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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窄路密网的核心思想重构街巷体系!分析开放式街区街道布局形态及建筑布局形

态&结合街区内部道路开放程度!将开放模式划分为部分开放模式和完全开放模式!分别针对规划

新建街区及现状已建街区的生活居住区$商业办公区$机关大院及高等院校适用的开放尺度及开

放模式进行研究!对开放街区的推广和建设实施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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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

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要求新建

街区推广街区制#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逐

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

题#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加强

自行车道和步行系统#倡导绿色出行%而传统街区

布局存在尺度大$封闭式管理等特点#往往造成街道

布局稀疏$宽大马路等问题%窄马路$密路网具有高

连通性$高可达性$高渗透性等特点#如何结合窄路

密网的核心思想逐步有条件$有选择$有层次地开放

值得深入研究%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仅停留在宏观定

性层面#关于开放尺度及开放模式的研究较少#对开

放式街区建设缺乏指导性意义%

!

"

开放街区布局形态分析

!#!

"

传统街道布局形态

根据路网密度特征及空间结构特征#将传统街

道划分成表
2

所示
;

种布局形式%

!#"

"

窄马路$密路网街道布局形态

传统街道布局形式间距较大#缺少毛细血管路#

不利于人车通行%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

理念倡导以人为本$方便快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

邻里和谐%基于窄马路$密路网的道路布局理念#路

网间距为
0""

!

;""+

时#适用对象以车辆为主&

2""

!

0""+

时#适用对象为人车共享&

5"

!

2""+

#

适用对象以慢行为主%

表
!

"

传街道统布局形态

布局

形态

路网密度特征(

!

(+

)

(+

30

"

空间结构特

征!间距"(

+

服务对象及

适用区域

1 !

!

- !""

!

5""

机关大院$高等学校

` -

!

4 ;""

!

!""

居住区

P 4

!

2" 0""

!

;""

商务商业区

!#$

"

开放街区街道布局形态

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将开放式街区定义为将

街区内部道路$广场$绿地等空间开放为公共使用的

街区%功能区内部的附属道路分为两种!见图
2

"'

2

"组团路%为功能用地的贯通性道路#至少应有两

个出入口连接城市道路#构成小区微循环道路#其路

面宽度不宜小于
!+

%

0

"宅间路%即与组团路相

连通的道路#楼宇之间的末端道路定义为宅间路#宅

间路的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0/5+

%

图
!

"

功能区内部道路分级

根据窄马路$密路网的核心思想重构街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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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建筑布局形态#合理划分街区内部公共空间#

已建街区逐步打开高校$机关大院等超大型社区#新

建街区逐步推广窄路密网布局形态#合理打造开放

式街区%开放街区布局形态'

2

"街道布局形态%窄

街道$密路网$小街区$方格网形路网%

0

"建筑布局

形态%公共建筑和公寓大楼紧贴道路红线$采用行

列式布局$相邻建筑或直接拼接建造或只留狭窄通

道#建筑主次入口一般直接沿街设置%

开放街区的研究目的'

2

"加密街道网络#缓解

交通拥堵&

0

"减少步行距离#方便邻里生活&

;

"释

放公共空间#共享生活街巷%

"

"

开放街区开放模式分析

结合街区内部附属道路开放程度#将开放街区

分为部分开放模式和完全开放模式%街区部分开放

模式是指将组团路打开供慢行系统通行#根据路网

间距及需求对车行开放组团路#开放等级为慢行
%

公交
%

社会车辆#宅间路不应对慢行及车行开放&街

区完全开放模式是指将组团路和宅间路打开供慢行

系统通行#根据路网间距及需求对车行开放组团路#

开放等级为慢行
%

公交
%

社会车辆!见图
0

"%街区

尺度应符合表
0

的规定%

图
"

"

开放街区开放路径示意图!单位'

+

"

表
"

"

不同功能区街区尺度推荐值

城市功

能区

街区尺度(
+

长 宽

路网密度(

!

