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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进程中街道景观设计关键点研究

卢兴达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第一分公司�浙江�杭州�311200

摘 要：街道景观起到美化城市空间、改善空气质量、维护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形象等作用，是城市更新进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优化街道景观设计质量，与城市更新更加贴合，本文对街道景观设计关键点进行分析，提出

优化绿化植物配置、丰富功能结构设计、提高景观生活实用性、融合地域文化特色扥策略，期望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

供参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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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城市不断更新发展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

挥街道景观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将建筑、广

场、植物等要素合理搭配组合，形成具有文化价值与审

美价值的街道景观，为城市居民打造满足生活与精神需

求的环境空间。城市更新也要注意保留传统历史文化，

在设计街道景观时也需要结合地域文化特色，让街道景

观更具人文价值，成为展现城市良好风貌的窗口。

1��城市更新进程中街道景观设计原则

1.1  以人为本原则
城市街道景观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基本原则。

城市精神要求人们具有自治、自由和自我的精神，即由

下而上的公民精神。因此城市街道景观设计和更新过程

中，要将市民的参与意愿和要求都充分调动起来，使之

成为一张充满活力与特色的城市名片，充分展示城市的

美好生活[1]。城市街道景观设计质量，取决于它对人的吸

引力，设计美观性与实用性兼备，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

生活需要，才是景观设计的核心。

1.2  整体构造原则
在设计时必须注重整个街道景观的整体性。街道道

路景观的设计目标就是要用生活和艺术的手法，给城市

增添审美意象，既能满足市民的功能需要，又能给居民

带来审美享受。因此，城市街道景观的设计要与城市特

色形象相契合，并符合城市更新变化方面，避免在城市

中格格不入。

1.3  继承历史原则
城市更新是为了改善城市风貌，并不完全是以新代

旧彻底抛弃原有事物，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微更新”，

既能保留原有传统，又能让街道景观设计焕发新活力，

以新时代眼光对旧城进行改造，为其注入新生机，创造

更为和谐的城市环境[2]。挖掘遍布在城市每一个角落的历

史，将历史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现代化表达方

式，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更新成本。城市道

路景观设计应挖掘老建筑的文化内涵，并通过新的艺术

手段进行处理加工，使其呈现出历史文化价值。

1.4  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目标，而且也是促进城市不断更新

发展的重要思想，从实际出发，将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

统一起来，有利于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发展。城市街道景

观向生态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是必然趋势，在改造中

也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注重对自然景观元素的运

用，为城市居民提供更自然清新的景观感受。

2��城市更新进程中街道景观设计应用

2.1  街道绿化设计
在进行绿化设计时可以采用广场、长方形、圆形等

空间布局，栽植花木，创造池式绿地。如果树池高度比

地面低，可以在地面上增设池墙，池墙高度与地面相

同或稍微凸起，既能增大人行道的宽度，又能防止人踩

踏，也能让雨水流入树池中，池墙材料可以使用铸铁或

者钢筋混凝土[3]。车行道边缘到建筑物红线之间的绿地，

被称为人行道绿化带，为了让车行道上的驾驶者可以看

见人行道上的行人及建筑物，在人行道绿化带上栽树时

要留有一定间距，一般间距不能少于2倍树冠宽度。在
街道绿化色彩配置中，可选择红白、红黄、粉紫色等多

种颜色搭配，与绿树形成鲜明对比，提高街道景观观赏

性。街道绿化设计要实现春夏观花、秋赏果实、冬天赏

叶的观赏效果，使街道景观与四季变化相协调，给人以

丰富视觉享受。

2.2  广场景观设计
城市街道广场作为重要的公众活动场所，在丰富市

民闲暇生活的同时，还可以挖掘新的景观空间，建造标

志性建筑，展示城市活力和风貌。为此，城市街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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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需要对原有空间进行适度开发和挖掘，设计出具有

活力、参与性和人文气息的休闲景观广场。在广场上，

将具有鲜明特点的灯光设备、娱乐设施、城市小品等都

要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相融合，这样才能充分地反映出景

观的时代性，同时也能将城市文化传承价值表现出来，

从而创造出具有文化属性的城市生活氛围。在经济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还可以在设计中添加现代设备投影屏幕

