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Mar.2017
第34卷 第2期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Vol.34 No.2

 DOI:10.11721/cqnuj20170221

基于网络照片的旅游景区照相指数研究
*

———以磁器口景区为例

胡传东1,张 曼1,黄亚妍2,邬德春1

(1.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 资产管理处,重庆401331重庆)

摘要:【目的】利用照相指数研究游客景区体验的规律特点。【方法】以网络照片为基础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重庆磁

器口景区照相指数的特征及成因进行研究。【结果】磁器口景区总体照相指数反映了古镇特色;各功能分区的区域照相指

数显示出古镇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且与游客流量呈正相关性;景点照相指数沿主要游径呈“Z”型的点轴分布。【结论】照

相指数能够体现游客感知水平与关注度的空间规律,对景区整体开发与管理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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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旅游者寻找和收集符号的过程[1]。旅游与摄影都反映了凝视和被凝视的关系。旅游企业生产以照

片为媒介的景观符号,游客则通过凝视和拍摄对旅游地进行视觉化体验与符号化消费。旅游照片不仅是游客视

觉化体验的途径与证据,也承载着旅游纪念和炫耀性消费的功能;旅游地居民在游客的镜头凝视下主动或被动

地对旅游地文化进行着重塑与再造[2]。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摄影行为的动机在于“窥视欲”、影像的“记忆”、“自我叙述”及“自我认同”[3]。通过摄影,

游客的凝视有可能被记录、携带、珍藏、炫耀和传送[4]。查尔芬(Chalfen)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探讨了摄影行

为模式和照片内容与游客类型的关系,以及原住地居民对展出照片的反应[5]。

Web2.0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旅游信息的搜索和目的地选择的过程[6],越来越多的旅游者以文本、照片和视频

等形式将旅游感知与体验在虚拟空间发布,从而助推了旅游过程中及旅游后的旅游信息发布的炫耀行为。旅游

者的自媒体表达方式实现了更高层面的自我叙述与自我认同目的。因此,网络游记也逐渐成为研究游客行为的

素材。其中,网络照片携带的时间、地点、数量、类型、景物、表情、肢体语言等信息表征了游客体验的特点与偏

好。这使得通过网络旅游照片分析游客摄影行为,从而对景区发展提供建议成为可能,视觉符号在旅游景区规

划与营销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7]。
国内学者刘丹萍较早研究了旅游与摄影关系,曾通过某旅游地案例的定性分析,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旅

游地摄影赛事活动的组织参与人各自的动机与行为特征,并由此评价了他们在目的地营销方面的贡献[8]。公众

在网络社区分享的标注有拍摄地点的照片是研究旅游时空行为的数据资源。李春明等人借助带有地理参考信

息的网络照片研究了鼓浪屿的游客时空行为,认为基于地理参考照片的方法在分析旅游热点区域方面有明显的

优势[9]。
贾亦琦等学者认为,游客取景方式可以反映其景观偏好和审美需求,照片信息有助于景区的规划与管理,拍

摄时间与空间规律则对景区旅游产品设计和线路组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0]。学者刘思敏和姜庆首先提出“景区

照相指数”,认为景区照相指数由最佳照相景点、照相、网络等3部分构成[7],给本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由于直观、写实和附着信息量大的特点,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发布的景区内景点的照片出现的频率和密度来

反映旅游者对景点的关注度。这样的关注度反映游客体验的心理和行为,也可以折射出景区内的旅游热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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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以,笔者试图通过景区内某景点的照片出现的范围和频率,即照相指数,来反映游客对旅游吸引物或产品

的关注度、体验深度和欢迎程度。历史地看,某景点的照相指数的连续变化也能反映出该旅游吸引物的游客关

注度的变化,以及景区中核心吸引物的变迁。本研究以重庆市磁器口景区网络旅游照片为研究对象,采用照相

指数的框架,运用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相关分析及核密度分析法对其景区的照相指数特征、格局和成因进

行分析,并希望以此为据提出旅游景区的线路组织和空间结构优化的针对性建议。

1研究区域与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巴渝古镇磁器口系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城郊,前临嘉陵江,后靠歌乐山。磁器口

历史上是嘉陵江下游著名的商业码头,是重庆沙磁文化的发源地。空间上看,金碧山、马鞍山、凤凰山三山并列,
清水溪、凤凰溪两溪环抱,具有“一江两溪三山四街”的特征。现古镇所辖面积1.5km2,人口1.8万人,距重庆朝

