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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教学大纲

1.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概论（9月22日）W1
2. 变化中的中国城市与未来城市（9月29日）W2
3. 城市大数据类型与典型数据介绍（10月13日）W4（分组完成）

4. 城市大数据的获取（10月20日）W5 （分发第一版本的北京老城数据、第一次课外
沙龙）

5. 城市大数据的统计与分析（10月27日）W6（介绍中期汇报要求）

6. 城市大数据的可视化（11月3日）W7
7. 学生作业思路汇报与点评（11月10日）W8+W9（预计占用第二大节部分时间）

8. 基于图片大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11月24日）W10
9. 城市大数据挖掘：空间句法（11月30日）W10+ （亦为第二次课外沙龙）

10.城市大数据挖掘：城市网络分析（12月1日）W11
11.数据增强设计（12月8日）W12
12.战略、总体及详细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15日）W13
13.城市设计中的大数据应用（12月22日）W14
14. 大模型：跨越城市内与城市间尺度的大数据应用（12月29日）W15
15. 学生作业终期汇报与点评（1月5日）W16（一次或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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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大纲

•空间句法概论

•空间句法与城市大数据

•轴线分析与线段分析（盛强老师的课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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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句法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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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空间拓扑形态为基础的空间分析方法及计算机软件。

一种从空间形态出发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行为的城市和建筑理论。

空间句法软件的特点：

-空间句法软件不是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是提供一系列量化描述城市和建筑空间
拓扑形态的参数。

-空间句法软件在操作和使用上相对简单，但难在分析思考的过程，不是功能指向性

明确的工具型软件，而是一种研究型软件。

-软件发展的动力和过程源自对空间形态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行为的科学研究。

什么是空间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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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无极限……

对蜻蜓翅膀的标准化穿行度分析 对叶脉的标准化穿行度分析

空间句法应用的广泛性来自于其本质是一种量化分析拓扑网络联系的工具。网络联系与网络内的物质能量流是互
生的关系，这点其得以应用于上述两个例子的本质。

空间句法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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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Bill Hillier

英国伦敦学院大学（UCL）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

空间句法理论及方法的创始人 空间句法的世界影响

什么是空间句法？

一种以空间拓扑形态为基础的空间分析方法及计算机软件。

一种从空间形态出发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行为的城市和建筑理论。

本页来源：盛强



空间句法国际会议的主题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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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已经成为设计投标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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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被滥用？

• http://www.bartlett.ucl.ac.uk/space-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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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pacesynta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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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软件 Depthmap

• https://www.bartlett.ucl.ac.uk/space-syntax/research/projects/ucl-depth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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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软件 Depthmap

- 简单：一切不必须的功能都被弱化，充分利用电脑的计算能力。
- 研究型软件：作为计算结果的各个图层并不明确指向建筑或城市学中特定的功能，而
是纯粹的形态特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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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软件 Axwoman

• http://fromto.hig.se/~bjg/Axwoman/index.html
• ArcGIS插件形式、轴线/自然道路模型但不支持角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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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软件 sDNA

• http://www.cardiff.ac.uk/s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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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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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句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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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句法学术研讨会（第二届）

• 1.	讨论当前空间句法及其相关技术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领域所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
• 2.	交流全国各地在空间句法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经验，探讨有效的
理论方法和成功经验；

• 3.	梳理空间句法及其相关技术的重点学术问题，研究组织开展空间句法及
其相关技术的学术研究和交流的战略思路。

• 4.邀请荷兰代尔夫特大学Akkelies van	Nes教授组织空间句法软件入门工作营
，为对空间句法研究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和高校师生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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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句法学术研讨会（第三届）

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大数据与城市规划》，龙 瀛，ylong@tsinghua.edu.cn 20



空间句法研究的代表性华人学者

•盛强，北京交通大学

•江斌，瑞典耶夫勒大学

•段进，东南大学

•杨滔，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沈尧，伦敦大学学院

•其他请关注中国空间句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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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与康赞城市形态学派

•课外可以作为了解

• Conzen城市形态研究与卡尼吉亚类型学研究都是为了拯救各自的学科危机。康
赞从德国地理学派中有关城市形态的论述，基于地图分析和田野调查的资料整
理，总结发展出一套观察、分析市镇平面,市镇景观与城市形态演变的科学方法
，其中重要的概念——也是分析工具有：Morphological	frame,	Fringe	belts,	
Morphological	periods，Morphological	regions,	Morphological.	Plan	elements,	Plan	
units	and	plots.

