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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公园作为承载市民多样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
 

其开放性和与城市空间的关联性逐渐增强,
 

如何营建公

园的安全环境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为研究城市公园的安全性,
 

选取郑州市人民公园和紫荆山公园为研究

对象,
 

基于CPTED理论的核心六要素,
 

运用空间句法从公园空间的可达性和可视性两个角度,
 

通过整合度、
 

连接

值及深度值等与公园层面关联较大的句法变量参数进行分析,
 

得出两个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与犯罪预防重点区域.
 

结果显示:
 

人民公园游人整体安全感较高,
 

人民公园西门出入口及园内部分安静休息区和紫荆山公园中门及绿韵

景区是犯罪预防的重点关注空间.
 

结合实地调研,
 

提出了加强节点空间视线渗透、
 

优化公园组织布局和丰富空间的

活动内容等犯罪防控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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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ark
 

is
 

an
 

important
 

space
 

carrying
 

diverse
 

activities
 

of
 

citizens,
 

and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its
 

openness
 

and
 

urban
 

spac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How
 

to
 

build
 

the
 

safe
 

environment
 

of
 

urban
 

park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circles.
 

To
 

study
 

the
 

security
 

of
 

urban
 

parks,
 

Zhengzhou
 

peoples
 

Park
 

and
 

Zijingshan
 

park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ased
 

on
 

the
 

six
 

core
 

  收稿日期:2020 12 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600579);

 

河南省科技智库项目(HNKJZK-2020-01C).
作者简介:张艺鸽,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研究.
通信作者:

 

杨芳绒,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lements
 

of
 

CPTED
 

theory,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crime
 

prevention
 

areas
 

of
 

the
 

two
 

parks
 

could
 

be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syntactic
 

variable
 

parameters
 

related
 

to
 

the
 

park
 

level
 

such
 

as
 

in-
tegration

 

degree,
 

connection
 

value
 

and
 

depth
 

value
 

from
 

accessibility
 

and
 

visibility
 

of
 

park
 

space
 

with
 

spa-
tial

 

synta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isitors
 

in
 

peoples
 

Park
 

generally
 

have
 

a
 

high
 

sense
 

of
 

security.
 

The
 

west
 

doorway
 

and
 

quiet
 

rest
 

area
 

of
 

Zhengzhou
 

peoples
 

Park,
 

as
 

well
 

as
 

the
 

middle
 

gate
 

and
 

green
 

charm
 

scenic
 

spot
 

of
 

Zijingshan
 

Park
 

are
 

the
 

key
 

space
 

for
 

crime
 

prevention.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in-
vestigation,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re
 

proposed,
 

such
 

as
 

strengthe-
ning

 

the
 

line
 

of
 

sight
 

penetration
 

of
 

node
 

space,
 

optimizing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pace
 

organization,
 

and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spa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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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当人们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后,
 

最重要的需求就

是安全[1],
 

感到安全是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的前提.
 

城市公园、
 

商业街区等空间是人们各种行为活动发生的

场所,
 

但其复杂性带来了许多安全问题,
 

因此这类空间也成为城市犯罪问题的高发区域.
 

研究发现,
 

城市

空间环境的某些特征与犯罪行为存在一定的联系[2],
 

通过对环境要素的合理设计可以有效地降低犯罪

率[3].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理论,
 

是基于犯罪

学、
 

建筑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
 

利用空间环境要素预防犯罪发生.
 

空间句法理论是通过对空

间结构的量化描述来研究空间组织与人类社会关系[4],
 

并且认为空间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的行为产生

影响作用.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形象、
 

社会文化和市民归属感等的承载者,
 

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在追求功能

与美观性的同时,
 

犯罪防控问题也不可忽视.
 

本研究以郑州市人民公园和紫荆山公园为例,
 

借助Depth
 

map空间句法分析软件,
 

从城市公园空间入手,
 

结合CPTED理论基础和实地调研,
 

提出犯罪预防视角下

城市公园空间环境要素的设计改造策略.

