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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客拍摄偏好的乡村景观特征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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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发布在2020年排名前3的最受欢迎在线旅游APP及新浪微博上且内容涉及10个重庆市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的14275张游客照片为研究对象,利用质性分析法及图片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和Ucinet6,通过统计游

客照片中景观元素类别出现频次及景观元素出现频次,解读出游客偏好拍摄的景观元素类别为旅游支持系统类、
自然风光类、动植物类和建筑类,其中与酒店民宿相关的景观元素和与植物相关的景观元素最受欢迎,具有历史意

义的建筑也是拍摄重点.通过构建节点共现网络,解读出乡村景观中游客最偏好拍摄具备能提供旅游支持条件且植

物丰富特征的景观、现代风格的酒店民宿建筑、传统风格的景区设施建筑、造型奇特的景区设施建筑,以及与植物

组合出现的设施设备和装饰小品等.根据研究结果展现出的乡村旅游游客关注重点,对乡村精准把握旅游建设要点

提出了建议,为确定特色资源保护利用方向和乡村景观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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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study,14275touristphotosoftenkeyRuralTourismVillagesinChongqing,whichare
publishedonthetopthreetourismappsandSinaWeiboin2020,aretakenastheresearchobjects.Wein-
terprettherurallandscapecharacteristicsthattouristsprefertoshootwiththehelpofnvivo11anduci-
net6,byusingqualitativeanalysisandimagecontentanalysis.Bycountingtheoccurrencefrequencyof
landscapeelementscategoriesandlandscapeelementsintouristsphotos,itisinterpretedthattheland-
scapeelementspreferredbytouristsaretourismsupportsystem,naturalscenery,animals/plantsand
buildings.Amongthem,thelandscapeelementsrelatedtohotelaccommodationandplantsarethemost
popular,andthebuildingswithhistoricalsignificancearealsothefocusofphotography.Byconstructing
thenodeco-occurrencenetwork,itisinterpretedthatamongtherurallandscapes,touristsmostpreferto
photographylandscapeswithabundantplantscharacteristicsthatcanprovidetourismsupportconditions,
modernstylehotelbuildings,traditionalstylescenicspotfacilitybuildingsandscenicspotfacility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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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swithstrangeshapes,andfacilityequipmentaswellasdecorativesketchescombinedwithplants.This
studyguidetheruraltourismtoaccuratelygraspthekeypointsoftourismconstructionbyshowingthefo-
cusofruraltourismtourists,determinethedirectionof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characteristicre-
sources,andtoprovideideasforrurallandscapeconstructionbysummarizingthelandscapecharacteristics
thatareeasytoattract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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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提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1].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系统地提出积极推动“互联网+旅游”[2].随着信息通信技

术的迅速发展和入网门槛的大幅度降低,中国城乡已全面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3].国家政策的提出及新媒

体的不断发展,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也为乡村旅游与互联网的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网红村”是乡村依托互联网发展旅游的一条创新探索之路[4].它是一类在移动媒体时代,依靠视觉景

观被网民广泛关注从而迅速走红的村庄[3,5-6].“网红村”主要利用互联网宣传达到吸引外部资源,发展旅游

经济的目的[3].因为通过设备拍摄及作品分享可以将观察者的视觉体验传播到互联网可达的任何地方,乡

村景观在媒体上表现出的形象有时甚至比景观实体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7].以往有研究者[3,5]认为“网红

村”吸引游客的关键是依靠互联网营销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的景观,因此形态创新就是乡村景观设计

中重要的价值选择[8].但现在随着手机摄像精度的升级及AI修图能力的提升与普及,人们可以低成本、高

质量、更便捷地将乡村的旅游体验在自媒体平台上展示[9].自媒体“一传十,十传百”这种远胜于传统媒体

的宣传方式使得旅游地可以高效率地获得高曝光率,形成网红经济的虹吸效应[7,9],说明游客对乡村景观

的自发拍摄已经成为旅游地宣传的重要环节.因此,从乡村旅游经营者角度看,游客的拍摄行为对于乡村

旅游的宣传具有重要意义;而从游客体验的角度看,游客拍摄的照片内容与旅游形象感知息息相关[10],且

拍摄是旅游消费和体验的中心环节[11].研究游客的拍摄偏好有利于把握游客重点感知对象,满足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实现“自我叙述”和“自我认同”的欲望,提高旅游满意度[12],因此研究游客的拍摄偏好具有重要价

