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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庐江县塔山路街道环境适应性更新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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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街道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常生活开展、历史记忆存续的必要场所。本文以合肥

市庐江县塔山路为例，对其现状问题进行剖析，从街道风貌、节点空间、建筑环境等方面探索街道适应性更

新策略，以期为类似的街道更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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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public  space，the  street  is necessary  for people’s daily  life  and historical memory 

preservation.  Taking Tashan road in Lujiang County of Hefei City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its presenting problems and 

explores adaptive renewal strategies from its current features，node space and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newal of similar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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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作为城市交通及居民日常活动的重要空

间载体，成为城市环境更新的重要对象。对其进行

功能转换与环境品质提升，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

文化与城市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当前“运动式”、只注重形象工程的城市街道

环境更新导致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低下、街道活力衰

退、生活气息淡化等问题频发。如何通过既有建筑

环境更新，为居民提供健康的公共活动空间、改善

生活环境、体现地方人文特色，已成为当前城市街

道环境更新的重要课题。

适应性改造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发展而

来，强调更改建筑物最初的使用功能使其适应新

的使用要求，从而使建筑物获得新的活力，强调区

域环境整体机能的复苏与活性化 [1]。当前，城市街

道环境更新的相关实践与研究，以沿街建筑立面

整治与街道景观改造为主，注重对城市外观形象与

物质空间的更新，以及改造模式的价值评价与管理

运营策略，而对城市街道更新中建筑与环境品质整

体优化提升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适应性改造

理念引入城市街道环境更新中，研究塔山路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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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品质提升的具体途径，探索城市街道环境适应性

更新策略，以期为城市街道环境更新相关实践提供 

借鉴。

1  当前城市街道环境更新面临的困境

1.1 街道风貌过于均质

街道整体风貌是由各历史时期空间层积叠加

的物质表征，无论建筑本体或是空间环境均具有不

同的空间意蕴。但当前的街道环境更新为追求视

觉效果的整体感受，将不同特征的建筑与环境予以

整齐划一，各空间要素沦为机械式的组合排列，难

以形成层次分明、主次有别的街道风貌。同时，各

路段环境设施往往遵循自上而下式的布点规划，缺

乏对街道特色及人群行为的考究，差异性及特色性

不足，从而出现“千街一面”的城市风貌现象。

1.2 节点空间缺乏特色张力

节点空间作为街道行人活动最为密集的空间

场所，理应成为街道环境整治的重点对象。然而，

当前街道环境更新往往忽视了其空间张力，仅仅通

过景观绿化的整治及城市家具的布置以应对街道

行为需求，对节点空间各构成要素的整体性认知不

足，难以形成内外联动、上下协同的空间场景。另

一方面，对节点空间的特色挖掘较为薄弱，因空间

表征所暗含的非物质要素是空间特色营造的动力

源泉，对包含地域文化、街道历史、人群习性等在内

的非物质文化的彰显更具场所特质。

1.3 建筑环境精细化不足

因街道环境更新过程中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

主观所为的导向，建筑环境的建构品质不足，缺乏

对诸如建筑材质、色彩、样式等要素及其组合的深

入探究，建筑及环境信息的可读性较为薄弱。同

时，空间设计意图的物质转换受到匠作工艺的制

约，而当下街道环境更新实施的各主体往往处于相

对孤立的状态，难以形成“设计的精细化”与“匠作

的精致化”的有效衔接，空间品质错位的矛盾逐渐 

凸显。

2  城市街道环境适应性更新策略

为应对当下城市街道环境更新过程中出现的

弊病，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激发城市公共

空间活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图 1）。

2.1 街道风貌重塑

街道风貌的重塑在充分认知各路段历史信息

层积特征的基础上，强化街道风貌的整体性和多

样性，需保证空间布局和景观风貌的完整性和相

关性，构建整体统一、各有特色的街道风貌治理框

架，实现街道沿线建筑及环境价值要素集中、系统

呈现，并针对各路段呈现的风貌共性问题，制定统

一的整治设计导则。各路段应在多种控制要素限

定下，在道路铺装、景观绿化、标识标牌与城市家具

等方面达到设计风格、造型特征、材质细部上的统

一，使整条街道成为风貌感知、建筑信息解读、行走

体验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 [2]。另一方面，当前街道

风貌整治主要关注控制要素的风格统一性，较少对

单体建筑或建筑群的特征属性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建筑历时性差异决定了街道风貌整治必须结合实

