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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双修理论的新型“城乡转换器”研究
———以成都市十陵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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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过渡区域问题凸显，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建设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课题以新型”城乡转化器“建设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双修的视角出发，分析研究城乡居民这一地区

的自然环境修复和区域建筑空间更新织补方式，建立城乡居民生活空间与交往空间共享的新型城乡转化方

式，实现“城乡转换器”的空间价值，以较强的实践性应用于城乡过渡带环境问题的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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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
着城镇化的深入，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虽
然近年来以大城市“规模效益”为主导的城镇化拉
力面临挑战，但是大城市的扩张仍在继续。而在城
乡过渡区问题最为严重、矛盾最为突出的是紧邻城
市扩张边沿的“原”乡村地带。这类区域位于城乡
交界，一方面城市楼盘等项目正在建设，基础设施尚
未完善，新的邻里关系尚未形成; 一方面乡村耕地变
为城建用地后，原住民已然搬离，村落呈现空心化。
这一区域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农业产业疲软、轻工
业厂房建设无序、工业三废无法处理等问题是我国
现阶段城乡过渡区问题的缩影。因此针对此区域的
研究是对城乡问题的又一次集中讨论，尝试通过将
“城市双修”理论拓展运用，以建筑空间为改善手
段，在较为集中的范围内解决城市与乡村“相遇”时
产生的矛盾。

2 成都市十陵地区城乡过渡地带区域
现状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城乡过渡地带目前面临的

问题，选取成都市东部十陵地区为研究对象展开探
讨，该区域西起和平路东至汽贸产业大道，北从 G42
沪蓉高速南至成洛大道，东西长约 5． 723km，南北宽
约 2． 77km 的近似矩形区域来研究城乡过渡地带的
问题( 如图 1) 。
2． 1 空间现状

从空间肌理上来看，在此范围内存在着以下几
种建筑聚集形式，大致以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划分。
见表 1。

图 1 研究范围及其组成

表 1 城乡过渡区域空间关系划分

类型 空间种类的划分 区域现状

城
市
类

商 品 房 住 宅 小 区 及
其配套设施

城市边缘在建或已建成的住宅
小区，拥有配套基础设施。

新型工业园区
位于下级乡镇，起初为城市工厂
外迁形成的工业聚集区，后形成
工业园区。

乡
村
类

林盘农业聚落

保存有较为完整川西林盘村落
形式的村落，其价值在于以林、
宅、水、田为空间构成要素的独
特村落形式。未来可发展观光
农业。

开 拓 农 业 产 业 模 式
的乡村聚落

不具有典型的传统乡村聚落肌
理，以传 统 农 业 为 主 要 产 业 模
式，未来面临着农业产业模式的
升级转型，当前建筑肌理也会发
生改变。

过
渡
类

城 市 边 缘 的 工 厂 聚
集区

工厂类型大多是围绕城市而展
开的小型作坊或者轻工业厂区、
二次回收站等，没有工业三废的
集中处理系统使得环境遭到破
坏。

向 城 市 转 变 的 乡 村
聚落

由城市的扩张导致的临近乡村
的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乡村正
在向着城市转变。

目前城乡过渡地带的空间肌理存在着一些问
题，一方面临近城市部分向外扩张，完全照搬城市肌
理，没有把自然生态放在首要考虑的范围内; 一方
面，临近城市的过渡地带空间肌理正在向城市的高
密度发展。但城乡过渡地带自由发展，缺乏规划，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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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城乡无法过渡，城市影响无法代谢，城乡信息无法
互通，乡村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
2． 2 城乡过渡地区产业现状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城乡过渡地区产业基本呈现
农业疲软、轻工业无序的现状。增长的需求和商机
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原住民纷纷拓展经营领域从事废
品收购，小包装生产，汽车零配件生产等产业; 同时，
这一区域原本就存在因城市扩张外迁的轻工业厂
房，经营范围在于食品厂，家具加工厂，零配件厂等。
除此之外部分村庄也利用基础服务设施开拓了颐养
结合的乡村度假产业 ( 轻工业具体构成情况见表
2) 。因此这一区域也存在拓展第三产业，增加收入
的经济需求。
2． 3 城乡过渡地区产业现状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城乡过渡地区产业基本呈现
农业疲软、轻工业无序的现状。增长的需求和商机
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原住民纷纷拓展经营领域从事废
品收购、小包装生产、汽车零配件生产等产业; 同时，
这一区域原本就存在因城市扩张外迁的轻工业厂
房，经营范围在食品厂、家具加工厂、零配件厂等。
除此之外部分村庄也利用基础服务设施开拓了颐养
结合的乡村度假产业 ( 轻工业具体构成情况见图
2) 。因此这一区域也存在拓展第三产业，增加收入
的经济需求。

