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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设计是以城市空间体系设计为抓手，通过协调“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运维”全过程，促进“人、城、境、业”的融

合，承载并引领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和政治等要素的迭代更新和

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重塑提升人类聚居活动的目标。因此，城市设

计不仅要在宏观层面提炼城市特色风貌和塑造城市空间结构框架，还

需在中观层面承载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相关资源配置，以及在微观层面

引领生产生活的低碳、健康、有序发展。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指出，中国新型城市建设的

工作重心已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更新”，且重点工作之一在于

有序推进对老旧小区、厂区、街区、城中村等片区的更新改造
[1]
。与

早期“大拆大建”模式下的城市设计相比，基于城市微更新语境下

的老旧居住区改造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与新挑战。因此，本文旨在探

索城市设计应如何通过介入老旧居住区更新，来有效推进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

1  城市更新语境下景观生态引导的绿色城市设计趋势

城市更新是对已不能有效承载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区，

通过实施一系列综合、整体的更新发展计划，来重振其在改善地方生

产、生活、生态等方面的牵引作用
[2]
。城镇化发展普遍经历了从“城

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 到“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
Regeneration) 的演化过程，并反映在城市更新语境下城市设计思想

的转化上——从“拆改留”时期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转向“留改

拆”时期对城市内涵品质的提升。

在西方，为有效应对后工业社会城市发展中因人与自然关系失谐

而引发的“城市病”问题，大量景观生态引导的绿色城市设计理念

应运而生，包括“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亲自然设计

(Biophilic Design)、景观都市主义 (Landscape Urbanism) 等。指出

应把城市视为“广义的景观生态系统”，并基于生态原则反思人与自

然的关系，以及城市设计过程中自然生态、景观设施和建成环境的优

城市更新语境下景观生态
引导的老旧小区改造设计
— 以苏州松陵街道为例

Design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Led 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A Case Study of Songling Neighborhood in Suzhou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landscape-led urban 

design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that can support 

urban regeneration.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volutionary concepts and 

objectives in urban regeneration and the relevant urban 

design practice in China and abroad, it contends that the 

current Chinese practices mainly focus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urban renovation" at the macro level, lack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s at the medium and micro level. This 

paper summariz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andscape-

led urban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introduces a model of landscape-led 5/10/15-min life 

circle. On this basis, it uses the renovation of the Songling 

neighborhood in Wujiang, Suzhou,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way how the model is applied.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y; micro urban renewal; urban design; 

life circle; renov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摘  要

旨在探索由景观生态引导城市设计介入“存量更新”

时期城市更新的理念与方法。通过系统回顾国内

外城市更新的发展趋势和相关语境下城市设计在

目标与理念等方面的演化，指出当前我国相关实

践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上的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

而在中、微观尺度上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探索不

足。通过归纳总结城市更新语境下景观生态引导

的城市设计理论框架，提出了“景观生态引导的

5-10-15分钟生活圈”模型，以苏州吴江松陵街

道老旧小区改造为例，展示了模型的应用路径。

关键词

景观生态；城市微更新；城市设计；生活圈；老

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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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秩序
[3]
。一方面强调通过“设计”的主动

介入来协调城市和生态的演化进程，而非消

极地划分建设区和生态保护区，另一方面强

调要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不仅要

在城市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开展建设活动，还

需采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设计方案 ( 如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来
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实现“再

野化”(rewilding) 目标
[4]
。

我国 2017 年提出“城市双修”理念，

强调要基于“生态优先、整体优先”的准则，

率先修复因快速城镇化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和

地形地貌，恢复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

能，再通过更新织补城市基础设施等，全面

系统地完善和提升城市整体功能水平及相关

空间场所质量；2018 年提出的“公园城市”

理念进一步融入了“生命共同体”理念，通

过“多规合一”重新界定了城市中建成环境

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关系，形成了人居环境建

设从“城市中的自然”向“自然中的城市”

的回归
[5]
；2021 年发布的《关于推动城乡

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和 2022 年发布的《城

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等系列行动方

案提出，要求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因

地制宜地推进对地缘生态的系统保护、整体

修复和综合治理，提升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自修复能力和稳定性……可以看出，我

国城市更新正从基于红线指标管控的“人与

自然二元统筹治理”阶段向天人合一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阶段过渡
[6]
。而城市设计

