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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Urban Street Space Quality Improvement Oriented by Healthy 
Cities: Analysis of Multi-dimensional Urban Data Measurement

孙  乾    SUN Qian

健康城市背景下，健康街道是应对后疫情时代公共健康挑战、优化存量空间的新方向。城市街道作为承载人们新生活习

惯和健康行为的重要公共空间，从广义的健康视角开展对城市要素的科学测度，探索街道空间与公众健康的关联及改

善策略，对持续建设健康城市具有积极意义。选取上海市中央活动区的一处典型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建成环境、交通出

行、社交活力、社区产业4个维度，探索多源城市数据支撑下的健康街道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街道空间品质的优

化策略，以期培育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维持个体与社会健康的良好状态，为健康城市导向下的街道建设提供参考方向。

In the context of the healthy city, the healthy street is a new model to deal with public health challeng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inventory spaces. Urban streets are important public spaces that carry people's new living 
habits and public health behaviors.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of the healthy city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the urban elements from the broad health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etween street spaces and public health. Taking a typical community in the CAZ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healthy streets from four approaches of built environment, urban transportation, 
social activity vitality, and community business scene supported by multi-sourced urban data. On this basi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street spatial quality is proposed to cultivate a public healthy lifestyle and maintain a good state for individual and 
social health,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street development of healthy cities.

健康街道；空间品质；公共健康；街道评估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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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2]8。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提升，街道空

间成为承载居民日常步行、骑行等户外运动和

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从城市规划视角干

预公共健康的重要抓手。

为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的挑战，改善存量公

共空间，本文秉持健康城市的理念，从街道环

境、交通、活动、经济等方面拓展健康街道的研

究。以上海市徐汇区街道空间营造实践为例，

引入多源城市数据开展综合评价，通过空间干

预手段优化街道的“共享客厅”功能，积极引

导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公共健康的发展。

0  引言

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公共健康不仅是社会

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话题，在城市空间

的建设与应对方面也再度引发审视思考。一方

面，快速城市化和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城市环

境、交通与亚健康问题，普遍影响着人们的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疫情影响后，家

庭、社区与城市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人都保

持与新型健康疾病[1]61长期共存的生活模式，

对于进行户外体力运动、保持日常社交距离等

健康行为的关注，正在倒逼现有城市空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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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城市导向下的街道研究

