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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的广州国土空间规划
导控体系研究
聂危萧，吴　婕，李晓晖，雷　狄

[摘　要]通过系统梳理、检视广州与可持续城市降温相关的现行技术要求，构建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的“总体规划—详细规
划—方案设计—实施保障”国土空间规划导控体系，并提出融入规划用地和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的管控思路。在总体规划层面，
基于规划管理单元划定热环境导控分区；在详细规划层面，创新性地探索“降温因子 + 措施清单”的传导方法；在方案设计
层面，针对实际建设中达到降温因子要求的具体路径，提出居住、公共 / 商业、工业和历史街区典型场景的气候调控设计导则；
在实施保障层面，从激励机制、技术规范、监管机制、资金保障等 4 个方面提出实施保障建议，以期为实现气候韧性目标的
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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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Governance System of Guangzhou for Sustainable City Cooling/NIE Weixiao, 
WU Jie, LI Xiaohui, LEI Di
[Abstract] Wi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spection of Guangzhou's current technical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city cooling, a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governance system for sustainable city cooling that integrates master planning, detailed planning, 
project design,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is established, and the whole process governance concept that integrates land use 
and project inspection and approval is proposed. Thermal zoning based on planning units are specified at master planning level; 
a transmission approach of "cooling factors+measure list" is explored at detailed planning level; the climate regulating design 
guidelines for residential,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historical spaces are put forward at project design level; at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level, suggestions of incentives, technical standards,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capital insurance are proposed to 
realize climate resilient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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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城市降温技术，减少制冷过程中的碳排放和人
为热排放，提升城市人居环境的热舒适性。在第 26 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布了与美国洛基山研究所合作编写的《战胜高温：
城市可持续降温手册》，旨在为城市规划者提供各种
经验证有效的方法来为城市降温。2019 年，世界银行
城市发展和灾害管理局启动了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援助
工作，并选定中国广州作为试点城市，旨在为广大发展

0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下，城市气
温正以全球气温均值的两倍的速度持续上升，高温是每
年世界上致死率较高的自然灾害之一，已成为城市面临
的严峻气候挑战。为应对愈发频繁和恶劣的高温热浪天
气，国际社会提出“可持续城市降温”解决方案，通过
改变传统以能源驱动的工业制冷方式，运用基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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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提供可负担的“可持续城市降温”
解决方案 [1]。

“可持续城市降温”解决方案并非
单一的技术措施，而是涉及设计、园林、
市政、建筑、景观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性
解决方案，其将“适应”与“减缓”策
略相结合，既是提升城市气候韧性的重
要手段，也是实现亚热带城市夏季能耗
减排的关键路径。我国的城乡规划在发
展过程中一直在探索缓解热岛效应 [2-3]、
应对高温灾害 [4]、调控城市热环境 [5] 和
提升城市韧性的气候适应性规划技术 [6-8]，
重点关注各个尺度绿化空间的降温作用，
如城市绿地对夏季高温及城市热岛效应
的影响 [9]、居住小区的降温通风效应 [10]、
绿化表皮对过渡空间的热环境影响 [11] 等。
同时，城乡规划越来越重视市域大尺度
通风廊道的构建与评估 [12-15]，城市设计
越来越注重加强风热环境的设计和对气
候舒适度的提升 [16-19]。

虽然有较多研究探讨和总结了与可
持续城市降温相关的规划技术方法，但
是如何在城市规划管理中全面导控综合
性的“可持续城市降温”解决方案，在
我国的城乡规划实践工作中基本处于空
白。在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和灾害管理局
启动的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援助工作试
点的基础上，广州正在开展“酷城”行动，
探索推动城市降温导向的规划建设与管
理方式。本文基于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
在广州现行规划管理体系中的应用评估，
结合国家正在推进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改革，提出新时期城市降温规划导控思路，
为实现气候韧性的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1　可持续城市降温关键技术

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包括基于自然
的冷却方案、生物气候设计方法以及建
筑隔热材料等广泛的冷却降温技术。研
究表明，通过蓝绿空间系统规划、引导
空气流通、增加绿化建筑立面和屋顶，
以及推广被动式建筑设计和浅色反光材

料的使用，可以大幅降低城市环境温度。
例如，整合绿色基础设施、高反射屋顶 /
立面和行道树遮阴等 3 项措施可以将城
市温度降低 0.5℃，相当于抵消了 20 世
纪全球变暖总量的 1/3 以上 [20]。

