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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居住区规划

针对城市气候问

题的应对策略

刘姝宇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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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规划思搀的日益革新，德

国规划师懈穗城市气候问题的主要方法

也在不断改进。

'970年代以前．。隔离严重污染区

域。被普追认为是解决I业文明所引发

的空气污染问最的■佳手段．1910年

Kassnor在Ⅸ柏林城市建设建议》中嘲

遵7‘城市建设的气象学基础’．并建

议将I＆置于城市±导风向的下风向

1929年德国与俄国城市建设害在乌拉

尔南部设计7 Magnllogorsk城．它由

被绿化带隔离的3个平扦功能带fIr

室通干线与居住B】纽威．由于污染物

传攫范目远远超出1km．Ⅸ雅典宪章》

所提出的要求一‘用1km宽绿带分
％I作盘§和居住功能口块‘一后
来也不再被推广t 1螂年代出现的。I
业园B(IndusⅢepark)。概念彻底使严

重污染B域与±城日得以远距离隔离。

1970年代以后功能分离所引发

的不良社会效应与E太的变通流量受到

批判．功雌混台与生意规划得以推素。

f是．如何解捷±城区曩其附属居住区

自身发展建设所致的城市气候问题被作

为德国城市规划所面临的重要谭蕊。通

过一系列系统而详旱抽研究I作．规划

实践与气候要素的相互作用得以全i总

结．居住日规划所面临的城市气候问题

得以明确与细分．各类问题的应对措施

也更具针对性。巴登·符腾堡州内政部

于1978年出版的《城市建设气候手册》

婚啪№bau配№m}m自ibe㈣蕞亍犏
气候学原理对城市与居住区建设提出重

要建议．1995年Fez自F在其著作《#

市气候*(船枷豫d打舶∞十明确
指出7居住Ⅸ规划应予以解决的气候问

厢及可行措施：德国空间与建筑信息中

心文献精粹(IRB-LIIerafurauslese)÷

的《目住区规划与*放空间规划的气候

摹蒜*计bm幽Ⅺ。『enm船，s渤|u“g}
u删F∞l柏ch8唰洲吼e千、钨B4
修订再版；2004年斯目加特#保月

下属城市气候研究所推m7《城市建

设气候手册网络版*CS日dfe拍u肛^e

m衲a肋“0”Me】．系统地总结7近年

来德国城市规划I作应对气候问题的宝

贵经验爱其运用的先进技术．

“T从4个方面对1970年代“来

女代德田居住医规划应对城市热岛空

气爱噪声污染等问置的有效措施与经验

进行总结．

1遗址

城市气僻学研究襄明．居住区建设

会改变当地空气质量与热岛强度分布状

况。因此，居住区规划选址Ⅱ其开发范

围确定必须同时考虑建设功能对气候条

件的要求厦建成E对Ⅸ墟气侯的影响。

第一针对整十辖区进行的±地气

候条件评估能够充分反驶各地块气候条

件差异．因此它将为居住E选址*

发范目划定以厦各功能设施选址提供

重要依据．在±地气候条件评估I作

中．气候数据的收集丹折与图像处理

等I作步骤不仅应涉Ⅱ气=降水日

照辱基础性散据资料．Ⅱ应包括逆温

天气的主导风向与主要风强．盛夜新

鲜空气的流动情况．基于气候学原理必

须得以保护的开放空间等内窖”1．●尔

区是量早进行土地气候条件评估的地

日。19∞年代．●尔区区域联台会就

为区域内的多数城市编制7。气候功能

囤(K¨mafum∞nska№．图1)。．这为

对气候景件要求较高的功能设施选址与

搬迁(如E阮养老院幼儿园与学枝

等}提供7帮助。近年来．德国各大城

市囊Ⅸ域都积极*展气候器件评估．并

将其作为城市结构调整与居住E选址

的重要依据。例如．在。柏林Ⅱ境国

集(Umwe¨alIas Ber¨n 2005l‘ ’斯围

加特区域气候圈纂(K¨maa¨as Reglon

sIu【lga『l 2008}。中气候条件评佶均

控作为鼍重要的城市气候研究成*■提

变给规划部门．

第=．针对整个辖区进行的城市通

