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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19年的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POI数据，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法、Ripley’s K函数和核密度估计法，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研究区休闲设施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 从空间数量分布看，呼和浩特市各类

休闲设施空间数量分布差异显著，购物类和餐饮类休闲设施超过总数的95%。总体休闲设施的空间数量

分布“西密东疏”，非均衡性特征显著；2) 从集聚性特征看，研究区各类休闲设施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

征，购物类休闲设施的集聚态势较强，旅游类休闲设施的集聚态势较弱；3) 从空间多尺度特征来看，各

类型休闲设施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性表现存在差异，均呈现显著的“单峰”集聚分布，随着观测距

离的增加，各类休闲设施的集聚程度先增大后减小。其中旅游类休闲设施出现的峰值最大，空间分布较

分散，其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大；4) 从空间密度分布特征来看，购物类、餐饮类、娱乐类以及健身类
休闲设施主要在中心城区密集分布，而旅游类、人文类休闲设施以中心城区为主，四周多零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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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OI data of Hohhot leisure facilities in 2019,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fa-
cilitie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an nearest neighbor index, Ripley’s K 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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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and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leisure facilities in Hohho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hopping and dining leisure facili-
t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5% of the tot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all leisure facilities 
was “close to the west and sparse to the east”, with significant imbalance characteristic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ll types of leisure facilities in the study area 
showed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gglomeration trend of shopping lei-
sure facilities was stronger,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tourist leisure facilities was weaker.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multi-scale characteristics, all types of leisure facilities present a signif-
icant “single-peak”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As the observation distance increased,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first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after large.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en-
sit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shopping, dining, entertainment, and fitness leisure facilities 
were mainly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city, while tourism and humanistic leisure faciliti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city and scattered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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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休闲设施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休闲、交往和游憩

等活动的需求日益增加，休闲活动的多元化促进了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而休闲空间是休闲活动的存在方

式[1]，对休闲设施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城市休闲空间为居民提供各种休闲设施，城市休

闲设施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日常生活质量及城市休闲服务功能。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

城市休闲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国外学者早期对城市休闲设施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文化学、

和哲学等领域[2]。近年来，休闲设施研究开始多元化，逐渐转向心理学、行为学以及生物地理学等层面进

行研究[3]，多侧重于城市休闲与居民健康、城市休闲设施空间的价值、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休闲空间的

建设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4] [5] [6] [7]。国内早期关于城市休闲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多以休闲旅游区展开初步研究[8]，后转向为城市休闲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可达性、演变和居民满意度调

查等方面的研究[9] [10] [11] [12] [13]，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化，研究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目前

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地区、旅游休闲热点区、山地区等典型区域[14] [15] [16] [17] [18]，而对于北部边疆地区

的休闲设施空间特征研究较少。目前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空间特征的相关研究较少，多集中于城市功能区

识别和某类具体的设施空间分布为主[19] [20]。呼和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核心区，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该区域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因此本文基于 POI 数据对呼和浩特市的休闲设施空间特征进行研究，

进而丰富城市休闲设施空间研究的实证案例，为当前城市休闲设施的空间规划及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其地处内蒙古中西部，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

我国北部边疆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该区域是连接京津冀经济区与西北经济区的核心通道，在“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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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选取呼和浩特市市辖区作为研究区域，包括赛

罕区、回民区、玉泉区和新城区 4 区，总面积约为 2065.18 km2，2020 年常住人口为 254.56 万人，占全

市常住人口的 73.86%，该区域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因此选取该研究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高德地图平台获取的 2019 年呼和浩特市 POI 数据，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4754-2017)中相关行业的划分类型对 POI 数据进行分类，选取城市休闲空间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的休闲设施，对 POI 数据进行空间配准及筛选去重，提取研究区休闲设施的有效数据共 64764 条，参考

已有研究[21]，并结合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资源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为 6 大类、44 个子类的休闲设施

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 POI 分类统计得到各类型休闲设施的数量及比例情况，见表 1。 
 
Table 1. POI data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table of leisure facility space in Hohhot 
表 1. 呼和浩特市区休闲设施空间 POI 数据分类统计表 