1 相关理论和研究

1.1 CPTED理论及六大要素

1971年C.
 

Ray
 

Jeffery首次正式提出CPTED概念,
 

认为环境设计可以消除环境中引发犯罪的因素和

减弱犯罪带来的恐惧感,
 

随后Oscar
 

Newman从建筑学的角度提出“防卫空间”理论,
 

强调了具体的设计特

征即领属性、
 

出入控制、
 

监督性、
 

景象、
 

周围环境和目标强化等[5],
 

形成了最初的CPTED理论.
 

之后,
 

破

窗理论、
 

机会理论和日常行为理论等丰富了CPTED理论,
 

形成了预防犯罪设计措施的六大要素:
 

领属性、
 

监控、
 

出入控制、
 

景象与维护、
 

活动支持和目标强化.

1)
 

领属性.
 

领属性是CPTED的核心要素,
 

是指空间或事物所表现出的所有权归属[6].
 

空间或事物所

属权不明确,
 

则容易遭到破坏,
 

易滋生犯罪行为.
 

强化空间领属性会增强人们对陌生人的警惕性和监视性,
 

降低犯罪发生的可能.
2)

 

监控.
 

监控分为自然监控和物理监控,
 

通过监控人们能够及时发现空间中发生的异常行为,
 

增加了

犯罪风险.
 

Jane
 

Jacobs提出的“街道眼”理论认为街道上人多的地方自然监视较强,
 

犯罪发生的概率比人烟

稀少的地方低[7].

3)
 

出入控制.
 

出入控制是指加强对特定区域进出人员的管控,
 

也可以对犯罪逃逸途径加以控制,
 

增加

实施犯罪的风险和难度,
 

以此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4)

 

景象与维护.
 

景象与维护是指维护好空间使其呈现出良好的外部状况,
 

利用优美的环境来吸引人们

停留与聚集,
 

这样有利于犯罪预防.
 

环境失序论和破窗理论认为破败的环境会引起人们的恐惧感甚至会诱

发犯罪,
 

对其起到了反向印证作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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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动支持.
 

活动支持是指人为地增加场地的设施服务,
 

丰富场所功能与活动等,
 

如商业植入、
 

娱乐

活动、
 

公益演出等,
 

以此来吸引人流,
 

增加环境中的自然监视.

6)
 

目标强化.
 

目标强化是指对特点目标加强其保护措施,
 

如设置或加高围墙、
 

加装防护栏、
 

防盗窗等[6].
公园犯罪预防与住区空间不同,

 

公园本身具有较为开放与复杂的特殊性.
 

随着2019年《郑州市拆墙透

绿规划建设导则》的颁布,
 

部分公园启动拆墙透绿工程,
 

拆除围墙,
 

消除边界,
 

公园开放程度大大提高,
 

再

加上城市发展与公园绿地建设息息相关,
 

对城市公园景观营造及环境维护都较为得当,
 

因此景象与维护、
 

目标强化两要素在公园犯罪预防中作用并不明显.
 

故本研究针对公园犯罪预防主要从领属性、
 

监控、
 

出入

控制及活动支持四方面来讨论.

1.2 空间句法分析原理及在犯罪研究中的应用

空间句法理论认为空间组织结构使得空间具有不同的特征,
 

空间的功能关系可以通过指数量化,
 

以轴

线法、
 

凸空间法和视域分析法等方法来再现空间[9].
 

借助关系图解及整合度、
 

连接度等定量指标,
 

最终达

到对空间与空间使用者之间关系认知和调控的目标.
 

空间句法在城市犯罪研究中的应用,
 

集中在不同类型

的犯罪与空间布局的连接性和集成性的联系,
 

以及利用城市尺度提炼出犯罪的多面图景与空间地点的影响

因素[10]等方面.
 

国内学者基于实际案例论证了相关空间句法参数与犯罪空间的关系,
 

并结合CPTED理论

从预防犯罪视角提出居住区空间、
 

街道空间及古村落空间的环境要素设计对策,
 

为犯罪防控提供新思

路[11-13].
 

