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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基于拓扑和度量的空间分析方法以及GIS技术，从Ot指数、p指数、7指数，以及

平均路径长等几个方面，对大连市旅游交通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尚存的诸多问题，并针

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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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交通是游客抵达景区景点进行旅游活动的

承载方式和必要条件，是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信

息、资金、能量、客流和文化意境流的输送通道。

旅游交通空间结构对旅游活动的空间组织至关重

要，交通的可达性是旅游潜在资源转变为现实资源

的先决条件。因此，旅游交通是区域旅游发展的脉

络，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骨架。

区域旅游交通空间结构的分析究其本质是分析

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中各节点和各域面之间的空间联

系，通过基于拓扑和度量的空间分析方法，可以对

其进行描述，并加以探讨。在拓扑空间论中，不仅

可以通过数学几何公式进行空间关系分析，还可以

运用拓扑图对各空间要素集合进行表述，从而实现

空间关系分析的目的。本研究运用拓扑分析方法，

对大连市旅游交通系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

1大连市旅游交通空问结构分析

通达度是指个体在环境中参与游憩活动的自由

度的量测⋯，直接影响区域集散效率，也直接影

响不同层次旅游系统间相互连接的紧密程度，是区

域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因素【2J。

拓扑分析法是按照一定分类标准组成具有可比

性的点的集合，通过分析点与点之间、点与集合之

间的关系，得出其中的分布规律以及组合形态，达

到点的等级排列和集合优化的目的。

笔者借鉴吴晋峰和包浩生口1等的研究成果。

运用拓扑指数分析方法对大连市交通网络结构进行

定量分析。利用GIS技术绘制了大连市各交通节点

与国道、高速公路和铁路的空间分布图，并在此基

础上绘制成平面拓扑图(图1)，代码见表1。

图l 大连市交通网络空间结构平面拓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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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t指数

a指数是度量旅游网络回路性的指标，为观察

的旅游网络回路数与理论最大数之间的比率⋯。a

指数取值范围为0—1，指数为0时，表示没有回

路，指数为1时，说明回路数达到了最大限度。计

算公式为：
C

∑(巨一K)+G
J!l

2 y p一5G
怠’I 2 J

式中：E表示网络中每个子图的边数；l表示每

个子图的节点数；G表示子图的数目，旅游网络中

G=l，下同。根据平面拓扑图，按照式(1)经计

算可得理指数为0．889，说明大连市旅游网络回路

性较好。

1．2口指数

口指数，为网络中结点的平均连线数目，是对

网络连接性的度量。网络中口指数越大，连接状况

越好。当口=O时，旅游网络为无连接性的孤立旅

游点；当0<JB<1时，旅游网络成树枝状，且连接

通道及树枝径道发展的越长，分支越多；当口>1

时，旅游网络为环网型。随着口值的增大，环节越

多，网络越复杂，但在平面图上，卢值总是卢≤3。

计算公式为：
G C

p=∑E,／∑K (2)

式中：Ei、K和G的含义与口指数计算公式中相

同。根据平面拓扑图，按照式(2)经计算可得口

指数为1．429。卞显红”]一项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

国家4A级旅游区口指数为1．667，相比之下大连

市旅游网络连通性不高，有待改进。

1．3 Y指数

y指数是度量旅游网络内连线的观察数和连线

的最大限度数目比率的指标，为旅游连通度指数，

指一个旅游网络中的旅游节点的连接数(或边数)

与最大可能连接数之比。计算公式为：

y=

C

∑E；
{=J

(3)

3(∑K一2c)
i=l

式中：Ei、K和G的含义与俚指数计算公式中相

同。y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1．0。当Y=0时，表

示旅游网络内无连线，Y=1表示旅游网络内每一节

点都同其他旅游节点有连线。根据平面拓扑图，按

照式(3)经计算可得y指数为0．667，表明大连市

旅游网络连通度较高，但仍可进一步改善。

1．4平均径路长

连接性矩阵是衡量网络中结点间联系难易程度

连通性的重要方法之一，结点间存在连线，记为

l，没有连线记为0，一对结点间的距离用沿最短

路径所介入的连线数表示，任何一个结点的行总数

是根据距离量度而得出的其通达性量度，网络中的

平均径路长是由行内正值结点数去除行总数得出

的，行总数或平均径路长越小，结点的连通性越

好，反之越差，行总数或平均径路长最小的结点是

网络的中心。图l所示的旅游网络最短路连接性矩

阵为表2。

表2旅游网络最短路矩阵

节点H 屹 坞 K 蚝 ％ 玛行总数茹长／k。
平均经

蚝

K

蚝

虼

K

合计

l O

l 2

2 l

2 I

2 2

2 l

0 3

3 0

3 1

2 1

l 2

3 2

1 l

O 1

l O

8 1．3

8 1．3

13 2．2

lO 1．7

10 1．7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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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发现，图1所示的旅游网络平均最

