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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双修”理念下的城市道路景观
提升改造设计

祝辉

湖北美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传统道路建设模式暴露出生态割裂、功能单一、文化缺失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城市双修”理念为城市道路景观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

度，探索如何通过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的协同作用，推动道路景观从单一交通载体向复合型公共

空间转变，实现城市环境品质与人居体验的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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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双修”理念解析

1.1 理念溯源

城市道路是城市中担负城市交通的主要

设施，是行人和车辆往来的专用地，它联系城

市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是城市生产、生活的文

脉，又是组织城市结构布局的骨架，同时还是

安排绿化、排水和城市其它工程基础设施的主

要空间
[1]
。“城市双修”理念的提出，根植于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深层反思。21 世纪以来，

快速城市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

生态破坏、空间失序、文化断裂等“城市病”。

道路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它既是城市交通、

生活和公共活动的大通廊，也应成为城市绿色

生态网络的重要载体
[2]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首次明确将“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作为

城市转型的核心任务，标志着中国城市建设从

“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的范式转变。

1.2 核心内涵

“城市双修”是系统工程，不仅技术修补，

而是空间治理范式重构。生态修复强调系统性

恢复城市自然本底，重构生态网络，使城市恢

复呼吸与代谢能力。城市修补关注建成环境功

能完善与品质提升，解决基础设施老化、公共

空间匮乏等问题。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相互支

持，推动城市走向“绿色增值”与“人文复兴”

的共生路径。

2 “城市双修”理念下道路景观设计

原则与目标

2.1 设计原则

“城市双修”理念下的道路景观设计原则，

本质上是生态逻辑、人文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辩

证统一。

生态优先原则要求将自然系统的完整性

与自组织能力置于设计首位，通过最小化人工

干预的“逆向设计”策略，将道路空间视为生

态网络中的有机片段而非孤立的工程产物。对

于街道空间而言，舒适的人性化空间与设计车

速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小，更重要的是行人的尺

度、行走的节奏以及与街面各建筑之间的交流

[3]
。

功能复合原则则是对传统单一功能导向

的批判性重构，主张通过空间叠合与时间错位

的设计智慧，使同一物理空间在不同时段、不

同群体中衍生出交通、休闲、文化展示等多重

价值。文化在地原则超越了符号移植的表层表

达，转而关注场所精神的深层唤醒，将地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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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空间肌理、材料语言与集体记忆转化为可

感知的空间叙事。

动态适应原则则直面城市发展的不确定

性，通过预留弹性接口、模块化设施配置等技

术手段，使道路景观具备应对未来气候变化、

技术迭代与社会需求转型的进化能力。这些原

则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逻辑框架，既为设计实

践划定伦理边界，又为其创新探索保留足够的

自由度。

2.2 设计目标

目前，我国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虽在一定

程度上使城市面貌得到了改善，但是更多的城

市道路景观只限与表面的设计，机械的依据城

市道路设计规范，同发达国家比，我国的城市

道路景观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
[4]
。在“城市双

修”理念的统摄下，城市道路景观的改造目标

呈现多维交织的特征。生态维度上，其核心在

于重建道路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功能维度上，

通过慢行优先、人车共融的空间重构，实现交

通效率、环境承载力与社会公平的协同优化。

文化维度上，需激活隐性的文化记忆，使道路

成为可阅读、可体验的“城市文化长廊”。社

会维度上，则致力于将道路从“通过性空间”

