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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声景感知是理解公众环境体验与提升国家公园管理质量的重要切入点。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网
络评论文本成为获取声景认知信息的新型数据来源。以我国 4 个首批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综
合运用文本挖掘（Jieba 分词技术）、情感分析模型（LSTM+Word2vec）与时间序列分析模型
（ARIMA），构建基于网络文本的声景感知量化与预测框架，探讨公众对国家公园声景的情感
倾向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研究发现：民众更偏好自然声，其中地球物理声占比最高，人工声占比
较高但高频词呈现矛盾性，生物声占比较低但对生态体验具有积极影响。不同国家公园情感感知
差异明显，武夷山国家公园积极情感占比最高（73.18%），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受噪声影响表
现出明显的消极情感倾向。ARIMA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外，其他公园
未来的情感倾向整体向好，武夷山国家公园情感趋势最稳定，大熊猫国家公园预测结果可靠性较
高，而三江源国家公园预测的置信区间较大。基于研究成果，提出增设声景廊道与特色声景体验、
加强噪声管理、建立智慧声景管理体系 3项建议。 
 
Abstract 
Soundscape perception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s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online comment texts have become a new type of data 
source for obtaining soundscape perception information. Taking the first four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research used text mining (Jieba split-word technique), 
sentiment analysis model (LSTM+Word2vec),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model (ARIMA)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for quantifying and predicting soundscape perception based on 
online texts, and to explore the public's sentiment tendency towards the soundscape of 
the national parks and its dynamic chang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 prefers natural 
sound, of which geophysical sound accounts for the highest percentage, artificial sound 
accounts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but presents ambivalence, biological sound accounts for 
a lower proportion bu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 parks is obvious, with Wuyishan National Park 
having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positive emotions (73.18%), and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Park showing a clear tendency to negative emotion influenced by noise; The ARIMA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show that, except for the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the 
future emotional tendency of other parks is better overall, Wuyishan National Park has the 
most stable emotional tendenc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is higher, and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prediction of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is larg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ree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to add soundscape corridors and characteristic soundscape experiences, strengthen noise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 a smart soundscap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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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亮点
1）研究融合 LSTM 情感识别与 ARIMA 时间预测模型，量化国家公园声景体验及其情感反馈，揭示了声景感知偏好以及情感倾向差异，
实现了情感预测；2）基于预测模型，提出国家公园自然声景保护与提升策略。

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和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休闲娱乐和教育机会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自然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旅游活动的多
样化，国家公园的管理面临着平衡生态保护与民众需求、提
升民众满意度与景观质量的新要求。近年来，民众对自然环
境的期望不断提高，景观质量已成为衡量国家公园管理效能
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如何通过科学手段提升景观体验、
增强民众的参与感和满足感，已成为国家公园管理中的关键
议题之一。

随着社交媒体和在线评论平台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
民众通过网络分享他们的游憩体验与景观感受。这些网络评
论反映了民众的游览经历、景观感知与评价，成为相关研究
的重要数据源，同时为国家公园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作
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标杆场所，国家公园兼具科研、
教育和游憩功能。通过分析国家公园的网络评论，研究者可
深入了解公众对国家公园景观的感知与评价，为科学测度其
景观品质、制定改进策略、提升管理效率和民众满意度提供
重要参考。

景观感知通常被认为是人们通过感官与环境互动所获得
的直接体验和感受 [1~2]。与此相对，认知则是个体在知识建
构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加工形成的主观理解与认识。相较之
下，感知带来的初始印象更加直观，往往未经过多层次的理
性加工，因此具有一定的纯粹性 [3]。声音是三维空间感知的
核心要素之一，在景观感知过程中，相较于视觉信息，其在
情感表达和环境氛围营造方面更具无可替代的作用 [4~5]，如
声音的三维空间定位及其快速引发的情绪响应。由于声音具
有强烈的主观性，声景感知在景观感知和认知研究中展现出
独特优势。从研究领域来看，景观感知关注人与环境的互动，
是兼顾客观与主观因素的综合性研究方向 [6]。既有研究已探
明客观事物对景观感知产生的影响 [7~8]，并指出景观感知的
研究重点正从单一的主观偏好向多维度、细致化的方向转
变 [9~11]。这一趋势反映了景观感知与景观特征、整体印象的
紧密关系，以及它们与美感之间的关联 [12]。

