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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借助语义差别法研究上海
?

条具有代表性的街道

的空间感知特征及其与街道的客体指标之间的关系'为街道

空间的人性化设计提供参考
9

研究表明'街道的客体指标主

要影响人们对街道空间的特色-氛围和形态的感知'其中'街

道长度的影响力最大'街道曲折度和界面连续度的影响力次

之'绿化覆盖率的影响力较弱'而交叉口线密度对空间感知

基本没有影响
9

街道的质感-连续感-醒目感和中心感等感知

较为复杂'无法为本次调查所选取的客体指标所解释%客体

指标和心理量之间存在交叉影响'与客体指标预期相关的心

理量和实际相关的心理量并不完全一致
9

关键词#语义差别法%空间感知%街道空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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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城市空间感知比较经典的理论

有高里奇的点面理论'亚当斯的扇形认知领域'凯文

林奇的城市意象'冈本等人的距离认知研究'克拉克

的偏好地图等等
9

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人

们对空间的感知'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

在一些缺陷和局限性
9

一是方法本身太过复杂'需要

做大量的调查工作%二是研究常常停留在现象描述

和人地关系的归纳'缺少定量研究%三是研究结论对

实践缺乏可操作性
9

语义差别法!

4@

法"简单可靠'并且可运用现代

统计方法得到对城市规划有借鉴作用的成果
9

因此'

将
4@

法运用于对街道空间感知的研究'是一种新的

尝试'也是对上述各种空间感知研究不足之处的

弥补
9

4@

法是一种操作简单而科学的方法'其一般操

作是尽可能多地选取与描述研究对象有关的-且词

义相反的形容词对+

&

,

'在每一对形容词对之间约有

#

)

&&

个区间值'表示以该形容词描述客观对象时的

心理感觉强度
9

人们对客观对象的心理感觉可以通

过选择两个相反形容词之间的区间值反映出来'这

样就得到了语义差别量表即
4@

曲线图'通过这张图

便可准确简单地把握客观对象的各个特征了
9

4@

法最初被普遍应用于心理学的研究'

$%

世纪

"%

年代以后'逐渐从心理学领域淡出'转而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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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景园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

,

9

国外学者尤

其是日本学者运用这种方法得到许多有关空间感知

的成果+

!G#

,

9

然而'我国目前仍然停留在建筑内外部

空间-环境-风景园林等领域的空间视觉效果的研究

上'仅仅是获得了
4@

法的前期成果+

?G&$

,

&&&人们

的心理评价'缺乏进一步的后续研究'譬如'产生这

些心理评价的根源是什么'到底是空间上的哪些物

理要素影响着人们心理感受'又是如何影响的'等等

这些方面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9

有鉴于此'笔者希望

借助本文作些初步的努力
9

!

!

研究对象与目的

在形形色色的城市公共空间中'街道是使用最

为频繁-最能体现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优劣的场

所'也是规划设计的重点内容'因此'本文选择街道

作为感知的对象
9

考虑到研究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经实地考察'挑选出上海市区的多伦路-衡山路-淮

海中路-新天地-世纪大道-大拇指广场-南京西路和

南京东路等
?

条知名度较高-空间类型各异-空间尺

度有别的街道作为研究对象
9

这些街道的基本情况

如表
&

所示'其中'世纪大道为景观性大道'其他街

道均为商业性道路%新天地和大拇指广场为商业街

区%多伦路-新天地-大拇指广场和南京东路是商业

步行街
9

迄今为止的国内空间感知研究往往停留在就感

知谈感知或者仅仅讨论空间客体指标的阶段'没有

将两者联系起来'特别是在运用
4@

法获得空间感知

之后'缺少后续的量化研究
9

针对上述不足'本研究

重点分析空间感知和空间客体指标之间的关系'并

试图解释其中的规律性
9

表
?

!

各街道概况

S.;A?

!

O,0"*0&),%>-')0%&)%"F",

=

1),"")

街道名称 起点 终点 街道类型性质定位

多伦路
起止点均在四川北路'北邻鲁迅公园-虹口足球场'背靠
内环高架-轻轨明珠线

文化名人街

衡山路 东平路 天平路 文化休闲街

淮海中路 西藏南路 襄阳南路 旅游购物商业街

新天地
位于太平桥现代园区的西侧'毗邻繁华的淮海中路'占地

!