世界银行将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分
为高反射屋顶 / 立面、屋顶绿化、垂直绿
化等 12 类，并根据其实践深度划定为基
本焦点技术、二级焦点技术和其他技术
等 3 个层级。基本焦点技术包括目前应
用较为广泛、工艺较为成熟且对城市环
境温度产生明显作用的高反射表面、可
渗透表面和场地绿化；二级焦点技术则
是目前正在研究与推广的热环境韧性规
划，包括水敏性设施规划、气候响应城
市设计和被动冷却建筑设计；其他技术
的作用更为间接，主要通过减少机动交
通热量排放等人为热排放和提升建筑制
冷能源效率为城市降温。相关研究显示，
不同类型的降温措施对气温、表面温度
和热舒适所产生的效果不同 ( 表 1)[21]，在
选择采取不同类型的降温措施时，应考
虑城市降温的目的与导向。

许多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都受到历

史城市营城和建筑设计实践的启发。例
如：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使用浅色屋顶
与墙壁来保持房屋的凉爽；利用气流的
水景和建筑设计是中东与北非传统建筑
的标志；广州的传统岭南建筑在地域气
候影响下，呈现出“梳式”布局、冷巷、
骑楼等传承至今的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
被动式建筑通风降温智慧 [22-23]。城市在制
定可持续降温策略时，必须适应地方独
特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气候条件，综
合考虑地形、景观、街道格局和设计、
建筑体量、形状和朝向及材料选择等，
制定全方位的举措。

广州在开展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和灾
害管理局启动的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援
助工作试点中，总结、吸纳了全球可持
续城市降温技术的应用实践经验，结合
本地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被动式建筑通
风降温智慧，选取典型旧城更新项目和
典型新区建设项目试点应用了各类城市
降温技术，在定量评估不同类型降温措
施降温效果的基础上，遴选集成适用于
广州湿热气候的可持续城市降温关键技
术，主要包括优化格局、改善城市表面、

降温措施 最大降温幅
度 /℃

热舒适提升
幅度 /℃

最大表面温
度降幅 /℃ 关键制约因素

高反射路面 2.5 0.5 33 反射率随时间变化；不受欢迎的
眩光

高反射屋顶 / 立
面

2.5
( 室内 )

0.5 33 不受欢迎的眩光；街道中的复杂
反射光

绿色屋顶和立面 4.0 0.1 20 安装和维护的高成本；绿色立面
的供水；热压和水压

透水路面 2.0 2.0
( 洒水后 )

20 不太适合高交通量地区；在潮湿
天气中的蒸发效果较差，且只有
在有水分存在时才有效；维护难
度和成本高

绿色开敞空间 4.0 4.0 15 需要满足其他多种需求
成熟的行道树 4.0 8.0 15 与灰色基础设施的空间冲突
遮阳构造与设施 0.8 8.0 15 兼容屋内采光需求
水体 8.0 1.0 0 安装和维护成本高；需要供水；

在潮湿天气中效果较差；影响范
围小

喷雾 15.0 1.0 0

表 1　各类城市降温措施的效果一览

注：   表示效果显著，   表示效果很好，   表示效果好，   表示效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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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城市设计、景观与设施降温、减少能
耗散热等5个方面15项技术工具( 表 2)，
并按照各项技术在广州的适用性和经济
性综合评测其重要等级。

2　广州规划管理体系中的可持续
城市降温技术应用评估

为推进可持续城市降温技术在规划
建设各阶段的应用，有必要从规划管理
体系与机制层面探讨促进其落地的路径，
对现行规划管理体系中与气候调控相关
的引导内容进行评估，进一步寻找政策
突破与延展的可能性，这也是新时期构
建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目标的国土空间
规划导控体系的必要基础。

在现阶段广州的技术要求与规划管
理中，体现可持续城市降温导向的主要
内容包括如下 3 个方面：一是在城市空
间上，建构通风廊道的网络化空间管控
体系；二是在建筑形态上，明确建筑面
宽的控制要求，针对首层架空等建筑公
共开放空间实施容积率豁免计算政策；
三是在绿色专项上，运行针对绿色建筑

