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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多尺度特征,是城市旅游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以邯

郸市 466 个旅游景点以及 29 个 A 级景点为研究对象,借助 ArcGIS10. 2 和 Crimatat
 

3. 3
 

软件,运用平

均最近邻指数、Ripley's
 

L
 

函数、核密度分析、空间等级聚类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

及其多尺度特征。 结果表明:(1)邯郸市旅游景点在多尺度空间上均属于聚类分布,空间特征尺度

为 6. 1
 

km;而 A 级景区则主要表现为随机分布,邯郸市旅游业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差距;(2)邯郸市

旅游景点形成了以主城区为中心,多个热点区在周围环绕的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A 级景点则在

西北部的武安、西南部的涉县以及中部主城区形成三个热点区;而东部广平、馆陶界内的温泉度假景

区的建设,仍未形成聚集规模,需要加大发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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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旅游正逐

渐成为居民重要的休闲方式,预计 2020 年,我国旅

游市场总规模将达到 67 亿人次[1] 。 旅游业正在成

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产业[2] 。 然而落后

的旅游管理手段及方式,不仅导致了诸如景区强迫

消费、天价宰客事件屡禁不止,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落后的基础设施造成了诸如景区的

泊车位不够、游客滞留等现象日渐增多,制约着旅游

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2] 。
研究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基于空间分

析方法,可以为城市的全域旅游发展研究提供量化

的客观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
Booyens 和 Rogerson[4] 探讨了旅游空间结构,通过

图解的方式来阐述由于旅游目的地及客源地的不

同而形成的不同的空间活动模式和旅游线路,用以

建立旅游区位模型。 João 和 Nijkamp[5] 把经济地理

学中的核心边缘理论应用至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

中,论述了在一个地区的旅游行为中,边缘地区与

核心 地 区 之 间 存 在 的 强 烈 的 相 互 依 赖 作 用。
Kang[6] 等引入了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概念,研究

分析了旅游目的地的空间演变过程,同时将旅游者

的旅游行为和旅游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

结合起来。
我国旅游研究在旅游空间结构方面的成果主要

涉及旅游地的空间组织形态和其优化模式、旅游景

点间的路线规划以及分析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潜力等

方面。 宋玉蓉[7] 对四川省 14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的空间格局和可达性进行分析,认为有效的区域合

作、完善旅游交通和主题鲜明古镇形象能够提升古

镇旅游的综合竞争力;黄远水等[8] 则分析了福建省

3A 级以上旅游景点的空间格局区域分布特征和影

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空间格局优化的策

略和方向。 孔德林[9] 通过缓冲区分析,研究了河南

省高端旅游资源点相对于地市行政中心的空间分

布特征以及相对省内主要交通干线的空间关系;陈
桂洪等[8] 则通过采用空间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
确立了闽南金三角地区旅游度假地的“环核” 和

“轴带”空间格局,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

况、旅游资源禀赋、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分析,预
测其将形成一大度假核心区、两大休闲度假带的发

展趋势。
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为旅游业提供了发展的

机遇[9-10] 。 针对旅游活动中涉及大量的地理信息和

空间信息,本文借助 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利
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研究邯郸市旅游景点的空

间格局及热点分布特征,明确邯郸市旅游景点的发

展潜力以及新建旅游景点的优先发展的区域,为合

理优化和整合邯郸市全域旅游资源,提高组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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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范旅游开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一、研究区域概况

　 　 邯郸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03′—114°40′,北纬

36°20′—36°44′,地形较为复杂,西北部为中山区、
西部低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东部冲

积平原。 丰富的地形特征为旅游景点提供良好的

天然条件。 根据百度地图搜索得到的数据显示,邯
郸市旅游景点合计 466 个,涵盖博物馆、动植物园、
风景区、公园、名胜古迹、游乐园。 公园、风景区、和
名胜古迹等类型,其中包括 29 个国家 A 级旅游

