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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生态视角下的淮南淮河景观大道

城市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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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中小城市景观大道设计缺少特色，道路沿线功能混乱，急需从生态视角对景观大道设计进行研究。安

徽淮南淮河大道城市设计试图从功能性、地域性与生态性三个方面扩展现代城市景观大道的内涵，探索一种新型的中小城

市新区景观大道形态，以期为其他中小城市景观大道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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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dscape Avenue Urban Design In The New Area Of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With The View Of

Regional Ecology/Che Lei, Tang Zhenhua
[Abstrac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China’s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s lack of characteristic, the avenue

function is week, need to research the landscape Avenue in eco view. Anhui Huainan Huai River Avenue urban design,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in landscape Avenue urban design try on functionality, regionalism and ecology to expand the landscape Avenue, explores

a new form of Landscape Avenue, offers the reference to oth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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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的飞速崛起，各地城市化进

程在快速推进。在新城和开发区，城市景观大道作为入

城门户，已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了解城市文化、展示城

市风貌最重要的地段之一，并越来越受到政府及普通公

众的重视。

传统意义的城市道路已经突破了单一的交通功能，

正在逐步向具有交通、景观、休闲等多位一体功能的城

市公共空间过渡。在低碳理念已被普遍认同的今天，如

何寻找具有地域特色的、低碳生态的、可实施性强的新

城区景观大道城市设计途径，成为当前二三线城市迫切

需要解决的研究课题。

2中小城市景观大道工程现存问题

城市景观大道如同城市的年轮，承载着城市的意象

和记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国

各地的城市景观大道工程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极

少数成功的案例之外，大部分城市景观大道工程沦为彰

显政绩的“面子”工程，很多项目为了赶时间而仓促设

计，并没有从道路交通、沿线土地功能、景观效应、城

市文化、地域生态等方面做出切实可行的设计选择，这

在很多中小城市显得尤为突出。具体来说，中小城市景

观大道工程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生硬模仿，失去地域特色。

很多中小城市正在丧失自己的地域特色，城市景观

千城一面。道路景观是展示一个城市文化形象的窗口，

而盲目地追风和简单地模仿使得很多道路景观尺度巨

大。一些道路景观设计以城市建设决策者的审美取向为

主，过于注重形式，这不仅使道路景观失去了特色，还

破坏了很多中小城市原有的城市肌理。

(2)注重表皮，沿线功能混乱。

城市景观大道是一个多维的城市公共空间，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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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不同层面的因素。目前，部分中小城市

景观大道设计仅仅重视沿街立面的修饰，

对道路沿线地块的功能没有进行深入的

研究，设计的核心大多只注重立面建筑

效果图的排列拼贴，并没有从综合的视

角出发，对功能安排等方面进行合理考

量。这种“注重表皮”的设计带来了严重

的后果，即粗暴地划破了原有城市有机

体的交流网络和既有城市肌理，使城市

结构遭到破坏，造成功能性的混乱，进而

使沿线交通趋于复杂化，增大了交通压

力。

(3)忽视生态，发展不可持续。

一些景观大道的设计强调气派、规

整、几何、装饰的形式美，进行机械式的

“城市手术”，伤害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和社

会网络；缺乏城市更新的有机性，与城市

历史文脉和有机结构格格不入；自然脉

络与生态水岸的连续性被打断，忽视了

环境效益；一些不必要的、易施工的设施

在项目施工中被大量使用，造成了资源

的浪费。忽视生态的景观大道设计对街

道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文化氛

围的积淀都是有害无利的。

3对中小城市新区景观大道的分类解析

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景观大道规

划设计都是在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为

了满足交通功能，特别是为了适应现代

汽车交通的需要，塑造城市形象的一种

建设行为。

从景观大道与城市的空间关系看，城

市景观大道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①直

入式景观大道，即进入城市建成区之前，

作为城市的主要入城门户，是城市的“门

户景观”大道；②串联式景观大道，即作

为城市多个功能区(或组团)之间的联系

通道，成为城市组团之间的“景观通廊”；

③生态式景观大道，即往往位于城市邻

近自然景色的一侧(包括河湖、海岸线、

森林公园或自然山体等)，成为展示城市

自然魅力的“景观视廊”，如滨江大道、

滨海大道和林荫大道等。

从道路横断面设计看，城市景观大

道主要有三种形式的断面：①“两块板”

