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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sign in Central Distr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t City: A 
Case Study of Fengpu Area Urban Design in Fengxian New Town

基于韧性视角的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研究
——以奉贤新城奉浦片区城市设计为例

王晓薇    WANG Xiaowei

韧性城市建设为应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成为“十四五”期间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在梳理韧性城市

理念内涵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要求的基础上，总结重点地区韧性城市的空间特征、设计原则和空间要素框架。以上海重点

建设的五个新城地区之一——奉贤新城奉浦片区城市设计为例，提出韧性视角下的创新导入型地区城市设计策略；并从

生态空间格局、城市空间体系和工程技术应用3个层面进行初步探索，以期为类似地区的韧性城市设计提供借鉴。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ilient city provides a new idea to deal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quire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resilient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demand for urban design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the principles and key elements of resilient urban 

design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are summarized in the article. Taking the urban design of the Fengpu area as an example, the way 

of urba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ilient city in innovation regions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urban design in similar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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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高密度人口与经济活动聚集的

复杂系统，面临着诸如雨洪灾害、疫情、地震等

突发挑战。为更好应对未来发生的不确定风险，

“韧性城市”已作为重要的城市发展理念，被写

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并作为重要的城

市发展要求出现在《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导

则》等地区建设指引中。

奉浦片区作为奉贤新城联动上海市中心

的门户地区和产业转型引领区，是展示新时期

新城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韧性城市建设

理念的先行示范地。因此，本文基于韧性城市

视角，重点梳理韧性城市的空间特征，并通过

布局结构—空间系统—设施节点3个层次韧性

空间的组织，探讨创新导入型重点地区的韧性

城市设计策略，以期对类似地区提供启发。

1   研究背景

“韧性”一词源于物理学，表示材料在外

力作用下抵抗断裂、恢复形变的能力。1973年，

“韧性”概念由加拿大生态学家霍利首次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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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描述中，其被定义为“生态系统受

