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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民经济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中的人口与城市道路日益增加，而可以利用的城市空间却越来

越少，城市拥挤现象日益严重。政府部门则采取了修建高架桥这一策略来缓解城市扩张带来的交通拥挤

问题，但是在高架桥下形成的一些空间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运用，相反，变成了灰色空间被人忽略甚至是

遗弃。本文对如何提升桥下空间的利用价值、如何利用并改造桥下空间进行研究分析，进一步完善景观

都市主义在城市的相关研究体系，为未来我国桥下空间景观设计提供新的导向和启示，对今后景观规划
设计实践提供参考意义。 
 
关键词 

景观都市主义，桥下空间，景观提升策略 

 
 

Research on Spatial Landscape  
Enhancement Strategy under the Bri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Urbanism  

Zhiyuan Feng 
School of Arts,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Oct. 11th, 2023; accepted: Dec. 14th, 2023; published: Dec. 21st, 202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izen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the population and urban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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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ities are increasing, but the available urban space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and urban conges-
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viaducts to alleviate the traffic congestion caused by urban sprawl, but some of the spaces formed 
under the viaducts are not used rationally, and instead become gray spaces that are ignored or 
even abandoned.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how to improve the use value of the space under 
the bridge, how to use and transform the space under the bridge, further improv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system of landscape urbanism in the city, provides new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space under the bridge in China, and provides reference signi-
ficance for the future practice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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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的开发带动了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提升转型，

交通类的基础设施如桥涵，立体道路的升级建设更加明显，不仅从数量还是形式上的变化都有所增多。

从而产生了大量高架桥从城市中林立的现象，随着高架桥的产生，也形成了另外一种空间——高架桥附

属空间，桥下空间成为城市及其周边的一种新的土地利用形态和空间形式[1]。虽然高架桥对城市交通的

缓解有明显作用，但是立交桥下的没有开发的空间也变成了城市剩余空间[2]。城市剩余空间像是城市中

隐蔽的角落，让人很难发现，通常指人们经常忽略的地方，桥下空间正是城市剩余空间的一种，乱停乱

放的汽车和一些随意丢弃的垃圾，不仅损害了城市的整体面貌，对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环境也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 

2. 景观都市主义概述 

2.1. 产生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工业化社会逐渐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工业衰败，造成了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土地利用空间大大减少，如何将废弃的工业遗址及设备、过多的硬质空间重新利用

起来非常急迫。传统的以建筑学为主导的城市设计理论已经无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社会急需一种具有

全新视角和生态价值的理论[3]。 

2.2. 灰色基础设施 

灰色基础设施是指用来维系城市发展运作的城市市政设施，传统意义上这类基础设施被定义为“由

道路、桥梁、铁路以及其他确保工业化经济正常运作所必须的公共设施所组成的网络”[4]。它们往往是

单一功能的设计，人们仅对于它的技术等方面的功能提出了要求，例如人行道是以人的行走作为设计导

向的，相对于人行道的其他功能例如艺术性、美观性、系统性的利用往往被设计者所忽略，同时，道路

与城市整体系统的联系也被忽略，降低了基础设施与城市整体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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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是指一个国家自然生命的支持系统。绿色基础设施包含各种天然和能自我恢复的生态

系统及景观要素[5]，自然界中的山水林田湖与城市之中的各种绿地，公园等开放绿色空间组成的相互联

系，景观各种要素相互链接转换，共同组成一个网络，合理的组合能提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等多种效益，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为城市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们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2.4. 景观基础设施 

加里·斯特朗在 1996 年首次提出指出景观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他指出要运用生态学基本原则将灰

色基础设施与绿色基础设施相融合，将景观作为一种城市基本元素来代替灰色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系统

从传统的灰色集成服务模式向分散化、多功能、可持续方向发展[6]。景观基础设施的设计原则是对绿色

基础设施的发展，它不仅延续了绿色基础设施的相关原理，还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人文和自然空间相结合

的视角。 

2.5. 景观都市主义学科发展 

21 世纪初，在一篇由科纳撰写的文章《景观都市主义》中，第一次阐述了景观都市主义作为一门全

新的学科的重点内容是回应传统的灰色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层面的关系，展现出这两者之间联系并且提

出一个利用整体视角来将这两者综合成一个网络。詹姆斯·科纳的景观都市主义理论将都市理解成一个

完整的生态系统，通过景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达到基础设施的功能与城市的社会文化价值的统一，

从而使城市的结构更为合理。 
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认为，景观应当作为媒介，通过绿色基础设施构建的方式，在当

代城市化进程中，对现有秩序重新整合的过程中，成为城市建设的最基本要素[7]。 
景观都市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以整体的眼光看待城市之间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用整体观念将城市基础

设施的发展和城市健康发展相联系，将景观作为重新建造当代城市的媒介，并将景观视为城市规划设计

相关专业的要素，让景观成为洞悉当代城市的透镜，通过对景观的建设与发展来带动城市的健康发展，

并利用多种学科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归纳总结来综合地处理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达到创立一个

