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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城区山水连城规划策略
——以深圳市南湾片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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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推动高密度城区发展方式的转型，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据高密度城区的主要特征，重构生
态文明背景下高密度城区与生态空间的关系，并结合山水连城的概念内涵，提出对山水连城的认知需进行 3 个方面的转变，
即从“蓝绿空间”到“全域全要素”的转变、从“空间资源”到“生态体验”的转变、从“景观”视角到“三生”融合视角
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连生态、连生活、连城境、连体验”的高密度城区山水连城规划策略框架，即构建全域全要素
的城市生命共同体，建立“连山、亲水、近城、优产”的慢行网络架构，塑造由“门户节点—公共空间节点—历史文化节点”
组成的魅力公共空间，以及营造“山水大美、文脉特色”的多元游览体验空间，进而以深圳市南湾片区为例，探索山水连城
规划策略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新时代的高密度城区发展方式转型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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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rategi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Natural Landscapes in High-density 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Nanwan Area in Shenzhen/LÜ Kai, JIANG Meiying, GU Wenke, HONG Wuy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transition of high-density areas, and cultivate low-carbon and green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e cognition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natural landscapes shall be reshaped in three aspects: from "green and blue 
space" to "whole area and all elements", from "spatial resource" to "ecological experience", from "landscape viewpoint" to "three 
spaces integration". A planning strategy framework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natural landscapes of high-density area is proposed, 
which aims to create an urban community integrating ecology, lifestyle, and experiences. Additionally, the promotion of leisure trips 
is outlined based on principles embracing natural features, urban proximity, and quality production. The creation of appealing public 
spaces is envisioned around "gateway nodes, communal areas, and historic-cultural landmarks", fostering culturally enriched and 
diverse experienc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se concepts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a case study in the Nanwan area of 
Shenzhen,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high-dens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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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拥堵、公共空间不足等诸多问题 [2]。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土空间规划中“三区三
线”的划定，以及高密度城区的建设范围与生态空间
范围的锚定，为下一步如何在城区与生态空间之间探
索一种高密度、高生态性的山水连城规划设计思路奠
定了基础 [3]。但在高密度城区负面效应和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的双重语境下，要提升高密度城区的人居环境、
空间品质及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仍需要对山、

0　引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人口持续
增长，高密度城区已成为满足城市内部空间和功能需求
的重要模式，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了城市快速发展
与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能够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升
土地使用效率 [1]，是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城市快速
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但是，高密度城区建设在提升
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空间品质低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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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的空间关系进行反思与拓展。

1　高密度城区的主要特征

勒·柯布西耶提出“光辉城市”的
概念，旨在通过增加城市密度来阻止城
市无序扩张。美国新城市主义也通过探
索城市高密度开发模式，以缓解城市发
展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内部土地
紧张和交通拥堵问题 [4]。简·雅各布斯、
库哈斯等学者总体而言认可并支持高密
度的城市发展模式，认为高密度城市发
展模式不仅能缓解城市空间紧张压力，
还可以通过土地混合利用等方式增加城
市生活的多样性 [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呈现
指数级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我国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增加到 2022 年的 65.22％，用 44 年时间
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进程，这
是一种高度“压缩型”的城镇化进程 [6]。
因此，选择集约、紧凑、高密度的城市
发展模式，打造高密度城区，已成为我
国许多城市在发展上的共识。高密度城区
的显著特征主要可概括为城市空间方面的
“高”及环境方面的“低”，前者指高建
筑覆盖率、高密度街区、高土地集约利用
和高复合功能，后者指环境舒适感低、
物理环境体验感低、开放空间密度低 [7]。

2　高密度城区与生态空间的关系
重构

由于快速城镇化进程引发城区—生
态空间“二元化”，生态空间建设水平
远低于城区发展水平。高密度城区与生
态空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割裂状态：
一方面，高密度城区的人口对高品质公
共空间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对健康自
然的生活方式日益向往；另一方面，高
密度城区的生态空间资源布局碎片化，
生态空间品质较低，未能与城市形成融
合发展 [8]。高密度城区因土地价值高、
人口聚集，内部发展势能导致城区边界

侵入生态空间。城区对生态空间的侵占，
以及城区与生态空间割裂，可以说是目
前国内高密度城区面临的现实问题。城
区与生态空间相对隔绝且缺乏必要的空
间连接，导致高密度城区普遍存在“到
不了山、近不了水”的情况，因此必须
重构高密度城区与生态空间的关系。

