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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数据的洛阳市王城公园景观形象感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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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互联网络游客评论为数据来源,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从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和语义分析、
情感分析 3 个方面对洛阳市王城公园景观形象感知进行分析,以了解王城公园旅游地形象。 结果

表明,王城公园景观形象由空间场地、植物景观、景观设施和人文景观组成;游客感知由游客关注

点、游客行为特征以及游客评价组成;游客对王城公园的整体感知印象较好,情感倾向以正面为主,
负面情绪多集中在服务管理、景观设施和景观维护等方面。 最后,基于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游憩体

验,提出改善设施服务、提升互动体验、丰富景观内涵、加强高峰期与数字化的管理等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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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source
 

of
 

online
 

tourist
 

reviews,
 

this
 

study
 

used
 

web
 

tex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perception
 

of
 

the
 

landscape
 

image
 

of
 

Wangcheng
 

Park
 

in
 

Luoyang
 

City
 

from
 

three
 

aspects
 

of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d
 

semantic
 

analysis,
 

and
 

emotional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image
 

of
 

Wangcheng
 

Park.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andscape
 

image
 

of
 

Wangcheng
 

Park
 

consisted
 

of
 

spatial
 

sites,
 

plant
 

landscapes,
 

landscape
 

faciliti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tourist
 

perception
 

was
 

composed
 

of
 

focu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tourists
 

had
 

a
 

good
 

overall
 

perception
 

and
 

impression
 

of
 

Wangcheng
 

Park,
 

with
 

a
 

positive
 

emotional
 

tendency
 

and
 

negative
 

emotions
 

mainly
 

concen-
trated

 

in
 

service
 

management,
 

landscape
 

facilities,
 

and
 

landscape
 

maintenance.
 

Finally,
 

this
 

paper
 

pro-
posed

 

to
 

improve
 

facility
 

services,
 

enhanc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enrich
 

landscape
 

connotations,
 

and
 

strengthen
 

peak
 

season
 

and
 

digital
 

management,
 

to
 

provide
 

tourists
 

with
 

a
 

better
 

recre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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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城

市生态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 。 对城市公园进行

评估能提高公园的景观质量与整体利用率[2] 。 在

互联网、旅游业的强力推动下,如今的城市公园不仅

具备服务当地群众的功能,而且作为一座城市的文

化象征,影响着外来游客对其印象[3] 。 游客的景观

形象感知是基于自身感受对景观各要素进行评

价[4-5] ,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和参考依

据。 以往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进行,
但该方式存在着诸多限制,如问卷的真实性、收集样

本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以及人力资源的耗费等。
随着学科的交融和科技的发展,网络平台作为

新兴的旅游评论阵地,因其易操作性与互动性愈发

受到群众的喜爱[6] ,而网络文本是游客自发产生的

永久性易获取信息,具有数量庞大、动态、情感真实、
低价值密度等特点[8] 。 网络文本分析法作为一种

全新的研究方式[9] ,能够综合全面地探究游客对景

观的真实感知[10] 。 Stepchenkova 和 Morrison 针对美

国与俄罗斯旅行网站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究了网络

数据中俄罗斯的旅游目的地形象[11] 。 Andsager、
Drzewieeka、Echtner、Tapachai、Waryszak 等将网络文

本中的高频特征词作为衡量指标,对旅游地意象进

行了研究[12-15] 。 张高军等以华山为例,利用网络采

集游客游记及评价,探讨了对景区旅游形象认知产

生影响的因素[16] 。 吴林等人则通过网络文本对居

民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了公园主题、时段、景点

和人物行为活动之间的关系[17] 。 王城公园作为河

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公园,采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对其

进行相关研究,分析其景观形象及游客感知,以期为

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参考意见。

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王城公园坐落于河南省洛阳市,占地约 39. 77
hm2,始建于 1995 年,是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发

