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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解决城市设计问题，从哪些方面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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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

� 建筑形体及其组合

� 开放空间和城市绿化系统

� 步行街（区）

� 使用活动

� 交通与停车

� 保护与改造

� 城市环境设施与建筑小品

� 标识



土地使用

� 土地决定了城市空间形成的二度基面。

土地使用功能布局的合理与否，影响开

发强度、交通流线组织，直接关系到城

市的效率和环境质量



土地使用

� 1．土地的综合使用
� 即特定地段中各种用途的合理交织，指某块城

市用地地界内的空间使用和占有的情况。

� 时间和空间是土地综合使用的基本变量。城市

设计必须从人的社会生活、心理、生理及行为

特点出发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尽量避免和尽量

减少土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使用“低谷”。
� 土地使用的另一含义是对设计用地进行必要的

调整，对用地进行地上、地下、地面的综合开

发，以建筑综合体的方式来提高土地使用效

率。



土地使用

� 2．自然形体要素和生态学条件的保护
� 自然形体和景观要素的利用常常是城市特色所

在。像河岸、湖泊、海湾、旷野、山谷、山

丘、湿地等都可成为城市形态的要素，设计者

应该很好地分析城市所处的自然地形特征并加

以精心组织，历史上许多城市大都与其所在的

地域特征密切结合，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形

成个性鲜明的城市格局。



土地使用

� 不同自然生物气候的差异对城市格局和

土地利用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

� 实践中常有一些显见的失误，以致破坏

了土地原有格局和价值。城市发展过程

是对大自然的破坏。



土地使用

� 3．基础设施
� 城市基础设施概念的狭义指市政工程、

城市交通及电力通讯设备等，广义还包

括公路、铁路及城市服务事业、文教事

业等。基础设施既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的载体，又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

改善的支持系统，其发展应与城市整体

的发展互相协调、相辅相成。



土地使用

� 基础设施在城市土地使用中具有耗资

多、建设周期长、维修困难的特点，而

且常常是比城市形体空间设计先行的步

骤，一旦形成，改造更新就比较麻烦，

而良好的基础设施又是城市设计开发的

重要前提。



建筑形态及其组合

� 1．建筑形态与城市空间
� 环境建筑是建筑空间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之一。城市中建筑物的体量、尺度、比

例、空间、功能、造型、材料、用色等

对城市空间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建筑形态及其组合

� 城市空间环境中的建筑形态至少具有以下特

征：

� 建筑形态与气候、日照、风向、地形地貌、开

放空间都有着密切关系。

� 建筑形态具有支持城市运转的功能。

� 建筑形态具有表达特定环境和历史文化特点的

美学含义。

� 建筑形态与人们的社会和生活活动行为相关。

� 建筑形态与环境一样，具有文化的延续性和空

间关系的相对稳定性。



建筑形态及其组合

� 2．城市设计对建筑形态及其组合的引导和管
理

� 从管理和控制方面看，城市设计考虑建筑形态

和组合的整体性，乃是从一套弹性驾驭城市开

发建设的城市设计导则和空间艺术要求入手

的，其具体内容包括建筑体量、高度、容积

率、外观、色彩、沿街后退、风格、材料质感

等。例旧金山城市设计。

� 这种驾驭不是刚性的、僵死的，而是弹性、动

态、阶段性的形体开发框架。



开放空间和城市绿化系统

� 1．开放空间的定义和功能
� 开放空间指城市的公共外部空间。包括

自然风景、硬质景观（如道路等）、公

园、娱乐空间等。一般而论，开放空间

具有四方面的特质：开放性、可达性、

大众性、功能性。



开放空间和城市绿化系统

� 2．开放空间的特征
� 城市开放空间在城市结构体系方面具有如下特

征：

� 边缘

� 连接

� 绿楔

� 焦点

� 连续性



开放空间和城市绿化系统

� 3．开放空间的建设实践
� 在实践中，开放空间设计比较注重公众的可达

性、环境品质和与开发的协调。同时，设计也

已经从传统的注重规划主体的效率与经济利益

转向重视环境弊害的产生。开放空间在生态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 在城市建设实践过程中，开放空间一方面可以