到扰动后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后由国际地

方环境协会（ICLEL）引入城市研究中①。国

内外已有大量针对韧性城市内涵的文献研究，

并形成3类典型观点：追求单一稳态的“工程

韧性”观点，强调缓冲能力、注重多元稳态的

“生态韧性”观点，以及以系统适应为基础的

动态“演进韧性”观点[1-2]，[3]49-50。同时结合

韧性城市建设，已形成一系列设计策略和评

价标准。

韧性城市理念较早体现于我国传统城市

建设中。《周礼》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

而沟防省”，《管子》中“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

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

其民不足以守其城”，这些均体现了传统城市

在选址、规模和安全等方面的韧性思考。当代

典型的韧性城市建设实践包括曼哈顿主岛滨

水区[4]59、布鲁克林大桥公园[4]60、深圳前海新

城、新加坡水环境规划[5]、神户六甲道车站北地

区灾后重建、巴塞罗那波布雷诺旧工业区更新

等。该类韧性城市建设多围绕生态韧性、社会

韧性和工程韧性等方面展开。

以此为基础，在生态韧性、社会韧性和工

程韧性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形成相关

韧性城市策略。在生态韧性方面，重点结合自

然生态特征，加强空间布局的韧性。针对水资

源管理、土地污染等具体问题，形成“水敏感

城市设计”、“低影响开发”、“可持续城市排水

系统”[6]、生态修复[4]60等规划设计策略。在社

会韧性方面，重在保持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和社

会治理的稳定性[3]52。通过城市空间的灵活转

换和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提升灾时城市的

自我恢复与适应能力，改变现状防灾减灾过程

中过于依赖刚性基础设施和政府管理部门的

做法。城市空间上体现为激发多方良性参与、

灾时灵活转换的空间基础，具体包括复合多元

的功能，多样化、弹性使用的开放空间与设施，

多层接续的交通网络等。在工程韧性方面，则

是结合防灾减灾要求，通过适度预留冗余韧性

工程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实现灾时城市基本功能的良性运营。

韧性城市评价标准则较为集中于城市层

面，主要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韧性城市指标、

伯克利大都会地区韧性城市指标[7]等典型韧性

城市评价体系和我国现有防灾减灾技术标准。

韧性城市评价体系尚需针对本土现实问题，与

我国城市建设要求进行融合。防灾减灾技术标

准则针对一定程度或频率的城市特定灾害，重

点明确单要素的刚性建设要求。二者都难以直

接指导重点地区层面的韧性城市设计。

本文围绕韧性城市建设理念与奉浦片区

可能面临的挑战，立足重点地区的韧性城市特

征与设计原则，初步构建韧性城市设计框架；

并通过奉浦片区的城市设计案例分析，探讨如

何通过城市设计来提升地区整体韧性，从而形

成具有针对性、多系统协同的韧性设计策略。

2   韧性视角下的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框架 

2.1   重点地区的韧性城市设计要求

根据《城市设计管理办法》，重点地区包

括城市中心区、历史风貌区、新城新区、滨水

地区等体现城市文化与风貌特色的地区，是

核心功能聚集、特色文化感知和公共空间体

验的重要空间。这类地区具有一定建筑密度、

人口密度与多元功能，面临灾害时易形成较

大影响，其城市设计在塑造高密度、高活力城

市空间的同时，亟需兼顾韧性城市建设。在研

判地区可能面临的城市风险基础上，协同地

区自然特性、社会特征和文化特质的展示要

求，对片区功能业态构成、空间结构、开放空

间体系、特色风貌塑造和具体空间组织模式

展开深入研究。

2.2   重点地区的韧性城市设计原则

赵丹②、仇保兴等[8]2结合城市在经济、社

会、自然灾害等方面可能面临的威胁，对韧性

城市特征进行研究总结，并在多样性、冗余

性、适应性、恢复力、学习转化能力等多方面

达成共识。在以上特征中，学习转化能力强调

城市在遭遇重大挑战时迅速、高效的适应与

转化能力，其较多体现于宏观经济发展与城

市治理层面。

多样性、冗余性、适应性和恢复力则在城

市空间中体现得较为直观，是重点地区韧性城

市设计空间系统组织的重要原则。多样性，即

重点通过叠加的城市功能[9]和多重联接的网络

系统来提升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多元复合的

功能可避免灾时单一功能所导致的脆弱性。多

重联接的网络系统主要指高度接续、多样化的

交通网络，平时是以人为本、促进交往、提供多

种出行选择的空间基础，灾时则是可替代的空

间连接路径。冗余性和适应性，则是在传统基

础设施与空间之外，适度预留作为替代与并列

使用、用于自我修复的设施与空间[10] ，可以维

持灾时城市基本功能的稳定运营，提升城市灾

时的适应能力。多样性、冗余性和适应性将共

同形成城市面临挑战时迅速调整与自我恢复

的空间基础。

笔者认为，重点地区韧性城市设计中，首

先应研判片区可能面临的挑战与现实问题，从

整体着眼，以空间布局的整体韧性为目标，明

确城市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

构筑体现多样性、冗余性和适应性特征、具有

高恢复力的韧性城市空间系统。

2.3   重点地区的韧性城市设计要素

重点地区具有高密度、高活力的空间特

征，面临风险时，存在应急开放空间有限、疏散

压力大、自恢复力较弱等问题。城市设计中除

了体现传统重点地区的外部空间特质展现和

人文环境塑造要求外，还应针对上述问题，从

生态韧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等方面进行综

合考虑；与之对应的空间要素，体现在空间结

构、空间系统与设施节点3个层面（见图1）。

在空间结构上，针对高密度城市地区应急

开放空间有限、疏散压力大的问题，重点协同

城市建设用地与开放空间的关系。通过引导建

设用地紧凑、组团化布局，预留连贯均好的城

市开放空间，使开放空间成为保障城市安全与

韧性的结构要素。以此为基础，对公共空间、生

产与生活空间、重要城市发展轴带等子要素进

行统筹与细化考虑，并为后续空间系统的组织

① 李国平，杨艺. 国家韧性城市建设研究[EB/OL]. （2020-02-22）[2022-01-01].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21781?ivk_sa=1024320u。
② 赵丹. 韧性城市规划：国际样本和北京探索[EB/OL]. （2020-02-21）[2022-01-0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k3MTUyMg==&mid=2650373272&i
dx=1&sn=96bcfe67e8c961b82196c4df1cdeee15&chksm=883c9f35bf4b1623ac222a404f4fbf016844cd3e522419d50cdc709fdd72460f35396130b922&scene=27#wechat_
redirect。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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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基础。

