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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构建
——以甘肃省张掖市为例

耿永昊，任云英，付志远，兰吉涛

[摘　要]为了促进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与有机更新的统一协调，加强各类相关规划和具体实施间的传导，实现历史城区面
向实施的更新精细化综合管控。基于城市形态学、有机更新和整体性保护等相关理论，构建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
控体系，涵盖保护更新基本单元的统一、保护更新评价与耦合、保护更新管控与引导三部分内容，进而以甘肃省张掖市历史
城区为例展开实践分析，并形成相应的管控数据库，为更新方案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以期为历史城区风貌保护与城市更新
的协调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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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Coupled Gradient Control Framework for Conservation-Renewal in Historic Urban Area: Taking 
Zhangye City in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GENG Yonghao, REN Yunying, FU Zhiyuan, LAN Jitao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olistic conservation and organic renewal of historic urban area,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between multiple plan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e refined governance of historical urban area towards 
implementation, a coupled gradient control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area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urban morphology, organic renewal, and holistic conservation. I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unification of protection 
and renewal units, the evaluation and coupling of protection and renewal, and the gradi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The 
approach is practiced in the historical urban area of Zhangye city, Gansu province, a renown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nd a 
corresponding control database is formed,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newal plan, 
thereby offering ideas for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feature protection and urban renewal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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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与文物建筑所在的环境纳入保护范畴，1987 年《华
盛顿宪章》明确了“历史地段”的概念和应该予以保
护的 5 项内容，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逐步成为国际共
识。我国历史城区保护主要包括两个体系：一是文物
保护体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

0　引　言

历史城区一般指历史城镇的老城区或古城区，保存
有城市较为完整的文化脉络和传统风貌，其风貌保护问
题备受关注。早在 1964 年，《威尼斯宪章》将历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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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建筑和
古遗址等核定公布为文物加以保护；二
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1982 年国务
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初
步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2008
年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深化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
内容，要求对认定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
城编制保护规划，划定历史城区、历史
文化街区与历史建筑的核心保护区及建
设控制地带，并提出相应的保护与控制
要求。2024 年 1 月《国土空间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开始实施，将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
位划为历史文化保护线，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予以保护。

保护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与风貌，
对于延续城市文脉、保护城市特色、加
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均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历史城区的更新也是应对社
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新需求的重要途径。
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在把握“保护”的
底线上有效实施更新行动成为关键问题。
实践表明，在目前的规划体系下历史城
区保护与更新的实施难以得到有效协调，
造成了历史风貌的破坏。因此，有必要
创新规划管控手段，整合各类要素，构
建历史城区整体管控框架 [1]，形成各类
规划与保护体系相协调、保护与更新相
耦合的精细化管控体系，分层次、分梯
度管理和指导历史城区的保护，以及更
新项目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　相关理论基础及问题分析

1.1　形态学与形态单元
形态学起源于 19 世纪初，由人文学

科、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学科的学者引入
城市研究，主要形成三大学派：基于历
史地理学的康泽恩城市形态学学派、基
于建筑学的意大利类型学学派 [2] 和基于
社会学的法国凡尔赛学派。城市形态学

将城市形态视为城市形体的直观表现形
式，也是城市内在生成逻辑的外在反映，
其目标是通过分析城市物质空间解读城
市空间的特征及其生成规律 [3]。

城市形态学作为研究城市历史文脉
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城市建设的阶段、
土地使用方式、建筑肌理和街道环境，
将城市划分为不同单元并提出相应的管
理要求，从而达到保护城市传统肌理的
效果。2001 年后，我国逐步在城市形态
演变和住宅形态演化等方面展开研究 [4]，
将形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城市历史保护规
划相结合 [5]，用形态单元分析城市的空
间形态、地块肌理和城市文化的演变 [6]，
为城市更新中历史地区的风貌保护提供
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7]。

1.2　整体性保护与有机更新
我国在 1982 年后开始形成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明确历史
文化名城的重要文化价值 [8]。为细化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的价值与内涵，张松 [9] 提
出一种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其核心在于
保护对象的整体性以及促进城市生态、
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性，提倡从单一孤
立的物质空间保护，转向具有整合性的
历史性城市景观保护、以人居环境改善
为导向的综合性治理，实现自然、历史
与人文环境的相互协调。该观点也在城
市遗产和历史城区保护中得到运用与
深化 [10]。

