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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构 建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 的意义统
一

的研究工具 ， 提高研究成果 的普适性 ；

同时 ， 通型 ， 主要针对与设计品质相 关的城市环境特征 。

城市设计品质能影响市民的行为 、 认知与精神面过提供框架 ， 帮助设计师更 为理性与客观地认识城市 ２
． １ 建成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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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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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品质的城市环境可以为使用者提供健身 、 社设计品质 ， 促进研究成果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 另
一罗伯特 ？ 塞 韦罗 （

Ｒｏ ｂ ｅ ｒｔ Ｃｅｒｖｅ ｒｏ
 ） 和卡拉 ？ 科克

会交往与休闲游憩 的机会 ，

从而为整个社会带来生理方面 ， 城市设计品质复 杂多样 ， 很难被客观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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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 、 社会层面及心理层面 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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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研究还针对 以上 问题 ， 本文综述 了被大量应用的城市设计品型

，

用以解析城市环境 品质对交通行为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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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城市环境的设计品质可以直接影响使用者的行质量化模型 ， 探讨 了这些模型的优势与局限性 ，

以及包括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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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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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与设计

为与情绪 ， 例如 ， 街道与广场的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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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密在大 数据视角下 的应用与拓展 ，

以期为相关研究与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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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建成环境 （
Ｂ ｕ

ｉ

ｌ ｔＥ ｎｖ ｉ

ｒｏ ｎ ｍ ｅ ｎ ｔ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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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空 间的拓扑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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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与 开放空间布市设计实践提供指 引 。指公共空间内城市景观 （ 与 自然景观相 对 ） 的所有物

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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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 ， 城市设计品质指城市环境的物质特理特性 。 在实证研究中 ， 学者们提出 了 多个指标用以

征及这些特征对使 用者感 知与行为 的影响 。 其 中 ， 城２ 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测量城市环境 的 ３Ｄ 维度 。 密度指标包括人 口 密度 、

市环境物质特征指 密度 、 用地混合度 、 交通设施可达城市环境与形态可以从五种视角与理论框架进行就业岗位密度 、 工作地可达性等 。 用地多样性指标包

性等 ；

对使用者感知与行为的影响指 围合感 、
意象性 、 解析 ， 包括景观生态视角 、 经济结构视角 、 交通规划括用地异质性 、 竖向 多样性 、 各类型 用地比例 、 活动

人性尺度等 。视 角 、 社 区设计视 角 以及城市设计视 角
ｎ”

。
景观生中心密度 ， 商业设施密度 、 商业设施可达 性等 。 城市

建成环境 的品质可 以从 多个角 度来解析与 测量 。 态视角 关 注城市 非建 设用地 以及这些用地 的生态 效环境的设计特征主要从三个 角度进行解读 ， 包括城市

从 数据来源来看 ， 主要包括三种
［９ １


：

通过问卷调查与应
；

经济结构视角强调经济效率 ， 认为空间上集中 的街道 、 步行交通与 自行车道 以及场地设计 。 这一模型

访谈获取的使用者对建成环境 品质 的主观评价 ； 运用经济活动能带来优势 ；

交通规划视角探索怎样高效地基于大量的数学计算 ， 目 的在于讨论城市 建成环境品

量 表进行 实地观 测获取的客观测 量数据 ；

基于文献输 导人流 与运送货物 ； 社区设计视角在社区层面讨质与交通行为 的关联 。 交通 行为
一般发 生在不同类型

与 Ｇ Ｉ Ｓ 地图获取 的客观数据 。 从解析维度来说 ，

可归论城市用地布局与结构 ；

而城市设计视角则更多地探用地与设施之间 ， 因而这
一

模型强调各 类型用 地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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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度密度用地多样性设计

？用地异质性 （ 相邻不同 类型用

地 占相邻总用地的 比例 ）

？ 竖向多样性 （ 混合用地比例
）．城市街道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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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密度．各类用地比例交叉路 口 比例 ３ ．单位面积用地拥有 高速路长度 ４．平均

？就业岗位密度
？活动 中心指数限速和街道宽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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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交通与 自行车道 ： １
．拥有人行道 与绿化隔离带的

指才示

与 工 作地之 间 通勤 时利店 、 零售店 以 及其他类型商地块比例 ２．拥有信号灯控制的交叉 路 口 数 目 ３ ．地块长

间 ）业设施的数量 ）度 ４ ．人行道宽度与坡度
……

……？

商业设施可达性 （

一

定距离内
？场地设计 ： １

．拥有停车位的商业用地比例 ２ ．街道停车

拥有便利店 、 零售店以 及其他 位数 目
……

类型商业设施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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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离散 系统 。 空间句法理

城市环境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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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增的两个 变量包 括 目 的地可达论认 为视线是 影响使用者人流 与体验的重要因 素 。 基

