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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战术解析

空 间句法在短期城市设计工作营设计教学 中的应用

Ａ ｎ Ｉ ｎ ｔ ｒｏｄ ｕｃ ｔ ｉ ｏ ｎｔｏ

＂

Ｄａ ｔａＲ ａ ｎ ｇ
ｅ ｒＴａｃ ｔ ｉ ｃｓ

＂

Ａ
ｐ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Ｓ
ｐ
ａ ｃｅＳ

ｙ
ｎ ｔａｘｉ ｎＳｈｏ ｒｔ

－

ｔｅ ｒｍＤａｔａ
－

ｉ ｎｆｏ ｒｍ ｅｄＳｔ ｕｄ ｉｏ

摘要 文章介绍 了北京交通大学与瑞典隆德大学 、 北Ｌ ｕ ｎ ｄＵ 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Ｐ ｅｋ ｉ

ｎ
ｇ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ａ ｎ ｄＨ ｅ ｂｅ ｉ

京大学和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四所院校在张家 口老火车Ｕｎ ｉ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ｏ ｆＡ ｒ ｃ ｈ

ｉ

ｔｅｃ ｔ ｕ ｒｅ
）

．Ｔ ｈｅ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ｗａ ｓ ｌｏ ｃ ａｔ ｅｄ

站地区的
一次国际联合工作营教学活动 。 该教学以数 ｉ

ｎ ｔｈｅｏ ｌ ｄＺ ｈａ ｎｇｊ
ｉ

ａ ｋｏ ｕＴ ｒａ
ｉ

ｎＳ ｔａｔ ｉ

ｏ ｎａ ｒ ｅａ
．Ａｄｏ ｐｔ ｉ

ｎ
ｇ ａ

据化设计为主要 的工作方法 ，

创新性地尝试了 在较短ｄａ ｔ ａ
－

ｉ ｎ ｆｏ ｒｍｅｄｄ ｅ ｓ ｉ

ｇ
ｎｆ ｒａｍ ｅｗｏ ｒ ｋ

， ｔ ｈ ｅｓｔｕｄ
ｉ ｏｅｘｐ

ｌｏ ｒｅ ｓ

的时间 内和缺乏实地调研数据的情况下完全依赖网络ａｎｅｗｗａ
ｙ
ｏｆ  ｓｐ

ａ ｔ
ｉ

ａ
ｌａ ｎ ａ ｌｙ

ｓ
ｉ

ｓｂａｓ ｅｄｍａ
ｉ

ｎ
ｌｙ

ｏｎｏ ｎ －

ｌ ｉ

ｎｅ

开放数据进行交通流量和城市功能的空间 分析 ， 锁定ｏ
ｐ
ｅｎ ｄａ ｔａ ．Ｔｈ ｅｗｏｒ ｋｆ ｌｏ ｗ ｉ ｎｃ ｌ ｕｄｅ ｓ ｏ ｎ

－

ｌ ｉ ｎｅｄａ ｔ ａｍ ｉ ｎ ｉ ｎ
ｇ ，

空间参数建立数据模型 ， 并提供给学生简单明确的使ｓ
ｐ
ａ ｔ

ｉ

ａ
ｌ
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ａ ｎｄ
ｍｏ ｄｅ ｌ ｉ

ｎ
ｇ

ａ ｎ ｄｍ ｏｄｅ ｌ

－

ｂａ ｓｅｄｄ ｅｓ ｉ ｇ
ｎ

．

用设计辅助 工具 的方法 。 该教学实践进
一步拓展了 以

＂

Ｄａ ｔａ Ｒａ ｎ
ｇ
ｅ ｒ ｔ ａｃ ｔ ｉｃ ｓ

＂

ａ ｒｅ
ｐ

ｒｏ
ｐ
ｏｓｅｄ ｔｏｅｎ ｒ

ｉｃ ｈ ｔ ｈｅｄ ａｔ ａ
－

实证数据分析 为基础 ， 应 用空 间句法模型支持城市设 ｉ

ｎ ｆｏ ｒｍｅｄｄ ｅ ｓ
ｉ ｇ

ｎ ｔｅａ ｃ ｈ
ｉ

ｎ
ｇ

．

计的数据化设计教 学方法 ， 提出 了
“

数据游骑兵
”

