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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1_9F_E5_A0_B0_E9_c57_612543.htm 昨日是一个值得纪念

的日子，距离512大地震已经整整两个月了。来自美国、日本

、马来西亚、法国、瑞士等地的设计规划机构（联合体）和

我国相关机构的代表汇聚青城山镇，在“都江堰市灾后重建

规划概念方案”方案介绍会上，亮相一个个精彩规划概念方

案。据了解，10家规划设计单位或联合体经过实地勘察、走

访后，全部完成了设计方案。本报特披露、编辑每套方案中

的亮点，与关心都江堰灾后重建的读者分享。昨日，建设部

规划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方案介绍会，今日上午，还将举行

专家讨论会，对10个规划概念方案研讨论证。之后，专家将

整合这些方案上报成都市政府。亮点：城市功能 把都江堰建

成个“步行城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会上，来自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代表表示，都江堰应建为世界灾后重

建的典范。复兴后的都江堰将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中

华历史文化名城、国际风景休闲度假旅游城市、成都都市附

中心城市、城乡一体化的宜居生态城。 设计方案分为空间、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5个角度。其中，空间为安全紧凑防

灾生活圈；经济为风景休闲度假创意文化产业商贸“场镇”

；社会为社会公平、自助互利，以工代赈；文化为世界遗产

保护城市文脉延续川西风格延承；生态为山水林城、生态承

载能力人与自然的和谐。 方案还建议，重建应注意保护生态

环境，建设步行城市。而在土地利用方面，要建设紧凑城市

，土地利用强度适度增加。此外，他们还强调突出城市的旅



游功能，分组团分功能建设；建设慢速步行系统，加强度假

型旅游。 亮点：避震建设 城里建个防灾公园如何？ 奥雅纳工

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他们设计了城市防灾公园，规划了

城市避震疏散系统建设，可持续生态发展规划，并建议实施

灾后重建实施机制设立灾后重建局，该部门预计在重建的6年

时间里发挥作用，在完成重建后解散。 设计方案中还称，要

通过可持续生态城市规划，不断创新，同时优化城市中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等要素，打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一个产业与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和谐、资料节约、环境友

