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风景园林实践

71

我国台湾地区阳明山公园气象景观及游者偏好研究 *

Meteorological Landscape and Visitor Preference of Yangmingshan Park in Taiwan, China

桑晓磊　胡璟
SANG Xiao-lei，HU Jing

近年来，旅游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1]，旅游气候是影响产业系统的一个宏观性主导因素，

在一些特定的旅游目的地，自然气候甚至代表了被欣赏

和被期待的特色旅游资源。因此，特定的气候现象和物

候景观可作为主要景观资源加以开发利用 [2]。大气中的

冷、热、干、温、风、云、雨、雪、霜、雾、雷、电、

光等各种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所构成的旅游资源，都是

气象景观及其旅游体验的一种形式。从广义上来讲，气

象景观包括时序、天象、气候、天气等因素，与其相关

的某些物候现象也可纳入，是气象景观资源的主体元素，

具有较高的观赏开发价值 [3]。

阳明山位于台北市大屯火山区，旧称草山，因纪念

明朝学者王阳明而改名为阳明山，因其独特的火山地质

资源、大屯春色景观以及毗邻台北都市区的休闲避暑功

能被划定为风景旅游胜地 [4]。崔尚斌 [5]、陈文恭等 [6]、

朱念慈 [7]、曹正等 [8] 均讨论分析过阳明山公园内的气象

资源，但并未对其特定分类、构景方法及游者偏好调查

做进一步的整合研究。本文在对阳明山公园的气象景观

资源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应用结构式问卷方

法探讨游者对于气象景观的偏好类型及未来的旅游期待，

以期为其他相同类型的景区以气象景观为主题的未来旅

游规划提供数据参考。 

1 现有气象景观资源

1.1 区位背景
台湾岛具备典型海岛型气候特征，受纬度、地形、

山脉走向、季风、洋流等诸多因素影响，拥有各种各样

的气候形态，也具备多样的气象景观 [9]。阳明山公园区

域位处台北盆地北缘（图 1），于 1985 年成立，后逐渐

发展成为“台北大都市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

从台北盆地至七星山山顶的海拔变化将近 1 000 m，山地

环境的时空分布格局十分复杂 [10]，在同样高程下，山谷、

中山坡和山脊的温度差异巨大 [11]。园区具有明显的亚热

摘要：阳明山公园是台北市近郊以生态保育为主，兼具历史人

文特色的风景名胜区，休闲活动及观赏需求是旅游吸引力的来

源，也是相关主题规划设计的基础。以园区内气象资源为研究

对象，对其形成原因、类型分类和构景方式进行探讨，并利用

结构式问卷及统计学 Pearson 相关系数检定法对游者的景观偏

好和旅游期待进行量化分析，指出气象景观资源是园区风景审

美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游者认为现阶段特定景点与气

象景观之间存在少量的弱相关联系，并对未来游览活动中气象

景观多样化体验保持一定程度的期待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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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季风性气候特征：夏季受到西南季

