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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公园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环境的重要标准.
 

本研

究以太原市中心城区(环城高速内)为研究对象,
 

运用遥感技术以及GIS相关技术,
 

对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

及景观格局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①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偏少且各行政区之间分布不均匀,
 

其中杏花岭区城

市公园绿地面积最小仅为0.99
 

km2,
 

占研究区的2.37%;
 

②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整体较差,
 

仅有不到50%
的城市居民能在30

 

min内通过步行方式到达最近公园;
 

③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整体分布较为均匀,
 

破碎化程度较

低,
 

但其景观形状较为规则,
 

不利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且斑块丰富度密度较低.
 

本研究成果可以为太原市合

理优化绿地空间结构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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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缓解市民生活工作压

力、
 

美化城市环境、
 

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3],
 

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居环境和城

市环境的重要标准[4].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城市公园绿地作为解

决城市现有绿地不断减少和城市居民对于绿地需求不断增加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
 

能否便捷快速地进入城市公园绿地并享受其所提供的服务功能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所关注重点[5].
 

因

此,
 

对城市公园绿地进行科学而合理的规划,
 

平衡城市公园绿地在城市中的数量分布,
 

使其在城市中发挥

最大效益,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是现代城市规划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城市

公园绿地提供绿色服务能力的大小可体现在景观格局和可达性程度2个方面.
景观格局(landscape

 

pattern)主要指的是景观空间格局,
 

其中包括景观单元的组成数目、
 

类型以及其

空间的配置与分布,
 

是景观生态学核心问题之一[15],
 

同时也是社会、
 

自然、
 

生物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
 

城市绿地景观是城市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城市景观结构、
 

功能及其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其结构和布局对城市景观总体结构、
 

城市环境以及经济文化等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于生态格局的

研究最早起于国外,
 

上世纪80年代初,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Forman首次在《景观生态学》中提出“斑块—
绿廊—基质”的景观生态学模式.

 

直到20世纪80年代,
 

在我国才出现一些关于景观格局的研究,
 

但也主

要集中在森林景观、
 

流域景观以及城市整体景观的评价与研究[16],
 

对于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的研究相对

较少.
 

随着城市环境及城市生态问题的不断突出,
 

对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的研究已然成为景观生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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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内容[17].
 

21世纪初,
 

随着遥感技术(RS)以及地理信息技术(GIS)的普及与发展,
 

关于城市绿地景观

格局的研究越来越多,
 

且研究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化和多样化[18-21],
 

研究方法由最初的定性描述法逐渐发

展到定量分析法乃至模型预测法.
可达性(accessibility)的概念最早由Hansen(1959)提出,

 

用于表现交通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相互作用

机会的大小[6],
 

并利用重力方法对城市土地利用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城市公园可达性指的是空

间中任意一点克服空间阻力到达景观源点的难易程度,
 

其受时间、
 

距离、
 

费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是

评价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合理性的重要指标[7].
 

在国内,
 

由于基础数据资料的匮乏,
 

关于可达性的研究

进展较为滞后.
 

1999年,
 

俞孔坚最早以景观可达性为指标,
 

对中山市城市公园绿地的服务功能进行评价研

究[7].
 

之后,
 

可达性逐渐成为国内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
 

并应用于城市规划、
 

交通、
 

地理等多个领域[8-10].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发展与成熟,
 

模拟城市居民到公园绿地的出行过程变得简单可行,
 

运用

GIS技术对可达性的研究也随之增多[11-13].
 

现阶段,
 

对于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引力模型

法、
 

缓冲区分析法、
 

网格分析法、
 

成本分析法、
 

最小临近距离法等方法,
 

不同研究方法基于不同研究理论,
 

同时对数据的要求也大不相同[14].
本研究以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系统为研究对象,

 

借助遥感技术以及GIS相关技术,
 

对太原市城市

公园绿地可达性及景观格局进行分析,
 

并试图找出现有城市公园绿地系统所存在的问题,
 

并对此提出

优化建议.

