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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新模式
CAD->GIS->DSS->PSS->DAD�
DAD在TSP大尺度城市设计模型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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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
存量更新型城市设计

增量型新城城市设计

开放数据平台

案例借鉴



1.规划设计中的案例借鉴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较为合理的案例借
鉴方法。
案例借鉴作为规划项目设计中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传统的案例借鉴依赖于二手文献，规
划图纸，照片等对案例城市进行较为粗浅的定性的分析，然后进行经验总结和借鉴，受
制于二手文献的局限性，实地调研和照片感知的主观性，传统的案例借鉴在实际的规划
设计中并没有发挥出实际的作用。虽然最近有学者就如何做案例分析有过专门的阐述
（王丽英，云规划）,但其本质还是受限于二手资料的获取，在方法论上没有实质突破。

BEFORE

2.关于国外城市的规划和设计经验的介绍和评述研究成果较多，
但是涉及到如何在国内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借鉴，往往不作为文章
的主要部分。

目前国内城市规划主流期刊（国际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北京规划建设）
中关于国外城市的规划和设计经验的介绍和评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规划政策体系（周俭，2001；王兰，2013；田莉，2016），
(2). 城市更新经验（唐燕，2007；黄文炜，2007；胡荣，2008），
(3). 专项规划经验（土地利用，绿地系统，公共空间，公服设施，住房等）（刘佳燕，
2012；孙斌栋，2009，刘畅，2008；杜钦，2008）
(4).新规划理念（弹性城市，边缘城市，健康城市，紧凑城市等）介绍（吕斌，2008；
王兴平，2010；宋彦，2011；王兰，2016）；
(5). 各国城市规划比较研究（吴唯佳，2014；杨俊宴，2016）。但是涉及到如何在国内
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借鉴，往往不作为文章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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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数据环境下城市形态量化研究成果较多，但如何将针对现
状城市的研究发现用于未来规划设计则探讨较少。

作为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城市空间形态，目前国内较多学者关注城市空间形态
的量化研究，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包括城市中心区空间形态量化分析（杨俊
宴， 史北祥，2016）；城市活力与城市空间（叶宇, 庄宇, 张灵珠，2016）；城市街
道品质与活力（唐婧娴, 龙瀛. 2016；郝新华, 龙瀛, 石淼, 王鹏. 2016；龙瀛, 周垠. 
2016b），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判别（Xingjian Liu，Ying Long，2016），公共空间
品质量化评估（徐磊青，2015，2016）；空间句法相关实证研究（盛强，刘星，
2016；但是涉及到如何将研究发现的城市形态规律运用到规划设计中，尚需要进一
步的补充完善。

4.大尺度城市设计的定量设计方法较为丰富，但是基于新数据
环境的城市设计定量设计方法还有待完善。

基于GIS平台，目前大尺度城市设计的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杨俊宴，史宜，2015）；城市天际线轮廓景观控制（杨俊宴，孙欣，熊伟婷，
2015）；总体城市设计景观空间系统规划与控制（王建国， 杨俊宴， 陈宇， 徐宁；
2013；杨俊宴，王建国，阳建强，费移山，2009）。以上相关研究探索了总体城市
形态的量化控制方法，但是没有解决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城市形态“从无到有”的问
题。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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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如何在规划设计中建立一套相对完善且科学的案

例借鉴的方法，从分析与认知城市到将分析结果应用到

规划设计中，相关研究尚需补充完善。尤其在新区规划

设计中，面对白地，规划充满不确定性，此时，一套科

学的案例借鉴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
规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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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步骤02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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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横滨市区:232KM2，距离东京都心30KM

案例选择——世界大城市周边城市开发案例

阿尔梅勒阿姆斯特丹

2.荷兰新城阿尔梅勒：131KM2，距阿姆斯特丹20KM

3.巴黎马恩拉瓦莱：152KM2，距巴黎10KM

马恩拉瓦莱

巴黎

某城新城范围：155KM2，距北京中心城区20KM

案例借鉴——某城市新城总体城市设计

?

实证研究
新数据环境下案例分析在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应用（以某城市新城总体城市设计案例分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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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api.tiles.mapbox.com



1.案例城市原始数据获取:
开放数据平台

2.基因分层提取
（定性）

3.指标计算
（定量）

4.模式提取
(城市空间结构+
空间形态）

交通组织 路网特征 开放空间分布 建筑肌理 城市功能分布
公共交通线网密度
（KM/KM2)
站点密度
(个/KM2)

地块尺度：
建筑密度(%)：建筑
底层面积/地块面积
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地块面积

城市功能混合
度：MIX
城市功能密度
（个/KM2)

路网密度
（KM/KM2)
地块尺度
(公顷/地块）

开放空间比例（%）

三个案例城市分析

实证研究
新数据环境下案例分析在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应用（以某城市新城总体城市设计案例分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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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的新
城总体城市设
计借鉴及多情
景模拟

案例城市1

案例城市2案例城市3

案例
城市
N

1.案例城市
原始数据获取:

