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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的类型和数量日益丰富,
 

它们经过处理和分析可以反馈人的行为、
 

识别人的情感.
 

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

公园为研究对象,
 

利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获取2018年游客在该公园中所发表

的微博,
 

经过筛选、
 

情感值计算,
 

结合词频分析、
 

ArcGIS技术和统计学方法研究游客情感的时空变化特征,
 

为公园规

划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
 

时间上,
 

游客的积极情绪出现在3月、
 

11月、
 

清明节、
 

端午节和国庆节,
 

而雨

雪、
 

高温及其他极端天气会降低情感值;
 

空间上,
 

积极情绪占主导的区域为公园入口附近、
 

活动举办地点、
 

历史文化

景点、
 

特色建筑和沿岸区域.
 

公园在规划设计时应注重民俗文化挖掘、
 

特色建筑设计、
 

亲水空间规划及驱蚊和遮荫植

物的配植;
 

在管理上应选择节假日和温度适宜、
 

天气状况好的时期举办活动,
 

以提升游客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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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博客、
 

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
 

以及新型移动设备的普

及,
 

数据和信息呈爆炸式增长[1].
 

大数据已经发展为重要的研究和应用领域,
 

并成为许多学科的研究热

点[2-3].
 

人居环境科学作为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将人的行为特征作为重要的研究要素应

用于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等专业领域[4].
 

随着大数据资源的急剧增加和技术的日益成熟,
 

移

动通信数据、
 

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
 

社交媒体数据和智能刷卡数据等不断出现[5],
 

这为人居环境研

究带来了重大变革和机遇.
 

大数据弥补了人类行为特征反馈,
 

如问卷调查、
 

访谈等途径的滞后性和样本

小的不足[6],
 

直接通过人的即时行为(如POI签到、
 

刷卡等)判断人的行为和空间使用方式.
 

海量个体数

据的简易搜集与挖掘过程,
 

使得城市研究能够针对不同对象做出更准确的信息回馈[7],
 

如根据共享单车

大数据掌握居民早晚出行高峰和区域内流动的规律[8]、
 

利用用户微博的推送数据测定中原城市群空间

联系强度等[9].
 

近年来,
 

大数据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领域的应用研究呈现上升趋势,
 

且类型多样[10].
 

在景区主题形象感知[11]、
 

游客行为模式[12]、
 

绿道规划[13-14]、
 

绿地使用评价[15-17]、
 

公园管理[18-19]和流动性

景观系统开发[20]等方面都有了大量研究成果.
 

随着社交网站信息量的极大丰富,
 

结合网络数据开展情

感分析研究逐步兴起.
 

Tolia-Kelly
 

D
 

P[21]认为情绪归属于即时、
 

含蓄和虚拟的日常生活环境,
 

气候、
 

光

照、
 

色彩和空间等环境要素都会对情绪产生深刻的影响.
 

情感分析结果可以直接呈现游客对所处空间的

情感状态,
 

情感状态也反映了人所处环境、
 

周围人的态度以及自身经历的变化.
 

Sauter
 

D等[22]对社交网

站的签到等文本数据进行挖掘,
 

分析居民在不同场所的情绪和感受,
 

进而识别城市的积极空间和消极空

间;
 

高慧君等[23]利用气象数据和微博数据计算出气候舒适度指标和游客情感值,
 

分析气候舒适度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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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情感之间的相关关系;
 

于静[24]利用微博数据研究和总结了游客在西安旅游的情感时空变化规律.
 

本

研究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利用微博网站提供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
terface,

 

API),
 

获取2018年游客在该公园中所发表的微博数据,
 

运用情感分析方法研究游客情感的时空

变化特征,
 

为今后公园规划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研究基础.

1 研究地概况

杭州位于浙江省北部、
 

杭州湾西端,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全年平均气温为

17.8
 

℃,
 

平均相对湿度为70.3%,
 

年降水量为1
 

454
 

mm,
 

年日照时数为1
 

765
 

h.
 

