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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s to provide a consistent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devel‐

opment control area and control parameters in the incremental regeneration of his‐

toric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hierarchical spatial models

as well as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a multi-scale hierarchical frame‐

work is proposed to support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ized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residential areas. The control area and control parameters are unified un‐

der the spatial hierarchy of area, block, plot, and build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framework is tested in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urban design,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detailed planning of Hehuatang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The frame‐

work integrates specialized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residential areas,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researching the re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building the

forecasting platform for historic residential areas.

Keywords: multi-scale; hierarchy; historic residential; control area; planning and con‐

struction; prediction

1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城镇建筑遗产规划建设管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规划、建设、文

物等部门管理的各专项工作较为关注纵向协调，却缺少在相同尺度层次上的衔接[1]。随

着居住型历史地段②渐进再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2-3]，其动态决策与渐进实施的特征

对相关规划建设专项工作（如文物保护、不动产登记、详细规划、城市设计、保护规

划、消防规划、交通规划、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等）提出了更高的协作要求。

上述规划建设专项工作的管控范围，以及管控范围内的管控要素、工作标准、管控

期限等内容均存在差异。为了促进专业协作、减少管理混乱、降低建设成本，有必要根

据物质空间的尺度层次，对各专项工作的管控范围和管控内容进行比较。换言之，需要

通过研究层次关系来定义居住型历史地段的物质空间，并以此作为分析、比较和综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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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研究旨在为居住型历史地段渐

进再生涉及的各种规划建设专项工作的

管控范围和管控内容提供一致的比较基

础。在回顾已有的物质空间层次模型以

及规划建设法规的基础上，搭建了支持

居住型历史地段规划建设专项工作衔接

的多尺度层次框架，并将多个专项工作

的管控范围和管控内容统一到地段、街

坊、地块、建筑等4个物质空间层次上。

以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城市设计专项规

划、保护规划深化、详细规划修改的管

控内容协调过程为例，验证了该框架的

应用价值。该框架有助于居住型历史地

段规划建设专项工作的衔接，也是实践

导向的居住型历史地段空间再生机制研

究及预测平台搭建的基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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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规划建设专项工作的共同基础[4-6]。
本研究搭建居住型历史地段多尺度

层次框架（以下简称多尺度层次框架），

以支持相关规划建设专项工作之间的设

计交付③。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在回顾

24个典型物质空间层次框架的基础上提

出多尺度层次框架，阐述物质空间的层

次、定义和边界划定标准；第二，以居

住型历史地段典型的全国性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验证多尺度层

次框架对各规划建设专项工作管控范围、

管控内容的兼容性；第三，以荷花塘历

史文化街区城市设计专项规划、保护规

划深化、详细规划修改的管控内容协调

过程为例，展示多尺度层次框架如何将

各专项工作对应到唯一的物质实体上；

第四，讨论多尺度层次框架的局限性和

后续研究方向。

2 多尺度层次框架的提出

出于认知或实践的目标，规划建设

相关研究已经发展了大量的物质空间层

次框架。服务于规划建设专项工作衔接

的研究目标，本研究简要回顾了24个支

持规划建设认知或实践的物质空间层次

框架的例子[7-30]，这些物质空间层次框架

可以分为 3类：①表述性 （descriptive）
框架[7-14]：描述、监测、比较城市物质空

间的特征，提供最为客观、精确的层次

划分方法以及边界划定方法；②解释性

（diagnostic and predictive） 框架[15-22]：解

释和预测物质空间的改变如何影响其性

能，为界定物质空间层次的定义和时空

尺度提供参照；③规范性（prescriptive）
框架[23-30]：阐述如何通过综合行动达到

目标，提供最贴近实践的层次划分方法

以及定义表述。依据以上 3类物质空间

层次框架，提出多尺度层次框架物质空

间的层次、定义、空间尺度和持续时间

以及边界划定标准。

2.1 物质空间层次划分

服务于规划建设决策的目标，可以

确定地段、街坊、地块、建筑等 4个最

重要的尺度层次。这一划分主要参考了

规范性框架[23, 26]，并剔除了与居住型历史

地段规划建设没有直接干预权限的城市

层次。参考表述性框架对“实（solid）”

