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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Overall Urban Design for Small Cities Based on 
Urban Morphology Theory: A Case Study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Jinhua

卢  锐   陈桂秋   LU Rui, CHEN Guiqiu

在城市空间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背景下，以塑造城市特色与空间品质为核心目标的总体城市设计作用日益凸

显。小城市空间特色的塑造更依赖于城市整体环境，其总体城市设计不宜套用大城市的“整体—局部”逻辑方法。总体城

市设计是关于城市整体形态的把控，其技术方法可以从城市形态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启发。基于城市形态学理论的研究

结论及其在小城市整体性塑造空间意象的适用性，结合总体城市设计语境，提出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方法，即构建弹性生

长的空间框架、塑造稳定鲜明的城市造型、建立人本关怀的感知体系，并以浦江中心城区为例探索该方法的实践运用。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role of overall urban design 

with the core goal of shaping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ing space qual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shaping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cities depends more on the overall urban environment, and its overall urban design should 

not apply the "overall - part" logical method of large cities. The overall urban design is about the control of the overall urban 

morphology, and its technical methods can be inspired by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urban morpholog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urban morphology theory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overall shaping of the spatial image in small cities, combined 

with the context of overall urban desig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verall urban design method for small cities, namely, building 

a spatial framework of elastic growth, shaping a stable and distinctive urban shape, and establishing a perception system of 

humanistic care. Taking Pujiang Downtown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基于城市形态学理论的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方法
研究——以金华市浦江中心城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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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空间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的背景下，总体城市设计所关注的从系统和整

体的角度提升城市特色、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品

质等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1998年扈

万泰等[1]初步提出并在唐山市运用以来，总体

城市设计逐渐得到规划业界的重视，其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日益丰富。

随着“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基本建立，自然资源部于2021年5月发布《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明确总体规划中

城市设计（大致对应于总体城市设计层次）

方法的运用包括跨区域、乡村、市/县域、中心

城区4个层面，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最高，也是

城市特色最集中的展示空间，本文将研究范围

聚焦于中心城区层面。

相较于大中城市，小城市建成规模较小、

空间结构简单，其空间形态特色的呈现更依赖

于城市整体形态与环境[2]21。从城市形态学的

相关研究中得到启发，归纳符合“总体性规则”

的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核心方法。浦江是千年

古县，作为小城市，其城市演变历程与历史文

脉、山水环境高度关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文以浦江中心城区为例，探索小城市总体城

市设计方法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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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城市设计研究综述

1.1   总体城市设计的定义与类型

总体城市设计的定义目前没有定论，学术

上的讨论主要基于两种视角：一类是基于空间

尺度，认为较大空间范围的、偏重整体框架控制

的大尺度城市设计实践视为总体城市设计[3-4]；

另一类是基于城市设计与规划体系的关系，将

总体规划层面的城市设计工作视为总体城市

设计[5]223，[6]。很明显，这两种视角均未涉及总

体城市设计的工作对象，似乎没有触及总体城

市设计的本质。

基于不同视角，总体城市设计可以分为多

种类型。针对设计内容可以分为两类，即结合

总体阶段的所有内容进行的“一体化”设计，

或针对城市总体中的某一专项、某一系统或多

个方面、系统进行的整体城市设计，如针对城

市的城市景观、风貌特色、开放空间的整体设

计等[7-11]。针对特定地区，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区

域如滨海地区、山地地区、河谷地区、平原地区

等，或城市特定功能区如城市新区、产业园区、

郊野地区、滨水景观区、历史保护区等，研究其

总体控制要求[12-19]；基于设计层次，可以分为

全域全要素的市县域层面、中心城区两类，前

者重点关注城乡风貌融合、大尺度景观格局等

内容，后者主要研究传统城市集中建设区的空

间逻辑、结构特征、人群活动等领域[5]225，[20]；按

照城市规模，涉及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等多种类型[2]20，[21]，相较于大中城市，小城市