杭州是长三角地区重

要的中心城市,
 

也是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
 

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截至2018年底,
 

杭州共有5A级景区3个,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其中之一.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30°16'18″N,

 

120°3'42″E)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位于杭州市城区西部.
 

区位条件优越,
 

交通便捷.
 

北邻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南接杭州绕城高速留下枢纽,
 

距离杭州主城区武

林门约6
 

km,
 

距西湖5
 

km,
 

总面积约11.5
 

km2,
 

共有8个出入口.
 

园区70%的面积为河港、
 

池塘、
 

湖漾

和沼泽等水域.
 

6条河流纵横交汇,
 

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港汊和鱼鳞状鱼塘.
 

园内不仅有质朴的自然景观

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还有寺庙庵祠、
 

桥亭台阁、
 

宗教遗迹和历史文人别业等众多建筑遗址,
 

而且民俗活

动长盛不衰.
 

空间布局总体分为东部湿地生态保育区、
 

中部湿地生态旅游休闲区和西部湿地生态景观封

育区.
 

目前开放区域约3.5
 

km2,
 

环园游步道长8
 

km,
 

步行一圈需3.5
 

h以上.
 

园内有摇橹船、
 

电瓶船、
 

陆地步行和电瓶车4种游赏方式,
 

建有齐全的商业集市、
 

精品酒店和餐厅等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采集

从平台数据的丰富性、
 

开放性及与移动终端结合的紧密性考虑,
 

本研究选取新浪微博作为数据获取平

台.
 

微博不仅在中国社交网络中占据领先地位,
 

更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之一[25].
 

截至2018年

上半年,
 

全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37亿人,
 

手机微博用户达3.16亿人[26].
 

微博可以通过地理位置的自动标

注及用户上传的文本和图片,
 

将游客的移动位置和情绪表达记录下来,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便会形成大规模

的数据量,
 

这些数据很少受到外界干扰,
 

其真实性较高.
借助新浪微博提供的位置服务动态API获取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

的微博用户签到数据.
 

所获取的每条数据均包括用户ID、
 

性别、
 

签到点经纬度、
 

发布时间、
 

注册地和微博

文本等8类信息,
 

数据结构见表1.
表1 微博签到数据结构示例

性别 纬度 经度 星期 日期 时间 注册地 博   文

女 30.26759 120.066429 星期一 2018-01-22 20:
 

59:
 

56 海外 水光潋滟晴方好.
 

[心]

女 30.251789 120.053337 星期二 2018-01-23 15:
 

03:
 

21 浙江
很开心遇见美丽的你们! [微
笑]

男 30.26759 120.06643 星期二 2018-01-30 18:
 

41:
 

05 辽宁

醉花阴,
 

西溪探梅,
 

古荡小舟

穿败苇,
 

花映清溪水.
 

绿萼破

心惊,
 

琼 瓣 盈 枝,
 

一 缕 暗 香

醉.
 

梅开雪后青山北,
 

万树硃

砂蕾.
 

老 干 渡 三 冬,
 

玉 骨 凌

寒,
 

梢上摇轻蕊.
 

注:
 

1.西溪

探梅:
 

西湖十八景之一.
 

2.西

溪:
 

杭州老和山以北,
 

古荡向

西至留下.

  注:
 

[表情文字]是微博表情经API采集后呈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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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ArcGIS叠置工具进一步明确位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边界内的数据,
 

同时删除这些数据中重复、
 

空白、
 

代购和房屋出租等无意义内容和无关网页链接,
 

最终获得7
 

109条有效微博签到数据.

2.2 情感值计算

微博的文本类型分为纯文本和文本、
 

表情混合2种.
 

纯文本的微博情感值为文本经算法计算得出的值,
 

因自然语言处理不是本研究的重点,
 

故采用BosonNLP情感引擎进行文本的情感值分析.
 

它基于上百万条

社交网络平衡语料和数十万条新闻平衡语料的机器学习模型(相比传统的词典模型更为高效)[27].
 