吴良镛 [11] 针对历史性地区更新改造
提出了“有机更新”的概念，认为城市
与建筑之间存在有机联系，更新需顺应
城市发展的规律、保护城市的传统肌理，
北京的菊儿胡同改造是以此为导向的城
市更新典型案例。有机更新注重保护城
市的传统肌理和历史风貌，兼顾居民生
活品质的提升，从类型的多元性、空间
的多维度和更新过程的可控性 3 个方面
着手 [12]，指导历史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更新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3]。

整体性保护和有机更新分别尝试从
历史城镇保护、城市更新两个不同角度
实现城市传统风貌的延续。随着保护与
更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界开始重视
两者的相互协调，尝试对城市风貌进行
整体管控，或在详细规划中通过控制城
市更新达到风貌保护的目的 [14]。然而，
因保护与更新的管理部门不同、管理单
元不统一且目标导向不同，难以在实施
中达到相互协调的效果。

1.3　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规划
问题分析

(1) 历史城区保护中空间的协调性
与可持续性不足。现有历史城区保护体
系均以“核心保护区 + 建设控制地带”
的形式加以保护和管理，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则以划定保护线的方式加以保护。
两者对历史城区内的管控以要素保护为
主，对整体肌理延续与控制不足，容易
造成历史城区保护空间的孤岛化、碎片
化，以及非保护空间传统肌理的破坏。
同时，现阶段对历史城区历史建筑和历
史空间的改造与利用精细度不足，导致
历史空间过度改造，或改造后与当下需
求不匹配、利用率低等问题频发，可持
续性较差。

(2) 历史城区更新中管控的约束力与
可操作性不足。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的城市更新以问题为导向，对更新对
象进行识别并提出相应的更新方式与要
求。这种方式对于历史城区这类特殊的
对象而言过于“宏观”，往往约束力
不足、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在目前
历史城区的更新行动中，不同更新项目
的更新主体不同，更新思路与手段差异
性较大，不利于城市整体历史文脉的延
续与风貌的协调。

(3) 历史城区相关规划与具体实施之
间衔接不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直接
涉及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规划包括
3 类：详细规划将各级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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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划定保护更新单元，作为整体性保护
和有机更新相协调的基础与前提。

保护更新单元是一种兼顾历史城区
保护与更新的管理控制单元，相较于形
态单元更为综合。其一方面关注城市既
有的物质形态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另
一方面应对城市更新中面临的房屋产权
复杂、形态肌理多样、保护底线不清和
实施困难等现实问题。保护更新单元的
划定以肌理的类型化、单元的可控性、
历史城区的整体性和可操作性为基本原
则，以管控为导向，划分至二级单元，
避免历史风貌的破碎化 ( 图 2)。

和指标落实到具体地块；更新规划主要
针对更新规划单元和更新实施单元提出
管控要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主要
管控历史文化保护线内的要素。然而，
相较于详细规划的地块以及更新规划中
的实施单元，具体更新项目实施的基本
单元可能更小，如居民对自有产权房进
行自主改造。在实施内容上，历史城区
更新还需兼顾对街道、建筑中蕴含文化
符号的部位及构件的保护，以及室内外
整体舒适性的提升，而这部分内容过于
具体，难以纳入规划体系。

2　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
构建

2.1　耦合梯度管控体系框架
要保证历史城区规划体系相关内容

的有效实施、促进保护与更新之间的协
调，需要增加实施管控环节，从基本单
元上加以细化，并在内容上进行具体协
调和引导。此次研究基于整体性保护与
有机更新的理念，整合相关要点，构建
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
( 图 1)，将历史遗存、历史风貌、历史格
局的保护与城市居住环境的提升相协调，
形成弹性化、动态化、精细化的管理控
制与引导体系。

