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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下疫情对农贸市场空间环境重构的思考

—以十陵友谊综合市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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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0

【摘 要】：农贸市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所，民以食为天，百姓对食的需求离不开农贸市场。农贸市场在

我国由来已久，承载着民间的风俗文化和百姓的衣食住行，从过去的集市到现在的固定点位和专门修建的场所，农贸市场的

建设也越来越规范化，农贸市场的建设与民生密切相关，也对城市面貌和地方风情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城市的人口密度不断

增加，农贸市场作为百姓日常起居的重要场所，因此农贸市场常常成为人流的聚集地。近几年城市发展越来越强调文化性，

城市的面貌也急需更新，在 2020年 1 月武汉农贸市场爆发的新冠疫情以及 6 月北京新发地突发的新冠疫情都将问题的矛头指

向了农贸市场，农贸市场在传统观念中脏乱差的形象也急需得到改善，农贸市场不仅只是买卖食品的地方，也需要承载一定

的文化性和审美性。本文聚焦龙泉十陵友谊综合市场，通过实地调研总结该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市场改造优秀案例，总结

出其重构策略，并结合设计图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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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内容及相关背景

1.1 农贸市场

菜市场又被称为菜市或者农贸市场。2011 年颁布的《标

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规定了菜市场的定义：以

固定商位(包括摊位、店铺、营业房等)和相应设施销售各类

农副产品的经营场所，主要销售果蔬、肉禽蛋及其制品、水

产品、乳制品、豆制品、调味品、熟食卤品、腌腊制品、水

果、粮油及其制品等[1]。

成都市 2007年颁布的《成都市菜市场标准化建设标准》

第三条所指的菜市场为：用于销售蔬菜、水产品、粮油、肉

类、蛋禽类、果品、熟食、副食干杂等农产品和食品，以零

售经营为主的固定场所。本文采用的菜市场定义以 2011年

颁布的《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中的对菜市场的定

义为标准。

1.2 综合友谊农贸市场背景

十陵友谊综合市场卫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江华路 247

号，该市场周围有大量居住区、高校、中小学等，人口密度

较大，社区居民的日常起居在该范围内较为集中，因此该市

场每日的客流量比较繁杂。该市场距离成都大学约 1 公里，

成都大学作为大运会的场地之一，在 2021年将会有大量的

外来人口，整个十陵街道社区都在大量的进行修整，市场作

为十陵居民生活的重要区域，也需要进行再次更新，使得整

体环境与更新的街道相适应，以新的面貌呈现在周围居民以

及外来参赛人员的面前。

2.调研方法及结果分析

2.1调研方法

实地调研共有三名测试者参与。实地调研过程中使用以

下三种方法：观察法、任务法与访谈法。在进入友谊综合市

场之前，先向测试者说明调研内容、试验任务、以及访谈问

题。三名测试者一同进入友谊综合市场，首先观察友谊综合

市场的整体情况，然后开始测试任务，在任务过程中，观察

测试者的行为特征，并通过拍摄与笔记的方式记录被试的任

务过程。任务结束后对被试进行访谈，每一位被试单独接受

主试的访谈。

2.1.1观察法

观察目的：首先主试先了解菜市场的大致环境；其次主

试观察被试者在菜市场的行为动作，了解菜市场的使用情

况。

观察内容：首先主试者观察菜市场的空间划分、基础设

施、环境导视以及灯光等专项设计；其次主试观察被试在菜

市场的行为动作。

2.1.2任务法

任务目的：通过实地考察菜市场，主试可以在消费过程

中得到主观使用体验，并菜市场环境中不足之处。

任务内容：进入菜市场后被试者自行在菜市场进行浏览

购物，并购买相应的产品（水果、调料等）。被试者在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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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及时记录下来。

