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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设计背景
1.1衡复历史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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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背景
1.2现状趋势与更新需求1

上位规划更新要求基地现状趋势

房产转让或租赁、居民或使用者变化频繁

区域内人口老龄化特征突出

沿街商业门店持续增加且无序扩散

沿街店铺立面与历史风貌不统一

零星搭建现象突出且缺少整体保护控制
规定

景观要素分布不成系统、空间拥挤视觉
杂乱、品质不高维护不够

区域内绝大多数地块和建筑处于“保护”状态，
因此拆除重建的更新模式并不可取，需要在政
策引导、规划控制、相关法规建设和示范性项
目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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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念
2.1主要思想2

设计范式

历史街区新陈代谢
数据增强设计
数据自适应设计

设计目标

构建历史街区现状与未来的桥梁
构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桥梁
构建空间量化研究到设计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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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念
2.1主要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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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念
2.2设计理念2

STEP 1 ST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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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念
2.2设计理念2

STEP 3 STE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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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念
2.3总体框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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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基地调研3 多维数据的综合现状研究

问卷调研（发放77份，有效问卷7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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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基地调研3 多维数据的综合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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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数据的综合现状研究
3.2功能组织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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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数据的综合现状研究
3.2功能组织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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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评价
4.1慢行指数评分4

A

B

C

E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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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评价
4.1慢行指数评分4

样片（针对单侧街道空间）
• 街道行人空间：0
• 建筑：1
• 自行车空间：1
• 小型开放空间：0.5
• 城市空间节点：0
• 街坊内公共步行交通：1
• 街道卫生：1
• 街道景观：0
• 机动车停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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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评价
4.1慢行指数评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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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评价
4.2物质空间问题及居民空间环境感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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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评价
4.3居民对街道与开放空间评价理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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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评价
4.4交通流量和空间使用4

典型路段不同交通方式交通流量统计

调研路段

不同交通方式流量和空间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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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1微博典型意见分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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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2居民空间改造意愿分析5

0 20 40

修建围墙保持院落立面一致性

增加标志和引领，防止迷路

修缮翻新建筑外墙

增加沿街底商

增加人行护栏和绿化隔离

提高道路卫生状况

减少沿街汽车停车位

0 5 10 15 20 25 30 35

增加现有自行车停车位

减少人行道上自行车停车位

拓宽现有自行车道宽度

给每条道路设置自行车道

0 10 20 30 40 50

增加开敞空间里的入口

增加广场数量

增加开敞空间里的活动设施和健身器

材

增加街角公园

Q:您认为从以下哪些方面提升人行环境？ Q:您认为从以下哪些方面提升自行车空间？ Q:您认为从以下哪些方面提升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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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3A/B类街道划分策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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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4A/B类街道划分结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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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5A类街道控制导则5

街道空间现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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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5A类街道控制导则5

街道空间现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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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5A类街道控制导则5

街道空间现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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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5B类街道控制导则5

街道空间现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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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5B类街道控制导则5

街道空间现状特征分析



数联衡复 优活代谢---基于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历史街区更新模式 第二届数据增强设计研讨会 2016 12 10 

A/B类街道划分
5.5B类街道控制导则5

街道空间现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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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类街道划分
5.5B类街道控制导则5

街道空间现状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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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慢行系统网络5 A/B类街道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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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

6.1空间结构体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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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
6.2 A1历史特征类街道设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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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6
衡山路慢行系统细节处理—路口

6.2 A1历史特征类街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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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6
衡山路慢行系统细节处理—公交站和沿街商业休闲空间

6.2 A1历史特征类街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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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6 6.2 A1历史特征类街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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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
6.2A1类街道设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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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6 6.2 A1历史特征类街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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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
6.3 A2商业共享类街道设计6



数联衡复 优活代谢---基于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历史街区更新模式 第二届数据增强设计研讨会 2016 12 10 

A类街道基准方案
6.3 A2商业共享类街道设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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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
6.3 A3商业共享类街道设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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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
6.4 A3生活容器类街道设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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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街道基准方案
6.5 创新节点空间设计6



数联衡复 优活代谢---基于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历史街区更新模式 第二届数据增强设计研讨会 2016 12 10 

A类街道基准方案
6.5 创新节点空间设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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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平台
7.1空间数据传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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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互平台设计
7.1平台架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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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互平台设计
7.2 人本观测平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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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互平台设计
7.3 公众参与平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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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互平台设计
7.4方案展示平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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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龙瀛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
工学博士，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副研究
员，剑桥大学国家
公派访问学者。

茅明睿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云平台创
新中心秘书长，北
京城市象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

陈宇琳
清华大学城乡规划
工学博士，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助理教
授，北京市优秀人
才青年骨干。

团队主要成员

曹哲静
本次设计竞赛负责人。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学博
士研究生。规划及设计背景，
研究方向为城乡土地利用与土
地供给、城市设计、城市经营
性产业空间量化研究。

刘钊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

划学博士研究生。规划及地理
信息背景，研究方向包括智慧
城市、城市群协同战略、社区
规划。

刘希宇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

划学硕士研究生。规划及设计
背景，研究方向为城市土地与
交通、城市创新空间、城市设
计。

陈金留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

设计研究生。城市设计与建
筑设计背景，研究方向为街
道与数据增强城市设计、TOD、
城市更新等。

团队其他成员
李诗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本科生

姜冬睿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郑琳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本科生

刘超 美国弗洛里达大学规划系博士生。

唐婧娴 清华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生

许留记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

团队成员介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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