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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BE法为基础确定森林景观最佳观赏点及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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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 SBE法在森林景观最佳观赏点及游览路线控制方面的应用 ,将 SBE法的应用由森林景观的管理

保护方面扩展到森林景观的量化设计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应用 SBE法确定单个森林景观最佳观赏点的过程 ;森林

公园内所有森林景观通过 SBE法得到景观美景度量值 ,并以景观美景度量值为依据制定森林公园内所有森林景观

分级 ,依据景观分级控制单个森林景观观赏空间的规模 ;最终建立以景观分级和景观控制区域重叠为基础的的高美

景度区域 ,控制游览路线的区域。本研究为森林公园最佳观赏点和游览路线的量化研究提供依据。重视观赏者的

审美偏好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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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aled with the app lication of the 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method ( SBE) in controlling the

location of the best view and routes in p lanning the forest landscapes. The app lication extended the SBE

methodology from p rotecting and managing to p lanning and designing. The passage included the p rocess of

determ ining the location of the best view of each landscape with SBE method , acquiring the scenic beauty of all

landscapes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SBE method to classify them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size of each location of the

best view , contributing high scenic beauty area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overlapp ing of eye2catching

areas of landscapes all of which resulted in controlling the routes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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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进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 ,带

来的不仅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同样也对环境造

成了极大的污染。物质生活的富足已不能满足人们

的需求 ,人们更多的是渴望回到自然中去。森林公

园正是这一推动力的产物。森林公园以良好的森林

景观和 环境为主体 ,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利

用森林的多种功能为游客提供游览观光的场所。

观赏点与游览路线设计是森林公园规划设计的

重要组成部分 ,森林景观设计在国外基本上已经发

展为成熟学科 ,不过各国因林情、地形等不同而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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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英国采取主动设计途径 ( Proactive Design

App roach,简称 PDA )进行森林景观设计 ,以适应在

较小的国土拥有众多人口的空地上造林或收获不可

能将作业活动隐藏。PDA的理论基于形式美学 ,在

森林设计时依据地形或地表植被格局中衍生出视觉

力作为指导 ,充分考虑每一个场地特征 ,通过在不同

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树种 ,从而每一个景观单元作为

未来的收获单元 ,这样既实现了木材持续采伐利用 ,

同时又维持甚至促进了森林景观的视觉质量。美国

率先在 20世纪 70年代制定了视觉管理系统 ,主要

目的是通过限制规模和隐藏作业活动以控制和规划

景观改变的影响 ; 1995年对视觉管理系统进行了修

改 ,更加注重公众信息的收集 ,通过结合生态系统单

元对大地的描述 ,形成的风景管理系统。加拿大的

森林景观设计起源于美国的视觉资源管理系统 ,借

鉴英国主动设计途径用来达到其制定的期望的量化

的视觉质量目标 (V isual Quality Objectives , VQO s) ,

用以解决森林采伐与视觉质量的冲突 ,对于维持森

林的视觉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法律保障 ,

成为当前比较完整的视觉景观设计途径 [ 1 ]。爱尔

兰、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的森林景观设计也都是建

立在美国的视觉管理系统和英国的主动设计途径之

上的。我国从第一个森林公园 ———张家界森林公园

建立以后 ,开发了众多的优美的森林景观。而这一

时期 ,主要是“寻找 ”优美的森林景观对其进行评价

分析并在开发的同时如何进行管理和保护。一般的

研究方法多采用系统评价法 (如美国的视觉管理系

统 )或在森林中应用较多美景度评估法 ( 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 SBE)进行比较分析。关于如何

