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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导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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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落实益阳市整体规划，提高益阳市规划

环境品质，提升城市建筑文化品味，弘扬城市

形象特征，围绕加强城市建筑风格的规划管理，

实现控制和引导益阳市建筑风格标准化、规范

化和法制化，按照益阳市“益阳传统、时代精品”

的城市总体要求，遵循“经济、美观、实用、

特色”的原则，特编制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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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益阳城市总体形象定位及益阳城市人文性格，益阳总体建筑风貌以现代温雅、闲适浪漫为主

题。同时通过对益阳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挖掘与演绎，并结合 “住宅公建化、结构塔式化、立面简洁

化、线条竖向化、色彩淡雅化、顶部收分化”的未来建筑发展需求的六化，提出“新益阳风”的总体

建筑风貌定位。

1.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新 益 阳 风

精巧收分的顶部

飘逸柔美的曲线

挺拔简洁的立面

镂空通透的外观

细腻变化的材质

淡雅丰富的色彩

轻巧组合的体量

自由灵活的布局

精巧收分的顶部

飘逸柔美的曲线

挺拔简洁的立面

镂空通透的空间

织壁演绎的外观

细腻变化的材质

淡雅丰富的色彩

传统地域符号的重构

生态绿色的空中花园

可提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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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 精巧收分的顶部

 缘起：历史上益阳富足的生活使得器物和建筑都趋于精致细腻，

如精美的竹编、建筑雕栏，也包括对于屋顶形式的极致追求。

如永锡桥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而现代建筑向高层发展之后，

其屋顶的重要性更加彰显，体现城市风貌特色屋顶，特别是高

层建筑屋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目标：构造一个精巧的顶部，可使整个建筑更加精彩富于活力，

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突出益阳建筑风貌精致精美的特色。

 措施：控制建筑顶部的处理手法以及相应的文化符号细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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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 飘逸柔美的曲线

 缘起：益阳是一个闲适、浪漫之城，有别于北方城市的

粗犷，也有别于省会城市的宏大。在建筑的表达上，应

多采用体现温润、浪漫见长的曲线。

 目标：适度鼓励在建筑形体、立面、平面等部位采用曲

线，在端庄的前提下体现浪漫和飘逸。

 措施：控制建筑平面或立面曲线占比，以达到建筑形体

的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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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 挺拔简洁的立面

 缘起：益阳的城市发展加速，城区范围迅速扩张开来，对于新区而言，没有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

但有高强度开发的压力，高层建筑是必然趋势。对于高层建筑的风貌，不能拘泥于益阳过去的历史，

应该更多着眼于未来以及现代建筑本身的特性，融入益阳传统建筑轻盈精巧的精神。

 目标：高层建筑的立面力求竖向化、简洁化，体现挺拔俊秀的气质。

 措施：控制建筑单体高度，以及建筑高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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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 镂空通透的外观

 缘起：现代建筑如何体现文化传承，是益阳城市建筑风貌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通过建筑立面的处

理，可以把传统镂空花格窗和精装饰的改造转译到现代建筑之上，在成本控制和立面效果之间权衡，

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目标：将传统镂空花格窗和精装饰的改造转译到现代建筑之上，结合底层透空等形式使建筑更加精

致、通透、轻盈。

 措施：文化符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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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 细腻变化的材质

 缘起：一个城市的建筑风貌形成是复杂的，以往的城市设

计更加注重城市的整体空间以及建筑的高度体量，忽视了

建筑材质对于人们直观感受的影响。

 目标：细腻变化的材质令建筑更加具有亲和力与美感，结

合地域文化和时代发展需要，选择适宜的材质搭配。

 措施： 建筑材质控制、建筑色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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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 淡雅丰富的色彩

 缘起：与建筑材质类似，建筑色彩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益

阳的建筑色彩从环境地理、人文风俗、传统建筑、现状建筑等

方面来看，整体以淡雅、和谐的中高明度、低纯度色彩为城市

主色调。

 目标：高明度、低纯度的建筑基调，选自南方特色的石砖木瓦

等自然材料的本色，使建筑色彩清新而又丰富。

 措施： 建筑色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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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建筑风貌控制要素