景点。

二、研究方法

　 　 将邯郸市旅游景点作为点源处理,利用百度

地图进行坐标转换,在邯郸市行政区划矢量地图

上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最近邻指数法,判断

邯郸市旅游景点和 A 级景点的各自对应空间分

布类型;然后利用点格局分析方法,确定二者在多

尺度景观空间格局下的空间特征尺度;分别以全

部景点和 A 级景点的空间特征尺度作为特征搜

索半径,进行核密度分析和最近邻等级聚类分析,
研究邯郸市旅游景点和 A 级景点的空间格局和

热点分布特征。

(一)最近邻指数法

　 　 最近邻指数法(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 [11] ,
是通过计算各旅游景点与最近邻的旅游景点对应的

平均距离,来判断点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 以随机模

式的最近邻距离作为标准,如果计算的距离大于标

准距离,则点要素趋近于均匀分布;如果计算的距离

小于标准距离,则趋近于集聚分布。

(二)Ripley’s
 

L 函数

　 　 景观的空间格局具有尺度依赖性,Ripley’s
 

L 函

数为途径的点格局分析是多尺度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的有效手段[12] 。 其核心思想是,分别以各点要素为

圆心,通过改变搜索半径来统计圆内各点要素的数

量变化。 当搜索半径达到其空间特征尺度时,圆内

点要素的密度达到最大,即集聚强度最大,集聚规模

(圆的面积)也达到最大。
当 L( r) 值大于 0 时,景点在空间尺度范围 r

内服从聚集分布,对应 r 的最大值为旅游景点的

集聚空间尺度 [ 13] ;当 L( r) 达到最大值时,旅游景

点的聚集强度最大,对应的 r 为旅游景点的空间

特征尺度,以 r 为半径的圆的面积为景点的最大

聚集规模 [ 14] 。
利用蒙特卡洛方法拟合检验计算上下包迹

线,即置信区间。 99% 的置信水平拟合次数为

100 次,若 L( r) 值在上包迹线以上,表示景点服

从聚集分布;L( r) 值落在上下包迹线之间,则景

点服从随机分布;L( r) 值位于下包迹线以下,景

点服从均匀分布 [ 14] 。

(三)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一种从数据样本本身出发研究数

据分布特征的方法,适合于用可视化方法表示空间

点模式[12] 。 该方法假设每个点上方均覆盖着一个

平滑曲面,在点所在位置处表面值最高,随着与点的

距离的增大表面值逐渐减小,在与点的距离等于搜

索半径的位置处表面值为零。 每个输出栅格像元的

点要素密度均为叠加在栅格像元中心的所有核表面

的值之和。
本研究中,搜索半径采用 Ripley’ s

 

K 函数得到

的特征搜索半径,考察邯郸市域范围内旅游景点的

点密度空间分布特征。

(四)等级聚类分析

　 　 最近邻等级聚类分析(nearest
 

neighbor
 

hierarchy
 

clustering,
 

NNH),是根据空间邻近性进行固定距离

聚类的一种方法,通过设置阈值距离以及最少点要

素值,按照逐级类推的方式进行聚类,依次得到一阶

热点区、二阶热点区,以及更高阶的热点区,直到聚

类标准失效[11] 。
本研究在

 

Crimestat3. 3 软件支持下,将各阶聚类

的最少点数设定为 4 个,采用随机最近距离为初始

距离,获取各阶热点聚集区,并通过 ARCGIS10. 0 进

行可视化显示。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邯郸市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邯郸市旅游景点众多,在空间分布上

存在明显的集中特征,而 A 级旅游景点总量占比较

小,占比仅为 6. 22%,集中分布在邯郸市区、中西部,
西北部和西南部。 邯郸东部 A 级旅游景点极其稀

少,仅大名石刻博物馆和毛遂文化园等两处 A 级旅

游景点,曲周、邱县、广平、魏县、成安等 5 个行政区

内没有 A 级景点。
旅游景点最近邻指数为 0. 49(表 1),表明邯郸

市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属于聚集分布;z 得分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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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8,p = 0 的检验结果,验证了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

