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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风景旅游建筑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引入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耦合的概念。首先利用

耦合理论，建立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矩阵，运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建构目标层—指标层评

价体系结构，采用专家评分法建立判断矩阵并计算相对权重，然后对各评价因子赋值，确定综合评

价分值以及耦合度的计算方法。结合云南永子棋院的设计案例，对其进行耦合度评价的实际应用。

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度评价体系能够有效降低风景旅

游建筑对风景环境的破坏与影响，是对风景旅游建筑设计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重要手段，但是如

何摆脱该评价体系自身对于评价专家素养的过分依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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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业余可支配

时间的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将业余时间

用在旅游活动当中。随着旅游活动日益频繁、游客

日益增多，各大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内的建筑设施

建设也逐渐扩容，而大规模风景旅游建筑的建成对

原有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甚至

微气候环境等基本的场地构成要素都将产生一定的

影响。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一个风景旅游建筑的

好坏，如何判定其与场地的关联性强弱是本文研究

的主要目的。

本文中笔者以风景旅游建筑以及耦合理论为主

要研究对象，明确界定了风景旅游建筑以及耦合度

的基本概念，运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完整地建立了

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度评价体系，并以云南

永子棋院建筑设计作为参考案例进行应用操作，为

今后的风景旅游建筑设计的耦合度评价提供有力

参考。

１ 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理论

对于风景旅游建筑的概念，目前学界并没有明

确的说法，而与之相关的“风景建筑”、“旅游建筑”也

是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１３］。杜顺宝［４］

认为“风景建筑”是“处于风景之中，为人们观赏美景

提供场所，同时也是被观赏的对象”，甚至“那些具有

观赏价值而同时附有其他功能的建筑也可纳入此

类”。本文中所指的风景旅游建筑是指一种特定的

建筑类型，即处于自然风景（尤其是风景名胜区）之

中，为人们开展旅游活动提供必要场所的建筑物，而

针对这一类环境特殊的建筑物，在设计中最大限度

地利用环境资源和自然“力”，实现“减量化”设计是

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界的共识，而达到风景旅游建筑

与场地的动态耦合则是实现“减量化”设计的重要标

志［５］。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耦合、“减量化”设计的理

论仍处于定性描述的状态，缺乏对其科学内涵的深

刻挖掘与定性的科学研究，从而难以较为准确地描

述与评价其耦合程度［３６］。

本文中将从耦合的原始概念出发，完成从定性

描述耦合机理到定量评价耦合程度的完整过程，为

未来的风景旅游建筑设计与评价提供一定的理论支

持。耦合原本作为物理学概念，是指２个（或２个以

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

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

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５］。风景旅游

建筑作为一个系统与其所处的自然风景环境系统之

间存在着耦合关系，即风景旅游建筑的设计必须从

所处的场地出发，与场地中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

植被条件以及文化特征相适应，反过来，建成后的风

景旅游建筑将对场地的微气候、人文景观等产生重

要影响，并成为场地中文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图１所示。

图１ 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关联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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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层次分析法模型的耦合度评价

指标体系

　　传统建筑学与风景园林学科在探讨风景旅游建

筑与场地的整合、耦合关系时，多以定性描述与案例

总结为主，缺乏定量化研究［６７］，从而难以较为客观

地评价一个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程度，进而

指导风景旅游建筑的设计实践。通过量化分析，建

构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之间的耦合度评价体系，生

成多目标基础上的多方案类比与优化无疑是进行风

景旅游建筑设计的有效途径［５］，而通过 ＡＨＰ建立

耦合指标体系是现阶段较为可行的方法之一［７］。

２．１ 指标体系的建构

风景旅游建筑的外在表征主要由视觉要素（形

态）与空间感知两大部分构成，这也是影响风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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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场地耦合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的视觉要素

可以抽象分解为“形体、色彩、肌理、空间”［８］（图１）。

同时，本文中将影响风景旅游建筑设计的场地要素

分解为“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植被覆盖以及文化特

征”［９］，最后将风景旅游建筑的四大要素与场地的四

大要素进行两两关联，形成互为耦合的１６对影响整

体耦合度的要素，并逐一对其进行语言描述（表１）。

根据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矩阵，利用

表１ 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矩阵

犜犪犫．１ 犆狅狌狆犾犻狀犵犕犪狋狉犻狓犅犲狋狑犲犲狀犛犮犲狀犻犮犜狅狌狉犻狊狋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犪狀犱犛犻狋犲

视觉要素 气候特征 地形地貌 植被覆盖 文化特征

形体 形体适应于当地的气候特征 形体不破坏原始地形地貌 利用植被削弱形体的体量感 形体特征符合当地建筑文化

色彩 色彩适应于当地的气候特征 色彩与地形地貌相协调 色彩与植被的配置相协调 色彩源自于当地的惯用颜色

肌理 肌理适应于当地的气候特征 肌理与地形地貌相协调 肌理与植被的配置相协调 肌理源自于当地的传统文化

空间 空间形式符合当地的气候特征 空间形式满足地形地貌的特征 空间形式有利于植被的渗透 空间形式源自于当地传统建筑

ＡＨＰ，选择目标层—指标层级结构建立风景旅游建

筑与场地的耦合度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由３个层

次组成，即目标层Ａ、准则层Ｂ和指标层Ｃ（表２）。

表２ 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犜犪犫．２ 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犐狀犱犲狓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犆狅狌狆犾犻狀犵犇犲犵狉犲犲