际特点采取多样化的整治方法，在整体风貌基调下

保证各路段建筑风貌的个性特征。多样化的整治

可以通过不同的分类方式划定，例如，从整治对象

类型上明确整治强度，划定整体改造类、局部修整

图 1 城市街道环境适应性更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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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本体维护类。从具体整治策略上制定整治方

法，划定“创新再生”、“融合提升”、“存表去里”

等不同的整治模式，如上海杨浦区大学路环境整治

通过各路段色彩、材质、店招、亮化等控制，街道风

貌整体和谐统一，同时根据各路段建筑使用功能及

人群需求的不同，增加部分特色各异的商业设施，

从而丰富街道空间环境，营造层次分明的风貌特色 

（图 2）。

图 2 上海大学路街道环境更新后

2.2 节点空间优化

街道环境更新需选取重要的空间节点进行操

作，以点带面，形成触媒联动效应。首先，基于街道

资源禀赋特征，进行节点空间价值研判，对最具更

新潜力的节点地块践行小微渐进式更新模式。其

次，选取重要的空间节点进行品质优化，节点的选

择一要可以整合现有空间资源，优化街道环境空间

品质，提升街道整体形象；二要具有典型性和可识

别性，相关触媒节点应以某种方式相互联动，发挥

引领和激活作用；三要注重维护街道历史文脉，延

续原有空间格局，通过触媒节点的内外联动，形成

空间资源整合的生长路径，激发街道空间活力。同

时，节点空间的优化应强化标志性，通过与邻近建

筑在高度、色彩、体量等方面形成差异性，建立起局

部的对比，易于人们感知，构筑出具有历史文脉、绿

化环境、生活气息的标志性空间，充分挖掘物质表

征所蕴含的人文历史与风俗习惯，同时对未来自主

更新留有余地。最后，以空间综合性为目标，运用

多种设计元素，结合使用者的空间需求营造出丰富

的节点空间，如上海杨浦区智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

广场空间通过营造街道市集、跳蚤市场的方式，以

点带面，有效激活了场地活力，吸引周边人群参与

空间场景营造，同时延续了街道居民原有的生活习

性，获得当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图 3）。

图 3 上海智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广场空间更新后

2.3 建筑环境品质提升

建筑环境品质的提升首先通过沿街建筑界面

的优化予以体现，建筑界面要素包含建筑外墙面在

内的雨棚、广告牌、空调外机、晾衣架等，其改造方

法不应是给出唯一解，即更新模式和策略的单一指

向，而是具体而微的多元化解答：首先，提取影响建

筑界面最终呈现形式的因素；其次，根据影响因素

设计局部片段形式，形成局部改造策略选择菜单；

最后，结合使用者需求和现实境况选择需要的菜单

组合，完成建筑界面更新。针对街道绿化景观应强

化其连续性，在景观中断处增加新的造景元素将该

路段内的景观串联起来形成景观带。同时，丰富植

被多样性，适当搭配本土植物，在改造中充分考虑

植物的形态、颜色、花期等因素，力求各个季节都能

欣赏到多样的街道景观。公共设施更新设计应着

力改变传统单一化、模式化的分类标准，转向更加

多样、复合和灵活的配置模式，包括依据各路段属

性特点细化服务设施种类和等级，多样化配置服务

设施，满足街道多样的步行、社交、休闲等活动 [3]，

如成都锦江区天仙桥滨河路在环境整治过程中通

过融入川西民居建筑元素，对建筑界面、凉亭、公共

设施等建构筑物予以更新优化，营造出了独具地方

特色的空间场景，在景观配置方面植入适宜当地生

长的植物物种，打造了乔 - 灌 - 草层次分明的街道

景观，同时融入脸谱、大熊猫等要素，构建了当地居

民与游客易于感知的街道环境（图 4）。

3  塔山路街道环境现状

塔山路地处庐江县中心城区，西起汤池路，

东至顺港路，全长 2.8 公里，是庐江县政府和庐

城镇镇政府所在地，是重要的城市形象展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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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图 5）。道路级别为城市主干道，东西两端与