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北部,
 

介于东经111°30'-113°09',
 

北纬37°27'-38°25'之间,
 

其下辖有小店区、
 

迎泽区、
 

晋源区、
 

尖草坪区、
 

杏花岭区和万柏林区6个市辖区,
 

清徐县、
 

娄烦县、
 

阳曲县3县以及古交市1
县级市,

 

总面积6
 

988
 

km2,
 

市区面积1
 

460
 

km2,
 

是山西省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是一个具有4
 

700多年

历史的文化名城.
 

太原市三面环山,
 

汾河自北向南流经此地,
 

自古素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
本研究选取太原环城高速以内区域为研究对象,

 

总面积361.08
 

km2,
 

其中城市公园绿地面积为

20.44
 

km2,
 

占研究区域的6.46%.

图1 道路现状及公园分布图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1.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包括:
 

太原市2017年18
级Google高清卫星图(tif)、

 

太原市2018年5月

Landsat
 

8遥感影像图、
 

太原市 OSM 地图、
 

城市

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22]、
 

2010年第6次

人口普查太原市城区人口分布情况.
1.2.2 数据预处理

在 ArcGis
 

10.2中 OpenStreetMap
 

Toolbox
模块下的Load

 

OSM
 

File工具对 OSM 数据进行

解析处理,
 

并根据研究需要提取出主干路、
 

次干

路、
 

支路、
 

城市公园绿地及其主入口位置、
 

太原市

各行政区边界等数据信息,
 

并根据太原市高清卫

星图(tif)以及现场勘察进行进一步校对(图1和图

2).
 

运用ENVI5.3对太原市Landsat
 

8遥感影像

图进行融合、
 

校正、
 

解译处理,
 

并对其建筑用地、
 

农业用地、
 

水系、
 

公园绿地、
 

其他绿地进行监督分类(图3).
 

借鉴前人文献研究办法[23],
 

结合太原市2010
年第6次人口普查城区人口分布情况以及各行政区建筑用地面积,

 

得出各行政区人口密度(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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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行政区研究区域范围

表1 各行政区相关指标

区名
研究区面积/

km2
研究区域建筑用地面积/

km2
公园面积/

km2
公园绿地占比/

%

人口密度/

(万·km-2)
尖草坪区 132.62 74.65 5.43 4.09 0.37

杏花岭区 41.75 33.76 0.99 2.37 1.04

迎泽区 32.30 25.49 2.09 6.47 1.59

小店区 60.83 43.45 2.19 3.60 0.49

晋源区 43.42 27.02 7.65 17.62 0.21

万柏林区 50.16 41.70 2.09 4.17 0.91

合 计 361.08 246.07 20.44 6.46 -

图3 太原市城区用地类型

2 研究方法

2.1 网络分析法

网络指通过运筹学和图论的数学模型将现实

生活中网状关系抽象成线网图形的表示方法[24].
 

网络分析法是以现有交通道路网络为研究基础,
 

按照某一出行方式在特定阻力值下的覆盖范围.
 

一个完整的网络包括了中心、
 

链、
 

节点和阻力,
 

其

中中心为主要研究对象(图4).
 

本研究以太原市各

个公园出入口为中心,
 

居民到公园的交通路线为

链,
 

十字路口为节点,
 

步行方式下城市居民的出行

速度和节点延迟为阻力进行研究.
根据矢量化道路构建网络数据集,

 

将公园入

口和城市道路系统进行矢量化处理并赋予道路网

络分析所需要的时间属性基本字段,
 

设置网络连

通性,
 

指定网络数据集属性并设置阻力值.
 

在现

有城市中,
 

市民对公园的使用主要是出于游赏、
 

娱乐、
 

锻炼和交流的目的,
 

基本是在茶余饭后及工作之

余通过步行方式到达指定公园并享受其带来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功能[25].
 

因此,
 

本研究借鉴前人研究

经验[26],
 

以步行出行为居民出行方式进行研究,
 

以消耗0~5
 

min,5~10
 

min,10~20
 

min,20~30
 

min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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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城市公园绿地作为其可达性指标,
 

分别对应代表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4个等级对其进行评价.
 

