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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意象是人类意识对于地理空间信息的主动和积

极形象化反映结果 [1]。“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一词

最早由心理学家托尔曼（Tolman）于1948年提出，是指

关于某一局部环境及空间的综合表象 [2]。认知地图在城市

意象 [3~5]中的研究最为丰富和成熟，其次是古镇 [6~7]和大

学校园 [8~9]。旅游地空间意象研究也引入了认知地图，但

目前仍使用城市空间意象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尚未完全

从中延伸形成较为独立成熟的研究架构。

目前对于旅游地空间意象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分

为以下两类：1）以经典的认知地图为主要研究方法，辅

以问卷调查、照片辨认等社会学调查方法；数据分析主

要采用数频统计与比例分析。2）基于网络媒体大数据，

以马蜂窝游记网站、大众点评、新浪微博以及国外的

Flickr等网站中的图片、游记评论、带有地理位置信息的

网络图片等为数据源，运用空间句法、内容分析等方法

进行分析。张珍珍等 [10]曾证实问卷调查数据和网络文本

数据具有相对一致性。

在采用认知地图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空间意象研究

中，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主要围绕2个方面展开：一是统

计受试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收入等个人及社

会属性，以此来进行感知差异与个人及社会属性的关系

研究 [11]；二是调查受试者的情感偏好，以此弥补认知地

图在感知评价方面的局限 [12~13]。根据认知地图得到的空

间感知情况与问卷调查获得的意象评价，往往被作为2个
相对独立的体系进行分析，空间感知情况和意象评价之

间的对比关系未被充分挖掘。

由于旅游地点的广泛性和独特性，旅游地意象具有

明显的目的地指向特征 [14]。寺庙、山岳景区、古镇、纪

念园、森林公园、古典园林等旅游地的空间意象研究较

为多见。火山口地质公园是公众了解火山文化、接受科

普教育、欣赏火山地貌景观的重要窗口，具有丰厚的旅

游资源和独特的旅游价值。但目前对这一特殊地貌的旅

游景点的空间意象研究鲜少。因此，本文以海南省重要

的旅游名片之一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马鞍岭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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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景区为研究对象，除了采用认知地图法和问卷调查法，

