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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社区成为我们防疫的坚强堡垒，通过对社区微空间优化设计，提高人们对于公共空间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社

区居民乐于参与空间活动的时间和频次，提高居民使用空间的舒适度和体验，进一步实现引导人身心放松的作用，提高人

们的身体机能和抵抗力，为现在及未来应对复杂公共卫生事件做好第一道防线，

健康社区；微空间；优化策略

2019 年末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大规模爆发，成为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我国各个城市的抗疫过程中，社区成
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此次疫情是危机亦是契机，随着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我们能深刻意识到健康城市建设已然成为
现在及未来全球关注的重点，而健康社区堪称健康城市的基石，
全面建设和发展健康社区成为每个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健康社区是指由社区居民组成的不同行动小组来共同努力
预防疾病并提供健康的生活选择的社区。高质量的健康社区在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具有较强的韧性、可负担性、可达性、
稳定性、多样性、安全和公平，对促进人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在发展和建设健康社区层面，国内外研究重点集中在社区绿色
可持续发展及空间合理规划等社区可达性、多样性等方面的研
究。本次研究旨在遵循当代设计与人类需求的多元化背景下从
公共健康需求为切入点的健康社区建设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已
有社区公共空间环境与大众公共健康社区需求之间的关系和矛
盾，研究如何通过空间的优化设计提升社区的韧性及可负担性、
安全稳定性，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等内容满足大众的身心健
康及突发事件的需求。以期为微观层面的健康社区空间优化设
计提供参考和依据,并为促进城市公共健康发展提供积极支持。

社区承载了市民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是城市系统运行的基
本单元。居住环境的品质和健康是日常生活中最直观且感知度
最高的空间环境。该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质
量。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大部分的空间可以满足居民
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品
质需求不断提高、归属感和参与性、安全性、健康性的自我实
现意愿不断增强。在遵循当代设计与人类需求的多元化背景下，
借鉴国内外较为成熟的健康社区空间设计经验，深入调研社区
等典型公共空间建成环境，结合调查问卷梳理不同年龄段大众
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公共健康三方面的需
求，为社区微空间优化提供设计策略的参考。

本次社区微空间优化设计以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青年街
社区、南街社区内以延皂河路及其周边微空间为主要调研对象。
2019 年西安市长安区绿地系统规划文件中指出，在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中以可持续发展为首要目标，通过规划健全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的环境和气候条件。满足市民的需求和
以人为本为目标，保护城市特有的自然景观及历史文脉，建设
因地制宜的绿地景观。最终建立宜居的城市环境的同时打造特
色的城市景观，让四季的长安充满活力。

1、基于疫情下人们对健康社区的需求及长安区绿地
规划系统的规划目标，对现有公共微空间进行调研发
现的现状问题。

1.1  长安区韦曲皂河段微空间整体联系不够

皂河发源于韦曲街道局连村，从南向北先后流经西安市长
安区、雁塔区、未央区，最终流入渭河，长 35 公里。其中长
安境内 8.89 公里，穿越整个长安城区。由于长期疏于管理，加
之无生态来水，皂河逐步成为长安老城区排放雨污水的主要通
道，污染极其严重，“黑臭脏”现象突出，周围群众反响强烈。
2019 年西安市启动“全域治水、碧水兴城、西安市河湖水系保
护治理”工作。皂河一期工程建设生态驳岸、景观园路、休闲
广场等工程。但在流经人口密度大的社区空间规划设计中，所
形成的微空间功能相对单一。从每一个单一的空间来分析大部
分沿河的街道微空间可以满足基本的休息、交流的功能。但更
深层次功能如设计引导人流等设计相对不足。从延皂河流域长
安段的整体空间设计来看不能很好的展示皂河和长安的文化精
髓。没有很好的发挥提升整体空间品质的作用。空间和空间之
间相似度高，缺少变化。进而影响人们步行参与空间的审美和
心理体验。

1.2  服务对象单一，没有很好的考虑全年龄段的需求，
影响人们参与社区公共空间时的功能体验感。

皂河路周边小区多为老旧小区，小区规划功能单一，主要
以机动车道路为主，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居民锻炼缺少相应的
公共设施及空间。该空间主要以老年人为主和不同年龄段儿童
为主。经过调研发现，男性和女性使用者在公共空间中最高频
率的健康活动均为健身锻炼活动，进行休闲娱乐活动频率最低；
但是该区域空间中某处公共街角改造空间，由于空间设计及限
制等原因，早上主要为中老年女性的广场舞时间；10 点至 12
点为桥牌活动男女的参与度均较高。下午也主要以老年人交流
和桥牌为主，且缺少青年、中年及儿童活动空间，尤其该区域
距离学校距离较近，中小学生放学以后，没有可以玩耍和互动
的装置。

1.3  植物种类单一，缺乏保健植物及生态化的景观设计
为了控制成品，很多绿地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直

