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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活动的影响及
优化策略
□　王小月，杨东峰

[摘　要]文章针对绿地建成环境与老年使用者间交互影响的复杂性和嵌套性难题，从组态视角出发，构建了定量统计和定性
比较相结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基于大连市绿地环境数据，在识别核心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开展条件变量的案例比较研究，
探寻支持老年人开展高水平绿地活动的环境要素集合。最后，针对大连市绿地建成环境现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绿地环境
优化建议，以期为老年人健康导向下的绿地循证设计落实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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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to study the complex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senior people. Based on the data of green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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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老年人的绿地活动影响其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并
与绿地自身及周边建成环境密切相关，明确对老年人绿
地活动有显著影响的环境要素特征，有助于推动以健康
为导向的老年人友好型绿地建设。研究证实，延长老年
人的活动时间和频率，对改善其身体机能 [1-2]、促进其
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 [3-4] 有重要意义。绿地作为城市人
居环境的基础单元，为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提供了环境支
持，积极发挥城市绿地对老年使用者活动的引导性是提

高绿地主动式健康干预的关键 [5]。但是，绿地建成环境
与老年人活动的关系极为复杂，各要素间具有多源复杂
性和层级嵌套性等特点 [6]。一方面，影响老年人绿地活
动的要素涉及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各类变量，既涵盖内部
微观设计要素，又涉及外部中观环境特征；另一方面，
各要素相互关联形成交织的作用路径，共同作用于健康
结果。因此，掌握影响老年人绿地活动的环境要素特征，
识别多源要素间的交互影响机制，有助于强化绿地吸引
力，提升老年人的绿地活动水平。

然而，现有关于绿地环境对老年人活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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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主观或客观的单一影响因素识别为
主，对要素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关注不
足，导致规划策略很难与空间实践相统
一。在主观要素识别中，侧重采用定性
分析方法，对老年人的活动时间、类型 [7]

及场地偏好等特征进行描述，包括老年
人对路径安全性、活动舒适性及场所私
密性的需求等 [8-10]。在客观环境识别中，
侧重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场所设计、
植物配置、景观小品营造等绿地内部设
计要素 [11-13]，以及空间区位、路径联通、
土地使用混合等绿地周边环境特征 [14] 进
行分析。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在单变量
的独特“净效应”分析上取得了阶段性
进展，但基于梁鹤年先生提出的“城市人”
理论 [15]，以任何单一要素评价绿地供需
标准或确定设计准则，都不足以反映建
成环境与老年人绿地活动之间的复杂关
系。如何突破单一变量的局限性，从整
体视角探寻支持老年人高频绿地活动的
环境影响因素，还需深入探讨。

鉴于此，研究从组态分析视角出发①，
构建定量统计和定性比较相结合的整合
性分析框架。在识别建成环境中可能影
响老年人绿地活动的潜在要素的基础上，
进行环境因子的组合评估，探讨环境要
素集合对老年人绿地活动的复杂影响。
具体以大连市为例，一方面运用定量统计
方法，分析绿地环境与老年人每周活动频
率的统计学关联性，识别主要影响因素；
另一方面运用定性比较方法②，开展案例
中环境组态的比较分析，明晰不同复合绿
地环境对老年人活动影响的差异。通过将
案例视为条件变量组成的整体 [16]，寻求
促成老年人高频活动的有效路径。

1 绿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活动影响
分析概述

目前，国内有关绿地建成环境与老
年人活动关系的研究多基于定量统计和
定性分析。其中，定量统计指通过相关
性分析、线性回归、离散模型构建等数

理分析方法，对可能影响老年人绿地活
动的环境要素进行显著性检验，评估单
一变量的影响效应，或基于数据结果对
绿地活动进行预测。这类方法研究理论
成熟且数据容易获取，在相关研究中被
广泛应用 [17-18]，但其视角孤立，忽略了
要素间的内在关联性，易使研究结论受
共线性干扰 [19]。定性分析则根据研究范
围，选取某类建成环境要素，控制其他
变量，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0]。与定量
统计相比，定性分析更易掌握个案的独
特性，但很难找到多类形态特征差异明
显的研究单元，易将部分内部差异归纳
为一个原因变量，夸大单一要素的作用。