类型 POI 子类 POI 数量/个 比例/% 

购物类 综合商场、大中小超市、便利店、家居建材市场、花鸟鱼虫市场、特色商业街 39,478 60.96% 

餐饮类 餐厅、茶艺馆、糕饼店、咖啡厅、冷饮店 22,909 35.37% 

娱乐类 游乐场、影剧院、KTV、网吧、舞厅、棋牌室、轰趴馆、桌游、密室、电玩 1197 1.85% 

健身类 公园广场、运动场馆、健身中心、俱乐部、赛马场、滑雪场 751 1.16% 

旅游类 国家级景点、度假村、疗养院、农家乐、采摘园、垂钓园 215 0.33% 

文化类 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科技馆、美术馆、图书馆、展览馆、寺、庙、道

观、教堂 
214 0.33% 

3. 研究方法 

3.1. 平均最近邻指数法 

平均最近邻指数(ANN 指数)能够定量描述点要素的邻近程度，从而确定其空间分布类型。该方法对

研究区面积非常敏感，适用于对固定研究区域中的不同要素进行比较，因此本文利用 ANN 指数判断各类

型休闲设施在同一空间范围下的集聚程度[22]。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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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oD 表示每个地名点与其最邻近要素之间距离的平均值， eD 表示随机分布地名点的平均距离；n
为区域地名点数量； id 为第 i 个地名点与距其最邻近地名点之间的距离；S 为研究区域的总面积。若

1ANN = ，表示呈现随机分布， 1ANN < ，表示呈现集聚分布， 1ANN > ，表示呈现分散分布。 

3.2. Ripley’s K 函数 

基于 Ripley’s K 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可以进一步研究休闲设施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以此分析各

类休闲设施在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内的空间分布模式[23]。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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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π

K d
L d d= −                                  (3) 

式中，A 为研究区总面积，d 为距离阈值，n 为不同类型休闲设施点的数量， ( )ijW d 为在距离 d 的范围内，

休闲设施点 i 到休闲设施点 j 之间的距离。在应用中 ( )K d 可转化为平方根的形式，可清晰地表示 ( )L d 与

d之间的线性关系，由此检验出在距离d范围内各类型休闲设施的空间分布模式。当观察K值的 ( ) 0L d > 时，

表示呈现集聚分布， ( ) 0L d < 时，表示呈现扩散分布， ( ) 0L d = 时，表示呈现随机分布。 

3.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其可计算点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进而可以分析不同

类型休闲设施的空间分布的相对集中程度以及空间分布特征[24]。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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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表示观测数值，h 表示带宽，k 为核函数， id 为地名点到参考位置的距离。 

4. 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的空间特征分析 

4.1. 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的空间数量分布特征 

通过统计呼和浩特市各类型休闲设施的数量及占比情况(表 1)，发现研究区休闲设施空间数量分布差异

显著，其中购物类休闲设施分布较多，总数为 39,478 个，占总数的 60.96%，超过总数的一半，其数量优势

突出，其次为餐饮类休闲设施居多，POI 数量为 22,909 个，占总数的 35.37%，其余四类休闲设施比重均不

超过 2%，其购物类和餐饮类休闲设施占比超过总数的 95%，表明这两类休闲设施在人们的生活休闲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 POI 数据进行空间化，见图 1，发现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空间分布

差异显著，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呈现“东疏西密”的空间分布特征，休闲设施多集中于中心城区，部分零星

分散在中心城区外。中心城区人口集中，对休闲设施的需求较高，因此休闲设施在中心城区密集分布。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POI data of leisure facilities in Hohhot 
图 1. 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 POI 数据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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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的空间集聚特征 

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测度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的空间分布类型，通过计算得到各类型休闲设施平均

最近邻指数统计表，见表 2。呼和浩特市 64,764 个休闲设施的平均最近邻指数为 0.133，ANN 值小于 1，
且通过了 Z 值检验，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这六类休闲设施的平均最近邻指数均小于 1，且通过了 Z
值检验，表明这六类休闲设施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特征，且它们的平均最近邻指数均在 0.2~0.6 区间，因

此呈现显著集聚特征。各类休闲设施的平均最近邻指数从小到大依次为，购物类 < 餐饮类 < 健身类 < 
娱乐类 < 文化类 < 旅游类，其中购物类休闲设施的平均最近邻指数小于总体的 ANN 值，ANN 值为