“创造 ”风景 ,陆兆苏等 [ 2 - 3 ]认为风景林经营要借助

园林中的一些造景手法 ,例如合理安排对景、透景、

障景和隔景。王小德 [ 4 ]、翁友恒 [ 5 ]提出风景林的建

设应以生态美学和生态经济学为指引 ,适地适树 ,选

择多类型、多层次、多品种阔叶树 ,改造劣质的单层

针叶纯林 ,以绿化、香化、美化为目的 ,乔灌草结合 ,

纯林与混交林结合 ,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结合 ,观赏

与生产结合 ,形成多样化格局。韦新良 [ 6 ]认为森林

景观具体配置实行点、线、面相结合 ,保证点、线、面

上的差异性。国内其他森林美学研究者如苏祖

荣 [ 7 ]、钟永德等 [ 8 ]多借鉴德国森林美学思想对森林

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

关于景点和游览路线的规划设计 ,我国颁布的

《森林公园总体设计规范 》(LY/5132295) [ 9 ]对景点

和游览路线的规划设计提出的宏观的要求主要集中

在景点的布局、景点主题以及游览的方式方面 ,模糊

了观赏点和景点的概念差异 ,忽略了对观赏点的设

计。从景观视觉角度出发去规划设计观赏点和游览

路线 ,国内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的不多 ,目前还

没有成型的理论体系。我国森林景观观赏点及游览

路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摸索的状态 ,对这方面的研

究开展得还不够深入 ,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标准来指

导具体的规划设计工作。

本文从景观视觉角度通过应用 SBE法 ,对不同

角度、距离的森林景观进行量化评价 ,作为观赏点设

计的依据。提高了规划过程中对人的审美偏好和价

值判断的重视 ,也为观赏点的研究与发展提出了新

思维、新视角与新途径。同时拓展了 SBE法在景观

规划设计领域的应用。由于 SBE法属于定量评价 ,

评价的结果为各个森林景观的美景度量值 ,这也为

森林公园的景观分级提供了量化基础。最终提出了

一套完整的观赏点和游览路线规划设计方法。有利

于提高森林公园整体服务质量 ,最大限度地提升了

现有森林景观的景致 ,满足观赏者的审美需求 ,最大

限度发挥森林公园在现代社会中的效益。

1　SBE美景度评价法的提出

由于我国旅游产业是近年来才逐渐发展起来

的 ,森林公园大量建设起步时间不长 ,景观视觉环境

刚刚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相关的研究没有来得及跟

上 ;森林公园的风格迥异、地形复杂、景点布置随意 ,

不同的规划思路有不同的设计要求 ,从而导致难以

寻求一种统一的方法从宏观上指导观赏点及游览路

线的规划设计。鉴于上述原因 ,导致了目前森林公

园观赏点及游览路线的规划设计处于一种比较杂乱

的状态 ,部分森林公园规划设计比较盲目 ,仅仅凭借

经验判断进行观赏点及游览路线的设计 ,导致了建

设后一些空间和道路系统不能满足森林公园的发展

以及游人的游览要求 ,造成的遗憾很难去补救 ,目前

我国森林公园观赏点及游览路线规划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 :

(1)观赏角度设置缺少审美依据 ,忽视了游人

的审美偏好以及价值判断 ;

(2)景观分级、观赏空间规模设计缺乏量化

指标 ;

(3)道路与景观配合不协调 ,目前对于游览路

线的控制还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去衡量 ,对森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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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视觉环境评价不充分 ,仅仅从满足一般交通功能

