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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紫线的划定与管控工作关系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底线”。从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编制的现状实施情况评估

出发，结合武汉市多年来紫线划定和保护管控的工作实践，研究城市紫线概念定义并进行扩充外延，提出城市紫线划定

原则、具体方法、管控体系等方面的措施和建议。通过建立“片区与单体”相结合的紫线管控体系，规划管理者可以在

紫线规划中找到刚性与弹性、可操作性与保护性之间的平衡点，为城市紫线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规程的统一和长期动态

维护工作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推动城市紫线专项工作的法定性、规范性、全面性和精细化建设，以期在未来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下的城市空间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The deline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urban purple line is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bottom lin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Wuhan purple line planning, this study summarizes Wuhan's practice in planning 

for years, expands the concept of the city purple line, and propos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city purple line delineation, 

control requirements, and technical platform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operability and 

protection in the purple line plan and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city purple line plan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 dynamic maintenance working mechanism, further arouses the atten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es the legality, standardiza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refinement of the city purple line planning. This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space under the future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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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ity purple line planning;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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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随着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法规的出

台、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实践和社会各界观念

意识的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不断

强化并受到社会更多关注。自1988年第一篇探

讨相关主题的文献发布以来，学术界对于如何

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式方法的研

究从未止步，并初步形成一些管理、建设、维护

保护等方面的理论成果，但在规划领域，作为

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法定化

手段——城市紫线管控体系，仍面临许多需要

探索和补充的内容。

在理论研究层面，国内学者大多集中在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名城保护与利用等较为

宏观的研究层面[1-2]，城市紫线划定还缺乏可参

考的详细理论方法[3]；在规划编制方面，各地对

于紫线专项规划的体系建构程度和编制进度

不一，紫线划定尚无可遵循的统一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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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实施和管理过程中，规划、文化、房产等

部门多头管理，城市紫线的管控力度呈现出弱

于城市其他“四线”的态势[4]；在相关法律法

规保障方面，对城市紫线管理办法、文物保护

法[5]等国家层面法规的实施细则和深化细化办

法也较缺乏。以上问题均未在学术界或规划实

践领域形成共识，导致城市紫线管控不力、历

史文化遗产被侵蚀的现象发生[6]。本文通过对

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实践的分析，重点从编制

技术方法角度提出建议。

1   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编制情况

1.1   编制历程

回顾当前武汉市城市紫线专项规划的编

制历程，按照编制层次和主要内容进行分类，

大致可将其划为雏形、确立和优化3个阶段

（见表1）。

一是雏形阶段（2006—2008年）。为配合

《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修

编和《武汉市主城区分区规划（2008—2020

年）》的编制，在《武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2006—2020年）》的宏观指引下，武汉对

部分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

建筑进行定位性保护，初步确认了部分历史遗

迹的紫线。此阶段的紫线专项规划概念尚未形

成，相关工作开展较为被动，紫线划定深度停

留在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层面。

二是确立阶段（2008—2012年）。为了切

实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并

将其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管理体系，服

务于规划、文化、房产等部门的管理，武汉市分

期、分片先后开展了4项紫线专项规划的编制工

作，包括《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主城区）》①、

《武汉市都市发展区紫线专项规划》②、《武汉

市历史保护建筑保护范围划定规划》③和《武

汉市第二次紫线补充划定专项规划》④。4项

规划全面查新了历史遗迹名录公布信息，对其

保护、实施、增补等情况进行确认，并依据《城

市紫线管理办法》对武汉市都市发展区范围

内所有的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保护建筑的紫

线进行了划定。由此，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的

编制体系建构形成，紫线划定覆盖至都市发展

区范围，其深度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并

被纳入武汉市规划管理“一张图”。紫线专项

规划正式成为武汉市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主要法定性依据。

三是优化阶段（2013年至今）。通过《武

汉市主城历史文化与风貌街区体系规划》 《武

汉市紫线专项规划优化维护》 《武汉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2016—2030年）》等，在武

汉城市新一轮总规编制背景下，对“一张图”

中的紫线进行系统性的校核和优化维护工作。

2018年，在《武汉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7]基础上，进一步核定武汉市第五批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