对于高密度城区与生态空间，必须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二者
的关系。当前，国内学者主要从生态价值、
生活价值、社会价值等 3 个方面 [9] 探讨
城市与生态空间的关系，强调生态空间
的自然与社会双需求 [10]，反映以人为本
的导向。高密度城区与生态空间的关系
应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融的，应在高密
度城区构建连续、系统、有效的生态保
护格局，同时生态空间也应为高密度城
区提供高品质公共空间。

3　对山水连城的认知转变

山水连城是指以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
刚性管控依据，通过对高密度城区与山、
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的分析，
以“三生”融合视角重构空间联系和空间
秩序 [11]，将自然山体、河流、绿地、生
态廊道等生态空间与高密度城区进行有
机连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
命共同体，让生态空间渗透城区，为市
民营造高品质、亲近自然、可参与、可
感知、可体验的城区—生态公共空间，将
生态空间融入市民的生产与生活。基于
高密度城区与生态空间的关系，对山水
连城的认知应实现以下3个方面的转变。

3.1　从“蓝绿空间”到“全域
全要素”的转变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应
顺应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突破以往城
市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框架，将山、水、
城纳入研究领域，统筹蓝绿空间与城市
建设空间。这既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

修复，也是对城市的治理与开发，从而
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协调。

3.2　从“空间资源”到“生态体验”
的转变

生态空间常被视为城市建设的潜力
空间，但自然生态空间的价值往往未能通
过规划设计手段体现出来。生态环境不仅
仅指土地空间资源，还包括市民亲近自
然、体验自然的空间场所，因此应将土
地空间资源转化为可供市民体验的公共
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活动需求。

3.3　从“景观”视角到“三生”
融合视角的转变

对于高密度城区而言，良好的山水
资源是城市提升竞争力、吸引高端人才
的重要基础。例如：巴萨罗那在 20 世纪
末面临存量发展和全球竞争压力，通过
一系列绿色环境营造，成为受全球工作
移民欢迎的城市之一；新加坡在高密度
人口条件下打造“花园中的城市”[12]，
成为生态宜居典范。由此可见，应从“三
生”融合视角出发，促进高密度城区与
生态空间的融合，营造“连山、亲水、
近城、优产”的宜居环境。

4　高密度城区山水连城规划策略
框架

山水连城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转型的
外部需求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内
生需求。对于高密度城区，应按照生态
文明理念，构建“连生态、连生活、连
城境、连体验”的山水连城规划策略框
架 ( 图 1)，探索城区山水连城的未来图景。
其中：“连生态”是针对城区与生态空
间相对割裂的状态，从全域全要素的视
角思考蓝绿空间与城区建设空间的融合，
构筑城市生命共同体；“连生活”关键
是增强空间要素的可达性，建立亲自然、
舒适、连续的慢行联系，拉近市民与生
态空间的距离，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提
供多样化的慢行路径；“连城境”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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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场所营造增强空间感知，打造特色化
以及具有辨识度、感知度的魅力公共空
间体系；“连体验”强调关注城市美学
意境，在打造空间景观时结合晨昏、气象、
四季、五感等多维度美学感知，提供多
元化的山水文脉体验，丰富不同人群的
游览体验。

4.1　“连生态”——构建全域全要素
的城市生命共同体
4.1.1　连通碎片化的生态孤岛，构建
蓝绿空间生态保护格局

以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为刚
性管控本底，考虑生态功能重要性、生
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修复潜力等多个维
度，确定自然保护地等生态重要和生态
敏感地区，识别出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
生态廊道、河流、湿地等蓝绿空间 [13]。
通过保护、修复、整治的方式提升蓝绿
空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连通碎片化的
生态孤岛，保障高密度城区的水陆生态
廊道和通风廊道，构建连续、系统、有
效的蓝绿空间生态保护格局。

4.1.2　加强城市建设空间引导，突出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融合

从空间结构上，结合现状和国土空
间规划，识别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
态空间。对于生产空间，核心是建立重
点产业体系，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考虑
生产、生活功能的融合发展。对于生活
空间，重点聚焦生活功能的优化提升，
完善生活与生产的配套体系，推动职住
平衡和产城融合 [14]。对于生态空间，一
方面要保证自然生态系统完整连续、动
植物栖息环境原真稳定，保持生物多样
性；另一方面要让市民亲近自然，感受
多样的山、水、城。
4.1.3　构建山、水、城相融的城市
生命共同体

