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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肇林

[摘  要] 本文通过表述辽宁省丹东这座北方边境城市不同层面空间形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梳理并概括城市风格规划的构思，以

此引导构建完善的城市风格体系，描绘独具特色的边疆城市风格，让“沿江、沿海、沿边”的城市更具独特的城市魅力，凸显“山

海江田、灵秀丹东”的总体风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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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

调城市景观风貌，体现城市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

风貌是落实城乡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的

有效手段。”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的重要指导要求。

2019年颁布的《丹东市规划条例》也明确指出：“实

施城乡规划，应当体现地区生态生态环境风貌和历史风

貌的保护；加强城市面山、沿江、沿河景观的管理；保

护本地历史文化传承。”

“城市面貌”和“城市性格”是两个相近的概念，

却有所区别。城市面貌是通过城市自然景观、人造景观

和人文景观体现出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市传

统、文化和城市生活的环境特征；城市性格则是在风貌

的基础上所抽象出来的城市内在气质和格调，强调时间

轴线上沉淀下来的人们所能感知的城市印象特色。城市

风格即城市的风采和面貌，是关于城市的自然环境、历

史传统、建筑风格、人文氛围、精神文化、经济发展等

的综合表现。城市风格代表了城市的形象，也反映了城

市特有的景观、面貌、风采和神态，表现了城市特色和

品味，是城市开发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内涵、历史沉

淀的综合展示。

丹东市作为全国最大的边境口岸城市，在东北地区

乃至全国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塑造独具魅力的城市风

格尤为重要，能更好地彰显城市的重要性和唯一性，有

助于提升城市的地位和区域职能，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通过对城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自然山水的梳理和传

承，使城市精神塑造与城市建设有机融合，同时城市中

体现特色风貌的特色空间往往也是城市旅游经济、创意

经济等新兴经济的载体。丹东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

客源市场，有潜力成为东北地区具有生态休闲、边境国

门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的旅游城市，更需要塑造特色的

城市风格。

笔者在相关城乡规划设计过程中，对城市风貌、城

市风格进行深入思考，期望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的编

制研讨的背景下，保存、发扬和传承好城市特有的风格

文化，做到保护生态、传承文态、延续形态，从而提升

丹东城市规划的风格品质，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北方“苏

杭”城市风格发展形态。

2  丹东市城市风格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现状

丹东城市集中分布在市域内沿江沿海的平原和丘陵

地带。总体山水格局形成了丹东城市与自然山水相互映

衬的独特地理景观，以及“山、江、海、滩、泉、林、

岛”的多重网络。城市规划区内，西北为密集丘陵，有

大面积的林地和一般农田，东南为沿海湿地，有少量的

基本农田。城市建设区主要位于滨江地带，背依群山，

面朝江河，山水环境既是限制丹东城市用地拓展的边界

条件，也是城市的主要开敞空间，形成自然山水向城市

内部渗透，在生态和景观层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心城区以鸭绿江风光带为轴心，形成“一江带十