然而，目前声景研究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已有文
献主要集中于声音在生态和生物监测领域的应用 [13~14]，对
于声音如何影响民众的情感反馈、满意度和回访意愿等主观
体验，尚缺乏系统性、深入的研究。此外，传统声景研究常
采用听觉调查、声学测量和模拟实验等方法。这些方法虽然
能够提供一定的研究数据，但普遍存在样本量有限、调查时
间长、操作难度大、设备昂贵等缺陷，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
适性与推广性 [15~17]。

我国国家公园的建立与起步较晚 [18]，尚处于经验借鉴
与探索阶段 [19]，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诸多问题。

公众的参与对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与社会效益的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 [20~22]。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景观通过声音、
视觉信息和环境氛围影响民众的感知 [23~24]。如国家公园的
自然声景通常能提供宁静体验，提升心理舒适度。接触自然
声音能够增加积极情绪，而人工声音往往与负面情绪相关，
这种感知差异显著影响整体的体验和满意度。因此，深入了
解民众的声景感知，明确自然声景与人造声景对民众体验的
不同影响，有助于优化国家公园的整体环境体验，提升民众
满意度和回访意愿。

在方法上，景观感知研究经历了从词频分析到深度学习
技术的演进 [25~26]，且网络评论正日益成为研究的新型数据来
源。对网络评论数据的精细化处理能够揭示整体评价趋势与
深层次的认知模式。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为声环境研究提
供了新视角。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可处理和预测时
间序列数据，故该模型被用于分析民众评论中声景感知的变
化趋势，识别其季节性和周期性特征，为管理者提供科学
决策支持 [27]。而 LSTM+Word2vec 模型通过结合词向量的
语义表达与深度学习的上下文建模能力，能够更精确地理
解文本语义和情感倾向，尤其适用于处理复杂的长文本数
据 [28]。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为国家公园的声景管理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国家公园的
网络评论文本，挖掘民众对于声景的主观感知与情感反馈，
构建网络文本驱动的声景感知评价框架。为实现这一目标，
研究聚焦以下 3 个核心问题：其一，民众如何感知和认知
国家公园中的不同类型声景；其二，不同声景类型引发的情
感倾向有何差异；其三，是否可通过情感分析与建模实现
对声景情感的有效预测。本研究综合运用 Jieba 分词技术、
LSTM+Word2vec深度学习模型及ARIMA时间序列模型，
对网络评论文本进行更为精准地分析与处理，从而克服传统
研究在样本规模与分析深度上的限制，为国家公园声景质量
的提升与管理策略的优化提供数据支持与实践参考，最终实
现提升民众满意度与国家公园综合效益的目标。

1 研究概况
1.1 研究对象

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
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 [29~30]。我国设立的首
批国家公园包括武夷山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
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
保护面积达 230 000 km2，涵盖了近 30% 的陆域国家重点

詹开元，任维 . 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国家公园声景观感知研究 [J]. 广东园林，2025，47（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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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31]，确保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因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网络评论数据稀少，本研究
聚焦于其他 4 个网络评论数据较为充足的首批国家公园，即
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涵盖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头地区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横跨
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及位于海南岛
中南部的热带雨林核心区域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它们
覆盖从热带雨林到高原草地的多样生态系统，各自拥有独特
的声景特征，如武夷山的溪流鸟鸣、三江源的高原风声、大
熊猫的森林虫鸣和海南雨林的动态声景。国家公园的声景不
仅反映生态健康，还显著影响民众的情感体验。
1.2 研究过程
1.2.1 数据来源