的Ｋ ＥＹＷＯＲＤ ＳＳｐ
ａ ｃ ｅＳｙｎｔａ ｘ

；Ｏｐｅ ｎＤａｔａ
；Ｄａｔａ

－

设计课程理念 ， 并总结 了 四种 简单实 用的工作方法 ，

ｉ ｎ ｆｏ ｒｍｅｄＤｅｓ ｉ

ｇ
ｎ

；Ｒａ ｎｇ
ｅ ｒＴ ａｃ ｔｉ ｃ ｓ

；Ｕ ｒｂａ ｎＤ ｅｓ
ｉ ｇ
ｎ

； Ｊ
ｏ

ｉ

ｎ ｔ

为拓展数据化设计课程教学提供 了思路
。Ｓ ｔ ｕｄ ｉ

ｏ

关键词 空间句法 ； 网络开放数据 ；

数据化设计 ； 游中图分类号 ： ＴＵ ９８４ ． １ ９９ ； Ｇ ６４２

骑兵战术 ； 城市设计 ； 联合 工作营教学文献标识码 ： Ａ

Ａ Ｂ ＳＴ ＲＡＣＴＴｈ ｉ ｓ
ｐ

ａ
ｐ
ｅ ｒｐ

ｒｅ ｓｅ ｎ ｔｓ ａ ｎ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


ｊ
ｏ ｉ ｎ文章编号 ： １ ００ ５

－

６８４Ｘ （２０ １ ６ ） ０２
－

０ １ ４０
－

００６

ｓｔｕ ｄ
ｉ

ｏｏｆ  ｆｏ ｕ ｒ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ｉ

ｅｓ
 （
Ｂ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Ｊ ｉ

ａｏ
Ｔｏ ｎ

ｇ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

ＤｅＭ Ｓ
ｔ ｔ

ｊ ＾
ａ 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 

ｏ
ｆ ７ ５

ｐ
ｏ

ｉ

ｎ
ｔ
ｓ

＼＼
ｉ 数据化设计教学与 空间句法模型响

ｍ
。 空 间句 法是

一

种 积 累了 ３ 〇 年 小数据实证研究
￣

ｘ ．

｜
^

信息时代大数据领域的发展为城市规划 、 城市设 经验 的成熟工具 。 同时 ， 它还在世界范围 内积 累了 大－ ｈＩＴ

计和建筑设计的方法和教学带来了 新的可能性 。 如何 量城市交通 、 步行行为 、 用地功能 、 社会交往等方向 ＊ ？ ，１
＇

充分利用庞大的数据 资源 ， 为特定的设计题 目 定制研的实证研究成果 ， 是大数据时代快速开 启数据化设计̄

究
，

并将研究成果应 用于支持设计决策甚至优化设计 方法的有效工具 。＼

ｕ
方案 ？ 现有 的大数据 空间分析在城市研究领域方兴未自 ２０

１ ４ 年初 ， 笔者 以数据化设计为设计课 教学１

艾
， 但也往往由于关注的尺度过大而难 以直接支持规的方向

，

应用空间句法模型在研究型教学方向上进行１ｋ
划和设计工作 ， 在 实践中仅能提供

一份更理性的任务了
一 些探 索 。 其 中 比较有代 表性 的包 括 ：

２０ １ ４ 年 ３二二

书 。 另外 ， 针对大数据的分析也多停留在可视化的层 月 到 ５ 月 天津大学四 年级实验班的滨江道购物 中心设一

Ｉｙ

—

）

－
ｗ顯Ｈ

面 ， 缺 乏 以预测 为 目 的的数据 空间模型方 向 的探索 。 计 、 ２０ １ ４ 年 ９ 月 到 ２ ０ １ ５ 年天津 大学
“

数据化设计
”Ｉ：

，

：／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 的空 间句法理论和模型则从与建毕业设计 、 ２ ０ １ ５ 年 ３ 月 到 ７ 月 北京交 通大学 宁夏固＾卜
：
＇

