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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高强度的城市建设产生复杂的生

态效应，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改善

城市微气候和通风环境变得尤为重要。

风环境评估和规划管控是改善通风环境

的重要路径，但存在空间传导不畅、制

度依据匮乏和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以

广州为研究对象，提出“空间+制度+技
术”三位一体风环境评估和管控框架，

构建“区域和城市+片区+街区和地块”

三级空间传导体系、探索与规划审批制

度相适应的管控机制以及制定标准化的

技术方法。针对重点地区，制定风环境

评估指南和管控导则两大工具，明确管

控目标策略、管控指标要素，以及评估

流程、结果解读等系列技术标准，以实

现对中微观层面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

风环境管控审查。最后，选取琶洲西区

城市设计从片区和建筑单体两个层面进

行实践探索，以检验研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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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风环境评估
及规划管控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刘名瑞 曾 勤 邓 玮 区惠霞

Implementation-oriented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Wind
Environment ——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LIU Mingrui, ZENG Qin, DENG Wei, OU Huixia

Abstract: High-intensity urban development has complex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As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is increasing,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urban microclimate and ventilation environment. Wind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control ar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he ventilation environment,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poor spatial transmission and lack of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compromise their effectiveness.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roposes a tripartite wind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control framework

of "space+system+technology", constructs a three-level spac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region and city+area+block and plot", explores the control mechanism suitable for

the planning approval process, and formulates the standardized technical methods.

For key areas, two tools, namely wind environment assessment guidelines and

contro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to clarify the control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control elements, evaluation process, resul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technic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wind environment control review of urban design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at the medium and micro level. Finally, the urban design of

Pazhou West District is selected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proposed methodology at

both the city-block and the building scales.

Keywords: key areas; urban design; assessment of wi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Guangzhou city

快速城镇化带来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詹庆明，等，2015），城市快速扩张导

致城市下垫面急剧改变，热岛效应问题突出（李政，2019）。2016年，国家出台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提出“打通城市通风廊道，增加城市的空气流动性，缓

解城市‘热岛和雾霾’等问题”（汪小琦，等，2020）。近年来，北京、武汉等大城市陆

续开展通风廊道划定研究工作，但整体呈“重划定、轻管控”的特征，风环境规划管控

实施效果甚微。这种情况下，通过风环境管控机制设计与实践运用改善生态环境和气候

环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对习总书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理念

的践行。其一，调节城市微气候环境和缓解碳排放量。通过风环境管控措施优化改善城

市通风环境，弱化城市聚集效应和热岛效应的负面影响（袁超，等，2017）；其二，缓

解和预防自然灾害。通过风廊建设形成空间屏障，作用于周边基质环境和生物源，引导

空气流通，进而发挥防治城市高温、缓解台风暴雨灾害、强化农林田网防风的作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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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公共空间环境舒适度。通过风

环境管控调节城市街道与公园风热环境，

限制人体与周边环境的换热量并达到热

平衡状态（曾煜朗，2014），使得人体对

公共空间的体验处于舒适状态。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低碳试点城市、

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降温项目试点城市

的广州，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加速推

进，如何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体现生态

文明建设和现代化治理水平要求，这对城

市风环境管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笔

者选取广州为研究对象，以实施为导

向，通过风环境评估及管控机制的设计，

结合实际项目探索实现风环境的有效

管控，以期为其它城市提供实践参考。

1 风环境评估及规划管控研究

背景

1.1 相关研究综述

德国学者Kress最早根据局地环流运

行规律提出下垫面气候功能评价标准，

将城市通风系统分为需要改善风环境的

作用空间、作为风源的补偿空间以及引

导风流动的通风廊道 （刘姝宇，等，

2010），在规划中常采用“通风走廊”

