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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地景观在城市绿化设计中相较于外来植物或物种构成的景观更能适应当地气候和人文环境,
 

是城市绿地

政策和实践的重要处理方式,
 

在城市绿地建造中具有一系列生态功能。
 

该文深入探究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对游

客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研究发现:
 

亲生物设计显著增强了游客

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之间的正向关联。
 

积极情感体验能有效转化为游客的回访意愿,
 

证实了通过优化景观设计提升游客情感体验是增强公园吸引力和游客忠诚度的有效途径。
 

设计要素感知对游客体

验具有重要影响,
 

强烈的自然元素感知能够激发积极的情感反应并转化为明确的行为意向,
 

突显了在景观设计中

重视乡土植物和其他自然元素的重要性。
 

认知和意识提升与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及行为意向紧密相关。
 

建议未来

城市绿化设计应更加注重乡土植被应用以及亲生物原则的贯彻,
 

以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与人文关怀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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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urban
 

greening
 

design,
 

compared
 

to
 

landscapes
 

composed
 

of
 

foreign
 

plants
 

or
 

species,
 

native
 

landscapes
 

are
 

more
 

adaptable
 

to
 

local
 

climate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They
 

serve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urban
 

green
 

spac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playing
 

a
 

series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in
 

urban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native
 

plants
 

and
 

biophilic
 

design
 

on
 

tou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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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experiences,
 

behavioral
 

intentions,
 

perception
 

of
 

design
 

elements,
 

and
 

cognitive
 

awarenes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biophilic
 

desig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ourist
 

emotion-
al

 

experiences,
 

behavioral
 

intentions,
 

perception
 

of
 

design
 

el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can
 

effectively
 

translate
 

into
 

tourists'
 

willingness
 

to
 

revisit,
 

confirming
 

that
 

optimizing
 

landscape
 

design
 

to
 

enhance
 

tourist
 

emotional
 

experienc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park
 

attractiveness
 

and
 

tourist
 

loyalty.
 

Perception
 

of
 

design
 

elements
 

has
 

a
 

crucial
 

impact
 

on
 

tour-
ist

 

experiences.
 

Strong
 

perception
 

of
 

natural
 

elements
 

can
 

evoke
 

positive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translate
 

into
 

clear
 

behavioral
 

intention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rioritizing
 

native
 

plants
 

and
 

other
 

natural
 

elements
 

in
 

landscape
 

design.
 

Furthermore,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ourists'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is
 

study
 

suggesting
 

that
 

future
 

urban
 

greening
 

design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native
 

veget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ophilic
 

principles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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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以及公众对生活质量需求的不断升级,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规划正经历着从单纯关注功能性和视觉美学向追求生态友好、
 

环境品质优化和居民身

心健康促进的深刻转变[1-2]。
 

传统的城市绿化设计实践,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偏重于创造壮观的城市景

观效果以满足短期审美需求和城市形象塑造,
 

但往往在这一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乡土生态系统及内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服务功能的维持[3]。
亲生物设计的概念由社会心理学家提出,

 

其将亲生物定义为对生命的深切热爱,
 

凸显了人类与生命之

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随后,
 

生物学家深化了这一理念,
 

指出亲生物是人类与生俱来同自然建立联系的内在

倾向[4]。
 

这一理念逐渐从理论探讨转化为实践应用,
 

特别是在建筑环境设计中得到了广泛体现。
 

在现代社

会,
 

尤其是在高度城市化的环境中亲生物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5]。
 

它通过模拟自然元素增进人与自然的

联系,
 

对游客情感产生积极影响,
 

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
 

提高生活满足感[6]。
 

设计师通过精心筛选亲生物

要素,
 

如透过滤网的阳光、
 

本土植物及绿色墙壁等,
 

不仅丰富了城市的绿化空间,
 

更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通过将自然元素巧妙地融入城市绿化中,
 

能够在无形中重新连接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而有效提升城市环境

的景观效率和居民的福祉水平[7]。
 

亲生物设计作为一种创新设计理念,
 

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形式、
 

模式和功

能,
 

将建筑与环境设计融为一体,
 

推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4]。
 

研究表明,
 

接触富含亲生物设计元素

的自然环境能够显著提升游客的情感体验,
 

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对改善生活质量和促进身心健康

具有积极作用[8]。
乡土植物景观设计之精髓在于对地域文化特色与自然生态过程的尊重与传承,

 

