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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兰州范坪热电厂景观规划设计
刘依林，韩  蓉 *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更新成为当下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随着工业转型升级，城市中既存工业用地的景观

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笔者以兰州市西固区范坪热电厂为例，因其位于三区交界地带——区域更新地带，故以该工厂进行规划及景

观设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该工厂内部现状进行了调研及前期分析，以工厂的功能需求、景观需求、生态需求

及厂区职工行为需求为出发点，旨在设计营造一个和谐有序、分区明确而充满互动性的“绿色工厂”，使受用人群享受到更加人

性化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以期助推区域发展，助力良好城市风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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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基于我

国新时代下对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发展

的客观过程，同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 [1]。如今，

城市更新进入由增量向存量、由速度向质量转化的时期 [2]。过去，

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及未来城市发展要求，尤

其是我国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 [3]，许多工厂

面临搬迁的窘境。因此，当城市增量发展的同时，以工业用地

为主的存量空间应得到有效的处理，而成为对城市风貌、城市

生态有利的存在。而在城市更新中如何释放土地潜力，这一问

题的核心在于人，即如何在存量土地的功能更新中满足人的精

神需求，实现人的价值可持续提升，是新时期城市更新实践的

核心特质 [4]。

1  范坪热电厂概况

1.1 区位概况

范 坪 热 电 厂 位 于 兰 州 市 西 固 区 南 环 路 范 坪 村， 是 全

国 唯 一 一 处 坐 落 于 市 区 的 热 电 厂。 场 地 位 于 N36 ° 08 ′，

E103° 68′，是兰州西固区最东端，处于西固区、七里河区、

安宁区的交界地带。场地位于南环路北侧，紧邻兰新铁路南侧，

兰新线向北则为国道西津西路，场地南侧隔沿山交通干道即为

范家坪村。工厂区距七里河区新开发用地——兰州奥体中心直

线距离约 950m，距深安黄河大桥约 1800m。

与发达地区城市更新的存量发展模式不同，西北城市以兰

州市为例，其发展还处于增量开发与存量更新两种方式并重的

发展阶段 [5]。而兰州市西固区以作为老工业区为名，在城市更

新过程中应更加注重通过改善老城区等地的居民生活环境质

量，以提升城市整体发展品质。可以通过规划设计增加绿地和

开敞空间等，进而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6]。

1.2 场地现状

场地占地 643hm2，规划面积约 531hm2，海拔约 1500m，

整体地势平坦。东西向南侧宽约 460m，北侧最宽约 740m，南

北向长约 600m。根据实地调查，场地北部向北视野较为开阔。

（1）建筑、设备及构筑物

场地现有厂房、机组设备等，总占地面积约 9.0hm2（89960m2）；

办公建筑及其附属构筑物、场地，总占地面积约 1.3hm2（13300m2）。

建筑物、构筑物多为大型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加之厂房

建筑布局集中以及场地的限制，分析认为对建筑周围景观的

设计空间较小，应结合建筑及构筑物所需的空间范围进行合理

绿化。

（2）种植情况

厂区内植物分布及配植情况，在生活区和办公区周围，行

道树构成道路绿化骨干，配以植物组团、植坛等形成植物景观；

大型建筑及构筑物四周，主要种植乔木作为行道树来分隔空间；

种植低矮型常绿乔、灌木对冷凝塔周围区域进行绿化；休闲经

济园区则在疏林草坪中自然式种植各类乔灌木围合园路，并集

中种植经济树种，形成采摘园。

（3）空间及交通

厂区共由五大功能区组成，入口位于场地西南角，紧邻南

环线。场地南部由西向东为生活区和办公区，场地中部由西向

东依次为经济游园区、厂房集控及设备区，场地北部为储煤及

护坡区，顺势放坡而下至二层台地为储煤区，向北继续放坡至

工厂边界，紧邻兰新干线。

厂区南端两侧的两条东西向和贯穿中部的四条南北向的一

级主路形成交通骨架，各区以若干二级、三级道路贯穿。整体

呈东西有序分隔、南北贯穿的垂直方式交叉连接。

基于对场地的实地调查及分析，笔者认为就工厂北侧景观

来说，属于水土保持和山体修复的范畴，本次设计重点为厂区

内部景观规划设计。根据调研得出，该场地植物种类较多，不

同地块的植物种植形式选择空间大，可在规划的基础上对局部

进行景观设计，提升厂区整体景观，同时形成景观特色。

2  范坪热电厂的景观规划设计策略

2.1 规划设计原则

（1）系统性

从厂区自身看，工业厂区也是一个有机复合的整体，对

工业厂区的空间重构应注重工厂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7]。

以功能为分区依据，既包括物质空间的重构，还应处理好非

物质要素之间的整合，以及厂区内物流、人流等因素，合理

组织各区之间、各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等要素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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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地制宜