“绿色风廊”“楔形绿地”“绿色”等描述

（朱强，等，2010），认为风道规划是自

然空间与城市建设综合考虑的生态规划

过程，其形态为“点、线、面”的结合

（朱亚斓，等，2008）。
1.1.1 城市风廊规划实践

因能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周淑贞，

等，1988）、促进城市空气循环和降低空

气污染（李鹍，等，2006），风廊成为规

划领域重要课题。1970年代末，德国斯

图加特作为早期展开城市气候和环境监

督代表城市，通过制定技术标准指导风

环境评估和规划应用，随后日本东京、

德国卡塞尔等地区亦先后开展城市气候

环境和规划应用研究 （任超，等 ，

2014）。21世纪，为缓解日趋严重的城市

热岛效应问题，我国武汉、长沙等大城

市率先展开风廊规划实践，编制形成

《武汉市城市风道规划》（2014）《长沙市

城市通风廊道规划技术指南》（2010）等

成果。

在风廊划定过程中，逐渐形成丰富

完善的风环境评估技术方法，主要有通

过WRF系统模拟风环境以识别区域风廊

（张少康，等，2016）、通过气象数据和

GIS技术探索风廊构建（杜吴鹏，2016，
等）、基于高宽比变化划定风道（尹杰，

等，2017）、基于高静风频率城市特征创

建风频率评估模型 （汪小琦，等 ，

2020）。
1.1.2 评估与管控制度探索

风环境具有难以预测和难以量化的

特征，因此如何对城市通风系统进行管

控成为风环境研究的新难题。已有研究

表明，通过制定法定的环境规划条例、

绿色评价体系或指导方针是对风环境进

行评估和管控的重要方法 （袁磊，等，

2017）。在我国，香港、深圳等地区率先

对城市进行气候分区，提出利用风速比

评估高密度城市行人环境的有效通风量，

制定大型规划和建筑项目对周边空气流

通的评估方法并纳入城市规划和设计导

则。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对风

道进行分级分区管控（曹靖，等，2015；
任超，2014，等）、划定气候分区并提出

绿地体系和通风系统的规划建议从而将

气候设计落实在规划措施中（袁磊，等，

2016）、控制城市新区建筑迎风面 （苏

钠，等，2017）、将风廊成果纳入法定图

则提高管控水平（黄闯，等，2020）等

管控方法。

1.1.3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应用

城市形态与城市中心气温升高存在

密切关系（HIEN W N，等，2011），高

密度、窄通道、高高度的城市形态占挤

绿化空间，打破城市空间内的热辐射平

衡（西蒙·马尔温，等，2019），通过城

市 设 计 塑 造 城 市 形 态 和 空 间 功 能

（BOYD E，2015）、模拟仿真分析和可视

化协助建设管理决策城市成为治理城市

微气候的重要方法（徐振，等，2018）。

将风环境变化纳入城市设计和管理中成

为重要研究方向 （邬尚霖，等，2016；
张雅妮，等，2019），可构建风环境预期

标准划定城市通风系统 （王瑾，等，

2017），并通过CFD技术对城镇风环境效

果进行模拟反馈以优化空间布局（王瑾，

等，2018）。或分析城市形态要素和风速

改变要素相关性（甘月朗，等，2018），

将城市风热环境要素融入城市设计中

（张雅妮，等，2018），并对方案进行风

环境评估和行人风环境舒适度评价，最终

提出建筑布局、绿地布局、空间高度方面

的优化建议，以修正设计方案和指导城市

建设（叶宗强，等，2016；陈宇，2015；
史源，等，2012）。此外，也有学者针对

旧城区提出通过微气候模拟评价优化城市

更新的技术路线（郑舰，等，2019），从

风热环境舒适度的角度为更新规划和城市

设计提供参考（彭翀，等，2016）。
1.1.4 小结

整体而言，对于城市通风系统的基

本概念及组成基本形成共识，形成较为

丰富的风环境评估技术方法和成熟的风

廊划定经验，同时也形成通过中心城区、

高密度地区、旧城区等城市重点地区城

市设计对风环境进行评估和管控的普遍

认知。但已有研究以宏观层面研究为主，

难以将管控要求量化和具象化，各项管

控策略和方案优化方法存在知识和技术

体系不完善、实用性较弱 （叶锺楠，

2015）、缺乏权威性等不足，最后导致风

环境管控失去可实施性。因此，本研究

选取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的高密度

高强度开发的城市重点地区，开展建筑

群和建筑单体层面的风环境评估和规划

管控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1.2 评估及管控难点

1.2.1 规划传导不畅

“风环境的评估和管控”从宏观到微

观涉及城市建设的各个阶段，完善的规

划传导机制是实现风环境有效管控的前

提。风环境受到自然地形地貌和大型建

筑布局的影响而变得非常复杂，作为缓

解气候灾害和改善人居环境的风环境规

划往往缺乏上位规划引导。此外，由于

缺乏量化标准和强制性要求，即便是已

编制的城市风廊规划亦难以向下传导

落实。

1.2.2 制度依据匮乏

我国大部分地区风环境的管控基本

限于绿色建筑的相关规定，主要管控指标

有建筑高度、建筑工程风环境舒适度和安

全性，缺乏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微观层面

人居风环境密切相关的管控要求，缺乏相

关管理条例或指南标准等法律依据，导致

风环境评估与规划管控丧失权威。

1.2.3 技术支撑不足

风环境评估基于流体力学原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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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与参数设置均需要一定技术支

