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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的提出

01

1.1 场地调研

1.2 调研资料的整合与分析

B A C K G R O U N D  A N D  M E A N I N G

1.3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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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内容 上位规划

武昌古城保护与复兴规划武昌区空间结构规划 武昌区产业结构规划

• 以得胜桥千年老街、黄鹤楼、首义文化区为纵轴，以东西
城壕、蛇山、张之洞路为横轴，通过“一纵三横”的空间结
构推动武昌古城重要特色空间的实施建设，引导武昌古城
的整体复兴，集中展现武昌古城千年历史文化与“山江际
会”的古城生态格局。

• “3+2”空间格局：

3大功能区—华中金融城、滨江文化商务区、武昌古城
2翼新城—白沙新城、杨园新城

通过文献阅读、资料查找与现场调研的方法，收集城市设计的上位规划，梳理场地特征

文献阅读与资料收集法1.1场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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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段

通过文献阅读、资料查找与现场调研的方法，收集城市设计的上位规划，梳理场地特征

调研内容 历史沿袭

调研内容 昙华林历史街区

文献阅读与资料收集法1.1场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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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阅读与资料收集法1.1场地调研

场地特征：
• 位于长江左岸的武昌古城区，武胜门-昙华林历史地段内

• 位于首义人文轴和蛇山生态轴附近，但场地内部景观要

素较少且缺乏规划

• 集自然、历史、人文和艺术等特征于一体的“山-城-街

巷-建筑”的街区结构

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优势：

• 古城文化：昙华林依城墙而展，构成了独特的古城文化，

历史文物遗存赋予了古城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具有深刻革

命意义的纪念价值

• 自然文化：螃蟹岬、花园山、凤凰山间的山谷中，现存

的历史建筑依山而建或散布于三山之间

• 宗教文化+建筑文化：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影响，昙华林

的整体建筑风貌呈现出中西交融特征

• 艺术文化：“昙华林艺术村”的改造

调研结论

通过文献阅读、资料查找与现场调研的方法，收集城市设计的上位规划，梳理场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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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注记法1.1场地调研

调研内容

注记类型：
• 基地交通空间（基地道路形态、基地道路节点）
• 建筑类型（社区配套设施、居民加建建筑、文娱建筑、历史建筑）
• 社会行为（自发性行为、集体行为）

通过文字、影像、手绘等方式完成场地空间注记，广泛记录空间节点、人的活动、标志、建筑细部等调研对象，对
场地形成直观的认知，并初步提炼归纳场地空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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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注记法1.1场地调研

调研结论

场地特征：

商业区与居住区混合，分布有较多历史建筑

 新旧建筑群体混合，形成不同标准、不同尺度的居住空

间

场地主要干道为东西向的昙华林街道和粮道街

 居民自建行为对有限空间进行了满足自身合理需求的改

造

街巷文化：大部分历史建筑依山而建，民居错落，反映了

历史街巷的结构形态和基本骨架

缺陷与矛盾：

场地内道路普遍较窄，且人车共行，存在堵塞与安全问题

供人群停留活动的节点空间较少

老旧拆迁区造成部分区域及道路无人使用且卫生较差

通过文字、影像、手绘等方式完成场地空间注记，广泛记录空间节点、人的活动、标志、建筑细部等调研对象，对
场地形成直观的认知，并初步提炼归纳场地空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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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PL调研法1.1场地调研

运用“地图标记”、“计数”、“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方法， 探索“必要性”、“自发性”、“社会性”活动类型和人群的年龄特
征、空间分布，以及人群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调研内容

• 研究方向：历史建筑及周边空间
• 研究内容：选取崇真堂及日知会两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调研建筑使用情况、沿街底层立面评价、人群活动时

