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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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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层次分析法，以个体美、整体美、自然美、意境美 4 个因子作为准则层，以形态、色泽、纹理等
16个因子作为指标层，建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效果评价体系模型。评价结果表明：准则层
各指标的权重从大到小依次为自然美(0.650 3)、整体美(0.233 7)、意境美(0.067 5)、个体美(0.048 5)；层次单排序
中，生态性和自然性的权重(分别为 0.409 2、0.266 1)较高；层次总排序中，生态性和自然性的权重(分别为 0.356 2、
0.231 7)也较高；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驳岸景观的效果好，特置和挡土墙的景观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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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landscape effect on natural stone material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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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employed to develop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model of landscape effects 
on natural stone materials from Jinbian stream of 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 It would be criteria layer(CL) and 
indicator layer(IL). CL included four factors, individual beauty, integral beauty, natural beauty and imaginable beauty. IL 
taken 16 factors, such as shape, color, texture, etc, as index,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n that the weights of CL factors 
were correlated to their importance as natural beauty (0.650 3), integral beauty (0.233 7), imaginable beauty (0.067 5), 
individual beauty (0.048 5), and the weights of ecology and natural were higher for both single level sequencing (0.409 2, 
0.266 1) and comprehensive level sequencing (0.356 2, 0.231 7). The overall evaluation had been concluded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natural stones from Jinbian stream to use as stone materials of water-front scenery for visual view effects 
than to use for the wall or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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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石材是中国园林中最古老的造园要素之

一，古有“园可无山，不可无石”之说[1]。园林水

体驳岸基本采用天然石材，因此天然石材是园林水

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2]。传统的评价石材景观

效果的标准为瘦、皱、漏、透、丑，“瘦者为石之

秀丽；皱者为石之磷峋；漏者为石之窍窍相通；透

者为石之晶莹透澈，外形轮廓多姿[3]；丑者为石之

丑到极致，便是美到极点，清丑的石峰能创造出苍

劲古朴的意境，引人遐想”[4]。目前，对天然石材

园林景观效果的评价尚缺乏定量的方法。张家界国

家森林公园是在 1982 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森
林公园，1992年12月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2004年 2月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金鞭溪是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中的一个景点，全长 5 710 m。金
鞭溪天然石材景观类型多样，资源丰富，但目前还

没有关于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效果评价的研究。层

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运
筹学家 T. L. Saaty[5]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
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6–7]。

近年来，层次分析法已应用于观赏植物驯化引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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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效果评价[9]、生态防护综合评价[10]、风景

质量评价[11]等方面。笔者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金鞭溪天然石材的景观效果进行评价，

旨在为当地天然石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1 评价方法 

1) 经实地考察，根据金鞭溪天然石材分布情
况，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如图 1。 

 

图 1 张家界森林公园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效果评价模型 
Fig.1 Evaluation model of landscape effect on natural stone materials 

from Jinbian stream of 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 

2) 构造判断矩阵，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判
断矩阵的 aij用 1~9标度法[6]给出(表 1)。 

表 1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Table 1 Scale and meaning of evaluation matrix 

aij标度 两因素相比较的结果 
1 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2 1、3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3 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4 3、5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5 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6 5、7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7 前者比后者十分重要 
8 7、9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9 前者比后者绝对重要 

3) 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一致性检验。用
CR=CI/RI进行一致性检验，当 CR＜0.10时，判断

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4) 景观效果综合评价。按照各指标因子的特

征拟定 5级(好、较好、一般、较差、差)评分标准，
对金鞭溪天然石材的景观应用进行调查，拍摄不同

应用形式的天然石材典型景观照片供评价使用。由

湖南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50人、当
地居民 50人、游客 100人对照片中的典型景观进
行评价，共发放调查问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82份。根据评价分值确定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的
等级。 

2 评价结果 

2.1 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一致性检验结果 

通过计算，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的 CR 值
均小于 0.10，所以，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2.2 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的权重 

由表 2可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金鞭溪天然
石材园林景观效果的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美

(0.650 3)、整体美(0.233 7)、意境美(0.067 5)、个体
美(0.048 5)，表明金鞭溪天然石材的整体观赏性较
强，个体观赏性较差。在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权重

中，自然性与生态性的权重均较高。 

表 2  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效果层次排序的权重 
Table 2 Weights of single level sequencing and comprehensive 

level sequencing for landscape effect of natural stone 

materials from Jinbian stream 

层次 权重 指标因子 单排序权重 总排序权重

个体美 0.048 5 形态 0.273 1 0.013 2 
  色泽 0.052 5 0.002 5 
  质地 0.443 3 0.021 5 
  纹理 0.052 6 0.002 5 
  体量 0.125 9 0.006 1 
  音韵 0.052 6 0.002 5 
整体美 0.233 7 造型 0.648 3 0.151 5 
  布局 0.229 7 0.053 7 
  体量 0.122 0 0.028 5 
自然美 0.650 4 选址 0.027 2 0.017 7 
  自然性 0.356 2 0.231 7 
  功能性 0.096 2 0.062 6 
  生态性 0.409 2 0.266 1 
  基层处理 0.111 2 0.072 3 
意境美 0.067 5 人文性 0.875 0 0.059 1 
  抽象图腾 0.125 0 0.008 5 

