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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人空间尺度适宜性的城市设计研究
张晓潇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城市空间不断涌现，

老旧城区、废弃厂房也面临着大规模的改建与更新。近人空间尺

度作为一个复杂的规划程序，蕴含着整个城市的基本形态。为此，

在对城市进行规划设计时，不仅要密切关注近人空间尺度与城市

整体之间的联系，转变传统街道规划模式，提高城市整体活力，

而且还要注重城市内部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保证城市空

间质量得以充分利用。基于此，本文以近人尺度适宜性为基准，

对目前城市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

个层面提出具体优化策略，提高城市空间利用率的同时，给予人

们最大程度上的适宜度，从而加快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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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尺度城巿空间是人们参与活动、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

城市空间规划及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城市整体形象

及其活力。

从目前城市发展情况来看，部分地区过于注重建设速度，忽

略了城市空间质量，尤其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联的近人尺度范

围内，更是缺乏对界面的视觉、功能等方面的规划设计，致使大

量“消极无用”的城市空间出现，影响了使用者对城市的空间的

体验。如何合理规划城市空间，提高设计针对性也已成为每位设

计师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近人空间尺度下城市设计原则

近人空间尺度作为一种综合性程序，不仅包含整个城市基本

形态，而且于城市内部元素（街道和建筑、城市公园选址）规划、

设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对城市空间尺度的把握不能只停留在“街道、行车”

等技术规范上，而是要立足城市发展实际，综合其他考量因素，

构建“以人为本”的系统设计决策，提高城市空间使用率的同时，

实现设计重点的有效转变。基于此，在对城市进行规划设计时要

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近人空间尺度把握应该从城市整体性出发，以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方面入手，由浅入深进行考量，而不是只针对某一方面

或某一区域功能进行规划设计。

同时，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还要注重街道、建筑、区域三者之

间的联系，城市街道尺度受建筑区域结构的影响；建筑结构决定

了街道网络结构，而街道尺度与建筑网络结构共同决定了区域绝

对尺度。

为此，要想有序控制街道、建筑之间的围合性与连续性，就

要立足城市整体，从街道、建筑密度比例入手，宏观把控，整体规划，

从而确保城市整体的协调性。

（二）共生性原则

从目前城市空间规划设计情况来看，多数城市采用“二元设

计结构”，即：美观与实用、功能与形式、建筑与街道、空间尺

度与城市规划。

这种设计结构充分体现了城市内部元素之间的联系、共生等

特点，为了提高城市空间利用率，需要在原有的设计结构上设定

多个尺度等级，通过模糊处理，缩小二者之间矛盾性，扩大其优势，

从而实现各个元素的和谐发展。

不仅如此，在对城市街道、建筑区域网格进行规划时还要注

重在大尺度的交通网络中渗透小尺度的生活性街道网络，形成内

环结构的同时，降低车行道宽度、限制车速，从而实现“车本位”

向“人本位”转型，加速人车共存街道空间建设步伐。

（三）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是指在对城市空间尺度进行规划时，摒除传统“公

式化”的套用，立足区域特点，科学设计、充分发挥街道、建筑

之间的特点，提高城市整体形象的同时，实现空间高效率利用。

作为一个复杂的空间集合体，街道尺寸受人们的行为感官、

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根据城市规模、地域文化的不同，

其呈现的功能、形式也各具特色。

为此，在设计适宜的街道尺度时还要针对不同环境、人为等

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综合考量、多角度调整优化，进而提高城市

整体效益。

二、目前城市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尺度过大，美化功能泛滥

21 世纪初，“城市美化运动”理念的提出，加快了我国城市

现代化建设步伐，愈来愈多的城市为了达到景观美化的意义，不

断调整自身城市结构、街道、建筑布局，虽然增强了城市自身视

觉效果，但因规模的高速扩大，也引发了许多“非必要”景观的

出现，如，气度不凡的城市广场、景观步道、高架绿化立交等，

过分强调城市形象设计使得城市各个部分琐碎，美化功能泛滥，

进而失去了现代化都市的感觉。

其次，从街道与周边建筑分布情况来看，大多数设计师认为，

“超尺度”的城市往往需要宽阔的道路进行衬托啊，否则不足以

体现城市的气度与美丽，而这也是目前城市设计存在的短板，正

因为街道的宽阔，使得其与两边的建筑没有产生相应的联系，导

致广阔的城市网格呈现“郊区化、乡村化”。

同时，城市广场、商业街的兴起，愈来愈多的城市开始大片

使用硬质地坪和草坪，人们长时间处于“超级符号与巨型尺度”

的环境下，对美的感知逐渐模糊，加剧了城市空间的肢解与异化。

（二）标志建筑散乱，城市缺乏统一

就目前来看，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多对其建筑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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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量、形体等方面考量，而这也使得一些城市争先恐后的在建筑