风影响，多为晴朗天气，云量较少，

日照率高，午后时有雷阵雨，雨收天

晴后山间因丰富的水汽弥漫，流雾和

彩虹景观出现的机率非常大；冬季

则因东北季风南下而变得潮湿多雨，

年降雨量多达 4 000 mm，低温重湿，

云量多而密，水汽流动易生成各类流

雾景观 [6]。

1.2 类型分类
Jacques 指出在气候环境下，景观

过程被证明是气候系统的一部分 [13]。

气象景观资源依视景形式可以分为天

象景观及天气景观两种，依表现状态

可分为气、液、光、固态 4 种形式，

依感知规模的尺度而言可分为区域

大气候、场域中气候、局地小气候 3
种。竺可桢等 [14] 指出，相关物候景

观指的是植物在昼夜、四季、年际周

期中的生态物质性变化，以及动物

时间性觅食、迁徙等状态的外在表

现和现象变化。因此，园区的气象

景观类型还包括受到气候因素影响

的物候现象—植物物候和动物物

候（表 1）。
1.3 构景方式
1.3.1 直接构景

景观价值表现在给人以美学意义

上的主观满足感 [13]。自然审美过程中，

气象景观常常作为至关重要的前景部

分参与风景构图组织，甚至作为画面

主体，表现不同以往的整体环境气

氛。阳明山“八景”的“暖流飘雾”“日

出带雨”“寒山冬雪”就是以气象景

观为主题的风景审美主体。

1.3.2 间接构景

气象景观元素作为次要的景观角

色甚至是背景参与构图，对景观主体

或者是关键性环节进行虚化衬托及

意义渲染。在阳明山“远眺平阳、夜

观灯火”的主题画面中，天空作为或

明或暗的构图底景，形成关键的底图

层次，在高视点可视性范围内，远景

中的大地景观和台北都市的前景才

得以完整展现，构成具有对比、层次

和等级关系的深远画面，形成非常震

撼的光色主题景观。

1.3.3 隐藏线索

气象景观元素隐含于变化呈现的

物候景观形态之中，从而引发游者直

接或间接的经验感悟。“杜鹃竞红、

樱花漫开”中的气象景观元素就是以

隐性的时间线索参与季相景观营造。

“巨瀑雷鸣”的“雷鸣”现象则暗含

了夏季瞬时落雨引发的景观变化，落

水形态突变，动态丰富，听觉感应强

烈。擎天岗景区草山疾风引发的秋芒

纷飞，竹子湖的落雨等特殊情境，也

都是隐藏气象线索的景观呈现形式。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范畴及对象
因日食、月食、流星雨、陨石等

特殊天象景观吸引力巨大但发生的

概率极低，故本研究的气象景观范畴

只包括一般天象景观，诸如日出日

落、彩虹、彩霞、星河、云海等，也

包括各种天气现象及天气过程的变

化，例如晴空、落雨、雷电等等，对

气候及天气状态影响的物候现象也

有所提及。景点调查则针对阳明山公

园靠近台北都市生活圈的自然生态

类景点如小油坑、梦幻湖、天溪园，

以及历史人文类景点如阳明书屋、擎

天岗、草山行馆设置空间样本。这些

景点均分布于气象资源最为集中和

丰富的中央山区周边，便于使用中央

测站的气象数据进行研究。

图 1   阳明山公园区位及景点分布图

分类依据 内容

视景形式

天象景观
一般天象 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星河等

特殊天象 日食、月食、流星雨、陨石等

天气景观
天气现象 日月、晴空、流雾、落雨、风、彩霞、彩虹、云海、雷电、冬雪等

天气过程 不同天气状态随时间转换过程

表现状态

气态 云海、流雾、风

液态 落雨、晨露

光态 日月、彩霞、彩虹、晴空

固态 冬雪、冰

感知规模

大尺度 日月、晴空、彩霞、云海

中尺度 雷电、流雾、彩虹

小尺度 落雨、风、流雾、冬雪等

物候影响
植物物候 植物生长、季相的表现

动物物候 动物觅食、迁徙规律

表 1　阳明山公园气象景观分类

注：内容整理自参考文献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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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取样地点及样本选择
因园区腹地广大，游者分布密度

