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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提高可步行性 ， 必须要排斥机动点 ， 街区四周城市道路上有多条公交车出 了 ５个庭院街区划分设想 （图 ２ ） 。 ５个

车
，
把步行和机动交通对立起来 。 实际线路覆盖 ， 保证了公共交通对街区内部庭院街区的划分设想是一方面考虑划分

上 ， 步行优先离不开机动交通的支持 ，步行化的有力支持
“

庭院街区
”

确定标后的街区面积尺度更加适宜步行 ，
另一

如果缺乏足够的机动交通可达性 ， 城市准如下 ：方面考虑每个街区的功能特色鲜明 ， 使

步行空 间 不可能获得持续而长久的 发（ １ ） 庭 院街 区 由城 市道路 围合 而具有旅游资源的街区主题更加突 出
，
体

展
， 步行化建设应与机动交通形成和谐成 ，

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组团 ；
现差异化 ，

而有些街区则主要强调其安

共存 、 良性互动的关系 。 从人车关系的（ ２ ） 庭 院街 区尺度宜人 ，
适合步静的慢生活特征 ，

主要面 向本地居民 。

规划理念发展来看 ， 过去更多 的是强调行 ，
每个街区的面积不大于 ｌ ｋｍ

２

， 街区每个街区的主导功能如下 ：

人车分离 ， 将步行系统与机动交通完全半径约 ６００ｍ
；
１ 号街区 ： 安静便利的慢生活街区

分离开来 。 随着城市的发展 ，
人们也逐（ ３ ） 庭院街区需毗邻一个或多个地２号街区 ： 都市休闲体验街区

渐认识到步行与机动交通二者并不是完铁站点 ， 其周边道路上有一条或多条公３号街区 ： 兼有行政与文化特色的

全对立的关系 （杰夫 ？ 斯佩克
，

２０１ ６ ；交线路 ， 实现公共交通对街区内步行的安宁社区

孙靓 ， ２０ １ ２ ） 。 步行化不是终极 目 的
，
而有力支撑 ；
４号街区 ： 故居文化 ，

历史建筑博

是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一种手段 ；
机动（ ４ ） 庭院街区有比较明显的主导功览特色街区

交通的 目 的也不是机动车辆的通行 ，
而能或旅游特色资源 ， 对行人具有较强吸５号街区 ： 音乐 、 艺术与文化体验

是人与物的流动 ， 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引力 ；街区

的 ， 二者在此达到统一 。（ ５ ） 庭院街区内部至少有一条道路

１ ９６３年尼克 ？ 德 ？ 波尔 （ Ｎ ｉｅｋＤｅ－上没有公交车线路 ，
可 以进行庭院道路２

．２ 庭院街区划分的验证

Ｂｏｅ ｒ） 提出了庭院道路 （ｗｏｏｎ ｅｒｆ） 的规改造 ；基于旅游体验的需求分析可知 ， 对

划概念 ， 是指通过对道路进行景观化改（ ６ ） 庭院街区内部有完整的步行系一般游客而言 ， 其旅游 目 的性较强 ， 比

造 ，
以降低车速 、 提高步行适宜性 ， 实统 ， 该步行系统与公共交通有便捷的联如要参观名 人故居 ， 就会直接选择去４

现人车共存的规划理念 。 在庭院道路概系 ， 并将街区内重要的公共设施 、 优秀号街区 ，
如果要体验音乐文化和 购物 ，

念的基础上 ，
我们把空间共享的理念发历史建筑和重要公共开放空间相串联 ；就会直接去 ５号街区 ， 交通工具主要是

展到整个街区 ， 提出 了
“

庭院街区
”

概（ ７ ） 庭院街区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依靠地铁 （因为每个街区都与地铁站有

念
， 提高街区 内部可步行性 ， 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或 自行车路线进行连接。便捷的联系 ） ， 跨街区 （不相邻街区 ）