工厂规划设计要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环境条件进

行合理改造。厂区应结合工业类型及实际污染情况，选择合适

的植物种类，结合植物布局和造景原则，从而达到较优的工厂

规划与景观设计效果。

（3）以人为本

现厂区规划的活动区包括生活区、经济游园区等，通过景

观设计，要能为工厂内部职工提供室外活动场地。工厂规划合

理有序保证物流、人流通畅，植物景观配置既要营造植物景观，

也可对工厂内的噪声、污染等起屏障作用。故在规划时，要注

重植物的功能区划分作用和绿化覆盖情况，同时，借助抗污染

植物及环保性材料等，尽可能减少各类污染的传播。

3.2 规划设计策略

（1）全局规划

范坪热电厂内部应分区合理，路网分级明确，通过厂内主

要建筑物、构筑物来形成以功能性为主的景观布局。在此基础

上，将工厂由南至北依次分为厂前、厂中、厂后区，再进行工

厂前、中区内的二级功能区域划分和场地设计，至此形成厂区

全局规划。

（2）局部设计

根据调研情况，分析认为在景观设计上具有较大空间的场

地有三处，分别为厂区西侧的休闲经济园区、入口处配电站西

侧生活区的休闲娱乐场地，以及办公区南侧绿化带路段。

休闲经济园区主要承担经济作物种植与休闲观光的作用，

植物景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易受季节影响。此外，还有经济园

区遮阴树木较少、无可停留的休息设施、距办公区较远等问题。

通过增加遮阴树种占比，利用具有观赏特性的树种结合景观建

筑、构筑物的修建，既可增加其场地使用率，还可形成工厂特

色景观。游园、球场等共同组成生活区的室外运动及休闲场地，

存在景观效果不佳、裸露土地较多的现实问题，同时会导致使

用人群产生因主观因素而降低使用意愿，故应从使用需求角度，

为职工打造“可参与性”场地。办公区南侧绿化路段，通过植

物造景、配置兼起隔离道路与配电站的作用。调研分析认为，

可充分利用该绿地种植区突出绿化带植物景观效果，还需考虑

人车分流。此外，南侧墙体建议增加垂直绿化，以最大化地发

挥植物的生态效益。

此外，储煤区，即为最北侧共三级台层形成的护坡地带。

由于地势较陡，且主要通过传送带运输燃料，导致该地带不易

直接进行景观营造，应归属于山体修复方面，侧重于通过生态

手段加强坡面植被覆盖率，也可阻止煤灰传播，减少污染。

3  范坪热电厂规划设计方案

3.1 总体规划

范坪热电厂分为厂前、厂中、厂后三大基本区，在此基础

上分别对各区进行功能分区，即以工厂主要功能需求和职工行

为为主导，进行区域划分。各区通过一级道路串联，各区内设

置二、三级道路。在各区功能明确的基础上进行植物布置与造

景、景观建筑的设计等，从而共同构成工厂规划图。

3.2 规划分析

（1）功能分区

依据功能划分，共划分为五个功能区，即休闲生活区、办

公区、集控厂房及设备区、休闲经济园区、储煤及护坡区。其

中以集控厂房及设备区、放坡及储煤区的建筑形成电热厂的主

体建筑景观；而休闲经济园区、休闲生活区和办公区则展现以

植物配置为主的绿色生态型景观。其中，主要对后三区进行景

观设计，是为厂区职工提供休闲娱乐和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

图 1  总平面图

（2）交通流线

工厂内一级道路构成呈现“三区四线四路”的布局形式。“三

区”即南区、中区和北区；“四线”即环绕和划分“三区”的一

级主干道，由南至北依次为提升一路、提升二路、提升三路和

提升四路，且均为双向车道，宽约 8 米。“四路”则贯穿中区，

以连接南北两区，同时划分了经济园区与集控厂房及设备区，

与“四线”共同构成工厂运输系统。总体来看，工厂内部的主

干道具有较强的连通性与直达性。

3.3 场地设计

（1）休闲经济园区

休闲经济园区位于厂区西侧一矩形地块。种植经济树种，

如山楂树与边缘树种，以日本红枫、白玉兰、黄栌等为名，兼

具休闲游憩的主体功能。对该地块，需最大程度上保留原始树

种，再以增强整体景观互动性、打造特色景观为目的进行规划

设计。首先为保证交通的可达性，采用直线交叉的方式在园内

布置游步道，同时为满足使用人群停留或慢行的需求，设计一

个圆形中心广场，广场由廊桥一体化的景观建筑所环绕，再向

外则环绕弧形景墙与三级游步道。

设计廊桥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从体验的角度参与到新公园

中，通过给场地中的流通和停留路线，提供另一种视角。最后

到达最外层，即由直线分隔出的草坪地块，但并非让人一眼望

穿，而是通过不同的植物造景形式布置空间，使人仿佛重返自

然。从整体来看，该区景观要素层层深入而又层层抽离，兼具

景观、生态与功能效益。

该场地功能分区明确，共由三大部分组成：占全园面积约

三分之一的山楂采摘园、中心广场区和休闲漫步区。前者提供

种植、观赏、采摘等活动，后二者则提供停留、聚集、观赏、

漫步等活动。

园内道路布局明确，在满足各来向人群的行为意愿的前提

下，将多条二级园路倾斜交叉，满足各条主路上人群的进入使

用，可更加直接和快速地到达目的地。同时为满足景观的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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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多样性，以广场为中心，设计横向与竖向兼具的多层次活