空间和“虚 （void） ”空间的划分[9- 10]，
地段、街坊、地块、建筑等 4个层次的

“实”空间，分别对应了干道、街巷、支

巷、庭院等 4个层次的“虚”空间，各

层次“虚”空间直接服务于同级别或更

低级别的“实”空间[12, 14]。见图1。

2.2 各层次物质空间定义

地段、街坊、地块、建筑层次的物

质空间定义均从表述性、解释性、规范

性等 3个视角展开。表述性定义侧重对

物质空间的特征[7-8, 11]进行描述，解释性

定义侧重于物质空间与场所[16, 18, 21]、风

貌[15]、气候[17, 22]、低碳[19]等性能的关联描

述，规范性定义描述了法律、法规、规

章中最相近的规划建设管控范围名词

（表1）。在4个空间层次中，只有街坊层

次目前没有直接对应的规划建设实践名

词，但是很多文献都表明应当在远期计

划和近期计划之间开辟一个管控的中间

层次——这一中间层次基于不同的实践

目标有城市形态管理单元[13]、开发单

元[24]、规划管控单元[29]、更新管理单元[31]

等多种概念。

地块层次物质空间有不动产宗地、

规划管控地块、工程建设用地等 3种规

划建设实践含义（图 2）。规划建设前，

不动产登记中的现状宗地（土地权属界

址线封闭的地块或者空间）是规划建设

决策的前提条件；规划过程中，可根据

产权人初步意愿和规划建设管控意图对

宗地进行分割、合并或边界调整，以形

成规划管控地块（事实上只是对宗地调

整的一种计划）；建设过程中，规划管控

地块仍然可以根据产权人最终签约意愿

进行分割、合并或边界调整，作为工程

图1 多尺度层次框架图示
Fig.1 Illustration of the multi-scale hierarchical framework

层次

地段层次
（area）

街坊层次
（block）

地块层次
（plot）

建筑层次
（building）

定义

①城市中由自然边界（如河流）或主干街道等围合的区域；
②一般具有相对匀质的形态、场所、风貌特征，该层次的空
间形态显著影响了空间的气候、低碳等性能；③比较接近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的“历史地段”概念

①地段内部由街巷围合而成的区域；②其边界特征直接决
定了地段的形态格局、场所感知和风貌环境，街坊内地块和
建筑的形态特征和相互关系会显著影响空间的气候、低碳
等性能；③暂无全国性的规划建设管控范围名词，但是和一
些地方的规划建设管控范围名词在空间尺度上相似，如上

海的“风貌保护街坊”

①街坊内部土地权属界址线封闭的地块或者空间；②其临
界边界特征直接决定了地段、街巷的形态格局、场所感知和
风貌环境，地块直接控制了建筑形态并间接影响空间的气
候、低碳等性能；③与不动产登记中的宗地概念、详细规划
的地块概念、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的建设

用地概念相近

①地块内部为使用者或占用物提供庇护覆盖以进行生活生
产或其他活动的实体，每一个房屋建筑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唯一的、永久的房屋建筑代码；②其特征直接决定了地段、
街巷的形态格局、场所感知和风貌环境，建筑形态同时影响
了建筑室外和室内空间的气候、低碳等性能；③与建筑设计

中的民用建筑概念相近

空间尺度和
持续时间

hm2
约千年以上

hm2
约百年以上

m2
约几十年

m2
约几十年

边界划定标准

根据快速路、干道、次干
道、山体、河流、城墙、铁
路、行政边界等划分

根据道路红线或地块
临街边界划分

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的
界址线划分宗地，根据控
制性详细规划或同效力
的规划划分地块，根据立
项用地规划许可划分工