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
体系包括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是保护更
新基本单元的统一。以形态学原理结合
历史城区的具体特征，划定保护更新单
元，作为协调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活动
的基本单元，兼顾保护与更新的统一化
管理和实施的可操作性。二是保护更新
评价与耦合。建立历史城区保护重要性
评价和更新优先级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保护更新单元的保护重要性与更新优先
级，两者相互耦合后确定单元管控梯度。
三是保护更新管控与引导。按照保护更
新单元的管控梯度等级，确定单元内可
选的建筑更新手段，进而根据单元管控

梯度与建筑可选更新手段，确定单元和
建筑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保护底线、协调
性保护手段和引导性更新措施。

2.2　保护更新单元划定
城市形态学将平面单元、建筑类型

和土地利用格局作为基本要素，包含地
块、街区和城市 3 个层级 [15]，形态学中
的形态单元为研究城市肌理的形成逻辑、
保护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提供基础。此
次研究以传统形态学中的建筑、街道和
土地利用要素为基础，根据与城市更新
过程直接相关的建设时序和产权类型要

图 1　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

图 2　保护更新单元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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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评价体系。
2.4.2　更新优先级评价与动态引导

构建更新优先级评价指标体系，开
展定期评价，并按更新优先级等级提供
相应的更新引导，形成历史城区更新管
控的方法体系，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
据。更新优先级评价指标以现有研究和
历史城区现实问题为基础进行选取，指
标类型主要以现状条件和人的需求为导
向，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程度、景观条件、
区位条件、社会经济、服务设施等方面
的指标 [17-18]，更新优先级越高，表明该
单元的更新需求更迫切。
2.4.3　耦合管控梯度与更新手段限定

经评价后，各保护更新单元的保护
重要性等级与更新优先级等级相互耦合，
由此划分 4 类管控梯度 ( 图 4)：一类管
控区为保护传承区域，二类管控区为整
治改善区，三类管控区为改造提升区，
四类管控区以整体改造与再开发为目标，
引导空间重塑和空间整合。根据单元的
管控梯度，提出相应的保护底线、更新
手段和更新实施方案引导，管控梯度越
高则可选择的更新手段越少、可更新的
范畴更加有限。

建筑更新手段结合建筑更新分类及
历史建筑的特征，按照不同强度可分为

层次，实现纵向管控、层层传递；在内
容维度上包括基础管理信息、底线控制
信息及动态引导信息，限定单元和建筑
更新改造的范畴；在时间维度上对历史
城区更新进行全周期管理。三是精细化
管控，对于单元层面和建筑层面的管控
与引导信息，以指标、图件结合文本及
导则的形式加以深化，并覆盖到具体的
保护更新对象。

2.4　保护更新评价与耦合管控梯度
2.4.1　保护重要性评价及底线管理

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在现
有保护体系的基础上，在历史城区内形
成动态弹性评价体系，通过更新优先级
评价划分多个等级的保护区，并按照等
级提出相应的底线保护要求。不同等级
的保护区之间实施“半透膜”式管理，
即随着时间的推进，低等级保护区经过
保护、修缮和培育，向高等级保护区单
向递进。

评价指标可参照选取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与文物保护体系的相关指标 [16]。此
外，可根据历史城区具体情况，选取文
化、科学、教育和艺术价值，悠久度、
稀缺性和影响力，以及历史风貌、传统
肌理、空间格局等方面的关键性指标构

2.3　耦合梯度管控体系技术要点
2.3.1　加强规划与实施的衔接

管控体系向上对接详细规划、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更新规划，向下指
导更新项目方案的生成与实施。将各类
规划的要求与内容细化到具体的保护更
新单元，确保在更新项目方案的制定中
有统一化的管控与指导。与详细规划的
衔接，体现在指标体系的细化与深化
上；与更新规划的衔接，主要涉及更新
规划单元任务与内容的细化，以及更新
项目间的协调统一；与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的衔接，主要是有效保护已划定
的历史要素，并适当控制与历史文化保
护线相邻、相关单元的风貌。最终，形
成数据库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加以管控实施，确保历史城区内的城市
更新活动可管控、模式化、梯度化，形
成“先管控、后更新”的历史城区更新
流程 ( 图 3)。
2.3.2　促进管控内容的动态性