相关实践和理论探索较少。

1.2   总体城市设计方法与内容

在理论层面，总体城市设计研究主要集中

于编制方法、技术方法和管控方法3个维度。编

制方法主要针对不同类型而言，包括严寒地区城

市、历史文化名城、平原型城市、山水城市中心城

区等[22-25]；技术方法近年来逐渐出现基于人机互

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如空间句法、GIS、

社会力模型、场所分析技术已经普遍运用于视线

廊道、密度分区、高度分区、风环境、热环境等较

大尺度的城市设计研究中[26-30]；在管控方法上，

一般是依据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管控地区进行

差别化管控，在总体城市设计的管控要素库中，

有选择地提取管控要点进行转译深化，将总体城

市设计的管控要求传导到实施层面[31]。

在实践层面，总体城市设计先在重要城市

开展，随后辐射到大量的三、四线地级与县级

城市[32]。在城市特色彰显、数据支撑技术方法、

空间形态识别与控制、存量更新与品质提升等

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33]。然而，总体

城市设计实践在研究对象、技术思路、设计方

法、成果表达等方面内容迥异，设计成果良莠

不齐。归纳起来，总体城市设计实践主要存在

两大认知误区：一是把总体设计当成是全部设

计，包罗万象，失去重点；二是将其理解为范围

更大的城市设计，把详细城市设计简单套用于

总体城市设计，失去总体把控作用。

1.3   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的研究困境

总体城市设计是在城市规划及我国特有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难以有效解决城市三维空

间问题的背景下诞生的，研究与探索开始也较

多实践于大城市，其空间研究范式是建立在都

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用地结构基础上的，对应产

生“大而全”的设计方法[2]22。将其按照经验

主义应用于小城市时会产生困境，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一是规模尺度无法适应，大城市普遍

采用的“宏观—中观—微观”分析框架，在空

间尺度较小的小城市会失去着力点，强行运用

会导致空间的破碎化；二是片区划分不利于风

貌保护和延续，大城市普遍采用“重点片区、

特色片区、一般片区”的划分体系，小城市人

口与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其城市空间具备强烈

的整体性，片区划分易人为导致特色风貌难以

辨识；三是管理力量难以匹配，大城市针对一

般问题和重点问题均涉及包罗万象的成果，在

小城市专业管理人才欠缺时，易导致“中看不

中用”的规划失效现象。

综上，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总体城市设计研

究，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我国城市的总体形

态控制，起到一定效果，然而现有研究侧重于

总体城市设计某一方面的探讨或在实践中的

应用，鲜见基于城市科学理论的总体城市设计

方法研究，且大多数研究以大城市、中等城市

为对象，契合小城市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不足。

2   城市形态学理论对小城市总体城市设

     计的启示

城市形态学理论属于城市科学研究[34]，总体

城市设计是关于城市整体形态的把控，其技术方

法可以从城市形态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启发①。

2.1   城市形态学理论的核心观点

“形态学”始于生物研究，它是生物学的主

要分支学科之一，研究生物体的形态（如外形、

构造等）及其转化[35]。后来，地理学、历史学方面

的学者将形态学引入城市研究的范畴[36]。根据

国际城市形态研究会编写的城市形态学术语表

和Johnston编写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的相

关定义[37-38]，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

是对城市形式的研究，指对城市的物质肌理以

及塑造其各种形式的人、社会经济和自然过程

的研究。城市形态学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国内学者对其相关理论的介绍与研究也较为丰

富，本文据此进行进一步梳理。

西方城市形态研究源于两个流派，分别为

城市历史地理学科中的康泽恩学派（Conzen，

1960）和建筑学专业中的卡尼吉亚学派（Can-

iggia和Maffei，2001），前者使用市镇规划分析

方法，强调对城镇平面形态结构和变化过程的

理解，分析的基本对象为规划平面、建筑形态和

土地使用；后者使用建筑学的方法，认为基本建

筑类型可以反映当地历史与传统特征，表达城

市文化和集体记忆，并将这种方法扩展到对城

市肌理类型的研究中，分析建筑与周围环境的

空间结构关系及其历史特性[39-41]。

城市形态研究从方法和侧重点上可分为5

类：（1）城市历史研究分析西方城市历史形态

的演变过程及原因；（2）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以

城市内部空间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抽

象辨析和总结出城市空间结构；（3）政治经济

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的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

