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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人类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袁如何鼓励公民参与体力

活动从而提高其健康水平袁成为了多部门尧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遥 基于体育学科袁
围绕体育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的关系袁回顾国内外文献袁得出设计特征尧土地利用类

型尧空间承载要素是影响体力活动参与和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遥在此基础上袁从研究

背景与视角尧研究内容尧指标测量方法 3 方面阐述未来研究的具体思路遥未来研究应

重点选取工作人群进行探索性研究袁以动态地理背景单元为研究视角袁重点关注物

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对不同类型人群体力活动的影响机制袁并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

法对指标进行测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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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ging COVID-19 pandemic has made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How

to encourage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activity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has become a hot issue

concerned by multiple departments and disciplines.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built environment, the study review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concluded that design features, land use types and spatial carrying capacities

we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 level. On this basis, the

specific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elaborat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perspective, research content, and index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ha-

size the selection of working population for exploratory research, take dynamic geographical environ-

ment units as research perspective, focus on the impact of physical and human environments on physi-

cal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measure the indicators by combin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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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危害了公民

健康遥在病毒肆虐之际袁公民逐渐意识到健康的重要

性遥 健康不仅是生命的源头尧幸福的开始尧生产力的

基础袁更是公民尧社会和国家 3 个层面不可或缺的核

心竞争力[1]遥 根据以往研究袁体力活动能够降低高血

压尧高血脂尧抑郁症等慢性病的发病率袁被认为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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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健康的重要因素[2]遥 因此袁如何促进公民参与体力

活动尧培养公民体育锻炼意识尧提高公民健康水平袁
成为了世界各国思考的问题遥 发达国家如美国尧日
本袁围绕野公民健康冶建立起多方位尧多层级尧多维度

的政策袁引导公民参与体育健康行为 [3]遥 我国各级政

府也一直高度重视公民的健康状况与锻炼需求袁
2019 年颁发的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中提出统筹建

设公民健康场地设施袁加强城市绿道尧健身步道尧自
行车道尧全民健身中心尧体育健身公园尧社区文体广

场等场地设施建设曰2020 年发布的 叶关于加强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曳 中指出袁
要完善健身设施的顶层设计袁 增加健身设施的有效

供给袁 优先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或方便可达的全民健

身中心尧多功能运动场尧体育公园尧健身步道尧健身广

场尧小型足球场等健身设施袁补齐群众周边的健身设

施短板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袁更好地贯彻落

实健康中国行动曰2021 年通过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曳中提出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袁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 推进社会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和学校场馆开放共享袁 提高健身步

道等便民健身场所覆盖面 [4]遥 在国家战略和政策的

指导下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意愿不断增强袁 对体力

活动空间的要求也逐渐提高遥但是袁目前仍然存在建

成环境周边体育场地资源分配不均尧 体育锻炼设施

不足尧健身器材缺少监管维护等问题遥 因此袁如何推

动野健康中国冶野全民健身冶的建设和发展袁满足公民

日益增长的体育休闲环境需求袁成为了多部门尧跨学

科关注的热点问题[5-6]遥
本文从体育学科出发袁从研究背景与视角尧研究

内容尧指标测量方法 3 方面梳理现有文献袁分析当前

研究存在的不足袁结合野健康中国冶和野全民健身冶的
政策背景袁提出从动态地理背景单元出发袁结合主客

观指标的测量方法袁 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范

式借鉴遥同时为我国的城市规划部门做好城市规划尧
体育行政部门推进全民健身尧 卫生健康部门促进公

民健康提供理论参考遥

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已不再局限为健全生理功能

和正常生理机能 [7]袁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身

体健康尧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 3 方面的健康 [8]遥
国外健康教育学者 Green 指出 野健康促进是一切促

使行为和生活条件向着有益于健康改变的教育和环

境支持的综合冶 [9]袁说明环境对于健康具有潜在的支

持作用遥在社会学生态模型中袁环境因素被认为对娱

乐尧工作相关的体力活动具有正向影响袁从而提高公

民的健康水平遥 个体健康除了受到遗传基因和社会

经济属性等因素影响袁与社会环境尧自然环境和建成

环境也密切相关 [10]遥 建成环境是指为人类活动所提

供的人造环境[11]遥 林雄斌等[12]指出袁建成环境是城市

规划主动干预健康的重要切入点袁 通过对建成环境

的规划和优化袁 能够鼓励更多的居民主动参与体育

锻炼遥 吴志建等 [13]认为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的健

康水平有显著的直接影响遥 孙斌栋等 [14]研究了社区

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袁 发现通过提高社区人口密

度尧 设施可达性袁 可以间接减少居民体重超重的可

能遥根据已有研究袁体育建成环境可以界定为通过人

为规划设计尧建设改造等方式袁满足公民体力活动需

求的物理实体空间袁如社区篮球场尧体育中心尧公园尧
绿地等遥但随着公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袁如
果只考虑物理空间而忽视人文环境的建设袁 会影响