性
（
Ｄｅ ｓ

ｔ ｉ

ｎ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ｃ ｃｅｓ 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与公 共交通设施距离于此观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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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 法表达

局部层面。 区域层面
，

目 的地 可达性可 以 通过 距离中与抽象 空间的结 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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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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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此基础上 ， 研究者

心商业区的距离 ， 以及
一

定距离范围内 拥有工作岗位们 又提 出 了
一系列概念 与指标用以量化空间的联结关

或 目 的地的个数来测量 。 公共交通设施距离这
一指标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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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

沿街道平均最短距离 ， 也可以用公交线路的密度 、 两标与网络分析的相关指标密切关联 。 空 间句法理论为

个公交站之间的最短距离 ， 以及单元面积内公交站点城市形态的量 化研 究提供 了 可能性 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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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 数等指标来度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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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中 的相关被大量应用 于城市设计品质相 关研究 中 ，

包括城市

指标被大量应 用到 交通模式选择
ｎ ３］

、 步行行 为
ｎ ４１

以空间的历史演变
［２５ １ １２６ ］

、 城市路 网空 间形态分析
［

２７ ｜ ［２８］

，

及社区 中体 力活 动
ｎ ｓ Ｉ

等研究 中 。 研究表 明 ， 在 住城市公 共文化设施可达性
１２ ９１

等 。 学者们认 为城市路

宅 １０００ｍ 范 围内 设置蔬菜店等 目 的地 可促进步行网 的空间结构 （
Ｃｏ ｎ ｆ ｉ ｇ

ｕ ｒ ａ ｔ
ｉ

ｏ ｎ
）
是影响使用者人流的

行为 ｎ ４１

， 而 用地混合 度与密 度则与居 民的体 力活动主要 因素
｜６］

。 现有研究表 明城市街道空 间的空 间联结

高度相关
［１ ５ １

。关系与使用者人流相关 ，
包括游憩型散步行为的数量

ｍ
、

２ ．３ ． 空间 网络分析与 空间句法理论步行人流数
ｔ６ １Ｗ １３

１
１ 以及 道路选择

［

３ ２

、 具体说来 ， 研

空间 网络 （
Ｓｐ

ａ ｔ
ｉ

ａ
ｌＮ ｅｔ ｗｏ ｒ ｋ

）
是 由 节 点组 成 的究者发现 ， 无论是在新城市主义式居住社区还是在传

系统
，

其 中所有节点 都有相 应的坐标 （
Ｍｅ ｔ ｒ ｉ ｃ统式 居住社 区 ， 居 民的游 憩型散步行为 均与街道的控

在大 多 数应 用 中 ， 空间 网络是 二维 的 ， 节点 坐标遵制 度
、 局部整合度与全局 整合度相关 ｍ

。 （ 图 １
）

循欧几里 德几何 。
空 间网络分析 （ Ｓｐ ａ ｔ ｉ

ａ
ｌＮ ｅ ｔｗ ｏ ｒ ｋ２ ．４ 与步行行为 相关的城市设计品质模型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主要研究这些节点的关系 ， 并用连边 （

Ｅｄ
ｇｅ

）尤因 （
Ｅｗ

ｉ

ｎ
ｇ） 等

１３３ １

提 出 了 城市设计 品质模型

来抽象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 。 空间网络分析中 涉及的（
Ｕ ｒ ｂａ ｎＤｅ ｓ

ｉｇ
ｎ Ｑ ｕａ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Ｒｅ ｌ

ａｔ ｅｄ
ｔｏ

Ｗａ
ｌ ｋ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

用以

指标主要包括节点度 （ Ｄｅｇｒ ｅｅ） 、聚类系数 （
Ｃ ｌ ｕｓ ｔ ｅ ｒ

ｉ

ｎ
ｇ探索这些品质对步行行为的影响 ， 这一模型的 目 的在

ｃｏｅ ｆｆ
ｉ

ｃ
ｉ

ｅｎ ｔ
） 、 特征路径长度 （

Ｃ ｈ ａ ｒ ａ ｃ ｔｅ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ｓ ｈｏ ｒｔｅ ｓｔ于筛选出 能够被客观评价的城市设计品质 ， 并提出 量