但学术界对城市公园更多的是关注其美观性及功能性,
 

或是使用空间句法分析古典园林精妙的造

园手法,
 

对公园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研究较为欠缺[14-16].

2 城市公园空间特征与犯罪行为关系分析

2.1 研究对象与指标选取

本研究以郑州市人民公园和紫荆山公园为研究对象(表1和图1),
 

选取原因为:
 

①
 

二者均为郑州市

建成时间较早且集休闲与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寄托着城市集体记忆,
 

周边有较多商圈、
 

居住区和

学校等完善的城市配套,
 

公园人流量较大;
 

②
 

外围有高等级的城市道路,
 

公园内比较独立且空间多样,
 

承载了市民复杂多样的公共活动,
 

两者靠近交通枢纽,
 

外部交通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为犯罪主体的快

速逃离提供了可能;
 

③
 

公园内存在不利于防控犯罪行为发生的空间环境因素,
 

如缺乏活力的边界及隐

蔽性强、
 

可达性差的空间,
 

加上监控及照明设施不完善,
 

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易作案场所与作案时机,
 

易

形成犯罪死角(图2).
 

两个公园的建设现状为空间句法及犯罪预防分析提供了基础,
 

其空间特征正是本

研究需要讨论的对象.
表1 郑州市人民公园与紫荆山公园基本情况及调研情况汇总

公园

基本情况

规模/

hm2
建园时

间/年
周边构成

公园空间

构成形式

调研情况

领属性

边界形式 边界通透性

监 控

照明系统 电子监控 安保巡逻
警务室

数量/个

出入控制

出入口

数量/个

活动支持

积极活动 消极活动
卫生及不

文明符号

人民

公园
28.36 1951

商 圈、
 

学 校 及

居住区

较 为 规 整、
 

紧 凑,
 

地 势

相对平坦.

围 墙、
 

栅 栏、
 

绿 篱、
 

花池

整 体 不 通

透,
 

西 侧 拆

墙透绿.

数 量 多、
 

效果好.

比 较 完

善
较少 2 7

锻 炼、
 

下 棋、
 

书法等

打 牌、
 

抽烟

较 好,
 

存 在

乱 涂 乱 画、
 

乱扔垃圾等

现象.

紫荆山

公园
19.20 1958

医 院、
 

学 校 及

家属院

较 为 灵 活、
 

多 样,
 

地 势

高差较大.

栅 栏、
 

护 坡、
 

乔灌木

整 体 较 通

透、
 

北 门、
 

南门拆墙透

绿.

数 量 一

般、
 

效 果

良好.

完善 较多 3 9

锻 炼、
 

弹 唱、
 

跳舞等

打牌

一 般,
 

存 在

乱 涂 乱 画、
 

乱 扔 垃 圾、
 

随意攀爬等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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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对象卫星平面图

图2 公园实地调研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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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CPTED理论的六大要素预防犯罪的特点,
 

本研究的公园犯罪预防主要从领属性、
 

监控、
 

出入控

制及活动支持四方面进行讨论,
 

公园空间道路组织结构和视线结构为本研究的分析要点.
 

建立轴线模型和

视域模型,
 

选取空间句法中与公园层面关联较大的3个参数:
 

整合度、
 

连接值及深度值,
 

重点讨论空间特

征,
 

分析犯罪预防要点.
 

在进行分析前,
 

需要根据分析对象绘制适合Depth
 

map软件的Dxf格式的平面图,
 

其中以最长且最少的轴线穿过公园道路空间、
 

广场空间和节点空间绘制出轴线图,
 

将道路、
 

桥梁及广场等

可通行区域整合成一个空间,
 

绘制出可行层视域图.

2.2 轴线模型下的公园可达性分析

2.2.1 整合度分析

国内学者通过对空间句法和街道空间犯罪关系的研究发现,
 

全局整合度高的空间犯罪发生的可能性较

低[17].
 