综上所述，面对绿地建成环境对老
年人活动的复杂影响，传统的定量统计
或定性分析方法均无法很好地诠释变量
间的交互作用。老年人绿地活动复杂性
在于各促成要素间具有相互依赖的特点，
不同要素的集合模式可能会对结果产生
同等效应 [21]。因此，解释此类现象应采
用整体的、组合的分析方式，若孤立的
就某类环境变量实施规划干预，很难真
正发挥城市绿地对老年使用者活动的引
导作用。

2 组态视角下绿地环境对老年人活动
影响的分析框架

研究结合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的优
势，从整体视角出发，采用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通过明确支持老年人高水平绿
地活动的环境要素集合，理清绿地环境
与老年人活动的复杂关系。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侧重集合研究而非变量研究，根
据辨析案例中的环境要素集合与老年人
高频活动的匹配程度，明晰对提高绿地
活动水平有显著效益的路径，这种多维
度、整体性的分析方法能更好地应对变
量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结果复杂性 [16]。

研究构建了涵盖“环境要素识别—
组态要素分析—绿地环境优化”的分析
框架 ( 图 1)。首先，基于绿地环境影响

因素的多源性，选取绿地可达性和吸引
力作为研究变量，识别与老年人绿地活
动相关的潜在环境要素；其次，针对要
素间的共线性问题，运用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对比不同案例环境组态下老年人
活动结果的差异，寻求支持活动结果的
环境组合最优解；最后，尝试提出针对
性的绿地环境优化策略。

该分析框架在总体思路上包括 3 个
基本模块：①模块 1—影响老年人绿地
活动的环境因素识别。老年人的绿地活
动受到可达性和吸引力的共同作用，可
通过相关性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影
响老年人活动的绿地建成环境因素进行
识别。其中，可达性强调老年人在特定
空间区域内使用绿地的便捷程度，包括
绿地空间临近性和实际可达性，前者是
衡量客观层面上老年人活动机会的空间
分布，后者是衡量主观层面上老年人活
动选择的最终结果。吸引力是指绿地环
境品质吸引力的大小，包括内部设计要
素和外部环境特征，前者以微观视角下
的绿地内部影响因素分析为主，后者反
映了中观视角下的绿地周边环境特征。
此外，活动水平通常由持续时间、频率、
强度和类型来描述 [22]，研究以老年人每
周的绿地活动频率为测度指标。②模块
2—组态视角下的环境要素协同效应分
析。从组态视角出发，结合分区理念，
将老年人活动结果视为绿地建成环境要
素的集合，通过对不同集合的比较分析，
寻求促成高频活动的等效路径。研究结
合道路、水体等自然特征对研究区域进
行单元划分，将模块 1 的识别变量作为
集合组成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③，对比不同单元的老年人活动情
况，梳理出支撑老年人进行高频活动的
最优环境组态，为绿地建成环境的优化
提供参考。③模块 3—提升老年人绿地
活动水平的环境优化建议。根据模块 2
的分析结果，掌握支持老年人高频活动
的绿地环境核心要素集合特征，并将其
与实证研究案例相结合，提出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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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环境优化策略，推动相关研究从理
论向规划实践转变。

3 大连市的实证案例研究

3.1研究区域与数据
研究以大连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

包括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和甘井
子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截至 2020 年底，大连市 60 岁以上的人
口达 184.1 万，约占总人口的 24.7%，比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增长了 8.91 个
百分点 [23]，整体呈现老龄化程度高、增
速快等特点。

研究数据包括大连市老年人绿地活
动特征值和绿地建成环境数据。老年人
绿地活动特征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结构
化访谈等方式获取。通过对居住小区的
随机走访，获取老年人 ( ≥ 60 岁 ) 主要
活动时间、地点等数据。问卷发放注重
男女比例及空间分布的均衡性，最终获

