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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全方面的照顾。老年建筑是目前比较流行的项目，对于现代化的养

老建筑不再局限于满足老年人的居住条件，更多的提倡建立符合现代生

活的适老化的建筑空间。在设计过程中，不仅需要坚持安全原则，还要加

入人文原则，并且要借鉴传统民居空间的特质，学习以人为本、回归自然

的设计理念，使养老建筑在空间构成、环境意象以及人文情感等方面协

调发展，从而激发老年人的生存渴望，让老年人更加的热爱生活，能够安

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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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规划实施的片区级城市设计导则编制
———以王咀湖周边城市设计导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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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城市设计导则作为有效衔接城市规划管理实施的重要途径，为城市设计的实施提供一种长效的方法支撑。 本文在研究国内
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基础上，结合王咀湖周边城市设计导致编制实践，探讨面向规划实施的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思方法。
关键词：片区级城市设计导则；规划实施；王咀湖周边城市设计导则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38（2018）07-0096-02

1 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问题
随着大量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作为非法定规划的城市设计暴露出

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其与规划管理息息相关的法定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联系不够紧密，使城市设计思想无法在法定层

面予以落实；②城市设计编制过分强调感性思维的引导，过于追求理想
的空间形态，无法切实指导城市建设。[1]

在此背景下，城市设计导则作为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转化

过渡框架，成为有效衔接法定规划的重要手段。本文将结合目前城市规

划管理体系，以王咀湖周边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为平台，对城市设计导

则的编制进行探讨，提升片区级城市设计的可实施性。

2 国内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研究
2.1 上海市城市设计导则
（1）上海市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目的
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附加图则，主要是加强对城市重点地区及需要

对城市空间形态进行深化地区的控制。

（2）上海市城市设计导则控制思路
以整个街坊为单位，通过控制总图则、分层控制图则和风貌保护控

制图则构成。其中分层控制图则、风貌保护图则视需要出图。分层控制图

则可根据控制需要分为地上分层控制图则和地下分层控制图则出图。

控制总图则的具体控制要素包括建筑形态、公共空间、交通空间等。

结合城市设计控制要求和规划管理实施对强制性要素、引导性要素进行

界定。[2]

2.2 广州市城市管理控制导则
（1）广州市城市管理控制导则作用
以规划管理单元为基本单元，结合分区规划文本，协调和整合详细

规划与城市规划管理动态更新信息。

其重要作用在于避免了单个地块规划要素调整的复杂性与局促性。

通过以规划管理单元为基础，有效促进综合容积率、开敞空间的规模与

数量、配套设施三大强制性指标的落实，保障规划实施的灵活性与权威

性。

（2）广州市城市管理控制导则编制思路
其分为管理单元和分地块控制内容两个部分。

管理单元划分旧城中心区以 0.2~0.5km2为宜，新城区以 0.8~1.0km2

为宜。管理单元控制通过强制性和指导性内容，对用地主导属性、净用地

面积、总建筑面积、配套设施、开敞空间、文物保护、人口规模等 7个方面
进行控制。

分地块控制内容以及指导性指标为主，包括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

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绿地率等内容。其分地块指标可适当调整，但

总体强制性指标应符合管理单元强制指标整体要求。[3]

2.3 深圳市法定图则
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法定图则，是指在经批准的法定规划的

指导下，对区内各片区的各项指标进行深化、落实。其每个片区规模约为

2km2。城市设计引导的内容着重从城市形象的控制进行分析，作为为指

导性建议指导规划管理的实施。

3 王咀湖周边设计导则编制研究
3.1 城市设计导则实施机制
王咀湖周边城市设计为片区级设计，提出了“以文化塑魂，以产业兴

城，以生态涵养，以形态升华”的发展策略，在彰显徽派文化特质、地块历

史禀赋的基础上，形成山-湖-城相生相宜的城市形态。在此策略下，对城
市公共空间、建筑界面、建筑高度控制、公共绿地、开敞空间、地标节点、

交通组织等进行详细的设计与研究。

本次城市设计在编制过程中，积极与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互动。对

于城市设计的具体意见也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局部调整得到了落实。

对于具体城市空间的组织则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具体控制单元

基础上，通过强制性指标、指导性指标分类进行引导，由城市设计和管理

人员对开发项目提出设计控制，可以作为规划管理部门出具的地块规划

设计要点的重要补充，直接指导城市建设。

3.2 城市设计导则控制体系
3.2.1 城市设计导则控制分区
结合土地利用性质、城市设计导控需求将具体地块区分为一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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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王咀湖城市设计导则实施机制