全局整合度是系统中最短空间路径的平均值,
 

反映了局部空间到达其他空间的难易程度,
 

整合度越

高,
 

可达性越好,
 

会吸引更多的人流形成自然监视,
 

因此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
 

反之则越大.
 

本研

究从全局和局部(R=3)两个视角,
 

对人民公园和紫荆山公园进行轴线分析,
 

加上全局整合度和局部整合度

的协同度分析,
 

把握其可达性.

从表2结合轴线整合度分析图(图3)与散点分布图(图4)可以看出,
 

人民公园与紫荆山公园的局部整

合度相差不大,
 

但全局整合度有明显差异,
 

人民公园全局整合度最大值为1.355,
 

而紫荆山公园此值为

0.728,
 

两者相差近1倍.
 

人民公园东邻城市主干道二七路,
 

西接城市主干道铭功路,
 

通达性高,
 

园内整体

布局较为规整,
 

局部与整体联系紧密,
 

空间张弛有度且相对均质.
 

从东门口进入公园的主要道路(A处)以

及莲花池广场中心节点(B处)呈现出较高的全局整合度,
 

可达性好易形成良好的自然监视,
 

对犯罪发生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从北部娱乐活动区(C处)到公园西南部呈现出全局整合度逐渐递减的形式,
 

安静休闲

区的路网较为杂乱(D处),
 

全局整合度偏低,
 

可达性较差,
 

到达此区域道路分支多需要绕行,
 

无法支撑大

流量的人群,
 

自然监视就会降低,
 

因此应该重点关注此类空间的犯罪预防.
表2 研究对象相关空间句法参数

参   数 人民公园 紫荆山公园

轴线数/条 347 337

轴线密度/(条·hm-2) 12.24 17.55

最大值 1.355 0.728

全局整合度 平均值 0.787 0.466

最小值 0.373 0.304

最大值 2.797 3.150

局部整合度(R=3) 平均值 1.554 1.384

最小值 0.333 0.333

最大值 14.000 14.000

连接值 平均值 3.331 2.855

最小值 1.000 1.000

最大值 16.751 20.095

深度值 平均值 8.911 13.894

最小值 5.341 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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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轴线全局整合度分析

图4 散点分布

紫荆山公园全局整合度低于人民公园,
 

而局部整合度的最大值相比人民公园略高一些.
 

归其原因,
 

紫

荆山公园被城市道路及金水河自然分隔为东园、
 

西园和南园三部分,
 

三园各有千秋且组织形式灵活多变,
 

各节点空间之间的联系需要经过多次空间转折,
 

景观蜿蜒小道较多,
 

因此全局整合度明显降低.
 

紫荆山公

园全局整合度呈现出由中间向四周递减的形式,
 

南园和东园由桥梁连接的空间(E处)与东园的主要景观节

点樱花山(F处)全局整合度较高,
 

可达性好,
 

再加上适宜的空间尺度和合理的娱乐设施,
 

人们愿意在这些

空间停留,
 

有利于犯罪预防.
 

紫荆山公园规划设计中为了营造舒适的游憩环境,
 

绿韵景区组团内部之间相

对独立且有一定的私密性(G处),
 

空间转折多使得关联性较弱,
 

会呈现出较低的整合度.
 

这一现象在公园

空间中是不可避免的,
 

故要重视组团内部这些低整合度区域的犯罪预防.
 

总体来说,
 

从全局空间分析得出

紫荆山公园的可达性比人民公园差.

2.2.2 连接度分析

犯罪行为的发生依赖于作案时机、
 

实施犯罪的便捷及快速逃逸路线等与环境相关的必要因素[18],
 

CPTED理论则是通过环境设计来破坏这些必要因素,
 

以此来预防犯罪.
 

连接度是指某一轴线与周围其他

相交的轴线数量,
 

反应出空间渗透性的强弱,
 

其数值越大说明空间之间的联系越为紧密.
 

