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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初步探讨了景观设计中, 如何运用人性化设计的相关知识来塑造城市公共空间活力 , 并结合实际 , 介绍了西安大唐通易坊商业街
景观改造设计过程中对人性化设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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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 , 一些地方的城市广场、公园, 由于设计中忽视景

观使用者的行为需求, 导致许多“尺度巨大, 夏无遮荫之地 ,

冬无御寒之所, 无人问津”的死空间和废空间产生, 造成了巨

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有一些地段已沦落成为城市犯罪率高

发区, 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危害。要使这样的现象不再发

生, 就必须强调设计结合人的行为需要, 充分运用多种人性

化设计手段来塑造多样化的环境空间, 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 最终有效激活环境空间的诸多功能, 形成富有情趣和魅

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1  人性化景观设计

1 .1 人性化景观设计的概念 人性化景观设计是指在景观

设计活动中 , 注重人性需求 , 针对使用者对环境景观的各种

需要展开设计, 最终满足使用者“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

多层次的需要,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城市公共空

间人性化景观设计 , 可从以下4 个方面来理解:

1 .1 .1 物理层次的关怀。人性化景观设计以功能性和设计

的理性化为前提条件, 注重物质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有效功能

的使用。公共空间设计不仅要使人们心理、生理感到舒适 ,

还应配置各类设施以满足人们的复杂活动需求[ 1] 。

1 .1 .2 心理层次的关怀。在建构物质形态空间的同时, 倡

导对使用者心理的积极暗示与情感的关照, 进而使人对场所

形成安全感、领域感和归属感。

1 .1 .3 社会层次的关怀。强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怀, 将

设计地段放到整个城市生态背景下进行统筹规划与设计, 力

求做到资源、能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达到自然、社会、经济效

益三者的统一。

1 .1 .4 对人群细分的关怀。提倡无障碍设计, 尽量满足不

同人群的使用需要, 并确保各群体之间的活动不相互影响 ,

让儿童、老人、残疾人都能享受户外公共生活的乐趣。

1 .2 与人性化景观设计相关的环境行为学知识  环境行

为学是人性化景观设计的主要研究领域, 注重环境与人的外

显行为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力图运用心理学的一些基本

理论、方法研究人在城市与建筑中的活动以及人对这些环境

的反应 , 由此反馈的信息可用于指导环境的建设和改造[ 2] 。

西方心理学家德克·德·琼治提出了边界效应理论。他

指出, 空间的边缘是人们喜欢逗留的区域, 也是空间中活动

成长的区域[ 3] 。比如城市空间中, 树林的边缘, 沿街的柱廊、

雨篷、遮阳棚、回廊建筑的凹处, 都是人们喜欢逗留的场所。

处于空间边缘的人, 与他人或团体保持一定距离, 自身却可

以较好地观察眼前的空间而不被人打扰。

“人看人”是人的天性[ 4] 。大量公共空间中均存在着“人

看人”的现象: 观看者有意或无意地观察眼前的行人、空间中

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同时, 一部分人具有较强的表现欲望 ,

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各项活动以吸引他人的注意, 从而达到自

我实现的愉悦。看似简单的“人看人”现象, 却可以促进空间

中更多活动的产生。比如, 散步的行人可能被热闹的街头表

演吸引而加入表演的行列, 同是观众的陌生行人由于眼前精

彩的活动而进行简短的交谈, 美术爱好者受环境气氛的感染

现场开始速写活动。

环境设计中, 利用环境行为学相关知识, 积极创造边界

空间提供人们逗留、休息、交谈的场所 , 从而促使空间中更多

活动的产生, 丰富游人的感官体验。

2  城市公共空间活力

2 .1 城市公共空间 这里的城市公共空间主要指城市公共

生活空间, 即包括了大量人的行为参与和社会交往活动的场

所, 比如广场、街道、公园等城市地段。《建筑心理学》的作者

格·罗·李姆认为, 空间是人们生活的容器, 是人们一切行动

的支持结构。设计城市空间需要了解人们在空间中的瞬间

体验和持久感受。而公共空间的好坏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

人们交往的可能性和深度。

2 .2  关于“活力”概念的相关研究 “活力”一词在生物学及

生态学上, 是指生物体维持生存、发展的能力 , 其引申含义在

表述具体事物时, 较为抽象且具有表征差异性。在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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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美国城市规划大师凯文·林奇 , 将“活力”理解为, 城市

