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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微型体育文化公园建成环境
对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影响①

文君瑶, 刘静, 张建林

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将高密度城市发展中常被忽视的边角地微型公园化,是提高城市品质的重要手段.在当今人口老龄化加剧、
慢性病发病率增高的时代,建设微型公园也是促进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动,建设健康城市的重要途径之一.以重庆市

9个微型体育文化公园为研究对象,在对公园建成环境和老年人体力活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相关分析和核密

度分析等方法,对公园建成环境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环境要素上,座椅密度、器械密度和商业设施

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具有支持作用;从活动空间看,体力活动更多发生在硬质活动场地,其余依次为球类场地、健身

器械场地、儿童活动场地和商业设施场地.在此基础上,为促进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动,促使更多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的发生,对微型体育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提出了优化建议.
关 键 词:体育文化公园;建成环境;老年人;体力活动;边角地

中图分类号:TU98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5471(2022)08 0064 12

InfluencesofChongqingMiniatureSportsCultureParkBuilt
EnvironmentonPhysicalActivitiesofthe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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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ni-parkingofcitycornersthatareoftenoverlookedinthedevelopmentofhigh-densitycitiesis
animportantmeanstoimprovethequalityofthecity.Intodaysagingagewithfrequentoccurrenceof
chronicdiseases,itisalsooneoftheimportantwaystoimprovethephysicalactivityoftheelderlyandto
buildahealthycity.Inthispaper,9miniaturesportscultureparksinChongqinghavebeentakenasthe
researchobject.Basedonthesurveyoftheparksbuiltenvironmentandthephysicalactivityoftheelder-
ly,bymeansofcorrelationanalysisandnucleardensityanalysistoconduct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
analysisoftheparksbuiltenvironment.Theresultsshowthat,intermsofenvironmentalfactors,seat
density,instrumentdensityandcommercialfacilitiescansupportthephysicalactivitiesoftheelderly;In
termsofactivityspace,physicalactivityoccursmoreinhardactivityvenues>ballvenues>fitnessequip-
mentvenues>childrensactivityvenues>commercialfacilitiesvenues.Inordertopromotethephysical
activityoftheelderlyandincreasetheoccurrenceofmoremiddle-highphysicalactivity,thispaper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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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而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程度持续增高,预计于2050年老龄化将达到峰值,以60岁及以上作为划定老年人口的标准,到2050年将

有接近5亿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约36.8%,因此关注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刻不容缓.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

提高,慢性病高发成为老年人寿命的最大威胁.大量研究表明,体力活动能够缓解慢性病的发病率,包括老

年人易患的肥胖病、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等[1-2].近年来,国内外多个学科致力于探索建成环

境与体力活动的相关性[3],大量研究表明建成环境是影响体力活动的重要方面[4].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是促

进居民参与体力活动的关键载体,在当今城市高密度存量发展趋势下,大中型公园开发受到众多限制,而

在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边角地,其占地面积较小、可达性高、分布广泛,是城市更新中重要的活力资源.并
且,已有研究证明,具有一定吸引力与安全性的微型公园能促进更多的人进行体力活动[5].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城市品质,重庆市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了众多体育文化公园.2021
年1月,92个体育文化公园已全部开放,通过设置各类健身设施(达1200多个),为市民提供了健身锻炼

的公共空间.通过2020年6-8月对第一批次30个公园进行预调研,结果显示这类免费开放、可达性强、
设施丰富的体育文化公园的主要受众为老年人.微型体育文化公园为老年人们提供了健身锻炼的场所,随之

产生了一定的健康效益.但各个公园的使用活力有一定差距,部分公园使用率低,未能满足老年人的体育锻炼

需求,且现状公园中低强度体力活动类型占比过半.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研究选取重庆市微型体育文化公园

为观测对象,采用相关分析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公园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系,以识别显著影

响老年人体力活动的环境特征,并提出促进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动的微型体育文化公园优化设计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调研对象

1.1.1 微型体育文化公园

微型体育文化公园是指向公众免费开放,有相应的配套设施,以体育文化活动和休闲游憩等为主要功能

的、占地面积小于等于10000m2 的公园.根据研究对象及主题,调研对象应具有的特征是:①使用活力较高;
②有丰富的体育文化活动设施;③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本研究从重庆92个体育文化公园中选定9个作为

研究样本,编号为P01-P09(图1),分别为安家咀、仰天窝、回龙桥、桂花园、红沙坡、凤鸣、回龙湾、丹龙和

松江体育文化公园,分布在主城7区,其中南岸区3个、渝北区2个、北碚区1个、江北区1个、沙坪坝区

1个、渝中区1个.9个公园原身皆为低效用地,大多位于居住区旁,周边居住人口较多.改造后公园场地类型丰

富,包含球类场地、健身器械场地和硬质活动场地等.这些公园于2019年陆续开放,深受周围老年人的喜爱.

