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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阐述了城市设计中的“一体化”理念和“生态城市”理念，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泰安市南部片区徐

家楼新华片区地块一的城市设计规划为例，进行深层次的规划策略思考，通过“一轴一核多点”的规划

手法从“水城一体”“生态一体”“娱乐一体”“交通一体”对地块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建设，以期为

城市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一体化理念，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设计 

 
 

Ecological City Desig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Concept”—Taking the  
Southern Area of Tai’an City  
as an Example 

Yikai Sun*, Rui Li, Zhijie Zhao, Qiyang Su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Feb. 20th, 2024; accepted: Mar. 11th, 2024; published: Apr. 24th, 2024 
 

 
 

Abstract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and “ecological city” in urban design.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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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urban design planning of Xujialou Xinhua area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Tai’an City as an example, and conducts in-depth planning strategy thinking. Through the planning 
method of “one axis, one core, and multiple points”, targete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and parcel are carried out from “water city integration”, “ecological integration”, “enter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urban plan-
ning and desig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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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重视自身居住的生活环境、建筑环境的质量，也对其生活需求层次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城市设计应该更加注重统筹规划，越来越多的规划方案开始引入一体化

设计理念。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进行城市设计时引入了“一体化”设计理念，刘勇等[1]以兰州市安宁中央商务

区为例提出了实施导向的一体化城市设计策略，杨海等[2]通过以设计为主导的全过程全专业综合协同体

系，从 9 个一体化入手进行地下空间的设计，李军等[3]将产业、景观、空间和交通等多元要素“一体化”

的设计理念通过应用实践融入斑马湖片区设计。 

2. “一体化”城市设计理念 

“一体化”设计内涵 

“一体化”设计，就是指将城市设计的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筹协调的统一体，发挥出

更大的作用[3]。在城市设计方面主要体现在功能分区、景观绿化、公共空间、交通系统等方面综合考虑，

将多元实体和主体组织起来，也就是以空间主体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对各类城市公共空间要素和设施

进行统筹整体化设计，促进空间和功能的有机整合，从而策略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品质与活力，

科学规划配置城市公共空间内部各要素的规模和布局[4]。以往的城市设计注重刚性要求，导致空间上呈

现千篇一律的形态，形成割裂格局，注重单一的参与主体，缺乏规划设计各方面内容的统筹。比较而言，

“一体化”城市设计理念更加注重整体统筹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最高效益。 

3. 规划设计概况 

3.1. 宏观背景分析 

泰安市是山东的地级市，北依济南，南边是曲阜，北边靠近黄河。泰安有知名的泰山，泰安也因此

出名。泰安市在济南都市圈范围内。济南大都市圈，是以济南市为核心的国际化经济发展区域。其中主

要包括济南(内部包含莱芜市)、淄博、泰安、德州、聊城 6 个城市及邹平市。济南大运河都市圈被认为是

山东省一个重要的都市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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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微观层面背景分析 

(1) 场地区位：场地位于岱岳区的中部，岱岳区环绕泰山区，北邻泮河，距离北面泰山风景区八公里，

属于城市中心区。 
(2) 周边道路：北临规划一路城市次干道，南临岱阳大街城市主干道，西临规划二路城市次干道，东

临南关大街城市主干道，场地的西侧与京台高速相邻处为泰安站站前铁路。 
(3) 周边概况：场地处于岱岳区的居住片区之中，大部分为低层建筑。 
(4) 周边自然条件：场地所在区域自然资源较为丰富，泮河有大面积的绿化用地和开放公园，景观优

美，在生态方面加以注重和保护。 

3.3. 片区概况 

泰安市南部片区地块 1 基地(见图 1)，北临规划一路，南临岱阳大街，西临规划二路，东临南关大街，

占地面积约为 33 公顷。该基地拟规划由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公园绿地等功能构成。 

3.4. 规划目标 

促进泰安市发展的功能定位。打造与泰山风景区相呼应的泮河生态主题公园、生态居住小区、特色

综合商业片区。与周围控规土地利用相呼应，促进南部片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以自然