程建设用地

根据房屋建筑实体结构
的独立性进行划分

表1 多尺度层次框架说明
Tab.1 Description of the multi-scale hierarch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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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的建筑

工程建设用地、市政工程建设用地；规

划建设后，新的产权人依法申请不动产

登记，新的宗地边界同时成为新一轮规

划建设决策的前提条件。地块层次不同

概念之间的转变，本研究团队已经在小

西湖历史风貌区的规划建设实践[32]中进

行了探索。

2.3 空间尺度和持续时间

物质空间层次对应了不同的空间尺

度和持续时间。表述性、解释性、规范

性框架都比较明确地指出了适合居住型

历史地段的空间层次，却大多忽视了其

时间维度。然而规划建设结果对城市空

间的影响体现在空间尺度和持续时间两

方面④，因此还有必要描述不同层次物质

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的经久性 （perma⁃
nence） [33]。 参 考 Conzen 的 地 块 循 环

（burgage cycle） 研究[7]、Caniggia等[8]的
地区发展循环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cycle）研究、Feliciotti[20]的城市形态应变

周期 （urban form adaptive cycle） 研究，

多尺度层次框架同时指出了空间尺度所

对应的持续时间（表 1）。空间尺度和持

续时间的对应，意味着规划建设专项工

作必须整体地考虑物质空间设计的共时

影响范围和历时影响程度。

2.4 边界划定标准

地段、街坊、地块层次都以明确的

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要素作为不同

层次物质空间的边界划分依据[7, 9-10]，建

筑层次的边界划定标准参考了《房屋建

筑 统 一 编 码 与 基 本 属 性 数 据 标 准

（2022）》。这是为了保证房屋建筑具有

时间和空间上的唯一代码作为身份标识，

以便其信息的归集、关联和共享。以南

京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为例，可以根据

表1中的边界划定标准划分出4个层次的

物质空间，这些层次化的物质空间无遗

漏、无交叉地覆盖了荷花塘历史文化街

区的平面范围。见图3。

2.5 框架的关键层次

多尺度层次框架的关键是地块层次，

因为这是居住型历史地段保护与再生动

态决策、渐进实施的关键层次。其背后

原因在于地块是中国历史地段传统肌理

图2 地块层次不动产宗地概念、规划管控地块概念、工程建设用地概念之间转化关系
Fig.2 Transform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property cadastral plots, planning control plots, and construction plots

图3 依据多尺度层次框架的物质空间划分
Fig.3 Physical space division based on the multi-scale hierarchical framework

资料来源：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 南京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再生
（报批稿），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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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研究的重点[34-36]，也是工程建设

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的载体。多尺度层次框架的所有其

他层次的要素，主要都是为了理解地块

物质空间的共时属性、历时变化和驱动

机制，并依托机制解释对规划建设决策

提供预测技术支持。

3 基于多尺度层次框架的专项工

作衔接

3.1 规划建设专项工作示例

中国居住型历史地段规划建设相关

的工作，主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不动产登记法 （征求意见

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

为了涵盖规划建设相关的代表性管控范

围和管控内容，本研究在上述 4部法律

法规之外，还参考了国家文物局、自然

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代表

性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上述法律

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按照

居住型历史地段的规划建设专项工作罗

列如表2。
因为多尺度层次框架是开放性的，

所以表 2无意穷举所有的规划建设专项

工作。该框架为后续添加其他管控范围

和管控内容预留了可能性：可以增加能

源、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其他规划建

设专项工作；也可以根据全国各地的具

体情形，纳入当地的管控范围名词和规

划建设管控内容。

3.2 专项工作衔接

基于多尺度层次框架，居住型历史

地段不同专项工作的管控内容可以分层

次地划定到唯一的物质空间上。以表 2
中的规划建设专项工作为例，根据这些

专项工作的管控范围，可以将对应的管

控内容划分到对应的物质空间层次上

（表3）。各专项工作仍然采用原有的空间

单元名词进行描述，只是在进行数据的

汇聚、呈现和交互时将数据统一到地段、

街坊、地块、建筑等4个层次。

4 案例研究：南京荷花塘历史文

化街区规划衔接

自2012年《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公布以来，不同团队分别从事

了保护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等专

项工作（图 4）。笔者所在东南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团队，自2019年以来一直参与了荷花