运用

ArcMap
 

10.2中的Network
 

Analyst模块进行分析,
 

设置阻抗为5
 

min,10
 

min,20
 

min,30
 

min,
 

在每个道

路节点处(交叉路口)设置30
 

s的等待时间作为阻力值.

图4 网络模型构成基本元素图

2.2 数据统计

将通过ArcGis
 

10.2网络分析模块下得到的不同时间段内服务区范围分布图与太原市各行政区边界进

行叠加裁剪,
 

并结合结合太原市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城区人口分布情况以及各行政区建筑用地面积,
 

通

过以下两个指标来对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情况进行评价研究:
服务面积比=服务面积/研究区总面积×100% (1)
服务人口比=人口密度×研究区建筑面积/研究区总人口×100% (2)

2.3 城市绿地景观格局指标

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构成是衡量一个城市公园绿地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研究将研究区域内各

行政区土地利用类型矢量数据转化为20
 

m×20
 

m栅格数据,
 

并利用Fragstats
 

4.2进行景观格局指数运

算,
 

并选取景观均匀度指数、
 

聚集度、
 

分维数以及斑块丰富度密度4个指标对太原市城区公园绿地景观

格局进行分析[27-28].
2.3.1 均匀度指数

均匀度指数(kSHEI)描述的是景观中各个景观类型分配的均匀程度,
 

主要用于衡量不同等级的斑块在研

究区域中比例是否协调,
 

计算公式为

kSHEI=
-∑

m

i=1
 

(pi*ln
 

pi)

ln
 

m
  范围:

 

0≤kSHEI≤1,
 

当kSHEI=0,
 

则表明景观仅有一种斑块构成,
 

无多样性;
 

kSHEI=1则表明各斑块类

型均匀分布,
 

多样性最大.
 

其中,
 

Pi 第i种景观类型所占面积的比例,
 

m 指的是景观中的斑块类型数.
2.3.2 聚集度

景观聚集度(kCONTAG)是测量景观是否由多种要素聚集分布的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kCONTAG=
1+

∑
m

i=1
 ∑
m

k=1
 

(pi)
gik

∑
m

k-1
 

gik  













 * ln(pi)

gik

∑
m

k-1
 

gik  















2ln(m)





















(100)

范围:
 

0≤kCONTAG≤100,
 

聚集度指数越高,
 

则说明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越低.
 

其中:
 

Pi 第i种景观类型

所占面积的比例,
 

m 指的是景观中的斑块类型数,
 

gik 指的是第i种景观元素与第k 种景观元素之间

连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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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分维数

分维数(kPAFRAC)主要反映的是景观类型形状的稳定性及复杂程度,
 

公式为

kPAFRAC=
2 N∑

m

i=1
 ∑
n

j=1
 

ln
 

p2
ij  - ∑

m

i=1
 ∑
n

j=1
 

ln
 

pij    
N∑

m

i=1
 ∑
n

j=1
 

(ln
 

pij*ln
 

aij
)  - ∑

m

i=1
 ∑
n

j=1
 

ln
 

pij  ∑
m

i=1
 ∑
n

j=1
 

ln
 

aij    
范围:

 

1≤kPAFRAC≤2,
 

分维数指数越大,
 

则说明研究区域越复杂.
 

其中:
 

aij 为斑块ij的面积,
 

pij 为斑块ij
的周长,

 

N 为景观中斑块的总数.
2.3.4 斑块丰富度密度

斑块丰富度密度(kPRD)是指在景观边界内出现的不同斑块类型数除以总景观面积,
 

其公式为

kPRD=m/a
其中:

 

m 为斑块类型数量,
 

a 为景观总面积.