一

活力的 目 的。基于上述标准 ， 根据衡复地区现有般也会选择地铁或者公共 自 行车 ， 靠步

庭院街区都毗邻一个或多个地铁站的各类资源分布 、 土地使用等情况 ， 提行跨多个街区游览的可能性很小 。

表 １ 由手机信令数据测算的游憩活动到过的＿＿

不同街区人次比例 （％
）现状道路步行适宜性评价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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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到过 丨 号街区的人次比例９Ａ ２＊｜ （手机信４ ＋ 空晌Ｓ ）现状道路功能
——条

到过２号街区的人次比例＾８４９Ｚ
．
 —



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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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功能分布密度
＿｜

？

｜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
一

一

到过４号街区的人次比例２０ ． ４８＾公共服务设施到访率
？

到过 ５号街区的人次比例３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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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居住便利性分析ｄ公共交通及Ｐ０Ｉ
＾ 关

表 ２ 由手机信令数据测算的游憩活动跨街区

游览人次比例 （

％
）＜ 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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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叶街区的人次叫８６ ．２０ Ｉ

日 常

到过 ２个街区的人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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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到过 ３个街区的人次比例
￣＂

１ ． ３９１
＿提升措施

Ｉ卜项删形十

到过 ４个街区的人次比例０ ． １ １

＋

到过 ５个街区的人次比例０ ０ １图 ３ 日常步行路线选线技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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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街道整合度与居民活动强度的关 系图 ５ 公共资源到访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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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力 案 中 ｆ吏用的大数据 ；１ ．于
？机？ 丨ｎ 令「

＿

Ｓｉｋｉｉ

■

路职 ｆｌｉｉｔｌ
ｉｒｆｆｔｆ

１「
———＿

度
^

数据 ， 是上海某运营商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连续
｜—

＇ｗＩ Ｉ １

１ ６ 天 （
１ 〇个工作 曰 和 ６个休息 曰 ） 手机

Ｉ

Ｉ Ｉ
１

信令数据 ， 平均每 日 约记录 ５８０ 万活跃
丨 ｜ ｜ ｜

用户 。 細手机信令数据产生的时空规｜

 ｜

律 ， 连续 １ ６ 日 中信令出现天数 ， 区分 出
丨

｜ 丨
Ｉ

本地居 民和外来游客 ， 再识别 出本地居丨

：

丨 ｜
＾

 ｜
̄

民的居住地 、 工作地？ 随后在 ６个休息，

、，，■触幽 ，

，

＼＾＾
＿＿

丨 观

日 正常游憩时间内 （ ９点
－

２ １ 点 ）
，
某
－

［
７

］
｜ ｜ ｜％

手机用户在衡复地区 内部较小麵内连
１＾ ，

不是前述识别 出 的该居民的居住地 、 工
 ｜ ｜ ，｜

作地 ， 即识别居 民在衡复躯内 的獅 ，

ｔ

活动发生地 （丁亮 ， 等 ， ２０ １ ７ ） 。 采用这，
—

－

方法 ， 从手机龄麵ｉｆ算獅雕，

游憩活动到过不同街区的人次 比例如表 １ ＇１ ＇

二＞＞

所示 。 １删性分祈 １ ＇＾＾細
＾
乐獅

１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 本市居民游憩 １１ １

活 动主要集中在 ５ 号街区 （主要是淮海１ １ １

路大型商业麵砸引 的人流 ）
；

１ 号街１Ｉ Ｉ １

区最少 ， 这是因为 １ 号街区公共资源和
Ｌ
Ｉ

１Ｌ
Ｉ
」

特色建筑分布很少 ， 主要是面 向本地居


ｊ

民服务 ， 因此也验证了将其定位为安静Ｉ

的慢行街区是合理的 。 游客跨街区游览

的比例如表 ２所示 


同 时 到 过 ５ 个 街 区 的 游 客 只 占
…

０ ．０ １％ ， 同时到过 ３个街区的游客也不超＇ｙ
过 ２％ 。 有超过 ８６％的游客仅到过 １ 个街

区 。 由此验证了Ｂ Ｉ Ｉ面提出 的游客选择 目４日 常财７纟Ｓ路选线规划 ｜
？ １

的性很强 、 较少跨区步行游览 的观点 ，

使得划分 ５ 个庭院街区的做法有了游客图 ６ 曰 常步行线路选线 叠加分析
Ｆ 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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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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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宝江钮心毅大数据支持下 的城市设计实践
——衡山路复兴路历 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 网络规划