值.但目前基于游客拍摄行为的乡村景观研究较少,已有研究[13-14]以个案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因此,本研

究随机抽选10个重庆乡村作为研究对象,量化分析和探讨基于游客拍摄偏好的乡村景观特征.
游客拍摄实际上是一个将客观状态的旅游吸引物转化为主观状态的旅游体验标志的过程[15].从符号学

角度看,游客拍摄的内容与旅游吸引物标志相关,旅游吸引物标志是景物具备的一条关键信息,其对于旅

游者而言具有某种价值或意义或能够引导旅游者去发现或实现某种价值或意义[15].有许多学者[11-13]认为旅

游吸引物的社会建构主要由主流媒介决定.但近年来许多以游客分享的摄影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表

明只有部分拍摄内容与传统观点相符[16-17],并指出游客自身能动性对拍摄内容起着关键的作用[18-19].Mac-
Cannell[20]通过构建旅游者摄影的符号学模型解释了“景区”“被拍景点”“视觉形象(照片)”相互之间的关系

和游客之间的影响纽带:游客在主流媒介的影响下只能决定在景区内被拍的景点对象,而被摄像机记录的

内容则是更片面、更精细的“视觉形象”,这是游客发挥实践能动性最终将被拍景点转化而来的.摄影实际

上是一种旅游者符号实践,相似于古人基于景物而作的诗词、画作和景观营造,是指旅游者在“景物”这个

现有的符号资源基础上通过自身方式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某种意义[21].
陈岗等[15]对杭州西湖核心景区旅游者高频拍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被高频拍摄的对象大多为标志性

景观、文字景观和雕塑形式的人物景观;黄燕等[17]通过对游览过贵州的游客发表在网络上的摄影照片分

析,发现自然风光类别的照片所占比率最大,其次是对当地人生活的记录照片.这两个研究得到的高频拍

摄对象结果具有显著差异,说明旅游目的地不同的游客想要表达的意义不同,反映出的现象为高频拍摄的

对象特点不同.程道品等[22]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满足大部分来自于城

市的旅游者休闲、求知和回归自然等需求的旅游方式,并推测在乡村旅游时容易引发游客拍摄行为的元素

是具有某些特点的,可能与能展示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体验、展现农业文化的画面有关.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案例地选择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10个重庆市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3]作为旅游照片收集对象,这10个旅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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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村是:永川区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合川区涞滩镇二佛村、沙坪坝区曾家镇虎峰山村、荣昌区万灵镇大

荣寨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文凤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巴南区二圣镇集体村、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涪陵区大木乡迎新社区.
1.2 照片收集平台选择

结合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20年根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编制而成的3-12月在线旅游APP
用户活跃榜单,分析得到2020年最受欢迎的在线旅游APP前3名为携程、去哪儿和飞猪.其中携程旅行在

国内的综合预订类的旅游手机 APP应用中具有较高代表性[14,24],去哪儿网是中国领先的旅游搜索引

擎[25],飞猪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综合性旅行服务平台,依托于阿里系资源有着天然优势[26-27].由于在互联

网+时代下,微博是乡村旅游信息传播的新模式[28],是重要的旅游信息发生与传播的平台,深刻影响着中

国旅游[29],故本研究不仅选取2021年2月25日前游客发布在携程、去哪儿和飞猪这三大旅游网站上的有

关本研究案例地景点点评、商户点评、攻略和笔记中的照片作为研究对象,还将新浪微博中以这些乡村为

定位发布的游客照片也纳入研究.
1.3 照片抽选标准

对于照片数据中以多张不同照片合成一张照片的照片拼图,将其拆分为多张照片;根据文案判断明显

不属于该村的照片不纳入研究;对于永川区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的照片中存在学生拍摄课堂这类明显非游

客发布的照片不纳入研究;游客的手机截图如步数展示、天气预报展示、电子宣传单不纳入研究.使用新雨

相似图片查找助手将收集到的所有照片并辅助人工进行查找,剔除重复照片,最终得到14275张照片作为

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进行编号,使用Excel生成不重复随机数的方式抽取10%的样本量,对抽取出的

