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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张的快速推进，在效率优先的

整体环境下，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城

市独有的文化和特色日益缺失，城市风貌特色呈现出越

来越高的趋同性 [1-6]。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特色风貌

作为极具价值的“稀缺性”资源，正成为城市特色化、

高品质发展的重点方向。如何保持和突显城市的地域性

特色风貌，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城市发展关注的

课题。2016年，西藏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意见》

提出，藏区城市要注重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

着力塑造特色浓郁、品味独具的西藏城市风貌，并通过

深入挖掘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将藏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核心要素贯穿于城市设计和建设的全过程，精心构

架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

林芝是西藏东南部的门户城市，具有多民族融合的

特征，人文历史丰富，自然环境优越，是西藏打造世界

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素有“藏上江南”的美誉。因此，

文章重点探讨林芝城区整体景观风貌规划的规划思路

与方法，以期能为藏区其他城市发展建设提供借鉴。

1林芝城市景观风貌特征与存在问题

林芝地处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

西部和西南部分别与拉萨市、山南市接壤，东部和北

部毗邻昌都市、那曲市，南部与印度、缅甸两国相连，

全市平均海拔3　100　m。林芝城区位于市域西部，距离

拉萨市430　km，距离成都市1　700多公里，是四川入

藏的重要门户地区。

1.1特征

1.1.1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藏上江南”

林芝为全国第三大森林城市，动植物种丰富。受地

形地势影响，印度洋暖流与北方寒流在林芝会合驻留，

产生热带、亚热带、温带及寒带气候并存的多种气候带。

印度洋暖流常年鱼贯而入，形成林芝特殊的热带湿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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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图3)。另外，这也暴露出林芝的

多元人文魅力尚未得到开发和展现，这

与拉萨、日喀则等地形成鲜明的对比。

2规划思路与策略

2.1规划思路

城市品质提升不仅要关注自然生态

环境的优化完善，还要关注人文社会环

境品质的总体提升。结合林芝城区自然

基底和存在问题，规划提出“立目标，

明格局；建系统、塑特色；构抓手，促

实施”的规划思路和框架(图4)。

(1)“立目标，明格局”。通过街头

走访、网络问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等方

法，对林芝现状景观风貌进行分析，结

合相关规划的目标要求，提出存在问题

半湿润气候，年降雨量650　mm 左右，

年均温度8.7℃，年均日照2　022.2小时，

这些使得林芝自然环境优越，物种丰富，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6.09%，已发现和证

