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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深圳市大浪街道上岭排的新村及老村为研究主体，提供了一些设计想法来解决城市界面和城中村

界面之间的对立；解决城中村夜晚照明不足的问题，为城中村狭小的室外空间提供了设计思路；思考了

城中村的开放空间将承担什么样的活动；提出了让城中村的发展更适合“老幼共生”的模式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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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new and old villages in Shanglingpai, Dalang Street, Shenzhen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 The main concept of the paper is to use some landscape design solu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nightlighting in urban villages, provide solutions for narrow urban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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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s, consider what activities the open spaces of urban villages will undertake, and propose a 
vision for making urban villages more attractive and functional in the model of “old and young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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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城中村是城市快速发展的产物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为了避免征用农房而形成的拆迁费和安置费而选择了征用农地保留

农房这种粗放的方式，周边的土地价值不提升，村民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将农房不断加高加密来获得

更高的租金，从而形成了城中村这样一种特殊的城市形态。可以说城中村是一把双刃剑，在城市化的进

程中提供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由于建设初期缺乏合理管控，存在了很多问题。 

1.2. 城中村对深圳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中村，特别是深圳的一些城中村(如白石洲村、下沙村、水围村等)，它们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再

生性，都是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当代城市空间。我们可以在城中村里，发现许许多多现代城市空间

中正在消失的景象：活力、生机、年轻、混合、复杂、交融，这样一些日常生活场景的存在本身，或许

已经证明了城中村所蕴含的深刻价值。 
城中村以其低成本的生活居住空间为刚到深圳的年轻人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促进了深圳的建设和发

展。城中村表面上是一种城市现象特例，但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可能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对于城中村的

更新绝不只是简单的拆除重建的过程。 

1.3. 老幼共生的生活关系对城中村发展的影响 

同时由于中国老龄化增加、三胎政策开放，老人和孩子的比例不断增加，老人儿童又是城中村公共

空间的使用主体，“老幼共生”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处理好老人和孩子对公共空间需求的

矛盾，可以提高城中村居民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具有普世意义，可以应用在城中村之外的其他城市

及居民区。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城中村作为城市更新中的热点话题，有学者认为城中村脏乱差，是阻碍发展的“城市毒瘤”，还在

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土地资源，造成了土地供应紧张，想要除之而后快，但是这样粗暴的改造方式必然会

对今后的城市发展造成更多的隐患。 
以深圳市为例，城中村作为深圳市的文化瑰宝，容纳了大量务工人口和船业人员，2019 年 3 月 22

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颁布了《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整体规划(2019~2025)》，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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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前城中村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拆除重建式的保利改造，此项政策意味着深圳市将在未来的若干年内

采用综合改造作为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方式。 
因此，本文针对推进“老幼共生”模式的大背景来探讨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城中村公共空间改造策

略，提出针对城中村公共空间的优化建议，打造老幼友好型社区。 

2. 大浪街道公共空间环境现状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多中心城市，前海、福田及罗湖中心可强力辐射全市域范围，此外各区域有各区

域的次中心，各片区又有各片区的小中心。 
此次选取的基地是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岭排围，岭排围所在的大浪街道偏居龙华新区一隅，离

龙华中心较远，且无强力的交通连接，故日常基本服务很难依靠其提供，需自洽解决。 
大浪街道作为典型的产业化集聚地区，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53.8 万，等同与中小城市水平，但公共配

套仍停留在村镇水平。该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由原来的村一级组织自主建设，政府投资少，呈现出

建设配置标准等级低，设施类型少，总体规模数量不足等问题。此外，人口出生率远高于深圳平均水平，

而满足这一年龄群体子女教育、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人际交流等需求的场所与空间非常匮乏。 
城中村平面布局杂乱，开放空间形态随意，呈锯齿形。城中村的非正式绿地具有无人管理及覆盖自

