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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9E_E5_A4_A7_E6_c57_615002.htm 10月18日至19日，市

建设局和城乡规划局邀请的专家将就泉州大桥南片区改造及

立交桥建设概念性设计方案进行评审。 此次评审的方案包括

美国诗建（中国）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寰中企划设计（香港

）有限公司、法国达思建筑设计公司、新加坡工程集团新工

咨询私人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5家国内外设

计机构提交的5个方案。 据了解，此次国际招标设计首先是

为了解决这一区域的景观问题，这一区域过去主要进行村镇

建设，与目前作为泉州南大门的城市景观不相协调；其次是

交通问题，要解决目前这一地段比较混乱的交通；三是综合

解决这一区域的资源利用，包括市场以及现有的居住问题等

。 泉州大桥南片区东侧现已形成城市范围内最大的水产品批

发市场与华洲建材装饰市场，西部亦有一成规模的水果批发

市场。该地区拥有较为发达的商业服务集群，且地处交通要

冲，货运集散便利，区位条件十分优越。 根据规划部门下达

的规划设计条件，泉州大桥南片区用地性质以商业、居住用

地为主。居住用地原则上控制在总用地的50％以上，商业以

大型商业设施为主，居住部分以纯住宅为主，并设小型的商

业网点。建设内容以商业、娱乐等设施和高层居住建筑为主

，并按规范配套建设社区活动中心、小学、幼托、停车场等

公共设施。 根据这些区位条件和用地规模，泉州大桥南片区

改造工程将进行高起点规划，住宅将结合国家小康住宅小区

的标准，建成泉州市现代化区。同时该工程将结合周边地区



交通、环境及基础设施，着重就疏散交通、改善环境进行统

筹规划，促进该地区城市化，为市区拓改摸索经验。 桥南片

区改造及立交桥建设概念性设计方案总览 方案一“绿融城、

水溶城、水绿相依” 设计说明 一号方案通过将用地置于更大

的区域内研究，注重如何通过用地的规划促使整个江南城市

副中心结构的优化和完善，并重视用地作为政府跨江战略第

一步所应起的巨大作用。 该方案在规划上尊重泉州古城山水

之城脉络的延续和再生，新城及用地的规划形成了“绿融城

、水溶城、水绿相依”的既具地域特色，又有现代气息的新

城市脉络。方案规划将国道324、县道317等主要过境交通塑

造为城市的展示通道，并设置了眺望塔、江滨高级酒店、城

市购物公园等诸多建筑景观，很好地展示城市门面及确立新

城市印象。 本方案规划设置了由绿化休闲带及购物商业组成

的地块开发动力体系，不但将使地块得到迅速开发，而且有

力地促使整个江南城市副中心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设置了快

捷有效的立交体系，通过高架及隧道保证国道324的快速通行

，形成了国道、过境公路及城市道路分层设置互不干扰的模

式，很好地解决了原有的交通问题。 该方案另一大特色是设

置了环绕居住区的环状休闲绿化带，该绿化带向内与住宅区

绿化溶为一体，而且向东连接立交绿化带及江南公园，向西

与市民广场相连接，形成了“绿融城”的城市肌理。 该方案

的建筑布置合理有序，形成了由大型住宅区、小型住宅区和

公寓区相结合的住宅群落，并很好地结合商业金融中心形成

错落有致的城市建筑群，沿江景观丰富有特色，很好地塑造

了二十一世纪新泉州的城市风采。方案二屏弃立交桥简化交

通设施设计说明 二号方案把桥南片区定位为多功能综合的生



态化新型城区。桥南片区所处的江南副中心作为泉州市城市

拓展的一个节点，从整体上讲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功能区。

该方案认为这恰恰是通过功能复合体现地区活力的一个机会

，规划由行政办公、商业贸易、生活居住、科研教育、文化

休闲等功能，共同构成一个有机咬合的多功能复合区。 该方

案概念设计的功能布局，可以概括为由城市公共功能到居住

功能自西向东的演变，即在分区明确的前提下形成“商务办

公－商住综合－居住－滨江绿地”的自然过渡关系。 该方案

规划根据用地的功能不同分别进行了设计，柔性的自然绿化

与硬质的景观要素相结合，从而在整体是营造一种和谐多元

的环境氛围。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上确定绿化用地与其他用地

的比例关系。还有从整个地区来看，绿化用地在空间上基本

实现了平衡配置，能够做到“处处临绿、处处有景”。 该方

案对基地及周边区域的道路交通系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从

更大的尺度进行研究，大胆地提出屏弃立交桥，简化交通设

施的概念，从而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的并重。经过对区域道路网络的梳理，该方案提出局部组