实的树种有3　500多种，被称为“藏上江

南”(图1)。

林芝城区位于高原峡谷中，周边比

日神山、苯日神山等群峰夹峙，尼洋河、

福清河从城市中间南北向贯穿而过，远

景壮阔、近景秀丽，山、水、林、城交

相辉映，构成城市自然景观格局。

1.1.2人文特征：璀璨的多元民族文化

林芝是一个以藏族为主，门巴族、

珞巴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融合的多元化

民族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对口支援

工作开展以来，林芝的汉族人口比例不

断提高，城乡面貌也在不断提升改变。

这一宏观政策不仅促进了藏汉交融的人

文特点，还让林芝形成了灿烂的特色民

族文化，尤其对城市人文景观产生了重

要影响。林芝城区不仅可以看到白石墙、

黑边框、梯形外形和双坡屋顶的工布藏

式建筑，还可以看到广东的骑楼、福建

的塔等。

1.2存在问题

1.2.1公共空间不足，山水环境有待

加强

基于对人群活动热力图的分析可知，

城区人群活动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

商业街区，尼洋河、福清河沿线及比日

神山周边人群活动较少，自然山水对人

群的吸引力较弱。结合调查问卷进行分

析发现，主要原因在于山水周边的开敞

空间和公共服务功能不足，城市广场建

设分散，不成体系，道路和滨水景观处

理粗放，对人群缺少足够的吸引力。此外，

部分建筑高度过高、体量过大，对山体

产生遮挡，破坏了山城关系。

1.2.2城市建筑风貌较为均质，缺少

核心展示区域

城区整体建筑风貌较为均质，藏式

特征尚存，但缺少统一协调引导，总体

上显得杂乱不一，老城区的部分区域由

于年久失修，风貌较为杂乱。在建筑色

彩上，因常年受雨水冲刷，色彩总体较

为淡雅，与传统藏式建筑有一定区别，

客观上造成辨识性不强的问题，缺少一

个展示城市魅力的核心区域。

1.2.3城市人文特色不足，多元魅力

尚待展现

通过网络问卷调研发现，当地市民

和外来游客对林芝的城市意象主要集中

在自然山水领域(根据百度旅游、大众

点评等旅游门户网站对林芝景区评价的

数据识别，林芝排名前20位的旅游目的

地基本为山水景观较好的区域)，对藏文

化、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关注较少，这在

一定程度上与林芝优越的自然环境有关

图 1  “藏上江南”

图2  林芝百度图片意向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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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优势，明确景观风貌构建目标及定位，

以及未来的景观风貌建设格局。

(2)“建系统，塑特色”。在明确景

观风貌构建目标、定位与格局的基础上，

规划提出景观风貌系统控制框架，根据

景观要素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分类、分

情况、系统地对城区景观风貌进行导控，

打造符合林芝城区特色的规划管控体系。

(3)“构抓手，促实施”。在整体景

观风貌格局建构的基础上，规划围绕近

期重点工程建设编制专项实施规划，并

以此为抓手，健全工作机制，制定配套

政策建议，联动各部门职责，完善监督

考核制度，促进规划实施。

2.2规划策略

规划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出发，

对林芝的城市风貌特色进行多层次的提

炼、塑造与强化，挖掘风貌要素的特征

与内在联系，以时代、功能和地段等为

依据，划分风貌分区，并结合开敞空间、

道路和节点等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管控。

2.2.1分区导控，打造各具特色的风貌

区，展现文化内涵

分区导控主要是结合城区特色资源

分布，进行风貌区划分，重点对不同风

貌区的建筑提出风貌指引和高度控制要

求，包括建筑色彩、建筑立面与形式、

建筑细部元素等。一是利用地方建材，

对传统建筑特征进行模仿和还原，结合

城区现有的商业空间、旅游景点等进行

打造，再现传统藏式建筑布局与风貌特

色。二是通过细部装饰“微改造”凸显

多元文化内涵，运用多种现代技术和材

料，在整体形象和谐统一的基础上表现

多样文化，尤其是在保留传统藏式标识

与特色的前提下，融入现代建筑和新时

代民族特色。三是对地方民族建筑和活

动的地域性特征进行科学化解析，将解

析结果充分应用在现代化建筑设计和建

设中，采用抽象的手法对藏式风貌元素

风韵进行传承，展现“新藏式文化”。

2.2.2系统导控，提高整体空间的识别

度，提升综合品质

规划通过对城区景观要素的研究，

在分区指引的基础上提炼出共同的系统

控制内容，重点对城市开敞空间、城市

道路与节点、城市夜景系统、城市慢行

系统等进行引导和控制。

(1)开敞空间。首先，结合城市地形

特点，合理布局公园绿地，构筑山环水

绕的开敞空间体系，提供充分的空间与

环境潜力，有效组织城市景观。其次，

注重植物布置形式的多样性和层次感，图 4  规划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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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林芝评价数量前 20 位的旅游景点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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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用林芝现有物种及在现有实践中表

