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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道路人性化设计的影响因素分析

1. 人的因素

①人的生理需求对设计的影响。城市道路环境设施

与人的关系密切，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在明确设施针

对的人群之后，对人体相关尺寸进行了解，包括一定空

间内人的活动范围和需求，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距离

与尺度，在明确相关数据之后，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因此在设施设计过程中既要保证艺术的感性，也要重视

理性的表达。②人的行为需求。不同的活动内容决定了

人们对于空间环境的需求和依赖程度，因此对于不同城

市道路，需要按照实际需求提升其针对性。通过优质的

设施和服务帮助使用者满足其行为上的需求，从而对人

的行为形成引导和暗示作用。由于城市道路作为一种

公共空间，面对的用户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针对性

的设计更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从而提高游客的体

验度。

2. 特定地域因素对设计的影响

①自然环境因素对设计的影响。首先，地理因素是

影响设施设计的基础。由于不同的城市地形、地貌等因

素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发挥地形优势。对于山地城市的设施设计可以根据地下

的起伏打造一种韵律感；对于平原地形的设计而言，可

以通过色彩的使用提升设计的层次感。其次，气候因素。

不同城市气候环境不同，因此对于景观风貌及物理性能

等需要充分考虑气候因素的影响。比如，昆明独具“冬

暖夏凉、四季如春”舒适宜人的气候资源，这样的气候

资源全球少有，鲜花常年开放，草木四季常青，这就需

要重视景观树种、地被的选择，从而突出地域特色，展

示城市风貌。②人文因素的影响。首先，物质要素的影

响 [2]。人文因素包含的物质要素与城市的历史性特性有

重要联系。因此城市道路环境设施的设计需要尊重城市

与地区历史文化演变，以及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需求之

间的关系。

二、人性化设计理念在城市道路设计中的应用

1. 人性化设计在人行道设计工作中的应用

人行道是城市道路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工作中，

设计人员兼顾横向人流量与纵向人流量，将人行道与车

道分离，确保行人与车辆能各行其道，以此维护交通安

全，充分体现人性化理念。在道路交叉口路段，增设栏

杆、花箱等设施，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避免人、车混

行出现安全问题。在正常路段，取消长势不佳绿带，行

道树处取消突出路面的树塘围石，增设铸铁树池盖板，

增加行人空间，同时在道路红线外绿地增设城雕塑、休

息座椅等设施，打造人行顺畅、视线通透、宜行宜游的

景观大道。在改造人行道时同步将原青石板铺装更换为

透水砖铺设，既保证了雨水资源化利用，又改善路面防

滑效果，保证了雨季行人出行的行走舒适度。

2. 人性化设计在非机动车道设计中的应用

虽然当前城市中机动车的保有量不断增加，但是由

于停车位少、高峰期堵车、限号等因素，对于短距离出

行，非机动车仍是大多数人的首选（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2020 年昆明市区的非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 300 万辆），

对于非机动车道的人性化设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尽可能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隔，以保障非机

动车的安全性。若道路为一幅路，可在机动车道与非机

动车道分界处设置机非分隔护栏；道路宽度允许时可设

置多幅路，单独设置非机动车道，采用绿化带、隔离栏

杆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隔。②当确定一条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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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道宽度时，应结合道路在路网中的功能及所处