不均，本研究为了确保样本数据的广

度与时效性，为能理解游客在现场与

非亲临现场对气象景观的游览意见，

采用全天现场与网络问卷填答形式进

行数据收集。为了避免游者专注于某

一既定印象的景点作答，现场部分选

在公园入口处及游客服务中心分发问

卷；网络问卷则通过网络随机发放。

于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发放问

卷共计167份（现场61份，网络106份），
回收 167 份，有效问卷 160 份。

2.3 题项设置与研究过程
除了旅游资源和设施的差异外，

气象和气候是影响旅游流时空分布

不平衡现象的最基本因素 [15]。本文

以此提出研究假设：1）游者对园区

内气象景观资源存在特定的类型偏

好；2）游者在特定景点的游览认知

与气象景观存在相关关系；3）游者

的未来休闲活动和游览期待与气象

景观存在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假设，问卷拟定阳明山

区域较为常见的11种气象景观类型，

共设置 9 个题目，分别从游者结构、

景观偏好、游览期待 3 个方面对游

者的气象景观偏好进行调查。首先，

针对受调查者的族群结构作统计分

析，确定游者族群的数量、特征及

地域来源；其次，针对游者景观偏

好的题项设置，从空间层面对游者

的认知感受及喜爱偏好进行分析；

最后，总结游者对气象景观偏好类

型，进一步调查游者对于未来休闲活

动的需求及景观期待，并在此基础

上，对园区未来气象景观的主题开发

提出相关建议。

调查问卷回收后，应用 SPSS 
Statistics 24 软件计入数据，并应用

pearson 相关性统计分析方法对 2 个变

量之间变化趋势的方向以及程度进行

计算分析，使用取值在 [-1，1] 的相关

系数 r 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趋势进

行计算，r 的绝对值越大，不同因素之

间的相关程度越高（负值表示负相关，

正值表示正相关）。当 |r|≥0.8 时，可

以认为两变量间高度相关；当 0.5≤|r|＜ 
0.8 时，两变量间中度相关；当 0.3≤|r|
＜ 0.5 时，两变量间弱相关 [16]。

3 阳明山公园气象景观的游者偏好

3.1 游者族群结构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表 2），住地为

台北区域的游者为 85 人，占总问卷

人数的 53.13%，其中有 37 人游览

次数在 3 次以上。住地为台北市其

他地区和外籍旅客分别为 43 人和 32
人，分别占总问卷人数的 26.88% 和

20.00%，台北市其他地区游者的游

览次数以 2 次居多，外籍人士以 1 次

居多。3 个住地区域游者的女性比例

均比男性略高，从年龄上来看，以

21～ 40 岁游者居多。分析结果显示，

与其他两个住地区域相比较，台北地

区游者对阳明山公园具有更加积极

的地域情感认同，是最大的游客群

体，自然风光与都市景观的预期反差

是台北游者产生持久游览兴趣的重

要原因之一。

3.2 气象景观及行为偏好分析
旅游吸引力是旅游资源的丰富度

对旅游者的刺激程度。擎天岗是游者

最喜爱的景点，小油坑和梦幻湖次之

（图 2）。擎天岗草原自清朝起满山

遍植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附

近有鱼路古道和石梯岭登山步道等

人文景点通达，而小油坑与梦幻湖分

别具有火山地质以及山水植被等自

居住地
性别 年龄（岁） 游览次数

总计（个）
男 女 5~20 21~40 41~60 60 以上 1次 2次 3次 3次以上

台北都市区
43

(50.59%)
42

(49.41%)
9

(10.59%)
40

(47.06%)
30

(35.29%)
6

(7.06%)
22

(25.88%)
16

(18.82%)
10

(11.76%)
37

(43.53%)
85

台北市其他
地区

12
(27.91%)

31
(72.09%)

6
(13.95%)

25
(58.14%)

6
(13.95%)

6
(13.95%)

10
(23.26%)

18
(41.86%)

4
(9.30%)

11
(25.58%)

43

外籍人士
15

(46.88%)
17

(53.13%)
4

(12.5%)
20

(62.5%)
4

(12.5%)
4

(12.5%)
21

(65.63%)
5

(15.63%)
2

(6.25%)
4

(12.5%)
32

总计 160

表 2　游者住地与性别、年龄、游览次数的交叉统计

图 2　游者喜爱的游憩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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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光。三者皆为超大尺度空间，视