公民进行体力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遥因此袁体育建

成环境应是融合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多因素的综合

体系遥

在探讨建成环境影响健康的相关研究中袁 行为

研究提供了可供观察和检测的中介方法[7]遥 野空间要
行为互动理论冶将目光投向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袁
该理论认为个体活动遵循 野物质空间要空间认知要
空间偏好要空间行为冶的流程遥 具体而言袁当居民处

在多种主客观要素构成的建成环境中袁 基于个体空

间认知产生空间偏好和时间约束袁 从而产生时空行

为决策袁最终对健康产生影响遥体力活动属于时空行

为袁是建成环境影响个体健康的中介 [15]遥体力活动被

医学界定义为任何由骨骼肌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

耗的身体活动袁如健走尧跑步尧爬山尧游泳等 [16]遥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体力活动能够对身心健康产

生积极作用袁能够预防冠心病尧骨质疏松尧乳腺癌等

慢性疾病袁缓解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疾病[17]遥周素红等[18]

通过研究发现袁 工作地的健身活动设施密度对城区

居民的健康水平具有正向影响袁 完善的健身活动配

套设施能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健身机会遥 另一项研究

表明袁居住地周边绿色空间覆盖率越高袁老年人心理

层面的幸福感越强袁原因是周边公园尧广场等绿色空

间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健身机会[19]遥综上袁体力活

动在体育建成环境和健康关系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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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研究将居民区 渊可操作的静态研究

区域袁如人口普查区尧邮政编码区域尧居住地周围的

缓冲区域冤作为研究单位 [20]遥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渊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袁GIS冤 在居民区建立

测量点袁以此为圆心建立缓冲区袁统计并分析区域内

的各项建成环境指标遥 缓冲区可划分为以 500 m 为

半径的步行 5~7 min 可达范围[19]尧1 000 m 或 3 000 m

的环形区域尧距离被调查者 500 m 或 10 min 步行路

程尧10 000 m 或 20 min 车程半径的圆形缓冲区等[21]遥
此外袁还有研究选用多重缓冲区袁如 Berke 等 [22]选用

100 m尧500 m 和 1 000 m 作为缓冲区开展研究 袁
Nagel 等 [23]设置 400 m 和 800 m 的缓冲区以测量老

年人的步行量遥但实际上袁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活

动模式具有差异性袁 从而导致所处的地理背景有所

不同遥 Kwan[20]提出了野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冶袁认
为个体日常活动的真实地理单元具有不确定性袁居
民进行日常活动时袁在一天内跨越多个社区边界袁而
且受到不同地理背景的影响遥 地理背景在不同语境