为应对城市健康问题，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提出“健康城市”概念以来，多个国

家和机构逐步完善相关理论与实践[3]21。随着

慢性非传染疾病的患病率逐步上升，健康城市

理念拓展到人群与城市环境间的健康影响，不

断提高公众对健康挑战的认识，关注人群、环

境和社会的“全健康”，并形成行之有效的干

预行动[1]62。

1.1   健康街道理念发展

健康街道理念源于公共健康发展和健康

城市研究。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的公共空间和

城市健康间存在强关联，街道作为承载日常生

活与交往的最基本公共场所，对健康城市建设

有重要支撑作用[4]50。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5]中提出健康街

道是从交通战略出发，鼓励步行、骑行和公共

交通的街道空间。Säumel等[6]认为健康街道

是对人们生理和心理健康有益的城市街道。

Drane等[7]认为健康街道是结合空间设计和

公共卫生的措施，将健康融入市民生活。葛岩

等[4]50认为广义的健康街道，除了保障个体身

心健康外，还关注经济、社会、公众权利等方

面的可持续发展。徐磊青等[8]33提出健康街道

是具有全面健康促进作用的系统，激发和保

持个体与街区的健康优质状态。

本文认为“健康街道”作为健康城市的

重要部分，是将健康理念与行动融入公共生活

的干预手段。本文以广义的健康街道理念为基

础，兼顾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健康效应，通过街

道设计推动对市民身心和街区发展的全面健

康提升。

1.2  健康街道相关研究

目前，城市规划学界多聚焦于健康街道的

两个方面研究[1]67，[9]78：一是以积极的街道空间

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体力活动和社会交

往，促进公众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二是减

少噪音、空气污染、交通事故等健康风险的影

响。然而受到近期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再度引

发学界对街道空间促进日常健康行为的讨论。

余洋等[10]59认为健康街道的空间要素能促进体

力活动、改善物理环境、提升街道安全和增强

社会交往，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林斌雄等[11]117提

出鼓励步行和骑行的短途出行，是减少交通意

外、降低肥胖、心脏病等健康风险的有效方式。

葛岩等[4]52提出评估街道的环境品质、交通出

行、社会交往、开放空间、服务设施、产业业态

等8项核心要素，可以评价广义的健康街道质

量。总体而言，在健康城市的导向下，健康街道

的空间设计应回归“所有人”的街道，通过改

善建成环境、交通出行、社会交往等方式，积极

干预市民身心健康，已基本形成共识[12]76，[13]。

然而现有的健康街道研究也存在局限

性。技术方面，时下研究多脱胎于欧美街道环

境设计的定性策略[4]51，与城市数据结合的比

例偏低。随着社交网络和日常生活被数字技术

影响，使用多维数据可以获得长时间、广范围、

精细化的街道时空特征，用于辅助健康街道的

空间组织。实证方面，主流研究多以宏观—中

观的街道网络为主，对于微观尺度的空间设计

关注较少。另外，当前城市规划领域的实践多

聚焦于物质环境的改良对个体健康的促进，但

对隐藏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健康

效应的关注不足，关于社区产业及社会认同对

健康街道影响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提出街道

建成环境、交通出行、社交活力和社区产业4个

测度维度，提取各维度中与公众健康相关的核

心指标，借助多源城市数据，定性与定量结合构

建健康街道评价体系，更加综合地评估街道空

间对人群和街区健康的影响。针对评估结果总

结健康街道的营造诉求并提出策略，为健康街

道的空间测度和精细化管控提供研究基础。本

文引入社区产业方面的研究，探究社会资本、社

区网络等社会环境对居民健康和街区发展的影

响，推动面向街道系统性健康的规划实践。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文以上海市徐汇区文定坊社区为研究

对象，该社区位于上海中央活动区（CAZ）

内。本文主要研究健康街道空间评估和近人

尺度的空间设计策略。重点选取文定路及周

边10分钟步行可达范围（约500 m）作为研

究范围，覆盖包含1931商业广场、画家街、文

定生活创意中心等特色产业集聚区，总面积

约56.3 hm²（见图1）。文定坊作为上海重要

的现代家居和新艺术行业聚集地，居住功能

成熟，商业配套完善，邻近宜山路、徐家汇、上

海体育馆3处轨交站点，区域产业特色鲜明、

可挖潜的空间资源有限、原生产业和城市形

象矛盾突出，具有较强的样本探索意义。

2.2   技术路线与评价维度

本文从建成环境、交通出行、社会交往和

社区产业维度出发，构建多层次、多角度的健

康街道测度体系。研究分为4步：首先甄选4个

维度与健康相关的要素；其次建立各维度的评

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提升实地观测性和评估操

作性；再次通过城市数据进行评分和验证；最

后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公共健康的提升诉求和

设计策略，形成对健康街道空间品质的分析和

改造的研究支持（见图2）。

2.2.1   基于空间感知的建成环境评价

学界对于街道建成环境与公共活动和公

众健康的影响关系基本形成共识。崔敏榆等[14]

提出步行友好的建成环境是城市健康发展的

核心诉求之一；江湘蓉等[15]320指出适合步行的

图1 研究范围图
Fig.1  Study area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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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可以有效影响人们心理健康，通过促