ｐ
ａ ｔｈ  ｌｅｎ

ｇ
ｔｈ ） 、介数 （

Ｂｅ ｔｗｅｅ ｎ ｎｅｓｓ）和模块度 （
Ｍｏｄａ ｌ ｉｔ

ｙ 
）

［

１ ／

化评价这些品质的方法与度量指标 。 这一模型强调测

（
表 ２

）
。 空 间网络分析多被应用到大尺 度分析中 ， 例量与评价的客观性 ， 不同背景的观测人 ， 即使是没有

如
，

对由 ４６ 个节点 组成的中 国旅游空 间网络 的研究设计背景的观测人 ， 按照相关导则 ，

也能对 同一城市

发现
，

北京等城市 中心性 明显 ， 对入境旅游集散能力空间 的设计品质得出 较为
一致的评价结果 。

较 强
［ １ ８ ］

。 空间 网络 分析侧 重研究不 同 空间的联 结关根据 文献 ， 研究 首先 选出 了 城市设计领域 内被

系 ， 因 此 ，

可 以在不 同尺度上进行应用 。认 为能影 响人们 步行行为 的九个城市设计品质 ， 包

基 于 图 形理论
ｔ１ ９〗

， 希 利 尔 （ ｍ ｉ ｌ ｉ ｅｒ ） 等
１２ ０１

在括意象性 （
Ｉｍ ａｇ ｅ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

、 围合度 （
Ｅｎｃ ｌｏ ｓ ｕｒ ｅ 軋 人

《 空 间 的社会逻辑 》
一书 中 首 次提 出 了 空 间句 法理性尺 度 （ Ｈ ｕ ｍａ ｎｓ ｃａ ｌ ｅ） 、 透明度 （

Ｔ ｒａ ｎ ｓ
ｐ
ａ ｒ ｅ ｎｃ

ｙ 
） 、 丰

论
（
Ｓ
ｐ
ａ ｃ ｅＳ

ｙ
ｎ ｔａ ｘ Ｔ ｈ ｅｏ ｒ

ｙ）
。 受 到空 间所 蕴 含 的社富度

（
Ｃｏｍ

ｐ
ｌ

ｅｘ ｉ ｔ
ｙ ）

、 易识别度 （
Ｌｅ ｇ ｉ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

一致性
１ ． 新城市主义式居住社区与传统式居住社区的轴线地图

会意 义 的启发 ， 这一理论 强调空 间之 间 的拓 扑关 系 （ Ｃｏ ｈｅ ｒｅｎ ｃｅ
）
、连接度

（
Ｌ ｉ

ｎ ｋａ
ｇ
ｅ

） 及整洁度
（
Ｔ ｉ

ｄ
ｉ

ｎｅｓｓ ）。１ ．Ａ ｘ ｉ ａ ｌｍ ａｐ ｓｏ ｆｎｅｗ－ｕ ｒ ｂａ ｎ ｉ ｓｍｃｏｍｍ ｕ ｎ ｉ ｔ
ｙ

ａ ｎ ｄｃｏ ｎ ｖ ｅｎ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
Ｔｏ ｐ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ｒ 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ｈ ｉ ｐ

ｓ
 ）

， 并认 为空间是遵循
一

定其次 ， 在全美 多个城市 的主要商业街拍摄录像 ， 邀请ｃｏｍｍ ｕ ｎ ｉ

ｔ

ｙ



时代建筑 Ｔ ｉｍ ｅ＋Ａｒｃｈ ｉｔｅｃｔ ｕ ｒｅ ２０
１
６／ ２１ ３ ５

表 ２ ． 空间网络分析的主要指标

Ｔａｂ ｌ

ｅ ２
． 
Ｍ ａ ｉ ｎ ｉ ｎｄ ｉ

ｃ ａ ｔｏ ｒ
ｓ 

ｉ ｎ
ｓ ｐ

ａ ｔ ｉａ ｌ 
ｎｅ ｔｗｏｒ

ｋ 
ａ ｎ ａ

ｌｙ
ｓ ｉｓ ｔ ｈｅｏ ｒ

ｙ

个纊 ｔｔｉｍｔ

ｉ

ｉ Ｂ／ ？

指标定义空 间意义＼

节点度在网络 中 ， 与 某个节点直接 相连的节点个数节 点度值大的节点 为网络的中心节点＾＼ ／－



某一节点的邻居节点间实际 存在的连边 数量与
此 ＿


＇

Ｔ
＊ ＊

１

最大可能存在 的连边關之＿比值
ｋ

， ＿＿如 果特征路径长度小 ， 那么网络具有小世界 性 ， 即看似庞大Ｊ

特征路径长度网络中所有节 点对的最短路径长度 的均值ａ，Ｃ
的 网络中的要素实际上是非常

“

近
”

