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技术研究 
第 2 卷◆第 3 期◆版本 1.0◆2019 年 3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9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内涵及其有机更新策略 
 
宋军强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DOI:10.32629/btr.v2i3.1927 
 
[摘  要]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是指正处于向现代街区过渡的传统街区,其有着独特的城市文化价值和空间环境特色,对城市居

民有着特殊历史记忆。对城市非保护类街区进行有机更新,意在实现改善街区空间品质和居住环境目标的同时,将其中极具历

史文化的空间肌理完整的保留下来。为此,本文对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内涵及其有机更新策略进行了尝试性探究,坚持以人为

本、保留特色文化元素的原则,在有效提升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空间环境品质的同时,保护和传承街区历史文化和空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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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发展理念逐步

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到高质量发展,从而对城市建设与

城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城区与

旧城区的平衡发展一直都是规划与开发的难点所在。为此,

在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划与区域开发强度基础上,准确划分

保护性空间,实现空间的有机更新,逐渐促进城市发展朝着

提升内涵与品质方向发展,使这些非保护类街区充分发挥丰

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物质价值。 

1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内涵分析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是指区域内部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以及自然资源,具备商业发展、居住、景观等多想功能,能够

极为突出的反应出当地的特色,具有代表性,可以作为城市

的名片,其与城市特色街区、城市特色空间、历史文化街区

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从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内涵上来讲,

其区域内部有着一定数量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遗留建筑,

虽然诸多历史遗留物质的规格与等级并未达到城市历史文

化街区的标准,但其极大程度的保留了历史的本土特色以及

当地发展中形成的人文精神,能够唤起整个城市民众的归属

感[1]。具体来讲,按照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资源特色禀赋程

度,非保护类街区主要有景观特色类、商业特色类、人文特

色类、历史特色类、居住特色类集中类型。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是城市发展中重要的空间类型,其联