(+

)

(+

30

"

居住功能区
0""

!

;"" 2""

!

;"" #

!

25

商业办公区
2""

!

0"" 2""

!

0"" 2"

!

0"

机关大院与

高等院校
0""

!

!"" 2""

!

0"" #

!

25

"

注'石油加工$精品钢$化工等占地较大的工业街区根据

实际用地需求确定街区尺度&历史城区街区尺度按照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相关要求控制%

"#!

"

规划新建街区开放模式分析

规划新建街区开放模式'

2

"街区开放尺度%规

划新建街区应结合用地功能和开发强度综合确定街

区尺度#形成窄路密网的空间格局#满足开放便捷$

尺度适宜的街区建设要求#街区尺度按表
0

控制%

0

"开放等级%规划新建街区内部道路开放等级为

行人
%

非机动车
%

社区公交
%

社会车辆%

;

"慢行

路网密度%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重要交通枢纽$各等

级城市客流走廊沿线等高强度行人聚集区
5""+

范围内及城市的高密度分区#慢行交通系统网络密

度不宜低于
2!(+

(

(+

0

%

!

"开放模式%规划新建

居住生活区采用部分开放模式&商业办公区采用完

全开放模式#街区不设围墙&机关大院和高校园区采

用部分开放模式#有特殊需求时可采用完全开放模

式%根据街区用地属性#结合内部两种附属道路开

放程度具体分析规划新建街区居住生活区$商业办

公区$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的开放模式及开放方式%

"/!/!

"

居住生活区开放模式

居住区属于居民休闲生活的重要场所#进出多

为所在小区的居民#考虑居住区的用地属性#规划新

建居住生活区宜采用部分开放模式#建设以宜居健

康为主导的开放式街区%如图
;

所示#组团路直接

图
$

"

规划新建街区
)

居住生活区开放模式示意图!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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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为公共道路供慢行系统通行&组团路出入口设

置车辆出入管理设施#限制外部过境车辆进入街区

内部&网络密度为
#

!

25(+

(

(+

0

#街区尺度见表
0

%

通过打开大型居住区组团路提高慢行舒适性和方便

邻里生活#将住宅景观空间与城市景观空间开放整

合#达到功能区交通便捷的目的%

"/!/"

"

商业办公区开放模式

结合商业办公区用地属性及对进出人流$车流$

物流的分析#规划新建商业办公区宜采用完全开放

模式#即以街区活力为主导的开放模式%街区不设

围墙#楼宇间道路直接开放为公共道路供车行$慢行

系统通行&网络密度为
2"

!

0"(+

(

(+

0

!见图
!

"#街

区尺度见表
0

%对于高强度开放商业金融区#建议

以
0""+

间距设置地下车行道路#部分地区可采用

单行道#以片区为单位形成微循环#避免冲突%

组团路以过境功能为主#提高机动车交通便捷

性和可达性&宅间路主要承担近距离慢行交通!自行

车和步行"和以到发功能为主的停车活动#满足居民

漫步休闲$娱乐交往等需求%通过人车分流$绿色引

导等方式达到车流和人流连续顺畅$活力交往等多

重目的#营造垂直多元$功能复合$资源均分$形式多

样的社区%

图
%

"

规划新建街区
)

商业办公区开放模式示意图!单位'

+

"

"/!/$

"

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开放模式

结合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用地属性及进出人员

特性#规划新建机关大院和高校园区宜采用部分开

放模式#有特殊需求时可采用完全开放模式#即采用

以交通便捷为主导的开放模式%网络密度为
#

!