得有效样本 204 份、老年人的活动绿地
88 处。其中，男性样本 106 人，女性样
本 98 人，平均年龄为 71 岁。通过活动
绿地的空间可视化发现 ( 图 2)，大连市
老年人的活动范围以邻里社区为主，各
类绿地的空间服务覆盖情况较好，与住
区的空间距离均处于 500　m 缓冲区内。

绿地建成环境数据则主要借助电子
地图、GIS 等工具提取。首先，利用 GIS
对老年人日常活动的起讫点进行标注，获
取住区—绿地的分层结构数据。其次，通
过电子地图和百度街景等软件，提取绿地
空间因素的客观指标，包括可达性和吸引
力相关变量，并选取合适的量化指标进行
测度 ( 表 1)，构建绿地环境数据库。

参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将绿地毗邻街道性质划
分为居住区级街道 ( 住区内广场周边的邻
里通过性道路 )、生活性街道 ( 临街界面
以居住小区和底商为主，道路横断面为
四车道以内的次干路 ) 和交通性街道 ( 具

有护栏、防护绿地、高架桥且街道横断
面在四车道以上的城市主干路 )。当绿地
临近多级道路时，以其中等级最高的街
道性质为分析指标。

3.2影响老年人绿地活动的建成环境
因素识别

首先，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识别
潜在影响老年人绿地活动的主要环境要
素。其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辨
析相关要素中的核心变量，并以相关性(P)
为衡量标准。当 P ＜ 0.05 时，可认为两
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当 P ＜ 0.01
时，可认为两者间的关联性极其显著。

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共识别出 8
个潜在影响老年人绿地活动的建成环境
要素 ( 表 2)。在可达性方面，老年人的
实际出行距离和道路交叉口数量负向影
响其活动频率。在吸引力方面，绿地品
质和周边设施网点多样性对老年人绿地
活动起正向调节作用；而街道数量负向

图 1  组态视角下的绿地环境对老年人活动影响整合性分析框架

模块 1：影响老年人绿地活动频率的环境因素识别

模块 3：提升区域老年人绿地活动水平的绿地环境优化建议

活动模式
功能活动集聚
个体活动感知

相关性分析
识别潜在干预
老年人绿地活
动的影响因子

多元回归分析
明确潜在要素
中的核心变量

绿地类型
绿地品质

道路交叉口数量
......

景观丰富性
场所可达性
绿地私密性
路径联通性
活动舒适性

内部环境

动静分区
通风照明

外部特征

点：设施网点

线：街道功能

面：土地混合

场所满意度
活动舒适度

绿地活动频率均值
......

绿地环境
可达性
吸引力

活动频率
活动水平
生活质量

模块 2：组态视角下的环境要素协同效应分析

作用 间接干预

直接影响

定量统计研究

询证设计依据

定性比较研究 (QCA)

单一变量的独特净效应 促成高频活动结果的等效路径 某区域绿地环境优化示意

支持老年人绿地活动的环境要素集

要素特征分析影响因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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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老年人绿地活动频率。此外，绿地
类型、毗邻街道性质和土地使用混合度
在满足方差齐性的条件下，均对老年人
绿地活动频率产生差异性影响。

多元线性分析结果表明，绿地类型、
绿地品质和道路交叉口数量是影响老年
人绿地活动的核心变量。研究将上述 8
个潜在相关要素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④ ( 表 3)，发现模型预测效果显
著 (P ＝ 0)。将标准系数 ( 对数据进行标
准化后得到的回归系数，通常用 β 表示，
β ＜ 0 表示负相关，β ＞ 0 表示正相关，
β 越接近 1 表示关系越紧密 ) 纳入评价体
系后发现，绿地品质正向调节老年人绿
地活动，道路交叉口数量与老年人绿地
活动呈负相关，而社区公园是老年人高
频活动的主要场所，游园和综合公园次
之。此外，尽管设施网点多样性与老年
人绿地活动的关联性较差 (P ＞ 0.05)，但
还是对老年人绿地活动频率产生了影响
(β ＞ 0.1)，仍可视其为促进老年人绿地
活动的弱相关变量。