模式不属于随机分布。 A 级旅游景点的的最近邻指

数为 0. 98,z 得分介于-1. 65 与 1. 65 之间,p 值大于

0. 1,表明其空间分布模式为随机分布。
表 1　 邯郸市旅游景点和 A 级景点的最近邻指数

类型 最近邻指数 z 得分 p 值 分布类型
旅游景点 0. 49 -21. 01 0. 00 高度聚集
A 级景点 0. 98 -0. 17 0. 86 随机分布

(二)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多尺度特征

　 　 基于 Ripley’s
 

L 函数的邯郸市旅游景点及 A 级

景点的空间点格局分析结果见图 1。 邯郸市旅游景

点的 L( r)曲线处于随机分布的包迹线的之上(图 1-
a),表明邯郸市的旅游景点在多尺度空间上属于聚

类分布,最大聚集强度的特征空间尺度为 6. 10
 

km。
可以看到,L( r)曲线在 0 ~ 6. 10

 

km 范围内,随距离空

间的增大,逐渐远离置信区间,集聚强度不断增强,
并在 6. 10

 

km 时达到最大,集聚规模为 116. 90
 

km2;
随后轻微波动,集聚强度在 32. 01

 

km 时达到次高

峰,出现次集聚强点,集聚规模为 3237. 13
 

km2,然后

L(r)曲线开始向包迹线趋近。

图 1　 邯郸市旅游景点的 Ripley’s
 

L( r)
 

函数分析

　 　 A 级旅游景点的 L( r)曲线变化相对复杂,在 0 ~
1. 79

 

km 时,与下包迹线 ( 红线,图 1 - b) 重合,在

1. 79 ~ 2. 87
 

km、3. 22 ~ 7. 53
 

km、11. 83 ~ 14. 70
 

km 时

和 16. 49
 

km 后,处于随机分布的上下包迹线(绿线

和红线,图 1-b)之间,呈随机分布。 2. 87 ~ 3. 22
 

km、
7. 53 ~ 11. 83

 

km、14. 70 ~ 16. 49
 

km 时,处于随机分布

的上下包迹线(绿线和红线,图 1-b)的之上,呈聚集

分布,并出现两个聚集峰值,其中在 8. 25
 

km 处达到

最大值,集聚规模为 213. 72
 

km2。
点格局分析的结果表明,邯郸市旅游景点在

多尺度空间上均属于聚类分布( 图 1 -a) ,而 A 级

景点则主要表现为随机分布( 图 1 -b) ,这与最近

邻指数分析的结果一致 ( 表 1 ) 。 与其他城市相

比,邯郸市旅游景点在达到最大聚集强度时,空间

特征尺度为 6. 1
 

km;而 2017 年南京市休闲旅游

景点的特征空间尺度为 10. 09
 

km[ 15] 。 对比可以

看出,邯郸市旅游景点的空间特征聚集尺度较小,
聚集规模也因此小于南京休闲旅游景点的聚集规

模,邯郸市旅游业的发展与国内优秀旅游城市之

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旅游景点空间聚集特征

　 　 利用 CrimeStat
 

3. 3 对邯郸市旅游景点和 A 级景

点的空间分布进行最近邻等级聚类分析,按照逐级

类推的方式得到各阶热点聚集区(图 2)。 结果显

示,在聚集个数 n = 4 时,邯郸市旅游景点可以形成 1
个位于邯郸市主城区的二阶热点区(图 2a),并在周

围环绕多个一阶热点区;而 A 级景点只能形成 3 个

一阶热点区(图 2b),分别位于西北部武安、西南部

涉县以及中部主城区,其他区域的 A 级旅点由于数

量过少,而无法形成聚集的热点区。
核密度分析结果则表明,邯郸市旅游景点的核

密度范围为 0 ~ 1. 322,在主城区形成 1 处核心聚集

区,并其周围和东南方向存在多个较小的聚集区;A
级旅游景点的核密度范围为 0 ~ 0. 039,核密度最高

地区出现在邯郸市的主城区、西部和西北部 3 个地

区。 因此,核密度聚集区与最近邻层次聚类的热点

区在空间分布中具有一致性,高阶热点区与核密度

高值区分布基本重合。 而对比邯郸市旅游业“十三

五”规划[16]提出的“一心、九组团”的旅游战略空间

布局,邯郸市的二阶热点区与“一心”相重合,大多一

阶热点区也包含在“九组团”内;但规划中提出的,主
要位于邯郸东部广平、馆陶界内的“美丽乡村温泉度

假旅游区”,尚未形成对应的热点区,今后需要在这

方面加大发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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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邯郸市旅游景点空间等级聚类