的介入方式也由基于古典美学的物质形态决

定论和现代主义影响下遵循经济和技术的功

能理性准则，转变为“双碳”目标下优先考

虑城市整体生态格局与城市建设发展关系的

绿色城市设计，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全局性、

全链条支撑
[7]( 图 1)。

综上，面向更新的绿色城市设计，其根

本目标是让城市建成环境重新融入在地生态

系统，形成共生的有机生命体；其价值理念

在于充分认识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有限性，

进而在项目全周期秉承环境伦理善意；而其

核心策略是贯彻“生态优先”原则，发挥自

然力量做功的重要性，并因地制宜选取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和适用技术组合。

当前我国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实践主要

集中在宏观层面，即在城乡整体层面至区

域尺度上，基于景观生态学，通过识别区

域内的重要生境斑块 (patch) 并甄别不同斑

块间的最小阻力面来建立或修补生态廊道

(corridor)，进而构建“斑块-廊道-基质

(matrix)”的城市或区域生态网络，修复生

态系统的连通性和流动性以提高城市生态环

境容量
[10]

；又或通过景观生态媒介来协调

绿色基础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的关系，改善

城市的整体生态格局
[11]
。

然而，因在中、微观层面上缺乏相关抓

手，导致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无法与街区尺度

规划有效衔接。这也导致在部分早期“公园

城市”试点中，虽然城市已建在“公园”中，

人却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因此亟需结

合社会解决方案 (society-based solutions)[12]
，

通过设计研究来探索景观生态引导的城市设

计理念在区段和街坊尺度上的应用。

2  城镇老旧居住区更新：机遇与挑战

我国自 2017 年开始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城市更新也从大尺度的旧城改造转向

精细化的城市居住区
1)
微更新。但前期基于

项目承包式的改造侧重于对居住区内空间形

1 中国城市更新
过程中生态意
识觉醒的示意

城市建设部成立
主管城市园林绿
化在内的各项城
市建设业务，推
动了植树绿化的
风潮

生态意识薄弱，城市更新以解决基本民生和提升城市卫生
条件的旧城改造为主

城市更新爆发阶段，受西方生态景观理论影响，
开始探索城市更新与生态环境的平衡

起步阶段 (1949-1977 年） 萌芽阶段 (1978-1989 年） 探索阶段 (1990-2009 年）
反思阶段

(2010-2017 年 )
成熟阶段 

(2017 年-)

从苏联引入了“城
市与居民区绿化”
等新名词，我国开
始认识“居民区绿
化”的重要性

《园林城市评选
标准 ( 试行）》
和《城市绿化
条例》

国务院召开《关于
加强城市建设工作
的意见》中明确城
市园林建设的重要
作用

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部颁
发了《城市
园林绿化管
理暂行条例》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发布
了“ 国 家 生
态园林城市”
的评选标准

中共十八届
五中全会将
“绿色发展”
列为五大发
展理念之一 

《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
工程指南
( 试行）》 

《关于科学绿化
的指导意见》 
《全国国土绿化
规划纲要 2022
一 2030 年》 

吴良镛
先生提
出“有
机更新
论”

钱 学 森
提出“山
水 城 市
理念”

1958 年 1992 年1978 年 1982 年 2007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21-20221987 年 1990 年1956 年

(%)

中
国
城
市
更
新
相
关
政
策
和
理
论

中
国
生
态
景
观
相
关
政
策
和
理
论

全国城市工作会议 
1962-1963 年

《城市规划法 ( 草案）》 
1980 年

《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
划 (2014-
2020 年）》

《 关 于 做 好
2019 年老旧
小区改造工
作的通知》
2019 年

《 住 建 部
关于加强
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
工作的指
导 意 见 》
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 
1989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
2007 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的决定》 1994 年

生态意识萌发，开展城市绿
化建设，出现有机更新理论

对城市病的反思，
“城市双修”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社
区景观微更新

城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

城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面积

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增长率

(%)

(%)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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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基础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美化、完善

