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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ity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y in the Winter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nter Public Health

 冷  红   李姝媛   LENG Hong, LI Shuyuan     

运用城市规划手段促进公众健康是营建“健康城市”的重要途径。寒地城市特殊的气候条件对城市环境、居民身心健康

与行为活动方式具有特殊影响。以“冬季公众健康”为视角，通过分析寒地气候对冬季公众健康的影响及寒地城市空间

规划对冬季公众健康的作用方式，形成以积极保护和主动干预为作用途径的寒地城市空间规划思路，提出以增强冬季户

外环境的安全舒适性、改善冬季视觉环境的愉悦度，以及促进居民冬季交往健身活动等为导向的规划策略，旨在实现促进

寒地城市冬季公众健康的目标，进一步提升寒地城市空间环境质量，推动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

Using city planning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healthy city’. The special climatic conditions of a winter 

city have special impacts on city environment,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ir behaviors. By analyzing the impacts 

that cold climate has on the public health in winter and the way that winter city planning affects the public health, the research comes 

up with two kinds of planning action pathways: active protection and initiative intervention. Research puts forward city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containing: enhancing the safety and comfort extent of the winter outdoor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pleasure 

extent of the winter visu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residents intercourse and fitness activities in winter, aiming at achieving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public health in winte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winter city  space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inter cities.

0　引言

健康城市是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

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1]。营建健康城

市需要医学、社会学、生物学、城市规划等众多

学科与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城市规划与公众健

康关系密切，科学的城市规划对营建“健康城

市”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生即

源自公共卫生改革的推动[2]，其在不同时期的

诸多规划理论与行动也都曾以促进公众健康

为目标。如美国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和精明增长

冬季公众健康视角下寒地城市空间规划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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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计划的背景之一，即为小汽车交通和郊区

化模式带来的人口肥胖，以及政府医疗负担加

重等问题[3]；再如1900年前后，为促进城市公共

卫生的改善，现代城市规划将建筑日照、通风

等方面内容纳入相关规范对其进行干预[4]。自

1987年“健康城市”理念首次在“2000年健

康多伦多”大会上被提出以来，世界诸多国家

地区围绕该理念开展了许多相关的项目计划

与实施行动。如欧洲部分城市及地区开展了涉

及公共卫生、经济、社会、生态、社区生活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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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领域的“健康城市项目”[5]，加拿大兴起涉

及道路交通、开放空间及社区建设的健康城市

运动[6]，东京政府实施以场所为基础、分别聚

焦于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健康的健康城市计

划[7]。中国包括北京、上海、大连、苏州、日照、

保定等在内的部分城市地区也于1994年开始

启动健康城市项目，并取得了一定成效[6]。随

着中国城市建设速度的逐步放缓，内涵式的城

市品质提升规划成为新的城市规划重点，而居

民对运动、养生、健康生活的重视程度逐步提

升，因而如何提升与居民生活、工作、交通、休闲

活动密切相关的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健康水平，

进而对公众健康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作用值得

深入探讨。

寒地城市冬季寒冷萧瑟，部分地区结冰期

可长达半年之久，漫长严酷的气候条件对于冬

季时节公众的生理及心理健康造成诸多特殊

且不利的影响，以“冬季公众健康”为视角研

究寒地城市空间环境规划策略，将为寒地城市

居民冬季生活品质与身心健康水平的提升、寒

地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与途径。

1　寒地气候与冬季公众健康

1.1　气候与公众健康

气候是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

均或统计状态，以冷、暖、干、湿等特征来衡量，

其对于公众健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舒适宜

人的气候条件对于公众健康可发挥积极的促进

作用，如阳光明媚的天气里人们的情绪状态会

更加积极向上；而不良的气候条件则会对居民

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如湿气过重会引发

心理抑郁，干燥的热风增多会造成人们的反应

迟钝、易于发怒，气压升高会对关节形成影响，

极冷极热气候会削弱免疫系统，对心脑血管系

统带来不利影响[2]。尤其对于儿童、老年人及体

质较为虚弱的人群，气候的波动变化更易造成

负面健康效应。此外，气候变化还将通过对空

气、水、土壤、传染病传播模式等健康基本决定

因素的影响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8]，一些因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自然灾害甚至会对人群的