0.123，表明在研究区购物类休闲设施的集聚态势最强。购物类和餐饮类休闲设施的集聚特征最为接近总

体分布状况，因此说明购物类和餐饮类休闲设施在居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旅游类休闲设施的平均最

近邻指数最低，ANN 值为 0.569，其集聚度相较于其他休闲设施较低，这是由于旅游类休闲设施大多自然

条件的限制，零散分布于郊区以及远离市中心的区域，因此旅游类休闲设施的集聚态势较弱。 
 
Table 2.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of various leisure facilities in Hohhot 
表 2. 呼和浩特市各类休闲设施的平均最近邻分析 

类型 平均最近邻距离/m 期望最近邻距离/m 平均最近邻指数 Z 值检验 P 值 空间分布类型 

购物类 14.048 114.359 0.123 −333.417 0 显著集聚 

餐饮类 20.428 150.123 0.136 −250.155 0 显著集聚 

娱乐类 151.491 656.753 0.231 −50.920 0 显著集聚 

健身类 172.208 829.142 0.208 −41.538 0 显著集聚 

旅游类 882.461 1549.636 0.569 −12.077 0 显著集聚 

文化类 616.934 1553.253 0.397 −16.870 0 显著集聚 

全部 11.907 89.286 0.133 −421.928 0 显著集聚 

4.3. 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空间多尺度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各类型休闲设施在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分别对呼和浩特市六类休闲设

施进行 Ripley’s K 函数分析，计算结果显示，在 99%置信度下，研究区各类型休闲设施在不同空间尺

度上存在差异，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见图 2。在 20 km 的观测范围内，各类休闲设施均呈现“单

峰”特征，表明随着距离的增加，各类休闲设施的集聚程度具有先增大后减小的特点。从峰值出现的

距离看，旅游类休闲设施出现峰值的距离为 9 km，距离最大，表明该类设施空间分布最分散，其区位

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大。其次是文化类休闲设施的峰值出现在 7 km 处，购物类、餐饮类、娱乐类和健身

类休闲设施均在 6 km 处出现了峰值，表明该四类设施的最大集聚半径出现的范围相对较小，其空间区

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小。因此这几类休闲设施倾向于在城市中心区集聚，组团式空间集聚特征显著。

由图中可知，购物类、餐饮类、娱乐类、健身类和文化类这五类休闲设施的曲线分别在大于 15.3 km、

17.0 km、19.2 km、16.8 km 和 19 km 处，表示这五类休闲设施在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内开始呈现离散的

空间分布特征。这类休闲设施的空间分布对区位选择要求较高，多分布于中心城区，因此随着空间观

测距离增加，其空间分布相对离散化。而旅游类休闲设施多为国家级旅游景区、采摘园、农家乐等这

种远离城市中心的设施，空间分布范围广，因此相比于其他休闲设施，其区位选择在较大的空间尺度

范围内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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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购物类                                    (b) 餐饮类 

    
(c) 娱乐类                                     (d) 健身类 

    
(e) 旅游类                                     (f) 文化类 

 
Figure 2. Ripley’s K func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ous types of leisure facilities in Hohhot 
图 2. 呼和浩特市各类型休闲设施 Ripley’s K 函数分析结果 

4.4. 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不同类型休闲设施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经过多次实验，将输出像元大小

设置为 100 m，搜索半径设置为以 1000 m，由此得到呼和浩特市各类型休闲设施核密度空间分布图，见

图 3。从图中可以看出，购物类、餐饮类、娱乐类以及健身类休闲设施核密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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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旅游类、人文类休闲设施以中心城区为主，四周零散分布。其中购物类和餐饮类休闲设施空间核

密度值较高，分布范围最广，其次是娱乐类和健身类休闲设施，旅游类和文化类休闲设施的空间密度值

最低，分布范围较为分散。 
 

     
(a) 购物类                                (b) 餐饮类 

     
(c) 娱乐类                                 (d) 健身类 

     
(e) 旅游类                                (f) 文化类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nuclear density of various types of leisure facilities in Hohhot 
图 3. 呼和浩特市各类型休闲设施核密度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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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类休闲设施核密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出：1) 购物类休闲设施空间分布形成了以海亮广场、兴安北路

