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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要素及设计方法研究  

白  骅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既是限定和构成街道空间的重要元素，又是街道展示景观的主要载体．通过对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构

成要素归纳与总结的研究方法，得出城市街道界面构成中底界面、侧界面、广告界面是三大核心要素,并将其应用于城市街

道界面景观设计中，实现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设计体系化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设计应当以把城市街道界面景

观要素与自然生态、历史文化这两个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得方法来进行．最终营造出聚集人气、空间尺度宜人、文化特色鲜明、

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街道界面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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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是由不同街道空间界面限定而成的带状空间．除满足通行的基本功能外，也是人们逛街购物

——休闲赏景——相互交往等系列行为的“容器”街道景观更是城市的“脸面”它记载传递着整个城市印

象和历史文化,它是街道展示景观的主要载体，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各种街道界面景观要素都有

着个性的特征,它们相互作用着，彼此通过材质、肌理、色彩、尺寸等来传递街道景观中历史文化、情感内

涵、时代特征等综合信息，并与人之间产生顾盼、交融与对话．鉴于人居环境、城市品位的提升，城市街

道景观设计与改造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作为城市街道景观建设全过程先行环节——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设

计非常重要，归纳总结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要素的构成与应用，并藉此探讨如何将其运用到街道景观改造与

设计工作中，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 

1111        街道街道街道街道界面景观界面景观界面景观界面景观要素的构成与应用要素的构成与应用要素的构成与应用要素的构成与应用    

1111....1111        街道界面景观街道界面景观街道界面景观街道界面景观要素要素要素要素的的的的构成构成构成构成    

街道界面：是指有建筑物、地面交接形成街道空间的围合面．它是人们在街道中的视觉交点，影响着

人们的主观感受．城市街道界面景观因其表现形式诠释了城市的特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表

现形式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城市街道界面景观． 

景观是由"场所构成的“而场所的结构又是通过景观来表达(Norberg-shulz ,1979,P8)． 

而场所可通过底面、顶面、侧面、边界等要素构成．就此而言城市外部公共场所街道也主要由底界面、

侧界面、顶界面构成．从字面上看，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是指任何实质物体如：建筑物、地面、设施小品、

苗木绿化、广告招牌等均可以通过界面景观把它的材质、色彩、内涵等形式以序列方式展现出来，所以街

道界面景观是有层次、有序的有机系统．从图 1 我们看出这个有机

系统分为两个层次： 

硬件层：是指在城市街道中能直接影响街道景观形式的物质实

体，它是街道构成街道空间的重要结构，对街道起着限定、划分、

引导、和展示的作用． 

硬件层的构成可分为底界面和侧界面两个要素，包括平面肌理

轮廓、平面空间划分、街道道路分割、街道地面绿化、建筑外立面、

天际轮廓线、垂直绿化、设施小品八个因素 

(1)底界面：承载了我们在街道空间中最多的行为．它与建筑单

体、设施小品结合构成了街道的平面轮廓和机理，是街道界面景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侧界面：是街道界面景观要素中最重要的，它是由建筑外墙、

设施小品及构筑物等垂直面构成的．它与底界面共同营造了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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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 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景观层次景观层次景观层次景观层次 

Fig.1 Interface landscape of 

city level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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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尺度，它是街道景观展示的主要界面，是人们的视觉焦点，它的协调性和连续性构成了街道的天际轮

廓线； 

软件层．是指在物质实体中的硬件层中隐藏丰富信息的层面．它满足人们对街道中物质与精神的需求，

更能表现城市街道界面景观的价值．正是这样的软件层的存在，使城市街道界面景观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内

容和无穷的魅力．它主要是由街道中的广告界面要素构成． 

广告界面设置方式、材质色彩、平面构成、和文化内涵它在

街道中为人们传递许多丰富多彩的信息．这些广告招牌有的与建

筑立面结合的相得益彰、有的却与建筑立面互不相容．如果能够

处理好广告招牌与建筑立面的关系，无疑对街道界面景观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图 2 为街道空间界面景观的构成解析．我们可以得出：在城