等，在展示当地人文风情的同时，还可以在广场中开展

各种主题活动，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

2.3  生活性景观设计
城市更新发展进程中，应该对生活性景观进行补充

和完善，提高绿地占比，加大便利设施建设力度，主动

地对现代智能设施进行补充，以满足居民需要。在这个

过程中，可以考虑将扭腰器、漫步机等便民设施与居民

生活需要相结合，并且还要合理设施造型和颜色搭配，

让它们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实用性、生活性

的便民景观。在绿化植物的生活性景观中，也可以安装

一些智能便民亭，方便城市居民通过便民亭内的智能终

端查询生活信息。其次，从美学角度出发，对便民亭配

色和造型进行美化设计，让它既是街道的一道风景，又

能给居民带来方便，又能加强生活性景观设计效果。另

外，在建设新的生活性景观时，也要注重对其位置进行

合理规划，以增强其实用性与便利性。

2.4  历史景观设计
提炼传统建筑特点，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仿建工

作，创建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街区形象，有效地传承

城市的精神文化和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利用现代

技术和材料设计街道建筑，不仅可以有效地还原街道风

貌，还可以凸显其历史文化底蕴。将街道街景融入老街

区中，实现老街景还原。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要重视开

发旅游业，重点关注具有旅游意义的街区景观，主动将

本地文化资源与传统特征要素相融合，设计历史街区景

观。在街道景观设计中，既要注重景观欣赏，又要与地

方传统文化相融合，对具有强烈文化价值的老旧建筑采

取保护措施。比如，根据游客旅游需要，在街道景观中

设置与周边建筑环境和谐一致的饮水处、座椅等休憩设

施，确保历史街区具有明显人文特征，以此提高街道景

观的历史文化价值。

3��城市更新进程中街道景观设计关键点

3.1  优化绿化植物配置
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具有净化环境，美化街景，

乘凉遮阴等功能。在行道树规划配置中，应结合环境选

择行道树种类，以提高道路园林绿化美观程度，并以美

学表现形式发挥行道树功能。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

个地区的气候类型和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选择城

市道路绿化时，应遵循功能效果和艺术美感两个主要原

则。在选择成活率高、适应性好的本土植物，也要充分

体现城市的地域特征，展现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从审美

视角来看，在城市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行道树，

一般应在2.8m左右或更高一些，而在城市主干道上，行
道树高度则应在3.5m左右或更高。根据道路设计科学选
择缓生、速生树种，并对行道树行距进行适当调整，以

取得最佳观赏效果。在选择植物的时候，可以把观赏度

作为一项度量标准，保证树木树干挺拔、树冠茂盛、枝

叶美观，这样的树木品种具备优美外形，也便于后期开

展修剪工作，并且具有较高观赏性。街道绿化搭配，要

充分利用植物花果、枝干、树叶等不同部位丰富景观层

次，如白皮松、白杨、桂花、枫树、银杏等树木，在视

觉搭配上，要遵循明暗结合、深浅搭配的设计思想，让

景观富有层次感。从气候环境角度出发，建议选用抗风

能力强、根系深厚，不容易出现病虫害、落叶相对较晚

的树种[4]。尽量不要选用带有飞絮、难闻味道、有毒果实

的树种，以免对过往行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行道树

应当具有耐修剪，耐虫害等优势，因为城市行道树生长

条件相对恶劣，要想枝繁叶茂健壮生长，就必须重视养

护工作，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行道树改善环境的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