图1 公园分布及其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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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体力活动

本研究的体力活动是指由骨骼和肌肉收缩产生、有一定能量消耗的任何身体运动,内涵上与身体活动

基本一致[6].根据代谢当量不同,可将体力活动进行强度分级:<3MET为低强度体力活动(非静坐),3~

6MET为中强度体力活动,≥6MET为高强度体力活动[7].体育文化公园中,老年群体涉及多种活动类型:

休憩静坐、聊天、育儿、操舞、器械健身、球类运动、唱歌及演奏等,根据代谢当量的大小进行强度划分(休

憩静坐行为在老年人活动中占一定比例,但过多的休憩静坐有害健康,因此将休憩静坐单独研究 )(表1).
而体力活动密度根据单位面积内体力活动人次的多少来计算[8],本研究选取各公园秋季和冬季共4日的活

动密度总和,对各个公园体力活动密度进行分析.
表1 体力活动强度分级

活动强度 活动类型 代谢当量/MET
休憩 静坐 1.0

低强度体力活动

观景及观看他人活动(站立) 1.2
聊天 1.5~1.8
育儿 2.5~2.8
棋牌 2.3

唱歌及演奏 1.8~2.3

中强度体力活动

慢走 3.0
遛狗 3.0
快步 3.8

打乒乓/打太极 4.0
打羽毛球 4.5

操舞 5.0

高强度体力活动

跑步 7.0
器械健身 7.0

篮球 6.0
足球 7.0

1.2 调研时间

观测时间为2020年10月—2021年1月,每个研究对象各4d(秋季2d:工作日1d+非工作日1d;冬

季2d:工作日1d+非工作日1d),共计36d.每日于8:00—20:00进行连续观测.

1.3 数据收集

1.3.1 环境因素

针对微型公园环境特征,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公园的组成部分如植被、草、树、开花植物和水

景能促进健康,公园的休息设施、安全程度和场地卫生对使用者的影响较大[9].可达性强的微型公园可作

为体育活动的催化剂[10],安全性和设施会影响微型公园的使用[11].场地面积大有利于满足使用需求,小型

场地的形状对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5,12].具有较高吸引力的微型公园往往有较多且丰富的休息设施,能

承载大型活动,绿地周边环境多样[13].同时,近年来针对老年人所关注的环境特征作了大量研究.其中具有

一定安全性的户外健身器材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14],公园的健身和休闲设施及服务供给状况与老

年人活动呈正相关[15].场地舒适程度是使用者满意度的重要指标 [16],场地可达性、安全性能促进老年人体

力活动水平[17-18],公园绿地密度较高时,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水平也会增加[19].
本研究对9个研究对象的环境因素特征进行了调查记录,同时通过半开放选题“本公园吸引您来活动

的原因是什么”获取使用者关注的环境特征.本次调查最终获得501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显示使用者关注

的环境特征为活动设施(61.48%)、所处位置(56.49%)、生态环境(35.13%)、景观舒适(22.75%)、自然

气候(20.96%)、文化氛围(4.99%)和安全性(3.79%)等.根据体育文化公园的建成情况,结合老年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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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及前人研究,本研究最终采用24个要素作为评价指标,通过现场观测、问卷调查及资料查询做出定量

和定性评价(表2).
1.3.2 活动空间

重庆市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导则将公园内部活动场地分为4类:球类、场道类、器械类和传统类体

育活动.其中,球类包括篮球、足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场道类包括跑道、健身步道和多功能健身场地;
器械类包括儿童游憩场地和室外健身器械场地等.结合使用情况,本研究将公园的活动空间分为6类,即

球类场地、步道类场地、硬质活动场地、儿童活动场地、健身器械场地和商业设施场地.
1.3.3 老年人体力活动特征

采用行为注记法,观察和记录9个公园内的老年人进行体力活动的位置及活动类型,并定位于平面图

上,记录间隔15min逐时段叠加.
表2 环境因素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的研究指标