综合考量网络热度、评论数量等因素，选取大众点评网
（https://www.dianping.com）的评价数据作为数据源。
以国家公园官方名称、国家公园规划文本中自然保护地统计
表或分区布局中提及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等作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运用集搜客（GooSeeker）采集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相关网络评论共计 13 855 条。经人工
审查、去除噪声评论、标准化词汇等处理，最终获得 4 个国
家公园的有效网络评论数据共计 11 489 条。其中，武夷山
国家公园的评论文本有 3 166 条，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评论文
本有 539 条，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评论文本有 6 395 条，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评论文本有 1 389 条。
1.2.2 研究方法

研究基于 4 个国家公园的有效网络评论数据，运用
jieba 分词、LSTM+Word2vec、ARIMA 等工具与模型，
完成景观感知、景观认知与情感预测等分析。

Jieba 分词，依托于前缀词典与隐马尔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HMM）等机器学习算法，是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高效、稳定的分词工具 [32]。本研究
在 Pycharm 2023.2 平台中直接调用 Jieba 软件包，采用精
确模式进行分词，为后续的情感分析奠定基础。

长 短 期 记 忆 网 络（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是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的变种，常用于文本情感倾向分析。本研究基
于 LSTM+Word2vec 情感分析模型的开源代码 [28]，使

用科学数据银行（https://www.scidb.cn/）的景点评论
数据集完成模型的预训练，准确率达 91.78%。通过该
模型，获取国家公园所有有效评论文本的消极情感和积
极情感概率。情感倾向值区间为 [-1,1]。其中，倾向值在
[-1,-0.5）时表示消极情感，[-0.5,0.5]表示中性情感，（0.5,1]
表示积极情感。

ARIMA 模型集成自回归（AR）、差分（I）和平滑
移动平均（MA）3 种方法，是用于时间序列分析和预测
的统计方法 [25]。本研究基于 Statsmodels、Numpy 以及
Pandas 软件包，构建 ARIMA 模型。在判定数据是否存在
自相关性后，进行平稳性检测以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平稳。若
数据不平稳，则进行差分操作。进而判定差分后序列的自相
关性和偏自相关性，观察差分后数据的平稳性。通过上述操
作，将波动起伏的数据转化为平稳数据。经白噪声检验后，
以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来确定模型的
最佳阶数（p,d,q），并通过残差分析评估所构建模型的可
行性。最终，利用模型预测未来 12 个月的情感趋势，并输
出置信区间。

2 研究结果
2.1 声景观感知

网络评论文本的词频统计反映了民众在描述景观时常用
的词汇和主题，揭示民众对具体景观要素的关注程度，在很
大程度上表征了公众的景观感知。研究利用 Jieba 程序，通
过反复优化自定义停用词表进行分词，并在导出结果后进行
校验，最终获得 4 个国家公园网络评论中的前 40 个有效高
频词。基于声景生态的分类标准，将高频词归纳为地球物理
声（环境声）、人工声和生物声 3 类 [33]（表 1）。这一分类
方法依据声音的来源与性质，能够有效地区分声音的起源及
其生态属性。人工声指由人类活动或技术设备直接产生的声
音，而生物声则是由生物体主动或被动发出，且与生命活动
密切相关。地球物理声常与生物声和人工声混淆。地球物理
声指由自然现象直接产生的声音，与生命活动无关，如风声、
流水声和雷声等。自然声是地球物理声和生物声的总和，指
所有非人为来源的自然界声音。因此，在整体论述中引入了
自然声的概念，以便更准确地描述相关内容。

表 1  国家公园网络评论声景感知高频词
Tab.1  High-frequency word list of soundscape perception in national park web-based commentaries