犅犲狋狑犲犲狀犛犮犲狀犻犮犜狅狌狉犻狊狋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犪狀犱犛犻狋犲

目标层Ａ 准则层Ｂ 指标层Ｃ

耦合度

评价犃

形体与场地耦合犅１

形体适应于当地的气候特征犆１１

形体不破坏原始地形地貌犆１２

利用植被削弱形体的体量感犆１３

形体特征符合当地建筑文化犆１４

色彩与场地耦合犅２

色彩适应于当地的气候特征犆２１

色彩与地形地貌相协调犆２２

色彩与植被的配置相协调犆２３

色彩源自于当地的惯用颜色犆２４

肌理与场地耦合犅３

肌理适应于当地的气候特征犆３１

肌理与地形地貌相协调犆３２

肌理与植被的配置相协调犆３３

肌理源自于当地的传统文化犆３４

空间与场地耦合犅４

空间形式符合当地的气候特征犆４１

空间形式满足地形地貌的特征犆４２

空间形式有利于植被的渗透犆４３

空间形式源自于当地传统建筑犆４４

２．２ 判断矩阵的建立

判断矩阵犃＝（犫犻犼）狀×狀具有以下属性：犫犻犼＞０，

犫犻犼＝１／犫犼犻（犻，犼＝１，２，…，狀），其中犫犻犼表示元素犅犻 与

犅犼对于上一层元素重要性的比例标度。判断矩阵

的值反映了人们对各因素相对重要性的认识，一般

采用１～９比例标度来对重要性程度赋值
［１０］。若元

素犅犻与犅犼 的重要性之比为犫犻犼，那么元素犅犼 与犅犻

的重要性之比犫犼犻＝１／犫犻犼（表３）。

采用专家评分的方式，邀请来自教育、工程以及

管理部门的专家学者为准则层、目标层进行排序打

分，并据此分别建立犃，犅１，犅２，犅３，犅４ 的判断矩阵

犃，犅１，犅２，犅３，犅４。以判断矩阵犃为例，经过专家们

表３ 因子相对重要性标定

犜犪犫．３ 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犆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犉犪犮狋狅狉

比例标度犫犻犼 含义

１ 表示２个元素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３ 表示２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５ 表示２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７ 表示２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

９ 表示２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为重要

２，４，６，８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的排序打分，得出的结论为：相比之下，“形体与场地

耦合”显得比“色彩与场地耦合”稍微重要，比“空间

与场地耦合”明显重要，而比“肌理与场地耦合”更加

重要。同理得出犅１，犅２，犅３，犅４ 的判断矩阵，各判断

矩阵的表达式分别为

　　　犃＝

　１　　３　７　　５

１／３　　１　５　　３

１／７　１／５　１　１／３

１／５　１／３　３　　

熿

燀

燄

燅１

（１）

　　　犅１＝

　１　１／３　５　　３

　３　　１　７　　５

１／５　１／７　１　１／３

１／３　１／５　３　　

熿

燀

燄

燅１

（２）

　　　犅２＝

１　１／２　１／７　１／５

２　　１　１／５　１／３

７　　５　　１　　３

５　　３　１／３　　

熿

燀

燄

燅１

（３）

　　　犅３＝

１　１／３　１／４　１／７

３　　１　１／２　１／５

４　　２　　１　１／３

７　　５　　３　　

熿

燀

燄

燅１

（４）

　　　犅４＝

　１　　２　　７　５

１／２　　１　　５　３

１／７　１／５　　１　２

１／５　１／３　１／２　

熿

燀

燄

燅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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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计算相对权重、确定评分标准

设定判断矩阵犃的最大特征根为λｍａｘ，其相应

的特征向量为ω，求解判断矩阵犃的特征根。所得

值经归一化后，即为Ｂ层相应元素对于上一层次Ａ

层元素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向量，即层次单排序［１０］。

通过λｍａｘ的计算以及判断矩阵一致性的检验

后，将耦合度评价中的指标因子评分设为非常符合、

符合、较符合、不符合、很不符合５个等级，并分别赋

予３，２，１，０，－１分（表４）。

２．４ 耦合度评价的计算方法

通过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度评价分值计

算公式求得耦合综合评价分值［式（１）］，利用综合评

表４ 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度评价体系权重与评分标准

犜犪犫．４ 犠犲犻犵犺狋犻狀犵犪狀犱犛犮狅狉犻狀犵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狅犳犆狅狌狆犾犻狀犵犇犲犵狉犲犲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犛狔狊狋犲犿犅犲狋狑犲犲狀犛犮犲狀犻犮犜狅狌狉犻狊狋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犪狀犱犛犻狋犲

