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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视障者在城市公园的感知与体验，了解视障者理解和诠释景观的方式，这对提升公

园无障碍环境品质十分重要。【方法】组织视障者在广州市云台花园进行景观漫步游览体验，依据其行

为模式、感知和体验，分析视障者的公园游览行为、特征与情感。【结果】研究发现：1）视障者景观感

知过程表现为“景观符号—经验感知—心理表征—自我想象”；2）视障者景观感知以游、感、思 3 个阶

段的景观体验为重要内容，表现为物象、知觉、想象与情感的推进过程；3）视障者对过往的回忆与将来

的想象情感反映强烈，景观情感更为突出。【结论】研究构建了视障者景观—感知—体验的关系，可为

包容性公园景观及无障碍设计提供基础参考。

关键词：风景园林；健康景观；视障者；城市公园；景观感知；景观体验；无障碍设计；残疾人事业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阴香种质资源挖掘及其挥发性有机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研

究”（编号 32171846）；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认定类科研项目“基于认知科学的视觉无障碍景观设计

研究”（编号 2021KQNCX108）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23)03-0113-09

DOI：10.12409/j.fjyl.202206300374

收稿日期：2022-06-30

修回日期：2023-01-0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

的发展，于 2012 年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条例》[1]，将建设无障碍环境作为维护残疾人

权益的重要措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不断

提高。《“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进一

步确立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健康中

国战略主题[2]，将维护残疾人健康状况作为实

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部分。随着无障碍建设从

残疾、医疗模式转向包容模式，残疾人（包

括视障者）参与游憩休闲活动的规模扩大，

体验品质需求增加。视障者指有视觉障碍的

人，他们由于先天或后天原因造成双眼失明

或视力低下而不能或难以辨别周围环境，包

括全盲和低视力 2 种类型[3]。目前，针对视障

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空间定向能力、行走与

出行能力、空间活动行为特征等方面，同时

也包括对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学校、医院

等）、城市步行空间、公园等场所的无障碍

设计探索。具体研究方向包括：1）临床医学、

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等相关研究，探讨了视

障者本身的障碍特征及感官代偿途径，发现

视觉感官剥夺会导致其他感官能力的显著增

强[4-5]，由此可以利用听觉、嗅觉、触觉等建

构陌生环境空间[6-7]；2）无障碍环境设计领域

的研究，集中在视障者无障碍空间的规划与

设计方法，如建筑室内设计方面侧重探讨视

障者生活中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通过

空间设计帮助视障者克服感官障碍[8-9]，道路

和交通方面重点关注视障者出行需求以及盲

道、导盲设施的布设问题 [10-12]；3）风景园林

相关研究，重点对盲人专类园设计的原则、

规范、要素等进行探索和思考[13-15]。

城市公园是居民直接接触绿色自然环境

的场所，是为居民提供邻里交往机会、接触

自然且保持身心活力的重要平台。大量研究

证实，城市公园景观体验有助于调动人体多

种感官以促进身心健康[16-18]，多感官环境能够

满足公众，特别是残障人群对景观体验的需

求[19]。目前，关于公园景观体验和健康效应的

研究有所增加，但针对视障者的研究仍旧缺

乏。视障者因视力受损无法直观体验景观，

且在城市公园游玩及锻炼的机会稀少，然而

大部分的视障者是有活动能力的，能通过景

观体验提高其社会参与度和身心健康水平[20]。

并且，2020 年施行的《广州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管理规定》提道：应当优先推进公园等公

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改造。然而调查发现，

现有城市公园的无障碍建设与视障者实际需

求不匹配，无障碍环境建设缺乏系统性，对

视障者的研究涉及甚少[21-22]，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视障者的公园体验。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视障者（包括全盲