下具有不同特征袁即尺度渊区域大小的选取冤尧范围

渊缓冲区范围的设置冤和内涵渊居民真实活动空间冤等
要素都存在不确定性遥因此袁研究体育建成环境对体

力活动的影响作用时袁 需要考虑不同地理环境划分

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遥

从研究视角看袁大部分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袁即选

取某一时间点对居民的体力活动情况进行研究袁并
未关注建成环境变化对体力活动和居民健康效应的

动态作用[24]遥 研究表明袁在工作日袁居民的休闲活动

时间主要集中在中午 12 点到下午 2 点袁受工作地附

近建成环境的影响曰而在休息日袁休闲活动的集聚性

有所减弱袁休闲活动普遍发生在早上 9 点到晚上 8 点袁
受居住地附近建成环境的影响[25]遥由此可见袁建成环

境对体力活动的影响作用具有时空差异袁 因此在研

究中应采取休闲时空行为视角袁关注不同时间尧空间

下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的影响遥

体育建成环境设计特征包括建成环境的可达性

和可用性 [26]遥 可达性是指前往目的地的距离以及交

通条件是否适宜不同人群的出行 [27]遥 本文中所述的

可达性是指到达公园尧 绿地尧 体育设施的距离或时

间遥 Sallis 等 [28]的研究表明袁锻炼设施离居住地距离

越近袁能够减少人们锻炼的心理障碍袁从而提高其参

与休闲性体力活动的积极性遥 李昱等 [29]调查初中生

的体力活动情况袁 得出到达居住地周边运动场所越

方便袁初中生体力活动的达标率越高遥 Reed 等 [30]的

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袁 体育设施的距离与体力活动

的强度呈正相关袁且与活动持续时间有正相关关系遥
反之袁居住地离最近公园和广场的距离越远袁居民体

力活动率明显下降 [6]遥 由上述研究可知袁到达体育设

施的距离和时间越短袁个体体力活动量越高遥可用性

被定义为存在体力活动相关的措施或资源袁 且该措

施或资源能够被具有健康条件的人群所使用 [27]遥 现

有研究中袁 居住地附近的体育设施的可用性对充足

的体力活动具有积极影响袁Hino 等 [31]在研究中指出

居住地附近拥有体育馆尧体育或休闲中心的居民袁比
其他居住在没有相关锻炼设施的居民产生更多的休

闲步行量遥该结论在青少年的调查中也适用袁魏烨 [32]

通过对 12~17 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袁得出结论院附近

供青少年使用的运动设施越多袁 个体产生的体力活

动越多遥此外袁休闲体育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存在社区

差异和位置差异袁 健身设施的数量对高档社区居民

的体力活动影响最为显著[6]遥 相比室内设施袁户外设

施对身体健康的增益效果更明显[33]遥以上研究表明袁
体育建成环境的可用性良好能够有效促进个体体力

活动的增加遥

土地利用类型的测量指标包含居住密度和土地

混合利用率[26,34]遥 居住密度在我国规划体系中被定义

为居住区内人口数或住房数与居住区域面积之比[26]遥
Laatikainen 等[35]以 55~75 岁的居民为研究对象袁发现

居住密度与老年人的出行步行量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袁 密集的居住环境能够提高老年人参与体力活动

的积极性[36]遥居住密度涵盖居住人口密度尧建筑面积

密度尧使用面积密度 [13]遥 其中袁人口密度在研究中也

被证实是影响线性体育活动渊健走尧跑步尧骑行冤的因

素袁 经常参与健走活动的人群集中分布在人口高密

度区袁 而跑步和骑行的参与者一般集中在人口低密

度区 [5]遥 土地混合利用率是指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存

在不同用途的土地或土地的多样性遥 土地混合利用

率越高袁说明不同设施间的距离就越近袁居民到达相

应的设施更为便利袁积极进行锻炼的概率就越高 [27]遥
土地混合利用率对体力活动的影响作用出现 2 种不

同结果遥 Saelens 等 [37]在研究中指出袁在土地混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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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高的社区袁居民容易产生更多的步行量遥周素红

等 [18]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 102 个样本为研究对象袁
选取 10 个城区街道的 927 个样本作为对照组进行

对比研究发现袁由于郊区土地混合利用率低袁土地类

型单一袁造成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时空约束大袁心理

健康得分较低遥 而刘美倩 [5]通过对哈尔滨 550 名运

动爱好者跟踪研究发现袁 土地混合利用率与线性体

育活动不相关袁 原因可能是哈尔滨在早期城市建设

中未结合周边建成环境袁 或是土地混合利用率高使

得人们的出行目的地选择增多袁 减少了人们在周边

建成环境下进行活动的时间和次数遥综上袁土地混合

利用率是影响体力活动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遥

体育建成环境承载空间是指能够承载体育活动

的空间或场地袁可分为城市道路和城市绿色空间 [5]遥
首先袁 城市道路中的街道可步行性是影响体力活动

的积极因素遥 街道可步行性是指街道及开放空间对

人步行活动的支持能力遥 步行是具有可持续性且能

带来明显健康效益的体力活动袁 属于中强度的休闲

性体力活动 [24]袁提高街道可步行性可以增加居民的

步行量遥 其次袁城市绿地空间与体力活动密切相关袁
城市绿色空间概念广泛袁包括公园尧廊道和自然保护

区等已开发的具体场馆袁也包括待人工利用的绿地[38]遥
居住离绿地越近的居民袁其体力活动水平较高袁绿地

的可用性提高了居民的健康状况袁 有利于保持健康

的行为模式 [39]遥 戴颖宜等 [6]通过研究高尧中尧低档社

区居民的休闲性体力活动袁 发现城市绿色空间对休

闲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机制存在社区差异袁 其中低

档和中档社区更容易受到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袁低
档社区受野到最近的公园广场冶影响显著袁中档社区

