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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景区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景区的空

间活力和城市的活力息息相关，景区公共空间活力提升能够

改善现代城市生态和生活环境。近年来，景区在其管理公共

空间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何对其公共空间加以合理运

用，从而增加空间活力，是景区发展壮大中的关键问题。论

文以规划师视点，借鉴扬·盖尔先生的 PSPL 调研法，实地

调查中国九老仙都景点及其商业街配套空间，分析影响区域

活力因子，进而指出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的核心要点。

2 研究技术路线

PSPL 调研法即“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调研法”，是

一种针对城市公共空间质量和市民公共生活状态的评估方 

法 [1]。论文从公共空间、公众生活调查等多角度分析九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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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景区及配套商业街。再结合百度热力图分析区域热力，弥

补传统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和动态性不足等问题，利用数据的

优势建立活力研究方法。通过了解和掌握人们在公共空间中

的活动和行为特点，以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相结合，为公共空

间设计和改造提供依据，创造高品质公共空间。

3 调研基地范围

本次调研基地选定荆州市九老仙都景区及配套商业街

长生街，是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观玄妙观和梁元

帝皇家园林湘东苑为中心修复扩建的大型历史人文景区，占

地 340 多亩，具有丰富的景观资源（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地范围图

4 调研现状问题分析

4.1 区域热力定性分析
白天热力图反映了区域人口聚集程度，人口聚集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活力程度 [2]。论文通过百度地图软件爬取

不同时间段热力数据，筛选出具有分析价值的热力图。由于

不同时间段的变化值基本无差别，论文选取热力值相对较高

的周末白天热力值进行分析。由图 2 可知，无论是工作日还

是周末，人群分布都较为稀疏，游人密度在区域内部无法看

出明显变化。

4.2 基于 PSPL 调研法的公共空间现状分析

4.2.1 道路空间现状特征

景区道路空间系统分成城市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

路和生态游步道 [3]。主要道路宽 6m，主要道路的功能就是

满足游客的交通需求。次要道路宽约 3m，主要是连接各个

主要的景点，二者均只能步行。部分节点处设置亭、阁。路

线随地形起伏弯曲，与自然环境融合协调，沿途布置有一些

亭台、回廊、椅子等供游人休憩。

长生街由一条 8m 宽的步行主道路划分为两部分。由地

上和地上两个空间组成，地下设有停车位，地上是二至四层

的传统民居商铺。街巷商业空间可达性、通达性较好，连接

两条城市支路。

4.2.2 水体空间现状特征

景区水体空间主要是明月湖，是景区中最有活力的空

间之一。湖边设有护栏，由于年久失修导致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且水体缺少清理导致水体藻类生长泛滥造成污染。

4.2.3 景观空间现状特征

景区内的装饰性小品大多数都很破旧且没有合理利用。

景区内部植物繁多，但部分植物缺少打理使得景观效果杂乱

无章。园区内路标、示意图、展示牌等都字迹模糊不清。盆

景园缺少相关工作管理人员打理，景观台老旧、盆景破损严

重等问题给游客带来较差的视觉效果。

4.2.4 建筑空间利用特征

景区建筑有小部分因缺少适当保护与修复而磨损严重，

如石碑林九老仙都宫记石碑为书法家危素手书，具有优良的

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但现因保护不善表面刻字磨损严重 [4]。

很多建筑没有对外开放，如连理堂，通波阁等都未对外界开

放导致空间浪费。

4.2.5 商业街公共空间活力分析

长生街商业业态配置中餐饮类占比第一，其次是休闲

娱乐类。但是受多方面影响，曾经能满足景区游客吃、住、游、

图 2 周末白天热力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E%E5%BB%8A/326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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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娱等的需求，现在营业状态很低迷。白天、夜晚营业数