织单向交通，重要节点主导交通流向优先等措施，从而最大

限度地保证交通的通畅与安全。 该方案在空间形态的处理上

力求使该地区由西向东呈现一种建筑密度由高到低，形态由

规则到自由的梯度变化，从而在整体上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在群体空间的塑造上主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把握物质环

境的整体意象，使之具有独特的风貌、和谐的形态和明显的

标识；塑造物质环境的外部空间，使之形成特色空间序列、

连续完整的步行体系、多样的驻留场所和宜人的空间尺度；

发掘物质环境的人文内涵，使之体现繁华的现代气息、浓郁



的文化氛围和完整的空间脉络。 方案三 总体框架：一心三轴

五区 设计说明 三号方案以新城市主义理论为依托，从三维空

间入手，将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各部分（居住、工作、商业和

娱乐）结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心、三轴、五区的总体框架

，再结合合理有序的城市交通梳理，全力打造泉州南片区高

起点、高品味的城市新形象。 一心：即由会展、艺术、科普

、体育和市民广场组成的区域，是本案规划设计以及整个南

片区的核心和枢纽，也是重要的城市开放空间区域和环境景

观打造的重点。其作为“城市客厅”和“绿肺”的核心作用

，将激发周边地区的城市活力和带动土地升值，为南片区的

居住和商业开发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持。 三轴：即由三条轴

线形成一个首尾相接的闭合三角形，结构严谨稳固，将五个

功能区紧紧契合在一起。包括科学艺术主轴：核心区域中轴

线将改造后的会展中心、科普中心、艺术中心、体育中心、

飞架桥、“天地合一”城标、“天人合一”塔等极具特色的

景观建筑串联在一起；历史人文主轴：拟在延续福厦公路的

主轴，在原低洼河滩地上建设一个以连接大环岛和江岸石刻

雕塑为媒介、以多元材料为铺地、以树木与花卉为载体、以

泉州历史长河的记事年表为主题的滨水公园；绿色生态轴：

这是一条刺桐花海长廊，也是通向旧城宋代东西双塔方向的

视线通廊。 五区即中心广场区、古建公园区、商贸区、居住

区、商住混合区。 该方案在交通设计上通过对桥南片区现状

的多次与多方位调研，充分考虑到这一区域的发展于地理区

位上的特点和城市空间发展上的需要，认为南片区交通网络

不适宜建造大型全互通枢纽式立交系统，最终决定南片区的

交通网络主要是：结合现有的泉州大桥与顺济新桥的交通地



理特点，通过完善区域性的交通网络及局部重点疏通的原则

，主要疏通福厦公路和泉石公路使之快速化，以市区区域性

的交通网络代替适建于城市外围公路型的大型全互通枢纽式

立交，保留南片区城市道路景观与滨水景观之间的协调与通

透性，保护堤坝与原有景观点协调性，采取五个设计手段来

改造区域性交通瓶颈、提升包括泉州大桥桥头、顺济新桥桥

头和五叉路大环岛的交通疏通功能。 方案四短期见效集中建

设以点带面设计说明 四号方案在5个关键要素上进行了大胆

的设计，力图使桥南片区建设短期见效，集中建设，以点带

面。 1.地区标示性的确立--具有强烈识别感的地域形象，设

计泉州的“城市剧场”。 2.滨水景观的渗透---滨水地块开发

模式的探索，邻晋江地块的高地价和腹地区域的内部环境塑

造，削弱土地级差地价。 3.连续的城市界面---连续的高层建

筑群体和丰富变化的多层建筑，营造连续且细腻的城市入口

界面。 4.城市的文脉和空间肌理---充分利用周边景观和文化

遗产，地区尺度和城市尺度融汇一体。 5.城市的总体发展策

略和总体结构--放射的城市轴线与基地在城市中所处的功能

点呼应，基地对泉州城市对外辐射作用和对内多元文化生活

的作用。 该方案认为，桥南片区是城市对外的窗口---“城市

眼”。综合考虑基地的交通区位、总体规划要求和城市的总

体发展脉络，对原有分区规划的路网做适当调整，摒弃了原

来单一的路网结构，创造富有整体感的崭新的城市空间结构