学者分析住区街

道空间认为高连接值易造成犯罪人员逃逸,
 

此空间特征与居民整体安全感受较为一致[12],
 

但也有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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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度高的空间整合度也相对较高,
 

吸引人流到达,
 

从而有利于犯罪预防[19].
 

现有研究对空间句法连接值

这一参数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存在矛盾,
 

故需要结合现场调研分析两个公园的实际情况.

由表2可知,
 

人民公园和紫荆山公园连接值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均分别相同,
 

但人民公园的平均连接值

略高一些.
 

从轴线连接度分析图整体上看(图5),
 

两个公园各空间之间的道路相对紧凑连接值差异不大,
 

园内主要道路连接值较高,
 

组团间呈现出低连接值且分布较为均匀.
 

在公园随机调查游人安全感的数据中

发现(表3),
 

人民公园整体的安全感较高,
 

这一结果与高连接值易造成犯罪人员逃逸致使安全感降低的研

究结论有一定的出入,
 

其原因可能是人民公园道路交叉口电子监控设施较为完善,
 

主要道路较长且连续而

且转折开口数量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能够提高游人的安全感.
 

结合全局整合度分析,
 

人民公园高连接值、
 

高整合度节点A和紫荆山公园高连接值、
 

低整合度节点 H对比,
 

节点A的游人安全感较高,
 

此类空间可

达性好,
 

人群容易聚集,
 

增强了空间自然监视能力,
 

与“高整合度、
 

高连接值发生犯罪行为的概率低”的一

般规律较为一致.
 

节点H是紫荆山公园的重要活动广场,
 

其主要道路连接下沉广场和各绿地组团,
 

但由于

公园地形有较大高差,
 

多级台阶转折致使道路连续性较差,
 

影响了游人安全感.
 

因此利用现代智能监控手

段加强对交叉口的监管,
 

避免监控盲区,
 

并合理控制主要道路与次级道路的交叉及转折开口数量,
 

提高道

路连续性与可达性,
 

有利于提高公园游人的安全感.

图5 轴线连接度分析图

表3 公园游人安全感调查统计

安全感
人民公园(样本数为123)

整体 节点A

紫荆山公园(样本数为145)
整体 节点 H

非常安全占比/% 12.20 24.39 17.24 21.38

较为安全占比/% 32.52 37.40 30.34 33.10

一般占比/% 42.28 22.76 34.48 23.45

较为不安全占比/% 9.76 14.63 10.34 18.62

非常不安全占比/% 3.24 0.82 7.60 3.45

2.2.3 深度值分析

深度值是指系统中局部空间到其他所有单元空间的步数,
 

表达空间局部在拓扑意义上的可达性,
 

深度

值越大可达性越差[20].
 

这一参数变量对应的犯罪局部空间要素即出入口的便捷性,
 

对来往人员的监控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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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逃逸的抓捕能力.
 

研究发现“出入便利性”与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关[21],
 

基于CPTED理论的出入控制要

素,
 

入口及节点若过于畅通会增加监视难度,
 

还更有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逸,
 

不利于犯罪预防.

对比两个公园的整体深度值(表2),
 

人民公园的深度值低于紫荆山公园,
 

其可达性更好,
 

而紫荆山公

园的整体布局灵活加之园内地势高差较大,
 

其步深相对较大.
 

从公园局部空间深度值来看(表4),
 

人民公

园的3个出入口,
 

西门出入口的深度值最低,
 

更加接近公园内部空间节点(A,B,C)的数值,
 

表明西门出入

口到达公园内部相对其他入口更加方便,
 

而公园西面是由低矮绿篱作为边界,
 

对进出公园的人员把控较

弱;
 

紫荆山公园的中门深度值最接近公园内部节点(E,F,G)的数值,
 

其作为西园与东园的连接处进入公园

内部最为便捷.
 

