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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时间：1991

所处地域：法国巴黎

遗产类型：世界文化遗

产

核心价值：见证了巴黎

的历史变迁，巴黎的生命
线

保护范围：365公顷

旅游项目：船游塞纳河

2 巴黎塞纳河畔

入选时间：2002

所处地域：德国

遗产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核心价值：欧洲最重要的运

输线路之一，狭窄河谷中发展
传统生活方式和通讯方式的典
范

保护范围：河谷65公里两

岸

旅游项目：整体旅游区

4 莱茵河流域

入选时间：2000

所处地域：法国

遗产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核心价值：法国古代文明

的中心之一，历史城堡群遗
迹

保护范围：叙利至沙洛讷

之间的卢瓦尔河谷140公里

旅游项目：城堡之旅

3 卢瓦尔河流域

入选时间：1991

所处地域：罗马尼亚  

遗产类型：世界自然

遗产

核心价值：欧洲最大

的地质、生物实验室

保护范围：50万公顷

旅游项目：自然野外

之旅

1 多瑙河三角洲

批准时间：2003

所处地域：中国云南

遗产类型：世界自然遗

产

核心价值：世界上罕见

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
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

保护范围：170万公顷

旅游项目：全开放式旅

游

5 云南三江并流

入选时间：2014

所处地域：中国

遗产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范围：北京至杭州全

段

核心价值：开凿最早,长度

最长的的一条人工河道, 对中
国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起到
重大作用

旅游项目：运河文化节等

7 中国大运河 钱塘江

所处地域：中国浙江省

流域面积：5.56万平方公里

自然价值：钱塘江潮为“天下

第一潮”，世界一大自然奇观。

文化价值：吴越文化的主要发

源地之一，串联着南宋文化、、

堡文化、钱王文化、富春文化和

三国文化等；钱塘江海塘是中国

古代著名水利工程之一。

8

水系自然文化景观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价值

钱塘江
8

入选时间：2007

所处地域：加拿大遗产

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核心价值：美洲大陆商

业及战略的重要通道

保护范围：渥太华至京

士顿202公里

旅游项目：冰雪题材冬

季狂欢节

5 里多运河

1.研究区域的基本特征

1.1 水系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视角下的钱塘江



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

海塘文化的集中体现

城市滨江延伸发展带

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

钱塘江的核心价值    杭州文化之脉

生长与演进  ·

开放生活的连续 · 

古今文化的交融  ·

南宋皇城的核心价值

静态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的城市历史起源

凝固的生发贯通之所

城市记忆的根源情愫

钱塘江与杭州城市核心要素

    

湖西湖

城南宋皇城

江  钱塘江

河京杭大运河

塘明清古海塘
北岸

塘明清古海塘
南岸

西湖的核心价值     

东方山水的自然典范

千年营筑的人文典范

灵秀婉约的审美典范

公众生活的场所典范

杭州大运河的核心价值

活态的历史文化遗产

重要的城市功能命脉

流动的生发贯通之所

契合的城市水绿玉带

1.研究区域的基本特征

1.2 钱塘江的核心价值  



2.问题与挑战

——现实问题

丰富的历史事件及文脉≠市民对城市的心理感知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古代人文空间感知
分析