产和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

主要作用因素；（4）环境行为研究建议城市发展

①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城市形态，广义的城市形态还包括非物质形态，即城市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空间要素的空间分布形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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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应与当地的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

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同时要注重人的感知体

验，如凯文•林奇归纳的主观认知地图（mental 

maps）；（5）空间形态研究认为城市由基本空

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

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

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

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42-45]。

这些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多种视角来剖

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流派与方法有所不同，但

其研究对象和重点主要集中在空间结构、空间

形态和环境感知3个方面。其核心观点可以归

纳为：城市结构是城市空间组织的内在逻辑与

变化规律，它受到历史、文化和资本等要素的作

用，并具有时间属性，是一个历史范畴；空间形

态是城市空间组织的物质造型与外在“表皮”，

是城市各种可视化元素组合关系的总和，同时

受到空间结构的支配与影响；环境感知专注于

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

系，强调了人在城市空间中的主体地位。

2.2   基于城市形态学理论的总体城市设计

        内涵

借鉴城市形态学研究的主要结论，基于总

体城市设计语境进行转译，归纳出总体城市设

计的3大核心对象，即空间框架、城市造型与感

知体系。首先，空间结构是城市骨架的抽象表

达，空间框架则包含结构的空间组织逻辑，是空

间结构的物化表达，也即城市骨架的形态，与总

体城市设计的平面表现内容相吻合；其次，空

间形态在城市形态研究中更倾向于二维空间

范畴，而人对场所的感知主要是通过立体空间

（三维）实现的，城市造型是城市总体空间环境

的可视化要素的总和，在总体城市设计中通过

对立体要素进行管控来实现；最后，环境感知虽

然明确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未体现城市整体性，

感知体系则强调对城市整体性的感知而非单个

环境，与总体城市设计的空间尺度相对应。

在此基础上，对总体城市设计概念的界定可

以基于核心对象作出有别于空间范围和规划阶

段的全新定义。所谓总体城市设计，是在城市人工

环境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自然环境整体范围内，

以塑造城市特色为目标，对城市空间框架、城市造

型和感知体系进行的总体把控和系统性设计。

与之相应，总体城市设计的核心方法在于

谋划“总体性”和制定“总体性规则”。“总体性”

