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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 城市设计讲座安排:

� 5月26日由吴桂宁老师主讲城市设计实例

� 6月2日由王世福老师主讲城市设计管理

� 6月9日(暂定)由孙一民老师主讲城市设计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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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街道空间

� 1．街道和道路
� 街道和道路是一种基本的城市线形开放空间。

它既承担了交通运输的任务，又为城市居民提

供了生活的公共活动的场所。

� 从空间角度看，街道两旁一般有沿街界面比较

连续的建筑围合，这些建筑与其所在的街区及

人行空间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道路则

对空间围合没有特殊的要求，与其相关的道路

景观主要是与人们在交通工具上的认知感觉有

关 。



一．城市街道空间

�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少传统城镇聚

落开始都与线形街市发展有关。

� 从街道功能方面看，在古代，街道既是

交通运输的动脉，也是组织市井生活的

空间场所。在没有汽车的年代，街道和

道路是属于人的空间。



一．城市街道空间

� 2．街道空间设计
� 交通要求：处理好人、车交通的关系；

处理好步行道、车行道、绿带、停车

场、街道交结点、人行横道以及街道家

具各部分的关系；街道作为四维空间考

虑；街道横断面与交通状况的结合。

� 步行优先原则和生活功能要求



一．城市街道空间

� 3．街坊结合的街道空间景观设计
� 处理好使用、形体和空间环境秩序的连续性。

这一连续性包括建筑设施，乃至建筑风格、尺

度、用材和色彩等内容。许多历史城市不仅在

街景艺术处理，而且在街坊与建筑，及与步行

空间的配合上做得很好。

� 沿街建筑既是街景构成的空间内界面，又是所

在街坊的外界面。



一．城市街道空间

� 4．街道和道路的层次等级及其设计
� 综合考虑步行空间环境和车辆进出方便

的有机平衡，可以将街道按其功能作用

不同分成不同层次和类别。

� 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柯布西埃等人

就已经预见到未来的大城市发展必将采

用人车分离的方法来解决现代城市的汽

车交通问题。



二．城市广场空间

� 1．城市广场设计的历史经验
� 从西方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源于

古希腊时代。由于当时浓郁的政治民主

气氛和当地温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人们

喜爱户外活动，从而促成室外社区交往

空间的产生。

� 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广场已经成为意大利

城市空间中的“心脏”。



二．城市广场空间

� 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广场的主要
特点。

� 巴洛克城市广场的主要贡献。

� 中国古代城市广场较为缺乏。散布于少

数城市和民间乡镇的是庙宇、宗祠和市

场广场。

� 现代城市广场设计有了突破性进展。例

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广场。



二．城市广场空间

� 2．现代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
� 从物质角度看，广场是一种经过精心规

划设计的，由建筑物、构筑物或绿化等

围合而成的开放空间。广场的评判因

素：广场功能及其他最初形成的契机；

在城市中的位置；与城市街道路网的关

系；广场和四周建筑物的尺度及其相互

匹配关系；广场的主题及意义内涵。



二．城市广场空间

� 广场的功能

� 广场的主题和特色

� 3．广场的空间形态
� 主要有平面型和空间型

� 4．广场的空间围合
� 广场围合常见的要素有建筑、树木、柱

廊和有高差的特定地形等。



二．城市广场空间

� 5．广场的尺度
� 最关键的是尺度相对性问题。卡米洛·西特曾指
出，广场最小尺寸应等于它周边主要建筑的高

度，而最大尺寸不超过主要建筑高度的2倍 。
� L代表广场的长度，D代表广场的宽度，H代表
周边围合物的高度，则有：

� 1<D/H<2 
� L/H<3 



二．城市广场空间

� 日本学者芦原义信以20～25m作为模数来设计
外部空间。以H代表界面的高度，用D代表人与
界面的距离，则有

� D/H=1，即垂直视角为45°，可看清实体细
部，有一种内聚、安定感。

� D/H=2，即垂直视角为27°，可看清实体整
体，内聚向心而不致产生离散感。

� D/H=3，即垂直视角为18°，可看清实体与背
景的关系，空间离散，围合感差。



二．城市广场空间

� 6．广场设计的原则
� 整体性原则

� 尺度适配原则

� 生态性原则

� 多样性原则

� 步行化原则



三．城市中心区

� 1．城市中心区含义
� 城市中心指城市中供市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地

方，在中心区内一般集中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各

种项目，如公共建筑、政府的行政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科研建筑和文化娱乐设施等。

� 城市中心可以是一种具备某种围合效果的开放

空间，如一个广场、一条街道或一片特定的地

区。



三．城市中心区

� 2．城市中心区的历史发展
� 城市中心是随时代演进而发展的。古代

城市中心区许多是以政治、宗教活动为

主。附带有部分的商业活动，如前述古

罗马广场群、意大利中世纪城镇中的广

场等，后来城市中心区越来越多地取向

平民化。



三．城市中心区

� 随着交通方式、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和生活方

式的发展，传统的市中心经历了经济和空间环

境的双重变化。

� 同时，在上述因素和汽车普及，建筑工程技术

及电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和前提下，城市中

心区越来越趋向于向高层发展。

� 60年代以来，城市中心区进入了调整、改造和
更新的发展阶段。



三．城市中心区

� 3．城市中心区的设计开发原则
� 促进土地使用类型的多样性。

� 强调空间安排的紧密性。

� 提高土地开发的强度。

� 提供便利的出入交通车辆和行人对于街道的使

用应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关系。

� 创造方便有效的联系。

� 应让城市中心区具有令人向往、舒心愉悦的积

极意义。



三．城市中心区

� 城市中心区应是城市复合功能、地域风

貌、艺术特色等集中表现的场所，具有

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

� 4．案例分析
� 法国巴黎德方斯副中心规划设计



四．历史地段

� 1．历史地段的含义
� 1964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威尼斯宪
章》，提出了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扩

大了保护范围。

� 1976年UNESCO在内罗毕通过《关于历史地段
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华盛
顿宪章》，是一部针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的更全面的文件。



四．历史地段

� 2．历史地段的城市设计
� 一些城市利用对保护历史遗产事业的投

资可成功地实施城市设计计划。如意大

利以威尼斯、罗马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

古城内的城市广场改造，悉尼的达令

港、岩石区等。

� 例波士顿市中心的的柯普利广场、悉尼

的达令港。



四．历史地段

� 3．历史地段城市设计工作方式
� 在具体做法上，总的趋势是在力求保护旧城原

有结构的前提下，嵌插一些小型的改造的建

筑。强调深入研究城市历史，注重强调现状；

同时，有层次地进行城—区—街坊—组群—单
体的分析，但不是简单地重建传统、恢复历

史。

� 城市改造不能只停留在面貌层次上，而应重新

评价旧城的综合价值构成。例罗马。



五．城市建筑综合体

� 1．概念
� 虽然城市设计“只设计城市，不设计建筑”，但
现代城市中的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

复杂多样，因而建筑所涉及的空间领域也越来

越向城市靠拢，彼此交织，关系越来越密切。

� 城市、建筑、交通一体化成为当代城市设计的

一种趋向。

� 建筑综合体通常由城市中不同性质、不同用途

的社会生活空间组成，如居住、办公、出行、

购物、文娱、社交、游憩等。



五．城市建筑综合体

� 2．建筑综合体的城市设计要点
� 使这种大型的建设开发能够和谐地融入

城市环境是城市设计关注的焦点之一。

� 3．案例分析
� 例悉尼维多利亚女王大厦、美国纽约花

旗联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