与北垣东街交汇区为核心，次一级的购物类休闲设施主要位于街道中心区域呈条带状分布，并以万达广场

为中心呈次级单核分布。总体而言，购物类休闲设施的高密度区域与商业集中区域密切相关。2) 餐饮类休

闲设施空间主要以塞上老街、海亮广场、长乐宫、东万达广场为核心呈密度高值区分布，相较于购物类休

闲设施，餐饮类核密度在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区域，即大学城周围出现了一个次级中心，大学城周围学生群

体较多，餐饮类设施分布较多，说明餐饮类休闲设施的密度高值区域与商业集聚中心相关的同时，与人口

集中活动也有关联。3) 娱乐类休闲设施的空间分布形成以海亮广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次一级中心区只是

在海亮广场周围环绕、东影路一带、以及东万达广场周围形成。该类核密度值较低，分布范围有限，因此

在中心城区呈现小范围集聚中心。4) 健身类休闲设施空间分布主要表现为单个高值核心区域，核密度值逐

渐以海亮广场为中心向四周减小，相比于其他类型，次级区域分布范围最广，且呈条带状的空间分布特征。

因此娱乐类及健身类休闲设施的空间较为相似，均呈现小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且该类设施在研究区

南部分布范围相对广泛，这与南部郊区分布着多处滑雪场、大青山健身步道等健身设施有关。5) 旅游类休

闲设施零散分布于各区域，没有明显的大范围高值集聚区，该类设施在研究区东南部覆盖范围较少，由于

呼和浩特市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并不集中，因此旅游类休闲设施的空间呈现出显著的“大分散”点状零星

分布特征。中心城区的旅游休闲设施多为大召寺、博物院、将军衙署等国家级旅游景区，其次旅游类休闲

设施包括农家乐、度假村等，这类设施多依托于传统的自然资源及乡村旅游，大多远离城区，因此在郊区

多以小范围离散分布。6) 文化类休闲设施核密度值最小，该类设施分别以振华广场、塞上老街、附中东巷

为高值区分布，部分零散分布在其周围，相较于旅游类休闲设施，文化类休闲设施在中心城区呈现小范围

集聚中心，在城区周围小范围离散分布，由此呈现出“小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19 年呼和浩特市的休闲设施 POI 数据，通过对休闲设施分类整理和统计，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

法、Ripley’s K 函数、核密度估计法对研究区休闲设施的空间数量特征、集聚性特征、空间多尺度特征以及

空间分布特征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从空间数量分布看，呼和浩特市各类休闲设施空间数量分布差异

显著，各类型休闲设施的 POI 数量从大到小依次为购物类、餐饮类、娱乐类、健身类、旅游类、文化类。

其中购物类休闲设施占总数的 60.96%，其和餐饮类休闲设施超过全部休闲设施的 95%。从总体休闲设施数

量分布来看，其空间数量分布“西密东疏”，休闲设施 POI 数量主要集中于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周边地

区分布少，非均衡性特征显著。2) 从集聚性特征看，研究区总体休闲设施以及各类休闲设施均呈现显著的

集聚特征，其中购物类、餐饮类休闲设施的集聚态势较强，其次是健身类和娱乐类、集聚态势较弱的是文

化类和旅游类休闲设施。3) 从空间多尺度特征来看，各类型休闲设施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性表现存在

差异，均呈现显著的“单峰”集聚分布，随着观测距离的增加，各类休闲设施的集聚程度先增大后减小。

其中旅游类休闲设施出现的峰值最大，空间分布较分散，其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大。4) 从空间密度分布

特征来看，购物类、餐饮类、娱乐类以及健身类休闲设施主要在中心城区密集分布，核密度高值区分布的

具体位置有所不同，而旅游类、人文类休闲设施以中心城区为主，四周多零散分布。 
基于 POI 数据，运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呼和浩特市休闲设施的空间特征。

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未来将在以下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第一，由于 POI 数据只是点数据，未

考虑面数据，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休闲空间的面状数据为基础对其空间特征进行研究。第二，本文的研

究对象选取的是整个呼和浩特市区，后期将进一步分析中心城区休闲设施的具体空间分布特征。第三，

由于历史数据获取有限，本文未能从较长时间尺度对其休闲设施空间结构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

后期可进一步深化城市休闲设施空间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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