山水连城规划依据保护与发展相结
合的理念，统筹全域全要素资源，以蓝
绿空间生态保护格局为核心，优化空间
资源配置，塑造山、水、城相融的空间
格局。从土地资源视角转为“三生”融
合视角，最重要的是统筹山、水、城的
空间关系。将山、水、城的空间关系从
相依转为融合，核心是统筹自然资源保

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通过精准识别蓝
绿空间和城市建设空间，以蓝绿空间生
态保护格局为骨架，在城区与蓝绿空间
之间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空间连接，
实现高品质城市与生态一体化营造，构
建山、水、城相融的城市生命共同体。

4.2　“连生活”——建立“连山、
亲水、近城、优产”的慢行网络
架构

山水连城规划根据“三生”融合的
理念，将山水等自然环境与市民日常生活
紧密连接。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
生态空间与高密度城区的慢行空间规划
响应。面向市民需求，主要是根据供需关
系、需求特征、空间差异构建慢行组织模
式 [15]。试想一种场景，市民可利用日常
休闲时间轻松参与爬山、攀岩、河岸漫步、
公园慢跑等亲自然活动，利用慢行步道
轻松探索城市中不同特色的漫游空间，
就业人群还可以通过步行、骑行便捷抵
达工作地点。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结
合空间要素特征和慢行需求，建立“连山、
亲水、近城、优产”的慢行网络架构(图2)。
4.2.1　“连山”：以实现连续漫游和
丰富景观层次为目标的慢行路径设计

山水连城规划以郊野径为核心连接
山脉，串联生态廊道、山体、郊野公园等
要素。在慢行路径设计方面，通过现状和
需求评估，在山廊内打通从山脊到水岸的
连续漫游路径，为市民提供山、水、城
景观无缝衔接的体验，在漫游路径沿线
营造连续展示自然景观或可供市民欣赏
多样城区风景的空间；采用“针灸式”
手法，充分衔接现有路径，消除路径上
的阻隔点，实现整体连接。对于生态敏
感度较高的地区，采用与山林环境融为
一体的手作步道，体现质朴野趣的风貌；
对于生态敏感度较低的地区，则采用缓
坡架空栈道、台阶登山道等亲自然步道。
4.2.2　“亲水”：实现城区与水岸
的便捷通达

城区与水岸的便捷连接是山水连城
规划首要考虑的因素。规划结合河道地

图 1 高密度城区山水连城规划策略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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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连山、亲水、近城、优产”的慢行网络架构示意图

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进行微更新、微
改造，将部分历史建筑转为公共空间，
深挖在地文化，植入不同类型的场景和
业态，如品牌首店、文创休闲、艺术中
心等，打造特色历史文化节点。

4.4　“连体验”——营造“山水大美、
文脉特色”的多元游览体验空间，
用“山水”诉说“城市故事”

首先，科学规划视线通廊，展现极
致的“山水大美”。针对临水、临城的山体，
挖掘不同标高上的观景点，让市民可以
连续观赏“从山到水、从山到城”的变
化景观；在水廊上设置观景点，包括滨
水回望廊道的观景点及廊道上多个“看
城市”的开敞视点，适当引导滨水建筑
高度与形态，形成开敞的山水视线通廊；
统筹协调视线通廊周边的建筑屋顶、建
筑立面、空中连廊、街道等，营造多维
度的山、水、城空间。

其次，最大化展现城市的山水底色
和人文亮色，构建富有本土文脉的景观格
局。利用山水环境的地域性和差异性，把
可用的地域风景要素与城市建筑巧妙组合
起来 [19]，运用中国传统城市美学营造方
法，注重诗画意境的特色提炼和多维度
感知体验的营造，柔化城区与生态空间
的边界，将有文脉传承的亭台楼阁、历
史建筑、历史街区、古驿道等场所“揽
于山河形胜”，并将其打造成为城市文
化数字体验中心、城市会客厅、艺术工
作坊等文化场所。通过城市开发，对山
水景观资源进行最大化融合，实现“城
括山水之奇秀、山水得城之昭彰”的人
文境界。

形环境特征，通过设置电梯、坡道等方
式打通水岸出入口，增强竖向可达性；
结合滨水空间，打造连续的自行车道和
漫步道，沿线设计多样的亲水活动 [16]，
通过人行天桥或下穿步道连接断点 ( 如支
流河、高架公路等)，形成连续的慢行动线，
满足市民休闲健身、休憩等需求。
4.2.3　“近城”：依托城市路网构建
三级慢行网络体系