现代意象空间感知
分析

古-今数字历史意
象全息图

数
字
历
史
意
象
地
图

小数据分析
资源点包络、历史事件叠图

大数据分析
单词频分析、双词频分析

综合分析
古代空间意象，现代空间意象



历史资源点分类汇总表

历史资源类型 名称 历史资源类型 名称

古海塘遗存

钱江北岸明清海塘余杭段遗址

文物古迹

蜀山遗址
钱江南岸萧绍海塘遗址 四季青碑亭
吴越钱氏古海塘遗址 南宋官窑博物馆

钱江北岸明清海塘转塘段遗址 白龙寺

自然历史遗迹

赭山 钱王射潮
航坞山 南宋皇城遗址
大和山 南宋官窑博物馆
驼峰山 白塔
钱塘江海塘 六和塔

历史街区

南宋御街 越王城遗址
安家塘历史文化街区 跨湖桥遗址

湖边村近代典型民居保护区 魏冀墓
思鑫坊近代民居保护区 一览亭遗址
小营巷旧城风貌保护区 西施庙

中山中路传统商业街保护区 夏凌峰墓
北山街保护区 戴家祠堂
安家塘历史地段 黄公望隐居地
泗水坊历史地段 郁达夫故居
兴安里历史地段 吉祥寺石刻雕
惠兴路历史地段 王氏家庙
小营巷旧城风貌保护区 曹氏宗祠

余杭段遗迹圈

西湖段遗迹圈

富阳段遗迹圈

钱江口遗迹圈

湘湖段遗迹圈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1 古代人文空间感知分析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1 古代人文空间感知分析



  

现存资源

古诗古画

历史事件

序号 名称 类型 年代 材质 保存现状 价值 病害类别 破坏速度 主要破坏因素 结构 （综合）处置
方式

1 集善亭 古建筑 清嘉庆年间重
修 石材、木材 仅存故址 B 自然破坏 快 风化、水流 木斗拱 防护加固

2 四十里堡 古建筑 汉唐遗迹 夯土 仅存故址 A 现代建筑占压 快 现代建筑占压 夯土结构 历史意象再现

3 越王城 古城墙 周朝 石材 保存完好 A — 慢 风化 砖混结构 按现状保护

4 … 　 　 　 　 … 　 　 　 　 …

现状保存较为良好的历史资源建筑，建议保
留现状加以日常的修缮。

现状保存状况不佳又具有历史价值的历史资
源建筑，建议防护加固以及重点修复。

现状几乎不可见又具有历史价值的历史资源
点，建议采用历史意向再现的措施。

历史资源点处理表

三国时期 唐宋时期 元明清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1 古代人文空间感知分析



观潮文化：起源于唐宋，是众多咏潮诗，观潮画的
源头，可以结合流域中不同类型的而潮水对钱塘江整体
进行梳理。

多元文化：通过对不同时期，北人南迁对钱塘江地
区文化的提升，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所造成的多元文化
现状进行解析，得出钱塘江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事件梳理结论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1 古代人文空间感知分析



西溪湿地

西湖 钱江新城

京杭大运河

弱

弱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2 现代意象空间感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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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2 现代意象空间感知分析



特
色
意
象
定
位

特色道路

特色山水

特色人文

特色都市

钱塘江两岸城市商圈分布图

钱塘江两岸人文资源点分布图

钱塘江两岸山水资源分布图

钱塘江两岸重要道路分布图

特
色
词
频
数
量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1 钱江新城 744000
0

5 杭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

176000
0

2 之江旅游度
假区

252000
0

6 大江东新城 707000

3 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

202000
0

7 江南城 351000

4 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

182000
0

8 鹿山街道 206000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1 西湖 10000000 7 戴家祠堂 803000

2 六和塔 4470000 8 吴大帝庙 569000

3 白塔 2070000 9 集善亭 510000

4 南宋御街 1900000 10 蜀山遗址 501000

5 龙门闸 1480000 11 曹氏宗祠 333000

6 跨湖桥 1220000 12 王氏家庙 280000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1 京杭运河 17000000 7 吴山 2720000

2 西溪湿地 11500000 8 湘湖 2350000

3 富春江 11100000 9 凤凰山 1990000

4 西湖 10000000 10 白马湖 1810000

5 南湖 2910000 11 玉皇山 1170000

6 眉山 2810000 12 北高峰 1030000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名次 名称 词频数

