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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导向下生活性街道空间可步行性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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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诸如街道交通拥堵、公共空间旁落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选

择步行这种既健康又经济的出行方式。生活性街道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对步行健康的需求尤为迫切。鉴于

此，本研究聚焦于生活性街道，以可步行性为切入点，梳理街道空间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基于城市居民的生理、

心理和社会健康多维度的需求，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以期能够为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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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展重心的转变，现如今我国已经进入由增量

扩张转向存量优化的阶段。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召开，强调要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市修补，注重城市

生态环境建设，推动城市转型发展。街道作为其重要的

一部分，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16年，《上海街

道设计导则》提及街道不应局限于通行功能，还应具备

社会交往活动功能，设计要围绕“安全、绿色、活力、

智慧”四个维度展开。2018年，《北京街道更新治理城

市设计导则》强调要重视人的行走体验，将“以车优先”

转化为“以人优先”，提出合理安排慢行系统、城市家

具、标识系统等。2019 年，我国《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的意见》提出要鼓励全民健身，营造城市健康环境，

并采取措施防控交通伤害，以健康人居环境为核心，加

强城市绿道与健身步道的建设
[1]
。2021 年，国务院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自行车

道、步行道等慢行网络的要求
[2]
。2023 年，《街道设计

指南》对各类型街道提出设计标准，如生活街道设计要

充分考虑老幼需求，结合用地空间布局增加休憩、遮阳

等设施。城市街道如何通过精细化设计改善其步行环境，

提升街道可步行性，已成为当前迫切解决的重要事情。

文章以安阳市东风路片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

方法对街道空间现存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针对性的优

化策略，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概念解析

1.1 健康导向

“健康”一词的概念较为模糊，比较权威、被普遍

认可和采用的是 WHO 章程序言中提出的释义，即：“健

康是体格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全安逸状态，而不只

是没有疾病、身体不适或衰弱
[3]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

应该保持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三个层面的健康。“导

向”是指通过系统性引导使事物朝着预定目标发展的过

程。本研究中的“健康导向”是指从城市居民的身体、

心理和社会健康层面出发，通过提升街道空间可步行性

的方式，引导人们选择步行出行，接触更多城市公共空

间，产生更为多样的交往活动，以人本健康实现街道健

康。

1.2 生活性街道空间

在城市街道类型划分中，《上海街道设计导则》基

于交通功能特征与街道界面活动属性，提出了生活服务

街道这一分类概念，将其定义为：以服务周边社区居民

为主要功能，沿街布局以生活配套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

为主导。
[4]
。在《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中对生活

性街道的释义是：主要解决城市各分区内部的生产和生

活活动的需要。其特点是车速较低、宽度较窄，两旁布

置人流较多的生活服务类公建
[5]
。基于各种相关研究成

果，本研究将生活性街道空间的特征概括为：

（1）以城市生活性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为主，

满足机动车、非机动车和步行等多样化交通出行选择，

且机动车速度得到限制，车速偏低。

（2）街道沿线分布有多种服务本地居民的零售、

餐饮和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接纳不同年龄和生活习惯的

人群及其多样化的行为活动。

（3）由街道及两侧建筑共同构成、以道路中心线

向两侧扩展80 米为范围的连续围合界面空间。

1.3 可步行性

“可步行性”（Walkabilit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

在 20世纪 90年代末的美国，应用于交通研究方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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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建成环境对步行行为的引导性，涵盖了与步行交通