祥地。 作为著名的遗址公园及河南省最大的综合性

公园,景区内部涵盖历史文化区、牡丹观赏区、动物

园、大型游乐区,构成“牡丹争艳、周鼎雄踞、河图洛

书”等独特景观[18] 。 园内设有明堂、牡丹仙子、河图

洛书碑、东周历史故事墙、三礼广场等景点(图 1)。
1. 2 数据获取

选取国内影响力较大的点评网站大众点评网、

图 1　 洛阳市王城公园平面图

Fig. 1　 Plan
 

of
 

Wangcheng
 

Park
 

in
 

Luoyang
 

city

携程网以及用户使用率较高的美团网作为样本来

源,运用八爪鱼采集器爬取各平台评论样本,以“王

城公园”为关键词检索 2019—2021 年 3 年的评价。
结果显示,评论最为集中且最具代表性的时间段为

每年的 4 月 1 日—5 月 10 日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期间,故以该时段作为研究区间进行研究。 对所采

集的 3 070 条评论进行初步筛选,删除部分重复和

无意义的数据,最终获得有效评论 1 048 条(表 1)。

表 1　 网站获取的评论数量

Tab. 1　 Amount
 

of
 

comments
 

from
 

the
 

web

网站　 　 数量 / 条

携程网　 　 103

大众点评网 341

美团网　 　 604

总计　 　 　 1048

1. 3 数据处理

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数据误差对研究的科学性、
严谨性造成影响,在进行系统分析前,对初步筛选的

文本进行二次人工浏览处理[19] 。 具体流程如下:
删除英文字符、空行,修正错别字,删减同一评

论中重复出现的词语。
同义词替换。 将文本中语义相似但表达不同的

词语进行统一处理。
删除无意义词语。 删除出现频率较高且与研究

内容无关的助词、语气词、介词、代词等。
文本再审查。 重新审核文本内容,以获得最终

有效文本[20] 。
通过上述的方法处理后文本字数由 86 424 字

缩减为 76 400 字。 将最终有效文本导入 ROST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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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对其进行系统化统计,进而进行词频分析、高频

词提取、社会语义网络分析及情感分析,最终得到王

城公园的景观形象及游客感知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 1 词频分析

使用 ROST
 

CM
 

6. 0 对评论中代表形象感知的

词语进行分词后,对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处理无意义

词、同义词和近义词,按词频从高到低排序,得到公

园评价的高频词汇。 结果表明,前 200 高频词汇以名

词、形容词和动词为主。 名词共 98 个,占比 49. 0%,
主要描述区位、游览人群及景点方面;形容词 45 个,
占比 22. 5%,主要描述游客对景区的总体印象及环

境的整体感受[21] ;动词 44 个,占比 22. 0%,主要反

映游客的各种行为活动。 王城公园网络评价前 30
高频词汇见表 2。

表 2　 王城公园网络评价高频词汇(前 30)
Tab. 2　 High-frequency

 

words
 

for
 

online
 

evaluation
 

of
 

Wangcheng
 

Park
 

( top
 

30)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排序 高频词 频数

1 牡丹 1540　 16 时间 189

2 动物园 736 17 节假日 168

3 王城公园 683 18 设施 151

4 景区 590 19 游乐场 151

5 洛阳 463 20 人多 136

6 漂亮 367 21 整体 114

7 门票 339 22 观赏 105

8 品种 334 23 方便 104

9 牡丹节 286 24 开心 99

10 游玩 239 25 亲朋好友 91

11 值得 235 26 服务 89

12 环境 207 27 天气 82

13 孩子 200 28 华南虎 78

14 交通 198 29 便宜 76

15 盛开 197 30 遗憾 68

2. 2 景观形象分析

根据词频统计表以及评价文本对高频词进行编

码分析,构建王城公园形象感知高频词编码组,以景

观形象和游客感知为核心建立主要编码,其中景观

形象二级编码包括空间场地、植物景观、景观设施和

人文景观 4 个具体维度(表 3)。

表 3　 王城公园景观形象高频词编码

Tab. 3　 Encoding
 

of
 

high-frequency
 

words
 

in
 

the
 

landscape
 

image
 

of
 

Wangcheng
 

Park

核心
编码

二级编码 高频词

景观
形象

空间场地 动物园、牡丹园、游乐场、综合性、整体、规
模、很大、总体、一体、植物园

植物景观 牡丹、种类、凋谢、颜色、繁多、国色天香、芍
药、丰富、争奇斗艳、绿色、大片、树木

景观设施 设施、项目、停车、地铁、卫生间、卫生、灯光

人文景观 洛阳、华南虎、牡丹节、主会场、遗址、古都、
历史、涧河、沉香楼

2. 2. 1 空间场地

在提及频率较高的要素中,主要包括“动物园”
“牡丹园”“游乐场”等关于功能分区的词语,表明游

客对游憩空间环境具有较高的关注度。 王城公园作

为河南省内最大的综合性公园[19] ,拥有较高知名度

和影响力,这一点从提及频次较多的“综合”“很大”
“一体”等有关整体规模的词语中可以体现,表明游

客对公园的景观资源、生态环境具有肯定的态度,这
也是游客选择王城公园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影响