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再生城市设计，

于2022年参与了保护规划深化、详细规

划修改的对接工作，2022至今仍然在进

规划建设专项工作

文物建筑保护

不动产登记

详细规划

城市设计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

居住区专项规划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

历史文化街区消防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建筑、道路、桥梁、隧道、综合管廊工程
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

主要依据或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18）

不动产登记法（2022征求意见稿）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2021）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1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2018）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2018）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2015试行）

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建筑防火标准（2022征求意见稿）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2016）
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标准（2022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工程建设项目数据标准（2022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

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工程建设项目数据标准（2022征求意见稿）

表2 居住型历史地段的规划建设专项工作
Tab.2 Specialized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residential areas

图4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工程管线综合规划时间线
Fig.4 Timeline of the conservation planning, detailed planning, urba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pipeline comprehen⁃

sive planning for the Hehuatang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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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等对接工作。

在城市设计和相关规划修改对接工

作中，各方逐渐在目标上形成了共识，

但是对于物质空间的认知方法和处置办

法却存在一定差异。笔者团队在吸收

2012年保护规划、2017年详细规划，以

及对接2022年保护规划、2022年详细规

划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地段、街坊、

地块、建筑的层次框架进行信息交互

（表4）。尽管不同工作团队采用了不同的

管控范围名词和管控内容表述，但是通

过多尺度层次框架就可以将这些信息综

合到唯一的物质空间实体上。

从2012年至今，各专项工作对地段

层次、建筑层次的边界划定都比较一致，

但是对街坊层次、地块层次的边界划定

存在一定差异和变化。其背后的主要原

因是渐进更新的行动模式得到了各方的

认可：依托既有历史遗存与历史信息，

在现状条件和产权信息的基础之上，探

索“小尺度、渐进式”的更新模式和实

施办法。相比于 2012年保护规划 [图 5
(a)]、 2017版详细规划 [图 5(b)]，由于

2020年不动产宗地[图5(c)]成为各团队共

同的工作基础，2022年的城市设计[图 5
(d)]、保护规划深化[图5(e)]、详细规划修

改[图 5(f)]均充分尊重了现有的地块层次

的不动产宗地边界。各团队基于不同的

工作目标，使用了不同的街坊层次名

词——[图5(d)]规划管控单元、[图5(e)]一/
二级历史街巷、[图 5(f)]道路红线，以及

地块层次名词—— [图 5(d)]更新实施单

元、[图 5(e)]一/二/三/四级院落、[图 5(f)]
地块。

5 结语和讨论

本研究以物质空间的层次关系为基

础，搭建了支持居住型历史地段规划建

设专项工作衔接的多尺度层次框架。该

框架支持对居住型历史地段的各种规划

建设信息进行全覆盖、无交叉的描述、

集成、认知和应用，并展现出灵活和开

放的特性，可以根据需要添加适应地方

特征的管控范围、管控内容或新的规划

建设专项工作。本研究提出的多尺度层

次框架只适用于一般的居住型历史地段，

但是不适用于超大尺度、与轨道交通枢

纽交叠、涉及敏感生态保护需要等特殊

类型的居住型历史地段，这些特殊类型

的居住型历史地段可能还要引入其他的

层次概念或新的边界划定标准，这也成

为后续的重要研究内容。

多尺度层次框架跨越了规划建设专

项工作之间的管控范围表述差异，为居

住型历史地段相关数字平台的建设奠定

了基础。针对居住型历史地段复杂、多

元、动态的规划建设活动，多尺度层次

框架框定了基本的层次定义和边界划定

标准，为城市信息模型 （CIM） 平台、

建筑信息模型（BIM）平台、“多规合一”