研究层面 指标内容 衡量标准或计算方法

可达性

与城市道路连通度 公园可进入长度/公园周长

围合度 公园开敞性

高差 现场测量/资料查询

活动参与性

座椅密度
座椅数量/公园面积:①正式座椅;②类座椅:类
设施长度/人与人的最小社交距离(1.2m)[18]

球类运动场密度 运动场面积/公园面积

器械密度 器械数量/公园面积

儿童娱乐场密度 场地面积/公园面积

园路及铺装 硬质面积/公园面积

绿色生态性
绿地率 绿地面积/公园面积

空气满意度 使用者评价打分

景观舒适性

场地面积 资料查询

场地形状 场地面积/同等周长圆形

照明设施 数量/公园面积

界面通透度 使用者评价打分

噪声 TES-1350A噪声仪

垃圾桶 数量/公园面积

厕所 有或无

安全性

无障碍设计 使用者评价打分

标志牌 数量/公园面积

车辆穿行 有或无

设施维护 使用者评价打分

维护栏杆 有或无

文化氛围感
文化设施密度 数量/公园面积

商业设施密度 数量/公园面积

1.4 数据处理

将收集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核密度分析,前者用于描述环境因素-体力活动的依存关系(Sig.设为

0.05),后者用于分析活动空间与不同体力活动的关联性.数据处理采用SPSS25.0与GIS10.2.

2 结果与分析

2.1 建成环境特征

2.1.1 环境要素

9个公园的面积在1693~9246m2 之间,其中P05面积最小,P03面积最大.场地形状可分为块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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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状两类,块状场地紧凑度较高,其形状指数为0.58~0.69;条状场地分布松散,其形状指数为0.33~

0.50.在使用舒适性方面,P05和P09均无照明和厕所;P01和P04视线通透性最差,P02和P07视线通透

性最好;P05噪声最小,在60dB以下,其余均在60dB以上,P04噪声最大,主要是公园内部活动产生的;

P09则是因为位于桥底,有轻轨等噪声影响.在可达性方面,交通型公园P06和P04连通性较好;工作型

P09和P07较差.公园地形差异较大,根据地形可分为台地型、山坡型、山谷型和山顶型,场地内高差最大

是山坡型的P02,其次是山顶型的P07、山坡型的P03、平地型的P01和P06高差最小.在绿地率及参与性

设施密度方面,9个公园差别很大,P09的参与性设施密度仅有0.59/m2,P06最多,为21.17/m2,而满足

社区公园绿地率的仅有P02,P05和P09.在安全性方面,相关设施都比较缺乏,P01,P03和P08场地有车

辆穿行.在文化氛围感中,文化设施密度很低,其中仅P05,P06和P08有文化设施,8个公园都有商业经

营,包括贩卖机、售卖部和游乐设施等,仅P09没有商业设施.总体而言,9个公园建成环境差异较大,部

分公园设施不完善,具体环境特征的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公园环境特征和体力活动密度统计

公园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P08 P09

舒适性

可达性

参与性

绿色生态

安全性

文化氛围

体力活
动密度

场地面积/m2 5152 5200 9246 1902 1693 5554 8199 3803 6063
场地形状指数 0.68 0.58 0.46 0.33 0.63 0.47 0.69 0.64 0.33
照明密度/% 0.35 0.35 0.50 0.53 0 0.43 0.28 0.58 0
界面通透满意度 6.24 9.48 8.12 6.19 9.18 8.07 9.19 7.81 7.9
噪声值/dB 60.2 63.3 63.1 65.6 57.2 60.8 62.2 62.3 63.2
厕所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清洁卫生满意度 9.52 8.79 9.48 7.65 6.59 8.17 8.87 8.74 7.71

连接度/% 8.3 10.8 15.9 17.3 4.1 29.1 1.5 8.2 1.0
围合度/% 50 50 50 50 25 50 50 50 50
高差/m 2 32 13 5 8 2 14 6 4

座椅密度/% 1.28 1.12 0.62 3.31 0.74 1.25 0.77 1.19 0.24
运动场密度/% 3.59 1.29 13.29 0.26 5.08 15.23 9.76 6.94 0.15
器械密度/% 0.37 0.31 0.34 0.89 0.41 0.31 0.26 0.45 0.20
沙坑密度/% 0 0.46 0.43 1.16 1.77 4.38 0 0 0
硬质率 60.9 25.2 34.8 67.7 36.0 58.7 36.7 48.9 13.5