进体育运动和社交活动，减少抑郁症等心理疾

病；钮心毅等[16]33认为街道的沿街商业界面、

外部过渡空间、人行道宽度等要素与步行、社

交等街道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针对微观尺度的街道空间研究，本文从

用户感受的主观维度和空间环境的客观维度

两个方面出发，以Ewing等[17]72提出的5个街道

建成环境指标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对街道空间

环境的研究，筛选和归纳影响健康生活方式的

建成环境影响因子，构建健康街道的空间感知

评价体系（见表1）。

2.2.2   基于城市数据的交通出行评价

健康通行[4]51是健康街道的核心要素之

一，城市70%的交通出行依靠步行、骑行和公

共交通[18]24，本文将街道步行、骑行、公共交通

接驳出行等“主动式交通”[10]56的出行体验

作为健康街道交通出行的评价核心。一方面通

过保障路权和提升步行适宜性，促进日常慢行

出行选择，不仅增加身体锻炼的机会，还将改

善公众心理和社会健康[24]81-82；另一方面，通过

提高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的慢行接驳体验，减

少短途机动车出行污染的健康风险[11]117-118。

然而，目前健康街道的出行研究多以专

家打分等主观经验法评价步行环境，缺乏有力

的数据支持，从而造成经验判断与市民真实使

用的错位。本文利用城市交通的动态数据进行

“主动式交通”的研究，选取交通影像数据、共

享单车O-D数据、Public GPS、地铁分时客流

等多源数据，结合建成环境的客观评估，从出

行结构、出行机会、出行安全、出行质量、公共

交通接驳体验方面构建评价体系，探索城市数

据的量化分析对健康街道交通出行的研究应

用（见表2）。

与此同时，本文原创性地构建地铁出站

人群的分流模拟模型，通过划分POI兴趣点吸

引指数，量化公共交通接驳出行体验与街道活

动的相互影响。

式中：Population为可吸引的接驳出行人

数；S为出站总人数；a为途经点；b为终点；K为

衰减系数；I为岔路口百米内的商业、文娱类

兴趣点数；i为途经岔路口序号；N为接驳出行

经过的岔口总数；C为已通过岔口数量。通过

Python模拟生成地铁出站客流的动态变化，验

证街道要素对公共交通接驳出行体验的影响。

2.2.3   基于城市数据的社交活力评价

潘海啸等[18]24-25指出街道出行的目的不

仅是为了完成位置的移动，更是通过街道活

动融入社会生活。提升街道的社交活力不仅

可以促进出行者的身心健康，减少抑郁和过

早死亡风险[4]52；还能增强社会参与和凝聚力，

发挥社会层面的健康效用[26]。作为健康街道

的核心要素之一[4]52，健康社交的本质是街上

从事各种交往活动的人，通过测度街道步行

和停留人群的时空特征，作为街道社交活力

强度的量化表现[16]29-30。

本文借助城市POI数据、城市用地布局

和百度热力数据进行街道社交活力强度的量

化评价。在行为维度上，避免单一时段数据的

非典型性，分别选取工作日和周末11：00—

15：00、17：00—19：00、21：00—23：00的

人群热力数据，绘制空间热力赋值图反映街

图2 技术框架
Fig.2  Technical framework

表1 建成环境评价因子

Tab.1  Evaluation factors of street built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评价维度 评价因子 子因子 定义 对健康的影响

用户感受
主观维度

可意象性
地标及活动的画面感[17]71，[18]26，[19]34 空间停留性、吸引

力和环境水平
营 造 愉 悦 步 行 体
验，提升出行兴奋，
促进步行、跑步等
体力活动

空间可停留性[8]38，[19]34，[20]91

通透性
建筑至道路的过渡空间[3]22，[16]32 通 透 视 线 和 丰 富

视野与建筑内部的可视性[17]78，[20]94，[21]33

人性化尺度
街道家具和休憩空间密度[4]52，[12]73，[17]76

慢 行 空 间 的 舒 适
性与艺术性 改善街道环境，降低

认知负荷，增加步行
等活动时长，促进身
体和情绪恢复

橱窗间距与丰富性[3]22，[16]32，[20]94

路面或设施艺术性[10]59，[17]76，[22]49

风貌连贯性
建筑界面连贯性[3]22，[16]32，[19]34

沿街界面有序、连贯沿街广告连贯性[20]92，[23]171

景观风貌连贯性[18]26，[21]33

建成环境
客观维度

围合感
街道高宽比[17]73，[19]34，[22]49

步行空间尺度合理 吸引人群，提升停
驻，促进邻里交往，
激发街道活动，缓
解压力，减少孤独

步行空间围合度[3]24，[8]38

空间复杂性
业态功能多样性[3]22，[17]79，[19]34 功 能 业 态 和 街 道

活动的复杂程度商业界面比例[16]32，[21]33，[22]49

出行配套
设施

标识友好性[18]26，[22]49

有 无 完 善 的 街 道
设施

保障人身安全，降低
事故率，鼓励步行无障碍设施[3]22，[19]34，[23]171

夜间照明[18]26，[19]34，[23]174

交通连通性

交叉口和汽车出入口数量[3]22，[16]32，[21]33

慢行交通的连续、
可达

鼓励绿色出行，降
低机动车使用，减
缓疾病发生

慢行道连贯性[4]52，[18]26，[23]170

停车占用慢行情况[12]73，[18]26

过街设施情况[4]52，[12]73，[23]17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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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时段的社交活力水平；在时间维度上，