的断面，中央有较宽的绿化隔离带，两侧

一般布置较宽的绿化带和人行道；②“三

块板”的断面，在机动车道外再布置两

条非机动车道，两侧布置较宽的绿化带；

③“四块板”的断面，在两条机动车道外

再布置两条非机动车道，路中央及两侧

均布置有较宽的绿化带。

景观大道既是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

又是城市的交通动脉，在中小城市交通

中担负着重要的疏通功能。如何使景观

大道既满足城市交通性需求，又兼具生

活性功能，成为景观大道城市设计要解

决的重点问题。

4地域生态视角下的中小城市景观大道

设计对策

4.1功能性策略—兼具交通性和生活性

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城市景观大道

既是全市重要的交通干线，又是城市景

观主轴。因此，其设计应强调构成要素之

间互相融合的状态，避免彼此割裂的格

局；严格控制两侧的用地性质，宜以城市

公共设施用地为主，以居住用地为辅；根

据各功能区段的不同定位，合理配置周

边用地功能，优化沿线用地结构，强化各

功能区段之间的城市绿化衔接；沿街界

面既要展示城市形象，又要保证沿线地

区的经济活力；力争通过合理的用地结

构，使交通流动方向趋于简化，提升景观

大道的交通能力。

4.2地域性策略—城市特色的重要载体

现代景观大道城市设计应超越物质

景观本身，更多地注入城市文脉、历史传

统、人文风情、街区活力等非物质景观要

素。在设计中应有目的地培养各类富有

特色的城市空间，促使机体记忆的移植

或新生。

同时，应努力发掘当地文化和城市

特色，把城市景观大道打造成具有城市

内在精神的公共场所。城市景观大道直

接表现城市面貌、街道空间性格等，成为

城市居民日常视觉审美的客体，是城市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景观大道的

地域性特征不仅仅体现在街景立面，还

可以体现在不同的领域，因此将地域文

化的一些符号、标志、代表人物或事件的

元素通过灵活的手法应用在街道家具、铺

装、休憩小品等细节方面，都可以达到不

错的效果。

4.3生态性策略—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尊重和保护现有的自然景观资源，实

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是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则。中小城

市景观大道的设计应对项目整体进行把

握，在宏观上要制定生态策略，在中微

观上要有步骤地制定可实施性强的控制

细则。　　

结合项目独特的地域生态基底，力

求延续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在设计

中应保留地区绿地水网，强调城市景观

的疏密变化，促进不同节点的城市公共

空间与不同类型的地景有机结合，保证

城市自然风貌的独特性。同时，应尽可能

采用乡土物种，充分体现城市季相的变

化和色相的对比；注意疏林、密林与草坪

韵律节奏的变化，改善城市小气候和生

态环境。

5安徽淮南淮河大道城市设计实践

5.1 规划概况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稳步提

升，淮南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尤其是山南

新区的建设对城市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淮河大道作为淮南的入城门户，在提

升城市形象、展示城市风貌、疏导城市交

通、整合城市功能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淮河大道位于山南新区中部，连接

合淮阜高速公路与东部城区。本次城市

设计范围是沿淮河大道长约9　km 及两侧

进深约400　m的区域，总体设计范围约为

5　km2。规划区域现状地势平坦，东西两

侧均有较大的水域，北部有舜耕山风景

区，用地条件良好，自然环境优美，生态

系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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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层次规划，淮河大道北段两

