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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0_A7_E5_8C_96_E5_c57_451201.htm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地域特性的古都和古街道，随着时间

的变迁演变为现在的城市和步行街。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

展，我们失去了许多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历史文脉。一些

有意义的传统生活场景逐渐远离我们，城市也因此失去了自

己的特色，作为完整表达城市文脉的街道、胡同、牌坊、宗

教圣地等城市形态被成片地拆除，影响了城市形态的相融性

和延续性。难道我们的"立新"是"破坏"的结果？其实不然，"

立新"不必"破旧"，尊重传统并不等于食古不化、拘泥于传统

。相反，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文脉，将使得我们的城市更

富有地方风味，更富有人性化气息。地面铺装设计也是如此

，人性化是步行街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人性化地面

铺装在商业步行街设计中的表现 1.1 商业步行街的概念及转变

我国的步行街都是从过去商业街转化过来的，但欧美步行街

功能已综合化、多样化、休闲化，不完全是为了买东西，而

是去玩、去旅游、去放松 。如很多人到纽约第五大道去，目

的是什么？就是去百老汇看戏。文化活动不是商业活动，这

一点就没有引起国内的注意。而我国步行街相对失败，一个

是交通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交通问题都没解决更不用说铺

地。一个就是结构太单一，单纯买商品，而没有发展大量的

休闲、文化活动，吸引人来旅游、休闲、观光。 1.2 人性化铺

装在商业步行街中的体现 人性化设计现时表现关键的一点是

以人为本。任何一项设计都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地面铺装



设计也是如此。地面铺装设计必须最后落实到具体的形式上

，这其中包括形状（线形）、尺度、材料、色彩、肌理、功

能等，在地面铺装中具体设计形态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种

以功能形态为主，如提供行走、观赏；另一种以视觉形态为

主，如以地面的铺地形式引导人的流动方向，以铺地的方式

设计出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等。无论何种形态都在传达其所

涉及领域的某种意义。 1.2.1 线形和形状：有自由、曲线的方

式，也有规则、直线的方式，形成各种不同的效果。采用一

种方式为主的同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补充。 1.2.2 尺度："

路是走出来的"，从另一方面说明，人多的地方，如游乐场、

入口大门等，尺度和密度应该是大一些；休闲散步区域，相

反要小一些。 1.2.3 材料：铺装材料多采用石材、广场砖、彩

色水泥等。在节点处用金属、玻璃等加以点缀。景观道路的

地面铺装注重和绿色环境融为一体，烘托出入口区的整体性

。在以人性化为前提的设计下我们更强调块料、砂、石、木

、预制品等面层，砂土基层即属该类型园路。这是上可透气

，下可渗水的园林型生态环保的道路铺设。 1.2.4 色彩和肌理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室外的色彩也

不断增多，给我们的设计带来了更广的余地，地面色彩的运

用不仅在色彩本身，而是色质的合理运用。不同材料的色反

映不同的色质，不同反光度的色表现出不同的色质。用陶瓷

和玻璃两种材料制作的马赛克，前者规整、亚光泽，给人以

沉着、温和、平静的感觉，而后者则在阳光下耀眼刺目。这

两种材料制成的同一产品，尽管名称式样都很相近，而实际

效果正好相反。如果将色质分开讲，"色"就是物体本身给人

以红、黄、蓝等色彩在视觉上的感受，而"质"则是指物体表



面质地的特性作用于人眼所产生的感受，即质地的粗细感受

是材料肌理的体现。色质可分为反光、平光、亚光、透光及

天然人造色等，而在使用时又往往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

综合对比运用时，粗、中、细三者比例不能等量齐观，必须

使其中某一质感量占绝对优势，才能突出中心，分明主次。

在地面色彩的实际运用时，常以花岗岩、卵石、地砖等几种

材料综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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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