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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室外环境整治提升改造策略研究

张冠峰*

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太原��030001

摘� 要：随着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和不断开发建设的住宅新楼盘，城市住区建设走向了高潮和饱和，人们的生

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些老旧小区，虽能满足居住需求，但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

求，选择合适舒适的生活环境，所以老旧小区环境整治提升改造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本文对老旧小

区室外环境整治提升改造策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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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意义

通过实际改造案例对老旧小区建成环境进行研究，明确当前老旧小区室外环境改造的主要问题，设计科学的改造

策略，在完成环境更新的基础上，从实际角度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改造策略，保证改造的可操作性。针对目前

的老旧小区现状，不采取大拆大建的整体改造，对小区文化破坏较大；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综合整治，只能达

到示范效果；而采取环境微改造的方式，建立老旧小区提升改造的有机可持续常态设计机制。

2��室外环境现状研究

�����老旧小区室外环境评价体系建立

明确老旧小区室外环境要素的构成是评价体系建立的基础，室外环境包含物理环境要素和构成环境要素两大方面，

其中构成环境要素分为安全性、道路交通、停车、小区形象、公共服务配套、市政基础设施、绿化环境七个方面>�@。

�����改造前室外环境现状问题调查

设计前期对始信花园小区的现状采取了多个时段，多种天候，多次采集数据的方法，进行了实地踏勘，深入调

研，并对小区内居民随机进行了问卷采访，又通过无人机以及人工测量等多种方式绘制出了准确的小区地形图，通过

行走设计、定点留驻、闲话家常多种形式，走进居民中，广泛听取征求意见，全面真实地收集诉求反馈，为深入地分

析小区现状调研，提供依据。

*通讯作者：张冠峰，汉，男，����������，山西太原，本科，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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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环境要素——安全性

通过实地踏勘走访，小区存在安全隐患：①小区共有两处带值班室出入口，分布在南北两侧，值班室在使用状

态，但道闸已经废弃，小区处在常年开放状态，小区内人员混杂，急需封闭管理；②小区楼道单元门处于废弃状态，

人员随意进出；③小区路灯布点现状不够均衡且数量不足，存在西侧大面积空间夜间无路灯照亮，存在隐患；④围墙

被人为损坏，造成小区不能封闭管理；⑤路面破损严重，以及沿路严重破损的雨水口井盖处也存在安全隐患>�@。

�������构成环境要素——道路交通

小区现状交通道路有三种等级，小区主消防车道，园区主路和宅前路，消防车道，园区主路的宽度合适，但没有

形成环路，存在道路死角。白天非早晚高峰时段，小区路况良好。在幼儿园上学、放学时段，校门前缺乏家长等候

区、非机动车停车区，造成拥堵。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段，小区缺乏合理交通导流措施，环道不畅，停车位紧张，交

通拥堵，阴雨天交通情况更加堵塞。

�������构成环境要素——停车情况

小区现有三处非机动车库（棚），机动车停车位不足且分布不均，现状以植草砖和混凝土路面、铺装划线停车位

为主，均存在不同程度破损。小区居民多占用春风路、春雨路临时停车位，早晚高峰期易造成交通拥堵>�@。

�������构成环境要素——小区形象

区现状有四个出入口，其中南北侧面向春风路和紫蓬路（修建中）各有一个主要出入口。但小区大门形象不佳，

小区/2*2标识不明显，门卫室简陋。住宅楼建成年份不同，外立面样式风格不统一，建筑立面无特色，与周边学

校、单位无法融合协调，无文化特色。

�������构成环境要素——公共服务配套

小区公共服务设施年代久远，损坏现象颇重，小区路灯布点不均，宅前夜间照明未设计，电线随意搭接，线路杂

乱危险，部分电力设施只做了简单维护，影响绿化景观效果。小区公共活动空间面积充足，但缺乏人性化设计，老年

活动空间和儿童游憩空间的划分缺失，大量场地被绿化和晾晒区占用。

�������构成环境要素——市政基础设施

小区雨污水现状分析：某花园小区室外雨污水管网于����年实施过局部改造，存在问题：①现状雨水主管管径偏

小，不满足现行规范要求；②现状波纹管排水管存在老化、变形、破损情况；③单体户线管未能实现雨污分流；④单

体外墙雨水立管存在少量破损；⑤部分单体宅前路、部分环道路缺乏雨水口，小区道路现状雨水口破损严重，小区雨

水口布置不合理。见图�。

图1��小区雨污水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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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环境要素——绿化环境

小区景观较多且样式种类丰富，有较多较大的景观节点，存在停车占用绿化现象，也有部分绿化被晾晒场地占

用，部分草坪绿化未修剪养护，灌木丛杂乱未修整打理，部分宅前草皮退化地被裸露，绿化生长多年遮挡底层住宅的

日照>�@。

3��改造设计策略

①�对于安全性的改造，主要在出入口管理，增加人行和车行道闸，统一管理，对破损围墙进行修补，路灯点位增

设以及监控安防技防提升。

②�对于道路交通的改造，消防道两侧增设人行步道，实现主干道人车分流，防止机动车占道停放，保障消防车道

畅通无阻。对小区现状道路基层修补翻新，合理拓宽宅前道路，规划车辆就近停放合理，规划回车场地，打通小区消

防环路，实现小区交通畅达合理。

③�对于停车情况的改造，本着以人为本，生态宜居的态度，在保留长势较好的乔木的原则下，根据实地勘察，合

理增加停车位，提高小区居民户均车位比，优化生活品质。非机动车停车，在住宅楼北侧增设非机动车停车场地，翻

新翻建非机动车库，特别在非机动车库涉及不到的范围增设非机动车地面停车场地。

④�对于小区形象的改造，对小区的主入口进行整体形象提升，改善沿街立面，完善城市居住区形象，展示小区风

貌，彰显城市特色。见图�。

图2��花园小区改造方案版立面效果

⑤�对于公共服务配套的改造，增加适老化改造和儿童活动空间设计，对休闲活动配套场地进行大小空间的嵌套模

式，功能需求的融合与分割>�@。

⑥�对于市政基础设施的改造，实现三网入地，疏通、翻建地下管网，实现小区雨污水彻底分流，清通、补建化

粪池，更换破损盖板，增设一体化雨水处理回用系统，处理后用于小区绿化喷灌、道路浇洒、非传统水源合理循环

利用>�@。

⑦�对于绿化环境的改造，对现状乔灌木进行梳理，移除位于新增硬质场地的乔灌木，对部分品种搭配杂乱的植物

合理移动配置。对层次单一、生长杂乱区域的植物梳理补充，结合新建硬质空间，形成特色景观环境>�@。

4��结束语

老旧小区的室外环境整治提升改造，保证社会公众多元参与，对原有环境建筑以保留为主，少量新建扩建为辅等

方式，通过提升改善居住生活空间环境、完善社区配套功能，通过城市修补的方式开展老旧小区的室外环境微改造，

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对具体改造措施进行分析描述，从而探讨老旧小区室外环境品质提升策略。当然本研究还存在

较大的不足，希望在以后的设计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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