受野邻里绿化覆盖率冶影响显著遥值得一提的是袁体育

建成环境承载空间要素与体力活动呈正相关关系袁
但是不同类型的休闲体力活动发生在不同的承载空

间中袁如健走活动一般出现在高密度路网尧社区附近

的道路袁而跑步行为主要分布在密度较低路网尧公园

绿地中 [5]遥 有学者继续细分体育活动基础设施的内

容院Sallis[28]在测量圣地亚哥居民的体育锻炼情况时袁
将居民生活周边的免费体育设施渊如城市公园尧公共

休闲中心尧学校等冤和收费体育设施渊如网球俱乐部尧
舞蹈中心尧会员制游泳池尧健身俱乐部等冤对比袁分析两

者对居民锻炼行为的不同效果曰郑晓冬等[33]对 45 周岁

以上中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研究中袁分别考虑户外的

体育健身器材和场所渊如篮球场尧露天乒乓球桌等冤
和室内的休闲体育娱乐活动场所 渊如老年活动室尧棋

牌活动室等冤的影响袁拓宽了社区体育设施的内涵袁
更加全面地论证社区体育基础设施与老年人健康状

况的关系遥

体育建成环境的测量方法经历了由现场评估尧
认知地图尧 问卷或量表等主观测量袁 逐渐转向利用

GIS尧网络街景地图等新兴技术的客观测量 [40]遥 主观

测量方法如问卷和量表袁具有操作方便尧便于采集大

容量样本的优点袁但是数据来源单一尧时效性差袁容
易受到调查对象认知水平尧理解能力尧记忆力尧填写

态度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误差袁降低数据的精准度遥
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袁 以 GIS 为代表的客观测量方法

逐渐被运用到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的研究中袁 用于

提取与体力活动相关的空间特征数据[18,31]遥 GIS 是一

个收集尧管理和分析地理分布数据的框架袁通过对空

间位置的分析袁 使用地图和 3D 场景将信息层组进

行可视化处理[41]遥通过 GIS 在居民区建立测量点袁以
此为圆心建立缓冲区袁 统计并分析区域内的各项建

成环境指标袁使研究结果更为科学和客观袁弥补了主

观测量方法的短板遥 基于 GIS 的客观测量方法善于

抓取野量冶袁但是难以保证野质冶袁无法从 GIS 获取的

信息中判断环境要素的质量和空间要素的品质遥 为

解决该问题袁有学者 [5,42]充分利用互联网袁采用网络

地图渊如街景地图尧卫星地图冤开展研究袁提高研究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遥

体力活动的测量袁 主要包括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的频率尧强度和持续时间 [10,34,37,43]与体力活动的类

型 [24]遥 目前国内外实证研究中获取体力活动数据的

方法有 2 种院主观测量方法和客观测量方法遥主观测

量采用问卷调查尧自评量表和访谈遥国际体力活动问

卷渊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袁IPAQ冤
是国际上认可度高尧应用普遍的测度方法袁调查个体

过去一周在闲暇时间内进行散步尧 中强度体力活动

和高强度体力活动的频率和时间袁 并通过代谢当量

计算单位体重消耗的能量 [5]遥 主观测量有利于反映

细节袁但是容易受到调查对象的主观判断影响袁可靠

性较差遥 客观测量方法包括计步器尧CSA 活动监测

器 渊The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Activity

Monitor冤尧GPS渊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冤路径追踪遥
随着移动智能端的普及袁GPS 和 GIS 的有机结合使

时空信息的获取成为了现实遥 以基于 GPS 定位将用

户的地理数据实时上传到 GIS 分析平台的自主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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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体育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和健康关系的研究框架图

信息技术 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袁VGI冤
为例袁用户通过在线协作的方式袁以 GPS 终端尧遥感