图 2 城乡过渡区域轻工业构成

根据其构成可知在过渡区有大量工业厂房，并
且大多需要完整的工业三废处理系统。从城乡二元
结构来看，面对城市的扩张，这些工厂如果继续外迁
势必会影响到乡村结构并且对农业生态以及自然生
态都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这些问题应在当前的过
渡空间得到解决，才能顺利承接乡村的自然生态和
空间结构。所以解决当前问题应以提升产业模式为
根本，否则后发产业也将因为严重的生态问题和混
乱无序的空间布局而停滞不前，最终无法达成收益。
2． 4 环境现状

根据( 表 1) 可以得出，目前在城乡过渡区域轻
工业厂房对生态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缺乏集
中的污水处理系统导致工业废水排放将会对土壤和
水系造成污染，而处于乡村边缘的这一区域有大面
积农田，存在工业三废污染农作物的可能。同时，各
村的生活垃圾，城市边缘的建筑垃圾等都导致这一
区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基础设施方面，居住区应具有与其居住人口

相适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和公共绿地，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应包括: 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
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务、市政公用和行政管理等
9 类设施［1］。若将城乡过渡地带的居住区与城市住
宅区相类比，则在居住区附近相同的基础设施现状
( 见表 2) 。

表 2 城乡过渡区域基础设施现状

基础设施 现状 不足之处

教育

幼儿 园: 3 所; 小 学: 1 所; 中
学: 1 所。临近城市部分较为
完善。仅存三家幼儿园也是
位于城市边缘，且互相间距离
超过 5km。

分布零散无法满足
幼儿园和托儿所服
务半径 300m ～ 500m

医疗
卫生

疗养院: 4 家; 医院: 2 家; 卫生
站: 1 家人口较多的中心村镇
设施较为完善

缺少分布在每个聚
居村落的医疗卫生
站

文化 未曾看到公共文化设施
缺少基本的文化设
施

体育
人口较多的中心村镇设施较
为完善有健身广场

部分村落没有公共
活动空间

金融
邮电

靠近城市部分设施较为完善 设施不完善

社区
服务

人口较多的中心村镇设施较
为完善

设施不完善

市政
公用

靠近城市部分设施较为完善
部分村落没有完善
的垃圾清运设施

行政
管理

人口较多的中心村镇设施较
为完善

基本完善

3 解决方式———城乡转换器
3． 1 “城乡转换器”建构基本原则

城乡转换器具体是指在城乡过渡地带为补足必
要的基础设施，改善然环境，修复空间关系而建造的
必要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生态设施的总称，这些建、
构筑物及生态设施能够帮助其所在区域起到转换城
乡关系的作用。

运用“城市双修理论”中“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的基本原则引导城乡过渡地带的建设。通过现状调
研可以确定的是，城乡过渡地带建设首要解决的是
基础设施不完善、自然环境恶化的基本问题。因此
城乡过渡 地 区 建 设 重 点 在 于“补 足 短 板，局 部 更
新”。而“城乡转换器”这一概念则是将“城乡修补”
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3． 2 工业区生态恢复策略