天门14km,距沙坪坝区中心5km,是中国离大城市主城区最近的古镇和历史街区之一。古镇旅游功能分区主

要包括磁正街市井文化观光体验区、宝轮寺宗教文化活动区、嘉陵滨江观光娱乐区、老码头文化体验区、金碧街

文化体验区、凤凰溪生态景观区和马鞍山观景休闲区七个板块。作为重庆都市游的重要景区,磁器口古镇每年

游客量达到了300万人,日均游客量近万人,是重庆旅游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11]。据磁器口古镇管委会统计,

2015年,春节长假期间日均流量近10万人次[12],元旦小长假3天共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13],五一小长假接待

游客14万余人次[14],国庆长假接待量达46.08万人次[15]。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磁器口景区照片及相关资料取材于中国最大的旅行分享网站“蚂蜂窝”(http://www.
mafengwo.cn),发布时间段为2009年12月11日至2014年1月26日;磁器口景区内景点的地理位置数据来源

于GoogleEarthPro和国家测绘局推出的天地图(www.tianditu.cn);景区内各分区的日均游客流量估算则是

于2014年4月14日至20日现场抽样监测获得,即将每日7:00~22:00平均分为5个时间段,并在每个时段内

任意抽取连续的10min对各分区的游客流量进行监测获取。
蚂蜂窝网站共收集到游记照片1002张,将非磁器口景区范围内照片、反映内容为已不存在景观照片、经技

术处理影响内容真实性的照片和难以准确辨识环境的照片剔除,共遴选出837张照片。然后利用ArcGIS10.0
将其中具有地理信息734张照片标记在已配准好的磁器口景区的底图上。

1.3研究方法

1.3.1照相指数及其构成 景区内某景点的网络照片数量及其变化可以反映出游客对该景点的关注度和凝视水

平。一定时间条件下的景区内景段和景点网络照片的密度可以用来表征游客对该景区的空间关注度及其差异。
由此,照相指数可界定为一定时期内某旅游景区(景点)单位面积上网络照片的数量,表现为景区内游客拍摄照

片在实际空间上的聚集程度与分异,可显示出游客的景点关注度、认同度和偏好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照相指

数可以用公式表达为:

i=p
a
, (1)

其中,i为照相指数,p为某时间段收集的某景区(景点)的某种类型的网络旅游照片数量,a为该景区(景点)的面

积,i单位为张·hm-2。
照相指数不仅可以通过照片的内容进行归纳统计,而且还可以通过照片的表现手法,即拍摄的景别、焦距、

角度、构图聚焦及光线等指标作进一步分析。以景区为研究对象,照相指数客观存在景区宏观、景段中观和景点

微观3个层面,从而可以将照相指数划分为景区总体照相指数、区域照相指数和景点照相指数3个类型。区域

照相指数是从面状或线状旅游功能分区的角度,对景区各功能板块或景段进行照相指数的测算,该类照相指数

可与相应的客流量进行相关分析;景点照相指数表征了游客对景区内具体吸引物的关注水平,可采用核密度估

计法研究景区照相指数的空间分布规律。

1.3.2总体照相指数及内容分析 总体照相指数方法的运用是将景区及其网络照片作为整体进行内容研究。内

容分析法的优点在于能以定性研究为前提,找出反映研究对象内容的一定本质的量的特征,并将其转化为定量

数据[16-17]。本研究从照片内容、表现手法两个方面对总体照相指数进行内容分析(表1)。照片的内容可以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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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磁器口景区照相指数的类型指标

Tab.1 TypeindicatorofCiqikouscenicphotographyindex

指标 照相指数/(张·hm-2)