市街道界面景观要素中底界面、侧界面、广告界面是三大核心，

既是限定和构成街道空间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街道展示景

观展示面． 

1111.2.2.2.2  街道界面景观要素的街道界面景观要素的街道界面景观要素的街道界面景观要素的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1.2.1 底界面底界面底界面底界面    

底界面从形态上看它是一个水平面与侧界面的围合形成了街

平面肌理与轮廓．对底界面局部抬高和下沉，利用高差巧妙的再

次划分底界面的平面空间起到空间的过度作用，在街道中可以为

人们提供不同功能的场所空间，还可以来丰富街道界面景观层

次．图 3 是在设计实践中可以利用高差来划分人行空间与车行空间． 

在街道底界面景观的设计中应当有度的、合理的将原有街平面肌

理稍做打破，通过高差变化与地面铺装材质、图案、色彩、内容的变

化来营造街头绿地、休息、交流等街道空间序列，同时也要避免破坏

街道街侧界面景观的连续性和协调性． 

1.2.2 侧界面侧界面侧界面侧界面    

建筑单体、构筑物、环境小品、垂直绿化等形成连续性的侧界面，

从表现的景观形式来看，它们是街道界面景观的视觉焦点．对于街道

界面景观设计来讲，不但要考虑侧界面的连续性更应当注重细部的处

理，如：边缘的处理、墙体的处理、屋顶檐口的处理等等，要对它们

色彩、材质、样式、大小、内涵等进行详细的深化设计．日本著名建筑师 芦原义信在《隐藏与秩序》一

书中写到“现代中国建筑在她的整体表现上也是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局部上却常常

表现出一种满不经心,甚至在发现其细部处理极其粗糙时会感到失望”．所以抓住细节才能更好通过建筑单

体、构筑物、环境小品、垂直绿化等形式更准确的诠释城市街道界面景观． 

1.2.3 广告界面广告界面广告界面广告界面    

在街道界面景观要素中广告界面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它是城市街道中建筑物上增加的广告展示面，

按其与街道界面中的展示方式可将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侧界面的建筑的门廊、过梁、和立面等将广

告招牌吊挂、悬挑的方法布置在建筑自身结构上；另一类则是利用支撑构件将广告招牌固定在地面上．但

目前我国的街道空间广告界面形态基本是自成体系与其他界面毫无联系，破坏了街道界面景观．设计者也

应对广告界面进行合理设计，主动地考虑到广告与其他界面的之间的关系，在街道中为广告展示留有合理

的空间，并将其纳入街道界面景观体系中． 

2     街道空间界面景观设计街道空间界面景观设计街道空间界面景观设计街道空间界面景观设计方法方法方法方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要做好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设计必须抓住界面景观要素的特点，处理好它们之间冲突和矛盾，这些矛盾

正是目前我国街道景观存在问题的根源．通过设计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既要分清层次、区域、地段、类型

的局部特性，又要抓住整体特性，还要与周边的历史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

 

图图图图 2 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景观景观景观要素要素要素要素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Fig.2  Classific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city street interface landscape 

图图图图 3 底界面的空间划分底界面的空间划分底界面的空间划分底界面的空间划分 

Fig.3 The bottom interface 

of the space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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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样的方法才是建设街道界面景观的关键． 

2222.1.1.1.1        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景观景观景观要素整体与要素整体与要素整体与要素整体与局部局部局部局部的融通的融通的融通的融通    

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是一个由多元界面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各要素都有着个性的特征，它们与周边环

境相互作用、相互吸引，是才能形成一种和谐街道空间的必要条件． 

赖特曾经强调过：“有机意味着本质、内在的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在这儿，整体从属于局部，就像

局部从属于整体一样．” 对于街道界面景观这个有机系统来讲．街道界面景观要素有着整体和局部的必然

联系．例如：侧界面划分城市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而底界面又与侧界面划分街道空间的平面肌理．它们

共同营造富有层次的街道空间界面景观．所以应当将各界面从自我封闭个体型向着自我调节、相互协调、

联系群体开放型的方向发展，这才有利于街道界面景观趋向整体化． 

贝聿铭所说，“我们只是地球上的旅游者，来去匆匆，但城市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所以城市规划师、