还结合 IPA分析法，对其空间意象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期

从游客感知视角为火山口地质公园的旅游规划提供数据

支撑与针对性的参考建议。

1 研究对象概况

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海南省海口市西

南部，是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

唯一的热带海岛火山型地质公园。其内的马鞍岭景区是

目前重点发展的旅游核心，建于1996年，面积6.03 km2，

包含一座主火山、一座副火山以及两座寄生火山，是珍

贵的世界级地质遗迹资源，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科学

价值。

2 研究方法

2.1 认知地图法
认知地图法可以将游客的空间意识直接、综合地表

现出来，在空间意象研究中运用广泛。为了更加直接、

准确地了解游客对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马鞍岭

核心景区（以下简称“马鞍岭火山口景区”）的空间认知

情况，本次调查选用自由描画法，即受试者在白纸上自

由地尽可能多地描画出记忆中空间区域的情况。

考虑到认知地图的绘制对受试者的作图能力与文化

程度有一定要求，因而此次试验的受试者为风景园林专

业大三学生。具有专业背景的风景园林大三学生，绘图

表达能力相对较强，认知地图更具高效性，对其进行调

查具有可得性强、准确度高等优势；其次，风景园林专

业大三学生具备更好的空间认知能力，在专业群体中尚

且感知较差的意象元素往往更难被普通游客感知，专业

群体能更加深刻地反映并诊断出景区空间建设存在的问

题；此外，学生是火山口地质公园的重要游览群体，而

火山口地质公园同时也是青少年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

因而，重点聚焦风景园林专业大学生的空间认知特征，

具有特别的意义。

调查于2021年3月23日实施，天气多云。受试者为

海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三学生，在不知道有绘制认知

地图的任务的情况下，在马鞍岭火山口景区以步行方式

自行游览 4 h，游览结束后默画马鞍岭火山口景区平面

图。最终得到有效手绘认知地图样本61份。

2.2 问卷调查法
向上述受试者发放电子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53份。

调查问卷的内容包含以下2个方面：一是对单个景点的满

意程度进行打分，以探究游客对空间意象的满意度评价；

二是询问受试者是否有迷路的感觉，以进一步明确游客

对空间意象的感知情况。

2.3 IPA分析法
I P A 分 析 法 即 “ 重 要 性 - 满 意 度 ” 分 析 方 法

（Important-Performance Analysis）。通过 IPA分析法将认知

地图与问卷满意度调查2种方法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通

过四象限矩阵直观对比各空间要素的空间认知强弱与满

意度高低，探究各类型空间要素的提升策略。

3 认知地图分类及特征

本研究依据学者普遍认可并广泛使用的认知地图分

类方法，将此次调查获得的61份手绘认知地图划分为序

列型、空间型和混合型3大类（表1），其中空间型占比最

大，其次是序列型，混合型占比最小，未出现单体型认

知地图。序列型认知地图分为链型、支型和网型3个亚

类，未出现段型，支型和网型占比较大。空间型认知地

图分为马赛克型、连接型和空间格局型3个亚类，未出现

散点型，连接型数量最多，空间格局型数量最少。

调查获得的手绘认知地图具有如下特征：

1）具有较高的等级结构。57.38%的受试者绘制出

等级较高的认知地图（序列型认知地图中的支型和网型，

空间型认知地图中的连接型和空间格局型），大多数受试

表1 认知地图分类统计

类型 亚类 含义与特征 等级结构 频数 / 张 频率 /% 总数 / 张 比例 /%

序列型

链型 几条由交通线串联起相关旅游景点的链条式片段，存在较多认知空白区域 较低级 4 6.56%

18 29.51%支型 通过主路及支路把景区内的各个景点连接起来 较高级 7 11.48%

网型 不同类型、不同等级道路组合而成的网状交通系统 最高级 7 11.48%

空间型

马赛克型 景区内不同区域的拼块 较低级 10 16.39%

31 50.82%
连接型 由多个相互之间存在有效连接的景区空间片段构成 较高级 17 27.87%

空间格
局型

通过区域、道路、节点等主导元素，将景区中的分区准确连接与组合，
整体结构层次清晰

最高级 4 6.56%

混合型 — 介于序列型和空间型之间；仍以道路要素为主导，空间要素略有显现 — 12 19.67% 12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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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够绘制出较多空间要素及景观设施。这表明马鞍岭

火山口景区的空间环境具有较高的可意象性，能够给公

众留下较为整体清晰的印象。

2）空间型认知地图在旅客对马鞍岭火山口景区的空

间认知中具有较大优势。调查结果显示：以区域要素为

主导的空间型认知地图占样本总数的50.82%，远大于序

列型认知地图所占比例。马鞍岭火山口景区相对简单的

线型轴对称空间结构，能够帮助旅客简化认知，使其从

整体上把握景区空间意象。同时，此次调查的受试者为

风景园林专业的本科生，他们具备更好的空间认知能力，

这也是空间型认知地图占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3）旅客所绘的以道路要素为主导的序列型认知地图