包括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完整时间序列，也包括

框架与造型的完整空间序列，还包括局部意象

服从整体感知体系的等级序列。总体城市设计

不是要在整体层面为城市做一个全面而具体的

形象设计，而是要制定可供空间自组织生长的

总体规则。“总体性规则”是建立在城市全局层

面上的秩序，如人工环境与山水环境的有机融

合、历史文脉的充分彰显、空间要素的美学秩序

等。这些规则可以应对外在不确定性给城市特

色带来的冲击，从而维持城市辨识度的稳定性。

2.3   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方法

小城市由于对外在力量干预的敏感性及空

间形态与人文风貌的稳定性，其总体城市设计尤

其需要整体把握，用“总体性规则”指导城市发

展。空间框架决定了城市造型，城市造型是空间

框架的表征，同时感知体系融入空间框架和城市

造型，三者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具备总体

性谋划的内在诉求，在小城市中具有显著的适用

性。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三者的协

调统筹，对三者的处理安排构成总体城市设计的

核心方法，在总体层面上共同完成对城市特色的

把控，具体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

2.3.1   构建弹性生长的空间框架

空间框架在小城市发展中占据统领地位，

城市空间是基于空间框架生长而来。空间生长

是一个历史过程，城市现有的结构和形态都蕴

含了城市先民针对城市问题和空间组织的经验

与方法，我们应意识到当前的认知也具有时代

局限性，在理解、尊重和接受前人经验方法的基

础上提出当代人的创新探索。因此，总体城市设

计并非要描绘一个终极框架，而是要塑造一个

“弹性框架”，以传承历史和适应当代发展诉求，

并为未来展现城市特色预留战略空间。

空间框架是对多种关键要素及组合关系

的提炼，在塑造空间框架过程中需加强对关键

要素的梳理和控制。构建弹性生长的空间框

架，是在识别既有城市形态演变过程的基础

上，重点梳理框架的主要构成要素，其中既包

括路网结构、中心体系、功能业态等共性要素，

又包括山水格局、城市风廊、几何形态等极具

地方特色的个性要素。基于未来环境预期，将

主要构成要素进行合理的空间组合设计。

2.3.2   塑造稳定鲜明的城市造型

城市造型对于小城市而言，应具有特色性

和稳定性。塑造总体层面的城市造型，目标是形

成稳定而鲜明的城市形象。自然山水和人文空

间是每个城市塑造自身特色的稀缺资源，而山

水资源的生态性和历史街区的文化性对外来干

涉极度敏感。在时间的作用下，这些地区形成不

稳定的功能与形态上的平衡关系。总体城市设

计在塑造城市造型的过程中，需保证山水自然

坐标轴和人文精神坐标轴的稳定，对整体格局

与总体造型的设计需优先满足这一规则。

城市造型是一个美学概念，可以反映一个时

代的审美标准，可以简单概括为城市可被感知的

物质形态的外在轮廓。设计城市造型是为了城市

中的人获得更好的体验，因此城市造型的设计要

服从人的感知原理。人对外在物质环境的接收，

受到形式和对比度的强烈程度的影响，感知过程

一般是接受了最强的刺激后，人眼才开始注意其

他的部分和细节。从人的视觉出发，可感知的城

市物质环境包括高度、立面、天际线、地标、视廊、

色彩、风格等众多方面，但城市造型不是城市的

全部形态，总体城市设计塑造的城市造型是物质

环境中最具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感染力的部分，在

人对城市的感知中起到引领作用。因此，本文对

城市造型主要限定在地标、建筑高度、天际线和

城市色彩4个方面。这4个方面需从城市整体的角

度着手设计，并与空间框架相互反馈校正。

2.3.3   建立人本关怀的感知体系

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面对的虽是整体大

尺度空间环境，但其所塑造的城市特色与魅

力，根本落脚点是打造体验友好、有场所感的

空间。“场所感”是一个极具城市设计色彩的

词汇，在总体城市设计中，要在城市总体层面

构建具备“场所感”的感知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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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体系在总体城市设计中主要以视廊和

游线来体现。在设计中，视线廊道管控就是要确立

景观点与观景点之间的空间关系。景观点是现状

地标与规划地标的组合，以景观点可视可赏为目

标设置合理的观景点，观景点与景观点之间的区

域即为视线廊道管控区。设计中以通达性为原则，

规划梳理主要景观点之间的两两关系，形成视觉

友好的美学体验。除视廊外，人对城市整体感知意

象的建立还需明确的感知路径。感知路径应以主

要人流方向为线性空间，串联城市门户区域、中心

区、历史风貌区、临山滨水区等重要节点的主要景

观界面，形成连续性、差异化的感受体验。

3   浦江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实践

浦江中心城区位于浦江县中部盆地，是浦江

县的县城所在地，城区三面环山，母亲河浦阳江

在城区中部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城区内有东山、

西山、塔山、金狮湖、浦阳江等山水资源，自然本

底优越。城区现状人口约16.3万人，建成区面积

约20.6 km²，是浙江省山水型小城市的典型代表

之一。浦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全国首批100

个千年古县之一，素有“文化之邦、诗画之乡”

的美誉。然而，相对于乡村与城镇的美丽环境，中

心城区的空间品质略显平庸，存在城区文化载体

幽而不显、城市气质隐而不彰、高层建筑无序分

布、重要景观视廊阻隔、城区风貌糅杂等问题。为

此，开展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以彰显城市特

色、塑造高品质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3.1   基于山水环境构建面向能级跃升的空

        间框架

3.3.1    浦江中心城区的空间形态演变特征

浦江建县已1 800余年，县城的选址契合

我国古代的山水思想。老城四周环水、左右依

山，形成了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龟城蛇街”

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城区即是以老城

为核心向周边少许拓展的空间范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至2000年前后，城市除沿东溪、

