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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社会背景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基于层次分析法,从生态维度、康养维度、需求维度 3 个层

面筛选评价指标,构建城郊森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体系,对郑州市文博森林公园进行实践评价。 评

价结果表明,文博森林公园康养总得分 85. 84 分,资源等级为二级,其优势在于森林覆盖率、森林健

康、空气负离子浓度等方面。 根据评价结果从林木资源合理规划和科学开发经营园区资源等方面

提出康养资源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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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select-
ed

 

evaluation
 

indicators
 

from
 

ecological
 

dimension,
 

health
 

preservation
 

dimension
 

and
 

demand
 

dimension
 

based
 

on
 

AHP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resources
 

of
 

suburban
 

forest
 

parks
 

and
 

carry
 

out
 

practical
 

evaluation
 

of
 

Wenbo
 

Forest
 

Park
 

in
 

Zhengzhou.
 

The
 

evalu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
 

of
 

health
 

preservation
 

resources
 

in
 

Wenbo
 

Forest
 

Park
 

was
 

85. 84,
 

classified
 

as
 

Level
 

2,
 

with
 

the
 

advantages
 

of
 

forest
 

coverage,
 

forest
 

health
 

and
 

air
 

negative
 

ion
 

concentration.
 

Based
 

on
 

the
 

evalu-
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d
 

optimization
 

paths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aspects
 

of
 

rational
 

planning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park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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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Wenbo
 

Forest
 

Park

　 　 城郊森林公园作为我国森林公园发展的新方

向,在构建城市生态屏障、推动城乡生态一体化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城市经济快速变革的背景下,
居民生活压力增加,慢性病患病率不断上升,通过绿

色生态空间舒缓生活压力的需求快速膨胀[1-2] 。 森

林旅游、森林康养等养生旅游方式逐渐进入大众视

线。 城郊森林公园作为我国森林公园发展的新方向

和新亮点,具有足够的森林空间和资源,是城市及周

边居民开展森林康养活动的主要阵地[3] 。 与大部分

城市绿地相比,城郊森林公园在自然资源、建设面积

上的优势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城市生态屏障作用[4] 。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有关城郊森林公园资源评

价研究以景观资源为主[5] 。 胡承康[6] 利用专家问

卷法和层次分析法,从景观资源质量、生态环境条

件、开发利用条件构建了城郊型森林公园景观资源

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景观资源进行

评价。 王娜等[7] 利用 SBE 法,从季相与色彩、林木

密度、郁闭度、通视性等多个指标对广西 7 个城郊森

林公园进行评价,提出城郊森林公园林内景观美学

质量提升方法。 有关城郊森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的

研究较少,多针对康养基地资源进行评价研究,且评

价目标较为单一,康海滨等[8] 选取气候评价指标,
利用 GIS 技术分析三明市森林康养基地的气候舒适

度。 廖荣俊等[9]选取康养因子空气负氧离子,对灵

鹫山森林康养基地空气负氧离子的日变化及季节变

化特征进行分析评价。 目前研究缺少对城郊森林公

园康养资源的多维度科学评价。 因此,建立城郊森

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体系对开展城郊森林公园康养

环境建设及质量评价具有指导作用,是落实生态文

明建设,加快林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举措。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文博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侯寨

乡,紧邻尖岗水库,是尖岗水库水源涵养林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郑州市森林生态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文博森林公园距离市区约 10 km,可以方便快

捷地到达机场、周边景区及周边县市,交通辐射半径

为 0. 5 h,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文博森林公园总占地面积约 280. 90 hm2,森林

覆盖率约 80%,主要分为树木园和花博园两大区

域,树木园建设面积约 227. 57 hm2,花博园约 53. 33
hm2,是集名花名树展示、科普宣传教育、休闲游憩

健身、生态文化体验及森林生态示范为一体的综合

性树木花卉博览园。 园内收集、保育、驯化中部地区

及南方树种约 700 种,其中珙桐、红豆杉、金钱松、银
杏、水杉等国家一级、二级和河南珍稀保护树种 20
余种,是一个丰富、多样的木本植物种质资源库。
1. 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两方面:(1)问卷调查,通过参

考文献资料从森林景观资源、森林康养环境、基础设

施条件 3 个层面制作问卷,共发布 18 份专家问卷和

35 份研究生问卷,问卷回收率 100%。 (2)实地调查

收集相关资料以及园区内 2 个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

的信息及数据。

2 康养资源评价体系的构建

2. 1 评价指标的选取

基于全面与客观性相结合等指标选取原则[10-12] ,
从森林景观资源、森林康养环境和基础配套条件 3
个层面构建城郊森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体系。 该体