此举不仅强化了地域认

同感,同时通过遵循生态演替规律实现了景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9]。
 

Labadessa等[10]和Palchetti等[11]的研

究均深刻揭示了乡土景观与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紧密关联,
 

对地方身份塑造和文化传承维护具有无可替

代的价值。
 

Liu等[12]进一步指出,
 

乡土景观在强化地方文化特色和社区认同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乡土植物景观设计中,
 

对地域特色的尊重与传承至关重要,
 

同时亦需注重生态过程的保护与恢复。
 

亲生

物设计作为一种创新理念,
 

强调通过模拟自然元素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
 

从而有效缓解城市居民

的身心压力,
 

显著提升其生活品质[13]。
 

将乡土植物景观设计与亲生物设计相结合,
 

既能够保护乡土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
 

又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对自然环境的热切向往与追求[14]。
 

在城市景观项目中,
 

植物物种的选择

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生存率、
 

生态功能、
 

文化价值及美学效益等[15]。
 

乡土植物因其高生存率和良好

的生态适应性,
 

往往成为首选。
游客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其行为意向,

 

包括重游意愿、
 

推荐意愿和消费意愿等。
 

研究表明,
 

正面情感往

往增强游客的行为意向,
 

而负面情感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16]。
 

此外,
 

满意度作为一个中介变量也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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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意向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情境因素和个人特征等因素则作为调节变量影响情感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

系强度。
 

新乡市南湖公园作为当地知名的城市公园,
 

其景观设计在乡土景观与亲生物设计的融合方面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通过对南湖公园的深入调查与分析,
 

探讨其景观设计中乡土元素与亲生物设计手法

的运用,
 

旨在了解这些设计元素如何影响游客情感体验和行为意向,
 

为城市公园景观设计的优化提供理论

支持和实践指导。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选取位于河南省豫北平原,
 

新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南湖公园作为研究区域。
 

该公园地理

坐标为北纬35°08',
 

东经113°45',
 

海拔为81
 

m。
 

在地理位置上,
 

公园西侧紧邻东环路(即107国道),
 

南

面接壤海河路。
 

该地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
 

气候特征表现为四季分明、
 

日照充足,
 

具体气候数据

为多年平均降水量578
 

mm,
 

年蒸发量1
 

909
 

mm,
 

年均日照时数2
 

408
 

h,
 

无霜期长达201
 

d。
 

南湖公园

总面积约为25.5
 

hm2,
 

其中水域面积约占8
 

hm2,
 

园林建筑面积约3
 

hm2。
 

整体布局近似平行四边形,
 

由

东孟姜女河沿对角线斜穿园区中心,
 

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
 

南湖公园作为一座典型的沿河

公园,
 

其天然水系和其他亲生物设计元素不仅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形成,
 

还增强了公园的生态价值和休

闲功能,
 

成为吸引市民及游客的重要场所。
 

这些特点使得南湖公园成为研究乡土植物与亲生物设计对游

客情感及行为意向影响的理想场所(图1)。

图1 新乡市南湖公园亲生物元素

南湖公园入口被划分为3个各具特色的空间。
 

灌木松散排列巧妙地营造出一种空间随意性和自然感,
 

为游客带来放松和舒适的体验。
 

绿地布局增强了设计层次感和空间感,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享受和游

憩体验。
 

公园还设置了标识牌(图1a),
 

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的导览服务,
 

还进一步提升了公园的整体形

象和设计品质。
 

南湖公园毗邻的市民中心大楼,
 

以梯田形的花坛作为核心元素,
 

将绿植与绿色玻璃相结合,
 

形成一幅自然与建筑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图1b)。
 

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公园与自然的融合氛围,
 

使市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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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同时,
 