野开阔，游者对各项气象景观元素的

感知也更具广域性和直接性，超大场

域的自然空间和巨大尺度的气象景

观带来与都市生活差异性的新奇感

受，给游者带来了更多强烈的感觉刺

激。同时，高海拔区域可进行有审美

意义的眺望行为，也充分满足了游者

的旅行期待。

云海、晴空和夕阳是游者喜爱的

气象景观前 3 项（图 3），游者制定

未来的旅行决策时对于园区内的这 3
项景色充满期待（图 4）。新鲜空气

是游者认定阳明山公园旅游休闲吸

引力来源的第一要素，放松心情、春

季花海和休闲温泉次之（图 5）。分

析认为随着游者对于健康生存环境

的日益重视，自然生态环境具有的

养生、释压功效，以及逃避高危、

高压状态的都市环境，是游者追求

的重点，可见游者对于园区自然环

境的休闲释压作用有着极高的认可

和期待。

3.3 气象景观与游憩景点相关性分析
依上文，应用 SPSS Statistics 24

软件对问卷数据中游者喜爱的气象

景观、游憩景点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

度进行 pearson 计算（表 3），拥有

自然生态特质的梦幻湖景区、人文景

观浓郁的阳明书屋以及自然与人文

特质齐备的擎天岗草原，与诸项气

象景观之间均不存在相关关系，表明

受访游者并没有在以往的游览体验

中对上述景点中的某一特定气象景

色有强烈感觉和深刻印象，或者说其

游览体验与各项气象景观之间的对

应关系并不明显。小油坑景区海拔约

图 4　游者期待的气象景观

图 5　 游者期待的休闲活动

800 m，位于七星山鞍部，具备火山

喷气孔、温泉、崩塌地形及硫磺结

晶等特殊自然景观，游者认为其与

晴空之间有弱相关关系，但与其他

诸项气象景观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分析认为，因空间场域巨大，又要

保持一定的安全观赏距离，游者选择

晴天游览小油坑景区更能清晰地欣

赏火山口整体的景观面貌，感受火山

地质景观的壮观与特殊性。天溪园生

态教育中心溪流众多，植物生长茂

密，游者遵循以往的既定印象和感知

景点 云海 晴空 夕阳 流雾 日出 彩霞 彩虹 星河 落雨 冬雪 雷电

擎天岗 -0.160 0.245 0.163 -0.042 0.086 0 0.094 0.094 0.123 -0.173 0
小油坑 0.006 0.364** 0.116 0.159 0.024 -0.047 -0.004 0.091 0.185 -0.110 0.033
梦幻湖 -0.025 0.055 -0.036 0.023 0.050 -0.004 -0.038 0.275 0.044 0.005 0.100
阳明书屋 -0.161 -0.168 0.019 0.152 0.180 0.125 -0.120 -0.226 0.202 0.024 0.112
其他景点 0.230 0.210 0.123 -0.040 -0.011 0.021 0.418** 0.217 0.274 0.217 0.298*
草山行馆 -0.305* 0.212 -0.259 0.562** -0.153 0.178 -0.092 0.043 0.206 0.003 0.212
天溪园 -0.214 0 -0.136 0.324* 0.057 0.167 -0.031 -0.031 0.287* 0.058 0.272

      * p<0.05 ** p<0.01

表 3　游憩景点与气象景观相关性分析

图 3　游者喜爱的气象景观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表 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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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认为其与流雾、落雨这两项气