平台、空间预测平台以及平台之间的数

据交付提供了技术支持。面向居住型历

专项工作

文物建筑
保护

不动产登记管理

详细规划

城市设计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专项规划

居住区专项规划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

历史文化街区消防
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工程
管线综合规划

工程建设项目（立项
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建筑工程建设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阶段）

道路、桥梁、隧道、综
合管廊工程建设项
目（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阶段）

地段层次

地籍区、地籍子区

规划控制单元

城市重要历史文化
区域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

15分钟生活圈、10分
钟生活圈、5分钟生活
圈、居住街坊、城市道

路和公共绿地

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

地带、消防道路

管线廊道

街坊层次

建设控制
地带

历史街巷

附属道路和公共
绿地

文物建筑防火控
制区、消防道路、
防火隔离带、

防火墙

防火分隔区、防火
隔离带、防火墙

地块层次

保护范围

不动产单元（含宗地）

地块

地块

住宅和配套设施用地

文物建筑防火保护区、消防分区

建筑工程建设用地、市政工程建设用地

建设项目规划总用地、建设项目可建设用
地、建筑功能分区、建筑基底、建筑分层平
面、建筑功能分区、半开敞空间、透空空
间、户型轮廓线、停车场（库）、绿地界线、

水体等

建筑层次

本体

定着物

建筑物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建筑物、室外场地

文物建筑、防火间距及疏散通道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其他建筑、防火间距、疏散通道

工程管线、综合管廊、架空管线、缆线管沟、保护管、覆土深度、
水平净距、垂直净距等

建筑基底、建筑分层平面、建筑功能分区、半开敞空间、透空空
间、户型轮廓线、停车场（库）、地块功能分区、建设项目可建设

用地、建筑功能分区、绿地界线、停车场（库）、配套设施等

道路红线、道路中心线、车行道边线、人行道边线、竖向标高等；
用地红线、道路中心线、车行道边线、人行道边线、竖向标高、桥
梁边线等；用地红线、隧道工程边线、隧道边线、道路中心线、车
行道边线、竖向标高等；综合管廊设施、综合管廊中心线、管廊

特征点、竖向标高、通风口、逃生口等附属物等

表3 规划建设专项工作分层次对照表
Tab.3 A hierarchal comparison table for specialized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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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段空间再生机制研究及预测平台搭

建，后续研究还包括：①基于层次关系

和实践目标，发展关于激励政策、决策

主体、物质空间的因果解释模型，促进

对居住型历史地段空间再生机制的理解；

②面向规划建设的预测需求，发展开放

的预测模型并建立系统的预测方法；③
根据滚动决策和动态实施的社会需求，

发展数据采集、聚合、分析、可视化的

相关数字技术。

本文依托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荷花塘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再生”规划设计团

队的集体工作，并得到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多位领导和专家的指教和

帮助，在此衷心致谢。

注释

① 本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

目“实践导向的居住型历史地段空间再生

机制及预测平台（52278009）”的前期工

作，该项目面向中国城镇居住型历史地段

连续决策与渐进实施的动态特征，聚焦其

表4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专项工作衔接中多尺度层次框架的应用
Tab.4 Application of the multi-scale hierarchical framework in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ized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ehuatang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层次

地段
层次

街坊
层次

地块
层次

建筑
层次

内容

管控
范围

管控
内容

管控
范围

管控
内容

管控
范围

管控
内容

管控
范围

管控
内容

保护规划（2012）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核心
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二线合一）
功能发展定位，整体空间格
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利用，用地功能与结
构，人口结构与容量，等等

历史街巷

历史街巷保护，历史空间节
点保护，公共活动空间，绿
化与景观，道路与交通，工

程管线，等等

无

无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
风貌建筑，一般建筑

各类建筑的保护与控制，建
筑高度控制，建筑形式与色
彩控制，环境要素控制，物质
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等等