系着民众与历史、城市空间,发挥着重要价值与意义,但是与

其它城市空间类型相比,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有拥有着极大的

自由性,其可以保留历史的自然景观特色,也可以保留历史

人文特色,其可以是封闭的私人空间,也可以是开放空间,也

可以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混合区域。 

2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有机更新原则分析 

一是,以人为本原则。城市是人类生活与发展的主要空

间载体,城市的发展与进步主要作用于人、影响于人,坚持以

人为本是城市空间发展、更新的基本原则。在非保护类街区

的更新中,主要是为了在保障与其原本空间面貌和谐发展基

础上,向其空间内部注入新的元素,增加非保护类街区的活

力,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平,满足当代人的生活发展需要[2]。因

此,在更新过程中道路的修正、建筑外墙面改造、绿植的搭

配上都需要考虑到现代人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的融入,并且

要适当的对空间布局展开调整,建设现代化活动场所或公共

设施。 

二是,延续性原则。延续性原则主要是指在非保护类街

区更新过程中,对于历史与文化两部分要展开合理的延续,

街区内部的历史遗产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并且保留下来

的重要财富,街区的有机更新首先需要延续其历史遗产风格,

将区域的历史特色融入到现代化的元素中,使其保留着独特

的魅力；同时,从视觉以及空间肌理角度考虑历史的延续,

非保护类街区是经过漫长岁月打磨而形成的一个连续性整

体,其空间肌理特征十分突出,更新中应将其特征延续并能

够引起民众关于其空间或场所的独特记忆,从而使非保护类

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大放异彩[3]。 

三是,微改造原则。在有机更新过程中,建筑、街道、植

物等改造应尽量避免大拆大建,在保持街区原有景观环境、

历史风貌基础上循序渐进的进行街区更新与改造,也就是将

微循环原则倡导从每个细节着手,逐步的进行街区改造与更

新,避免大尺度的拆建影响街区原有的和谐性、破坏历史的

文化的延续。其所遵循的理念是,随着时间的转动,历史遗迹

会发展到严重破损无法进行再次修复的状态,而其中有价值

的对象也无法继续被保护,从而被新事物代替,而这个更替

的过程也是事物动态循环发展的过程,基于事物的发展变化

规律,能够有效的提高事物的利用效率,并且始终保持事物

与周围环境的和谐[4]。 

3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有机更新策略探究 

3.1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有机更新策略 

首先,在保留修复环节。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有机更新过

程中对街区内部代表性历史文化的保留与修复是更新的基

础环节,其主要目的为弘扬历史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内涵,提

升区域的文化魅力。其修复的重点是文保单位以及具有极高

历史价值的建筑,保留这些物质的原始面貌。从细节上讲,

区域中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元素、体系自然生态特点的元素

都应得以保留,尽可能还原区域的真实面貌,利用街区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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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改造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认同感。 

其次,在改造提升环节。在改造过程中需要从物质与精

神两个层面展开,物质的改造主要是对街区内建筑、物质表

面风貌的改造,或适当的增添新的物质元素,如改造建筑的

外形、建筑的体量、建筑的公共空间布局、公共设施色彩、

公共设施的风格、植物等；精神改造主要是开发区域内的历

史文化底蕴,使其可以反映在物质元素上,例如整合区域的

文化性、人文性精神内涵,通过物质元素创造出能够反映精

神意向的环境、建筑,从而感染民众,展现出街区的历史文化

氛围以及浓厚的人文内涵[5]。 

再次,在公共空间建设环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与现代城市空间发展 大的不同主要体

现在公共空间上,公共空间作为功能性区域,其是城市空间

现代化元素的突出代表。因此,在有机更新过程中可以适当

的拆除旧建筑、违建建筑,增加公共空间面积；或通过利用

植物替代墙作为间隔带的方式拓展公共空间区域；或通过具

有当地特色的小品、家具丰富公共空间建设。 

后,在视觉感受更新环节。视觉感受影响着民众对周

围环境的判断,增强空间的视觉感受能够使人们在面对非保

护类街区时整体意象得到加强。目前,经常使用的增强空间

视觉感受的方式为突出视觉中心,减少视觉传输过程中的阻

碍,保障视觉感受的完整性,通常在街区内会存在1至2个视

觉中心,在街区更新过程中,需要完善周围环境与形象的建

设,使整个视觉中心更加立体与完整[6]。 

3.2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有机更新实践 

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有机更新是近年来城市规划建设

探究的热点话题,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大拆大建时代的更

新与改造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更

新在以人为本、微循环、延续性原则基础上,需要谋求新的

更新路径。文章以某市城中村的非保护类街区更新为例,探

究了城市非保护类街区有机更新实践的具体方式与策略。 

某市城中村一小片非保护类街区,常规的城市规划中主

要通过整体开挖的方式将地上目前现状有的物质全部清除,

具体来讲,根据新遗产与多地面开发模式的指导,先将地面

现存的15%建筑拆除,在拆除掉新建设的塔楼,面积约为整体

面积的35%,保留其屋顶作为新楼盘的地面花园,城中村建筑

的六层以下都将作为新建筑的停车场,解决当地停车位紧张

的情况,实现空间的有效利用,这种模式 终只保留了街区

内 50%的原建筑[7]。但开发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因此,在微

循环与延续性原则指导下,保留街区内原有的道路系统、公

园绿化,古建筑,减少了对城中村格局的扰动,使其历史文化

价值得到凸显,实现了经济发展、文化延续、城市建设之间

的平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非保护类街区的有机更新是新时代城市

规划与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其更新重点在于历史文化的延

续与空间肌理的合理更新,更新后应凸显街区的地区文化特

色。因此,需要正确理解非保护类街区的内涵、功能,明确更

新的原则,在更新过程中合理的融入当地特色资源以及现代

化元素,以便街区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进行

街区外貌的更新或单纯的延续其外部形态,要重视其内涵的

延续以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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