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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方式探讨

郝 龙
北京方寸实践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100102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更新成为当今城市规划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特色街区作为城市的文化名

片和活力源泉，其景观设计改造尤为关键。本文旨在探讨城市更新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方式，分析改造的

原则、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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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更新是对城市中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和经济

发展要求的地区进行有计划的改建活动。特色街区作为

城市中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商业价值的区域，其景观

设计改造不仅要满足功能性需求，更要彰显城市文化特

色，促进城市活力。

1��城市更新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原则

首先是保护性原则，强调对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的

保护。在改造中，必须尊重街区的历史元素，避免盲目

拆除，确保新设计与整体风格协调，维护文化完整性

和历史延续性。其次是可持续性原则，注重环境友好和

资源节约。改造活动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选择环保材

料，采用绿色施工技术，减少环境负面影响，并合理利

用资源，避免浪费，提升街区生态品质。再者是人本主

义原则，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改造不仅关注物质要

素，更注重创造舒适、安全、便捷的公共空间，让人们

在其中自由活动、交流互动，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关

怀，使街区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活力提升

原则，旨在激发街区的经济和社会活力。改造需注重功

能多样性、空间灵活性和文化包容性，吸引人流、物

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增强

街区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力，使其成为城市发展的有力引

擎。遵循这些原则，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将更好地服

务于城市居民和城市发展。

2��城市更新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策略

2.1  空间重塑策略
空间重塑策略的核心在于优化街区的空间布局，提

升空间利用效率，从而打造多功能的公共活动空间。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了解街区的现有

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通过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一些空间利用不足、功能单一的区域，这些区域往往具

有巨大的改造潜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制定出一系

列的空间重塑方案，如重新规划道路系统、调整建筑布

局、增加开放空间等。这些改造措施不仅能够有效地提

升空间利用效率，还能够为街区注入新的活力。例如，

通过打造多功能的公共活动空间，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

人群聚集于此，进行各种社交、文化、商业等活动。这

样的空间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还能够促进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从而增强街区的凝聚力和归

属感。此外，空间重塑策略还应注重街区的整体性和连

贯性。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应确保新的空间布局与街区

的整体风格相协调，避免出现突兀和断裂的现象。[1]同

时，我们还应注重街区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改造后的空

间能够长期稳定地服务于社区居民和城市发展。

2.2  文化表达策略
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

文化表达策略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

精心设计的景观元素，充分展示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

从而增强街区的文化认同感。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

要对街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梳理。这包括对

街区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全面

的了解和研究。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准确地把握街区的

文化脉络，为后续的景观设计提供有力的支撑。在景观

设计过程中，应注重将街区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到设计

中去。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利用雕塑、壁画等

艺术形式展示街区的历史故事和人物；通过保留和修复

历史建筑，再现街区的传统风貌；通过设计具有象征意

义的景观小品，传达街区的文化精神等。这样的设计不

仅能够让人们在欣赏景观的同时，深入了解街区的历史

文化，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街区的文化认同感。当人们走

在这样的街区中，会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和文化

底蕴，从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2]。在城市更新

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应充分重视文化表达策

略。通过深入挖掘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将其巧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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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到景观设计中去，可以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文化

底蕴的特色街区，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3  生态绿化策略
城市更新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生态绿

化策略是提升城市环境质量、打造宜居环境的关键一

环。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增加绿化植被，改善街区

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创建一个宜人的城市绿洲。具

体而言，生态绿化策略要求在街区改造中，充分利用现

有空间增加绿化面积，如街道两侧、建筑间隙、空闲地

块等。通过种植树木、灌木、花卉等植物，形成多层次

的绿化体系，既美化街区环境，又提供阴凉、净化空

气、减少噪音等生态功能。此外，生态绿化策略还强调

绿化植被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在选择植物时，应优先

考虑适应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避免引入可

能造成生态入侵的外来物种。同时，要注重植物的季节

变化和色彩搭配，营造出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景观效

果。实施生态绿化策略不仅能改善街区的生态环境，还

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游憩的绿色空间。在这样的街

区中，人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绿地，

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感受城市生活的美好。

2.4  智慧科技策略
在城市更新的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中的

智慧科技策略显得尤为关键。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积极

引入现代科技手段，以此提升街区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进而为市民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实施智慧

科技策略，首先意味着在街区改造过程中融入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例如，通过安装智能监控

设备，可以实时监控街区的安全状况，确保市民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通过设置智能导览系统，可以帮助游客更

加方便地了解街区的历史文化和特色风情。此外，智慧

科技策略还强调利用科技手段提升街区管理的效率和便

捷性。例如，通过开发移动应用平台，市民可以随时随

地查询街区的商户信息、活动安排等，享受一站式的信

息服务；通过引入智能支付系统，可以实现无现金交

易，提高购物和消费的便捷性。更重要的是，智慧科技

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推动街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收集和