滨水景观为背景的多样性公建和设施内容，加强文化设施和商业设施的建设。 
 

 
Figure 1. Land use planning of Xujialou Xinhua Area in Tai’an City 
图 1. 泰安市徐家楼新华片区土地使用规划图① 

4. 泰安市南部片区生态城市设计“一体化”理念实践 

4.1. 功能一体、游居相伴 

4.1.1. 功能分区布局 
场地内部分为三大功能区(见图 2)，从西往东依次为生态居住区、滨水休闲区和综合商业区。生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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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内有商业用地、二类居住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和公园绿地。滨水休闲区内有商业用地、公园绿地

和水域。综合商业区内有商业用地、消防用地和加油加气用地。 
 

 
Figure 2. Functional zoning diagram 
图 2. 功能分区图② 

4.1.2. 空间结构布局 
将场地空间进行点、线、面的元素进行整合，形成了“一轴一核一水”的空间结构，通过主轴将地

块中的生态居住区、滨水休闲区和综合商业区串联起来，加强各个功能区域之间的联系(见图 3)。规划用

地的主轴为生态居住区内，由内部将整个片区的一分为二的东西向支路、滨水休闲区内，由古建退让的

步行主轴和生态公园的步行主轴和综合商业区内，硬质铺装与自然绿线形成的水廊和连廊构成。主轴构

成多样，步行轴线蜿转有趣，增加空间游览的趣味性，也美化了环境。接着是联系生态居住区和滨水休

闲区的上下两条次轴，两个区域之间由新中式的商业和传统古建院落作为过渡。在滨水休闲区有一条南

北向的水系穿过，水域和公园广场便成为规划场地空间结构的主核心。生态居住区内的三个地块的组团

中心形成了次核心，且住区旁的小公园也为次核心。综合商业区的步行水轴也为次核心，商业广场也为

次核心。整个地块以商业广场为起点，公园广场为转折，居住区为收尾构成起承转合(见图 4)。 
 

 
Figure 3. Spatial structure diagram 
图 3. 空间结构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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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Overall plan 
图 4. 规划总平面图④ 

4.2. 规划功能布局 

4.2.1. 生态居住区 
生态居住区位于整个地块的西端。其居住规模为五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完全，有会所、文化建筑、

健身场所和小型公园。西北角的居住区 3.26 公顷，东北角的居住区 1.36 公顷，南边的居住区 3.51 公顷。

三部分的居住区均以组团的布局手法组织规划。且西北角和东北角的居住楼房均为十一层。南部的居住

区左边为 18 层的高层楼房，右侧为 11 层的居住楼房。东北端的居住区南部出入口与南部的居住区北部

出入口相对应。在居住小区中央集中绿化，公共绿化采用了建筑围合的方式集中体现，注重内部环境的

创造和环境的利用，增强了生态空间的渗透作用[5]。居住小区道路系统合理，出入口设置得当，并按照

规定配设了停车泊位。西北端和南端的居住区按照规划设置了公共服务设施。居住区旁的小型公园绿化

丰富，步行体系完善。整个住区生态环境完善。 

4.2.2. 滨水休闲区 
滨水休闲区由水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仿古商业街，一部分为生态公园。 
文化商业街概况：文化商业街全长 200 米，南北走向，步行街两侧的建筑错落有致，增加商业街的

趣味性。建筑风格以传统山东民居为主，以明、清的建筑为外貌特征。使主题形象定位于都市旅游休闲

街区。 
仿古建筑街道空间结构：仿古建筑旅游商业街的规划设计借鉴了泰安传统街道错落有致的排列方式，

整个街道采用院落式和叠合式的建筑组织手法，来增强仿古建筑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整条古建筑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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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三个空间停留节点来缓冲人群，由喧哗狭小的街道过渡到开阔的广场，是的空间布局有趣味性。从