形状上“争奇斗艳”，导致建筑之间过于强调自我个性，忽略了

与周边环境融合、衬托，导致其在造型、体量上都很难达到相对

和谐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建筑的本质作用，城市结构混乱、

缺乏统一也已成为常态。

不仅如此，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建筑出

于商业竞争的心理，都想成为当地“标志性”地标，但却缺乏从

城市设计角度来考量，使得这些建筑形态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区域

“孤岛化”的形态。

（三）老旧城区改造，文化底蕴缺失

就目前来看，我国许多城市为了追求城市发展的速度，在大

规模的城市更新时往往片面追求物质形态的重建和改善，更新的

策略缺少弹性和选择性，忽略了城市背后蕴含的历史人文因素，

加之对老旧城区历史发展的不重视，使得历史建筑保护力度不足，

传统的建筑形式也被现代主义的建筑形式所取代，城市绿地、广

场等开敞空间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连续性和多样性。

三、近人空间尺度适宜性下的城市设计研究

（一）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对城市整体进行设计时要遵循由浅到深

的原则，采用“街区——街道——建筑”的设计流程，街区层面来看，

应将原本的“大街区、宽道路”向“小街区，窄道路”模式转型，

通过高密度、高联系性的街区结构网络，形成多个二级支路，将

琐碎的结构路网进行关联整合，根据不同街道职能划分与之对应

的街道尺寸，保证车辆正常行驶的同时，提高空间利用率。

在此过程中，设计师还要根据当地城市规模，将街道绝对尺

度控制在 16-35m 范围之内，根据街道附近建筑密度有针对性的

增加绿化，提高每个地块的建筑密度的同时，保证街道空间的连

续性、多元性。

同时，为了不妨碍车辆正常行驶，还应对街道界面设置相应

的贴线率标准，将凹凸变化控制在 3m 之内，从而实现街道、建筑

间疏密有致。

就目前路网尺度来看，多为 300m-500m，街区存在路网过疏、

街道过宽的问题，对空间、建筑材料均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浪费。

对此，设计师可以在与原本的路网结构进行调整，将其缩小至

140-180m 之间，地块控制在 140-200 左右。还可以根据地块功能、

车流量的不同增加绿化带，分割空间的同时，使得整个环境紧凑，

从而解决“远、大、空”等现象。

（二）中观层面

从中观层面出发，要注重对街道空间形态的控制，主要包括

临街建筑限高、街道相对尺度、道路红线等内容。首先要分析街

道与周边建筑物的性质与功能，结合周边环境经济发展设置街道

最优尺度，使其在人的视觉心理感受范围内的同时，塑造良好的

城市空间形态。

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来说，区域规划与土地资源利用有着密

切的关系，过高的密度会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压力，影响城市可

持续发展，过疏的街道密度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

为此，在进行规划时要注重建筑与街道的关联，在原有的街

道高度上融合人的视域、心理范围，对绝对尺度进行把控调节，

使其高度处于 40m 以下，并通过骑楼、拱廊等方式扩展沿街界面，

减小街道尺度，并对街道空间二次界定，从而创造符合人心理需

求的最小尺度。

这种处理方式下，既有效控制了建筑的高度与宽度，又保证

街道空间尺度处于人的视觉心理感受范围内，避免了因保证街道

日照时间而忽视了人的心理感受的局限性。

（三）微观层面

最后通过微观层面的尺度把控，要注软质环境的布置及街道

周围建筑单体的设计，降低区域部分空间迷离压力的同时，加强

街道空间所决定的尺度集成形态，并对目前建筑沿街界面进行二

次划分，将其控制在 6-15m 内，缩小虚体间隙，从而设置适宜的

低层建筑面宽。

其次，还要对建筑样式风格、绿化选型与布置、突出墙面距

离等详细规定，提高街道区域形式多元性的同时，实现各区域之

间的有效衔接。

不仅如此，还可以在街道与建筑之间增加绿化隔离带，利用

竖向设计将车辆与人群进行分割，形成多个小空间的同时，提高

周围建筑密度，使得街道区域整体环境景观处于和谐、协调的氛

围之下。

此外，根据区域结构大小，还可以引入“小街区”的规划系统，

在街道两侧尽可能的增添零售商铺，通过简单易达的设施和商铺

来巩固步行交通，并结合树池、花坛等景观构筑物，将利用率低

的土地沿街安排，营造良好生活气息的同时，增强人行道的安全

性与多样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人空间尺度适宜性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的设计

结构，设计师要重新审视目前城市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立足近

人空间尺度的基本原则，以街道、建筑、区域三个方面入手，并

采用宏观、中观、微观的设计模式，由浅入深对城市街道空间尺

度量化进行探索优化，弥补传统设计存在的短板，提高规划工作

针对性与全面性的同时，转变城市的原有街道网络与尺度模式，

从而营造一个适宜步行、低碳、生态的核心区与街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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