新
益
阳
风

精巧收分的顶部

飘逸柔美的曲线

挺拔简洁的立面

镂空通透的外观

细腻变化的材质

淡雅丰富的色彩

总体建筑风貌定位

控
制
要
素

1 建筑高宽比控制

2 建筑曲线占比控制

3 建筑材质控制

4 建筑色彩控制

5 文化符号控制

6  建筑细部控制

总体建筑风貌控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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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建筑风貌控制要素

1） 建筑高宽比控制：塑造建筑挺拔轻盈的感觉

 高层建筑以点式为主体，体现挺拔效果，多层建筑以板式横向延展为宜，比例适中，体现挺拔简洁

的立面效果。

H＞80m

54m＜H≤80m

36m＜H≤54m

24m＜H≤36m

H/L≥2.5:1

H/L≥1.8:1

H/L≥1.0:1

H/L≥0.5:1

高层连续面宽过大体量笨拙 高层以点式为主体量适中

2） 曲线占比控制：塑造建筑柔美感受

 公建类建筑：多层以及高层裙房部分可做曲线，曲线可占建筑标准层平面周长10%-30%，或曲面占

建筑立面的10%-30%，高层部分以竖向挺拔感为主。住宅阳台曲线长度至少占整个阳台周长的30%。

住宅阳台曲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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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建筑风貌控制要素

3 )  材质控制要求：根据材质库，控制区域必选的建筑

材料以达到建筑基调的协调

 充分利用各种符合地域性、生态化、可持续要求的建

筑材料，体现城市地域文化和时代发展的特征。

 建议采用石材、面砖、木材、涂料、金属板等多种材

料，建筑主立面应从建议材质库中选用至少三类材质。

4 )  色彩控制要求：控制建筑的主色调、辅

色调、点缀色，达到建筑色彩淡雅丰富化

 高明度、低纯度的建筑基调，优先选用

南方特色的石砖木瓦等自然材料的本色。

 主色调统一，以高明度、低纯度的浅色

系为主要基调，辅以褐色、黑色点缀。

石材

面砖

木材

涂料

金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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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建筑风貌控制要素

5 )  文化符号提炼：对传统及地域建筑符号进行时尚化提炼，使得地方特色得以传承

 通过对益阳建筑的调查研究，提取传统民居和特色建筑中花窗、外廊、屋檐等建筑构件中的常见元

素，引导新建历史风貌建筑恰当选用，塑造具有益阳地域风情的建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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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建筑风貌控制要素

5 )  文化符号提炼：对传统及地域建筑符号进行时尚化提炼，使得地方特色得以传承

基
本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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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建筑风貌控制要素

6 )建筑细部精致化：底层柱廊/轻薄檐口/屋顶收分等控制要求达成建筑的细腻精美

 结合传统文化符号对建筑局部进行细微雕琢能使建筑显得更有内涵和神韵。

 顶部造型要生动：注重建筑顶部造型即第五立面设计，要求高低错落有致，形象生动灵活。不应出

现大片平直死板的平屋面；坡顶需注意屋顶本身的长宽高尺度与比例，要轻盈化。

 单体建筑第五立面宜采用的形式，根据其所在风貌控制区基调与城市轮廓线要求而定。

 建筑底部不做大面积石材，需增加架空柱廊，体现建筑轻盈、通透的特点。

建筑底部可做架空柱廊及镂空花格，不做大面积石材，体现建筑轻盈、通透的特点。

建筑顶部要精巧收分，不应出现大片平直死板的平屋面；坡顶不应显得庞大，笨重，要轻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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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襟江带水、山环水抱”，长期受到梅山文化与洞庭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建筑文化。现代益阳的建筑特色应当以本地特有的建筑文化为精髓，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中

“青瓦顶、花格窗、封火墙、穿斗架、灰白色”的独特工艺和技术传统，展现博大精深的文化

内涵；同时在此基础上应鼓励锐意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建筑形式，逐步形成独具地域特征和时

代精神的建筑特色。

本次建筑风貌分类控制导则主要通过对历史风貌建筑、商业商贸建筑、商务办公建筑、居

住生活建筑、教育医疗建筑和工业产业建筑等六类建筑提出控制要求，引导益阳形成整体协调

统一，局部特色凸显的城市建筑特色。

历史风貌建筑 商业商贸建筑 商务办公建筑

居住生活建筑 教育医疗建筑 工业产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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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口装饰花窗