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形现象，具体表现为尺度失衡、方位

颠倒、内容溢出等。受试者在绘制序列型认知地图时往

往一边回忆着自己的游览路径，重点描绘感知强烈的意

象元素，一笔带过感知较弱的意象元素，对于意象元素

的相对大小、位置关系等空间布局缺乏整体把握。

4 空间意象分析

4.1 整体空间意象
马鞍岭火山口景区的空间意象构成要素包括标志物、

节点、区域、道路、边界5种（图1）。综合分析空间意象

要素在61份手绘认知地图中的出现频率与其在每幅地图

中的平均数量（表2），得出：受试者对火山口景区的标

志物记忆最深刻，其次是道路、节点和区域，对边界的

感知较弱，且空间意象要素的出现频率与其在每幅地图

中的平均数量呈现出相对一致性。

结合各类空间意象要素中主要元素的出现频率（表3），
对马鞍岭火山口景区的空间意象五要素进行具体分析。

1）标志物：火山口景区因火山锥的特殊地貌形态，

无法修建可以控制全园的大体量标志物，多以具有鲜明

火山特征、承载火山文化的景观小品来引起游客注意。

表2 空间意象五要素出现频率统计

意象要素
出现频数
/ 次

出现频率
/ %

出现总数
量 / 个

平均数量 /
（个 / 幅）

标志物 61 100.00 477 7.82

道路 61 100.00 209 3.43

节点 59 96.72 146 2.39

区域 58 95.08 112 1.84

边界 47 77.05 63 1.03

图1 马鞍岭火山口景区空间意象要素分布

表3 主要空间意象元素出现频率统计

意象要素 主要元素 出现频数 出现频率

标志物

玄武池 49 80.33%

火山科普馆 44 72.13%

金鸡 35 57.38%

仙人洞 34 55.74%

火山底塌陷洞口 33 54.10%

熔岩流遗迹 31 50.82%

海口制高点 31 50.82%

岩石环廊 30 49.18%

火山神庙 27 44.26%

凤炉岭观景台 13 21.31%

金蟾 13 21.31%

地质公园主碑 5 8.20%

图腾标志徽 4 6.56%

节点

科普广场 43 70.49%

山顶广场 31 50.82%

火山石文化展示广场 19 31.15%

山前广场 15 24.59%

区域

凤炉岭火山口 54 88.52%

酒瓶椰子园 10 16.39%

火山荔枝博览园 5 8.20%

仙人掌园 5 8.20%

根艺展示区 5 8.20%

道路

火山神道 61 100.00%

环火山口观光道 45 73.77%

火山口内部观光道 29 47.54%

火山雨林栈道 23 37.70%

翠趣园栈道 3 4.92%

边界
入口 46 75.41%

出口 17 27.87%

“玄武池”是让游客印象最为深刻的标志物，其次是火山

科普馆、“金鸡”“仙人洞”、火山底塌陷洞口；而本应作

为景区重要标志和象征的地质公园主碑和图腾标志徽，

却没有给游客带来强烈感知，有待进一步改善。

2）道路：马鞍岭火山口景区最具可意象性的道路是

火山神道，其次是凤炉岭火山口区域的环火山口观光道。

游客对于同是景区三级道路的火山雨林栈道和翠趣园栈

道的感知有很大差异，究其原因在于木栈道周边环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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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火山雨林栈道串联起了玄武池、仙人洞和科普广场，