和低视力）的知觉、认知与行为，通过环境

行为学实验捕捉和观察视障者在公园中的游

览行为特征，探究其景观感知、体验行为特

征及对景观要素的需求与偏好，探索视障者

需求与城市公园景观要素设计的关系。

 1  视障者景观—感知—体验研究框架

构建

感知（perception）是人类感觉细胞受环

境信息刺激后，经内容认知和过程认知而产

生的情感反应[23]。景观感知理论（ landscape

perception theory）从环境心理学角度，研究环

境的各要素与人的相互作用[24]，即人依靠自身

的感觉（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

等）对外界环境刺激做出的行为和情感反应，

这个过程体现为模式观察—形态认知—意义

归纳—情感负荷[25]。人们通过表现层、感知层、

表征层及符号层对发生的景观信息进行存储、

识别，最后产生与景观环境的交流反应[26]。由

此，感知是头脑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形成的

主观印象，体验是通过对外界环境感知而获

得的经验和心理感受。在设计学领域，规划

的对象不是场所、空间或形体，而是体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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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信息通过感官传递，使人们产生各种感

知，进而形成对景观的印象，在体验层面最

终为感官的刺激和情感的升华[28]。由此可见，

景观、感知、体验三者具有互相关联与影响

的关系。

从感知到体验的整个过程可被称为感知

体验。城市公园景观中的感知体验是指人通

过感官接受景观环境刺激（即认识—识别—

感受的过程），并将感知内容反映到行为中，

同时产生情感反应的过程。现有城市公园感

知体验的研究集中在 2 个方面：1）围绕各知

觉系统，如视觉、听觉、嗅觉及综合感官

等[29-32]，激发人们的体验活动并引起情感共鸣；

2）以人的需求（如游客、老年人、儿童等）

为核心[33-35]，研究不同人群感官特点及转换过

程，基于游览体验探索人群感知需求与公园

景观空间环境的关系。值得提及的是，Lago

等研究视障者对里约热内卢市城市公园景观

的感知，扩大对景观感知的主体多样性 [36]，

Macpherson 采用人种学、访谈、录像和摄影

的方法，带领视障者在谢菲尔德市峰区国家

公园进行景观漫步，从感官、体验和身体健

康领域，延伸到社交和心理健康领域，讨论

公园漫步给视障者带来的益处[37]，为视障者公

园景观感知体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

基于感知体验的景观设计，不仅可满足正常

人在城市公园景观中的多感官体验需求，还

可通过特殊的景观元素及景观设施设计，满

足弱势群体的感知体验。本研究从“物象、

感知、想象、情感”4 个层面，结合视障者年

龄、视力情况、失明类型及景观视觉经验特

征，构建基于视障者参与的景观—感知—体

验模型的研究框架（图 1）。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云台花园位于白云山南面的三台岭游览

区内，始建于 1995 年，面积 25 hm
2，是以植

物观赏、自然体验为主的花园式公园。作为

广州“聚焦花城形象、传承岭南园林文化”

的特色公园之一，云台花园具有丰富的景观

资源优势。从 2005 年起，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开展创建无障碍景区活动，投资建设

无障碍通道等设施。云台花园曾多次举行无

障碍活动，为残障人士提供城市公园休闲游

览的机会。在广州市公园的无障碍友好度测

评中，云台花园获得较高的综合得分。因此，

本研究选择云台花园作为视障者公园体验

地点。

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现场分析及视障

者的基础访谈调查，围绕景观物象的表现层

 （视障者可感知并能被测度的景观元素），

如花园的基本组成部分（地形、建筑、水体、

植物等）与自然条件（风、阳光、温度、湿

度等），结合视障者的感知层，确定云台花

园的景观感知体验路径（图 2）及相应的景观

感知体验内容（表 1）。

 2.2  研究方法

 2.2.1  行为观察法

行为观察被用于调查视障者的行为活动

特征，调查者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自己的

感觉器官或借助观察工具，对公园空间环境

的视障使用者自然状态下的行为活动进行观

测并获取数据[39]，着重从环境行为关系角度研

究视障者主观环境取向和行为方式。在本研

究中，根据视障者的交往习惯，每 2~4 人为

一组，每组安排 1 名志愿者（作为观察者）。

志愿者观察并记录视障者在公园走动或停留

的行动、模式等，以定性描述的文本形式对

观察结果进行记录。行为观察记录表包括：

1）行走行为记录表；2）逗留行为记录表（视

障者在公园的停留点及其进入时间、结束时

间、景观特征等）；3）观察要点表（视障者

在整个游览期间的感知方式、行为活动、情

感活动等）。

 

1 视障者景观—感知—体验研究框架[25, 27]

   Landscape−perception−experience framework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25, 27]

2 云台花园平面图[38]

   Master plan of Yuntai Garden[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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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作为公众参与的手段，用于调

