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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体面对变化时，如何衡量自我的变化和恢复？
How will people react to change and recover phy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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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体面对变化时，如何衡量自我的变化和恢复？
How will people react to change and recover physically 



城市，该如何回应变化，保持自身稳态，自动实现自我恢复？

How will city react to change and keep steady automatically？



研究设计框架 Research Framework00



01 环境问题诊断 Problem Diagnosis



环境问题诊断——宏观政策研究 City scale 01

上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浦东东岸贯通规划草案

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年度体检

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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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诊断——中观沿江对比 Region scale01

对比与民生码头同等尺度下的六个滨江区域，分别是新江湾城区、杨浦滨江区、外滩陆家嘴区域、世博会区域、徐汇滨江区域。



环境问题诊断——中观沿江对比 Region scale01

路网可达性

交通等时圈

环境品质

环境活力

• 硬件上（路网可达
性及交通等时圈），
新民洋有明显的两
极分化现象；

• 软 件 上 （ 环 境 品
质），新民洋仅次
于外滩；

• 但环境活力不足，
步行尺度设计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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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诊断——中观沿江对比 Region scale01

 功能活力对比 Comparison

地段位置功能种类及比例

地段人口密度和分布

• 功能与外滩类似，显示出较强对内性和服务
业主导性；

• 交通设施比重过大，公共服务功能较弱。

• 总体人口密度较高，极化现象明显；
• 人口分布不均，密度由沿江向南侧居住递减。



环境问题诊断——中观沿江对比 Region scale01

 空间色彩分析 Color analysis

• 黄浦江两岸城市色彩情绪疗效特征存在差异性；
• 基地内部色彩情绪疗效不显著，与外部空间延续性较弱。



环境问题诊断——微观场地诊断 Site scale01

 空间要素分析 Spatial elements

各层要素叠加 现状条件及POI功能

• 场地问题：历史性建筑外墙面破损、基地周边车行道破损、垃圾堆积；
• 场地亮点：新修跑步道、花坛绿化、部分历史建筑改造。



环境问题诊断——微观场地诊断 Site scale01

 出行吸引力及可达性
Accessiblity

• 内部道路使用率低：三种出行方式吸引力均小于可达性；
• 交通纵向延伸不足：横向交通可达性大于纵向交通。



环境问题诊断——微观场地诊断 Site scale01

场地人口活力

 活力及其影响因素 Activity and behavior

咕咚跑步分布

视域分析

交通方式选择

• 周末人群活动时间延后，晨夜跑情况迥异；
• 沿江区域视野不足，存在空间割裂；
• 场地可达方式多样，人群潜力较大。



02设计概念及多元评价体系构建



设计概念 Design concept02

• 设计初衷：城市像人体应具有自我免疫与修复能力；
• 影响机制：建成环境受自然环境影响，从而影响人群行为，通过各类传感器的布设，监测人群活动特征，从而通过各类智慧设施满足

人群需求或干预人群行为，增强其对场地的认知。；
• 最终目的：使城市片区系统在不同情境下都能达到一种稳态。

 公共空间评价维度 Evaluation dimension



多元评价体系构建 Multi-evaluation dimension02



场地要素评价 Current evaluation02

• 建成要素：主要观察建筑物、街道、公共空间以及基础设施四项指标的品质及使用情况；
• 自然要素：主要将该空间内的绿视率与绿化程度作为评价标准；
• 行为要素：考虑使用者对该空间的使用意愿，分为静态、动态两种；
• 人文要素：考虑该空间人文历史性要素的保留程度以及自身的标示性、空间自明性；
• 感知评价：综合上述维度观察的种种要素及评价着自身体验。

 31处公共空间
——现场调研采集照片、百度街景、Google Earth航拍影像图——人工评价



03设计方案及空间分析



方案设计 Design plan03

1.商业外摆
2.灯光投影
3.临时展览

4.临时表演
5.紧急疏散
6.信息服务

1.涉水地面
2.雨水花园
3.屋顶绿化
4.生态沼泽

5.雨洪控制
6.亲水平台
7.水质监控
8.空气监控

建成要素

自然要素

1.通勤流线
2.参观流线
3.休闲活动

4.户外运动
5.儿童区
6.老人活动

1.建筑保护
2.城市雕塑
3.回收利用

4.临时活动
5.社区设施

行为要素

人文要素

1.微气候监控
2.评价平台

3.众创设区
4.互动装置

感知要素

1.民生路渡口-游船码头
2.历史文化节点
3.休闲娱乐节点
4.户外运动节点
5.昌邑路地铁站
6.歇浦路地铁站
7.简仓遗址公园喷泉广场
8.简仓遗址公园雕塑广场
9.滨水公园