通过现场调研矫正功能业态的空间分布和运

营时间，测度在不同运营时段下的功能业态、

公共空间以及包括店前空间和停车场在内的

街道“灰空间”[16]35对人群活动的影响。同时

结合深度访谈，补充室外商业性活动情况，关

注弱势人群的活动分布，综合分析该地区公

共活动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判断建成环境、

业态功能和灰空间对社群参与、社交活动和

社会包容的影响。

2.2.4   基于公共活动的社区产业评价

健康的社区产业和文化体验是健康街道

的重要经济基础，发展具有活力、多元创新的

社区原生产业对社会健康状态产生持续的正

向作用[4]50-52。社会健康作为健康城市理念的

关键成效之一[2]9，通过促进社区经济业态与环

境的良性共生，可以构建健康的社会网络，激

发社会活动和社区参与行为。叶原源等[2]9-13提

出社会健康与地方依恋和社区情感相关，通过

培育多元创新业态等经济方式能促进地方依

恋和社区认同；董禹等[27]认为提升地方依恋能

形成强烈的场所记忆，提升游客的重访意愿，

激发社区参与和社会适应水平。

健康的社区产业可以创造更好的逗留和

交往条件，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身体活动和社交

支持。街道的公共活动和消费聚集往往受到人

们对地方依恋和场所记忆的影响，通常受欢迎

的店铺业态具有较强的社交氛围和吸引力，周

边人群活跃和停驻时间更长[20]91，促进步行、交

往、社区活动等健康行为。其自发产生的“非必

要性的优质活动”的强度是街道活力的外在

表征[21]31，其中所涉及的商业、文体等优质活动

类型往往受既有业态的影响较大。因此通过评

估街道非必要优质活动与社区产业的关联度，

可以分析街道的经济活力和地方依恋水平。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基础路网、百度热力、

地图POI和用地功能分布，结合现场调研和问

卷分析，评估文定坊原生产业和商业、休闲、文

体等非必要优质活动之间的关联程度，为街道

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评价思路。

3  健康街道的测度评价

3.1   建成环境评价分析

针对微观尺度的街道空间，对前述空间

感知评价的21个子项指标赋予同等权重并进

行归一处理，依据8个评价因子对子项进行求

和。分段对文定路东西两侧街道进行建成环境

的综合评分和比对分析（见图3）。用户主观维

度方面，文定路西侧存在半围合式空间，可以

增加市民驻留和活动的频率，生活广场和画家

街提供了多元沿街业态，延续了街道产业和文

化特色，感官层面整体优于东侧。环境客观维

度方面，文定路西侧的骑楼和临街商业空间增

强了步行舒适性和交往偶遇率，局部路段评分

较高。但由于东侧街道的商业广场户外可提供

的外摆、展览、小型市集等公共活动远多于西

侧家居集群，居民可驻留和参与的分值较高，

因此公共活动与街道产业的关联性是健康街

道建设的重要考虑因素。

进一步分析街道热力聚集和临街业态运

营时间，发现两侧街道要素既有共性问题，又

存在各自特性。作为成熟的生活性街道，共性

问题是整段街道的可停留性和识别性低，街道

出行和日常活动的体验感不佳。同时，西侧街

道空间总评分高于东侧，原因在于街道功能的

复杂性和空间尺度的亲近感较强，形成更为多

元的风貌布局、产业特色和人群活动，在局部

形成具有集聚意义的交流场所。

3.2  交通出行评价分析

健康街道的交通出行不仅要保障动态交

通的高效运行，更要强调街道作为城市公共空

间的场所价值，通过打造慢行友好街道，建设

有利于个人身心和社会健康的交通环境。

在出行结构方面，文定坊社区呈现明显

的步行街区特征。结合交通影像数据、共享单

车OD分析和现场实勘，文定路单位时间内步

行和非机动车的使用强度远高于机动车（见

图4），提升街道出行体验是增加步行活动、促

表2 交通出行评价因子

Tab.2  Evaluation factors of street traffic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评价维度 定义 数据来源 对健康的影响