市民中心大楼的梯田形凸起平台设计层次鲜

明,
 

通过凸显街道标高与空间标高之间的高程变化,
 

进一步强化了空间亲生物性。
 

这种设计不仅丰富了空

间视觉效果,
 

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平台。
 

图1c展示了南湖公园旁的绿色墙壁与休息室

设计,
 

充分考虑了上班族和游客短暂休息的人性化需求,
 

尤其体现在休息室的亲生物空间营造上。
 

绿色藤

蔓与墙壁结合,
 

为游客打造了一个亲近自然的舒适空间。
 

此外,
 

休息室不仅以绿色墙壁作为空间焦点,
 

还

配备了可移动座椅,
 

使游客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需求在整个亲生物空间中自由灵活地选择座位,
 

从而形成

灵活多变的动态空间布局。
 

图1d为南湖公园内的休憩区,
 

该区域配备了简易咖啡厅和钟点休息室,
 

全景落

地窗是其中主要的视觉焦点。
 

在设计上,
 

木质门窗框架与全景玻璃巧妙结合不仅优化了自然光线进入,
 

并

且提供了广阔的绿植视野,
 

有效地增强了空间的亲生物性特质。

1.2 游客情感及行为意向问卷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对游客情感及行为意向的影响,
 

构建多维量表,
 

包含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以及社会和文化交流5个核心部分。
 

情感体验部分旨在评估游客在

自然环境中的情绪状态,
 

如放松、
 

愉悦和亲近感;
 

行为意向部分则探究游客对于未来访问和推荐公园的兴

趣和计划;
 

设计要素感知部分着重于评价游客如何体验并欣赏公园中的植物布局和亲生物设计特征;
 

认知

和意识部分旨在了解游客对自然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水平;
 

社会和文化交流部分衡量公园在促进社交

互动和文化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
 

采用Likert量表进行评分,
 

旨在提供全面而细致的观点,
 

评估和解释乡

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元素如何共同塑造游客体验和反应。
经过整合与梳理,

 

量表题项得以确立,
 

并初步构建了调查问卷的整体框架。
 

基于开放式调查的词频统

计结果及专家论证反馈,
 

对题项进行了深入筛选与精细调整。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
 

①
 

详细

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
 

作用、
 

填写方法与保密承诺,
 

确保受测者能够明确和理解问卷意图;
 

②
 

集中收集受

测者的个人社会属性信息,
 

包括性别、
 

年龄、
 

职业及学历等,
 

以全面了解调查样本的多样性;
 

③
 

核心内容,
 

涵盖5个关键量表部分(表1),
 

以全面评估乡土植物与亲生物设计对游客情感及行为意向的影响。
表1 游客情感及行为意向问卷核心指标

潜变量 题项 变量指标   变量

情感体验A1 EE1 放松程度 评估游客在特定环境中感受到的放松和舒缓程度

EE2 愉悦感 衡量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体验到的快乐和满足程度

EE3 亲近自然感 反映游客对自然环境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EE4 情感连接 评估游客与景观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强度

行为意向A2 BI1 重访意愿 衡量游客未来再次访问该地的可能性

BI2 推荐意愿 评估游客向他人推荐该地的倾向和意愿

BI3 参与活动意愿 反映游客对参与相关活动的兴趣和意愿

设计要素感知A3 DE1 植物布局美观度 评估游客对植物布局和配置的审美感受

DE2 亲生物设计吸引力 衡量游客对亲生物设计元素的喜爱和认可程度

DE3 空间舒适度 反映游客对整体空间布局和舒适度的感知

认知和意识A4 CA1 教育价值 游客对公园作为自然学习场所教育价值的认知

CA2 生态知识 游客对公园内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了解程度

CA3 文化认同 游客对公园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的理解和认同

社会和文化交流A5 CE1 地方归属感 游客对该地区历史文化背景和地方特色的认同感

CE2 教育分享 游客向他人分享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的意愿

CE3 文化参与 游客参与公园举办的文化活动和节庆事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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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3年7月,
 

选择上午10时至下午5时的时段,
 

在研究区门口进行了预调研问卷发放工作,
 

随机

选择2
 

d进行发放,
 

共发放100份问卷,
 

并最终回收了89份有效问卷。
 

基于预调研数据,
 

进行了信度和效

度的严格检验,
 

对问卷中的题项描述进行了调整,
 

使之更加贴近游客的实际语境。
 

2023年9月正式开展调

研,
 

共发放了300份问卷。
 

为确保数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随机选择5
 

d进行发放,
 

每天发放60份问卷,
 

最终成功收集了284份问卷。
 

通过对这些问卷进行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发现女性受访者稍多于男性受访者,
 

约占50.3%。
 

同时,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其中39.1%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这为后续数据分