现良好的树种，保持本地生态平衡、形

成地域特色。再次，拓宽狭窄河段，通

过开挖河道，环通水系，修整河岸线形，

并调整滨水空间用地布局，形成连续、

公共的滨水开敞空间。最后，强化广场、

公共绿地之间的联系。打通步行路径的

串行网络，策划具有聚拢人气的公共空

间，增加城市活力。

(2)道路与节点。通过对交通型景观

道、生活型景观道和混合型景观道的建

设与特色塑造，提升山水特色。交通型

景观道以通透的建筑界面为主，将沿线

景观及其绿化环境展示出来。生活型景

观道和混合型景观道以连续建筑界面为

主，保证建筑景观的连续性。同时，通

过对节点的建设和特色塑造，强化城市

的标志性与引导性，创造良好的城市形

象与强化城市认知。

(3)城市夜景。规划主要是用灯光塑

造城市的夜间形象，重点要改变白天形

态很差或是没有关联的空间联系，以灯

光为载体传承地域文脉，联通山、水、

建筑与人的活动，具体分为城市尺度、

街道尺度和人体尺度三种。城市尺度体

现城市总体框架，展现城市特色；街道

尺度强化城市各功能分区的局部特征，

结合城市风貌分区塑造特色，注重局部

空间的灯光效果；人体尺度重点表现建

筑细部、植被和休闲区内的灯雕、小品

等景观设施。

(4)慢行系统。高原城市应体现慢节

奏慢生活，慢行系统是重要载体。规划

结合风景道和城市景观道路设置自行车

绿道，形成由城区向外发散的自行车慢

行体系，主要服务川藏线骑行爱好者，

以及满足市民日常骑行游林芝的需求。

同时，依托河流水系打造游憩慢行绿道，

沿主要商业道路设置休闲慢行绿道，使

其成为城市内部活力汇聚区域。此外，

通过覆盖城区的服务驿站，包括大巴停

车场、旅游集散中心、自行车驿站和租

赁点等，保障慢行活动的持续。

3林芝市景观风貌规划实践

城市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外貌，

更是一种地区文化、地区精神。本次规

划聚焦林芝城区，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

林芝独特的景观魅力。

3.1明确风貌总体定位

作为特殊的高原河谷型城市，林芝

自然元素独特多样，山水林田湖草兼备，

这也成为其区别于其他高原城市的典型

特征。林芝城市尺度小巧，空间肌理平

缓有序，玲珑精致，处处体现秀美的小

镇风情。规划围绕“人间净地，醉美林芝”

的宣传定位，结合优越的生态基底，提

出“高原绿城”“魅力趣城”“玲珑慢城”

的风貌总体定位。

3.2构建总体风貌框架

规划依托尼洋河、G318国道和中央

绿地公园，构筑“两带一廊”的总体山

水格局(图 5)：延续城市生长肌理，以

老城区、新城区和河西新区(经开区)为

时间断面，划分传统风貌区、一般风貌

区和新城风貌区，以福清河、广福大道、

八一大街—和谐路—迎宾大道—南粤大道

为联系纽带，打造特色景观风貌轴，并

做好八一大桥、八一二桥、比日神山入口、

工布民俗街等重要标志节点的控制。

3.2.1分区导控，凸显多元文化和谐

交融意象

林芝城区大多数建筑建于近30年，

受限于技术工艺条件，除少部分有历史

价值的建筑外，城区大部分地区属于一

般风貌地区，传统风貌特色不明显。规

划结合城区特色资源分布特点，将城区

分为传统风貌区、一般风貌区和新城风

貌区三类(图6)。

(1)传统风貌区。

传统风貌区分为老城传统风貌区和

毗邻城区的村落型传统风貌区。老城传

统风貌区突出传统文化内涵，增强传统

藏式风貌特色，营造外部风貌原汁原味、

内部建筑功能现代化的传统藏式风貌区，

成为林芝旅游发展的独特名片。村落型

传统风貌区遵循传统藏式村落民居的特

色，与老城传统风貌区交相辉映，共同

打造成为林芝传统风貌的特色典范。在

整体管控上，传统风貌区建筑以传统元

素具象地展现工布地区传统风貌，对新

建建筑高度进行严格控制，老城传统风

貌区新建建筑不应超过18　m，村落型传

统风貌区新建建筑不应超过12　m。建筑

墙面基调色以白色、浅灰色和米黄色为

图 5  城市景观风貌结构图 图 6  风貌分区和特色景观风貌轴线分析图

节点

重置地区

沿路特色景观风貌轴

福清河特色景观风貌轴

传统风貌区

一般风貌区

新城风貌区

尼洋河游河风情带

318 国道观山风情带

湿地公园生态廊道

图例

传统风貌区

传统风貌区

新城风貌区

一般风貌区
福清河特色景观风貌轴

广福路特色景观风貌轴

八一大街-和谐路 -迎宾大道-

南粤大道特色景观风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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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构件点缀色和辅助色可使用大红、