象景观之间存在相当微弱的正相关

关系。草山行馆地处草山战略高点，

可以眺望基隆河与淡水河景观，远望

可及关渡平原、社子岛、观音山景

色，其和云海景观之间的相关系数值

为 -0.30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说明

游者在此并没有欣赏过云海景观；而

其和流雾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562，
则说明游者认定在草山行馆看到流

雾景观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园区内

中央山地及东北部全年降雨天数达

200 d 以上，游者认为在园区其他景

点有可能看到雷电和彩虹景观，但此

类景观出现时间和地点均不固定，

频率较少，表明特殊性气象景观往

往会获得游者更多关注，但在旅行

中不一定能够得到满足。

3.4 气象景观与游览期待相关性分析
同 样，应 用 SPSS Statistics 24

软件对游者期待气象景观与游览活

动的问卷数据进行 pearson 相关性计

算（表 4），显示出游者在规划以

认知生态植物为旅行目标的休闲活

动时，期待欣赏到云海、日出等大

尺度光色主题景观。每年的 1—3 月，

“大屯春色”景观对踏春游者产生

巨大吸引力，不过从相关性计算结

果来看，游者只对花开这类的物候

景观有所期待，而对于各类显而易

见的气候景观反而不太关注。火山

地质是园区最重要的地质特色，游

休闲行为 云海 晴空 夕阳 云雾 彩霞 日出 冬雪 星河 彩虹 雷电 落雨

新鮮空气 0.196 -0.016 0.212 0.145 0.069 0.268 0.178 0.123 0.172 -0.060 0.136

放松心情 0.157 0.114 0.324* 0.129 0.154 0.237 0.254 0.117 0.049 -0.172 0.040

春季花海 0 0.201 -0.080 0 0.042 -0.094 0.131 0.086 0.094 0 0.067

休闲温泉 0.042 0.244 0.119 0.114 0.325* -0.071 0.070 0.285* 0.022 0.012 0.214

运动康健 0.352* 0.239 0.155 0.305* 0.287* 0.091 0.175 0.051 0.091 -0.056 0.183

俯瞰台北景观 0.376** -0.066 0.196 0.127 0.276 0.115 0.089 0.140 0.210 0.060 0

生态植物 0.280* 0.060 0.220 0.245 0.169 0.421** 0.218 0.086 0.187 -0.147 0.167

火山地质 0.230 0.117 0.371** 0.336* 0.322* 0.217 0.299* 0.265 0.317* 0.114 0.200

欣赏夕阳 0.332* 0.129 0.382** 0.206 0.399** 0.171 0.272 0.432** 0.380** -0.020 0.238

亲子教育 -0.074 -0.090 0.189 0.005 -0.168 0.178 0.113 0.094 -0.092 0.093 0.058

亲近动物 0.074 -0.105 -0.074 0.030 0.174 0.252 0.202 0.007 -0.142 -0.075 0.197

观看日出 0.187 -0.094 0.214 0.238 0.324* 0.125 0.364** 0.200 0.125 -0.098 0.111

表 4    期待休闲行为与期待气象景观相关性分析

者对于体验火山地质景观时能够欣

赏到云雾、夕阳、彩霞、冬雪、彩

虹等气象景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期

待。体验休闲温泉活动与彩霞、星

河等气象景观之间呈现出弱相关性，

意味着部分游者期待体验园区休闲

温泉活动时，能够欣赏到晨昏时刻

绚烂的彩霞景色以及夜晚辽阔的星

河景观。云海、云雾、彩霞景观等

光色丰富的意境联想能使游者产生

鲜明、深刻的旅行印象，游客希望

能在运动康健等活动中体验这些景

观。而休闲释压、放松心情等游览

活动往往与黄昏时分的夕阳景观成

为游者特殊的游览期待。因台北地

处亚热带，冬雪资源稀少，部分游

者认为观看日出与彩霞、欣赏寒冬

山雪景观同样值得期待。游者在欣

赏夕阳这一视线开阔的空间场景中

期待同时能够看到日落、云海、彩霞、

星河、彩虹等气象景观，可见游者

对超大场域空间内的气象景观体验

寄予了非常积极的期待与想象。部

分游者也希望俯瞰台北景观的同时

可以欣赏到变幻不定、云雾缭绕的

云海景观，可见游者基于以往的生

活经验及游览认知，了解园区内气

象景观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的特点。无论是对于气象景观在游

憩体验中所起到的构景、组景作用，

还是休闲活动中气象景观变换所引

发的新奇性和意外性效果，部分游

者都持肯定和积极期待态度，希望

在有限的游憩时间内欣赏到更多的

气象景观类型。

4 总结与建议 

通过对阳明山公园现有的气象景

观类型进行归纳，指出气象景观是特

定时间、空间在相互叠合基础上产生

的特殊构景要素，是自然景观审美的