撑。目前而言，国内除香港地区以外少

有针对风环境评估及参数制定相应标准

化流程、更少有开展统一本地区背景风

场等基础数据的相关工作，直接导致风

环境评估结论可信度较低。

2 广州风环境评估与管控的总体

思路及框架

2.1 总体思路及框架

广州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湿热地区，

呈现“夏热冬暖”气候特征，是典型的

高密度、高强度开发的城市地区。市域

整体呈现中心城区与乡村地区存在极大

温差、中高温区不断在城市新区扩张、

高密度的建设区存在明显的风速洼地的

风热环境特征。综合考虑市域温度时空

特征，遵循“生态安全、人体舒适、物

质空间与自然气候协调”的基本原则，

本文以中心城区作为市域重点地区研究，

按照“完善广州通风体系框架，保护通

风廊道和补偿空间，控制和引导作用空

间；以建筑工程为切入点衔接规划管理

制度和风廊评估体系，加强风环境规划

管控”的总体思路，以空间为载体、制

度为保障、技术为支撑，提出“空间传

导+制度保障+技术支撑”三位一体的风

环境评估和管控框架（图1）。
空间传导：自上而下的风环境管控

要素落实、分解和下达，强调在街区地

块（建筑）尺度落实区域和城市尺度的

风廊管控要求。制度保障：以建筑工程

为核心搭建对接桥梁，建立与审批制度

相对应的风环境管控机制，强化风环境

管控实施的强制效力。技术衔接：制定

评估技术指南和导则，同时将风环境设

计条件纳入CIM平台，提高风环境管控

的可操作性、可实施性和权威性。

2.2 空间传导，落实上位规划

构建“区域和城市——片区——街

区和地块”传导机制，明确不同尺度风

环境评估和管控重点和传导内容。

一是区域和城市尺度，构建通风系

统。运用卫星遥感、WRF技术方法评估

背景风场和风热环境，分析市域补偿空

间位置和潜在可利用的通风系统、空间

环流系统，划定气候分区和城市通风

系统。

二是片区尺度，重点管控区划分。

考量开发强度、建筑布局和城市内部地形

地貌，修正城市通风系统，划分重点管控

分区（图2），并明确不同分区管控要求，

方便具体项目风环境的评估，这是通风廊

系统传导到地块项目的前置条件。

三是街区和地块尺度，明确管控措

施。以实现提高风廊规划强制性效力和

法律效力的为目的，制定统一技术标准

明确评估和管控内容，使得风环境管控

具象化，最终在微尺度层面为详细规划、

城市设计、建筑工程项目的编制提供风

环境评估及优化的参考依据。

2.3 制度保障，衔接审批制度

风廊规划本质上依旧是一种空间治

理行为，可实施性的唯一检测标准为是

否能落地。研究以风环境评估技术指南

和管控导则为支撑，提出以建筑工程为

切入点，将微观层面风环境管控流程与

项目审批制度相结合（图3）。
一是前期阶段，生成规划条件。由

规划主管部门将风环境强制性管控内容、

风环境模拟评估筛选条件以及技术控制

指标清单等要素纳入CIM平台。

二是用地许可阶段，出具设计条件。

由规划主管部门出具含风环境强制性管

控要求在内的设计条件，明确项目是否

需要展开风环境模拟评估，以指导下一

阶段建设单位和相关部门进行风环境模

拟审查。

三是施工许可阶段，进行方案审查。

由建设单位依据设计条件和风环境管控

导则，自行开展风环境模拟评估，并将

评估结果作为设计方案附件提交给相关

部门审查，确保符合管控要求。若需要

第三方进行符合性审查的，审查单位资

格由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并确定。

2.4 技术支撑，实现高效管控

高效的技术支持是提高风环境评估

和管控效率的重要手段。一是制定风环

境评估技术指南和导则，重点需要明确

风环境评估标准和管控要素内容，便于

设计单位与管理部门对接；二是 CIM平

台使用。CIM平台可提供城市各级精度

的地理建筑模型和统一风场数据，可将

风环境强制性管控要求、风环境评估条

件等纳入 CIM平台，从而实现以数字

化、自动化的快捷技术审查。

3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风环境评

估和管控方法

研究表明高强度建设的中心城区是

影响城市微气候的核心区域，建筑形态、

建筑布局及建筑朝向等设计要素直接影

响行为风环境。鉴于此，本文以天河、

海珠、越秀和花都四区为重点地区，结

合建管处承担的总平面、单体方案、规

划验收的建筑管理职责，以建筑工程审

批制度为切入点将风环境要素纳入方案

设计，制定 《广州市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风环境评估指南》和《广州市重点地区

城市设计风环境管控导则》两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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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市风环境管控评估和实施框架
Fig.1 Assessment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of wind environment control in Guangzhou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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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控目标和策略为框架内容，以管控