好、社会融洽的未来城市。 他们认为，地震给都江堰市带来

了深重的灾难，但面对自然灾害，人们表现出的是重建家园

的勇气。而重建的过程同时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挑战和机

遇。在受损地区重建设和新城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引入生态

城市的发展理念。 亮点：交通规划这里不需要红绿灯和停车

马来西亚AKIPRIMA设计单位“都江堰城中心将环绕博物馆

和艺术中心，沿水岸边可以从四个方向进入中心城区，这里

将没有红绿灯，交通通畅。”AKIPRIMA设计单位代表在会

上称，他们在建筑中融入中国元素，西岸建造长约3公里、世

界上最长的巨龙形态的观光游览车，设计可以容纳20万市民

和10万游客的巨型建筑，新城建成将历史性地创造10万个旅

游业的就业机会。同时，该机构代表还提出开发利用新城绿

色能源利用岷江沿岸风动力能源，还有在河岸边开阔地的建

筑上安装太阳能利用器。 在交通规划中，他们提出了先进的

无障碍道路系统规划设计。“新城整个城市的道路系统不需

要红绿灯，也不需要停车。”代表称，将来简单的道路系统

设计可以让人到达城市的任何一个地点，环线和居民生活道



路采用单向设计，而未来的都江堰新城完全不需要轿车。 亮

点：养生产业 发展深度体验型养生产业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

研究所、四川省建筑设计院联合体设计方案中称，都江堰重

建目标是依据这里的人文历史与产业趋势，重新定位市域的

总体方向。要用重建机会，重新调整市域空间架构，优化都

江堰生活和旅游环境。方案还举例了台湾的经验包括社区重

建、居民参与和就地安置。比如重建过程中要重点照顾弱势

、独居的单身老人。 规划定位方面，方案中表示，要强化都

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定位，重新赋予全球性历史资产的

重大意义。在有机分散、顺势集中的规划方法下，全面性地

调整并强化城镇群体的角色与功能。在产业方面，方案将都

江堰产业转型的重点聚集在结合百草药学，发展深度体验型

养生产业。要汇集医疗研发产业，配合休闲旅游，创造不可

取代的地域型产业形态。 亮点：特色空间形态 改善离堆西街

传统步行道 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联合体、西南交通大学

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联合体方案提出，重建后的都江堰将是

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并且是成都市域内的旅游、科教、

文化、创意新城，具有特色城乡空间形态的国际旅游城市。

方案提出，将采用系统性的思想，将历史地段和节点的保护

和城市旅游系统相结合。通过重建，改善玉垒山、离堆、西

街的传统步行道，修复内江两岸的古建筑群，延续古城 “满

城水色半城山”的特征风貌。方案还提出了对区域城镇外向

扩展发展时序的建议：城镇发展近期以灾后政策性安置为主

，主要发展空间在平原区各城镇点，尤其是山前结合带城镇

作为接纳重点区域，聚源新城形成发展基础。远期以聚源新

城建设为核心，以区域城镇与环境空间协调为原则，以城镇



空间结构的区域调整为重点，促进都江堰整体区域经济和环

境的发展与提升。 亮点：拓绿亮河 让滨河绿带成为休闲空间 

瑞士伯恩应用科学大学、都江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体“

重建规划的总体策略是显山露水。”该联合体代表在会上表

示，都江堰具有“山水城林堰”的特色，重建应“拓绿亮河

”，即对一环路内河流两侧，拓宽公共绿地，布置旅游服务

，商业、文化娱乐设施，使滨河绿带成为城市居民和旅游者

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 同时，他们还认为都江堰最高密度的

发展将位于新火车站附近，该区目前处于城市的外围，将被

发展为城市的新区，主要为公共和混合用途。重建的旧城以

及中心周围的密度较低。城的西面有一个低密度、高标准的

住宅区。东北面是新型轻工业、科研与教育区，配置新的公

共交通系统。 在公共交通方面，该联合体提出，新的轻轨会

将都江堰和成都连接起来。火车站是公共交通系统总汇，是

城市中心的新焦点。 亮点：心灵产业 慢节奏生活方式的心灵

小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成都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联合体该设计方案特别提出要打造“心灵产业”

，它是指满足人们在心灵的、精神的诉求。该产业以心灵诉

求为导向，可以分为释放压力、开阔眼界、丰富阅历、追求

健康、社会交往、提升自我、挑战自我、实现自我，分别对

应的产业有休闲娱乐、度假、问禅悟道、观光、主题游乐、

医疗、养生、会展会务、教育培训、探险、极限运动、文化

创意、研发等。 方案称，“心灵产业”布局为一轴两组团，

一轴是从都江堰老城区到新城区，功能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产

业载体。两组团是青城山-大观组团，位于青城山镇和大观镇

片区，形象定位是问道养生，功能是休闲度假。龙池-虹口组



团，位于龙池-虹口景区，形象定位是险峻丛林，功能是科考

、探险、极限运动。另外，方案还策划了项目“心灵小镇”

，位于都江堰老城区建设路以内，主题为拜水，无污染、慢

节奏生活方式的回归，包括古堰景区、历史街区、特色休闲

区。亮点：三级抗灾空间体系 河渠也要成为避难通道 上海同

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建规划考虑建立了三级抗灾空间体

系。都江堰城区三级抗灾空间体系的建立是对原规划进行抗

灾布局梳理和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城市抗灾的主通道和避

难的主场所除了包括城市的主要放射性主次干道和主要城市

公园外，沿四条内江分支的河渠及其两侧也成为城区抗灾和

避难的主通道和重要场所。在四条河渠之间的指状片区内，

通过联系道路以及与河渠两侧开放空间直接连通的片区和组

团绿地，建立两级枝状延伸的抗灾空间系统，将汇集避难人

群和运送救灾物资的通道深入到人口密集的组团内部。从而

更进一步降低抗灾的脆弱性。同时，城市的道路网密度也需

要增加。从提高城市抗灾能力的角度，增加道路网密度、减

小街坊规模是增加疏散通道和降低灾害人员伤亡的有效途径

。在都江堰城区重建规划中，在重建区域内采用小街坊的模

式，设想把道路网间距控制在150米左右。 亮点：创意产业 

游山玩水也要有创意 美国威尔考特建筑事务所、四川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体规划方案提出，要通过规划帮助都江

堰实现跳跃式发展。要通过重建大幅度提高城市住房质量，

对受灾地区的清除能让城市通透起来、绿起来。 具体规划为

，以都江堰的山水田园与历史古迹为硬件，以都江堰的道教

氛围、名人传奇、休闲特质和生活哲学为软件，使两者在未

来的城市中融为一体，以此为基础塑造城市人居环境，打造



山水田园与人文情怀并重的人居天堂。同时，都江堰未来的

产业必然是绿色生态无污染的，教育培训、设计创意、生态

农业类产业将是首选。 在旅游方面，开发具有创意的旅游项

目，同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旅游发展重心转移至健康

度假类的旅游项目上。 亮点：城市结构 靠近城中心建高密度

住宅 法国AREP公司、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

体方案认为，都江堰要建立独立的城市中心区，并保持与现

有城市的联系，通过城市中心建筑确立城市形象与特点，并

组织城市结构。同时，为了组织人流，减少交通距离，应按

照城市区域不同尺度设置公共建筑。而在城市综合体设计中

，应将工作区域与生活区相邻，简便日常交通；靠近城市中

心以及绿化中心建立高密度住宅区。 针对聚源新区规划，该

设计机构提出了生态水都的方案，将其定义为生态、高效、

安全的时尚之都生态化的城市格局，自然融合城市。到时候

，聚源新区可利用区域内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打造现代

都市水乡，三条穿越而过的岷江支流及沿江生态公园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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