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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风貌数字化规划模式研究

———以漳州市城市景观风貌规划为例

丁美辰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福建厦门 363123)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城市大数据信息开发等政策的出台，以及人工智能、交互设计、虚拟仿真等计算机

技术的普及，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了新的突破口。文章以漳州市城市风貌景观规划利用漳州数字

城市信息共享平台为例，探讨在数字城市平台的基础上，如何将以传统调研总结为主的城市景观风貌静态规划转变为

以大数据挖掘和分析为主的动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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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gital Planning Model of Urban Landscape Style
———Taking the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of Z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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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urban big data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other computer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teractive design and virtual simulation，the real problems faced by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have made new breakthroughs． Taking the Zhangzhou digital city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transform the urban landscape style static planning based on traditional research and summary into big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digital city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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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目标，是塑造城市整体意

象，突显城市特色，避免因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千城一

面困境。面对诸如专业综合性高、编制数据海量、实

施管理周期长、难以顾及动态发展、缺乏公众参与等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现实问题，常规的城市景观风貌

规划设计手法已难以满足数字技术时代下的城市飞

速发展的政府管理需求，难以满足城市动态化的规划

策略，难以实现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的期望。
因此，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城市大数据信息开发

等政策的出台，以及人工智能、交互设计、虚拟仿真、
3D 建模等计算技术的社会普及，城市景观风貌规划

相关理论研究从成果内容的系统化、多层次化向现今

的一体化、通俗化的发展转变，规划实践关注点从最

初的城市空间形态的“蓝图式描绘”转移到了动态化

管养。
基此，本文立足数字城市平台基础，将以传统调

研总结为主的城市景观风貌静态规划转变为以大数

据挖掘和分析为主的动态规划。以漳州市城市景观

风貌规划为例，探讨基于城市大数据的城市风貌管控

的 3D 虚拟仿真系统，以满足规划师“无限”复盘“虚

拟都市风貌”并制定行之有效的风貌规划导则的需

求，助推其早日成为市民畅想未来城市景观风貌的可

视化、互动式平台。

1 数字化基础———数字城市信息共享平台

1． 1 数字城市共享信息内容

数字城市信息共享，是指政府建立的智慧城市大

系统，它将城市规划管理涉及的规划审批、管理进度、
日常事务等数据进行整合;同时统筹多规合一、规划

一张图;并建立具有时空特性的城市三维系统，最终

将以上所有信息呈现在同一个系统平台中进行规划

管理一体化协同共享，如图 1 所示。
1． 2 漳州市规划管理一体化协同平台信息门户构成

以漳州市规划管理一体化协同平台为例，其主要

由管理组织、多规合一、设计辅助 3 个部分构成，分别

对应服务对象、技术支撑和数据展示。业务审批、会

议会审、公文办理、日常事务、单位管理，主要是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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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城市信息构成

务对象为主构成的管理组织，保障项目规划管理全程

信息共享;规划成果、法律法规、规划一张图等单元主

要是以技术支撑为主构成多规合一，以此保障规划项

目所有技术相关数据的集成、共享、管理、应用及服

务。CAD 辅助、三维系统等主要是结合城市二维、三
维一体化数据实现城市尺度空间数据体系( 影像、地
形、矢量、模型)，以辅助规划管理过程中的数据分析

处理、三维浏览、实时跟踪、监控预警等操作，如图 2
所示。

图 2 漳州市规划管理一体化协同平台信息门户

1． 3 数字城市信息共享平台效用

从数字化、信息化角度进行城市景观风貌规划，

规划师最初所需要的基础就是从协同平台中，将业务

审批、规划成果、法律法规的前期海量数据资料收集，

然后将计算机辅助规划的规划一张图、三维系统的中

期精准定位，以及单位管理的动态化建设实施及管理

审批。总之，规划管理一体化协同平台，能对城市景观

风貌从单元到整体、表层到深层、从实到虚对城市自然资

源、历史文化、当前建设面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综
合的信息表达，将城市生产、生活等运行数据时间化和空