系包括 1 个目标层,3 个准则层,6 个一级指标层,32
个二级指标层(表 1)。
2. 2 指标评价依据

指标评价依据以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标准及

相关研究[13-16]为基础进行制定,保证指标评分标准

的合理性,包括《全国城郊森林公园规划( 2016—
2025 年)》《森林康养基地质量评定( LY / T

 

2934—
2018)》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 LY / T

 

2005—2010)》《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国家康

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 LB / T
 

051—2012)》 《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国森林公园风景

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 / T
 

18005—1999)》 等,每个

指标总分为 100 分,根据以上标准在 3 ~ 5 个指标范

围内进行打分,最终获得各项指标的平均得分。
 

2. 3 权重的确立

2. 3. 1 构建判断矩阵

对递阶层次结构中同一层次的每个因子进行两

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 A:

A = (aij) n×n =

a11 a12 … a1n

a21 a22 … an2

… … … …
an1 a2n … ann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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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郊森林公园康养资源指标评价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ealth
 

preservation
 

resources
 

in
 

suburban
 

forest
 

parks

目标
层

代
码

准则层
代
码

一级
指标层

代
码

二级指标层

G
城郊
森林
公园
康养
资源
评价
体系

P1 森林景观
资源

A 森林资源 A1 森林面积

A2 森林覆盖率

A3 森林健康

A4 森林季相

A5 物种多样性

A6 物种来源

A7 生态干扰度

B 景观资源 B1 地形资源

B2 水域资源

B3 人文资源

B4 景观吸引度

B5 资源融合度

P2 森林康养
环境

C 林分结构 C1 林分色彩

C2 林分类型

C3 林分密度

C4 郁闭度

C5 林龄

D 康养环境 D1 温度

D2 湿度

D3 风速

D4 空气负离子浓度

D5 空气颗粒物浓度

P3 基础配套
条件

E 康养设施 E1 自然教育设施

E2 绿色步道建设

E3 休憩娱乐设施

E4 康体健身设施

E5 配套基础设施

F 区位交通 F1 内部道路系统

F2 外部交通系统

F3 停车场规划

F4 地理区位

F5 客源市场

　 　 判断矩阵两两比较时,对重要性程度采用 1 ~ 9
标度法赋值[17-18] ,即用 1、3、5、7、9 分别表示同等重

要、稍微重要、重要、很重要、极为重要,2、4、6、8 表

示重要性介于 1、3、5、7、9 之间。
2. 3. 2 指标权重计算

采用几何平均法(方根法) 对判断矩阵的权重

进行计算,流程如下。

1)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乘积的 n 次方根

Wi ,计算公式为:

Wi =
n

∏
n

j = 1
aij ,

 

( i,j = 1,2,3,…,n) (2)

2)对特征向量 W = (W1,W2,W3…Wn) T 进行归

一化处理,得到权重 Wi,计算公式为:

Wi =
Wi

∑
n

i = 1
Wi

 

( i = 1,2,3,…,n) (3)

3)一致性检验

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λmax,计算公式为:

λmax = ∑
n

i = 1

(AW) i

nWi

 ( i = 1,2,3,…,n) (4)

式中:(AW) i 为 A 第 i 个指标。
进行一致性检验:

CI =
λmax - n
n - 1

(5)

CR = CI
RI

(6)

当判断矩阵阶数小于等于 2 时,即 n≤2 时,CR =
0,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通过。 当 n≥3 且 CR<0. 10
时,表示该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通过,矩阵中各指标

权重值符合要求。 当 CR > 0. 10 时,表示该判断矩

阵一致性未通过一致性检验,需要进行修正(表 2)。

表 2　 不同判断矩阵阶数 RI 取值

Tab. 2　 RI
 

values
 

of
 

judgment
 

matrix
 

order

判断矩阵
阶数

RI 值
判断矩阵

阶数
RI 值

判断矩阵
阶数

RI 值

1 0. 00 4 0. 89 7 1. 36

2 0. 00 5 1. 12 8 1. 41

3 0. 52 6 1. 26 9 1. 46

　 　 4)计算评价指标的层次总排序

计算某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于最高层(目标层)
相对重要性的权值,称为层次总排序。