3.3组态视角下的绿地建成环境要素
集合分析

研究从组态视角出发，对研究区域
进行单元划分，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
方法分析诸多环境要素集合对老年人绿
地活动的差异化影响。

研究以样本中的居住用地和活动
绿地为中心，结合道路、水体等自然要
素，将大连市主城区划分为 18 个研究单
元 ( 保证居住用地与活动绿地的空间一致
性，对于远距离出行样本，以绿地所在
单元为主 )，以单元内老年人的绿地活动
频率均值作为活动水平的测度指标。统
计发现，各单元老年人的绿地活动水平
有明显差异，香炉礁单元的老年人绿地
活动水平最高 (14.8 次 / 周 )，中山单元
的最低 (8.2 次 / 周 )。这表明不同绿地环
境要素集合可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人绿
地活动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

通过模糊集单变量一致性检验发

分析要素 指标量化 指标测量 指标来源

可
达
性

空间临
近性

最小临近距离 住区到最近绿地的直线距离 百度地图测距

空间分布密度 住区周边 500　m 缓冲区内的绿地数
量

GIS 软件计算

实际可
达性

实际出行距离 老年人到活动绿地的实际步行距离 问卷数据整理
道路交叉口数量 老年人到活动绿地所经过的交叉口

数量
问卷数据整理

吸
引
力

内部设
计要素

绿地品质 老年人对活动绿地整体环境质量评
价 ( 较差、一般和较好 )

问卷数据整理

绿地规模 老年人实际活动绿地的面积大小 GIS 软件面域分
析

绿地类型 风景游憩绿地 自然环境良好的大型公共绿地，包
括郊野公园、森林公园等

结合问卷数据，
对老年人活动绿
地进行类型划分综合公园 内容丰富，具有完善的游憩和配套

管理服务设施的城市绿地
游园 用地独立，方便居民就近使用的小

规模公共绿地
社区公园 支持一定社区范围内居民就近开展

日常休闲活动服务的绿地
外部环
境特征

设施网点
多样性

休闲性设施点 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节
点，包括活动中心和棋牌室

百度地图爬取

事务性设施点 日常家务性活动场所，包括学校、
药店、菜市场和商场

街道功能
丰富性

绿地毗邻街道
性质

根据道路性质，分为居住区级街道、
生活性街道和交通性街道

基于百度街景进
行量化提取

绿地毗邻街道
数量

绿地周边街道数量

土地使用
混合度

独立型绿地 以道路围合用地性质为标准，且为
单一绿地功能的土地类型

大连市土地利用
数据

混合型绿地 用地性质包含绿地及以外的土地类
型，分为居住混合型和其他混合型

表 1  绿地建成环境数据测量与量化

图 2  研究样本及活动绿地空间分布

研究样本空间分布 

活动绿地空间分布 

绿地 200 m 缓冲区 

绿地 300 m 缓冲区 

绿地 500 m 缓冲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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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住区周边含有社区公园或道路交叉
口较少，是提高老年人绿地活动的必要
条件。研究选取多元回归中的绿地类型、
绿地品质、道路交叉口数量和设施网点
多样性为定性比较分析的条件变量，通

组合路径

条件

一致性 覆盖率 总体一
致性

总体覆
盖度社区公

园丰富
道 路 交 叉
口较少

含有
游园

绿地质量
较好

网点类型
丰富

路径 1 * * ▲ ● △ 0.47 0.87
0.65 0.85路径 2 * *  △ ● ▲ 0.52 0.88

表 4  模糊集条件组态分析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乏，“*”代表必要条件。

过模糊集分析软件中的直接赋值法进行
数据校准⑤，对“存在”或“缺乏”各
条件变量是否为活动结果的必要条件进
行检测 ( 图 3)。检测结果显示，社区公
园和道路交叉口较少的一致性值分别为

