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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形态大数据的
大尺度城市规划与设计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史 宜



0 1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内涵

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空间物质形态。



0 1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内涵

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空间形态包
括城市外部几何形态、
城市功能用地分布格
局、城市建筑空间形
态等等。



0 1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内涵

城市空间形态大数据

空间形态数据普遍具有海量性、多元性的大数据
特征，因此可以称为空间形态大数据。



0 1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内涵

城市空间形态大数据

海量数据（上海城市空间数据）
街区面域数量：8993                    建筑面域数量：386459
用地面域数量：24424                  总建筑面积：14.6亿平米



0 1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内涵

城市空间形态大数据



0 1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内涵

空间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一方面，城市空间形态是长期以来中国规划研究
和城市科学的核心议题，也是城镇化建设实践的重
心。



0 1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内涵

空间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城市空间形态还存在很多
问题，是今后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的主
要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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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
和新趋势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新趋势

传统空间形态大数据获取难度大

数据来源有限；
测度困难；
购买成本高昂；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自20世纪

70年代起，每五年收集南京

核心区空间形态数据，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新趋势

传统空间形态大数据获取难度大

数据来源有限；
测度困难；
购买成本高昂；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新趋势

传统空间形态大数据获取难度大

高频大样本数据
低频大样本数据
高频小样本数据
低频小样本数据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趋势

空间形态大数据获取的新途径

 Openstreet map等空间数据共享平台；

 百度、高德等在线地图提供开放端口（API）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趋势

空间形态大数据获取的新途径

 无人机

 倾斜摄影、激光雷达等形态测度技术

倾斜摄影 倾斜摄影数据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趋势

空间形态的全尺度认知

 可以迅速准确地形成对大尺度空间的整体性认知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趋势

空间形态的全尺度认知

 形成对小尺度（人本尺度）空间形态的测度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趋势

空间形态的全尺度认知

 形成对小尺度（人本尺度）空间形态的测度



0 2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特征和趋势

空间形态的动态、全息表达

 能够将海量的、动态的设计信

息叠加在空间形态上直观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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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规划设计流程对测度指标设置的要求

认知/分析

02 0401 03

决策/构思 规划/设计 应用/反馈

测度指标 测度指标

如何将复杂多元的

空间信息解析为可

量化、可比较的数

据。

如何将设计成果转

化为具体的、可操

作的规划管理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在规划实践活动中，空间的测
度指标与所展现出来的景观形象密
不可分，息息相关，犹如硬币的两
面。

测度指标是控制因子；
空间形态是外显因子。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大尺度的城市空间来说：
高度和强度是两个核心因子，二者
决定了城市大体的空间格局；

而对于中微观的城市空间来说，还
需要进一步的辅助因子在街区层面
来进行控制。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外显因子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外显因子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常用测度指标 基
准
高
度

容
积
率

错
落
度

密
度

最
高
高
度

开
敞
度

【错落度】街区内所有建筑的高度差异
程度，这里用建筑高度的方差表示。

【基准高度】街区内所占比例最大的建
筑高度。

【最高高度】即街区内最高建筑的建筑
高度。

【密度】指街区内建筑基底面积总和占
总用地面积的比值。

【容积率】即街区内所有建筑面积与用
地面积的比值。

【开敞度】指街区内部空间的视线可达
性和公众可达性的综合程度。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常用测度指标

最高高度(j)定义

最高高度：即一定范围的地块内最高建筑的建筑高度。

容积率(far)定义

容积率：即一定范围的地块内所有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常用测度指标
基准高度(𝒋)

基准高度：即一定范围的地块内大部分建筑的高度值。

错落度(c)定义
错落度：即一定范围的地块内建筑平均高度与最高建筑的

高度差。



0 3 空间形态大数据的测度指标

常用测度指标
街区密度(𝜽)定义
街区密度：即一定范围的地块内所有建筑的底层面积之和
与地块用地面积的比值。

开敞度(k)定义
开敞度：即一定范围的地块内所有建筑沿路边长之后与整个地
块边线长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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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

实践案例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规划解读

《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在上海外溢和长三角城市连绵带的作用下，

区位优势转化为空间规模优势。
80年代初开始，昆山从仅三、四平方公里

的县城发展成为拥有165万人口的大城市。

 城市空间骨架重构：
一方面，城市规模急剧扩张，需要城市

空间骨架的重大重构。

 城市空间形态重塑：
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导致高层

建筑无序聚集，城市空间特色丧失，城市空
间形态亟待重塑。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规划解读

 空间结构分散，用地混杂、独立，呈现
拼贴式格局。

 空间发展格局转型：未来应建立城市空
间格局骨架，引导城市空间由无序扩张
向有序集约发展转变。

《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特色归纳
昆山市在空间形
态调整中如何彰
显城市特色？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江苏省层面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长三角层面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沿江沿河层面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水”特色
主要体现在区
域层面。
 周庄
 阳澄湖
 吴淞江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水”特色
在市区层面
不显著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通过城市空间形态调整，促使城市高度形态、城市休闲活动、城市水系形态
三者发生紧密联系，使昆山由“城水相依”进一步提升为“城水相融”。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建筑类图斑372230个；
 地块类图斑1218个；
 湖泊水体类图斑722个。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对于该尺度下复杂的空间形态调控，传统的空间调研

方法已经无法应对。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借助空间形态大数据进行空间分析。

将建筑、街区划分至最小单元。
 建筑图斑内有唯一的高度属性，可以有效区分塔楼、裙楼。

 用地图斑内有唯一的用地类型属性。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建筑类图斑372230个；
 地块类图斑1218个；
 湖泊水体类图斑722个。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总体趋势
 插值运算，将高度数值相同的点相连生成

等高线，使用计算机生成三维形体，表现
昆山高度形态总体趋势。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空间发展方向
 城市高度形态隆起点：昆

山高铁站、昆山站、西部
副中心、东部副中心以及
周市、张浦、花桥等地区。

 高度形态结构：
“东高西低、南高北低”

沿花桥向上海轴向发展的特
点。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空间发展方向
 沿东西、南北两个方向剖切三维模型，通过连接各个剖面可以看出城市存在纵

向的高层布局轴线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空间发展方向
 沿东西、南北两个方向剖切三维模型，通过连接各个剖面可以看出城市存在纵

向的高层布局轴线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城市高度结构分析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1-3层建筑分布密度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4-6层建筑分布密度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20层以上建筑分布密度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街区基准建筑高度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街区最高建筑高度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自然山水景观
娄江、玉山等景观保存

较好，界面未遭破坏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门户节点空间
缺乏对门户地区高度形

态的整体考虑，空间特

征不足。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空间形态大数据分析

景观通廊
主要为城市河流形成的

天然视廊，缺少人工营

造视廊。

以桥为主要观景点。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高度形态规划策略
 强化空间发展轴

 塑造空间形态中心和节点

 塑造观景点

与视觉通廊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高度分区
 控制内容：

街区最高高度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控制强度分区
 控制内容：

街区最高高度

最低高度、高度差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地标体系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视廊体系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视廊体系
 更细致切分

 划定严格控制区、

周边引导区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天际线眺望体系
 20条天际线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天际线眺望体系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街道景观体系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0 4 实践案例—《昆山城市高度控制规划》

昆山九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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