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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道规划建设创新对策研究
———以西安城市风道景区为例

薛立尧 张 沛 黄清明 田姗姗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陕西 西安，710055)

【摘要】根据生态城市建设要求，针对近年来凸显的城市气候与环境问题，以我国北方典型平地城市———西安为对象，通过实

地风象数据监测，结合城市自然基底、历史格局、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构建城市风道分级体系，提出并阐释“风道 + 景区”规

划建设模式; 对城市主风口、各级风道、风级与风向转换地带、末端渗风区与高频静风区等进行统一规划布局，同时拟定“风道

景区”具体规划建设方案。最终提出相关规划对策与保障措施，为我国城市风道规划建设提供创新实践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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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风道又称城市通风廊道。城市风道规划

建设，即为根据常年气候特征与近地面空气运行规

律，对城市开敞空间进行梳理、优化，对城市建设加

以控制、引导，形成利于城市“输风、引风、导风、通

风”的廊道型空间及其网络体系，从而使外来风途

经建成区尽少受阻并保持风力较少衰减; 同时带动

城区局地空气流动与循环，保证新鲜空气不断送

入、污浊空气迅速排出，并从整体上起到缓解城市

“热岛效应”与雾霾天气的作用。
传统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气候规划内容，对通

风因素的考虑较为欠缺。高强度的城市开发建设，

未能留出合理的通风空间; 高大建筑物簇拥在一起

形成“风阻”地带，致使内部城区静风频率增高，通

风不良。为缓解城市环境问题，改善城区小气候与

空气质量，就需要加强城市风象监测与通风研究，

并结合城市生态基底、历史本底与建设现状，对风

道建设进行“主动式引导”与“被动式优化”，排除阻

碍、降低干扰，真正打通风道“经络”，从而使城市的

结构与功能在生态、气候、环保等方面得以进一步

完善。

1 “风道”研究现状与“风道景区”构想

1. 1 国内外“风道”研究动态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城市气候与城

市通风进行了许多研究，如: 1979 年德国学者克里

斯将城市通风系统分为“作用空间、补偿空间与空

气引导通道( 即风道) ”; 2003 年我国香港中文大学

吴恩融教授提出利用“风速比”来评估建筑物对周

边风环境的影响，匡晓明提出“区域内的建筑密度、
自然植被及与相邻开敞地区的通达性等都对风速

比有影响”［1］; 2010 年华中科技大学余庄教授以武

汉市为例，对夏热冬冷地区城市提出“广义通风道”
规划方法及实施策略［2］。

与此同时，各地也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与规划

实践，提出了城市风道建设的大致标准。德国卡塞

尔大学气象学教授提出城市风道在某一方向上的

长度至少是 500m，最好能达到 1000m 以上，宽度至

少为边缘树林或建筑的 1. 5 倍，最好达到 2 ～ 4 倍;

武汉市把长度 1000m 以上、宽度 200 ～ 500m 作为基

于城市风道设计的宏观层面控制范围，把长度 500
～ 1000m、两侧宽度约 200m 作为微观尺度上的最小

控制范围，对在范围内的城市建设进行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控制设计指引［3］。
1. 2 西安市“城市风道景区”建设构想

2016 年 1 月 24 日，陕西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

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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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 2016 年 2 月 1 日，西

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将风道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