城区慢行网络是开展慢行活动的基
础，山水连城规划以高效、便捷、连通
为目标，优先连接轨道站点和居住区，
最大化地提升慢行效率；依托城市交通
路网完善慢行网络，建立串联城区和生
态空间的慢行网络骨架。为适用不同场
景和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规划根
据道路等级和慢行需求，构建城区三级
慢行网络体系：① A 级慢行道路，道路
等级为城市主干道，通过设计高品质的
慢行主线，提升门户形象；② B 级慢行
道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通过打
造具有个性化和舒适性的慢行步道，构
建年轻化的“活力街区”；③ C 级慢行
道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通过设计生
活化的慢行支线，构建生活化的“共享空
间”，营造生活气息浓厚的共享道路空间。
4.2.4　“优产”：服务产业人群，
激发产业活力

“优产”的底层逻辑是遵循产业生态
发展规律，即以服务企业和产业人群为
出发点，根据企业不同要素的联系、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空间联系、产业人群
出行需求等，完善产业园区内部及外部
连接，优先保障企业与生产性服务设施
的连接，并结合产业园区慢行网络完善

产业人群与周边文体设施、医疗设施、
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连接，为产业人
群提供慢行可达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产业慢行生态圈。产业园区慢行网络的
构建，可以提供便捷步行及骑行条件，
吸引产业高端人才，激发产业活力。

4.3　“连城境”——塑造由“门户
节点—公共空间节点—历史文化
节点”组成的魅力公共空间

山水连城规划依托慢行网络架构，
串联起区域内重要的城市节点和生态节
点，结合慢行网络整合片区门户节点、
公共空间节点、历史文化节点，触发市
民对公共空间的主观体验，突出不同空
间的核心感知属性 [17]，为区域内的市民
提供全时段的魅力公共空间。

首先，结合区域的慢行入口节点，
塑造城市门户形象。引入艺术和文化元
素，设置艺术品、雕塑、历史标志等展
示城市的独特魅力 [18]，营造与区域城市
环境相融合的氛围；注重打造人行交通
流线，确保慢行入口节点行人和非机动
车的安全进出，提供必要的休憩设施；
增加市民的互动性和社区参与度，在入
口节点设置艺术装置、户外展览或景观
设施，吸引市民停留、参与和探索。

其次，结合片区可利用的空间资源，
打造公共空间节点。将慢行路网附近的
小型“插花地”打造为关键节点的休闲
驿站空间；结合现状已建小型广场、口
袋公园，增加公共艺术和互动元素，打
造独特景观节点；利用河岸湿地设计水
景景观，增添活力和美感；充分利用桥
下空间，提升高架桥下空间的环境品质；

“连山” “亲水” “近城” “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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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湾片区区位及规划范围图

5　深圳市南湾片区山水连城规划
实践

南湾片区地处深圳市中部，南侧紧
邻罗湖区，处于深圳市核心区范围，现
状容积率为 2.67①，以居住、商业功能为
主，有云产业和文创特色产业，是深圳
市典型的高密度建成区。南湾片区拥有
优越的生态本底，沙湾河贯穿城区，水
清岸绿、河道通畅，为深圳河一级支流，
周边还有深圳水库、梧桐山风景名胜区、
南湾郊野公园、求水山公园等优质生态
资源。但片区生态和滨水空间的可达性
差，历史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难
以满足市民高质量、人性化、多元化的
需求，特色人文资源尚待进一步挖掘。
根据高密度城区山水连城规划策略框架，
以下结合南湾片区山水连城一体化规划
展开探讨，以期将南湾片区的自然山水、
人文资源和地域特色有机结合，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高密度城区新范式。
此次规划面积为 10.4 km2。见图 3。

5.1　“依山廊、连蓝绿、融产城”，
构筑“城绿相融、山水环城”的
城市生命共同体

南湾片区在区域生态格局中位于“清
林径—梧桐山生态保育带”上，处于深
圳市“一脊、一带、二十廊”的“清林径—
盐田山廊”上。在片区层面，规划形成
“一环、两轴、三廊、三片”的空间结
构，在空间上覆盖南湾片区及周边区域，
包含建成区、水域、林地等全要素，从
而构筑“城绿相融、山水环城”的城市
生命共同体 ( 图 4)。具体包括以下 3 项
措施：①“依山廊”。以三条控制线为
刚性管控边界，依托梧桐山风景名胜区、
南湾郊野公园等要素，保护东深供水走
廊，抚育山林，强化对野生动物栖息地
的保护，着重发挥区域生态源地的作用。
②“连蓝绿”。以打造生态绿廊或建设
生态廊桥的方式构筑连续的绿色山廊，
连接求水山公园、南湾郊野公园、深圳
水库、梧桐山风景名胜区，贯通被割裂