广
：
、苎

＝
ｊ

筑师和规划 师工作内容息息相 关的空 间形态 出发 ， 基原火 车站地 区城市设计 （ 毕业设计题 目
）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于量化的空 间模型分析了 空间形 态对使 用者行 为的影月 到 ７ 月北京交通大学四年级建筑设计课程王府井商ｈ
… ： ｊ１

－

Ｉ

＇

ｒ Ｌ ． ａ？ｗ

犇犗犐牶牨牥牣牨牫牱牨牱牤犼牣犮狀犽犻牣狋犪牣牪牥牨牰牣牥牪牣牥牪牨



时代建筑
Ｔｉｍｅ＋Ａ ｒｃｈ ｉｔｅ ｃｔｕ ｒｅ２０ １６ ／２１ ４ １

３

１
． ２ ． 对张家 口 市主要城区 ７５个道路区段与２ ｋｍ 整合度业综合体设计等 。现得更为 明显 。 工作营选定 的基地为张家口老火车站

数据化设计课程的教学流程
一般包括三个环节 ： 地区 ， 该区域与西北部的张家 口老城 隔河相 望 ， 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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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分析各功能和使用者行为分布的空间规律 ， 以回活力 ， 这是应 用空间句法模型的理想课题 。 然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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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进行方案评价和指导方 案优化 。天
）

， 无法部署 大团 队针对流量 和功 能的 实地 调研 。

从笔者近年来 的教 学实 践来看 ， 以空间句法为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 里 ， 在没有实地调研数据支持 ， 仅

础的数据 化设计课程 突出 的优势在于 以下 几点 ：

（ １ ）有网络开放数据的情况下展开空 间研究 ， 并建立数据

从方法上保证了研究和设计过程的无缝连接 ， 避免了模型支持设计？ 这是本次工作营 带来的
一

个挑战 ，

也

二者的脱节现象 ； （ ２ ） 有助 于实现教学相长 ，

设计课是未来大部分设计师和 规划师在 多 数项 目 中将实际面

可以为相关方向 的基础科研工作提供数据积累和方法临的问题 。 因此 ， 在本次工作营 中笔者探索了
一种充

探索
；

（ ３）
有助于强化学生 对空 间的理解和设计过程分利用 网络开放数据进行快捷数据统计分析 ， 定制空

中理性思维的训练 ； （
４

 ） 有助于 训练 团队合作 ， 空间间句法模型交付学生进行数据化辅助设计的方法 。

句法基础实证研究往往需要 对交通流量进行实地数据

Ｉ

采集 ， 而这个工作必须以团 队形式完成 ； （
５ ） 数据化２

“

数据游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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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特点及教学过程

设计不 同于参数化设计 （
或数字化设计 ） ，

形式生成与传统基于大团队实地调研获取 高精度数据展开

不再以设计者选择或制定的规 则为原则 ， 而是以对使数据化设计的工作方法不同 ， 笔者将这种低数据强度

用者行为与空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 在设计方法环境下 以单兵 （
或两人组

）
为单位应用空间句法进行

上有进一步的拓展 。快速数据建模和方案辅助设计的方法称之为
“

数据游

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 在近年来的数据化设计骑兵战术
”

。 游骑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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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也暴露出 了 以下的一些 问题 ： （ １）
对学时要求动灵活 、

远程部署 、 单兵或小 团队行动 ， 尽管没有特

过长 ， 传统八周的设计课难以支撑数据化设计从研究种部队超强的综合作战技能 ， 却可 以依靠明确的 目 标

到设计的流程
，

一般来说至少需 要十周 以上 ； （
２ ）
对和简单 的战术来实现其战术价值 。 对于数据化设计课

学生综合能力 要求过高 ， 很少有学生 既具备较高的设程 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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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游骑兵 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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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主要意 义在于能够充