1 机场路 2800000 7 文一路 2260000

2 延安路 2640000 8 凤起路 2210000

3 庆春路 2480000 9 环城北路 2120000

4 莫干山路 2460000 10 江南大道 2020000

5 解放路 2440000 11 绍兴路 1920000

6 古墩路 2260000 12 艮山路 362000

城市风貌意象感知

机场路

延安路

庆春路

莫干山路

解放路

京杭运河

西溪湿地

富春江

西湖

南湖

西湖

六和塔

白塔

南宋御街

龙门闸

钱江新城

之江旅游度假区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单关键词词频热度分析对282个关
键词的百度搜索量进行计算，得出每个关
键词的热力度，并按照数值大小对各个关键词
进行统一排序和比较。

n 单词频热度分析

通过百度词频大数据搜索发现,认知道路的
热点多为交通性道路，缺乏生活性道路；
京杭大运河、西溪湿地和西湖作为自然山水
要素拥有最高的网络热度；新城中
心区的网络热度普遍偏低。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2 现代意象空间感知分析



        

• 在双词关联度分析中发现西溪湿地和
西湖具有最高的网络热度。其次为解
放路、南宋御街和之江旅游度假
区。

n 双词关联度热点分布特征

• （1）双因子检索：X轴与Y轴关键词
相同，两两组合检索且检索时附加第三
检索词“杭州”以限定。

• （2）利用软件进行批处理检索:
• （3）关联度统计:
• 词条数>1000000,强相关，占比约5%
• 100000<词条数<1000000,较相关占比

25%
• 10000<词条数<100000,一般相关占比

35%
• 词条数<1000000，弱相关，占比约35%。

n 双词关联度热点分布特征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2 现代意象空间感知分析



冲天潮

一线潮

回头潮

富春山居图

观潮图

黄公望

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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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宗祠

恩波桥

双烈园

龙门古镇

董浩墓

集善亭

王氏家庙

郁达夫故居

黄公望隐居地 戴家祠堂

夏凌峰墓

六和塔

白塔

西施庙

西施里

越王城遗址

麻溪桥

航坞山

蜀山遗址

赭山

白羊桥

十堡

九堡
五堡

南宋御街故居遗迹

自然遗迹

街区遗迹

观潮点

水利遗迹

桥梁遗迹

古

古

今

今

古今对比

古人画卷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3 古-今数字历史意象全息图



图例

              标志高层类
              交通门户类
              自然山水类
              公共建筑类
              构筑景观类

钱塘江风貌展望1： 湾
钱塘江弯曲的水系形态特征，是
重要的河流形态景观，结合钱塘
江弯头的形态设计眺望形式；

钱塘江风貌展望2： 眺
河流会合的水系形态特征，是重
增加构筑景观眺望点数量，与古
塔形成古今交融的眺望体系；

钱塘江风貌展望3： 景
上游的人文景观认知情况较好但
是这些空间往往未得到开发，应
结合旅游，开发上游的人文景观；

钱塘江风貌展望4： 锚
沿钱塘江向东开发时，应在关键
位置设置“意象锚点”，加强对
民众的吸引；

洲钱塘江风貌展望5：

河流中的陆地，是丰富河流景观
的重要要素，同时也可作为重要
的功能空间；

三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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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塔 楼 桥 山

3.数字历史意象地图

3.3 古-今数字历史意象全息图







【生态活动】

【旅游活动】

【体育活动】

【餐饮购物】

【旅游活动】

【多元文化活动】

4.人文空间控制体系构建

4.1 第一步：滨江遗产格局分段



12个沿江重点段
20个沿江一般段

富春山居图段

之江新语图段

钱江观潮图段

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个沿江分段
富春山居图段
之江新语图段
钱江观潮图段

4.人文空间控制体系构建

4.1 第一步：滨江遗产格局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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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有资源点与文化背景，形成
4大一级文化聚落：海塘文化聚落、南宋文化聚落、
吴越文化聚落、富春文化聚落。