• 康赞以城市形态为研究目标，成功地引领地理学走出传统学科视阈，与经济、
政治、历史和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为城镇景观管理和城市规划管理提供了科学
理性的方法论。创立了城市地理学中的重要学派——康赞学派。

• 康赞学派将德国地理学学术传统介绍并延伸到了英语国家，为英美国家城市地
理研究注入了理性分析的德式风格。从大比例尺度的城镇历史平面图分析出发
，一直细致到地块平面和分户平面图，从地理学的宏观尺度渐进到建筑学的微
观尺度，研究范围转换渐进过程完整缜密，无断裂和跳跃，并且随着研究尺度
的级变，康赞给出了相应的城市形态概念，这些概念也成为康赞学派的理论核
心点。

• 康赞学派研究视野之宽泛，尺度跨越之大，是前所未闻的，这使得康赞学派在
创立之后，本身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研究平台，吸纳了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
员的加入，持续受到相关学科的关注，并一直处在跨学科的继承性再研究之中
。这对于一个地理学家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0012fa0100h2s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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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句法与城市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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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空间句法

• 形态à功能/活动/活力等

• 形态大数据？

• NO！
• 功能、活动和活力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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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数据还需要空间句法么？

• Inferred/estimated	vs	Observed
• 验证句法理论、空间句法理论的转变？、空间句法应用模式的转变

• 空间句法作为城市形态（街道）的指标纳入研究（郝新华等 2016	上海城市规划_北京
街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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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数据还需要空间句法么？

• 融合两类城市形态指标，用于回答城市活力的构成要素

• 路段模型结果汇总给街区（block）
• 叶宇等 2016	国际城市规划_活力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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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数据还需要空间句法么？

• 增量地区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案的评价

• （后续课程将会介绍量化案例借鉴和基因提取，支持方案评价，是有别于
空间句法的另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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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整合度（半径为N）

红色表示值越高，蓝色表示值越低

局域整合度（半径为3）

红色表示值越高，蓝色表示值越低



来自空间句法某位开发者的回答：

•空间句法有优势来评价空间设计的效应

•核心是空间互动，理论框架能用来做大数据时代的形态分析

•数据越多越复杂，一个只需要等20分钟就能得到得到结果在咨询
和实践领域意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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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线分析与线段分析
此处跳转至盛强老师的课件（此处表示巨大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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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研究的小窍门

• 第一讲/第二讲：参考文献的重要性
• 外国人的姓名写法、认真与否、文献等级

• 第三讲：
• 论文与报告的区别（是否有科学问题）

• 问题：Problem vs Question

• 第四讲：两类论文
• 方法：证明方法优于已有的其他方法（效率/科学性、规划师/公众/同行评价？）

• 实证：证明发现，与其他人发现的异同，对理论的贡献

• 第五讲：善用Google	Scholar
•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4KAatI4AAAAJ
• 文献检索、跟踪某个学者的新发表或新引用、查看自己领域的更新updates、参考文献格式生
成

• 第六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勤奋

• 第八讲：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解释模型与预测模型
• R	square的故事

• 第九讲：写论文与作设计的故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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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安排

• 阅读材料：
• 郝新华等 2016	上海城市规划_北京街道活
力

• 叶宇等 2016	国际城市规划_活力营造

• 参考资料
• 盛强老师的两个ppt
• 其他（如简明教程）

• 答疑
• ylong@tsinghua.edu.cn
• 建筑学院新501办公室（默认每周下课后-
11AM、Open	Office	Hour）
• 建议提前两天通过info系统进行预约

• 助教：徐婉庭，wantinghsu1031@qq.com
• 欢迎前来讨论大作业初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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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环的DepthMap源文件的共享，44,399个
segments，可以直接读取并提取关注片区的数据



龙瀛,	ylong@tsinghua.edu.cn,	新建筑馆501,	13661386623

新浪微博：龙瀛a1_b2  北京城市实验室BCL
微信公众号：beijingcity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