结合自

主开发的半监督学习技术,
 

经过行业数据(包括微博)标注学习后,
 

正负面情感分析准确率可达85%~

90%.
 

安装好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后运用Python语言简单编程输入文本即可计算文本的情

感值,
 

所得结果为0~1的实数,
 

数值越大,
 

情绪积极程度越高.
 

为了便于研究,
 

将数值换算成0~5来表示

文本情感从消极到积极的程度;
 

文本、
 

表情混合的微博采用文本情感值和表情情感值的算术平均值.
 

表情

情感值计算采用赋值法,
 

计算过程是将表情符号所代表的文字按照“非常积极”至“非常消极”从高到低分为

5类,
 

分别对应情感值4.5,3.5,2.5,1.5,0.5(表2).
 

如有多个表情符号,
 

则以情感值最高的为准.
表2 微博表情情感分类示例

情感类别 表 情 符 号 情感值

非常积极
爱你、

 

心、
 

微笑、
 

偷笑、
 

微风、
 

太阳、
 

嘻嘻、
 

太开心、
 

赞啊、
 

哈哈、
 

haha、
 

good、
 

挤眼、
 

愉快、
 

可爱、
 

嘿哈、
 

噢耶、
 

耶、
 

强、
 

亲亲、
 

笑哈哈、
 

喜、
 

好喜欢、
 

呲牙
4.5

一般积极
鲜花、

 

笑而不语、
 

馋嘴、
 

酷、
 

喵喵、
 

玫瑰、
 

舔屏、
 

羞答答、
 

奸笑、
 

浮云、
 

星星、
 

坏笑、
 

月亮、
 

下雨、
 

花、
 

c得意的笑、
 

加油、
 

害羞、
 

音乐、
 

cc舞动
3.5

中性
污、

 

二哈、
 

傻眼、
 

doge、
 

并不简单、
 

飞机、
 

兔子、
 

拜拜、
 

吃瓜、
 

照相机、
 

ok、
 

抱抱、
 

地点、
 

挖

鼻、
 

拍照、
 

憧憬、
 

作揖、
 

睡、
 

超话、
 

哆啦A梦吃惊、
 

嘘、
 

白眼、
 

思考、
 

赖皮、
 

ali飘过
2.5

一般消极
哆啦A梦汗、

 

允悲、
 

跪了、
 

打脸、
 

笑cry、
 

哼、
 

困、
 

捂脸、
 

胡巴委屈、
 

哈欠、
 

nono尴尬、
 

ppb

囧、
 

g头晕、
 

bobo不理你、
 

费解、
 

gbz饿、
 

晕、
 

摊手
1.5

非常消极 悲伤、
 

失望、
 

泪、
 

怒、
 

骷髅、
 

lxhx怨念、
 

蜡烛、
 

流泪、
 

可怜、
 

生病、
 

抓狂、
 

生病了、
 

米奇大哭 0.5

  *注:
 

微博表情经API采集后呈现形式为[表情文字],
 

表中只示意括号中内容.

2.3 GIS空间分析与统计

2.3.1 总体分布统计

为排除公园内签到数差异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更加直观呈现游客情感值的空间分布情况,
 

在ArcGIS

中建立边长为50
 

m×50
 

m的方格网,
 

每个方格区域的游客情感值为该方格内的签到微博的情感值的算术

平均值,
 

其计算公式为:

Pi=
m1+m2+…+mx +mn

n
 

(1)

式中:
 

Pi 为第i个覆盖公园的网格的游客情感值,
 

mx 为第x 个落在该网格范围内的微博情感值,
 

n 为落在

该网格范围内的微博总数.
 

采用自然断点聚类方法将这些网格的游客情感值划分为10类,
 

以颜色深浅区分

每个方格网内情感均值的高低.