因素。
2. 2. 2 植物景观

王城公园植物群落极其丰富。 公园将园林景观

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以品种资源丰富的牡丹造景

为主,精心搭配乔灌草等[22] 。 “牡丹” “种类” 等高

频词体现出牡丹作为植物中的主要观赏对象深受关

注。 “颜色”“国色天香” “争奇斗艳”等词语表明牡

丹多样的花形花色是吸引游客观赏的重要因素。 牡

丹种质资源丰富,但文本中对其多是概括性形容,不
同品种并无明确区分,说明针对牡丹的文化科普工

作还不完善,景观营造方式存在同质化现象。 同时,
游客对“牡丹仙子”提及较少,表明该景观小品及背

后典故辨识度不高,此文化元素未能真正融入自然

景观设计中。 牡丹花期较短,故搭配芍药以及晚开

花种类可延长游园的“适宜期”,提升景观美景度。
对此,“凋谢” “芍药” 等词语皆有所体现。 “丰富”
“绿色”“树木”等也表现出王城公园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
2. 2. 3 景观设施

景观设施指为满足游客在游览过程所产生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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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修建的卫生、交通、照明、服务等公共设施。 景

观设施的完善程度对游客旅游体验影响较大[23] 。
游客在提到较多的“设施”“项目”中保持积极态度,
表明王城公园整体的基础设施配置较为完善,能够

满足游人的基本需求。 在公共交通设施中,游客多

以自驾、搭乘地铁等方式前往公园,这由“停车” “地

铁”等词语可以体现。 但大部分游客提出停车场数

量较少,停车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 游客对公共

卫生设施满意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卫生间较小、人流

量大及环境差,也有表示动物园卫生管理不妥当等。
此外,游客的负面情感大多也与设施服务有关。 这

些都强调了基础设施更新的重要性,亟待解决。
2. 2. 4 人文景观

洛阳素有“牡丹花城”之称,洛阳牡丹文化节已

成了洛阳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游客多次提到“洛

阳”“牡丹节”“主会场”等,均表明洛阳牡丹独一无

二的资源,也说明地方特色文化塑造较为成功,为洛

阳创造了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动物园部分,“华

南虎”被作为区别于其他景区的珍贵物种具备竞争

优势。 王城公园坐落于东周王城遗址之上,拥有极

其丰富的东周文化。 游客提及较多的人文景观有

“沉香楼”,但对河图洛书碑和东周历史故事墙并无

过多关注,反映出游客对园区内东周文化、河图洛书

等形象元素缺乏明显的感知。 这也表明,王城公园

遗址文化资源丰富,但与更加出彩的牡丹文化相比,
辨识度和知名度逊色不少。 总结原因如下:首先,历
史文化区相对偏僻,且并无相关主题的游览线路及

解说标识系统,游客在常规线路游览过后缺乏精力

去欣赏厚重的历史景观。 其次,无相关东周文化的

宣传及文旅活动,景点仅停留在你展我看状态,群众

参与性、互动性低,并与牡丹节庆缺乏网状联系性。
2. 3 社会网络和语义分析

语义网络分析图(图 2)呈发散状分布,大致呈

3 层结构:第一层为核心区,是由“牡丹” “王城公

园”“动物园”等最高频共现词所行成的最小圈,“牡

丹”一词位于最核心位置。 第一层主要是游客对景

区名称、活动内容和区位的客观认知。 第二层是次

核心圈,由“品种”“动物”“门票”“游玩”等组成,是
对核心圈的拓展,也是对王城公园性质和观感的进

一步认识。 第三层为边缘层,主要由“牡丹节” “观

赏”“漂亮”“环境”等词语组成。 该层将游客对王城

公园的形象特征认知和旅游评价感知进行反映,是
核心圈和次核心圈的进一步描述和补充。 从表 4 可

得知,“动物园—牡丹”“洛阳—牡丹”等词汇保持着

较高连接度,这也是游客对于王城公园的首要感知;
“门票—牡丹” “动物园—动物” “品种—牡丹” 等词

语则反映了王城公园旅游服务的最大特点和最主要

特色 。“好看—牡丹” “孩子—动物园”等体现了游

图 2　 王城公园语义网络

Fig. 2　 Semantic
 

network
 

of
 

Wangcheng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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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前 20 词汇连接强度