和提升，缺乏对于居民实际需求的整体考量，

“零敲碎打”的更新方案也使改造后的小区

仍难以融入其所在城区，甚至会导致“整体

感缺失”等城市系统性问题进一步恶化；进

而错失了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从城市设

计的全局视角来推动其所在城市老旧片区整

体更新的机遇。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

强调了要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多方参

与、建管并重等原则。各省市也将老旧小区

改造列入民生实事扎实推进。其中江苏省计

划于“十四五”期间基本完成对 2000 年底

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并要求

在“15 分钟生活圈”理念基础上，通过系

统规划设计打破传统“小区”概念，探索以

项目组合、住区街区、整体片区等为实施单

元的连片改造提升新模式，强调不仅要在微

观层面改善人居环境质量，还要在中观层面

提升城区的生态承载力。

然而回顾《上海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

划技术标准》
[13]
、《江苏老旧小区改造 ( 宜

居住区创建 ) 技术指南》
[14]
、《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22)》[15]
等区段

级城市设计相关参考文件，发现其中绿地景

观仍被视为便民基础设施，通过千人指标和

服务半径来进行高效、集约化配置。由于并

未综合考量相关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在中、

微观层面仍难全面指导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

共同体的修复，也不足以成为区段和街坊尺

度上绿色城市更新设计的有效抓手。

3  景观生态引导的 15 分钟生活圈模型及相

关设计理论框架

本文系统回顾了国际上景观生态引导的

城市设计策略及相关城市更新代表案例
[16–20]

( 表 1)。其中，中、微观层面的设计实践多

与生活圈规划相结合，通过“毛细血管网络”

状的景观廊道和带状栖息地织补和链接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内的配套设施，形成景观生

态引导的、从城市到居住街坊
2)
层层递进、

不断优化的设计体系 ( 图 2)。
与我国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可归纳总结出城市微

更新语境下中观 ( 区段 ) 和微观 ( 居住街坊 )
层面景观生态引导的城市设计理论框架 ( 表
2)。具体包括：向上承接和延续宏观层面的

城市双修策略，率先保护市域范围的核心生

态斑块 ( 包括各类自然和绿地资源等 )，再

通过市域级别生态廊道和绿色基础设施有机

表 2  景观生态引导的城市设计框架

区

段

尺

度

空间设计导则 解释

识别并保护市域级别景观基

质，包括自然和绿地资源

以城市区域的自然绿地资源如山地、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海岸公园、中心公园、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生态用地为中心，进行保护性开发与修复。

