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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调查方法对兴隆植物园游人分布及行为分析

刘维维，康梓杭，黄亚琼，邓 晶，吴庆书
( 海南大学 热带农林学院，海口 570228)

摘 要: 以海南兴隆植物园为研究对象，采用 TBI 浏览数据结合热力图大数据法和行动观察法分别对该园

进行游人分布及行为分析，为提升景区规划的科学性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游人分布主要集中在入口景观区

和科普品尝区，主要行为为观赏、体验和休憩，其分布及行为主要受游览路线、园区功能划分、服务设施的设

置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2 种调查方法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各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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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周边游受到人们的亲睐，而植物园、动物园作为专类科普性园区已成为家庭游的首选。
游人行为是对园区环境最真实的反应，只有把握游人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才能设计出更加符合游人

需求的公园［1］。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其在城市规划中运用广泛。如吴志强，叶锺楠通过热力

图分析上海中心城区在工作日和周末的人群聚集时间以及聚集位置等，以此研究城市空间的运作以及城

市空间的布局［2］。秦萧，甄峰研究大数据时代下智慧城市空间规划方法，详细介绍了数据采集以及挖掘

分析在城市空间规划中的作用［3］。大数据己经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毎个角落，但是在风景园林专业

中却是刚刚起步［4］。目前，学者主要聚焦于大数据在景观规划中的运用以及教学实践的理论研究，实际

使用集中在位置数据以及网络文本数据，且多用于大范围景区的研究。如黄蔚欣等基于 WiFi 的定位技

术研究黄山景区客流量、游览模式、客流轨迹，为景区的规划管理与服务提供依据［5］。付业勤等以 ＲOST
ContentMining 软件分析驴评网数据，挖掘游客对鼓浪屿旅游形象的感知［6］。兴隆热带植物园是我国最南

边展示热带植物的综合性植物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为了验证大数据法在小范围园区内

运用的可行性，以及大数据法在研究游人分布和行为中的运用，笔者选取兴隆植物园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行动观察法和 TBI 数据结合热力图大数据法分别对园区进行研究，了解游人的时空分布及研究其行为特

点，旨在了解现阶段游人对植物园的需求情况，为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兴隆热带植物园位于海南东南部旅游线路必经之地———兴隆温泉旅游区内［7］，总占

地面积 47 hm2，始建于 1957 年，现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根据功能和主要观赏点的位置，将植物园

划分为 9 个区域，分别为入口景观区、生态湖景观区、观景台、观赏区、胡椒科普区、科普体验区、科研区、
科普品尝区和员工宿舍区。
1． 2 调查区的选定 通过前期分析，对游人的主要聚集区进行观察统计，发现游人主要聚集在电瓶车停

留点，综合考虑团体游人和散客的分布情况，笔者选取 6 个代表性空间进行量化分析( 图 1) 。



图 1 调查空间的布点平面图
Fig.1 Layout plan of survey space

A 空间: 入口景观区，包括电瓶车候车亭和入

口休闲广场，游人通过检票口到达休闲广场，稍作

休整后开始观赏园区。这是园区的第 1 个人群聚

集点，空间布局较紧凑。
B 空间: 观景台，观景台为电瓶车线路的第 1 个

停靠点，紧邻生态湖、视野开阔，是观景的好去处，

该区由观景平台和休闲广场组成，空间整体呈线形

分布。
C 空间: 生态湖景观区，包括生态湖、热带果树

区、情人岛和濒危植物区，该区视野较为开阔，整体

呈环状分布在湖四周。
D 空间: 胡椒科普区，主要包括胡椒科普区和

见血封喉观赏点，该区域面积较小，但因此处为散

客必经之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 空间: 科普体验区，主要以体验的方式，让游

人了解可可的加工过程，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F 空间: 科普品尝区，该区域是游人在园区的最

后一站，也是人群聚集度较高的地方，主要介绍香

草以及咖啡产品，属于商业性质的功能区。空间分

布较简单，呈单向线性。
1． 3 行动观察法 行动观察法主要是调查使用者的行为活动特征，为空间环境合理的规划设计提供有

力保证［8］。此次调查采用非参与式、自由行动—室外 － 定点观察 － 时间轴 － 行动模式的观察方法，通过

前期现场调查选定 6 个调查点，调查设定每小时记录 1 次，主要采用肉眼结合拍照的方式观察。笔者主要

借用行动观察法观察使用者的人数及其行为特征，了解不同时间段的空间使用情况。选取 2018 － 07 － 01
( 周日) 和 2018 － 07 － 02( 周一) 2 天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1． 4 TBI 腾讯浏览指数 腾讯浏览指数( Tencent Browsing Index，TBI) ( https:∥tbi． tencent． com / ) 是依托