内
容
指
标

照片内容

景观 3.507

特写 0.980

场景 0.627

人物 0.467

形
式
指
标

游
客
的
观
察
位
置

游
客
对
其
他
元
素
的
运
用

景别

焦距

拍摄角度

构图

聚焦

光线

近景 2.500

中景 1.573

特写 1.127

远景 0.380

标准镜头 4.407

长焦距镜头 0.760

广角镜头 0.413

仰摄 1.727

平摄 2.553

俯摄 1.300

不对称 5.093

对称 0.487

动 4.720

静 0.860

深焦 5.207

选择性聚焦 0.373

亮色调 5.320

暗色调 0.260

低明暗对比度 3.427

高明暗对比度 2.153

体现旅游者的观察、关注的重点。按照拍摄对象的类型,
可将照片分为人物、景观、场景和特写4类。照片的表现

手法可以反映拍摄者对拍摄对象的认知、理解和符号化。
旅游照片的表现手法主要分为游客的观察位置和对其他

元素的运用等方面,其中,游客的观察位置涉及景别、焦距

和拍摄角度等视角;对其他摄影元素的运用主要涉及构

图、聚焦和光线等内容[4]。

1.3.3区域照相指数与相关分析 旅游者在景区的游览过

程动静结合、时快时慢,在不同的空间,游客驻足停留和拍

照的概率也是不同的。区域照相指数可揭示某时段游客

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游客在不同板块的集聚程度,可为

合理控制景区游客流量、制定景区分流措施、优化景区旅

游空间结构提供依据。此外,本研究还利用积差法对磁器

口景区区域照相指数与游客流量进行相关分析。

1.3.4景点照相指数与核密度估计法 地理事件是在空间

上发生的,但在不同位置发生的概率不同。若从图上看,
点密集的区域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高,点稀疏的区域则概

率低[18]。核密度估计法(Kerneldensityestimation,KDE)
适用于量测、分析和显示呈点状分布样本数据分布格局的

局部密度变化,以及探索样本分布热点区域[19-22]。本研究

使用 ArcGIS10.0软件,采用 ArcToolbox中的Density
工具对磁器口景区照片进行核密度分析,研究磁器口景点

照相指数的空间分布特点。在 ArcGIS软件平台中,核密

度函数定义为[20-21]:

f̂(x,y)=

3
nh2π∑

n

i=1wi1- (x-xi)2+(y-yi)2æ

è
ç

ö

ø
÷

h{ }
2 2

,

(2)

其中,f̂(x,y)为待估算栅格单元中心点(x,y)的估计密度值,表示样本数据分布的相对集中度。本研究中,

f̂(x,y)表示单位面积景区网络旅游照片的数量,应用该函数量测照相指数分布密度时,权重因子可以忽略;h为

阈值,意义为以待估算栅格单元为中心的圆形搜索窗口半径(单位m),采用系统默认值;n为阈值范围内的点数,
意义为搜索窗口范围内景区网络旅游照片的数量;π为圆周率,取值3.14;xi 和yi 分别为搜索窗口范围内照片i

的坐标; (x-xi)2+(y-yi)2为搜索窗口内待估算栅格中心点和照片i之间欧式距离(单位 m),其中,距离待

估算栅格单元越近的照片对该单元密度的贡献越大[22]。

2结果分析

2.1照相指数总体上反映了磁器口古镇特色与形象

从照片主体内容来看,磁器口景区的照相指数以景观照片为主,达到3.507张·hm-2,远超出人物、场景和

特写3个类型。景观照片主要集中表现为景区内的标志性建筑、特色商铺门面及僻静的景区街道。这与周欣雨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景观、建筑、街景是游客对磁器口古镇最具认同感的要素[23]
。 由此可见,游客试图通过标

志性建筑取得出游活动的认同;磁器口景区部分商家出于维持经营秩序或利益的考虑,谢绝游客在店内拍照,因
此照片多为店铺外景;另外,拍摄环境干扰较少且体现磁器口文化的偏僻街道也受到部分旅游者青睐,不仅表明

古镇生活方式对游客也是有吸引力,而且作为常年人气极旺的古镇,若要获得真实性强的照片,就必须进入偏僻

街道,良好的拍摄环境也就成为游客获得真实和满意照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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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写类照片集中表现为适于近距离拍摄的特色美食和旅游纪念品;场景类照片内容以表现特色民俗

民风为主;人物类照片内容则多为反映古镇码头文化、当地居民生活场景和旅游从业人员行为。从拍摄手法到

主题内容与目前磁器口的市场口碑较为一致。

2.2拍摄方式能够体现景物属性与环境条件特点

景别是指由于相机与被拍摄物体的距离不同而造成的被拍摄物体在画面中所呈现出的范围大小的区别,其
中也包含着被拍摄物体与画面背景的关系。磁器口景区景别类照相指数主要由近景、中景和特写类构成,远景

较少。内容涉及运动取景、静物取景、人物肖像取景和人物群像取景等。其中,静物取景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

为磁器口古镇风光和文化创意产品。拍摄景物内容集中在沿江风光和宝轮寺,表明游客拍摄的位置通常为磁器

口码头、凤凰廊和龙隐门观景平台等地势较低处,游客无法欣赏景区全貌。远景或全景照相指数较低主要是由

于古镇古街道处于临江山地、沿街建筑密集、空间视野狭窄所致。
从相机镜头焦距来看,照相指数以标准镜头照相指数为主,达4.407张·hm-2,远高于长焦和广角。标准镜