的关键生态节点，远期与布吉绿道、石
芽岭公园相衔接 [20]，实现围绕南湾片区
的蓝绿空间连接。以沙湾河、4 个调蓄湖、
深圳水库为蓝色本底，完善泛沙湾河生
态水廊，恢复水岸生态系统。通过连通
绿色山廊和滨水活力蓝带，构筑南湾片
区生态脉络，实现蓝绿协同并形成城区
生境。③“融产城”。基于片区现状及
土地二次开发条件，引导产业、居住空
间有序布局，形成产城相融的空间格局。
其中：北部和南部为产业集聚区，分别
以信息云产业和文创产业为主；中部形
成居住氛围良好的综合服务片区，片区
有南岭围、南岭炮楼、观祥古寺、俊千
学校旧址等 4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多
处近现代重要历史建筑。

5.2　“连绿道、通水岸、串城区”，
建立“郊野径、水岸碧道、城区慢行”
的网络架构

规划通过建立“郊野径、水岸碧道、
城区慢行”的网络架构，串联“一河、
两岸、三园、四湖”重点生态节点，沿
线连接公共服务设施、商业节点、历史
建筑、景观节点，实现慢行空间“步行
有道、骑行顺畅、设施有序”。规划主
要采取以下 3 项措施：①“连绿道”。
在南湾郊野公园、求水山公园、石芽岭
公园规划 4 条郊野径，对于求水山公园

和石芽岭公园的郊野径，规划在现有路
径上增加连接路径，在线路设计上结合
地形地貌和视线通廊，沿线连续展示南
湾片区多样的景观特质。4 条郊野径均采
用类土材质与木质栈道的低扰度形式，
标识系统通过一体化设计，体现原生态
质朴野趣。②“通水岸”。规划对沙湾
河现状巡河道进行改造提升，设置连续
的步行和骑行空间，采用临水、跨水、
近水相结合的方式设置路线，保证跨越
段独立自行车道的连续性，并设置便捷
的出入口以联系城区慢行道路。③“串
城区”。规划设置 7 条 A 级慢行道路、
3 条 B 级慢行道路、7 条 C 级慢行道路。
其中：在 A 级慢行道路设置 3 m 宽的人
行道 +2.5 m 宽的自行车道，在临河道路
增加沙湾河接口及景观节点，在非临河
道路注重路口及绿地节点设计；在 B 级
慢行道路设置 2.5 m 宽的人行道 +1.5 ～
2.0 m 宽的自行车道，关注景观符号、街
道色彩及绿化风格，利用建筑前空间或绿
化带打造趣味空间；在 C 级慢行道路设置
2.0 m 宽的单侧人行或两侧人行道，有条
件地区的设置 2.0 m 宽的人行道 +1.5 m
宽的自行车道，并控制车速，增补行道
树及其他绿化植物。通过城区慢行网络
串联轨道站点、中部居住区及南北部产
业集聚区，为居住和就业人群提供多样
化的慢行线路。见图 5。

深圳市行政范围
龙岗区范围
规划范围
深圳市主要干线道路

规划范围：
10.4 km2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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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塑门户、优节点、植文化”，
打造由“门户节点、公共空间节点、
历史文化节点”组成的魅力公共
空间

南湾片区整体上缺少辨识度和感知
度，其空间被 3 处立交桥、7 处高架桥割
裂，城区有多处消极空间。针对此现状，
规划首先“塑门户”，在南湾片区由北向
南划定产业科创主题片区、历史生活主题
片区和文化创意主题片区，结合片区的重
要门户入口打造凸显主题的门户节点。规
划在产业科创主题片区入口结合 4 号调
蓄湖上盖公园和山地微地形建设低碳科
技体育公园，展示低碳科技的门户形象；
在历史生活主题片区入口结合龙岗大道