接进行无设计的简单的绿化栽植，以此达到绿化率的要求。
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当代社区公共空间尤其是小面积空间
中植物景观的设计较为单一。在植物种类的选择上，主要以
常见的植物种类为主，缺少具有杀菌消毒功能的保健类植物。
在空间的规划设计中不能很好的结合海绵城市的理念进行开
发和设计。

1.4  在植物的配置上，没有很好的考虑周边环境及人们
不同季节等功能需求。

植物是具有生命力的特殊的景观要素，其具有很好的造景
及生态、形成空间等多种功能。在空间设计时要综合考虑空间
中植物要素对光照、季相变化的搭配及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小
微空间的植物配置，更应该考虑其安全性、保健性同时要考虑
好人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常绿植物和落叶植物的搭配及种植位
置。在该区域空间中存在，老年人活动区冬季缺乏日照，配置
常绿针叶乔木；活动健身区缺少释放氧气较多的植物，个别近



2021【3】10  3 卷 10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 08 •

景植物带刺等问题。
1.5  在街角处及主要出入口，植物配置缺少特色，辨识

度低
这个问题在整体的沿河空间设计上普遍存在，在河流和道

路的交汇点、街角空间、城市主要道路的转折处等缺少具有代
表性的能突出空间文化的主景的设计和处理，导致城市道路缺
少特色。影响人们参与空间的带来的审美体验。

2、基于健康活动需求的社区公园景观优化策略

2.1  梳理长安皂河文化，提炼设计元素进行整体空间设
计规划

在城市规划设计中要遵循整体化原则、个性化原则、多样
性原则、同一性原则。遵循整体性原则有利于营造整体城市形
象，遵循个性化原则有利于实现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在本次调研的空间中同样适用这样的原则，在满足整体空间的
生态性、观赏性等适宜环境的同时，提高不同区域环境的个性，
凸显空间的中皂河沿河流域的文化和特色。进一步利用空间的
特色，吸引生活在该空间周边和居民，进行户外的活动，提高
人们参与公共空间并进一步引导人进行锻炼，提高人的机体性
能的作用。

2.2  营造利于全年龄段参与的活动空间
在本区域空间中，对空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老年人与儿童

群体。该群体对社区空间的共同需求包括出行环境的安全性、
在设计上强调地方特色可识别性、尽可能考虑老幼共享的公共
空间的社交适宜性和老幼可共同参与体验的空间体验性。通过
设置趣味性的活动空间以吸引儿童集聚玩耍等精细化社区公共
空间的规划设计和完善内部设施配套，赋予社区公共空间以社
会交往的功能。

积极开发多功能空间装置，使其在小空间中也可以满足人
们的休息、玩耍、交流等并可以进行可移动式的多功能组合，
给予参与者更多的互动性和体验。在空间的设计上对功能空间
进行设计时，提高空间的多功能利用率，使空间不再单纯的只
是休息的场所或者只是运动的场所，使其可以使人们自发的开
发出更多的功能，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2.3  增加植物多样性，合理利用保健植物
保健植物是指对保持人身心健康有着明显功效的植物。根

据研究显示，大多数的植物对于人们来说具有使得人们身心愉

悦、增强体质、延长寿命等的价值。随着社区环境问题的出现，
保健植物的应用逐渐受到大众的重视。在社区微空间的改造设
计中，设计者可以利用空间的处理，引导社区居民进入某个特
定的空间进行体验，从而达到健康保健的功效。还可以适当的
增加保健植物的应用比例。

2.4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应用
在小微空间的改造设计中，为了更好的凸显生态、健康的

设计原则，进一步利用雨水花园等的设计理念，在现有空间的
基础上，增加雨水的可渗透性及蓄水功能的处理，使雨水能更
发挥有效的作用。使可持续发展可以让小区域的环境形成良性
的循环系统，进一步吸引生物多样性的到来，提高空间的丰富
性和自然性，进一步提高人们在空间中的体验感和愉悦感。

2.5  优化植物配置
自然环境较好的区域适合进行亲近自然活动与社会交往活

动。在空间的设计上，需要梳理该沿河空间的主要空间节点，
结合空间节点及氛围营造、交通等方面的需求进行植物配置的
优化设计，是植物结合小品、雕塑等形成有序的空间序列和文
化景观线。赋予绿化空间以更多的社交空间功能，提高居民参
与户外活动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居民身心健康。与此同时，
进一步分析人们在不同面积公共空间下的行为特征，结合春夏
秋冬不同的季节分析居民对于阳光、空间、空气、通风等的需
求的情况下进行植物的配置和设计，满足居民的需求，形成适
宜的空间环境。

3、结语

健康社区微空间的优化设计应该以最大化的满足社区居民
的生理、心理、审美、文化等的需求，创造出健康生态的社区
环境。通过空间的优化设计提高人们乐于参与空间的强烈意愿，
为社区居民创造出更多的参与性、体验性、互动性的空间。利
用社区居民参与空间的意愿，进一步提高人们参与锻炼的心理
和行为，乐于交流的行为，使人的身心得到放松，提高人的身
体机能和抵抗力。通过空间优化达到环境与人的优化循环，实
现健康社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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