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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9E_E5_B8_82_E9_c61_339821.htm 一、湖州市龙溪港又

称环城河，介于老城区和开发区之间。西岸为湖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岸为老城滨水区。本次城市设计范围东起劳动路

，南至红旗路，西、北至龙溪港，用地约40公顷。 1.地段特

征 本规划项目具有以下特点： 属于微观城市设计； 位于老城

区边缘，新旧城市的交界； 是城市重要的滨水开敞空间； 不

是历史保护地区，但发展历史较长，是老城功能和活动多样

化区域； ——信息遗存丰厚的地段现状。可分为三类：历史

的痕迹和记忆遗存、地面空间和实体遗存、场地的功能和活

动遗存。 2.地段现状主要问题 缺乏联系市区和新市区缺乏空

间的联系；地段和老城区缺乏功能和活动的联系；地段历史

和当代生活的缺乏联系。 对水的认知缺乏城市中的人无法感

知水，知道水的存在，江南水乡特色消亡；对水资源利用和

保护认识不够；缺乏亲水活动的设施和滨水空间场所。 综合

环境品质差用地功能混杂；道路交通组织不够合理；建筑质

量优劣不齐；公共空间少，绿化率低；公共设施配套不全；

城市空间形态无明显特征。 二、技术路线 本项目探索了老城

区非历史保护地区的微观城市设计方法。 充分尊重了设计地

区的建筑风貌、城市肌理、历史文脉和生活方式，形成了“

自下而上”的微观城市设计。通过低成本的有机更新与改造

降低开发商的进入门槛，从而在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的前提

下尽快地集聚人气，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提高城市活力。 

本项目的突出特点是强化了前期“解读场地”的分析过程，



在分析阶段中拓展了保护和改造对象的概念和范围，认为代

表城市记忆的空间和实体、市民活动和功能、质量较好的建

筑同样是应当改造和利用的对象。 三、城市设计方法与程序 

规划设计确立了“分析”、“构思”、“设计”三个规划阶

段、九大程序内容，形成了针对老城区复杂现状条件的微观

城市设计方法。 在分析阶段包括：发展动力分析、现状问题

分析、场地文脉分析； 在构思阶段包括：发展目标、功能定

位、规划原则； 在设计阶段包括：设计主题、设计结构、设

计导则。 四、规划构思 1.主题-活动的舞台 活动的舞台，就

是这样一种公共活动空间，它的服务对象是城市中每一个人

而不是少数特权阶层；它容纳的活动包含娱乐、休闲、交流

等各种工作时间以外可能发生的公共活动而不局限在一个特

定的功能；它主要是以开敞空间系统和其周围建筑的室内空

间来容纳公共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户内活动；它追寻着“真”

、“善”、“美”的目标而不是任其发展。 活动的舞台包含

“人、场所、生长”三个要素：“人”舞台活动的主角和观

众；“场所”活动和精神的空间载体；“生长”活动和精神

演出的持续。 2.目标 塑造城市“活动的舞台”，使该地段成

为城市中最具魅力和活力的滨水标志区域； 关怀“人”体现

公众利益为首要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精神； 塑造“场所”为人

的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 有机“生长”以可

持续的发展的原则为核心，体现和强化地方精神和城市活动

的延续性。 3.总体结构设计 主题是创造“城市活动舞台”，

使舞台中的人能够 “望山（仁皇山和西山）、亲水（龙溪港

和市河）、见塔（水塔和飞英塔）和知城（古城墙和城门遗

迹）”。 在地段及地段周围，“城市活动舞台”由“舞台”



、 “背景”、 “看台”三个部分组成：“舞台”即滨水广场

；“背景”即广场周围的建筑群体和老城区的城市空间结构

及肌理；“看台”即凤凰公园。 进一步实现横贯中心城区的

东西向开敞空间系统-“中心绿轴”，完善老城区的商业、文

化、娱乐、休闲功能；同时通过空间形态上的联系、结合大

桥交通上的联系，实现新老城区的过渡。 经评审，本项目在

本次城市设计方案咨询获得第一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