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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往游客时空行为相关理论的研究方式。 游客在

旅游过程中使用社交 APP、定位装置和在线媒体会产生大量的景观时空大数据,为游客时空行为

研究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文中系统地介绍景观大数据的获取来源和方法,针对景观大数据处理

分析方法进行概括,主要是以 ArcGIS 核密度、社会网络、图片内容分析法 3 种方法为主。 从时间和

空间角度,对国内外游客时空行为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基于景观大数据的游客时空行为研究热

点,未来的研究趋势可能为多空间类型、多采集平台、多时空要素同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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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previous
 

research
 

methods
 

of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of
 

tourists.
 

The
 

use
 

of
 

social
 

Apps,
 

positioning
 

de-
vices

 

and
 

online
 

media
 

by
 

tourists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will
 

produce
 

a
 

large
 

amount
 

of
 

landscape
 

spa-
tio-temporal

 

big
 

data,
 

which
 

provides
 

more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research
 

of
 

spatio-temporal
 

behav-
ior

 

of
 

touris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sources
 

and
 

methods
 

of
 

obtaining
 

landscape
 

big
 

da-
ta,

 

summarized
 

th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methods
 

of
 

landscape
 

big
 

data,
 

mainly
 

including
 

ArcGIS
 

kernel
 

density,
 

social
 

network
 

and
 

image
 

content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this
 

paper
 

re-
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of
 

tourists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d
 

the
 

hot
 

topics
 

of
 

research
 

based
 

on
 

landscape
 

big
 

data,
 

and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trends
 

may
 

involve
 

multiple
 

spatial
 

types,
 

multiple
 

collection
 

platforms,
 

and
 

multiple
 

spatio-temporal
 

elements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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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琦,等:基于景观大数据的游客时空行为研究进展