出行结构[9]80，[25] 慢行交通占比 城市影像数据、共享单车O-D
数据、现场实勘 促进慢行活动

出行机会[3]83，[18]26 慢行路权平等 POI数据、城市影像数据、现场
实勘 鼓励步行和骑行活动

出行安全[4]52，[18]26 过街安全性、交通拥堵
及事故

Public GPS、城市影像数据、
共享单车O-D数据、现场实勘

保证人身安全，减少出
行恐惧，鼓励步行活动

出行质量[4]52，[15]320，[18]26 慢行交通可达性、连续
性和舒适性

街区路网、POI数据、建成环境
的交通连通性评价

鼓 励 休 闲 性 步 行 和 驻
足，减少社交孤立

公共交通接驳
出行[11]118，[24]83 吸引路过的人群

POI数据、街区路网、地铁分时
出站人群数据、建成环境的空
间复杂性评价

鼓 励 短 途 步 行 体 力 活
动，减少机动车的负面
影响

图3 文定路两侧街道空间品质评分
Fig.3  Street quality score of Wending Roa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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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干预手段。

在出行机会方面，文定坊以“车本位”

为主，慢行的路权被极度弱化。作为生活性交

通服务为主的街道空间，全路段机非混行，有

限的路侧骑行和人行空间被占道停车或物业

自行划示的停车位占据，造成步行通行障碍

和出行紧张的困扰，慢行的路权需求没有得

到重视。

在出行安全方面，路段内步行安全性整体

分布较均衡，但在大客流断面缺少合理有序的

通行和过街管理，产生交通组织混乱的现象，

慢行安全性受到威胁。以文定路与裕德路交叉

口为例（南洋1931广场与德必办公园），作为

整条街道的大客流集聚段，不仅是大规模慢行

交通的起止点，还因为大量机动车落客和停车

需求，频繁出现车辆变道、临停、停车场出入、

行人无序过街等现象，行人时刻面临机非冲突

的风险，优化交通组织的需求迫切（见图5）。

在出行质量方面，文定路只能满足基本

的通行需求，步行品质较低。人行道的可步行

空间和无障碍通道被周边楼宇的机动车出入

口、停放车辆、共享单车强行挤压，难以形成步

行连续、空间舒适的出行体验。同时受沿街空

间影响，街道的公共活动和交通流量分布不

均，全段缺乏合理的驻留空间，普遍缺少社交

活动。改善街道的步行环境有助于提升出行品

质，引导绿色交通行为，从而提升户外活动频

率，使街道成为可散步、乐散步的场所。

在公共交通接驳出行方面，通过人群分

流模拟3处轨交站点出站客群的流动形式（见

图6），发现文定路呈现以通勤为主的潮汐客

流现象，缺乏吸引外来人群的“非必要优质活

动”。通过优化街道业态和活动的粘连性，可以

有效吸引接驳出行人群，发掘慢行消费，鼓励

将短途机动出行转变为非机动出行，促进公共

健康和城市活力[24]81。

3.3  社交活力评价分析

街道空间是社会交往和公共活动的重要

载体，承担着激发城市活力的触媒功能。通过

提升街道的公共场所属性鼓励社交活动，不

仅能促进行人的身心健康，还可以建立不同

社区圈层的交往机会，构建良好的社会情感

联系。考虑到周期相似性，本文选取周一和周

日的街道活动强度分别代表工作日和周末，

选取11：00—15：00代表日间活力，17：00—

19：00代表晚间活力，21：00—23：00代表夜

间活力。

从空间热力赋值图（见图7）来看，文定

路北部人群活跃度高于南部。工作日的日间街

道活力集中于南洋1931商业广场与德必办公

园区，以工作群体的办公活动为主；晚间的人

群活力向商业广场集聚，以就餐、娱乐等活动

为主；21：00后商场内店铺陆续关门，反而在

生活艺术馆（18：00结束营业）附近形成了

人员集聚，结合调研发现，因沿街橱窗的通宵

灯光，闲时店铺前的空间成为周边居民夜间散

步、休息聊天的集聚场所。休息日从日间到晚

间的人群活动呈现由居住到休闲活动的转变，

高活力值集中于南洋1931商业广场和画家

街；21：00之后，除生活艺术馆店前空间外，南

洋1931商业广场和创意广场（18：00结束营

业）的室外空间也出现了大量的滑板、弹唱、

休憩等活动。由此可见，建筑广场、店前空间等

提供照明的街道灰空间，在夜间表现出对街道

活动的显著正向影响。

文定路缺乏对停驻空间和设施的合理布

局，致使人们交往互动的意愿极低，人群活力

分布不均。因为空间设计的冷漠而造成街头社

交的缺失，一定程度加速了社会隔离现象的恶

化[28]，难以形成邻里亲近的社会氛围。通过改

善街道休憩设施和活动场所、加强灰空间的多

