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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改善广西河池市南丹县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建设情况较差、无法营造地域文化特色的现

状，对景区公共设施进行改造。方法 以 Miryoku 工程为理论基础，选取 35 个白裤瑶公共设施（作为研

究样本）及 32 名受访者，使用评价构造法提取样本公共设施的魅力因素，再联合 KJ 法进行魅力语义的

分类整理，制作评价构造图；根据评价构造进行公共设施的设计要素分析和样本的魅力语义关联分析。

通过数量化 I 类分析，建立数学模型，体现魅力因素和公共设施设计要素之间的映射关系，得出设计项

目偏相关系数、设计类目得分和决定系数，进而指导景区公共设施的设计。结论 通过研究分析了白裤

瑶公共设施设计要素和游客感性意向之间的关联性，求出了用户偏好的设计要素权重，对景区公共设施

进行创新设计，并通过问卷调查对设计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设计出的公共设施更能满足用户的

偏好，可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提升景区氛围、提高游客的认同感，此研究方法也可为类似的景区公共

设施设计改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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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Baiku Yao Scenic Area 

in Nandan County, Hechi City, Guangxi Province is poor and can not creat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scenic area are re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iryoku project, 35 Baiku Yao public faciliti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32 respondents used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 method to extract the charm factors of 

the sample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KJ method to classify and sort out the charm semantics, and made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 map; The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 the design elements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charm semantic relevance analysis of the sample are analyzed. Through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analysis, a mathe-

mat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reflect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m factors and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ele-

ments, and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design category score and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design project are 

obtained, so as to guide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scenic spots.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sign elements of Bai Ku Yao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tourists ' perceptual intention, the weight of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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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of user preference is obtained, and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scenic spot is carried out, 

and the design results are verified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ed public facilities can 

better meet the user's preferences, reflect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the atmosphere of the scenic 

spot, and improve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tourists. This research method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similar scenic spots. 

KEY WORDS: miryoku engineering theory; evaluation structure method;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Baiku Yao;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稳

定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更加重视精神

享受；当下，旅游已经成为了我国城乡居民在节假日

期间重要的娱乐项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建设民族旅游

景区，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

现象，且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多方位支持。位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的白裤瑶聚居区，以白裤瑶文

化打造旅游品牌，乡村的风俗文化、乡野趣味、生活

方式、绿色生态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被逐步挖掘

和放大，吸引了大量外界的目光[1]。其中，公共设施

是景区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其设计的美观性和合理性

是关系到景区特色营造和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

之一，直接影响到了游客们的旅游体验。当前，有很

多以地域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旅游景区，通过个性化、

多元化的设计方式和手段，将地域特色文化的主要内

容表现出来，从而达到了文化特色设计的目的，同时

也达到了对文化价值观的个性表达等目标，相应地对

公共设施设计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本文以景区

公共设施为例，以 Miryoku 工程为基础理论，使用评

价构造法、数量化理论 I 类和 KJ 法，构建了南丹白

裤瑶景区公共设施的更新设计流程，以科学、明确的

方法和流程将白裤瑶民俗文化精髓通过现代化设计

语言和手法融入公共设施设计，给予游客更好的旅游

体验，促进景区实现活态化和可持续发展。 

1  白裤瑶景区及公共设施分析 

1.1  歌娅思谷景区概述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支，因为这个民族的男人 

 

都穿着及膝的白色长裤，所以被称为“白裤瑶”。截

至 2019 年，白裤瑶总人口为 5 万人左右，聚居地以

广西南丹县的里湖和八圩瑶族乡为主，还有少数分布

于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及河池市的金城江区侧岭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它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

一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民族，

有着“人类文明活化石”的美誉。 

歌娅思谷，是广西河池市首家五星级乡村观光景

点，全称为“歌娅思谷·中国白裤瑶风情园”，是南

丹县白裤瑶文化的中心景点。该景区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河池市南丹县东部，与城关镇、里湖瑶族乡毗邻，