声音类别 高频词（频次） 总频次（占比）

地球物理声
（环境声）

安静（117）、宁静（65）、水声（35）、流水声（18）、叮咚（9）、安安静静（7）、风声（7）、雨声（6）、水流声（6）、
咚咚（5）

275（40.68%）

人工声
歌（33）、唱歌（18）、耳鸣（16）、欢声笑语（16）、吵（15）、尖叫（14）、喧闹（13）、歌曲（13）、山歌（13）、
歌舞（11）、音乐（10）、广播（9）、嘈杂（9）、吵架（8）、讲话（8）、叫醒（8）、笑声（8）、歌声（6）、情歌（5）、
闹钟（5）、轰鸣（5）、欢歌（5）、吵闹（5）、响声（5）

258（38.17%）

生物声 鸣（87）、鸟鸣（27）、虫鸣（10）、鸟叫（10）、鸣叫（5）、鸟声（4） 143（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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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高频词分析结果表明，地球物理声的总频次占比
最高，为 40.68%，其高频词以“安静”“水声”为代表，
反映了民众对自然环境中安静氛围的偏好。人工声的总频次
占比为 38.17%，其高频词以“歌”“唱歌”为主，既包含
“欢声笑语”“音乐”等积极词汇，也包含“吵”“尖叫”
等负面词汇，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生物声的总频次占比为
21.15%，其高频词以“鸟鸣”为主，虽频率相对较低，但
生物声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特征鲜明且对
民众的感知体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地球物理声和人工
声的频率接近，这表明两者对民众声景感知的影响具有相
似的重要性。自然声合计频率超 60%，表明民众对原生声
景的偏好。
2.2 声景认知与情感倾向
2.2.1 声景观整体认知

在声景感知研究中，无论是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还是网
络文本分析等方法，对事物周围环境的深入描述通常与民众
的主观感知、认知保持一致 [34~36]。个体在描述事物时，往
往会根据自身经验、情感状态以及认知框架来组织语言。因
此，评论文本不仅映射了外部现实，也反映了个体的内心世
界。基于网络评论文本，利用高频词表检索与声景感知相关
的语句，通过回溯评论文本，解析公众构建的环境见解，以
实现对声景的景观认知分析。

除高频词外，研究从地球物理声、生物声和人工声入手，
选用类似“警报”“叫卖”等与声音密切相关的词语作为高
频词的补充，在所有文本中进行检索，以回顾公众的声景观
认知。结果显示，当民众处于自然环境中且环境声趋向于安
静时，其评论中多有“心情变得很宁静”“享受大自然的宁
静”“这里空旷宁静”等表述。这表明安静的环境对公众的
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虽然文本中有“吵架”“吵闹”“争
吵”“吵到”“吵起来”等与不文明行为相关的关键词，但
仅占少数，且主要与民众之间的冲突或摩擦有关。以“听见”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深入了解民众的声景感知。例如，评
论中常提及“听见鸟叫声和流水声”“听见木鱼声”“听见
远处羚羊的叫声”“听见水声”“听见熊猫的叫声”“听见
不知名动物的叫声”等。这些描述显示，相较于城市公园的
声景感知研究 [37~39]，国家公园具有更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公众的声景感知也更为丰富多样。这种差异与声源的丰富度
相关，同时可能受到样本量和研究对象差异的影响。
2.2.2 景观情感倾向

情感不仅涉及个人的情绪体验，还反映了个体对于外
部刺激的认知反应。将自然语言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可
用于分析公众对国家公园的情感认知。研究基于训练后的
LSTM+Word2vec 模型，分析 4 个国家公园评论文本的情
感倾向（图 1）。

结果显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积极情感、消极
情感和中性情感占比分别为 47.16%、41.97% 和 10.87%；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中性情感占比分别
为 43.04%、46.20% 和 10.7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积极情