查视障者空间利用的倾向性和态度[40]，本研究

将感知评价和体验评价归类到问卷调查法中。

由于视障者的视力缺陷，问卷采取一对一访

谈的方式，由志愿者访问并记录、视障者口

述回答。

1）视障者的感知评价包括 3 个部分。

①基础信息部分，包括视障者性别、年龄、

职业、视力情况、失明类型、到公园游玩的

频率及景观视觉经验。②非结构性访谈部分，

主要为视障者在游览过程中对景观的描述与

情感，以及景观意象的分享。③公园景观感

知度及景观因子依赖程度评价：景观感知度

评价包括对物象（景观元素）和知觉（感官）

的感知，了解视障者行走或游玩过程对景观

意象的感知；景观因子依赖程度评价包括视

觉、听觉、触觉、嗅觉及其他知觉，了解视

障者在体验过程中对景观的依赖性，均采取

等级评分法，记 1~5 分。

2）视障者的体验评价包括 2 个部分。

①采用语义差异（semantic differential, SD）法

从视障者心理角度出发，选取格调氛围（氛

围感和场所感）、情感体验（愉悦性和喜爱

度）、思想活动（联想觉和重游意愿）3 个方

面的 6 个 SD 评价因子。以 6 组互为反义的形

容词来描述视障者体验，对每个评价因子采

取 5 级评价等级打分，记 1~5 分。②通过视

障者及志愿者的书面描述或艺术表现（包括

录影、摄像、画作及文字记录等形式），获

取视障者体验描述。游览结束后进行“忆景

粘花”游戏，首先视障者描述游园的所见所

闻，利用在游览过程中收集的落叶、落花、

石子、树枝等，与志愿者一起以落叶、落花

粘贴的形式完成画作。然后由视障者进行

1 min 的公园画作描述，志愿者负责整理描述

记录，收集视障者对公园游览的真实态度及

感受。通过该游戏反映视障者景观体验的水

平、共性和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视障者基本信息

实验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开展，通过观

测和问卷获取数据。本研究中视障者共计

45 名，其中：男性 21 名，女性 24 名；低视

力 19 名，全盲 26 名；年龄范围在 16~55 岁

 （表 2）。志愿者共计 15 名。

 3.2  视障者行为模式

 3.2.1  行进行为模式

视障者行进行为模式包括行走模式、行

走速度、方向定位 3 个方面。在行走模式上，

主要包括依靠盲杖自我行走及依赖同伴牵引

行走（搭肩膀、胳膊或挽手）。在结伴出游

的情况下，全盲者未使用盲杖，依赖同伴牵

引行走，低视力者则能独立行走。

在行走速度上，视障者平均步行速度为

1.05 m/s，较园中普通人平均步行速度（约

1.30 m/s）慢 0.25 m/s；视障者最快速度可达

1.32 m/s。视障者在宽敞平缓园路处，速度

较快；在缓坡及曲折园路处，速度放缓，依

靠同伴的提醒前行；在园路高差大或空间

狭小处，速度最为缓慢，需依赖同伴搀扶

前行。

在行走方向辨别上，低视力者靠残余视

力可辨别近处方向，全盲者通过脚触碰的质

 

表 1  面向视障者的云台花园景观—感知—体验内容

Tab. 1  Landscape − perception − experience content of Yuntai Garden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感官维度 感知要素 景观—感知—体验内容 备注

视觉景观

视线 中轴线旱喷广场为全园景观中心，视线开朗 对于低视力者，能辨别物

体轮廓与色泽，全盲者拥

有一定的感光能力

色块 舒朗大方的疏林草地，林缘花境景观处艳丽的色彩

光影 园内彩色灯管，流光溢彩，呈现色彩、线条与光线的变化

声音景观
自然要素 鸟鸣声、虫鸣声、动态水景（瀑布、喷泉、溪流）、风声等 贯穿全园

人工要素 脚步声、人群谈笑声、音乐广播声、交通声等 贯穿全园

气味景观
植物气味 花香、枝叶的气味、修剪过的植物的气味 图2景点8、10、12

其他气味 泥土、水体、动物、食物等气味 图2景点1、4、6

触觉景观

以手为媒介

不同的材料（各造型小品、造型石触感强），可触及的水景

 （亲水台阶），可触摸的植物（园景树造型奇特，热带植物

触感强）

图2景点5、7~9

以足为媒介
不同的铺装材料（大面积的铺装平台、大草坪空间），竖向

变化引起的触觉变化（入口台阶、温室高差、山林缓坡）
图2景点2、6、9、12、13

以皮肤为媒介 温度、光照、湿度的变化（进入不同空间处温度和湿度的改变）
贯穿全园，尤其进入图2

景点7、11空间处

味觉景观 以口鼻为媒介 园内餐饮食物 视品尝者而定

 