25

(+

(

(+

0

!见图
5

"#街区尺度见表
0

%组团路承担车

行交通到发功能和过境功能#并满足慢行交通出行

需求#提高机动车交通的便捷性和可达性#同时减少

行人绕行距离#方便机关大院及高等院校与周边区

域衔接%

图
&

"

规划新建街区
)

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开放模式示意图!单位'

+

"

"/!/%

"

规划新建街区开放模式对比

通过对街区属性及来往人流$车流的分析#不同

街区应采取分程度$分层次适度开放策略#遵循因地

制宜$分区分类的原则制定开放实施路径#结合实际

情况合理选择开放时机#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开

放%规划新建街区各地区开放模式对比见表
;

%

"#"

"

现状已建街区开放模式分析

现状已建街区开放模式'

2

"街区开放尺度%现

状已建街区应结合街区类型$交通需求$街区周边路

网密度$道路拥堵情况$街区路网间距及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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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规划新建街区开放模式对比

开放地区 开放模式 开放道路
空间结构特征!路网

密度"(!

(+

)

(+

30

"

开放方式 目标效果

居住生活区 部分开放模式 组团路
#

!

25

健康有序$慢行优先$步行

有道$设施可靠$互动共享

促进邻里交往$

健康和谐

商业办公区 完全开放模式
组团路$

宅间路
2"

!

0"

功能复合$活动舒适$空间

宜人$视觉丰富$历史传承
增强街区活力

机关大院与

高等院校

部分开放模式或

完全开放模式

组团路或

宅间路
#

!

25

系统协调$适度分离$车速

管控$公共品质$生态种植
提高交通便捷性

因地制宜地合理选择开放模式和服务对象%居住生

活区的街区开放尺度宜为
2""

!

25"+

#商业办公区

宜为
;"

!

5"+

#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宜为
2""

!

25"

+

%

0

"开放等级%现状已建街区内部道路开放等

级为行人
%

非机动车
%

社区公交
%

社会车辆%

;

"

车行开放条件%街区周边道路拥堵且实际情况允许

的条件下#街区路网间距大于
!""+

时#可将街区

内部组团路对外部车行开放%

!

"开放模式%现状

已建街区居住生活区采用部分开放模式#商业办公

区采用完全开放模式#机关大院和高校园区采用部

分开放模式%根据街区用地属性#结合内部两种附

属道路开放程度具体分析现状已建街区居住生活

区$商业办公区$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的开放模式及

开放方式%

"/"/!

"

居住生活区开放模式

现状已建居住生活区是以交通便捷和宜居健康

为主导的开放式街区#宜采用部分开放模式#将街区

内部组团路开放为公共道路%组团路开放后服务于

慢行系统#街区道路间距宜为
2""

!

25"+

#以提高

人行舒适性和方便邻里生活&周边道路拥堵严重且

路网间距大于
!""+

存在实施条件时#可将组团路

对外部车行开放#起到缓解周边道路交通拥堵的作

用#提高交通便捷性和可达性!见图
-

"%现状已建

居住生活区开放旨在提高交通便捷性$邻里关系健

康和谐#倡导小区住宅景观空间与城市景观空间共

享整合#达到资源均匀分配$互相融合的效果%

图
'

"

现状已建街区
)

居住生活区开放模式示意图!单位'

+

"

"/"/"

"

商业办公区开放模式

现状已建商业办公区是以交通便捷和街区活力

为主导的开放式街区#宜采用完全开放模式#将楼宇

间道路开放为公共道路%组团路和宅间路开放后服

务于慢行系统#街区道路间距宜为
;"

!

5"+

&周边

道路拥堵严重且路网间距大于
!""+

存在实施条

件时#可将街区内部组团路对外部车辆开放!见图

#

"%组团路以过境功能为主#宅间路主要承担近距

离的慢行交通!自行车和步行"及以到发功能为主的

停车活动%

"/"/$

"

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

现状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采用以交通便捷为主

导的开放式街区模式#宜采取部分开放模式%组团

路开放后服务于慢行系统#街区道路间距宜为
2""

!