优化城市斑块效益，通过市

域级别生态廊道和绿色基础

设施，串联破碎的斑块

在城市绿地斑块间构建 4种生态廊道：绿色廊道 (绿道、线性绿化、防护林

带、干道绿化网络)、蓝色廊道(河流水系、湿地、沿河景观带)、棕色廊道(地

下土壤和水系 )、黑色廊道 (生物通道、控制光污染 )。

城市绿色更新与生态多样性

保护结合

采用绿色城市更新方式，旧城改造前深度评估生态环境多样性和分析蓝绿网

络，做到生境优化先行。

居

住

街

坊

尺

度

点线结合，居住区绿色微基

建与景观空间结合

建设居住街坊级别的小型绿色基础设施，如透水铺面、雨水花园、生态洼地、

渗透沟、植物盆雨水收集、绿色停车场等，并通过景观化设计，将其转化为

吸引人的健康活动空间。

点线到面：构建居住区景观

绿道网络串联居住街坊服务

设施网点

利用深入居住街坊的景观绿道网络，连接 15分钟生活圈内的服务设施，提升

居民对居住区线性绿色空间质量的满意度，增加休闲活动频率，打造健康生活。

由面到体，打造景观生态的

3D生活圈

识别居住街坊内的闲置建筑和空间，实现居住区功能集约化与复合化。将传

统2D生活圈模式升级为景观生态引导的3D生活圈，借助空中连廊、空中花园、

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手段，提升居民绿视率及居住区生态承载力。

表 1  景观生态引导的城市更新实施策略代表性案例汇总

案例名称 借鉴措施

丰塔纳 (Fontana) 城市绿化总体

规划，美国
聚焦政策、公众及居民价值，借助生态绿地资源重塑城市空间，修复建设

遗留问题，促进社区更新，凸显政策引领、公众参与及生态优先的关键性。

里卡多拉 (Ricardo Lara) 线性

公园规划，美国
将城市中闲置或低效利用的空间转变为绿地，结合绿地规划与社区参与，

创建健康场所和社区花园，以此强化社区联系并重塑社区生活。

城市农业生态系统规划，美国 以模块化的方式重塑原有城市肌理，通过连接生态绿地、水源与生产功能，

协调城市生态、生活与生产空间，修复城市与居民的关系，凸显农业与城

市融合、资源系统整合、肌理创新、生态空间拓展及居民关系修复的重要性。

新加坡绿色规划 2030 和可持续

的高层花园开发手册，新加坡
立体的绿化空间优化城市绿化与娱乐空间，使居民在多维度空间中享受绿

色植物的益处。

巴黎 15分钟城市模式和“当大

自然激发城市和建筑的灵感”

概念，法国

在城市更新中整合生物多样性，借助生态绿地网络激活生物多样性和恢复

力，并通过高质量的绿色空间、富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间、健康生活

方式，以及紧密的社区联系，多层面促进居民身心健康。

墨尔本 20分钟邻里模式，澳大

利亚
将规划、基础设施和服务决策与地方需求重新连接，强调需要灵活、地方

主导的社区问题解决策略。 2  景观生态引导的 15 分钟生活圈模型示意

可持续性发展

生态监控
污染治理
生态稳定
生活宜居
资源再生利用
绿色微基建
自然调控模式

人性化服务
终身教育
公众参与
文化传承
生活保障
社会包容
地方经济发展

宜学

宜业

宜养

生态

生活 生产

宜游

宜居

健康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

基于社会解决方案 (SBS)基于自然解决方案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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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破碎的生境斑块，并综合评估优化城区

之间斑块连接或隔离所能产生的复合效益，

提升城区的整体生态韧性，改善地方微气候

和生物多样性；向下延续景观生态优先的理

念，用以指导居住街坊连片更新，打造建成

环境与小微生境相互交织的景观形态，“点-

线-面”式地织补缝合前期粗放式城市建

设遗留下的碎片化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生态循环体系的闭环。

综上，本文提出“景观生态引导的 15
分钟生活圈”模型，作为城市设计介入当前

老旧居住区微更新的方法，将侧重土地高效

集约利用、功能多样混合的 ( 偏生产 )，以“设

施指标”为主导的僵化模式，发展至平衡空

间生产效率、人居生活品质与生态环境质量

的、以“三生融合”为价值导向的动态新模

式，在微更新过程中引入自然和社会解决方

案，实现包容、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 图 3、
4)。该模型的主要特点为：

1)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重构城市居住区景

观生态引导的生活圈结构

进一步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引导城市空间

组织和更新的作用，以斑块、廊道、基质等

景观要素作为塑造生活圈秩序的首要元素，

并围绕这些要素自下而上地整合相关社区服

务投入和资源。例如，在居住街坊至 5 分钟

生活圈内依托街角公园、居住区附属绿地、

立体绿化开展居住区绿色微基建建设，并利

用休闲步道相连接，在修复在地生态系统微

循环的同时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在 10-15
分钟生活圈内依托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附

属绿地等生境斑块来重新组织用地和配套设

施，并通过绿道网络、河流沟渠、市政绿化

带等生态廊道串联整合森林、湿地、风景游

憩绿地、生态保育绿地等市域范围的核心生

态斑块，在改善区段生态基质的基础上推动

城区的有机更新 ( 图 3)。实施时应先打破以

单一老旧小区为目标的改造方式，综合分析

整个居住片区改造中所面临的挑战，然后根

据居民的需求构建多元生活场景。在甄别改

造方案时需综合评估不同场景营建所对应的

3 景观生态引导的 15 分钟生活
圈规划策略示意

居住区商业网点
居住区服务站
幼儿园
老年活动室 / 照料中心
初中
高中
商场
居住区卫生服务中心
体育馆 / 全民健身中心
街道办事处
养老院
菜市场 / 生鲜超市
小学
街道办事处
居住区食堂

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10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1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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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微基建模块