TBS( 腾讯浏览服务) 海量的浏览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洞察移动网民的热点，帮助用户洞察移动互联热点

趋势，了解移动网民浏览行为，构建精准用户行为分析，是个人做浏览内容选择的高效工具。
1． 5 热力图 热力图通过一定的空间表达处理，最终呈现给用户不同程度的人群集聚度，即通过叠加在

网络地图上的不同色块来实时描述城市中人群的分布情况［2］，对分析空间使用和游人的行为轨迹研究具

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笔者采用的热力图数据源自腾讯位置大数据( https:∥heat． qq． com /heatmap． php) 。
1． 6 数据处理 行动观察法主要借助 Excel 表格统计调查数据，并以曲线图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的人流

量变化。热力图集合 TBI 浏览数据大数据法主要使用 PS 结合 GIS 处理热力图，将热力图转换成数据，结

合 TBI 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行动观察法对园区游人分布及行为的分析

2． 1． 1 行动观察法的园区游人分布情况

2． 1． 1． 1 周日各观察点使用分析 通过观察统计周日人群主要聚集在入口景观区、观景台、科普体验区

和科普品尝区。从图 2 可知，入口景观区和观景台在 11: 00 有小高峰，入口景观区在 16: 00 达到峰值，观

景台在 15: 00 达到峰值; 胡椒科普区和科普品尝区在 10: 30 有小高峰，在 15: 30 达到峰值; 生态湖景观区

在 16: 00 达到峰值; 科普体验区在 8: 00 有小高峰，在 15: 00 达到峰值。其中，入口景观区、科普体验区和

科普品尝区的波峰谷差值较大，系为入园人数动态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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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2 周一各观察点使用分析 如图 2 所示，周一入口景观区和生态湖景观区在 15: 00 有高峰，入口

景观区在 12: 00 达到峰值; 观景台在 10: 00 达到峰值，在 13: 00 有小高峰; 胡椒科普区在 9: 30 达到峰值;

科普体验区在 13: 00 达到峰值; 科普品尝区在 10: 30 有小高峰，在 17: 30 达到峰值。其中，入口景观区、观
景台和科普品尝区的波峰谷差值较大，人群也主要聚集在这 3 个区域。
2． 1． 1． 3 周日和周一各观察点对比分析 对比周日和周一各观察点的数据，可以发现: 受到游览交通方

式和入园人数动态变化的影响，游人主要聚集在入口景观区、观景台和科普品尝区; 周日同一时间、同一

地点的游人停留人数明显多于周一; 由于胡椒科普区的人群主要为散客，对比周日和周一该区域的人数

变化，可见散客人数在周一时锐减。

入口景观区人数变化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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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观察点人数变化曲线图

Fig. 2 Curve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at each observation point

2． 1． 2 行动观察法的园区游人特征

2． 1． 2． 1 周日游人特征及行为分析 周日在6 个观察点共观察到1 274 位游人的行为，其中，男性占52． 6%，

女性占 47． 4%，游人年龄主要集中在 19 ～ 60 岁之间。通过观察现场游人行为，发现入口景观区游人的主

要活动为休憩; 观景台主要活动为观赏; 生态湖景观区人流量较小，游人主要是中途经过该区; 胡椒科普

区内游人的主要活动为观赏，停留时间一般为 1 ～ 3 min; 科普体验区属于商业体验区，游人仅在外围做短

暂的停留; 科普品尝区主要为免费品尝区，在接受科学普及的同时让游人体验制造咖啡的乐趣。
2． 1． 2． 2 周一游人特征及行为分析 周一各点共计观察 650 位游客，其中，男性占 36． 5%，女性占 63． 5%，

游人年龄主要集中在 19 ～60 岁之间，其次为 60 岁以上人群。各区游人的行为各不相同，入口景观区主要

为休憩，游人在该区进行简单的休整后入园观赏; 观景台区域内游人主要活动为观赏，少量休憩; 生态湖

景观区游人较少涉足; 胡椒科普区受散客游人量的影响，人数较少，主要活动为观赏; 科普体验区主要是

短暂通过性停留，未见有人参与体验; 科普品尝区主要是品尝活动，少量人群观赏展览内相关介绍。
2． 1． 2． 3 周日与周一游人特征及行为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 2 日游人的特征及行为，发现游人的年龄分布

