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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环境污染、公共健康等问题日益突出,健康城市建设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

重要议题。本研究聚焦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推进健康城市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探讨其实践策略与保障机

制。文章首先阐述了健康城市理念与控规的理论框架,明确了二者的内在联系。继而从土地利用、交通

规划、环境治理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控规的具体实践策略,提出了促进职住平衡、优化公共交通、加强

生态保护等关键举措。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政策法规、社会参与、资金技术三大保障机制,以确保控

规在健康城市建设中的有效实施。本研究旨在为控规编制提供新思路,推动健康城市理念的落地,最终实

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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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ublic health and other issue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ealthy cit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key role of controlled detailed planning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ities, and discusses its practical strategy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Firstly, the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ealthy city concept and control regulation, and clarifi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and us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regulation control, and puts forward key 

measur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balance between employment and housing, optimiz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On this basis, three guarantee mechanism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ocial participatio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re put forward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ontrol 

regul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ontrol regulations,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ealthy city,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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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交通拥

堵、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居民的身心健康

和生活质量。健康城市理念的提出,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作为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落实健康城市理念、推动健康城

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前控制性详细规划在

健康城市建设中仍存在理念融合不足、规划内容有待丰富完善

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健康城市理念指导下,对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编制与实施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1 健康城市理念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理论框架 

1.1健康城市理念的内涵解析 

健康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念,强调城市环境、社会、经

济等多维度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城市定

义为“不断创造和改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扩展社区资源,

使居民能够互相支持,发挥生活的潜能”。健康城市的核心要素

包括优良的生态环境、便捷的公共服务设施、宜居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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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社区氛围等。其发展目标是实现居民身心健康、社

会和谐稳定、经济绿色发展的城市状态。健康城市理念不仅关

注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卫生和疾病防控,更强调从生活方式、社区

营造、公共政策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城市健康水平。这对城

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从单一的物质空间规划转向综

合考虑生态、社会、人文等多元因素的系统性规划。同时,健康

城市建设也对规划实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需要多部门协同合

作、公众广泛参与,共同推进规划落地见效。 

1.2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与特性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

节,是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指导建设项目实施的法定依据。其主

要职能在于对城市局部地区的土地使用性质、建设强度、公共

设施配置、空间形态等作出具体安排和控制引导。纵观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发展历程,从早期注重对土地开发建设的硬性控制,

到当前更加强调对城市空间品质和社会经济需求的引领作用,

体现了城市规划从“蓝图式”到“过程式”的转变。在健康城

市建设中,控制性详细规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其

对街区和社区空间形态的塑造,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环境和

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对于公共服务设施、慢行系统等的合理布

局,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这些独特

优势,使得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落实健康城市理念的关键抓手。

未来,亟需进一步创新控规编制理念和方法,彰显其在推动健康

城市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2 健康城市导向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践与策略 

2.1土地利用规划 

健康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土地利用模式的创新与优化,而控

制性详细规划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首先,规划应着力

引导土地利用布局的合理性和功能的混合性,从而促进职住平

衡。具体而言,在居住区可适度布局商业、办公、教育、医疗等

多元业态,并积极鼓励垂直和水平混合开发模式。这不仅能增加

空间的复合使用,还能有效减少通勤距离,进而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其次,对于社区中心和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规划可适

度提高开发强度,布局中高强度的商业商务功能,以此形成紧

凑、高效的城市空间形态。与此同时,规划还应严格控制居住、

工业等用地比例,以促进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均衡发展。 

再者,为了营造健康宜人的社区环境,规划应在各类用地中

广泛嵌入绿色开敞空间。这包括合理确定建筑退界距离和街道

绿化率,因地制宜布局街头绿地和小微公园等。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构建与街区尺度相适应的慢行系统和生态网络,从而增加

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此外,对于特色街区和历史文化街区,规

划更应注重彰显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风貌,延续文脉传承。这就

要求加强空间尺度管控和风貌引导,避免大拆大建,以营造富有

活力、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最后,考虑到城市韧性的重要性,

土地利用规划还应充分考虑应对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

发事件的需求。为此,规划中应预留应急避难场所和防灾减灾设

施用地,以提高城市的应急管理能力。 

2.2交通规划 

健康城市的构建离不开完善的交通系统作为支撑。为此,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交通规划方面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创新措

施。作为核心策略,规划应坚持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这涉及结

合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优化常规公交线路布局,并加密站点设置,

以提高公交服务覆盖率。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在轨道站点周边布

局公交首末站和自行车租赁点等换乘设施,从而引导“轨道+公

交”“轨道+自行车”等绿色换乘方式。在此基础上,规划还需重

点强化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划。这一举措包括构建级配

完善、衔接顺畅的慢行网络,打通断头路,增设非机动车专用道

和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这不仅能提升通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更能鼓励居民选择更健康的出行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居住社区和商业中心等区域,规划应着力