间与空间分布等内容，并进行对比，讨论两者的异同并分析原因及影响因素



10

PSPL调研法1.1场地调研

调研结论

场地特征：

历史建筑对周边建筑的风貌有较大影响，同时是吸引居民

及游客的停留点

历史建筑更新改造后定位对使用人群的类型及行为活动有

较大影响

优势：

历史建筑附近街区风貌较好

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将商业、历史建筑和社区较好地结合

在一起（立面、功能、材质等）

缺陷与矛盾：

道路较为单一，可分散人流的支路系统不够完备

道路停留区域及人群活动小广场少

社区内部历史建筑及周边缺少修缮

运用“地图标记”、“计数”、“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方法， 探索“必要性”、“自发性”、“社会性”活动类型和人群的年龄
特征、空间分布，以及人群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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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访谈法1.1场地调研

运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不同人群对场地特征的认知及满意度，更加全面深入分析场地优势与缺
陷，为后续改造策略提供依据基础

调研内容 问卷

• 访谈地点：昙华林
步行街、戈甲营社
区内部、历史建筑
附近访谈对象：游
客（青少年、中年、
老年均有）、居民
（以中老年为主）

• 访谈内容：从可达
性、安全性、舒适
性及参与性四个方
面收集居民与游客
对场地的认知并总
结，比较不同视角
对公共空间的关注
点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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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访谈法1.1场地调研

调研内容 访谈

访谈词频分析

• 访谈地点：昙华林步行街、戈甲营社区内部、历史建筑附近访谈对象：游客（青少年、中年、老年均有）、居民
（以中老年为主）

• 访谈内容：从可达性、安全性、舒适性及参与性四个方面收集居民与游客对场地的认知并总结，比较不同视角对
公共空间的关注点的异同

运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不同人群对场地特征的认知及满意度，更加全面深入分析场地优势与缺
陷，为后续改造策略提供依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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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访谈法1.1场地调研

调研结论

优势：

交通方便、可达性好

昙华林历史街区改造效果较好，对居民与游客均有较高的

吸引力

缺陷与矛盾：

游客与居民生活割裂

基础设施分布与数量不够，与商业区相比，社区基础设施

更少

街区业态与活动类型更吸引青中年，而片区老年人口数量

众多

道路宽度与修缮程度不未达到活动所需

老旧建筑过多，历史建筑、新建建筑、修缮建筑协调性差

运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不同人群对场地特征的认知及满意度，更加全面深入分析场地优势与缺
陷，为后续改造策略提供依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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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脉与风貌调研法1.1场地调研

采用档案研究、地图叠加等方法梳理昙华林街区的历史演变过程，并调查街区的城市风貌组成要素，总结和提炼其
街区文脉与风貌特征，定位其当前在城市文脉与风貌层面上的优势及问题

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历程

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自形成于明清后，随着历史变迁经历了多次更新改变，包括空间形态以及政治、宗教、教育、文化
等各方面的更新，主要经历四个阶段。

调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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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脉与风貌调研法1.1场地调研

调研内容 建筑群分析

采用档案研究、地图叠加等方法梳理昙华林街区的历史演变过程，并调查街区的城市风貌组成要素，总结和提炼其
街区文脉与风貌特征，定位其当前在城市文脉与风貌层面上的优势及问题

调研内容 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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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脉与风貌调研法1.1场地调研

调研结论

场地特征：

历史较多集中在瑞典教区和花园山一带，易于形成游览圈

老旧建筑较多，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昙华林片区历史建筑周边建筑主色调大多与历史建筑呼应

融合，辅色调则是以主色调变化的颜色，确保整体历史文

化街区色调统一

优势：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保留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特色

缺陷与矛盾：

大部分建筑风貌较差，与街区整体风貌有冲突，多为住宅

新建建筑设施及部分文保单位使用与保存状况较好，但大

部分住宅建筑仍亟待更新与修缮

采用档案研究、地图叠加等方法梳理昙华林街区的历史演变过程，并调查街区的城市风貌组成要素，总结和提炼其
街区文脉与风貌特征，定位其当前在城市文脉与风貌层面上的优势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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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语言1.1场地调研

按建筑模式语言的“标准语法”对将场地内重点研究空间总结为模式语言并进行陈述，结合阅读《建筑模式语言》一书，
构建场地内模式语言网络，描述网络的功能和意义，为后续改造提供理论支撑