与海绵城市的管控体系。

2.1　城市空间：通风廊道规划的
落地实施难度大

通风廊道是管控城市总体格局，将
大型生态冷源空气引入城市内部的重要
规划手段。广州目前划定了 6 条主要通
风廊道，并纳入了正在编制的《广州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
同时提出了相应管控要求，如：在通风
廊道地区严格保护水系、绿地等开敞空
间；严格管控新建、扩建涉及大气污染
物的项目落地；控制主要入风口的建设
增量，加强建筑高度、建筑间距和建筑
密度管控。目前，广州对于通风廊道的
管控仍主要停留在概念层面，通风廊道
规划落地实施的难度和阻力较大，对相
关管控内容和指标要求仍需进行充分详
细的论证与讨论，以确保其科学性。

2.2　建筑形态：面宽控制与建筑
开放空间需精细化引导

面宽控制对于控制“屏风楼”、优
化城市通风环境至关重要。《广州市城

乡规划技术规定》对建筑物的面宽提出
了要求，明确低层、多层建筑的最大连续
面宽不得大于 100 m，高层建筑塔楼单体
面宽不得大于 80 m，且各单体累加面宽
不得大于对应用地红线面宽的 2/3；对位
于重要景观控制区的建筑面宽，应当组织
城市设计研究加以确定，要求更为严格。

建筑的架空层可以加大空气在空中
的渗透率，有利于减少建筑带来的空气
阻滞作用。广州为建筑公共开放空间提
供了容积率豁免计算政策，有助于改善
住宅、办公、商业类建筑的微气候环境。

《广州市规划管理容积率指标计算办法》
明确建筑公共开放空间是面向小区不特
定业主或者公众、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公
共空间，包括架空层、屋顶花园、骑楼、
建筑物内的城市公共通道等，并对免计
容积率建筑面积的建筑公共开放空间提
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包括层高、架空
开敞面长度、架空面积、开敞面进深。
例如：纯住宅建筑首层除必要的垂直交
通空间、入口大堂及设备设施用房外，
应整层架空；办公、商业、创新性产业
建筑首层的单个架空空间面积应不少于
150 m2；位于塔楼中间层的单个架空空
间面积应不少于 300 m2，其临开敞面进
深应不小于 4 m。

目前，广州的容积率豁免计算政策
主要针对各类建筑公共开放空间，缺乏
针对临街界面、交通站点周边等人流集
中区域的差异化、精细化规则，也未结合
空中花园、阳台绿化等立体绿化、风雨连
廊等设置提出明确的豁免条件，因此可考
虑结合可持续城市降温导向进一步完善。

2.3　绿色专项：绿色建筑与海绵
城市建设缺乏市场激励

(1) 绿色建筑。从 2021 年起，广州
提高绿色建筑的执行标准，要求新立项
的民用建筑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9) 中的基本级或以上绿
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其中：政府投资
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按照二星级

                       城市降温技术分类 城市降温关键技术 重要性等级

优化格局：自然为本、引风入城 保护大型生态冷源 ★★
控制通风廊道 ★★★
热环境分区 ★★

改善城市表面：绿色渗透、会呼吸的冷界面 公园 ★★
水体 ★
透水地表 ★★
立体绿化 ★★★
高反射表面 ★★

改良城市设计：统筹通风与遮阳 路网与街道 ★★
建筑布局 ★★★
建筑设计 ★★★

景观与设施降温：提升室外热舒适性 遮阳设施 ★★★
喷雾喷淋设施 ★★

减少能耗散热：绿色出行、节能制冷 绿色交通 ★
制冷能耗散热 ★

表 2　广州可持续城市降温关键技术

注：“★”表示重要性评级，“★”“★★”“★★★”的重要性依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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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建筑面
积大于 10 万 m2 的居住小区按照一星级
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从国家
到广州地方，现阶段已建立了较完善的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且广州已全面实施
绿色建筑标准，促进了其绿色建筑的发
展。但现阶段广州缺少绿色建筑方面的
激励政策和融资机制，公益性建筑和公
共建筑中的绿色建筑较多，而商用建筑
中的绿色建筑较少，市场的积极性有待
进一步激发。虽然在《广州市城乡规划
技术规定》中明确了因实施绿色建筑技
术而必须增加的建筑面积可不纳入计算
容积率，但是广州对于这一规定的实施
和认定细则尚不健全。