旅游步行线路规划提供了依据 。 大数据２号街区
－永嘉路②ｗ ．

．
．ｔＬ ．ｊ

ｍｍｍ３号街区－余庆路

验证了划健瞒賴健念后 ，
删＼

？

Ｔ
Ｅ

ｖ

方案将 只在各个街区 内部规划旅游线

路 ，
而不観麟不同街区的步行游览 ｒ

＾Ｔ＾ｒｒｒ＾Ｉ
认Ｕ眺 ］

嘉路②现状平面图
＾余庆路现状平面 图

３ 资源共 享
—居民和游客共 ：

一＾
ｊＴｒｒａＨ

＾ｆ

享的 ｉｓ ｆ亍系统线路选择永嘉路②改造＆面图氷嘉路②改造效果图
１

余庆路改造平面图

３ ． １
‘

‘

资源共享
”

的理念和量化分析支
４

①

号

平

街

面

区

图

麵’
：織汶

剛

持途径 Ｉ［ｒ
￣

－－

＂

Ｔ ｉ^
． ． ｆ

＇

－

＇

衡复地区 的公共麵主要包括公共７
－：； ． ． ；Ｊ：

服务设施 、 优 秀历史建筑及特色建筑 、

面 图

公共开放空间三个方面 。 这些公共麵ｉＨＨ
中既有面 向本地居民 的生活性服务设＾ ｜＊ ｊ

ｊＰ
施 ， 也有 主要 面向 游客 的优秀历史建五原路改造平面图五 原路改造效果囝庆路改造平面图

筑 、 文化艺米场所 、 商业空间等 ， 其中图 ７ 庭院道路再造方案示意

很多是共同为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服务Ｆ ｉｇ． ７Ｄ ｉ
ａ
ｇ
ｒａｍｍａ

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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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 ｆｃｏｕ ｒ

ｔｙ
ａｒｄ ｒｏ ａｄ ｒｅｃ ｏｎｓ

ｔ
ｒｕ ｃ

ｔｉ
ｏｎ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绘．

的 。 基于此 ， 本方案提出居民与游客共

享公共资源的理念 ，
充分考虑现状道路

ｐ

－

，

和资源条件用步行系统将公共服务设 ｉ
職人磁《？

施 、 优秀历史建筑 、 公共开放空间等进现状道路步行适宜性评价
ｉ现状道路等级

— 资

行串联 ，

一方面成为本地居 民及工作人
＾

——

（娜ｐ純
ｊ——

？

群的必经之路 ， 是城市基本的 日 常步行ｇ
￣￣

道細整合度分析 ｜现状道路功能
—

^

路线 ， 同时 ， 该雜与游細觀麟ｎ
（手机信令＋ 空

［心 —

特色雜錄
一—

５
有较大部分的重合 ， 成为外来游客了解＝

＿

｜

特色賴ＳＳ綱脾 ■ ——

客

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及 当代城市生活的持 Ｉ大型公共绿地
－

相

重要载体 ’ 从而实现本地居民与游客对Ｕ一＿

￣

娱乐类ＰＯＩ 到访率

＾

ｌＪＭ
公共交通＋ 娱乐类ｐＯ Ｉ

—５

公共资源的共享 。


＾

＾


在资源共享理念的指导下 ，
慢行系ｙ

统选线包括了居民 日常步行线路 、 特色

旅游步行线路 、 自行车骑行线路三个部Ｉ

分 。 在慢行系统选线中采用了大数据为 Ｉ

特色膽ｉ行线路选

主
， 结合多种传统量化分析手段的技术（

＇
—

^

途径 。 继续使用手机信令数据测算居民规ａ提升措施专項规划设计

活动时 空分布 ， 配合使用空 间 句法 、

ＵＮＡ 等 网络分析工具用于慢行 系统分图 ８ 特色旅游步行线路选线技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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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作为选择最佳步行线路的技术支
＇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持 ， 经过比较 、 优化 ， 最终确定步行线