感、消极情感和中性情感的占比分别为 73.18%、22.21%
和 4.61%；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中性情
感占比分别为 47.13%、43.38% 和 9.49%。总体而言，武
夷山国家公园的积极情感占比最高；大熊猫国家公园情感倾
向逐渐由消极向积极转变，但情感倾向值在 -1 的轴线上呈
现出明显的聚集；三江源国家公园情感倾向以积极情感为主，
但较其他国家公园，负面评价比例较高，说明其声景体验面
临一定挑战。

根据声景观情感倾向散点图分析（图 2），武夷山的
情感倾向散点分布广泛，但其主要集中在 0.2 到 1.0 区间
内，正向情绪强烈且稳定性强，是 4 个公园中情感倾向最
为积极、集中的区域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情感值大多集中
在 0 至 0.8 区间内，整体偏向正向，点位密集但波动不大，
这说明民众体验相对稳定。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散点较
为分散，负向情感数量明显增多，情感波动较大，特别在
2018—2020 年，负面情感集中爆发，这说明部分民众对声
景不满，存在明显的负向评价。三江源国家公园情感散点较
少，集中在 -0.5 到 0.5 区间内，整体并未出现明显的情感
倾向。建议各国家公园针对具体问题优化声景管理，减少人
为噪声并丰富自然声景，以提升民众体验和生态保护效能。
2.3 情感预测

研究通过 Python3.7 程序实现 ARIMA 预测模型，预
测 4 个国家公园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情感倾向。因 ARIMA
模型对输入数据的连续性要求较高，故选择月均情感倾向作
为模型的输入数据。这能较好地反映出情感倾向的整体趋势，
同时规避数据间隔不均带来的潜在误差。

预测结果显示（图3，表2），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外，
其他 3 个国家公园的情感倾向在未来 12 个月内均呈现出略
微上升的趋势。武夷山国家公园情感倾向预测值最高，皆大
于 0.65，中后期稳定在 0.68 左右。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情感
倾向预测值虽总体上升，但其置信区间较大，预测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这表明其情感体验可能受到更复杂的因素影响，
如环境挑战、生态保护措施等。相比之下，大熊猫国家公园
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置信区间相对较小，这表明其预测结果
更为稳定，波动范围较小，情感倾向的预期值也更加可信。

3 讨论
3.1 声景感知的生态与心理机制

本研究通过分析高频词揭示了国家公园声景观感知的特
征。地球物理声的总频次占比最高，印证了国家公园的自然
声音丰富的理论 [40]，表明民众对自然静谧环境的强烈需求。
高频词中与“水声”相关的词汇累计出现 79 次，这表明水
体声景在环境体验中具有特殊地位，与“亲水性”假说相呼
应 [41]。此外，人工声感知高频词的矛盾性特征具有重要的
社会学意义。研究显示，文化表演类声景与社交互动类声景
往往获得积极评价，而无序噪声，如“吵闹”等声音要素则
引发负面情绪 [42]。这种差异验证了声景社会建构理论的核
心观点 [43]，即人工声的体验价值取决于其文化内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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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情感倾向散点图
Fig.1  Scatterplot of emotional tendencies

图 2  声景情感倾向散点图
Fig.2  Scatterplot of emotional tendencies in soundscape

规范。研究发现特定人工声如“广播”
在不同场景下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
这表明应建立更精细化的声景分类评
估体系，以应对复杂场景中的声环境
评估需求。
3.2 声景认知与情感倾向分析

情感分析结果显示，自然声景对
民众情感体验具有重要作用，这与以
往研究关于自然声对心理恢复和情感
调节效果的结论一致 [44~46]。

同时研究发现声景认知存在一定
的空间异质性。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积极
情感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区域，ARIMA
预测模型结果也显示其情感倾向可长
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这表明武夷山国
家公园现有的声景管理措施卓有成效。
深入分析发现，“声景 - 视觉”的协
同效应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23]。评论文
本中频繁出现的“听见鸟鸣、看见山
雾”等跨越视觉、听觉的多模态描述，
印证了多感官整合理论在声景研究中
的适用性。