调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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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建筑模式语言的“标准语法”对将场地内重点研究空间总结为模式语言并进行陈述，结合阅读《建筑模式语言》一书，
构建场地内模式语言网络，描述网络的功能和意义，为后续改造提供理论支撑

模式语言1.1场地调研

模式语言网络调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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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场地调研

运用GIS软件制作研究区域的业态分布热力图，判断场地中是否存在业态割裂的区域，并计算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范
围，判断是否满足15分钟服务圈，最后进行公共空间活动场所及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分析

场地活力&可达性分析

调研内容 场地活力分析

调研内容 公共设施服务范围分析

• 分析内容：
对场地内部及周边区域的生活服务、
餐饮服务、购物服务、住宿服务、体
育休闲、医疗保健等业态进行热力图
分析

• 分析结论：
选择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四类
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服务范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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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场地调研

调研结论

场地活力&可达性分析

场地特征：

场地内生活服务、购物、餐饮设施分布度较高，东部和

南部出现峰值，西北角较少

场地内部金融保险服务、公司企业分布较少

场地内部科教文化服务、体育、住宿服务分布度一般

优势：

基础设施服务覆盖范围较合理，基本均能满足十五分钟

生活圈要求

缺陷与矛盾：

部分产业存在业态割裂现象

运用GIS软件制作研究区域的业态分布热力图，判断场地中是否存在业态割裂的区域，并计算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范
围，判断是否满足15分钟服务圈，最后进行公共空间活动场所及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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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句法&街景分析法1.1场地调研

利用软件，对研究区域进行视域分析、整合度与选择分析，同时采用街景分析方法分析场地及场地周边街道空间品
质，综合评价街道空间的混合度、绿化可视率等指标

调研内容 空间句法

调研内容 街景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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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场地调研

调研结论

空间句法&街景分析法

场地特征：

场地内部道路比例相对较小，多为社区间及社区内部道

路，机动车较少。而粮道街和胭脂路机动车道路更宽，

车流量较大

场地内部街道大多由于居住社区建筑遮挡，天空可视率

较低，胭脂路和粮道街更大程度上被树木绿化影响天空

可视率

缺陷与矛盾：

场地内部道路人行道较为欠缺

得胜桥和场地内部大部分街道绿化率较低

利用软件，对研究区域进行视域分析、整合度与选择分析，同时采用街景分析方法分析场地及场地周边街道空间品
质，综合评价街道空间的混合度、绿化可视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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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整体分析思路

调研资料的整合 调研资料的提炼与提问 聚焦矛盾与缺陷 设计关键词的提取 设计问题的提出

1.2 调研资料的整合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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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资料的整合1.2 调研资料的整合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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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资料的分析

调研资料的提炼和提问

1.2 调研资料的整合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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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聚焦：

1.如何强化街区内部的意象地图？

2.如何解决居民和游客对于改造满意度存在的分歧?

3.如何提高历史建筑所在街巷的街道品质？

4.如何令改造的受益人不只是游客和部分居民？

问题的提出与聚焦

历史街区中居民和游客的行为

如何强化街区内部的意象地图？ 如何解决居民和游客对于改造满意度存在的分歧?

如何提高历史建筑所在街巷的街道品质？ 如何令改造的受益人不只是游客和部分居民？

1.3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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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局部交融视角的历史建筑道路网络构建设计

具体设计问题的提出
历史街区中居民和游客的行为

如何强化街区内部的意象地图？ 如何解决居民和游客对于改造满意度存在的分歧?

