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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厘清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对国内自行车旅游研究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文章基于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对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1068条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文献信息进行梳理,通过关键词共现

图谱和时区图谱分析发现: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呈现概念界定、旅游者分类与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影响、研究

方法5大热点;热点演进经历了现象探索阶段、理论总结阶段和理论深化阶段3个阶段;研究内容遵循“产业发

展—旅游者需求—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方法呈现由单一质性研究向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并举的过

渡.未来研究可从概念框架、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路径、细分群体深层动机、实验研究范式等方面进一步纵深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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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loringtheresearchhotspotsandemergingtrendsofforeignbicycletourismcanbeauseful
referencefordomesticbicycletourismresearchandindustrypractice.TheCiteSpace5.6.R5wasusedto
conductaquantitativeanalysisof1068piecesofliteratureinformationcollectedinthecorecollectionof
WebofSciencefrom1998to2019,andtheresultsshowedthat:1)Definitionoftheconcept,classification
andneedsoftourists,destinationmanagement,tourismimpact,andresearchmethodswerefivemajor
researchhotspots.2)Theresearchprocesshadbeendividedintophenomenonexplorationstage,theory
summarystageandtheorydeepeningstage.3)Theemergingtrendof“industrydevelopment-touristneeds-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destinations”wasobvious.4)Theresearchmethodologyshoweda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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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民低碳环保意识的觉醒和游客旅游体验需求升级,自行车旅游日益成为备受欢迎的国际旅游形

式,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产业实践方面,北美及丹麦、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走在前列,20世纪90
年代,英国、美国等已规划建立国家自行车道路系统、行业协会或联盟,澳大利亚还将发展自行车旅游提

升至国家战略层面[1-2].新世纪以来,低碳消费理念不断传播,国际自行车赛事举办日益增多,自行车旅游

作为一项低碳环保兼具休闲娱乐功能的运动随之在中国、新西兰等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盛行.国外自行车旅

游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对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注,2005年以来,自行车旅游作为新

兴旅游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学者们围绕自行车旅游概念界定、旅游者分类与需求、旅游影响、目的

地管理等主题展开了系列探讨[3-4],研究方法呈现不断优化趋势.反观国内虽不乏运用传统文献分析方法对

自行车旅游研究进行的总结[5],但尚未有运用文献计量方法,绘制知识图谱、探索演进趋势的尝试,该领

域研究热点及其前沿趋势仍不明晰.CiteSpace是一款对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分析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具备

关键词共现、突现词检验等功能,可对文献数据进行便捷化处理[6].鉴于此,本文拟运用CiteSpace5.6.R5
软件对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自行车旅游研究和产业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以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库.基于文献查阅和主题关键词筛选,选定“bicycletourism”
“cyclingtourism”“bicycletouring”“biketour”“bicycletravel”“cyclingvacation”“bicycletourist”

图1 1998-2019年国外自行车旅游

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

“cyclist”“bicyclevisitor”作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

索,共获取相关文献1096篇,去除会议论文、书

评、宣传稿及其他与主题不符的文献,对检索结果

进行去重整理后,最终获取到1998-2019年间的

1068条文献信息(截至2019年11月30日).对文

献信息按年份整理可得到1998-2019年国外自行

车旅游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图1).从图1可

知,近年来自行车旅游发文数量整体呈波动增长

趋势,特别是自2005年以后整体增幅明显,峰值

出现于2019年(106篇),为1998年(11篇)的近

11倍,表明自行车旅游现已获得学界较多关注.