(2) 海绵城市。为加强海绵城市建设
约束，广州已将体现海绵城市基本要求
的地表径流控制措施纳入规划设计条件，
并落实到全市所有新建项目中，包括对
居住、商业、绿地、广场等不同类型建
设项目提出的指标控制要求，其中绿色
屋顶率和透水铺装率主要是鼓励性指标，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室外可渗透地面率、
下沉式绿地率、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
等为约束性指标。例如：居住用地建筑
物的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不低于
40％；结合小区绿地因地制宜设置下沉
式绿地、植草沟、雨水花园等，下沉式
绿地率不低于 50％。广州已形成较为完
整的海绵城市建设标准体系，可指导海
绵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等环节，海
绵城市的雨水截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
还原了自然表面的渗透性和蒸发降温作
用，对城市降温和缓解热岛效应具有积
极意义。屋顶绿化和透水铺装对于调节
城市热环境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但广
州对其的相关规定目前还停留在引导性
层面，相对纽约、东京等城市的立法强
制性要求还存在差距。

2.4　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的现行
规划管理体系优化方向

在追求绿色发展的规划导向下，广

州已逐渐在规划管理中体现可持续城市
降温的理念，但还不成系统，尚未建立
完善的城市热环境调控规划技术框架，
仍需进一步理顺上层规划如何传导至实
施层面的相关导控思路，主要需要在以
下 3 个方面进行提升。

一是强化精细化、绿色化的管控要
求。在绿化要求上，目前主要通过常规
的绿化率进行管控，可考虑进一步明确
综合体现三维绿化和立体绿量导向的技术
要求；在建筑形态的控制上，建筑间距、
面宽和高度等控制要求主要考虑采光等
常规目标，需进一步综合降温通风导向
的精细化要求进行完善。

二是细化部分技术要求导控体系的
内容。对于绿色建筑的容积率奖励政策，
需进一步制定明确的实施细则，以保障
其落地实施；对于规划条件中涉及的海
绵城市等相关事项，在后续的总平面图
审查和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申办环节中，
可考虑明确具体的审查要求，以形成“闭
环”管控。

三是完善后端监管和鼓励激励政策。
海绵城市、绿色建筑的建设主要依靠行
政强制手段，难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
性，还需要补充明确的激励政策；后续
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避免绿色建筑在
获得认证后不持续运行，海绵设施在验

收后因缺少管护而丧失集水性能，造成
投资浪费。 

3　广州构建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
的国土空间规划导控体系

3.1　总体导控思路与框架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各个层级，广州

构建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的“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方案设计—实施保障”国土空
间规划导控体系 ( 图 1)，并将对应层次要
求纳入规划与建设管理的各个环节，实
现全周期、全流程、全链条导控。在总
体规划层面，综合考虑城市热负荷与风
流通潜力，基于规划管理单元，在城市
建成地区划定热环境导控分区，设定不同
层级分区的开发建设引导要求。在详细规
划层面，设定不同热环境导控分区的降
温因子作为详细规划的地块强制性指标，
并在土地出让环节中纳入规划设计条件，
将城市降温相关要求传导至实际开发建
设环节。在方案设计层面，开发建设主
体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环节提交降温措
施得分清单，并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环
节提供对应的降温设计图则，以达到降
温因子的分值要求。如果无法达到，则
需开展气候舒适度专项评估与论证。在
实施保障层面，从技术规范、激励机制、

图 1　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的国土空间规划导控体系框架图

热环境
导控分区

土地报批、
用地预审

土地出让环节：
纳入规划设计条件

引导性 ( 参照
执行 )：开发
管控要求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环节降温措施得分清单 降温设计图则

强制性 ( 定量 )：降温因子要求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环节

施工许可环节

规划条件核实
技术规范与保障机制

未达要求：开展气候舒适度专项评估与论证

热负荷总体
规划
层面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建设单位提交

气象部门主管审查

规划—住建—气象部门

详细
规划
层面

方案
设计
层面

实施
保障
层面

风流通潜力

地表温度、
地形、土地
利用与覆盖

背景风速、迎
风面积指数、
建筑密度

居住

居住

工业

工业

公共 / 商业

公共 / 商业 历史街区

资金保障激励机制 监管机制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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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制、资金保障等 4 个层面提出相
应的政策措施建议。

3.2　总体规划层面：划定热环境
导控分区

参考德国斯图加特地区和我国香港
城市环境气候图集的划定思路 [24-25]，通
过分析不同区域的地域气候条件，划分
热环境导控分区，并针对性地提出规划
设计建议以及差异化的开发建设引导要
求与城市降温措施，使气候分析评估与
城市、建筑形态控制相衔接。