1428张照片进行编码分析.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来确定样本照片中各类属性元素,借助Nvivo11的质性分析法将样本照片中的

元素编码为自由节点.自由节点的生成参考黄燕等[17]的编码方法,经研究小组讨论初步确定后对照片样本

进行开放式编码,并在编码过程中根据各节点对应的照片实际内容对表述不当的节点名称和描述语句进行

记录,最终小组协商统一自由节点类目及描述语句.在编码节点统一的前提下再由两个编码人员分别对所

有照片样本进行独立编码.
两个编码人员分别完成所有样本照片编码后对编码结果进行Holsti组间信度检验(holstiinter-raterre-

liability),信度公式为:
信度=2×M/(N1+N2)

式中:M 是编码过程中两个编码人员编码意见一致的参考点数量;N1 和 N2 是两个编码人员各自编码的

参考点数量.计算出本研究的编码信度为:
信度=2×2380/(2572+2583)=92.3%

本研究的信度为0.92,说明两个编码人员对资料编码结果的一致性水平高,达到可接受水平[30],同时

也说明类目构建具有合理性.两个编码人员将存在分歧的编码元素和编码项与其他小组成员进行商榷,确

定了最终的编码归属.研究人员对自由节点进行轴心式编码,将其归类合并成树状节点,形成最终的节点

类目.最后通过分析编码节点的频率和共现等信息来揭示乡村旅游过程中游客最偏好拍摄的乡村景观所具

备的特征.
由于照片内容具有多种要素,编码时编码人员将照片“打碎”成多个要素编码到多个节点中,例如拍摄

的照片展示的主要内容为户外的一尊佛像,其作为景观雕塑应编码为景观装饰,但其又包含佛文化信仰意

义,故将其既编码为景观装饰又编码为信仰.为保证编码规范,本研究规定每张照片的元素最多归类到4
个自由节点下[17,25].由于在自由节点生成过程中与建筑相关的节点的分类出现了两个维度的标准,分别是

建造时间维度和风格维度,为了避免建筑有关的参考点在两个维度标准上都有编码会在翻倍轴心式编码时

建筑节点被编码的频次,在对所有照片样本编码过程中不将建筑细分为多个类别,而统一编码为建筑.
在完成所有照片样本编码后对建筑节点下的参考点再进行编码.研究小组以开放式编码时建立的与建

筑有关的节点名称为参考,讨论确定两个维度的子节点类目,规定将每个参考点在两个维度下各编码一

次,在编码节点统一的基础上由两个编码人员分别对建筑节点下的参考点再次进行独立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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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完成后对选定节点编码比较结果进行Holsti组间信度检验,信度=2×532/(582+582)=91.4%.
编码信度为0.91,达到可接受水平,且说明建筑节点下的子节点类目构建具有合理性.编码人员与其他小

组成员讨论后确定了建筑相关参考点最终的编码归属.

2 结果及分析

2.1 照片编码的节点类目说明

编码人员将自由节点供同行审视各类目间的联系后对其进行轴心式编码,将自由节点归类合并提炼出

树状节点,得到16个树状节点(表1).
表1 旅游照片自由节点编码说明

树状节点 自由节点 参考点描述

人物 1当地普通人;2当地旅游服务
行业人员

人物位于照片中央或者是照片的一个焦点,不编码游客

自然风光
1水景;2地形(貌)类风景;3气
象景观;4块石景;5大面积植
被;6全景式自然风光

人类对其影响较小的景观或近自然式人工景观作为照片内容
的主要环境(占幅约1/3及以上)或为照片焦点

田园风光 1农(梯)田;2花海;3果林
乡村田园景观作为照片内容的主要环境(占幅1/3以上)或为
照片焦点

乡村居民生活
1居民日常生活场景;2农村特
色物件;3农业劳动场景;4民
居;5街景;6小巷

反映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本真而不是舞台化的去呈现
当地人的真实生活状态的照片;其中街景是指街道、两边商铺
以及游人是照片的主要元素,展现出一种繁荣热闹的景象;小
巷是指深巷小道等狭窄路径为照片主要焦点,表现出幽深、宁
静的主题,如民居深处的小巷道