加快构建山、水、塬、田、城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

2016 年 2 月 19 日全省城市工作会议提出“通过营

造城镇风道，进一步美化人居环境”。由此，风道建

设成为了陕西省当前城乡生态环境规划建设的最

新决策与工作重点，西安也成为了开展城市风道建

设的先行试点城市。
国内外已有研究多针对风道本身的作用、原

理、构成、数据分析和影响模拟而展开，对与风道密

切相关的城市空间协同规划研究( 可称作“风道 +”
研究) 却并不多见。由此，本研究针对西安市的城

市风道建设，在继承既有研究进展、结合自身城市

特质的基础上提出“风道 + 景区”的建设构想; 试图

将城市无形气候系统中的风和有形空间系统中的

景区结合起来，使城市各类开敞空间形成序列、连

成廊道、形成体系，既承载起休闲游憩功能，又发挥

出“通风换气”的生态效用，并最终形成一套可借

鉴、可推广的城市风道规划建设的创新对策与模

式，为陕西省及国内类似城市提供参考。

2 西安城市风道建设基础条件分析

2. 1 西安市大区域( 市辖区) 风环境特征

西安市位于东南沿海湿润气候向西北内陆干

旱气候的过渡带上，兼有两种类型气候特征。因受

局部地形主导因素强烈影响，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

气候。其中，年盛行风的分布: 沿渭河谷地的临潼、
高陵与西安城区中北部为东北风; 蓝田沿灞河川道

多行西北风; 周至、户县位于渭河西去的狭窄谷地，

南部为秦岭，故平原区多行西风; 长安区受翻山偏

南气流影响多行东南风。年盛行风向频率为 15%
左右，静风频率在沿南山一带为 40% 左右，东北部

16 ～ 17%，中部的户县、长安区和西安主城区各地为

30%左右。年平均风速: 西安、临潼以北及南部山区

为 2. 0 ～ 2. 6m /s; 周 至 到 蓝 田 的 中 部 地 区 小 于

2. 0m /s［4］。平均风速的季节变化不显著，秋冬季平

均风速略小于春夏季平均风速。
2. 2 西安市主城区风象条件

通过实地调研，初步梳理出西安市主城区 ( 建

成区及城乡过渡地带) 风象 ( 风向、风力等) 条件，

即: 北部，自“泾渭分明”处逆渭河河道向西偏南方

向行风; 西北部，自草滩经汉长安城遗址向西南方

向行风; 东北部，沿骊山、洪庆原向浐灞河道行东

风; 东部，沿洪庆原、白鹿原间灞河河谷行西北风;

西南部自沣河流域、户县向高新区、电子城行西南

风; 南部与东南部，风力集中带、廊并不明显，区域

内多行南风与东风; 中心城区，为外围各方向来风

的汇集交错区域( 图 1、表 1) 。

图 1 西安城市风道重点区位风向、风速空间分布记录图

( 风象数据监测于夏季晴好天气的日间时段)

资料来源: 实地监测并记录、绘制

2. 3 风道建设当前问题及成因

2. 3. 1 城市形态与主导风向不一致

由于西安城市历史格局、现代路网结构以及各

时期规划建设结果的限制，使得城市中心城区 ( 二

环路以内区域) 道路红线宽度较窄，建筑物布局过

密，同时又缺乏与大区域常年高频风向走向相一致

的各类廊道，从而导致外围风较难集中性、有依循

地吹入城市内部。
2. 3. 2 城区绿地分布关联度低，且缺少大水面

西安城市绿地系统大体呈块状布局类型，各处

公园绿地分布不均、规模不等、年代不一且相互间

关联度弱，未形成贯穿主城区的大跨度公园体系、
开敞空间序列、生态链条或绿色斑块“踏脚石”，从

而难以形成城市通风所要依循的长距离带状空间;

同时，许多绿地宽度较窄、面积较小、绿量较少、植

物较稀，且受外界干扰度大，从而生态效益低下［5］

( 图 2) 。另外，中心城区缺乏河流穿行、鲜有大型湖

面，使得局地的“林源风”、“河风”或“湖风”不易

产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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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安城市风道重点区位风象测量数据统计表

