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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谷寺景区游客空间行为特征及优化策略研究 

尹立杰
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其有效的景区管理和游客服务至关重要,其中分析游客的空间

行为特征,揭示道路、景区吸引物等客观要素与游客空间行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景区路网优化、行走预测、

解说系统设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以灵谷寺景区为例,通过分析游客的空间行为特征,总结行为规律,为景区

优化发展提供建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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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游客的个性化、休闲化、体验化需求不断增强,游客对旅游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景区作为旅

游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其有效的景区管理和游客服务至关重要。然而在景区发展过程中,拥堵、爆棚等现象依旧出现,成为制约景

区可持续发展,降低游客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为应对这一问题,景区游客分流一直是国内外景区管理过程中的热点问题,通过

对景区内各景点游客数量的监控、调度能够实现景区旅游活动的有序组织,其中分析游客在景区内部的空间行为特征尤为关键。

通过理解游客的空间行为特征,从客体环境特别是通道空间结构角度理解游客的空间行为,揭示道路及其周边吸引物等客观环境

与空间行为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出发的路网优化、行走预测和解说系统设置对解决拥挤问题意义重大,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因

此,本文以南京市钟山风景区灵谷寺景区为案例,运用实地观察法分析游客的空间行为特征,总结行为规律,为景区进行游客行为

管理和项目设施规划提供可行性意见。 

1 研究方法 

1.1研究案例地 

灵谷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是大钟山风景区的重要景点,距离中山陵 1.5千米,曾经是南京市东郊紫金山东南坡下佛寺。目前,

灵谷寺占地约 140万平方米,主要由寺庙建筑、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和灵谷公园组成的风景名胜区。景点分别有山门、文武方

门、无梁殿、灵谷塔、松风阁、灵谷寺、宝公塔、将士公墓、谭延闿墓、邓演达墓八个重要景点组成。由于灵谷寺在南京市的

重要地位,每年都有众多游客前往该景区参观游览,成为南京市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灵谷寺景区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节庆

活动和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前往,尤其是泰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游客。灵谷寺景区空间上具有

相对封闭性,景点的分布比较均匀,景点之间的路线距离较长,坡度较大,方便获取游客连续的空间行为信息。 

1.2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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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于 2018 年 10 月份前往灵谷寺景区进行调研,从空间上确定景区内的重要到访节点,并结合景区张贴在入口处的导览图

信息,确定游客在景区内游览的旅游路线,方便本次研究分析和规律统计。于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制定游客活动记录表记录游客

经过的每一个重要节点,记录停留时间和主要游览内容,方便进行数据整理。共调查 20组游客,获取有效数据 20份。 

2 数据分析 

2.1灵谷寺景区的游览线路划分 

首先,根据游客在景区中的游览行为,结合景区张贴在入口处的导览图信息,可以将灵谷寺的游览线路分为五段,从以下几段

路线选择的顺序和游玩的景点两个方面分析游客游览行为的选择特征。 

[段 1]:景区入口—万工池—山门—文武方门—无梁殿—将士公墓 

[段 2]:松风阁—灵谷塔 

[段 3]:灵谷寺—谭延闿墓—邓演达墓 

[段 4]:将士公墓——志公殿—飞来剪—西部三号公墓 

 

图 1灵谷寺景区的游览景点及游览线路 

2.2灵谷寺景区游客的空间行为特征分析 

结合表 1,游客的具体选择行为如[段 1]是几乎所有前往灵谷寺的游客必然选择的一段,因为这是经过其它所有景区必须要经

过的旅游景点。即使被调查的 20 组游客中,有两组游客在此段路线的游览过程中,表现出迟疑,但是在没有分清楚景区入口和景

区出口方向的情况下产生的,在同伴间的相互商量下产生的,为了能够游览更多的旅游景点,他们很快从出口处返回到山门的位

置,继续前往文武方门、无梁殿、将士公墓等旅游景点。 

在被调查的 20组游客中,有 12组游客游玩将士公墓后,选择前往[段 2]旅游线路,即松风阁和灵谷塔两个景点,只是在选择前

往这两个景点时路线稍有不同,9组游客从将士公墓的东侧前往松风阁和灵谷塔,3组游客选择从将士公墓的右侧前往松风阁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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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塔,但均游玩了[段 2]旅游线路。 