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都要在自己这一代努力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将遗憾留给人间”．城市街道界

面景观设计过程中，规划师巧妙的勾勒了城市街道空间结构；建筑设计师塑造了经典的建筑单体；景观设

计师营造了宜人空间场所．每个专业的设计师只重视自己业务范围，忽略了街道界面景观要素之间的关系；

忽略了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是一个有层次、有序的有机系统．在街道空间界面景观要素中，每个界面景观要

素的形式、色彩和尺度都各有特色，合理利用这些特色并且能有效地将它们融通到整体的城市街道界面景

观中,则能创造一种优良的环境．从而达到人们对城市街道在功能、空间、生态、文化等几个方面的要求，

反之则不然． 

例如郑州金水路的街道景观，建筑风貌质朴刚健、风格高雅，呈现出坚实的建筑样式，并且保证了街

道中的建筑与绿地开敞空间融合和通透性，使街道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得益彰．整条街道的底界面、侧界面、

广告界与中原文化风土特色保持了统一性，连贯性． 

2222....2222  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景观与景观与景观与景观与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生态的融合生态的融合生态的融合生态的融合    

生态环境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将城市街道界面景观与生态条件的融合应从“生态气候条件”、“生态绿

化建设”两个方面进行生态街道界面景观设计应是未来城市街景观设计的发展方向． 

2.2.1 生态生态生态生态气候气候气候气候条件条件条件条件对界面景观要素的影响对界面景观要素的影响对界面景观要素的影响对界面景观要素的影响    

人类的生存环境中，气候条件这一自然环境因素对我们改造和更新周边环境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

街道界面景观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气候条件的影响如：温度、湿度、阳光照射、雨雪等都将对我

们城市设计、城市景观风貌带来不同的影响．由于气候的原因就形成了各地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风格建筑，

而建筑立面又是侧界面要素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也会因气候差异形成不同． 

如：我国南方城市的气候特点是炎热、潮湿的．沿街建筑增加了骑楼、连廊的外部构架．这样既便于

人们的户外活动，又有纳凉的好处，还增添了街道空间的层次． 

再如：我国北方城市的气候特点是寒冷、干燥的．城市建设中为争取更多日照，建筑大多以正南正北

形式布置，使得南北向街道的界面大多表现为建筑山墙，而东西向的街道则多为建筑的主立面，这就使得

在设计时对建筑四个立面都要充分合理的与街道界面景观保持一致． 

2.2.2 生态绿化生态绿化生态绿化生态绿化丰富界面景观层次丰富界面景观层次丰富界面景观层次丰富界面景观层次    

街道的绿地率是指街道上植被覆盖面积与街道总面积的

百分比．街道的绿地率越高,自然植物资源越丰富,其生态效

益也就越高．同时街道的绿化植物配置应按乔、灌、草的合

理比例进行,以乔木为主,形成一定的立体种植,发挥绿地的最

大生态效益,将生态环境引入街道界面景观，这样会使其层次

更加丰富如图 4． 

首先：我们可以从地面的铺装材质上增加植被如“机械

加工的透水砖、各种形状嵌草砖天然材料的浅草铺法、各种

天然卵石、碎石等”． 

其次：在街道侧界面上增加垂直绿化，如利用一些爬藤

类植物和培养皿植物等附着在建筑立面和构筑物上． 

最后：还可以利用乔、灌、花、草相结合的复层绿化植被，高大的乔木构成群落的上层，耐阴性灌木

图图图图 4 绿化分割底界面绿化分割底界面绿化分割底界面绿化分割底界面空间空间空间空间 

Fig.4：：：：Greening the bottom interfa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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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群落的中层，而下层多为耐阴的草本，形成地被，等手法营造出丰富且极具生态化的街道空间场所． 

2222.3.3.3.3  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城市街道界面景观景观景观景观与与与与历史文化的融入历史文化的融入历史文化的融入历史文化的融入 

街道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历史、社会、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的．街道界面景观

展示着城市的形象，所以他与城市历史文化根源是息息相关的．其内涵是形成具有城市历史文化特色街道

界面景观的重要因素． 

街道界面景观也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发展，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连续性，也是