，完成城市对该地区的准确定位。这样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财

力、物力和人力，形成适当的集聚，构筑完整的城市空间形

态，是快速有效形成城市氛围，汇聚人气、商气和市气的有

效手段，全面提升泉州城市对外展示功能的形象。 该方案认



为，桥南片区是生长的城市---“城市关节”。作为城市的一

个有机部分，基地设计充分尊重周边的既成建设现状和自然

禀赋，认真思考基地的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方案把桥南片

区设计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瞬间和一个空间细胞，成为南部

国家级清工业区和东部晋江与泉州城市中心的“关节~和枢纽

，从交通、形态和信息汇聚上体现城市的生长和灵活的功能

（关节）转换，再塑泉州城市中心的豪迈。 该方案为桥南片

区设计了具有场所感的城市---“城市剧场”。这一设计灵感

来自古罗马城市活动中心的圆形剧场。这是为了创造地区的

标示性和空间个性---对于外来者和城市居民，在短时间内形

成明确印象深刻的地标性城市空间，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

使复合的功能单元在地区的空间肌理和景观体系中得到有机

的融合，趣味和多样的生活空间得到真实体现。 方案五从交

通整治与用地调整着手改设计说明方案五认为，桥南片区的

改造应从交通整治与用地调整两方面着手。 该方案认为，交

通改造应从宏观考虑，合理疏导范围内的两个交叉口的交通

。明发酒店交叉口现状是六支路交叉口，交通流量大，各个

支路流向复杂，造成环岛交织点过多，限制了车流速度，造

成了严重的堵车现象。同时给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泉州大

桥南端交叉口其主要交通流向问题集中在由大桥左转向南往

机场文献和交通流，增加了环岛上的交织点，造成交叉口车

流混乱。 该方案通过对分区规划中交通规划的分析认为，分

区规划已为江南池店组团架设了一个合理的交通网络，规划

基地由周边的新华南路、池峰路、滨江路等城市主干道包围

，诸城市主干道的间距在1至1.5公里，按城市道路规划标准，

这个间距之中应该增设次一级城市道路，即距离主干道500米



的次干道。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明发酒店交叉口与泉州大

桥南端交叉口之间的路段及明发酒店交叉口西侧的南环路和

兴贤路的部分路段在分区道路网络中，这三个路段的合理定

位该是城市次干道。在明发酒店交叉口建设将南环路和兴贤

路的部分路段合并，将规划一路建设为城市次干道，解决从

交叉口往东南方向的交通，使交叉口的支路由原来的六条变

为四条，大量地简化了交叉口的交通。泉州大桥南端交叉口

，把左转南向的车流一右转的匝道引向滨江路，缓解城市内

部道路压力。 该方案认为，从近期考虑，东西向交通可以靠

泉州大桥和顺济桥解决。远期，新华南桥建成，东西向交通

主要集中在新华南桥和泉州大桥上，顺济桥的交通地位得到

替换。同时衔接泉州大桥和顺济桥的“8”型立交也失去了修

建的必要性，然而“8”字形立交就其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负

面效应。如：立交造价高，占地面积大，并降低了朵莲寺周

边地块的使用价值和景观质量。 该方案大胆地从宏观范围着

手整治道路系统，解决交通流量问题，免于支出修建“8”字

形立交的必要性高昂费用，并通过用地调整及城市空间形态

的设计，使泉州大桥南片区成为能体现泉州历史文化特色、

交通顺畅，环境宜人的山水新城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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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