位于游客的游览密集区域；而翠趣园栈道所处的翠趣园

则鲜有人问津。景区独特的线型结构，以及核心道路火

山神道作为轴线贯穿全园，使得道路在马鞍岭火山口景

区中具有较高的可意象性。

3）节点：节点要素多体现为广场，分布在景区轴线

上，由火山神道串联。节点要素的可意象性因其承载功

能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科普广场在认知地图中出现频

率最高，其次是山顶广场和火山石文化展示广场，山前

广场出现频率最低。科普广场是2个科普馆和岩石环廊间

的重要连通枢纽，山顶广场上开展免费拍照活动，火山

石文化展示广场上设置了能够让游客参与互动的生活生

产器具，而仅规划了观赏性玄武岩奇石“金蟾”的山前

广场则很难让游客有强烈感知。

4）区域：区域要素由于在旅游活动中的重要性不

同，呈现出明显的两级分化现象。凤炉岭火山口作为全

园的游览核心，出现频率最高，而酒瓶椰子园、火山荔

枝博览园、仙人掌园、根艺展示区等仅能观赏且独特性

不强的非主要游览区域，出现频率则很低。

5）边界：受试者仅在尺度相对较小的马鞍岭火山口

景区认知地图中体现了入口和出口2个边界要素，且对入

口的感知明显高于出口。此外，有75.41%的受试者将整

个游览过程中的道路作为景区的边界，而对于道路之外

的植被，以及景区真正的红线边界感知较弱。而在理想

效果中，没有物理边界分隔的马鞍岭火山口景区，本该

通过借景园外来扩大景区的空间感。景区可于登山道路

外侧增设旅游吸引物，将游客视线适当引至园外，提示

游客正深处绵延不绝的火山群之中。

通过对认知地图中空间意象要素出现频率进行分析

统计与整合，得到马鞍岭火山口景区公共认知地图（图

2）。受试者以火山神道对称轴线为基本框架，玄武池、

火山科普馆、金鸡等为标志物，科普广场为核心节点，

凤炉岭火山口为核心区域，形成马鞍岭火山口景区空间

环境意象。

4.2 分区空间意象
游客在目的地的空间认知是一种旅游需求驱动下产

生的功用性认知 [15~16]。为探究旅客对火山口公园各功能

分区及不同功能意象的感知情况，依据功能进行景区的

空间划分（图3）与意象元素分类（表4）。根据各空间中

意象元素的平均出现频率可知，受试者对火山口核心空

间的感知最为强烈，其次是火山文化体验空间，登山空

间和休闲观光游览空间，对游客服务前导空间的认知最

为模糊。

在空间意象元素功能分类中，旅游吸引物分布在景

区的各个功能空间，是景区最为核心的类别，各意象元

素的出现频率存在较大差异；旅游风景点分布在游客前

导服务空间和休闲观光游览空间，其各意象元素的平均

出现频率只有7.92%，没有给游客留下太多印象；公共服

图2  马鞍岭火山口景区公共认知地图

图3 功能分区图

务场所分布在游客服务前导空间和登山空间；交通设施

贯穿全园，有着最高的平均出现频率（47.13%）。

游客服务前导空间作为旅客进入景区后最先接触的

空间，决定着公众对景区的第一印象。然而统计结果表

明，游客对该空间的认知较模糊，没有起到很好的“开

门红”效果。此外，空间意象感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3.02%的游客没有迷路的感觉，在有迷路感觉的9位受试

者中，8位填写的迷路地点均位于游客服务前导空间，更

有4位明确指出在出入口会迷路。游客服务前导空间的布

局较混乱，需要改善。

休闲观光游览空间以玄武湖和仙人洞为核心，旅游

风景点火山热带果园和翠趣园被绝大多数受试者遗忘。人

们被大体量的玄武池吸引，按照“玄武湖 -仙人洞 -科普

馆 -岩石环廊 -熔岩流遗迹”的路线游览，形成了翠趣园

和火山热带果园的游览盲区。

火山文化体验空间以旅游吸引物为主要功能意象元

素，火山科普馆的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熔岩流遗迹和

岩石环廊。2座火山科普馆分别位于科普广场的东西两侧，

但在44份画出了科普馆的认知地图中，有12份只画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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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座。究其原因在于2座科普馆