至此，武汉城市紫线划定技术方法已较为成熟

完善，在满足历史文化保护要求和协调兼顾城

市功能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1.2   城市紫线专项规划实施评估

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的体

系建构，针对历年紫线划定情况，武汉开展了对

城市紫线专项规划的实施评估工作，评估内容主

要由成效评估、技术评估和管理评估3部分组成。

1.2.1    成效评估

按紫线划定对武汉市历史遗迹保护的作用

大小展开成效评估。评估认为，紫线划定在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起到了

保存历史遗迹物质空间的重要作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文化传承在规划中的落实。同时，在实

施效果上也存在着“重主城控制，轻市域协同”

的问题，点状单体历史遗迹和线状历史文化风

貌街区在保护效果上均好于面状的风貌保护

区。其深层原因可能是由于风貌保护区保护面

积过大、缺乏实施抓手，逐渐被架空、被淡忘，并

未按照规划开展下一步保护实施工作。

1.2.2    技术评估

按紫线划定的时空合理性展开技术评估。

首先是在涵盖内容上，武汉市紫线涉及的历史

遗迹类型繁多，已纳入紫线划定的类型有7类，

拟纳入或者考虑纳入的有4类（见表2）。这使

得紫线划定保护力度、面域更广的同时，也存

在着内涵重叠、系统庞大、管理交叉等难以推

进的问题。其次是紫线划定标准不一致。以《武

汉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的历史文化

街区为例，2006年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其

他5片历史地段都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而在2012年《主城历史文化与风貌街区

体系规划》中新增的6片传统特色街区均只划

定了保护范围，并未划定建设控制地带。此外，

不同管理主体对保护范围的划定标准也不同，

部分街区对周边环境现状调研的不细致，各类

历史遗迹紫线拼合后形成犬牙交错、相互重叠

的现象，难以辨别和管理，尤其在历史遗迹分

布密集的历史街区矛盾最为突出[8]。规划对城

市发展建设的可能性考虑不足，保护范围界限

划定过大，保护界限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1.2.3    管理评估

按紫线划定后在管理中的使用便利程度

展开管理评估。首先，在更新及时性方面，城市

规划一张图管理平台与现状实际情况脱节。由

于武汉处于文物申报和保护工作的推进期，文

物保护单位相关名录更新变化频率极高，同一

个历史遗迹可能变更类型或提升级别，高频率

编制阶段 时间 主要编制内容

雏形阶段 2006—2008年 对部分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进行定位性保护，初
步确认了部分历史遗迹的紫线

确立阶段 2008—2012年
开展了4项紫线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的编制体系建
构形成，紫线划定覆盖至都市发展区范围，深度达到了控规层面，并纳入
了武汉市规划管理“一张图”

优化阶段 2013—2019年 对主城区以及部分远城区区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系统性的校核和优化
维护工作

表1  武汉市紫线规划编制历程

Tab.1  Wuhan's purple line planning histor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成果来自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08年编制的《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主城区）》。

②成果来自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09年编制的《武汉市都市发展区紫线专项规划》。

③成果来自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2年编制的《武汉市历史保护建筑保护范围划定规划》。

④成果来自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2年编制的《武汉市第二次紫线补充划定专项规划》。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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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阶段 时间 主要编制内容

雏形阶段 2006—2008年 对部分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进行定位性保护，初
步确认了部分历史遗迹的紫线

确立阶段 2008—2012年
开展了4项紫线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武汉市紫线专项规划的编制体系建
构形成，紫线划定覆盖至都市发展区范围，深度达到了控规层面，并纳入
了武汉市规划管理“一张图”

优化阶段 2013—2019年 对主城区以及部分远城区区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系统性的校核和优化
维护工作

更新的文物信息和状态无法及时在一张图中

得到动态更新。其次，在管理规定方面，管理规

定不完善，管控依据不明晰。例如，对于历史保

护建筑和工业遗产始终没有出台专门的保护

条例，只能参照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历史

镇村亦如此（见表3）。此外，对于文物古迹被

破坏如何追责、被毁坏如何善后、被灭失如何

善终等处置措施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

2   武汉市紫线概念界定

2003年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紫线管理办

法》[9]提出，城市紫线是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以

及历史文化街区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

保护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根据武汉历

史遗迹类型多样的实际情况，紫线划定工作首

先对武汉市紫线概念进行界定，试图通过规划

层级、对象层级和控制界线3个角度对武汉城

市紫线给予明确界定。

2.1   规划层级

从规划控制体系的角度分析紫线专项规

划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或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的关系，是厘清城