具有自我完善的机能并有效支持人类生存活动, 同时注重城

市生态建设[ 5] 。美国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认为, 由人与人

之间的活动及生活场所相互交织的过程, 形成了城市生活的

多样性, 使城市获得了活力。而英国建筑师伊恩·本特利认

为,“一个既定场所, 容纳不同功能使用的多样化程度, 具有

一种我们称为活力的特征”[ 6] 。我国城市规划学者蒋涤非认

为, 城市活力即城市旺盛的生命力, 是指城市提供市民人性

化生存的能力。

2 .3  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含义  是指环境空间不但满足使

用者生理及心理需求, 而且还能促使空间中更多活动的产

生, 达到环境空间高效率使用, 增强公众的场所归属感, 进而

展现出独具魅力的场所环境并富含诸多积极的社会意义。

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在于处于其中的人以及人们的活动。

只有空间的使用者与其参与开展的活动, 才是决定城市公共

空间活力的根本因素。

3  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营造

3 .1  强调功能使用 , 创造良好的景观可达性 景观可达性

是指景观使用者能够方便地到达场地并使用的能力。可达

性的好坏 , 主要依赖于场地周边的交通状况。这就要求场地

交通设计, 要结合城市交通状况综合考虑, 最终形成完善的

交通系统 , 使公众方便地到达, 舒适地使用环境空间。另外 ,

“一个环境提供的容许人们在其中穿行、从一个场所到达另

一个场所的机会的多少, 成为衡量城市场所活力的重要标

准”[ 6] 。允许一定的过路人流使用场地, 可以增加场地的人

气, 诱发更多活动的产生。

3 .2 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形成多元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  

人们对环境空间不同层次的生理、心理需求, 是创造城市公

共空间多元化功能的依据。一个具有多种用途的场所具有

多样的空间形式, 它能在不同时间吸引多样化的人群为各自

目的而来, 这些多样的空间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和不同的

人群形成一个具有丰富感官刺激的混合体, 这是空间活力的

重要表现。

3 .3  加强景观的可参与性, 创造丰富多彩的空间体验  公

共空间的设计应考虑人在空间中可能发生的活动, 并做有效

的引导, 促使人参与到活动中, 进而吸引更多人的参与以萌

发更高层次的活动。如果能亲身体验公共空间中的精彩生

活, 空间使用者就可能形成独特的感观刺激与激情感受, 进

而加深对场所的印象。强调景观的可参与性, 就是要增强游

人的空间体验。另外, 还要促使形成空间使用的稳定群体 ,

维护公共空间活力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3 .4  对人群细分的关怀 , 完善细部设计 完善的细部设计可