相比之下，其他 3 个国家公园的
评论情感倾向相对接近，即积极情感
与中性情感倾向的比例相近。在大熊
猫国家公园的评论中，情感倾向值在
-1 的轴线上呈现明显的聚集趋势。这
可能是由于现实体验与民众预期之间
存在较大差距，加之景区基础设施与
游览路线规划不合理，部分游客体验
不佳。例如，民众抱怨“景点乏善可
陈”“景区物资昂贵”“盘山公路令
人疲惫”等，导致了消极的情感倾向。
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情感倾向
值散点图较为分散，其中负向评论的
数量较多，这与整体情感预测值的下
降趋势一致。除上述提及的民众预期
和景观趣味性外，登山体验以及节假
日高峰期的人员拥挤也是引发消极情
感的主要原因。这一下降趋势可能反
映出基础设施的干扰超越了民众对热
带雨林环境的宽容阈值，从而导致民
众体验满意度显著降低。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情感倾向的下降趋势在既
往研究中较少被提及，这反映了该公
园面临的独特环境挑战或研究方法的
差异 [47]。而大熊猫国家公园和三江源
国家公园的情感倾向较为均衡，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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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积极情感占主导地位，但消极情感也
占一定比例，表明这两个公园在自然环
境保护、服务设施建设以及管理方面存
在改进空间。三江源国家公园在 2020
年冬季出现了大量评论，这可能与当年
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所引发的旅游热潮
有关。尽管三江源国家公园因优美的自
然风光而广受赞誉，但其评论文本中频
繁提及垃圾问题，这也是影响情感感知
的重要因素之一。综合分析预测模型发
现，不同公园的情感演变趋势各有异同，
这种差异可能与民众数量波动、季节变
化等外部因素相关。

综上所述，情感倾向分析为理解
民众对不同国家公园的情感认知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依据。基于研究结果，建议
武夷山国家公园加强品牌推广与生态教
育，以吸引更多公众的关注；而其他 3
个国家公园，在继续保护生态环境的同
时，需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民众体验的关
注，采取更多措施以改善民众的情感体
验。通过情感预测，研究得以更全面地
分析公众对国家公园情感体验的潜在变
化趋势，为国家公园未来的管理与优化
提供了数据支持。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
固然优美，但也必须重视管理和服务质
量的提升。
3.3 自然声景保护与提升策略

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以下系统化的
建议：1）针对地球物理声的基础性作
用，建议在设计中增加声景廊道，如在
民众主要活动路线设置生物声增强点如
观鸟平台、昆虫旅馆等。2）开发季节
性声景导览，如根据物候特征设计特色
声景体验如“春鸟鸣唱”“秋虫夜曲”
等。3）针对消极人工声，如民众喧哗
等噪声，设置文明声景提示系统，并在
敏感区域部署智能声学监控装置，以实
时提醒超标噪声。

上述举措针对声环境管理体系的
关键环节，旨在提升国家公园声景质量
与公众体验的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
国家公园应建立声景风险预警机制，以
提升管理的前瞻性，增强响应能力。具
体包括设置声景质量红线指标、开发移
动监测应用程序，实现对游客反馈与声
环境变化的实时感知与动态响应。

为确保策略落地，有必要同步推

图 3  情感倾向预测
Fig.3  Affective tendency prediction chart

表 2  ARIMA 预测国家公园月均情感倾向
Tab.2  ARIMA predicts average monthly emotional tendencies in national parks