序号* 测量点位置
风道体系

组成部分

测试数据

风速( m/s) 蒲福风级 风向 气温( ℃ ) 时间
1 丈八东路陕西省游泳跳水馆大门 丈八 － 太白风口 1. 3 － 1. 7 1 － 2 西南 37 13: 43
2 西咸秦汉新城管委会楼前广场 草滩 － 汉城风口 1. 0 － 1. 5 1 西北 31 15: 27
3 浐灞国家湿地公园( 南门) 新筑 － 浐灞风口 1. 3 － 2. 4 1 － 2 东北 33 09: 32
4 杜曲东侧少陵原上 杜陵 － 曲江风口 0. 7 － 1. 0 1 西北 38 14: 09
5 沣东·沣河生态景区 一级( 区域级) 城市风道 1. 5 － 2. 3 2 西北 38 16: 15
6 草滩八路渭河横桥 一级( 区域级) 城市风道 3. 6 － 4. 5 3 正东 35. 6 18: 28
7 泾河渭河交汇处( 泾渭分明景区) 一级( 区域级) 城市风道 1. 5 － 4. 3 2 － 3 东偏北 10° 33 15: 45
8 灞上鱼庄 一级( 区域级) 城市风道 1. 5 － 2. 7 2 西北 32 09: 35
9 灞桥生态湿地公园 一级( 区域级) 城市风道 1. 0 － 2. 4 1 － 2 东北 34 12: 20
10 雁塔南路 － 大唐不夜城 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 1. 6 － 3. 3 2 南偏西 10° 34 13: 40
11 小寨东路 － 大雁塔北广场 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 1. 0 1 南偏西 34. 5 13: 50
12 太白南路与科技二路交叉点 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 1. 8 － 3. 0 2 南风 30 09: 36
13 汉城湖 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 1. 8 － 2. 4 2 东北 36. 8 17: 52
14 未央路 － 龙首北路 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 1. 1 － 1. 3 1 北风 28 10: 34
15 自强东路大明宫遗址公园丹凤门广场西侧 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 1. 0 － 2. 3 1 － 2 西北 29 10: 02
16 中国唐苑 一类风道景区 0. 9 1 西北 32. 4 10: 30
17 绕城高速以南 雁鸣湖湿地与浐河 一类风道景区 1. 1 － 2. 0 1 － 2 北、西南、南 34 12: 54
18 唐延路绿带 延平门广场 一类风道景区 1. 0 － 2. 1 1 － 2 西风 36 14: 20
19 香积寺 潏河 二类风道景区 0. 8 1 西南 38 14: 50
20 未央路张家堡广场 二类风道景区 1. 0 － 1. 2 1 北风 33 11: 20
21 钟鼓楼广场 二类风道景区 1. 0 － 2. 0 1 － 2 东北 33 11: 06
22 尚苑路文景山公园小山丘 潜在风道景区 1. 4 － 2. 8 1 － 2 东偏北 21° 30 13: 42
23 公园南路 潜在风道景区 ＜ 1. 1 1 东南 29 17: 15
24 市体育场篮球场 潜在风道景区 1. 0 － 1. 5 1 东北 27. 5 10: 14
25 西二环 开远门天桥 潜在风道景区 1. 0 － 1. 7 1 － 2 南风 34. 5 14: 34

注: * 对应图 1 中序号

资料来源: 实地监测并记录、绘制

图 2 西安市主城区公园绿地分布及种类平面图

2. 3. 3 地形高差阻滞城市边缘对外通风

西安中心城区外围的微地形环境 ( 土塬高岗)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界自然风向城市内部生活

街区及开敞风景地带的流动。如城东的白鹿原，其

宽约 5km，高出城市 200 ～ 300m，阻挡了东部山地丘

陵产生的冷空气气流，从而“封闭”了城市东部边缘

一半以上的“开敞面”和“受风面”; 又如以秦二世陵

所在的少陵原，东西宽 10km、南北长约 20km，面积

广阔，其阻碍了市郊东南方向的来风，增加了该区

域的弱风、静风频率( 图 3) 。

图 3 秦二世陵所在台塬对郊外东南向来风阻隔后风力减弱

2. 3. 4 城市道路宽窄不均、线形不顺，导致风能耗

散、风力降解

由于城市道路自身各段的红线宽度不统一、沿
街建筑体量与街道立面边缘形态的参差不齐，加之

与其他道路或带状绿地连接时口径不对等、走向不

一致，从而造成城市道路网输风、导风过程中的风

力降解与风向偏差，并最终难于实现城市外缘向城

市内核的长距离、大规模、低损耗输风。例如环城

西路( 含环城西苑、护城河、环城公园) 宽度较宽且

道路断面形式具有立体层次，而与其南北相接的太

白路和星火路则较窄且断面单调，加之道路走向的

偏转，使得通风不连贯且逐段减弱( 图 4) 。
2. 3. 5 高大建筑群及城区整体建筑肌理阻挡通风

体量较大且密集林立的现代建筑充斥城市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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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城路及其绿带与太白路宽度不等使得风道不畅

