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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所理论的贵阳主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规划研究
汪秋芬

（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81）

摘 要：本文由贵阳主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规划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出发，指出现状的边缘住区街道空间无法满足居

民的生活与生理需求，造成边缘住区街道空间丧失活力与生机等问题。 本文基于场所理论，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构成要素

切入，根据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将边缘住区街道空间构成要素分为实体形态、心理需求和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

相对应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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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城市不断扩张，给开发商带

来了不断追求经济效益的机遇，却忽视了现代居民对生活质量

的追求。居住空间环境品质日益下降，特别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密

切关联的街道空间规划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边

缘住区的规划建设中，开发商们往往忽略了居民在边缘住区街

道空间中真实体验的需求，越来越使居民流露出被隔离的失落

情绪。
边缘住区街道空间规划是边缘住区规划建设的重要一环。边

缘住区街道空间环境不仅能提供舒适、清静、安全的休憩场所，

而且需要缓解人们的工作压力、平稳了情绪，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求。因此边缘住区街道空间场所感的营造对居民生活有重要而

积极的意义。

2 贵阳主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现状分析
2.1 现状概述

以《贵阳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为依据，贵阳主城边

缘住区范围确定为介于主城区与中心城区之间，该区域是贵阳

市城镇化水平相对高、城市人口较集中的地区。以主城区为中

心，区域范围北至沙文、白云、新添寨片区，南至花溪、二戈寨、小
河片区，西至金阳、三桥、马王庙片区，东至龙洞堡片区。本文要

研究的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住区街道空间 （以下直接称边缘住

区街道空间）。
现状的边缘住区街道空间并没有将交通空间和生活空间两

者的关系处理得当，车行道路宽度与人行道路宽度比例失调，导

致居民不得不使用车行道路，这样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安全隐患，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现状边缘住区的街道中，除了一串临街的商铺，一成不变的

硬质铺地和简单的绿化，还有无特色的街道设施（如垃圾桶等），

偶尔会出现已受损的座椅。这些因素无法给居民提供活动的场

地，无法引发各类居民活动，完全没有体现活力的可能性，更不

能满足居民的心理需求，文化内涵基本缺失。

2.2 构成要素分析
在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规划中，从按空间组合的层面将街道

空间的要素分为：街道底界面、街道侧界面、街道顶界面，这些要

素共同限定了街道空间范围，它们是构成街道空间虚体的物质

实体，本文主要从和居民直接体验的街道底界面进行研究。
住区街道底界面是居民接触最直接的界面，它提供给居民停

留的空间，通过对底界面交通空间和生活空间各要素的适当规

划可达到合理组织人与车的交通、划分街道空间领域、丰富美化

街道景观等目的。街道底界面的生活空间深刻影响着居民的生

活质量，这是街道底界面规划中重点考虑的空间。

3 场所理论下边缘住区街道空间分析
3.1 场所理论
“场所不只是抽象的区位，是有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

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的总和决定了一种

‘环境的特性，亦即场所的本质’。”①简单的说，这种特性蕴含着

深刻的涵义，可以是城市历史、传统文化、名族文化等一系列主

题的体现，赋予城市空间丰富的意义，使城市空间成为市民经常

出没的"交往场所"。基于以上的涵义，场所是建立在物质形态基

础上、融入人的活动和赋予深刻的历史文化主题前提下形成。
3.2 场所理论下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构成要素
3.2.1 实体形态

实体形态要素指的是边缘住区街道空间中的物质形态表征，

主要包括：界面、街道设施、街道绿化等一切可视形象。这是边缘

住区街道空间存在的基础，有了物质的保障，才能给人们提供多

种多样的活动。场所是指通过空间限定得到一定的活动领域。空

间仅是功能的载体和行为媒介，如果仅有空间而没有人的行为

活动，空间就只是物理的尺度概念而无实际功能。场所的形成主

要是通过围合的空间界面形成的。界面的不同处理展现出不同的

形状、色彩、质感，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是空间规划的重要方面。
3.2.2 心理需求

场所理论下住区街道空间实质是一个心理对环境感知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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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依赖于人的体验，也就是说人是否感觉所在空间秩序的存

在，以及人自身秩序是否能与客观的秩序发生共鸣与和谐。场所

理论下的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真正最重要的就是满足居民的心

理和精神上的需求，这才具有实际意义的心理物质空间。
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从物理的环境中选择信息根据这些信息