二层轻盈木构

特色拱券撑墙（街巷入口）天井院落入口

24m

特色微曲山墙统一店招牌匾

1.历史风貌建筑

• 建筑布局应尊重原有城市肌理，采用纵向多进天井的布局模式，体量和尺度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 建筑形式宜采用坡屋顶形式，通过屋顶朝向、大小、进退变化形成丰富的建筑层次。

• 建筑首层沿街立面宜采用清水砖墙材质并注重通透性，二层及以上建议多采用轻盈的木质构造。

• 建筑细部应加强运用花饰外廊、镂空花窗等特色设计手法和传统工艺，立面构件和符号应提取本地

传统的建筑元素。

• 建筑色彩以亮灰、砖灰及赭木色为主导。

• 历史街区及周边协调区新建、改建、扩建应参照本导则的控制要求。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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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生活建筑

• 建筑布局应形成高低、大小、进退变化，塑造丰富的城市轮廓线，避免出现大面积同一高度的建筑

组群。

• 建筑立面通过造型变化、细部处理和色彩搭配，形成丰富宜人的视觉效果。

引自：重庆长嘉汇

引自：苏州绿地海域乾唐墅

引自：温哥华chesencreek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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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商贸建筑

• 建筑风格：商业商贸建筑可采用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多种建筑风格，烘托商业氛围。

• 建筑色彩：商业商贸建筑鼓励多元化的色彩搭配，提供富有活力的商业体验。

• 商业界面：商业街区应统一各商业界面的高度、面宽、形式，并考虑广告、店招牌匾的统一设置。

引自：德国杜伊斯堡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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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务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轮廓的重要元素，应展现一种简洁、大气、经久不衰的城市形象。

引自：迈阿密l丽兹卡尔顿酒店引自：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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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务办公建筑

• 现代风貌：多层办公建筑风格多元化，建议多采用造型简洁现代，端庄典雅的办公建筑。

引自：波士顿某办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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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曲山墙

装饰屋檐

装饰外廊

顶部轻盈构造

项目组原创

4.商务办公建筑

• 传统风貌：多层办公建筑色彩上与周边历史区域协调，建筑立面传承历史区域特色的装饰符号及元

素（微曲元素、凤凰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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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医疗建筑

• 教育建筑是展现城市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应体现所在区域的地域特点及标志性。

• 教育建筑应创造性的吸取具有地域性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符号，作为引领周边地区建设的重要参考。

益阳市龙洲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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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医疗建筑

• 医疗建筑应展现严谨、细腻的风格特征，立面简洁、规整，整体风格现代。

• 医疗建筑以三段式平屋顶为主，创造性的吸取地域性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符号。

引自：密尔沃基哥伦比亚圣玛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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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建筑

• 工业厂房建筑空间布局在考虑实用、经济、美观的前提下，应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

• 工业厂房建筑整体形象应体现轻盈特征，可采用网架结构及大面积浅色玻璃幕墙。

• 鼓励使用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及创新轻巧的建筑构造，展现产业新区的时代特征及轻盈、淡雅的城

市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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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美国斯坦福市苏格兰皇家银行总部

6.工业产业建筑

• 鼓励使用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及创新轻巧的建筑构造，展现产业区的时代特征及轻盈、淡雅的城市

建筑文化。

• 研发办公建筑鼓励运用绿色生态，节能环保的建筑技术及构造（绿色屋顶、绿植墙面、光电技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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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

• 整体建筑色彩定位清新淡雅、温馨浪漫。应控制建筑主色调、辅色调、点缀色达到建筑色彩淡雅化

与丰富化。

• 以中高明度、中低彩度色系作为建筑主色调，宜选用南方石砖木瓦等材料自然本色，辅以褐色黑色

点缀。

• 遵循单体色彩原则，一栋建筑立面颜色宜二至三种，一条连续街道立面色彩不宜小于五种。

• 建议采用石材、面砖、木材、涂料、金属板等建筑材料，建筑主立面应至少选用三类材质，以达到

建筑材质细腻丰富。

• 充分利用符合地域性、生态化、可持续要求的各类建筑材料，体现城市地域文化和时代发展特征。

• 对城市建筑色彩分六类片区进行引导控制。

1. 历史风貌片区

2. 居住生活片区

3. 商业商贸片区

4. 商务办公片区

5. 教育医疗片区

６.工业产业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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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风貌片区