四、结论与建议

　 　 邯郸市旅游景点形成了以主城区为中心,多个

热点区在周围环绕的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A 级

景点则在西北部的武安、西南部的涉县以及中部主

城区形成三个热点区,而东部广平、馆陶界内的温泉

度假景区的建设,仍未形成聚集规模,需要加大发展

力度;邯郸市旅游景点在多尺度空间上均属于聚类

分布,空间特征尺度为 6. 1
 

km;A 级景区主要表现为

随机分布。 邯郸市旅游业的发展与国内优秀旅游城

市,如南京,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城市旅游业的发展,通常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城

市公共交通建设水平、旅游人才队伍、文化产业的影

响与制约。 据此,结合邯郸市旅游景点空间格局分

析中暴露出的差距和不足,建议从以下方面促进邯

郸市旅游景点及旅游产业的发展:一是紧紧依托邯

郸市丰富地理资源,进行中西部风景区旅游建设和

东部乡村旅游开发,建设独具特色的东西部旅游群;
二是继续加快城市交通的建设,尤其是旅游专线的

建设,实现以点带线、以线代面的旅游布局;三是加

强旅游人才的培养,并对旅游行业低、中、高端人才

给予与之匹配的待遇,留住人才;最后,针对东部乡

村温泉旅游度假区没有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建议

招商引资,开发旅游资源,打造 2 ~ 3 个国家级风景

区,以此带动周边乡村温泉度假旅游区的发展,吸引

市区及附近地市的游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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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of
 

sce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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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ulti-scale
 

fea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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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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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the
 

multi-scale
 

features
 

of
 

the
 

scenic
 

spots
 

are
 

the
 

main
 

foundations
 

of
 

the
 

planning
 

of
 

the
 

city’s
 

tourism
 

development.
 

We
 

used
 

the
 

mean
 

nearest
 

neighbor
 

index,
 

Ripley's
 

L
 

function,
 

ker-
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the
 

spatial
 

hierarchy
 

clustering
 

method
 

from
 

ArcGIS
 

10. 2
 

And
 

Crimatat
 

3. 3
 

software
 

to
 

re-
search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the
 

multi-scale
 

fe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total
 

of
 

466
 

scenic
 

spots
 

and
 

29
 

national
 

A-
level

 

scenic
 

spots
 

in
 

Handan,
 

He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tal
 

scenic
 

spots
 

in
 

Handan
 

cluster
 

at
 

a
 

broad
 

spatial
 

scale
 

with
 

the
 

eigen-scale
 

of
 

6. 1
 

km,
 

while
 

the
 

national
 

A-level
 

scenic
 

spots
 

mainly
 

are
 

random
 

dis-
tributed.

 

The
 

gap
 

of
 

tourism
 

in
 

Handan
 

still
 

remains.
 

(2)
 

The
 

total
 

scenic
 

spots
 

of
 

Handan
 

show
 

a
 

spatial
 

distribu-
tion

 

pattern
 

with
 

the
 

main
 

urban
 

area
 

as
 

the
 

clustering
 

center
 

which
 

is
 

surrounded
 

by
 

many
 

small
 

clustering
 

hot-
spots;

 

while
 

there
 

are
 

three
 

clustering
 

hot-spot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national
 

A-level
 

scenic
 

spot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hot-spring
 

resorts
 

has
 

not
 

yet
 

formed
 

a
 

clustering
 

scale
 

in
 

Guangping
 

and
 

Guantao
 

areas
 

in
 

the
 

Easten
 

Handan,
 

which
 

needs
 

to
 

promot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enic
 

spot;spatial
 

pattern;multi-scale
 

features;hierarchy
 

clustering;Hand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