市紫线划定工作的首要问题之一，决定着紫线

划定的对象、控制要素及体系等关键问题。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编制，是历史文化名城总体性规划层次

的专项保护规划，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又

是这一专项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保护

专项规划则属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

的规划。一般情况下，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将经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

制地带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城市紫

线是城市控制详细规划中“五线规划”的一

部分，属于强制性控制要素。按照总体规划与

控制规划的层级关系，城市紫线是城市规划在

控制性规划层面划定的关于城市行政区内历

史资源保护边界控制要素的总和，是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文物保护规划等历史保护性规

划成果在详细规划中的控制落位（见图1）。

 

2.2   对象层次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提出的紫线划定对象

仅包括了街区和历史建筑两种类型，与武汉历史

遗迹类型多样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

从对象层级对紫线加以界定。就武汉市情况来看，

从保护等级上分析，保护等级高于历史建筑的类

型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等级低于历史建筑但仍

具有较高保护价值且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可

的类型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保护建筑、工业遗

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从保存形式上分析，不

仅要保护历史建筑形式的历史遗迹，还应保护古

遗址、古墓葬、石刻等，文物保护单位、工业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存形式更为丰富全面。

从最大化保护有价值历史遗迹的原则出

发，城市紫线划定对象应包括所有等级、类型、形

式的历史遗迹。武汉市紫线应该是区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认定或公布保护的历史地

段及历史遗迹保护范围界限的总和。具体对象层

次主要有：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武汉市人民政

府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省、市、区级人民

政府公布）、历史建筑（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

不可移动文物（依据文物普查结果，武汉市文化

部门备案）、历史保护建筑（武汉市房产部门备

案）、工业遗产（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7类。

2.3   控制界线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提出紫线控制界线

仅指保护范围界线，对于这种相对简单的控制

界线，武汉市作了适当扩充。武汉市紫线控制

界线包括本体、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3个圈

层（见表4），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

活动，建设控制地带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

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其划定规

则为：按照保护等级由高到低，历史文化风貌

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划定3个圈层控制线，历史建筑、工业

遗产、历史保护建筑划定前两个圈层控制线，

其中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外的工业遗产、历史保

表2  武汉市紫线划定（拟）纳入内容

Tab.2  Wuhan purple-line delineation (proposed)

表3  武汉市主要文物类型的管控依据

Tab.3  Basis of control for the main types of heritage in Wuhan

武汉紫线情况 类型名称 本体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已纳入

历史文化街区 — √ √
历史地段 — √ √

传统特色街区 — √ —
国家、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 √ √

优秀历史建筑 √ √ —
不可移动文物 √ √ √
历史保护建筑 √ 虚保护范围 —

拟纳入
工业遗产 √ √ —

推荐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 √ √

调查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建筑 — — —

历史村庄 — — —

文物类型 保护依据
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优秀历史建筑 《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历史保护建筑、工业遗产 参照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保护

历史文化风貌街区 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保护工作的意见

历史镇村 参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纳入武汉市紫线划定内容的要素，“—”表示未纳入武汉市紫线划定内容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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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武汉市紫线划定对象及控制界线一览表
Tab.4  Wuhan purple line delineation object and control boundary list