表 2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basic sample information

基本情况 特征 人数 比例/% 基本情况 特征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21 47

视力情况
全盲 26 58

女 24 53 低视力 19 42

年龄/岁

<18 1 2
失明类型

先天性失明 11 24

18~25 17 38 后天性失明 34 76

26~35 14 31

到公园游玩的频率

从未去过 13 29

36~50 9 20 一两周1次 20 44

51~60 4 9 一周1~2次 5 11

>60 0 0 一周3次以上 7 16

职业

学生 17 38

景观视觉经验

无景观视觉经验 11 24

音乐从业者 8 18 懵懂景观视觉经验 26 58

推拿按摩师 15 33 较为明晰景观视觉经验 8 18

自由职业者 1 2

总计 45 100离退休人员 3 7

其他 1 2

　　注：无景观视觉经验是指先天性失明；懵懂景观视觉经验是指后天性失明，看见过景观是什么样子，但当时处于幼儿

懵懂时期，缺乏一定的知识和判断力；较为明晰景观视觉经验是指懂事后失明，当时能基本理解何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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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周边环境声音、自身行走经验及同伴指

引进行判断。全盲者在密集的建筑空间处出

现难以辨别方向的情况时，表现为用脚慢慢

试探行走；遇见危险或障碍时，通过倾听人

群的喧闹声来确定前方游人数量，从而避开

行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静止不动，让

游客先通行，直至没有危险再走，或采取敲

击盲杖的方式，提醒路人（图 3）。

 3.2.2  驻留行为模式

视障者驻留行为主要包括 2 种：一是参

观行为，包括利用残余视力观赏景色，通过

听、嗅、触的方式感知景观，以及与园中小

品、构筑物产生互动；二是交往行为，包括

与志愿者的交流互动，以及与偶遇同伴的交

流，但面对公园陌生游客，保持正常社交距

离，无异常反应、刻意避开或远离情形，不

会主动跟游客交流。综合分析得知：参观行

为主要发生在流水台阶、玫瑰园、岩石园、

大草坪等景点处，并且停留时间较长，此类

空间的特点是景观丰富、体验感和景观互动

性都较为强烈；交往行为主要发生在行进过

程中，或在亭子、建筑物、植物阴凉处。从

交往行为结果看，视障者不太喜欢人群聚集

的地方，说明视障者倾向独处空间而非陌生

人群聚集空间。总体而言，在游览过程中，

视障者普遍兴奋度较高，对新鲜事物较为好

奇。其中，低视力者表现得更活跃，全盲者

依靠低视力同伴讲解产生对景观的想象。大

多数视障者并未出现疲惫状况，整个游览过

程约 40~60 min（图 4）。

 3.3  视障者景观感知分析

 3.3.1  景观感知方式

本研究以访谈的形式对视障者在公园漫

步过程中的感知进行调查，以定性描述的文

本形式对观察结果进行记录（图 5）。通过景

观感知分析可知，视障者对听、触、嗅的敏

感度高，受年龄、视力情况、失明类型及景

观视觉经验影响，呈现不同景观感知特征及

需求。在景观的符号特性（如形状、色彩、

材质、声音、气味等）的刺激下，视障者通

过听觉、嗅觉、触觉及残余视力，在大脑中

形成对景观的感知，出现“靠近物体触摸多

次，感受大概轮廓，猜测为何物”“能看到

亭子大体轮廓，走进休息”或“靠近闻，然

后猜出是什么花”等反应。由此可知，视障

者在景观感知上极大程度依赖于触觉及嗅觉。

在行进过程中，听觉具有很好的方向指引性、

空间辨别性及景观愉悦性的作用。在游览过

程中，视障者虽出现因视力情况无法直观看

见或看清景观设施的情况，但仍能获得较为

丰富的物象信息并形成想象。视障者将身体

的感知与对公园景观的认知理解结合起来，

从而使身体与周围环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对公园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3.3.2  景观感知度与依赖度