　 　 长久以来,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均是人文地理

学的中心话题,时空行为研究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

基础,研究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活动,其作

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揭示了时空与人类的关

系[1] 。 一直以来,由于大数据技术研究的高难度,
对游客时空行为的研究普遍缺乏有效的表达,难以

揭示游客时空行为和景区规划设计管理等方面的深

层次问题。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

地推进了游客时空行为相关理论研究。 本文对利用

大数据进行游客时空行为研究内容进行梳理,旨在

为未来大数据景观发展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提供

借鉴。

1 景观大数据获取方法

党安荣等根据景观规划设计的内涵和特点,将
与城乡景观规划设计相关的时空大数据分为两大

类———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场地资源、网络媒体数

据等 12 个中类,网络照片、自然资源数据等 30 多个

小类[2] 。 其中,与研究游客时空行为有关的是动态

数据中的社交网络数据、定位通信数据以及网络媒

体数据。

社交网络数据指人们在各类社交 APP 上分享

的各种行为及活动,如学习工作、娱乐、聚会旅游、看
病等所被记录下来的数据,其中蕴含大量时空及丰

富的语义信息,并在时空行为分析中得到了一定的

应用和实践[3] 。
空间通信数据指通过使用空间定位技术获取的

位置服务数据,包括位置、轨迹信息,可以表达人群

的时空行为模式,揭示人群和场地的时空特征以及

人与场地之间的关系[4] 。 目前多种新技术已应用

到游客时空分布的监控与分析中,如全球定位系统

(GPS)、手机信令数据、WIFI 发射器等。
网络媒体数据指人们自主发布在网络上的点

评、照片、消费等被记录的网络数据[5] ,常见的与时

空行为研究相关的有大众点评、美团上的游客点评、
马蜂窝游记里的内容和照片等。

景观大数据特别是利用社交网络和新空间定位

技术如 GPS、手机信令等应用为主的获取方法,相比

于传统途径不仅成本小且样本量大,提高了效率,确
保了准确性,同时更注重提取研究对象的地理位置

信息。 传统途径数据获取方式与景观大数据来源优

势特性对比见表 1。

表 1　 游客时空行为研究中主要的数据获取方法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main
 

data
 

acquisition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of
 

tourists

方法 主要数据 优点 缺点 记录工具、平台

问卷调查 定点游客行为观察或发放调查问卷 技术难度低,数据有针对性 无法准确记录位置,研究区
域有限

人工记录文本

统计数据 游客抽样资料调查 能够适用大尺度研究区域 无法准确记录位置,区域、
调查项目有限

手机信令等

社交网络 社交 APP 或网站的签到信息数据 数据获取容易,准确记录位置 记录样本较杂,数据难整理 微博、两步路等

空间通信 利用空间定位装置或移动电话等获
取的游客位置时间信息

能够精确记录空间位置 获取难度较大,成本高 GPS、手机信令、
WIFI 发射器等

网络媒体 游客分享的游记攻略、点评照片等 数据获取容易,真实性强,能
够准确记录位置

数据零散,采集工作量大 马蜂窝、携程、美
团等

2 景观大数据处理分析方法

　 　 早期的有关时空行为研究,由于技术条件应用

的限定和调查研究方法的单一,往往采用传统计量

统计学方法来进行分析,如访谈问卷调查后对数据

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较多的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因
子分析等[6] 。 随着大数据在景观领域应用难度的

降低,研究方法愈发多样化,形成以 GIS 工具应用为

主的多种数据处理分析方法,如 ArcGIS 核密度估

算、图片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空间趋势面建模

和构建重心模型等。
2. 1 ArcGIS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法是一种用于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

非参数方法,采用 ArcGIS 的核密度分析功能完成对

其函数的计算,通过平滑的峰值函数拟合观察点来

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用来对真实的概率曲线进行模

拟,描述出空间点在不同位置发生聚集的程度差

异[7] 。 运用这种计算和模拟方法可以得到研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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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冷门空间拍摄点、游客最短、最长行为轨迹、热门

景观类型等。
2. 2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以图论为基础的定量研究

方法,将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抽象为社会网络,通过

社会网络结构等内容对其进行解释[8] 。 社会网络

分析法已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内取得较为丰富的

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一种以结构关系为主导的研究

方法。 常用 UNCINET 和 NETDRAW 等软件进行定

量化处理与可视化分析,对游客空间行为模式以及

网络结构、节点特征等方面进行定量测算,并将分析

结果实现网络结构可视化。
2. 3 图片内容分析法

所有文本,包括文字、图片、音频等可以转换为

各种文本的传播内容进行内容分析。 图片内容分析

法就是通过对传播内容的深入剖析,经过客观、系
统、定量分析后,透过现象揭示内容中隐含的本质,
并给予相应推理的方法[9] 。 常见的研究方式有采

集社交媒体上用户发布的签到信息,通过 SPSS 软

件或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对内容详细整理和数

据分析。

3 游客时空行为研究进展

3. 1 国外有关时空行为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游客时空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早,研
究手段较为丰富,数据获取多元化,大数据平台的开

放程度较高,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内容数据、数量数据

方面,倾向于研究时空分布规律、时空特征、时空行

为、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变化规律以及构建游客行为

模式[10] ,缺乏数据深入挖掘和探索解读。
早期国外对于游客时空行为的研究多为信息技

术领域的学者基于技术层面进行的研究,在时空数

据获取方法上进行了相关探索。 Asakura 等利用个

人手机系统(PHS)进行个人旅行的跟踪调查,以此

来获取时空数据,研究对日本大阪城堡会议中心观

看相扑表演的 100 名旅游者进行了分析[11] ;同样是

采用手机作为数据获取媒介,Jarv 等利用手机定位

技术,通过分析气温条件与游客空间行为的关系,探
究其与游客目的地选择的关系[12] 。

以上初步探索都是针对游客时空数据获取的技

术手段进行的,此外,众多学者在对游客的时间行为

和空间行为研究方面也做了更为细致和专业化的

研究。
在游客时间行为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从游客

宏观特征分析发展到对微观个体特征探索的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Cooper 为了验证游客行为的本质,
首次尝试通过绘制游客行为来研究游客旅游行为的

空间和时间模式[13] ;Fennell 等利用时空日记来解

释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行为变化[14] 。 之后,许多学

者开始尝试利用科学技术来收集大数据进行分析和

研究,例如 Girardin 等从 Fliker 网站收集了 144 501
张带有地理信息标记的照片,共计 6 019 位用户,利
用照片等研究了到访罗马游客的时间行为规律[15] ;
还有学者采集游客发布的照片、通话记录、手机短信