民族非物质文化
1节庆仪式;2信仰(民间乡土信
仰,宗教信仰);3戏曲音乐舞
蹈;4民间手工艺技术(美术品)

照片焦点主要表现的内容与民族特色文化有关,主要是非物质
文化方面

建筑 1建筑
建筑体或建筑外局部是照片的主要焦点,不包括街景、小巷(编
码到当地人的生活),旅游吸引物的建筑包括亭廊、大门等也编
码在此类别中.特殊的如风雨桥、石桥等建筑也归类于此

历史文物遗迹 1名人故居;2古代物件;3遗址
遗迹;4博物馆;5坟墓埋葬地

照片表现的主题与历史文物或遗迹有关

动植物 1植被;2盆栽或花瓶;3动物
动植物应该是特写式的或者是照片的焦点之一,不包括大面积
花海及果林(编码到田园风光)、大面积林木(编码到自然风光)

旅游支持系统

1旅游基础设施;2旅游纪念品
商店与商品;3餐饮店;4景区
设施及服务;5景观装饰;6酒
店民宿及其服务

照片的其中一个焦点与旅游服务系统和旅游基础设施系统有
关

全景式村寨与城市 全景拍摄的景观(村寨与城市) 指全景拍摄整个村寨或者城市及其周边环境的照片,大多反映
了村寨、城市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的和谐

食品饮品 1食物饮品 照片焦点主要表现内容为食品饮品

衣饰 1衣饰 服装(鞋帽)及搭配的首饰饰品装扮等是照片主要焦点。

户外活动 1户外休闲活动;2户外摄影
包括漂流、游泳和爬山等休闲活动及户外摄影等,包括在户外
环境下出现的与活动有关的物件

舞台化表演 1民族歌舞文艺表演;2民族风
俗礼俗展示

为旅游服务的、表演的、展示式的、非本真的行为及活动

夜景 1夜景 游客在晚上拍摄的景象,其时间鉴定为天黑之后。
其他 1其他 无法归类到以上节点类别的照片

  树状节点作为父节点,代表拍摄的景观元素类别;除建筑自由节点外归类到每个树状节点下的自由节

点作为子节点,代表拍摄的具体景观元素.在建筑父节点下创建建筑建造时间维度的2个子节点:近现代

建造建筑和历史建造建筑,建筑风格维度的4个子节点:传统风格建筑、传统改良风格建筑、现代风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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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和造型奇特建筑,并完成编码(图1).

图1 编码到重要子节点的照片示例

2.2 游客偏好拍摄的乡村景观元素类别及元素

对父节点和子节点进行编码统计,统计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可以看出旅游支持系统、自然风光和动植物父节点编码频次位居前3,累计编码比率超过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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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这三大类景观元素对游客具有最大视觉捕获倾向.建筑父节点的编码频次位居第4,贡献了11.91%的

节点率.田园风光父节点位居第5,比例仅为4.3%,推测虽然田园风光能展示农业文化是乡村景观的特色

也是乡村的优势旅游资源,但可能因为现阶段重庆乡村中田园基础设施的建设较为薄弱不能良好提供旅游

服务[31],所以对游客吸引力较小.数据统计表明,能承载旅游服务让游客有参与感的景观和具有不同于城

市环境的风光、元素对游客有较强吸引力.
表2 游客照片父节点频次统计

父节点 照片数/张 节点比例/% 父节点 照片数/张 节点比例/%
旅游支持系统 792 32.42 户外活动 55 2.25
自然风光 501 20.51 民族非物质文化 39 1.60
动植物 340 13.92 其他 30 1.23
建筑 291 11.91 衣饰 24 0.98
田园风光 105 4.30 全景式村寨与城市 17 0.70
食品饮品 98 4.01 历史文物遗迹 13 0.53
乡村居民生活 64 2.62 人物 11 0.45
夜景 59 2.42 舞台化表演 4 0.16