的 。１
＇

、Ｓ
．

－／二
１ ｕ

：
＿；

？

？

介数网络中通过某 节点 （ 连边 ） 的最短路径 的条数可以描述网络中节点或连边上经过的交通流
Ｉ

Ｋ
＊ ＿

Ｍ ｉ

ｉ

模块度衡量网络是否具有良好的组团结构模块度值越高
，

表明网络具有 良好的组团结构 。

城市设计领域的专家对每
一段录像根据 以上九个品质ｂ ｕ

ｉ

ｌ ｄ ｉ

ｎ
ｇ

ｈ ｅ ｉ ｇ ｈ ｔ ｔｏｓｔ ｒ ｅｅ ｔｗ
ｉ ｄ ｔ ｈ

）
， 以及建筑功能指标其他物体所限定 的三维空 间 。

相关指标包括沿街建筑

打分 。 再次 ， 研究人员对这些街道的
一些物质特征进 （

Ｂ ｕ ｉ ｌ ｄ
ｉ

ｎ
ｇ
ｓｕ ｓ ｅ ） （

表 ４ ）
。 这一城市形态指标框架可 以高与街道宽比例 、 建筑的平均退界 距离等 ． ， 美观度指

行分析 ，

例如天空 占整个视野的比例 、 有无沿街店铺反映 与测度城市氛围 （
Ｕ ｒｂ ａ ｎ

ｉ

ｔ
ｙ ）

， 即城市氛 围高的使
一

个空 间充满 吸引力 与 美感 的特征 ， 相关指标包括

等 ， 并检测这些物质特征与专家对城市设计品质评价区域 ，

相应的地块密度 、 建筑修建年代 、
建筑平行度沿街建筑设计与 行道树等 。

区域结 构维度在 区域层面

的统计相关性 ， 以此找出 能够量化评价的城市设计品等指标值也相对较高 。探讨城市环境构成 ， 指标涉及城市发展的中心化与反

质及相关评价方法 。 统计结果表明
，

五种城市设计品城市形态学研究也积极探索城市的物质形态与使中心化 ， 例 如距 中心 区不 同距离 的城区密 度 。 相较

质是可 以量化评价的 ， 包括 意象性 、 围合度 、 人性尺用者行为 、 城市发展以及城市微气候之 间的关联 。 例
“

３ Ｄ
”

模型 ， 这一模型更注重城市设计品质与使用者

度 、 透 明度 以及丰富度
１３ ３ １

 （ 表 ３
）
。 这些指标已被应如

， 在对比 了 美国 与加拿 大多个城市 的地块形状与体验 ， 例如强调街道尺度 与美观度等指标 。 相关指标

用于城市街道的安全性感知
Ｍ

、 购物 中心游客行为 尺度特征后 ， 斯卡纳 （
Ｓ ｉ

ｋ ｓ ｎ ａ
 ）

？
发现单位地块长 度已被应用于步行行为

１４ ５ １

、居民肥胖度
１

４ ６
１

与社 区品质

及社区步行行为与服务水平
１

３６
等研究中 ■？

现有研究在 ８０ １ ０ｍ 之间的城市形 态适 宜步行与机动车 交的研究 中 。 现有研究表 明 ， 城市街道景观 ， 例如更 多

表 明围合 感较强 的街道能 提供较高的安 全感 在通 ， 而 ５ ０ｍ
￣

７０ ｍ 的地块则适合步行交通较 多的核的城市开放 空 间与行道树能促进步行行为
（４
５

１

。 而高

商业街区 ，

购物者更喜欢在道路较 少或是车速较低的心商业街 。 基于城市形态学理论 ， 学者们提 出与应用品质 的社区往往具有 良好的步行环境 ， 完备的无障碍

商业区域购物
Ｍ

。了不 同指标来 度量城市的扩张程度 ， 这些指标包括设计 ，

更多的户外设施 ， 座椅与开放空间等
Ｍ７１

。

为 了提高测量的客观性与准确 性 ， 研究者们制定复杂度 （ Ｃｏｍ
ｐ

ｌ ｅｘ ｉ ｔ
ｙ

） 、 集 中度 （
Ｃ ｅｎ ｔ ｒ ａ ｌ ｉ ｔ

ｙ
）、
整合度

了详细的观测评价导则 ， 并配有指导文字 、 示意图片 、
（

Ｃｏｍ
ｐ
ａｃ ｔｎｅｓ ｓ ） 、 通透度 （

Ｐｏ ｒｏ ｓ
ｉ

ｔ
ｙ ）
以及密度等

１

４０
１

。３ 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的特征

数据记录表 。 例如 ， 在测量城市空 间围合度这
一品质研究表明城市形态与生态效益相 关 。

例如
，

减少建筑３ ． １ 解析模型 的维度与指标项

时 ， 对于天空所占视野 比例这
一

指标 ， 导则中 给出 了底层裙房可 以促进城市通风 ； 较窄 的街道能提供上述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涵盖了 多个维度 ， 主

不 同情况 的示意 图 （
图 ２

） ，

分别 表示天空 在前方视阴影 、 降低街道温 度
？

；
城 市地表绿化 有助于改善要包括社会经济指标与物质空间指标 。 物质空间指标

野 以及两侧视野不 同比例的情况 。
这一导则能帮助 观城市微气候

１

４
３ １

等 。又可分为 空间特征指标与视觉特征指标 。 社会经济指

察者更 为客观与准确地评价城市空间的设计品质 。 值２ ．６ 建成环境特征解析模型标与功能相 关 ， 例如 密度 、 用地混合度 、
建筑修建年

得一提 的是 ， 根据不同的观测者的反馈 ， 导 则的可 靠在
“

３Ｄ
”