主要集中在 19 ～ 60 岁之间，游人在特定区域内的活动基本相同，不受入园人数与观赏期的影响。各区影

响游人的行为主要受设施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入口景观区主要设施为座椅、指示牌、厕所等服务性设

施，虽有设置舞台，但节目较少，未能吸引游人长时间停留，该区主要起到提供休憩的功能; 观景台临近生

态湖，有较好的观景视角，吸引游人在此驻足停留; 生态湖景观区的最佳观景点在观景台，区域内仅有座

椅，服务设施较少，游人较少涉足; 胡椒科普区主要为观赏，观赏内容主要以展览的形式展示，内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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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停留时间较短; 科普体验区设施较为科技，然而受收费的影响，游人参与度不高; 科普品尝区是人流

量较多的区域，区域内座椅、展示栏、厕所等服务设施齐全，加上工作人员的讲解，游人参与度较高。
2． 2 TBI 数据结合热力图分析法对园区游人分布与行为的分析

笔者截取 2018 － 07 － 01—2018 － 07 － 02 植物园的热力图，从早上 6: 30 ～ 7: 30 点之间，每隔 30 min 截

取 1 次，总计截取热力图 52 张，以此获得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的人口活跃量及人群分布情况。通过对热

力图的矢量化处理，将其转变成数据，以此反映各时间段人口活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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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分区人口活跃量变化曲线
Fig.3 Curves of demographic change in different regions

分析发现( 图 3) ，周日观景台、科普体验区、生态湖景观区人口活跃量峰值均出现在 10: 30 ～ 11: 30，

在 16: 00 ～ 17: 30 仍有 1 个小高峰; 此外，胡椒科普区、科普品尝区、入口景观区人口活跃量峰值出现在

15: 30 ～ 17: 30，在 11: 00 ～ 12: 00 有 1 个小高峰，这是由于人群的动态游览使得各区峰值时间点不同。入

口景观区和科普品尝区从开园开始呈现增长趋势，直至临近闭园，期间有少许波动。观景台、胡椒科普

区、科普体验区和生态湖景观区人口活跃量波动较大，这是由于入园人数的动态变化所致。
在周一( 07 － 02) 的 11: 00 ～ 11: 30 观景台和科普品尝区同时出现 1 个高峰，而在 13: 00 ～ 14: 00 观景

台还有 1 个高峰，科普品尝区则在 16: 30 ～ 17: 30 达到峰值，系人群游览线路和园区开放时间所致; 观赏

区、入口景观区和生态湖景观区在 11: 30 ～12: 30 达到高峰，观赏区在 14: 00 ～15: 00 仍有 1 个小高峰，入口景

观区在 16: 30 ～17: 30 达到峰值，生态湖景观区在 13: 00 ～14: 00 有小高峰; 胡椒科普区在 10: 00 ～10: 30 有小

高峰，在 14: 00 ～15: 00 达到峰值; 科普体验区在 10: 30 ～11: 00 有小高峰，在 16: 00 ～ 17: 00 达到峰值。各区

波峰谷差值不同，其中，科普品尝区、入口景观区和生态湖景观区差值最大，这主要受人群游览线路和入

园人数变化影响。
热力图大数据法完整地展示了游人在特定时间的分布情况以及人口活跃量，但缺少对游人特征的体

现。随着网络的发展，多数游人都选择通过事先在网络上收集旅游地的各种相关信息［9］。TBI 数据是根

据网民浏览的数据，精准分析用户行为。图 4 为网络上从 2018 － 04 － 01—10 － 01 期间查阅兴隆热带植物

园相关信息的网民信息。可见，浏览人群主要为 18 ～ 60 岁，占全部的 89． 9% ; 男性比女性多 2% ; 学历分

布集中在高中、大专和本科，占全部的 86． 5%。通过 TBI 提供的数据，可以得出浏览、查阅考察地相关信

息的网民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信息，为了解游人的需求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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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民信息汇总图
Fig.4 Netizens information summary

2． 3 2 种调查方法的比较分析

行动观察法的调查结果表明，游人在园区内的活动分布、人数变化主要受游览路线和入园人数变动的影

响，游人主要集中在入口景观区、观景台和科普品尝区; 游人的行为活动受各观察点功能定位、周边环境、年
龄分布、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主要为观赏、体验和休憩。通过分析影响因素，可有针对性的对园区内设施、功
能设置以及周边环境进行改善，以满足游人的不同需求，打造更加符合游人行为和需求的植物园。

