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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公园建成效果评价是检验公园绿地品质的重要手段。笔者在梳理人的全

生命周期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儿童、中青年、老年人等不同年龄层人群的游憩需求，构

建城市公园绿地建成效果评价体系，利用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分析法对南

京的河西中央公园和南湖公园这两个典型的区级综合公园建设成效展开重要性和满意度

评价。结果表明：（1）两个公园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满足全生命周期使用者的需求。对于

河西中央公园，中青年满意度高，老年人满意度低；对于南湖公园，老年人满意度高，儿童满

意度低。（2）少年儿童更关注公园的安全性和儿童活动设施的配置，中青年更关注公园的景

观特色、体验性和便利程度，老年人更关注公园的安全性、便捷性以及场地的归属感。（3）从

整体上来看，各年龄段使用者对两个公园在可达性、便捷性、环境卫生及绿化情况等方面满

意度较高，在安全性和吸引性方面满意度较低。因此，公园绿地在建设中应更注重功能的

复合性、环境的包容性、景观的特色性、交往空间的丰富性以及增加代际交往空间类型，以

满足全生命周期人群对公园绿地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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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都、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开展了全生命周期与城市规划建设融合的

研究。以人的日常活动为切入点，旨在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对于活动和发展的空间

需求，实现城市全龄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一环，公园

绿地的规划建设应遵循全生命周期理念，以充分满足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高质量需

要，提高公园绿地的建设水平。

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三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势必导致代际关系的复杂化。基

于这样的人口发展背景，“适老化设计”[1]“老年友好城市”[2-3]“儿童友好城市与景观”[4]

等成为城乡规划建设的研究热点。此外，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休闲健身意识的重视，不

同年龄群体间特别是老年人与青少年为争抢户外公共活动空间的使用权而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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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单一群体视角为出发点的城市开放空间建设具有很

大的局限性。因此，从人的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不同年龄群体需求的差异

性和特殊性，是今后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建设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一、相关基础理论分析

将全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城市绿地规划建设，探究其理论内涵，并分析全生命周期

使用人群的游憩行为特征。

（一）全生命周期的内涵

“全生命周期”理念，原本是现代企业运营中的管理理念，它将管理对象视为一个

动态、生长的生命体，力图确保整个体系在前期介入、中期应对、后期总结的过程中形

成有机闭环。生命周期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从初始至结束的整个过程。[5]在城乡规划

领域，已有引入全生命周期理念指导城市规划建设的案例，如陈碧娇等人将全生命周

期理念应用到城市设计中，探寻全年龄段共享的城市滨河片区设计策略[6]；冯灿芳从

不同年龄层群体互动的视角出发，根据全生命周期的居民生活需求探讨全年龄段共

享型宜居城市的规划策略。[7]但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建设领域鲜有

全生命周期理念的运用。为此，笔者以全年龄段公园使用者为对象，对城市公园绿地

建成效果展开评价，为规划建设高品质的城市公园绿地提供新思路。

（二）对全生命周期人群游憩行为特征的分析

根据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划分标准和生理、心理等方面需求的差异性，将全生命周

期人群划分为儿童、中青年及老年人三个阶段群体，分别分析其游憩行为特征。

1.儿童的游憩行为特征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发育阶段，决定了儿童行为的发展。首先，儿童具有依

赖性，需要监护人或同伴的陪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母的依赖性逐渐转化为对同

龄儿童的亲近。[8]其次，儿童的行为具有亲自然性和探索性，他们对新奇的事物充满

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另外，公园中外部空间环境和景观设施的吸引力决定了儿

童活动的随机程度，一切具有吸引力的空间都可能成为其潜在的活动场所。[9]

2.中青年的游憩行为特征

中青年是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处于学习和工作的阶段，很少在公园中活动，

但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氛围让中青年人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而他们通过户

外活动缓解压力的需求不应忽视。总体而言，由于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中青年人群对空间功能的需求也更多元。除了休闲娱乐、社交和运动锻炼等

需求，中青年人群更加注重空间的体验感和环境品质。

—— 96



3.老年人的游憩行为特征

老年人的体质相较于年轻人更为虚弱，其身体器官与生理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衰老与退化，还会有安全感缺失、孤独感增加和抑郁情绪增多等心理问题。由于

身体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出行受季节与时间的限制。基于老年人追求归属感和安全

感的心理需求，他们通常选择在熟悉的地方进行活动，并渐渐互相熟识形成交往圈。

此外，具有相似的阅历背景、兴趣爱好等的老年人在活动时更容易相互吸引。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城市综合公园游憩内容丰富，有相应设施，用地规模较大，适合公众开展各类以