月份 大熊猫国家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

第 1 个月 0.347 3 0.305 3 0.302 4 0.657 1

第 2 个月 0.354 0 0.304 6 0.330 9 0.668 7

第 3 个月 0.356 3 0.303 9 0.340 9 0.673 8

第 4 个月 0.357 3 0.303 3 0.345 0 0.676 5

第 5 个月 0.357 8 0.302 6 0.347 2 0.678 4

第 6 个月 0.358 1 0.301 9 0.348 9 0.680 0

第 7 个月 0.358 4 0.301 2 0.350 3 0.681 5

第 8 个月 0.358 7 0.300 5 0.351 7 0.683 0

第 9 个月 0.359 0 0.299 9 0.353 0 0.684 4

第 10 个月 0.359 1 0.299 2 0.354 3 0.685 9

第 11 个月 0.359 6 0.298 5 0.355 7 0.687 3

第 12 个月 0.359 9 0.297 8 0.357 0 0.688 7

置信区间 [0.217 7,0.496 8] [0.009 8,0.599 5] [-0.328 8,0.990 5] [0.524 6,0.8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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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相关配套制度制定。一方面，建议实施“国家公园静音
区划管理”，将声环境功能划分为三级管理单元——核心
静音区、一般静音区与服务区，并依据区域生态敏感度与
游客活动强度，实施差异化管理。另一方面，建议将声景
质量纳入《国家公园考核评价规范》（GB/T 39739-2020）中，
设定相应的权重比例，以强化其在综合评估中的地位。同时，
应制定《国家公园声景保护专项规划》，明确阶段性保护
目标、管控策略与技术路径，从而为国家公园声景治理体
系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国家公园的网络评论数据，构建了融合

LSTM+Word2vec 神经网络与 ARIMA 时间序列模型的声
景感知分析框架，系统量化了民众对声景的情感反馈，并实
现了情感趋势的动态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民众偏好自
然声景，但情感体验受人工声影响显著。分析显示民众对国
家公园的声景感知以地球物理声为主，人工声占比相近且高
频词呈现矛盾性，生物声如“鸟鸣”虽占比较低，但对生态
体验至关重要。2）情感倾向差异揭示管理重点。武夷山国
家公园积极情感占比最高，建议在保持原有管理标准的基础
上，增加特色声景体验设计；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情感倾向
值在 -1 的轴线上呈现明显的聚集趋势，建议加强园区整体
管理，部署智能声学监控装置以提醒不文明行为；海南热带
雨林消极情感受噪声干扰明显，需针对性优化噪声管控与提
升自然声景丰富度。3）预测模型指导长期管理。ARIMA
模型预测显示，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外，其余公园的情
感倾向在未来 12 个月呈上升趋势。其中，武夷山国家公园
的情感倾向最稳定（0.65 以上），三江源国家公园情感预
测的置信区间大，可能受到垃圾问题等影响，而大熊猫国家
公园的预测结果可靠性较高。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文本挖掘的声景感知评估方法，有
效利用网络评论这一高容量、低成本的数据来源，通过引入
LSTM+Word2vec 深度学习模型和 ARIMA 时间序列分析
模型，提升了文本语义理解与情感识别的精度，实现了情感
倾向的时间动态预测，并从不同维度对民众声景感知进行了
系统分析，为国家公园声景管理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持和参
考依据。

但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性，未能深入分析声景高频词，主
要原因在于文本描述中多种景观要素相互交织，使得特定事
物与情感、场景之间难以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这种复杂性
阻碍了对具体声景要素情感倾向的精准量化分析。同时，由
于数据来源于网络评论，无法代表所有民众群体。此外，声
景感知的季节性变化尚未充分考察。

未来研究将朝着多方法融合的方向深入推进，结合问卷
调查、生理测量等多元数据，提升研究的全面性与代表性。
同时，将进一步加强文本分析的问题识别能力，精准提炼出
公众反馈中的关键问题与需求。在模型优化方面，将持续改
进情感识别算法，增强其对复杂语义结构与隐性情绪表达的

识别能力，从而提升情感倾向识别的精度。此外，将拓展时
间序列模型的应用深度，引入气候、游客流量等外部变量，
挖掘情感趋势变化的潜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国家公园的声景
管理提供科学、系统和精细化的决策支持。

注：本文图表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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