模 型 的基 础 上
，
汉迪

（
Ｈ ａ ｎ ｄ

ｙ ）
等

１

４４
１

代等指标 。空间特征指城市环境反映在空间上的属性 ，

度也通过 了统计检验 ， 即在导则的指导下 ，
不同观测提 出 了 解析城市环 境的 两个 层面 和五个维度 。 两包括单

一空 间的特征与 多个 空间之 间的组织 关系 （
表

者会对 同
一城市空间的设计品质得出较为

一致 的评价个 层 面 指社 区层 面 （
Ｎ ｅ

ｉ ｇ
ｈ ｂ ｏ ｒ ｈｏ ｏｄ

） 与 区域层 面５）
。 单

一空 间的特征针对 某个单
一

地块或路段 ， 例如

结 果 。（
Ｒｅ ｇ ｉ

ｏ ｎａ ｌ） 。 五个维度包括密度与强度 （
Ｄｅｎ ｓ ｉｔ

ｙ 
ａ ｎｄ街区尺度 、 沿街建筑高度 与街道宽度比 、 人 行道宽度

２ ．５ 城市形态学的
“

Ｍｏ ｒｈ
ｐ
ｏ
”

指标体系ｉ ｎｔｅ ｎ ｓ ｉｔ
ｙ 

） 、
用地混合度 （

Ｌａ ｎｄｕ ｓ ｅ ｍ ｉ ｘ
） 、 街道连接度等 。 多个空间的组织关 系则 主要指街道的连 接度 、 可

城市形 态学 主要研究城市 的物质 组成 ，

以及这（
Ｓ ｔ ｒ ｅｅｔ ｃｏ ｎ ｎ ｅ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 、 街道尺度 （ Ｓ ｔ ｒｅ ｅｔ ｓ ｃａ ｌ ｅ ） 、 美达 性等空 间连接关系 。

视觉特征指标 关注一些 细微的

些 物质组 成与社会经济 因 素的相 互作用
ｗ

。 为进
一 观度 （

Ａｅ ｓ ｔｈ ｅｔ ｉ ｃ ｑ
ｕ ａ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 区域层面的指标还包括设计特征 ， 例如街道空间视觉上的丰 富度 ， 以及沿街

步 细化城市形 态学相 关指标 ， 有 学者提 出 了
一 些指区域结构 （

Ｒｅ ｇ ｉ

ｏ ｎａ
ｌｓ ｔ ｒ ｕ ｃ ｔ ｕ

ｒ
ｅ

）
。 密度与强度指单位建筑底层是否有玻璃窗等 。 由于构建 目 的不 同 ，

上述

标体 系 ， 其 中维克多 （
Ｖ

ｉ

ｃ ｔｏ ｒ
） 提 出 了

“

Ｍ ｏｒ
ｐ
ｈ ｏ

”

指面积内所拥有的活动数 目 ，

例 如人 口密度 、 工 作岗位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侧重不 同方面 。 例如 ， 建成环

标体 系 框架
ｗ

。 这一 框 架力 求 用 最少 数 目 的 变量密度 、建筑密度等 。 用地混合度指在
一

个特定区域内 ， 境特征解析模型对 以上几个层面均有涉及 ，

包括社会

系统地 测 量城市 的 物 质形 态 特征 ， 包 括 七部 分 指各类不同用地的相对距 离 ， 相 关指标包括社 区内商业经济指标 、 城市环境单
一空 间的空间特征 、 多个空 间

标
，

涵 盖地块 层面 到街 区层 面 ， 分别 包括街道 可达网 点与住户之间的距离 ， 以及 与单位面积用地相邻 的的组织关系 以及视觉特征 。
与步行行为相关 的城市设

性
（
Ａｃ ｃ ｅ ｓ 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ｏ ｆ ｓｔ ｒ ｅｅｔ ｓ ） 、 地块 密度 （

Ｄｅ ｎ ｓ ｉ ｔ
ｙ 
ｏｆ不同用地 类型的单位用地数 目 等 。 街道连接度指在路计品质量化模型则主要关注单一空间的空间特征与视

ｐ
ｌ ｏｔ ｓ ）

、 建筑修建年代 （ Ａｇｅ ｏ ｆｂｕ ｉ ｌ ｄ ｉ

ｎ
ｇ ｓ ）

、 街区尺度网体系中 ， 从起点到终点所能 选择的不 同路径数 目 。 觉特征 。 空间网络分析模型与空间句法理论则仅关注

（
Ｄ ｉｍ ｅｎ ｓ ｉｏ ｎ ｓ ｏｆ ｓｔ ｒ ｅｅｔｂ ｌ ｏｃ ｋ ｓ ） 、建筑平行度 （ Ａ ｌ ｉ

ｇ
ｎｍ ｅｎ ｔ相关指标包括单位道路长度所含交 叉口数 目 、

平均地多个空间的组织关 系 。 另
一方面

，

一些基本测量指标

ｏ ｆ ｂ ｕ ｉ ｌ ｄ ｉ

ｎ
ｇ ｓ ） 、 建筑 高 度 与街 道 宽 度 比

（
Ｒ ａ ｔ

ｉ

ｏ ｏｆ块长 度等 。 街道尺度指沿街道展开 的 、 被沿街建筑或在多个解析模型中重复出现 。 例如 ， 建筑高度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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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城市设计品质置化模型 （ 基于尤因等提 出的模型 ． ２００６
）