间距离较远，且建筑旁有大树遮挡。

景区可于二者间建立清晰导视，来使

科普馆的价值最大化。

登山空间以金鸡、火山神庙等为

主要的旅游吸引物，辅以赏心亭等公

共服务场所以及平台广场，来缓解旅

客登山过程中的疲惫感。雕刻在基座

上的金鸡被立于199级台阶之上，人

们在山前广场上及在登山过程中更易

表4 基于功能的空间意象元素统计

将视线聚焦于此；而放置在山前广场

上的玄武岩奇石金蟾则较难被旅客感

知。因而，景区可将重要的标志物放

在具有一定高度的地方，并可设置醒

目的导览牌。

在火山口核心空间中，环火山口

观光道的出现频率最高；景区独有的

意象元素火山底塌陷洞口和海口制高

点的出现频率刚刚过半，不甚理想；

专门设置用于游客领略火山奇观的凤

炉岭观景台的出现频率极低。此外，

凤炉岭火山口虽作为景区的最核心空

间，却只在54份认知地图中有体现，

且其中5份仅勾画了一个圆圈，对具

体细节没有任何描绘。鉴于以上情

况，火山口核心空间景点的吸引力仍

需提升，在如何让游客充分感知寄生

火山、副火山以及火山群整体风貌方

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3 空间意象IPA分析
综合各意象元素在认知地图中的

出现频率以及旅客对其的满意度评

分，借助 IPA分析方法，通过对比意

象元素认知情况的强弱及满意度，明

确应该采取的措施。以马鞍岭火山口

景区各意象元素在认知地图中的平均

出现频率0.42为横轴，以意象元素满

意度评分的均值67.97为纵轴，构建

四象限矩阵（图4）。
1）继续保持区（第Ⅰ象限）：该

区域的意象元素在受试者中获得了较

高的满意度和较强烈的感知效果，可

以继续保持。具体意象元素包括玄武

池、火山底塌陷洞口、海口制高点、

熔岩流遗迹、火山科普馆等。

2）潜在资源区（第Ⅱ象限）：受

试者对该区域的意象元素有较高的满

意度，但对其感知并不强烈。位于该

区域的寄生火山观景台在游客的空间

认知中没有占据重要位置，但对其有

认知的旅客则给出了较好的评价，说

明寄生火山观景台有着很好的发展潜

力，可以在提高游客关注度方面进行

提升。

3）缓慢跟进区（第Ⅲ象限）：受

试者对该区域意象元素的认知和满

意度都较差。需要对位于该区域的酒

瓶椰子园、火山石器文化体验区、金

功能分区 意象元素功能分类 意象元素 频数 频率 平均频率

游客服务
前导空间

旅游吸引物
地质公园主碑 5 8.20%

19.44%

图腾标志徽 4 6.56%

旅游风景点

酒瓶椰子园 10 16.39%

根艺展示区 5 8.20%

火山荔枝博览园 5 8.20%

仙人掌园 5 8.20%

公共服务场所

停车场 22 36.07%

游客中心 13 21.31%

售票处 12 19.67%

商品美食街 10 16.39%

火山酒家 9 14.75%

火山口咖啡馆 3 4.92%

交通设施
入口 46 75.41%

出口 17 27.87%

休闲观光
游览空间

旅游吸引物

玄武池 49 80.33%

26.64%

仙人洞 34 55.74%

石山觜 12 19.67%

柱状节理 5 8.20%

旅游风景点
火山热带果园 4 6.56%

翠趣园 0 0.00%

交通设施
火山雨林栈道 23 37.70%

翠趣园栈道 3 4.92%

火山文化
体验空间

旅游吸引物

火山科普馆 44 72.13%

44.08%

熔岩流遗迹 31 50.82%

科普环廊 30 49.18%

火山生产生活器具 23 37.70%

石门 19 31.15%

古石屋 17 27.87%

龙湫 16 26.23%

交通设施
科普广场 43 70.49%

火山石文化体验广场 19 31.15%

登山空间

旅游吸引物

金鸡 35 57.38%

35.13%

火山神庙 27 44.26%

金蟾 13 21.31%

公共服务场所
赏心亭 16 26.23%

悦目亭 13 21.31%

交通设施
山顶广场 31 50.82%

山前广场 15 24.59%

火山口核
心空间

旅游吸引物
火山底塌陷洞口 33 54.10%

49.51%

海口制高点 31 50.82%

交通设施

环火山口观光道 45 73.77%

火山口内部观光道 29 47.54%

凤炉岭观景台 13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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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古石屋、石门等意象元素进行逐步改进。

4）重点改进区（第Ⅳ象限）：受试者对该区域的意

象元素有较强烈的认知，但对其满意度评价却较低。需

要对位于该区域内的仙人洞和火山神庙等意象元素进行

重点改进。

5 结语与建议

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马鞍岭核心景区的旅

客认知地图具有较高的等级结构，空间型认知地图占比

较大，序列型认知地图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形现象。旅客

对景区的标志物的感知最强烈，其次是道路、节点和区

域，对边界的感知较弱。空间意象要素在认知地图中的

出现频率与其在每幅地图中的平均数量呈现出相对一致

性。旅客对马鞍岭核心景区的火山口核心空间认知最为

清晰，对游客服务前导空间的认知最为模糊，且认为其

空间布局较混乱。旅游吸引物是景区最为核心的意象元

素功能类别，各意象元素的出现频率存在较大差异；旅

游风景点没有给游客留下太多印象；交通设施贯穿全园，

有着最高的平均出现频率。有较多意象元素有较高的旅

客满意度和比较强烈的旅客感知，寄生火山观景台需在

提高游客关注度方面进行提升，仙人洞和火山神庙需重

点改进。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对于马鞍岭火山口景区，首先应调整景区出入口位

置，将游客感知最为强烈的入口设置在更为核心的轴线

上，增强游客对图腾标志徽、国家地质公园主碑等核心

标志物的感知。二是在入口处增设景区展示区域，通过

导览平面图、LED显示屏、景区实物模型、智能互动设

备等多种方式，提前向游客展示景区亮点与全景。三是

根据集散、展示、餐饮购物、互动体验等主题，将游客

服务前导空间进一步划分，并通过标识牌等建立区域间

的导视系统。四是在游客感知较差的火山荔枝博览园、

根艺展示区等区域增设互动体验项目，将“海南八音器

乐”“火山山歌对唱”等文化遗产植入园区旅游之中。

对于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应以马鞍岭火

山口景区为核心，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拓展景区游

览维度，打造集火山地质遗迹与生态环境游览、动植物

多样性游览、火山科普教育游览、火山文化游览等于一

体的多功能旅游区，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对于火山口地质公园以及其他类型景区的建设，应

当完善景区的解说与导视系统，在公园内各主要交通枢

纽位置、游览步道、景点出入口设置醒目美观的导游全

景图、公共信息标识牌、景点介绍牌，以幽默诙谐的标

语来引起游客注意；同时配备专业导游人员，并配建完

善的户内外解说系统。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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