发生长植被的特征，可分为面状、线性及点状绿地，可加以利用从而增加城中村的绿地率。 

2.1. 上岭排公共空间使用者及其行为特征分析 

根据深圳市城中村相关研究显示，城中村居民多由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处于起步阶段的创业者、由

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及他们的家属等低收入群体构成。大量的案例均表明，要真正改善中低收人人群

生活质量，除了提供居所外，便利的配套设施亦至关重要[1]。在走访调查过程中，共走访岭排围居民 15
户，与 32 名住户进行交谈发现，此处家庭结构多由祖孙三代组成，青壮年在此处务工，同时会将祖辈从

老家接过来照顾孙辈。所以公共空间的使用者多为此处生活的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老人和儿童。居民对公

共空间的满意度较低，存在的原因有：空公共空间狭小，缺少健身娱乐设施；夜间无灯光，安全性差；

夜间活动空间亮度不足；景观种类单调，遮阴效果差等。岭排围老村由于公共空间狭小，仅有的小型开

放空间活动混杂，存在安隐患，以水泰路和沿河路交界处的篮球场为例，几乎承载了岭排围所有居民的

活动。据观察，从下午五点至晚上九点在这个篮球场进行的活动有篮球、羽毛球、滑板、轮滑跳绳、广

场舞以及社区服务活动等。各年龄段群体抢占狭小的公共空间，使邻里矛盾增加。 

2.2. 老幼群体活动类型及空间需求分析 

在实际考察中运用走访调查法和询问法，与当地儿童(6~10 岁)及中老年人(45~75 岁)沟通后发现，生

活在此处的孩子会聚集在篮球场附近的烧腊店门口的空地处，究其原因，此处位于路口交界处，人流量

大非常热闹且光线较好；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置的特殊适龄化公共空间不足，存在孩子在道路

中间玩滑板，在篮球场里骑车，没有适合童年期儿童的娱乐设施；中老年人会在家门口狭窄的巷道里聊

天、种菜、停放非机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且存在安全隐患，该群体会在晚 7~9 点左右聚集在某小型

超市门口看电视，此处人流量大但缺少一定数量的座椅，导致观感体验不佳；整个社区在夜晚照明系统

严重匮乏，仅在城市主要道路设置了路灯，村内其他巷道照明严重不足，存在安全隐患。 
综上，根据他们的活动类型及岭排围街道的现状问题，提出增加居民安全性、适龄性、丰富性、舒

适性、趣味性需求的措施。 
安全性是公共空间需提供给城中村居民的最基本需求。对于岭排围主要建议首先通过完善夜间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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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控等基础设施来提高村落的安全性；其次增加村落中的老年友好型设施及儿童友好型设施；修缮街

巷损毁道路，重新梳理街巷肌理等措施提高村落的安全性。 
丰富性包括活动空间的多样性和活动设施的多样性。在岭排围，老年人可分为两部分。低龄老人

(60~69)身体普遍较好，刚刚经历社会角色的转变，渴望为家庭做出贡献，愿意与孩子相处，日常活动既

包含晒太阳、下棋、聊天等静态的活动，也包含广场舞、健身、种植等动态的活动；此年龄段的老人是

公共活动空间的主要使用者。中龄老人(70~79)有些身体变差，行动不便，更偏向于静态的活动，需要社

会及家庭的关怀，需要在公共空间设置无障碍设施，以及一些景观记忆点等。 
而儿童则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幼儿期(0~3 岁)因为走路不稳、安全意识差，时刻需要成年人的陪护，

可增设色彩丰富的儿童学步道，涂鸦墙等来培养孩子的感官和智力发展。童年期(3~6 岁)，活动量大、智

力发展迅速、渴望探索新事物，可以增设滑梯、蹦床、攀爬网等为其提供动态活动，学龄期(6~10 岁)的
儿童需要一些知识的学习，可以增加文化教科类的设施帮助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可以增加