模块组合方式

生活场景设计

生态自行车位

软铺装

遮光装置

生态社区中心

景观廊架

室外桌

景观小品

景观树

树池

树池过滤

植物生长箱

景观座椅

雨水花园

生物洼池

渗透铺装

蓄水池

垂直绿化

阳台绿化

绿色能源

雨水收集

天空露台

空中花园

架空绿地

屋顶花园

连廊绿化

蓝色生态廊道

镶嵌组合

镶嵌组合 镶嵌组合

镶嵌组合 镶嵌组合

直接组合

直接组合

直接组合

改装组合

改装组合 改装组合

改装组合 改装组合

集装组合

绿色生态廊道

移动树箱

景观凉亭

花箱

树架

绿色停车位

生物滞留池

微小花园

过滤带

4  模块化生态服务设施设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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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自然破坏程度和相关设计范式。最后在

公众参与下落地相关方案并对不同组合的

“生态-社会”效益进行跟踪监测。

2) 景观功能的立体化，生态效益的竖向

延展

传统二维平面观生态规划易受人类活动

的挤压和城市建设活动的影响，且在高密度

城市中常被建筑、道路等割裂而呈碎片化，

难以被修复重组成系统且完整的生态网络。

因此，亟需在不断完善 2D 平面社区景观生

态系统的基础上，于既有建筑改造时加强对

竖向生态功能的引导，通过打造景观生态引

导的 3D 生活圈来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承载

力。可通过甄别居住街坊内的闲置建筑和空

间，对其进行底层架空设计或将闲置空间、

屋顶空间置换成绿色活动空间以提升居民的

绿视率和公共活动空间质量。同时引入“神

经元”式的小型绿色基础设施和景观置换区

(landscape replacement area) 来拓展景观

界面、增强其可达性
[21]
。可采用安全、高

效和低维护成本的建造手法，构建集生态效

益和景观美化于一体的立体绿化空间，进一

步增强社区景观的异质性，同时减少关键生

物种跨越景观边界的阻力。在此基础上通过

鼓励居民参与微更新来增强社区凝聚力，营

造一个大规模、全包容的“生命共同体”。

3) 基于社会解决方案开展景观微更新和

交互教育

“陪伴式”设计是开展城市织补的有效

手段，也是解决城市系统性问题的重要途径。

造成当前城市与自然生态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是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当地自然生态系统

所造成的长期冲击已超出其韧性承载范围，

因此急需教育和引导居民生活方式向绿色方

向转型
[22]
。汲取相关国际经验，本研究设

计了一系列基于预制模块的生态微基建服务

设施 ( 图 4)，包括过滤带、生态滞留池、生

物洼地、雨水花园、架空层绿化、屋顶花园

等，用于辅助老旧小区改造时的“陪伴式”

参与设计，也形成街区尺度的精细化形态准

则。在参与式规划、设计、建造、管理过程中，

模块化生态微基建服务设施可根据不同的目

标尺度、空间特征和居民需求进行组合，在

自下而上的改造过程中模拟“神经元”不断

向周边拓展，并通过社区、街道层面的公众

参与，渐进式地修复城市景观生态界面，重

塑城市与居住区、居住区与居民的关系。同

时借鉴社会解决方案引入多元利益相关者，

通过绿色模块设计、建造与后期养护过程促

进居民和其他相关责任方的交互教育，以及

在行为、心理等方面的影响，最终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包容
[12]
。

4  苏州吴江松陵街道老旧小区改造

苏州于 2019 年被确定为全国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城市，《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指出要积极探索传统街坊型老旧