综合考虑影响热负荷和风流通潜力
的 6 个主要地理与相关因素：地表温度、
地形、土地利用与覆盖、背景风速、迎
风面积指数、建筑密度，识别城市的热
脆弱性。热负荷高、风流通潜力小的地
区脆弱性越高，热负荷低、风流通潜力
大的地区脆弱性越低。以热脆弱性为基
础，结合规划管理单元的主导功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方向，统筹考虑现状风
热环境问题与未来规划和发展需求，进
行热环境导控分区 ( 图 2)。

根据各个热环境导控分区的特点，
提出差异化的开发建设引导要求 ( 表 3)，
由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规划编制
与管理中参照执行。热环境导控一区主
要是已建成的热量过载地区，允许进行
城市更新，但需着重考虑改善热环境，
特别是加强风道体系的构建和开敞空间的
规划；热环境导控二区主要是已建成的
次热地区，推荐开展城市有机更新与微
改造，鼓励在微改造中采取低成本、工
艺成熟的降温措施；热环境导控三区是
未来的重要开发地区，在综合考虑微气
候因素下，建议在城市开发中实施较高
的绿色建筑和海绵城市标准，通过气候
适应性设计强化通风和遮阳效果；热环
境导控四区是未来的谨慎开发地区，应
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限制高强度开发。

3.3　详细规划层面：嵌入降温因子
与措施清单

为鼓励开发建设主体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采用城市降温相关技术，广州在热
环境导控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集成了“降

温因子 + 措施清单”的管控要求，衔接
已有的详细规划审批流程，嵌入土地出
让条件设置等关键环节，引导可持续城
市降温措施通过行政审批流程得以保障
落地。

降温因子要求由开发建设主体强制
执行，是一项基于分数的规范要求 ( 表 4)，
规定了不同热环境导控分区内不同功能
地块的最低降温指标，所有新建项目必
须从措施清单中选择分数不同的降温措
施组合，以达到降温因子的最低总分要求。

措施清单包括场地规划、景观绿化、
建筑设计与设施等 3 类，每一单项措施
的得分计算以定量指标为主 ( 表 5)。场地
规划类措施主要包括强度密度和建筑布
局两个方面，在强度密度方面设置空地
率指标；在建筑布局方面则通过迎风面
积比、相邻建筑间隔指数等指标来控制。
景观绿化类措施主要包括绿地配置、立
体绿化和海绵设施等 3 个方面，在绿地
配置方面包括绿地率和植林率两项指标；
在立体绿化方面包括屋顶绿化率、墙体
绿化率、阳台绿化率、架空平台绿化率、

图 2　广州热环境导控分区图

           分区 开发建设引导要求

热环境导控
一区

允许城市更新，需把控开发强度：强化开发强度管控，谨慎增加建筑
量；特别要注重风道、开敞空间的规划，将降温效果锁定在城市建成
环境中

热环境导控
二区

推荐城市有机更新与微改造：在小规模的微改造中采取低成本、工艺
成熟的降温措施；保留、传承、创新广府传统气候适应智慧

热环境导控
三区

在综合考虑微气候因素下，允许开发建设：实施较高的绿色建筑和海
绵城市标准；尤其关注气候适应性设计，强化通风、遮阳效果

热环境导控
四区

进行谨慎的小规模、低强度开发：注重对山体、滨海、滨水冷源的保
护与利用；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限制高强度开发

表 3　热环境导控分区的开发建设引导要求一览

           分区
不同功能地块的降温因子最低分值要求

居住 商业、公共服务 工业

热环境导控一区 10 15 8
热环境导控二区 15 20 12
热环境导控三区 20 25 17
热环境导控四区 25 30 22

表 4　热环境导控分区内不同功能地块的降温因子要求一览

0 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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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导控体系的弹性和自主性，
广州增加了气候舒适性评估的环节，开
发建设主体单位如无法通过采取降温措
施达到降温因子最低分数，可通过符合
要求的第三方团队开展气候适宜性评估
进行专项论证，达到“夏季热岛强度不
升高、平均地区风速比不下降”的要求。