平面布局上看，采用“步行街–广场–步行街–广场–步行街”的布局手法来实现古建商业街的丰富度。 
古建商业街的滨水部分采用软硬质铺装的手法来实现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实现规划的可持续发

展。并有多个停留空间和亲水平台让顾客与水岸有更多的互动性。既保证了古建商业街的活跃性，又在

规划设计时着重保护当地的滨水环境生态，塑造景观平衡[6]。 
生态公园：通过微地形营造，结合点缀的大乔木，形成舒朗、错落有致的空间。地形相连接的地面

以白色小粒径砾石铺地，内镶嵌同心圆装饰石条，如同水面的涟漪，以抽象的方式将水引入了公园。原

有驳岸形成内凹形态，在内凹的中心点规划有生态岛，丰富驳岸的岸线，对整个场地都有一定的标识

性。圆形滨水广场是园区里特色景观主轴的一个中心节点，与仿古商业街主轴跌水相呼应。公园内设

置几处小亭子分散在公园的步行道路中，公园的步行道路有头有尾，道路与沿河铺装围绕成环，道路

蜿蜒曲折增加了游园的趣味性。公园内有亲子活动区，并在该区设置了五大功能区，分别为亲子休憩区、

攀爬游乐区、儿童扩展区、健身运动区和综合服务区等五个功能区，通过功能分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

群前来。 

4.2.3. 综合商业区 
综合商业区分为两个地块。东边地块为大体量的商业综合体，以主力百货为主，式商业综合体的主

力店。西边地块为中体量的休闲娱乐商业，主要业态为专卖店和餐饮娱乐。除了以其业态为消费目标的

客流之外，还可以通过天桥吸引主力百货的客流，形成南北区域的良好互动。东区的商业综合体东南角

为商业广场，位于南关大街和岱阳大街的交叉十字路口，可以吸引汇集大量的人流，带动商业地块的活

动。东侧地块的商业综合体的形式分为三部分，通过连廊的形式将三部分建筑结合起来，建筑形式为 3、
4、5 层建筑依次后退的手法增加空间的趣味性。西区的商业建筑分为南北两排。北排的建筑分为三块，

体量相似，沿步行街的建筑立面进退有致，增加步行体系的趣味性。连廊曲折不畅，又可以欣赏楼下滨

水步行街，为顾客增加新鲜体验感。由于南侧为加油加气用地和消防用地，仅能做一处商业建筑，并用

连廊与北侧建筑连接，南侧商业建筑作为整个商业综合区的商业建筑的收尾，整个设计更加符合环境行

为学，注重“以人为本”的原则[7]。由于南侧加油加气用地和消防用地，用大量的绿化将其与商业区隔

开，中间引入水廊，水的北侧为滨水硬质铺装，南侧为自然绿化，形成软硬质结合的生态绿景。并满足

地上停车和地下停车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4.3. 人车引导，交通一体 

场地位于泰安市南部片区 H2 片区，南侧和东侧分别为主干道的岱阳大街和南关大街。北侧和西侧

分别为次干道的规划一路和规划二路。次干道青年路将生态居住区和滨水休闲区分开，其余为支路(见
图 5)。 

4.3.1. 交通设施 
由场地中心做 10 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内，公交车站共有 4 处(双向道路站点仅做一处计算)，场地西侧

五公里为泰安站，交通便捷。 

4.3.2. 规划原则 
(1) 道路通达原则：在上位规划的基础上保证场地内道路与场地外道路联通，使得车辆能够快速从场

地通过，不发生阻隔。同时保障场地内的道路能符合各个功能地块的使用，不打乱场地内的功能使用。 
(2) 人车分流原则：场地内的道路必须区分人行道路与车行道路，以方便各种活动场地的活动人群自

由活动，不受车辆干扰，同时提高场地车辆通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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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次分明原则：场地内道路为了更好满足场地内服务人员流动以及物资运输，必须有一条贯穿场