黄色、深棕、藏青及黑色等。

在建筑材质上，城区建筑以条石或

砖瓦加条石贴面为主要建筑材质，并在

屋顶、门窗、阳台及建筑装饰构件上采

用木材、大理石等材质；村庄建筑以传

统条石、木材为主要建筑材质。此外，

建筑应形成上窄下宽的墙体和柱式，居

住建筑使用木质门窗组合、藏青色窗框、

倒梯形门头和木梯等建筑立面元素，公

共(商业)建筑宜使用红带白点腰身或檐

口装饰、倒梯形柱式、彩色窗格，并在

门廊或人群活动区域使用彩绘。

(2)一般风貌区。

一般风貌区宜结合林芝城区发展历

史与趋势，综合多民族的特点，在现代

简洁的建筑风格之中点缀传统民族建筑

元素，通过符号化的方法展现地域民族

风情，体现开放多样的特性。除部分特

殊地块外，新建建筑不应超过18　m，临

山路段建筑应凸显山城关系。建筑墙面

基调色彩以白色、浅灰色和米黄色为主，

构件点缀色和辅助色可使用大红、黄色、

深棕、藏青及黑色等，部分重要公共建

筑可使用更为突出的色彩元素，如明黄、

湖蓝和绿色等。

在建筑材质上，一般风貌区多层居

住建筑以砖瓦加条石贴面为主要建筑材

质，并在屋顶、门窗、阳台及建筑装饰

构件上采用木材、大理石等材质。高层

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在使用框架结构时，

应注重点缀仿木材、大理石的结构件。

建筑立面以现代简洁建筑风格为主，可

在檐口、窗框、门和门廊等方面突出工

布藏族元素。另外，强调屋顶形式的整

体统一，居住建筑多层以坡屋顶为主，

高层以平屋顶为主，公共及商业建筑以

平屋顶为主，局部装饰坡屋顶。

(3)新城风貌区。

新城风貌区通过提炼传统元素，依

托现代工艺技术和材料，以新的外在形

式融入城市风貌中，彰显林芝与时俱进

的时代性。尼洋河沿线街区及临山街区

建筑群高度关系宜凸显山城、河城关系。

建筑色彩提倡以提炼精简的传统藏式建

筑色彩搭配比例为准，色彩的选择方面

可适当增加变化。

建筑材质可使用多种建筑材质，宜

点缀条石、木材等传统材质元素。建筑

设计中尽量吸收和活化利用传统民族建

筑特点，通过新技术、新材料等，以较

为抽象的方式加以展示，包括白墙与红

墙创新组合、局部彩色玻璃等。

3.2.2系统导控，加强不同分区穿插

过渡联系

3.2.2.1开敞空间控制指引

依托尼洋河、福清河、城市两侧山

体植被和多个广场公园，形成点—线—面

相结合开敞空间体系，重点凸显山—城、

水—城之间的互动联系。

(1)山城关系—秀峰映城。

确认山体控制绿线，对山体进行分

级保护。一级保护山体为比日神山，是

城市景观格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严禁

大规模建设。二级保护山体主要为与城

市主要街道形成对景的山体，是构成城

区局部景观格局的重要元素，需要保护

山体植被。三级保护山体是具有城市景

观背景作用的山体，需严格划定山体控

制绿线，保护山体植被不被破坏。

山体周围建筑高度实施分级分区控

制，采用刚性和弹性控制相结合的控制

方式。刚性控制区内的建筑高度不得超

过规划高度，弹性控制区内的建筑高度

以规划高度为主，允许部分建筑适当增

加高度，但是超高建筑连续面宽不得超

过总体建筑面宽的45%。