在空间系统中，满足城市发展要求、彰显

地区空间特征的同时，还应形成体现多样性、冗

余性和适应性的高恢复力韧性城市空间，具体

空间要素包含功能业态、开放空间体系、交通网

络、服务设施等。功能业态层面，在充分研究整

体发展要求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立足于片区

整体活力和社会韧性提升，鼓励导入多元混合

的城市功能。在具体空间组织中，结合韧性视

角，通过开放空间体系、服务设施和交通网络等

空间系统的多元协同，形成具有多样性、适度冗

余性和灵活转换能力的韧性空间基础。

最后，在设施节点上，建议预留并引导先

进技术应用的可能，进一步提升设施的冗余性

和适应性。

3   韧性视角下的奉浦片区城市设计实践

3.1   奉浦片区概况

奉贤新城是新时期上海重点打造的五个

新城之一，具有独特的生态禀赋和科技创新能

力。奉浦片区（以下简称“片区”）位于轨道

交通5号线奉贤新城奉浦站和城市产城融合发

展轴奉浦大道的交汇处（见图2），是奉贤新城

联动上海市中心的首要门户。作为奉贤新城重

要的创新导入先行区，规划片区肩负着引领周

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展现新时期新城建设窗

口的重要使命。

高品质生态环境是奉贤新城与周边地

区相比的突出优势，更是吸聚导入型创新产

业与创新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上海市新

城建设导则》中明确提出：“新城应深入贯彻

‘上海2035’总体规划和上海市‘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的2025年上海实现碳达峰的要

求，率先成为全市低碳韧性发展的示范区，形

成绿色、韧性、低碳的空间新格局。”因此，如

何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塑造具有高吸引力的

创新导入型韧性城市空间，是片区城市设计

的重要议题。

3.2   片区面临的挑战

片区是奉贤新城展现“低碳韧性”等先

进建设理念的重要窗口，其可能面临的城市风

险主要包括雨洪灾害、火灾和公共卫生安全事

件。通过现状研究发现，其在生态、社会、工程

方面均存在问题。

（1）生态层面：现状外高内低的高程特征

与断续的蓝绿空间，在面临台风、暴雨等上海

常见自然灾害[11]时，易引发雨洪内涝。场地地

形东南侧较高（5.20—6.00 m），中部、西部和

北部较低。其中，中部最低处仅3.60 m，低于奉

浦地区除涝水位3.75 m，内涝风险较大。通过

雨水汇流模拟分析发现，暴雨时片区内易形

成西北向雨水汇流；加之现状水系断续，蓝绿

空间调蓄功能有限，特大暴雨时片区易面临

雨洪内涝风险。在现状调研时恰逢暴雨，片区

积水严重（见图3），也印证了雨水汇流分析

的结论。

（2）社会层面：片区公共空间割裂，开放

空间不成体系，现状城市功能单一，面临灾害

时脆弱性较高。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于交通

性主干道——沪杭公路两侧，公共活动网络难

以接续；已建公共设施呈各自孤立之态，难以

满足灾时就近服务、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要

求。开放空间不成体系，可达性与连通性低；灾

时即便被转化为应急避难场所，其服务能力也

极其有限。现有城市功能单一，以低效工业为

主，运营状况不佳，亩均产值仅为84万元，远低

于上海市及奉贤区的平均水平，难以满足城市

突发风险下的“稳经济”发展要求。  

（3）工程层面：《上海市新城建设导则》提

出新城将率先成为低碳韧性发展示范区的发展

目标，并将重点构建弹性适应的韧性基础设施

和绿色低碳的城市环境。但现状基础设施以传

统刚性设施为主，设施陈旧且不成体系，排水等

一系列基础设施尚待提升与完善。面临挑战时，

现状基础设施的弹性适应力更是不足，难以满

足新城建设中低碳韧性的发展要求。

3.3   奉浦站点片区的城市设计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立足韧性城市设计理念，