2 结果分析

2.1 研究热点

高频关键词对于揭示某一领域核心热点具备较强解释度[6].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功能,设置阈

值为TOP50进行关键词图谱分析,可得到1998-2019年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
根据CiteSpace文献计量原理,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颜色深浅反映该关键词出现年份.
同时,剔除主题不明确的热点关键词后,再对共现频次排名前100的热点关键词进行主题分类,得到国外

自行车旅游研究热点关键词列表(表1).结合图2与表1可以发现,热点关键词主要集中在自行车旅游概念

界定、自行车旅游者分类与需求、旅游影响、目的地管理、研究方法5大研究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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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8-2019年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热点关键词图谱

表1 1998-2019年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热点关键词列表

研究热点 代表性关键词

概念界定 bicycletourism(自行车旅游);sustainabletourism(可持续旅游);low-carbontourism(低碳旅游)

旅游者分类与需求

performance(表现);cyclist(自行车骑行者);bicycling(自行车骑行);expenditure(支出);time
(时间);response(反应);choice(选择);gender(性别);recreationalcyclist(休闲自行车骑行
者);satisfaction(满足);involvement(涉入);exercise(锻炼);demand(需求);climatechange
(气候变化);physicalactivity(体育运动);conservation(保护);behavior(行为);determinant
(决定);health(健康);participation(参与);experience(经历);travel(旅行);perception(感
知);attitude(态度);tourismdemand(旅游需求);dynamics(活力);poweroutput(力量释放);
efficiency(功效);reality(真实);recreation(休闲);enduranceexercise(持续锻炼);qualityof
life(生活质量)

目的地管理

management(管理);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destination(目的地);community(社区);indus-
try(行业);environment(环境);transport(交通);strategy(策略);resource(资源);issue(问
题);governance(整治);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sustainable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eco-
systemservice(生态系统服务);emission(排放);energyexpenditure(能源消耗)

旅游影响
impact(影响);growth(增长);risk(风险);tourismdevelopment(旅游发展);economic(经
济);benefit(利益);injury(损伤)

研究方法 model(模型);contentanalysis(内容分析);record(记录);experiment(实验)

2.1.1 自行车旅游概念界定

自行车旅游既包含低碳特点,又具有运动元素,还兼具休闲功能,是一种融合多种旅游形式和特点的

“混杂体”.在对其进行定义时,国外学界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该领域的研究较少.
Tobin[3]最早回顾了风行于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自行车潮”现象,认为自行车旅游是人们以自行车为交

通工具的一种观光、休闲方式,这是最早关于自行车旅游的描述性定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行车旅

游在英国、丹麦、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最先兴起,部分学者给出了较具代表性的概念定义.如Lumsdon[7]提
出,自行车旅游可以是半天或一天的观光游或者远距离的休闲度假活动,其基本标志是旅游者认为骑行是

其旅游活动中的重要部分.Simonsen等[4]认为,自行车旅游是一种任何国籍的人都可以从事的不同于一般

短途通勤活动的休闲娱乐方式;Ritchie[8]则基于新西兰的自行车旅游情况给出了更为全面的概括:自行车

旅游是旅游者离开其常住地至少24小时或者一晚,其目的在于观光或度假,且以骑行作为主要交通方式,

既可以独立进行也可由旅游机构组织的一种旅游方式.整体来看,此阶段的定义虽对骑行距离和时间做出

限定,但仍对自行车旅游者特征、类型等缺乏限定,且对旅游目的、时间等限定过于宽泛.新世纪以来,自

行车旅游潮流开始涌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受产业实践推动,其技术定义相继出炉.其中,以Lam-
ont[1]提出的技术定义影响最大,其认为,自行车旅游类型包括一日游(最小的非往返旅行距离为50km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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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时间超过4小时)和过夜游(最小的旅行距离为40km且停留时间超过一晚);旅游目的主要包括度假、
娱乐、休闲和参加或观看自行车比赛等;组织形式包括团体组织(如参加商业或者慈善骑行活动)及独立组

织.这一技术性定义成为之后产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因其主要针对澳大利亚自行车旅游发展

制定,故该标准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仍有待商榷.
2.1.2 自行车旅游者分类与需求