Ｔ
ａ
ｂ

ｌｅ ３ ． Ｕ ｒｂａ ｎ  ｄｅｓ
ｉ

ｇ
ｎ

 ｑｕ
ａ

ｌ

ｉ

ｔｙ 

ｍｅａｓ ｕ ｒｅｍ ｅｎ
ｔ
ｓ

 （ｂａ ｓｅｄ
ｏ ｎ

ｔｈ ｅ ｗｏ ｒｋ 

ｏ
ｆ Ｅｗ ｉ ｎ

ｇ ，


ｅ

ｔ 

ａ
ｌ ．

，


２００６

）

城市设计品质 定义相关指标

？公园等 自然景观数 目

？地标构筑物数 目

意象性城市空间独特 的 、 可识别的 、 让人记忆深刻的品质 ？历史建筑物数 目

－不规则形建筑物数 目

■ 四 周视线是否被遮挡

街道与广场被建筑 ＇ 墙体 、 绿化 以及 ？其他城市元素 ？ 沿街建筑所占街道总长比例

所限定 的程度
？天空所 占四个方向视野比例

？ 沿街道纵 向 ／横向视线是否被遮挡
？ 沿街建筑底层开窗 比例

空间的尺度 、 质地 、 布置是否与使 用 者的尺度与步 ？ 建筑高度与退界距离

行速度相匹配
？底层沿街商业比例
？ 沿街花坛植栽数 目等

－

沿街落地 窗数 目

透明度行人能看到的街道或是广场空间边界 以外的活动？有底层活动 的街道比例 ， 例如商店 、 饭店 、 公园等

？ 基调色不同的建筑颜色数目

丰富度城市空间视觉上綱性数 目 等

表４
．城市形态学的

“

Ｍｏ ｒｈｐｏ
”

指标体系

Ｔａ ｂｌ

ｅ
４ ．Ｍｏ ｒｈｐｏ 

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ｉ

ｎ  ｕ ｒｂａ ｎ ｍｏｒ

ｐ
ｈｏ ｌｏ

ｇｙ 

ｔ
ｈｅｏ ｒｙ

指标指标含义与测量方法数据来源

全局整合度 （ 空 间句法理论相关指标 ）

￣̄

街道可达性八＆
、

、城市地 图转化的轴线地图



局部整合度 （ 空 间句法理论相关指标 ）



地块密度每个街区所含地块的数 目城市地 图

建筑修建年代在某
一

时间节点前修建的建筑数目
／街区所有建筑数目统计数 据

街区尺度街区的面积城市地 图

建筑平行度沿主要方向建筑长度 （
沿主要 方向不 同建筑立面的总长度 ） ／街道长度城市地图

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比建筑高度 （ 街道两侧建筑的平均高度 ） ／街道宽度城市地图

建筑功能指标复合功能的建筑数 目
／建筑 总数 目

（ 每个地块 ）统计数据

宽 度的 比例这 一指标 ， 在
“

３Ｄ
”

与
“

５Ｄ
”

模 型 、 建与导则的指导下 ， 不同的观测人员对同一城市环境的２ ？ 测量街道围合感的指标之
一

： 天空所 占视野的比例

成环境特征解析模型 、 与步行行为相关的城市设计品 观测结果应大体相 同 。 值得一提 的是 ， 解析模型使用
Ｗｅｅ ｔ ｅｒＫｋ＾ｅｍｅａｓ ｉ＾ｍｅ ｎｔｎｏ ｐｏ ｒ