通过结构—系统—节点3个层次的设计策略，

重点提升片区的生态韧性、社会韧性和工程韧

性。首先，在结构上立足生态韧性的需求，优化

整体空间格局，形成韧性安全、生态均好的空

间基底。在空间系统上，针对城市功能单一、活

力不佳、公共活动网络接续难、开放空间不成

体系等问题，以提升片区活力和韧性为目标，

重点营造具有多样性和高恢复力的城市空间

图1  重点地区韧性城市设计要素
Fig.1  Resilient urban design elements in central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奉浦片区区位图
Fig.2  Location of Fengpu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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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具体包括：促进功能混合与多元人群集

聚的城市用地布局，高效响应、灵活转换的开

放空间体系等。在设施节点上，通过鼓励灰绿

联动和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提升基础设施面临

挑战时的适应性。

3.3.1    生态层面：形成韧性安全的整体空间

格局

（1）引导城市紧凑发展，塑造开放贯通的

带状生态公园，提升生态服务能力

针对片区开放空间不成体系、灾时应急服

务能力有限的问题，通过引导城市紧凑发展，

预留更为连贯开放的带状生态公园，灾时将转

化为就近服务周边组团的应急疏散带。组团内

则通过布局联系带状公园的次级生态空间，降

低组团内的应急疏散距离，提升片区整体的应

急疏散能力，共同塑造安全韧性的空间基底

（见图4）。

带状公园空间组织中兼顾场地的自然生

态特征，减少自然干预，优化建设用地与生态

空间关系。首先，遵循景观生态学原理，甄别现

有生态要素、精细化识别场地的“限建区”，保

留生态敏感度较高的现状水系、林地和易涝的

洼地。在此基础上，优化现有生态本底，塑造连

贯、系统的城市带状生态公园，并以此为骨架

布局紧凑式城市功能组团，形成组团嵌套、疏

密有致的城市空间感受。

带状公园不仅实现了生态—经济效能的

充分转化，同时还将成为片区“平灾一体”的

结构性韧性空间框架。平时带状公园是便捷可

达的供人休闲、游憩的公共活动空间，灾时其

将迅速转化为高效响应、快速服务周边组团的

应急避难空间和防火隔离空间。

（2）尊重地形，引入低影响开发理念，合

理布局雨洪调蓄空间

上海虽然地势较为平坦，但作为台风、暴

雨常发地区，笔者认为在空间组织中应重视其

地形设计。结合低影响开发理念与现状地形，

合理布局雨洪调蓄系统，提升雨洪灾害时生态

空间的蓄渗与缓释能力，降低内涝风险。

既有的雨洪管理实践表明，“就地截流、分

散处理”将达到较好的雨洪调蓄效果，接近自

然状态的雨水分配，能更为有效地控制雨水径

流[12]。因此，依据地形地貌、汇水分区、地表自

然径流走向，形成由组团绿地—社区公园—雨

水花园构成的多层级雨水调蓄系统（见图5）。

通过由多层级绿地构成的绿色柔性基础设施

体系，实现雨洪灾害时径流的逐级滞纳，降低

地面径流汇集的风险，提升片区应对雨洪灾害

的承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奠定雨洪不涝的韧

性生态基础。

3.3.2    社会层面：塑造具有多样性和高恢复

力的空间体系

（1）促进功能混合和多元人才集聚的城

市用地布局

高活力的城市空间既是片区吸聚多元创

新功能和创新人才的空间要求，也是提升社会

韧性的重要基础。从社会角度，多样化功能、差

异化的人口构成及由此构建的稳健良性社会

联系，在平时是活力、安全的“街道眼”，在灾

时则是促进片区自我恢复的社会韧性资源。因

此在城市设计中，针对片区功能单一、公共空

间活力不足等问题，重点形成促进功能混合和

多元人才集聚的高活力空间框架，兼顾具体业

态导入的不确定性，引导组团内功能的弹性和

有序混合。

从空间组织策略上，将结合功能的兼容

性，从空间框架—混合组团两个层面进行引

导。首先，基于韧性视角，分布式的混合功能布

局比集中式的功能核心更易形成高频泛在、具

有多样性的创新交往空间，在面临城市突发灾

害时也能降低城市单一功能核心过于集聚的

脆弱性风险，通过就近服务来缓解物资供给与

配送难题、保障居民受灾时的基本生活需求。

此外，多元复合的城市功能也能更好地提升片

区灾时经济的稳定性。

在整体空间布局中，重点协同创新功能

布局与带状公园的关系，塑造高活力、高吸引

a 林水交融的生态本底                                                        b 严重内涝的雨洪风险
图3  奉浦片区面临雨洪风险