• 历史风貌建筑较集中的片区，新建、改建及扩建项目的建筑色彩必须与片区内特定的代表性建

筑（群）的色调风格相协调。

• 应在工艺、质感等方面沿袭传统风格，鼓励清水砖墙及清水饰面墙，局部配以木材、石材等自

然乡土材质。

• 墙面以清水灰砖、白墙及赭色木材为主导，历史风貌建筑不宜采用红砖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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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扬州虹桥坊

1.历史风貌片区

• 历史风貌建筑的材质选择，色彩选择要充分尊重所在历史风貌区的建筑风格，并与之协调。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赭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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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扬州虹桥坊

1.历史风貌片区

• 改建、扩建的历史风貌建筑的材质选择与色彩选择要充分尊重所在历史风貌区的建筑风格，并

与之协调。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赭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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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风貌片区

• 改建、扩建的历史风貌建筑的材质选择与色彩选择要充分尊重所在历史风貌区的建筑风格，并

与之协调。

• 主要色调：砖灰 亮灰 赭木色

• 引自：成都远洋太古里



建筑色彩控制导则 THE CONTROL GUIDELINES 
FOR BUILDING COLOR

37

2.居住生活片区

• 高层居住建筑立面应简洁、现代，可采用石材、涂料及幕墙等材料，避免使用面砖 。

• 主要色调：亮灰 暖黄

引自：新加坡丽敦豪邸引自：天津津澜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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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生活片区

• 建筑立面应采用高明度，中低彩度的现代材料，选择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建筑风格。

• 主要色调：亮灰 暖黄

引自：泰国Blocs住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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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生活片区

• 多层居住建筑以现代风格的平屋顶建筑为主，立面设计简洁、现代。

• 主要色调：砖红 暖黄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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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2.居住生活片区

• 多层居住建筑采用简约风格的坡屋顶建筑，注重外廊构造及本地装饰符号的运用。

• 主要色调：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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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生活片区

• 多层建筑采用灰白色系的新中式风格建筑，运用坡顶出檐或山墙构造的屋顶形式，立面传承本

地特色建筑构造及装饰符号。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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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生活片区

• 滨水低层居住建筑宜呼应湖区建筑特点，以水乡特色的亮灰、砖灰为主色调，适于老城历史风

貌区低层建筑。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引自：杭州万科未来城-桂语里 杭州万科未来城-桂语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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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苏州绿地海域乾唐墅

2.居住生活片区

• 沿山低层居住建筑宜呼应山区建筑特点，以山体土壤的砖红、暖黄为主色调，并加强装饰性木

构的使用。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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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波特兰某商业中心

3.商业商贸片区

• 现代风貌：建筑立面建议采用铝板、石材及适当的玻璃幕墙，展现简洁、现代的立面形象。

• 主要色调：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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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爱尔兰新布里奇 Wihtewater购物中心

3.商业商贸片区

• 现代风貌：建筑立面建议采用铝板、石材及适当的玻璃幕墙，展现简洁、现代的立面形象。

• 主要色调：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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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武汉新天地

3.商业商贸片区

• 传统风貌：商业商贸建筑呼应传统建筑色彩，并传承其特色的建筑构造及装饰纹样，营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商业街区。

• 主要色调：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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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成都远洋太古里

3.商业商贸片区

• 传统风貌：商业商贸建筑呼应传统建筑色彩，并传承其特色的建筑构造及装饰纹样，营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商业街区。

• 主要色调：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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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务办公片区

• 建筑色彩以暖黄色为主导，体现时代感

及现代化气息。

• 主要色调：暖黄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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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旧金山某办公项目

4.商务办公片区

• 建筑色彩以暖黄色为主导，体现时代感

及现代化气息。

• 主要色调：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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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4.商务办公片区

• 建筑色彩以亮灰色为主导，体现时代感

及现代化气息。

• 主要色调：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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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法兰克福某办公项目

4.商务办公片区

• 建筑色彩以亮灰色为主导，体现时代感

及现代化气息。

• 主要色调：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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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务办公片区