0.98 和 0.93，均大于临界值 0.9，表明这
两类变量是活动结果的必要条件。主要是
因为社区公园作为典型以最少精力、适当
距离、优质环境去追求最大交往机会的人
居空间 [24]，为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休闲
锻炼提供了环境支持。而活动路径中较少
的道路交叉口数量可提高出行的安全性，
增强老年人参与绿地活动的意愿。可以说，
安全感知是居民活动出行的基本需求[25]。

通过模糊集条件组态分析发现，高
品质的绿地环境是提升老年人绿地活动
的核心要素。研究通过提炼不同条件变
量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组合频次，识别
出两个支持老年人高频绿地活动的等效
路径 ( 以中间解为结果⑥ )，并覆盖 85%
的研究案例。其中，路径 1 指在绿地环
境品质较高的前提下，单元内含有游园，
即使设施网点类型单一，老年人也可以
进行高水平的绿地活动；路径 2 指在绿
地环境品质较高和周边网点类型丰富的
前提下，即使游园缺乏，老年人也可以
进行高水平的绿地活动。该研究表明，
产生同一结果的路径是多样和等效的，
即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佳解 ( 表 4)。除必
要条件外，绿地环境品质较高是促成结
果的核心条件，其余为边缘条件⑦。

综上所述，可将影响老年人绿地活
动的条件组态分为两个等级，进而确定环
境优化优先级 ( 图 4)。首先，支持老年人
高水平绿地活动的必要条件为单元内含有
社区公园和道路交叉口较少；其次，绿地
拥有高品质的景观环境，是提升绿地活动
的核心条件。而核心条件与游园、设施网
点多样性等边缘条件组合，构成了促进老
年人绿地活动的等效路径。在进行具体规
划布局时，构建与老年人活动需求相适宜
的环境要素集合，是提高绿地环境与老年
人活动需求匹配度的有效手段。

4 提升老年人绿地活动的建成环境
优化策略

研究根据组态分析结果，结合大连

分析要素 标准系数 (β) 相关性 (P) 影响程度 VIF

实际步行距离 -0.019 0.789 △ 1.213
道路交叉口数量 -0.284 0.001 ** 1.910
社区公园 0.409 0.009 ** 4.421
游园 0.396 0.013 ** 4.746
综合公园 0.395 0.008 ** 3.871
设施网点多样性 0.179 0.323 * 1.167
居住区级街道 0.040 0.218 △ 3.871
生活性街道 0.058 0.451 △ 1.698
绿地品质 0.212 0.002 ** 1.216
街道数量 -0.034 0.690 △ 2.270
土地混合度 0.028 0.732 △ 1.758
模型优度检验 P ＝ 0，R2 ＝ 0.489， 调整后 R2 ＝ 0.205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注：“**”表示主要影响因素，“*”表示次要影响要素，“△”表示影响较小的因素。

表 2  绿地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频率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表示关联性不显著。

分析要素 影响因子 相关系数 相关性（P） 影响程度

 可达性 空间邻近性 空间分布密度 0.523 0.053 —
最小邻近距离 0.151 0.096 —

实际可达性 实际出行距离 -0.140 0.046 *
道路交叉口数量 -0.337 0.000 **

 吸引力 内部设计要素 绿地类型 0.370 0.000 **
绿地规模 -0.022 0.485 —
绿地品质 0.271 0.000 **

外部环境特征 设施网点多样性 0.272 0.041 *
街道功能丰富性 街道性质 0.263 0.039 *

街道数量 -0.267 0.036 *
土地使用混合度 0.432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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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绿地环境现状，选取相应要素组态对 4
处老年人绿地活动水平较差的单元 ( 泡崖
子单元、一二九单元、中山单元和东港单
元 ) 进行绿地环境优化。如表 5 所示，将
4 个单元概括为开放式老旧住区、封闭式
老旧住区和新建封闭式住区 3 种类型，具
体结合各单元现状制定详细的优化策略。