户外为主的活动，分为市级和区级。区级综合公园主要服务于周边区域的居民和工

作人群，其建设成效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笔者选择南京市建邺区的河西中央公

园和南湖公园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区级综合公园进行对比研究。研究方法上选取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分析法，从使用者视角探究其期望值与实际使

用感受的差异，更加直观地分析需优化的重点与顺序。

（一）研究对象

河西中央公园面积约 10万m2，整体布局主要由人工湖、假山以及下沉广场三部

分组成，它位于河西新城CBD行政商务轴线与河西大街商业轴线交汇的中心轴点，是

河西繁华商务区中心的一处绿洲。南湖公园面积约12万m2，其中水面约5万m2，周边

紧邻居住区和学校，整个公园更具生活气息。公园中设置市民广场、运动休闲广场、

文化广场、水上剧场等景观节点。

（二）研究方法

为了更准确且直观地评价公园建成效果，建立全生命周期人群的评价体系，笔者

对全年龄段公园使用者进行了基于 IPA的问卷调查。

1.评价体系构建

笔者采用 IPA分析法即通过重要性-满意度模型对全年龄段人群在两个公园使

用过程中的感知和期望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价。

基于 IPA分析法的城市公园绿地建设成效评价原理是根据重要性和满意度的赋

值进行四象限矩阵制作，将满意度值作为 y轴，重要性值作为 x轴，满意度和重要性平

均值作为参考轴。[10]第一象限为高重要性-高满意度象限，该象限内的指标是影响使

用者的重要指标，说明公园绿地的建设质量较高，应继续保持和发展；第二象限为低重

要性-高满意度象限，说明该象限内的指标对使用者影响并不大，但其建设质量较高，

对公园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第三象限为低重要性-低满意度象限，说明该象限内的

指标造成了使用者的不满意，但不是公园绿地品质低下的决定性指标；第四象限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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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低满意度象限，该象限内的指标是影响使用者满意度的关键指标，是判断公园

绿地建设成效的重要依据。

基于上述原理，参考前人对城市公园绿地评价的相关研究[11-16]，笔者从儿童、中青

年、老年人三类人群的需求入手，分别选取评价准则建立基于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城市

公园绿地建成效果评价体系。基于儿童需求的评价指标分为安全性、便捷性、舒适

性、趣味性 4个准则层，共 18项指标；基于中青年需求的评价指标分为便捷性、舒适

性、吸引性、交往性 4个准则层，共 15项指标；基于老年人需求的评价指标分为安全

性、便捷性、舒适性、吸引性、交往性5个准则层，共20项指标（表1~3）。
2.基于 IPA的问卷调查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分为使用者的基本信息、对公园使用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

两部分。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部分由不同年龄层使用者对指标分别进行打分，要求

使用者根据自身需求评价公园各指标的重要性和对其的满意度。问卷采用标准的李

克特 5级量表，打分标准从“非常不重要/非常不满意”到“非常重要/非常满意”，对应

的分值为1~5分。分数越高表明使用者认为公园中某一方面更重要或对其更满意。

三、数据结果分析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

（一）公园使用者的基本信息及使用情况

在两座公园中共回收有效问卷 298份，其中河西中央公园 150份，南湖公园 148
份。使用者中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各年龄层中，中青年与老年人占比较大。河西中央

公园中中青年人最多，这和周边是商场和写字楼相关；南湖公园中各年龄层人数相差

不大，但老年人比例略高，这和南湖地区是传统居住区密切相关。大部分使用者的学

历都在大专及以上，占比 41.61%；月收入达到 5000~8000元，占比 34.23%（图 1）。

32.21%的使用者几乎每天都来公园进行一些活动，其中进行最多的活动是散步，占比

21.81%，棋牌活动占比 18.46%，带小孩玩占比 13.42%，休憩看风景占比 12.75%（图

2）。在几乎每天都来公园的使用者中，老年人占比较大，达到73.96%；其次是中青年，

占比26.04%。而儿童与中青年的公园使用频次分布较为平均（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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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个公园使用者的分类信息

图2 两个公园使用者的活动情况

图3 两个公园的使用频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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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两个公园绿地的重要性和满意度分析

从各年龄层使用群体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来看（表1~3），总体满意

度均值均小于重要性均值，表明两个公园很大程度上不能够满足全生命周期使用者

的需求，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在重要性方面，老年人和儿童打分较高，说明他们

对公园具有更高的期望值和要求；在满意度方面，由于两个公园的定位不同，功能侧

重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故对河西中央公园中青年满意度最高，老年人满意度最低，

而对南湖公园老年人满意度最高，儿童满意度最低。

相较于河西中央公园，儿童对南湖公园的满意度稍高（表1），因为南湖公园位于

居民小区周边，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儿童游乐场地。儿童对河西中央公园的便捷性、环