分析大数据，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市民的需求和偏好，

为街区的规划和改造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引入节能环保

的科技产品，可以降低街区的能耗和排放，实现绿色、

低碳的发展目标[3]。

3��城市更新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方法

3.1  调研与分析
在城市更新的理念下，对特色街区进行景观设计改

造的首要方法是深入的调研与分析。这一步骤至关重

要，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街区的基础数据，并揭示了改

造的可能性。调研应涵盖街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

景。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探究街区的发展轨迹，了解其建

筑风格、文化传承以及社会结构。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细

致研究，我们可以捕捉到街区的独特魅力和核心价值。

同时，分析街区的现状问题和改造潜力也是调研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要求我们实地考察，观察街区的空间布

局、交通状况、环境品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这些

问题，我们可以评估改造的需求和紧迫性，并探索潜在

的解决方案。调研与分析是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基

石。只有通过深入、全面的调研，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街

区的特点和需求，为后续的改造设计提供有力的支持。

这一过程不仅是对数据的收集，更是对街区历史和文化

的尊重与传承。

3.2  规划与设计
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的

方法之一便是细致入微的规划与设计。这一环节对于改

造项目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它要求我们制定出一份详

尽的规划设计方案，确保改造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首

先，规划设计方案应明确改造的目标。这包括提升街区

的整体环境质量、塑造独特的景观特色、激活街区的经

济活力等。只有目标清晰，改造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其

次，规划设计方案还需详述改造的内容。这涵盖了街区

的空间布局优化、景观元素设计、公共设施完善等各个

方面。每一项内容都需经过精心策划，以确保改造后的

街区既美观又实用。最后，实施步骤也是规划设计方案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指导着改造工作的具体开展，

包括施工顺序、时间安排等。合理的实施步骤能够确保

改造工作高效且有序地进行[4]。规划与设计是特色街区景

观设计改造中的关键一环。一份完善的规划设计方案能

够为改造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引，确保改造目标的实现。

3.3  公众参与
在城市更新的理念下，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不仅

是一项物质空间的重塑工程，更是一次社会民主实践的

过程。因此，公众参与成为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

法。公众参与意味着在改造设计的各个阶段，广泛征求

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这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社区会议、

公开讨论等多种形式实现。公众的参与不仅能够帮助设

计者更好地了解民众的需求和期望，还能够确保改造方

案更加符合实际使用情况，提高其实用性和满意度。同

时，公众参与也增强了改造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4��案例分析：河南周口沙南老街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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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城市更新的浪

潮中，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通过公共艺术创作，让

沙南老街焕发新的生机。这不仅仅是一条街的改造，

更是一次对历史的深度挖掘和文化的传承。在沙南老街

的规划设计中，公共艺术创作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这

些创作不仅尊重了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在服务于现

代城市生活的同时，展现了周口独特的“文化符号”和

“历史价值”。通过对文化的艺术提炼，街区成为了一

个能够讲述城市故事、展现历史风貌的生动课堂。公共

艺术创作在沙南老街中呈现出三大篇章：漕运文化、街

市生活和现代风貌。每一篇章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

艺术手法。在漕运文化篇中，通过复原船家停靠、货物

搬运等场景，以及艺术化处理的漕运货物元素，街区重

现了周口作为漕运重镇的辉煌历史。街市生活篇则通过

老街市片区的历史场景复原，展现了商贾交易、手工艺

人工作等生动的生活画面。而现代风貌篇则巧妙地将现

代材料和造型与生态景观空间相结合，营造出轻松愉悦

的生活氛围。在规划布点上，共设置了22件/组公共艺术
创作。这些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它们散落在街区的各个角落，与周围的环境相互融

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和历史韵味的空间。

其中，《街市船坊》（图1）、《商贾生活》等作品通
过细腻的刻画和生动的表现，展现了周口街市的繁华景

象和商贾文化的独特魅力。而《漕运周口》、《渡口货

运》等作品则通过宏大的构图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周

口在漕运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图1��《街市船坊》效果图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风貌篇中的作品在保持历史韵

味的基础上，注入了现代设计的理念和元素。例如，

《西坑渔影》通过提取渔网造型，将历史坑塘文化与现

代景观空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趣味生活》系列作

品则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将公共艺术融入生活场景，增

强了街区的亲民性和互动性。

图2��《西坑渔影》效果图

河南周口沙南老街的规划设计是一次成功的城市更

新实践。通过公共艺术创作的方式，不仅保护了街区的

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还激发了街区的经济活力和社会

活力。同时，这种以艺术为媒介的城市更新方式，也为

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结语

特色街区景观设计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遵循保护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人本主义原则

和活力提升原则。通过空间重塑、文化表达、生态绿化

和智慧科技等策略，以及调研与分析、规划与设计、公

众参与等方法，可以有效提升特色街区的景观品质，促

进城市的整体发展和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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