头视角和人眼视角相似,拍摄景物的透视效果符合人眼的透视标准和习惯,其使用也最容易掌握。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磁器口景区以大众游客市场为主。大众游客受消费水平和摄影技术制约,常选择操作简单、价格实惠、只
具有标准镜头功能的卡片相机或手机进行拍照。长焦镜头的特点是焦距长、视角窄、相对口径小,景深较小时背

景会模糊。研究样本中的长焦照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拍摄不易靠近的远景景物,主要是宝轮寺、嘉陵江岸风

光、当地居民和其他游客;另一种是虚化背景以突出对焦主体,如人物肖像、动植物、饰品、玩具和美食小吃等。
受街道狭长视角的限制,广角照片数量较少,主要用于表现黄桷坪牌坊、宝轮寺建筑和嘉陵江风光等较大型的

景观。
按拍摄角度可将照相指数分为仰摄、平摄和俯摄3种。磁器口景区照相指数以平摄类为主,达到2.553

张·hm-2,既因平视符合人们的观景习惯,也由于山地型景区总体上空间狭窄,天际线内的景物起伏变化不大;
俯摄类照片主要表现了特色美食小吃、人物肖像以及古镇街景等;仰摄照片则包含宝轮寺、牌坊、吊脚楼建筑和

商铺招牌等内容。

2.3摄影元素的运用体现了游客共同偏好与关注点

照片根据被摄对象是否对称,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构图;根据构图线条是否水平或垂直,可分为动态和静态

构图。磁器口景区照相指数以不对称构图和动态构图为主,分别达到5.093张·hm-2和4.720张·hm-2;比例

较低的对称构图和静态构图主要涉及磁器口牌坊、钟家院和宝轮寺等规则建筑景观。这与磁器口景区吊脚楼建

筑错落有致、不讲究对称的特点有关。此外,不对称构图和动态构图表现内容丰富,可满足游客多样性的审美需

求和创造性;而对称构图和静态构图对摄影技术要求较高,也不是所有游客都能够做到的。
聚焦可分为深度聚焦和选择性聚焦。磁器口景区聚焦类照相指数以深度聚焦照相指数为主,达5.207

张·hm-2,是选择性聚焦照相指数的13.96倍,涉及内容多样;而选择性聚焦照片主要拍摄静物、人像和宠物。
这是由于磁器口街道缺少休息场所和专门的摄影点,景区内部人流量大,活动频繁,游客或拍摄对象难以保持稳

定姿态。
摄影是用光来描绘的艺术。还可从光线的色调和对比度两方面,将照片分为高色调与低色调、高明暗对比

度与低明暗对比度两组指标。结果显示,磁器口景区光线类照相指数以亮色调为主,达5.320张·hm-2,体现了

磁器口景区热闹、欢快的气氛。低明暗对比度照相指数是高明暗对比度照相指数的1.59倍。由此可见,大多游

客采用了相机的自动拍摄功能,并且很少对照片进行后期处理。
总体来说,磁器口景区各类照相指数差异较大,反映出景区游客摄影水平不高,摄影方式方法单一。值得注

意的是,部分景点照片重复率较高,并且不同游客在同一摄影情景下采用类似的摄影方式和相机参数拍摄出相

似度很高的照片,从游客凝视规律和审美特征角度来看,景区内的照相热点或者说最佳拍摄点已经渐趋成熟。
磁器口各功能分区的照相指数差异显著。其中,磁正街市井文化观光体验区照相指数为17.833张·hm-2,

具有绝对优势。这是由于该区域为古镇主要入口和主街区,开发较为成熟,是游客游览的印象区和摄影的首选

地。该区域照片内容较多反映古镇购物商品、餐饮美食等内容,商业气氛浓厚,反映古镇历史文化的内容反而表

现不足。老码头文化体验区照相指数也相对较高,为5.900张·hm-2,表明游客对磁器口古镇的码头历史文化

关注度较高,同时该区域整体地势较平坦,面向嘉陵江,视野开阔,拍照条件优越。另外,宝轮寺宗教文化活动区

由于宝轮寺旺盛的香火与网络知名度,也有较高的照相指数,为2.000张·hm-2。然而,凤凰溪生态景观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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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观景休闲区、嘉陵滨江观光娱乐区以及金碧街文化体验区的照相指数都处于较低水平。原因在于这4个板