表3 游客照片子节点频次统计

父节点 子节点 频次
节点比
例/%

父节点 子节点 频次
节点比
例/%

旅游支
持系统

自然风光

动植物

建筑

田园风光

食品饮品

酒店民宿及其服务 344 13.25
景区设施及服务 196 7.55
景观装饰 155 5.97
旅游基础设施 111 4.28
餐饮店 29 1.12
旅游纪念品商店与商品 15 0.58

大面积植被 334 12.87
水景 89 3.43
气象景观 80 3.08
地形地貌类风景 36 1.39
块石景 26 1
全景式自然风光 16 0.62

植被 262 10.09
盆栽或花瓶 61 2.35
动物 25 0.96

a1 近现代建造建筑 179 6.90
a2 历史建造建筑 113 4.35
b1 传统风格建筑 156 6.01
b2 现代风格建筑 62 2.39
b3 造型奇特建筑 44 1.69
b4 传统改良风格建筑 30 1.16

花海 86 3.31
农田 12 0.46
果林 7 0.27

食品饮品 98 3.78

乡村居
民生活

夜景

户外活动

民族非
物质文化

其他

衣饰

全景式村寨
与城市

历史文
化遗迹

人物

舞台化表演

小巷 29 1.12
街景 17 0.65
民居 11 0.42
农业劳动场景 9 0.35
农村特色物件 2 0.08
居民日常生活场景 1 0.04

夜景 59 2.27

户外休闲活动 51 1.96
户外摄影 4 0.15

信仰 26 1
民间手工艺技术 9 0.35
节庆仪式 3 0.12
戏曲音乐舞蹈 1 0.04

其他 30 1.16
衣饰 24 0.92

全景拍摄的村寨与城市
景观 17 0.65

遗址遗迹 6 0.23
博物馆 3 0.12
古代物件 2 0.08
名人故居 1 0.04
坟墓埋葬地 1 0.04

当地旅游服务行业人员 7 0.27
当地普通人 5 0.19

民族歌舞文艺表演 3 0.12
民族风俗礼俗展示 1 0.04

  结合表3子节点统计结果来看,旅游支持系统中的酒店民宿及其服务节点是编码频次最高的子节点,
编码频次高达344,说明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尤其注重酒店民宿环境,因此酒店民宿环境的规划设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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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村旅游建设的重点.旅游支持系统中景区设施及服务和景观装饰的编码频次也较高,分别为196和

155,说明乡村景观中诸如景观建构筑物、景观平台和景区标识等景区功能性设施和景观雕塑小品等观赏

性景观装置都对游客的拍摄分享行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尤其,本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非功能性景观装饰

是构成乡村旅游地吸引力的重要因子之一.
自然风光父节点下的大面积植被节点编码频次在所有子节点中位居第2,共计334次,游客对大面积

植被景观的偏爱强调了乡村大面积植被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性.自然风光类别中水景和气象景观照片编码

频次分别为89次和80次,体现出游客对拍摄自然风光类别中的水景元素和气象景观元素也有一定偏好.
编码为水景的照片普遍展示的是自然式水景,展示气象景观的照片通常以地面上的景观做天空的陪衬,因