3 结果与分析

3.1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总体情况分析

研究区城市公园绿地总面积20.44
 

km2,
 

占研究区域的6.46%,
 

服务人口数量为77.58万人,
 

占研究

区域总人口的46.11%.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在各行政区之间分布不均匀,
 

其中晋源区和尖草坪区公园绿

地面积相对较大,
 

但由于尖草坪区面积较大,
 

导致其服务范围比例大幅度减小,
 

晋源区城市公园绿地面积

最大为7.65
 

km2,
 

主要是由于太原市最大的公园(晋阳湖公园)位于该行政区.
 

此外,
 

杏花岭区城市公园绿

地面积为0.99
 

km2,
 

相对最小(表1).

图5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图

3.2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及服务水平

分析

相较于其他出行方式,
 

步行方式具有较高

的便捷性和灵活性,
 

不易受到道路现状及等

级的影响,
 

同时也是城市公园绿地的公平性

的最佳体现.
 

由于步行方式出行需考虑居民

年龄结构的差异,
 

本研究根据儿童、
 

青年、
 

中

年人以及老年人的不同出行速度,
 

选取速度

平均值80
 

m/min进行研究,
 

并通过网络分析

法对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及服务水平

进行分析(图5).
3.2.1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整体可达性

为了更直观地对分析结果进行表达,
 

笔者

通过Arcgis
 

10.2对数据进行汇总(表2、
 

表3).
 

研究表明,
 

可达性优秀(消费时间0~5
 

min)服
务区范围为21.9

 

km2,
 

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

6.07%,
 

服务人口为95
 

104人,
 

仅占研究区域总人口的5.65%;
 

可达性良好(消费时间5~10
 

min)服务区

范围为27.79
 

km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7%,
 

服务人口166
 

972人,
 

占研究区域总人口的9.92%;
 

可达性

一般(消费时间10~20
 

min)服务区范围为48.64
 

km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3.47%,
 

服务人口285
 

251人,
 

占研究区域总人口的16.96%;
 

可达性较差(消费时间20~30
 

min)服务区范围为39.87
 

km2,
 

占研究区总

面积的11.04%,
 

服务人口214
 

648人,
 

占研究区域总人口的12.76%.
 

综合步行方式下太原市城市公园绿

地可达性的总体服务区范围面积仅为138.2
 

km2,
 

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38.27%,
 

服务人口为761
 

975人,
 

占研究区域总人口的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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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服务面积统计表

出行时间/

min

服务面积/km2

尖草坪区 杏花岭区 迎泽区 小店区 晋源区 万柏林区

合计/

km2
占比/

%
0~5 2.60 2.25 4.40 3.38 4.50 4.77 21.90 6.07

5~10 4.00 2.46 4.34 4.11 6.28 6.60 27.79 7.70

10~20 9.08 3.70 5.11 10.51 10.18 10.06 48.64 13.47

20~30 8.89 3.32 3.56 11.73 6.34 6.03 39.87 11.04
合计 24.57 11.73 17.41 29.73 27.30 27.46 138.20 38.27

表3 服务人口统计表

出行时间/

min

服务人口/万人

尖草坪区 杏花岭区 迎泽区 小店区 晋源区 万柏林区

合计/

万人

占比/

%
0~5 0.41 0.15 4.64 0.77 0.56 2.99 9.51 5.65

5~10 0.76 2.27 6.24 1.49 0.79 5.14 16.70 9.92

10~20 2.19 3.73 7.58 4.53 1.39 9.10 28.53 16.96

20~30 2.16 3.29 5.16 4.89 1.08 4.89 21.46 12.76
合计 5.50 9.45 23.63 11.68 3.82 22.12 76.20 45.29

  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太原市研究区域范围内有1/2以上的居民不能在30
 

min内享受城市公园的

服务功能,
 

且覆盖面积不足40%,
 

因此可以看出,
 

太原市现状城市公园绿地的布局合理性存在巨大缺陷.
3.2.2 太原市不同行政区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比较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不同行政区可达性范围及服务人口见图6和图7,
 