一是管控信息及时更新。在保护与
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中，建立贯穿于
保护更新活动始末的管控数据库，更新
活动之后及时同步，为下一轮更新提供
基础与指导。二是管控等级定期评估。
保护更新单元的保护重要性评价和更新
优先级评价随数据库的变动而更新，动
态滚动，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
上的反馈相结合，实现保护与更新的实
时监督管理。三是管控内容刚性与弹性
相结合，刚性约束与弹性引导相互统一，
在不突破保护底线的前提下提供动态化
引导与示范。
2.3.3　实现整体式精细化管理

一是整体式管控，突破以往片区式、
单体式保护与单一项目式更新的模式，
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覆盖历史
城区所有区域，针对所划的保护更新单
元进行分级分类，从宏观上统一标准，
实施模式化引导。二是多维度管理，在
空间维度上包括城区、单元和建筑 3 个 图 3　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和规划实施的衔接

历史城区更新项目
实施方案

( 单元、建筑层面 )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保护与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
( 管理、控制、引导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细化要求，统一协调

底线、上限动态维护规划体系

实施体系

图例

细分至保护更新单元

基础数据设计条件

底线保护，反馈问题

更新规划

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更新规划单元
( 法定性 )

更新实施单元
( 动态性 )

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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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修缮、修复提升、整治改造、改建
复建 4 种类型 ( 表 1)，涵盖了历史城区
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控制。根据保
护重要性等级与更新优先级等级相互耦
合的结果，按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单元的
管控梯度限定单元内建筑可选的更新手
段，在确定建筑更新手段的基础上对更
新内容提出动态性引导 ( 表 2)。

3　梯度管控内容与形式

3.1　基础信息动态管理
基础管理信息包含单元和建筑两个

层级的保护更新管控对象的现状信息，
为历史城区风貌保护与更新方案的制定
和实施提供基本参照，一方面可作为单
元保护重要性评价和更新优先级评价的
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可为城市各项规划、
建设决策提供基础数据。

基础管理信息以真实全面为导向，
通过定期动态更新的方式加以管理，形
成反映当下现状的数据库。单元层面的
基础管理信息包括保护更新等级、公共
设施覆盖情况、交通条件、景观与公共
空间、建设现状、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
可按历史城区具体情况细化为各类数据
化指标。建筑层面的基础管理信息包括
建筑年代、建筑结构与材质、建筑面积
与层数、建筑风貌、建筑功能等方面，
可进一步细分为指标数据和类型指标建
成数据库。

3.2　底线清单约束控制
底线控制信息主要为单元和建筑的

保护约束性信息，并以此建立底线清单，
纳入数据库进行管理控制。底线管控以
数据库和文本导则形式形成约束，主要
目标是保护单元和建筑的历史信息、传
统风貌和空间传统肌理，为更新方案的
制定与实施划定底线，明确更新中不可
改变的内容。

单元层面的底线控制信息包含详细

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更新规
划等规划中的约束性内容与指标，对历
史文化保护线、建设指标控制、传统街
巷风貌要素等做出进一步限定，并控制
单元内的整体更新措施。建筑层面的底
线控制信息主要包括反映建筑历史真实
性的细部、装饰与构件的保护，传统建
筑材料、技艺的传承，以及对建筑所承
载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等方面的信息，
同时对保护、管控类建筑的产权与责任

人加以明确，限定建筑更新手段。

3.3　更新动态引导示范
动态引导信息依据现状与评估结果

以及底线清单，结合居民的日常需求，
对单元和建筑内需要完善及提升的内容
加以引导，在保护历史要素和传统风貌
的基础上，为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及历
史地段的活化再利用留足空间。动态引
导信息能够为空间改造与建筑更新提供

更新手段 说明

保护修缮 主要针对文物、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严格保护其传统风貌的原真性，适当
加以维护性修缮

修复提升 针对具有地方特色、体现地方技艺的典型建筑，在保护其传统风貌和历史信息的
前提下，对围护结构、基础设施和使用舒适性能等进行改造修复；对于新建传统
建筑，在维持原状的基础上对风貌加以提升