• 建筑色彩以亮灰色为主导，体现时代感

及现代化气息。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天津中国银行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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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医疗片区

• 要求新建及改、扩建项目的建筑色彩应与片区内整体环境相协调，建筑颜色不得采用大面积纯

色或深色。

• 充分利用各种符合地域性、生态化、可持续要求的各类建筑材料，体现城市地域文化和时代发

展的特征。

• 色彩选用亮灰、砖红、暖黄色系，主要色调以两色搭配组合，剩余色系作为点缀装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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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医疗片区

• 教育建筑的材质、色彩选择要充分尊重所在地区的建筑风格，并与之协调。

• 主要色调：暖黄 亮灰

引自：美国某中学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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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墙面

5.教育医疗片区

• 教育建筑的材质、色彩选择要充分尊重所在地区的建筑风格，并与之协调。

• 主要色调：暖黄 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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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墙面

5.教育医疗片区

• 教育建筑的材质、色彩选择要充分尊重所在地区的建筑风格，并与之协调。

• 主要色调：暖黄 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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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医疗片区

• 教育建筑可运用源于本土的红砖材质、搭配装饰亮灰色系，体现校园的朝气活力及人文气息。

• 主要色调：砖红 亮灰

益阳湖南城市学院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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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康雅医院

5.教育医疗片区

• 医疗建筑应以现代地域材质为主，选择高明度，低彩度的中性色彩组合，营造温和、明快的建

筑形象。

• 主要色调：暖黄 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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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医疗片区

• 医疗建筑应以现代地域材质为主，选择高明度，低彩度的中性色彩组合，营造温和、明快的建

筑形象。

• 主要色调：暖黄 亮灰

引自：某医院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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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医疗片区

• 医疗建筑应以现代地域材质为主，选择高明度，低彩度的中性色彩组合，营造温和、明快的建

筑形象。

• 主要色调：暖黄 亮灰

引自： 美国德州医学中心SOM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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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建筑立面宜选用中、高明度的现代材料，以亮灰、暖黄色系为主色调，减少低明度深色材质的

使用。

• 工业产业建筑主体色彩不应超过两种，可选用同一色系差异材质搭配组合，强调与自然景观色

彩的视觉对比。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美国某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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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工业厂房建筑以现代风格为主导，注重经济、实用、美观，立面可采用轻质的环保板材及新型

节能材料。

• 主要色调：亮灰 暖黄

引自：德国博世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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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工业厂房建筑以现代风格为主导，注重经济、实用、美观，立面可采用轻质的环保板材及新型

节能材料。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丹麦VILA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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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工业厂房建筑以现代风格为主导，注重经济、实用、美观，立面可采用轻质的环保板材及新型

节能材料。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新泽西BMW北美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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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工业厂房建筑以现代风格为主导，注重经济、实用、美观，立面可采用轻质的环保板材及新型

节能材料。

• 主要色调：亮灰、暖黄

引自：丹麦VILA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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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建筑立面宜选用中、高明度的现代材料，以亮灰、砖红、暖黄色系为主色调，减少低明度深色

材质的使用。

• 建筑立面可加大浅色玻璃材质的使用，局部可点缀装饰现代木构。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红 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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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采用亮灰色系节能环保材料，搭配体现科技感的建筑构造，整体建筑风格简洁、

现代。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瑞士微软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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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采用亮灰色系节能环保材料，搭配体现科技感的建筑构造，整体建筑风格简洁、

现代。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瑞士雀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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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采用亮灰色系节能环保材料，搭配体现科技感的建筑构造，整体建筑风格简洁、

现代。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美国某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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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采用亮灰色系节能环保材料，搭配体现科技感的建筑构造，整体建筑风格简洁、

现代。

• 主要色调：亮灰

引自：美国某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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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上海创智天地

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宜加大浅色玻璃幕墙的使用，营造轻盈、通透的建筑形象。

• 主要色调：亮灰 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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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宜加大浅色玻璃幕墙的使用，营造轻盈、通透的建筑形象。

• 主要色调：亮灰 暖黄

引自：美国休斯顿某企业总部



建筑色彩控制导则 THE CONTROL GUIDELINES 
FOR BUILDING COLOR

73

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局部可点缀装饰现代木质构造，增加产业建筑的亲和力。

• 主要色调：亮灰 暖黄

引自：英国巴灵顿某办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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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产业片区