要求去考虑 ,忽略了游人视觉心理特征 ,导致与沿线

景观配合失调 ,削弱了景观效果。

森林作为自然一部分 ,其结构框架由 4个系统

构成 : ①地形地貌系统。这是森林赖以存在的基础

和框架 ,地形地貌对森林景观起到依赖和烘托的作

用。②森林生态系统。这是森林景观的核心 ,体现

森林景观美的内涵。③气候气象系统。指四季气候

对森林景观作用和影响。气象因子如风、雨、云、雾、

霜、雪以及日光、月光等对森林景观渲染和影响。④

人文景观系统。指山区林区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

址、碑刻、诗文、传说、故事以及为森林景观的开放新

设置的林间道路、围栏、亭台、楼阁。这些人文景观

本身既是景观 ,又能起到导游、休息和烘托景点的作

用。4个系统 ,相互汇合、缺一不可 [ 6 ]。虽然森林景

观按风景资源类型分为地文景观、水文景观、生物景

观、人文景观及天象景观五大类 ,且凡是能对旅游者

产生吸引力的风景资源和环境要素都可以为景点开

发利用 ,但最终呈现在观景者眼中的是在一定空间 ,

按照美学观点构成的主题鲜明而完整的画面 ,可以

是能够吸引游人的独立景物 ,也可以是由多个要素

组成的综合体。观赏点是以景点为中心 ,观赏者驻

足欣赏风景的位置 ,观赏者能够观赏到的风景的优

美程度 ,在最大范围内跟观赏者的位置即观赏点有

直接密切的关系。根据观赏者评判的最佳角度而设

置的观赏位置即最佳观赏点 ,这种观赏点设置的方

式建立于观景者在不同距离、角度对森林景观的审

美评判 ,体现了观赏者的审美偏好和价值判断 ,因此

最大程度提升了现有景观视觉价值 [ 10 ]。

2　SBE的简介

2. 1　方法简介

Scenic Beauty Estimation Method ,简称 SBE,又

称美景度评价法 ,在 l976年由 Daniel和 Boster提

出 [ 11 ]。SBE法是目前风景资源评价的主要学派中

的心理物理学派中公认的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心理

物理学是一门研究建立环境刺激和人们感觉、知觉

和判断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手段的学科 [ 12 ]。森林景

观评价中的心理物理学方法 ,正是运用了该学科的

主要思想。用心理物理学方法建立森林景观评价模

型 ,包括 3部分内容 : (1) 测定公众的审美态度 ,既

获得美景度 ( Scenic beauty)量值 ; ( 2) 将森林景观

进行要素分解并测定各要素量值 ; (3) 建立美景度

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然 ,该方法具备两个

特点 :第一 ,其森林景观价值高低以公众评判为依

据 ,而不是依靠少数专家。第二 ,森林景观的物理特

征能够客观或比较客观地加以测定 ,这样就避免了

大量运用诸如多样性、奇特性、统一性等形式美原则

或其他生态学原则所带来的不便。由此可见 ,心理

物理学方法更能客观反映某一森林景观的实际美学

价值 ,正因如此 ,该方法在森林景观评价中一直占据

主导地位 ,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优于其

他评价方法 , SBE法认为评判结果是观赏者对景观

的知觉和判断标准两者综合作用的产物 ,需要对评

判进行标准化 ,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处理后 ,最终将各

景观的分值转换成 SBE值 ,通过分析后认为 SBE值

能够排除评判标准和得分制影响 ,真实地反映森林

景观的美景度 [ 13 ]。

2. 2　方法应用

在国外 ,已有大量的学者应用 SBE评价法对落

基山脉东北和北部山区、佛罗里达州 Front Range等

地的美国黄松林 ( Pinus ponderosa Dougl. ex Laws. )等

景观和希腊海岸的受火灾的景观进行了深入的评价

和分析 ,各自得到实用性高和操作性强的评价模型。

国内部分学者分别对京西山区、福建和江西等

地的风景林景观进行评价 ,并得出一系列抚育措施

指导生产实践。也有部分学者应用 SBE美景度评

价法对山体景观、水体景观、居住区植物配景、公园

植物配置进行评价 ,得出各自适用模型、结论。

2. 3　选择 SBE法作为审美评价方法

选择 SBE法作为本研究的审美评价方法 ,是因

为 SBE法是建立在心理物理学基础之上的 ,心理物

理学中研究的环境刺激和人们感觉、知觉和判断之

间关系刚好体现了景观环境信息传达和观赏者感受

刺激进而作出审美评判和价值判断的过程。并且 ,

景观的这种以画面的方式呈现在观赏者眼中的特性

为对其进行评价提供了媒介 ———照片 ,因为照片能

够以人的视角再现风景的画面 ,也使通过评价确定

最佳观赏点及游览路线成为可能。

SBE法作为一种风景资源评价方法一直被用于

森林经营方面 [ 14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审

美意识的提高 ,人们渐渐对森林景观的美感有了更

进一步的需要。提高森林公园景观质量 ,以适应人

们不断提升的审美品位成了社会对景观规划设计者

提出的要求。拓展景观评价应用的领域 ,将其应用

到森林公园的最佳观赏点及游览路线的控制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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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为最佳观赏点及游览路线的设计提供量化的指