Fig.3  Fengpu area faces the risk of storm flood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4  片区带状公园的构建思路

Fig.4  Construction of zonal parks in the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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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延展式公共空间框架。围绕带状公园的布

局混合功能组团，使公共空间成为促进功能混

合和多元人才集聚的纽带。在此基础上，通过

差异化的空间与服务配套，针对性吸聚应用创

新、联合办公、花园总部、展示体验、人才公寓、

品质社区等多元功能（见表1）。

在混合组团层面，通过用地弹性控制和街区

空间引导来实现具体功能业态的有序混合（见

图6）。在用地控制上，主要通过商业+商务、商业+

文化、商业+租赁住宅等混合用地方式，预留形成

多元空间产品的开发弹性。在街区空间引导上，

则充分考虑不同业态的兼容性和空间使用需求，

通过平面与垂直的方式进行混合引导。鼓励紧密

兼容的办公、商业、文化等创新产业功能，在同一

街区内进行平面或垂直空间的混合。兼顾居住功

能的私密性和便捷服务需求，引导文体、社区生

活中心、教育设施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通过集

中布局的方式进行平面混合。通过多元功能的有

序混合，进一步提升城市空间活力和社会韧性。

 （2）构建灵活转换、高效响应的开放空

间系统

开放空间系统既是日常公共活动的集聚

地，也是城市面对雨洪灾害、火灾等突发挑战时

重要的临时疏散与应急空间。针对重点地区人

流聚集、灾时应急疏散要求高的特征，笔者认为

应立足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建立灾时就近服务

的“防灾减灾生活圈”。通过居民熟悉的逃生路

线，快速联系灵活转换、高效响应的避难场地和

服务设施，提高灾时开放空间系统的应急避难

服务能力。在空间上，体现为多元并联的交通网

络、灵活转换的设施与空间场所（见图7）。

在交通空间的组织中，除兼顾小街密路、

慢行友好、高效衔接的传统设计理念外，还应

立足韧性视角，强调多层级交通网络的替代

与并联关系。通过“并联”为主、子系统相对

独立的交通网络，增强灾时逃生路径的可替

代性和冗余性，提升传统“串联”式交通网

络的韧性。以此为目标，在缝合现状割裂的城

市空间、形成连续贯通的开放空间体系基础

上，塑造立体并联、节点转换的多层次交通网

络，重点提升灾时开放空间、重要交通设施与

防灾设施的可达性和逃生路径的冗余性。通

过TOD引领的公共交通体系、开放空间休闲

慢行网络和活力街道网络，形成相对独立的

公交系统、骑行系统和步行系统，并引导多层

次交通子系统在重要公共节点处进行高效衔

接。在非灾时期，该系统将为居民提供多种出

行可能，灾时则转化为联系应急避难场所的

多元、可替代逃生路径[8]3，保障灾时应急避难

空间的有效联系。

在设施配套上，重点结合开放空间与功能

组团分布，布局小而均、灵活转换、紧密联系周

边组团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在平时是具有

多元功能、适配创新需求的针对性公共服务设

施和活动空间，在面临雨洪灾害、火灾、公共卫

生安全事件等城市灾害时，则灵活转化为社区

急救站、临时隔离点等具备多种可能的应急避

难设施和避难场所。

在组团空间场所中，统筹平面与垂直的空

间布局，提供形式多样的组团应急疏散通道和

空间场所，提升灾时应对能力。在平面空间组

织中，重点加强组团绿地、广场空间与带状公

园的联系，为组团提供具有一定面积与高互通

性的应急疏散场所。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形成

组团内部垂直疏散体系。重点引导商业、办公

组团内设置跨街坊的地下联通道，并通过垂直

交通联系带状公园，提升灾时应急疏散效率。

3.3.3     工程层面：引导高适应性的基础设施

建设

为更好地应对上海频发的雨洪灾害，在

雨洪生态调蓄系统和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

图5  雨洪调蓄系统构建思路示意图

Fig.5  Construction of rainwater and flood regulation and storage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功能
类型