水，数衢依九山”的生态格局。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沿江

不同岸线段的功能类型多样，串联城市核心区、港区、

工业区等不同功能区，是城市的重要发展轴带，鸭绿江

滨江带可形成不同的主题定位的特色景观风貌。新老城

区组团的水系是山体和江边的联系通道，构成城市休闲

游憩的重要线型空间。工业区和港区组团的水系构成组

团间的重要生态屏障，是郊野公园的依托承载空间，拥

有生态野趣的风格特征。

浅析丹东市城市风格的空间塑造 丹东市城市发展演变表明老城格局形成较早，城市

形态一直呈沿江垂直方格网格局。近年来破局南扩，形

成“带状五组团”的清晰城市形态格局。老城、新城、

产业区等各组团路网格局、建筑肌理、环境品质差异明

显，边界清晰，格局特征泾渭分明。

2.2  存在问题
区域生态方面。在目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忽视了

山水格局的保护，如山边有大量的棚户区侵占了山体空

间，水体环境存在污染和破坏等；区域景观特征缺乏整

体系统性的规划设计。山水生态格局和景观特征区保护

待加强。

城市形态方面。城市建筑高度设置随意，破坏了山

水的视廊和对景；滨江天际线轮廓平淡，城市整体缺乏有

特色的天际线系统，城市整体形态混乱，需要重新建构。

公共空间方面。现状公共空间类型彼此脱节，关联

性不高，而各个体之间联系性不强，缺乏系统性组织；

街道步行空间缺乏类型化指导，街道绿化树种选择、街

道家具需要系统化完善和特色化设计；城市滨河地区功

能不完善，可达性不强，利用率低效，城市公共空间系

统性不强。

城市建筑方面。建筑风格杂乱无章，缺少必要的

城市设计指导，单体建筑各自为政，整体面貌无序和混

乱；老城区大量居住建筑破败感严重，严重影响了城市

整体风貌；沿江建筑风格忽视特色和变化，形成非常单

调的城市风貌；建筑色彩设计缺乏整体考量，与植物配

置不相称，局部出现过于突兀与格格不入的色调，城市

建筑特色有待提升。

3  城市空间风格的规划思路
3.1  塑造的目标与定位

总体风格定位可概括为“山海江田，灵秀丹东”。

从“生态、边城、舒适、特色”4个方面塑造。城市的

山水空间和生态环境既是未来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城

市建设中要遵循的严格要求；重点塑造国门形象、中朝

友谊形象和边城商贸功能，将丹东市打造成为我国对朝

鲜贸易的桥头堡；面向人本需要和高尚品质生活，关注

城市的审美、娱乐、旅游和消费功能，以及人的内心感

受；传承城市的人文历史积淀和传统文化特色，打造真

正属于丹东的独特个性特征和精神风格。

3.2  塑造的路径
城市风格塑造的路径可以从山水环境、形态格局、

公共空间及建筑风格等4个方面探究。山水环境是感官

的根基，彰显山水空间特色，可以从生态功能和总体风

貌两方面分区塑造；形态格局是感官基调，强化城市中

心形象，可以从眺望体系、景观廊道、城市天际线、竖

向体系、夜景照明等方面塑造；公共空间是感官场所，

可营造宜人公共空间，从滨水空间、特色街道、绿地与

广场、特征景观节点等方面塑造；建筑风貌是感官焦

点，完善建筑管理制度尤为重要，可以从建筑风格和建

筑色彩两方面塑造。

3.3  塑造的总体风格结构
区域生态格局是以山林水体为基本骨架，以重要的

生态功能保护区为生态源点，以河流、防护绿地、滨河

绿地和城市绿地等带形空间为连接廊道，共同构建区域

生态网络，形成“一区一带多廊多节点”的网络结构。

中心城区总体风格结构是以构建“依江伴海，山环城

北、城随山形，水绕山城”的城市总体风格体系，形成

山边、水边城市自然界面，依托锦山大街、黄海大街的

都市景观带，10条纵向河流的次级生态廊道，以及10个

主要中心节点等组织而成的城市景观系统。

4  城市风格体系构建
4.1  打造“山优城好水美”的分区体系

以区域自然本底和发展空间结构为基础，依托北部

山体景观、南部鸭绿江、中部城区共3大纵向体系形成

整体结构体系，实现大“山大水磅礴，小山小水多姿”

的总体目标，实现“优、好、美”的总体愿景。

4.2  构建“山水城相融”的城市形态体系
城市形态体系控制的类型无非是“看山水、看全

城、看名片”，从控制对象分为背景景观山脉与前景环

境水体、城市核心区全貌与天际线景观、市内特色自然

景观与市内特色建筑景观三类。从眺望系统、视廊系

统、天际线系统、竖向系统及夜景照明系统等方面进行

控制，涉及城区多处景观视点，影响区域大小不同。在

管控过程中，根据各景观节点重要性的不同，丹东市形

态系统可以划分为两级管控系统，便于针对性管理。

4.3  营造“多层级通达”的公共空间体系
充分挖掘基地现有水系、山体资源的优势，强调城

市—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建立。顺应主要河道和山体

的自然走势，组织公共绿化网络骨架，构建城市公共开

放空间体系。合理控制沿路、沿江（河、海）、环山等

城市重要地段的景观风貌轴线，打通和连接山水绿色空

间，引导形成山水相融的景观风貌界面。各项要素渗透

至点状绿化，构成街区的开放空间中心，满足功能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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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需要，使公共绿化在空间上保持连续，赋予开放空