计能力 ， 又具备研究和分析的潜力和兴趣 ， 目 前看来分 发挥空间句法模型 在进行方 案比较时的简 单高效 ，

更 适合 的方式是少 量研究生与 大量本科生的组 合方充分利 用网络开放数据进行远程量化分析 ，

锁定相对

式
； （

３
）
过于依赖大团队的 实地调研和精密的研究设精确 的参数 ， 有效地平衡了精度 、 效率和泛用性 ， 非

计 ， 这在训练学生团 队意识 方面是个优势 ， 但进入设常 适合设计师和学 生进行基地分析和探索 性的设计 ，

计阶段之后还是要 以小 团队或个人 为单 位进行 ； （
４

）体现 了军事上游骑兵
“

轻 、 快 、 灵
”

的特点 。

研究周期与设计周期难 以协 同 ，

越是依赖大 团队的重具体到本次工作营的教学实践 中 ， 笔者放弃 了空

要的基础研究 ， 产生成果需要的周期就越久 ， 很难做间句法软件教学 中 关于如何绘制 轴线建立空 间模型 、

到 同步地支持学生的设计过程 。如 何实地 调研录入 数据进 行分析等绝大部分教学 内

２以上问题在张家 口 四校联 合城市设计工作营 中体 容 ，

仅仅保 留了 如何在已有的轴线地图 中绘制方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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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可 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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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

｛６
．

（ｉ
７ ％

ｌ Ｉ ３６ ．

Ｈ９％
！ ＩＪ Ｔｊｙ

＇

ｘｊ Ｊ：

］
８Ｊｉ ５％

ｌｊ ３９
＾
６ ６＊Ｂ＾Ｂ！ｌＥＥ？Ｓ２ＢＥＢ￥ＳＺ＾Ｂ

！
３Ｂ３Ｂ３

公司 企业 （
１ １ ２

）ｆ
－

均值 （
Ａｖ ｇ ．

）

￣ ￣

０ ．７ Ｑ７ １ ８２

｜

〇 ．９６ １ １ ８４

｜

ｌ ． ０２ ２^
ｊ＿
ｙ＾＾［ｙ＾Ｚ＾

４．  Ｓｐ ａ ｔ ｉ ａ
ｌ ｃｏ ｎｄ ｉ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ｔ ｈｅｆ ｉ ｖｅｔ

ｙｐ
ｅｓｏｆ ｕ

ｒ
ｂａｎ  ｆｕ ｎｃｔ

ｉｏ ｎｓ

Ｏ ｆｆ ｉｃｅ｜可 分比 （
％

）９７ ．７ ９％ ｜Ｉ １ ５ ． ４７％
｜ １ １ ８ ．８ １ ％

｜ １ ２ １ ． ０９％
｜ １ ２２ ． ０ ３％ １ ２１ ． ９３％

！１ ２ ３ ． ８Ｑ％
｜

１ ２５ ． ２８％
！ １ ２６ ． ９ １ ％ ｜ Ｔ２７ ．７ ２％

｜１ ２７ ．６９％
１ ５ ． Ｐｏ ｉ ｎ ｔ 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ｒｅ ｓｔｄ ａ ｔ

ａ
 ｆ ｒｏｍＢａ ｉｄ ｕｍ ａｐ ：  ｒｅｔ ａ ｉ ｌ ＆  ｃａ ｔｅｒ ｉ ｎｇ （

ｌ ｅｆｔ
） ，
ｈｏ ｔｅ ｌ

Ｉ商厦 （ ３６）ｖ

Ｐ＾ ｛ｔ （
Ａｖ Ｋ ．

） １ １
．


０３ ３０ ８６ １ １

． ２３ ６５５ ３
１ １

． ２ ７ ００６７
１ １

． ２９２ ９８２ １ １

．


３

１ ０６ ０５ １ １

． ３
１
２５８７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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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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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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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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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ｆｉｒ ｏ ？ ，

＾ ，〇 ｒ
ｒ

ｒ ｉ ｎｈｔ
^

Ｍ ｏｗｅｒ Ｉ
丨可 分比 （％）

６． Ｒｅｖ ｉｅｗ ｉｎ ｇ
ｄ ａ ｔａｏ ｆ ｒ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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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 ｒｅａａ ｎｄ