ｔｋ＾ ｏｆ ｓ ｋｙ ｉ ｒ
Ｕ ｈｅ ｆｉ ｅ ｌｄ ｏｆ ｖ ｉ ｅｗ

质量化模型 与城市形态框架 中均有涉及 。 由于各个模之 前 ， 需要检测其被不同观测者使用的可靠性 （
Ｉ ｎ

ｔ ｅ ｒ
－



酬 重的方面不 同
，

在具体酿 ４■

， 飾可隨据不 ＿ 「ｅ ｌ

ｉ

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 麵不剛测额用棚糊 同－

晒究目 的 ， 整合不同框架下 的相关指标项 。城市环境 ， 考查其观测结果是否相同 ，

如果出入较大 ，

３ ．２ 解析模型 的客观性与系统性则需要碰相应导 则
，

消随解误区 ，

直到得 到较高

城市设 品 质Ｍ 化模型 必须具 有客观 性 ５系 统 财靠性 ． 解析模 型的客观性是研究城市设ｉｒ
ｔ 品 质的 １

ｔ

＇

ｆ ． 客观他麟Ｍ战 的实體 ， 賊羅啊靠 轉駐 额
１
健酿额Ｈ －

｝旨标拥同的认知

性 （
Ｒ ｅ ｌ ｉａ ｂ ｉ ｌ ｉｔ

ｙ ）
。 测量对象的实体性指在解析过程中 ， 与理解 ， 便于比较针对不 同地域的研究结果 ， 是建立

腿取的縣与醒方録制客观雜酬梳素 雜備娜細先絲件 。 城市财
？關＿祕

与物体的 。 例如 ， 针对城市街道空间围合度指标 ， 与指在研究中 需要全面思考城市环境 的组成元素 ， 用清ＩＩ

步行行 为相 关 的城 市设计品质 量化模型 所选取 的指 晰的层面与维度解析城市设计 品质 。 例如 ， 城市形态

餘
！ ：

１

； 最 丨 、视线的长 扣Ｕ泛视野中 天 空所 ：

１

＃ ： ：＃ Ｆｆ ｉ ｉｆ ／
／

Ｊ
１Ｉｆ

ｖ

等 在观测 中 ． 是 叫 以准确地测量出这 些指标 的 相 面 、 街逝 ／ 地块翻 、 城市展而 以及請 面 这些
Ｉ

反 ， 模型 中棘采臟姻合感娜等肺關主观 较 为 系腿麵可阴 ｉ

ｗ究者 更为精满雖獅

性的描述性指标 。 测量 的可靠性是指在 同
一 解析模型 环境特征 ， 也便于梳理不同城市环境要素之 间的关系 。２



时代建筑Ｔ ｉｍｅ ＋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 ｕ ｒｅ２０ １ ６／ ２１ ３ ７

表 ５ ． 城市设计 品质量化模型所涉及的维度与 指标项

Ｔａｂ ｌ

ｅ  ５ ．


Ｄｉ ｍｅ ｎ

ｓ
ｉ ｏｎ ｓ

ａ ｎｄ ｉ

ｎｄ ｉ

ｃ
ａ
ｔ
ｏｒｓ

 ｉ

ｎ  ｕ ｒｂａ ｎ ｄｅｓ
ｉｇ
ｎ

ｑ
ｕａ

ｌ ｉ ｔｙ 

ｍ ｅａ ｓｕ ｒ ｅｍｅｎ
ｔ ｔ
ｏｏ

ｌ

ｓ

与步行行为，

建成环境的 ＩＤ
－

建成环境的
－

ＳＤ
”

空间网络分析 空间句法 相 关的城市
＾

态
ｆ

^
模型模型梭型理论 设计品质 Ｍｆｔ

＆

化模型
标体系

密度密度密度与强度

人 口密度人 口 密度人 口密度

就 业岗位密度就业岗位密度工作岗位密度

社会经济用地 多样性用地多样性建筑功能指标 用地 混合度

指标用地异质性用地异质性建筑修建年代 商 业网点与住户之间的

竖向 多样性竖向多样性距离

各类用地比例各类用地比例相邻的不同用地类型的

活动中心指数活动中心指数单位用地数 目

设计设计地块密度街道 尺度

单一空 街道主导形态 （ 网 街道 主导形 态 （ 网街区尺度沿街建筑高与街道宽比

间的特 格 ． 曲线等 ） 格 ， 曲 线等 ）建筑平行度例

征地块长度地块长度建筑高度与街 建筑的平均退界距离

空间人行道宽度与坡度 人行道宽度与坡度道宽度比 平均地块长度

特征


物质空间多空间ｍｍ
深度街道连接度

４Ｋ
＊

－目 的地可达性连接度单位道路长度所含交叉“＿织八＝特 征路径 度 街道可达性
￥

公共 交通设施距 离ａ＃控制度口 数 目



模块度
度



挪美观度

视觉沿街建筑设计

特征行道树以及其他绿化

座椅与路灯设施

“

Ｍｏ ｒ
ｐ
ｈｏ

”

体系可 以与单
一城市形态要素相结合 。 这些空间组织 关系很难被

一般使用者所体会 ， 因此这

目 前单
一形态 要素分 析指标有了 进

一

步的发 展 ， 譬些模 型很少应 用在环境体验与感知的研究中 。 城市生

如空间矩阵 （
Ｓ
ｐ
ａ ｃ ｅｍａ ｔ ｒ

ｉ

ｘ  ）

［

４
８１

指 用于详细 测量建态学 作为新兴领域 ， 在相关研究中 已应用城市形态理

筑形态 ，

包括建筑密度 （
建筑 占地面积 ／ 地块面积 ）

、 论模型测度城市环境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生态效益 。

建筑高度 （ 低层 、 多层 、 高 层 ） 与建筑形态 （ 点式 、

条式 、地块式 ）
三个部分 。 用地混合度指标 （ Ｍ ｉ

ｘ ｅｄ
－ ｕ ｓｅ４ 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的局限性与新数据环境的应用

ｉ ｎｄ ｅｘ ）
［

４
９ ］

将用地功能分 为单一功能 、 两种功 能叠加 、上述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的局限性主要存在于