通过针对这一区域各类工厂的调研可以得出基
本的规划策略，可以概括为“聚零为整，化整为零”。
首先根据工厂的经营方向，将经营相同类别的工厂
就近组合形成小型工业园区，目的是建设统一的污
水处理系统和垃圾清运设施，将零散排污整合为分
类一体排污。之后，在小型工业园区周围设置生态
净化设施，层层净化，最终将污水化整为零成为可以
排放到自然水体的标准，在成本允许 (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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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的敷设环节加强质量的控制，保障线路设计的
科学合理，在进行安装设备管线的过程中，要通过隐
蔽安装的方式，而不会对景观白天的效果产生影响。
景观照明管线的设计中，对管线的埋深要结合实际
进行考虑，通常深度大于 70cm，并要注重对管线交
叉问题，做好预案工作。路灯照明控制箱出线回路
划分要和灯具的功能以及昼夜控制因素紧密结合起
来，采用光控、时控、程控、的智能控制方式，并应具
备手动控制功能。对每个单相照明分支回路室外要
满足回路电流不超过 25A 的要求，建筑轮廓灯光源
数量不能超过 100 个，普通 LED 景观灯光源数量不
宜超过 25 个。对于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单相分支回
路电流要小于 30A，对单光源功率在 250W 及以上
者，宜在每个灯具处单独设置短路保护这样才能保
障其安全性。小区的景观照明线路通常是比较长
的，而线路负荷不大，供电线路截面选择就要从计算
电流以及线路压降方便进行充分的考虑，选择大一
级电缆规格能保障供电的可靠性，电缆应采用双重
绝缘的铜芯导线。景观照明管线的敷设中，为保障
穿线施工的便捷以及维护的方便，就要对每分支转
角位置，敷设方式变更处安装手孔井。管线如果是
要横穿道路以及埋深没有达到要求，要把电线穿于
热镀锌钢管当中加强保护。

4 小区景观照明控制系统的选择

小区景观照明控制的科学选择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保障景观照明质量的基础，结合《民用建筑电
气设计规范》和《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进行结合
选择。小区景观照明和照明系统内照明设施要分区
分组集中化控制，能最大化避免全部灯具同时启动。

所以在选择控制方案的时候就要和小区景观照明的
实际需要相结合，对不同的场合使用的控制方案也
要有不同。景观照明的控制范围比较小，控制的场
景要求也不高，要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景观照明
的集中控制是通过可编程定时开关进行实现，结合
用户编制程序对单或多个独立电路切断以及投入控
制，并要在时间设定上以及冬夏的转换方面都要有
充分的考虑。

从当前的智能化发展的现状来看，小区景观照
明控制系统的选择应用当中，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能有效提高控制的效率。小区景观照明通过运用
智能化控制系统，就能保障控制的可靠以及兼容和
开放，通过 EIB 系统等可寻址照明控制接口系统的
应用，能够大大提高照明控制系统的控制水平，方便
系统的管理。同时设在室外安装照明配电箱与控制
箱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北方地区室外配电箱
内元器件还应考虑室外环境温度的影响，距地面 2．
5m 以下的电气设备应借助于钥匙或工具才能开启。

5 结 语

总而言之，小区景观照明配电设计要从多方面
加强重视，注重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在设计当中要从
经济性以及安全性等多方面来进行考虑，只有如此
才能对小区景观照明配电设计进行优化。希望通过
此次对小区景观照明配电设计的探究分析，能为实
际的设计操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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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8 页) 的情况下还可以建立生态净水公
园。在提升水的品质的同时为居民提供公共休闲场
所。最终形成小工业园被生态净化公园包围的格
局，让工业污染在这一区域得到降解。
3． 3 医疗与教育基础设施修补策略

医疗: 完善升级“医联体”，在硬件上实现城乡
中转递接。现有的“医疗联合体”无法实现乡村全
覆盖，因此为了延伸医疗设施，在城乡过渡地带的中
心村镇可以建设较为全面的重大疾病筛查点，配合
“医联体”建成的患者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建立更加
完备的医疗信息收集平台，补全乡村居民医疗信息，

完善乡村医疗保障体制。
教育: 建设“乡村书屋”，为留守儿童成长提供

多一重保障。近年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导致
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严重，留守儿童安全问题
受到广泛关注。根据现状分析可知，目前城乡过渡
地带幼儿园较少，且分布范围偏向城市，原住民居住

区缺少文化基础设施。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在城乡过
渡地带的中心村落建造独立的乡村书屋，由此形成
针对附近乡村留守儿童的托管处，同时也解决了乡
村居住区缺少文化基础设施的问题。

4 结 语

“城乡转换器”是针对城乡过渡地带建设模式
的一种概括，也是一种梳理。将注意力着重放在城
乡过渡地带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修复上并
不等于放弃寻求更好的发展方向，而正是完备的基
础设施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才是这一区域进一步
发展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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