距南丹县 10 公里，距里湖瑶族乡 8 公里，交通十分

便利。整个风景区占地 4 平方公里，四面群山环绕，

景色秀美。“歌”为地名，“娅思谷”指漂亮瑶妹—

—阿娅，歌娅思谷就是有漂亮瑶妹的地方，歌娅思谷

因此而得名，见图 1。 

1.2  景区公共设施现状 

在歌娅思谷展开调查，发现景区的公共设施建设

主要有服务性、引导性和教育性三类；服务性公共设

施有公共座椅、垃圾桶、路灯和旅游设施等，引导性

公共设施有导视牌、解说牌等，教育性公共设施有宣

传牌、警示牌等。通过分析景区的发展规划和公共设

施的建设及使用情况，发现当下公共设施存在两个方

面的问题。一方面，景区的公共设施体系不健全，公

共设施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服务性设施方面，且服务性

设施多为配套旅游娱乐项目的设施，资源分配不均

衡，这一问题可通过调整配置思路解决。另一方面，

歌娅思谷景区的公共设施设计，基本上都遵循普通的

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理念，确保了基本的功能适应性， 

  
 

图 1  歌娅思谷景区（杨泽摄） 
Fig.1 Geyasi Valley Scen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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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基本满足了对其功能的需求，但是并没有过多考虑

主题景区的发展需求；因此，在氛围营造方面存在较

大缺陷，对文化元素的运用形式老套，设计美感较差，

同时对白裤瑶文化挖掘和运用的深度不够，无法体现

独特的地域特色文化[3]。 

1.3  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更新的必要性 

主题类景区的公共设施设计，其特征在于为景区

公用交通道路、休息娱乐场所、卫生场所等公共空间，

提供能够让人们获得便利的设施与家具，从而形成一

个系统化的景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除了功能外，

它的艺术造型、材质色彩、主题亮点与和谐程度也都

会影响到整体主题类景区空间环境的品质，也是景区

公共空间景观的一个主要构成要素。因此，对于白裤

瑶景区的公共设施，应做到既要满足基本功能需求标

准，又要融合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文化，注重美学理念，

进行创意适应性设计[4]。 

2  研究方法 

2.1  Miryoku 工程 

Miryoku 工程又称魅力工学，是 1985 年由日本

学者赞井纯一郎及乾正雄先生参照美国临床心理学

家 G.A.凯利的著作《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

tructs：A Personality Theory》提出的概念，是捕捉个

人认知概念并进行列表整理的方法；1991 年日本学

者宇治川正人集合多位学者正式发起了魅力工学的

研究；1998 年随着日本感性工学会的成立，魅力工

学编入其中[5]。“魅力”是一种能够吸引、诱惑、感

染人的力量，从理论本身来看，它是一种正向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从设计角度看，魅力是设计师们在设计

过程中致力要寻找的要素；而魅力因素即为某种事物

具有正向吸引力的因素，从产品的形态认知在物理层

面和心理意象层面的描述，可总结出魅力因素分为具

体的形态特征与抽象的意象特征。Miryoku 工程的研

究内容是对难以分析和捕捉的人类情感进行量化，与

感知工程相比，Miryoku 工程是一个以用户偏好为主

导的设计概念，更注重“消费者偏好”，是专门用来

提取消费者偏好评价与知识的研究方法[6]。研究白裤

瑶景区的公共设施，有必要从用户群体的角度进行考

虑，避免设计师过于主观地对公共设施进行设计，了

解用户的想法，研究用户与设计要素之间的偏好关

系，合理地量化感性认知。 

Miryoku 工程可以有效寻找到景区公共设施设计

中对人们有吸引力的魅力因素，了解用户需求，充分

考虑用户对产品的感知形象，开发基于现代生活方式

和心理的公共设施。对传统的景区公共设施设计进行

创新，提取人们的感性认知，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场

景、精神和人物在同一场域内相互作用，营造良好的

主题景区氛围，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促进景区的

可持续发展。 

2.2  评价构造法 

评价构造法是进行魅力工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

一，是一种有助于深入了解受访者对某一事物心理认

知的方法，在 1986 年由赞井纯一郎改造凯利的网格

法被提出。评价构造法通过让受访者在深度访谈中比

较对类似事物的看法，引导受访者针对偏好进行不同

的选择，深入分析对象吸引用户的原因，将模糊的概

念具体化，提取对象的有效魅力因素。通过评价构造

法得出的魅力因素包含三个层次，分为中位项目——

魅力特征、上位项目——魅力意象语义、下位项目——

具体魅力特征[7]。 

2.3  数量化理论 I 类 

数量化理论是研究定性数据的分析方法，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日本学者逐渐发展和完善，是多元