景观感知度是使用者对所有可感知景观

的感知程度，除受景观本身的影响之外，还

与使用者对景观的内涵解读和体验相关[41-42]。

由于景观感知度是景观吸引力的推力[43]，研究

视障者对各景观因子的感知度，有助于了解

视障者与景观之间直接的认知方式。视障者

由于缺失视觉这个直观认知空间的能力，在

感官代偿影响下的视障者感觉阈限值比正常

人低，但其他相关感知能力敏感度高，讨论

视障者对景观因子的依赖程度，旨在明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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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宽敞平缓园路处，速度与常人无异
中速：缓坡及曲折园路处，速度放缓，依靠同伴的提醒
慢速：高差大、园路狭小处，速度最慢，依赖同伴互相搀扶

7 8

1 2

4 5

入口处人流量大，视障者对环境处于陌生
阶段，同伴间依赖性大，行进速度慢，彼
此商量游览方向，选择方向时较为犹豫

楼梯处彼此搀扶，行走
速度慢

主园路宽敞平缓，行走速度快 广场处宽敞，人流量少，
行走速度快

台阶处缓慢行走，全盲者会用盲杖试探台
阶高度与距离，确保安全后行走，或需要
低视力者与志愿者的搀扶指引

园路狭小、变化大，同伴间
搀扶行走，对彼此依赖性更
强

遇人流静止让行，无危险再走

台阶处由志愿者牵引，利用盲杖小心缓慢行
走

园路狭小处，由志愿者指引，行走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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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游览中的方向性和指引性及环境传达的

信息。本研究中，景观感知度和依赖度通过

问卷等级评分法（1~5 分）得到分值，利用平

均值进行统计分析。

1）景观感知度。在元素感知层面：植物

整体形态触感强烈，主要以手为媒介感知；

听觉媒介的水景次之；铺装及地形以足为媒

介，感知力弱化；景观小品因体量、形式的

变化及视障者景观视觉经验的不同导致感知

最弱。在空间感知层面，视障者根据声音、

风的方向及大小，以及光照及温度的变化感

受景观空间的闭合程度，因此在开敞露天场

景中的感知度最强，建筑次之，而半围合式的

空间中风、温度等变化小，感知度最弱（表 3）。

2）景观依赖度。对依赖度的分析分为两

级：一是对 5 种感官的总体依赖度；二是对

具体景观依赖度。从数据结果来看，在总体

感官依赖度上，听觉依赖度最大，触觉次之，

然后是嗅觉，最后是残余视力与味觉的综合

运用。从具体景观依赖度来看：在视觉感知

依赖方面，研究仅针对低视力者，他们的残

余视力只能看清物体大概的轮廓而不能辨认

清晰的形态，在游览中对环境物体轮廓的依

赖度最强，大面积的色块有利于方向的辨别；

在听觉感知依赖方面，人群说话声、脚步声、

交通声等人工声音指引性信息力度大，流水

声、鸟鸣声、风声等自然声景使人心情愉悦，

但对行走及方向辨别的指引性不强；在触觉

感知依赖方面，视障者对铺装触感的依赖度

最强，以此形成直观的感受，风、温度或光

的变化能帮助其辨别方向以及感受所处的地

理环境，其中由于视障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感

光能力，因此光的变化对其影响最大；在嗅

觉感知依赖方面，视障者对植物的香味依赖

性强；在味觉感知依赖方面，食物味道在公

园游玩中意义不大（表 4）。

 

5 视障者感知描述分析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by the visually impaired

5

脚步声、人群说话声能传达人群位置，人群热闹程度有利于决定方向；
人多的地方就知道有好玩的，可以拍照

原始语句

入口广场

初始概念

视觉感知度

声音指引性

声音方向性

视觉

听觉

触觉

嗅觉

综合感官

范畴化

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声响较大；
听到周围声音可以判断所处地方；
触摸流水，感受水的冰凉质感