等,研究不同地点的旅游状况,得出游客在不同景区

类型的时间分布特征和趋势[16] 。
游客空间行为方面,相对时间因素来说成果则

较为丰富,但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集中在理论模

型研究和行为空间、机制研究、时空轨迹等。 早期学

者关注于宏观尺度目的地内部游客空间移动研究,
Compton 提出了经典的 5 种区域旅游空间模式[17] ,
Mckercher 等根据游客行为模式将游客行为模型分

为领域模型和线路模型两类[18] 。 20 世纪 90 年代,
研究从宏观角度转向微观特征,如 Mings 采用传统

问卷调查方式对 600 名进入黄石公园的旅游者进行

研究,探讨旅游者的空间行为模式[19] ;同样是从

Fliker 网站获取的城市地理标记照片,Yin 等选取 12
个不同城市,分析了用户、位置和照片轨迹之间的关

系并对多样化的轨迹模式进行了排名[20] ;Xia 等利用

马尔科夫链对游客旅行的时空移动模型进行实证研

究,有 效 地 推 断 了 特 定 景 点 的 吸 引 力 和 位 移

概率[21] 。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领域学者开始尝试

研究游客时空行为的其他相关要素,如游客动机偏

好、时空流向等。 Janika
 

Raun 率先获取了 2013 年

爱沙尼亚国外游客的手机定位数据,选取爱沙尼亚

国家尺度下到访的游客,以量级地理范围到访的游

客为例,对比研究不同地理空间尺度游客时间行为

特征差异[22] 。 大多数学者从手机信令提取到样本

数据中的游客出发、抵达、离开时间和居住地点坐标

等信息,并使用这些信息定量对研究地点特征进行

量化描述,研究分析其原因[23] ;有些学者利用社交

网站生成的大数据做了研究分析,洞察游客动机和

偏好,为不同类型的旅游景区管理及后期旅游业的

挖掘提供了借鉴[24-25] 。
国外学者研究起步相对较早,数据获取平台选

择广泛,视角也更多元,内容多数为从旅游目的地外

部或大尺度进行的游客时间、空间研究,从游客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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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研究逐步转向游客行为轨迹、情绪特征探索。
3. 2 国内有关时空行为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由于大数据平台限制,并且缺乏学科

间的交叉研究,使得社交媒体网站数据成为了重要

的挖掘对象,但相对来说研究层次更丰富,从初期的

停留在对游客时间特征、空间分布和时空行为的感

知研究,转换到深入地从不同角度、不同背景下对游

客行为研究细化,对游客的时空特征研究也延伸到

对个体特征的研究。
从时间方向研究来看,有学者关注于区分不同

时间长短的游客时间行为,早期有学者从游客日内、
季内人数时间以及特征变化情况等方面研究游客的

时间行为特征[26-27] ;唐佳等利用收集到的西安市微

博签到数据,探究游客日内时间分布模式,且旅游节

点游客的日内时间呈多峰波动型、日夜间活跃型分

布[28] ;少部分学者关注于游客停留时间及其背后原

因分析; 更多学者探索不同时间段游客行为分

析[29] ,梁燕敏等采集桂林市独秀峰·王城景区动态

和静态数据,分析国庆期间游客 4 种行为模式,针对

该景区资源配置和管理服务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规划

建议[30] ;黄潇婷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角度

描述景区内游客游览时间、速度、停留次数 3 个方面

的特征,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的实证研究,验证旅游时

间要素对游客行为的影响有时会高于空间要素[31] 。
从游客空间行为研究方向来看,主要分为两个

方面,研究规模和空间类型。 其中,研究规模可根据

具体范围划分为大、中、小 3 个尺度,空间模式分为

基础空间类型和以某具体案例地相关进行研究的空

间模式[32] 。 起初,国内学者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手

段,将研究聚焦于大尺度空间,例如以城市为空间节

点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33] ;之后,杨敏等利用网络

文本和照片的时空信息分析得出成都入境游客的入

境旅游集中时间、偏好景区和特色街区等[34] ;基于

这些研究基础,郭旸等创新地采用将手机信令数据

和 UGC 网络文本数据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可视

化分析得出外地来沪游览迪士尼游客对旅游目的地

的选择,总结出游览空间结构主要表现为单一目的

地型[35] 。
之后,随着学者们进行时空分析的空间尺度缩

小,对于单个景区不同时间尺度的游客行为分析以

及景区内部游客时空分布也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36-38] 。 刘雅静等选取 Flickr 与蜂鸟网的摄影图