2.基因分层提取
（定性）

3.指标计算
（定量）

4.模式提取
(城市空间结构+
空间形态）

案例城市分析 方案设计

案例城市1 案例城市2 案例城市3

规划
方案1

规划
方案2

情景1 情景2 情景3

基因库1 基因库2 基因库3

实证研究
新数据环境下案例分析在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应用（以某城市新城总体城市设计案例分析为例）

03
方案评估



（1） 基于Openstreetmap 的原始数据获取

三个尺度的基因指标提取：
1.城市核心区整体232KM2
2.新城核心片区18KM2，老城核心片区36KM2
3.轨道交通站点周边500m，800m半径范围

一个尺度的基因指标提取：城市整体131KM2

一个尺度的基因指标提取：城市整体152KM2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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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因分层提取及指标计算——横滨

交通组织 路网特征 开放空间 城市肌理 城市功能分布

指标计算

基因分层提取

整体

新城核心区

老城核心区

站点周边
(500m)

站点周边
(800m)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路网密度(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公服设施密度(个/KM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功能混合度

横滨站

新横滨站

0.89/0.4

1.19/0.2 20.7/1.68 6% 32.1% 10.2/0.54

22.8/2.16 3.9% 60% 13.3/0.61

1.14/0.8 24.2/1.55 0.3% 57.8% 25.4/0.52

/ 30.4/1.86 8% 48.9% 23.2

/ 23.8/1.64 7% 47.6% 17.4

尺度/指标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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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因分层提取及指标计算——阿尔勒梅,马恩拉瓦莱

指标计算

基因分层提取

整体

路网密度(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公服设施密度(个/KM2)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功能混合度

20.7/4.0 57% 21.8% 8.4/0.21

尺度/指标

交通组织 路网特征 开放空间 城市肌理 城市功能分布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交通组织 路网特征 开放空间 城市肌理 城市功能分布
指标计算

整体

路网密度(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功能密度(个/KM2)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功能混合度

17.2/5.25 36.5% 20% 6.2/0.34

尺度/指标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0.41/0.07

0.14/0.05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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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征总结与模式提取（定性+定量）

交通组织 街廓尺度 开放空间 建筑密度与形态 城市功能分布

阿尔勒梅

横滨

马恩拉瓦莱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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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征总结与模式提取（定性+定量）

交通组织 街廓尺度 开放空间 建筑密度与形态 城市功能密度

阿尔勒梅

横滨

马恩拉瓦莱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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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计算
(3) 特征总结与模式提取（定性+定量）

整体

新城核心区

老城核心区

站点周边
(500m)

站点周边
(800m)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路网密度(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功能密度(个/KM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功能混合度

0.89/0.4

1.19/0.2 20.7/1.68 6% 32.1% 10.2/0.54

22.8/2.16 3.9% 60% 13.3/0.61

1.14/0.8 24.2/1.55 0.3% 57.8% 25.4/0.52

/ 30.4/1.86 8% 48.9% 23.2

/ 23.8/1.64 7% 47.6% 17.4

尺度/指标

阿尔勒梅

横滨

马恩拉瓦莱

整体

路网密度(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功能密度(个/KM2)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功能混合度

20.7/4.0 57% 21.8% 8.4/0.21

尺度/指标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0.14/0.05

整体

路网密度(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功能密度(个/KM2)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功能混合度

17.2/5.25 36.5% 20% 6.2/0.34

尺度/指标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0.41/0.07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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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滨——双城核心，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高密度的城市开发模式
两个尺度的城市形态模式提取

(3) 特征总结与模式提取（定性+定量）

城市核心 站点周边500m

路
网
密
度

建
筑
密
度

城
市
功
能
与
开
放
空
间

老横滨

新横滨

城市结构模式抽象 两个尺度城市形态模式提取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03

20-24K
M

/K
M

2

24-30K
M

/K
M

2

50%
-60%

50%
-60%

沿
街
道
分
布

在
站
点
周
边
集
中



• 阿尔勒梅，马恩拉瓦莱——单中心，组团式新城开发模式，轨道交通联系各组团,大
型公共开放绿地；一个尺度的城市形态模式提取

(3) 特征总结与模式提取（定性+定量）

城市结构模式抽象

两个尺度城市形态模式提取

路
网
密
度

建
筑
密
度

城
市
功
能

10-14KM/KM2 20% 大型公建在城市中心布置

平均组团规模：
400-500公顷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量化分析

03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某城新城范围：155KM2，距北京中心城区20KM

中心城区



指标计算

基因分层提取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路网密度(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功能密度(个/KM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KM2)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功能混合度
尺度/指标

交通组织 路网特征 开放空间 城市肌理 城市功能分布

整体
老城核心区
(36KM2)

6.6/28.2
14.7/0.606.1/14.8
6.9/0.5327.7%

29.5%
0.42/0.1
0.58/0.18

街廓尺度 建筑密度 城市功能密度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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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现状城市形态量化评估比较



整体 老城核心区

形态

功能

路网密度(km/km2)