详细规划（2017）
NJZCa030-54规划管理单元，
NJZCa030-55规划管理单元

主导属性、单元用地面积、总建筑面
积、配套设施、绿地广场数量和用地
规模、绿地广场的位置、“六线”，等

等

道路红线，地块

道路宽度与转弯半径，用地性质，用
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控制高
度，绿地率，配套设施，出入口方向，

等等

无

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市
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
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及其推荐

历史建筑（规划控制建筑）
各类建筑的保护与控制，新建、改
建、扩建建筑物或构筑物风格、风

貌、体量、界面、高度、材料、色彩、细
部等方面的设计指引，等等

城市设计（2022）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

更新行动的目标、理念、策
略，空间结构，交通组织，市

政管线等

规划管控单元

面向交通、管线、消防等专
项规划的行动计划，控制街
巷宽度、转弯半径、街巷界
面等相对稳定的空间要素

更新实施单元

实施更新活动的最小单元，
基于产权地块和产权人意
愿划定，边界可根据实施

情况进行微调

建筑

示范项目建筑设计等

保护规划深化（2022）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核
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二线合一）
修改管控内容：人口、功
能与土地利用等，道路交
通，与更新实施方案的衔

接等

一级、二级历史街巷

修改管控内容：街巷分类
保护措施等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院落

修改管控内容：以院落为
单元的分级保护控制等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筑，风貌建筑，一般建筑

修改管控内容：各类建筑
的保护与控制、建筑保护

整治措施等

详细规划修改（2022）
NJZCa030-54规划管理单元，
NJZCa030-55规划管理单元

修改管控内容：主导属性、总建
筑面积、配套设施、绿地广场数
量和用地规模、绿地广场的位置

等

道路红线

修改管控内容：道路宽度与转弯
半径等

地块

修改管控内容：用地兼容正面和
负面清单、用地性质，用地面积，
容积率，建筑密度，控制高度，绿

地率，配套设施，等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
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般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荷花
塘历史文化街区及规划控制

建筑

修改管控内容：各类建筑的保护
与控制等

图5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部分专项工作在街坊、地块层次的管控范围图示
Fig.5 Control boundary of specialized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ehuatang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at the block and plot level
资料来源：图 5(a)来自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12；图 4(b)来
自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秦淮老城单元（NJZCa030） 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7；图 5(c)、
图 5(d)来自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 南京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再生（报
批稿），2022；图 5(e)来自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 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深化方案（报
批稿），2022；图 5(f)来自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 南京市主城区（城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秦淮老城NJZCa030-54、NJZCa030-55规划管理单元图则修改（报批稿），2022。图 5(c)、图 5(d)、 图 5(e)、

图 5(f)均为对接过程文件，最终结果以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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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再生机制揭示及预测平台构建。

② “居住型历史地段”是指城镇中具有一定

规模和历史文化价值，并以居住为主导功

能的历史地段。此类地段不仅保留了历史

积淀的街巷结构、建筑肌理、空间类型、

传统风貌和物质遗存，也传承了相应的社

会结构和民俗传统。此类地段多位于老城

范围，具备相对较好的区位优势，是城市

风貌特色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由于产

权关系复杂、人口密度大、居民边缘化，

普遍面临结构性、功能性和物质性衰败的

问题。历史文化保护和物质空间再生，是

居住型历史地段规划建设工作面临的双重

任务。

③ 根据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2018） 及《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工程建设

项目数据标准 （征求意见稿）》（2022），

设计交付 （design delivery） 即根据工程

项目的应用需求将设计信息传递给需求方

的行为。

④ 参考 Rossi在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中的解释，城市可以被理解为建筑（ar‐

chitecture），不仅是城市视觉形象与城市

不同建筑物的总和，还包括城市的历时建

设 （construction）。这一连续发展的历时

建 设 的 过 程 受 到 集 合 意 义 上 的 住 房

（housing，在这里不同于单个的住房） 和

纪念物 （monument） 的强烈影响，二者

既可能阻碍也可能加速城市化过程，具有

催化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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