4.1开放式老旧住区绿地环境优化—
泡崖子和中山单元

泡崖子单元和中山单元为开放式老
旧住区，存在活动场地设施不足、道路
连通性差等问题。

对于泡崖子单元，研究确定了“增
加社区公园数量 + 提升绿地环境品质”
的优化路径。鉴于老年人活动的特殊性，
应保证其在邻里社区层面活动机会配置
的优先权。一方面，利用建筑出入口、
楼幢间院落等过渡空间，设置老年人休
息、休闲的小型场所，营造半私密的交
流场地；另一方面，利用建筑结构，配
置小型活动中心、棋牌室等多种功能空
间，弹性开放中小学操场，增加老年人
的非正式交往机会。此外，利用植物对
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恢复作用，鼓励布局
立体绿化，提高绿视率 [26]。

对于中山单元，研究确定了“道路
交叉口优化 + 提升路径通行能力”的优
化路径。一方面，减少道路交叉口对老
年步行者的干扰，根据老年人的步行速

度确定最小过街时间，必要时设置过街
天桥或进行路口宁静化处理，提高步行
安全性。另一方面，针对道路功能对通
行路径进行差异化的空间引导。例如，
交通性街道 ( 机动交通流量较大的主干
路 ) 应以快速通过式直行路径为主，设
置绿化带隔离机动交通，完善盲道和安
全扶手等无障碍设施；生活性街道 ( 住
区周边的邻里通过性道路 ) 应兼顾邻里
交往，利用街道间隙或店铺前零散区域
设置供老年人休闲娱乐的活动空间，营
造亲切、轻松的空间氛围，如五一路等；
景观性街道 ( 绿地外围路径 ) 是活动绿
地对外的空间延续，应以景观渗透为主，
加强绿地入口处与街道的景观过渡，丰
富空间层次，提升老年人的整体步行体
验舒适度，如同泰街。值得注意的是，
同一街道的不同路段可结合周边界面性
质划分为不同的街道类型，如黄河路东
段临近中山公园路段应以景观性街道为
主，而西段经过居住社区路段可作为生
活性街道。

4.2封闭式老旧住区绿地环境优化—
一二九单元

一二九单元为封闭式老旧住区，公
共空间缺乏且层次单一，绿地环境有待
进一步提高。为此，研究确定了“增加
活动空间 + 提升绿地环境品质”的优化
路径。开放型公共绿地是构建老年人社

交网络的重要场所。首先，应通过改善
现有绿地环境提升老年人参与绿地活动
的可能性。在空间配置上，以微空间的
打造为主。例如，利用入口空间的衍生
部分或楼宇空地，设置可停留的户外灰
空间，适当增加景观小品、树池等设施，
为老年人创造更多的交往可能性。其次，
依据街道空间，构建绿色街道体系，扩
大老年人的活动场所。例如，结合道路
性质、人车流量等情况，弹性分配使用
空间和时间，设置社区公园、口袋公园
等交流场所，吸引老年人驻足停留。

4.3新建封闭式住区绿地环境优化—
东港单元

东港单元以新建封闭式小区为主，
绿地空间多为硬质铺装，缺少植物、水
景等景观要素，周边设施网点配置不完
善，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需求。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确定了“丰富设施
网点类型 + 提升绿地环境品质”的优化
路径。丰富的设施网点有助于提升老年
人参与绿地活动的积极性。在进行具体
规划时，应重点设置对老年人参与绿地
活动有促进作用的学校、菜市场等事务
性设施点，搭配活动中心、棋牌室等休
闲设施点，形成吸引老年人参与绿地活
动的活力点。同时，注重提升绿地内部
环境质量，利用植物、景观小品等增加
空间层次，并注重场地的通风、采光和

图 4  绿地建成环境优化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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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变量一致性和覆盖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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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功能。

5 结语

老年人绿地活动受多源环境因素的
共同作用，不同环境要素集合可产生同
一结果，具有复杂性和层级性特点。本
文以大连市为例，从组态分析视角着手，
构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整合性分析框