保护观赏山体的视线，对于主要山

峰留出看山的廊道；对于主要观山视点

看山的视线廊道，从主要视点到山峰之

间要留出可以看到山体黄金分割点高度

以上的部分，并对中间建筑高度进行控

制，观赏山体的重要视廊宜与开放空间

设计相结合。鉴于城区周边环山的特点，

规划对主要景观街道上的垂直交叉路方

向的山体视线廊道进行保护(图7)。

(2)河城关系—亲河伴城。

水体周围建筑高度实施分级分区控

制。在高度和体量上，滨河沿线建筑高

度统一控制在18　m以下，中高层、高层

建筑与大体量建筑应与岸线相隔一段距

离，在传统风貌区，禁止高层建筑与大

体量建筑的建设；在一般风貌区和新城

风貌区，避免建设大于50　m的高层建筑，

以防止高层建筑对周边自然环境产生巨

大压力。规划严格控制滨水街区建筑面

宽，限定遮挡视线建筑投影比例在30%

以下，增强河与城的边界融合。

规划加强河流沿岸的开放性与公共

性，将岸线结合城区功能布局分为活力

型、休闲型和生态型岸线，限制岸线周

边紧邻用地的封闭式利用；控制河边建

筑，以小尺度、灵巧的建筑为主，考虑

组团式的节奏控制，以及与绿地广场或

视线通廊的联系，体现城与自然的交融。

规划加强垂河视线廊道风貌控制，

重点打造八一大桥、八一二桥和广福路

三条垂河廊道视线，引导廊道沿线形成

连续统一建筑景观界面，其他垂直江岸

的道路通廊尽可能统一界面。

3.2.2.2道路与节点控制指引

结合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将318国

道、广州大道和滨河路定为交通型景观

道，将广福路、八一大街北段、八一大

街和南粤大道定为混合型景观道，将香

港街、工布民俗街和福清河沿路定为生

活型景观道；将八一大桥桥头广场、

八一二桥桥头广场和游客集散中心定为

门户节点，将工布印象、厦门广场和工

布明珠广场等定为街道节点，增强街道

空间的识别度(图8)。

围绕道路整治，重点从改善交通环

境、完善街道设施、优化立面风格和培

育多彩景观4个方面进行导控。首先，

改善道路断面，加强人行空间的设置，

促进人与城市的互动，让更多行人在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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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山城关系分析图 图 8   城市道路与门户节点分析图

二级保护山体 交通型景观道

生活型景观道八一大桥门户

混合型景观道

游客集散中心门户

生活型景观道

交通型景观道

八一二桥门户

混合型景观道

一级保护山体

三级保护山体

二级保护山体

二级保护山体

广福路视廊

山体控制线

三级保护山体

八
一
大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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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慢节奏中了解和体验林芝景色和文