此乡村景观设计时,或应注重自然式水景营造,关注景物与天空的相互衬托.
动植物父节点下的植被节点编码频次在所有子节点中位居第3,为262次,同一父节点下编码次数较

多的子节点还有盆栽或花瓶,被编码了61次.说明游客对植物单体美较为重视,在乡村建设时应重视植物

点景运用和植物个体观赏性.
本研究对于建筑进行了两个维度的研究,首先是第一个维度(建造时间):近现代建造建筑的节点频次

为179次,节点比例为6.90%,而历史建造建筑的节点频次为113次,节点比例为4.35%.直观看来近现

代建造建筑被拍摄的频次大于历史建造建筑,但被拍摄的近现代建造的建筑包括了77个特殊的可以提供

住宿服务的酒店民宿建筑.由于部分近现代建造建筑存在功能优势,这可能促使了游客对其进行拍摄,仅

凭建筑参考点在建造时间维度的编码结果不足以推断建造时间对旅游者拍摄建筑行为的影响,不能说明近

现代建造建筑相较于历史建造建筑更能激发旅游者的拍摄行为.从另一维度(建筑风格)来比较,传统风格

建筑节点占编码节点总数的6.01%,节点频次为156次,其次是现代风格建筑,节点频次为62次,节点比

例为2.39%,再是造型奇特建筑,节点频次为44次,节点比例1.69%,最后是传统改良风格建筑,节点频

次为30次,节点比例为1.16%.结合两个维度的编码结果分析,156个编码为传统风格建筑的参考点中

113个为历史建造的古镇里的建筑,43个为近现代修建的传统风格建筑.统一建筑风格的前提下,也考虑

到近现代修建的建筑可能有其他功能优势,游客拍摄的近现代修建的传统风格建筑仍少于历史建造的传统

风格建筑,可以推测历史建造的建筑相比于近现代建造的建筑更容易引起旅游者的拍摄行为.研究结果表

明造型奇特建筑虽数量不多,却也有较高被拍摄频率,这类建筑容易引起游客关注.传统风格建筑对游客

的吸引力远胜于其他风格建筑,游客喜好拍摄传统建筑不单因其外观风格,建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也增加

了其对游客的吸引.
2.3 基于共现网络的游客偏好拍摄乡村景观特征

当一张照片被同时编码到两个节点时,这两个节点之间就产生了共现关系.节点频繁共现可能代表游

客偏好拍摄两个节点描述内容物组合出现的画面,也可能代表游客偏好拍摄同时具备两个节点描述特征的

事物.完成游客照片编码后,基于内容编码结果进行元素共现网络分析.利用Nvivo11中的矩阵编码查询制

作父节点的共现网络矩阵并导入Ucinet6中,借助NetDraw制作出父节点共现网络.父节点共现网络结果

显示连线共计64条,节点间的连线代表节点间共现关系的种数.为了使图面更加简洁直观,研究选择展示

共现次数最多的7个节点及其形成的节点共现网络(图2),图2中连线越粗表示两个端点节点之间共现次数越

多.从共现网络中可以得到旅游支持系统父节点和自然风光父节点存在共现关系最频繁,被同时编码到这两

个节点的照片主要展示旅游服务系统或旅游基础设施系统相关事物与自然风景组合出现的画面,体现出游客

对乡村自然山水的向往注重落实在与景物近距离接触的旅游体验上.其次是旅游支持系统节点和建筑节点的

共现,被同时编码到这两个节点的照片主要展示内容为具有旅游服务功能的建筑外观,说明旅游服务型的建

筑整体或局部外观是游客在乡村旅游中凝视的重点.再次是旅游支持系统节点和动植物节点的共现,被同时

编码到这两个节点的照片主要展示旅游服务系统或旅游基础设施系统相关事物与植物小景组合出现的画面说

明旅游支持系统中的动植物类景观,例如民宿中的盆栽、景区里的植物点景容易成为游客注意的对象.
研究通过创建出子节点的共现网络以便于进一步探究游客偏好拍摄的乡村景观特征细节.由于建筑以

风格维度分类制成的子节点共现网络存在的情况下,建筑以建造时间维度分类制成的子节点共现网络对本

研究的指导意义不强,因此仅对建筑以风格维度分类制成的子节点共现网络进行解析.该子节点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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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之间连线共计247条.为了清晰展示节点间的联系,研究只展示节点共现次数大于10次的子节点网

络(图3和图4).图4中节点大小代表节点被编码的次数多少,相同的节点颜色代表其属于同一个父节点,
节点间线条粗细代表共现次数大小.

图2 重要的父节点共现网络

图3 重要节点共现照片示例

旅游支持系统父节点和自然风光父节点下子节点的共现结果:酒店民宿及其服务子节点与大面积植被子

节点有非常频繁的共现关系,说明游客对记录酒店民宿与大面积植被组合出现的画面有明显的偏好,景区设

施及服务子节点、旅游基础设施子节点和景观装饰子节点也频繁与大面积植被子节点共现,说明了游客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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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自然山水亲密接触的旅游体验中尤其重视与大面积植物的关系,并且游客最感兴趣的体验方式为栖居.
旅游支持系统父节点和建筑父节点下子节点的共现结果:酒店民宿及其服务子节点与现代风格建筑子

节点的连线相较于建筑父节点下其他子节点的连线都更粗,说明最受欢迎的酒店民宿建筑风格为现代风

格,景区设施及服务子节点与传统风格建筑子节点、造型奇特建筑子节点共现频繁,说明传统风格的建筑

或造型奇特的建筑是景区设施建筑中游客最喜好拍摄的.
旅游支持系统父节点和动植物父节点下子节点的共现结果:植被子节点、盆栽或花瓶子节点与酒店民

宿及其服务子节点共现频繁,说明小面积的植被和盆栽或花瓶是乡村酒店民宿中重要的景观元素,景观装

饰与植被频繁共现说明景观装饰与植物小景相结合的景观小品对游客具有较强吸引力.

