的互动性。

3.2.2    广场空间

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个广场空间

和行为的冲突点：（1）在面积较大的广场上，

老年人经常会将携带的扇子、服饰、音响设备

等物品随意堆放，为运动人群和通过人群增加

了障碍。（2）在儿童活动区域，由于相关设施

配置不足，导致老年人只能在一旁站着注视陪

伴，无法开展其他健康行为。（3）缺少拉伸和

按摩效果的器械，园内经常可以发现老年人在

树上绑着软垫，以便其用背撞击树干而达到疏

通筋骨的效果。这既不美观又会损伤树木。另

外，部分健身设施过于老旧，降低了使用率。

（4）在日照条件较好的广场，时常可以看到借

助轮椅等辅助设施的高龄老年人在广场边缘

远观活动人群，但由于没有合适的行动区域，

导致其休闲体验无法达到最佳，也使其他活动

人群受到影响。（5）目前公园内座凳一般以石

材为主，冬季通常由于积雪清理不及时和枯枝

堆积导致老年人无地可坐。（6）除锦绣公园

外，各样本公园无展现地域特色的小品或构筑

物，风格单一。此外，各公园结合社区等组织活

动的频率极低，不能给予老年活动群体足够的

依恋感。

4  促进老年冬季健康行为的公园优化

策略

基于上述关联分析和问题发现，笔者结

合公园布局、细节设计和管理维护3个层面提

出促进冬季老年健康行为的公园优化策略。

4.1  公园内部布局优化策略

公园内部布局优化可通过改善动线设计

和功能区划实现，提升公园环境的使用感受。

在动线设计方面，锦江公园可加强园区主路

的循环路线导引，对其他路径空间还应考虑

划分不同运动强度区域，如有氧慢走区和高

能健步区，增加标识提示系统和夜跑导航系

统（见图9a）。在功能区划方面，邻近出入口

区域设置支持文娱类和康体类行为的开敞和

半开敞空间，广场可划分不同功能区，鼓励老

年人开展太极康体运动，并结合不同行为和

不同年龄阶段的需求增加物品放置区和轮椅

车位（见图9b）；将依托健身设施的区域尽量

接近园区主路或主入口，在考虑朝向的基础

上对不同项目进一步分区，如将局部力量康

体区内置并增加植物种植（见图9c）。

4.2  公园细节设计优化策略

细节设计可通过拆解公园入口、铺地、侧

界面、设施和景观小品几大空间要素加以优

化，提升对老年冬季健康行为的支持性需求。

（1）入口。设置无障碍专用入口，方便使

用轮椅等辅助设施的老年群体进入；增设宣

传栏，提醒老年人注意健身强度，保证适宜的

间歇时间；在邻近入口的铺地上标出“起始

点”“50米区间”等标识，方便老年群体计算

自己的运动量。

（2）铺地。可根据不同运动强度选择铺

地材质，高能健步路径可优选塑胶步道，提高

健步的舒适感；慢走区和广场可选透水砖等防

滑材质，部分区域还可结合鹅卵石等改变图案

的拼就方式和纹理，提高安全感的同时增加趣

味感，亦可达到按摩的作用。

（3）侧界面。在直接连接城市道路的广

场或步行道之间适当增加植物屏障，可选择松

树、柏树、杉树等常绿树，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的

危害[15]73。在慢走区与活动场地之间，植物可

选用“分枝点较高的乔木+灌木”的组合，增

加空间的通透感，促进不同空间活动人群的互

动；健步区旁应以行列式种植能够遮挡视线的

植物，以此形成明确的导向性，提升高强度运

动的连续性（见图9d）。植物配置方面，结合

季相变化，优先选择开花植物，提高常绿植物

比例，冬季在枯木枝干上适当增加色彩鲜艳的

装饰，并增植养生保健类植物。

（4）设施和景观小品。服务设施方面，在

儿童活动区域周围增设休闲或健身设施，促进

陪同老年人开展健康行为的积极性；增加兼具

按摩和拉伸功能的设施；休闲设施选材考虑适

应气候变化的防腐木；在充分考虑冬季冰雪掉

落的情况下，在开敞广场边缘和植物荫蔽的区

域增加休闲设施、物品放置设施和照明设施。

照明设施可考虑增加地灯或灯带，并合理设置

光源的照度和色温，尽量将照度值提高至42 lx

左右，在空间光源照度较低时，可将色温调至

500 K，以补偿空间的视觉感受[25]。园路还应增

设夜间导航系统和标识提示系统，尤其是在规

模较大、路线不明确的公园，应根据老年视力

情况增大字体、协调色彩，保证日夜亮度转换

和实时调整，内容上兼具科普和提示作用。此

外，景观小品可结合冰雪特色，增加构筑物的

色彩表现和地域文化性，以改善园区氛围。

a  路径空间强度分区示意                          b  中心广场功能分区示意                         c  健身设施区域分区示意                          d  路径空间横截面示意
图9 路径空间分区及截面示意图
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path space zoning and sec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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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园管理维护优化策略

完善公园的管理维护主要包括冬季资源

转换、积雪及时清理、植物适当修剪和设施及

时更新4个方面。其一，应充分利用冬季特色

资源，依托街道或社区组织开展老年冬季运动

竞技游戏、冰雕雪雕建构比赛等；其二，应及时

清理园区路径、座凳上的积雪，保证空间的可

用性；其三，应适当规整修剪植物，使其有更强

的引导性和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积雪和

冰块掉落的安全隐患；其四，应及时修理和更

新老旧的健身设施、标识系统，保证人们的安

全感、舒适感和便利感。

基于此，可将上述优化策略推及至同类

公园，以便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使用需求。由

于样本量有限，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未

来还需更多的实证研究，以切实提升公园给老

年人带来的健康效应，并在特殊气候背景下改

善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