2.3.2 核密度计算

不同情感类型的微博在空间上聚集度的可视化可以帮助识别公园内的积极情感空间和消极情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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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感值对所有微博进行分类,
 

0~2为消极情感微博,
 

2~3为中性情感微博,
 

3~5为积极情感微博,
 

将

分类的数据分别运用ArcGIS中的空间分析计算点要素的聚集区域,
 

计算公式为:

D=
3(1-k2scale)2

πr2
(2)

其中:
 

设置查找半径r为30
 

m,
 

kscale 为栅格中心点到查找半径内其他点的距离与r的比例,
 

通过颜色的深

浅反映聚集程度的高低.

2.4 词频分析

词频分析是一种用于文本挖掘的常用加权技术,
 

用以评估一个词对于一个文件或者一个语料库中的一

个领域文件集的重复程度[28].
 

将分类好的微博语料通过词频软件分词计算可以获得该段语料中的高频词

汇,
 

也可以对名词、
 

动词、
 

数词和形容词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
 

从而得到此类别中游客共性的行为、
 

感想和

关注的对象.

3 结果与分析

3.1 游客情感的时间变化

游客情感的时间变化分析主要以月、
 

周、
 

节假日为单位,
 

研究在不同时间尺度下游客情感所表现出的

变化特征.
 

游客年均情感值为3.616,
 

处于一般积极的情感值范围.

以月为单位,
 

将每个月的情感均值与微博数量进行比较发现,
 

情感值与微博数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

性(图1).
 

统计每个月游客情感的平均值表明,
 

月变化的波动情况较为明显,
 

波动范围为[3.297,
 

3.806],
 

极差0.509,
 

呈现波浪式变动趋势.
 

3月和11月游客情感值较高,
 

7月较低.
 

通过词频分析计算,
 

3月高频

词汇为“赏花”“春色”“花朝节”“微风”“踏春”等;
 

11月高频词汇为“秋天”“阳光”“暖阳”“太阳”等.
 

经查询,
 

2018年3月该公园举办了花朝节、
 

探梅节和春季游园会,
 

11月举办了听庐节和洪园干塘节.
 

说明鲜花的开

放、
 

活动的举办以及舒适的天气会对游客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
 

但在其他月份也举办了类似节庆活动,
 

如

端午龙舟会、
 

火柿节等,
 

因此,
 

活动的举办可以影响游客情绪但不是唯一因素.
 

7月高频词汇为“天气”“盛

夏”“下雨”“夏天”等,
 

说明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对游客情绪造成不良影响.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
 

计算7月无雨

的工作日日均游客情感值,
 

并与日期对应的最高温度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后发现,
 

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

义,
 

相关系数R2 为0.446(图2).
 

而8月和9月同为炎热的夏季,
 

由于七夕、
 

中秋2个节日使炎热天气的影

响减弱,
 

表现较高的情感状态.

图1 游客情感值与微博数量的月变化关系图 图2 7月游客情感值与气温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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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周为单位,
 

统计游客情感和微博数量每天的平均值,
 

绘制周变化曲线图(图3).
 

情感均值范围为

[3.513,
 

3.726],
 

极差0.213,
 

说明周几出游对游客情绪的影响不大.
 

微博数量一周内的变化呈“U”型,
 

周

六、
 

周日和周一的微博数量相对较多,
 

因此,
 

周末与周一会接待更多的游客.

对游客在节假日的情感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以元旦、
 

春节、
 

清明、
 

五一、
 

端午、
 

中秋和国庆7个国家法

定节假日为例,
 

分别统计节假日期间的游客情感均值和微博数量.
 

如图4所示,
 

游客在节假日的情感状态

普遍较高,
 

其中清明节最高,
 

达到4.246,
 

当天的微博数量也是最多的(276条).
 

对情感值最高的3个节假

日中微博文本进行分析,
 

高频词为“天气”“开心”“快乐”“美景”及节日名词;
 

情感值最低的五一劳动节的微

博文本分析后的高频词为“闷”“雨天”“湿”.
 

经查询,
 

2018年5月1日-2018年5月7日中有6天是阵雨,
 

其他节日为无雨或偶有阵雨.
 