W′Ci
= WAk

× WBi
× WC j

(7)
式中:W′Ci 表示对应目标层的二级指标层各指标的总

权重;WAk
表示对应目标层的准则层各指标的权重;

WBi
表示对应准则层的一级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WCj

表示对应一级指标层的二级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
为了验证层次总排序计算结果是否也具有满意

的一致性,需要计算总随机一致性指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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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
∑

n

i = 1
aiCIi

∑
n

i = 1
aiRIi

(8)

将专家问卷结果通过判断矩阵得出的各层次指

标权重值赋值 0. 6,研究生问卷结果通过判断矩阵

得出的各层次指标权重值赋值 0. 4,根据以上分析

得出评价指标的层次总排序(表 3)。

表 3　 城郊森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Tab. 3　 Evaluation
 

system
 

weight
 

of
 

health
 

preservation
 

resources
 

in
 

suburban
 

forest
 

parks

评价体系

权重

专家
问卷

研究生
问卷

权重 总权重
排
序

准则
层

P1 森林景观资源 0. 5396 0. 6491 0. 5834 — —

P2 森林康养环境 0. 2970 0. 2790 0. 2898 — —

P3 基础配套条件 0. 1634 0. 0719 0. 1268 — —

一级
指标
层

A 森林资源 0. 8000 0. 8411 0. 8164 0. 4763 —

B 景观资源 0. 2000 0. 1589 0. 1836 0. 1071 —

C 林分结构 0. 4495 0. 4721 0. 4585 0. 1329 —

D 康养环境 0. 5505 0. 5279 0. 5415 0. 1569 —

E 康养设施 0. 4721 0. 8000 0. 6033 0. 0765 —

F 区位交通 0. 5279 0. 2000 0. 3967 0. 0503 —

二级
指标
层

A1 森林面积 0. 1061 0. 2548 0. 1656 0. 0789 3

A2 森林覆盖率 0. 3146 0. 3615 0. 3334 0. 1588 1

A3 森林健康 0. 3146 0. 1817 0. 2614 0. 1245 2

A4 森林季相 0. 0757 0. 0882 0. 0807 0. 0384 8

A5 物种多样性 0. 1266 0. 0590 0. 0996 0. 0474 7

A6 物种来源 0. 0227 0. 0334 0. 0270 0. 0129 22

A7 生态干扰度 0. 0397 0. 0214 0. 0324 0. 0154 18

B1 地形资源 0. 0622 0. 1731 0. 1066 0. 0114 24

B2 水域资源 0. 0493 0. 2744 0. 1393 0. 0149 19

B3 人文资源 0. 1240 0. 0504 0. 0946 0. 0101 25

B4 景观吸引度 0. 5143 0. 4258 0. 4789 0. 0513 6

B5 资源融合度 0. 2502 0. 0763 0. 1806 0. 0193 17

C1 林分色彩 0. 4777 0. 4631 0. 4719 0. 0627 5

C2 林分类型 0. 1242 0. 2604 0. 1787 0. 0237 13

C3 林分密度 0. 0850 0. 0976 0. 0900 0. 0120 23

C4 郁闭度 0. 2695 0. 1379 0. 2169 0. 0288 9

C5 林龄 0. 0436 0. 0410 0. 0426 0. 0057 29

D1 温度 0. 0938 0. 2759 0. 1666 0. 0261 10

D2 湿度 0. 0938 0. 1755 0. 1265 0. 0198 16

续表 3

评价体系

权重

专家
问卷

研究生
问卷

权重 总权重
排
序

D3 风速 0. 0490 0. 0849 0. 0634 0. 0099 26

D4 空气负离子浓
度

0. 5486 0. 4257 0. 4994 0. 0784 4

D5 空气颗粒物浓
度

0. 2148 0. 0380 0. 1441 0. 0226 15