独特形式，调查显示出游者的族群结

构存在区域性特征，在类型、空间和

活动层面上也偏好各异，但对云海、

晴空、夕阳等景观具有明显的共同类

型偏好。 
现有气象景观资源与游憩景点之

间、未来休闲活动与气象景观期待之

间仅存在若干项较弱的相关性联系，

大部分数据结果并不具备统计学意

义上的高相关性，可见，游者对未来

休闲活动中体验到丰富气象景观的

期待程度有增加，但园区现有的旅游

路线及游憩设施建设显然并没有充

分考虑游者的游憩需求和休闲期待。

建议从游者的实际偏好和需求出发，

对未来的规划导向进行调整，以此作

为制定旅游计划的参考依据。

欣赏到不同类型的气象景观是游

者在园区内进行各项休闲活动的一个

重要期待因素。阳明山公园完善了台

北都市生活圈的生态休闲功能，意义

重大，但是生活方式改变、游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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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游览时间选择和交通便利性等

因素往往对游者的旅游行为和旅游决

策有较大的限制作用，而现阶段园区

管理处针对气象景观的营销及宣传，

特别是对于特殊时段内特殊气象景观

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研究所涉及的 6 个景点并不能

代表阳明山区域全部景点的具体状

况，这也是本次研究未能涵盖的范

围，后续研究应以本研究为初步成

果，改进取样的典型性及代表性，进

一步考量在全球气候变迁的大趋势

下，保存和提升阳明山公园现有的气

象景观资源特质，在维护生态系统完

整性的同时，进行合理而有效的利用

开发，实现旅游资源的科学配置，并

推动气象景观主题旅游规划在现代

风景园林中进一步发展。

注： 图 1 改 绘 底 图 来 自 谷 歌 地 图

（http://www.google.cn/maps.2020-03-

21），其余图表均由作者桑晓磊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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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

为策应花境发展与企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解决技能型人才匮乏问

题，由中国园艺学会球根花卉分会与广东园林学会主办，北京中绿园林科

学研究院、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与广州市尚景生态景观有限公司与广东

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共同承办的

第 27 期花境师职业技能研修班于 2021 年 3 月 14-20 日举办。

在开班仪式上，广东园林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专委会主任委员张方秋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提出为推动花境

营造专向人才队伍建设，研修班将在未来 5 年内培养出 1 000 多名实用型

高技能人才，帮助学员切实提升花境师应具备的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水平，

学习最前沿的花境理论知识、设计理念、造型方案，助力花境广泛装点美

丽中国、生态文明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本次研修班将继续秉持“专注、专业、权威”的工作目标，致力于

为产业一线岗位培训更多技能型实用人才，聘请了国内知名花境专家授课

和实操质量监督，从花境景观研究、设计、施工与养护、实地花境植物赏析、

经典花境作品案例分析、动手实操等开展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

有 84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政、公园、植物园、风景区管理处、小区物业

管理等单位学员齐聚一堂，感受花境的魅力，提升自身对花境的感官和理

性认识，增强花境营造的实操技能，进一步促进花境的推广、应用，提升

花境设计、植物配置及养护管理水平。全部学员均通过此次培训考核，将

获得主办方中国园艺学会球宿根花卉分会和广东园林学会分别颁发的《花

境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花境营造师》证书。

广东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花境专业委员会 供稿

《广东园林》编辑部 整理

第 27 届花境师职业技能研修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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