Tab. 4　 Connection
 

strength
 

of
 

top
 

20
 

words

排
名

词汇
连接
度

排
名

词汇
连接
度

1 动物园—牡丹　 　 221 11 洛阳—动物园　 97

2 洛阳—牡丹　 　 　 199 12 动物园—门票　 94

3 牡丹—王城公园　 198 13 洛阳—公园　 　 84

4 牡丹—公园　 　 　 158 14 孩子—牡丹　 　 73

5 动物—牡丹　 　 　 143 15 孩子—动物园　 70

6 洛阳—王城公园　 142 16 好看—牡丹　 　 69

7 门票—牡丹　 　 　 117 17 门票—王城公园 67

8 动物园—动物　 　 111 18 漂亮—牡丹　 　 66

9 品种—牡丹　 　 　 108 19 洛阳—品种　 　 61

10 动物园—王城公园 105 20 洛阳—门票　 　 58

客们对于王城公园游憩体验保持着较高的肯定。 通

过语义网络核心—次核心—边缘层的结构及词汇连

接强度,可以全面地了解游客对王城公园旅游形象

感知的全要素,并能反映出游客对景区的核心诉求

以及景区在今后发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2. 4 游客感知分析

游客感知二级编码包括游客关注点、游客行为

特征以及游客评价(表 5)。

表 5　 王城公园游客感知高频词编码

Tab. 5　 Encoding
 

of
 

high-frequency
 

words
 

perceived
 

by
 

tourists
 

in
 

Wangcheng
 

Park

核心
编码

二级编码 高频词

游客
感知

游客关注
点　 　 　

动物、门票、地区、环境、游乐场、交通、气
候、服务、体验、性价比

游客行为
特征　 　

孩子、游玩、节假日、朋友、家人、清明节、
四月、观赏、拍照、天气、晚上、学生、喂食、
老人

游客评价 好看、漂亮、适合、方便、开心、齐全、超级、
值得、好玩、遗憾、不大、唯一、失望

2. 4. 1 游客关注点

在游览体验中,游客对于出游目的地选择的切

实关注要素主要包括门票价格、休闲活动、交通区位

等。 “牡丹”凭借得天独厚的观赏价值,在游客关注

要素中占比(48. 55%)最高。 其作为洛阳市长久以

来的文化旅游符号之一,相关产业受到地方扶持,这
是其一大资源优势。 其次,“动物”“游乐场”等主题

词占比较高,游客常以亲子家庭为主要结伴方式,更
关注于公园的娱乐属性,这也说明王城公园景点多

以家庭群体为目标客群,成为增进交流与亲情的重

要载体。 “区位”的关注度也较高,占比 11. 09%,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洛阳城市自身对外部游客存在

客观吸引力,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此外,多数游客对

王城公园有较高的感知价值,而感知价值是重游意

向最关键的驱动因素[24] 。
2. 4. 2 游客行为特征

针对游客不同的游憩行为特征进行分析,能够

粗略得到其游玩王城公园的互动行为及游玩目的。
“游玩”(39. 89%)、“观赏”(16. 85%)、“拍照”(10. 11%)
等为游客的主要行为特征,其分别从动、静两个角度