标及科学的依据 ,从而为 SBE法更加科学地应用到

景观规划设计中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一些已建成

森林公园观赏点及游览路线的修正性调整提供理论

依据 ,进一步形成指导森林公园规划设计的理论

基础。

3　应用 SBE法确定森林公园最佳观赏点

3. 1　景点确定

选定森林公园 ,拟定出森林公园规划范围内的

所有景观 , 并用 GPS定位 ,记录所有景观的中心坐

标 ,以及景观的边界。

3. 2　划定可视区域

确定单个景观的可见区域 :首先设置 GPS航迹

跟踪 ,以某一景观为中心 ,确定这一景观点的可视区

域 ,即这点与景观之间距离内的任意一点景观都表

现为可见 , 超过这一点则景观表现为不可见 [ 15 ]。以

这一最远可见点为起始 ,以观景者眼中景观最远可

见为标准 ,绕中心景观行走一周 ,回到起始点 , GPS

中记录的航迹即为该景观的可见区域。同样 ,确定

其他景观的可见区域。

3. 3　确定观景方向

以景观为中心 ,在中心景观边界周围确定平面

内八个均等的观景方向。

3. 4　定点拍照

　沿着一个确定的观景方向 ,以景观边界为起

始在可见区域内 ,每隔一定距离定一点 ,并在这一点

上以及偏离这一点或左或右的小范围内进行拍照 ,

间隔距离根据可见区域的大小制定 ,一般情况跟景

观的尺度有关 ,目的是为了提供尽量丰富的照片 ,照

片上记录的就是该景观在这一角度点的景致。同

样 ,再沿其他方向定点拍照。最后得到这一景观在

可见区域内所有八个方向的照片 ,反映了这一景观

在不同角度的景致。森林景观自然的地形决定不是

所有可见的区域人都能到达 ,因此定点拍照要在人

能够到达的可见区域内进行。重复这一过程 ,对其

他景观进行定点拍照。

3. 5　整理数据、照片

将 GPS中的航迹、坐标数据输入电脑 ,以及与

每个坐标点相对应的照片并对照片进行标记。对部

分逆光照片应用软件进行修改 , 消除逆光对照片中

风景的影响。选取一定数量的照片 ,每个方向选取

20张照片可以充分的反映这一角度风景的质量 ,

与景观其他方向的照片混合在一起 ,制作成幻灯片。

3. 6　公众审美态度测定

从相对同类的观赏人群中选出 20至 30个人作

为样本人群即可代表这一类人的审美倾向。制作风

景等级问卷表 ,用来发给选定的审美测试人群以获

得人们对不同角度的风景的评判 ,它包括两个部分 ,

一部分是提示测试者做出评判的美景度等级标准 ,

这个标准尺度共分为 10级 ,由优等至劣等分别是从

9至 0, 9代表风景质量非常高 ,相反 , 0代表景观质

量非常低。对同一个人或人群每次测试的幻灯片数

量不能超过 100张 ,如果超过这个数量 ,由于人们的

厌烦心理得到的测试结果将不能作为可靠的人群的

真正的审美态度。因此 ,即使是同一景观的所有幻

灯片需要由两部分或以上的测试人群来完成评判。

测试过程首先要向测试个人或人群讲解测试目的、

过程、要求 ,其中包括要求人们重点考虑风景本身而

非幻灯片。为测试人群播放幻灯片 ,一次呈现一张

照片 ,并留出足够充分的时间允许测试者观看并按

照各自的审美标准和给出的美景度划分等级为幻灯

片中的风景打分 ,记录评判 ,还要为下一张幻灯片做

准备。一般间隔在 5～8 s,长时间的间隔会使测试

者感到厌烦或疲劳。

3. 7　应用 SB E计算程序 ,获得景观各个角度的

SB E值

整理风景等级问卷表 ,将数据输入 SBE计算程

序 ———RMRATE,得到每个景观各个方向的 SBE值 ,

SBE值越高说明景观美景度越高 ,依此确定每个景

观的最佳观赏方向 ,再以这个方向尽可能接近景观

为标准确定最佳观赏点。

4　应用 SBE法确定游览路线

4. 1　制定风景区景观分级

因为所有景观最佳观赏方向的 SBE值间的比

较反映了风景区内所有景观以美景度为基础的景观

美景度序列 ,因此可以根据 SBE值的大小制定景观

分级 :按 SBE值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第一或前两、

三个景观被指定为风景区的中心景观即一级景观。

具体依据景点在风景区内的分布 :如果排在前几个

的景观分布较集中则选一个景观作为中心景观 ,如

果分布较分散可以根据分布位置制定多个一级景

观 ;剩下的景观可依据 1∶2的比率分别制定为二级、

三级景观。最终使景区内景观分级明确 ,主次分明。

4. 2　观赏空间规模的确定

风景区中观赏空间的规模主要由游人量、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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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吸引程度以及游览的距离决定的。在确定风