Ｉ

空间参数 （ ６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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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ａｔ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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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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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４ ． １ ８５６３３＾ ７９８８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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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售 （ ７００）ｆ－均值 （ Ａ ｖ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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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 ５２％ １ ４０ ． ３９％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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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厦 （
３６）＇

Ｙ
－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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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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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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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ｌ ９２ ｜３ ４ ：ｉ ．

９９ ３７ ｜ ４ ２５ ．

 ４９９ ｌ ｜ ７０ １
．

 ０９２３ ｜ ９ ：ｉ ２ ．


０

１
３

１ １ １ ０７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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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江分比 （％）１ ９８ ．２０５ ． ：Ｗ％１ ８４ ．

８６％ Ｉ １ ６９ ． ２６％ ｆ１ ４８． ４８％ ！ １ ３８ ． ２６％ ！

４

网图
，

将其转换为 线段地图进行两个基本空间参数的能在
一

定程度上表现车流交通分布 的强度规律 ， 并不

计算 ， 并 比较计算结果等简单 的内容 。 而一切和研究能用于预测 ， 但可以用于不 同方 案之 间的对 比来支持

相关的工作 ， 如数据分析 、 根 据统计分析结果选择适城市设计过程 。

当 的空间参数或组合 、
基于模型进行量化预测等内 容３ ．２

“

数据游骑兵
”

实 用 战术二 ： 基于百度兴趣点 的

则由教 师基于网络开放数据分析完成 。 本文将通过四空间分析

种实用战术 ， 展示这个简明的数据分析过程 。 理论上百度兴趣点数据（
ＰＯ 丨 池是 非常容 易获 得的数据 ，

来说 ， 这些实用战术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 将在未来在空间句法学术研究领域也属于成熟技术
１

。 在所需

成为数据化设计短期教学课程的核心内容 。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直 接在线对基地 周边区域展

开数据收集 ， 搜索购物 、 餐饮 、 宾馆等功 能的位置分

３
“

数据游骑兵
”

的四 种实用 战术布 ， 分层录入
“

Ｄｅ
ｐ
ｔｈ ｍａ

ｐ

”

，

进行与各个空间参数关

３ ． １
“

数 据游骑兵
”

实用 战术一 ： 基于航拍图的
“

流系的统计分析 （
图 ５

）
。

量
”