目标层Ａ 准则层Ｂ 指标层Ｃ 评分标准

耦合度评价 指标因子 权重 指标因子 权重 ３分 ２分 １分 ０分 －１分

犃

犅１ ０．５６３４

犆１１ ０．２６３３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１２ ０．５６３４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１３ ０．０５５５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１４ ０．１１７８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犅２ ０．２６３３

犆２１ ０．０６１２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２２ ０．１０７０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２３ ０．５６７０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２４ ０．２６４８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犅３ ０．０５５５

犆３１ ０．０５５９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３２ ０．１２５３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３３ ０．２７６６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３４ ０．５４２２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犅４ ０．１１７８

犆４１ ０．５２９４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４２ ０．３０２９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４３ ０．０８９５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犆４４ ０．０７８２ 非常符合 符合 较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价分值来换算确定耦合度的数值［式（２）］，最后将耦

合度按照１０分制进行赋值，８分以上为风景旅游建

筑与场地形成较高的耦合度，６～８分为形成一般耦

合度，６分以下表示耦合性较差。

　　　　 犕 ＝狓犻犉犻 （１）

　　　　　犆＝犕／犕０×１００％ （２）

式中：犕 为耦合综合评价分值；狓犻 为各评价因子的

评分值；犉犻 为各因子的权重；犆为耦合度；犕０ 为取

各因子最高得分与对应权重相乘后叠加的理想值。

３ 耦合度评价的实例应用———云南永

子棋院

３．１ 项目概况

保山市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四季气候温暖湿润，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素有“保山气候甲天下”之美

誉。永子棋院位于保山市东城新区清华海环湖景区

内，西面由象山路连接老城区，东面对接东河及万亩

荷塘田园风光带，北面毗邻清华海，是清华海景区南

入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区向田园风光带过渡

的重要节点（图２）
［１１］。

图２ 永子棋院区位

犉犻犵．２ 犔狅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犢狅狀犵狕犻犐犵狅犆犾狌犫

永子棋院在建筑功能上分为３个大区块，即永

昌阁区、棋院区和永子文化会所区。其中永昌阁区

具有新区规划展示、永子历史传承和承办顶级比赛

等功能；棋院区含有３座对弈堂，具有永子非物质文

化传承展示、永子展销、围棋培训和承办大型专业比

赛等功能；永子文化会所区具有对外接待和餐饮功

能，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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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永子棋院总平面与鸟瞰图

犉犻犵．３ 犛犻狋犲犘犾犪狀犲犪狀犱犃犲狉犻犪犾犞犻犲狑狅犳犢狅狀犵狕犻犐犵狅犆犾狌犫

３．２ 耦合度评价

通过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及现场勘察，整理出

永子棋院设计的详细项目背景以及现场照片，并邀

请多名专家按照耦合度评价体系的赋值方式给予评

分，然后计算平均分值，评分结果见表５。由表５可

知，该方案中的永子棋院与场地的耦合度得分为

８．２１６分，耦合综合评价分值为２．４６５，即具有较高

的耦合度。其中得分较高的指标为色彩以及空间，

因其设计中考虑到了当地传统建筑的惯用色彩以及

空间分散式布局，大大加强了建筑空间与外部空间

的联系。因此，作为一个风景旅游建筑，该方案中的

永子棋院设计是一个处于风景之中，且能够自成风

景的优秀方案。

４ 结 语

风景旅游建筑与场地的耦合度评价是进行方案

设计阶段的方案对比、设计调整以及实际工程项目

评估的重要手段，运用 ＡＨＰ进行耦合度评价体系

的建构，其评价过程建立在专家学者对现有案例或

设计方案的主观打分之上，外界影响的干预性较小，

简单易行且清晰明确。但是ＡＨＰ自身的主观性以

表５ 永子棋院的耦合综合评分结果

犜犪犫．５ 犆狅狌狆犾犻狀犵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犛犮狅狉犻狀犵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犢狅狀犵狕犻犐犵狅犆犾狌犫

准则层Ｂ 指标层Ｃ

指标因子 权重 得分 指标因子 权重 得分

犅１ ０．５６３４ ２．３５６

犆１１ ０．２６３３ １

犆１２ ０．５６３４ ３

犆１３ ０．０５５５ ３

犆１４ ０．１１７８ ２

犅２ ０．２６３３ ２．７２５

犆２１ ０．０６１２ ２

犆２２ ０．１０７０ １

犆２３ ０．５６７０ ３

犆２４ ０．２６４８ ３

犅３ ０．０５５５ １．１８１

犆３１ ０．０５５９ ２

犆３２ ０．１２５３ ２

犆３３ ０．２７６６ １

犆３４ ０．５４２２ １

犅４ ０．１１７８ ２．６９７

犆４１ ０．５２９４ ３

犆４２ ０．３０２９ ２

犆４３ ０．０８９５ ３

犆４４ ０．０７８２ ３

及后期评价中的主观因素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专

家学者或专业人士的自身素养及其对方案所处自

然、人文环境的了解深度都是影响评价结果的重要

因素。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客观、科学而不过分依赖

于评价者自身条件的耦合度评价体系是建筑学、风

景园林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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