西溪的南北向生长外，还向东跨越东山围绕金

狮湖发展；2000年后，随着开发区和新区的兴

起，城市进一步向东跨越金狮湖建设了开发

区，且向南跨越浦阳江形成江南新区雏形（见

图1）。从城市演变脉络可知，浦江中心城区的

空间框架发育主要遵循两条脉络：一是从东西

山、东西溪到金狮湖再到浦阳江，城市与山水

始终相融而生；二是从老城区到开发区与江南

新区，城市与县域东部的杭金衢高速、高铁通

道联系更加便捷，城市发展趋近区域经济主导

流向，两者共同作用形成现在的城市形态。

3.3.2    空间框架的构成要素及空间组织

浦江中心城区重点考虑山水格局、路网、中

心体系、功能业态、田园形态和城市风廊6大空间

要素，总体城市设计的空间组织逻辑为：（1）凸

显山水格局。归纳中心城区缓丘入城、鱼骨水系

的山水特点，提炼出南北向沿山生态廊道和东西

向沿江生态廊道，形成城区生态本底骨架（见图

2）。（2）优化路网结构。遵循杭温高铁、合温高速

等新的交通设施带来的新经济流向，加强对外交

通的连接通畅水平。将月泉快速路改线，直通浦

江高铁站；打通城区南北向主干路与北部G351

国道、南部S210省道之间的互通接口，提升对外

交通便捷度；内部交通上，打通金狮湖隧道，连通

一点红大道和人民路，同时拓宽江滨路，提升老

城区、金狮湖新区与开发区之间的通勤水平，将

环城西路等道路与江南道路进行连通，加密过江

通道，提升江南江北的一体化水平。（3）构建中

心体系。规划在中心城区几何中心、人口重心、功

能重心分析的基础上，从环境、文化底蕴和可达

性3个维度选取若干个可能的中心选址并评分，

明确环金狮湖公共服务圈以及5处专业中心/副

中心，构成中心城区中心体系（见图3）。（4）提

升功能业态。规划基于POI大数据分析，对比浦

江与周边县市在公共服务设施、商业商务设施

方面的优势与短板，重点补充体育设施、娱乐设

施、金融保险等功能业态，并布置于主要轴线与

特色节点处，丰富城市框架内涵。（5）塑造田园

形态。城区与田园已呈交错态势，借鉴田园城市

特征，通过“筑绿环，城田相嵌”“通绿廊，绿脉渗

透”“置绿园，城园共生”的策略，形成适应浦江

弹性发展的现代田园城市形态。（6）构建城市风

廊。浦江中心城区是县域内温度最高的区域，热

岛效应较显著。基于GIS平台和ECO平台对城市

通风廊道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导入和模型模拟，

选取贯通城市且通风条件较好的浦阳江、中梗溪

作为城市主风道，选取与主风道关系紧密的月泉

路、西溪等廊道作为次级风道，并对主、次风道的

建筑物间距、高度进行控制引导（见图4）。

在6大要素空间组织相互校核的基础上，

图1  浦江中心城区空间形态历史演变过程图

Fig.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patial form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浦江中心城区山水格局与田园形态

Fig.2  Landscape pattern and pastoral form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龟城蛇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b 跨山环湖（2000年） c 环湖拥江（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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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续山水空间与经济流向逻辑为主导，形成