如何提高历史建筑所在街巷的街道品质？ 如何令改造的受益人不只是游客和部分居民？

• 方面 (Aspect) ： 可持续性城市与社区 

• 维度(Dimension) ：存量更新，历史文化街区，商业化旅游，社会公平

• 主题 (Theme) ：建筑更新（Renovation），街区剧本（block script），形态 (Morphology)，可步

行性 (Walkability)、可达性 (Accessibility)、连接度 (Connectivity)，沿街立面 (Façade)，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便利设施 (Amenity)，老龄化 (aging)

• 挑战 (Challenge)：社会分隔 (Social segregation)，产权纠纷（Property rights disputes），边界

划定（Boundary demarcation）

1.3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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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策略的生成

02

2.1 问题的解读
——基于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局部交融视角的历史建筑道路网络构建设计

2.2 策略的生成
    2.2.1 设计内容的分析——目标人群的行为活动
    2.2.2 设计内容的分析——历史建筑道路网络的选取

B A C K G R O U N D  A N D  M E A N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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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的解读

基于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局部交融视角的历史建筑道路网络构建设计

居民和游客在历史建筑道路网络区域交融，在其他区域互不干扰，
故为局部交融
1.如何解决居民和游客对于改造满意度存在的分歧?
2.如何令改造的受益人不只是游客和部分居民？
3.如何提高历史建筑所在街巷的街道品质？
4.如何强化街区内部的意象地图？

特色与在地性 CHARACTER
A place with its own identity

公共领域 QUALITY OF THE PUBLIC REALM
A place with attractive and successful outdoor areas

可识别性 LEGIBILITY
A place that has a clear image and is easy to understand

健康与福祉
Health and Well-being

社会平等
Equity

社会纽带与凝聚力
Social Cohesion 目标

 

2.1 问题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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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内容的分析——目标人群的行为活动
基于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局部交融视角的历史建筑道路网络构建设计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昙华林历史街区中，居民与游客行为活动与历
史建筑的关系

居民和游客行为活动
的差异+联系

现状中居民和游客行为
活动的冲突与需求

HOW: 

Step1. 空间注记和PSPL调研中确定历史建筑分布的现状

Step2. 空间注记和PSPL调研中确定居民与游客行为活动类型和地点分布

Step3. 分析人群行为活动与历史建筑的联系

Step4. 问卷&访谈中确定居民和游客行为活动的冲突与需求

Step5. 根据上述步骤确定模式语言的类型与网络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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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分布图

崇真堂

某老店面（已拆）

汪泽旧宅

蔡广济旧
宅

翁守谦旧
居

瑞典教区

融园

天主教神学哲学院

日知会
（圣约瑟学堂旧址）

晏道刚公馆

历史建筑分布图

Step1. 空间注记和PSPL调研中确定历史建筑分布的现状2.2 策略的生成 



32

目标人群行为活
动类型

Step2. 空间注记和PSPL调研中确定居民与游客行为活动类型和地点分布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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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空间注记和PSPL调研中确定居民与游客行为活动类型和地点分布

目标人群活动地
点分布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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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分析人群行为活动与历史建筑的联系

目标人群活动地
点分布

网络叠加

重叠点——易于直接搭建联系

相邻或部分相交——考虑部分或不同时段进行联系

无重叠——考虑是否新建联系或保持现状

融园+街角广场

（绿化、树下空间、

休息座椅）

cafe+沿山楼梯

（齿状空间+绿化+

休息座椅+标识系统

如地面墙面彩绘等）

+不远处保存较好但

功能置换历史建筑

是否需要增加连接

黄鹤楼观赏点+破旧街区道路

商业步行街+历史建筑+附近凸空间

商业开发较好的历史建筑群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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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问卷&访谈中确定居民和游客行为活动的冲突与需求

问卷&访谈词频分析

问卷
设计

可达
性

安全
性

公共
设施

参与
度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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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根据上述步骤确定模式语言的类型与网络

模式语言网络总结

道路系统 公共空间

景观系统 标识系统

2.2 策略的生成 



37

Step5. 根据上述步骤确定模式语言的类型与网络

齿状休息空间

社区活动用地

小路和标志物

建筑物正面

可坐矮墙

户外设座位置

商店

留缝的石铺地

近宅绿地

树荫空间

空间中心有景物

高花台

袋形活动场地

小广场

向街道的开敞

珍贵的地方

小路的形状

散步场所

内部交通区域

能坐的台阶

区内弯曲的道路

邻里边界

模式语言网络

缓冲区

历史建筑
路径网络

道路系统

标识系统

公共空间

景观系统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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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内容的分析——历史建筑道路网络的选取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基地内部历史建筑及所在街
巷存在的缺陷与矛盾如可达性、街道品质等