短径路长为1．9(理想的旅游网络里每个旅游交通

节点之间都直接连接，平均径路长为1)，表明连通

性不好。其中，屹与屹点平均径路长均为1．3，是

网络中连通性最好的结点，成为该网络的中心，是

最理想的区位点(并非每个旅游地都能位于所在网

络的中心)。长海县(K)的通达度较之其他地区

明显偏低，影响大连市交通网络综合指数的提升。

研究表明，大连市旅游交通网络回路性较好；

连通性不高，有待改进；旅游交通网络连通度较高，

但仍可进一步改善；大连市区与金州区作为网络中

连通性最好的结点，可以成为该网络的中心，是最

理想的区位点，长海县的通达度较之其他地区明显

偏低，影响大连市旅游交通网络综合指数的提升。

2大连市旅游交通空间结构优化

2．1构筑完善的交通网络

为连接大连市各旅游区，促进旅游合作，形成

一体化的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必须构筑完善的旅游

交通网络。主要对策如下。

1)大力发展海上旅游交通，结合海上旅游的

开发，逐步推进水路旅游交通的建设。把沿海各港

口与海域各岛屿进行有机组合开发，发展游船和游

艇旅游，构建以大长山岛为中心，广鹿岛和獐子岛

为辅，连接大连市周边各岛屿，通达便利的水上旅

游交通系统。

2)整治区内水域环境，合理建设布局游艇码

头，连通水上旅游干线，加强游艇管理、船籍登

记、岸线开发整合和码头泊位建设等相关制度建

设。为游艇旅游创造良好的交通服务设施，凭借通

达便利的水上旅游交通系统进一步促进大连市各旅

游区之间的互动与发展。

3)兴建和修缮旅游地风景区道路，完善旅游

交通网络的连接程度，形成一个便捷畅通的旅游交

通网络。

4)设计合理的旅游交通线路，改善旅游交通

工具，缓解旅游交通压力。

5)对一般交通与旅游交通进行分流，同时引

导外地旅游车辆和小汽车的游客换乘公共汽车，减

轻风景区主要道路上的交通压力。

6)积极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尤其要开发大连

市区至金州和北三市旅游沿线上的新景点，提高现

有线路的利用率。

7)适度扩展滨海路路面空间，促进大连市区

南部海滨形成功能完备的综合旅游度假区。

8)加强对车船企业的管理，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旅游车船的服务质量，使旅游者享受到优质、

高效且价格适当的服务。提高游客满意度。

2．2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

旅游线路的设计应该根据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

切身利益来设计，同时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

响，比如，各旅游节点之间的直接通达性、潜在路

线的景观质量、旅游者使用的交通工具及旅游形象

标识物的定位和旅游出行规律等都影响城市区域旅

游路线的规划与设计[6】。大连市各旅游区内部并

非所有的节点之间都能够直接通达，也并非所有的

旅游者在返程时都选择同一路线，因此，应该依据

循环线路设计原则，统筹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连

接大连市各旅游目的地，推进“以南带北，南北

互动，和谐发展”的一体化空间格局尽快形成。

近期大连市宜开发的重点旅游线路主要如下。

北方明珠精品游：大连市区一金石滩风景区一

发现王国一大黑山风景区一旅顺口风景区一大连市

区。

海滨观光游：大连市区一星海湾一老虎滩一大

连港一开发区一金石滩一大连市区。

广场休闲游：港湾广场一海之韵广场一中山广

场一友好广场一胜利广场一人民广场一奥林匹克广

场一希望广场一星海广场。

滨海路徒步游：星海广场一傅家庄公园一燕窝

岭一北大桥一虎雕广场一棒棰岛—怪坡一十八盘一

东海公园。

博物展览游：大连市区一现代博物馆一自然博

物馆一贝壳博物馆一艺术展览馆一建筑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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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顺博物馆一旅顺蛇博物馆一旅顺日俄监狱旧址

博物馆一营城子民俗博物馆一大连市区。

战争遗迹游：大连市区一东鸡冠山北堡垒一日

俄监狱旧址一万忠墓一苏军烈士陵园一白玉山一胜

利塔一友谊塔一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一大连市区。

海上看大连游：大连市区一金石滩一大连南部

海滨一旅顺一金州湾一大连市区。

地质科普游：大连市区一棒槌岛一滨海南路一

金州三十里堡一金石滩一旅顺一大连市区。

旅顺观光游：大连市区一旅顺南路一水上人间

一横山寺一龙王塘一军港公园一白玉山一万忠墓一

日俄监狱旧址一旅顺博物馆一旅顺蛇博物馆一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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