路的选线 。行适宜性评价 、 道路的整合度分析 、 居对衡复地区现状各条街道及其周边

住功能分布密度分析 、 公共服 务设施到街道 的人行道宽度 、 林荫植被 、 车流

３ ．２ 居民 日 常步行线路规划访率分析和居民便利性分析 。 其中手机量
、 占道停车情况 、 街道尺度等进行综

日 常步行线路主要面 向 当地居民 ，信令数据和空间句法 、 ＵＮＡ等城市空间合评估 ， 将其分为不适宜步行 、 较适宜

从满 足居 民 日 常生活 出行必需 角度 出网络分析方法结合 ， 进行了大数据支持步行与适宜步行三类 。

发 。 其路线选择的逻辑过程如 图 ３所示 。城市设计方案生成的探索 。基于以上对街道步行性的判断 ， 运

支持 日常步行线路选线方面 ， 做了（ 丨 ） 现状道路整合度分析
——

基于用空 间句法对街道的整合度进行分析 。

多个方面的量化分析 ， 包括现状道路步手机信令数据和空间句法步行适宜性较高的街道 ． 设置空 间句法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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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ｔｍ
图 ９ 历史建筑到访率分析图 １ ０ 娱乐类设施到访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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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来源 ： 作者 自绘 ．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中的轴线越 为连续 。 空间句法使用运行「
＿

如五路石行
「
——

：
状^人１７道

－

宽度
，

于 Ａ ｒｃＧＩＳ 的 ａｘｗｏｍ ａｎ工具计算得到街道 ｜＾ＪＴ ＩＩｘ Ｉ

怙 卜 度 分析 丨
丨 丨 出 的结 》 屮 ． 数 衍 越 丨

Ａ
｜ ｜

 Ｉ

高 ， 表示街道的整合度越高 。 将街道整 丨

’