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街道界面景观设计时必然要按照寻找历史根源——立足现状——放

眼未来的原则进行． 

2.3.1 寻找历史根源寻找历史根源寻找历史根源寻找历史根源 

E.D.培根在《城市设计》一书中那个所阐述的“写一个人的原则”对我们颇有启发．它以意大利佛罗

伦萨的安农齐阿塔广场的设计过程为例阐明了这一原则：该广场的第一位设计者设计了右侧的医院建筑，

它建成于 1427年；第 2 位设计者肯定了前者创造的形式，决定与之谐调，采用了相同的拱廊，因为是教

堂建筑，只做了些不同的处理，教堂完成于 1454年；第 3 位设计者终于决心不表现他自己，而随从第 1

人创造的形式，最终形成了完整统一的界面，并构成了一处完美的广场，它完成于 1629年．在 202年期

间，三位设计者先后和谐地共同塑造了这个广场．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意味着后者必须采用与前者相同的形

式，其实质在于重视评判前者，并使两者产生谐调的关系．E·D·培根说：“正是下一个人，他要决定是否

将第一个人创造继续推向前还是毁掉．” 

综上所述，作为设计者应当承前启后，抱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多方发掘历史文化，并将其融入街道界面

景观中．而街道界面景观融入历史文化，并不是局限在界面景观的表现形式中刻意照搬历史文化符号，而

是要营造出一种有历史与现代的协调氛围．毕竟时下的街道界面景观是要符合现在人们对物质、精神需求． 

2.3.2 立足现状立足现状立足现状立足现状 

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设计应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合理进行．首先：重视评判现状，对现状进行详细测量、

仔细调查与分析得出正确的城市街道界面景观现状评价．其次：根据评价结果对城市街道界面景观进行适

度改造设计．如图 5 所示，保持原有街道空间结构框架不动，只对底界面的铺装、建筑外立面进行材质、

色彩和尺寸的细部设计；再如：保护原有街道特色，再原有生态绿化基础上增加垂直绿化，丰富绿化配置，

提高街道绿地率． 

2.3.3 放眼未来放眼未来放眼未来放眼未来 

街道界面景观要素既要满足街道本身的功能性、经济性、美观性；还要满足它们与街道整体景观环境

的相互协调与融合又满足城市新陈代谢过程中街道界面景观自身内在特征和外在表现形式的变化和发展

更满足街道的性质、生态环境、文化底蕴、历史文脉等变迁、发展过程中对街道界面景观的需求，使街道

空间整体界面景观特色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前瞻性． 

我们应当把带有历史性的视觉形式通过片段移植、打散重构、抽象简化等手法使之转化为符号并运用

到现代街道界面景观的设计中，使街道界面景观传达历史的信息，在起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作用的同时有

又达到优美的视觉效果．这是城市街道界面景观坚持可持续发展设计思路的必要条件． 

图图图图 5 街道侧界面改造设计街道侧界面改造设计街道侧界面改造设计街道侧界面改造设计 

Fig.5 Design of interface transformation street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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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本文在研究街道界面及其景观要素构成的基础上根据人们在城市街道空间中的主观感受及需要对城

市街道界面景观要素构成做出了新的界定底界面、侧界面、广告界面．在街道界面景观中它们既要分清层

次、区域、地段、类型和局部特性，又要有的整体特性，还要与周边的历史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时

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街道界面景观设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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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methods and elements of interface landscape of  

urban streets 

BAI Hua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 The interface landscape of urban streets is both an important element limiting and composing the street space, and also a 
main carrier showing the street landscape. By studying the methods of summarizing the elements of interface landscape of city 
streets ,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bottom interface and side interface and advertising interface are  the three core elements 
composing the interface landscape of urban streets.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design in the city streets interface landscape can help 
achieve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f street landscap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sign of streets interfac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wo factors,i.e, landscape ecology, history and culture,in creating a popular gathering, pleasant spatial scale, distinctive cultural,good 
natural environmental interface landscape of urban streets. 
Key words: street interface; landscape elements; design methods; Eco-fusion; history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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