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A

万多平方米
上海石库门建筑改建而成的时尚休闲
步行街区

世纪大道 东方艺术中心 陆家嘴 城市景观大道

大拇指广场 占地
;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

万多平方米
以购物-美食-休闲-娱乐为特色的主
题广场

南京西路 黄陂北路 静安寺公园 高档-时尚购物街

南京东路 河南中路 西藏路 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步行街

"

!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得

在挑选与街道特性有关的形容词对时'参考国

内外的经验+

&!

,

'并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最后确定
=

组共
$%

对形容词
9

第
&

组'表示街道三维形态的形

容词对#开敞&封闭-高耸&低矮-笔直&曲折-长&

短-宽&窄%第
$

组'表示街道空间特征的形容词对#

连续&离散-醒目&不起眼-中心感强&中心感弱-

密集&疏松%第
!

组'表示街道环境的形容词对#安

稳&烦躁-安静&喧闹-单调&复杂-绿化多&绿化

少-质感好&质感差-新&旧%第
=

组'表示街道氛围

的形容词对#有气氛&无气氛-有吸引力&无吸引

力-有趣&无趣-有特色&无特色-有统一感&无统

一感
9

确定主观评价等级为
#

级'正反分别使用)非

常*-)较*-)有些*和)中等*来区分'分别给予数值

G!

'

G$

'

G&

'

%

'

&

'

$

'

!

'以便定量分析时数值化
9

每条街道均有一份相同的问卷'每份问卷主要

分为
!

个部分#第
&

部分'评价者的基本信息'包括

姓名-专业等%第
$

部分'语义差别量表%第
!

部分评

价者对街道构成要素的回忆
9

在确定评价者时'为尽可能减少因评价者知识

结构不同而对街道感知产生的影响'征集了两组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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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者'一组为城市规划-建筑和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

&?

人'另一组为非建筑规划设计专业的学生
&?

人
9

调查于
$%%#

年
#

月
?

日进行'笔者租用大巴一

辆组织
!A

名评价者逐一参观所调查的街道并现场

填写问卷'问卷有效率达到
&%%!9

#

!

街道的总体感知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可得到各条街道在每

个形容词对上的得分情况'这些得分源自心理'可称

为心理量
9

图
&

是根据心理量绘制的
?

条街道的
4@

曲线图
9

从图上看出'评价者对街道空间尺度的感知

差距较大'对街道空间特征和氛围特色的感知差距

较小
9

在评价者心目中'各条街道特点不同#在空间

尺度上'世纪大道和多伦路是两个极端%在环境方

面'南京东路最为喧闹%在氛围特色上'新天地明显

优于其他街道%淮海中路是唯一没有突出特点的街

道!表
$

"

9

图
?

!

上海
K

条街道空间感知
+3

曲线图

@0

4

A?

!

+3'-,F"1*,%2

(

",'"

(

)0%&%*1

(

.'"%*

K1),"")10&+6.&

4

6.0

表
C

!

各街道的特色

S.;AC

!

$6.,.')",01)0'1%*"F",

=

1),"")

街道 街道特色

多伦路 封闭-低矮-旧-窄-中心感弱-不醒目

衡山路 不连续-质感相对差-绿化多

淮海中路 连续-历史悠久-高档-有人气

新天地
中心感强-曲折-有气氛-有趣-有特色-有
吸引力-质感好-有统一感

世纪大道
开敞-宽-长-高耸-笔直-新-安静-单调-不
密集-无气氛

大拇指广场 短

南京西路 无吸引力-无趣-无特色-烦躁-无统一感

南京东路 醒目-连续-喧闹-密集-绿化少-复杂

$

!

客体指标对感知的影响

尽管通过调查可以了解评价者对每条街道的感

受'但是还不清楚感受的来源'譬如'对街道长短的

感知是否仅仅和街道的实际长度有关'或者还有其

他因素的介入'人们对街道长度感知变化的临界点

是多少'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客体指标和心理量之

间的关系
9

$!!

!

客体指标的选取

计量街道特征的客体指标非常多'本研究选取

了以下
"

个容易获得且可信度较高的常用指标
9

!