地的场地内主干道，作为场地内的应急通道，满足各功能串联以及城市干路系统的连贯，在干道的基础

上生成沟通各个功能组团的支路，并在内部形成一定的内循环。 
 

 
Figure 5. Road traffic map 
图 5. 道路交通图⑤ 

4.3.3. 道路和停车规划 
道路按照上位规划道路实施，道路等级分级明确，循序渐进，对于地块的功能区划分有较好的效果。

居住区内每一块居住区规划内环路，有效的实现了车流在场地内的内循环。 
根据规划地块的性质和上位规划给定的社会停车场用地，场地需要设置 1557 个停车位，其中地下停

车位 1257 个，地面停车位 300 个。社会停车场主要为南边医院和商业的社会人员服务。社会停车场设置

两个出入口，方便车辆进出。每个功能区均设置了地上和地下停车场，方便社会人员使用，吸引车流人

流。 
场地内人行道路分为三种形式： 
(1) 普通人行道路。在车行道路的两旁形成铺装人行道，以路沿石作为两者的分隔。这样的道路有利

于沿街商业的使用以及道路景观和沿街景观的优化。 
(2) 商业区连廊。商业区布置 4 m 宽的连廊，将东侧和西侧的商业建筑联系起来，连廊下为水景步道，

增加步行者的游览乐趣。连廊通而不畅，弯曲有致，美化了建筑立面，丰富了商业的垂直空间。 
(3) 步行栈道。步行栈道多分布在公园内部，有逻辑的组织了公园的步行体系，将公园内的不同功能

区联系起来。也引导了了人流活动分流。 

4.4. 串水织绿，景城一体 

4.4.1. 规划思路 
该场地的绿化景观比较丰富，有泮河引下来的支流南北向贯穿滨水休闲区，水域旁为公园绿地。场

地西南角也有一处公园绿地。整个场地的绿地用地多。且居住区的绿化集中组团处理。由于地块的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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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多，所以绿化景观的处理作为场地规划的重点，并引入生态城市、健康城市的概念。将整个场地的

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方面。自然景观的处理考虑到服务于周围的业态，并并将传统仿古建筑

融入到绿化和河岸，进行建筑与只自然的和谐相处。人文景观主要分布在综合商业区，并在垂直空间上

也有处理，商业间的水廊与自然景观形成商业街，上层的连廊也作为垂直层面的景观装饰物。站在生态

规划理念角度来看，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于人们可持续的发展需求。所以作为设计者我们更加注重生态渗

透理念[8]。 

4.4.2. 绿化结构 
场地内绿地以“一核六点两层次”作为主要的布置形式(见图 6)。主要核心为整个场地中的生态公园

和水域。小区中的组团中心绿地和、西南角的小型公园、商业景观步行街和商业集散广场作为整个景观

结构的次核心。新中式商业的两处中心、仿古商业街的中心和水域中的假岛作为了景观中的小节点。空

间结构的主轴作为景观的景观主轴。两个景观次轴都是从居住区的中心廊道联系到仿古建筑的节点延伸

到水域。并且水域也通过水域渗透到生态公园和仿古建筑。 

4.4.3. 广场系统 
广场的设置能够丰富场地的视觉性和使用人群的舒适性，场地内一共有三处广场。商业综合体的集

散广场，生态公园的游乐广场，居住区西南角的游乐广场。生态公园的广场和水域与仿古建筑做到统一。

广场布局空间灵活多样，具有欢乐、轻松地气氛。商业综合体的集散广场布置各种城市小品和娱乐设施，

方便吸引人流。 
 

 
Figure 6. Landscape structure diagram 
图 6. 景观结构图⑥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对于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城市设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本文通过“一体化”理念的内涵解读，从泰安市南部片区城市设计项目实践出发，探究居住、

娱乐、环境、空间等方面统筹设计，以期为城市设计提供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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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图 1 来源：http://zrzyj.taian.gov.cn/art/2018/8/12/art_69043_4802152.html   
②图 2 来源：作者自绘 
③图 3 来源：作者自绘 
④图 4 来源：作者自绘 
⑤图 5 来源：作者自绘 
⑥图 6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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