因此对于局部深度值较低的出入口需要加强管理,
 

优化景观布局,
 

防止入口过于畅通没有

起到把控作用,
 

如可以设置景墙、
 

花坛和水景等景观元素,
 

丰富空间变化以吸引人群,
 

增强空间的监控能

力,
 

或者加强公园治安巡视,
 

以此来降低犯罪行为的发生概率.

表4 局部空间节点深度值

人民公园节点位置 深度值 紫荆山公园节点位置 深度值

东门 7.639 西门 13.036

西门 6.873 中门 9.664

南门 7.688 南门 16.092

节点A 5.341 北门 13.821

节点B 6.006 节点E 8.223

节点C 6.873 节点F 8.497

节点D 11.324 节点G 10.744

节点 H 13.057

2.3 视域模型下的公园可视性分析

将人民公园和紫荆山公园作为整体观察域,
 

赋予0.75
 

m×0.75
 

m等分网格点阵,
 

计算可视范围.
 

从视

线整合度的值域分布来看(图6),
 

整合度高的即颜色偏暖区域,
 

主要集中在公园一级主道路空间,
 

尤其是

主道路与中心广场、
 

活动广场的连接区域,
 

如人民公园的莲花池广场及其向北连接秋园入口前广场空间、
 

东门入口区域,
 

紫荆山公园的中门活动广场、
 

儿童游乐园及爱莲廊等公共空间,
 

说明这些空间视野开阔,
 

利于观察全局其他凸空间,
 

是视线关注的焦点空间.
 

组团绿地和湖中岛等与次要道路或小路连接的区域颜

色偏冷,
 

整合度偏低,
 

说明这些空间视野狭窄,
 

观察全局其他凸空间需要经过多次转折与过渡,
 

存在视线

关注盲区,
 

这与现场调研实际空间观测的结果保持一致.

再以紫荆山公园的紫荆山广场为局部观察域,
 

分析其视线整合度、
 

空间边界限定值和视线控制度(图

7).
 

从视线整合度看,
 

紫荆山广场的中部颜色偏暖,
 

中部空间视野开阔,
 

利于观察周围的空间,
 

具有较强的

自然监视能力;
 

从边界限定值看,
 

凹口空间的边界值较高,
 

空间限定感强,
 

从实际空间观察来看,
 

这些空间

属于广场的组团绿地,
 

边界为两面乔灌木围合或是景墙遮挡,
 

视觉上具有遮蔽性,
 

相较中部的下沉广场有

一定的私密性,
 

此类半私密空间会增强游人的空间领域感;
 

从视线控制度看,
 

控制度值高的区域是中部空

间,
 

属于大尺度、
 

轴线型的广场空间,
 

对周围相邻空间有绝对的控制能力,
 

此类空间视觉监控能力强,
 

犯罪

不易发生.
 

因此视线整合度与园内构筑物、
 

园林小品和植物组团的相关性较强,
 

建筑密度大、
 

植物绿化组

团间距小的空间,
 

会降低空间的可视性,
 

容易促使犯罪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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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整体观察域视线整合度分析图

图7 紫荆山公园局部节点观察域的可视性分析图

3 城市公园空间犯罪防控的设计策略

3.1 加强节点空间视线渗透,
 

提高空间自然监视

城市公园的空间组织形式会影响到空间的可视性,
 

空间的视线渗透性越强,
 

能够获得的自然监视就越

多,
 

也越有可能降低犯罪发生的概率.
 

因此设计相对开敞的节点空间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①
 

“柔化”加固.
 

边界是犯罪预防角度一项重要控制因素,
 

有一定的边界限定可以减少犯罪发生,
 

而柔化加固是指在对公园

外部进行目标加固时,
 

不采用传统单一的围墙形式,
 

而采用水体、
 

攀爬类植物和地形等自然元素和人工较

通透的构筑物结合的形式来进行边界加固,
 

既起到了目标加固和边界限制作用,
 

又可以利用周围过往行人

提高公园空间的自然监视能力;
 

②
 

合理确定园路空间尺度.
 