绿地率/% 31.4 74.5 51.5 26.7 61.6 41.4 57.3 32.0 80.1
空气满意度 9.72 9.08 9.56 7.56 9.76 9.37 9.57 9.23 8.73

无障碍设计 8.94 8.52 7.97 7.83 9.59 9.43 8.28 9.19 6.83
标志牌密度/% 0.23 0.44 0.18 0.42 1.06 0.36 0.24 0.63 0.08
车辆穿行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设施安全度/% 8.88 8.16 9.06 8.52 9.41 8.58 9.35 8.96 8.08
围护栏杆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文化设施密度/% 0 0 0 0 0.06 0.02 0 0.11 0
商业设施密度/% 0.1 0.08 0.01 0.42 0.06 0.02 0.04 0.11 0

休憩静坐 0.07 0.35 0.13 0.02 0.57 0.07 0.35 0.13 0.02
低强度体力活动 0.21 1.04 0.24 0.06 1.55 0.21 1.04 0.24 0.06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0.66 1.36 1.01 0.16 3.19 0.66 1.36 1.01 0.16
总体力活动密度 0.57 1.55 0.15 3.04 0.11 0.35 0.48 0.22 0.11

2.1.2 活动空间

根据实地调研,对具有不同环境要素、空间使用的公园内部活动空间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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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园活动空间类型统计

分类 活动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P08 P09

球类场地

篮球 / / √ / / √ √ √ /
足球 / / √ / / / / / /

乒乓球 √ √ / √ √ √ √ √ √
羽毛球 √ √ / / √ √ √ √ /

步道类场地
跑道 √ √ √ √ √ √ √ √ √

健身步道 / √ √ / / / √ / /

硬质活动场地 多功能健身 √ √ √ √ √ √ √ √ √
儿童活动场地 儿童游憩 √ √ √ √ √ √ √ √ /
健身器械场地 室外健身器械 √ √ √ √ √ √ √ √ √
商业设施场地 商业设施 √ √ / √ / / √ / /

  注:“/”表示无,“√”表示有.

2.2 老年人体力活动特征

2.2.1 活动人次分析

经统计,秋冬季节9个公园中,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动共计25713人次.从数量变化来看(图2a和

图2b),秋季与冬季参与体力活动的工作日与节假日间相差不大,表明季节与假期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影响

不大.而公园之间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力人次差别较大(图3),最多的是P02,平均2021人次;最少的为

P05,平均49人次,表明公园环境特征对游人数量起决定性的影响.

图2 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动的人次及类型分析

图3 不同公园的老年人活动人次

2.2.2 体力活动类型分析

在9个公园区域中,共统计到的老年人体力活动类型有:休憩静坐;观景及观看他人活动、聊天、育

儿、棋牌、唱歌及演奏等(低强度体力活动);散步、遛狗、打乒乓、打太极、打羽毛球、健身操、广场舞等

(中强度体力活动);跑步、健身、篮球、足球、骑车等(高强度体力活动).总体而言,休憩静坐的人次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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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15%,低强度的人次占54%,中强度的人次占25%,高强度的人次占6%(图2c).也就是说,微型体

育文化公园中,低强度活动是老年人主要活动类型,其次是中强度体力活动.而各个公园间主要活动类型有

一定差异(图4),P09以中高强度为主,其余都是以低强度为主.P01,P02,P05和P06中低强度活动占比高于

一半,P03,P04,P05,P07,P08和P09中高强度活动较多,超过30%,其余在19%~27%之间.已有研究统计部

分社区公园中,老年人以完全静坐为主要活动,约占总体活动的2/3[20].而微型体育文化公园中,老年人休憩

活动占比较少,仅P04中休憩静坐超过20%,其余都在5%~18%之间.