景区的游人量之后 ,依据游人量制定中心景观观赏

空间的规模 ;同时根据景观的分级制定观赏空间规

模的分级 ,即各个景观观赏空间的规模之间的比率

依照各个景观 SBE值的比率制定 ;最终 ,推算出各

个观赏空间的规模。

4. 3　高景观美景度区域的确定

每个景观在可见的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吸引控制

游人的能力 ,能够吸引游人的眼球 ,对游人产生一定

的刺激 ,而求这种控制能力强度与景观和游人之间

的距离有关系 ,距离越近控制能力越强 ,反之则越

弱。可以通过某种色相纯度的渐变来表示这种控制

能力强度的变化 :景观边界处控制能力最强 ,色相的

纯度最高 ,景观可见区域的边界处控制能力最弱 ,色

相的纯度低至零。中心景观边界的色相纯度最高 ,

为 100% ,其他景观边界的色相纯度可依据其 SBE

值与中心景观 SBE值的比值以及中心景观的纯度

推算出来。将各个景观的控制区域在地形图上表示

出来 ,并用同一色相不同纯度的渐变表示各个景观

的控制能力强度。图上重叠的区域是两个或两个以

上景观可见区域的重叠 ,受多个景观的控制 ,色相纯

度叠加上升 ,代表这样的区域景观丰富且控制能力

强 ,即为高景观美景度区域。

4. 4　游览路线的控制

风景区的内部交通应合理利用地形 ,因地制宜

的选线 ,不得损伤景源与地貌 ,避免深挖高填 ,在此

基础之上 ,连接各个最佳观赏空间 ,同时尽量穿过高

景观美景度区域 ,使游人在观赏的过程中受到最大

程度的视觉冲击 ,提升风景区整体感染力。

5　确定最佳观赏点及游览路线过程中
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
5. 1　观赏角度决定人们对景观质量的评判

“景观 ”虽然是一个名词 ,但却是一个动作过

程 ,同时包括两个主体 ,一个是景 ,一个是观景的人 ,

只要有观赏的动作存在就会有观赏角度的差异。不

同的观赏角度 ,景观对观景人的刺激程度是不同的 ;

观景者对不同程度的刺激会做出有差异的景观质量

评判。决定观赏角度差异的重要因素就是观赏点。

因此有必要寻找一个最佳的观赏点 ,作为提高景观

质量的一种手段 ,进而为观赏空间地选定提供了更

为科学的指导依据。

5. 2　以观赏角度作为评判的差异因素

从不同角度观察相同的景观会给观景者带来不

同的视觉冲击 ,通过环境刺激 ———反应 ,观景者会对

不同的视觉冲击做出有差异的审美评判 ,因此不同

角度的风景可以作为 SBE法的基本数据。

5. 3　确保照片具有代表性

(1)照片的数量和拍摄位置由于是对景观观赏方

向的细致研究 ,对照片的拍摄位置定位要求精准以确

保方向的准确 ,因此照片拍摄的位置可以得到保证 ;

同时 ,在较小的角度范围里提供大量的照片充分地保

证了照片能够反映景观在这一角度范围内的景致。

(2)避免非景观因素进入照片的拍摄范围 ,使

照片反映景致本身。

(3)确保拍摄条件的一致性 :拍摄的时间应选

在同一季度、自然光源充分的时间里。现代照片的

处理技术已经可以消除逆光对照片和风景本身的影

响。因此 ,除因雨天外 ,从早 8点至下午 4点之前都

可以保证拍摄条件的一致性。

5. 4　以 SBE值作为标准

(1)制定景观分级

景观的美景度值是景观的优美程度的直观反

映 ,以美景度值作为景观的分级标准 ,即相当于以美

景度等级划分景观 ,将景观分级建立在划分风景优

美程度的基础上 ,可以使公园的景观分级更加合理 ,

符合公众的审美需求。

(2)制定观赏空间规模

欣赏风景是游人在观赏空间的主要活动之一 ,

SBE值是风景对游人的控制能力的直观反映 ,在控

制能力强的风景的观赏空间中 ,会有更多的游人驻

足欣赏 ,以 SBE值为标准制定观赏空间规模更能表

达游人对观赏空间的需求 ,提供合理的依据。

5. 5　以色相的纯度表示景观控制能力的强度

由景观边界至可见区域边界 ,景观的控制能力

由最强至零 ,变化的因数为距离 ,色相纯度的渐变刚

好能直观地体现这一变化 ,且变化的因数同样为距

离 ,为景观控制能力的强度提供直观的形象。

6　小结

从审美角度对森林公园森林景观的最佳观赏点

及游览路线进行规划与设计 ,可以应用景观评价中

的 SBE法对森林景观的观赏角度进行评价 ,确定景

观的最佳观赏方向 ,以及与之对应的距离景观最近

的点 ,定为景观的最佳观赏点 ; SBE值还可以作为制

定景观分级、观赏空间规模和景观控制能强度的标

准 ,同时通过引入色相纯度的变化 ,可以直观地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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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呈现出高景观控制区域 ,为游览路线的确定提

供科学依据 ,提高风景区整体的景观质量 ,满足公众

对森林景观的审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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