形成了心理的环境②，可称为认知模型。这对居民决定是否使用

与如何使用边缘住区街道空间非常重要。由上可知，场所理论下

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规划必然包括心理需求的内容。
3.2.3 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是边缘住区街道空间存在有价值的重要内容。边缘

住区街道空间文化指在一定的空间条件和区域的社会群体所形

成的此空间所特有的、共同的空间记忆、习俗、审美标准和价值

观念等意识形态的产物。边缘住区街道空间文化之所以成为居

民与街道空间相互关系建立的重要一环，是因为它是满足居民

精神需求的重要元素。

4 场所理论下贵阳主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规划
研究
4.1 实体形态

边缘住区街道空间形态的多变可以用街边建筑、绿化等来处

理，不同的街道空间形态会丰富街道空间效果，打破街道线性的

单调感，使行人感到愉快，增加街道活动空间，创造居民交往的

机会。
4.1.1 街道界面

努力创造连续多变的街道界面，综合设置边缘住区住区街道

上的建筑，可在各级街道空间上灵活布置公共服务设施，结合住

宅建筑，形成良好的街道垂直界面与天际线。
4.1.2 街道设施

（1）主要设施

边缘住区小区级街道空间上可着重强调景观设施的建设。如
花坛、喷泉、雕塑等。它们作为文化的象征和文化的体现是住区

公共视线凝聚点，可美化环境，陶冶儿童心灵。
居组团级街道是居民交往生活最频繁的地方，这里街道设施

主要以座椅、象棋桌、滑梯、沙坑等为主，结合绿化，形成开敞、半
开敞、或私密的休息交往场所。

（2）铺地

铺地具有引导性，可以在边缘住区街道空间边以相同的铺地

形式去连接不同的场地、建筑等明确方向，对于建筑前空间的铺

地，可以在材质、颜色等细节上标明空间的权属，也可以在不同

的区域中铺装差异感强的材质，以彰显不同性质领域的过渡。
4.1.3 街道绿化

区级街道绿化主要是行道绿化，还有绿化隔离带等，小区级、
组团级绿化，有行道树、绿篱、草坪等。充分发挥植物群落的生态

功能和观赏特性，以此满足儿童游戏、健身锻炼、散步、休息娱乐

等各种游憩活动需要和创造美好的街道自然环境的要求，营造

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高品质。
4.2 心理需求
4.2.1 街道上局部放大的空间

在街道上，局部的红线退让形成放大的空间能为行人提供短

暂的停留空间，吸纳行人的活动。住区级街道可主要设置休息设

施，小区级街道上可设置半公开的健身、运动场地，重点要考虑

的是组团级街道与宅前小径，可结合儿童游戏设施设置一些私

密性较强的休息设施供老人和儿童的使用，对于街道活力的塑

造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
4.2.2 广 场

街道交叉口是街道的节点，是人流聚集、活动频发的地方，在

这里设置小型广场，将方便居民的交流，当结合周边建筑，特别

是小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布置时，这里将是街道中最有活力的

场所。
4.3 文化内涵
4.3.1 本土文化

景观文化，最能反映贵阳地区鲜明地域性和时代性特点的物

态文化，也是主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文化中被破坏最多的一种

文化，也就是自然生态景观文化。
民俗文化，源自主城边缘住区原有的乡村社会生活，因需要

而起，久而成俗。文化娱乐活动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可以

定期以文艺形式街道放大的空间中组织活动，将民俗文化发展

起来。
4.3.2 文化互融

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贵阳主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可以说是

贵阳现代都市文化与传统村落文化、农业文明交锋的一个战场。传

统的村落文化对调节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5 结 语
在贵阳主城边缘住区规划的进程中，街道空间的规划扮演着

重要角色，以场所理论的本质来分析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构成

要素，并进行相关的研究，将有利于将场所理论引入到贵阳主城

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规划进程中，并使得边缘住区的规划能迎

合当地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对于基于场所理论的贵阳主城边

缘住区街道空间研究只是初步探索，在以后的边缘住区街道空间

的规划实践中，要因地制宜的具体分析实际问题，得出更为合理、
可操作的规划措施，从而利于边缘住区街道空间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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