&

"表示街道三维形态的指标'包括街道的长

度-宽度-核心地段的
X

$

(

值!

X

为道路红线宽度'

(

为两侧建筑物高度"以及街道的曲折度
9

街道的长

度通过
K

77

K

8LLIRJU

可测得'其中新天地和大拇指广

场的实际长度采用参观行进路线的长度'该指标预

期与街道的长度的感知和街道的趣味性有关%街道

的宽度是指街道两侧建筑之间的距离'该指标预期

与街道的宽度的感知-街道的围合感有关%每条街道

的
X

$

(

值变化较大'这里采用核心地段的
X

$

(

值'预期与街道的围合感有关%街道的曲折度为每条

街道的长度与该街道的参观起始点之间直线距离的

比值'预期与街道的曲折感-趣味性有关
9

!

$

"绿化覆盖率'从
K

77

K

8LLIRJU

估算获得
9

该

指标预期与街道的氛围-环境品质-绿化的感知

相关
9

!

!

"广告招牌量'由于缺少描述广告量的指标'

这里采用评价者在对街道要素的回忆中'提及的广

告招牌的次数来表征
9

该指标预期与街道的统一感-

环境氛围有关
9

!

=

"表示街道连续性的指标'这些指标是研究

者自己定义的'其中'界面连续度为街道两侧建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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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连续界面长度与街道双向长度之比%交叉口线

密度为交叉口个数与街道长度之比%高层建筑的线

密度为沿街的层高在
?

层以上的建筑总个数与街道

的长度之比
9

这些指标预期与街道的连续感-街道的

统一感有关'也可能与中心感有关
9

每条街道的各项客体指标值见表
!9

表
D

!

各街道的客体指标

S.;AD

!

B;

U

"')0F"0&>"X"1%*"F",

=

1),"")

街道名称 长度$
H

宽度$
H

核心地段

X

$

(

的值
曲折度

绿化覆
盖率$

!

广告招牌
量$次

界面连续
度$

!

交叉口线密度$

!个.

&%%H

G&

"

高层建筑线密度$

!幢.

&%%H

G&

"

多伦路
;%% "9% &9%% &9!! $; $ ?% %9A% %9A%

衡山路
&A$& $&9! &9%% &9%% #% ; !& %9!# %9?%

淮海中路
$;%% $%9% %9#; &9%% !; && A% %9;$ %9?=

新天地
!!? &%9% %9=% &9=& $; &% &%% %9!% %9%%

世纪大道
!"#= &%%9% =9%% &9%& =% $ # %9!; %9=%

大拇指广场
&"& &%9% &9$% &9$# &% &= &%% %9%% %

南京西路
$A=% $=9% %9?% &9%A ; && =! %9=$ %9"?

南京东路
&%!! $%9% %9;% &9%! $ &# #% %9"# &9%A

$!"

!

总体相关性

将各条街道的
=

组心理量和以上客体指标作相

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表!表
=

"

9

观察表中相关系

数'可发现以下
;

点规律#

第一'第
&

组表示街道三维形态的
;

个心理量

与所有客体指标之间存在
&A

对相关'且有
?

对相关

性较强'说明客体指标对街道形态的感知影响非常

大%第
=

组表示街道氛围特色的
;

个心理量与客体

指标之间也有
"

对相关'说明客体指标对街道氛围

特色的感知影响也较大%而第
!

组表示街道环境的

心理量和第
$

组表示街道空间特征的心理量与客体

指标分别只有
=

对和
&

对相关'说明这两类心理量

和客体指标之间的关系非常弱
9

第二'曲折度与
#

个心理量相关'长度和界面连续

表
E

!

各街道心理量与客体指标相关性分析

S.;AE

!

9"/"F.&):&./

=

101;")#""&

(

",'"

(

)0%&.&>%;

U

"')0F"0&>"X"1%*"F",

=

1),"")

分组 形容词对

客体指标

长度$
H

宽度$
H

核心地段

X

$

(

的值
曲折度

绿化覆
盖率$

!

广告招牌
量$次

界面连
续度

交叉口线
密度$!个.

&%%H

G&

"

高层建筑线
密度$!幢.