• 研发办公建筑局部可点缀装饰现代木质构造，增加产业建筑的亲和力。

• 主要色调：亮灰 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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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高度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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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益阳城区山边、水边、公园边、历史街区周边建筑高度提出管控要求，划定三边控制线范围，

促进形成整体美观，富有地方特色城市天际轮廓线。

对控制范围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天际线等进行控制引导。

河流湖泊控制线

山岭山峰控制线

城市公园控制线

图 例

奥林匹克公
园

秀峰公园

梓山湖公园

清溪河公园

云雾山

会龙山

庙
山

桐子坡山

烂竹山

白马湖公园

资阳文昌公园

梓山湖

资江

秀峰湖
志溪河

兰溪河

清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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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山地区

• 控制范围主要针对庙山、会

龙山、云雾山、桐子坡山、

烂竹山等主要山体。

• 山体控制线以外200米范围

为近山建筑控制区，严格控

制建筑高度体量，避免遮挡

全部山体；

• 山体控制线以外500米范围

为近山建筑协调区，引导建

筑高度，保证至少1/3高度的

山体部分可见。

500m近山建筑协调区，

保证1/3的山体可见

200m近山建筑控制区，

避免建筑全部遮挡山体

庙山

会龙山

云雾山

桐子坡山

烂竹山

200
m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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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山地区

• 鼓励多样化的建筑物高度，其布局应顺应山体轮廓，形成丰富的近山建筑天际线。

• 一般建筑高度不得突破山体轮廓；标志性建筑可突破山体轮廓，但须结合环境进行专门设计。

• 近山建筑的体量不宜过大，应结合城市道路和开放空间系统形成多条观山通廊。

平衡山体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建筑轮廓线

建筑制高点

山脊线 √山脊线

建筑轮廓线过于平直

建筑轮廓线

×
鼓励顺应山势的近山天际线

结合城市系统形成多条观山通廊

结合河道形成观山通廊 结合道路形成观山通廊 结合开放空间形成观山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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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保护线

滨湖保护线
滨河保护线

滨河保护线

资江
志
溪
河

100m
建筑高度控制区

秀峰湖

梓山湖

滨湖保护线

滨江保护线

滨河保护线

滨湖保护线

滨河保护线

2.滨水地区

• 滨水控制分为江边、河

边、湖边三种类型，控

制要素主要包括滨水风

貌塑造、滨水通透性控

制、滨水天际线塑造、

滨水岸线控制等。

• 江边：资江

• 河 边 ： 志 溪 河 、 兰 溪

河、清溪河

• 湖边：秀峰湖、梓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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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滨水地区

• 滨江建筑高度控制：资江沿岸建筑高度进行分段控制，沿江区域划分低强度开发区、中强度开

发区、高强度开发区三类。

• 低强度开发地区：应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建筑以低层、多层为主。

• 中强度开发地区：应限制建筑高度，对高度分布进行引导，建筑以小高层为主。

• 高强度开发地区：借助优美的滨江景观，充分挖掘土地价值，同时塑造优美的滨江天际线景

观，建筑以高层为主。

石码头
历史街

区

东门口
历史街

区

龙洲书院—兔子坡
遗址地区

会龙山工业
遗址地区

裴公亭地
区

志溪河口
风情区

青
龙
洲

高强度开发地区 中强度开发地区 低强度开发地区

资 江

资江沿线建筑高度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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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滨水地区

• 滨湖建筑高度控制：滨湖建筑应根据秀峰

湖和梓山湖的特点，分别进行控制。

• 秀峰湖周边建筑以多层为主，鼓励临近湖

面的区域首排以低层建筑为主。秀峰湖西

北方向建筑高度应严格控制，保证自秀峰

湖向会龙山、资江的观景视廊通透。

• 梓山湖周边建筑宜分段进行控制，益阳大

道、龙洲路沿线可进行高强度开发，建筑

高度以高层为主；临湖地区、文化中心、

梓山湖地区应进行低强度开发，建筑高度

以低层、多层为主；其它地区可进行中强

度开发，建筑高度以小高层为主。

·

高强度开发地区

建筑以高层为主

中强度开发地区

建筑以多层、小高层为主

低强度开发地区

建筑以低层为主

文化中
心

佳宁娜
广场

高尔夫球
场

梓山湖

团

圆

路

迎 宾 路

梓湖山
地区

临湖地区

梓山湖周边建筑高度分区示意图

高强度开发地区 中强度开发地区 低强度开发地区

入口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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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滨水地区