图4 不同公园不同强度体力活动占比

2.3 体力活动与环境要素的关联性

将体力活动与各环境要素进行关联性分析(*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筛选后得到与体力活动

显著相关的分析结果(表5和图5).
表5 相关分析结果

体力活动 噪声
座椅
密度

器械
密度

硬质率
空气

清新度
无障碍
设计

文化设
施密度

商业设
施密度

活动
类型
密度

活动
类型
比例

静坐

低强度
活动

中强度
活动

高强度
活动

中高强
度活动

总体
活动

休憩
静坐

低强度
活动

中强度
活动

高强度
活动

中高强
度活动

Pearson系数 0.611 0.931** 0.867** 0.487 -0.855** -0.240 -0.300  0.816**

Sig.值 0.080 0.000 0.003 0.183 0.003 0.533 0.432 0.007
Pearson系数 0.577 0.799** 0.670* 0.330 -0.709* -0.161 -0.356 0.800**

Sig.值 0.104 0.010 0.048 0.386 0.032 0.678 0.347 0.010
Pearson系数 0.628 0.923** 0.872** 0.487 -0.876** -0.305 -0.311 0.805**

Sig.值 0.070 0.000 0.002 0.184 0.002 0.425 0.415 0.009
Pearson系数 0.685* 0.909** 0.860** 0.440 -0.862** -0.250 -0.171 0.856**

Sig.值 0.042 0.001 0.003 0.236 0.003 0.517 0.660 0.003
Pearson系数 0.637 0.924** 0.874** 0.483 -0.878** -0.299 -0.295 0.814**

Sig.值 0.065 0.000 0.002 0.188 0.002 0.434 0.440 0.008
Pearson系数 0.622 0.894** 0.802** 0.426 -0.820** -0.230 -0.334 0.833**

Sig.值 0.073 0.001 0.009 0.253 0.007 0.551 0.379 0.005
Pearson系数 0.057 0.747* 0.639 0.727* -0.270 0.410 -0.111 0.574
Sig.值 0.884 0.021 0.064 0.026 0.482 0.273 0.777 0.106

Pearson系数 -0.346 0.129 0.023 0.346 0.426 0.740* 0.103 0.256
Sig.值 0.361 0.742 0.954 0.362 0.254 0.023 0.792 0.506

Pearson系数 0.321 -0.233 -0.181 -0.457 -0.361 -0.818** -0.310 -0.313
Sig.值 0.400 0.545 0.641 0.216 0.340 0.007 0.417 0.412

Pearson系数 -0.020 -0.415 -0.173 -0.356 0.124 -0.100 0.691*-0.369
Sig.值 0.960 0.267 0.656 0.347 0.750 0.797 0.039 0.329

Pearson系数 0.271 -0.331 -0.210 -0.506 -0.273 -0.739* -0.052 -0.386
Sig.值 0.480 0.384 0.587 0.164 0.477 0.023 0.893 0.306

07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7卷



图5 体力活动与环境要素相关性分析

1)体力活动类型密度.总体活动密度、休憩密度、低强度密度、中高强度密度与座椅密度、器械密度、
商业设施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强度密度与噪声值、座椅密度、器械密度、商业设施密度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所有类型的活动密度与空气满意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原因在于人群使用对于公园环境的干扰.
2)体力活动类型比例.休憩静坐与座椅密度、硬质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低强度体力活动与无障碍设

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中强度体力活动与无障碍设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强度体力活动与文化设施密度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中高强度体力活力占比与无障碍设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将与老年人体力活动显著相关的环境特征作为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6),除文化设施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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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外,其余7个特征解释力度均可,因此不将文化设施密度纳入显著特征中.
表6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环境要素 t 自由度 Sig.(双尾) 平均值差值
差值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噪声值 78.281 8 0.000 61.98890 60.1630 63.8150
座椅密度 4.011 8 0.004 1.16889 0.4969 1.8408
器械密度 5.876 8 0.000 0.39333 0.2390 0.5477
硬质率 7.136 8 0.000 42.50000 28.7659 56.2341
空气满意度 39.941 8 0.000 9.17556 8.6458 9.7053
无障碍设计 28.789 8 0.000 8.50889 7.8273 9.1904
文化设施 1.629 8 0.142 0.02111 -0.0088 0.0510
商业设施 3.530 8 0.008 3.00000 1.0400 4.9600

2.4 体力活动与活动空间的关联性

为了解体力活动的空间分布情况,对不同强度的体力活动进行核密度分析,将球类场地、步道类场地、
硬质活动场地、儿童活动场地、健身器械场地、商业设施场地分别用A,B,C,D,E,F表示,对同类空间用

1,2,3,4进行排序(图1),从而直观反映出不同体力活动在各个公园活动空间的分布情况(图6和表7).