结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
 

在0~5
 

min时段内,
 

迎泽区、
 

晋源区和万柏林区可达性服务面积及人口服务数量相对较高,
 

其中迎泽区

服务面积比最高为13.62%,
 

服务人口比最高为11.46%,
 

尖草坪区可达性服务面积及人口服务数量相对

最低,
 

服务面积为2.6
 

km2,
 

服务面积比为1.96%,
 

服务人口0.41万人,
 

服务人口比为1.47%;
 

5~10
 

min
时间段内,

 

晋源区服务面积比最高为14.46%,
 

迎泽区服务人口比最高为15.42%,
 

但尖草坪区服务人口比

最低仅为2.75%;
 

在10~20
 

min时间段内,
 

小店区、
 

晋源区和万柏林区可达性服务面积及服务面积比相对

较高,
 

其中晋源区最高为23.45%,
 

同时晋源区在此时间段内服务人口比最高为25.06%;
 

在20~30
 

min
时间段内,

 

小店区服务面积比和服务人口比相对较高,
 

分别为19.28%和22.78%,
 

而尖草坪区服务

面积比和服务人口比相对较低,
 

仅为6.70%和7.82%.
 

从总体来看,
 

30
 

min内,
 

晋源区、
 

万柏林区

和迎泽区可达性服务面积比和服务人口比相对较高,
 

其中晋源区可达性服务面积比最高为62.87%,
 

服务人口比最高为68.95%,
 

迎泽区和万柏林区服务人口最多,
 

分别为23.63万和22.12万人,
 

晋源

区服务人口相对最少仅为3.82万人.

图6 不同行政区各时段服务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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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行政区各时段服务人口比

3.3 景观格局分析

通过Fragstats
 

4.2对太原市景观格局指数运算并绘制表4,
 

结果表明,
 

相较于太原市各行政区景观

格局指数,
 

太原市城市景观格局整体均匀度指数较高而聚集度相对较低,
 

分别为0.729
 

5和55.613
 

2,
 

分维数最高为1.344
 

6,
 

斑块丰富度密度密度最低为0.011
 

1.
 

就各行政区而言,
 

晋源区均匀度指数最高

为0.777
 

5且聚集度指数为52.945
 

5相对较低,
 

则说明该行政区城市公园绿地分布较为均匀并且其破

碎化程度较高;
 

杏花岭区均匀度指数最低但聚集度指数最高,
 

则说明该行政区城市公园绿地分布不均匀

且破碎化程度相对较低;
 

迎泽区与晋源区斑块丰富度密度相对较高,
 

分别为0.098
 

7和0.091
 

1;
 

小店区

和万柏林区分维数相对较小,
 

进而反映了该行政区人类活动对城市公园绿地有较高的干预性.
表4 太原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景观格局构成

指  数 尖草坪区 杏花岭区 迎泽区 小店区 晋源区 万柏林区 太原市

均匀度指数 0.764
 

8 0.581
 

6 0.619
 

4 0.676
 

6 0.777
 

5 0.593
 

9 0.729
 

5

聚集度 53.282
 

3 65.572
 

4 63.420
 

3 59.421
 

5 52.945
 

5 64.770
 

7 55.613
 

2

分维数 1.329
 

5 1.307
 

6 1.292
 

7 1.280
 

6 1.317
 

5 1.267
 

3 1.344
 

6

斑块丰富度密度 0.028
 

1 0.071
 

5 0.098
 

7 0.061
 

7 0.091
 

1 0.074
 

1 0.011
 

1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偏少且各行政区之间分布不均匀,
 

其中晋源区城市公园绿地面积最大

为7.65
 

km2,
 

杏花岭区城市公园绿地面积最小仅为0.99
 

km2,
 

占研究区的2.37%,
 

该行政区区域内公

园面积严重不足.
2)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较差,
 

仅有不到1/2的城市居民能在30
 

min内通过步行方式享受到城

市公园绿地所带来的服务.
 