片,记录年度、季度等与时刻相关的游客时间行为特

征,通过分析研究地的热点区域,得出霞浦尚未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中心[39] ;张少杰通过西安旅游圈有关

照片得出其存在 3 种不同的旅游路径轨迹方式[40] 。
有学者尝试将空间行为模式和路线设计相结合,从
不同地理尺度探究适合该研究区域且更具有针对性

的空间行为模式,呈现出很强的实践性与指导作

用[41] ,例如学者李渊等利用 GPS 对不同景区进行

研究,根据旅游景点类型定量分析游客的空间行

为[42] 。 针对主题公园进行游客时空行为研究,张腾

获取了上海迪士尼新浪微博签到数据,用 ArcGIS 绘

制了其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图,分析该主题公园客流

的地理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43] 。
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尝试将物质与虚拟空间结

合,将游客行为时间、空间上的数据分析转向对游客

动机和情感因素的研究,如“旅游情感路径”,将时

空行为与游客情绪相联系,深层次发掘时空行为背

后的游客心理因素[44] 。 学者胡广等首次采用将社

交媒体大数据运用到景观游客体验分析中,从片区

和景点两个空间尺度出发,研究了西湖不同景点中

游客对桂花的感官和行为模式体验差异[45] ;类似

地,梁嘉祺通过语义分析提取识别与游客情绪相关

的词语、时空行为因素,运用 GIS 可视化分析证明两

者之间有一定相关性[46] 。 此外,有学者已从对游客

时空行为分析中得出游客的景观偏好以及感情倾

向,林仔健通过构建情感词典从文本中抽取情感潜

在的主题特征,对数据分类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

明,对负向景点评论指标上有很好的性能[47] ;有学

者专注于将游客时空分布和景观偏好相结合,采用

图片内容分析法,将游客拍摄的照片进行统一编码,
研究得出某景区或某一案例相关地具体热门景观类

型、游览路线等[48] 。
与传统调研方法相比,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呈

现出更为全面、客观和深入的特点;但是,有学者认

为这些方法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哈斯等通过研究发

现,一些游客担心隐私的泄露增加了数据获取难

度[49] ,有学者认为使用带有定位技术的装置进行调

查时,这些装置应操作简单且便于携带,不应妨碍游

客参观等[50] ,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手段全面地探索

景观大数据方向的游客时空行为仍需深入研究。

4 结　 语

4. 1 总结

现有大量文献记录分析研究游客时空行为,看
似这方面研究相对成熟,其实不然,在查阅文献中发

现,多数发文作者的研究方向为地理学、旅游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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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景观研究目前还在探索阶段。 我国学者针对游客

时空行为特征研究,整体上以带有定位数据的研究

为主,部分以网络文本数据进行研究,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1)大数据的获取途径有限,很多时空大数据

都是个人或企业服务器所有,因此景观规划设计者

无法取得大量有效数据来应用;(2)对于大数据的

处理不够熟悉,涉及相关数据处理还需要学习软件,
相关研究者未达到与研究匹配的软件处理能力,因
此无法在景观规划设计中尝试应用景观大数据[51] 。

 

4. 2 研究趋势

根据论文查阅趋势发现,关于大数据分析游客

时空行为的研究正在扩大规模并呈现越来越准确、
快速的特点。 但是,目前多数研究学者是将某一城

市景区或同一类型公园作为研究地点,研究区域范

围相对较小,现有大数据处理能力逐步提升、技术不

断进步,可尝试将多个调查地作为研究点,一次获取

大量数据,纵向对比提高效率的同时扩充研究内容。
现阶段已开展的此方面研究,通常采用的是某一种

大数据的试验研究;事实上,这些采集景观大数据的

平台有着不同的优势与应用特点,仅仅依靠某一类

平台大数据也许只能从某个角度或方向进行解释阐

述;随着大数据应用和获取体系的构建,以及专业技

术的提升,未来多类型的大数据融合分析应用将提

供更多探索方向。 此外,在景观空间的规划设计研

究中,大数据技术应用已逐步引起专业人士的重视,
但针对游客时空行为方面的研究相对局限,且多数

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两个要素分开来研究,可尝试将

两者同时作为研究要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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