小区“绣花”式微更新模式。

吴江区松陵街道是典型的成熟社区，辖

区内人口密度大、社区建成度高，且基础设

施较为完善，但建设时间较为久远，社区空

间环境品质有待提升。吴江区政府计划于

“十四五”期间对松陵街道内的 5 个居住街

坊进行改造，涉及“基础类”( 即“满足居

民基本生活需求”) 与“完善类”( 即“解决

居民生活便利需要”)。
根据前文提出的“景观生态引导的

5-10-15 分钟生活圈”设计框架对 3 个居

住组团的既有更新改造方案进行评估，发现

尚存在以下不足：干预措施均以各自居住区

内部空间为主，忽略了与周边城市空间的关

系，错失了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切入点，整体

改善老旧城市片区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的

机会；景观生态元素在既有改造方案中仅被

作为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的附属策略，未充分

意识到人的“亲自然性”需求，也错失了利

用自然生境的“减压”(stress reduction) 和
“注意力恢复”(attention restoration) 效应来

正向影响居民身心健康和引导行为习惯转变

的机会”
[23]
。

基于上述问题，以 T、S 小区与 M、L

公寓为例，探索“景观生态引导的 5-10-

15 分钟生活圈”模型如何在中、微观层面

介入城市更新，引导面向微更新的城市设计

从“场所营造”转向“场景设计”( 侧重于

人的活动 ) 再转向“健康设计”( 侧重于对

健康行为的引导 )。
在中观 ( 区段 ) 尺度下，对各居住街坊

及其周边的现有自然与社会资源进行全面

摸排，通过 Map Box 的等时圈工具，测算

出各小区 5、10 和 15min 的步行可达范围，

并根据高德地图的 POI 数据，分析得出现有

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城市活力关系。结果显示

T、S 小区与 M、L 公寓在 5-10-15 分种的

等时圈内，商业设施较为齐全，但缺少老年

人日常保健和康体活动所需的配套设施。文

体娱乐设施主要分布于吴江公园周边，小区

内部的休闲娱乐空间不足。绿地资源较为丰

富，但多数为防护性绿地，缺少休憩功能型

绿地，现有的街边绿化和滨河绿化并未形成

生态廊道。

改进措施以生态环境 (自然绿地和水系 )
为基质，城市公园为核心，城市绿道为廊道，

社区绿道为蔓延，串联周边小区内部绿地斑

块和城市的景观资源，实现“大、中、小”

相互渗透，“点、线、块”相结合的“城市

-居住区”生态体系，重构以景观生态为引

导的 5-10-15 分钟生活圈。设计方案将吴

江公园作为松陵老城区的核心生态斑块，对

临近的沟渠、城市行道绿化、居住区附属绿

地进行重塑，并在生态廊道中植入休憩、娱

乐功能，嵌入如通勤、休闲步道和景观风貌

道路等服务设施，为居民营造聚会、社交、

学习和探索的场景，将街区中原本分散的城

市附属绿地、市政绿化和开放空间连接为一

个有黏着力的绿色整体 ( 图 5)。
微观 ( 居住街坊 ) 尺度下，针对老旧小

区内组团活动空间少，休闲、社交和健康需

求难以满足等问题，通过甄别小区内闲置建

筑和公共空间，于竖向建成环境中嵌入模块

化生态服务设施，以提高其生态承载力并重

塑居民生活方式。通过引入架空层绿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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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花园、空中花园、垂直绿化等生活功能模

块，营造康养健体和社交娱乐的个性化生活

场景，增强居民的亲自然机会和复愈性体验，

从而促进健康行为与主观幸福感
[24]( 图 6)。

同时在小区既有公共空间内，通过景观

功能模块 ( 如景观小品、儿童娱乐设施、生

态自行车位等 ) 与生态功能模块 ( 蓄水池、

生物洼池、可食用花园 ) 的组合，打造具有

环境美化、生活服务、生态修复等功能为一

体的复合生态微基建，并通过社区道路和水

岸构成的蓝绿界面修复生态廊道、模块，同

时与既有生态资源相连接，构建高度集约的

生态网络，以提升居住街坊内小微生境的生

态韧性并形成可自我调节的在地生态系统

( 图 7、8)。在收集、清洁和渗透雨水，创

建动物栖息空间的同时打造生态休闲、自然

教育、景观疗愈、社区花园与市井服务等生

活场景，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

的共建、共享和共治中，并通过对其行为、

心理上的影响，教育和引导生活方式向绿色

健康方向转型
[25]
。

后续调研中，基于“景观生态引导的

5-10-15 分钟生活圈”的设计思路得到了

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好评，认为其在未来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可进一步引领目标策略