城市次干道呈“丁”字相交。沿线以商住、教育等

建筑类型为主，承担两侧居民的交通需求，是城市

居民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同时肩负着对外联系功

能（图 6）。

图 5 塔山路环境整治范围图 

图 6 沿街建筑底层功能占比统计

3.1 街道空间活力不足

尽管各时期兴建的建筑形式多样，但整体呈现

的各阶段空间特征较为模糊，难以识别历史积累的

层积价值。各路段街道要素均质化严重，缺乏多样

化的空间设施，导致其使用率较低、街道活力不足。

另外，用地权属关系的模糊化及城市管理的薄弱导

致违建建筑兴建，造成街道活力衰退。

3.2 沿线建筑风貌杂糅

因建造年代较为久远，大部分建筑外墙皮早已

斑驳、脱落，门窗、雨棚等构件破损严重。居民私

自搭建的晾衣架、管线等设施，不仅对行人造成安

全隐患，还对建筑形象造成极大破坏，建筑色彩也

因未得到统一规划而混乱不堪，给人以视觉上的侵

扰和心理上的烦躁。广告牌尺寸不一，形式各异，

与原有建筑立面关系不佳，特别是独立式广告牌

的设置缺乏统一布局，这些都造成了沿街建筑风貌 

杂乱。

3.3 景观绿化较差

道路尽端虽有廉政公园和城市河道这类城市

绿地，但整体景观绿化及卫生条件较差。街道两侧

仅有一排香樟树，无其他树种。部分路段无任何

绿化，景观连续性不足。树木修剪维护不善，导致

树冠侵扰上层住户，影响居民楼采光通风。甚至

有街旁绿地被生活垃圾所占，严重影响居民身体 

健康。

3.4 公共设施匮乏

威廉·H·怀特认为“人们往往倾向于去往可以

休憩的场所，如果没有地方静坐，纵然是有吸引力

的设计，也无法诱惑人前往”[4]。目前，塔山路沿线

公共设施单一，均质化严重，仅有移动式垃圾桶，无

垃圾分类设施。休闲座椅、标识标牌、停车设施等

比较匮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致使服务设施更加

短缺，加之已有的配套设施十分老旧，部分路况较

差，居民不愿在此停留活动（表 1）。

4  塔山路街道环境更新设计

塔山路街道环境更新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相结合，针对当前街道环境构成要素的现状问题，

结合居民对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生活需求，采用

“先总后分”的设计思路（图 7）。

4.1 整饬街道风貌

营造特色街区风貌整饬在充分尊重街道历史

的基础上，结合现状街道空间及建筑特色，分三段

重点打造特色街区 [5]（图 8）。

图 4 成都天仙桥滨河路环境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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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塔山路街道风貌区划图

4.1.1  西段——汤池路至越城路

西段建筑功能多样，公共开敞空间较多，整体

风貌定位为“多元复合风貌”。改造将不同风格形

式的建筑进行更新，简化建筑元素，统一风格形式，

结合原有公共空间营造活动广场，丰富场地环境。

4.1.2  中段——越城路至文明路

中段以老旧小区为主，建筑质量较差，形象破

败，将该路段风貌定位为“新旧交融风貌”。在提

表 1 塔山路街道环境现状 

更新元素 街道现状 主要问题

街道空间 空间单调且缺乏活力，存在违章建筑及构筑物。

建筑风貌 外墙面破损严重，色彩混乱，附属构件杂乱无章。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不足，卫生设施单一。

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陈旧且匮乏，设置布点不合理。

图 7 塔山路街道环境更新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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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街道公共空间品质的基础上保留历史记忆，融入