块为景区的非核心区域,开发程度低,管理欠规范,卫生与安全问题突出,标识系统缺乏,可进入性低,也缺乏可

游览性。目前,景区整体开发极不平衡,非热点区域在景区环境硬件设施和旅游社区管理上亟待改善。

表2 磁器口景区各功能分区照相指数与游客流量

Tab.2 PhotographicindexandtouristtrafficofeachfunctionalpartitionofCiqikou

功能区名称 范围 面积/hm2 照相指数/(张·hm-2) 游客流量/万人次

磁正街市井文化观光体验区 包括磁正街沿街两侧的民居 30 17.833 1.153

老码头文化体验区 嘉陵江码头 20 5.900 0.867

宝轮寺宗教文化活动区 宝轮寺 15 2.000 0.027

凤凰溪生态景观区 凤凰溪及其溪流两岸 20 1.100 0.079

马鞍山观景休闲区 马鞍山顶部 10 0.600 0.017

嘉陵滨江观光娱乐区 嘉陵江边 25 0.440 0.225

金碧街文化体验区 金碧街临凤凰溪一带 30 0.400 0.169

2.4区域照相指数差异显著,且与游客流量正相关

表3 磁器口景区区域照相指数与游客流量相关分析

Tab.3 CorrelationanalysisofphotographicindexandcorrelationofCiqikouscenicarea

照相指数/(张·hm-2) 游客流量/万人次

照相指数/(张·hm-2)
Pearson相关性 1 0.901**

显著性(双尾) 0.006

N 7 7

游客流量/万人次

Pearson相关性 0.901** 1

显著性(双尾) 0.006

N 7 7

   注:**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分析是研究随机变量之

间的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
可通过相关系数从数量上具体说

明现象之间相关关系的方向和密

切程度。磁器口景区照相指数与

游客流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表3),照相指数和游客流量的

相关系数r=0.901(r>0.8),且

p<0.01,故属于高度正相关并

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认为游客流

量对照相指数的提升有促进作

用。游客流量与照相指数的正相关性也反映了从众心理在旅游摄影行为中的驱动作用。因此,对游客流量进行

有效的引导,不仅有利于交通疏导、景区安全、游客旅游体验,还能促进各分区照相指数的提高,消除区域间的差

异,利于景区整体形象的传播。

2.5景点照相指数空间上呈现“Z字型”点轴分布

本研究利用ArcGIS10.0软件的ArcToolBox中的Density工具对磁器口景区照片进行核密度分析,其中,

Outputcellsize(输出像元大小)和Searchradius(搜索半径)采用系统默认值,Areaunits(面积单位)选择 Hec-
tares(hm2),最终得到磁器口景区的核密度图(图1)。磁器口景区的景点照相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纵两横的

“Z字型”分布,以磁器口正街为主轴,形态上与磁器口古镇的游线格局吻合,体现了线状旅游吸引物的特点。
“Z字型”格局中的“一纵”,即磁器口正街的龙隐门到幸福街的韩子栋纪念馆,该东北—西南走向的长廊,照

相指数大多位于70~210张·hm-2之间。其中,华子良雕塑和龙隐门两处景点因人流量大、知名度高、景观识别

度高、地标性强,蕴含的红色文化与古镇文化特色明显,成为该长廊中照相指数最高的景点,照相指数处于350~
420张·hm-2。作为古镇的主体游览区域和形象展示区,高照相指数区域不在磁器口正街,这与街道空间狭窄、
人流量大、游客流动性强、很难得到除描写人气外的高质量照片有关。

南面的一横,即沿黄桷坪一巷的景点构成,清翰林旧居、周家院、钟家院等高品质景区分布较集中,且毗邻古

镇景区大门—黄桷坪牌坊,为景区的第一印象区,沿街有许多特色餐饮,因此照相指数较高,整体处于140~350
张·hm-2。其中,照相指数最高处为与传统巴渝民居吊脚楼相异的特色突出、保存完好的钟家院,高达560~
635张·hm-2,为整个磁器口景区照相指数最高的景点。黄桷坪牌坊照相指数也处于较高水平,为420~490
张·hm-2,体现了磁器口景区大门所具备的标识导引和形象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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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磁器口景区景点照相指数分布

