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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规划在城市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文 ／魏婷婷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南京 2 1 0093 

【摘要】本文研究通过列举某城区的案例．分 

析其建成环境要素与健康城市相关性的实证， 

进一步阐明健康城市规划在城市设计实践中的 

应用需求，健康城市规划与设计熏要更多实证 

研究，针对我国城市的空间特点，对已有城市 

规划设计原则提供优化的路径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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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四化建设”的重心一直 

围绕着经济为导向，以至于城市规划处于 “亚健 

康”的状态。在现代化城市推动下，人们的对 “生 

态”、 “直居”、 “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针 

对过往已建成的城市布局，提出健康疑虑，打造 

健康城市规划成为业界重要的研究课题。 

1、案例分析 

以已建成的某城区来分析，该地区具有多样 

性环境特征的特点，土地使用类型包括工业用地、 

居住用地、商业用地、绿地和空置地等。在样本 

空间单元选择上，本研究以居住用地作为因变量 

的统计单元 以居住用地地块边界向外依次拓展 

O．1 km、0．5 km、1 km和 2 km的4个缓 中 

区作为建成环境相关自变量的统计单元，其城市 

规划设计的环境要素包括：居住用地、绿地和开 

放空间、交通等，现对该地区模型的因变量为居 

住地块的健康状况分析。 

案例城区共计有 1526个居住地块，通过对 

污染空间地理匹配和统计分析．发现其中251个 

居住地块内有肺癌病患居住 (即肺癌患病率大于 

零)，排除异常值样本后获得 182个居住地块． 

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 

在 SPSS软件中，为了进一步降低变量间 

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 

研究采用逐步删除变量的形式进行多元回归。表 

明该已建城市规划在践行过程中暴露出与健康城 

市规划相违背的重要因素如下表 1所示： 

表 1显著相关的城市设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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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城市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 

2．1工业用地布局 

模型显示．居住地块 1 km缓；中区内无污 

染气体排放记录工业用地的斑块密度与患病率显 

著负相关。说明在工业用地总面积一定的情况下， 

无污染工业用地的分敖性高，对Ⅱ乎吸系统健康有 

利。研究分析认为，无污染产业的分散分布，提 

供了就近就业的可能性，可能在一足程度上减少 

了局部区域的小汽车使用．提高了居民对步行或 

骑行的选择。最新研究表明，汽车尾气对人群心 

肺功能存在负面影响 ：因而机动车的减少将优化 

局部地区的空气质量 有利于呼吸健康。 

2．2绿地和开放空间布局 

模型中绿地斑块密度与患病率显著正相关， 

说明绿地的分散性布局不利于呼吸健康。原因可 

能包括 ：(1)在绿地总面积一足的情况下，绿地地 

块数量越多和面积越小，说明绿地属性多为道路 

绿地、防护绿地等，靠近污染源 ：(2)零星绿地滞 

尘效果不如大规模绿地。同时，未开发用地的最 

大斑块指数与患病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开放空间 

的集中性高对呼吸健康有利。 

2 3道路网布局 

经过分析可知，居住用地 1 km缓；中区内城 

市道路网的总密度与患病率显著正相关．说明道 

路设计密度越高对于呼吸健康不利。同时，城市 

支路在城市道路网里程总量中占到将近6O％。 

因此道路设计密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交通量， 

道路设计密度高可能增大了居住区周边的交通 

量，进而增加了空气污染和居民的暴露风险，影 

响居住健康。国外已有研究提出的高流量道路两 

侧 50—1 50m为呼吸健康疾病高发区相契合。高 

速路车流量大，汽车尾气排放较多，居住在其周 

边更容易暴露在具有健康危害排放物的高浓度环 

境中 进而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健康。 

3、健康城市规划设计优化策略 

基于城市建成环境要素对呼吸健康影响的理 

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建构需要对其工业用地布局、 

绿地和开放空间布局和道路密度与呼吸健康呈现 

显著相关关系。以健康城市的规划原则提出总体 

优化路径 ： 

(1)在工业用地布局方面．规划可考虑将无 

污染工业／产业用地分散布局，可适当与居住用 

地形成混合，提供职住平衢的可能性，减少局部 

地区的小汽车出 行量，提高步行和骑行通勤的 

可能性 ：从而减少污染及人体暴露风险，并增加 

适当的体力活动。对于存在一定污染的工业用地， 

应尽量集中布局，便于集中管控．减少污染排放。 

(2)在绿地和开放空间布局方面，研究提出 

其避免零星分散布局、促进集中布局的必要性。 

绿地和开放空间零星布局，并与道路结合，特别 

在机动车多的道路附近，例如街角绿地等，可能 

增加居民的呼吸系统疾病。在绿地和开放空间总 

面积一定的情况下，规划宜避免分散布局，尽量 

集中，形成一定规模．有利于提高其滞尘效果有 

效优化局部空间的颗粒物分布。零星绿地和开放 

空间直远离污染源，因而作为防护作用的道路绿 

地不宜兼做公共空间使用街头绿地的设置直以观 

赏性和隔离污染源为目的，不宜提供停留、娱乐 

和锻炼活动空间。 

(3)在道路密度方面，当前推崇的 “小街坊、 

密路网”设计理念需要进一步优化。本研究认为， 

茬简单规划 “小街坊、密路网”而不优化街道的 

骑行和步行环境，将反而可能带来高污染和高人 

体暴露风险。小街坊和密路网的设计策略需要充 

分考虑整体区域交通量的引导，尽量减少靠近居 

住用地周边道路所承载的交通量，提高道路的可 

步行性和可骑行性，从而通过提高居民的体力活 

动，减少机动车交通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改善呼 

吸健康。同时，规划直严格控制，将居住用地、 

学校等人群活动密集的土地使用远离城市高速 

路，以降低居民在机动车尾气排放高浓度环境中 

的暴露风险 

结语： 

健康城市规划与设计日益获得关注，一方面 

城市环境问题突显，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和机动车 

依赖造成的空气污染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身心 

健康的诉求，需要建成环境优化以提供高生活品 

质 ．值得我们日后更深入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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