7大二级文化聚落：潮文化、堡文化、茶文化、鱼塘
文化、侠义文化、墓葬文化、三国文化聚落。

水利筑堡文化

传统民俗文化

传统名人文化

宗教文化

河湖水绿文化

近代手工艺文化

近代工业文化

近代航运文化

现代都市文化

特色餐饮文化

文体休闲文化

下沙新城集高教园区与工业园区为一体，因此将
此处打造为以现代工业，休闲文化为主的一级文
化体验区。

结合现有资源点，将此处打造为与西湖相呼应的
集宗教，传统手工艺为主打的一级文化体验区。

富阳江段富春文化繁荣，有多个名人故居及富春历史
遗迹，形成下游的一级文化聚落。可依托丰富的水绿
资源，对资源点进行修缮改造，并结合古代民俗文化，
水绿文化，餐饮文化发展。

图例

富春文化聚落

南宋文化聚落

吴越文化聚落

海塘文化聚落

潮文化聚落

堡文化聚落

茶文化聚落

墓葬文化聚落

侠义文化聚落

鱼塘文化聚落

三国文化聚落

西湖段富春文化繁荣，有多个名人故居及富春历史遗
迹，形成下游的一级文化聚落。可依托丰富的水绿资
源，对资源点进行修缮改造，并结合古代民俗文化，
水绿文化，餐饮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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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 展示与强化 修复与扩建 标识与复建
适用模式 融合模式 包围模式 分离模式 重叠模式 包围模式 重叠模式

模式图 　 　 　 　 　 　

资源点数
量 13 6 5 2 5 4

资源点举
例

南宋官窑博
物馆

安家塘历史街
区 龙门古镇 四季青碑亭 集善亭 九堡

南宋皇城遗
址 浙江闸 戴家祠堂 吴越钱氏古

海塘 　 余杭段古海
塘

越王城遗址 六和塔 夏凌峰墓 　 　 四堡遗址
跨湖桥遗址 白塔 吴大帝庙 　 　 五堡遗址

现状：资源点与现代建设分离处于郊野地带。
处理方式：展示与强化
具体方法：增强城市道路到资源点的可达性，增加名人侠义文化体验
活动，以现代生活方式带动郊野地区资源点发展。

现状：资源点被现代建设与水绿空间所包围。
处理方式：修复与扩建
具体方法：修复被现代建设挤压破坏的部分，
并适当扩建以吸引人气。

现状：点状或线状资源点与现代建设融合。
处理方式：展示与强化
具体方法：加入现代餐饮，现代手工艺与民俗活动等增强历史
街道与古建的人气，强化古今相融的街道界面。

现状：资源点被两侧的现代建设所包围。
处理方式：修复与扩建
具体方法：修复部分水利文化的遗址，使人们能具体感知到钱
江水利文化的存在，并通过民俗活动增强人气。

现状：资源点已被现代建设所侵占，呈重叠模式。
处理方式：标识与复建
具体方法：不需全体复建，但在标志性地带选取共4个资源点，如四堡
遗址，进行场景复现与意向性修复。

包围模式 融合模式 重叠模式 分离模式

图
例

4.人文空间控制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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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结构图

以南宋文化聚落为例

中山中路历史地段

中山中路历史地段

清河坊历史街区

清河坊历史街区

吴山广场历史街区

吴山广场历史街区

吴山广场历史街区



自然山水路径

历史遗存路径

海塘观潮路径

自然山水路径

历史遗存路径

历史遗存路径

自然山水路径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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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塔

西湖

京杭大运河

云溪小镇

生态茶文化村

东洲岛

东吴文化公园

新沙滩头

西施故里

湘湖

钱王射潮

奥体博览中心

下沙绿带

九堡

大江东

新沙滩头

4.人文空间控制体系构建

4.3 第三步：活力感知游线串联



5.未来与展望

一、在智能化及数据化的背景下，更多分析城市意象
空间的方法与可能性

二、大尺度下的城市意象分析结论与中微观城市空间
控制如何进一步结合

三、如何将古今城市意向分析与城市设计策略更好的
结合，有待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