以使景观更适于多种人群,特别是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的使用。

如铺装的防滑处理, 透明玻璃材料的标识, 合理尺度的台阶以

及残疾人通道的设计, 足够数量的座椅设计, 空间色彩的合理

搭配等。另外, 从增加人的逗留机会来讲, 应该使空间形态具

有较长的柔性边界, 充分发挥“边界效应”的作用。

4  实例分析———西安大唐通易坊商业街景观改造设计

4 .1 项目概况 西安大唐通易坊商业街位于西安市曲江新

区, 其东侧与西安市著名景点大雁塔遥遥相对, 距离约500

m, 其西侧是城市街道。设计区段内, 商业街呈东西向布局 ,

长约400 m、南北长约50 m, 其中一条城市干道东西向横穿商

业街, 南北宽15 m。另外, 现有商业用房为一层和二层唐式

风格建筑, 临街一字形排布。当时户外景观设施简陋, 功能

单一, 区段内空间形态单调, 人群活动匮乏。

该项目是受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之托, 通过对商业街户

外景观的改造设计, 增强空间的人气与活力, 最终有效激活

地段内的商业活动。

4 .2  设计分析及策略 由于现状空间格局单一, 区段内交通

状况复杂, 休憩设施少, 导致商业街户外公共空间活动匮乏, 商

业经济低迷。针对上述现状特征, 提出采用人性化设计方法,

促使更多空间活动产生, 重塑此段城市公共空间活力。

4 .3 人性化设计思考

4 .3 .1 设计户外景观庭院空间, 形成室内外空间的过渡区

域, 发挥边界效应。在街道两侧结合商业经营, 分别设计南

北两部分户外景观庭院空间, 供商业散步人流使用, 而过路

人流可以使用靠近机动交通一侧的空间。庭院要给人提供

足够的小坐、逗留设施, 并且空间要通透, 确保庭院内外视线

的连续性, 提供“人看人”的机会( 见图2) 。这样的庭院实际

上成为了室内外空间的柔性边界 , 不但延长了顾客的游览路

线, 增加了人在户外逗留的时间 , 而且还延伸了商业空间, 形

成独具特色的户外空间。

图1 商业街户外庭院空间鸟瞰图

Fig .1 Airscape of courtyardincommercial street

图2 商业街户外庭院空间透视图

Fig .2 Scenographof courtyardincommercial street

4 .3 .2 增加景观设施, 丰富游人空间体验。在商业街入口

及中部开敞区域, 设计小型水景喷泉和观演舞台以活跃区内

商业氛围, 同时增设环境艺术小品, 增强游人感官刺激( 见

图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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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入口设置小水景,增强游人空间体验

Fig .3 Waterscapeinthe entrance

4 .3 .3 增加街头活动场地, 诱发更多活动产生。在街头开

辟部分活动场地 , 支持小型规模活动, 如轮滑、街舞、街头象

棋等活动有序开展( 见图4) 。

4 .3 .4 调整商业布局, 合理组织导购路线。对现有商业业

态分布进行重新整理, 把不同业态进行有机组织, 形成合理

的商业人流路线, 完善步行交通系统。

4 .3 .5 完善细部设计。细部设计要考虑不同人群的使用 ,

对现有铺装场地进行防滑处理、翻新盲道设施、增加木质座

凳、活动式公厕等服务设施。

5  结语

人性化景观设计 , 关注空间使用者的行为与心理需要 ,

强调景观的可参与性、公共空间中人的公共生活, 力求通过

图4 丰富的户外活动构成富有活力的场所环境

Fig .4 Activity room

场所活动丰富游人感官体验, 增加空间使用率与交往活动的

多样化, 从而使公众空间形成场所安全感、领域感和归属感 ,

最终营造出独具魅力与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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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显微镜测得圆形颗粒粒径为14 .30 μm, 椭圆形颗粒粒径

为61 .48 μm。通过激光粒度仪测得粒度d( 0 .5) 为33 .278

μm。

( 3) 莲藕淀粉的糊化温度为65 .8 ～73 .8 ℃。淀粉溶解

度和膨胀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呈增大趋势。莲藕淀粉的膨胀

度在95 ℃时为24 .497 , 属于中等膨胀型淀粉。

图7  莲藕淀粉的溶解度和膨胀度曲线

Fig .7  Solubility and distensibility curves of lotus root starch

( 4) 天然莲藕淀粉的 X- 射线衍射图谱为B 型图谱, 直链

淀粉为 V 型图谱, 支链淀粉无明显晶体结构。DSC 图谱出

现了吸热峰和热流变化的台阶 , 表明淀粉在加热过程中伴

随着晶体的崩解和玻璃化转变 , 淀粉及其级分的晶体崩解

温度和起始玻璃化温度均比较接近 , 晶体崩解所需的热量

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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