量都是个位数。最初打造的是商业功能与文化功能的现代旅

游景区，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公共活动氛围。现街

区宽度较窄，也没有设置公共座椅，导致公共活动性偏低。

4.3 基于 PSPL 调研法的公共生活现状分析
调研区域公共生活活力的构成三要素分别是空间、活

动和人群。通过观察不同人群在使用不同公共空间的行为活

动，可以分析出人群公共空间需求。游客在景区空间中自发

开展并参与活动，是营造景区公共空间活力的决定性因素 [5]。

4.3.1 人群访谈法

采用人群街道访谈法，在不同时间段，在长生街入口

处选取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问题访谈。

①人们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来到访城市？

②他们对城市和九老仙都公共空间有何建议？

③他们对所在九老仙都景区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和 

憧憬？

通过人群访谈分析出过路人群基本是本地居民，疫

情情况下外地游客很少，一般以休憩散步为主。过路人群

提出改善景区以及周边的环境、增加周围公共服务设施等 

建议。

4.3.2 问卷调查法

通过间接书面访问的方式，突破时空的限制，达到调

研九老仙都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目的。本次调研发放了

100 份调查问卷，筛选出不合格问卷，收集实际有效问卷 88

份。调查结果分析九老仙都景区上午主要游览人群以老年人

居多，下午以中老年人居多，主要在景区内部散步、修身养

性为主。长生街白天以上学、上班通行为主，夜晚商铺沿街

公共生活下午和晚上主要以青年人穿梭，中老年人驻足聊

天、购物为主。不同时间段使用人群的行为需求不同，为达

到使用者的期望，需进一发步完善对公共空间的合理布局，

以达到公共生活人性化的设计。

5 景区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

5.1 九老仙都景区活力营造

5.1.1 游线组织活力营造

游览线路是连接旅游点的纽带，一般由游赏空间和过

渡空间组成。过渡空间过长则易导致人群产生疲劳和单调的

感觉，反之则起不到良好的空间转换作用。旨在再次激活和

创造娱乐亮点，游览线路的组织不能平铺直叙，也不能过度

集中，这样会导致公共空间逆效应。景点安排要体现游览过

程有入景、展开、高潮、尾声等段落。

5.1.2 空间景观活力营造

利用街边绿化带资源创造更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

承载多样的公共生活。园林中的软景配置在空间景观活力营

造中起重要作用，包括植物的层次感、色彩感等。植物层次

感可以将植物的高低错落和色彩组合等多个方面相结合。例

如，植物高矮、种植的疏密程度、种植的色彩搭配，和空间

层次感息息相关。围合更是要注重硬地景观与绿地的形式、

布局的结合，渗透利用栽植与景观的进退关系，共同营造出

令人感到亲切的空间。

5.1.3 建筑活力优化策略
适当的对建筑的墙体表面进行重新粉刷，重点文物可

采用仿制品进行代替避免游客的恶意损毁。修复的过程中应

尽量保持建筑原有风貌，对于玄妙观内部的墙柱进行隔离保

护。还可以增加建筑内部的部分使用设施。多数建筑没有对

外开放，如连理堂、通波阁等建筑都未对外界开放，这是对

建筑本身的一种浪费。增加闲置建筑的空间利用率，注重建

筑物本身的升级，加强建筑室内外联系，以便满足新功能 

需求。

5.1.4 休闲体验类活动空间优化
增加了空间参与性，在设计中添加了趣味景观小品，

以及活动型水景。充分调动了游客的各种感受体验，激发游

人与景观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扩大游憩体验空间。绿地适

当扩大使用面积，大量培育耐受植物，为户外活动活动创造

空间。在商业集中区新建娱乐场所和文娱设施，以营造良好

的社交空间。原来闲置的徐娘阁功能可以置换成演出场所、

文化商品售卖，还可以做滨水娱乐区，演出内容可以融入传

统荆楚文化的戏曲、话剧表演等。

5.2 配套商业街活力营造
根据现在旅游休闲市场的趋势与旅游区商业发展规律

来看，文化休闲街商业业态两大最显著特点是“文化情境化”

和“功能复合化”[6]。主要采取建筑依旧，场景创新的原则，

旨在更新其活力，全面提升长生街的文化、经济活力。增加

空间节点的建设，实现景观与功能的互补，带动商业发展。

5.2.1 调整功能结构，优化升级业态
餐饮业态的升级引入特色主题餐厅，结合不同的体验

和元素。据调查统计，城市中儿童消费占家庭支出中绝大一

部分，所以适当增大儿童业态有利于优化商业。引进文创业

态是重点，文创商业是在传统业态的基础上，植入文化创意

元素，迎合消费者的精神需求。最后还可以适当引进运动

业态，提高人们参与度，并结合当下热门的游戏电竞直播、

VR 互动体验，形成多元化的功能组合模式。

5.2.2 营造人性化街道设施和景观绿化
构建“宜游”生活圈的目标导向。丰富景观绿化设计

散点状分布的绿化，增加无树池的植物，在提高绿化率的同

时节省底界面空间。设置弹性街道互动设施，在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的步行商业街区界面空间的细部设计中，适当结合各

类互动设施和功能空间装置，包括小型多功能互动装置、多

媒体互动装置等。鼓励居民慢性出行，重塑公共空间生活融

合空间景观展示长生街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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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打造特色地域荆楚文化
活动组织与文化宣传，传统步行商业街的吸引力来自

市井生活氛围的营造和文化的认同感，通过适当的宣传活动

和文化展览，发掘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增加文化主题的环

境设施。在长生街的改造提升中重复使用具有丰富象征寓意

的主题符号，增加街道小品和雕塑，丰富街区公共艺术景观，

充分表现文化和历史内涵，塑造街道空间的人文氛围。打造

步行商业街区的文化艺术主题，有助于街区整体形象的形

成。长生街周边有玄妙观、荆州古城等传统历史文化资源，

可以通过布置弹性化可活动的展览装置、公共艺术装置或是

立体的大型户外艺术装置，来打造多重感官体验，塑造城市

文化事件。

6 结语

景区拥有自然资源集中、生态环境良好等优点，良好

的自然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开放空间能够引发旅游者的兴趣，

提升景点的总体面貌和游览品质。论文基于 PSPL 调研法对

九老仙都公共空间活力提出优化策略，以增强城市公共空间

的文化认同感，增强市民的归属感，激发城市空间的活力。

进而改善公共空间缺乏体验性、缺失公共生活等极具复杂的

公共空间现状，改善街道空间环境，创建更具活力的街道公

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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