化；其次，增加街道设施布局，为骑行

者提供休憩空间，为旅客提供拍照留念

的城市景观点；再次，对建筑立面进行

风貌控制，在屋顶、墙面及窗饰等空间

充分展示藏族元素，形成具有浓郁林芝

特色、相辅相成的空间环境；最后，调

整绿化空间布局，增加遮蔽、开花的植

被，形成错落有致的种植层次和彩色，

做到三季开花、四季常绿的景观效果，

充分展示“藏上江南”的生态环境特色。

在景观节点上，结合林芝多元文化特色，

设置具有地域象征意义的建(构)筑物，

如太阳宝座、工布明珠等，并加强传统

藏族元素符号在铺装上的运用，让人能

够感受林芝的人文风情(图9，图10)。

3.2.2.3夜景控制指引

规划结合城市公园广场、商业街、

重要道路和标志物等景观要素，打造

“8+3”城市夜景系统空间结构，即318

国道景观带、滨河大道景观带、福清河

景观带、广福路景观带、广州大道景观带、

八一大街—和谐路迎宾大道景观带以及

南、中、北3个重点门户窗口。

在色彩照明的选择上，以街道尺度

为例，交通型景观道强调绿化带照明的

整体感与韵律感，光源以高杆路灯、光

带以及点缀于绿带中的泛光灯为主，在

重要节点如转盘、广场、视觉焦点处则

应进行重点设计，避免视觉疲劳；生活

型和混合型景观道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基

础上，采用建筑泛光照明、轮廓照明。

商业街建筑照明以内透光为主，营造温

馨亲切的良好氛围，并展示店铺内精致、

富有创意的橱窗设计；建筑外部照明仅

对檐口、柱子等建筑细部作精细照明处

理，霓虹灯店招广告作外挑竖向设置，

使街道空间丰富多彩，但同时又不遮挡

建筑形态。多层和中高层建筑以内透光

照明为主，地标和高层建筑可在电脑控

制下进行灯光艺术表演，可多采用体现

地域特色的八宝图等特色文化元素。其

他节点照明设计以标志性构筑物、标识

物的照明为主，以绿化广场、小品雕塑

的照明为辅(图11)。

3.2.2.4慢行系统控制指引

慢行系统主要分为骑行系统和步行系统

(图12，图13)。骑行系统重点打造包括

318国道、滨江路、广福路及和谐路等景

观条件优越的骑行空间，便于市民和游

客观赏自然风景。骑行道宽度不小于3　m，

除 318国道外，其余路段应独立设置，

不提倡依靠划线与交通道路分隔，同时

道路观景面应保持开敞。

步行系统分为景观游憩步道和休闲

活动步道。景观游憩步道主要布置在尼

洋河及福清河岸边，以及比日神山环山

步道等，为城区步行观景的重要廊道，

是城市游憩活动的主要承载者。休闲活

动步道是城市重要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

街道，主要布置在深圳街、八一北街、

工布民俗街和迎宾大道等，为一般居民

图 9  广福路景观轴

图 10  广福路街道改造后效果图

广福路

景观轴

尼洋河 会展中心 福建公园 比日神山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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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游客购物或参与重大公共活动的主要

目的地。景观游憩步道宽度须独立设置。

绿化种植需注重开放性，保障观景的通

透性，沿途应设置休憩设施和景观小品，

休憩设施间距不宜大于500　m。同时，

绿化种植造型应简洁，可适当引入林芝

特色的历史文化符号，通过标志宣传设

施、景观路灯、雕塑小品等强调城区现

代风貌及人文气质。休闲活动步道绿化

设施应丰富多彩，以常绿乔木为主，在

保障行走舒适性的同时做到“四季常绿”。

另外，辅以四季灌木和落叶乔木，打造

多变造型，同时考虑夜景灯光设计和道

路过街设施的布局。

4结语

景观风貌规划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突

出特色，特别是在“千城一面”和城市

特色湮灭已经成为普遍性问题的当下，

“特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城市又处

于不断发展中，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

除了体现地域性、民族性外，时代性也必

不可少，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

图 12  步行系统布局图

景观游憩步行道
公共活动步行道
通勤联系步行道

自行车租赁点
风景游览骑行道
通勤联系骑行道

图例 图例

图 13  骑行慢行系统布局图

图 11   城市夜景控制引导示意图

夜景结构组成 总体指引

交通型夜景带 统一沿路建筑物的灯光效果，展现一定的城市特色

体现雄伟壮丽、繁华多姿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

以突出水体为主要目的，人工堤岸照明应富于层次，生态堤岸应柔和

重点打造街头绿地、休闲小广场等景观细部照明，营造宜人有趣的空间

应针对不同区段特色分别强化照明效果，突出门户风格、休闲风格和商业风格

城市形象夜景带

滨水夜景带

特色街夜景带

重点地区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