间化，是未来实现城市数字化规划的基石。

2 城市景观风貌数字化规划

2． 1 数字化规划内涵及机制

①定义

数字化规划，是在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编制过程

中，使用以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图像处理和地

理信息系统(GIS) 为代表的“大数据”收集、处理、分

析技术，进行全面的数据挖掘，获取涉及城市景观风

貌的绝对数量的数据信息和动态化的更新数据，并利

用计算机进行高性能的数据处理分析。在时间和空

间上，实现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真实性现状呈现、全

面性问题总结、客观性策略提出、落地性区域设计，以

助于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后期的实时性管理执行、周期

性监督调整，从宏、中、微观 3 个层次构成城市景观风

貌建设系统，如图 3 所示。

图 3 城市景观风貌数字化建设系统

②数字化规划的运行机制

以漳州市规划管理一体化协同平台为例，其利用

综合查询数据库，全面收集城市总规、详规、专项规

划、国土、交通、绿地等相关规划数据;利用三维系统

建立城市实景，通过模型图层管理，显示具有城市建

筑、山水、道路、植物的城市景观风貌现状场景;最终

将二维、三维数据结合分析，总结出城市特色资源和

特色分区，辅助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总体规划和策略

引导。利用城市实景三维模型，建立基于城市风貌管

控的 3D 虚拟仿真，实现城市景观风貌的落地设计及

推演，如图 4 所示。

图 4 城市景观风貌数字化规划的设计流程

2． 2 数字化规划优势

①基础数据的精准化

传统的城市景观风貌基础勘查，以规划师为主

体，联系相关联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数据收集以及实

地调研工。该方式可以获取的数据信息，包括地形

图、相关规划资料、现状照片等。但人的采集能力毕

竟有限，难以满足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涉及的数据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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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丰富，数据量宏大，并且存在综合影响广、动态变化

的特点需求。因此，传统的城市景观风貌基础信息存

在量化分析主观性、局限性、时限性等问题。而大数

据时代通过地理信息服务、图像处理、空间数据计算

等技术，可以实现海量数据的收集，满足宏观决策时

的独立性，如图 5 所示。

图 5 数字化规划与常用规划调研方法对比

②描述信息的可视化

立体道路、城市格局、山水形态、景观视廊、建筑

轮廓、天际线等，是直观构成城市景观风貌的三维空

间要素，同样使城市景观风貌变得可感、可视、可测。
但是，诸如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土地功能、城
市绿地率、城市空间错落度等指标数据，同样也是与

城市景观风貌相关的二维信息，并且间接地影响着城

市肌理、建筑分布、自然格局等景观风貌构成要素。
数字化规划，致力于将城市景观风貌从描述性数

据的收集提升成城市真实空间环境的模拟。因此，数

字化规划模式能够为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编制实现了

具体的场景构建、空间分析和建筑形态控制。
③规划编制的动态化

在城市景观风貌数字化规划过程中，笔者将其设

定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城市景观风貌的现状展

现;第二阶段是城市景观风貌的策略调整;第三阶段

是未来城市景观风貌实施建设;第四阶段为城市景观

风貌的实时监控。通过数字城市信息共享平台中的

城市实景和数据分析，政府、规划师、公众都能够进行

简单的操作，满足城市景观风貌建设的长周期、易评

价、高效率。

3 城市景观风貌虚拟仿真系统

目前的三维城市模型仅仅停留在对城市外表面

的模糊形象表达，并不能展现城市风貌的动态发展以

及公众对城市风貌的建设期望。风貌管控模拟系统

建构的城市虚拟空间，是从城市的内到外、从建筑到

景观的、从历史文化到物质空间的全方位二维 + 三维

一体式模型。

3． 1 模拟系统的构思

城市景观风貌是由地域特征、文化传承、风貌类

型分区、整体颜色、建筑风貌、建筑高度等等要素构

成，并且，以上任一要素都有其各自的影响因子系统。
针对这些内容的属性和影响因子，分别建立数据源集

成体系进行交互模拟，实现城市景观风貌的影响因

子;通过数据可视化，使无形影响力变成有形的数字

呈现，不仅提升优化了编制进程，还强化了编制成果

的科学性。
模拟系统能做到的是，利用城市空间大数据，在

模拟系统平台中虚拟特定的城市区域，在此模型上进

行仿真、推演。依托数据可视化、城市虚拟化等新技

术，有助于专业城市规划师与公众以共同参与的方式

介入城市管理，通过增减虚拟空间中 3D 的实体因子

调节城市景观风貌的影响参数，为城市景观风貌规划

寻找一条动态化、交互式的设计思路。
3． 2 模拟系统的组成

模拟场景建立:基于对大数据二维平台的数据支

撑，规划者可以从中找出影响城市景观风貌的元素因

子，其中以城市区位、城市颜色、建筑性质、建筑高度、
建筑材质等为代表。此外，诸如以上元素因子，都是

来源于并受制于城市二维数据中各层次规划设计

成果。
基于大数据三维可视化模型的实体支持，规划者

可以就具体的城市地形、城市街道、建筑、植物、绿地

等构成局部城市风貌的意象，如图 6 所示。

图 6 城市景观风貌管控模拟系统建构

3． 3 模拟仿真系统及运作

城市三维模型，可以精细到城市地形、街道、建

筑、植物、绿地的每一个对象三维形象，并对它们的单

体进行对象化管理控制。在对应的风貌模拟空间内，

公众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远景对区域内风貌组成实

体进行增减变化，如图 7 所示。例如，要重新塑造城

市内具有生态效应的产业工业风貌区，公众会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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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可视化城市景观风貌模拟系统运作方式