生命安全造成威胁[9]。

1.2　寒地气候对冬季公众健康的影响

1.2.1　直接影响

（1）生理健康

医学研究表明，冷空气可导致人体交感神

经兴奋，使人体分泌血管收缩物质，使组织器官

供血不足，进而加重了心脑血管系统的负担[3]，

冬季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相较其他季节更

高。此外，各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病、慢

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与冷空气活

动关系极为密切，冬季发病率可在全年发病总

数中占有33.3%的比例[10]。同时，过低的气温会

影响免疫系统机能，降低人们对于疾病的抵抗

力，冬季往往成为流感、百日咳、流脑等传染性

疾病的多发季节[5]。此外，冬季时节由于日照时

间较短，加之许多居民冬季户外活动频率显著

降低，“晒太阳”的减少会使人体内维生素D不

易合成，导致该季节人们自身的钙合成量较其

他季节相对不足，尤其不利于老年人和儿童的

骨骼健康。

（2） 心理健康

寒地城市冬季日照时数较短，视觉环境较

为清冷单调，持续的严寒气候对于公众的心理

健康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引发秋冬季节情绪低

落、心理压抑等季节性情感障碍，甚至是抑郁症

等心理疾病。由于秋冬季节昼长夜短，受日照

时数变短的影响，人体中与睡眠—醒周期、能

量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褪黑素、血清素分泌

状态发生改变，前者分泌量增多易使人昏昏欲

睡，后者则分泌量减少使人体抗抑郁能力减弱，

进而导致部分人群季节性情感障碍的发生[11]。

据统计，国内外冬季抑郁症患者的发病率可达

23%—38%[5]，寒地城市尤为漫长的秋冬气候对

公众心理健康产生相对更久的负面作用，甚至

有研究显示，严寒气候会导致酗酒、自杀、事故、

暴力等[5]。

1.2.2　间接影响

严寒气候不仅对公众健康具有直接影响作

用，还会通过对城市环境、居民行为活动方式的

影响而对身心健康发挥间接影响作用。寒地城

市燃煤采暖期持续时间较长，机动车出行比例

增高，机动车行驶时间增加，雾霾频发、大气污

染物增多、气压降低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

管造成伤害。同时，由于冰雪天气较多，道路积

雪结冰期较长，较易引发居民出行滑跌状况的

发生，造成骨折伤害。此外，受持续低温条件及

频繁的降雪影响，城市户外活动环境的舒适度

较差，居民心理愿意承受的出行距离变短，居民

冬季出行活动主要以上班、上学、看病、日常购

物等必要性活动为主，健身、休闲自发性活动以

及有赖他人参与的社会性活动较非冬季时节大

量减少，长期处于室内，日常活动的缺乏易造成

肥胖，且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机会变少会削弱人

与人之间的联结[12]，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均造成

不良的间接影响（图1）。

2　寒地城市空间环境促进冬季公众健康

      的作用方式及规划目标导向

城市规划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规

划要素对城市空间环境、人们的行为模式、生理

及心理状态等方面[4]。依照作用方式，城市空间

规划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

是通过城市空间规划实现对公众健康的积极保

护，即从物质空间安全性角度出发，通过规划设

计来减少不良环境问题对生理及心理健康带来

的损害。对于寒地城市而言，应当通过积极的规

划设计手段来减少缩短的日照时间、凛冽的寒

风、萧条的视觉环境、长期的冰雪覆盖以及空气

及噪声污染等不良冬季环境对冬季公众身心健

康及行为模式的负面影响，提升寒地城市空间

环境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二是通过城市空间规

划实现对公众健康的主动干预，即从城市空间

质量提升的角度出发，通过优化空间环境，促进

公众户外健身行为和社会交往活动的发生。对

于寒地城市而言，应当针对地域气候特点，主动

通过规划设计创造出更多有利于冬季公众出行

以及从事健身、交往和休闲活动的健康物质空

间环境，促进寒地城市公众生理和心理健康水

平的提升。

因此，在综合分析寒地城市空间环境对冬

季公众健康影响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以促进冬



健康城市 | 3 

季公众健康为总体目标，针对冬季公众生理和

心理健康的需求，以增强冬季户外环境的安全

舒适性、改善冬季视觉环境的愉悦度以及促进

居民冬季交往健身为规划设计导向，通过相应

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寒地城市空间环境

（图2）。

3　冬季公众健康视角下寒地城市空间

      规划策略

针对促进冬季公众健康的规划总目标，以

增强冬季户外环境的安全舒适性、改善冬季视

觉环境的愉悦度和促进居民冬季交往健身活动

为内容的目标导向，结合对具体规划要素的分

析，确定以下寒地城市空间规划策略。

3.1　增强冬季户外环境的安全舒适性

寒地城市冬季户外环境是与居民外出从事

日常工作、生活、休闲等活动关系极为密切的空

间要素。受严寒气候影响，户外环境的冷空气频

繁、积雪结冰引发的安全隐患、空气污染均成为

影响居民冬季生理健康的不利因素。道路交通

环境、开放空间环境及用地布局环境是寒地城

市户外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可从3方面着手营

造寒地城市舒适安全的户外环境（图3），以减

少不利因素对居民活动时身体不适感、安全性

等的负面影响，进而为提升居民冬季的生理健

康创造条件。

在道路交通环境方面，考虑居民冬季差异

化出行方式，综合提升道路交通环境的安全舒

适性，共同确保居民冬季健康出行。具体对策包

括：第一，积极发展快速、安全、舒适的大运量公

共交通系统，并提升居民冬季候车环境的舒适

度。针对公交系统的设立，建议结合城市规模特

征，因地制宜设立地铁、轻轨、BRT等公交方式，

重点加强城市各功能区之间、中心区与郊区之

间的快速联系；针对冬季候车环境的舒适度提

升，建议对公交车的调度进行季节性弹性化安

排，如在冬季提高公交车、地铁的发车频率，约

束保障发车时间。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对候车亭于冬季进行加温，在公交站点等候区