护建筑保护范围为虚线预控制⑤。

满足以上规则的同时，为规避历史遗迹分

布密集地区紫线交错重叠、难以辨别的问题，

还应按照单体历史遗迹分布于历史文化风貌

街区内外的不同情况，区分划定控制界线。历

史文化风貌街区内，除文物保护单位外（由于

其保护等级最高），其他类型历史遗迹均只划

定本体线，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划定的控制界线

即作为其内部单体历史遗迹的控制界线；历史

文化风貌街区外，按照上条原则划定。

3   城市紫线划定与管控体系

3.1   “片区+单体”的总体控制体系

按照现状历史遗迹“总体分散、局部集

中”的分布特征，武汉尝试建立与此相对应的，

具有管理针对性、操作性的“片区+单体”相

结合的紫线管控体系（见图2），主要由划定、

管控、管理3部分组成。

首先在划定方面，控制体系需要明确紫

线划定的基本原则及具体方法，确保划定标准

的一致性，并根据武汉历史遗迹分布现状，将

紫线划分为片区型和单体型历史遗迹。其次在

紫线管控上，管控要进一步精细化、全面化。片

区型紫线管控体系适用于单体历史遗迹集中

的区域，是紫线管控的重点区域，宜采用整体

保护思维进行全面管控，主要从用地、周边环

境、建筑空间、交通系统4个方面展开控制指标

构建。对于单体型历史遗迹的管控重点更加突

出独立建筑个体的保护，按照本体、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3个层级展开：在本体建筑的管

控上，突出本体建筑基本信息、保护等级、建筑

数据、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信息管理工作。此

外，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主要从用地、环

境、建筑3个方面明确禁止建设内容和引导性

建设意向。最后在管理方式上，规划将紫线及

其控制要素纳入武汉市规划管理一张图中，实

现信息化管理，建立动态维护机制，并作为后

期城市建设开发的重要规划要素。

3.2   紫线划定方法

3.2.1    紫线划定原则

一是优先划定原则。按照控制线划定目的

历史文化风貌街区 本体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
地带

保护范围
（虚线预控制）

— √ √ —

文物保护单位 街区内 √ √ — —
街区外 √ √ √ —

历史建筑 街区内 √ — — —
街区外 √ √ — —

不可移动文物 街区内 √ — — —
街区外 √ √ √ —

历史保护建筑 街区内 √ — — —
街区外 √ — — √

工业遗产 街区内 √ — — —
街区外 √ √ — √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 √ √ —

图1  紫线专项规划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文物保护规划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of the purple line special plan to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conservation plan and the heritage conservation pla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⑤虚线预控制，指的是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外的工业遗产、历史保护建筑控制线参照其他历史遗迹的紫线划定，但尚没有正式纳入城市紫线，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注释：

图2  “片区+单体”相结合的紫线管控体系

Fig.2  Wuhan purple line control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纳入武汉市紫线划定对象及控制界线的要素，“—”表示未纳入

武汉市紫线划定对象及控制界线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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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紫线、蓝线、绿线可称为保护型控制线，