浦江中心城区“一核五轴多廊”的空间框架

（见图5）。结合特色轴线与节点的功能、形态优

化，形成彰显“秀美、灵动、精致、文雅”城市

气质的平面形态（见图6）。

3.2   塑造传统与时尚融合的城市造型

基于“千年古县”“水晶之都”的人文与

产业特色，塑造传统与时尚融合的城市造型，

设计中主要从城市地标、建筑高度与城市天际

线、城市色彩3个方面体现。

3.2.1    塑造城市地标，凸显个性特质

以地域性元素符号表达城市地标特征，彰

显城市个性特色。保护塔山顶部的千年古塔龙

德寺塔，以其作为历史地标统领周边区域的建

筑高度；以单塔高层建筑形式统领金狮湖新区

东部建筑高度与天际线，塑造中心地标，古塔

与新高层两大竖向地标遥相呼应。以表达山水

环境与时尚水晶特色为主题，塑造高铁站门户

地标；提升金狮湖公园绿化与休闲设施，塑造

山水地标（见图7）。

3.2.2    双向管控建筑高度形成匹配山水特征

            的天际线

对影响建筑高度的因子进行综合分析，从

提升因子（包括现状高层建筑分布、轨道站点、

城市地价等）、限制因子（包括临山滨水区域、历

史街区周边等）两个维度对建筑高度的合理范

围进行分析（见图8），结合天际线与视线廊道校

核，形成中心城区高度控制分区。

城市天际线以建筑高度为基础，在较为宏大

开阔的尺度上展示城市形象，体现城景交融、舒缓

通透、标志突出、疏密有致的效果。将高铁门户、滨

江、滨湖开敞区域作为重要的城市天际线观赏区

域，以远山为背景，通过对建筑群体的控制引导，

打造富于韵律变化的城市天际线（见图9）。

3.2.3    提炼个性鲜明的城市色彩

通过对现状城市色彩性格分析，强调色彩规

划与城市文化的关联性，分等级、分区块控制色

谱。以继承传统色彩、新增色彩层次、去除色彩噪

点、调整色彩搭配为手法，提炼出“彩墨意韵，明

雅浦江”的总体色彩定位，并对中心城区提出分

区色彩管控指引（见图10），主要有色彩严控区

图3  浦江中心城区中心体系

Fig.3  Urban center system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浦江中心城区风道体系及控制要求

Fig.4  Air corridor system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图5  浦江中心城区空间框架

Fig.5  Spatial framework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浦江中心城区平面形态

Fig.6  Planar form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浦江中心城区地标及空间意象

Fig.7  Landmark and its spatial image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52 | 规划实践

（包括历史街区、城市中心区、重要临山滨水区）、

一般控制区（包括城市新区、高铁站前区）、色彩

协调区（包括工业区及外围组团）。

3.3   营造人本尺度的感知空间体系

3.3.1    视线廊道管控

规划结合居民对代表性建（构）筑物、街

道、山体水系的问卷调查以及百度词云分析，总

结出现状认可度较高的自然与人工设施，将其

与规划设计的城市地标组合，形成浦江中心城

区的主要景观点，以景观点可视可赏为目标设

置合理的观景点。通过视域分析排除既成条件

下不可视廊道，重点就可视廊道做出控制引导。

因观景点本身具有一定的移动范围，规划沿视

廊中心线划定50 m宽的区域作为视廊的核心

控制区，区内禁止明显遮挡或干扰视廊的建设

行为；以观景点为端点，视廊核心区为中线，水

平15°视角范围内区域为视廊的一般控制区，

区内建筑应尽量避免遮挡，并沿中轴向两侧递

减。同时，将山体作为景观背景，保证自顶端起

至少1/3范围可见，局部标志性建筑高度可适当

突破，但控制对整体的观景面不造成较大遮挡。

3.3.2    感知游线组织

以市民、游客、工作出行等人员在浦江的出

行特征为依据，设计两条最佳城市形象展示路

径（见图11）。在串联主要形象节点的同时，优

化路线界面设计，提升城市识别度。一条路径以

工作出行为主体特征，从西北部浦江高铁站出

发，途径水晶小镇、高教组团、产研中心和湖东

商务中心，到达金狮湖公园，主要展现城市的现

代、时尚风貌；另一条路径以游客出行为主体特

征，自高速口到达浦江后从南部S210省道经中

山路进入城市，途经浦阳江、小金狮湖、塔山、历

史街区、西山，到达翠湖休闲区，主要展现城市
图9  浦江中心城区天际线引导图

Fig.9  Skyline guidance map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浦江中心城区色彩规划及重要节点引导图

Fig.10  Color planning and important node guidance diagram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建筑高度因子分析思维导图

Fig.8  Thinking map of building height factor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浦江中心城区重要游线路径示意图

Fig.11  Schematic diagram of important path of Pujiang Downtow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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