与自行车旅游概念界定类似,自行车旅游者的“轮廓”也经分类体系不断完善而逐渐清晰.早期研究以

“自行车”作为判断自行车旅游者的唯一标识,自行车旅游者特征相当模糊.随着自行车旅游概念日益丰满,
对旅游者的划分也被提上日程.如:按照旅游者是否将骑行作为旅游体验的全部活动,自行车旅游者被划

分为狂热骑行者(Cyclingenthusiast)和骑行爱好者(Occasionalcyclist)[3].显然,此类划分方法区分标尺并

不明确.21世纪以来,各类自行车赛事的举办推动自行车旅游快速发展,在产业驱动下出现更加细化的划

分方法,如Lamont[1]提出可将其划分为独立自行车旅游者(Independentbicycletourist)、休闲自行车骑行

者(Recreational(daytrip)cyclist)、赛事参与者(Touristofattendingevents)3类,该方法将自行车赛事旅

游者加入旅游者分类,虽部分解决了长久以来赛事旅游者在归类时被“悬置”的问题,但实际上,赛事参与

者既包括旅游者也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因此统计口径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存疑;Pesses[9]则根据科恩的旅游

者分类方法提出更为成熟“四分法”方案,其依据制度化程度将旅游者划分为自行车漂泊者、自行车探索

者、个体大众自行车旅游者、有组织的大众自行车旅游者4类群体的“连续体”(图3),该分类方法认为自行

车漂泊者是完全独立骑行、追求体验最大自由化的骑行者;而有组织的大众自行车旅游则是完全商业化的

旅游行为,旅游者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其他两类的旅游者体验则处于这两个类别之间,该方案因充分考虑

到自行车旅游者体验的自由化和商业化程度,明显更为科学有效.

图3 自行车旅游者分类[9]

需求方面,从表1中“physicalactivity”“conservation”“health”“participation”“recreation”“reality”
等高频词可以看出,自行车旅游者需求较为多元,主要可归纳为身体健康需求、世俗休闲需求、精神升华

需求3类.早期研究聚焦旅游者身体健康需求、世俗休闲需求.在身体健康需求方面,研究发现旅游者将骑

行作为运动锻炼的有效方式,追求其在降低血压、增强心肺功能、延长寿命等方面的身体健康绩效[10];在

世俗体验需求方面,旅游者则希望通过骑行实现远离交通噪音、欣赏风景、放松身心、交友、休闲娱乐等旅

游目的[11];近年来,伴随研究者“凝视”角度的拓宽深入,加之长途骑行旅游者“超脱”于大众旅游者的个性

化旅游需求日益显露,学界对自行车旅游者需求解读发生转向,表现为从旅游者精神需求切入的研究明显

增多.有研究发现[12],尽管自行车旅游者的需求会因不同的细分市场而有所差异,但其主要的深层需求在

于挑战自我、逃避现实、寻求身心的和平与安宁等方面;有研究[13]运用休闲动机理论对其需求展开定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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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与大众旅游者相比,自行车旅游者十分关注骑行对身体的再创造与恢复功能,即通过骑行体验重

塑“完整的自我”.也有研究者[14]基于存在主义真实性理论展开剖析后认为,自行车旅游者的最大需求在于

寻求“冒险与真实”,这为构建自行车旅游者精神需求理论框架斩获到哲学层面的支撑和依据.
2.1.3 旅游目的地管理

在旅游目的地语境下,“management”“sustainability”在图2中的节点较为突出,且该热点下的代表性

关键词在5大热点中占比最大,表明在自行车旅游效益驱动下,目的地营销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当

前研究的又一热点.在营销管理方面,研究主要探讨线路营销和目的地国家的形象塑造等内容.自行车道建

立初期,往往作为通勤小径之用,其旅游价值并未充分彰显.在自行车旅游经济的驱动下,目的地营销管理

话题掀起热潮,如根据旅游线路的安全性、便捷性、交互性、与自然风景融合等需求,有学者[7]提出利用废

旧铁路以及与现有公路串联等方式进行线路改造、建立风景名胜小径等方法达到合并现有资源、带动乡村

发展、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此外,沿线露营地、路标、公共厕所、便利店、维修点等支持设施和配套服务