E1 自然教育设施 0. 0478 0. 0740 0. 0583 0. 0030 32

E2 绿色步道建设 0. 4190 0. 5072 0. 4543 0. 0230 14

E3 休憩娱乐设施 0. 2666 0. 2544 0. 2617 0. 0133 21

E4 康体健身设施 0. 1643 0. 1163 0. 1451 0. 0074 27

E5 配套基础设施 0. 1023 0. 0480 0. 0806 0. 0041 30

F1 内部道路系统 0. 2313 0. 4809 0. 3311 0. 0252 12

F2 外部交通系统 0. 3882 0. 2747 0. 3428 0. 0261 11

F3 停车场规划 0. 0907 0. 0683 0. 0817 0. 0062 28

F4 地理区位 0. 2313 0. 1410 0. 1952 0. 0148 20

F5 客源市场 0. 0586 0. 0351 0. 0492 0. 0037 31

　 　 准则层中指标权重占比排序为森林景观资源

(0. 583 4) > 森林康养环境(0. 289 8) > 基础配套条

件(0. 126 8)。 森林景观资源是康养资源评价的核

心要素,丰富的森林景观资源是进行森林康养活动

的基础,决定康养活动的质量;森林康养环境是重要

的评价因素,是进行森林康养活动的必需空间;完善

的基础配套条件为开展康养活动提供保障。
在一级指标层中,森林资源(0. 476 3)权重占比

重远超其余指标,其余依次是康养环境(0. 156 9)、林
分结构(0. 132 9)、景观资源( 0. 107 1)、康养设施

(0. 076 5)、区位交通(0. 050 3)。 森林资源是康养

资源中最核心的评价因素,丰富多样的森林资源为

康养活动提供物质基础;适宜的康养环境、合适的林

分结构影响康养活动质量;丰富多彩的景观资源和

充足的康养设施能够提升康养活动趣味性,丰富活

动类型;良好的区位交通可以保障游客能够顺利抵

达康养场所。
在二级指标层中,权重排序前五位分别是森林

覆盖率(0. 158 8)、森林健康( 0. 124 5)、森林面积

(0. 078 9)、空气负离子浓度( 0. 078 4)、林分色彩

(0. 062 7)。 森林覆盖率是康养资源评价的核心要

素,覆盖率高说明资源质量高,森林物种多样性丰

富;足够的森林面积和健康的森林是开展康养活动

的基础条件;空气负离子浓度、林分色彩是衡量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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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质量的有效指标,研究显示,空气负离子对人的

神经系统具有正面影响[19-21] ,是关键的康养因子,
丰富的林分色彩能够有效提高森林的美景度。 在这

些指标中,停车场规划、林龄、配套基础设施、客源市

场、自然教育设施权重较小,对康养资源评价影响

较小。

3 文博森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

对文博森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数据进行整理分

析,依据指标评价标准得出各指标得分,计算公园康

养资源得分与评价等级,从森林景观资源、森林康养

环境、基础设施条件 3 个维度进行分析评价。
3. 1 森林景观资源

森林景观资源包括森林资源、景观资源两个方

面,森林资源提供近自然的体验,景观资源提供地

貌、水域、人文景观来增加森林景观的趣味性,各项

指标得分见表 4。

表 4　 文博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各项指标得分

Tab. 4　 Index
 

scores
 

of
 

forest
 

landscape
 

resources
 

in
 

Wenbo
 

Forest
 

Park

指标 指标描述 指标得分

A1 森林面积 公园基地面积约 280. 90 hm2 ,森林
面积约占基地面积的 80%

90

A2 森林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约 80% 85

A3 森林健康 受病虫害危害面积约占 1% 90

A4 森林季相 森林资源质量较高,春夏秋季森林
景观变化丰富,冬季景观较单一

90

A5 物种多样性 物种有 700 多种,主要植被隶属 79
科 186 属 264 种,珍稀物种 20 多种

80

A6 物种来源 区内引种 ( 45. 45%) > 国内引种
(43. 56%) >国外引种(10. 99%)