地块，无法成为配合、伴随各类主要廊道与主要开敞

空间序列的“附属带”，缓冲了城市地表上空整体性、
大规模、宽范围的大气流动效果，个别大型高层建筑

更是直接阻挡了城市廊道应有的通风过程。如位于

唐城墙开远门遗址上的“开远半岛广场”的高楼大

厦，对南向唐延路绿带方向及北部汉长安城遗址方面

的来风均产生了阻滞与分解的负面效果( 图 5)。

图 5 开远门遗址处高大建筑对主风道南北向通风形成阻挡

3 西安城市风道分级体系构建

3. 1 城市风系统类型

目前，西安市适用于城市气候规划应用和通风

廊道建设的风环流类型包括: 盛行风( 主导风) 与季

风; 由大型水体所产生的局地风环流系统，如湖陆

风; 由地形、地貌、地物造成的局地风环流系统，如

山谷风、河川风、街道风等; 以及由热压差形成的局

地风环流系统，如城乡风、绿地风等［7］。
3. 2 城市风源地分布

城市郊区、乡村大面积的山体和林地是新鲜空

气与冷空气的生成区域［8］。西安城市主要风源地

包括北部渭河河谷、南部秦岭山脉、东部丘陵地带

( 骊山、洪庆山) 以及西南部广袤乡野地带。其中秦

岭山区腹地是新鲜凉风和下山风的源头区，夏季主

导风向与渭河河谷以及秦岭北麓地形 ( 峪道水系、
台塬沟壑) 的走势与分布相一致。
3. 3 城市主风口方位

城市“风口”多为位于城市边缘区，是大区域盛

行风进入城市内部的“入口地带”和“转换空间”。
理想的城市风口地带应是大型生态开敞空间，主要

以绿地、水体或自然地貌构成，且不得安排工业、大
型物流、危险品仓储、垃圾填埋等污染排放设施，从

而保证外围来风的风力持续性与空气质量清洁性。
对西安市而言，结合盛行风向，可将城市风口分为

当前风口与潜在风口。其中当前风口为位于城市

东北方位的“新筑—浐灞”风口和位于城市西南方

位的“丈八—太白”风口; 潜在风口为位于城市正北

方位的“草滩—汉城”风口和位于城市东南方位的

“杜陵—曲江”风口。
3. 4 城市风道分级体系构建

城市风道建设必须从城市尺度出发，通过对城

市气候条件、地理地形特征、城市主导风向等方面

的研究，叠 加 分 析 得 出 适 合 构 建 城 市 风 道 的 地

区［9］。根据引风入城的过程以及城市开敞空间分

布状况，可将城市风道分为一级( 区域级) 城市风道

和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一级风道是指将外围

大区域的自然风引向城市主城区的“条带状”生态

面域空间; 二级风道是指将城市风口地带或城市边

缘区汇集的外来风输入城市内部区域的“穿越式”
开敞线性空间，以城市绿带、绿廊、绿道，河流水系

及交通动脉等为主。
3. 4. 1 一级( 区域级) 城市风道

根据西安大区域地理环境特征，主要构建以下

3 类一级风道，宽度为 200 － 500m:

( 1) 山麓峪道与塬间谷地

主要为秦岭山脉、黄土台塬等自然地形起伏、
交错、相间而形成的峪道、谷地与沟壑之类的“嵌道

式”空间。具体包括: 秦岭北麓山地的各条较大峪

口内外的纵向峪道地带，秦岭北坡与平原台地交接

的横向过渡地带，洪庆原、白鹿原、少陵原、神禾原

等黄土台塬两两之间的狭长、宽平沟谷地带。
( 2) 平原河谷与郊区河道

主要为围绕西安主城区的平原地带河流水系

所形成的河谷与河道。具体包括: 过境的渭河河道

及两侧一级阶地( 北至二道原、南至滨河路河堤) ，

灞河河道( 北至浐灞国家湿地公园、南至灞桥) ，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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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谷( 北至米家崖、南至马腾空) ，沣河河道。
( 3) 对外干道与乡间田野

主要为伴随城市对外交通干道 ( 高速公路、国

道、铁路) 的田野化、林地化绿带，如西汉高速、西禹

高速、西康高速; 交通干道之间的、楔入中心城区的

较为平坦的乡野农田空间，如地处“西宝老线—鱼

斗路与西汉高速—西户公路”之间的、从户县( 沣京

镐京遗址) 起直至“鱼化寨—丈八沟”一线的楔形

“乡村—田野”连续地带; 地处“福银高速—西三环”
与“包茂高速—朱宏路”之间的、从泾河起直至汉长

安城遗址南缘 ( 三桥—白家口—大白杨一线) 的楔

形“北原—渭河—城乡”过渡地带; 地处西禹高速与

西临高速之间的、从高陵起直至浐灞生态区的楔形

“骊山以北、新筑以东”的古河道洼地区域。
3. 4. 2 二级( 城市级) 城市风道

结合西安主城区城市发展建设现状，主要打造

以下 6 种二级风道，宽度为 100m 左右:

( 1) 与城市道路并行的绿化带

主要为西安市建成区内大跨度、长距离的，伴

随于两条城市道路之间或处于单条城市道路红线

之内的带状绿地。具体包括: 唐城墙遗址公园 ( 唐

延路绿带) 、大庆路林带、南二环路绿化带、大雁塔

南广场—大唐不夜城景观带、唐长安城墙遗址公

园—开元广场、东郊幸福林带( 恢复建设中) 。
( 2) 相互连接的开放空间序列

主要为西安市建成区内首尾相连的较大规模

的城市公园与开放绿地所组成的风景绿带序列。
具体包括: “曲江池遗址公园( 南湖) —大唐芙蓉园

( 北湖) —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 ( 曲江春晓园) —雁

塔东苑—大雁塔北广场”绿带序列。
( 3) 遗址边缘的带状滨水公园

主要为西安市历朝历代所遗留的大型遗址地

或历史遗迹边缘地带的城市公园带。具体包括: 明

清西安城墙之环城公园及护城河、汉长安城遗址之

汉城湖旅游风景区。
( 4) 穿越城区的长距离主干道

主要为具有一定宽度的、延展较长、较为平顺

的，穿越城市高密度建设区的主要道路及其附属绿

地所形成的通廊空间。具体包括: 西安城市南北中

轴线( 未央路—北关正街—北大街—南大街—南关

正街—长安路) 、北辰路—东二环路—南二环路东

段、朱宏路—星火路—环城西路—太白路—西沣一

级公路( 国道 210) 。
( 5) 专有化对外交通运输干线

主要为城市对外联系与运输的专有交通干线。具

体包括: 陇海铁路线、绕城高速公路、东西三环路等。
( 6) 日常通勤与公共空间复合地带

主要为城市大型开放空间( 绿地、校园) 与城市

主干道的连接体。具体包括: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西安火车站及站前广场—解放路—和平路—
雁塔路—大雁塔周边绿地、汉宣帝杜陵—雁翔路—
青龙寺( 乐游原) —西安交通大学—兴庆公园。
3. 5 二级( 城市级) 风道系统规划布局

西安市主城区风道体系的构建，应在保障风口

地带能够顺畅衔接大区域风源地来风的基础上，依

托城市现有格局、结构和各类廊道分布状况、兼顾

盛行风向及日常风力，规划梳理出“道路搭架、绿带

织网、水系交错”的“城市呼吸系统”( 图 6) 。
3. 5. 1 “三纵三横、接通南北、贯穿东西”

疏通依托道路的城市级风道。在城市建成区

道路交通网中分别从南北向、东西向选取三条线

路，对道路宽度、连续绿化带长度与宽度及植物配

置做出有利于通风的规定，以绿带与开敞空间形式

加强各道路的横向与纵向连通，形成道路风道网

络; 对两侧建筑的布局、高度、体量、材质等做出不

碍于通风的要求。
3. 5. 2 “水切城边流、绿漫市中淌”

大面积的绿地能够有效地降低城市气温、增大

城市风速、增加城市湿度［10］。营造依托绿地的城市

级风道，控制大型绿地周边的开发建设强度，保障

进风通道顺畅，严禁高楼阻挡; 城市绿地系统与景

观生态系统规划相结合，在规划中以风道建设和生

态构建为重要出发点进行各级、各类公园绿地的规

划设计，形成以大规模生态绿地斑块为基础支撑、
长距离绿色廊道为联系纽带、散布式块状公园与广

场为终端渗透的绿地风道系统。
保护依托河流的城市级风道，以加强河道送风

能力为重点，明确规定河道的保护控制宽度，在控

制宽度内严格限制各类开发建设行为; 进行河道生

态修复、水体净化、建设生态堤岸与外围生态防护

林带，改善河流生态环境; 加强河岸景观绿化，通过

水体与绿地的结合，提升河流的通风、净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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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安城市风道体系及风道景区空间分布图

4 西安城市风道景区建设构想

西安市规划建设城市风道，需立足现状基础条

件、面向生态环境保护，并最终落脚于社会大众使

用，将城市通风道的功能融入其中，共同发挥改善

城市环境的作用［11］，因而采用“风道 + 景区”的建

设构想，即: 打造以城市通风为主要功能与主题的

风景游赏地; 优化、提升位于规划城市风道之上或

其周边邻近地带的现有绿地景观与文化休闲场所。
综合分析现有景区、景点在城市风道体系中的位置

相关度、功能贴合度、风貌和谐度以及景观美誉度

等之后，将风道景区初步拟定为以下 3 类:

4. 1 一类风道景区

一类风道景区多处于城市风口地带或风道上

的关键部位，通常面积较大、跨度较长，以绿地水体

为主，其生态作用较为显著。具体包括: 城市北部

的泾渭分明景区、浐灞国家湿地公园、渭河生态景

观区、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 城市东北部的

世博园区、广运潭景区与灞桥生态湿地公园; 城市

东南部的曲江景区、汉宣帝杜陵与中国唐苑、浐河

与雁鸣湖湿地; 城市西南部的唐延路绿带及丈八沟

景区; 城市西北部的大庆路林带、汉城湖景区; 以及

城市东北外围的骊山、洪庆山国家森林公园，西南

外围的沣东·沣河生态景区等。
4. 2 二类风道景区

二类风道景区多为位于各级风道之上或风道

与风道之间，规模较一类略小，送风能力较一类略

弱，但承载更多休闲游憩功能的景区。具体包括:

城市北部的渭河城市运动公园; 北郊的西安城市运

动公园及张家堡广场、文景公园; 南郊的大雁塔景

区、青龙寺与乐游原、永阳公园及唐延南路绿带; 西

郊的丰庆公园、牡丹园、大唐西市、劳动公园; 东郊

的桃花潭景区、兴庆公园、长乐公园、半坡遗址; 中

部的环城公园、环城西苑、钟鼓楼广场、南门广场、
新城广场、火车站广场等; 以及城市南部外围的鲸

鱼沟、常宁宫、香积寺、秦渡镇等景区。
4. 3 潜在风道景区

潜在风道景区多为目前开发建设程度不足、景
观风貌年久落后，但其所处位置、占地规模、平面形

态对风道疏通、生态感知、文化彰显等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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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区，需进行重点打造、整治、提升或恢复。具体

包括: 北部的文景山公园、西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未央湖游乐园; 西郊的阿房宫遗址、开远门遗址与