25"+

&周边道路拥堵严重且路网间距大于
!""+

存在实施条件时#可将街区内部组团路对外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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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现状已建街区
)

商业办公区开放模式示意图!单位'

+

"

开放!见图
4

"%组团路出入口宜设置车辆出入管理

设施#限制外部过境车辆进入街区内部%开放组团

路有助于缓解周边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提高交通便

捷性和可达性#同时满足居民漫步休闲$娱乐交往等

图
5

"

现状已建街区
)

机关大院与高等院校开放模式示意图!单位'

+

"

需求%

"/"/%

"

现状已建街区开放模式对比

开放街区的实施需遵循新旧有别$分区分类的

原则#结合现状已建小区的街区类型合理选择开放

模式和开放方式%现状已建街区各地区开放模式对

比见表
!

%

表
%

"

现状已建街区开放模式对比

开放地区 开放模式 适用条件 开放道路及服务对象
街区尺度

特征(
+

目标效果

居住生活区
部分开放

模式

路网间距
%

!""+

且周边道路拥堵 开放组团路#服务机动车交通

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及公交枢纽可达性

差$慢行系统不完善$社区交往不便利
开放组团路#服务慢行交通

2""

!

25"

提高交通便

捷性$倡 导

健康和谐

商业办公区
完全开放

模式

路网间距
%

!""+

且周边道路拥堵 开放组团路#服务机动车交通
2""

!

25"

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及公交枢纽可达性

差$慢行系统不完善$街区活力不足$

社区交往不便利

开放组团路$宅间路#

服务慢行交通
;"

!

5"

提高交通便

捷性$增 强

街区活力和

交往便利性

机关大院与

高等院校

部分开

放模式

路网间距
%

!""+

且周边道路拥堵 开放组团路#服务机动车交通

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及公交枢纽可达性

差$慢行系统不完善$社区交往不便利
开放组团路#服务慢行交通

2""

!

25"

提高交通便

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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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以下措施保持其客流稳定'

!

2

"票价$票制是影响轨道交通客流较敏感的

因素#票价高低直接影响客流的多少#从而影响经营

利润%当实际客流比预测客流少时#可采取适当降

低票价或特惠票的方式吸引客流转向轨道交通#如

团体票$月票$学生票$老年人票$往返优惠票等#这

些客流一旦转向轨道交通#有望形成稳定的客流%

!

0

"常规公交车与轨道交通的换乘是轨道交通

客流的来源之一#可通过加强两者间的衔接增加轨

道交通的客流%延长公交车的线路使其与轨道交通

的站点相连接#可增强轨道交通的辐射范围#增加轨

道交通的客流#还有利于缓解道路交通压力%

!

;

"在轨道交通建成后#可加强对沿线的土地

开发与利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形成商业$娱

乐$住宅于一体的空间区域#吸引客流的同时避免无

效出行%

%

"

结语

轨道交通的客流预测是前期研究的中心环节#

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必要性$规模选择$经济效益分

析和各项专业设计的基础和依据%该文在长沙市综

合路网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四阶段法对轨道交通
-

号线进行客流预测与分配#采取原单位法进行客流

产生预测$平均增长率法进行分布预测$多项
B̂

F

*6

模型进行方式划分#并用
Y,\

模型分配客流#以

$%EG)P1V

为辅助得到
;

个特征年综合交通发展趋

势及
-

号线全日客流量和高峰小时客流量&同时对

预测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方法从近期和远期两个视角来阐述#并提出了基于

敏感性因素的客流补偿措施%客流预测结果对轨道

交通
-

号线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能促进提

高投资效益#节省工程投资#进一步加快轨道
-

号线

建设进程#推进长沙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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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开放式街区具有道路网络更密集$土地利用更

集约$街坊尺度更宜人等优点%该文以窄路密网和

开放式街区为背景#提出部分开放模式和完全开放

模式#并分别对规划新建街区$现状已建街区居住生

活区$商业办公区$机关大院和高等院校的开放尺度

及开放模式进行分析#对开放式街区的具体建设给

予指导%开放式街区的实施还需从法律和地方法

规$规范制定$管理执行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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