区域地块性质合理设置非机动车道宽度。③在非机动车

道出入口，可设置彩色路面及非机动车道标识等，用于

明确路权，避免机动车驶入 [3]。

3. 人性化设计在机动车道设计中的应用

该车道的宽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车辆自身的宽度

和水平方向上的安全行驶距离，横向的控制取决于车辆

的速度，如果方向盘的摆动会导致在行驶的过程中，行

驶线和车道线会存在较大的角度差异，导致安全问题，

所以在进行人性化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而

车辆自身的宽度是恒定的，不同的类型宽度不同。昆明

市在 2019 年市政道路提升整治过程中通过压缩道路交

叉口绿化带、压缩进口车道宽度，增加等候红绿灯车道

数，增设车道待转区等措施提升了道路交叉口通行能

力，同时将机动车道上检查井盖全部更换为铸铁防沉降

井盖，解决了井盖周边路面沉降问题，极大提高了行车

舒适度。

昆明市广福路与滇池路交叉口渠化设计

4. 人性化设计在道路交通护栏设计的应用

在进行交通护栏设计和设置过程中，一定要铭记其

作用：对来往车辆进行有效引导，避免车辆越过安全区

域造成交通事故或安全隐患。所以在设置交通护栏时，

一定要尽可能显眼，给人以警示，以此引起驾驶员的关

注。一般情况下，为确保护栏设计的合理性，通常是从

危险性角度出发，考虑造成交通危险的主要原因，如：

某路段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某路段有急转弯、道路运行

安全系数低等，以此考虑是否需要设置护栏进行提示。

另外在设置护栏过程中，还要依据当前道路具体情况而

定，比如某段道路的宽度、车流量等。在设计过程中一

定要按照规定合理开展，确保车辆在经过时能明显看到

护栏标识，不会出现越栏行为，发生交通危险。此外，

护栏不仅能分隔车流，还能从护栏造型、颜色、外观上

进行改造，体现出地区特色，增强交通引导效果，提升

城市整体风貌。昆明市根据自身气候特点和常年鲜花丰

富的城市特色，选取了自由特色的隔离护栏 + 花箱的形

式，既保证了行车隔离，又增加了城市景观。

昆明市北京路隔离花箱

昆明市广福路隔离花箱

5.人性化设计在城市道路人行天桥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在城市道路网络中，人行天桥起到提供行人通行，

缓解地面道路交通压力，避免车流与人流产生相交冲突

的作用，是实现人车分流的重要举措。在人行天桥规划

设计环节，人性化设计理念主要体现在人行天桥选址、

全天候设计两方面，具体如下。①人行天桥选址设计在

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准备阶段，采取问卷调查等方法，深

入调查行人的过街习惯，将其作为人行天桥选址的主要

设计依据，将便于行人通行与保障通行安全作为首要目

的。例如，在城市道路网络中，由于人行天桥与人行道

和商业住宅区域的间隔距离过远，部分行人为节省通行

时间，选择横穿地面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隔离带，

导致人行天桥的使用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

人行天桥选址设计环节，需要优先将人行天桥的出入口

设置在地面车流量与人流量密集、分布有商业综合体建

筑等完善配套设施处，住宅小区出入口，地面公交站点

以及地铁枢纽站等位置中，便于行人快速通过人行天桥，

抵达目的地。②全天候设计根据以往规划设计经验来看，

早期建设的人行天桥缺乏遮挡装置，在强降雨与高温等

恶劣气候下，受到桥面积水与日晒因素影响，部分行人

选择横穿地面机动车道 [4]。

昆明市工人医院新建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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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日新路海贝小学新建天桥

6. 人性化设计在城市家具中应用

城市家具是城市景观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所发挥的

作用除了其本身的功能外，还要体现其装饰性和意象性。

城市家具的创意与视觉意象，直接影响着城市整体空间

的规划品质，这些设施虽然体量大都不大，却与公众的

生活息息相关，与城市的景观密不可分并忠实地反映了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水准。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等也在不断的

变化，人们在渴望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渴望着精神

文明的滋润，城市家具的人性化设计不仅给人们带来生

活的便捷，而且也满足了人们的社会尊重需求，更让人

们在使用中下意识地感受到一种舒适安闲，并从体味生

活的愉悦中转化为对美的永恒追求。昆明市在 62 条城市

道路提升整治设计中，通过增设休息座椅、强弱电箱柜

美化、围墙围挡彩绘、增设街头雕塑、增设公共洗手池

等手法，将公共艺术建立在昆明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

运用一定的造型、色彩、质感与比例关系，传达传统历

史文化与民俗风情，反映了昆明特有的风貌与色彩，表

现出城市的气质与风采，同时体现了昆明市居民的精神

文化素养。

昆明市市政道路提升整治部分雕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道路设计中融入人性化设计理念，

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结合城市规划情况，制定科

学合理的道路设计方案。在保证道路基本功能的基础上

融入人性化设计理念，可大幅度提升城市道路的友好性，

革新传统设计方法的不足，为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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