境卫生和绿化情况方面的满意度大于重要性，而主要服务于周边居民的南湖公园可

达性相较于河西中央公园较差，但其在安全性和趣味性方面相较于河西中央公园更

好。从整体来看，两个公园的安全性大类中三项指标重要性均值都在4分以上，可见

安全性的提升是提高儿童对公园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表1 儿童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表

准则层

安全性

便捷性

舒适性

趣味性

平均值

指标层

活动设施的安全性

空间布局的安全性

植物品种的安全性

构筑小品、铺装的安全性

公园的可达性

出入口醒目且方便

服务设施的便捷性

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情况

环境卫生及绿化情况

适宜儿童的场地尺度

适宜儿童的色彩

适宜儿童的材料

儿童活动设施的吸引性

场地的可识别性

场地的探索性

亲自然性与科普教育

适宜儿童身体素质锻炼

亲子关系的培养

编号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河西中央公园

重要性（I）

4.53
4.39
3.76
4.26
3.71
3.37
3.50
4.13
3.61
3.84
2.97
3.29
3.68
3.74
3.82
3.87
3.97
3.82
3.79

满意度（P）

3.13
3.29
3.74
3.42
4.63
4.21
3.79
3.16
3.87
3.29
2.95
2.89
2.47
3.21
3.53
3.05
3.16
3.08
3.38

I-P
1.40
1.10
0.02
0.84
-0.92
-0.84
-0.29
0.97
-0.26
0.55
0.02
0.40
1.21
0.53
0.29
0.82
0.81
0.74
0.41

南湖公园

重要性（I）

4.33
4.42
3.67
4.02
3.64
3.40
3.58
4.20
3.71
3.60
2.78
3.73
3.78
3.69
3.82
3.78
3.87
3.89
3.77

满意度（P）

3.44
3.49
3.78
3.53
3.51
3.98
3.62
3.07
3.80
3.18
3.04
2.69
3.22
3.33
3.53
3.31
3.40
3.58
3.42

I-P
0.89
0.93
-0.11
0.49
0.13
-0.58
-0.04
1.13
-0.09
0.42
-0.26
1.04
0.56
0.36
0.29
0.47
0.47
0.31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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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对河西中央公园的整体满意度高于南湖公园（表2），在便捷性和吸引性方

面，他们对河西中央公园的满意度评价更高，因为河西中央公园的规划更关注景观的

美观性和体验感。在空间的营造方面，中青年对南湖公园的满意度更高，南湖公园树

荫下的景亭、乔灌木围合的休憩场地等都为他们提供了私密的交往空间，而河西中央

公园的休憩座椅大部分设置在人来人往的园路两侧，使用率较低。总体来看，虽然在

舒适性、吸引性等方面两个公园都未达到中青年的预期，但与预期相差不大。中青年

对公园便捷性和吸引性的重要性评价较高，可作为今后着重优化提升的目标。
表2 中青年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表

准则层

便捷性

舒适性

吸引性

交往性

平均值

指标层

公园的可达性

出入口醒目且方便

服务设施的便捷性

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情况

环境卫生及绿化情况

场地尺度的舒适性

色彩的舒适性

材料的舒适性

活动设施的丰富性

场地功能的多元性

景观的美观性

场地的可识别性

场地的体验感

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交往空间的私密性

编号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河西中央公园

重要性（I）

4.23
4.38
3.95
3.28
4.33
3.54
3.62
3.49
3.31
3.79
3.84
3.77
3.87
3.15
3.57
3.74

满意度（P）

4.49
4.20
3.74
3.11
3.79
3.51
3.36
3.72
2.95
3.23
3.67
3.33
3.49
3.39
3.36
3.56

I-P
-0.26
0.18
0.21
0.17
0.54
0.03
0.26
-0.23
0.36
0.56
0.17
0.44
0.38
-0.24
0.21
0.18

南湖公园

重要性（I）

4.28
4.34
4.02
3.20
4.36
3.40
3.58
3.54
3.26
3.82
3.96
3.74
3.92
3.30
3.62
3.76

满意度（P）

3.62
4.10
3.66
2.78
3.88
3.56
3.44
3.46
2.88
3.66
3.52
3.34
3.42
3.70
3.64
3.51

I-P
0.66
0.24
0.36
0.42
0.48
-0.16
0.14
0.08
0.38
0.16
0.44
0.40
0.50
-0.40
-0.02
0.25

老年人对南湖公园的整体满意度相较于河西中央公园更高（表3），因为南湖公园

在安全性、吸引性和交往性方面相较于河西中央公园更好。南湖公园中设置了更多样

化的空间类型和更适老的场地功能，公园中棋牌活动区、市民广场等为老年人提供了

丰富的活动空间。安全性和便捷性大类中多数指标的重要性都在4分以上，表明公园

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对老年人尤为重要，吸引性指标中老年人最关注场地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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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老年人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表