为了营造曲径通幽、
 

柳暗花明的意境,
 

设计者

在公园园路设计中往往会采用曲折性道路,
 

但从犯罪防控角度考虑,
 

园路的曲率不宜过大过长,
 

若不可避

免则转弯处应该减少茂密的植物种植,
 

乔灌木枝下净空不宜低于2.2
 

m,
 

也可以结合空旷的草坪进行过

渡[22],
 

注意空间的D/H 值提高空间的可视性.

3.2 优化公园组织布局,
 

形成空间分层增强领域感

从空间组织层面来讲,
 

要保证城市公园结构的连续性与节点的独立性,
 

主路应有明显的标识性,
 

利用

不同的铺装和宽度等过渡空间,
 

道路应贯穿全园,
 

避免出现断头路,
 

并与节点空间有机结合使其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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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交通网络的通达性,
 

形成连续、
 

独立、
 

有效的自然监视网络.
 

从空间布局来看,
 

城市公园空间性质一般

分为公共空间(广场、
 

娱乐区等多数人聚集活动的空间)、
 

半公共半私密空间(廊、
 

亭等小群体活动空间,
 

有

一定排他性)以及私密空间(安静休憩区、
 

小组团绿地等个人或少数人交往活动空间),
 

应形成“公共空间—

半公共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的空间分层系统,
 

并且由小组团向大组团过渡.
 

不同的空间有利于满足人

们的多样需求,
 

既可以增加游人对空间场所的归属感与领域感,
 

营造出良好的守望相助氛围,
 

增强了空间

自然监视能力,
 

又在无形中加大潜在犯罪人员的压力.

3.3 丰富空间的活动内容,
 

营造积极氛围激活死角

公园的活动空间往往会吸引大量人流,
 

一般集中在娱乐区、
 

广场、
 

儿童乐园等区域,
 

基于CPTED的活

动支持要素,
 

增加游人的活动形式有助于消除公园空间过于萧条、
 

破败的景象,
 

并营造出积极的活动氛围,
 

减少犯罪的发生.
 

但对于仍存在一些无人问津或者闲置的空间,
 

可增加活动吸引游人驻足或参加,
 

如大广

场可以组织文娱活动,
 

如歌舞表演、
 

亲子活动等;
 

清冷的植物观赏区可以开展植物科普活动,
 

或者通过对

植物修剪趣味造型,
 

增添公园的文化性与趣味性;
 

边界死角空间可以设置彩绘文化墙、
 

艺术小品等,
 

吸引

人群从而活化空间激活死角.

3.4 找准防控盲区,
 

强化公园威慑力

利用Depth
 

map软件分析城市公园空间的可达性、
 

可视性,
 

可以找出空间视线死角及犯罪防控薄弱的

空间,
 

有针对性地对环境进行设计改造.
 

通过合理布置和完善物理监控设备、
 

紧急警报装置和安全岗哨等

管理措施,
 

以及采取提升公园景观环境、
 

加强照明效果、
 

完善景观小品等环境设计措施,
 

来优化公园的安

全防卫能力,
 

强化公园威慑力,
 

减少犯罪动机的产生.

4 结语

城市公园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
 

公园的犯罪预防不仅是社会问题,
 

更是技术问题,
 

但仅

靠后期管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3].
 

本研究从CPTED理论和空间句法角度,
 

对城市公园空间犯罪防控

的要点进行定量分析,
 

基于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句法对提高公园犯罪防控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仍存不足之

处.
 

其一,
 

CPTED理论和空间句法理论自身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CPTED理论指导的公园建设实践

运用在我国十分缺乏;
 

其二,
 

Depth
 

map软件建模只能分析二维空间,
 

无法分析三位竖向空间结构,
 

公园

因其地形条件空间会存在一定高差,
 

无法充分考虑实际的空间形态.
 

CPTED理论与空间句法理论两者结

合,
 

有利于为风景园林、
 

城乡规划、
 

建筑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提供不同视角,
 

为城市公园犯罪防控规划设计

提供尽可能的措施,
 

以此提升公园游人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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