｜｜｜

合度结果与本地民活动强度图叠合 （ 图 丨 ｜ ｜

４
）

，
分析结果显示在人群活动强度较强Ｉ

的区域 ，
道路的整合度普遍较高 。 分析ｐ

中发现 了部分整合度较高 ， 但人群活动，，
度！动ｍ状道路功能^

较弱的区域 。 依据空间句法的原理 ， 在Ｓ

道路拓扑关 系不变 的前提下 ， 这些街道ｇ
１１

应该吸引较多的步行者到达 。 现状人群ｆ

— １雛
＞

丨

—
丨

．

特色建筑及景点分布
丨

—
泛

活动强度较弱 ， 显然是现状麵步行环
持 丨 丨 １Ｉ

境较差 、 吸引力 不足导致 。 这些街道 的
—

Ｉ ＩＩ＇ ＩＩ

步行环境是步行规划中需要进行优化的。Ｉ脾 （ 宗地 ）
ｌ

Ｉ
＇

大型公共绿地
Ｉ

⑵ 公共资源到访率分析 Ｉ Ｉ＞ ＩＵ
使用 了 城市隱分 析 ；ｒ具 ＵＡａｎ １ １

＾

 Ｉ

—＿ ） 量化分析公共 Ｉ醜率 Ｉ Ｉ
？

＞《交通：娱乐类。０ １

１

资源的到访率 ，
该工具中的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ｎ ｅｓｓＩ Ｉ Ｉ

ｉｉ度指标能反映在现有街道网络和空间 Ｉ Ｉ
Ｉ

布局下 ，
区内 的哪些公共资源被途经的 丨 ｜

｜ Ｉ

到访報高 。Ｌ 」 Ｌ 」

日常步行线路的选线 ， 主要关注居 Ｉｒ

民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出行情况 。 以衡ｉ

复地区所有规划居住用地作为起点 ， 将ｈ

区内 的所有公共服务设施地块和绿地设＇

为终点 ， 运行 ＵＮＡ工具 ， 得到本地区的
＇

＇

公共资源到访率结果如图 ５ 所示 。 区 内

公共资源到访率最高的区域集中在高安

路 、 永嘉路 、 襄阳路 、 复兴路和淮海中＇ｘ＾＿

．
＞

■旅游步行线路选舰删
为 日常步行线路选线的首选区域 。

依据前述 日常步行线路选线的技术？ １ １

Ｆｉ

ｇ
．  １ １Ｏｖ ｅ ｒｌ ａ

ｙ 
ａｎａ ｌ

ｙ
ｓｉ ｓｏ ｆ

ｔ
ｏｕｒｉｓ

ｔｐ
ｅｄｅｓ

ｔ
ｒ ｉａ ｎ ｒ ｏｕ

ｔ
ｅ

逻辑 ， 综合考虑现状资源条件 ，
将相关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要素进行叠加分析 ， 其分析过程如 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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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 在 比较 、 优化的基础上得出本地＿
＿