元化利用等方式，不仅可以增加人民的步行率

和交往互动机会，还能改善邻里关系，获得良

好的社会支持和社区融入，对居民心理健康有

显著积极作用，是社会健康的关键要素。

3.4  社区产业评价分析

健康的街道发展应具备充足的弹性和韧

性，为社区原生产业的转型发展提供长效支

持。分析发现，目前文定路的街道活动未与独

有的建筑家居、新艺术产业形成相互关联，街

道空间缺乏场所营造亟需的地方依恋和消费

环境，街道空间发展难以得到健康稳健的经济

支撑。

健康的街道产业不仅可以提供具备属地

特色的公共活动和消费场景，提升到访者的重

访意愿，建立情感联系，还可以吸引社会资本

和公众积极参与[2]13，持续推进街道空间的有

序更新，以精明投资的方式促进健康街道的发

展。尽管文定坊拥有享誉上海的“画家街”，也

是重要的家居创意集聚区，但与常规的街道风

a  行人街道使用量分布                     b  非机动车街道使用量分布              c  机动车街道使用量分布
图4 城市交通影像数据分析
Fig.4  Urban traffic image data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文定路周边交通拥堵数据分析
Fig.5  Traffic congestion data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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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和商业活动基本一致，没有形成独有的场所

特性和地方依恋。

通过空间分布数据的叠合分析，文定坊

的优质活动与社区产业的关联性不强，现有人

群停驻热度以商务楼和商业广场为核心，而特

色的家居创意和艺术产业却店面冷清。街道风

貌和人群活动皆与原生的文化产业特色毫无

关联，弱化了行人和沿街业态间的交流渗透，

产业经济活力难以长期维系。主要原因在于原

生产业与沿街空间的割裂，没有形成与产业文

化特色相适应的消费场景。可以通过盘活存量

的产业资源，以节点风貌和主题活动链接街道

空间“经营者”和“使用者”的消费体验，提

升社区认同和凝聚力，作为健康街道的产业发

展和可持续运营的内驱动力。

4 健康街道的优化策略

4.1   基于健康视角，拓展街道设计策略

健康街道的优化策略不仅是一个理想化

的街道模型，更是一个不断优化使用体验的

过程。保证出行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健康

街道建设的核心要求，其次是拓展街道的社

会属性，关注社交活动和社区产业的互动需

求，增强社会认同和地方依恋。将健康城市的

干预理念融入街道要素中，对不同类型的街

道空间进行测度评价和设计引导，形成涵盖

“健康行为、社交活力、社区产业、精细管理”

的健康街道优化策略（见图8），营造良好的

街巷环境，提升街道社交属性和商业形象，引

导公众健康生活方式，助力健康城市的持续

建设。

4.2  兼顾身心需求，引导日常健康行为

践行健康城市理念的街道设计，首先协

调空间环境对个体层面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通过建成环境和交通组织两个方面对街道外

部环境进行优化提升。一是基于经典街道设计

理论，完善公共设施，塑造建筑风貌和街道景

观等，解决缺少座椅、路面破损、临街侵占、首

层空间混乱等问题，兼顾街道的功能性、适用

性和美观性。二是促进街道交通环境的公平化

发展，重点关注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人

群的交通组织，分别通过无障碍设施、减速带、

步行空间围合等物理干预，共享街道铺装、交

通标识等视觉干预，以及禁停划定、集中停车

等行政干预方式重新分配路权，扩大主动式交

通出行区域，最大程度保证慢行空间的安全、

畅通和舒适，鼓励在家附近散步、遛狗、骑行等

日常体力活动的健康行为。

图6 地铁出站人群的分流模拟
Fig.6  Diversion simulation of metro exit crowd

图7 街道人群热力图
Fig.7  Heat map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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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强调自发组织，增强社群交往活力