整治改造 结构较好，使用性能较好，但风貌与历史城镇传统风貌差别较大的传统、非传统
建筑，对立面和风貌加以整治，达到整体协调统一的效果

改建复建 对结构较差、风貌较差的建筑拆除重建，重建建筑应顺应原有建筑肌理，协调原
有建筑体量。可依据需求增加一定比例的商业和公共建筑，比例不宜超过 30％

管控梯度 保护修缮 修复提升 整治改造 改建复建

一类管控单元 ● ◎ ◎ ◎
二类管控单元 ● ● ◎ ◎
三类管控单元 ● ● ● ◎
四类管控单元 ● ● ● ●

表1　建筑更新手段分类

表2　保护更新单元管控梯度建筑可选更新手段

注：●表示可选手段，◎表示不可选手段。

更
新
需
求
较
大

更
新
需
求
较
小

管控梯度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图例

4 级
Ⅰ等Ⅲ等Ⅳ等 Ⅱ 等

3 级
Ⅰ等Ⅲ等Ⅳ等 Ⅱ等

2 级
Ⅰ等Ⅲ等Ⅳ等 Ⅱ等

1 级
Ⅰ等Ⅲ等Ⅳ等 Ⅱ等

4 级

3 级

2 级

1 级

4 级

3 级

2 级

1 级

4 级

3 级

2 级

1 级

重要性弱

更
新

优
先

级
(1

～
4

级
)

保护重要性 ( Ⅰ～Ⅳ等 )

重要性强

图 4　保护重要性等级与更新优先级等级相互耦合确定管控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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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更新方向、内容与示范引导。
单元层面的动态引导主要包括整体

风貌提升引导、设施完善、新建与改造
建筑指引、外部环境提升及功能细化指
引等方面，具体内容包括已有建筑改造、
新建建筑引导、整体色彩引导、建筑风
格和材质引导、建筑技艺和做法示范、
街巷改造与基础设施引导等。建筑层面
的动态引导包括建筑风貌提升引导、围
护结构改造指引、舒适性提升指引及基
础设施完善等方面，具体内容包括墙体、
屋顶、门窗地面的改造指引，建筑改造
色彩及材质的选取，建筑声、光、热、
风环境改造，以及绿化景观与厨卫设施
的改造指引等 ( 图 5)。

3.4　管控内容输出
图件部分包括单元和建筑两个层面

关键的图件、现状照片，以及由相关的
基础管理信息、底线控制信息、动态引
导信息表格共同形成的管控图则。历史
城区层面的图件可包含与现状基础信息、
单元划定、单元保护重要性评价、单元
更新优先级评价、单元耦合管控梯度划
定、历史城区建筑更新手段控制相关的
图件及其他必要性图件。

将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对象的管理、
控制与引导内容形成文本、导则及相关
说明。底线约束内容需结合底线清单形
成文本，说明内容包括单元划定过程、
保护重要性评价与更新优先级评价指标
体系建立和评价过程、耦合管控梯度的
确定过程等；导则内容包括各管控梯度
单元的管控要求、建筑的更新类型与具
体更新措施引导信息及示范内容等。

数据库以地理信息系统中建立的单
元和建筑信息为准，与详细规划及相关
专项规划相衔接，形成保护更新单元与
建筑层面的基础管理、底线控制与动态
引导信息数据库，细化各类规划内容，
为历史城区更新实践提供具体化的控制
引导。

图 5　耦合梯度管控内容

建设时序

产权类型 保护更新单元划定结果

图 6　张掖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单元划定

4　保护更新单元梯度管控实践

4.1　甘肃省张掖市保护更新单元
划定

此次研究以甘肃省张掖市历史城区
为例，根据保护更新单元划定相关要素，

结合张掖市历史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叠
加街巷格局现状、建筑肌理、建设时序
和产权类型，划分 6 个片区共 276 个单
元，其中包括 270 个保护更新单元和
6 个开敞空间单元 ( 图 6)。开敞空间单元
主要为广场与绿地空间，因其未涉及建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 
特殊用地 
居住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古代
近代
1949—1980 年
1980—2010 年
2010 年后
开敞空间