原有建筑元素，展现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街

景（图 9、图 10）。

图 9 塔山路中段改造前现状

图 10 塔山路中段改造后效果

4.1.3  东段——文明路至顺港路

东段建筑质量尚好，以新建小区居多，宜采用

微小的更新方式对建筑及外部环境改造，建筑色彩

以暖色活泼为主，适应原有街道特征及居民审美偏

好。总体风貌定位为“现代简约风貌”，目标是打造

成潮流引领区。

4.2 优化节点空间，激发街道活力

节点空间的营造应突出其场所性及公共性，同

时兼顾生活文化的功能，尤其是街道空间中公共广

场的更新，要满足居民健身、休闲等功能需求，凸显

生活氛围。本文选取人民广场和惠民小区广场为

触媒节点，结合现状条件及居民需求对广场空间 

更新。

4.2.1  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北临庐江县政府，作为塔山路场地面

积最大、居民活动最为集中、位置最重要的广场，是

塔山路室外公共活动中心，应重点突出其历史特

质、地域特色及居民生活的休闲性。因此，在广场

更新中增加休息座椅、移动式花坛、遮荫廊架等，张

贴塔山路乃至庐江县昔日影像图片，进一步凸显塔

山路深厚的历史底蕴，同时也为市民健身表演提供

必要的活动场所，优化广场环境，共同营造生活气

息浓厚的街道范围 [6]。对广场空间功能区进行有

效分配，考虑不同尺度空间及不同功能类型空间

的合理划分，创造更多丰富多样的空间内容，适应

街道内多样的外部活动空间需求，营造良好的交往 

场所。

4.2.2  惠民小区广场

原惠民小区广场空间尺度较大，空旷无趣，缺

乏必要的空间划分，且车流人流组织混杂，机动车

随意停放，占用公共空间的同时存在安全隐患。更

新首先在原场地划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位，规范车

流组织，增加景墙、构筑物和地面铺装等引导人流。

因该小区居住人群以老年人居多，广场空间更新关

注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和心理特点，主要从增加休闲

座椅、健身器材、娱乐设施以及无障碍设施等方面

考虑，为小区邻里提供交往平台，营造出良好的生

活氛围（图 11、图 12），同时结合小区人群现状，在

色彩搭配、材质选择等方面兼顾不同年龄段的使用

需求，激发场所活力，吸引人们前往空间内活动。

图 11 惠民小区广场改造前现状

图 12 惠民小区广场改造后效果 

4.3 丰富建筑环境，提升空间品质

4.3.1  建筑界面

塔山路两侧的建筑界面更新需统一考虑影响

其最终呈现效果的建筑元素 [7]，包括：（1）空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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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建筑所在的街道空间宽敞程度不一，过于空

旷影响街道氛围，过于局促又会妨碍通行，应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向外延伸、向内后退等不同的策略；

（2）建筑外墙面，外墙面更新需首先拆除违章构筑

物，规整空调外机、管线、雨棚、落水管等构件，统一

广告牌尺寸、形式等；（3）店铺功能，结合店铺具

体的售卖功能展开细部的设计，体现店铺特色。基

于以上元素，创建局部更新策略菜单（图 13），包

括：空间尺度——界面突出与后退、增设门廊等；建

筑外墙面——空调外机格栅、雨棚、店招等；店铺功

能——餐饮、小商品、服装等；使用者可根据自身需

求在整体街道风貌控制下选择改造方式。

4.3.2  景观绿化

街道沿线种植有高大的香樟树，景观更新在保

留原有乔木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本土植物，丰富植

物群落。通过乔木、灌木、草坪的高低错落搭配，形

成层次分明的街道景观，同时，种植适量花卉从色

彩上进一步丰富视觉效果，保证各个季节都能欣赏

到街道上多样的景观。充分利用街道两侧的废弃

地，布置口袋公园，有效提高街道空间品质，将街

道硬质铺装停车位改造为生态停车位，并结合停车

位布置点状绿化 [8]。如在塔山路中段靠近非机动

车一侧布置斜坡花坛，靠近商铺一侧布置花池，对

破坏的人行道铺装重新铺设，增强人行道景观（图

14、图 15）。

图 14 街道绿化改造前现状 

图 15 街道绿化改造后效果

4.3.3  生活设施

塔山路沿线生活设施较为匮乏，且已有的设施

老化较为严重，类型单一，难以满足当下居民的使

用需求。街道更新摈弃传统的设施布点规划，在结

合各路段街道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将原移

动式垃圾桶更换为固定分类式垃圾桶，在非机动车

停靠密集的区域设置停车设施，规范行人停车。对

图 13 立面单元改造策略选择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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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街道空间较为宽敞的地段，增加必要的休闲座

椅，丰富街道空间内容。通过设置不同尺度的街道

设施满足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激发多样的活

动类型（图 16、图 17）。除必要的标识标牌外，还

可在地面铺装上设置街道“Logo”，在道路交叉口处

绘制庐江文化地图，在墙面布置宣传栏等。另外，

还可以增设反映庐江县重要历史文化的其它设施，

如在街道艺术小品上刻印街道发展历史等。

图 16 街道生活设施改造前现状

图 17 街道生活设施改造后效果 

5  结语

在城市存量优化提升的时代语境下，对城市既

有建筑环境更新具有重要意义。街道作为城市最

为重要的功能组织，其环境更新应摒弃以形象工程

为目标的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对建筑本体及周边

环境进行适应性更新，注重街道人文、场所特质的

挖掘，真正满足居民的使用需求。本文以塔山路为

研究对象，从街道风貌、节点空间、建筑环境三个不

同的空间层级介入，实现了街道环境品质的提升与

城市面貌的更新，对城市街道环境适应性更新策略

进行了有益探索，以期为当下类似小城镇的街道环

境更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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