建筑密度(%)

街区尺度（公顷）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密度
（医疗，教育，文化，

公园,商业）（个/km2）

城市功能混合度

维度 指标

6.6

14.7

6.1

28.2 14.8

6.9

27.7 29.5

0.53 0.60

城市现状

整体 新城核心区 老城核心区

1.68 2.16 1.55

32.1 60 57.8

10.2 13.3 25.4

横滨

0.54 0.61 0.52

与案例城市相比较，规划现状城市整体路网密度，建筑密度
较低，街区尺度较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密度整体较低，老
城尚可，城市功能混合度两个城市大致相同。

• 通州现状与案例城市量化评估基因指标对比

20.7 22.8 24.2

阿尔勒梅 马恩拉瓦莱

指标 指标

20.7 17.2

21.8 20

4.0 5.25

8.4 6.2

/ /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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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现状城市形态量化评估比较



规划基础条件：
根据规划，除了通州老城核心
区范围和规划已批和已储备用
地，通州155km2范围内其他
区域均为可设计地块。

老城核心区范围

不可动地块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2）案例城市量化分析用于通
州新城未来城市形态生成支撑

轨道交通站点



（2）案例城市量化分析用于通
州新城未来城市形态生成支撑

通州副中心未来规划轨道交通
现网5条，根据测算，通州新城
规划的轨道交通密度已达到横
滨轨道交通线网和站点密度的
标准，因此在城市整体形态生
成层面，可借鉴横滨TOD高密
度城市发展形态，轨道站点周
边500m范围内平均路网密度
24-30KM/KM2.

横滨

0.2
1.19

未来规划

0.24
1.03轨道交通线网密度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

老
横

滨

新
横

滨

站点核心区路网形态生成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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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老城以外，在通州的新城规
划中，借鉴欧洲两个城市，阿尔
勒梅和马恩拉瓦莱规划的城市形
态，基于这两个城市是大城市外
围新城开发的典型，并且经过了
近50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新城城市形态和城市尺度。
从组团规模来看，两个欧洲城市
平均组团规模400-500公顷。

新城组团形态生成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2）案例城市量化分析用于通
州新城未来城市形态生成支撑



从平均路网密度来看，取两个
欧洲城市的平均路网密度：10-
14KM/KM2.
这样在城市整体层面上形成了
以现状路网，轨道交通站点核
心区路网，新城组团内路网三
层次结构的城市形态基底。

新城路网形态生成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2）案例城市量化分析用于通
州新城未来城市形态生成支撑



（2）案例城市量化分析用于通
州新城未来城市形态生成支撑

新城公共服务设施密度布局
一级公服设施：
核心区及站点周边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二级公服设施：
核心区及站点外围

三级公服设施：
其它地区

整体

新城核心区

老城核心区

站点周边
(500m)

10.2

13.3

25.4

23.2

阿尔勒梅

横滨

马恩拉瓦莱
整体 8.4

整体 6.2



基于空间句法的城市总体功能布局

全局整合度 局部整合度（半径500m）
在全局整合度较高的区域布置城市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大型公园
在局部整合度较高的区域集中布置城市商业办公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2）案例城市量化分析用于通州新城未来城市形态生成支撑



从平均路网密度来看，取两个欧
洲城市的平均路网密度：10-
14KM/KM2。
这样在城市整体层面上形成了以
现状路网，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
路网，新城组团内路网三层次结
构的城市形态基底。

（2）案例城市量化分析用于通
州新城未来城市形态生成支撑

基于空间句法的城市总体功能
布局

大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体育，医疗，
教育，公园）
核心商业中心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3） 通州规划方案量化指标评估

实证研究
案例城市分析结果在某城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规划借鉴与评估

03



结论：
1.本文所探讨的案例借鉴新方法，基于新数据环境，适合于新开发地区的数据增强
设计的实现，重点解决城市形态从无到有的问题。
2.从案例借鉴到新方案的设计，经历了将具体城市形态抽象（案例城市），结合规
划城市的现状条件及规划目标，将抽象形态具体化到设计方案中的过程。这种案
例借鉴的方法并非城市外观或是建筑形式上的简单模仿，而更加强调的是对案例
城市形态进行量化再抽象后的一种城市空间模式和城市开发量上的借鉴。

讨论：

1.本文中的方案生成只是一个初步城市形态框架，为下一步的规划设计提供基本的
城市形态，密度的考量，具体城市形态描绘要靠规划师的空间塑造能力。

2.目前案例借鉴重点探讨城市形态，包括路网密度，街廓尺度，建筑密度的借鉴，
由于缺乏建筑高度数据，作为城市形态重要评价指标的城市开发强度在本文中还
未涉及，对于城市中一些不可控要素如城市功能的聚集，城市活力的构成，以及
这些要素和城市物质形态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讨论。

3.本文由于时间，人力所限只涉及了三个案例城市，没有进行规划方案多情景模拟，
后续研究可根据研究方法增加案例城市，建立案例城市数据库。

结论与讨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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