流水台阶

鸟鸣和水流声既有提示作用也有放松心情的作用；
可以感受石头铺成的地面质感

旱喷广场

水流声可以有判断方位的作用，风声则判断得不准确；
感受从水面吹来的湿润空气

滟湖

感受罗马柱粗糙、冰冷、坚硬的质地；
西洋风格的柱子，可以感受石材的质感

罗马柱廊

大色块的草坪颜色，能感觉到比较开阔；
脚底感受的草地较为柔软，可以帮助判断现在位置和环境；
环境变化都能感受到，如草坪的味道

大草坪

手触摸的物体，能大概在脑海里形成对该物品的形象
触摸玻璃结构建筑，感受玻璃结构建筑的质感

玻璃温室

出现星星点点的色块，但不会很清晰，能知道所处位置周边环境
闻到植物香味的时候会走慢点，希望慢慢感受栽植玫瑰
有点扎手的枝丫，但可以触摸感受一下

玫瑰园

可以知道岩石是什么触感，什么材质，甚至可以知道是什么形状
触摸岩石，感受不同类型石材的质感，想象置身于大山中

岩石园

叮叮的流水声音，很清脆，可以感受到水的气息；
闻到强烈的桂花香味，并感叹桂花的香气，分享自己家门前也有桂花树，
小时候老能闻到桂花香

花溪流香

可感受建筑内外的温差，房子、亭子内有遮阴，温度会下降；
通过回声定位，室内会有回音，而室外就没有；
光感强的全盲者通过光线的不同，能够看到门的轮廓

醉华苑

进入起伏的山坡，感受地面坡度的变化，感受从山坡吹来的凉风
聆听园中鸟鸣、虫鸣，风吹过植物时树枝和树叶的摩擦声

谊园

微风增加游览公园过程的舒适感
可以听到山林间鸟鸣及风吹动树叶的声响，映衬着环境的宁静

山林

通过脚步声、人群说话声、交通声能知晓人流量以及交通情况是否安全
感受因铺地材料的变化而带来的不同触感
园路蜿蜒贯穿花园，植物繁茂，可以闻到植物的芳香

园路

触觉导向性

声音辨别性

声音愉悦性

触觉感知度

触觉质感度

触觉方向性

嗅觉感知度

嗅觉指引性

景观想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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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视障者体验分析