3.2  丰富功能结构设计
设计师要在街道景观设计中体现出城市的本质特

征，因此在设计中要注意其功能结构，让景观真正发挥

实用价值。街道景观设计不应只关注它对交通的影响，

还应注意它对城市美学的影响，应从整体上全面考量，

丰富功能结构设计。街道景观设计应与城市精神相结

合，不同开发地区的街道景观设计也应借鉴不同设计思

想。例如，高新工业区街道环境设计必须与高新技术风

格相融合，并在设计中体现出科技性。而一些以文化地

区为中心的街道景观设计，则要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融入

其中，并与一些建筑标志、地理标志相结合，再加上适

当植物景观，让不同景观元素和植物搭配，共同营造出

整体街道景观风格[5]。另外，在城市街道景观的规划中，

既要结合各地区设计元素，又要兼顾合理布局。将局部

设计与总体设计结合起来，将不同层次结构、功能结构

等进行统一，充分发挥每一个部分的合理性，提升整体

设计水平，使景观内容更为丰富，从而加强植物搭配艺

术性，提高城市街道景观的总体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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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高景观生活实用性
城市更新要营造现代化城市风格，突出城市发展状

况，丰富城市内生活性景观，提高景观生活实用性，从

而提升城市环境建设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根据现

代审美，在街区各个节点上设置一些具有观赏性和实用

性的景观，既方便人们日常生活，又能改善居住环境，

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作为城市道路景观的基本要素，

如交通、绿化、城市陈列等，都是城市街道生活化景观

的主要组成部分，设计要与实际功能相融合，兼顾综合

性和实用性。例如，在街道景观路面铺装设计中一般使

用沥青路面、砂石路面、混凝土路面、花砖路面等，在

注重美观性的同时也要保证基本功能，如防滑、使用寿

命长、排水迅速。街道景观实用性是随着时代发展和人

们生活方式变化而产生的，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不

仅要增加生活景观丰富度，而且要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例如，对城市更新进程中所缺乏的基础设施进行适

当补充，增加市政管道和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在确

保场地使用功能的同时，合理优化公共设施外观以及布

局，使其融入街道景观，提升景观生活实用性。

3.4  融合地域文化特色
为保留城市传统文化价值，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建筑工艺元素设计街道景观，使景观形态和质感与整

个城市的文化气氛相契合，凸显城市文化内涵，加强街

道景观设计效果。街道景观设计要突出地域文化特色，

提升整体设计水平与文化韵味。从外部来看，景观设计

应能达到视觉效果、造型和趣味，体现文化特色，将传

统与现代相结合，融入周围环境之中，使整个环境景观

得到优化，增加视觉中心点。注重传承与发扬地域文

化，在设计元素的再构建过程中，将传统文化元素提炼

出来，运用新材料、新工艺，烘托出街道环境景观审美

和文化内涵。在色彩运用方面，传统色彩能够增加文化

特征，在设计中使用简单的元素来点缀主体，突出主体

提升景观层次。例如，在设计街道导览牌时，除了要融

入周边的自然环境外，导览牌的造型、色彩和材质也要

与当地的人文特色相结合，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当地的历

史、民俗、自然野趣，让游客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相关信

息。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图案、纹饰

加以提炼和重组，使其更简洁、美观，成为具有地域文

化特色的艺术形式载体。

结论：城市更新需要推动原有城区改造升级，在保

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建筑同时，利用新技术新材料

建设新的建筑设施，相互融合形成和谐统一的景观风

格，融入城市环境，形成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街道景

观。城市更新进程中的街道景观设计应以人为本，满足

城市居民审美需求，兼具较高实用性，为居民提供生活

便利，充分发挥景观效能，使城市环境得到美化。

参考文献

[1]胡治锴.城市更新进程中的街道景观设计探究[J].鞋
类工艺与设计，2023，3(13):177-179.

[2]王慧.城市更新背景下的道路景观设计探析——以
洪泽湖大道（洪泽湖大桥-S348）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为例
[J].建设科技，2023，(23):122-125.

[3]尹昱琦.城市更新理念下的街道景观空间优化——
以杭州萧山宁围街道为例 [J] .交通企业管理，2022，
37(04):70-72.

[4]何广，周静敏.勤海睦邻中心——市井中的设计哲
学[J].住宅科技，2020，40(09):1-5.

[5]张雨婷，严思寒.城市更新背景下街道碎片化空间
景观设计研究——以河北省燕郊镇燕顺路街道为例[J].江
西建材，2023，(01):347-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