金鞭溪天然石材 
景观效果评价(A) 

个体美(B1) 

整体美(B2) 

自然美(B3) 

意境美(B4) 

质地(C3) 

纹理(C4) 

体量(C5) 

音韵(C6) 

造型(C7) 

布局(C8) 

选址(C10) 

自然性(C11)

功能性(C12)

生态性(C13)

基层处理(C14)

人文性(C15)

抽象图腾(C16)

体量(C9) 

形态(C1) 

色泽(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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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景观效果的综合评价 

利用 AHP 评价模型，对金鞭溪天然石材典型

景观(图 2)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表 3)表明：观赏性

最好的为驳岸瀑布(图 2–e)，最差的是驳岸挡土墙

(图 2–g)。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效果的综合评分为

80.0，评价等级为“好”。以上结果较准确地反映了

实际情况，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处特置的

“金鞭岩”(图 2–a)苍劲有力，与樟树、桂花等背景

植物和周围环境能很好地协调；金鞭溪天然石材堆

放作驳岸(图 2–b1)，石头与水生植物自然共存，周

围植物搭配和谐；金鞭溪驳岸天然石材基层处理过

渡自然，大小石材堆放错落有致，动、植物与水体

在一个生态环境中能相融共生(图 2–b2)；金鞭溪石

材通过堆叠作驳岸瀑布，颇具动态之美，空间层次

与视觉效果好(图 2–e)，所以，以上景点的评价分值

较高，评价等级为“好”。特置题名点景“金鞭溪”

(图 2–c)的位置选择合适，形态古朴，色泽自然，视

野开阔，空间层次较好；金鞭溪驳岸散置山石(图

2–d)的平面、立面构成自然，布局合理，置石间有

体量对比，景观自然性较好；金鞭溪石材与水生、

地被植物和谐共处，动静相映衬，尽显自然形态之

美，符合水体的空间特征，景观视觉效果较好(图

2–f)，所以，这几个景点的评价分值也较高，评价

结果为“较好”。特置金鞭溪石材位于园路拐角处，

与背景山石体量对比强烈，显得单调，观赏面不突

出(图 2–h)，所以，其评价等级为“一般”。挡土墙

景观单一，植物配置与周围环境协调性较差(图

2–g)，所以，其评价等级为“较差”。
 

   

   

   
 

a 公园入口景点“金鞭岩”；b1，b2 驳岸景观；c 特置山石景观；d 驳岸散置山石；e 水体驳岸瀑布景观；f 驳岸天然石材与
植物景观；g 驳岸与挡土墙；h 园内路边置石景观。 

图 2 金鞭溪天然石材景观应用形式 
Fig.2 Landscape applications of natural stone materials from Jinbian stream 

 

a b1 b2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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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金鞭溪天然石材应用景观的综合评价结果 
Table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landscap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stone materials from Jinbian stream 

评价对象 应用类型 综合得分 权重 评价等级 

图 2–a 特置金鞭岩 8.272 3 0.141 3 好 

图 2–b1 水体驳岸 8.589 2 0.147 2 好 

图 2–b2 水体驳岸 8.655 8 0.147 7 好 

图 2–c 驳岸边特置 7.412 3 0.093 1 较好 

图 2–d 散置山石 7.509 6 0.094 2 较好 

图 2–e 驳岸瀑布 8.864 3 0.154 8 好 

图 2–f 水体驳岸 7.852 1 0.115 9 较好 

图 2–g 挡土墙 4.862 8 0.036 5 较差 

图 2–h 特置 6.321 8 0.069 3 一般 
 

3 结  论 

石材是园林景观工程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太湖石是业界公认的优质石材，在中国传统园林

工程中得以广泛应用。随着中国园林事业的发展，

石材需求量日益增加，而太湖石资源已耗用殆尽。

挖掘、评价和应用新的石材，是园林工作者面临

的新的挑战。 
金鞭溪天然石材多为规则形石材，形态古朴，

有黄、灰白、浅红、浅黑等颜色。一般情况下，浅

红、浅黑的天然石材常交织白色纹理，对比明显，

颇具观赏性；灰白、黄色的天然石材以单色为主，

观赏性较差；天然石材的质地较坚硬，结晶颗粒较

粗。总之，金鞭溪天然石材具有很强的整体景观效

果，而且资源丰富，适合于做驳岸材料，不适合做

散置点缀及挡土墙。 
金鞭溪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自然景

观，其溪岸石材是湘西地区天然石材的代表，具有

地方资源特色和工程应用价值，所以，湘西地区天

然石材可望同太湖石一样在园林工程中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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