节点功能



空间要素 Spatial elements03

1.商业外摆
2.灯光投影
3.临时展览

4.临时表演
5.紧急疏散
6.信息服务

建成要素

1.涉水地面
2.雨水花园
3.屋顶绿化
4.生态沼泽

5.雨洪控制
6.亲水平台
7.水质监控
8.空气监控

自然要素

1.通勤流线
2.参观流线
3.休闲活动

4.户外运动
5.儿童区
6.老人活动

行为要素

1.建筑保护
2.城市雕塑
3.回收利用

4.临时活动
5.社区设施

人文要素
1.微气候监控
2.评价平台

3.众创设区
4.互动装置

感知要素

1.民生路渡口-游船码头
2.历史文化节点
3.休闲娱乐节点
4.户外运动节点
5.昌邑路地铁站
6.歇浦路地铁站
7.简仓遗址公园喷泉广场
8.简仓遗址公园雕塑广场
9.滨水公园

节点功能



空间要素素 Spatial elements03

建成
要素

自然
要素

行为
要素

人文
要素

感知
要素

 五种空间维度的设施类型的多种选择



空间系统分析素 Spatial system03

八个系统：城市连接、慢行交通、社区服务、机动交通、自然生态、智慧控制、健康反馈、虚拟互动系统



空间系统分析 Spatial System03



空间模拟 Spatial simulation03

 雨水模拟

在50年一遇的降水情况下，
在现状基础上增加透水铺地后，
表面径流瞬间减少17.4%。

同样的降雨条件下，在透水铺
地基础上增加雨水花园，则平均
表面径流较现状减少26.7%。

生态沼泽虽然面积不大，但可
以减少3%的表面径流。



空间系统分析 Spatial simulation03

 微环境模拟

利用上海市典型夏季气象参数对地块进行
多情景模拟，并分析其对街道空间人体热舒适
度的改善情况。

--利用建筑第五立面，增加屋顶绿地，降低屋
面温度，提升人行空间热舒适性；

--扩大滨水空间，建设亲水平台，降温作用；

--底层建筑街区，增加地面绿化，软质铺装；

--高层建筑，利用垂直绿地；

--大体量空间，增加透水地面，增加绿化设施；



04节点设计



节点设计 Node design04

改造前此路段为街区支路，周边为住区，存在人行道不足空间不足、道路设施缺乏，非机动车占道等问题，设计中针对步行空间界面、
铺地、休闲设施、停车设施、景观设施进行改造。

节点一：昌邑路-苗圃路-浦东大道路段



节点设计04

改造前此路段为住区街巷，周边住区建筑以山墙面居多，变电箱、垃圾站等服务设施对街道品质影响较大，交通状
况混乱。设计中针对界面品质和设施整合、步行空间品质进行改造。

节点二：昌邑路-夹浦路-浦东大道路段



节点设计04

改造前此路段为双向四车道，周边围墙使街道空间显得乏味，尤其施工等现状，侵占了人行道空间。为提高周边居
民活动品质和安全，改造中空闲空间加入路边休闲跑道和景观设施，并对车行道进行稳静化考虑。

节点三：夹浦路-昌邑路-民生路段



节点设计04

改造前该区域为封闭区域，功能未知，与周边联系较弱。为更好地与周边社区联系，提高居民前往滨江区域的联系性，
改造中将其打通，与社区衔接，并设置路边景观，增加居民的可达性。

节点四：筒仓区滨江大道节点



节点设计04

改造前该区域为普通的滨水空间，具有一定的防汛能力，但公共空间的使用性不强。作为人群活动的潜在
吸引点，我们试图使其增加具有调节能力的防汛滨水步道。改造后，该区域成为具有海绵功能的滨水公共空间。

节点五：民生码头



节点设计04

改造前该区域为停车场，形式单一，空间浪费较大且空间品质较低，为了营造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及疏散场地，
我们将其功能移植地下。改造中该场地与滨水空间衔接，针对铺砖、植物等进行设计，将其改为慢性系统节点。

节点六：苗圃路景观廊道与筒仓区交叉点



节点设计04

未来的黄浦沿江岸是一个像人体一样的具有自我治愈功能的城市区域，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城市风貌。结合传感
设施和科技设施，将城市编织成一个智慧网，在定位、数据反馈的基础上，调节治愈设施，使城市更加智慧和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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