需求选择减少住宅、商店等其他类别建筑，增加工业

厂房建筑。抑或是，在原有建筑基地上重新选择建设

新的建筑。在对构成城市景观风貌的实体进行增改

的同时，带有公众参与意识形态的虚拟的城市风貌模

型即可在此模拟界面自动生成。
影响城市景观风貌的因子，包括城市区位、城市

颜色、建筑性质、建筑高度、建筑材质等。调节界面显

示影响因子，对应的数字盘代表效应程度以及选择类

型。例如，在同一栋建筑模型里，利用参数调节盘中

数值的变化，改变建筑颜色、建筑高度等。

4 漳州城市景观风貌数字化规划

从漳州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编制过程出发，对前期

基础材料收集、特别区划分、节点设计、建设管理等阶

段进行对比运用。
4． 1 基础数据的精准收集

前期相关规划资料的收集，规划师主要是使用图

表结合文字说明的方式，进行资料阐述分析。该模式

存在用时长、资料收取过程麻烦、易缺失材料等情况。
利用漳州市规划管理一体化协同平台的规划成果查

询只要进行关键词搜索，规划者即可以快速、准确、全
面地获取城市景观风貌相关规划材料及基础数据，如

图 8 ～ 图 9 所示。

图 8 漳州城市景观风貌相关规划收集分析图

4． 2 风貌特别区的智能划分

风貌分区是根据城市自然及人工环境特征进行

划分，海量的人工环境现状和难以统计的城市自然环

图 9 一体化协同平台规划成果查询目录

境，使得过去大部分的城市景观风貌的特色分区，仅

限于规划师实地调查后的精英式判断。使用一体化

平台的城市规划管理一张图可以快速区分漳州市城

区内土地利用情况、自然资源分布详情，甚至于详细

的规划数据( 图 10)。因此，在对漳州城市景观风貌

进行分区设计时，平台能够自主呈现城市土地资源分

布数据规划性分类和使用性分类。规划者利用智能

分析结果，将更直观发现城市景观风貌分区的现状出

入，最终提出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结合的分区规

划，并发现风貌控制的问题所在。

图 10 一体化协同平台规划一张图

4． 3 重要节点的虚拟仿真

传统的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往往在成果中会

增加特色节点区域景观风貌导则及设计，便于向评审

专家展示其规划策略的正确性。
漳州市景山片区风貌控制导则，按照传统模式则

以图表形式显示该片区的用地范围、区位索引、基本

属性等现状介绍。以描述性文字的形式，提出功能优

化建议、建筑风格、建筑高度、建筑色彩等控制意见，

最后附上最终效果图。但此类方式易出现文本阅读

理解误差，引导成果缺乏可视性(图 11)。
使用数字化规划模式，则可在数字漳州信息共享

平台的城市规划建设模块中，通过城市虚拟系统进行

片区风貌的虚拟推演。以景山片区天际线控制为例，

在系统界面中选择建筑高度影响因子，调节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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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漳州城市景山片区风貌控制导则

数值，其天际线形象即直接反馈到动态可视化虚拟模

型中。规划师可以通过数值调整进行多方案比较，进

而直观地推断该片区天际线控制的合理范畴，同时还

与传统的图表 + 文字成果模式完全不同，依托平台

自身强大的城市数据库，使得区域风貌导则与周边的

交通、园林等联系更为紧密(图 12)，可直接对重要节

点虚拟仿真，大大提升城市景观风貌特色营造的准

确性。

图 12 漳州城市景山片区风貌虚拟仿真

4． 4 建设管理的动态监督

规划过程中涉及相关重点区域、项目的审批、建

设、落地、监督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会随着城市建

设的发展而与时产生变化。基于一体化协同平台的

数字化规划，可以辅助城市建设部门对城市景观风貌

规划内容的落实实施监控，适时反馈建设效果，及时

发现问题，促成城市景观风貌的塑造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实现常态化、可控化、实时化(图 13)。

5 结语

本文通过利用漳州数字城市信息共享平台，基于

数字化基础开展城市景观风貌数字化规划，从城市二

维、三维层面全面分析和呈现城市景观风貌特色元

素，最终达到基础数据的精准化、描述信息的可视化、

图 13 一体化协同平台在建项目审批进度

规划管护的动态化的规划目标。此外，提出选择城市

景观风貌影响因子(城市区位、城市颜色、建筑性质、
建筑高度、建筑材质等)，和对应的数值控制对虚拟仿

真系统下的城市景观风貌模型进行仿真、推演，达到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及管理的专业精准化和公共通

俗化。
虽然这一设想能够满足现实需求，但是城市空间

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库完善，以及城市虚拟空间的建

设，都需要政府规划部门对城市空间信息数据进行更

加详细的集合和平台技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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