准则层

安全性

便捷性

舒适性

吸引性

交往性

平均值

指标层

活动设施的安全性

空间布局的安全性

植物品种的安全性

构筑小品、铺装的安全性

公园的可达性

出入口醒目且方便

服务设施的便捷性

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情况

环境卫生及绿化情况

适宜老人的场地尺度

适宜老人的色彩

适宜老人的材料

活动设施的丰富性

场地的可识别性

场地功能的适老性

场地的归属感

场地的康体性

景观的美观性

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交往空间的互动性

编号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河西中央公园

重要性（I）

4.37
4.59
3.39
3.98
4.24
4.20
4.27
4.29
4.14
3.49
2.94
3.65
3.41
3.51
3.63
3.98
3.45
3.59
3.76
3.86
3.84

满意度（P）

3.27
2.90
3.65
3.25
4.27
4.02
3.53
3.02
3.65
3.24
2.86
3.22
2.92
3.18
2.82
2.76
3.14
3.29
3.06
3.18
3.26

I-P
1.10
1.69
-0.26
0.73
-0.03
0.18
0.74
1.27
0.49
0.25
0.08
0.43
0.49
0.33
0.81
1.22
0.31
0.30
0.70
0.68
0.58

南湖公园

重要性（I）

4.25
4.53
3.30
4.02
4.26
4.08
4.23
4.25
4.08
3.42
3.06
3.72
3.47
3.55
3.58
3.96
3.43
3.57
3.74
3.81
3.82

满意度（P）

3.72
3.49
4.19
3.57
3.74
4.11
3.77
3.19
4.21
3.40
3.32
3.21
2.98
3.23
3.77
3.13
3.15
3.47
3.75
3.53
3.55

I-P
0.53
1.04
-0.89
0.45
0.52
-0.03
0.46
1.06
-0.13
0.02
-0.26
0.51
0.49
0.32
-0.19
0.83
0.28
0.10
-0.01
0.28
0.27

（三）基于IPA评价的公园绿地优化分析

从儿童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象限图来看（图4），两个公园中构筑小品、

铺装的安全性（A4）和场地的探索性（A15）都位于第一象限优势区，河西中央公园的

假山、湖和下沉广场以及南湖公园的湖面、栈桥等富有变化的地形都为儿童提供了充

分的探索性。位于第二象限保持区的指标是公园的便捷性、植物品种的安全性（A3）
和环境卫生及绿化情况（A9），表明两个公园在便捷性、环境卫生及绿化方面都做得较

好，可以继续保持。舒适性指标大部分都位于第三象限机会区，可以实施阶段性的改

造更新。两个公园位于第四象限改进区的指标为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情况（A8）、亲自

然性与科普教育（A16）以及适宜儿童身体素质锻炼（A17）方面，亟待优化和改善。此

外，河西中央公园在活动设施（A1）与空间布局的安全性（A2）上也需要尽快提升，人

工湖无护栏、光滑坚硬的材质等容易给儿童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南湖公园中虽设

置儿童游乐场地，但趣味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反映了现今一些公园设计建设者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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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儿童的需求，但只是放置一些儿童游乐设施，并未深入探究儿童成长环境需达

到的要求。

图4 儿童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象限图

从中青年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象限图来看（图5），位于第一象限优势区

的是公园的便捷性、环境卫生和绿化情况（B5）以及景观的美观性（B11），可见中青年

更加关注使用公园的体验性以及视觉感官上的效果。两个公园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情

况（B4）、公园的舒适性和活动设施的丰富性（B9）位于第三象限机会区。场地的体验

感（B13）则位于第四象限改进区，应尽快改善。另外，南湖公园中的材质主要以石材

为主，且已经老旧破损，应进行更新。河西中央公园在场地功能的多元性（B10）、空间

类型的多样性（B14）和交往空间的私密性（B15）方面需进一步提升，相较于南湖公园

中棋牌区、滨水剧场、篮球场等多元化的活动空间，其功能空间过于单调，且缺乏私密

性。两个公园的可识别性分别位于第三、四象限，表明单一、无特色的景观已无法满

足现今中青年的需求，应尽快提升公园品质与使用感受，塑造特色文化景观和氛围。

图5 中青年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象限图

从老年人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象限图来看（图6），两个公园活动设施安

全性（C1）、便捷性、环境卫生及绿化情况（C9）位于第一象限优势区，植物品种的安全

性（C3）位于第二象限保持区。舒适性、吸引性和交往性的大部分指标都位于第三象

限机会区，可逐步进行改造更新。两个公园位于第四象限改进区的指标主要是空间

布局的安全性（C2）、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情况（C8）和场地的归属感（C16）。需尽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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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无障碍设施等包容性设计，赋予场地文化特征，使老年人在场地中形成文化共识，