转化为“停留性场所”，通过公共空间的权利

再分配，培育社区归属感与公民参与意识。

3 城市道路景观提升改造设计策略

3.1 生态修复策略

生态修复策略的核心在于重构道路空间

的自然属性，使其从人工主导的“灰色基础设

施”转化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生命线”。

通过恢复土壤渗透性、重建植被群落、修复生

物栖息地等系统性措施，将道路景观纳入城市

生态网络的整体循环。例如，通过优化行道树

种植结构，形成多层复合的植被覆盖，不仅能

够调节微气候、吸收污染物，还可为鸟类、昆

虫提供迁徙通道与栖息地。同时，引入海绵城

市技术体系，利用透水铺装、生态边沟等设施

重构地表径流路径，使道路成为雨水资源化利

用的载体。这种修复并非对自然景观的简单模

仿，而是通过生态工学的技术介入，构建具有

韧性适应能力的“类自然系统”，既满足人类

活动需求，又为生物多样性保育提供空间支持，

最终实现道路空间从“生态消耗者”向“生态

贡献者”的角色转变。

3.2 城市修补策略

城市修补策略聚焦于道路空间的功能缺

陷与形态失序，通过“空间再赋权”与“设施

再织补”重构人本尺度的城市肌理。在空间维

度上，需打破机动车主导的断面分配模式，通

过压缩车道宽度、增设绿化隔离带、拓宽人行

空间等手段，重构道路空间的权力结构，使步

行者与骑行者的路权得以回归。设施更新方面，

需超越“功能补缺”的初级思维，将智慧路灯、

多功能杆件等新型基础设施作为触媒，通过模

块化集成设计实现能源供给、信息交互、环境

监测的复合功能。界面改造则强调建筑立面与

街道家具的协同设计，通过材质、色彩、尺度

的统一控制，形成具有韵律感的视觉通廊。这

种修补并非机械式的填补空缺，而是通过空间

要素的重新组织，将道路转化为承载城市生活

的“活性界面”，在修复物质环境的同时，重

塑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3.3 文化激活策略

文化激活策略致力于唤醒道路空间的文

化基因，使其从同质化的交通通道升华为传递

城市记忆的精神走廊。设计需突破符号化表达

的浅层范式，通过“空间叙事”的手法将地域

文化转化为可感知的场所体验。在物质层面，

通过传统铺装工艺的现代表达、历史构筑物的

保护性再利用等手法，使文化记忆获得物质载

体；在空间组织上，利用街巷尺度、界面比例

等隐性文化密码的转译，重构符合地域审美习

惯的空间序列；在活动策划层面，依托节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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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艺术介入等临时性事件，激发市民对场所

文化的集体共鸣。既保留历史沉淀的厚重感，

又赋予其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活力。

4 案例分析：潜江市“城市双修”实

践

4.1 百里长渠绿道

百里长渠绿道项目以“水印绿廊”为核心

理念，通过整合现有水渠与自然景观，将线性

空间转化为兼具生态服务和公共活动功能的

复合型廊道（图 1）。项目遵循“城市双修”

的生态修复策略，针对现状绿化带进行植被群

落优化，补植开花小灌木与耐阴地被植物，形

成多层植被覆盖的“绿色基础设施”。同时，

通过扩建自行车道至 2.0 米宽、增设木栈道与

休憩设施，重构道路断面功能，压缩机动车空

间以强化慢行系统，体现“功能复合原则”。

设计中保留水杉林等原生植被，局部移栽以优

化骑行体验，既修复了生态连续性，又通过文

化符号转译（如特色铺装、滨水平台）强化场

所记忆，实现从“运输管道”向“文化长廊”

的转型，印证了“道路即场所”的设计哲学。

图 1 “水印绿廊”示意图

4.2 江汉路与南门河游园西入口门户节

点融合设计

市政道路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生态景观走廊，它既是居民出行

和对外联系的通道，也是展示地域文脉的重要

窗口与形象担当
[5]
。江汉路作为城市交通动脉，

其景观品质不仅在于路面本身，更在于道路两

侧界面与重要节点的活力。南门河游园西入口

广场直接面向江汉路，是道路线性空间中至关

重要的“放大节点”和“休憩港湾”。改造前，

该入口广场空间零碎、铺装破损、植被单一，

缺乏吸引力，未能有效承接道路人流、展现城

市风貌，更未发挥其作为道路景观高潮点的潜

力。

为此，设计过程中，强化了视觉通廊（图

2）：入口广场铺装采用波浪纹理设计。水洗豆

石或彩色透水沥青，其动感的线条从江汉路方

向即可感知，打破了原有铺装的单调感，提升

了入口区域的标识性和道路界面的艺术效果。

在广场两侧花坛补植高大乔木香樟、重阳木，

不仅丰富了公园内部的景观层次，更重要的是

作为江汉路沿线的背景林冠层，柔化了城市天

际线，弱化了远处高楼对道路景观的压迫感，

优化了道路空间的尺度感和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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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道路铺装示意图

4.3 城市主干道路设计

城市道路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

自净功能的组成部分，具有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的功能
[6]
。主干道路作为城市交通骨架和重要

的形象展示廊道，其景观提升是“城市双修”

理念中“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在大型

线性基础设施上的直接应用。如图 3 所示，以

潜阳路为例，其连通人行道绿化带，在商业店

面前和广场路口处以树池形式过度，引导人们

进入商业店面。商业店铺前植物应该以通透舒

朗的种植形式为主，结合文化草坪灯具共同打

造良好商业步行氛围。绿色街道不仅有利于城

市雨水管理，同时也提升了沿街景观效果，并

形成城市基本的绿色网络，连接社区点状绿地、

公园及城市绿廊
[7]
。

图 3 潜江潜阳路改造设计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城市双修”理念下

城市道路景观提升改造设计，解析了“城市双

修”理念内涵，提出设计原则、目标与涵盖生

态、文化等多方面的策略。潜江市三个案例验

证了相关原则、策略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表明

该理念能推动道路景观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

能转变。未来实践中需加强跨学科合作、探索

创新方法、注重公众参与，持续推动城市道路

景观高质量发展，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人居

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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