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微知著：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谱系建构与设计应用

URBAN SCENE HIGH GRANULARITY SPECTRUM FACTOR IDENTIFI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郑 屹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这是谁眼中的城市？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感知一座城市？



 不同的城市场景影响着人们对于城市的感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迪柯伊地区街道 英国北方城市惠特比的城市街道

南京北京西路 南京台城路



最重要的事件正是那些发生在街道上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are the little things that happen 

on the urban streets”

—— George Brecht

——乔治-布雷希特



 城市场景图像识别的局限性

• 目前基于开源数据集的图像识别要素精度较低，并不能在很高的程度上客观分析城市场景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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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谱系建构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谱系建构技术框架

五类识别要素

500多种识别要素因子

城市场景识别要素精细划分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识别要素深度学习

高颗粒度识别要素样本收集

高颗粒度识别要素样本标注

高颗粒度识别要素数据集喂养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识别要素谱系初步建立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识别要素谱系调试及试用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识别要素谱系优化与修正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神经网络优化

• 对于每一类所要识别的要素均需要收集足够多的样本来进行数

据集的培养，并在样本收集之后，对每一种数据进行标注

• 在扩充和建构要素谱系的基础上，同时优化识别神经网络，扩

展网络层数，提高识别的精度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谱系建构

• 解构城市场景中的各类要素，进行高精度和高颗粒度

的精细化要素分类

• 按类别分为自然景观，地面及人造构筑物，动态物体

类和建筑四大类别，并根据各类别所包含的要素进一

步确定高颗粒度识别要素的内容和具体的识别因子

• 城市场景的数据源是包含城市街景、FLICKER、微博照

片等各类可抓取的城市场景图片信息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神经网络优化

• 神经网络按顺序分层进行工作，首先是输入，即计算机试图进行

解释的原始内容，最后是输出，即计算机的最终结论。两者中间

是数学功能层，每一层都将最重要的识别信息进行压缩，并传导

至下一层

• 卷积法的工作原理就是让每个滤波器都在输入数据的宽度和高度

上滑动，然后计算整个滤波器和输入数据任一处的内积

• 通过大量的实验，发现对于城市场景图片深度神经网络并不是越

深越好，随着网络层数的增加，网络性能出现瓶颈，准确率下降，

所以高精度的要素识别神经网络是需要被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的

（广泛使用的为125层）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辅助客观城市感知

TRANSFORM

要素识别

客观分析

所见即所感

所感即所知

通过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的识别，客观的感知城市空间，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城市空间



“见微知著”

城市场景高颗粒度要素识别应用于城市设计实践

河南省登封市城市修补、生态修复规划



 城市设计应用实践前景介绍

• 登封市为河南省郑州市下辖的县级市，拥有嵩山，少林寺，观星台等多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 登封市“城市双修”目的是为了修补城市界面、城市功能、城市景观、城市色彩和修复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并通过“城市双修”的工

作推动登封城市转型，在适度增量和存量更新的模式下可持续发展

• 登封市“双修”工作依托高颗粒度城市场景要素识别，以“精准双修”为主题，基于城市场景的客观分析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和设计



 见微知著：城市品质分析

就登封街头空间进行分析，登封街头空间呈现空间零碎，品质地下的状态



 见微知著：城市品质分析

• 城市空间的品质是对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感受和印象，人行道的质量、道路的绿化、连贯的步行系统、建筑的围合等等都直接决定着一座

城市的空间品质



 见微知著：城市观山视廊分析

• 登封市清晰可见的“三横两纵”的城市观山通廊



 见微知著：城市观山节点分析

• 在登封主要观山廊道当中，却存在着部分地段建筑遮挡、风貌紊乱等负面的品质空间，因此精准定点进行节点和城市空间的修补工作



 见微知著：城市观山节点精准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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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敞绿地：文化公园、大周祭祀坛、武林园、禅武公园、嵩阳公园、大禹园、迎仙阁、中岳庙、形象公园

 景观轴线：中岳大街景观轴线、守敬路景观轴线、阳城路景观轴线

 风貌控制带：大周祭祀坛风貌控制带、中岳庙风貌控制带



 见微知著：城市建筑品质分析

• 通过对建筑的高度、立面材质、窗户类型、外挂物、建筑色彩等等细微的要素入手，对登封36524张城市场景照片进行了识别，按照幕墙

式大厦、窗阵列式大厦、高层居民建筑、多层商住混合建筑、低层商住混合建筑、老旧传统民居等进行分类并在城市空间层面进行体现



 见微知著：城市建筑品质分析

老旧传统民居 窗阵列大厦 幕墙式大厦

低层商住建筑 多层商住建筑 高层商住建筑

• 登封城市中心区内基本以老旧传统民居为主要建筑形式，老城区现状品质较差



 见微知著：城市场景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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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微知著：城市场景色彩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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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色彩

居住建筑色彩控制 设计导向：温馨、柔和

●居住建筑覆盖面积最大，使用频率高，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城市的
主导性色彩。因此，色彩规划设计应注重居住区整体的协调统一，强
调城市固有色彩，局部进行色彩变化。建筑色彩使用时应以营造温馨、
柔和的居住氛围为标，宜采用较高明度，中低彩度的中性色系（如黄
色色系），形成清新淡雅的城市主导色。居住区广场、公园色彩搭配，
与其周边环境要协调，创造亲人的色彩环境。

 见微知著：城市场景色彩修补



景观色彩

办公建筑色彩控制 设计导向：简练、轻快

●办公建筑造型要求简洁大方，色彩素雅（如淡蓝色、枣红色），不宜
使用过多、过艳的色彩，避免色彩堆积造成杂乱无序的视觉感受。街道
整体色彩宜以稳重的灰、蓝色为主色，整体明度较低。保证整体统一的
情况下，突出车行景观的控制，即色彩的连续性和平缓过渡，人行尺度
景观色彩控制在以建筑为背景，结合绿化色彩形成亲近的感觉。

 见微知著：城市场景色彩修补



景观色彩

商业建筑色彩控制 设计导向：现代、时尚

●商业建筑的使用者根据消费活动的多样性，呈现出混合多元的特征，
屋顶色彩以灰色系为主，墙面材质以暖色系为主，点缀色体现在商业
人流较多的建筑底层或局部中层部位。街道整体色彩以黄色系或红色
系为主，在保证整体统一的情况下，可采取突出的点缀色彩加强商业
办公区的气氛。

 见微知著：城市场景色彩修补



 见微知著：城市场景活力综合分析



 大量朝气人群困于武校高墙中



 见微知著：城市空间其它综合分析

城市围合街坊综合分析 城市路旁及占道停车综合分析

城市风貌特色综合分析城市天空可视域综合分析



 见微知著：城市生态植物分析



 见微知著：城市生态精准修复



 见微知著：城市动态场景分析

• 人们对城市的感知，除了在城市中行走，坐着交通工具上快速的浏览城市也是一种重要的感知城市的方式。同时，由于交通工具的速度比

行走要快，城市场景的变化也会随之加快，从而使人产生与行走截然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乘车观览实景（SPEED：45KM/H） 观览场景分析



 见微知著：美化城市动态景线

道路功能分类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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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开敞空间联动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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