区域、特殊控制地块进行控制。

其中一般控制区域为居住用地等控制要求较少、作为城市基底的用

地。

特殊控制地块则为地块区位较好，对塑造城市形象、组织公共空间

的重要地块，其对城市整体空间感受、人群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主要包括

重要交通节点周边地块、商业商务用地、城市重要公共设施等地块。特殊

控制地块内开发方案必须需组织专家会议详细论证，从而保证地区景观

风貌的整体性。

3.2.2 城市设计导则地块划分
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实际情况，居住区等适宜独立开发建设的用地以

地块实际边界为准。商业商务类用地则主要结合开发建设经验、塔楼空

间布局、公共通道组织情况进行划分，形成 0.3~1.5ha为主的地块。该规
模的地块可分可合，能够灵活的结合市场开发需求进行调整。对于需要

整体开发的城市地标节点地块，则建议通过规划管理实现地块的整体出

让。

同时在地块划分过程中应注重公共空间建设的可实施性，将公共通

廊划入一侧地块内，避免需要两家开发商共同建设，无法保证公共通廊

建设的统一性与同时建设的局面。

3.2.3 城市设计导则控制要素
结合具体城市设计方案，本次城市设计导则控制要素包括图则、指

标总表、建筑规划设计要求、地下空间设计要求四部分组成。

（1）指标总表控制要素
其中指标总表中地块面积、规划用地性质、绿地率、建筑密度、容积

率为强制性指标，可在满足城市设计导则具体控制要求基础上，适当进

行调整，在划分的基本控制单元内实现整体强制性指标的落实。限高为

建议性指标。

（2）建筑规划设计控制要素
建筑规划设计要求则包含了空间形态引导、建筑设计引导、城市界

面控制三个层面。

空间形态引导中结合城市天际线塑造需求，地块强度与建筑限高、

标志性塔楼、建筑塔楼控制区为强制性控制要素。公共通道则视其对公

共空间组织的重要程度分为强制公共通道、可变公共通道；强制公共通

道为通道宽度及位置均不能进行调整，可变公共通道则为在公共端口对

齐的情况下，位置可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但不能低于规定宽度。

建筑设计引导多为指导性要素，包括建筑屋顶、建筑风格、建筑体

量、建筑材料等方面。对于重要的城市标志性节点区域可视具体控制需

求，将部分要素提升为强制性要素，以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整体风貌。

城市界面引导主要针对商业商务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包括贴线

率、商业零售界面等要素。城市重要商业商务区域可将贴线率提升为强

制性指标。

（3）地下空间设计控制要素
地下空间设计要素主要包括地下空间建设引导、地下空间业态引导

两部分。

地下空间建设引导着重针对分属不同开发商的地下空间，结合交通

空间组织与人群活动需求，按照导则要求进行联通建设。地铁站点出入

口等人流聚集区域则应按照要求建设连续完整的下沉广场。该部分建设

要求为强制性建设要求。

地下空间业态引导则是针对重要人流集散点的地下交通空间周边

区域，通过建议的方式，鼓励零售、餐饮等服务功能建设，以形成便捷的

城市生活。

（4）图则
图则则是通过图示的方式对上述控制要素分类进行落实。

4 结 语
城市设计导则的引入有利于片区级城市设计的实施。设计导则实际

上是在协调城市设计与规划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规划实例，结合

城市规划管理，提高城市设计的可操作性。同时，也通过对城市设计导则

的编制对具体城市设计实施要素、实施规模、实施方式进行梳理；在今后

的城市设计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结合管理、实施角度对城市设计进

行更为理性的组织，避免过于理想和追求图面效果的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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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王咀湖周边城市设计图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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