道路红线的规划条件通常限制了街道的

公共空间潜力，休憩设施的布局通常受到人行

道宽度、绿化设施和车行出入口等约束。然而

常规的人行道宽度通常难以布局满足陌生居

民间社交和活动需求的公共空间，因此街道设

计应拓展有限空间内的社交活动的适用性。街

道的出行高峰普遍随通勤时间的变化而转变，

因此从全时共享的角度重新定义街道的使用，

强调空间组织的灵活性，将可移动的人和物作

为街道活动的核心承载，引导自发性社交行为

的发生，可以满足多样性的公共空间需求。

充分考虑沿街店铺经营和通勤出行的时空

变化，通过可移动设施的移动和重组，高效利用

街道闲时的店前空间、商业广场、停车场等街道

灰空间，设置错峰共享的街道空间计划，在既定

时间、既定区域内明确空间共享的使用许可，将

公共空间的选择和组织权利交还给街道的经营

者与使用者，形成容纳外摆餐吧、音乐弹唱、小

型集市等活动的共享空间，从而发掘慢行消费

潜力，提升交流质量，成为一种适应迭代需要、

自下而上生长的行动方案。把街道空间作为增

强社会参与和社会包容的触媒，将有利于完善

人与人、人与城市的场景连接，提高居民参与

街道活动和社交的意愿，达到促进公众身心健

康和社会关系健康的目的。

4.4  引导产业赋能，推动街区可持续发展

后疫情时代，大众对传统餐厅、商铺等密

闭型商业空间的需求减少，沿街业态空间与外

部街道的隔离加强。通过强化社区原生产业与

外部人行空间的渗透，提炼产业特色作为街区

的形象符号，组织街道特色的公共活动，可以

提升地方依恋和重访意愿，改善产业经济与环

境的共生关系。以“人—产—城”的功能体验

作为情感连接，逐渐培育特色场所记忆，提高

社群对街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促进“街道空

间”向“街区场所”发展。

鼓励街区管理与临街物业的合作共治，

形成以主导产业为主题的“街道新消费”模

式，发展“混合、集约、交互”的街区体验升级。

以产业符号、空间展示、艺术景观等方式构建

街道主题形象，推动与“街道经营者”关联的

展览、路演、外摆等公共活动，丰富临街产业界

面，吸引步行者深度参与，推动原生产业和街

道活动的良性共生。

通过提升社区认同和地方依恋，培育与社

区产业关联的街道形象品牌，一方面可以构建

场所记忆，增加对外曝光度，扩大既有产业的

目标人群，提高重访机会，促进步行和社交活

动；另一方面，持续引流将促生更多的交往空

间和商业机会，从而吸引社会资本持续优化空

间环境和业态功能，拓展社区产业的生命线，

形成支撑街道空间可持续更迭的经济动力。

4.5  借助智慧街道，谋求空间精细化管理

通过智慧停车、智慧灯杆、智能公交等感

知端，扩展声音、图像、空气质量、交通流量等

数据的采集，建立街道建成环境和使用数据的

智慧监测和数据比对，促进街道使用和服务效

率，提升应对公共服务和公共卫生挑战的反应

速度。在用户端以公众参与为精细化治理的核

心，推进行政管理、商业物业、社会团体和街道

访客的终端互通，鼓励由街道管理者和使用者

共同参与公共资源与活动的组织管理，通过线

上信息发布、活动预约、推广展示、意见反馈等

功能，达到街道使用需求和街道监管数据实时

反馈的目的。依托凝聚市民治理合力，促进街

道空间组织、流量疏导和服务设施的精细化管

理，积极引导公众的户外体力活动和社会交

往，为公共健康和社会参与提供技术支持。

5  结语

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空间抓手，后

疫情时代的街道已不仅是交通出行的设施网

络，更承担着公共卫生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功

能。本文以公众健康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从建

成环境、交通出行、社交活动和社区产业4个

维度初步构建健康街道要素的测度框架，引入

城市多源数据，验证其在街道设计中的应用。

基于此，本文从健康行为、社交活力、社区产

业、精细管理的干预视角，提出健康城市导向

下的街道空间优化策略，旨在为健康街道在微

观层面的测度评估和规划设计做出贡献。

本研究不足在于，当应用于大规模、城市

级的健康街道横向比对和评价时，因部分测度

指标需依靠现场调研和专家打分，其评价数据

的收集和分析效率存在局限性。未来可引入深

度学习模型进行大规模的街景图像识别与分

析，不断完善街道空间要素的客观测度，提升

评价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以期为后续健康街道

的研究和实践提供进一步的支撑。

图8 街道优化策略结构
Fig.8  Structure of optimization strateg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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