影像和个人空间认知为基础袁创建尧编辑尧管理和维

护地理信息 [44]遥 戴颖宜等 [6]运用了基于 VGI 的咕咚

运动平台袁 选择 550 名运动爱好者线性体育活动的

类型尧轨迹尧持续时间等数据袁研究哈尔滨市建成环

境对线性体育活动的影响遥 利用移动智能端进行客

观测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袁 在体力活动数据采集

中具有较大的潜力和价值遥

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袁 身体健康的评

价主要是对体格尧功能尧体力的测定和对功能状况系

数的评估袁心理健康的测量包括行为功能尧心理完好

度尧生活满意度等多方面内容 [44-45]遥 现有文献对身体

健康的测量分为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遥 主观测量中

多选用自评量表渊生活质量量表 SF-36/SF-12尧生命

质量评价量表 HRQOL-4 和达特茅斯生活质量量表冤
进行测量 [24]袁或是在调查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的身

高和体重 袁 后期通过公式计算出身体质量指数

渊Body Mass Index袁BMI冤袁衡量被调查者的肥胖程度

和健康情况[42,45]遥 客观测量方法包括心电尧脑电图等

生化测量袁骨密度和血脂等身体成分测量袁用气流传

感器对肺活量的测量 [24]袁用体重仪尧身高测量标尺和

人体测量尺获取被调查者体重尧身高和腰围的数据[37]遥
部分研究直接使用政府健康普查的调研数据进行研

究袁其中调研内容包括身高尧体重尧吸烟习惯尧饮酒习

惯等 [39,46]遥 心理健康的测量方法主要为主观测量方

法袁 使用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的调查问卷或自评量

表进行测量遥 研究中涉及的量表如世界卫生组织五

项身心健康指标渊WHO-5冤袁包括过去 2 周内身心情

绪的体验尧快乐和心情舒畅尧宁静和放松尧充满活力

和精力充沛尧 得到充足的休息以及生活充满有趣的

事情等方面 [18]曰广泛用于抑郁症病状识别的流行病

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袁包括野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冶野我
感到害怕冶野我感到孤独冶野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

活冶等问题 [33]遥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袁国内外关于体育建成

环境对体力活动和健康关系的研究已受到关注袁大
多数研究选用定量化的问卷或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采集信息袁将地理学分析方法和统计学计量分析方

法进行优化整合袁 使研究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客观

性遥 体育建成环境尧体力活动和健康的测量指标呈

现多元化袁测量方法较为成熟袁研究者能够灵活采用

主观测量方法和客观测量方法遥 体育建成环境与体

力活动和健康的关系在国内外不同研究中袁 呈现出

较好的一致性遥 体育建成环境的设计特征渊可达性和

可用性冤尧土地利用类型渊居住密度尧土地混合利用

率冤和承载空间要素渊城市道路尧绿色空间冤对体力

活动和健康影响密切遥 目前袁该领域的文献对体育

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和健康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探讨袁但尚存在研究对象单一尧研究背景

和视角简单尧研究内容不全面尧主客观测量方法结

合缺乏等不足遥 为弥补上述不足袁本文提出了以下

研究框架渊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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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多数采用固定或静态的地理背景单

元袁基于调查对象居住地或行政单位周围的缓冲区袁
研究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 [47]遥 但是这类

静态地理单元难以代表人们的真实活动空间 [48]袁人
具有流动性袁 这意味着其活动不局限在以居住地为

中心的缓冲区袁 工作地周边的建成环境也会影响人

们的体力活动[20]遥此外袁现有研究对象多为青少年和

老年人遥工作人群是家庭的顶梁柱袁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中坚力量袁 各种压力使其长期处于超负荷工