个人宅基地产权
企事业单位产权
社区用房产权
经营性用房产权

历史城区道路 
历史城区范围

历史城区范围

保护更新单元范围

土地利用现状 街巷格局现状 建筑肌理

传统建筑技术示范建筑更新手段选择管控梯度

建筑使用引导产权与责任人建筑设施状况

建筑运营与管理建筑更新手段建筑舒适性能

功能细化指引传统街巷风貌地段社会经济

绿化景观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事件建筑功能

外部环境提升市政设施建设现状

基础设施完善传统特色装饰建筑风貌

新建与改造建筑指引红线与出入口景观可达性

舒适性提升指引特色细部构件建筑面积与层数

设施完善建设控制指标交通可达性

围护结构改造指引地域材料建筑结构与材质

整体风貌提升引导文化遗产保护线公共设施可达性

建筑风貌提升引导传统建筑技艺建筑年代

更新动态引导示范底线清单约束控制基础信息动态管理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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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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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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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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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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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更新而不纳入耦合评价体系。

4.2　保护重要性等级与更新优先级
等级划定

根据张掖市历史城区数据收集状况
与既有研究，选取文物保护体系、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相关指标，以及重要
性、影响力、历史风貌、保护现状、可
达性等 5 个方面 17 项指标构建保护重要
性评价指标体系 ( 图 7)；选取建设现状、
景观条件、社会经济、服务设施、区位
条件、单元格局 6 个方面 21 项指标构建
更新优先级评价指标体系 ( 图 8)。其中，
类型指标按 1 ～ 5 分赋值，数值指标采
用原值，运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进
而计算各单元的保护重要性等级和更新
优先级等级分值。随后，运用 GIS 软件，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评价分值按保护重
要性等级和更新优先级等级划分为 4 个
等级。其中，按保护重要性等级划分为
Ⅰ～Ⅳ等单元，按更新优先级等级划分
为 1 ～ 4 级单元 ( 图 9)。

4.3　管控梯度确定与数据库建设
依据保护重要性等级和更新优先级

等级的耦合结果，将单元划为一类至四
类 4 个管控梯度 ( 图 10)。根据不同梯
度，建立保护更新梯度管控单元数据库
与保护更新管控建筑数据库，并定期评
价更新，进而落实到张掖市历史城区内
的 270 个保护更新单元和 2 399 栋建筑。

保护更新梯度管控单元数据库以
保护更新单元为基本对象，针对梯度管
控单元内的风貌及建设更新行为进行管
控；保护更新管控建筑数据库以建筑为
基本管控对象，覆盖历史城区内现存所
有建筑，根据建筑更新手段，选取基础
管理信息、底线控制信息和动态引导信
息中对风貌保护与更新有重要影响的关
键性信息形成数据库 ( 图 11)，为相关
部门管理更新方案、控制更新活动提供
参考依据。

图 7　张掖市历史城区保护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

图 8　张掖市历史城区更新优先级评价指标体系

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 更新优先级评价结果

图 9　张掖市历史城区保护重要性等级与更新优先级等级评价结果

保护更新单元管控梯度划定 部分管控单元建筑更新手段引导示意

图 10　张掖市历史城区管控梯度确定及建筑更新手段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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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张掖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管控建筑数据库

5　结束语

此次研究所构建的历史城区保护与
更新耦合梯度管控体系作为指导具体更
新方案制定与实施的管控环节，为有效
加强历史城区内各类规划与保护体系、
更新实施之间的衔接提供了新的思路，
形成了整体性保护和有机更新相协调，
“先管控、后更新”的技术流程。管控体
系在保护更新单元统一划定、保护重要
性评价与更新优先级评价、耦合确定单
元管控梯度以及管控内容方面展开探索，
并以甘肃省张掖市历史城区为例进行实
践分析，其意义在于两方面：一是将历
史城区风貌要素与更新需求转化为具体
指标和内容要素，形成管控底线；二是
在保护风貌的底线之上全程引导，监督
和管控更新内容，为历史城区发展留够
上限。通过采用弹性化、精细化的管控
手段，实现历史风貌与人居环境的协同
提升，促进历史城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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