配备木质座椅和遮蔽设施。第二，适当引导网约

车发展。研究显示，在特定的运营模式下，网约

车可积极提升道路交通的运行效率、减少小汽

车出行次数、发挥节能减排效用[13]。就寒地大中

型城市而言，采取网约车出行可使居民候车于

室内，直达目的地，可显著提升居民冬季出行的

舒适度，因此，寒地城市宜在公交优先发展的前

提下，制定适当的扶持政策，引导并提高网约车

在冬季的应用。第三，提升居民冬季步行环境的

安全舒适性。步行是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也是

一种经研究证实可降低心血管疾病及各种慢性

疾病发生风险、有利于健康的最基本的体力活

动形式之一[14]。建议将寒地城市的步行交通网

络加以梳理联通，形成整体通达的步行网络环

境，在城市公共活动中心建立立体步道系统，将

其与人防工程和地铁工程建设相结合，开发建

设形成中心商业区地下街、空中步道等通廊，并

与主要公共建筑和交通站点相联系[15]。另外，建

议在机动车道与步行空间之间设置分隔绿带，

隔离汽车尾气。

在开放空间环境方面，着重从提升其冬季

温度舒适度的角度，确保居民户外休闲的安全

舒适性。可通过日照分析、风向风速数值模拟分

析，将居民活动区域优先选在日照充足、冬季风

速较低的地段，避开建筑阴影区，从而削弱冷空

气对人体的影响，延长人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同

时，尽量采用木质、沥青等防滑型铺装材质，并

设置清晰安全的照明设施，以减少骨折摔伤的

发生，提升活动环境的安全性。

在用地布局环境方面，一是要注重寒地城

市用地布局的紧凑集中、混合多样发展。尽量保

证城市职住平衡，并保持用地布局的多样性，集

中安排居住、工作、休闲与娱乐功能，从而有助

于降低城市能耗，缩短居民出行距离[16]，形成舒

适便利的就业、生活及休闲环境。二是对寒地城

市用地布局形态进行模拟，从重点空气污染源

的布局调整及清洁空气廊道的安排两方面促进

冬季空气环境的清洁健康[17]。针对工业区、锅炉

燃煤区等重要空气污染源的布局，建议加强其

周边影响范围内的防护绿地建设，视条件逐步

搬迁调整至城市下风向位置。同时，建议依托城

图1　寒地气候对冬季公众健康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冬季公众健康视角下寒地城市空间规划目标与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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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流、绿地等自然生态廊道以及主要道路、铁