更丰富的健身攀爬设施来辅助其身体的锻炼。 
相关研究表明，公共空间功能混合度越高，则更容易满足各种情况下使用者的需求，越能激发公共

空间的活力[2]。 

3. 老幼群体需求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分析 

3.1. 老幼群体需求的共通性 

老幼的心理需求相似性拟结为三点：家庭感，安全感，文娱需求[1]。 

3.2. 老幼群体需求的差异性 

老年人在户外活动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聚集性，渴望与各年龄段的人交流，大部分老年人喜

欢自然声，鸟类的鸣叫或景观跌水的声音，喜欢呆在阳光充足，环境宜人，视线开阔，噪声较低，人流

量不大的地方。因为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可以快速观察到别人的活动，同时也更方便照顾孩子，安全感系

数较高。 
儿童群体偏好色彩丰富、趣味性高、植物奇特、人流量大的地方，有趣的设施和植物可以满足他们

的好奇心以及探索的欲望，丰富的色彩可以吸引儿童的注意，促进视觉发展。同时儿童的群体也表现出

一种同龄儿童的聚集性，他们更乐意与同龄人结伴玩耍。 
在老幼相处的过程中，老年人和儿童各自偏好的环境有差异，但在老幼相处的过程中，老年人会更

倾向于满足儿童的需求去向他们不喜欢的地方，但是这样的相处模式长期存在的话会不利于祖孙感情的

发展。 

4. 老幼活动空间组合方式 

4.1. 空间设计的元素选取 

在分析了老幼在相处过程中的行为习惯，偏好的空间形式可以得出，具有围合感、向心性、边界明

确、内部空间流动性强的空间形态是老幼青睐的活动场地。 

4.2. 空间设计的分割手法 

原本单一的碎片式活动场地不能聚集人气，趣味性低难以吸引儿童，且老年人舒适度低。 
此次拟采取措施是将碎片式的活动场地通过三种分割方式进行分割。1) 利用地面铺装进行分割，在

此模式中，由于儿童喜欢人流量大热闹且能方便看到别人的地方，所以儿童区域可位于同心圆中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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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软质草坪，老年人区域可位于外围使老人可以方便监视孩子的活动确保孩子的安全，同时采用硬质

铺装；2) 增加大型背靠座椅来划分空间可以使空间的可防性增加，增加老年人舒适度同时更方便照看孩

子；3) 将儿童玩耍区域变成下沉式，方便老人监视的同时还可增加空间趣味性[3]。 

5. 适宜老幼活动的公共空间提升优化建议 

5.1. 针对老年活动空间的设计 

在岭排围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老年人活动单一，以聊天、晒太阳等静态活动为主；公共空间多被儿

童占领，老年人以陪伴孩子为主，村里缺少专为老年人设置的老年友好型公园。因此在城市更新的设计

中增加针对老年人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图 1)，老人集体活动区，且与其他活动区做隐形分割，采用软质座