的完善也被一再强调[1].针对目的地形象的提升,学界们提出一方面可从旅游资源、可达性、基础设施、辅

助设施等供给角度提升自行车旅游地的吸引力[8],另一方面则需以旅游者所期望的旅游体验出发,从推广

线路的可达性与挑战性、排除安全隐患、规范目的地管理、提供即时旅游信息、发放旅游纪念品、营造和谐

的目的地氛围等需求维度满足游客需求,以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国际旅游目的地[13].同时,在自行车旅游市

场日趋成熟的趋势下,如何打造可持续的旅游目的地成为不少国家关注的焦点.Simonsen等[4]最早于1996
年发文明确提出自行车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的研究多延续目的地供给

视角,提出可从打造环保、智能、共享的自行车系统、优化道路的安全性、实现道路的分区分段管理等路径

发力[9],也有研究从友好社区建设[8]、自行车旅游与葡萄酒旅游融合等角度进行探索.整体而言,基于游客

视角的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研究仍呈空白状态,如何从游客满意度、体验感知等需求视角促进目的地可持续

发展值得期待.
2.1.4 自行车旅游影响

自行车旅游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目的地的影响,以经济影响为主;二是对旅游者自身的影

响,分为身体和心理2个层面.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研究认为自行车旅游能够为目

的地及沿线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宏观层面上,研究发现自行车旅游者消费能力较强,旅行停留时间较长,
经合理培育后市场潜力较大.如有学者发现,与汽车旅游等形式相比,自行车旅游者在沿线农村地区停留

时间更长、消费更多,从而有利于带动沿线乡村社区经济复苏与协同发展[15-16];微观角度来看,自行车旅

游者的兴起,在带动沿线乡村等欠发达地区的住宿、餐饮、车辆保养与维修等产业人员就业的同时,也对

偏远且尚未开发的线路、景点景区起到有效宣传推介作用,有利于资源禀赋较高的景观走进大众视野,从

而为挖掘当地旅游资源价值、推动目的地创收提供持续动力[17].近年来,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到自行车旅游

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如Dickinson等[18]认为,由于旅游者往往需要通过其他交通工具将自行车运输到目的

地,这使得其环境效益难以客观测算.同时,自行车赛事的举办,也可能给环境带来潜在负面影响,如土壤

侵蚀、压实和植被踩踏、倾轧等[19].
除上述影响外,自行车旅游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影响现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身体层面上,通过对骑

行前后长距离、高强度自行车旅游者的脉搏、血压等指标进行测量发现,骑行可能导致骑行者颈部、背部、
手和膝盖等部位骨骼意外损伤和神经损伤[20];而在心理层面,Otero等[21]学者研究认为,自行车旅游能够

为旅游者带来心理上的正面效益,例如:改善自我认知、感受身心和谐、寻找到久违的存在感与真实感等.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9],自行车旅游作为一种“孤独的努力”,它使旅游者离开自己的舒适空间,旅游者也

可能产生心理焦虑和压力等负面情绪.并且,自行车旅游作为旅游者渴望“在路上”的个性化表达方式之一,
是否会导致运动成瘾等心理疾病的出现目前仍不明确.
2.1.5 研究方法

国外自行车旅游的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2种方式展开.在数据获取方法上则较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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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质性研究方面,Mitchellt等[22]在关于“乐观偏差”(Rosyview)现象的研究中,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准

实验方法对为期3周的自行车旅游团队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自行车旅游者对于旅行的评价呈现“高 低 高”