土门地区; 西南部的昆明池、沣惠渠、周穆王陵、仓

颉造字台、木塔寺遗址; 南郊的小雁塔及省体育场

地区、烈士陵园、原西安植物园; 东南部的乐游原

( 雁翔路以东部分) 、公园南路景观带; 东部的秦襄

王陵( 韩森冢) 、幸福林带; 东北部的元斡尔垛遗址、
米家崖遗址等。

5 规划对策及保障措施

5. 1 将城市“风道 +”的建设要求纳入城市规划编

制与管理

在城市规划中，应加强“风道 + 功能分区”、“风

道 + 道路系统”、“风道 + 绿地系统”、“风道 + 景区”
等规划控制引导。编制总体规划时，可从用地布

局、道路系统、河湖水系、绿地系统、景区建设等方

面加强规范引导; 在分区规划建设中，应合理安排

各分区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公共设施和城市基础

设施，留出通畅的通风廊道以及建设合理的绿化结

构［12］，为城市通风奠定良好基础; 在控制性详细规

划层面，从道路宽度及断面形式、绿地景观规划设

计、开敞空间布局形态、建筑群体布局组合以及建

筑密度、建筑形体、建筑高度和临街界面等方面提

出控制引导内容。将城市风道保护与建设作为项

目选址的重要前置条件，严禁在风道所经之地布置

污染性建设项目。建议在通风地带划定出 100m 宽

的风道控制线，在风口地带划定 200m 风场控制线，

其内不得安排工业用地及仓储设施。
5. 2 实行“城市风道景区”评选与挂牌制度，启动

保护立法程序

创建“西安城市风道景区”评定与保护挂牌制

度。对市内现有主要景区、公园、绿地进行评估并

授予“西安城市风道景区”。对景区本身及周边一

定范围内的城市区域制定风道保护条例与生态建

设规范。要求先期挂牌的景区严格按照条例与规

范进行建设、管理与维护，并向其主管部门提供一

定的技术及资金支持，以提高风道景区的建设效

率。此后每三年重新评定一次，未达标的挂牌景

区，可执行“摘牌”处罚。
5. 3 加强城市气象监测，推进风道模拟实验

应增加西安市大气( 风象) 观测站点，采取全域

监测( 西安市域) 与重点监测 ( 重要景区及风口地

带) 相结合，自动监测与人工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模

式，实时采集风环境信息。政府应与高校及科研院

所合作共建西安城市风道模拟实验室，主要挖掘潜

在风道、研究并突破关键性技术难题，为各级风道

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大范围、高精度、全覆盖

的大西安地区气象数据库、规划资料库和地理信息

数据库等，为相关规划编制提供风象基础资料。鼓

励气象专家、学者绘制城市气候地图，提升城市规

划常规操作手段及控制方法的精细度，有效疏解大

气雾霾和热岛效应等城市环境气候困局。
5. 4 强化部门沟通配合，培养专业人才梯队

城市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应主动加强与城市气象

局、国土局、规划局、市容园林局、环保局等部门之间

的沟通协作，建立完善的协作机制。由省市气象局与

环保局进行密切配合，共建监测站点，对大气环境进

行持续监测，总结西安高频静风区域与污染集中区域

的具体范围，将信息提交给国土局与规划局，国土局

与规划局从优化建设用地、调整建筑布局与增加绿地

建设等方面进行规划引导; 城市管理局( 市容园林部

门) 则重点推进规划确定的公园绿地、景观生态绿带、
绿廊、绿道的建设与风道景区的打造。

城市风道建设目前尚处起步阶段，缺乏相应的专

业人才，应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专家人才梯

队，并对主管风道景区建设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培

训，提高各级部门领导对风道建设的责任意识与工作

能力; 通过财政倾斜、政策激励、设立专项研究经费等

具体措施加强对城市风道和城市风道建设研究的保

障力度，推进城市风道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6 结语

当前研究以西安市为对象，基于城市气候条件

与建设现状，根据实地调研与风象数据监测，同时

结合创新规划理念，提出“风道 + 景区”的规划建设

模式，得出以下结论:

城市风道体系由: 城市外围 ( 大区域) 风源地、
城市边缘区主风口、一级( 区域级) 风道、二级( 城市

级) 风道、风级与风向转换地带，以及末端风力渗透

区、局地“绿核”空气对流区、高频静风区等要素共

同组成。
城市风口地带多位于城市建成区边缘的盛行

风来源方位，应控制其规划建设、调整建筑布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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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开敞空间、营造生态环境，发挥衔接区域来风与

城市送风的过渡、转换作用。
城市各级风道的选线，可依托、利用现有地形、道

路、绿地、水体等“通道型”开敞空间( 序列) 建设，设

定必要宽度，使其共同形成有组织的风道系统［13］。
城市风道建设应依城市分区采取不同策略: 老

城区应采取“被动式优化与更新”策略，不破坏城市

历史格局、建筑肌理; 新建城区采取“主动式控制与

引导”策略，使道路走向、建筑排布、绿地位置等顺

应风向，降低建设密度、留足行风空间。
风道景区建设应重视选取现有或潜在的具有

“地景文化”和“自然形胜”资源的开放式风景地带，

同时结合城市大型带状公园绿地、生态廊道及其他

游赏空间开展。
后续研究将挑选具体风道及风道景区个例进

行风象实测与通风模拟，开展空间控制引导、建筑

更新改造与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研究; 同时将研究方

式拓展到国内其他区位和地理环境下的城市，修正

策略并提出具有推广性的规划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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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of Urban Ventilation Corrid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Taking Xi'an Urban

Wind-Passage Scenic Area as an Example

XUE Liyao，ZHANG Pei，HUANG Qingming，TIAN Shanshan

【Abstract】According to Eco-city' s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being directed against the salient urban climatic issue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taking the representative flat-type city – Xi'an in north China as the object，through field data monitoring on
wind，combined with urban natural substrate，historical pattern，current constrution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buil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urban ventilation corridor，put forward and interpret the " wind passage + scenic area" mode f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dopt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layout to urban main wind-inlet，ventilation corridors of each level，transition zones of wind
scales and directions，infriltration area of wind-force's ends，high frequency calm wind area and so on，at the same time，draw up the
detailed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cheme of "Wind-Passage Scenic Area" ． At last provide some innovative practice accumulation to
other similar cities in our country．
【Keywords】Urban Ventilation Corridor; Xi'an;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Ventilation Corridor; Wind-passage Scenic Area;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