分析本案在张 家 口全城尺度范围内录入了零 售 、
餐饮 、

大部分 中小城市 的航拍图非常容易在百度地 图上宾馆 、 商厦和办公五类功能 。 应 用简单的统计分析揭

获得 ， 尽管会 受到植被和建筑阴影遮挡 、 季节和拍摄示各类功能与其所在的街道段的两类空间参数之间的

时间等影 响 ， 但在城市尺度范围它往往能够给 出该城关 系 ， 即不 同半径 的穿行度 与整合 度 （
图 ４

）
。 图四

市在一个时间 点上 的切片 ， 且很容易根据 曰 影和 曰 期中背景颜色较深的数据体现出该类功能对该类空间参

判断拍摄的具体 时间 ， 便于结合实地调研的流量验证数有较强的依赖 ， 从这个分析中 不难发现各类功能对

该方法 的有效性 。 在本次工作营之前 ， 笔者在长春进大尺度范 围穿行 度 （
Ｎ ａｃ ｈ ２ ００００ ） 普遍依 赖性较 高 ，

行过 初步的实验 ，

发现基于航拍 图进行车流量分析与排序依次 为商厦 、
餐饮

、 零售 、
宾馆和公司

；

而对小

实地调研数据空间分析相 比会牺牲精度 ， 但锁定 的空尺度范 围整合度 同样有所集中 （
Ｉ

ｎ ｔ
ｉ ５ ００

－

２００ ０ ） ， 排序

间参数基本相同 。 因 此在张 家 口 的例子 中 ， 笔者在 结依次为商厦 、 零售 、 餐饮 、 宾馆和公 司 。
对各业态功

合街景地图判定车辆实际行驶 区的前提下 ， 基于百度能在不同城市和 不同街区 的空 间规律 差异的研究本身

地图中 张家 口 的航拍图记录 了街道段上车流分 布的线是
一

个 重要学术课题 ， 可以揭示不 同经济状况下各个

密度 ，

以代替流量数据 （
图 ３  ）

。业态功能对大尺度交通可达性（
大半径 的穿行度指标 ）

当 然
， 结合百度路况地图则可以根据流速分级状和局部尺度 中心性 （

小半径 整合度 ）
这个复合空 间条

况得到更加精确的流量数据 （
遗憾 的是本案中 没有路件的依赖程度 ， 或者说它们 的空 间竞争能 力 。 在这里

况数据 层 ） ， 不过单凭百度航拍 图笔者还是获得 了 该展示的方法和成果既简单可行又稳定可靠 ， 非 常适合

市 ７５ 个街道 的车辆线密度 （ 图 １ ． 图 ２）
。 基于此前为设计工作营提供支持 。 笔者在 其他城市 和地区所做

对大尺度范围车流量分析的经验 ， 笔者重点测试了 以的功能分析往往都呈现出 类似的规律 ＇ 而其 差异在

２ｋｍ 整合度为 权重的 １ ０ｋｍ 穿行度计算 ， 与这 ７５ 个于各类业态对空间参数的依 赖程度和趋向 的半径 ， 这

车辆线密度 的 Ｒ 平方值达到 ０ ． ５ １ ６ 。个差异本身体现出数据化设计的核心价值 ： 不依 赖某

需要说明的是 ， 这种分析方式锁定的空 间参数仅个通 用算法包打天下 ， 而 是主动探寻适合本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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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Ｄ ＮＡ 。 在本案 中 ， 综 合此前笔 者对航拍图车
“

流量
”

火车站地区 （
Ｂ 区域 ）

仍具有最高 的交通可达性 和较

的分析 ， 选取了２ ｋｍ 半径权重 １ ０ｋｍ 穿行度 １
． ５ ２ 和高 的步行中心性 ， Ｃ 区域则偏重与单纯受益于大尺 度

１
． ５ｋｍ 半径整合度 １ ４３ 这 两个阈值点 ， 用 以在后面的交通可达性 ，

Ｄ 区域虽步行尺度 中心性较高 ， 但大尺

工作中评价各个中心的车流交通可达性和步行尺度 中度交通可达性较低 ， 导致具有点评数的餐馆不多 。 从

心性 。点评量和人均消 费这两类 数据空间分布来看 ， 老城 中

除 此之外 ， 网络 上 的点评数 据 为我们提供 了 除心倾向于高 点评量低人均消费 （ 偏 低端商 业 ）
， 老 火

位置 之外 的使用情况信息 。 基于 大众 点评网张 家 口车站区则点评 量和人均消 费均较高 （
均衡 ） ， 而 Ｃ地

站美 食餐 饮业 的信息 ， 笔者绘 制 了 主要城区
（ 桥西区则偏 向 高消费 。 未来张 家口地区如何发展 ， 在 总体

区和 桥东 区 ） 各餐 馆评论数 和人均 消费 的数据 可视规划的愿 景下老火车站地区是否将随着城市建设开 发

化地图 （ 图 ６ ）
。区的南移而变得萧条 ？ 老城区未来发展情况又如何？

点评数据相比兴趣点的分布能更加直观地显示 出现有各 中心的空 间逻辑如何用于对未来的预测？ 这些

张 家 口现 有的人气 中心和各个人气 中心的消 费等级 。 问题是在开始设计之前必须研究清楚的 。

根 据各个 中心的 自 然边界 ， 笔者选取 了Ａ 到 Ｄ 四个３ ．３
“

数据游骑兵
”

实用 战术三 ： 上位 规划对基地 的

案例 区域 ，

分别统计分析了 各个 区域大尺度交通可达影 响预测

性 的平均值和最高值 ， 以及步行尺度范围的中心性平作为城市设计师或建筑师 ，

上位规划往往是设计

均值 。
从分析结果来看 ， 张家 口老城 （

Ａ 区域
）
和老的起点和依据 ， 但是这个上位规划提供的未来 图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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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ｍｅ＋Ａｒｃｈ ｉ