95

A7 生态干扰度 中度干扰 80

B1 地形资源 地势起伏多变,沟壑交叉,高程落
差约 68 m,属于丘陵地形,人工林
景观特色一般,趣味感较强

83

B2 水域资源 紧邻尖岗水库,有水库观景台,景
观美景度高

75

B3 人文资源 人文资源缺乏 40

B4 景观吸引度 景观资源独特,有 49 个植物专类

园、26. 67 hm2 海棠园及其他植物
景观资源以及休闲型、运动型、休
憩型、游览型等景观空间,拥有建
设完善的健康步道

95

B5 资源融合度 景观资源组合后优势一般,融合度
高,有利于康养活动开展

82

3. 2 森林康养环境

森林康养环境包括林分结构、康养环境两个方

面,合理的林分构成是营造良好森林环境的基础,康
养环境是开展康养活动的前提条件,各项指标得分

见表 5。

表 5　 文博森林公园森林康养环境各项指标得分

Tab. 5　 Index
 

scores
 

of
 

forest
 

health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
 

in
 

Wenbo
 

Forest
 

Park

指标 指标描述 指标得分

C1 林分色彩 有红色、黄色、绿色、蓝绿色 4 种林分
色彩,色彩对比较明显,林木花期花
色丰富,景观可观赏性高

92

C2 林分类型 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占比约 25%,
阔叶林占比 75%

58

C3 林分密度 约 1125 株 / hm2 ,林分密度合理 95

C4 郁闭度 约 0. 67 85

C5 林龄 以不同树种的近、成熟林和中龄林
为主

67

D1 温度 约 132 d 80

D2 湿度 约 125 d 78

D3 风速 约 0. 52 m / s 87

D4 空气负离
子浓度

约 1500 ~ 4420 个 / cm3 96

D5 空气颗粒
物浓度

PM10 日均浓度 82 μg / m3

PM2. 5 日均浓度 57 μg / m3
72

3. 3 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是森林公园开展森林康养活动的载

体,包括康养设施和区位交通两方面,日本、韩国等

发达国家康养建设已较为成熟,并以此为载体充分

开发多种森林康养活动,区位交通与园区客源市场

联系密切,二者各项指标得分见表 6。
3. 4 康养资源综合评价

由各二级指标得分与权重可以得出文博森林公

园康养资源总得分为 85. 84,资源等级为二级,表明

康养资源丰富,质量高,适宜开展多种康养活动。 准

则层得分为森林景观资源(50. 44 分) > 森林康养环

境(24. 77 分) >基础设施条件(10. 63 分);一级指标

层得分为森林资源( 41. 51 分) > 康养环境( 13. 66
分) >林分结构(11. 11 分) >景观资源(8. 93 分) >区

位交通(6. 46 分) >康养设施(4. 17 分);二级指标层

中,得分前 10 位的为森林覆盖率(13. 50 分) > 森林

健康(11. 21 分) > 空气负离子浓度(7. 52 分) >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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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文博森林公园基础设施条件各项指标得分

Tab. 6　 Index
 

scores
 

of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in
 

Wenbo
 

Forest
 

Park

指标 指标描述 指标得分

E1 自然教育
设施

有环境教育、自然体验场所,设施建
设较差

63

E2 绿色步道
建设

健身步道 1 号线 8 km 以上,健身步
道 2 号线 1~ 3 km,宽度 1. 5 ~ 2. 0 m,
建设完善

89

E3 休憩娱乐
设施

有为儿童及青少年设计的宝宝乐园
和童趣园,有可供中年人士各种休
憩娱乐的景观空间,建设较完善

85

E4 康体健身
设施

受丘陵地形影响无骑行车道,健身
广场内设有篮球场及各种健身器
材,建设程度不够完善

65

E5 配套基础
设施

有安全防护及服务设施;洗手间、垃
圾箱、垃圾处理站等环卫设施;标识
系统、水电设施等均建设完善,通信
系统全覆盖,缺少医疗服务及应急
设施

80

F1 内部道路
系统

公园内建设有 3 级道路系统,5 m 宽
主道路、3 m 宽道路以及健康步道 1
号线和 2 号线,道路旁景观特色较明
显,建设完善

88

F2 外部交通
系统

市内乘坐 722 路或 560 路公交车可
抵达公园入口 150 ~ 250 m 范围内;
东临郑密路、南临西南绕城高速,距
离市区约 10 km,自驾便利

80

F3 停车场规
划

停车场以林下停车场为主,悬铃木
和栾树覆盖率达 80%,沿主干道设
置多个停车区,主要分布在东门和
南门区域,有停车位超 1500 个

92

F4 地理区位 属于省会优先发展区域,紧邻郑州
市区建成区,0. 5 h 可达;周边有郑州
白寨樱桃沟景区及建业电影小镇,
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85

F5 客源市场 游客人群主要是儿童、 青少年、 中
年,人群与公园主题定位和功能较
为契合

85

面积( 7. 10分) >林分色彩( 5. 77分) >景观吸引度

(4. 87 分) > 物种多样性(3. 79 分) > 森林季相(3. 46
分) > 郁闭度(2. 45 分) > 内部道路系统(2. 22 分);
人文资源(0. 41 分)、林龄(0. 38 分)、配套基础设施