统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化理论 I 类是数量化

理论的一种，其目的是研究一组定性变量即自变量 x
与一组定量变量即因变量 y 之间的关系，利用多元回

归分析，建立它们之间的数学模型，实现对因变量 y
的预测。数量化 I 类通过量化分析，能够揭示和反映

魅力因素各项目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模型的决定系

数可以判断预测结果的信度。本研究借助数量化理论

I 类，分析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的设计要素与用户偏

好之间的关系，得到公共设施魅力的影响权重，预测

外在基准资料与事件的变异性，进而找出公共设施的

魅力因素，指导景区公共设施的设计[8]。 

2.4  KJ 法 

KJ 法又称亲和图法，最早由日本学者川喜田二

郎研究提出，是一种能够提高资料处理效率的方法。

KJ 法有别于传统在笔记本上条列式的文字资料记载

方式，其以一小纸张记载一个观念事项，然后将众多

记有观念性文字的小纸片进行移动，做有效率的归纳

与整理。使用 KJ 法可以将大量杂乱且性质不同的资

料进行有机整合，打破先入为主的旧印象，将信息材

料由具体向抽象逐层合并。KJ 法的运用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狭义的 KJ 法是指对信息资料等进行整合、

处理，广义的 KJ 法还包括了对情报的收集。本文主要

使用狭义的 KJ 法对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3  研究过程 

将 Miryoku 工程作为理论基础，以白裤瑶公共设

施为研究对象，根据主题从不同角度收集了大量相关

图片，并将其作为实验样本加以甄别。设置、选取好

调查访问群体，使用评价构造法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度

面谈；再利用 KJ 法，对收集的魅力因素进行处理，

绘制有关白裤瑶公共设施魅力因素的评价构造图；从

评价构造图中抽取上层魅力语义词汇，结合李克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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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量表围绕实验样本制作问卷，对每一个试验样品进

行打分。最后，通过数量化理论 I 类方法构建反应矩

阵，并对其进行数值分析，得出公共设施魅力设计要

素与用户偏好之间的量化关系，进而依据分析结果指

导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设计[9]。 

3.1  建立实验样本和筛选采访对象 

研究样本源于实地考察和互联网，通过实地调研

拍摄和网络收集了大量白裤瑶地区公共设施的相关

图片，范围不限于专门的景区公共设施，也可以是白

裤瑶寨的公共设施，与之关联性较强的素材均可，尽

可能全面地收集并汇总。随后，因为在研究过程中需

要做到客观、真实和高效，所以要对收集的图片素材

进行初步筛选，剔除相似度较高、代表性低和拍摄质

量较差的图片，以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最终选取 35

张图片作为实验样本。最后，为避免图片样本背景对

受访者判断造成的影响，通过 Photoshop 绘图软件对

样本的背景进行统一处理，设置为白色，尺寸为 A4

（210 mm×297 mm）[10]，见表 1。这些公共设施样本

除了一些白裤瑶景区里的设施外，还包括公共场所的 
 

设施，居民社区里的设施；所选择的设施类型也比较
丰富，有垃圾桶、座椅、景区导视牌、景区旅游设施、
景观小品、居民区宣传栏、博物馆大门等。同时只选
取了具有一定白裤瑶文化属性的设施，过于现代化的
设施被排除。在实地拍摄和网络收集图片资料的过程
中发现，这些设施风格和设计水平差异较大，总体表
现为审美水平相对较低，陈旧、老套，很多制作较为
粗糙，文化元素运用过于肤浅，严重缺乏设计感，按
照城市公共设施和其他景区公共设施样式生搬硬套，
美感不足。 

受访人群分为专家组和用户组共 32 名成员，其

中专家组成员共 14 人，包括产品设计和环境设计专

业的讲师、教授和硕士研究生。专家意见调查法指出，

就某一主题或问题向有关专家或权威人士征求意见

的方式，依靠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对研究问题的判断、

评价和预测有重要的决策作用。用户组成员共 18 人，

包括游客、当地居民和景区工作人员，三者作为公共

设施的使用者、建设者和管理者，从基础视角出发提

取具有吸引力的魅力因素，可以使景区公共设施的魅

力因素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11]。 

表 1  调查样本 
Tab.1 Survey sample 

编号 样本 18 样本 22 样本 25 样本 32 

图片 

 

 

 

 