 3.4.1  体验评价分析

视障者对景观的理解是基于残余视力、

听觉、触觉、嗅觉及味觉的综合体验，包括

视障者在公园景观元素中所感知、观察、领

悟到的信息，感知的回应和结果、情感与偏

好等。对视障者的体验评价从格调氛围、情

感体验、思想活动 3 个方面进行分析（表 5）。

1）在格调氛围方面，视障者通过残余视力及

听觉感知周边人群在公园的活动中带来的热

闹场景，对公园氛围感评价为较为热闹的，

视障者受视觉限制，对公园台阶、障碍物等

感知弱，场所的安全性评价分值较低，可见

安全性是视障者游览考虑的重点之一。2）在

情感体验方面，视障者表示公园体验带来了

新奇感和愉悦感，对于难得的出游倍显活跃

与兴奋，从游览前的期待与好奇，到游览后

的新鲜与激动，形成“喜欢、开心、感叹、

满意”等情感。3）在思想活动方面，景观的

联想觉（即可想象度）关乎景观场所的情境

意蕴气氛，能够给视障者游与观带来审美愉

悦，但视障者的联想觉普遍较低。对于无景

观视觉经验的视障者而言，无法形成对物体

形态的认知，也无法产生联想，但他们依旧

可以在脑海里描绘自我想象的场景；对于有

懵懂或较为明晰景观视觉经验的视障者，景

观元素在一定程度使他们产生对过去的回忆

及未来的想象，原景观视觉经验给予景观联

想觉很大的空间，使视障者对景观的体验感

更强。因此视障者在公园游览体验中产生了

难忘、留恋、推荐与重游意愿等情感。

 3.4.2  体验描述分析

 “忆景粘花”游戏作为景观活动体验的

即时反馈，用以考察视障者游园后的情感升

华。根据视障者部分画作成品展示及描述可

知，他们对公园整体景观意象、环境和氛围

的感知情况，与其个体认知水平、心理感受

及行为偏好密切相关。视障者基于本能、行

为和反思，在景观感知、体验的过程中获得

了愉悦感，在感知层面感受到了愉悦的声音、

舒适的触感、不错的气味等感官刺激，在体

验层面与景观产生了关联并引发思考，对过

往的回忆与将来的想象情感更强烈。

 4  结论

城市公园景观要素满足视障者需求的程

度，决定了公园无障碍建设质量的高低。本

研究聚焦健康的、有包容性的城市公园无障

碍景观营造，针对视障者群体，选择代表性

的样本进行分析，从景观感知的物象、感知

与体验 3 个维度分析视障者的景观游览路径。

综合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行为特征：全盲者行动缓慢，行走方

式依靠盲杖或他人（视力正常者或低视力同

伴）牵引，牵引方式有扶手肘处、扶肩和挽

手 3 种方式，在景观游览过程中对正常人的

 

表 3  景观要素的感知度评价

Tab. 3  Evaluation on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elements

类型 分类 内容（感知形式） 感知度

景观要素感知（物象）

元素

植物感知（植物的触感） 4.31

水景感知（水景形式的变化） 4.18

铺装感知（铺地的变化） 3.84

地形感知（地形的变化） 3.69

景观小品感知（小品的形式） 3.64

空间

开敞式（露天场所） 4.04

围合式（建筑） 3.76

半围合式（亭子、廊架） 3.09

 

表 4  公园景观依赖度评价

Tab. 4  Evaluation on park landscape dependence

类型
感官

感知
总体感官依赖度

具体

指标
具体景观依赖度

感官感知

 （知觉）

视觉感知

 （针对低视力者）
2.87

景观轮廓 3.87

景观颜色 3.56

人的轮廓 3.47

听觉感知 4.71

人群说话声 4.04

脚步声 3.78

交通声 3.73

音乐广播声 3.38

流水声 3.24

鸟鸣声 3.13

风声 2.31

触觉感知 4.31

铺装触感 4.11

光的变化 3.24

风的变化 3.11

温度的变化 3.09

嗅觉感知 3.98 植物的香味 3.98

味觉感知 3.16 食物的味道 3.16

 

表 5  体验评价分析

Tab. 5  Experienc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评价要素 形容词组 均值

格调氛围
氛围感 热闹的−安静的 4.07

场所感 安全的−危险的 3.58

情感体验
愉悦性 愉悦的−伤感的 4.24

喜爱度 喜爱的−厌恶的 4.36

思想活动
联想觉 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 2.31

重游意愿 强烈的−微弱的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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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及听觉、触觉依赖性更强；低视力者更

接近正常人状态，依赖大面积色块及物体轮

廓的指引，在游览过程中能较大程度自主

活动。

2）景观感知特征：视障者景观感知过程

为在景观元素的刺激下，结合个人景观视觉

经验，在头脑中呈现不同的景观意象，表现

为“景观符号—经验感知—心理表征—自我

想象”，景观情感更为突出。视障者经由游、

感、思 3 个阶段的景观体验过程，实现了物

象、知觉、想象与情感的递进。他们将在景

观元素中的感知、观察与领悟，反映在了游

览的空间行为与情感上。

3）景观营造：感受与体验是景观设计的

核心之一，人对环境的情绪反应是一种对环

境的快速直觉判断，它与感官及大脑特征、

个人经验与经历等相关。而视障者缺失最为

重要的视觉感官，设计师需要了解视障者的

感受与体验机制，以及他们如何感知景观要

素并做出相应的景观反应。设计师既要增强

基于视觉感知的设计，如景观的轮廓、颜色

等，也要根据视障者的景观依赖度，增强基

于视觉代偿的设计。由此在无障碍通用设计

 （如尺度控制、安全性、可及性及可识别

性）、感官景观因子营造（如景观元素形状、

大小、材质、硬度、声景和香景）等方面提

出有效的景观设计策略。

需要通过长期、深入、细致的观察，探

索视障者景观感受的途径，从真实、复杂、

动态的场景中来观察视障者的行为，对视障

者的景观—感知—体验关系进行建构。受视

障者异质性的影响，参与者的视力情况、失

明类型、年龄、经历和经验都对其在公园的

体验与行为产生影响，城市公园无障碍建设

只能尽量调和、寻找共性，满足较多视障者

的需求。本研究通过视障者在城市公园中的

景观漫步实验，探讨多感官的景观感知，未

来还需继续拓展对视障人群的研究与实践，

以期在健康城市背景下展望兼顾正常人和视

障群体的公园环境，同时，除了公园休憩环

境之外，为了让视障者在“家门口”也能享

受到绿地和阳光，未来对社区景观的研究亦

十分必要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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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s