在被调查的 20组游客中,有 8组游客在游玩将士公墓后,直接选择前往[段 3]旅游线路,也就是从灵谷寺—谭延闿墓—邓演达

墓三大旅游景点,但从游客的谈话中,可以得出之所以选择这条线路,主要是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旅游景点即灵谷寺旅游景点。 

在前往[段 2]游玩的 12组游客中,有 7组游客在参观完[段 2]后折回到将士公墓与灵谷寺旁的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段 3]旅游

线路,有 3组游客穿过松风阁东侧的灵谷寺素菜馆,直接前往灵谷寺,游玩[段 3]旅游线路,有 1组游客穿过 1条小路,直接来到[段

3]旅游线路中的谭延闿景点处,继续游玩,但这位游客是当地来灵谷寺晨练的南京市市民,对这条小路相当熟悉。仅有 1名游客从

灵谷塔景点返回后前往[段 4]旅游线路,且该名游客游玩[段 4]旅游线路后,又穿过将士公墓前面的路前往[段 3]旅游线路。 

在没有前往[段 2]旅游线路,直接前往[段 3]旅游线路的 8组游客中,有 7组游客仅仅游览了灵谷寺景点,穿过灵谷寺景点,又

前往[段 2]旅游景点,越过松风阁景点,直接前往灵谷塔旅游景点。只有 1名游客继续前往谭延闿墓的方向,但由于路途较远,且游

客担心迷路,在路口迟疑后,仅在前往谭延闿墓的路口灵谷深松处拍了一个照片,径直前往邓演达墓方向,但行走过程中没有发现

行人,又返回前往[段 4]旅游线路,然后前往[段 2]旅游线路,返回,走了很多回头路,且并未前往谭延闿墓和邓演达墓。 

前往[段 3]旅游线路的 20 位游客中,有 2 组游客从素菜馆穿入灵谷寺景点,其他 18组游客中,仅有 6组游客从东部路线进入

灵谷寺景点参观,其他的 12 组游客只是在门口参观后,直接前往谭延闿墓方向和邓演达墓方向,但这 12 组游客中,竟然只有 1 组

游客前往谭延闿墓,2组游客前往邓演达墓,其他的 9组游客均是在灵谷深松处,拍照游玩后选择离开。 

先游玩了[段 2]后前往[段 3]的 11 组游客中,有 2 组游客选择直接离开,有 9 组游客在将士公墓、灵谷寺、灵谷塔三条路线

路口处看了导览图后,从将士公墓前穿过游玩[段 4]旅游线路,后再出口离开。 

前往[段 3]后再前往[段 2]的 8组游客中,直接前往出口方向,或是前往出口方向的过程中偶遇至公殿,或计划前往至公殿,均

游玩了[段 4]游览线路,但仅有 1组前往西部三号公墓,其他均仅仅游玩了至公殿就返回出口处。 

总的来说,可以发现以下四点: 

(1)由于景区内景点位置比较清晰,大多数游客基本能够全部游玩景区内的全部旅游景点。 

(2)从景点选择看,谭延闿墓、邓演达墓、西部三号公墓游客前往数量较少,尤其是西部三号公墓,在调查的 20 组游客中,只

有 1组游客经过了该景点,且没有停下来游玩,甚至自己并不知道经过了该景点。其他旅游景点游客大多数都有游玩或经过。 

(3)路线选择看,游客路线选择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迟疑的点在前往灵谷寺、前往灵谷塔和前往将士公墓的交叉路口上,

大多数游客均在游玩将士公墓后不知道该怎么走,由于这里有一个景区导览图,所以很多游客可以在观看了导览图以后或选择

[段 3]旅游线路后游玩[段 2],也可以在游玩了[段 2]旅游线路后游玩[段 3]。第二个容易疑惑的地方即[段 4]游览线路,有些游客

没有注意到该游览线路,而且如果前往[段 4]游览线路,需要走部分回头路,所以选择放弃。 

(4)虽然游客在游览路线选择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由于在通往景点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小路,所以在景点选择上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 

总体来说,灵谷寺景区游客游览线路较为单一,南京市市民游客因为对景区比较熟悉,在选择线路时灵活度偏高。一般游客选

择的线路一般为:景区大门-万工池-山门-文武方门-无梁殿-将士公墓-松风阁-灵谷塔-灵谷寺-谭延闿墓-邓演达墓-西部三号公

墓。由于游客选择该线路的频率较高,所以在黄金周时间,很多核心景点会容易出现拥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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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灵谷寺景区游客路线的选择行为 