相关的建成环境维度
[6]
。随着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当下

如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体育等诸多领域的专家也对此

概念加以引用
[7]
。其定义可概括为：建成环境支持和鼓

励安全、舒适和有趣的城市步行出行的程度
[8]
。可步行

性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但对于描述建成环境对居民友

好步行的支持程度的目的是相通的。

2 东风路片区生活性街道空间

2.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安阳市东风路片区，具体是指由东风

路、文峰大道、中华路以及文明大道围合起来的区域，

面积约 1.87 平方公里。片区内居住小区主要有东环小

区、晨峰小区、安惠苑等。周边有安阳市第一中学、安

阳市第四中学、安阳市东门小学、医院及政府机关等，

与市民文化广场隔中华路相望。街道两侧大多属于不同

年代、不同规模的住宅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环境特

征较为多样，能够展示步行行为的特点。

2.2 街道空间存在问题

2.2.1交通组织方面

街道中依旧存在重车轻人的现象，人车矛盾突出。

部分街道为了让步车行道而牺牲非机动车车道；缺乏明

确的非机动车道或路标指示，导致行人、非机动车和机

动车相互干扰，在没有人车分流的街道经常会出现行人

与机动车的冲突；流动商贩、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临时停

靠等现象严重。

2.2.2空间使用方面

街道环境老旧，空间布局不合理，品质较低。车辆

随意占用人行道甚至行道树之间的空地，严重影响空间

的流畅性；缺乏休憩空间和趣味空间，如座椅、小型广

场或景观节点等，导致居民只能经过而难以驻足；临街

商业外摆空间功能单一，缺乏多样化的商业活动和互动

场景；较多地段存在路面铺装破损、坑洼等问题未能及

时修复，有损街道的形象和使用功能。

2.2.3界面处理方面

沿街建筑在新旧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风格混乱，

缺乏统一的视觉语言。建筑高度差异明显，导致街道天

际线不连贯，空间层次感失衡；临时搭建的建筑与街道

空间之间缺乏系统性联系，进一步破坏了街道的整体性；

街道两侧底层商铺的建筑外观装饰杂乱无章，广告招牌

设置缺乏统一标准，随意安装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甚

至遮挡建筑立面和街道景观。

2.2.4服务设施方面

由于建设时间跨度较大，片区内的街道配套设施水

平参差不齐。部分街道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及体育运动设

施不足等问题；街道绿化景观单调，缺乏景观小品和艺

术设施；部分街道设计仅满足普通行人需求，忽视了特

殊群体的无障碍通行需求，盲道铺装破损或被占用现象

普遍；灯光配置未能充分满足夜间照明需求。

3 健康导向下东风路片区生活性街道空间可步

行性优化策略

3.1 生理健康层面

3.1.1协调人车矛盾，保障步行安全

机动车的使用扩大了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范围，但

也产生了众多城市问题，行人与机动车混行以及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混行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交通参与者之间

的矛盾不断加剧。对于机动车通行需求较高的生活性街

道，可通过科学的交通流线设计实现人车物理隔离，既

确保行人通行安全，又可防止机动车违规占用公共空间；

在交通流量相对均衡的街道区域，可考虑优化道路断面

设计，通过压缩机动车道或利用建筑红线退让空间来拓

展步行区域，从而提升人行系统的连续性；而对于行人

密集的生活性街道，则应当强化停车秩序管理，通过设

置专用停车区域规范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停放行为，有效

避免人行道被侵占，为行人创造安全、有序的通行环境。

3.1.2构建慢行网络，促进体力活动

构建连续、有趣的慢行网络是改善生活性街道空间

可步行性、增强居民步行出行意愿的关键之一。通过科

学分隔行人区域与其他街道功能区的方式，可以有效调

和不同人群间的使用冲突，提升街道的整体秩序与安全

性。例如，可以通过调整道路标识将部分车行道改造成

非机动车道，既保障了非机动车的通行顺畅，也为行人

提供了更加安全的步行环境。对于人行道较窄的街道，

可通过移除部分绿化设施或调整行道树位置，为步行区

域腾出更多空间；对于人行道过宽的街道，则可划分部

分区域打造为公共活动场地，增设健身设施，吸引行人

停留，促进体力活动的发生。

3.2 心理健康层面

3.2.1重构空间层次，刺激步行意愿

城市生活性街道的人性化程度是我们城市设计坚

持“以人为本”原则的直接体现
[9]
。通过有效的设计手

段来丰富街道空间层次，营造有趣的城市环境有助于缓

解居民出行疲劳，刺激居民的主观步行意愿。例如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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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街道开敞地段设置景观小品，置入休憩座椅、娱乐

设施或小型运动器材，形成可逗留的活力节点，不仅能

减轻步行疲劳感，还能为行人提供放松身心的场所，满

足其心理需求。丰富的街道景观设计也起到健康促进作

用，在街道可利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建议采用垂直绿

化策略，充分利用沿街建筑物的立面、顶层平台及阳台

等空间进行植被种植，增加城市空间趣味性与艺术性，

为街道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

3.2.2整治沿街界面，丰富步行体验

富有吸引力的、丰富人们感官体验的、具有美好视

觉效果的街道界面能够有效支持步行行为，使步行更加

愉快与惬意，有利于心理健康
[10]
。在沿街建设中应注重

建筑与街道的整体设计，强调立面装饰的协调性，可以

采用修缮翻新、 墙体彩绘等手段美化老旧街道两侧的

墙面，增强立面丰富度。例如，对老旧建筑外立面进行

清洗、修补和粉刷，恢复其原有的美感，同时融入地域

设计元素，使其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利用艺术彩绘或

壁画装饰墙面，注入文化特色与艺术气息，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街道景观。

3.3 社会健康层面

3.3.1完善服务质量，保障社会适应健康

生活性街道空间应尽可能平衡不同人群之间的需

求，保障人们的社会适应健康。可以优先推进公共设施

的整合优化，着重提升其空间布局的协同效应、功能复

合度以及资源利用效率。例如，将座椅、垃圾桶、照明

设施等功能性元素有机结合，形成多功能复合空间，提

升街道的美观度与实用性。再者是街道无障碍设计，比

如道路转角、交叉口等位置应设置适宜的缘石坡道，确

保轮椅使用者、婴儿车推行者等群体能够顺畅通行；在

设计盲道系统时，选择亮眼的颜色便于视障人士识别，

避免盲道转弯处出现较大高差，确保其连续性与安全性；

在公交站、人行道、绿化带等节点增加夜间照明设施，

设置清晰的导向标识，帮助特殊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生

活。

3.3.2置入趣味场所，满足社会交往需求

在生活性街道设计中巧妙置入趣味性场所能够显

著提升街道的社会交往吸引力。例如可将街侧绿化带局

部挖空处理设置休闲座椅，既实现了绿化空间的复合利

用，又为行人提供休憩场所，创造了自然的社会交往契

机；对沿街建筑前区进行功能优化，设置特色活力点，

激发自发性社交活动；增加透明材料的使用，打造开放

通透的街道界面，加强行人与商铺内部的视觉互动；通

过街道家具与景观植物有机结合，形成富有特色的街道

生活场景，增强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交体验感。

4 结语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性街

道承载着市民日常活动与社交互动的核心功能。提升生

活性街道可步行性对于促进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尤为重

要。文章通过梳理总结生活性街道存在的问题，提出健

康导向下生活性街道空间可步行性的优化策略，以期能

够在落实街道空间设计、促进公众身心健康方面提供一

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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