3.4　方案设计层面：制定典型场景
气候调控设计导则

为了实现面向可持续城市降温的国
土空间规划导控体系的闭环管理，开发
建设主体需要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提交自选的降温措施清单，在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阶段提供落实清单的降温措施
图则，在验收阶段由规划主管部门进行
规划条件核实。为进一步向相关从业人
员编制降温措施图则提供示范，按照居
住、公共 / 商业、工业、历史街区等典
型场景类型，编制“1 表 +3 图”设计导则，
对应降温措施清单中场地规划、景观绿
化、建筑设计与设施等 3 个维度的各项
措施，明确在建设过程中落地实施的技
术细节与指引 ( 表 6，图 3)。不同类型、
不同功能的城市街区在实施城市降温措
施时推荐选择适宜的降温方式。

在场地规划维度，在居住区推荐采
用点式混合布局，预留场地内部开敞空
间，与周边山体、水体等自然冷源联系；
在公共 / 商业区推荐采用混合式组团布
局，通过高矮参差的建筑高度差引动空
气流通，最大限度利用高楼风；在工业
区推荐错列式布局，顺应主导风向，结
合夏季盛行风向预留主要通风廊道和次
要通风廊道；在历史街区建议保留并梳
理街区肌理，打通并适当拓宽街区巷道，
设置南北向的通风冷巷。

在景观绿化维度，在居住区鼓励设
置公共建筑出挑平台绿化、住户阳台绿
化；在公共 / 商业区推荐采用多样化的
立体绿化组合，塑造竖向多层的立体绿
林风貌，尤其是在裙楼屋顶设置屋顶花
园和在架空层设置架空层绿化；在工业

措施
维度

措施
要素

可持续城市降温具体措
施 评分指标

评分标准 ( 分 )

1 2 3

场地
规划

强度
密度

合理控制建筑强度和密
度，通过通道、开放空
间等来构建风道

空地率 20％ 40％ 60％

建筑
布局

减少夏季占主导风向的
建筑物面积

迎风面积比 80％ 60％ 40％

考虑建筑物的高度和形
状、相邻建筑物之间的
距离等，以便通风

相邻建筑间隔指数 0.3 0.4 0.5

采用阶梯形的建筑高度
形式导风

定性 达到 — —

使用建筑阴影对场地进
行遮挡

夏季位于建筑阴影 6 小时
以上的面积占比

30％ 40％ 50％

景观
绿化

绿地
配置

提高场地平面绿化 绿地率 102％ 104％ 106％
增加乔木 植林率 30％ 35％ 40％

立体
绿化

设置绿化屋顶 屋顶绿化率 20％ 40％ 60％
设置墙体绿化 墙体绿化率 10％ 20％ 30％
设置阳台绿化 阳台绿化率 10％ 20％ 30％
设置架空平台绿化 架空平台绿化率 20％ 40％ 60％
设置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投影率 20％ 40％ 60％

海绵
设施

设置下凹式绿地等集水
设施

下沉式绿地率 50％ 60％ 70％

使用透水性铺装 室外可渗透地面率 40％ 60％ 80％
建筑
设计
与设
施

建筑
设计

使用底层架空改善通风 底层架空率 40％ 70％ 100％
使用退台、架空等设计
改善建筑通风

透风度 20％ 25％ 30％

导控界面连续度，沿主
要城市道路两侧连续度
不低于标准要求

界面连续度 50％ 60％ 70％

材料
与构
件

设置太阳辐射反射系数
不小于 0.4 的冷屋顶

冷屋顶面积比例 20％ 40％ 60％

设置太阳辐射反射系数
不小于 0.4 的冷路面

冷路面面积比例 20％ 40％ 60％

使用浅色外立面 定性 — 达到 —
使用可调节遮阳设施 遮阳设施占外窗透明部

分比例
35％ 45％ 55％

基础
设施

使用集中供冷系统 定性 — — 达到
使用复合冷却系统 定性 — 达到 —
设置喷雾等冷却设施 定性 — 达到 —
在室外活动场地设置花
架等遮阳设施

场地中处于建筑阴影区
外的遮阴措施面积比例

20％ 40％ 60％

表 5　可持续降温措施清单与评分标准一览

太阳能板投影率等多项指标；在海绵设
施方面选取对主动降温有显著影响的下
沉式绿地率、室外可渗透地面率作为指
标。建筑设计与设施类措施主要包括建
筑设计、材料与构件、基础设施等 3 个
方面，在建筑设计方面设置底层架空率、