基于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局部交融视角的历史建筑道路网络构建设计

居民与游客局部交融区域的针对性选择

HOW: 

Step1.分区——居民活动范围-NAIN  游客活动路线-NACH

Step2. 历史路径选取——NACH+历史建筑

    居民游客缓冲区选取——NAIN+历史路径

Step3.历史路径改造节点选取——穿行度较低区域交接点

   居民游客缓冲区节点选取——缓冲区与路径交叉点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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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NAIN

游客活动路线 居民活动范围

NACH-游客活动路线 NAIN-居民活动范围

Step1.分区——居民活动范围-NAIN  游客活动路线-NACH

选择度程度

低

高

穿行度程度

低

高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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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历史路径选取——NACH+历史建筑

  居民游客缓冲区选取——NAIN+历史路径

融园+街角广场

（绿化、树下空间、休

息座椅）

cafe+沿山楼梯

（齿状空间+绿化+休息

座椅+标识系统如地面墙

面彩绘等）

+不远处保存较好但功能

置换历史建筑

是否需要增加连接

黄鹤楼观赏点+破旧街区道路

商业步行街+历史建筑+附近凸空间

商业开发较好的历史建筑群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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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1000 游客活动路线-NACH-1000

选择度较高的路径 联系历史建筑的路径

选择度程度

低

高
选择度程度

低

高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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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N-300

居民活动范围-NAIN-300

穿行度较高的路径 历史建筑步行路径

选择度程度

低

高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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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1000 NACH-1000

联系历史建筑的路径

选择度较高的路径

重要历史建筑位置

历史建筑步行网络叠加

选择度较低区域——历史路径改造区域

Step3.历史路径改造节点选取——选择度较低区域交接点

          居民游客缓冲区节点选取——缓冲区与路径交叉点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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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步行网络
改造区域

NAIN-100

居民游客缓冲
区域

选择度较低区域——历史路径改造区域 居民游客缓冲区节点选取——居民穿行
度较高路径+历史建筑步行路径交接处

历史建筑步行路径改造节点选取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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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局部交融视角的历史建筑道路网络构建设计

历史路径改造区域

居民游客缓冲区域

改造节点选取

历史建筑步行路径

1

1

2

2

3

3

4 5

2.2 策略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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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方案的设计

03

3.1 总体设计

3.2 专项设计

B A C K G R O U N D  A N D  M E A N I N G

3.3 节点设计



47

黄鹤楼观赏区

日知会生活区

候补街导引区

观赏区轴测图
胭脂路文创区

改造区域沿街建筑

改造区域历史建筑

街巷透视图

入口效果图

3.1 总体设计 

转角公园

街巷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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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路径网络

历史建筑位置

居民穿行路线

游客活动路径及活动区域

历史建筑步行网络

居民缓冲区域

3.2 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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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观赏区

平面图

3.3 节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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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状空间——道路两侧拓宽

• 按游客和居民需求设置不同类型休息空间

• 游客停留拍照、观赏点

• 微小绿化

标识系统

• 地面铺装

• 破旧建筑正立面修整成为有秩序的城市文化景观

改造策略

休息空间及停留点

标识系统

固定休憩座椅 可自由组合停留点

街区入口门牌 墙面涂鸦 地面铺装 微小绿化+照明建筑正立面修整

3.3 节点设计 
黄鹤楼观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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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节点设计 
黄鹤楼观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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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节点设计 

平面图

日知会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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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节点设计 
日知会生活区

改造策略

休息座椅 地面铺装 小广场

标识系统

• 立面修缮，增强标识度

• 地面引导线

• 指示牌

小广场

• 袋形活动场地

• 休息座椅

袋形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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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节点设计 
日知会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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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