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3 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在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对游客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以及社会和文化

交流影响的研究中,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
 

运用SPSS
 

22.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以检验量表中各项指标的有效性和代表性,
 

从而识别并提取出

反映上述5个核心研究对象(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
 

社会和文化交流)的潜

在结构维度。
 

通过因子载荷分析确定各题项与相应潜变量的关联程度,
 

剔除相关性较弱或不符合预期结

构的题项,
 

优化量表结构。
 

在确认潜变量结构的基础上,
 

利用Amos
 

24.0构建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测

量模型用于评估量表中各个观测变量与对应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构模型则探讨不同潜变量之间相互

作用的影响路径,
 

如亲生物设计是否通过增强游客情感体验进而影响其行为意向,
 

或者设计要素感知如

何影响游客认知和意识水平等。

2 亲生物设计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亲生物设计

亲生物设计作为一种将建筑环境与自然元素相融合的设计理念,
 

具有4个核心维度,
 

这些维度共同构

成了该设计哲学的基础,
 

并指导着设计实践[17](表2)。
 

自然环境维度强调了设计应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相

融,
 

以实现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自然形状和形式维度关注于模仿自然界中的形状和形式,
 

以创造出有

机和动态的空间构成。
 

自然模式维度侧重于利用自然中的图案和空间模式来丰富人们的感官体验。
 

自然光

维度探索光线折射、
 

反射和漫射如何影响空间感知,
 

以及如何通过设计增强这种自然光环境的营造。
表2 4种主要亲生物设计维度及其因素

自然环境  自然形状和形式 自然模式  自然光  

·颜色 ·植物图案 ·感官变异性 ·自然采光

·水 ·树状和柱状支撑 ·信息丰富性 ·过滤和散射光

·空气 ·动物图案 ·随时间演变的特征及美感 ·光影关系

·阳光 ·壳体和螺旋 ·生长和风化 ·反射光

·工厂 ·蛋形、
 

椭圆形和管状 ·中央焦点 ·光域营造

·动物 ·拱门、
 

拱顶、
 

圆顶 ·图案整体 ·暖光光谱

·天然材料 ·直线和直角 ·有边界的空间 ·光造型

·视图和远景 ·自然特征模拟 ·过渡空间 ·宽敞

·立面绿化 ·生物形态 ·链接的系列和链 ·空间变异性

·地质和景观 ·地貌 ·零件到整体的集成 ·空间作为形状和形式

·栖息地和生态系统 ·生物仿制品 ·互补对比 ·空间协调性

  亲生物设计的核心理念是在设计中融入自然元素,
 

创造一个与自然界直接联系、
 

物理上存在或短暂呈

现的生物亲和环境[18]。
 

该设计理念的实施主要依赖两个关键因素:
 

自然图案和自然元素。
 

自然图案在亲生

物设计中的应用包括创建与自然的视觉连接和非视觉连接,
 

提供无规律感官刺激,
 

整合热环境变化、
 

风的

流动、
 

水的特征、
 

动态和散射光效果,
 

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
 

自然元素融入设计的方式包括采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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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材料、
 

模拟自然形态与结构、
 

引入生物栖息地特征等。
 

这些设计模式的目的是模拟自然环境的各种方面,
 

激发人们感官体验并增强对自然美的感知(表3)。
表3 空间自然的14种亲生物模式

自然图案  自然元素  

与自然的视觉联系 自然元素的视觉

与自然的非视觉联系 感觉一些与自然有关的东西

非节律性感觉刺激 自然随机自发动作(鸟鸣、
 

松涛声等)