风道规划能够翔实地反映区域通风状

况+因此它雌够为自然保护区划定提供

有力帮助蘧免居住B选址不当引发的

万方数据



E域气候恶化。为7将郁E新鲜凉典的

空气⋯^城市中心并激发城市内部的局

地环流，城市通风道规划。须辅确定位

补偿气流轨迹以爱对城市气候有调节作

用的开放空间。只要居住区建设用地不

占用城市谭R道爱对Ⅱ域诵月i*重要

的开放空间．建设活动就不会对区域

气候产生明显的负Ⅲ彩响。在斯圈加

特。m地g域框架规划lRah唧plan
HaIbhoehenIagen 2008l‘中．城市通

风道规划就被作为部升居住区建设范围

恬订的有力依据：一些居住E建设用地

范围得阻缩小．”个待建项目规划被迫

修改“。由于近地i气流状况受到地形

的严重影响，因此在￡条件进行城市通

风道规划的情况T．居住E选址g须充

分考虑地形因素，自然状况下．垮空气

通道通常位于口地与山皖，因此居住Ⅸ

适台被布置于日照时间更长污染物更

易驱散的山壤或高地。卡尔斯■厄海

德堡莫斯B赫等地Ⅸ均在m坡*发7

居住区．有研究指出．高mⅡ心脏病

扁桃体炎症植物神经紊乱、主气管炎

和哮喘等庸患在这些E域部有望得以好

转”。但靠近逆温线的位置是有害气体

的主要积RB目此山地g住区B须高

于早晚逆温上线．且居住区密度和规模

均不宜过大。另外．降低房屋供暖能耗

有利于袅解空气污染问题．因此供暖能

耗与地形的关系也应该在规划中给予充

丹考虑⋯C固2}．

2开发强度控制

城市气候学研究表明低密度建威

区的热岛效应强度通常较小(表1 J。在

低密度花园城市与点式高层区域中．建

筑物问距较大、立面之间的太阳辐射反

射发散较步被房屋吸收的太阳辐射比

例鞍低；高绿化率使得区域内滞留的雨

水■增加．随后发生的蒹发与植物蒸膳

是地表自然降温的重要造径：茂密的檀

被也能蟹有效降低空气污染控制噪声

传播。因此在经济条件与社会条件允许

的情a下，花目城市型居住区与市郊高

层居住E应该得以提倡：日居住区则应

该采取能够降低建设密度的更新措施，

第一．在气候敏感性鞋高的E域{Ⅻ

城市通风道与补偿气流来源地等l适宜

建设对自然气候扰动最小的花日城市型

居住Ⅸ。由于R有40％～50％的居住

区面积被用作街道，^户道路、停车场

建筑基地或被闲置而其它地表均由树

木、灌木，菜园与花园覆蓝．因此花园

城市的气候特征粪f0于*园．不鲁产生

明显的城市气候效应．虽然住区边缘气

Z舍比周围开放空间高1K．但居住区

÷央的气温不会再度攀升”。如果住宅

高度鞘有增加住宅窖纳扩大为2～

3个家庭．墙体与屋顶i积的变化以及

停车空问的增加就会导致严重的气候恶

化。因此花园城市型居住区的开发强度

B缅得到严格限制。

第=．在±地资源较宝贵的人口密

集区，近郊居住日规划更适宜多布t能

够提供高窖％率的高层建筑。§然高层

居住区对自然气候的扰动略大于花园城

市．但多户台住型住宅的供暖能耗(70

～100w／m2)要小于独立别墅(100—

13dw，m2}。高层建筑适宜布置在居住

日中央．这将有利于居住E通风。午

后．热空气会沿高层建筑的受光墙面爬

升．促成徽循环目此布置在居住Ⅸ中

央的高层建筑可阻从周边区域吸取新鲜

空气。但在多数情况T．高层建筑均被

布置在居住E边缘以提高窖积率。另外．

高层建筑不应用于内城加建．否m0会加

尉内城本已十分严重曲城市气侯同压．

第三，目居住区适宜采用拆除废日

房屋建造地下车库等更新措施降低建

筑密度·通过警曩屋顶与立面绿化等措

施创造绿化空间．激发搬气候。建筑密

度过高缺乏植被被认为是导致旧居住

区过热的主要原因．Fezef等人在海德

堡某居住区更新前后进行的比较研究充

分说明上进更新措施可眦在气候方面获

得成功：更新前院落内的风速只有屋脊

凤建的45％．而更新后将达到55％．同

时昼夜温差变化也将更接近新建区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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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目前博国城市B开始通过强制