动空间，形成慢行系统。此外，停车场位于场地最北边，形式

更具融合性，且直达性良好。

（2）休闲生活区

该区位于工厂靠近入口位置，由中心休闲草坪、篮球场、

停车场等共同组成，外围以绿化带分隔空间。整体设计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植物景观营造良好的游憩空间。篮球场

为工厂职工在休息之余提供活动和运动的场所。

（3）绿化带道路景观提升区

该绿化带设计位于提升一路的东部路段两侧，提升一路是

工厂主要交通道路。路北以绿化带景观为主，借助本土植物形

成自然式植物景观，加之考虑到最大程度上实现人车分行，故

设置三级游步道于绿化带中，同时快、慢道路系统分行而置。

道路右侧以垂直绿化为主，避免墙体景观单调和不美观，同时

也最大化地利用了现有界面来增加“绿化量”。

4.3 种植设计

（1）设计原则

1）以不同功能区需求为依据，在不同功能分区中的植物

配置方式、种类等有明显差异，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根据

植物的生态习性、观赏特性进行选择。

2）以乡土树种为主，外来树种为辅。在杨、柳、槐等基

调树种的基础上，配植其他具有观赏价值的树种如白玉兰、山

桃、红枫、紫叶李等，生态效益高，且便于养护，可以适当增

添外来树种，丰富植物多样性。

3）选择具有抗污染树种，如黄杨、槐树、杨树、黄刺玫、

珍珠梅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阻滞尘埃、吸收有毒气体、补充

氧气、净化空气的作用。

4）注重小环境气候营造，选用涵养水分、防风固沙、调

节温湿度功能较强的树种。

5）在满足横向分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乔、灌、草，并

进行合理搭配，打造景观丰富的竖向空间。

6）加强经济树种的培育，如山楂种植园，提供采摘活动；

注重边缘树种的培育与栽植，如玉兰、日本红枫、大叶女贞等，

重在挖掘其观赏价值与生态效益。

7）因“地”制宜，结合风向及项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

考虑在污染场地的下风向拦截污染物。运用植物景观手段，就

是可在污染场地下风向设计种植有高、中、低三层植物的防护

林 [8]，可对污染物起到一定的拦截作用。植物可首选杨柳、松

柏类树种。

（2）分区设计

厂前区，即整体规划中的南区，以道路绿化带的植物景观

为主。布局形式为规则式控制全局、自然式植物景观。乔、灌、

草共同构成绿化带内外景观及中上层景观。其中以黄杨、女贞、

小檗类灌木和彩叶小乔木形成中层及外部植物景观，以圆柏、

雪松、悬铃木、垂柳等大乔木形成上层及内部植物景观。

经济园区，因其主要功能为休闲、聚集、采摘，故根据其

功能及整体设计，在植物种类的选择上，分别对应为常绿及落

叶乔木、观叶类乔木和经济树种。

厂房设备区，植物景观以行道树结合绿篱的形式呈现在厂

房区四周，以分隔厂房两侧空间，同时不能妨碍管道、运输通

道等构筑物的正常使用。在生态特性上，以耐阴树种为主。

放坡区，即护坡区，以水土保持为主。通过混凝土做框格

防护护坡，框格内部植草。主要作用是防止水土流失、固土护坡。

5  结语

兰州范坪热电厂的规划设计，是在兰州市区域更新的背景

下，对其以功能分区为依据、以使用人群行为需求为导向而进

行的全局规划与局部设计，在有序和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强调自

然属性，力求最大化地利用建筑及构筑物外的场地和竖向空间；

充分考虑使用人群的行为及心理需求，打造一个供人长期于厂

内工作与生活的工业园区。

通过合理的道路和植物布局，将厂区划分为五大功能区，

为休闲生活区、办公区、厂房及设备区、休闲经济园区、储煤

及护坡区。其中对休闲经济园区、休闲生活区和办公区部分进

行必要的景观设计，对厂房及设备区、储煤及护坡区进行必要

的绿化保护与覆盖。

合理的规划与景观设计，使几大功能区相互配合又互不干

扰，将原有的“工作与生活互不干扰”提升到“工作生活两不误”。

将生态、社会、经济价值共同融于工厂，体现具有人性化的公

共活动场地。只有将“人”的活动充分考虑于场地之内，才能

真正促进以人为本质的主体区域的发展，即回到如何释放土地

潜力——城市更新的核心特质上。当人居环境能够最大程度地

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实现人的价值的可持续提升时，城市才可

稳定且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而城市更新在景观设计中的若干环

节，更是需要我们找准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进行整体规划

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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