通过 TBI 浏览数据结合热力图分析，发现兴隆热带植物园内人群主要聚集在入口景观区和科普品尝

区，其中游人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 18 ～ 60 岁，男性比女性多。热力图能实时反映不同时间点内不同区域

的人口活跃量以及人群分布情况，TBI 浏览数据则能提供游人的其他社会特征。可见，热力图大数据法结

合 TBI 浏览数据，可以满足设计师对游人分布及行为研究的需求。
2 种调查方法的分析结果相似，通过对兴隆植物园游人分布及行为的研究，发现游人的分布及行为主

要受游览路线、园区功能划分、服务设施的设置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人群主要集中在入口景观区和科普

品尝区，下午人口活跃度比上午高。分析背后的原因发现，兴隆植物园主要的游览方式为乘坐观光电瓶

车，游览路线固定，除主要观赏点外，较难形成聚集点，作为线路的起始点，入口景观区和科普品尝区成为

人群聚集点; 园区根据功能和主要观赏点位置划分为 9 个功能区，鉴于植物园的特殊性，观赏为主要活

动，为丰富游人活动，设置了科普体验区和科普品尝区，提高了游人的参与度; 服务设施的设置影响游人

的停留时间，如: 入口景观区的坐凳在人流量较大时不能满足游人的需求，游客聚集在电瓶车上车点，导

游为缓解入口景观区的压力，会缩短游人在入口景观区的停留时间; 个别景点设置了服务设施，但周边缺

少可观赏点，游人活动仅为通过，不做停留。2 种调查方式的结果也存在一些差别，体现在游人性别上，行

动观察法得出周日男性比女性多，周一女性比男性多; TBI 浏览数据则显示男性比女性多，产生差异的原

因可归为受调查时间长短的影响，行动观察法收集的为当天数据，TBI 浏览数据则时间段较长，范围较广。
规划设计中需综合考虑上述问题，针对游览路线的设置，根据人群需求设置不同风格的路线，增设特

色观赏点，分散人群的同时增加游人在园区内的停留时间; 补充各功能区的活动内容，引进智能化设备，

着重增加游客的体验项目; 合理的配置服务设施数量，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 根据游客的年龄分布、性别

分布等信息，分析游客需求，结合现场条件，设计出符合需求的植物园。

3 讨 论

比较 2 种调查方法的分析结果，发现 2 种方法各有利弊。行动观察法不受地域限制，可详细的了解游

人的数量以及行为，数据更加的客观可靠，但该方法对人力要求较高，不适合长期研究游人的分布及行

为。热力图结合 TBI 浏览数据法能快速便捷地获取研究数据，可结合网文分析，通过相关信息直接研究

游人需求［10］，达到研究目的，但受地域影响，一些偏远地区无法获取热力图或 TBI 浏览数据，且无法详细

体现具体的活动内容。与其他数据源进行对比，热力图在景区客流研究方面展现出数据覆盖更全面、精
细程度更高等优势［11］。笔者采用热力图结合 TBI 浏览数据的方法基本满足规划研究的要求，但这种方法

有其局限性，TBI 浏览数据反映的是浏览数据，浏览数据和实际游人的特征及行为之间有差别，是否完全

代表游人的信息需要探讨，浏览数据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统计而来的，适合对场地进行长期的综合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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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短期研究误差较大。
笔者主要研究 TBI 数据在规划中的指导意义，不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研究。笔者采用 2 种不同的调

查方法对兴隆植物园游人分布及行为进行分析，验证了大数据法在小范围园区内使用的可行性，以及大

数据法对研究游人分布及行为具有的实际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求便捷、高效的调查方法时，要结合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对于范围较大、时间跨度长的研究，建议使用热力图结合 TBI 浏览数据

法，不仅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还可以提高效率。对精度要求高的研究，宜选择行动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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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istribution and Behavior of Tourists in Xinglong
Botanical Garden by Two Survey Methods

LIU Weiwei，KANG Zihang，HUANG Yaqiong，DENG Jing，WU Qingshu
( Institut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China)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and behavior of tourists ar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verifying the rationality of plan-
ning and design，and its analysis can help improve planning of scenic spots． The distribution and behavior of
tourists in the Xinglong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wo survey methods，Tencent Browsing
Index ( TBI )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heatmap big data，and the action observ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urist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ntrance landscape area and the popular science tasting
area． The main behaviors include viewing，experiencing and taking a rest． The distribu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tourists were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route of the tour，the divis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park，the sett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the causes of which were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the re-
sults of these two survey methods were found basically the same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The ad-
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survey method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tion observation method; Tencent browsing index;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tourist behavior; Xinglong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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