三种功能混合三种情况 。 另 外 ， 有学者尝试应 用 Ｇ Ｉ Ｓ指标项所涵盖 的范围 与数据的获取方式两方面 。 不同

地理信息平台将城市形态学的不同框架 与指标 整合起的量化模型针对不同 的研究问题 ， 并侧重于城市环境

来
［

５

＇ 用 以分类城市形 态 ， 探 索不 同 类型 的城市形的不 同特征 ， 因此不可能涵盖所有指标项 。 具体研究

态的社会经济影响 。 这些框架与指标包括空 间句法理中 ， 我们可 以根据不同研究 目 的 ， 整合不同框架下的

论指标 、 空间矩阵理论 以及用地混合度指标 。 在分析相 关指标项 。 另
一方面 ， 在数据的获取上 ，

大多数模

中将城市区域划分成网格系统 ， 根据不 同指标对每个型需要研究者进行实地观测获取数据 ， 或者在专业软

方格赋值 ， 将不同指标的赋值叠加 ， 得 出某
一地块的件 中 构建模型 ，

需要大 量的人力投 入 。 未来研究 中
，

综合赋值 ， 进而进行下
一

步分析 。可 以考虑应用众筹平台和大数据观测与储存城市设计

３ ．３ 解析模型 的应 用尺度 与领域品质的特征数据 ， 以提高研究效率 。

上述城市设计品质解析模型 已在 多个尺度 与领域当前的数据环境已经 发生 了很大变化 ， 包括大数

应用 （
表 ６

）
。 基本 上所有 的模型都可 以在社 区层面据在 内 的不 同数据被 不断挖掘 出 来 。 它可以通过数据

与城市 ／ 区域层面应用 ， 而与步 行行为相关的城市设获取 、 存储与研究维 度扩展等层面推动城市设计 品质

计品质量化模型 、

“

Ｍｏ ｒ ｈ
ｐｏ

”

指标体系和建成环境指相 关研究的重大开展 （ 图 ３ ） 。 在数据获取存储层面 ，

标更加关注微观尺度的设计特征 ，

因而可以在单
一

街大 数据既 可 以提供 储存 数据 的平 台 ，

也能提供海量

道空间与地块层面应用 。 在应用领域上 ，
大 多数模型的城市物 质空间与社会经济指标数据 （

表 ７
）
。 例如 ，

都可应用于有关使用者行为的研究 。 而空间网络分析基于城市 Ｇ Ｉ Ｓ 数据 ， 我们可 以方便地获 取城市路网 分

理论与空 间句法理论重 点关注不同空间 的 组织关系 ， 布数据 ， 计算出城市路 网 密度等指标 ， 以及城市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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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 城市设计 品质ｆｉ化模型的应用尺度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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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 ｓｕ ｒｅｍｅｎ ｔ ｔｏｏ ｌｓ

建成环境的
＂

３Ｄ

”

模型
建
＾ 空间网络分析 空间句法理论 的城＾设计 品质

“

Ｍｏ ｒｈ ｐｏ

．

，

指标体Ｓ
建成坏獅讀賊 ^

５Ｄ模型



量化模型
一

单
一

街道层面

—

二 ： ： 二？？？

应用尺度 社区层面 （ 多条街道 ）鲁？？？？？？

城市 ／
区域层面鲁鲁 參 參？

行为 （ 步行行为 ）
？？ ？



？？？

应用领域环境体验与感知



？



城市形 态与演变



？

表 ７ ．提供城市设计品质量化模型相 关指标的新数据类型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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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連 成珏谙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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槎与步行行为相关的城市形态学 的｜

建成环境特征解析模

大数据类型 与平 台＾空间网络分析模型 空间句法理 论 城市设计品质量化
“

Ｍ ｏｒ ｈ ｐ
ｏ

”

指标体 系型
楔模型

ｔ
ａ

密度密度建筑功能指标密度与强度

ｍ建筑修建年代
人 口普查数据

？
密度节点度地块密度密度与强度

密度用地多样性聚类系数街区尺度街道尺度

八六士用地多样性目的地可达性ｎｕｍｓ ｉｓ建筑平行度平均地块长度街道连

妙錢祕赖介数ｓｉ筑棘与腿宽ｍｔ接度

八ｍ觀街道麵
公交卡使用大数据

围合度

基于使用者评价的感知大数据 ， 如〇人性尺度

大众点评网数据丰富度

社 交网络数据透明度

意象性

区域居 民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等数据 。 同时 ， 将城市参考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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