间更多样的使用功能，使“山—街—楼—河—江”形成

有机联系。

4.4  塑造“特色鲜明”的建筑风貌体系
丹东市中心城区范围较广，其所在地的风格特征差

异也较大。大致风格特质可以提炼为“城、园、港”三

类，构成丹东市建筑风貌特征的基本要素。依据丹东市

建筑文脉及发展趋势，城市建筑风格定位为“现代滨江

宜居城市”较适宜。与此同时，城市还应以保护历史文

脉为主，对重点区域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形成特色历

史建筑积淀；依托历史风貌板块新建若干特色建筑风格

街道，打造新中式风格、朝鲜族风格等。建筑色彩应尊

重丹东市传统惯用色调，强调本土性和特色性、人工色

与自然色的搭配。提取“江河之蓝”“山川之绿”“银

杏之黄”“英雄之红”共同构筑城市基准色谱。

5  城市风格的规划引导
5.1  沿江视觉景观和环城生态景观

结合《丹东市旅游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中

朝边境鸭绿江畔的主题形象定位，依托丹东市自然山水

景观、历史传统文化、边境风情，塑造特色景观。突出

旅游景区整体性，努力建设全域景区。在完善鸭绿江断

桥、抗美援朝纪念馆两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景区

的基础上，加强旅游集散中心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沿

鸭绿江建设景观走廊，严格控制沿江建设高层建筑。注

重沿江天际线的控制，以航线远景、建筑节奏、夜景灯

光、节点广场、生态系统为辅，形成灵活的滨水空间。

延续和保护城市的山水格局及风貌特色，充分挖掘和体

现城市的地方性和独特的人文景观特征，针对城市重要

景观界面而设计的开敞空间、重要景观带和视线走廊进

行保护和预留，进一步展示丹东山、水、城相互交融的

环境特色。加强环城生态景观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城

郊相结合，森林、园林相结合。

5.2  城区内滨水、街道景观的引导
加强现状水体的治理和岸线修复工作。积极营造滨

水休闲景观设计，整合人、水、堤的空间关系，创造市

民休闲场所，使内河成为城市潜在的绿色增值空间，设

计建立安全便捷的滨河调通体系，设计环境良好的内河

景观绿化带及铁路防护景观绿化带。街道景观结合新、

老城区分别引导。新区着重打造沿街绿化带特色景观

道，老区在保存现状古银杏大街的基础上结合主干道，

串联街道空间上的街头绿地、广场，形成独特的线型空

间景观。依托街道现有商业氛围，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

高丽风情街、休闲商业街等街道景观空间。

5.3  建筑风格和色彩景观
新区的建筑主要侧重于“国门”和“商务商贸”两

方面。划定建筑风貌特征区，对风貌特征区建筑进行重

点控制。其余地区为建筑风貌一般控制区，各类建筑应

与特征区建筑风格、色彩协调一致。以蓝绿色系为主，

体现与鸭绿江风景的协调，冷灰为基调。老城区注重综

合居住空间的引导，滨江段控制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为

主，景观轴线地区塑造景观大道，建筑风格体现简洁、

明快、现代化为宜。建筑色彩以暖红色系及米黄、黄灰

等色彩与环境呼应。注重有代表性的近代建筑风格的保

存与延续，营造特色的小街道空间的网络肌理。

5.4  城市门户景观及亮化景观
提取丹东市特有的素材，营造丹东城市入城景观

界面，体现城市良好风貌。注重高速、国道、省道与城

市道路衔接的景观处理。城市亮化是城市风格的重要体

现，尤其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优美

的城市亮化不仅可以描绘鸭绿江魅力的画卷，同时也能

体现国家城市文化。沿江亮化注重体现丹东市文化特

质，体现历史建筑风格特色，内河及步行道亮化强化，

水绿交融的生态休闲景观及步行舒适性。同时要协调合

理处理商业等公共空间亮化、公园绿化景观绿化的设置

要求，做到城市整体的协调。

6  结语
城市的风格可通过城市设计加以引导，其形成需要

城市各行业、各部门以及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

效。作为设计师需要做好当下，放眼未来。城市的文化

可以从城市的风貌、城市的风格加以体现，了解所在城

市的文化变迁是我们的使命。本文通过对丹东市城市风

格的解析，总结梳理城市风格塑造的要求，期望能与同

行共同探讨城市风格引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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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居住区绿地景观公众满意度调查研究
□  陈翠玉    刘  婷    李  佳

[摘  要] 本文以广西柳州市居住区为研究对象，选取6个居住区绿地景观作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分别从居住区景观绿化质量、

居住区景观设施、居住区景观绿化管护质量三个方面对居民满意度进行现场调研。结果表明文源华都、兴佳清华坊、国信凤起新都

小区的居民满意程度普遍高于尔海南山御景、金绿洲、东城华府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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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表明，人类的五种需要像阶梯

一样由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1]。城市居民的生活需

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已逐渐在追求舒适感

强、幸福感高的高质量居住环境。为满足人们的居住要

求，居住区绿地景观环境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受利

益最大化商业模式影响，绝大多数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

都是由开发商、设计师和管理者来讨论决定，盲目地追

求高档豪华、立竿见影效果、西洋化景观等趋向，给居

住区绿地景观建设带来诸多弊端。缺少公众参与、规划

设计方案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可、景观环境能否达到公众

的满意[2]，这是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在探讨和研究的居住

区绿地景观环境建设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广西柳州

市居住区绿地景观公众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旨在为居

住区景观环境优化建设与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柳 州 市 位 于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中 部 ， 地 处 东 经

108°32′～110°28′，北纬23°54′～26°03′，

属我国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带，光温丰

足，雨量充沛，植物种类丰富[3]。曾获得“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市”“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等荣誉称号，现正努力创建“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本文在对柳州市居住区绿地景观公众满意度

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研究成果，重点对文

源华都、国信凤起新都、金绿洲、东城华府等6个建设

较成熟的样地居住区绿地景观公众满意度进行现场调研

与分析。

1.2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在选定的6个居住区内利用居民

休息时间向居民发放问卷，由居民独立填写或协助完成

后现场收回，统计调查问卷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

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居住区用户

基本信息调查（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

等），二是公众满意度调查（主要包括居住区景观绿化

质量满意度调查、居住区景观设施满意度调查、居住区

景观绿化管护质量满意度调查等）。

2  结果与分析
从2012年8月至9月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共发放问卷

318张，回收问卷257张，其中有效问卷226张，主要包

括兴佳清华坊52张、文源华都54张、国信凤起新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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