桥下空间打造创意展示、休闲娱乐的开
放场所，展示宜居的门户形象；在文化
创意主题片区入口结合隧道进口上盖公
园，展示山水人文的门户形象。其次是“优
节点”，梳理区位较好、临近慢行道路、
具备改造可行性的空地、现状绿地、桥下
空间等空间资源，结合片区的主题改造为
滨水驿站、人行天桥、口袋公园、河道
交汇广场、桥下活动场所等公共空间，
将慢行道路与公共空间“成网组链”。最
后是“植文化”，结合 3 处历史建筑、
历史街区，在保持街巷肌理的前提下进
行微更新，与当地客家文化有机结合，
植入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商业场景和
业态，让历史印记回归社区生活。见图 6。

5.4　“展山水、营体验、促活力”，
营造“南岭遗珠隐街巷，半城烟火
半城景”的特色山水文脉体验空间

南湾片区紧邻梧桐山风景名胜区、
深圳水库等优质自然山水资源，并且拥
有客家文化历史底蕴，同时建成区人口
密度大，富有市井烟火气，造就了“南
岭遗珠隐街巷，半城烟火半城景”的独
特气质 ( 图 7)。规划通过提供普惠多样
的游览方式，让不同人群感受南湾片区
的特色山水文脉。首先是“展山水”。
通过设置不同方位、不同高度的观景点，
打造 3 条山—水—城视线通廊：①“南湾
郊野公园制高点—深圳水库—梧桐山风景
名胜区”视线通廊，规划在南湾郊野公

图 6 由“门户节点、公共空间节点、历史文化节点”组成的魅力公共空
间分布图

图 5 “郊野径、水岸碧道、城区慢行”的网络架构示意图

A 级慢行道路 
B 级慢行道路 
C 级慢行道路 
沙湾河碧道 
郊野径

图例

图例
门户节点

公共空间节点
历史文化节点

图 7  “南岭遗珠隐街巷，半城烟火半城景”的特色山水文脉体验空间分布图

图例

多维观景点

城市漫步路径

图 4  “城绿相融、山水环城”的城市生命共同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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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设置登高瞭望点，可眺望沙湾河、深
圳水库、梧桐山风景名胜区及南岭村等；
②“沙湾河水岸—南岭村”视线通廊，此
视线通廊可供市民欣赏沙湾河水岸与南岭
村的市井生活风貌；③“吉厦高层建筑—
城市建筑群—深圳水库—梧桐山风景名胜
区”视线通廊，规划结合城市更新单元，
在规划的商业办公高层塔楼设置“城市
观景阳台”，让市民领略周边街道、屋顶、
建筑立面及山水景色。其次是“营体验”。
规划将南湾片区风貌特色与文学意境有
机融合，总结提炼出“南湾八景”，即“沙
湾九曲”“中桥烟波”“南岭夕照”“大
芬画境”“关口春晓”“镜湖晴月”“鱼
跃芳谷”“绿野林湾”。例如，在“南
岭夕照”，可以从南湾郊野公园制高点
俯览全景，在落日余晖映衬下，由水库、
梧桐山系构成的“画意”与南岭村城市
意象交融，给人独特的感知体验。最后
是“促活力”。规划将历史文化资源、
数字创意文化优势产业与沙湾老街建筑
保育活化项目、南岭村土地整备利益统
筹项目深度融合并进行创新，打造游客
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数字体验中心、数
字文化创意商业街区，分别策划“南岭
人文”“滨水悠游”“科创活力”等 3
条不同主题的城市漫步 (City Walk) 路
径，为市民及游客提供沉浸体验、夜游
打卡、文化展演、购物餐饮等文旅服务。

6　结束语

本文基于高密度城区与生态空间的
关系重构，以及对山水连城的认知转变，
提出“连生态、连生活、连城境、连体验”
的高密度城区山水连城规划策略框架，
以期为市民营造高品质、亲近自然、可
参与、可感知、可体验的城区—生态公
共空间，为高密度城区的绿色低碳生产、
生活方式转型提供未来图景。

未来高密度城区山水连城规划应从
以下 3 个方面进行创新和提升，使规划
更加“有效”和“有用”：①将山水连
城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促进山

水连城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的协同衔接，
协调和引导详细规划的编制，通过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为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建设项目实施和规划实施监督提供
支撑；②立足系统思维和全域视角，从
空间关系、市民参与、空间感知和空间
体验的角度出发，加强对全域范围内各
类自然、人文要素的统筹，充分发挥地
方特色和体现差异性，提升人居环境品
质和价值；③建立山水连城规划评估体
系，根据城市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
从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美学价值、人
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进行评估和优
化，凸显城市特色和价值取向。

[ 注　释 ]

①现状容积率数据来源于深圳市“多规合一”
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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