for  the  disabled,  and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health  of

the disabl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park  landscape  can

help  mobilize  multiple  senses  of  the  human  body  to  promot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specially  for  the  disabled  population.  Although  the  number  of

researches  on  park  landscape  experience  and  health  effects  thereof  has

increased,  few of  them involve  the  visually  impair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explore  how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landscape  in  urban  parks  and  to  understand  the  way  they  appreciate  and

interpret such landscape.

[Methods]  This  research  selects  Yuntai  Garden  in  Guangzhou  as  the

experimental  site  mainly  because  of  the  rich  landscape  resources  and  good

accessibility  thereof.  The  research  organizes  som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mainly blind people and people with low vision) to walk through Yuntai Garden

and  experience  the  landscape  therei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ndscape

perception  theory,  the  research  determines  the  pathways  and  contents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by the aforesaid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ir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andscape

elements  of  Yuntai  Garden.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behavior

observation  method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record  and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Yuntai

Garden.  Specifically,  the  behavior  observation  method  is  used  to  record  their

behaviors,  with  relevant  observations  being  recorded  in  the  textual  form  of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nvolves the evaluation

on  the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volved.

According  to  their  behavior  modes,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finally adopts the grading method and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to score

and analyze their behaviors, characteristics and emotions.

[Results]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  terms  of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show different  behavi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impairment  degrees.  Totally  blind  people

move  slowly  relying  on  blind  cane  or  companion  traction.  To  facilitate

companion traction, they need to put one or two hands on the shoulder or elbow

of others or hand in hand with their companions. In the process of sightseeing,

they judge by the sense of  foot  touch,  surrounding sound,  walking experience

and  companion  guidance,  and  rely  more  on  the  guidance  of  normal  people.

Compared  with  totally  blind  people,  people  with  low  vision  behave  more  like

normal  people.  They  rely  on  the  guidance  of  large  areas  of  color  blocks  and

object  outlines,  and  can  move  more  independently  during  sightseeing.  2)  In

terms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the  visually  impaired  are  highly  sensitive  to

hearing,  touching  and  smelling.  Depending  on  their  age,  eyesight,  vision  loss

time and original visual experience, they present different landscape perce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The  landscape  perception  process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is  represented  as “ landscape  symbols  −  experience  perception  −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 self imagination”. With their landscape emotion

being more prominent than normal people, the visually impaired can achieve the

progression of  object  image, perception,  imagination and emotion through the

landscape experience process of traveling, feeling and thinking. 3) The visually

impaired  can  experience  a  sense  of  pleasure  in  the  process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They  can  experience  pleasant  sound,  comfortable

touch,  good  smell  and  other  sensory  stimuli  at  the  perception  level,  and  they

typically  have  strong  emotions  about  memories  and  future  visions,  which

endows them with prominent landscape emotion.  What they perceive,  observe

and  comprehend  in  landscape  elements  can  be  reflected  by  their  spatial

behaviors and emotions.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landscape  elements  of  Yuntai

Garden,  and  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As we know, the visually impaired lack the

most important visual  sense, which entails landscape designers to understand

their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mechanism  and  the  way  they  perceive

landscape elements and make corresponding landscape responses. Designers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design  based  on  visual  perception,  such  as

landscape  outline  and  color,  but  also  improve  the  design  based  on  visual

compensation  such  as  scale  control,  security,  accessibility  and  identifiability.

The research through the aforesaid experiment, lay a sound foundation for park

landscape  design  targeting  the  visually  impai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for  the  improved  construction  level  of  barrier-free

environments.  However,  long-term,  in-depth  and  meticulous  observations  are

needed  to  explore  the  way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by  the  visually  impaired.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regarding  the  visually  impaired,  so  as  to  develop  a

park  environment  that  gives  consideration  to  both  normal  people  and  visually

impaired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ity.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ealthy landscape; visually  impaired; urban

park; landscape  perception; landscape  experience; barrier-free  design;

programs for th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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