要素为索引，以标准化的评估技术为支

撑，实现对中微观层面城市设计、建筑

工程的风环境评估和规划管控。

3.1 明确管控目标和策略

遵循提高城市通风效率、营造舒适

风环境的基本思路和原则，为提高风环

境的精细化管控，提出“营造城市冷岛、

构建小微风道、导风渗入地块、舒缓建

筑阻风”四项管控目标。营造城市冷岛

即在方案设计中结合地形地貌主动预留

或创造绿化开敞空间以形成局地温差，

构建小微风道即是串联城市各类蓝绿空

间、交通干道以及空旷地带以构建城市

微风廊；导风深入地块即通过地块空间

形态设计引导内外气流通畅以使得主导

风进入风廊；舒缓建筑阻风即通过优化

方案设计舒缓建筑单体对空气流通的阻

挡。在此基础上，针对性提出开敞空间

数量、集中布置开敞空间、提高建筑透

风度等17项管控策略，确保风环境评估

与管控涵盖“源头制冷——引导通

风——减缓阻风”的全过程。

3.2 建立管控指标要素体系

根据CFD模拟工具所得到的城市形

态与城市通风关联性研究成果初选管控

要素，结合广州建成区实证检验和理想

模型模拟评估结果，确定每项要素在不

同指标和形态下对风环境的影响效能及

指标阈值，形成符合广州地区气候环境

的三级管控要素体系（图 4），一级包括

“地块与街道街巷、建筑群与建筑单体、

开敞空间与绿化”等 3个要素，二级要

素包括“片区开敞空间、地块内开敞空

间、地块、道路街巷、建筑群、建筑单

体”等 6个要素，三级要素包括以“街

道高宽比、连续街墙长度、建筑密度、

建筑透风度”四个核心量化指标在内的

17个要素。

此外，综合考虑各指标要素与城市

通风关联性强弱，将管控指标要素分为

强制性和常规性两类。强制性管素纳入

建筑工程审批程序，常规性指标则采用

通则管控，以落实风廊建设、提高城市

风环境舒适度。

3.3 标准化风环境评估技术

以CFD模拟作为广州市风环境评估

的主要技术手段，制定统一技术标准，

在相同边界条件下对设计方案是否符合

预设要求进行评估，提高评估的科学性

和规划管理人员使用的便利性。

统一评估操作标准。一是规范化模

拟评估流程，具体包括需求分析、确定

建模域与计算域、建立几何模型、模拟

网格划分、设定边界条件、模拟计算、

模拟结果解读等，并进行说明和图示。

二是标准化各项边界条件及参数，包括

建模与计算范围、建模细度、网络设置、

边界条件设置、风模拟湍流模型选取与

收敛条件设定等。三是模式化评估报告，

明确报告包含数值风洞模型信息、计算

和模拟工况、模拟结果三部分。

解读评估结果。为方便评估报告的

编制和管理人员解读模拟评估结果，开

发结果解读工具。主要包含三大功能：

一是评估结果的可视化显示与一键存

储，便于直观感受项目对风环境造成的

影响。二是风场指标计算，包括风速

比、平均风速、建筑风压差、静风区面

积等，便于与预设指标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案。三是自动生成方案优化建议，应

用形态学分析的基本技术方法，描述研

究区内建筑布局形态特征，为方案调整

提供引导。

4 琶洲西区城市设计的实践探索

为验证风环境评估和管控框架的科

学性，以及评估指南和管控导则工具的

可操作性，文章选取琶洲西区作为试点

进行实践探索。

0 2.5 5 km

N

一级风道管控区 二级风道管控区

沿江近水管控区

山前通风管控区 高密静风管控区

生态补偿区

图2 广州市中心城区风廊重点管控区划分
Fig.2 Division of key control areas of wind corridor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Guangzhou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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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概况

琶洲西区属于近年来广州重点发展

地区，该范围内有广州阿里中心、唯品

会总部大楼等众多总部大厦，是典型的

高密度、高强度新建开发区域，其开发

建设会对微气候造成明显影响。此外，

琶洲西区周边自然环境较好，北部紧靠

珠江、西南紧靠黄埔冲、东部紧靠会展

公园，未来该区域发展建设应该充分考