因此,
 

节日氛围、
 

天气晴朗和优美景色会对游客情绪造成积极影响,
 

下雨和

低气压会使游客感到不适.

图3 游客情感值与微博数量的周变化关系图 图4 游客情感值与微博数量的节假日变化关系图

3.2 游客情感的空间分布

3.2.1 总体分布

由图5可见,
 

情感均值总体上呈较高状态.
 

图5中共有网格116个,
 

情感值在3.0~5.0的网格

有97个,
 

情感值在2.0以下的网格仅有4个,
 

消极情感的空间占比很低.
 

均值4.0以上的景点出现

在大池桥、
 

曲水寻梅、
 

芸台书舍、
 

龙舟盛会等地;
 

均值在1.5以下的区域为高庄售票处、
 

西溪栖悦城.
 

园内景点不会使游客感到极度不适,
 

高情感值的空间以历史文化景点、
 

环境品质高的休憩区域、
 

活动

举办地和沿岸为主,
 

其余网格大多在中性偏积极情感值范围内,
 

并呈现均匀分布的特点.
 

引发游客编

辑微博表达情感的地方并没有广泛分布于整个公园,
 

而主要集中在几个商业区.
 

为了更加明确游客抒

发情感的热点,
 

对每个方格网范围内所发微博的数量进行降序排序,
 

微博数前10的区域见表3.
 

这些

区域游客涉足较多,
 

包含景点、
 

精品酒店、
 

商业街区和出入口4种类型.
 

从情感均值来看,
 

景点的游

客情感高于其他3种类型,
 

情感值位列前3位的洪氏宗祠、
 

西溪悦榕庄和蒋村集市生活街区都以特色

建筑(群)为主体,
 

风格较一致.

3.2.2 积极、
 

消极情感空间分布

微博数量的多少能够反映游客表达情感时所热衷的区域的空间差异.
 

分别从积极和消极这2种类型来

研究不同情感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6表明,
 

积极情感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与总体分布较为类似.
 

积极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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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密集的区域为蒋村集市生活街区与西溪天堂,
 

其次为南门、
 

西南门和洪园区域.
 

这些区域聚集了餐饮店、
 

工艺坊、
 

休憩点和文化创意商铺,
 

同时包含了活动举办地点,
 

说明互动式的交易体验和民俗文化展示更易

提升游客的情感.
 

其他游览景区的微博数较少可能是由于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无暇操作发布微博,
 

但是龙舟

盛会、
 

观鸟亭、
 

曲水寻梅(西溪梅墅、
 

梅竹山庄、
 

西溪草堂片区)、
 

莲滩鹭影和湿地植物园等地聚集了多数游

客发表积极情感的微博.
 

这些区域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三堤十景”中的著名景点(或其附近),
 

具有自然野

趣、
 

环境幽静和水塘交错的特点,
 

因此美景也是提升游客情感的重要因素.
 

从图7看出,
 

游客的消极情感

与积极情感的分布位置大体一致,
 

但密度范围和数量有所减少.
 

结合消极情感微博的高频词来看,
 

“天气”

“蚊虫”是引起游客消极情感的主要原因,
 

所以游客在同一区域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状态是天气、
 

节假日等

因素造成的.
 

总体来看,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没有表现出因本地环境不佳导致的消极情感空间,
 

游客对园内

的景观较为满意,
 

情感体验良好.

图5 游客情感空间总体分布图

表3 微博发表热点区域统计

序号 区域 微博数 情感均值 序号 区域 微博数 情感均值

1 观鸟亭 2731 3.647 6 蒋村集市生活街区 197 3.675

2 水下生态观光长廊 509 3.231 7 洪式宗祠 184 3.921

3 西溪喜来登大酒店 250 3.432 8 杭州西溪宾馆 159 3.559

4 渔船航线(烟水渔庄码头段) 248 3.605 9 北门售票处 147 3.398

5 西溪悦榕庄 236 3.739 10 西溪天堂出入口 92 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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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积极情感空间分布图

图7 消极情感空间分布图

4 结 语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游客所发的微博经过量化情感分析,
 

科学地表明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丰富的

娱乐活动和特色的历史文化对游客情绪可以产生积极影响,
 

但高温等天气条件及蚊虫等外在因素也会影响

游客的积极情绪.
根据研究结果,

 

提出一些建议:
 

在公园规划设计上,
 

一是要重视展现地域文化特征.
 