3.2  深度访谈 

让 32 位受访者在 35 个样本中选取喜欢的样本，

对其进行一对一访谈，在征得受访者的同意后，在访

谈过程中将进行录音和速记。此外，为充分展现公共

设施样本的设计要素，有必要让受访者了解所选样本

的资料信息，以提升公共设施魅力因素提取的效果，

每个样本都会配以详细的介绍。随后，对受访者选取

的喜爱样本依次进行问答，询问吸引其选择某个样本

的理由，被什么所吸引？此处记为中层魅力因素；进

一步询问该因素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以形容词

为主，记为上层魅力因素；紧接着继续询问该中层魅

力因素具体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询问细节和特征，

记为下层魅力因素。例如，当受访者被问到该样本吸

引你的原因，若受访者回答：“和另一个样本相比，

这个样本的装饰最吸引我”，此处将装饰记为中层魅

力因素；继续询问该样本的装饰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若受访者回答：“给我的感受是具有独特的气质，感

觉很神秘”，则将神秘记为上层魅力因素；进一步询

问受访者该样本的装饰具体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若

受访者回答：“它的色彩很绚丽吧”，那么将色彩绚

丽作为下层魅力因素[12]。 

3.3  建立评价构造图 

在访谈结束后，将结果进行收集，按照上层、中

层和下层魅力因素将其划分为 3 个基础魅力语义词

库，使用 KJ 法对受访者所提供的魅力语义进行归纳

和整理。将受访者提供的魅力语义写在卡片上进行展

示，根据内容，将类似的魅力语义进行分类及组合，

先由零散的词汇编成小组，再由小组编为中组，最终

编为大组确定为魅力因素，过程中将一直伴随着语义

的筛选、比较和删减，无法合并的语义单独成组。根

据 KJ 法的理念和操作步骤分别对深度访谈中得出的

3 个基础魅力语义词库进行展示，再进行分类组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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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统计，最终得出上层魅力因素 18 项、中层魅力

因素 5 项、下层魅力因素 26 项[13]。最后回顾实验全

过程，整理了 32 位受访者给出的关于白裤瑶景区公

共设施具有吸引力的要素的抽象语义和具体特征细

节，绘制出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的评价构造图，见图

2。概括而言，白裤瑶拥有悠久的历史，保留了较为

原始的习俗，体现出一种古朴、庄严和神秘之感，在

公共设施设计中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正

是吸引受访者的地方，如白裤瑶铜鼓纹饰、白裤瑶服

饰、传统的材料、巨大的牛角、简单朴实的造型、深

沉却又鲜明的色彩体系、神秘肃穆的气质等。在研究

中这些元素的运用将会对公共设施的设计产生重要

影响。 

3.4  公共设施的设计要素分析和样本的魅力语义关

联分析 

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的研究需要确定其设计要

素，由设计项目和设计类目组成；项目意味着公共设

施设计要素构成的分类，类目表示细节特征，即设计

要素的具体表现。将评价构造图中公共设施的中层魅

力因素作为设计项目、中层魅力因素所对应的下层魅

力因素具体细节特征作为设计类目，构成白裤瑶景区

公共设施的设计要素分析图。配合随后的语义关联分

析和数量化分析，以获得公共设施设计中吸引人的魅

力因素，并且找出魅力因素与类目的影响强度与权重

关系，见表 2。 

为量化实验样本的魅力程度，选择评价构造图中

上层魅力因素排名最高的魅力词汇进行样本评价，上

层魅力词汇中“民族特色的”一词被提频率最高，但

因研究对象和调查样本均为少数民族景区公共设施，

该魅力词汇的研究意义较小，故进行排除，将提及频

率 66 次的“庄重大气的”作为顺位第一的魅力词汇。

运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围绕该魅力词汇对 35 个样本进

行评分，用“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

常符合”代表 5 种感受，分别记为 1、2、3、4、5，

并制作调查问卷。随后发放问卷，以专家组和用户组

的受访人群为基础继续扩大受访人群基数，通过问卷

调查，最终获得 84 份问卷结果，再求出每个样本的

算术平均值，可以看出每个样本的魅力程度差异，见 
 
 

表 3。根据问卷数据进行数量化Ｉ类分析，探讨本实

验的公共设施魅力语义评价，以此了解游客在魅力语

义与公共设施形态方面的关联性，进一步了解受访者

的认知。 

 
 

图 2  评价构造图（杨泽绘） 
Fig.2 Evaluation structure 

表 2  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设计要素 
Tab.2 Design element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Baiku Yao Scenic Area 