路线等人工廊道建设，结合老旧居住区、工业区

的改造与用地功能置换等有针对性地形成空气

廊道。

3.2　改善冬季视觉环境的愉悦度

赏心悦目的景观环境对于提升居民的生活

情趣、促进居民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疗

养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户外景观中含有一定

的康复景观因子，可促进和调节免疫功能，改

善神经系统功能，降低血压，对机体产生镇静

作用[18]。寒地城市冬季视觉环境清冷萧瑟，常

带给人压抑沉重的心理感受，威胁到居民的心

理健康。运用建筑物、构筑物、交通设施、植物、

冰雪等景观要素，通过色彩、照明等媒介可营

造温情愉悦的视觉环境[18]，进而对居民在漫长

冬季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发挥积极影响。

在建筑物、构筑物及交通设施等人工景观

方面，建议将红色、粉色、金色、黄色等温暖、明

快的暖色调作为城市主色系统。在此基础上，进

行色相、饱和度及明度调节，形成丰富统一的城

市色彩环境，从而对人们的情绪和心境带来积

极影响。此外，针对城市家具、雕塑设计，可提升

其生动性与趣味性，配以木材、织物等温暖材

质。在植物景观方面，可利用植物的冬季季相

来丰富整个冬季木本植物单调的色彩环境，如

运用红色枝条的红瑞木、杏树，绿色枝条的锦鸡

儿，白色枝条的白桦，果实为红色的东北接骨

木、南蛇藤、金银忍冬，果实为黄绿色的红瑞木

等，并配置一定的常绿树。相关研究显示，花园

漫步作为一种锻炼形式可在某种程度上有效治

疗轻度抑郁症，是一种国际上被证实有效的康

复景观[20]。针对寒地城市，应尽可能营造冬季季

相景观丰富植物与散步道相结合的景观空间

环境，并积极通过植物配置来降低城市噪音、粉

尘、不合理的人工照明对居民的干扰影响[20]。在

冰雪景观方面，在城市广场、街道及住区游园设

立冰雕、雪雕以营造地域特色景观，结合活动场

地为居民亲身参与雪人等冰雪景观的塑造创造

条件。在夜景观设计方面，通过将建筑物、道路

交通设施、广场公园及行道树树木进行适当的

彩色化灯光装饰，采用暖色路灯灯光，来丰富人

们对寒地城市夜晚的感知，带来温暖舒适的心

理感受。

3.3　促进居民冬季交往健身等活动

交往健身等活动可提升居民机体活动水

平，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消解不良情绪，对

于促进居民的生理及心理健康两个层面均可产

生积极作用。开放空间、活动设施与一定的活动

支持是萌发交往健身活动的关键因素，建议通

过完善可供冬季交往健身的开放空间布局、加

强半室内化冬季活动设施建设及提供丰富的冬

季活动支持3个方面促进居民冬季活动。

通过规划布局可供冬季交往健身的开放

空间，能够吸引居民在寒冷冬季就近到户外进

行适当的活动，增加人际交往的发生机会，提升

冬季健身交往活动的发生频率，促进身心健康。

具体布局策略为：一是完善城市总体层面的开

放空间网络布局，建议串联公园、广场、滨水区

等开放空间，并加强分散式小规模绿地建设，将

开放空间布设于5—15 min（200—800 m）步

行可达范围内，从而形成多样化、广覆盖、就近

可达的点线面结合的开放空间系统，激发居民

在冬季的交往健身。二是围绕不同人群冬季交

往健身需求的开放空间重点布局，针对长期处

于室内的“久坐型”上班族，可在办公区内部

或周边设置适宜规模的绿地、广场，并安排休闲

锻炼设施，为该类群体创造冬季到户外晨练、散

步、闲逛和交流的机会；针对冬季多在社区内活

动、体质较为虚弱的中老年人及儿童，可布局串

联该类群体冬季频繁使用的日常活动设施的社

区级开放空间，如联系市场、幼儿园、文体活动

中心等设施的小尺度、连通式社区级健身步道，

吸引此类群体冬季走出家门，在进行日常活动

的过程中进行晒太阳、聊天、闲逛等活动。

半室内化活动设施具有生动活泼、趣味盎

然、舒适度高的场所特性，既可以满足居民冬

季活动需求，又可凭借阳光、花草、树木等自然

要素的引入形成愉悦自然的心理感受，具有较

强的冬季活动适应性[15]。寒地城市应规划建设

富有吸引力并适于冬季活动的半室内化活动

设施，包括城市层面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冬季花

园、室内商业街、主题餐厅、空中连廊以及住区

层面的社区中心、暖房、临时帐篷等，以弥补冬

季活动场所的缺失，促进冬季居民集会、健身、

游乐、休闲、购物等多种活动的发生，增加从事

休闲交往活动的时间与频率，为寒地城市居民

保持适量活动、愉悦身心和促进社会交往创造

条件。 

此外，必要的冬季活动支持有利于营造欢

图3　冬季户外环境安全舒适性增强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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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泼的城市空间氛围，吸引人们驻足流连，自

发参与，在增强体能活动的同时舒畅心情，亦

能提升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建议从两个层次

增强冬季活动支持：一是对冬季冰雪活动的支

持，融合寒地城市特有的冰雪文化，结合城市

公园、广场、社区游园以及郊外开放空间，提供

丰富的空间类型，大力开展滑冰、滑雪、冰上雪

橇、爬犁等雪上赛事活动；二是对冬季文艺表

演类活动的支持，结合文体商业建筑的橱窗、

室外屋檐、门廊等灰空间，开展文艺表演等活

动，还可举办冰雪主题的摄影、绘画、展览等活

动，引导居民外出寻觅冬季美景，陶冶情操，同

时增进社会交往。

4　结语

地域气候特征使寒地城市在“健康城市”

规划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冬季公众

健康视角出发研究寒地城市空间规划策略，对

于提升寒地城市空间品质、提高居民冬季生活

健康水平、实现寒地城市人居环境的健康可持

续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寒地气候对冬

季公众健康的影响特点，综合考虑寒地城市空

间规划对冬季公众健康的作用方式，从生理健

康及心理健康层面采取规划策略，能够为促进

寒地城市漫长冬季内的公众健康、营建寒地“健

康城市”提供支撑与指引，进而提升寒地城市

的人居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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