的变化规律.Lumsdon等[7,23]则利用骑行日记就北海自行车骑行者和二战时期瑞典骑行者的消费特征、骑

行经验进行文本分析和回顾,发现自行车旅游使得沿线农村地区物价上涨、人们的支出水平上升.此外,随

着移动视频影像技术和GIS技术的日益成熟,更多研究开始尝试对自行车旅游者的流动性体验特征、自行

车道远程控制系统展开研究,并创新提出视频民族志等新的质性研究方法[24-25].在定量研究方面,早期主

要对自行车运动员的脉搏、血压等指标进行测量,发现高强度、长距离的骑行易诱发骑行者骨骼、神经以

及生殖系统等方面的疾病[26];近年来,更多研究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模型等方法对目的地发展现状、

骑行者需求、动机等进行深层次探究.如 Winters等[12]通过对温哥华1402名自行车赛事参与者进行问卷调

查,评估73个旅游动机因子后发现,参与者最主要动机是远离交通噪音、污染及欣赏优美风景,这对自行

车线路选址和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Meng等[27]则依据目标导向模型(MGB),收集中国某自行车俱乐部

中394位自行车游客的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积极预期情绪直接影

响自行车旅行者的行为意图.整体来看,早期研究多运用参与式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对自行车旅游

现象进行简单描述,近年来基于问卷调查[8]、SEM[27]、便携式生理指标测量仪等新方法的定量研究虽有所

增加,但整体仍停留在较浅层次的数理统计层面,结合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实验学等相关学科进行跨

学科的研究方法创新相对不足,且基于相关成熟理论的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亦相当匮乏.

2.2 演进趋势

将代表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热点的高频关键词进行主题路径分析,可得到1998-2019年国外自行车

旅游研究热点演进时区图谱(图4),该图谱按时间顺序依次呈现每个关键词的首现年份,便于对国外研究

热点展开纵向分析,把握其演进趋势.

图4 1998-2019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热点演进时区图谱

结合图1国外研究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可将该领域研究划分为3大阶段:
(1)现象探索阶段(1998-2004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英、美等国的自行车绿道系统(NCN)

相继建成,在东海岸绿道联盟(EastCoastGreenwayAlliance)等众多骑行组织和团体的宣传推广下,自行

车旅游在发达国家风行一时,相关研究开始陆续关注到这一潮流.以1998年Simonsen和Jorgenson发表

的第一本自行车旅游专著为标志,自行车旅游研究正式起步,此阶段研究重点在于目的地规划、管理及其

经济效益,主要是基于产业层面的市场调研、潜力分析、发展建议,并对自行车旅游概念进行初步定义,整

体而言,该阶段研究水平较为有限,仅有“bicycletourism”“destination”“management”“economic”等少数

几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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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总结阶段(2005-2015年).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方式开始为

更多国家所关注,2003年英国出版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对低碳经济进行诠

释,低碳理念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自行车旅游作为典型的低碳环保经济模式引发学界更多关注.
但与早期自行车旅游研究主要关注产业经济不同,受新世纪初以来的体验经济研究热潮影响,该阶段研究

开始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旅游者人口和行为特征、需求特征、体验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颇受关注,且在

产业实践敦促下孕育出更为规范的自行车旅游技术定义.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研究仍以游记文本、视频

影像、GIS轨迹等数据素材为主,质性研究仍占主流,基于案例的定量研究、综合研究、跨学科研究较少.
(3)理论深化阶段(2015年以后).该阶段发达国家自行车旅游产业趋向成熟,自行车停车场(Fietsde-

pot)、自行车公园(Bikeparks)、自行车租赁(Bikerentals)等配套产品与服务发展如火如荼,加之环法自行

车赛(TourdeFrance)等国际性赛事成功举办,对自行车旅游文化(Cyclingculture)的推广和成型起到重要

助推作用[29],自行车旅游对目的地经济的“引擎”驱动作用和可持续发展策略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亦

成为学者们探索的新热点.围绕此热点,学者们主要从目的地基础设施智能化、共享化、分区分段管理、社

区参与等角度进行探索[8-9];此外,随着自行车旅游潮流开始涌向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如何借鉴和输出