性手段在寸土寸盒的老城E推广屋Ⅲ绿

化．如斯田加特建设法规定所有位于市

中心的平屋顶建筑必须布置屋顶绿化。

3交通系统规划

城市气候学研究表明．机动交通I

具会释放大量废气严重制造蟒声：发

动机政热会导致丰流附近气盖上升1～

2K t尾气涡旋Ⅱ可能扰乱附近的搬气流

循环。为T减轻或避免上进负面影响．

交通幕统规划与设计必须从下列4个方

i^手：提倡。共变通屏蔽噪声污染

限制污染物扩教普厦透水性路面材料。

第一．大力提倡公共变通鼓励健

庸的m行方式，不仅利于在新B控制

空气月染与热岛强度．而a能够在内

城限制机动交道流■增加所致的气候

恶化。'∞0年代以来．为了建设。不

依耪机动车(^utoa rm)’的t郊生意住

区．以下措施在德团得以推广：将原有

城市轨道变通线路Ⅱ长!新建居住B内

部．并在其中设i 2～3十*交站点一

减少住宅附近的停车位．并在居住E边

缘建设若干独立停车搂；规划高效率的

机动车路同．并降低机动车道路用地比

例在居住区内部规划独立的自行车路

网．并提高步行线路￡质；提倡功能混

台使各种功能就近建设。弗莱堡市的

RIeseIfe|d居住B与vauban居住日都

是成功的建威索倒．

第=．引^新E的轨道变通与T可

避免的机动变通所释放的噪声B须予以

屏蔽。对此．在道路两衡种植矮树篱是

量简单的牌决方案．但它占地i积轻大。

有研究表明．4—7m宽矮树篱带的降

噪效皋●好．同时Ⅱ可吸收7口％的污

染物．并将废气控制到50％～90％。

在用地紧张的区域．则可将变通千道沿

途地块规划成为混台功能E。沿街布置

的办。与零曹功能将为其后部的住宅功

能提供良好的噪声防护。在地下水位线

允许的地区．可建设T口式轨道变通．

并配“侧墙绿化．

第=．在目前的能源j自费结构基础

上，发动机释放的污染物通常!少自居

住E总污染物释放■的1∞目此机动

车道路的污染物扩散B须得到控制．对

此．沿道路种檀啸叶树量为有效。有研

究指出．树木稀少的道路灰尘台量是林

荫道的3倍“。厚目在于吸附在树叶上

的粉尘会随雨水降落到地表．井被地袁

檀被牢牢目定．i沥青路Ⅲ干燥以后．

灰尘将再发被强风卷起。由于雨水只能

经植物根部引导下渗．目i行道树绿带

更适台采用深报茎闻叶值被．如法国梧

桐．刺槐和银毛椴等。

第口在目前的德国城市设计概念

竞赛评选中．不仅遘路Ⅲ职占地比例被

作为重要的评选标准．％目透水性路面

比例也成为衡量设计方寨。生杏8度”

的关键指标，首先．透水性路i材料允

许地表和地下水分蒸发，从而带走太■

热■降低道路日间蓄热■降低夜间

热岛强度．其袁．它允许雨水裕^地下．

减少开发活动对i然水循Ⅱ的f预z再

寰．它能够有效减少暴月Ⅲ发的地袅径

流藏轻市政排术系统Ⅱ力．并防止道

路周边绿化受到侵蚀。适用于道路与静

态交通表Ⅲ的透水性铺装主要包括3娄

透水沥青接缝Ⅲ积比倒较大f30％～

40％)的地砖铺面檀草砖”。限速低

于30k州h的道路路Ⅲ就不g铺设沥青．

适宜采用日间蓄热能力较弱，暖水能力

鞍强干燥周期较短的话表面地砖。由

女z nI：■■m∞“■月m^m目蛾￡■R∞'*tR” 女3 xIHm镕”■■m§■■Jf∞*≈htm“‘

⋯㈣⋯■●I c

≯⋯⋯?_⋯⋯⋯
5§≈n日&#1≈■”1f*#■*∞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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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期处千阴影之中的草地会在两年2