功能
组团 空间与服务配套需求 功能混合引导

多元
创新
产业
功能

联合
办公 交通便捷，服务设施齐全 街区内可混合酒店会展、文化休闲、购物中心、精品

零售等功能 / 平面与垂直混合
花园
总部

生态环境良好，相对独立，建筑面
积有一定规模

街区内可混合少量底层零售商业，其余功能结合总部
自身需求进行引导 / 垂直混合

展示
体验

交通便捷，人流汇集的综合公共空
间节点

街区内可混合公交枢纽、购物中心、联合办公、文化
休闲等功能 / 平面与垂直混合

应用
创新

立足功能联动，毗邻制造与研发办
公组团；较低成本、可灵活分割的
大空间；需第三方创新服务平台

街区内可混合创新平台、零售、中试、众创办公、联
合办公 / 平面与垂直混合

多元
创新
居住
功能

人才
公寓

针对创新产业年轻“蜂族”人群；
交通便捷，快速联系创新产业组团；
多元化生活服务配套

街区内可混合文体活动、零售商业、家政外包等生活
配套设施 / 平面与垂直混合

品质
社区

针对创新导入型家庭；环境优良，
毗邻教育、文体、医疗类等公共服
务资源

布局于居住社区较为中心的街区中，用地层面引导基
础教育、社区文体中心、邻里中心等设施集中设置 /
平面混合

表1  混合功能引导示意

Tab.1  Mixed function guid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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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道路路面、地下雨水下渗空间和中

水系统等工程做法，完善分散式、灰绿联动

的雨水收储设施，促进雨水的资源化利用，

提升雨洪韧性。首先，通过道路路面引导（见

图8），在提升道路的雨水收集能力的基础

上，协同传统基础设施、雨洪调蓄系统，形成

由透水路面、道路生态边沟、雨水花园和雨水

管道共同组成的雨水灰绿收集系统（见图9）。

其次，在地下空间组织中，结合地面组团绿地

与雨水花园布局，重点控制地下空间建设范

围，通过非满铺方式，块状预留地下雨水下

渗空间，提升雨水收储能力。最后，通过中水

系统建设，实现雨水径流的净化、存储和再

利用，也为片区面临火灾时预留更为冗余的

消防备用水源。

鼓励绿色建筑技术应用，引导太阳能光电

技术、绿色建筑材料、屋顶绿化、蓄热技术、智

能家居等先进材料与技术应用；促进绿色能源

的充分利用，减少对机电系统的依赖，提升片

区基础设施供给的适应性。

突发不确定灾害对城市的智慧运维和精

准预警提出更高的要求。片区在工程设计层

面，积极鼓励智慧技术与智慧设施的应用，

通过智慧城市工程技术应用进一步提升城市

韧性。

4   结语

本文立足韧性城市理念，在研判片区可

能面临的风险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梳理韧

图6  多元功能混合的街区空间

Fig.6  Multi-functional block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灵活转换、高效响应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
Fig.7  A flexible and responsive urban open space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道路路面引导
Fig.8  Road surface guid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生态林谷常水位示意图                                                 b 雨洪期水位示意图
图9  灰绿联动的雨水收集系统

Fig.9  Rainwater collection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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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城市空间特征，探讨重点地区韧性城市空

间的设计原则和空间组织框架。以片区城市

设计为例，立足多样性、冗余性、适应性和恢

复力原则，在生态空间格局、城市空间体系

和工程技术应用3个层面提出针对性的韧性

城市设计策略和空间组织思路，对类似的创

新型重点地区韧性城市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韧性城市建设中，现实问题是规划方法

应用和规划策略组织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后

续研究建议展开更为深入的现状问题剖析，

提升规划策略的针对性。同时，还可以在规划

方法、组织机制和规划实施层面进行进一步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