用城市法定形式保留，另一方面，体现在日常

建设中，更多的是通过城市设计政策和设计导

则，用开放空间奖励办法来进行实际操作。



步行街（区）

� 1．步行街区的功能作用
� 步行街区是城市开放空间的一个特殊分

支，它从属于城市的人行步道系统。步

行是市民最普遍的行为活动方式。步行

系统是组织城市空间的重要元素。



步行街（区）

� 2．步行街区的分类组成
� 根据不同的功能和环境要求，步行街又

可分为四种形式，即封闭式、半封闭

式、转运式和步道拓宽式。

� 设计中还要考虑步行街所在地段、全城

的交通量情况、停车的难易、路面宽窄

及步行道的合理长度等因素。



步行街（区）

� 3．步行街区的设计特点
� 最关键的是城市环境的整体连续性、人

性化、类型选择和细部设计。

� 从城市设计角度看，步行要素应有助于

基本的城市要素的相互作用，强有力地

联系现存的空间环境和行为格局，并有

效地与城市未来的物质形态变化相联

系。



使用活动

� 1．人的环境行为特点
� 人的行为是在实际环境中发生的，特定地段的

空间形式、要素布局和形象特征会吸引特有的

功能、用途和活动。

� 城市景观具有连续行特点，它通过为富有生机

的活动所设计的整体环境而充满情趣。

� 美国学者怀特曾对一些城市的小型广场进行了

环境行为的空间注记研究。



使用活动

� 2．使用活动的支持
� 使用活动要素不仅要求城市设计为人们提供合

适的步行空间，而且要考虑产生这些活动的功

能要素，包括商店、各种公共建筑、公园、绿

地等。也要考虑环境各种刺激因素对行为活动

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 通常，封闭机动车交通的一条街未必一定能吸

引人，重要的是应组织多种相关的活动和功

能，连接成为行为节点。



交通与停车

� 1．停车方式
� 交通循环要素是城市空间环境的重要构

成。当它与城市公共交通换乘系统、步

行系统、高架轻轨、地铁等的线路选

择、站点安排、停车设置组织在一起

时，就成为决定城市布局形态的重要控

制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城市的形态和效

率。



交通与停车

� 提供足够的，同时又具有最小视线干扰

的停车场地通常可采用四种途径：

� 时间唯度上建立一项“综合停车”规划

� 集中式停车

� 边缘停车

� 城市核心区限定停车数量和时间



交通与停车

� 2．道路视觉景观
� 当道路视觉景观与城市公共道路、步行街区和

运输换乘体系连接时，可直接形成并驾驭城市

的活动格局、限定城市形态的特征。

� 道路本身应是积极的环境视觉要素。

� 道路应让驾驶员识别方位感和环境的清晰性。

� 各种投资渠道及其投资者应协调一致，要综合

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



保护与改造

� 1．保护改造的意义
� 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新生与衰亡、进步与

保守、更新与积淀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城市

面貌特色和形态特征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城市的变化和演进应该完成于一个渐进有序的

发展过程。

� 今天的保护改造工作已经涉及到更广义的建

筑、空间场所、历史地段及整个城镇 。



保护与改造

� 2．保护与改造的内容和方式
� 主要应关注作为整体存在的形体环境和

行为环境。保存不仅意味着保存和改造

现存的城市空间、居住邻里以及历史建

筑，而且要注意保存有助于社区健康发

展的文化习俗和行为活动。

� 我国城市在改造旧区，特别是旧居住区

时，对社会价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城市环境设施与建筑小品

� 1．内容
� 休息设施

� 方便设施

� 绿化及其设施

� 驳岸和水体设施

� 拦阻与诱导设施

� 其他设施



城市环境设施与建筑小品

� 2．作用
� 休息

� 安全

� 方便

� 遮蔽

� 界定领域



城市环境设施与建筑小品

� 3．设计要求
� 对于城市美观而言，街道上一切环境设施和建

筑小品设计和建筑物同样重要，如街道上所必

须的种种设施往往要配合适当的地点，来反映

特定功能的需求。

� 兼顾装饰性、工艺性、功能性和科学性要求

� 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保证

� 具备一定的更新可能

� 综合化、工业化和标准化



标识

� 标识，如广告、方位和地名标牌等外部

环境图示，如果配置良好、简洁明晰、

设计精良，可以是使城市外部环境生动

活泼、丰富多彩的重要因素。反之，不

良的标识所起的消极作用也不可低估。

� 从城市设计角度看，标识基本上是一个

环境视觉管理问题，它本身并不直接介

入标识的设计工作。



标识

� 各行各业设立的广告标志和设计质量应

该给予管理控制，同时规范化。现在还

有简单化的要求。标识系统也有“无障
碍”设计的问题。

� 由于具体环境、性质、规模、文化习俗

的差别，不同城市对标志设计的要求也

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