虑地块内部通风系统与周边环境的衔接。

基于此，综合考虑琶洲西区的地理

区位和发展趋势，本文选取琶洲西区进

行实践探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也能为

金融城、知识城等其它重点地区的开发

建设提供经验启示。

4.2 实践探索

鉴于当前广州市风廊体系基本成型，

本文中微观尺度风环境评估和规划管控

研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于宏观层面不

予展开讨论。

4.2.1 片区层面

通过琶洲西区城市设计落实和修订

补偿区、作用区和通风廊道，建立琶洲

西区通风系统（图5）。
琶洲西区城市设计方案评估：根据

琶洲西区全年的气象参数确定典型的夏

季和冬季工况，夏季主导风向为正东，

平均风速为2.5m，冬季主导风向为正北，

平均风速为 3.5m。模拟收敛后将结果导

入辅助工具，得到不同高度全年主导风

向下的风向、风速、风压等结果（图6）。
评估结论：项目建设后地块内夏季

风速1.85m/s，具有较好热舒适性；冬季

风速比 0.49，可能对周边片区风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夏季与冬季均存在风速突

变区域；冬季建筑表面风压差偏高；静

风区面积较大，对黄埔冲两侧有较大

影响。

指引措施：降低建筑密度和围合程

度以优化片区通风，高层建筑可采取扭

转形体、台阶状边角圆润化等方式进行

设计。针对风压差偏大的三栋建筑，调

整最小面宽或迎风面宽，如10号建筑风

压差偏大，应将迎风方向面宽/进深中较

小者调整为70m。
4.2.2 建筑单体层面

研究选取琶洲西区北侧唯品会总部

大楼、广州阿里中心、腾讯广州总部大

楼、复星总部大楼等四个重点项目单体

进行风环境评估，重点评估“风速、风

压以及风速比”和管控“重点管控街道

高宽比、连续街墙长度、建筑密度、建

筑透风度”四个量化指标。

风环境评估结论。风速，唯品会总

部、广州阿里中心、腾讯广州总部、复星

总部行人高度平均风速分别为 2.26m2/s、
0.94m2/s、1.92m2/s、1.86m2/s，风速比分

别为 0.90、0.38、0.77、0.74。从行人高

度绝对风速来看，复星总部和腾讯广州

总部静风区面积较大，占比超 30%。此

外，唯品会总部大楼东北角存在明显的

风速突变区。二是风压，唯品会总部大

楼、腾讯广州总部大楼、复星总部大楼

三栋建筑风压场地内建筑平均迎风

面——背风面风压超过5Pa，有利于夏季

通风但不利于冬季防风。整体存在行人

高度风速较低、静风区面积较大的问题，

其中广州阿里中心风速比尤为明显，风

速远低于 2.5㎡/s，此外唯品会总部存在

明显的风速突变区，容易给地面行人造

成不舒适感（图7）。
四个量化指标管控分析。根据《广

州市重点地区城市设计风环境管控导则》

管控要求，对风环境管控四个核心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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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与审批制度衔接的风环境管控流程图
Fig.3 Flow chart of wi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linked with approval system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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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风环境管控要素体系
Fig.4 Factor of wind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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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四栋建筑