｜

一￣

现状道路拥堵
■

倩况

￣

Ｌｄ 现状道路彳昧ｉ动车道分布
｜

区 日常步行线路选线结果 。
 

￡


１货

经过对 日 常步行线路和步行适宜性


１

居住功能分布密度现状道路等级
——源

评价睡行对 比 ， 显示 日 常步行线路的问ｊ 公共服务雖到郝


１Ｓ

选线与步行适宜性吻合度非常高 ， 基本２
４（ ＵＮＡ ）＿＿

＾ 丨

職挪＿Ｊ
￣

＾ｇ

都是在适宜步行的道路上。 只有武康路＾＿＿

｜ 齡薄铕及長纖銮


１－

至水福路段的五原路步仃环境较差 ，
有持 （

Ｕ ＮＡ
）１客

＇政步行雛不足
：

因此 ， 规戈幡该路段 ＇

居住便利性分析
一一 特色建贴景点分布



１

改造为庭院道路 ，
提高步行适宜性 。 同


ｒ
 １ｂｄ

样 ， 在其他庭院街区内 ， 每个街区选择

１
－

２条不通公交车的道路进行庭 院道路

改造 ， 实现道路的 人车共享 ，
提高街区

内的步行友 （图 ７ ） 。

自行车骑行线路选线

 Ｉ

３ ．３ 特色旅游步行线路规划丨

．

“
（

二匪规划提升措施专项规划设计

采用与 日 常步行线路选线相类似的＾

图 １ ２ 自行车骑行线路选线技术逻辑
技术逻辑 ， 进 彳了 特色旅游步 彳了 线路规ｆｉ

ｇ
． １ ２Ｔ ｅｅｈｍｌ ｏ

ｇ
ｉｏｉ ｌｄ

ｉ
ａ
ｇ
ｍｍｏｆｂ ｉｃ

ｙ
ｄｅｒｏｕｔｅ ｓｅｌ ｔｘ

ｔ
ｉ〇ｎ

戈 丨

Ｊ 。 其路线选择的逻辑过程如图 ８所示 。


资料 来源 ：

作者 自绘 －

与 日 常步行线路不同的是 ， 特色旅
「

现状道路拥堵悄况
１「

现状道路非机动车道分布
Ｉ

游步行线路主要面 向外来游客 ， 因此更 １

^

多考虑与游客游览相关的 内容 ， 如特色 １

ｊ －１ １

建筑及景点分布 、 娱乐类设施分布状况 Ｉ能 度
Ｉ Ｉ

等 ；
主要进行特色建筑及景点到访率分 １ １１状道路等级 １

析及娱乐类设施到访率分析 ，
以及针对丨

１
１ １

游客的道路步行适ａ：性评价 。
丨

、

率
丨 丨

１

门
运用 ＵＮＡ工具对衡复历史风貌区内丨 ＩＩｉ１

的各个历史建筑晒访率进行分析 。 将
￣

Ｉ丨 Ｉ丨

｜

衡复地区的历史建筑分为三类。 已经开备
ＩＩＩ １＊

放成为旅游景点的历史建筑 ， 这类知名ｆ

一＾

丨 丨

＿＋

丨 ｉ

＾

ｓ

度最高 ，雜剛＿高 ，
酿 胃

丨 丨 布 丨

＝

重为 ３ ； 尚未变成旅游景点 的名人故居
￣

｜贿率
Ｉ ｜ ｜

客

（
比如 巴金住宅 ） 賴有－定公共性但不 ｜｜｜ ｜ｆ

是旅游景細历史建筑 （比如美国驻沪 ｜丨 丨 ｜

总领事馆 ） ， 该类历史建筑设权重为 ２
；｜析

丨

丨
特色雜及景点分布

丨

目前仍具有实际功能 、
游客一般不能进 ， 丨 丨

Ｖ
＇

 ｜

人 的 历史魏 （ 比贿錢驻沪办事 ！ Ｉ

处
） ，
此类设权重为 １ 。 运行 ＵＮＡ工具计Ｌ＿ 」 Ｌ 」

算后得到结果如图 ９所示 。 ｜
^

对于游客而言 ， 参观历史建筑的行ｊ

为多发生在 白天 ， 夜晚到衡复历史风貌

区的游客多会选择去娱乐类设施 ，
所以

有必要对本地区内 的娱乐类设施到访率

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 １ 〇所示 ：Ｘ—
－

在上述量化分析基础上 ，
充分考虑

现状资源条件 ，
根据各个庭院街区的功自行

能定位和旅游资源特点 ， 并考虑与公共图 １ ３ 自行车骑行线路选线叠加分析

交通特别是地铁的便捷联系 ， 完成特色
Ｆ ｉｇ ＇ １ ３ｒｅｕ

ｔ
ｅ

８４





２０ １ ７年 第 ２ 期 总 第 ２３ ４期

［
■

；

曰 常步行线路 ；

■

： ，
‘？ ，八

，Ｉ ． ． 

－

）Ｉ／ ？

＿

Ｕ： ：

＾

； ：： ／
「

」為＊
 」

特色旅游步行线路
；

自 行车骑行线路
；图例

一一 ！ ！＾＼Ｊｒ
－Ｍ—特色游览步行线路

）
－

、
－

－

 ． ．ｙ＼
＼ａ曰常步行线路

ＴｉＦ
Ｋ

慢行系统网络 ＜


＇ ？… 规划范围

图 １ ４ 地区慢行系统规划过程图 １ ５ 慢行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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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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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參炎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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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公共活动空间网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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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色建筑规划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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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９ ９

ＩＩＪ＾
—

２ ． ００－２ ． ６５

Ｌ 」
￣

规划方案街道整合度

图 １ ６ 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图 １ ７ 公共活动空 间网络规划方案的街道整合度复核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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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绘．