的制定，辅助控制性详细规划破解具体问题，

并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集成和实施路径等。

5  结语

“存量更新”时代的城市设计关注的重

点不再是空间形态，而是旨在探索和促进空

间所承载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和政治

等多元系统的可持续运转逻辑和系统解决方

案，以及对中、微观层面更新单元的开发

管控
[26]
。本文提出了以“景观生态引导的

5-10-15 分钟生活圈”模型 ( 图 9)，探索

了景观生态优先理念介入中、微观层面城市

更新的设计方法：1)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以

斑块、廊道、基质等景观要素作为重塑城市

秩序的优先考虑的因素，取代原 5-10-15
分钟生活圈中依托配套设施的资源配置模

式；2) 在不断完善 2D 平面景观生态系统的

基础上，于竖向建成环境中植入生态功能，

通过打造景观生态引导的 3D 生活圈来进一

步提升城市生态承载力；3) 基于社会解决方

案利用模块化的景观元素开展自下而上的微

更新和多方参与的交互教育，引导居民生活

方式向绿色健康方向转型。

另外，本文结合实际案例，从中、微观

层面对相关综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提出了

具体做法。研究发现：“景观生态”要素是

城市设计介入持续、复杂、系统化城市微更

新过程的有力抓手，也是平衡城市生态、生

活、生产空间，重塑健康人居方式的重要工

7 T 小区 ( 居住街坊 ) 景观生态引导的老旧社区更新设计示意

6 居住街坊生态界面修复模块设计示意 8 M 公寓 ( 居住街坊 ) 景观生态引导的老旧社区更新设计示意

雨水花园蓄水池 绿色能源 雨水收集天空露台

5 景观生态引导的生活圈规划介入城市更新设计示意

吴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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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 (Patch）斑块 (Patch） 斑块 (Patch） 公共服务设施居住街坊级服务设施 邻里级服务设施（补充）便民服务设施

廊道 (Corridor）
廊道 (Corridor）

廊道 (Corridor）

基质 (Matrix）

公园绿地 ( 邻里公园、遗址公园、
游乐公园、历史名园、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滨水公园、动物园、
植物园等）
防护绿地 ( 公用设施防护绿地、
卫生隔离防护绿地等）
附属绿地 ( 道路与交通设施附属
绿地、商业服务设施附属绿地等）

物业管理与服务
儿童、老年人活动场地
室外健身器械
便利店（菜店、日杂等）
邮件和快递送达设施
生活垃圾收集点
居民机动车停车场（库）
居民非机动车停车场（库）

小学
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卫生服务站
居住区食堂

商场
菜市场 / 生鲜超市
餐饮设施
银行营业网点
电信营业网点

公交车站

居住区服务站（居委会、治安联
防战、残疾人康复室）
文化活动站
小型多功能运动（球类）场地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幼儿园
老年活动室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
居住区商业网点（超市、药店等）
再生资源回收点
生活垃圾收集站
公共厕所

街角公园
居住区附属绿地
立体绿化（架空层绿化、
墙体绿化、屋顶绿化）
立体建筑空间置换公共
绿地

休闲步道

公园绿地（街角公园、游园、
居住区公园）
防护绿地（公用设施防护绿
地、卫生隔离防护绿地等）
附属绿地（居住区附属绿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附属绿地、
商业服务设施附属绿地等）

居住区级绿道网络（通勤步
道、休闲步道等）
河流沟渠
市政绿化带

初中
高中
体育馆（场）或全民健身中心
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居住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医院）
门诊部
养老院
老年养护院
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老年
活动中心）
居住区综合服务中心（街道级）
街道办事处
司法所

商场
餐饮设施
银行营业网点
电信营业网点
邮政营业场所

开闭所

公交车站

河流
市级绿道网络 ( 景观风貌道路、
文化型居住区级步道等）
市政绿化带

森林
湿地
郊野公园
风景游憩绿地 ( 野生动植物园、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
生态保育绿地 ( 自然保护区、生
态修复地等）

9 景观生态引导的生活圈规划要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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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规划

居住街坊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A 类）

交通场站设施（S 类）

商业服务设施（B 类）

社区服务设施（R 类）

便民服务设施（R 类）

市政公用设施

10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1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生态景观引导的 5-10-15 分钟
生活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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