侧分布有大量居住用地，核心地段以行

政办公、商业金融和体育文化用地为主，

南段则以教育、科技产业用地为主。到目

前为止，两侧已有多个住宅和公共建筑

项目建成。

淮河大道的道路控制宽度为120　m，

中间机动车道(包括中央隔离带)的宽度

为60　m，两侧各有30　m 的防护绿带，道

路断面为“四块板”形式，南部与合淮埠

高速公路连接。

5.2 规划目标及定位

5.2.1 规划目标

合理配置周边用地功能，优化沿线

土地利用结构，保持沿线地区的经济活

力；有效、合理地缓解淮河大道的交通压

力，将淮河大道后期发展成综合性景观

大道；整体塑造沿线用地的城市景观和

空间环境，打造淮南重要城市景观轴线。

5.2.2 设计定位

在城市功能方面，力求将淮河大道

设计成兼具交通、生活、景观等功能的综

合性景观大道；在城市形象方面，力求将

淮河大道设计成“多彩廊道、活力都市、

生态片区”三位一体的淮南门户景观大

道；在城市风貌方面，彰显现代都市繁

华，展示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新城风

貌，将淮河大道塑造成为尺度宜人、环境

优美、活动丰富的生活性景观大道(图1)。

5.3 设计构思

5.3.1 构思一：版块—功能形象分区

按照用地性质和道路基本骨架，以

淮河大道为主轴，将规划区域分为文化

紫、运动蓝、财富金和生态绿四大功能形

象片区(图2)。

5.3.2 构思二：节点—重要交叉口城市

空间塑造

以舜耕山为背景，将其作为山南新区

和淮南老城区的分区过渡绿带；沿舜耕山

与南纬一路设置老城区进入山南新区的

门户转换型节点空间；将高速公路绿化带

作为高速交通与城市交通转换的过渡绿

带；沿南纬九路以南设置进入山南新区的

迎宾型节点空间。以上四个主要的交通节

点空间分别位于四个形象功能区内，是城

市的重要形象展示区。根据四个形象功能

区不同的主题性质，分别打造出具有区域

特色的节点开敞空间形象。

5.3.3 构思三：轴线—城市绿地景观

廊道

依托淮河大道周边分布的公园绿地，

疏通城市绿地斑块，加强道路东西向的

联系性，与淮河大道道路景观绿化带形

成完整的鱼骨状绿地景观系统结构；结

合道路两侧建筑进行布局，局部增设次

级景观通廊，实现道路两侧线性景观的

视线渗透；为各种节点要素提供多样的

连接路径，在各路径的交汇点可形成许

多聚集场所，并可形成大量的偶然交往

空间。

5.3.4 构思四：界面—城市形象展示带

沿南纬五路两侧将原居住综合用地

性质调整为商业用地，形成两侧统一的

公共建筑界面。将淮河大道(南纬五路与

南纬三路段)两侧原有的居住用地局部调

整为居住综合用地，有利于保证道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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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建筑空间的统一性以及塑造城市景观

立面。对奥体中心段淮河大道西侧的商

业居住用地布局进行局部调整，打通奥

体中心与民俗文化公园的景观轴线，形

成东西向的连续性城市形象空间。

5.3.5 构思五：要素叠加—空间结构

骨架

将土地性质、道路骨架、形象功能分

区版块、节点空间、景观结构等要素进行

叠加，得出淮河大道总体规划设计模型，

形成“一核、两心、三廊、四片区、五节

点”的空间结构(图3)。

同时，创造不同类型的网络，每一种

类型的网络都应具有特别的意义，如生

态网络、生活网络、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

等，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网络有机地叠加

起来，力求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演

绎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图4)。

5.4 功能分区

根据设计的构思一可知，规划区域

可分为四大功能形象片区。

(1)文化紫—人文历史景观门户区。

该区以历史人文类的雕塑、小品等

展现淮南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对

未开发用地和农田进行景观意向的塑造，

体现自然风光；结合道路绿化和道路景

观节点，以淮南“五色”作为主要景观小

品的色彩。

(2)运动蓝—体育休闲风情区。

该区以奥体公园和西侧民俗文化公

园为核心，打通东西向的绿化景观通廊，

沿线布置休闲、娱乐及商业设施，形成以

“文化娱乐、文体商业、居住公寓”等为

主的休闲娱乐功能板块。

(3)财富金—综合金融商务区。

该区以中央商务办公带为功能核心，

作为新城的地标，发展集金融商务、行政

办公、商业商住、文化娱乐、交通枢纽等

复合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核心板块，形成

完整的城市界面。

(4)生态绿—旅游生态居住区。

该区以舜耕山为绿色背景，融入坡

体、植被和水系等自然景观要素；秉承生

态居住、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基地北侧发

展以旅游、居住、服务配套型商业为主的

居住功能板块(图5)。

5.5 道路景观及绿化系统

淮河大道城市设计的定位决定了其

景观设计的主旨是打造综合性门户景观

大道，与周边景观资源形成网络化的人

文生态景观体系(图6)。

(1)景观主轴。以淮河大道与横向的

核心商务区所形成的“十”字轴为主要景

观轴线。充分利用现状山水景观资源，注

入淮南人文历史文脉，打造生态、现代、

人文的“金十字”景观。

(2)景观次轴。通过主要东西向道路、

绿化带和水系，形成沿淮河大道向东西

延展的次要景观轴线，塑造不同主题的

居住景观和产业景观带。

(3)景观节点。以淮河大道与城市主

干道的交叉口为主要景观节点，强调景

观节点的开放性和整体空间的节奏感。利

用东西向的景观轴线串接道路两侧现有

的景观资源，形成不同的道路对景，丰富

城市景观。

5.6 公共开放空间

淮河大道城市设计以绿化系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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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将中央公园、体育公园、淮南民俗

文化公园，以及水系和舜耕山自然景观

引入淮河大道，用步行系统将各个城市

节点串联起来，形成点、线、面相结合

的立体开放空间系统，构造与水系、绿

地、山体、建筑相协调的城市空间(图7，

图8)。

(1)点—包括城市公园绿地、居住

办公组团绿地、城市广场和街头绿地等。

(2)线—包括淮河大道、南纬三路、

南纬五路、南纬七路、南纬九路的人行道

步行系统，以及滨河步道、生态绿廊等步

行系统。

(3)面—以中央商务区、体育公

园景观廊道与淮河大道相交区域为核

心开放空间向周边发散，以淮河大道为

纵向联系轴，形成“U”字形开放空间

带，集中展现淮南现代城市及人文风情

风貌。

6 结语

现阶段我国中小城市的景观大道设

计还处于摸索阶段。景观大道的设计并

非将沿街建筑和道路绿化进行简单的拼

凑，而应构建一个集交通、景观、休闲等

功能于一体的，充满活力、生态型的城市

公共廊道。

安徽淮南淮河大道城市设计试图从

功能性、地域性与生态性三个方面扩展

现代城市景观大道的内涵，探索一种新

型的中小城市新区景观大道形态。未来，

城市景观大道不仅要展示城市形象，还

应造就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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