热变化和气流变化 模拟自然的气候略有变化

水的存在 通过用水提高参与度

动态和漫射光 随时间变化的光浓度

与自然系统的连接 大自然的机制

  如表4所示,
 

亲生物模式的基本框架包括体验维度、
 

设计目标、
 

自然要素以及模拟景观的具体实例。
 

亲生物设计模式的灵活性允许设计师根据项目特定需求和用户偏好,
 

采用多种形状和形式进行设计。
表4 亲生物模式的基本框架

图案 体验   目标  
示例

自然要素 模拟景观

与自然的视觉联系 刺激和镇静 改变焦点以提供放松感 动物 绿色墙壁

与自然的非视觉联系 可识别且舒适 参与以减少压力 流动的水 自然声音模拟

非节律性感觉刺激 参与并激励 集中注意力以提神醒脑 微风 表面上的水反射

热变化和气流变化 活力四射,
 

令人耳目一新 感知气流和热变化 阴影和树荫 通风通道

水的存在 感官沉浸与冥想引导 增强体验,
 

促进沉思 天然降雨 水族馆

动态和漫射光 戏剧性、
 

阴谋与冷静 注意并保持昼夜节律 阳光直射 光线分布

与自然系统的连接 怀旧、
 

体贴、
 

放松 提高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管理 地质形态 水景基础设施

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旨在探讨乡土植物与亲生物设计对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以及社会

和文化交流5个方面的影响,
 

并提出以下假设:

H1:
 

乡土植物的运用能够提升游客对公园环境的情感体验,
 

包括放松感、
 

愉悦感和归属感。

H2:
 

通过引入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元素,
 

增强游客对公园环境的喜爱和认同,
 

进而促进游客的重访

意愿和推荐意愿,
 

以及参与相关活动的积极性。

H3:
 

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的运用能够提升游客对公园环境设计要素的感知程度,
 

包括美观度、
 

舒适

度和生态可持续性等。

H4:
 

通过引入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
 

能够增强游客对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的认知和意识,
 

提升他们

对生物多样性、
 

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重视。

H5:
 

乡土植物作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与亲生物设计的结合能够促进游客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增强游客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进而推动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 结果与分析

3.1 游客情感及行为意向调查问卷信度检验

正式问卷调查所收集的284个样本数据完整,
 

无缺失值。
 

经过信度分析,
 

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

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以及社会和文化交流这5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0.809、
 

0.831、
 

0.812、
 

0.821和0.819,
 

均超过了0.8的阈值。
 

这一结果表明5个因子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所测量的内容较为

稳定且可靠。
 

因此,
 

本问卷整体信度较好,
 

所获取的数据能够准确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
 

为后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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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3.2 游客情感及行为意向调查问卷效度检验

表5为亲生物设计量表中各潜在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从表5中可以看出,
 

所有潜在变量间均呈

现出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在0.384~0.610之间,
 

且这些相关系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分

析发现,
 

情感体验与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其中与行为意向的

相关性较强(r=0.510),
 

与认知和意识的相关性稍弱(r=0.384)。
 

行为意向与设计要素感知的相关性最高

(r=0.610),
 

表明个体对设计要素的感知会直接影响其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与认知和意识之间也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r=0.492),
 

说明设计要素感知能够促进个体认知和意识的提升。
表5 亲生物设计量表相关性分析

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

情感体验 1

行为意向 0.510** 1

设计要素感知 0.455** 0.610** 1

认知和意识 0.384** 0.519** 0.492** 1

  注:
 

**表示p<0.0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2 游客情感及行为意向验证因子分析路径

为了验证数据的适用性和模型的合理

性,
 

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偏度和峰度检验。
 

结果显示,
 

所有测量问项的偏度绝对值介于

0.009至1.680之间,
 

这一范围符合正态分

布标准,
 

因此可以认为样本数据近似服从正

态分布。
 

为了检验量表的结构有效性,
 

进一

步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此过程中,
 

利

用Amos
 

24.0建立了情感及行为的结构方

程模型(图2)。

3.3 假设检验

针对游客积极情感的假设检验,
 

将收集

到的有效样本数据导入结构方程建模软件

AMOS
 

24.0中,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

究4个预设前因变量与游客积极情感之间的

关联性,
 

所得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亲生物

设计与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以及认知和意识之间的路径系数均具有较高的t值,
 

分别达到了8.564、
 

9.012、
 

9.054和7.564,
 

这些t值

均超过了统计显著性水平,
 

因此假设路径均得到了支持。
 

然而,
 

对于亲生物设计与社会和文化交流之间的

路径,
 

其t值为1.640,
 

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该假设路径未能得到支持。
表6 假设路径及验证

假设路径 t值 结论

亲生物设计→情感体验 8.564 支持

亲生物设计→行为意向 9.012 支持

亲生物设计→设计要素感知 9.054 支持

亲生物设计→认知和意识 7.564 支持

亲生物设计→社会和文化交流 1.640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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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文探究了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对游客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层面的综