作的状态袁无暇顾及体育锻炼和娱乐休闲袁更易产生

健康问题遥因此袁未来研究需要强化动态地理环境概

念袁以工作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袁在其居住地和工作

地为中心建立缓冲区袁获取其真实的日常生活尧工作

的地理环境袁勾画出更真实尧全面的体育建成环境遥
此外袁被调查者一天内产生体力活动的时间点具有

差异性袁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体力活动也存在不同的

规律 [30]遥 选取被调查者在一天 24 h 内的活动数据袁
分析其去了哪些地点尧花费了多长时间及其活动路

线 [49]曰选取被调查者最近一个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出

行和活动日志袁 了解被调查者一整天的出行次数尧
目的尧地点以及出发和抵达时间袁以此为基础分析

体力活动的时长尧时间聚集尧距离分布和时空分布

密度等[50]遥

现有研究对体育建成环境的测量主要集中于物

理环境遥按照社会生态模型袁个体的内在因素渊心理尧
生理等冤袁以及外在因素袁即实体环境渊公园尧体育设

施等冤和社会环境因素渊家庭尧朋友尧社团冤等都会对

个体体力活动产生影响遥 体育建成环境的研究应涵

盖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遥 物理环境包括免费或收费

的体育锻炼设施尧 室内或室外的运动场所袁 如篮球

场尧游泳池尧室外运动设施尧户外运动设施尧打牌和下

棋游戏的空间尧乒乓球室尧健身俱乐部和其他休闲娱

乐设施遥 人文环境则指促进体力活动的非实体层面

的环境袁如周边体育赛事的丰富程度尧体育社会指导

员的配备情况尧体育社团的组织和建设尧体育文化的

宣传和推广等遥 而体力活动按照目的可以分为休闲

性体力活动尧交通性体力活动尧家务性体力活动尧职
业性体力活动 [51]袁但是现有的文献没有区分体育建

成环境对不同类型体力活动的影响遥 未来研究可以

分别测量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对不同类型体力活动

的影响作用袁 以更深入地探讨体育建成环境与体力

活动之间的关系遥

测量建成环境尧 体力活动尧 健康状况 3 个变量

时袁需要综合考虑主观和客观测量方法袁结合最新的

科学技术袁提高数据的精确度和质量遥测量建成环境

时袁需要关注客观测量和主观感知袁客观测量关注被

调查者居住地和工作地周边环境的设计特征尧 土地

利用类型尧承载空间要素等指标因子袁选用遥感尧卫
星地图尧街景地图等新技术测量袁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曰 建成环境需要通过人的主观感知而激发

其锻炼意愿 [52]袁主观感知侧重的是体育建成环境的

野质量冶袁是被调查者对环境问题的真实反映 [53]袁既可

以诠释人与建成环境之间的交互方式袁 又可以衡量

环境品质与人的需求之间的横向距离 [54]遥 有学者 [55]

已经开始在研究中同时考虑主客观建成环境对个体

健康的影响遥因此袁未来的研究应综合考虑主客观建

成环境袁重视被调查对象对体育建成环境的感知袁可
以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体育锻炼吸引力 [53]尧对体育锻

炼机会的感知 [56]尧对绿地的感知 [57]尧设施的质量 [58]等

指标遥可配合开放式问题野您是否认为周边的建成环

境适合进行锻炼钥 冶野周边哪些建成环境会吸引您进

行锻炼钥冶进行主观感知测量遥测量体力活动时袁考虑

体力活动的类型尧项目特征渊如线性体育活动健走尧
跑步尧骑行等冤尧运动量尧时间和空间属性尧运动强度

等内容袁既应选用活动日志尧调查问卷等主观手段以

了解被调查者参与体力活动的项目特征和偏好袁又
要将 GPS 和 GIS 相结合袁 利用可穿戴设备尧 咕咚

APP 捕获有效信息遥测量健康状况时袁身体健康和心

理健康都是居民健康的重要维度遥 在身体健康测量

上袁 一方面可以选择与体育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作袁获取国民体质监测和慢性病患病率等数据袁另
一方面可以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样本调

查遥心理健康则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或自评量表袁配合

开放式问题询问被调查者最近的心理状况遥

基于健康视角袁 本文通过梳理体育建成环境与

体力活动关系的相关文献袁发现现有文献呈现出野体
育建成环境要体力活动要健康效应冶的研究逻辑遥一
方面袁 本文进一步证实了体育建成环境对健康的积

极作用袁以及体力活动扮演的中介角色遥在全民健身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袁城市规划部门尧体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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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部门尧 健康政策制定部门应从物理环境和人文

环境 2 个维度构建健康导向型的体育建成环境袁激
活城市活动空间袁营造体育锻炼社区氛围袁满足公民

日益增长的休闲体育锻炼需求遥另一方面袁本文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模式借鉴袁 针对现有

文献研究背景和视角简单尧研究内容不全面尧主客观

研究方法结合缺乏的问题袁 未来研究应针对不确定

地理环境背景关注工作人群袁 采用动态时空模型进

行研究袁 并尝试探索体育建成环境对不同类型体力

活动的影响作用袁将主观和客观的测量方法相结合袁
通过多维度尧宽视角尧广内涵的思路袁揭示野体育建成

环境感知要体力活动促进要健康效应产出冶 机制的

有效性和现实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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