以景观为基本要素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形态，促进城市得以更好地发展。 
例如坐落于洛杉矶卡尔弗城的平台公园改造后，基地上方是火车通行，在桥下是使人舒适的停留空

间。国内上海市长宁区北翟路中环桥下空间把可爱的“动物”迁徙到了这里，桥下空间也实现了从“灰

色”到“彩色”的华丽转身。焕然一新的中环桥下空间将一直在这里，点亮城市，散发活力。 

3. 桥下空间利用现状 

桥下空间通常指城市立交桥下的地面附属空间。在过去，桥下空间是城市的角落，容易被人遗忘甚

至滥用，在城市空间中扮演着消极的灰空间的角色[7]，现在随着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桥梁的功能变的多样，除了要满足基本的城市交通功能，桥梁在形象、品质上还需要具备展现城

市文化的功能，例如美国金州大桥与港珠澳大桥，桥梁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载体，桥梁的设计也从注重

基本的功能升级到工程与文化、绿色相结合为了提高城市面貌并且满足人们对环境品质的需要，桥下空

间的利用会更加重要，而设计师对桥下空间的探索也未停止。 
桥下空间是最难利用的立地类型之一，目前，国内外对于桥下空间的研究对象是市政道路高架桥下

的空间，主要分成两个研究方向：一类是专注于桥梁投影的绿化空间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是桥下绿化

和桥梁本身的垂直绿化的生长环境和植物配置，但是对桥下空间的利用问题并没有更深入的探索；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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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针对于桥下的空间的探索，以达到吸引更多人的参与为目的，这类桥下空间不仅利用了桥梁投影

的空间，往往还与周边的空间相互联系。其他研究方向例如对跨水系桥头桥下滨水空间的研究也仅仅停

留在桥头营造和桥梁本身的建造上，并没有对桥下的空间进行更深地研究。 
总的来说，虽说对于桥下空间进行了不少的空间探索，但是研究并不全面，尚未构成整体、系统的

研究，也没有形成全面的归纳、分类和总结[8]。 

3.1. 桥下空间类型 

1) 交通通行空间 
立交桥的首要建设目标是为了交通通行，桥上是车行空间，桥下的通行为了保障行人安全，基本上

采取人车分流的模式，在缓解交通压力的同时保障了保证了行人安全。设计师利用桥下空间与城市慢行

步道相连接，采用安全易达的原则来适当规划慢行步道的范围，利用生态绿化分割慢行步道和车行道，

再布置一些景观小品，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的慢行交通网络，使行人获得舒适的慢行体验。 
2) 休闲活动空间 
桥下空间除了作为交通空间以外，还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和社交属性，人们常常会集聚在这类空间

里进行活动。在国内外案例中“户外活动”往往是桥下空间的主题，通过打造不同的游览路线和优美景

观，伴随着户外活动场地，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活动。 
3) 生态绿化空间 
在国内的生态绿化空间建设中，大多数的高架桥下种植的都是单层的喜阴植物，或是利用桥墩立柱

种植攀缘植物来丰富竖向设计。在国外通常是将景观和基础设施结合，将植物在高架桥的各个部分进行

合理布置，再通过在高架桥上布置雨水收集系统对每个位置上的植物进行灌溉，降低碳排放，提高生态

效益，使之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环境。 
4) 商业社交空间 
这类空间在我国的使用效率并不高，常为报摊，小吃店或者是自动贩卖机，常被人遗忘，没有足够

的吸引力，可以效仿外国引进一些潮流化的商店，例如咖啡店、酒吧等，再配置优美的景观与服务设施，

用多元化的服务和环境来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3.2. 桥下空间的基本特征 

3.2.1. 桥下空间的局限性 
1) 桥下空间自身条件：日照光线差 
由于上方的桥梁对阳光的遮挡，导致了桥下空间的光线条件差，在较深处的空间甚至没有阳光。 
2) 桥下空间与其他空间的关系：空间分裂感 
桥下空间由于处于高架桥下，属于交通设施附属地块，立交桥下交通流量大，不适合市民短暂停留，

在城市内，桥下空间相对独立于周边环境，不易与周边环境相联系，如果地块与其他地块无法流畅衔接，

则容易产生空间的分裂感。 
3) 桥下空间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空气污染与噪声 
立交桥的主要作用是舒缓城市的交通压力，立交桥流动的车辆会给桥下的空间带来尾气污染和噪声

污染。 
4) 桥下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民众参与感差 
在国内，桥下空间地利用理论体系还不成熟，故在设计时会尽量避开桥下的空间，由于桥下空间本

身固有的局限性，很难做到吸引周边居民前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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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桥下空间的优势 
1) 边界模糊性： 
传统的规划绿地具有明确的边界，而高架桥空间与其附属道路具有半开敞的特点，能够与周边的异