(0. 33 分)、 客源市场 ( 0. 32 分)、 自然教育设施

(0. 19 分)几项指标得分最低。
由二级指标得分值分布图(图 1) 可以明显看

出,文博森林公园康养资源优势在于森林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高、病虫害较少、森林面积大,丰富的康

养资源为康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保障。 优良的

康养环境和高浓度的空气负离子对森林康养活动质

量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色彩多样的林分、合理的

郁闭度、变化丰富的景观,能够提升康养活动的趣味

性。 园区景观资源吸引力强,感官体验丰富。 内部

道路系统完善,外部交通系统便利,可达性良好。
　 　 另外,比较各指标得分值可以发现,文博森林公

园康养资源存在以下劣势:林木树龄相近,同龄林占

比高,异龄林少,而异龄林结构能够稳定森林生态系

统;园区缺乏人文资源;配套基础设施、自然教育设

施建设不完善,不能满足多类型康养活动的需求;客
源市场单一,本土化特征明显,知名度不高。

4 文博森林公园康养资源优化路径

4. 1 林木资源合理规划

4. 1. 1 分区域进行康养树种优化

西部林区可引进不同林龄级别的树种,增加混

图 1　 文博森林公园二级指标得分值分布

Fig. 1　 Score
 

distribution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in
 

Wenbo
 

Forest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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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林占比,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 人群聚集区域如

园区广场附近可增加观赏价值高、叶色变化丰富的

树种,并对影响景观和长势衰弱的林木及时伐除或

补种。
4. 1. 2 分林区丰富康养活动形式

针叶林内植物精气含量相对较高,在针叶树种

占主导地位的林区可以建设能够开展森林浴、森林

瑜伽等活动的场所;阔叶树种为主的林区可以开展

森林露营活动及森林课堂,以森林文化体验、科普为

主要内容,如利用园区内杏林开展森林采摘活动。
4. 2 科学开发经营园区资源

4. 2. 1 梳理整合园区资源

多角度挖掘人文历史背景,提升人文资源丰富

度;对园区内有特殊观赏价值和文化历史意义的树

种进行合理保护与利用,比如特殊树种所在林区可

适当开展偏重于科普的森林康养活动。
4. 2. 2 加大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

完善基础设施,如增加长椅、凉亭等休息场所;
丰富康养设施,如增加绿色步道、康体健身场所;添
设教育设施,如增加植物知识科普展示牌,科普解说

设施,植物专类园引导标识等。
4. 2. 3 提升园区影响力

分析各类人群需求,结合林区功能开设不同的

康养活动,吸引不同目标群体,增加园区客流量;利
用网络等信息载体对公园康养活动进行宣传推广,
增加园区曝光度的同时打造特色园区定位,进一步

拓宽客源市场。

5 结论与展望

城郊森林公园康养水平提升的关键是建立多维

度科学评价体系。 本研究以文博森林公园为例,利
用问卷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从生态、康养、需求 3 个

维度构建了城郊森林公园康养资源评价体系,包括

1 个目标层,3 个准则层,6 个一级指标,32 个二级指

标。 准则层中指标权重占比为森林景观资源

(0. 583 4) >森林康养环境(0. 289 8) >基础配套条件

(0. 126 8);一级指标层中权重占比为森林资源

(0. 476 3)>康养环境(0. 156 9)>林分结构(0. 132 9)>
景观资源(0. 107 1) >康养设施(0. 076 5) >区位交通

(0. 050 3);二级指标层中排前五位的为森林覆盖率

(0. 158 8)、森林健康(0. 124 5)、森林面积(0. 078 9)、
空气负离子浓度(0. 078 4)、林分色彩( 0. 062 7)。

评价结果显示,文博森林公园总得分为 85. 84 分,资
源等级为二级,发展潜力较大,康养资源优势在于森

林资源,体现在森林覆盖率、森林健康、空气负离子

浓度、森林面积、林分色彩等 10 个指标上。 园区自

然资源丰富,有良好的旅游开发基础,康养设施建设

提升空间较大。 未来在保持优势的基础上可以从林

木资源优化、设施建设投入与经营管理策略等方面

进行提升改进。
城郊森林公园康养资源的评价与经营缺乏系统

的理论研究。 建立全面且实践性强的评价体系需要

筛选大量指标,部分指标的获取与量化存在一定困

难,对评价结果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可以对不

同类型的城郊森林公园进行实践评价,进一步增强

评价体系的可行性,以期推动各地区城郊森林公园

康养水平的提升与发展,增加百姓生态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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