Fig.1 AttractionsphotographicindexdistributionofCiqikouscenicarea

北面 的 一 横,即 由 龙 隐

门—宝轮寺—少妇尿童景点

沿线,大致呈东西走向,照相

指数 整 体 上 处 于 70~350
张·hm-2,景区位 置 最 高 的

宝轮寺受关注程度也高,照相

指数为350~420张·hm-2。
但由于寺庙内忌讳对神像拍

照,且7层高的钟楼也不对外

开放,因此宝轮寺作为景区的

至高点,并未发挥其观景和拍

照的最佳功能,也是全景、远
景和俯视照片少的重要原因。

根据照相指数的“Z”型空

间分布,可以看出磁器口景区

开发已经形成了正街—公共

游憩空间,巷道宅院—半公共

游憩空间,和特色民居—私有

空间的3级空间结构。以黄

桷坪大门牌坊为龙头,以磁器

口正街为龙身,以龙隐门和宝

轮寺为龙尾的古镇旅游发展的形象隐喻已经基本形成。但也必须看到,古镇内的景点照相指数的分布是不平衡

的。同时,对游客产生较强吸引力的景点主要是景区大门、形象地标和差异化的产品,码头文化与特色美食的受

关注程度也较高,巴渝典型民居—吊脚楼则成为游客选择拍摄对象的环境背景。

3结论与讨论

3.1照相指数能够体现游客关注度的空间规律特点

通过照片携带的地理位置、主体内容、拍摄方式及摄影元素等信息的分析,能够较客观地把握游客在体验过

程中的行为特点及游后对景区形象的再造。总体照相指数能够集中反映景区的特色与形象,内容以景观类为

主,且标志性建筑最为突出,游客拍摄手法单一,具有诸多共同的拍照特征;区域照相指数能够表达旅游开发不

平衡的状态,游客流量与照相指数呈正相关;景点照相指数在空间上分布不仅能够反映旅游线路特点,也能够体

现景区旅游热点甚至是最佳拍摄地点。

3.2照相指数可成为景区旅游整体发展的重要依据

当前,照相指数较高磁器口正街的承载量有限,且半公共和私有空间的旅游开发程序较低,游客对古镇立体

全方位感知不足。未来可以考虑扩张磁器口景区范围,将滨江、附近江面和对岸部分区域纳入规划,完善金碧街

文化体验区和凤凰溪生态景观区外部连接通道,并考虑新建景区北部入口大门,延伸马鞍山观景休闲区、嘉陵滨

江观光娱乐区与外围的联系,提高景区北部可进入性与可游性,并最终形成多条旅游环线;打造和开放包括宝轮

寺钟楼在内的多个地标性制高点,以标识系统的方式提示景区内的各个最佳拍摄点,以方便游客拍照;充分利用

网络媒体,引导游客进入景区的拍照温点和冷点,实现以点带面、以热带冷的区域整体发展。

3.3照相指数研究方法仍然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照片的拍摄过程是游客对景区解读和构建的过程,网络旅游照片的选择和发布的主观性也较强。因

此,以网络旅游照片为基础的照相指数功能不宜放大,需要与反映游客行为和旅游景区特征的其他指标结合起

来使用;其次,由于偏好和技术门槛的存在,发布网络旅游照片的游客以年轻人居多,与实际旅游市场结构有差

距,提升数据获取的可靠性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就成为后续研究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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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fScenicSpotsPhotographicIndexBasedontheNetworkPhotos:

aCaseStudyofCiqikouScenicArea

HUChuandong1,ZHANGMan1,HUANGYayan2,WUDechun1

(1.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2.AssetsManagement,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Purpose]Photographicindexwasusedtostudythetouristexperiencelawinscenicarea.[Methods]Basedonthedataof

networkphotosofCiqikouscenicareainChongqing,thispaperanalysescharacteristicsandcausesofphotographicindexbycontent

analysismethod.[Findings]Researchshowsthefollowingconclusions.Thescenicareaoverallphotographicindexreflectsthechar-
acteristicsofancienttown.Photographicindexofeachfunctionalpartitionareashowsthattheregionaldevelopmentdiversityof

tourismindustry,whichispositivelycorrelationwithtouristflowvolume.Attractionsphotographicindexdistributionis“Z”type

alongmaintrails.[Conclusions]Photographicindexcanreflecttourists’perceptionlevelandregularityofspatialattention.The

researchofscenicphotographicindexhasimportantreferencemeaningtooveralldevelopmentandmanagementofthescenicarea.

Keywords:onlinephotos;photographicindex;Ciqikouscenic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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