此外,
 

受城市公园绿地分布以及各行政区面积的影响,
 

各行政区之间城市公园

绿地可达性和服务水平也各不相同,
 

服务面积比例不协调,
 

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服务盲区,
 

其中尖草坪区

最为严重,
 

该行政区研究范围内仅有19.97%的居民能在30
 

min到达最近公园并享有城市公园绿地的服

务,
 

覆盖面积比仅为18.53%;
 

晋源区可达性服务面积比最高为62.87%,
 

仍存在有37.13%的服务盲区.
3)

 

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整体分布较为均匀,
 

破碎化程度较低,
 

景观形状较为规则,
 

不利于城市生物多

样性的维护,
 

斑块丰富度密度较低.
 

就各行政区而言,
 

分维度指数普遍偏高且差值较小,
 

这说明太原市城

市布局具有一定的规划性,
 

人类活动对城市公园绿地干预性较强.
4.2 建 议

1)
 

着力解决好新增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问题,
 

对于老城区的改造,
 

一方面对现有绿地进行保护,
 

另

一方面要着重增加街头小游园数量并进行统一科学化的管理,
 

并以此来改善城市公园绿地景观类型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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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均匀度.
2)

 

结合太原市城市功能扩展及更新改造,
 

通过置换、
 

征收等途径来增加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及数量,
 

避

免过多地对现有城市公园绿地完整性的破坏,
 

同时也要加强城市线状廊道和带状廊道的建设,
 

加强城市公

园绿地之间的联系.
3)

 

大力发展城市道路交通建设,
 

通过对断头路的疏通和改造,
 

以此来提高城市的道路通行能力.
 

此

外,
 

应建立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出行机制,
 

对人行和车行建立独立的道路等级系统,
 

以此来提升城市公园绿

地的可达性,
 

同时也增加居民出行的安全性与便捷性.
4)

 

注重对现有城市公园绿地的保护,
 

对现有汾河风景区、
 

晋阳湖公园及森林公园等面积较大的公园绿

地,
 

应合理增加出入口数量的设置,
 

增加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及服务能力.
本研究仅选取面积在1

 

km2 以上的综合公园绿地作为研究对象,
 

没有将面积较小的绿地广场及学校、
 

居住区绿地纳入研究范围,
 

其结果有可能低估了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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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Bas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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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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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cessibility
 

of
 

Taiyu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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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jiao1, CHEN
 

Xiao-yun2,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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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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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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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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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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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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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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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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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ark
 

green
 

spa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urban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
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ational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green
 

space
 

in
 

Taiyuan
 

City,
 

this
 

study
 

takes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Taiyuan
 

(within
 

the
 

circumcity
 

expressway)
 

as
 

the
 

research
 

ob-
ject,

 

and
 

uses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GIS-related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accessibility
 

and
 

land-
scape

 

pattern
 

of
 

urban
 

parks
 

in
 

this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area
 

of
 

urban
 

parks
 

in
 

Taiyuan
 

City
 

is
 

rather
 

small
 

and
 

its
 

distribution
 

among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is
 

uneven.
 

The
 

green
 

area
 

of
 

urban
 

parks
 

in
 

Xinghualing
 

District
 

are
 

only
 

0.99
 

km2,
 

accounting
 

for
 

2.37%
 

of
 

the
 

study
 

area.
 

The
 

overall
 

ac-
cessibility

 

of
 

urban
 

park
 

green
 

space
 

of
 

Taiyuan
 

is
 

relatively
 

poor
 

and
 

only
 

less
 

than
 

50%
 

of
 

the
 

urban
 

resi-
dents

 

can
 

walk
 

to
 

their
 

nearest
 

park
 

within
 

30
 

minutes.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ark
 

green
 

space
 

of
 

Taiyuan
 

is
 

relatively
 

uniform,
 

and
 

the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is
 

low,
 

but
 

its
 

landscape
 

shape
 

is
 

fairly
 

regular,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maintenance
 

of
 

urban
 

biodiversity,
 

and
 

the
 

density
 

of
 

plaque
 

rich-
ness

 

is
 

low.
Key

 

words:
 

Taiyuan
 

City;
 

accessibility;
 

landscape
 

patter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GIS)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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