应充分挖掘本地

特色民俗和历史典故,
 

设计建造带有地方元素的新式建筑.
 

二是要合理利用近水空间.
 

游客在亲水空间的

满足感更为强烈,
 

因而在安全措施建设完善的前提下,
 

可利用原有水域布置更多的亲水空间.
 

三是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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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康.
 

湿地公园的水湿生植物多、
 

水域范围广、
 

相对湿度大,
 

造成蚊虫对游客侵扰,
 

应营建利于蚊患防

控的植物景观.
 

在公园运营和管理方面,
 

选择3月、
 

11月等气温适宜的时期或节假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旅游

体验活动和项目.
 

3月正处于花期,
 

11月气温凉爽,
 

此时举办“花朝节”和“赛龙舟”等内容丰富、
 

群众喜闻

乐见的民俗活动,
 

可以吸引更多游客,
 

烘托节日气氛.
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

 

由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主流使用者限制,
 

所以结果更偏向于青年移动社交

网民,
 

没有针对不同年龄层次游客进行研究,
 

未开展以24
 

h为单位的游客情感变化研究.
 

本文是对城市公

园游客情感的探索性研究,
 

未来可以开展更多的相关研究,
 

如对游客上传的公园图片数据内容进行分析、
 

对基于社交媒体数据与传统统计数据的交叉验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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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Emotions
 

Based
 

on
 

Big
 

Data
 

of
 

Microblog
———A

 

Case
 

Study
 

of
 

Xixi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Hangzhou

FANG
 

Meng-jing1, ZHENG
 

Yu-dan1, XIA
 

Zhao-xuan1,

YAN Hai1, SHAO Feng1,2
1.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2.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s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big
 

data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bundant,
 

they
 

can
 

reflect
 

peoples
 

behaviors
 

and
 

identify
 

their
 

emotions
 

through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

ical
 

support
 

to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parks,
 

this
 

study,
 

with
 

Xixi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H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ing
 

th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to
 

get
 

visitors
 

microblogs
 

about
 

the
 

park
 

in
 

2018,
 

explor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visitors
 

emotions
 

through
 

filtering,
 

emo-

tional
 

value
 

calculation,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rcGI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mporally,
 

tourists
 

positive
 

emotions
 

appeared
 

in
 

March,
 

November,
 

and
 

on
 

Tomb-sweeping
 

Day,
 

Drag-

on
 

Boat
 

Festival
 

and
 

National
 

Day,
 

while
 

rain,
 

snow,
 

high
 

temperature
 

and
 

other
 

extreme
 

weather
 

would
 

reduce
 

emotional
 

values.
 

Spatially,
 

the
 

areas
 

dominated
 

by
 

positive
 

emotions
 

were
 

around
 

the
 

entrance
 

of
 

the
 

park,
 

the
 

places
 

where
 

activities
 

are
 

held,
 

scenic
 

spots
 

with
 

distinctiv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buildings
 

and
 

waterfront
 

areas.
 

Therefore,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a
 

park,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culture,
 

the
 

design
 

of
 

characteristic
 

buildings,
 

the
 

planning
 

of
 

hydrophilic
 

space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plants
 

that
 

can
 

repel
 

mosquitoes
 

and
 

offer
 

shade.
 

In
 

terms
 

of
 

management,
 

more
 

activities
 

should
 

be
 

held
 

during
 

holidays
 

and
 

under
 

good
 

weather
 

conditions
 

to
 

enhanc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ourists.

Key
 

words:
 

Xixi
 

National
 

Wetland
 

Park;
 

tourists
 

emotion;
 

emotional
 

space;
 

social
 

media
 

data;
 

micro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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