表现了游客的出游动机[25] 。 “拍照”是一种记录游

玩历程与美景的方式;“观赏”则表现了游客对亲近

自然的强烈需求。 对于游玩时间,清明节和劳动节

为客流量的两个高峰期,该时节气侯条件与花卉景

观状态较好,反映出天气状况、大众作息时间及植物

生长状态是影响游客游览体验的重要因素。 因此,
迎合花期与气候、避开人流高峰期等方式可显著提

升游园体验。
2. 4. 3 游客评价

游客对王城公园的评价占据王城公园形象感知

高频词的将近 1 / 3,可将其分为积极(好看、漂亮、适
合、值得)、中立(不大、唯一)和消极(遗憾、失望)三

部分。 大量的积极评价说明王城公园的游览体验通

常是令人愉悦的,能够增加群众幸福感;而从消极评

价中,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园内游人过多,拥挤导

致游览体验不佳;游客对旅游地感知不佳或自身行

程原因导致的遗憾,如天气、时间等因素影响。
2. 5 情感分析

通过 ROST
 

CM
 

6. 0 对游记数据进行分析,得到

游客在游园时的情感倾向(表 6)。 结果显示,游客

对王城公园旅游形象以积极情感为主(77. 91%),
总体上呈现正面积极的趋势,整体认同度较高,而中

性情绪和消极情绪占比较小。 正面情感结果显示,
其景观资源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市场价格制定合

理、牡丹文化底蕴深厚,游客自我感知达到了满意的

程度。 “很棒”“真漂亮”等词语具有喜悦、惊讶等强

烈情感特点,表明该部分游客实际体验远超期望值。
负面情感在游客情感表达中占 13. 72%,与正面词

汇相对比例相差较大,主要来自基础设施建设、环境

卫生、人流控制、景观维护等因素,这表明游客并不

只注重景观品质,同时也注重公共设施的高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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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情感倾向统计分析

Tab. 6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motional
 

tendency

情感类型
占比
/ %

频次
/ 次

分段统计结果
占比
/ %

频次
/ 次

积极情绪 77. 91 829 一般(0 ~ 10) 24. 62 262

中度( >10~ 20) 21. 62 230

高度( >20 以上) 31. 67 337

中性情绪 8. 36 89 8. 36 89

消极情绪 13. 72 146 一般( -10~ 0) 9. 77 104

中度( -20~ <-10) 2. 44 26

高度( < ~ 20 以下) 0. 75 8

(功能性和美观度),景区客容量合理控制,整体氛

围的文明友好。 正因这些不足,让部分游客的旅游

体验小于期望值,降低了王城公园的旅游满意度,使
景区客源减少、经济收益下降,影响游客的旅游

意向。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通过分析游客对王城公园的网络评价数据,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景观形象方面,可划分为空间场地、植物景

观、景观设施、人文景观四类,游客对于植物景观感

知较强;结合社会语义网络的聚类显示可知,牡丹位

于最核心位置,景区特色和人文景观处于次核心,再
往外是特征感知及评价,呈现出对王城公园由内而

外扩散的理解。
在游客感知方面,主要由游客关注点、游客行为

特征及游客评价构成。 游客对王城公园整体情感倾

向较为正面,重游意向及整体满意度较高;而消极情

绪中,主要集中在服务管理、公共设施、人流控制、景
观维护等方面。 就客观条件来说,游客易对时间、天
气等因素产生不满。
3. 2 建议

根据文本分析结果,并总结实际情况,提出 5 点

形象活化策略。
1)提高环境卫生管理能力,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

在园区内增设垃圾筒、卫生间等公共设施;对环

卫人员增强培训与管理力度,根据园区旅游淡旺季

及客流量动态调整保洁频次,营造干净整洁的园区

环境。

2)提升互动体验,丰富景观与文化内涵

王城公园地处文化底蕴深厚的洛阳,拥有独特

的地理区位优势。 园区可在优化现有项目的同时,
积极开发牡丹文化、河洛文化、周文化以及大唐服饰

等具有高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活动,提高趣味性与互

动性,将活动有机串联起来,以此丰富游览体验,提
升游客满意度。

3)提升服务体验,规范经营管理

丰富意见反馈路径,使游客反映的问题切实得

到解决。 酌情增加园内餐饮种类与数量,保质保量

满足大众需求。 景区停车问题亟待解决。 王城公园

地处市中心繁华地段,兴建停车场代价过高,建议增

加可达的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

行,并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

率,满足游客不同的出行需求。
4)加强高峰期与数字化的管理

高峰期客流与景区管理是影响游客感知的重要

因素[26] ,但天气预测、监测管理、科普知识等均未在

文本中涉及,这说明王城公园在数字化应用方面不

够深入。 应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开发,增设特色科普

系统,提升景区预测与管理能力,科学控制客流量。
5)加大营销力度,积极利用新媒体

景区可将新媒体平台作为重要宣传媒介,打造

官方账号,做好内容输出,在节庆期间通过直播活动

实时互动;同时,可扩大与旅行社合作范围,提升景

区知名度与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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