透风度、界面连续度等指标；在材料与
构件方面包括冷屋顶面积比例、冷路面
面积比例及遮阳设施占外窗透明部分比
例等指标；在基础设施方面主要包括场
地中处于建筑阴影区外的遮阴措施面积
比例及一些定性指标。

注：表中的定性指标表示在审查中判定为达到降温具体措施的要求 ( 如使用了集中供冷系统 ) 即可获得相应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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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历史街区气候调控设计指引一览

设计维度 设计要素 可持续城市降温方案设计指引

场地规划 强度密度 严格控制历史街区的密度，在城市有机更新中保证开发强度不增长
建筑布局 对于需要更新改造的地区，保留并梳理历史街区肌理，打通并适当拓宽历史街区巷道，设置南北向的通风冷巷。街区地

块主要道路与夏季主导风向约成 30°夹角，尽量减小建筑群体尺度，采用“梳式”布局，预留南北向、东南—西北向的通
风冷巷，保证街区内部通风顺畅。合理设计建筑物与开敞空间，进行策略性的建筑抽疏，设置公共开敞空间，差异性管
控东西向建筑的高度，使建筑物相互遮挡，减少西晒影响

景观绿化 绿地配置 针对传统建筑密集区，通过绿地规划与骑楼街布局规划相协调，在非骑楼街路段形成连续的行道树绿化，可改造地块应
适当增设小块沿街绿地，为历史街区居民提供绿化服务。维持原有绿地历史格局，保存历史街区内现存的古树名木、其
他大树，并标识历史街区中历史水系位置，对近期不可恢复的水系进行绿化整治，提高绿地占比。应尽力保护沿江、沿
湖历史风貌区的原有绿化植被，积极栽种体现珠江两岸原有绿化风貌和适应岭南气候特征的乔木

立体绿化 鼓励在历史街区设置屋顶绿化和墙面绿化，可结合承重和防水性能进行固定或移动式屋顶绿化，利用爬山虎等藤蔓植物
的吸附、缠绕等特性使其在墙面上攀附。传统建筑更新活化过程中其屋顶花园建设建议融合餐厅、咖啡厅等商业设施，
提高商业空间的绿化景观效果，提升立体绿化的实用性与经济效益

海绵设施 按照传统材料和工艺布置地面铺装，保护现有历史水体，在条件允许时恢复部分历史水体。街巷传统铺装结合透水地表
材料，严禁使用沥青等材料，结合雨水管道、滞留池等雨水回收设施，构建雨水收集净化系统，促进地表水循环，保持
区域范围内绿地植被的良好生长，达到复合降温的效应

建筑设计
与设施

建筑设计 对传统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时，可利用传统岭南建筑结构与肌理，植入天井、冷巷、架空等被动式通风建筑空间，促进建
筑内部与外部的空气循环。保护老城区中现有骑楼建筑，通过骑楼底层架空，促进自然通风，并形成连续的遮阳避雨的
步行通道。保留传统建筑中庭，结合旱庭、水庭等景观庭院，使建筑环境与景观环境融合

材料与构
件

保留趟栊门、百叶窗等有传统风貌特色并有助于被动式通风的门窗设施，代替固定扇门窗，在遮阳、采光和通风之间可
以达到较好的平衡。保留、继承传统岭南建筑的隔热构造，利用双层瓦隔热屋面、空斗墙在墙内形成空气隔层，提高隔
热保温性能。在平屋顶住宅建筑，推荐增加高反射涂料形成冷屋顶。建筑屋顶鼓励设置屋顶遮阳设施，鼓励采用屋顶遮
阳结合屋顶庭院的一体化设计。提高建筑开窗比，并顺应广州太阳照射规律，在东西向窗户上设置屋顶悬挑、百叶窗等
遮阳设施

基础设施 结合沿街商铺，因地制宜设置可移动遮阳设施，如大型遮阳伞或伸缩式遮阳顶篷等。推荐在距离地面 2 m 左右高处设置
建筑立面降温喷雾，降低狭窄巷道空间的环境温度，提高人体热舒适度

区建议屋顶全部设置太阳能板，形成规
模化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历史街
区鼓励设置多功能屋顶花园和藤蔓植物
攀附的墙面绿化。