图4 子节点共现网络的主成分布局(建筑以风格维度分类)

3 讨论与建议

游客的拍摄偏好与乡村旅游中最吸引游客的景观内容密切相关,对游客乡村景观拍摄偏好的研究有利

于设计开发人员精准把握乡村旅游建设要点.
本研究通过对游客照片中景观元素类别出现频次及景观元素出现频次的统计,得出旅游支持系统类、

自然风光类、动植物类和建筑类是乡村旅游中游客最偏好拍摄的景观元素类别.①旅游支持系统类别中酒

店民宿及其服务相关景观元素、景区设施及服务相关景观元素和景观装饰元素被游客频繁地拍摄,因此乡

村旅游建设应以游客体验为基础,并将住宿体验作为核心部分,重视各类景区设施质量及管理维护,明确

乡村景观中非功能性景观装饰也是构成乡村旅游地吸引力的重要因子之一,不可轻视对于这类景观元素的

运用.②自然风光类别中大面积植被、水景、气象景观是被频繁拍摄的具体景观元素,故在乡村景观开发建

设时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将现有以大面积植被为代表的乡村特色自然风光资源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依

托.此外,由于编码为水景的照片中几乎展现的都是自然式水景,因此在水景驳岸的处理上尽量以自然式

处理手法为主;由于编码为气象景观的照片内容普遍为有景物衬托出的大面积天空,因此在乡村景观设计

时可多关注景物与天空的相互衬托.③动植物类别中以特写、焦点形式出现的小面积植被、盆栽花瓶最易

成为游客摄影对象,启示乡村景观营造中应该多以观赏性植物材料为点景,重视盆栽花瓶在乡村景观中的

运用.④建筑类别中游客对乡村景观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表现出强烈的摄影偏好,还较偏爱拍摄传统风

格的建筑,得出应该将建筑外观作为旅游建设的营造重点,对于乡村景观中现存的历史建筑应该尽可能保

留或进行复原修缮.
通过节点共现网络的构建得出游客偏好拍摄旅游支持系统类别景观与自然风光类别景观组合出现的画

面,包括酒店民宿及其服务相关景观、景区设施及服务相关景观、旅游基础设施相关景观、景观装饰分别

与大面积植被组合出现的画面,因此旅游支持系统的建设应着重考虑与现有大面积植被资源相结合,让游

客便捷且充分地与以大面积植被为主的自然景观接触互动、沉浸体验,特别是提供游客以栖居于林间的条

件;游客偏好拍摄具有旅游服务功能的建筑外观,包括现代风格的酒店民宿建筑、传统风格的景区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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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与造型奇特的景区设施建筑.因此乡村建设时酒店民宿建筑风格推荐以能与周边环境搭配和谐的现代风

格为佳,针对古镇内的历史建筑则应坚持就地取材,采用当地传统工艺以保留及复原修缮为主,现代艺术

元素的添加以点缀、镶嵌的形式加入时必须把控改造的度[32].古镇景区内新建建筑应以原传统建筑风格建

造,而对于非古镇景区则可考虑多设计与周边景观相匹配的造型奇特设施建筑,且应注重艺术性、文化性

和审美功能.游客还偏好拍摄旅游支持系统类别景观与植物小景组合出现的画面,包括酒店民宿及服务相

关景观与植物小景或盆栽花瓶组合出现、景观装饰与植物小景组合出现,故在乡村酒店民宿环境的营造中

宜多应用具有单体美的植物进行点缀,以不同栽植方式的植物丰富场景,乡村景观中的雕塑小品等景观装

饰可考虑与植物结合布设,相互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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