构建密路网,增加小街区、小尺度道路布局。这种设计不仅营造

宜步宜行的空间尺度,还能提高整个城市的可达性和活力。除此

之外,规划还应积极推动共享交通的发展,合理布局共享单车停

放点,引导居民绿色出行。同时,借助智慧交通技术优化交通组

织与诱导,合理引导交通流,有助于缓解城市拥堵问题。最后,

就静态交通而言,规划应加强管理,推行差别化停车政策,提高

公共停车位的共享使用效率。与此同时,在城市次干路、支路等

布局电动汽车充电桩等配套设施,鼓励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这对

减少城市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2.3环境治理与保护 

在健康城市的构建过程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基石。这就要求控制性详细规划必须在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采

取全面而系统的措施。首要任务是加强对自然要素的系统保护。

规划部门应当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对自然岸线、湿地、

森林、基本农田等生态空间的管控,以遏制过度开发建设。与此

同时,规划者需要统筹考虑山体、河湖、绿地等自然本底要素,

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

定性。 

在城市建设方面,规划部门应着力加强园林绿化建设。这不

仅包括提高植被覆盖率,还要选择适宜当地气候特点的乡土植

物,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城市绿地体系。特别是在居住区和交

通干线两侧,规划者应精心布局隔离绿带和防护绿地,充分发挥

其吸尘、滞噪等生态功能。水资源管理同样是规划的重中之重。

相关部门应大力推广海绵城市建设,因地制宜采用渗、滞、蓄、

净等措施。这不仅可以加强雨洪管理和水资源利用,还能增强水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针对城市空气污染这一普遍问题,规划部门应从多个角

度入手。首先,环保部门需加强工业污染防治,优化产业布局,

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其次,相关部门应引导居民节能减排,推

广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再者,建设部门应大力发

展绿色建筑,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控制建筑能耗。值得一

提的是,规划部门还需重视城市微环境的营造。这涉及到光环

境、声环境、风环境等要素的优化。通过设置喷泉、遮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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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节风向的建筑等措施,城市管理者可以创造舒适宜人的城

市小气候环境。 

3 健康城市导向下控规实施的保障机制 

3.1政策与法规保障机制 

健康城市导向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必须以健全的政

策法规作为坚实后盾。为此,政府应当肩负起主导责任,制定并

完善一系列支持健康城市发展的规划政策。这些政策的核心在

于将健康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编制全过

程。具体而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

中,相关部门应明确健康城市的发展目标和策略,为下位规划编

制提供清晰的依据和指引。 

在控规编制环节,规划部门则应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

将公众健康置于规划的核心地位。这就要求从环境品质提升、

公共服务配套、慢行系统完善等多个方面细化落实健康城市理

念。与此同时,相关部门需加强规划法规建设,严格依法依规开

展控规审批和监管,以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为确保规划

落地见效,政府还应健全规划实施的督查考核和问责机制,明确

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此外,

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同样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注重健康政

策与各专项规划、各部门政策的协调衔接,建立健全多部门合作

机制,统筹交通、住房、教育、医疗、体育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发挥整体合力,共同推进健康城市建设。 

3.2社会参与与监督机制 

公众参与是健康城市建设的核心动力,也是提升规划实施

社会认同度的关键途径。为此,规划部门应着力构建一个贯穿控

规编制、实施、监督全过程的公众参与机制,确保社情民意得到

充分表达。在规划编制阶段,规划者应通过问卷调查、社区访谈

和公示公告等多元方式广泛征集公众意见,深入了解不同群体

的健康需求,并将合理诉求有机融入规划方案。进入实施阶段,

相关部门则需加强宣传解读工作,提高规划的透明度和可读性,

引导公众深入理解规划内容,从而主动支持规划落地。同时,规

划部门应鼓励居民、社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

健康城市项目建设和日常管理,充分发挥其监督和自治作用。为

确保公众参与的实效性,相关部门需建立健全的公众监督平台

和反馈机制,及时处理公众投诉和举报,使规划实施全程接受社

会监督。此外,规划部门和相关机构应重视培育城市规划共同体

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普及健康生活和公共卫生知识,增强居民健

康意识,引导自觉参与健康城市建设。最后,相关部门应积极倡

导绿色、低碳、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崇尚健康的社会风尚,

从而从根本上推动健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3资金与技术保障机制 

充足稳定的资金投入和先进适用的技术支撑,是健康城市

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为此,政府应主导建立多元参与的投

融资机制,拓宽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具体而言,政府需加大在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入,以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同时,相关部门应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引入PPP等方式,

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健康服务设施,可采用政

府购买服务或定向补贴等方式确保其可持续运营。此外,还应完

善多元化筹资渠道,充分发挥保险基金和社会捐赠在健康城市

建设中的作用。在技术层面,规划部门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

的产学研合作,联合攻关健康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等关键技术,

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应积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构建城市健康监测预警和动态分析系统,为规划

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最后,规划部门还需注重从业人员的专业能

力建设,培养健康城市规划师,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规划团队,

全面提升规划工作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4 结语 

健康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规

划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落实健康

城市理念的重要抓手,其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绿色发展的理念。通过创新土地利用模式、优化交通系统、

加强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措施,不断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居民生

活质量。同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保障、社会参与监督、资金技

术支持等机制,确保规划的有效落实。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相

关部门应当持续探索和创新,将健康城市理念深度融入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各个环节,为构建宜居、韧性、可持续的城市环

境贡献力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永续发展的美

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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