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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的价值与发展趋势 

  

摘 要:指出城市高架轨道交通作为现代都市的产物,不仅是现代都市的重要特征,而且也是城市空间景观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的价值,研究其发展趋势,以提高人们对高架轨道交通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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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架轨道交通一旦建成,即成为重要标志,随之改变所在地域的原有景观特征并对后续的景观建设产生

强烈的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城市中的高架轨道交通与周围空间景观之间的关系,使之在便捷适用的同时,能

充分的保护和展现最好的城市景观,体现自身的景观价值,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 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的价值 

      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有些景观价值并不单是视觉景观,援用社会自然和谐理论,笔者认为城市高架轨道交

通景观的价值从以下三方面来体现。 

1.1 内部和谐 

      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价值首先体现在其作为承载人类公共交通的道路本身的美。它包括了城市高架

轨道交通平曲线,竖曲线,三维曲线协调的可作为一件纯抽象线形造型艺术的几何线形美,当取得俯瞰全景的

视点时,城市高架轨道交通作为这种巨大尺度的人工景观,还包括了线形本身形态和尺度所渗透着的对高速

行车安全考虑的功能美,以及当人乘车行于变化的路面上时,它给人所带来的三维动感的体验乐趣(见图 1)。 

 

1.2 外部和谐 

      城市高架轨道交通外部的和谐主要体现在城市高架轨道交通在位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与周边环境的关

系的协调。包括横跨在路面上的桥梁,对视线起到良好的控制与诱导的标识、广告牌,沿途穿越的建筑、景观

等人工景观要素和优美的河湖、江岸等自然要素的风景景观美(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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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区域和谐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城市高架轨道交通一方面是连接城市各区域,承载交通的通道,起到人类活动

廊道的作用,促使了城市间的连通性,从这一层面上讲,城市高架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促使了人类环境景观生

态结构的优化、和谐、健康、稳定。但从另一方面讲,它又把原本大面积的自然城市四分五裂,破坏了原有景

观生态格局的连通性。对于这一矛盾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合理科学地规划设计,在尽量少破环原有环境的同

时,改善、恢复和重建其路域范围内的景观,并成为联系所经各区域不同的纽带,以达到生态和谐美(见图 3)。 

2 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的发展趋势 

2.1 多样化趋势 

      在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设计中要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原则。对交通而言,最初只要求“畅通无阻”,获得

最大的通行能力。而如今,高架轨道交通为人们提供的已不仅仅是从环境的一处到另一处的通道,人们对高架

轨道交通的要求不但要承担足够的交通量,而且要线形流畅优美,高架轨道交通与周围环境配合协调,并具有

一定的品味,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另外,城市景观本身是多样化的,而当时已建成的许多城市景观将制约

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的设计,所以,在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设计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使高架轨道

交通景观与周围多样化的城市景观相协调,使其高架轨道交通景观也具有了多样化的特色。多样化的真正意

义是包含人文的、历史的、功能的,以适应人的、环境的多样性。 

2.2 文化主题性趋势 

      现代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规划,不仅注重物质形态的空间格局,更重视其文化的塑造。城市高架轨道

交通景观的文化特质,既要通过城市地貌、建筑、构筑物、高架轨道交通、园林绿化等景观要素及有机组合

的整体来表现,又要从浸润于整体之中的文化特质———文化主题来透射。“文化”不仅指具有物质文化属性

的空间环境,更重要的是包含了精神文化、艺术文化属性,如城市中所体现的社会生活理想、民俗风情、审美

情趣及艺术感染力等。高架轨道交通要体现出城市或地区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脉,也就是说,城市的高

架轨道交通记载城市的历史,蕴含城市的文化。在国内现有的城市高架轨道交通中,重庆打造的文化高架轨道

交通路线对其他城市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3 人性化趋势 

      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师西蒙兹认为“我们规划的不是物质,不是空间,而是人的体验”。一个成功的环境设

计,不但要满足人的生理要求,同时还应满足人的心理要求。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的建设必将向宜人化的趋

势发展。“宜人”包括两个层次:1)宜人所用,这是对空间的功能和性质提出的要求;2)宜人所感,这是对空间的

精神和内涵提出的要求,强调给人以美好、积极的体验和感受,如沿途环境是否赏心悦目,是否反映了城市区

域特色,是否延续了历史文脉,从而对乘客的心理和行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城市景观设计应该以人为本,

考虑人的感受、人的目的。 

2.4 生态化趋势 

      对自然和文化的全新认识,产生了麦克哈格的“设计尊重自然”,产生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生态设计,包括

建筑的生态设计,景观与城市的生态设计,工业及工艺的生态设计。让自然与文化、设计的环境与生命的环境,

美的形式与生态功能真正全面的融合。让自然参与设计,让自然过程伴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让人们重新感

知、体验和关怀自然过程和自然的设计,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人类的生活同地球和谐相处,创造一

种可持续的景观。生态设计回应了人们对土地和土地生物的依恋关系,并通过将自然元素及自然过程显露和

引导人们体验自然,唤醒人们对自然的关怀,这是一种审美生态。 

2.5 艺术化趋势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精神上对美的呼唤也越来越强烈,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高架轨道

交通景观应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城市高架轨道交通景观设计应该从总体规划出发,在道路美学指导下进

行。要综合利用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的手法,处理好高架轨道交通的空间和景观等问题,以便

更好地协调高架轨道交通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风貌、空间组织、功能衔接和联系、运动中人的感知、

景观连续性与节律感、安全感、尺度感、色质感、整体感,通过对设施及绿化细部的推敲,在材料、造型、尺

度、色彩等方面力求精巧有趣,努力构造艺术氛围,提高高架轨道交通的空间环境艺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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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作为城市发展现代化标志之一的高架轨道交通线路,其本身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景观,作为城市文化

的载体和宣传媒介,将对城市的建设水平和城市文化品位起到很大的影响。作者通过对高架轨道交通自身价

值的分析和对其发展趋势展望,憧憬能将高架轨道交通线打造成城市动态景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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