设计项目 设计类目 

材料（X1） 铜材质（X11）、木材（X12）、石材（X13）、肌理感（X14）、材料属性寓意（X15） 

装饰（X2） 红色（X21）、铜鼓纹样（X22）、百褶裙图案（X23）、色彩统一协调（X24）、几何形状组合（X25）、牛角（X26）

风格（X3） 铜鼓（X31）、牛头（X32）、传统材料组合（X33）、乡土气息（X34）、形式感（X35） 

形状（X4） 牛角形状（X41）、线条流畅有节奏（X42）、圆形（X43）、造型构成合适（X44）、方形（X45）、曲线（X46）

结构（X5） 稳定（X51）、轻盈（X52）、对称（X53）、穿插处理合适（X54）、精致灵巧（X55）、点线面构成（X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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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验样本魅力词汇评分表样本 
Tab.3 Experimental sample charm vocabulary score table sample 

类别 内容说明 

样本 32 

 

围绕魅力词汇“庄重大气的”对上图样本进行评分，分值越高则说明该样本越符合这一魅力意向 
魅力语义分值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一般） 4（符合） 5（非常符合） 

  

4  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 

4.1  基于数量化理论的数据分析 

根据数量化 I 类理论，将此次研究中白裤瑶景区

公共设施的设计要素设为自变量 X，将每个样本的抽

象语义评价值作为基准变量 Y，建立数学模型[14]。假

设在 e 个样本中有 s 个项目，第 1 个项目 a1 有 1 个类

目，第 2 个项目 a2 有 2 个类目，第 s 个项目 as 有 n
个类目；那么(c,d)就是指第 c 个项目中第 d 个类目在

第 i 个白裤瑶公共设施样本中的反应： 

1( )
( , )

0( )
i

i c d
c d


 


当第 个样本中第 个项目为第 个类目时

其他
(1

) 
假定抽象魅力语义评价值与白裤瑶景区公共设

施设计要素各类目的反应之间有线性关系，则可建立

数学模型： 

1 1

( , )

( 1, 2, , ; 1, 2, , ; 1, 2, , )

i i cd i
c d

y c d b

i e c s d n

 
 

 

  


  

 
(2)

 

式中：bcd 是仅依赖于第 c 个项目中第 d 类目的

常数；为第 i 次抽样的随机误差。 
 

表 4  反映矩阵（部分） 
Tab.4 Response matrix 

魅力词汇评

分（Y） 
材料（X1） 装饰（X2） 风格（X3） …样本

编号 
庄重大气的 X11 X12 X13 X14 X15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31 X32 X33 X34 X35 …

1 7.812 0 0 1 1 0 1 1 0 0 1 1 0 0 0 1 0 …

2 7.929 1 0 0 0 0 0 1 0 0 0 1 1 1 0 1 0 …

3 7.318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35 7.906 0 1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1 1 …

  
利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将上层魅力因素“庄

严高大的”的样本评价平均值作为因变量，中层魅力

因素所对应的下位魅力因素即设计类目作为自变量，

根据魅力因素评价反映矩阵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将表

4 反映矩阵数值导入 SPSS 中，选择分析-回归-线性进

行操作，建立数学模型，得到“庄重大气的”魅力因

素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通过数量化理论 I 类分析，

可获得各设计项目偏相关系数、设计类目得分以及数

字模型常数项、复相关系数和决定系数。 

4.2  结果分析 

根据表 6 可知，模型常数项为 7.561，复相关系
数 R 为 0.892，决定系数 R2 为 0.795，一般来说，决
定系数 R2 体现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和拟合

度，也就是模型分析的可信度，取值范围为[0,1]，R2

的值越接近 1，表示模型分析就越准确。当 R2 大于
0.7 时，则表明数量化模型分析的准确性较高，可以
被采纳。表 6 中的结果显示，决定系数为 0.795，表
明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 79.5%的数据，模型拟合度
较高，说明评价构造法筛选出的上位项目与中位项
目、下位项目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偏相关系
数与项目存在对应关系，偏相关系数越大，表明该设
计项目对魅力语义的贡献程度和影响力就越大。类目
得分为模型中的标准化系数 Beta，代表了自变量即设
计类目对因变量“庄重大气的”魅力语义评分的影响
偏向和大小关系，类目得分值有正负之分，其中正值
表示正相关，负值表示负相关，正相关的最大数值说
明更为接近受访者感受到的魅力语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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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数量化 I 类分析（一） 
Tab.5 Quantitative Category I Analysis ( 1 ) 