ｔ
ｅ ｃ ｔｕ ｒｅ ２ ０ １６ ／２

■
纖猶纖■■繼

入两个实验对比方案范例

ｓ ．９ ． 张家 口 ２〇３ 〇年总体删与现状路网 空间句法对比分析

—

７ ．—
ｉ ｇ ｎ＿ｎ

ｓ

ＷＢ＾８ ．９ ．

 Ｃｏｍ ｐａ ｒ ｉｓｏ ｎ ｏ ｆ 
ｓ ｐ ａｃｅ ｓｙｎ

ｔａｘ  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 ｉｓ ｔ
ｉ ｎｇ

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ｏｎ

７

的靠谱吗 ？ 数据化设计的意义不仅仅 在于对 自己基地要道路交通可达性最 高值比方案 Ａ 提高了０ ． ５ １％ ， 约

内设计方案 的选择与优化 ， 同时还在于为设计者提供合 车流量提升 ２％ ， 反之方案 Ｂ 的平均 交通可达性比

—种批判看待上位规划 的工具 。
（
图 ８ ， 图 ９ ）方案 Ａ 降低 了０ ． ３％ ， 约 合车流量减 少 １ ．２％ ， 说 明方

基于此前对交通量和功 能的量化分析 ， 笔者锁定案 Ｂ 的交通分流能力略胜一筹 。 而对比二者的步行中

了 两个空 间参数来分 别描述空间形态决定的大尺度交心、性 ， 方 案 Ｂ 比方 案 Ａ 低了 ４． ５％ ， 对商业数量 支持

通可达性和步行尺度 中心性 。 而 以张家 口２０ ３ ０ 年总能 力 的差异约为 １ ６７％ 。

＿般来说 ， 大尺 度范围的交

体规划 的路网为基础 ， 应用同样的空 间参数分析结果通联系对中心性 功能的提升作用 （ 特别是对 中高端功

显示 ， 尽管张家 口城市发展的地区南移 ， 但并不会带能的支持 ）
是 局部空间 中心性的 ３

？

４ 倍
，

由 此可见 ，

来 明显 的 中心南移 。 事实上 ， 即便是位于城市最北边方案 Ａ 对于 提升该地 区商业活力 更具竞争 力 。 另外

的老城区 ， 降低的也仅是交通可达性最高值 ， 而其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两个方案最具活力 空间的位置也

数值则均有提升 。 本案基地所在的老火车站地区受益不尽 相同 ，

方 案 Ａ 的南端 明显 具有 较高 的 步行尺度

于南边东西向道路 的连通 ， 会在未来获得最高 的步行中心性 ，

而 方案 Ｂ 的步行尺度 中 心区则相对较均 匀 。

中心性指 数提升 （ １ ８％ ） 和较 高的交通可达性指 数提这意 味着在 后期 功能用 地划分层 面 ，

方 案 Ａ 对既 有

升 （ 在均值和最高值上都排第二位 ） 。 由此可以判断铁路线区的利用将更加充分 ， 从景观 、 商业 、 文化等

该基地在发展商业服务和办公商 厦类 功能方面有重大方向更能够发挥设计的价值 。

的潜力 。

３ ．４
“

数据游骑兵
”

实用战术四 ： 设计方案的对比优化４ 对数据化设计课程 的反思 ： 从观 念培养 到战术训 练

数据化设计的最终 目 的还是要落 实在设计 ， 因此这次工作营可以看作是对
“

极简版
”