图6 不同强度体力活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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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强度体力活动的较高密度空间分布

空间类型 A B C D E F
休憩静坐 4,20 / 2,4,8,12,14 3 5 1,6

低强度活动 4,5,6,7, / 2,4,8 2,3,9 5 6
中高强度活动 5,15,18 / 4,7,8 / 5,10,14 /

  注:“/”表示没有.

1)休憩静坐行为.休憩静坐行为密度较高的单元空间有P01-F1、C2,P02-A4、D3、C4、E5,P04-C8、

F6,P06-C12,P07-C14、A20.即休憩静坐行为在硬质活动场地中出现频率高,其次是球类场地和商业场

地,步道类场地中未出现休憩静坐行为.在环境要素方面,该行为大都随休憩设施产生,多在地势平坦的地

方,与场地面积大小无关;在空间位置上,一般邻近出入口,或者位于场地边缘,周边有较多活动场地.总
的来看,休憩静坐行为常出现在3类场地:一类偏向于休憩设施充足、有活动/景可观、视野开阔、背部私

密的活动场地;一类偏向于座椅设施充足、可达性高、四周开敞的出入口空间;一类偏向于商家可提供座

椅的商店附属场地.
2)低强度体力活动.低强度体力活动密度较高的空间有P01-C2,P02-A4、A5、A6、A7、C4、D2、D3、

E5,P04-C8、F6,P07-D9,即球类场地、硬质活动场地和儿童活动场地出现频率较高.在环境要素上,这些

场地都包含丰富的设施,功能混合性高,树荫覆盖程度高,地势平坦,场地面积不等;在空间位置上,邻近

场地有较多活动设施,都位于公园活力最高的地方.总体来看,轻度体力活动类型主要有3类,一是伴随儿

童活动的育儿类,二是集体参加的棋牌和唱歌类,三是自发的聊天交往类.育儿类行为偏向于有大型组合

器械类活动设施、充足的休憩设施、视线开阔、四周开敞的儿童活动场地,棋牌和唱歌类偏向于有充足休

憩设施、类园桌(如乒乓球台)、背部私密的球类场地,聊天交往类偏向于场地边缘、视野开阔、能眺望远方

或是周围有集体活动举办的活动场地.
3)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密度较高的空间有P02-A5、C4、E5,P04-C7、C8、E10,

P06-A15,P07-A18、E14,中高度活动集中在3类场地:球类场地、硬质活动场地和健身器械场地.活动类

型主要有3类,器械健身、乒乓球和操舞类(健身操与广场舞),前两类需要特定活动设施,第3类需要一定

面积的硬质场地.特别地,散步类活动路径比较分散,但从绝对数量上说,步道类场地也承载了部分中高强

度体力活动的功能,因此,将步道类空间进行对比,散步类活动密度最高的场地为B2,其次为B11,B15,

B12和B5,这类路径有一定长度与宽度,没有休憩设施和活动设施,位置上与其他场地较分离.总的来看,
通过类似场地对比,具有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场地中,器械健身活动偏向位于高处空间,视线开阔、处于

边缘地带、私密感强、休憩设施较少;球类运动偏向周围有休憩设施、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周围两面围合;
操舞类活动中,广场舞类偏向可达性高、空间形态近方形、面积较大(>100m2)、开敞度高的活动空间,健

身操类偏向空间面积较小(>40m2)、位于场地边缘、视线开阔(可远眺)的活动空间;散步类偏向有一定高

差、与场地分离、路径较长(>40m)、路幅较宽、人车分离、视线开敞的活动空间.
综合比较有较高活动密度的场地发现,同一空间可以承载多种类型体力活动,同一种体力活动也会发

生在显著不同的单元空间;功能、设施较为单一的场地其体力活动类型不丰富,密度也较低.由此可知,较

高密度的活动空间具有多元化的使用功能、混合化的设施配置.