四项指标全部超过导则上限，其中街道

高宽比最高达 4.4，超过 3.0上限较多；

连续街墙长度和建筑密度稍微超过规定

的 60m和 40%；建筑透风度整体符合要

求，但在裙房高度复兴总部大楼低于导

则规定的 22%，对行人高度处的风舒适

度考虑不足。

指引措施：综合考虑上述风环境评

估结果和四个量化指标分析结果，各单

体建筑设计应该进行修正。首先，要求

在满足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的基础

上，调整建筑高度、建筑退距和建筑密

度以满足四个量化指标要求，并作为规

划强制性控制措施。其次，对于静风区

面积过大、风速突变区等情况，建议扩

大底层架空面积、设计空中花园、优化

调整建筑形态、建筑朝向，作为引导性

管理。

4.3 小结

广州市风环境管控导则和评估技术

指南已经初步应用在琶洲地区总平面审

查、单体方案审查中。通过对琶洲城市

设计方案的再评估，在地区总规划师与

各单体设计单位的协作下，具体的建筑

设计方案（如唯品会总部、广州阿里中

心、复星总部、腾讯广州总部）都已经

响应上述建议。可以认为，风环境评估

和管控的技术手段及其结论，与规划设

计、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高度一致，具

有较强的适用性。在实践探索中发现也

存在不足，如是否需要建立评估和管控

的监督机制、工程竣工后的反馈机制、

标准化的评估技术是否能充分体现不同

夏季风向为E 冬季风向为N

夏季风速

夏季风压

冬季风速

冬季风压

图6 琶洲西区城市设计风环境模拟分析
Fig.6 Simulation analysis of wind environment for urban design in Western Pazhou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7 四个重要建筑单体风环境模拟分析
Fig.7 Wind environment simulation analysis of four important building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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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品会总部大楼

②③④
图5 琶洲西区风廊系统修订

Fig.5 Revision of wind tunnel system in Pazhou
West District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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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风热环境特点，未来应进一步

展开研究。

5 结论与展望

科学有效的风环境评估和管控是低

碳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对生态文明

建设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是满足

居民对高品质公共空间需求的重要方法。

本文以广州为研究对象，以建筑工程为

切入点，构建广州地区风环境评估和管

控总体框架，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指南和

管控导则，得出以下结论：①高强度建

设的城区是导致城市热岛效应、改变城

市风热环境的核心区域，在城市建设中

应对高强度开发区域和大型建筑设计进

行精细化管控，尽量保留和创造生态绿

化空间，最大化降低建筑工程对微气候

的负面影响；②风环境评估和管控最大

的难点在于难以在城市规划中量化和具

象化，借助完善的气候数据、土地利用

数据以及地形地貌数据，通过CFD等技

术方法评估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风环境

并进行反馈，是修正落实城市通风系统

的重要方法；③风环境评估和管控是一

种规划行为，而任何规划行为责权最终

都在规划主管部门。也就是说，风环境

应纳入规划职能部门，其评估管控与方

案审批制度应相适应；④科学的技术标

准和强制性的管控措施是实现中微观尺

度风环境管控的重要依据。

此外，本研究也有些许不足，未来

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①加强风环

境管控审查机制和反馈机制，建立完善

的从方案设计到竣工验收全流程的评估

和管控系统；②推广在金融城、知识城、

科学城等重点地区的应用，总结风环境

评估和管控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形

成能充分体现不同分区的管控方法；③
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风环境相关

领域研究的深入或气象数据的完善，应

建立及时反馈机制，不定期更新广州风

环境评估和管控方法及技术平台。

本文基于住建部研究开发项目《广

州市城市信息模型 （CIM） 的框架体系

构建及应用》课题中探索城市风环境评

估融入 CIM 技术的专项研究撰写，该

课题主要针对各类风环境管控分区分别

在规划和建设层面提出相应的管控要求

和指引。同时，文章参考了《广州市重

点地区城市设计的风廊评估技术应用研

究》项目成果，感谢编制团队在工作中

的相关研究和贡献，感谢广州市城市规

划编制研究中心原主任吕传廷的指导和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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