架，明确了影响老年人绿地活动的绿地
建成环境要素集合，为构建老年友好型
绿地提供了策略重点和方向。然而，本
文侧重探讨绿地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
活动的关系，对老年人主观环境感知及
个体属性等要素的关注不足，相关研究
还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此外，定性比
较分析方法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尚处
于起步阶段，其自身仍存在很多不足，

包括条件变量的有限性、连续型变量的
校准主观性等问题 [27]。因此，如需系统、
完整地探讨绿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活动
的影响还有赖于更多的实证案例。

[ 注　释 ]

①组态分析方法基于因果复杂性，认为“组
织最好被理解为相互关联的结构和实践的
集群，而非单变量结合的实体”，事件的
发生是多维要素并发形成支持结果的多种

类型 特征 优化策略 图 示

开 放 式
老 旧 住
区

缺少软质绿化、座椅、
运动器械等基础设施；
缺少社区公园等小规模
绿地

增加社区公园数量，开放学校操场；
增加社区活动中心，完善小区凉亭、
座椅等；在小型游憩空间，结合建筑
营造微空间；提升绿地环境品质，丰
富植物配置，增加垂直绿化；完善无
障碍系统，提高可步行性；丰富空间
形态

小街区、密路网的老旧
型住区，周边道路以机
动车道为主，缺少舒适、
便捷的步行交通；道路
交叉口过多，整体交通
安全性较低

减少道路交叉口干扰，增加减速装置，
以老年人最少过街时间为下限，增加
无障碍过街天桥或无障碍地下通道；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封 闭 式
老 旧 住
区

封闭式老旧住区缺少游
园等开放性绿地；现有
绿地规模较小，环境质
量较差，不能为老年人
日常活动提供场所支持

提升绿地环境品质，增设住区景观，
构建建筑共享空间，打造生态绿地，
丰富植物配置；增加老年人活动空间，
适时开放学校、操场等场地；弹性分
配街道空间；增加口袋公园，打造绿
色街区

新 建 封
闭 式 住
区

游 园 内 部 环 境 质 量 一
般，缺少座椅、遮阳凉
亭等基础服务设施；绿
地周边设施网点类型不
够丰富

提升绿地环境品质，丰富植物配置，
实现景观渗透，打通视线通廊，构建
动静分区；丰富设施网点类型，在绿
地周边构建以事务型为主、休闲型为
辅的网点格局，丰富周边业态形式

表 5  绿地建成环境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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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路径，即不存在均衡的、唯一的最佳
路径。

② 1987 年，查尔斯·拉金在其专著《比较方
法》中将定性比较分析法引入社会科学领
域，该方法以集合和布尔代数等技术手段
为基础，从整体视角出发进行案例的比较
分析，用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寻求产生
高绩效路径的要素集。

③定性比较分析包括清晰集分析、模糊集
分析和多值集分析 3 种操作方法。其中，
清晰集分析用于处理两分变量的解释变
量和结果变量；模糊集分析则可采用多
个值 (0 ～ 1 的任何数 ) 来刻画个案的属
性；多值集分析在清晰集的二分法的基
础上，对变量的数值进行多分类，增加
变量信息。

④对于绿地类型、街道性质、土地混合度
等定性变量在纳入回归方程前，需转换
为虚拟变量 ( 对于 K 个定性变量，需设
置“K － 1”个虚拟变量 )，所得回归结
果才有明确解释意义。

⑤校准是将案例变量转化为模糊集合的过
程，需结合理论依据设定阈值，针对人
为设定阈值的局限性，本文基于案例的
描述性统计，将各变量平均值作为临界
值，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软件进
行直接赋值。

⑥定性比较分析的分析结果中包括复杂解、
中间解和简约解 3 种解。复杂解只分析
有实际观察案例的组态；简约解在布尔
最小化分析中，既采用有实际观察案例
的组态，也纳入了所有的“容易”和“困难”
的“逻辑余项”；中间解则只包括有实
际观察案例的组态和“容易的逻辑余项”。

⑦在定性比较分析中，既在简约解又在中
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对结果
具有重要影响；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
件为边缘条件，具有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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