合影响,
 

并聚焦这些因素与社会和文化交流之间的潜在关联及其相互关系。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
 

结果表明在亲生物设计条件下,
 

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以及认知和意识之间呈现出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5)。
 

情感体验与行为意向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表明,
 

当游客在公园中感受到更多积

极的情感体验时,
 

更倾向于产生回访和新访问的行为意向,
 

通过增强游客的情感体验可有效提升游客的忠

诚度和回访率,
 

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19]。
 

设计要素感知与情感体验和行为意向之间的正相关性强调了设

计要素在塑造游客体验中的关键作用。
 

具体来讲,
 

游客对公园中植物和其他自然元素的感知越强烈,
 

他们

的情感体验越积极,
 

从而更可能产生强烈的行为意向,
 

与前人研究结论相一致[20]。
 

这一结果支持了将乡土

植物融入景观设计的亲生物设计理念,
 

因为它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自然体验。
 

认知和意识提升也与

情感体验和行为意向呈正相关,
 

表明提高游客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识可以促进他们的积极情

感体验和行为意向。
在情感体验方面,

 

亲生物设计运用乡土植被、
 

水体元素、
 

自然光与声等多元感官刺激,
 

有效地激发了

游客的积极情绪反应。
 

这一结果与先前研究[21]相一致,
 

表明亲生物设计能够创造出生机盎然且富有情感联

系的空间环境,
 

从而提升游客的情感体验质量[22]。
 

游客对亲生物设计的积极情感体验明显促进了其行为意

向的变化。
 

本文结果表明,
 

当游客感受到空间中的亲生物特征时,
 

他们更倾向于在未来重访该公园,
 

并推

荐给他人(t值=9.012),
 

这进一步证实了亲生物设计在塑造游客行为意向方面的积极作用。
 

设计要素感知

作为中介变量,
 

在亲生物设计影响游客情感体验及行为意向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游客对公园内亲生

物设计要素的深刻感知(t值=9.054),
 

不仅加深了对生态环境价值的认知理解,
 

也增强了保护和维护生态

系统的意识(t值=7.564)。
 

此发现与先前理论相符,
 

即亲生物设计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自然环境的敏感度和

认同感,
 

从而引导其形成更加绿色可持续的行为选择[23]。
 

虽然亲生物设计在多个维度上产生了显著效应,
 

但在促进社会和文化交流方面并未得到强有力的支持(t值=1.640),
 

意味着在城市公园设计过程中,
 

除了

强调亲生物性外,
 

还需结合其他社交与文化因素共同营造有利于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

4.2 结论

本文深入探讨了乡土植物和亲生物设计对游客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
 

认知和意识的影

响及其相互关系。
 

在亲生物设计条件下,
 

游客情感体验、
 

行为意向、
 

设计要素感知以及认知和意识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亲生物设计能够有效提升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
 

进而增强其行为意向和对设计

要素的感知能力,
 

同时也促进游客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认识和意识。
 

情感体验与行为意向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表明,
 

游客在公园中感受到的积极情感体验是促使其产生回访和新访问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
 

这一发现

对于公园管理者而言具有指导意义,
 

即通过优化景观设计来提升游客的情感体验,
 

进而增强游客的忠诚度

和公园的吸引力。
 

设计要素感知在游客体验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游客对公园中植物和其他自然元

素的感知越强烈,
 

他们的情感体验就越积极,
 

从而更可能产生积极的行为意向。
 

这一结论强调设计要素在

塑造游客体验中的重要性,
 

为未来的景观设计提供了参考。
 

认知和意识的提升也与游客的积极情感体验和

行为意向呈正相关,
 

可以促进他们的积极情感体验和行为意向。
 

虽然亲生物设计在多个方面产生了显著效

应,
 

但在促进社会和文化交流方面并未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提示在未来的亲生物设计实践中,
 

需要更加注

重融入社交和文化元素,
 

创造更加全面、
 

多元的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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