数据化设计

分析的 结果 不能仅仅停留在策 划合理的设计任务书课程 的探底
，

直接为 学生提交现成的数据模型 、 简单

上
， 更 应该贯彻到如何应用分析结果直接影响设计过 介绍 原理和对比优化方案等直接辅助设计的方法 。 简

程
，

而 实现这
一

目标 的具体方式便是如何应用数据空化造成的问题当 然也是比较 明显的 ：

（
１

 ）
受数据精度

间模型对设计方案进行对比和优化 。 （ 图 ７ ）限制 ，

难 以进行量化预 测 ，

仅能 进行方案 比较 ； （
２）

作 为范例 ， 笔者展示了 两个 以 增强该地 中心性 、 对不同类型数据空间分析结果的阐释仍需依赖过去相

充分激发 商业服务业活力 为 目标的设计方案 。 方案 Ａ关研究的经验 ， 仅能有效地解决有限 的城市设计问题 ；

试图将基地与老城区相连 的商业氛 围向南部延伸 ， 并 （
３

） 在流量和功能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方面 ， 尚 需更 多

连通东西 向 的次级车行网络 ， 织补基地上原有铁路造的数据交叉验证来提升和拓展已有 的分析方法 。 然而 ，

成的街道肌理断裂 。 方 案 Ｂ 则试图将商业氛围向东延这种极简版 的数据化设计教学也可以通过 适当 增加学

伸 ， 以规整的形态 连接基地 内 的路网 。 （ 图 １ ０ ）生参 与的内容来还原 其理念最初 的意义 ， 本文中展示

即便对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来说 ， 恐怕也难 以判断的针对本次工作营的前期研究工作均可 以在
一

个 ２
？

３

这两种方 案对基地 中心性的提升作用 。 模型则可 以快周的周期中 ， 由 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进行 ， 从而让学生

速地量 化计算呈 现这两个方 案 的差异 ：

方案 Ｂ 的主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 同时体验
“

发现
”

和
“

创造
”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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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趣 。注释 ：

＊

＞Ｖ享受数据时代的成果并不
一定需要掌握高深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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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的数据分析技术 ，

而更应该重视观念 的培养和设计 习

＿惯思维的转变 。 网络开放信息 已经在很 大程度上克服

’－ 了

，
和文化＿ ＇

让每个■设 计者能够
ｆ

得 ＾＾ Ｂ ．

，

Ｈ＿ ｎ
．

， ＳＱｄ ａ ｌ ｌ＿ Ｑ ｆ ｓｐ ａ＿． Ｌ ｏｎ ｄ ｏ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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疋 罕王度的計地１曰 息 （
工作 吕 中 的瑞典 子生便 大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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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９ ５２＋ １ ８ ＇ ３ ８
／
。

用谷歌地 图在开营之前进 彳
＂

Ｔ了
＿周的 基地分析 ）

。 探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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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如何挖掘理解分析这些信息
，

特别是思考这些分析
ｓ ｐａ ｃｅ

：

Ａ ｃａｓ ｅｓｔ ｕ ｄ ｙ ｏｎ Ｂｅ ｉ

ｊ
ｉ ｎ ｇ

’

ｓＷａ ｎ ｇｆ ｕ ｊ
ｉ

ｎ
ｇａ

ｒｅ ａ ［
Ｃ

］
’Ｔｈ ｅ １０ ｔｈ

Ｍ１ １Ｉ Ｉ Ｉ Ｓｐ ａ ｃｅ Ｓｙｎ
ｔａｘ  Ｓｙ ｍｐ ｏ ｓ ｉｕｍ

，
２０ １ ５ ： ５０．

ｊ［ ｊ

ｆ

｜ ｜ ｜＼ ｜＿对设计工作有
■

何帮助 ， 是早 曰从
“

拍脑袋设计
”

走向
“

循

；溫证设计
”

的起点 。 即便不使用本文提出 的具体实用 战

术 ， 每个设计者也可以通过街景地图 实现异地漫游 ，

Ａ通过分类搜 索直观地把握各类功能 的分布状况 ， 对上

／ ，４— 位规划和基地的未来发展进行批判性 的思考 ：
为什么

＂
＂

Ｉ Ｉ Ｉ Ｉ城市真实的使 用状况和规划用地属性如此不 同？ 多大

Ｉ

— 的交通量 可以 支撑什么类型 、 多少强度的功能 ９ 道路

／－ ｉｉ行能力－定贼通量相关吗 ？麵可步行性 的标准

＾＇

７是什么？ 街道 的高宽 比对街道活力有影响吗 ？ 还是仅

１Ｉ＾＝
＂

－

；仅是
一

种视觉感受 ？ 学会提 出问题 ， 进而从空 间的 角
？８

度思考和分析是凭数据说话 、做好数据化设计的重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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