内十拮目此在间频繁使用或日问偶尔

使用的停车位适宜铺设草砖自日问频

繁使用的停车适宜铺设地砖(圈3、4)。

4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气候学W究表明居住E中的

树木与植被发芽较早直到秋季还根茂

盛．请节气候的效率mt高十市郊的树

木建筑与树木间的温差会造威气压差．

激发‘补给凤(^usgIeIchswInd}-。”；

树木会降低强R风速，几乎完全允许弱

风通过而墙壁则会完全挡住弱风将

强风转化威涡流(圉5】，因此居住Ⅸ

规划应充分发挥绿地幕统调节空气质量

段引^与激发空气流动的机能。为此．

绿地系统规划癖额注意以T几个问题

保留与建设对s地气候至关重要的绿

地建设大型绿地、选择台《的绿地组

织结构、管理与维护私人花园。

第一．在居住E规划前．建设委员

会有必要针对开发B域的气候要素进行

评估．掌握通风受限程度夜间气温升

高幅度等气候特Ⅱ从m决定需要通过

建造规划予以保护或增加的绿地爱其规

模．1974年版的德国《建造法典》就

已经将开放空间保护纳^建造规划的

工作范围之中。在“域市气候》(册s

m"8幽rS№啪一书中．％玛f城E域
气候维护角度对绿化僳护与植被种檀区

域优先额序提出的建议值得参考【表3}．

第=．为7充分发挥绿地谓节区域

气候的功能，居住区规划应该尽量集中

安排建设用地．为布i大型绿地提供有

利条件。绿地面积越犬．其中央区域的

夜问气温越低。而公园面积厦其降温范

围的研究显示：绿地面积越太．其中生

成的琼囊空气的降温范围就越大t同时

i积小于15h一的公园降温散率量高“．

因此将小型绿地整台成几个均匀分布的

大中型绿地非常利于抑耕城市热岛扩

散．同时也锟满足居民的可迭性要泶．

第=．为7促进区域通风．缓解城

市热岛．小块*共绿地专用绿地宅

旁绿地与街道绿化组成的绿化网络B须

※用台*的镕织结构。轮轴放射型绿地

泵绕(spelchensyslem)与芟x型绿地

系统(Oue rverblndu”gen)最为常用：

前者试图利用局地风场引^城郊新鲜的

冷空气适用于静风i气高发地区以Ⅱ

存在或临近大型水i的E域．后害试图

从多个方向引^气流．适用于季风E。

Kunler的研究表明：城际0路干线、轨

道交通路线绿化与水i均可作为空气

引导通道．但由绿带与水面引^的空气

质量最佳”’。M3yer与MatzarakIs曾

经基于通风能力对绿地或水i单￡的

形态建设提出建议：空气动力学相糙度

zosO 5m长度最少50。m最好选

到1∞oITl宽度不应小于30m最好

达到50m；边缘均匀．即￡大型建筑或

植被突出物一障碍物的有效宽度尽量小

fslO％×通道总宽度J．障碍物高度

T超过10m相邻两个障碍物高度与水

平间距的比值不应超过01{建筑物)和

O科树木P。虽然这些建设尚不全面

有效性也仍需检验．但它仍然能为规划

导则的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第口．私有花日与。共绿地对城市

气候具有同等价值，因此也应得以管理

与维护。对此．相关部门可以通过Ⅱ境

概念宣传．组织目艺竞赛等措施．鼓励

居民降怔花园中鹄硬质地面比鹤普及

有利于女地气侯的植被。

5绪语

当代德国居住区规划针封城市气候

问题的应对策略与相关措施充分展现了

通过规划手段避免与改善城市气候问置

的可能性．可以为最国生吝化城市环境

的规划与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对于居住区规划来说．空气

污染物丹布状况昼在新鲜空气的渔动

情况，噪声分布状况污染物分布状况

等勘焉贺科是鼍为重要的基础贺科。政

府有必要组鲰^力物力错力．通过勘渭

统计模拟等手段充分获取车辖区详自

的气候条件基础信息．进行综台性的土

地气候条件评怙公示目视化的研究成

*。公共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将为生

态化的居住口建设提供便}0。

其发居住E规划I作有必墨引^

气侯学家．规划师应充井考虑气候学要

求。规划师越晚考虑气候学要求．规划

设计适应§地气候紊件的能力就越小．

日能造威的负面影响就莲太。斯图加特

市政府于1938年*始雇佣气候学家

在环境保护局设立城市气候科．以应对

日域气候变化对城市建设的挑战。

最后，规划师应大力推动城市气候

学研究成果在城市规划中的转化与实

践。大■建成结$日月以验Ⅱ或恪E域

市气候学研究成果．多学科台怍的规划

实践将为科学的I作方法探素与是话鸽

规划制度创新提供重要平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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