3 设计建议

为促进老年人到公园中进行体力活动,促进休憩静坐行为与低强度体力活动向中高度体力活动的转

化,根据环境要素和活动空间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特征的相关性,提出微型体育文化公园设计建议.
3.1 提高整体体力活动的公园设计

总体活动密度与座椅密度、器械密度、商业设施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活动空间上,体力活动更

多发生在硬质活动场地、球类场地和健身器械场地.同时,较高密度的公园具有设施(休憩+器械+商业)
混合、功能多元、场地形态较为规整集中、有微地形变化的特性,应根据公园场地规模的不同进行混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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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而重庆市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导则中根据占地面积将公园分为4类,由于本研究所调查的微型体

育文化公园最小面积为1693m2,因此本研究将微型体育文化公园分为3类进行配置.
1)占地面积大于1500m2 且小于等于3000m2 的Ⅰ类公园设计.这类公园面积较小,承载功能有限,

为了满足使用者需求,配置一定座椅与活动器械,将活动场地最大化,场地硬质率应大于65%,采用以活

动广场为主的混合配置模式:树池广场+儿童活动场+健身广场+乒乓运动场+商业设施+块状绿地.树
池广场应设置在可达性好的地方,配置树池座椅,能提供面积大于120m2 的活动空间,树种选择高大且冠

幅较大的常绿乔木,形成绿色遮阴屏障;儿童活动场与健身广场可混合配置,器械选择仍以单个活动设施

为主,可结合滑梯配置沙坑;乒乓球场宜用绿地+座椅构成半围合空间,配置两个以上球台;商业设施可

设置小卖部,不宜放置游乐设备.
2)占地面积大于3000m2 且小于等于6000m2 的Ⅱ类场地.这类公园面积较大,能包含较多的活动

设施,采用以活动广场为主、运动球场为辅的混合配置模式:树池广场+儿童活动场+健身广场+乒乓运

动场+羽毛球场+半篮球场+商业设施+块状绿地.儿童活动与健身设施可采用大型多功能组合器械,各

个活动场地配置一定数量的座椅,增加羽毛球场与半篮球场.围绕各个场地与绿地,可考虑设置健身步道,
步道高差不宜过大.
3)占地面积大于6000m2 且小于等于10000m2 的Ⅲ类场地.这类公园面积大,可以包含丰富的活动

设施,采用活动广场+运动球场+健身步道的混合配置模式:树池广场+儿童活动场+健身广场+乒乓运

动场+羽毛球场+篮球场+商业设施+健身步道+微地形草坪.相较其他两类,这类公园绿地面积较大,
植物配置应更丰富,在有一定高差的位置,可设置独立的健身步道.球类场地可布置标准篮球场,在可达性

高的场地布置大型的游乐设施.
3.2 促进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活动空间设计

中高强度活动的发生需要一定设施和场地的支撑,更多发生在球类场地、硬质活动场地及健身器械场

地,其中老年人最为喜欢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有散步类、球类、操舞类及器械健身类,因此要重点对这4
类活动场地进行配置.
1)散步类中强度体力活动空间设计.针对散步对活动场地具有一定高差、与场地分离、路径较长、路

幅较宽、视线开敞的特性,缓坡+绿地是最佳的配置选择.该配置应注意步道长度应大于40m,坡度不宜

太大,绿地植物配置以疏朗的两层景观为宜.
2)球类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空间设计.针对老年人对球类活动的偏好,乒乓球+羽毛球是最佳的配置选

择.考虑使用的安全性,球场布置应考虑光照情况,空间有两面围合,设施颜色不刺眼.根据公园规模,适

当配置篮球场,面积小的公园可设置非标准的半篮球场.
3)操舞类中强度体力活动空间设计.操舞类作为老年人最喜欢的中强度活动,其场地设计所需空间最

大,树池座椅+硬质场地是最佳的配置.不同的是,健身操类所需空间较小,倾向于树池座椅旁、公园边

缘、可远眺园外的场地;广场舞类倾向可达性强,林荫覆盖的大面积开敞场地.
4)器械健身类高强度体力活动空间设计.针对器械健身对活动场地具有位于场地边缘高处、视线开

阔、私密感较强、休憩设施较少的偏好,多样化的健身器械+小型硬质场地是最佳的配置选择.该配置可利

用具有一定高差的场地边缘地带,在较狭窄的场地布置丰富的健身器械,实现对场地的充分利用.同时,利

用高处场地,形成开阔视线,可以远眺他人活动.

4 结语

边角地作为城市最具潜力的公共用地之一,将其微型公园化是增强城市活力、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重

要途径,也对促进公共健康有着重要作用.研究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关联性,除了从老年人体力

活动密度上进行分析,也需要了解不同类型体力活动的特质.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9个已建的具有代表性

的微型体育文化公园进行调查,综合分析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密度和类型,探索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体力活动

的影响,以期为营造更高品质、更有健康效益的微型体育文化公园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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