发展经验也成为学界感兴趣的话题[28].研究方法上,运用模型、实验等方法对旅游者体验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量化实证成为新趋势[22,27],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该领域研究迈向更深层次.归纳而言,国外自行车旅游热

点呈现“产业发展—旅游者需求—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过渡顺序,在方法上则遵循由质性研究向质性研究

和量化研究并举的演进规律.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研究热点上,自行车旅游(bicycletourism)、自行车旅游者(cyclist)、管理(management)、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等是热点关键词;自行车旅游概念、旅游者分类与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影响、研究方法

是五大热点主题,目前概念适用性存疑、旅游者体验和需求缺乏关注、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等“桎梏”亟待

破解.
演进趋势上,国外自行车旅游研究发文数量呈波动增长趋势,2005年后整体增幅明显,结合研究热点

时区图谱,可大致将其划分为现象探索阶段、理论总结阶段和理论深化阶段3个阶段;研究内容上遵循“产
业发展—旅游者需求—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方法上则呈现由质性研究向质性研究和量化

研究2种方法并举的过渡.
以上实践表明,CiteSpace在对海量文献信息进行计量分析时具有客观、高效、可操作性强的突出优

势,是对传统文献综述方法的一种有力补充.

3.2 展望

第一,完善自行车旅游概念框架.作为兼具生态环保和旅游休闲功能的新业态,自行车旅游近年来在

各国悄然兴起,但限于概念定义、测评体系等理论基础存在短板,导致其在生态、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效

益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测度,产业边界和产品形态十分模糊,研究统计口径、学术研讨边界也亟待统一.尽管

国外的自行车旅游定义趋近成熟,但仍存在相关概念混淆、衍生概念模糊、技术定义普适性存疑等问题.未
来研究可以现有定义为参照,从供给和需求2种视角对自行车旅游及其相关概念进行系统区分和定义;还

可以从统计标准和口径上对其技术性定义予以科学规定,创造性提出适用于中国情境的本土化概念.
第二,加强基于游客体验的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自行车旅游作为“慢”旅游的重要形式,具有

典型的流动性、具身性、实践性特征,骑行者能够“设身处地”地与目的地的人、物、景等进行深入互动,感

知目的地的“冷暖”,因此目的地任何“隐秘的角落”都可能被放大.既有研究多从供给层面给出目的地可持

续发展建议,未来研究可从旅游者体验一侧发力,关注自行车旅游者骑行过程中的情感变化、身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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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氛围感知等内容,以便为目的地的营销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基于骑行者体验及其满意度方面的理论

指导.
第三,关注细分群体深层动机与价值追寻.文献综述过程中,Pesses的自行车旅游者分类体系引起笔

者高度注意,特别是非制度化的自行车漂泊者,其具备的“行程和线路均不固定,目的在于观光和感受地方

文化,更喜欢食宿在当地人家里”等特征与近年来日益火爆的入藏骑行者、台湾环岛骑行者等骑行群体行

为有着高度相似,这些渴望摈弃制度化和商业化的旅游行为背后隐藏的深层动机、体验感受与价值追求值

得探讨,未来研究可对不同细分群体的人口和行为特征、骑行动机与价值感知等方面的差异给予更多关注.
第四,注重实验研究范式借鉴和运用.传统自行车旅游研究多采用断面数据或文本分析,致使结论信

效度问题受到质疑,而源自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范式以论证强度高、科学性强的突出优势,已被广泛运用

于旅游学等众多社会科学研究中.自行车旅游者,特别是远距离自行车骑行者由于旅行时间较长、强度较

大,有较好的实验基础条件.因此,未来研究可基于手机移动终端、眼动仪、心电、脑电、皮肤电、事件相

关定位等便携式生理指标测量设备,借鉴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设计更多的准实验或实验室

实验,以深入探究自行车旅游的身体效益、健康风险、体验感知、精神效益等现存难点问题,为自行车旅游

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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