质环境相互渗透，如果能充分地利用好边界模糊的这个特点，可以更好地将破碎地地块连接起来，缓解

城市碎片化问题，在进行研究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周边环境、建筑物以及人群地关系，合理利用边界的

模糊性，打破原本高架桥生硬的边界，做到与周边环境统一协调，打造一个具有生态效益的空间。 
2) 空间多样性： 
在桥下空间有着多种多样的空间形式，有桥下空间固有的覆盖空间、有高架桥道路附属的开敞空间

和半开敞空间、还有以作为支撑桥体的支柱为景观的空间等等。这些空间为居民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感

受，合理地运用空间变化、丰富空间内容，不仅能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需求，还能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3) 公众开放性： 
立交桥本身具有半开敞的特性，桥下空间具有开放性，合理地利用开放性将桥下空间打造成具有公

共属性的公共空间，以满足居民不断增长地户外活动需求。 
4) 特色吸引性： 
桥下空间本身作为开敞空间，具有视线通透的特点，易形成景观良好的视觉轴线，给人丰富的层次

感；其次，作为支撑桥体的立柱可做成特色的立柱景观或者与构筑物相连接；桥体与地面所形成的竖向

空间可供人游览或观赏；桥体的覆盖空间也给人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4.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桥下景观改造的总结 

景观基础设施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策略，来寻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

构建带有生态系统的景观基础设施网络来完成。城市中停车场、立交桥下的区域、废弃过程产生的景观

及正在使用的城市广场和公园都是基础设施空间，这些空间与自然景观的结合并创造出雨水调节、改善

环境的同时又给居民提供休闲空间的城市空间网络城市。 
景观基础设施的相关理论为桥下空间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景观中生态、休闲、游赏的部分

与城市灰色基础设施的有机结合，打造一个综合的景观基础设施网络，为未来桥下空间发展提供一个新

思路。 

4.1. 生态性原则 

在当代的城市景观规划中，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生态规律优先于城市中的经济

社会规律，人类的任何活动都需要遵循生态性原则，这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亲和的方面，还体现在城市

与自然的关系上，首先植物的生态功能具有涵养水源、改善气候、净化空气等作用，利用植物的生态功

能不仅能美化城市环境，还能够给人提供适合生存的环境，在规划设计中，运用生态学的相关原理对项

目地块进行生态保护，改善城市的生态效益；其次，植物还有其固有的观赏特性，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

特定的植物，给游人不同的景观体验与游览感受，不同的植物有其不同的景观特点和文化内涵，植物种

类的丰富，其本身的观赏特性也不一样，而以不同植物的观赏特征为主，来营建特定的空间，可以美化

城市环境，给人带来优美的审美体验，利用多种植物搭配，根据不同植物的观赏特性来打造不同的植物

景观，适地适树的利用乡土植物或者经过考验的引种植物，做到景观与生态相结合。 

4.2. 因地制宜，协调统一原则 

根据地块有处于立交桥下的空间这个特色，分析地快与地块之间的关系，合理利用当地的特征，做

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设计师在设计时要力求和谐，针对分裂地块进行统一协调设计，不仅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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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协调景观与基础建设的关系，只有综合考虑，才能设计出富有特色，功能合理

的城市空间景观。 

4.3. 以人为本，功能优先原则 

在设计时，要切身感受使用者的使用心理，根据人群在不同空间中的行为特征与心里活动，考虑不

同人群的使用情况进行设计，要让“人性化设计”贯彻整个设计过程，创造以人为本的现代开放式园林；

同时要多考虑空间的使用功能，做到功能优先，造景并重，最大限度地使用可用地块，力争寸地有寸地

的功能。 

4.4. 突出城市个性，发挥场地特色原则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内涵的重

要性越来越高，在发展中应定位城市特色，形成景区独特的品牌形象。景观应作为反映城市发展过程和

文化内涵的载体，利用场地内的特色建设或通过者意境的延伸，直抒胸臆或给来游赏的人提供想象空间，

突出城市特色；同时，要凸显地块的个性化设计，以地块内有立柱与本项目处于桥下的特殊空间为特色，

可以进行彩绘借景或者场地的利用，充分发挥场地特色的景观功能与社会功能。 

4.5. 多功能原则 

利用项目本身具有的道路分割的各种地块，考虑其地块周边环境，多方面考虑其场地特点，做到景

观与功能相结合，可以大体分为安静休息区、体育运动区、文化科普区、社交活动区等等。 

5. 结论 

在景观都市主义的视域下，景观规划设计师要充分分析景观基础设施，在景观基础设施原本功能上

将景观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相结合，创造不同的空间类型，给人不同的空间感受，在设计时不仅要考虑

其观赏游憩功能，还要考虑景观的生态功能与文化功能，全方面，多层次地将景观设计与城市生态相结

合，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城市发展与景观基础设施的完善相结合，同时要兼顾城市的文化展现，将文化

内涵展示与景观都市相结合，以打造更有利于城市发展的都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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