&%%H

G&

"

开敞&封闭
G%9A"!

G%9#&$

#

G%9A&! %9A!; %9$$; G%9$!; %9;&# G%9%&# G%9&A!

高耸&低矮
G%9?;A

##

G%9A=& G%9=$"

%9??;

##

%9%$= G%9&!#

%9#=!

#

G%9!&A G%9;?=

&

笔直&曲折
G%9?=?

##

G%9A=! G%9==#

%9"$?

##

G%9%A= G%9%?#

%9#A;

#

G%9!AA G%9A&"

长&短
G%9?;$

##

G%9;?% G%9!=#

%9"!&

##

G%9&!$ G%9%&A

%9?&?

#

G%9=!A

G%9#$#

#

宽&窄
G%9?;&

##

G%9?==

##

G%9#&%

#

%9#;&

#

%9%&" G%9%%$

%9#=A

#

G%9&&= G%9$"!

连续&离散
%9%?% %9%&& %9&?? %9%$! %9A?$ G%9A"! G%9$"; G%9;!! G%9&!&

$

醒目&不起眼
G%9$=; G%9!## G%9$&$ %9&#A %9!;! G%9;$= G%9%%? G%9&%& %9&;%

中心感强&中心感弱
%9&$! G%9%!; %9%=! G%9&!# %9=$$ G%9A?? G%9!A; %9$&; %9=!;

密集&疏松
%9$A# %9;%=

%9#!&

#

%9%=? %9!"" G%9A=; G%9!=; G%9A?" G%9=##

安稳&烦躁
%9!&" G%9%?! G%9!&& G%9A%; G%9=;; %9A#= G%9&;A %9=A# %9#%;

安静&喧闹
%9&!% G%9$=& G%9=A& G%9=;" G%9;;!

%9#!;

#

%9%$" %9;"$ %9A"?

!

单调&复杂
G%9=;! G%9A;%

G%9?$?

#

%9%;? G%9&?; %9A$" %9=A= %9;&! %9!%#

绿化多&绿化少
G%9=?" G%9;?? G%9A?# %9!&%

G%9#"A

#

%9#?=

#

%9#%$ %9=&? %9&&$

质感好&质感差
%9!AA %9%%" %9%&; G%9A=% %9!;= G%9&"= G%9;;; %9%$# %9A!%

新&旧
G%9=$$ G%9;%# G%9=#% %9!&A %9&AA G%9!A= %9&"" %9=&# %9$?A

有气氛&无气氛
%9#A;

#

%9A#=

%9#$%

#

G%9;#= %9&;" G%9=;&

G%9#;?

#

G%9&=$ %9$#;

有吸引力&无吸引力
%9A%? %9!#; %9=%! G%9A=A %9&&= G%9!&= G%9A#A %9%A" %9;A%

=

有趣&无趣
%9?A=

##

%9A%% %9;&;

G%9#?$

#

%9&;& G%9!$;

G%9?A&

##

%9&#! %9A$$

有特色&无特色
%9#%; %9$"& %9&"A

G%9#;#

#

G%9%A! %9%?A G%9;"" %9%=! %9A&$

有统一感&无统一感
%9=!% %9%&! G%9&=$

G%9?&%

#

G%9%#A %9$=! G%9=?A %9;$#

%9"!;

##

!!

注#

##表示在
%9%&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9%;

水平上显著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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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与
A

个心理量相关'核心地段
X

$

(

值与
=

个

心理量相关'宽度-广告招牌量和高层建筑线密度分

别与
$

个心理量相关'绿化覆盖率与
&

个心理量相

关'交叉口线密度与任何心理量均无关
9

说明对街道

空间的感知而言'曲折度影响最大'长度和界面的连

续度次之'绿化覆盖率影响最弱%而交叉口线密度几

乎没有影响
9

第三'存在一些与任何指标均无相关性的心理

量'包括质感-连续性-醒目感-中心感-安稳度-新旧

度'说明这些感知比较复杂'可能不受上述单一指标

的影响
9

第四'大多数的客体指标各自与若干个心理量

有关'但并不是都能找到合理或直接的解释
9

以实际

长度为例'它不仅与长&短和有趣&无趣高度相关'

还与高耸&低矮等其他几个心理量高度相关'说明

客体指标和心理量之间存在交叉影响
9

第五'与客体指标预期相关的心理量和实际相

关的心理量并不完全一致
9

譬如'连续&离散这一心

理量'预期应与界面的连续度-交叉口线密度-高层

建筑线密度相关'分析显示它们却毫无关联
9

$!#

!