红线、黄线为发展型控制线，保护型控制线的

控制效力应高于发展型控制线。基于此，武汉

紫线划定工作首先确定了紫线划定的优先原

则。二是整体性原则。紫线划定不仅局限于历

史遗迹本体，还应有周边区域和整体环境的外

延性概念，真实、完整地反映历史遗迹的历史

文化信息[10]，包括环境风貌等物质空间要素和

相关非物质文化要素。三是特色化原则。要根

据历史遗迹的等级、类型、特征的不同及其周

边情况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划定紫线本体线及

外围控制线，尽可能反映出历史遗迹的自身特

征。四是保持可操作性原则。紫线划定应结合

自然地形地物、人工场地等边界划定，同时还

应充分考虑用地权属、行政区划等相关管理界

线的情况；在紫线范围大小方面，应在充分掌

握周边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建设现状情况的

基础上合理划定，比如位于城市中心区和建设

密集区的紫线范围可适当缩小，位于远郊区或

生态控制区的紫线范围可适当扩大。

3.2.2    单体型历史遗迹

单体型历史遗迹划分法主要指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保护建

筑、工业遗产等对象的划定方法。具体可以分

为以下5种情况。

（1）结合城市“四线”（道路红线、黄线、

蓝线、绿线）的划定方法。按照紫线优先原则，

历史遗迹与绿线或与蓝线相关时，结合绿线、

蓝线保护边线划定紫线；规划中、尚未实施建

设的红线、黄线无条件退让紫线，根据紫线划

定方案调整红线、黄线走向、线形；涉及已经建

成并使用的发展型控制线时，进行协调处理，

尽量使用相关工程技术手段使红线、黄线避让

紫线。如图3a所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靠

近道路的那一侧，保护范围能划定至道路红线

的，则划定至道路红线；若道路红线切割历史

遗迹，或道路红线与历史遗迹距离过近，不足

以保证历史遗迹本体的安全，则划定至现状道

路边线；若道路边线紧邻历史遗迹，亦不足以

保证本体安全，则划定至本体外侧至少1 m。如

图3b所示，将建设控制地带线结合城市绿线划

定，使得划定后的建设控制地带与城市绿线无

缝衔接，既可以保护历史遗迹，又可以便于历

史遗迹与进入公园游憩的市民产生互动，还便

于协调管理。

（2）位于历史遗迹分布密集区的联体划

定方法。联体划定方法主要适用于历史文化风

貌街区以内的历史遗迹，从其级别、时序、尺度

3个方面来考虑。在级别方面，主要考虑文保单

位之间的紫线控制界线联体划定，暂不考虑与

其他各级各类历史遗迹之间的联体划定；在时

序方面，将本次划定对象的紫线与以往历年划

定的紫线统一整合、优化；在尺度方面，紫线相

交或相切时、紫线相离但历史遗迹本体处于同

一街坊且相距不超过200 m时、紫线相离但历

史遗迹之间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信息时，应进行

联体划定。以武汉的戢岗墓群和问津书院为例

（见图4），当历史遗迹之间有密切联系的历史

关系时，如有属于同一建筑师作品、同一单位

所有、同时建造具备同种功能等情况，则进行

联体划定。历史遗迹之间无大型建、构筑物遮

挡，仅有道路、水体、绿地、空地等，保护范围和

建控地带一并实行联体划定；若不满足上述条

图3  结合城市“四线”（道路红线）的划定方法示意案例

Fig.3  Method of deline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city's 'four lines'
资料来源：武汉市第五批市级文保单位成果。

a 武昌花园山牧师公寓 b 汉口中山公园近代园林建筑

图4  联合划定方法示意案例
Fig.4  Illustrative cases of joint delineation methodologies

资料来源：武汉市第五批市级文保单位成果。

a 戢岗墓群（省级，新洲区）
注：戢岗墓群均为汉墓，问津书院和孔叹桥与孔子传授有关。两图均是建设控制地带联体划定。

b 问津书院和孔叹桥（省级，新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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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将建控地带实行联体划定。

（3）位于标志性节点地段、有视线控制要

求的划定方法。剧院等标志性建筑及大门、牌

坊、桥体等位于标志性地段的构筑物，结合游

览观赏视线视角、空间通廊等划定紫线。当历

史遗迹处于标志性节点地段，具有游览观赏需

求和视线控制要求时，结合观赏视线、空间通

廊、周边地物等进行划定，为未来地标性建筑

物留出必要的视线通廊和设计空间。以武重老

厂门旧址（见图5）为例，武重老厂门作为武

昌区的重要文化景观节点，且位于城市主要临

街界面，为保证文物风貌的完整性展示，协调

图5  结合地标节点、视线通廊的划定方法示意案

例（武重老厂门）

Fig.5  Method of delineation combining landmark 
nodes and view corridors

资料来源：武汉市第五批市级文保单位成果。

图6  与周边环境要素相关的划定方法示意案例

Fig.6  Delineation methods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elements
资料来源：武汉市第五批市级文保单位成果。

周边建筑风貌和临街面视线不受遮挡，划定了

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4）与周边环境要素相关的划定方法。

结合历史遗迹周边的构筑物、古树名木、绿

地、广场等构成历史环境风貌的要素进行整

体划定，边界划定至场地边沿、围墙等；结合

历史遗迹周边的山体、水体等自然地形地貌

进行划定，边界划定至等高线、山脊线、驳岸

线等。如图6a所示，武汉的黄兴拜将台遗址

是结合其附近绿线范围划定保护范围或建设

控制地带；图6b则是东湖毛泽东故居结合湖

泊等水体的范围线划定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

地带。

 （5）古遗址及地下埋藏型遗存的划定方

法。以相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考古报告勘定范围

为准，结合现状岗地、台地、坡脚线等地形地貌

边界划定。

3.2.3    片区型历史遗迹

片区型历史遗迹划分法主要是针对历史

文化风貌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面域较大

的对象，具体划定要点主要有以下5点。

（1）紫线范围内需囊括较完整的历史风

貌，构成历史风貌的历史建筑和环境要素基本

上是历史存留的原物；

（2）保护范围用地面积不小于1 hm²；

a 黄兴拜将台（省级，武昌区）  b 东湖毛泽东旧居（省级，武昌区）
注：黄兴拜将台东侧保护范围划定至绿线，东湖毛泽东旧居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至蓝线。