• 滨河建筑高度控制：应遵循梯度后退原则，除满足规划及防洪退线外，按建筑与保护范围距离

1:1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相邻三栋超过50米的建筑应避免使用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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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高度控制区100m

梓山湖公园控制线

秀峰公园控制线

资阳文昌公园控制线

白马湖公园控制线

奥林匹克公园控制线

清溪公园控制线

综合公园

体育公园

休闲公园

3.公园广场周边

• 公园边界控制分为综合

公园、体育公园、休闲

公园三类，控制要素主

要包括建筑高度控制和

景 观 视 线 控 制 两 个 方

面。

• 综 合 公 园 ： 梓 山 湖 公

园、秀峰公园

• 体育公园：奥林匹克公

园

• 休 闲 公 园 ： 白 马 湖 公

园、资阳文昌公园、清

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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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园广场周边

• 建筑高度控制：以公园用地边界（围墙）为基准，向外100米为建筑高度控制区。40米范围

内，建筑檐口高度不超过24米；40-100米范围内，建筑檐口高度不超过50米。临近历史街区的

公园周边，建筑高度应首先执行历史街区边界控制要求；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应进行单独设计。

h1≤24m

h2≤50m

40m 60m

100m

城市公园 高度控制区

公园用地边界（围墙）

首排建筑
退线≥8m

鼓励底层设置
商业或公共服务设施

连续三栋高层建筑
应避免使用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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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园广场周边

• 视线通透性：保证公园周边的视线通透性，避免连续板式高层产生屏蔽效应。临公园周边的建

筑高度不大于24米时，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不宜大于80米；建筑高度大于24米时，最大连续面宽

投影不宜大于40米；高层公共建筑宜以点式建筑为主。

• 建筑天际线营造：重视公园周边天际线景观的营造，应避免相邻三栋高层建筑使用同一高度，

通过建筑群体的高低错落，形成和谐美观的城市景观。

h≥24m

连续面宽投影
≤40m

连续面宽投影≤80m

h≤24m

24m

避免产生屏蔽效应，控制连续面宽投影宽度

×

应避免相邻三栋高层使用同一高度

√

通过建筑群体的高低
错落形成天际线景观

塑造优美的城市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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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街区周边

• 历史文化街区特指石码头和东门口两处历史文化街区，控制范围分为历史街区保护范围和历史

街区协调区，保护范围外200米划定历史街区协调区范围。

石码头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区

历史街区

协调区边界

石码头历史文化街区

东门口历史文化街区

东门口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区

历史街区

协调区边界



建筑高度控制导则 THE CONTROL GUIDELINES 
FOR BUILDING HEIGHT

87

4.历史街区周边

建筑高度控制：建筑高度进行分级控制。

• 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2米。

• 历史街区协调区首排建筑（近历史街区）：以低层为主，不宜超过12米。

• 历史街区协调区后排建筑：分段控制，以历史文化街区周边道路中心线为参照，距道路中心线

50米范围内，建筑高度不应超过距道路中线距离的1/2；距道路中心线50米范围以外，建筑高

度应以多层为主，最高不得超过24米。

12m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街区协调区

20m

50m

3m 3m

50m以外

12m 1/2D

D

首排建筑 后排建筑

以
多
层
为
主

不得
超过
24m

历史文化街区周边道路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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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街区周边

天际线控制：保护老城区内历史建筑的天际轮廓线，强化历史城区的空间特色与历史氛围。

坡顶平檐 微曲山墙12m檐口

利用两坡面屋顶朝向、大小、进退及封火山墙构造来塑造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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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风貌建筑控制导则

（二）居住生活建筑控制导则

（三）商业商贸建筑控制导则

（四）商务办公建筑控制导则

（五）教育医疗建筑控制导则

（六）工业产业建筑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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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传统风格