2.1.3 访谈法

访谈目的：通过对两名被试者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在菜

市场使用过程中不满意的地方，以及可以改进的地方。

访谈内容：访谈内容包括三个主题：功能设置，使用过

程，环境特征。围绕这三个主题提出访谈问题：市场内所设

置的功能是否符合期望？能否快捷方便的购买到想要的商

品？购物过程中遇见了什么困难？市场环境给人的使用感

受如何？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市场环境，哪些地方需要增添

或改进？市场内的拥堵情况如何？是否能够较好地规避疫

情的传播？

2.2 调研结果分析

本文将调研后所发现的问题总结为脏乱差三个方面，以

下进行逐一分析：

2.2.1 脏

根据调查发现导致农贸市场卫生环境脏的原因是地面

排水排污系统点位设置不合理，导致污水无法及时排出，在

农贸市场内形成积水，因此需要设置合理的排污系统点位，

提高排污效率；摊位清洁不彻底容易藏污纳垢，滋生细菌，

在研究过程中对摊位设计进行思考，使得摊位便于清洁；农

贸市场日常经营过程中产生大量垃圾，且垃圾处理不及时导

致垃圾堆积散发出异味，根据不同类型的商品区域设置对应

的垃圾堆放点，便于后期垃圾分类以及再利用。

2.2.2 乱

平面布局混乱、导视系统不完善等原因导致了农贸市场

人流拥堵，在平面布局方面，可将蔬菜区、水果区、禽蛋区、

水产区、干货区、熟食区、肉类区等区域进行划分，再配上

完善的导视系统，明确消费者的购买目标，提高交易效率，

避免农贸市场长期人流聚集。

2.2.3 差

由于农贸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消费者在农贸市场的购

物体验较差，例如：空间灯光昏暗、味道难闻刺鼻、无障碍

设施缺失等，本科研项目通过对农贸市场专项设计进行研

究，来解决农贸市场差的问题。

3.农贸市场环境重构思路与策略

通过对十陵友谊综合市场相关因素的调研以及对相关

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分别从视觉传达和环境设计两个专业考

虑对农贸市场环境进行重构。

3.1视觉传达方面：

通过前期的调研中可以得出，十陵友谊综合市场的导视

系统不够清晰完善。有 40%的消费者认为市场中的指示牌需

要思考或很难看懂，而有 50%的消费者认为综合市场的指示

牌指向不明确或错误。故需在导视系统上进行更新完善，农

贸市场的导视系统的作用是在视觉上引导使用者快速的找

到所需要的产品，从而减少顾客的购买时间。农贸市场额导

视系统需要清晰的将市场进行功能分区，能够简单清楚的表

达导视内容，通过导视设计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次设计过程中需考虑符合消费者的视觉习惯，将导视

位置放在易于被识别的位置，导视系统还需要具有整体性，

要与所在的场所联系在一起，不能只是孤立的整体，需符合

其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导视系统的放置数量也需精炼，过多

的导视系统不但不能清晰的对用户进行指引，反而造成视觉

污染，影响用户判断。另外，不仅要在其中考虑导视系统的

设置方式，也需要考虑其连续性。在设置中也需要考虑其人

性化及适老化,在疫情当下，也需合理设置疫情防控相关的导

视，帮助消费者在市场中清晰防控知识及防控点。

3.2环境设计方面：

3.2.1科学合理的进行空间规划与布局

农贸市场人流密集，对农贸市场进行合理的区位划分和

流线导向可以提高购物效率，减少相关人员逗留时间，从而

控制农贸市场的人流密度，是对当前疫情所提倡的拉开社交

距离、避免人群聚集的响应。同时处理好人车分流，减少对

消费者的影响；减少市场进出口设置，控制人流，减少相关

人员逗留时间，实现在菜市场有效拉开社交距离，增强疫情

防控，改善市场秩序。

3.2.2农贸市场专项设计

农贸市场空间专项设计包括灯光、陈设、导视系统、垃

圾处理等方面，本文站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对以上几方面

的专项设计进行研究，旨在营造美好生活环境。十陵友谊综

合市场环境较差，室内空间缺乏设计感，室内色彩单一，较

陈旧。具有设计感的摊位会增加购买欲望，由此可见当前形

势下大众对于环境心理需求逐步上升，故需在菜市场室内设

计中需要对空间整体进行设计考量，从地面、立面、顶面及

摊位设计入手，合理考量空间尺度、空间色彩、空间材质等。

3.2.3农贸市场空间环境美学研究

在设计中融入当地特色，浓缩文化符号，打造具有特色

的农贸市场。作为与社区居民和地方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

农贸市场也需要具有文化内涵，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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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能带给顾客在心理和审美价值上的需求，对于即将

到来的大运会也能有一个更全新的具有地方特色，展示地方

文化价值的场所。对于空间中的垃圾堆放点也需要重新进行

设计考量，从而全面改善市场的环境与卫生情况。同时在空

间中需要加强无障碍设计，增加空间中人性化的设计，也可

以考虑设置公共休闲空间或景观观赏区，提供全方位更好的

服务环境。

3.2.4 增强防控防疫功能

农贸市场是新冠疫情聚焦点，对农贸市场空间环境进行

重构可以有效改善农贸市场卫生状况、人群聚集等问题，避

免新冠病毒传播，有效控制疫情。疫情当下，大部分人会因

为疫情影响，不会或减少去农贸市场。故从疫情防控角度考

虑，应在入口、出口处设立消毒清洁区域，控制人员，有效

防控疫情。

小结

当前疫情还未完全结束，人们出行还需要尽量避开人群

密集处，而农贸市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场所，聚集

大量的人群，因此针对农贸市场的改造更加刻不容缓，不仅

是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区位规划及人流导向，也需要更加具

有特色、秩序、设计感以及具有更加完善的使用功能的农贸

市场，同时，将成都的地域文化融入其中，充分体现其特殊

性和地域性，为今后成都市其他农贸市场空间环境更新提供

参考和借鉴，营造更加良好的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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