路线 数量 

[段 1]-[段 2]-[段 3]-[段 4] 11 

[段 1]-[段 2]-[段 3] 2 

[段 1]-[段 3]-[段 2]-[段 4] 7 

[段 1]-[段 3]-[段 4]-[段 2] 1 

[段 1]-[段 2]-[段 4]-[段 3] 1 

 

3 灵谷寺景区优化提升策略 

景区内游览线路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效果,可选择的多样化的游览线路给游客带来更全新的体验,并能有

效降低客流在景区内局部景点时空集中程度的问题,即解决景区拥挤现象。因此景区内应当设计更加多样化的游览线路,实现游

客自发分流。 

3.1优化景区空间结构 

优化景区空间结构,将整个旅游景区根据景点主题、景点间的临近程度、景区文化及资源特色,进行有效功能分区,主要包括

主轴线和两大片区,主轴线为山门-文武方门-无梁殿-将士公墓-松风阁-灵谷塔西线,东部片区为灵谷寺、谭延闿墓、邓演达墓处,

西部片区包括志公殿、飞来剪和西部三号公墓及周边的园林区。三大区域分别从景区历史沿革与发展、景区生态文化、景区宗

教文化三个主题出发思考功能分区发展,有效进行景观建设、活动设计与线路开发。通过优化旅游线路设计,发挥景区之间“叠

加效应”,合理使用交通设施改变景区旅游竞争格局,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发展格局,共享旅游客流,引导游客流在景区之间的合

理流动,将景区打造成互相联系、合理分工有条不紊的旅游网络体系,从而增强景区的整体竞争力。 

3.2优化设计游览线路 

结合上述游客流分析,景区游览线路可以划分为四段,根据游客的流向选择特征看,游客更倾向于先游览[段 1],后游览[段 2]

与[段 3],后游览[段 4],这种较为单一的游览线路势必会造成景区拥堵现象,因为建议景区设计多条游览线路,由单一的入口改为

双向入口,从左侧入口处增加两条旅游线路,分别为[段 4]-[段 2]-[段 3]-[段 1]线路;[段 4]-[段 3]-[段 2]-[段 1]线路。优化目

前的山门入口的线路,包括[段 1]-[段 2]-[段 3]-[段 4]线路;[段 1]-[段 3]-[段 2]-[段 4]线路和[段 1]-[段 3]-[段 4]-[段 2]线

路。 

3.3有效布局景区标识系统 

根据游览线路有效布局景区标识系统。在景区入口处放置游览全景图,全景图中展示景区推荐的旅游线路,供游客自己决定

出游线路。在景区重要交叉口,尤其是[段 1]、[段 2]、[段 3]、[段 4]交叉口,放置导览图,并且明确游客所在的位置,方便游客

即时有效的找到即将游览的景点。在景区的主要道路及游步道旁增加放置方向指示牌,为游客游览提供便利。 

3.4有序引导游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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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流是旅游空间结构的灵魂,是活动的要素,也是最难控制的要素,只有对其进行科学引导,才能将景区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地发挥出来。灵谷寺游客流具有空间集聚特征,游客流只集中于灵谷寺的热点景区,热点景区的旅游容量在旺季不堪重负,严重影

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旅游管理部门要防止灵谷寺旅游容量超载的发生,一要控制灵谷寺游客流的总的数量;二要合理疏散人流。

通过建立客流信息系统、预订系统、价格策略以便调节控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使潜在的游客流实时掌握发生或可能发生景区

超载的情况,从而引导其选择景区内的其它景点的决策行为。主要通过对游览线路顺序及时间安排,客流的时空分布情况掌握后

有助于分流,通过信息的及时传递反映各景点的旅游容量情况,可组织引导游客分流或实现游客自发分流。 

3.5智慧化组织旅游活动 

灵谷寺景区应当加强智慧景区建设,通过智慧化手段引导游客有效出行。按照全国景区管理的规定,灵谷寺景区可在景区入

口处放置一个大屏幕,向游客展示人流量信息、舒适度信息,景区也可以根据景区各景点的人流量情况,为游客推荐更加便捷的游

览线路,方便游客游览,并解决景区拥堵问题。充分运用微信、微博、APP等信息化手段,提醒游客避开拥堵地段,帮助游客规划更

便捷的游览线路,避开人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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