项目 类目 
类目 

得分 

偏 

相关系数 
排序 

X11 –0.104 

X12 0.291 

X13 –0.159 

X14 –0.037 

X1（材料） 

X15 0.000 

0.015 5 

X21 0.015 

X22 0.012 

X23 0.064 

X24 0.286 

X25 –0.098 

X2（装饰） 

X26 0.508 

0.347 2 

X31 0.315 

X32 0.146 

X33 0.040 

X34 –0.018 

X3（风格） 

X35 0.155 

0.364 1 

X41 –0.107 

X42 –0.070 

X43 0.249 

X44 0.321 

X45 –0.029 

X4（形状） 

X46 –0.052 

0.132 4 

X51 –0.159 

X52 0.145 

X53 0.055 

X54 0.091 

X55 0.121 

X5（结构） 

X56 0.070 

0.181 3 

 

表 6   数量化 I 类分析（二） 
Tab.6 Quantitative Category I Analysis( 2 ) 

类别 数值 

常数项 C 7.561 

复相关系数 R 0.892 

决定系数 R2 0.795 

 
由表 5 可知，设计项目 X3（风格）的偏相关系

数最高为 0.364，其次分别为 X2（装饰）0.347、X5

（结构）0.181、X4（形状）0.132、X1（材料）0.015，

表明各设计项目对“庄重大气的”魅力语义的贡献影

响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风格、装饰、结构、形状和材

料，在设计实践中可将此作为设计要素的重要程度选

择标准。在偏相关系数的基础上对设计类目得分进行

进一步分析；风格中设计类目 X31、X32、X33、X35 具

有正面影响力，得分分别为 0.315、0.146、0.040、0.155，

其中铜鼓（X31）得分最高为 0.315，说明在风格方面

运用铜鼓会给人带来庄重大气的感觉。装饰中设计类

目 X21、X22、X23、X24、X26 具有正面影响力，得分分

别为 0.015、0.012、0.064、0.286、0.508，牛角（X26）

得分最高为 0.508，说明在装饰上可使用牛角进行装

饰。结构中设计类目 X52、X53、X54、X55、X56 具有正

面影响力，得分分别为 0.145、0.055、0.091、0.121、

0.070，轻盈（X52）得分最高为 0.145，说明在公共设

施的结构设计方面需要考虑轻盈的感觉。形状中 X43、

X44 具有正面影响力，造型构成合适（X44）得分最高

为 0.321，多种形状的使用与搭配会给设施设计增色。

材料中仅有（木材）X12 具有正面影响力，数值为

0.291，说明在材料方面需要使用木材。结合各项目

中类目得分最高的设计要素，即代表受访者认为此设

计要素组合与上层魅力语义关联性最大，也是上层魅

力语义对应各项目中类目的最优组合。如将这些设计

要素运用在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可增强用

户对上位魅力因素“庄重大气的”的正面评价。其余

得分为负值的设计类目，对于魅力语义呈现负相关影

响，说明受访者的接受程度较低，在白裤瑶景区公共设

施的设计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此类的设计要素。例如

表 5 中的 X34、X25、X51、X42、X14 等设计类目，运用这

类设计要素会降低公共设施设计带给游客的庄重感。 

5  设计分析与应用 

5.1  设计策略分析 

基于 Miryoku 工程理论，在使用评价构造法进行

访谈后发现，受访者们偏好的白裤瑶公共设施更倾向

于具有庄重大气的感觉，同时使用 KJ 法整理图文资

料得出影响白裤瑶公共设施设计的要素有装饰、风

格、材料、形状、结构 5 个，从这 5 个方面进行探讨

将会对设计具有庄重大气感的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

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数量化理论 I 类进行计算，发现

风格这一要素对公共设施的影响最大，随后依次递减

分别为装饰、形状、材料和结构，由此得出白裤瑶景

区公共设施设计各要素的重要程度。从访谈的过程以

及数据整理中发现，虽然将公共设施的设计分为 5 个

项目，每个项目对设计的影响价值也不同，但它们之

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如装饰、形状、材料和

结构的选择会对风格产生重要影响，材料和形状的使

用会影响装饰的形成；另外，每一项目都有对应的设

计类目，选择对项目具有积极意义且影响度大的类目

进行使用，此时的设计类目具有相对独立性，每个类

目的使用也都会影响到其他项目，各项目、各类目之

间需配合使用，随后组合成新的具有庄重大气感的白

裤瑶公共设施。 

5.2  设计实践 

根据前文的内容，选择歌娅思谷中的服务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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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和教育性三类公共设施进行设计实践，作为白裤