促进其情感交流，同时在景观中融入当地的特色，提升场地的归属感。此外，河西中

央公园在构筑小品、铺装的安全性（C4）、场地功能的适老性（C15）和交往性方面需要

进一步提升。选取适合老人的材质以保证公园中活动的安全性，如木质座椅、塑胶步

道等。增设适老化的活动空间，为老年人提供更合理的空间分配和共享设施。南湖

公园则需要注意景观的美观性（C18）和交往空间的互动性（C20），老年人多喜爱自然

景观，结合水体进行植物造景，增加观花树种的种植，同时丰富公园的景观色彩，增加

景观的美观性。在互动性方面，建立多元的活动空间、代际空间，满足老年人的活动

兴趣和期望。

图6 老年人对两个公园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象限图

四、结论与展望

利用 IPA分析法，对南京市两个典型区级综合公园进行建成效果评价，同时总结

基于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城市区级综合公园绿地优化策略。

（一）增强综合性公园功能的复合性，满足全生命周期使用者的需求。儿童在公

园中的活动以娱乐为主，在设置儿童游乐场地时应注重其成长需求；中青年在公园中

的活动主要是观赏景色、放松身心，在设计时应兼顾景观的美观性和体验感；老年人

热衷于锻炼身体以及同伴交往活动，公园中应设置一些免费运动器材和互动性空间。

完善公园的多元功能，真正实现全龄融合，空间共享。

（二）加强包容性设计，以适应全龄段的公园使用者。随着当前社会年龄结构的变

化，儿童和老年人数量急剧增多，逐渐成为公园使用的主体，包容性的环境能够满足不

同年龄群体以及弱势群体多样化和平等的需求。在设计时，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合理设

置，地形、道路、铺装、设施等方面考虑安全性与舒适性，合理配置空间和资源。

（三）增加文化景观建设，提升地域性和可识别性。在公园中植入文化内涵，如在

景观构筑物、小品、牌匾、铺装中运用一些历史文化元素，通过植物配置营造某种特定

的氛围，或设置一些传统娱乐活动的场地，这不仅能够增强场所的吸引力，而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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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使用者的场所记忆，使其感受到精神上的归属和安定。

（四）丰富交往空间类型，营造代际交往空间。公园中需设置开放、半私密、私密

等不同类型的空间，以满足使用者交谈、学习、休憩、娱乐等多元需求。增加中青年、

老年人与儿童之间的互动空间，通过将儿童活动空间和娱乐休闲空间适当结合，营造

不同年龄层群体代际融合的氛围，同时促进亲子关系的培养。

城市公园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园绿地的功能也从简单

的休憩、游赏逐渐拓展到运动休闲、亲近自然以及社交生活等多个方面。以儿童、中

青年、老年人的不同视角来探究城市区级综合公园的优势和不足，可为适应全生命周

期使用者的城市公园绿地提供建设思路，实现公园绿地建设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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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Urban Comprehensive Parks at District Level Based
on Human's Full Life Cycle

MENG Xing, SHEN Shigua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ffect assessment of urban park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test the quality the green space of the
parks. After combing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human's full life cycle, this paper advanced an assessment system
for the effect of urban parks to address the recreational needs of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The IPA analysis
method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and people ' s satisfaction with the two typical
comprehensive parks at district level in Nanj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o a large extent, the two parks
cannot satisfy the needs of people in the full life cycle with high satisfaction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but low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s the Hexi Central Park is concerned. For Nanhu Park,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s high, while the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 is low. Secondly, Children and teenag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as well as the functions of the park in recreation and activity.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user⁃experience and convenience of the park. The
elderly stresses the safety, convenience and sense of cohesion to the place. Third, overall, high satisfaction was
found with the two parks in terms of accessibility, convenienc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nd greening, but low
satisfaction in safety and attractiveness to people of various ages.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k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space,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mposite functionality, environmental
inclusiveness,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 space. There should be various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space to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in the full life cycle.
Key words: full life cycle; comprehensive park at district level; users of all ages; IPA analysis method;
optim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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