感知变换的临界值分析

以上相关性分析解释了客体指标具体会影响哪

些心理量'并且是如何影响的
9

但是'街道设计的关

键问题在于'设计者常常不知道改变街道品质的临

界点在哪里
9

本文从街道的形态感-绿化-统一感-围

和感和趣味性
;

个方面'将相关性较强且有一定解

释意义的客体指标和心理量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得

感知变化的临界值
9

$!#!!

!

街道的形态感

!

&

"街道的长度
9

相关性分析显示街道的长度

与街道的三维形态和趣味性高度相关'与街道的氛

围感有一定相关性
9

将街道长度和长&短心理量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

所示'从方程式
H

e

G#"%A!7 &̀%%?

可知'当
7e%

'即在对街道的感觉

是长还是短的临界点上'街道实际长度为
&%%?H

%

当
7eG!

'即对街道的感觉是)非常*长的时候'街

道的长度约为
!!#"H9

图
$

中代表世纪大道和南京东路的两个点偏离

回归曲线是特例
9

对此的推测为#世纪大道长
=A%%

H

'远远超出了上面所述
!!#"H

的尺度'所以在曲

线之上%对于南京东路'被测者在参观当日正午的时

候'徒步穿越了
&%!!H

的距离'其间有过
&U

左右

的休息'所以产生了体验长度大于实际长度的情况
9

这两个特例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9

!

$

"街道的宽度
9

街道的宽度与宽&窄的感知

心理量相关'与围合感有一定相关性'与其他心理量

均无关
9

图
!

中'对街道的感知在宽和窄的临界点上

时'街道的宽度为
&$9A?H

'差不多是
=

个车道的宽

度%街道 )非常*宽时'街道的宽度约为
#?9"$H9

世

纪大道宽
&%%H

'超过了宽的极限
9

此外'图
!

中的散

点主要集中在
G&

)

&

这样一个感觉区间'因此'其所

对应的街道宽度
"

)

$=H

是人们感觉的敏感段
9

!

!

"街道的
X

$

(

值
A

街道核心地段的
X

$

(

值

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与街道开敞&封闭即围合感相

关'而是与街道的氛围-疏密度-单调和宽窄的感觉

相关
A

以疏密度为例'图
=

中'当
X

$

(

值为
$A#%

左

右'街道给人感觉是疏或密的临界处'如果
X

$

(

为

A9A=

时'街道就给人非常稀疏的感觉
9

!

=

"街道的曲折度
9

图
;

中'回归方程式表示了

当街道曲折度在
&9$%

左右'也就是略为有些曲折'

给人的感觉是曲折和笔直的临界点上'当曲折度为

&9;;

时'街道就给人非常曲折的感觉了
9

图
C

!

街道的长度及其感知

@0

4

AC

!

Z"&

4

)61%*)6"1),"")1.&>

)6"0,

(

",'"

(

)0%&

图
D

!

街道的宽度及其感知

@0

4

AD

!

+),"")#0>)61.&>

)6"0,

(

",'"

(

)0%&

图
E

!

街道的
-

(

.

与密集!疏松的感知

@0

4

AE

!

S6"-

(

.%*)6"1),"")1.&>

)6"0,

(

",'"

(

)0%&

$!#!"

!

街道的绿化

街道的绿化覆盖率仅仅影响到了对街道绿化多

少的感知'而与街道环境和氛围的感知无关
9

图
A

中'当街道绿化覆盖率超过为
$!!

时'街道就开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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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基于语义差别法的上海街道空间感知研究
!!

的多绿'如果达到
#!!

则绿化非常多
9

$!#!#

!