瑶景区公共设施更新的案例，分别选取垃圾桶、导视

牌和宣传牌作为三类公共设施的代表。基于以上的研

究分析，以用户偏好的“庄重大气的”作为上层魅力

因素，结合对因变量影响呈正相关的下层魅力因素进

行公共设施设计，按照影响程度的大小进行排序，作

为设计中使用轻重程度的标准。在风格设计上使用铜

鼓作为主体元素，提取其纹饰、形状等进行运用，贯

穿设计的始终；在装饰上使用大量的牛角纹样作为装

饰细节，结合铜鼓元素进行抽象转化；在材料上因为

仅有木材对魅力因素有正相关作用，因此将木材作为

主要材料，选择木纹粗犷、色彩深沉的原木木材以符

合用户偏好的魅力因素，同时因为顾及到公共设施的

使用需求，增加了混凝土材料作为公共设施的底座，

以提升耐用性。在形状搭配上整体采用较为常规的基

础形状，大小、方向各异的圆形、方形、半圆形交叉

组合，点线面等元素灵活运用，整体形状搭配较为规

整。最后在结构的取舍中返璞归真，使用体块之间简

单的穿插、衔接组成结构稳定的公共设施，庄重中可

窥见轻盈之感，最终通过三维建模软件完成了白裤瑶

景区三类公共设施更新设计的模型渲染，效果展示见

图 3—5。 

5.3  结果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基于 Miryoku 工程理论所设计出

的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相比原先的设施有何提升，是

否真正能符合使用者的偏好。选取研究阶段中排名前

3（对 35 个样本运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进行评分）的公

共设施样本作为原始对照组，分别以 A1、A2、A3 命

名，以本文设计的公共设施作为设计实验组，分别以

B1、B2、B3 命名。同样运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制作问

卷，再次将问卷发放给原先的 84 名受访者对两组白

裤瑶公共设施以“庄重大气”感为目标进行评分。收

集数据后计算 84 名受访者对两类设施评分的加权平

均值，结果见表 7。可以看出，设计实验组中公共设

施的加权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原始对照组，运用此方法

设计的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更加具有庄重大气的感

觉，验证了本文研究的有效性。 
 

 
 

图 3  垃圾桶公共设施效果（黄智孟，仵晨绘） 
Fig.3 Effect of garbage can public facilities 

 

 
图 4  宣传牌公共设施效果 

（黄智孟，仵晨绘） 
Fig.4 Public facilities effect of billboard 

 
图 5  导视牌公共设施效果 

（黄智孟，任燕飞绘） 
Fig.5 Effect of public facilities on guide board 

  
表 7  原始对照组和设计实验组的加权平均值 

Tab.7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original control group and the designed experimental group 

项目 A1 A2 A3 B1 B2 B3 

名称 样本 32 样本 27 样本 32 垃圾桶 宣传牌 导视牌 

加权平均值 8.447 8.447 8.4 8.51 8.684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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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景区公共设施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人们

在景区游玩时，要求其不仅得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

而且要满足和体现用户的心理需要和情感价值，需要

更加重视游客的游玩体验。基于此，本文围绕广西南

丹白裤瑶景区的公共设施展开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

Miryoku 工程理论的公共设施更新设计研究流程，通

过 KJ 法、数量化理论和评价构造法，构建了公共设

施上层魅力因素与下层魅力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为

更科学、客观地进行公共设施的设计提供了有效方法

和依据，是该理论在少数民族景区公共设施领域研究

中的一次尝试。概括而言，该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能

够帮助设计师有效地把握白裤瑶公共设施中吸引用

户偏好的魅力因素，研究过程及结果为如何设计出符

合用户偏好的白裤瑶景区公共设施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但本研究还存在不足，研究样本有待扩大，以覆

盖更多的魅力因素，调查访谈有待提升针对性和专业

程度，从而获得更为可靠的数据；另外，该研究方法

可能不适用于其他民族景区的公共设施，因此未来还

将尝试将此方法应用于其他目标进行验证，不断完善

研究方法和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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