．

旅游步行线路规划 （图 １
１

） 。 方案中确定场所均在地铁线 ５ 〇Ｏｍ 服务半径之内 。 对４系统整合
——公共 活动空 间

了五条面 向游客的特色游览步行线路 ，于本地区的绝大多数就业人员而言 ，
没网络规划

并结合各街区的旅游资源特色 ， 对评价有 自行车通勤的需求 。 因此 ， 本地区的

较差的道路进行铺装 、 环境 、 街道设施自行车骑行线路主要面向居民的 日常 出４ ． １ 慢行系统规划

等专项改造提升设计 。行及游客的游览需求 。慢行系统包括步行 （
含跑步 ）

线路

自行车路线的选线逻辑与步行线路体系和 自 行车骑行线路体系 。 将上述居

３ ．４ 自行车骑行线路规划选线相类似 ， 仍然采用叠加分析方法 ｔ民 日 常步行线路与游客游览步行线路进

自行车出行 目 的主要包括 日常 出行不同之处在于 ， 现状资源条件主要考虑行叠加 ， 可 以得到本区内 的步行 （含跑

及锻炼 、 就业通勤 、 游览 观光三个方了现状 自行车道的分布情况 ， 并同时考步 ） 线路体 系 。 将步行线路体系与 自行

面 。 本地区的办公场所主要集 中在北部虑了居民和游客两方面的需求 ， 其选线车骑行线路叠加 ， 可得到本区的慢行系

中段常熟路 、 淮海路及复兴路交汇 区逻辑框架如图 １ ２所示 ， 叠加分析结果如统网络 （ 图 １ ４ 、 图 １ ５ ） 。

域 ， 以及南部中段肇家浜路沿线 ，
通过图 １ ３所示 。

地铁站覆盖办公楼分布可知 ， 这些办公４ ． ２ 公共活动 空间网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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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慢行系统 （步行体系 ＋ 骑行体的理解 ，
针对设计 目标 ， 确定了简洁 、ＭＭ

ｔ

６
）

： ６＾６７ ．

）

系 ） 将公共设施 、 特色建筑 （优秀历史 義的技术路线和设计生成逻辑 ，
提出

［
６
】

用 数

＝
保护建筑 、 名人故居等建筑景点等 ） 及了 以规划设计理念先行 、 大数据分析验３３⑴ ： ５０

－

５６ ． （

Ｎ ＩＵＸ ｉｎ
ｙ

ｉ
．ＷＡＮＧＹａ。 ，

公共开放空间 （包含室内步行及活动空证 ； 大数据与传统定量分析方法支持方
Ｄ ＩＷＧ ＵａＭ Ｍｍｕｒｉ ｎｇ ｈ ｉｅ ｒ＾ｈｋａ ｌ ｓｔ

ｒ＾ｔ＾ ｒｆ

ｕ 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
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ｂ
ｉ
ｌｅ

ｐｈｏｎ
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ｄａ－

间 ） 串联起来 ， 形成公共活动空间 网络案生成和复核的两种技术途径 ， 实现了
ｔ
ａ
 （Ｊ］

．Ｐ ｌａｎｎｅ ｒｓ
， 
２０ １ ７

ｆ 
３ ３

（ １ ）
： ５０

－

５６ ．

）

系统。大数据对城市设计方案全过程的有力支ｍ 孙规． 城市步行化
一城市设计策略研究

＂ 、＋人备 、ｖＵ
、

Ｍ八斗过斗— 丨切 師檢［Ｍ ］
． 南京 ： 东 南 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

ＳＵＮ

从这
Ｉ意义 ＿ｔ说 ，

Ａ 共活动 丨可网撑 。Ｕａｎ＆Ｕ
ｉ

＊

ｂ ａｎｐ ｅｄｅＳｔｉ ｉａｎｉＭ ｔ ｉ ｃｍ ： ｓ
ｔｕ ｄ

ｙ ｃｍ ｕｒｂａｎ

络 ， 依托便捷的公共交通 ，
结合业态和ｄｅｓｉ ｇｎ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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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ｉｎｇ

：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
ｔＵｎ

ｉ
ｖｅｒ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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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
，
将城市慢行系统 、 公共开放参加本次

“

衡 山路复兴路历 史文化间 Ｕ
５

王 谢栋灿
， 等 ． 基于手机信令數

空间 、
公共服务设施及特色建筑整合在风貌 区公共活动空 间 网络规划

”

的工作据的

’

上海＋不 同等

’

级商业 中 心商圏 的 比

—

起 ， 为实现本地区活力 、 魅力 、
宜居团 队成 员 有： 田 宝江

，
钮心毅 ， 方促华 ，较 南

￥
东路 、五 角场 、按山路为例

， ， ＾＿ ￡〇］
． 城市规划 学刊 ，

２０１ ５⑶ ： ５０
－

６０ ．（
ＷＡＮＧ

的 目标提供 了空间主导框架 ，
是本地区丁党

，
李静 ，

刘 辰阳
，

谢
■

！？梓
，
周 笑Ｄ ｅ， 

ＷＡＮＧＣａｎ， 
Ｘ

Ｉ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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