图7  单体型历史遗迹的控制图则示意
Fig.7  Control map rules for monolithic historic sites

资料来源：武汉市第五批市级文保单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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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片区型历史遗迹保护规划的核心图纸成果

Fig.8  Core control map rules for area-based historic sites
资料来源：武汉市江汉路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成果。

a 紫线及四线控制图 b 用地规划布局图 c 建筑高度控制图

e 空间意向引导图d 街巷空间控制图

（3）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筑、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保护建筑、工业遗产及

其他有价值的传统风貌建筑的总用地面积宜

达到保护范围内建筑总用地面积的60%以上；

（4）紫线边界应充分结合现状用地边界、

权属边界，街道、广场、河流等处视线所及范围

内的建筑物用地边界或外观界面，构成历史风

貌的自然景观边界等情况进行划定；

（5）协调与城市其他控制“四线”的划

定关系，具体方法按单体型历史遗迹的划分

内容执行。

3.3   紫线管控要素

3.3.1    单体型历史遗迹

单体型历史遗迹的管控重点在于建筑的个

体保护，其中在本体建筑范围内，其管控内容主

要有本体建筑基本信息、保护等级、建筑数据、

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现状照片影像资料等信

息；保护范围管控内容主要包括范围线边界（坐

标、四至范围）、文化特征描述（性质、价值）、环

境要素（内部街巷、场地）；建设控制地带主要

从环境风貌、建筑风貌两个方面明确禁止建设

内容和引导性建设意向，环境风貌主要考虑周

边街区历史空间肌理及整体环境的协调感，建

筑风貌包括建筑高度、体量、性质、色彩及形式

等方面的要求。

3.3.2    片区型历史遗迹

片区型紫线管控是紫线管控体系中的重

点区域，其适用范围是单体历史遗迹分布较为

集中、历史文化特色较为鲜明的区域，宜采用

整体保护的方法进行区域性控制（见图7）。在

用地控制方面，主要通过锁定容积率、用地性

质、建筑密度3个指标来实现；通过建筑风格、

高度、间距、色彩、形式等控制片区内及周边的

建筑空间要素；合理规划车行、慢行、静态交通

3种交通方式实现片区交通控制，以避免交通

系统对片区的切割和破坏；通过绿地率、古树

名木布局、滨水驳岸控制、景观视线通廊控制

周边环境的建设活动。

4   结语

紫线专项规划是保留城乡文化遗产的重

要管理工作，城市紫线一直是城市“五线”中

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根线，尤其是在很多中小城

市，城市紫线的管理、划定尚未形成规划共识。

近十几年来，武汉市城市建设发展加速，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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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 紫线规划的思考与探索——以深圳为例

[C]//规划50年——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集（中册）.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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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空间不断挤压传统历史遗存空间，给城

市文化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武汉市紫线专

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提出“片区+单体”相结

合的控制体系，以期在紫线规划中找到刚性与

弹性、可操作性与保护性之间的平衡点，为其

他城市紫线专项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当前，中国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渐

成型，对于紫线、绿线等城市控制线，需要重

新定位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取舍和层级问

题。国土空间规划控制线体系既要有一盘棋

的底线思维，也要突出地域特色；既要强调统

一性，也要体现多样性；既要掌控管控措施的

弹性，也要坚持管控要素的刚性。像城市紫线

这类国家出台过相关城市控制线管理办法的

控制线也应当继续严格管控。一般而言，城市

绿线、黄线等城市建设活动控制线集中分布

在“三区”中的城镇空间内，从属于“三线”

中的城镇开发边界内。但是，紫线这类保护性

控制线在市域范围内均有分布，在空间上与

“三区三线”存在叠加交叉现象。紫线与三

线在规划体系上是平行关系还是上下层级关

系，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

着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逐步建立，城市

建设活动对生态、文化遗产、社会效益的影响

日益受到重点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城市

紫线与生态底线同样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它就是城市文化保护工作的“文化底线”。

框定城市紫线的划定标准、成果形式、管理方

式，将会在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城市建

设空间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会持续引起

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