椅吸收噪声，场地背面做层次隔墙与叠水，减缓噪声，增加背景声[2]，主要有如下几个做法：1) 营造静

谧的空间，利用植物的高度、密度等来降低噪音，同时在空间内放置人工鸟巢，营造景观跌水增加水声，

种植竹子等植物，在风雨天可营造竹影同时可以掩盖噪音；2) 增设景观桌椅，由于老年人运动需求不大，

中龄老人也可能存在身体机能退化的现象，因此增设座椅给老年人提供充足的休息空间，同时座椅可以

具备休憩停留的功能，可以此聚集人气，满足老年人在沟通交流方面的需求；3) 增加无障碍设计，老年

人由于脊柱发生变形，人体尺度小于正常成年人，可参考人体工程学增加适老性设计。 
 

 
Figure 1. Section of the elderly-friendly park 
图 1. 老年友好型公园剖面图 

5.2. 针对儿童活动空间的设计 

在针对儿童活动的公共空间设计方面，以 6~10 岁的学龄期儿童为例，此阶段的儿童运动量更大，可

以不需要老年人时刻关注，偏向于与同龄人玩耍，可以增加文化科技类的设施帮助其感官及知识的发展，

同时他们运动量更大，可以有强度更高的锻炼器材。因此，在针对此类儿童的公共空间(图 2)，有如下几

个方面：1) 种植具有特殊形态的植物，如象腿辣木等，增加趣味性满足孩子好奇心，打造小型植物园，

培养孩子对大自然的喜爱；2) 搭配下沉广场设置滑梯、儿童攀岩、沙坑等儿童趣味设施，满足孩子好动

的天性；3) 设置儿童友好型篮球场，将儿童篮球场与标准篮球场区分，保障儿童安全，增加儿童娱乐体

验。 
 

 
Figure 2. Section of the child-friendly park 
图 2. 儿童友好型公园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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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针对共享空间的设计 

在共享空间中，设置更多的能老人孩子一起互动的装置，如互动种植池、露天影院、人行天桥等；

更具吸引力的装置，如旱地喷泉，亲子互动装置。 

6. 针对城中村照明系统的可持续措施 

6.1. 荧光石 

荧光石也可以称为夜光石，经过几分钟的自然光或可见光照射，发光可以超过 10 个小时。路面采用

露骨料透水混凝土，其面层采用 5 cm 厚高亮度荧光石与深灰色原色花岗石骨料进行拌和，并喷洒缓凝剂

后养护，然后用高压水枪冲洗出原色骨料，形成荧光石露骨料透水混凝土路面[3]。物理化学性能优良，

可在户外或恶劣环境下使用，且永不变色，使用寿命 15 年以上。 
可在街道设计中加入荧光石的材料，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而且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也增加照明，

同时可增加空间趣味性，引导亲子互动。 

6.2. 太阳能 

太阳能作为一种新能源，安全干净，蕴藏丰富，且不会造成环境破坏。 
每平米电池板大概 150 w，根据光伏设计软件算出来的是佳倾角 35 度的情况下每天接收辐射量在

4 kwh/m2。如果是高效电池片，150 w 那么效率在 14.5%左右，每天电池板就能发电 4 * 14.5% = 0.58 kwh。
所以每平米电池板每天能发电 0.58 度。 

另在街道建筑立面增加小型 LED 灯带装饰，利用太阳能发电照亮街道，预估每米每小时的用电量为

1.5 W，以每户 3 m 的灯带来算，需要 4.5 W/h，每晚亮灯 8 小时，需要 0.036 度电，整个村需要、10.1
度电每晚。 

7. 结语 

本文以解决城中村居民的切实需求为目标，发现上岭排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提高

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促进城中村的发展。 
研究发现，城中村最主要的问题是配套设施不完备，如街巷间缺少照明设备，导致在一些城市死角

犯罪率增加；公共空间不足，导致不同人群抢占同一片狭小的公共空间，以及缺乏儿童娱乐设施，适老

化健身设施；空间安排不合理，导致老幼群体无法享受空间，增加老幼矛盾。 
针对研究发现的问题，在空间安排方面，研究老幼共生状态下空间需求的特征，通过地形的改变、

植物对空间的划分、空间趣味性的增加，来创造适应不同年龄段老幼组合所需要的城市空间；配套设施

方面，利用上述提到的照明系统，作为一个节电、生态、趣味性高的解决方案；在公共空间方面，整合

城中村碎片空间，拆除老旧、不适合居住的断垣残壁，以此形成多个口袋公园点状散布在城市内部，并

通过荧光跑道串联。 
本文通过对城中村公共空间、“老幼共生”模式、新型能源的深度研究，提出一种城市更新的具有

节能、趣味、可持续等三大特征的系统，该系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作为城中村、城市更新、老幼共

生、夜光城市等主题的参考借鉴。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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