在建筑设计与设施维度，建议居住
区首层全部架空，形成通透架空层，在
架空空间可设置小型乒乓球台、座椅等
小型活动设施；建议公共 / 商业区沿街

采用架空、挑檐、骑楼等设计方式导控
连续界面；建议工业区针对大面板建筑，
在底层设置架空通道，允许空气流动与
行人行走；在历史街区，推荐通过连续

图 3　历史街区气候调控设计示意图

场地规划 景观绿化 建筑设计与设施

立体绿化
充分利用建筑立面、室外平台、空中花园、
窗台等构件设置立体绿化；利用街区内屋
顶平台、阳台开敞空间等，融合餐厅、咖
啡厅等商业设施，提高商业空间绿化景观
效果；应选择耐粗放管理及根部所需空间
较小、抗性好的植物；墙面立体绿化一般
采用叶片重叠覆盖率较高的藤蔓植物

总体布局
合理布局街区地块，采用“梳式”布局，形成通
风冷巷，引导夏季主导风向进入街区内部，促进
空气流通
强度与高度
历史街区以低层建筑为主，应严格控制开发强度
和高度，合理设置街区高宽比，尤其是南北走向
的街区，营造建筑遮阳效果，改善热舒适性

顺应主导风向，留出南北向、东南—西北的通风冷巷。
合理布局，利用建筑遮阳，防止西晒

嵌入庭院式布局，结合景
观改善微气候

按原有建筑肌理适度抽疏，
建设绿色公共休闲空间，
打造片区入风口

限制过宽建筑，在历史街
区采用条形建筑，形成有
利于通风的建筑肌理

建筑肌理
平面场地绿化
在有条件的小广场、街巷、街
角配置高大乔木，增加绿化降
温效果；保留基地原有树木，
形成纳凉空间
海绵设施
采用渗透性较高的透水材料，
结合雨水管道、滞留池等雨水
回收设施，促进地表水循环

景观绿化空间

风流向
建筑基底

建筑通风遮阳空间

趟栊门 百叶窗

底层架空提高开窗比

基础设施
增加建筑遮阳、移动遮阳、立
面降温喷雾等景观降温设施

建筑设计
充分演绎与借鉴竹筒屋、骑楼等
建筑设计形式，可产生良好的通
风、隔热、遮阳效果

材料与构件
保留、使用有传统风貌特色并有
助于降温的门窗设施与建筑结构

双层瓦屋顶、
空斗

图例

图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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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骑楼街建设，促进自然通风，并形成
连续的遮阳避雨的步行通道。

3.5　实施保障层面：形成强制性
与激励性结合的政策组合

(1) 激励机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改革，修订容积率与建筑密度计算办
法，鼓励落实可持续城市降温相关措施，
如风雨连廊不计入建筑密度、绿化阳台
不计入容积率、结合绿化情况完善建筑
公共架空空间的容积率计算办法。

(2) 技术规范。启动优化气候导向的
技术规范专项研究，探索适合广州建设
环境、有利于建筑通风与遮阳的建筑面
宽和建筑间距，将相关要求纳入《广州
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同时，进一步
定量化研究不同密度地区透风度、绿容
率、架空率的合理区间，通过探索出台城
市降温地方技术规范，指导实际施工中的
操作规范。

(3) 监管机制。完善城市降温及绿色
专项要求的监管机制，通过报送运行数
据、定期飞行检查、公众监督等方式，保
障立体绿化、冷屋顶、海绵设施等城市降
温手段的后续管养和常态运行，防止出现

“失建失管”“只建不管”等资源浪费现象。
(4) 资金保障。推动中小微企业、村

集体、家庭、个人等主体开展城市降温
行动，采用低碳出行、绿色屋顶、都市农业、
冷屋顶等绿色生活与建设方式，搭建碳币、
碳积分计算与消费平台，构建自愿减排
活动的核算、兑换和变现全链条体系。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探索建立设计、建筑、景
观多维管控框架，将多专业的策略与措
施集成至规划层面，形成综合方案嵌入
规划体系并传导至建设实施环节，搭建
了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再到方案设
计、实施保障的全过程国土空间规划导
控体系；在进行规划导控设计时，创新
性地采用“降温因子 + 措施清单”的传

导方式，对建设项目进行总指标要求管
控，开发建设主体可在措施清单中自主
选择适宜项目的策略组合，并允许通过
气候舒适性专项评估进行豁免，充分考
虑了刚性与弹性尺度的平衡，既能达到
有效管控的效果，又可保障具体项目实
施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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