街道的统一感

根据芦原义信的理论'广告是街道建筑的)第二

次轮廓线*'因其无秩序-非结构化-不能成画'故应

当减少)第二次轮廓线*

9

但是'本次调查广告的提及

数对街道的统一感并没有影响'而只是影响到对街

道绿化量和街道喧闹气氛的感知'说明广告对统一

感的影响不是绝对的'琳琅满目的广告只是会影响

到街道的环境品质
9

对街道统一感有影响的是街道三维形态指标中

的曲折度-街道连续性指标中的高层建筑线密度
9

图

#

显示'如果每百米有
&

栋高层建筑'那么街道将步

入凌乱的感觉'如果每百米有
$

或
!

幢高层建筑的

话'街道就非常凌乱了
9

图
G

!

街道的曲折度及其感知

@0

4

AG

!

+),"")#0&>0&

4

.&>

0)1

(

",'"

(

)0%&

图
I

!

街道的绿化及其感知

@0

4

AI

!

+),"").**%,"1).)0%&.&>

0)1

(

",'"

(

)0%&

图
J

!

街道的统一感与高层建筑

线密度的相关性

@0

4

AJ

!

\&0*0">*""/0&

4

%*)6"1),"")

.&>)6"/0&".,>"&10)

=

%*

60

4

6L,01"'%&1),-')0%&1

$!#!$

!

街道的围合感

调查中'用开敞&封闭来获得被测者对街道围

合情况的感知
9

街道的围合感出乎意料地仅与街道

的宽度有关'而与原先预期的诸如街道的曲折度-

X

$

(

值-高层建筑线密度均无关
A

原因可能是参观

的街道长度较大'

X

$

(

值较为多变'导致对围合感

的影响不大
A

根据回归方程式!图
?

"'当街道的实际宽度达到

A%H

左右时'街道给人的感觉就非常开敞了
9

$!#!%

!

街道的趣味性

相关性分析显示'街道的趣味性和街道的形态

有较大的关系
9

图
"

)

&&

显示了街道在不同的趣味程度下'对

应的曲折度-长度和界面连续度
9

只要街道开始有点

弯曲'那么街道就开始变的有趣'当曲折度为
&9;

左

右的时候'街道就非常有趣%当街道为
&$AAH

时'

街道仍然属于)有点*趣味的'如果超过
$?!&H

'那

么街道就开始转向无趣'如果是
#;$AH

的街道'那

么街道绝对是)非常*的无趣了
9

从心理上而言'凡是一眼就能看穿'一览无余的

空间都会使人产生单调感'而层次丰富-相互穿插渗

透的空间则耐人寻味'不仅能解除空间的封闭感'还

可以激发人们观赏的兴趣
9

譬如'世纪大道'尽管其

断面经精心设计'两组观众都承认它是有特色的'但

图
K

!

街道围合感与宽度

@0

4

AK

!

S6"

(

",'"

(

)0%&%*)6"1),"")

"&'/%1-,".&>)6"1),"")

#0>)61

图
M

!

街道趣味性与街道曲折度

@0

4

AM

!

H",'"

(

)0%&%*0&)","1)1%*)6"

1),"").&>)6"1),"")1#0&>0&

4

图
?P

!

街道趣味性与街道长度

@0

4

A?P

!

H",'"

(

)0%&%*0&)","1)1%*)6"

1),"").&>)6"1),"")/"&

4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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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过长'过平直'造成了乏味无趣的感觉%而新天

地则曲折多变'空间丰富'妙趣横生
9

图
??

!

街道趣味性和界面连续度

@0

4

A??

!

H",'"

(

)0%&%*0&)","1)1%*)6"

'%&)0&-0)

=

%*)6"0,1-,*.'"1

%

!

结语

在本次研究中'

4@

法是一个核心工具'它直接

捕捉了参观者对街道空间的理解'轻松反映出各条

街道的空间特点
9

街道的客体指标和空间感知存在

着紧密联系'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街道三维形态

和氛围特色的感知上'对街道环境的感知略有影响'

对街道空间特征的感知基本没有影响
9

当然'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形容词对的选择

和客体指标的选取势必左右着分析结果%第二'人的

心理是非常复杂的'本次调查只是一个小样本量的

尝试'不足以说明街道所有的空间特质'也不能将表

=

中所列的数据作为唯一的可能
9

本文只是希望能为

街道空间的设计提供一定参考'为后来的研究提供

一些方法思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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