• 历史风貌建筑应尊重原有的区域肌理及建筑尺度，吸取运用各自区域的传统符号及立面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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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传统风格

• 建筑布局尊重原有城市肌理，采用纵向多进天井的布局模式，体量和尺度应与周边环境协调。

• 建筑形式宜采用坡屋顶形式，通过屋顶朝向、大小、进退变化形成丰富的建筑层次。

• 建筑色彩以亮灰、砖灰及赭木色为主导。

天井院落入口

5.7m

传承本地传统院落格局和建筑形式，
采用纵向多进天井的布局模式。

尊重原有肌理，体量与尺度与周边环境协调

3.9m 3.9m 3.9m 3.9m

项目组原创



历史风貌建筑控制导则 THE CONTROL GUIDELINES 
FOR HISTORIC BUILDING

92

适用于历史风貌建筑街巷空间、现
代建筑骑楼空间及室内外装饰构造

特色拱券撑墙（街巷入口） 特色微曲山墙

适用于历史风貌建筑山墙构
造、现代建筑顶部装饰

凤鸟脊头

凤鸟脊头适用于建筑屋脊构造，现
代建筑可适当简化抽象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传统风格

• 建筑街巷入口可采用特色拱券限定空间，以营造历史氛围。

• 历史街巷可设置特色微曲山墙，应提取本地传统元素，将凤鸟脊头的特色构造应用于建筑屋脊

细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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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口装饰花窗二层轻盈木构 统一店招牌匾

采用轻盈的木质构造，增
强建筑的通透性

加强运用传统工艺，提取
本地传统建筑元素应用于
细部设计。

外廊镂空装饰

适用于建筑装饰性檐口及外廊装饰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传统风格

• 建筑首层沿街面宜采用清水砖墙材质并注重通透性，二层及以上建议多采用轻盈的木质构造。

• 建筑细部应加强运用花饰外廊、镂空花窗等特色设计手法和传统工艺，立面构件和符号应提取

本地传统的建筑元素。

• 统一进行店铺招牌设计，在色彩、材质等方面充分考虑与历史风貌建筑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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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传统风格

• 历史街区内的改建、扩建历史风貌建筑，应传承本地传统院落格局和建筑形式，采用纵向多进

天井的布局模式。

围合天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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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传统风格

• 历史街区内的改建、扩建历史风貌建筑应注重天际线塑造，营造首层通透、尺度小巧宜人的街

道界面。

 变化丰富的屋顶轮廓

利用两坡面屋顶朝向、大小、进退变化及封火山墙构造来塑造天际线（檐口高度≤12米）。

 尺度亲切的开间组合

采用立面丰富的多开间组合（连续相同开间不应超过3个），开间宽度控制在3.0-5.0米。

坡顶平檐 微曲山墙12m檐口

4.2
m

3*3.0m 2*3.9m

3.9m 3.9m

规整店招

首层花窗

开间宽
度

开间宽
度

 整齐通透的首层界面

建筑首层应适当通透（50%≤通透度≤70%），

多采用木质花窗装饰，广告牌匾高度统一，材色

不宜过于突显，与建筑整体协调。

退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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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细部装饰

通过对益阳建筑的调查研究，提取出传统民居和特色建筑中花窗、外廊、屋檐等建筑构件中的常见元

素，鼓励并引导新建、改建与扩建的历史风貌建筑恰当选用，塑造具有益阳地域风情的建筑特色。

花窗

外廊

屋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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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风貌建筑控制导则

（二）居住生活建筑控制导则

（三）商业商贸建筑控制导则

（四）商务办公建筑控制导则

（五）教育医疗建筑控制导则

（六）工业产业建筑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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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应遵循六化原则：住宅公建化，结构塔式化，立面简洁化，线条竖向化，顶部收

分化，色彩淡雅化。

• 高层居住建筑应选择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建筑风格。

引自：重庆长嘉汇

【住宅公建化】

【结构塔式化】

【立面简洁化】

【线条竖向化】

【顶部收分化】

【色彩淡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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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会龙山溪谷引自：成都远洋太古里

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应遵循六化原则：住宅公建化，结构塔式化，立面简洁化，线条竖向化，顶部收

分化，色彩淡雅化。

• 高层居住建筑应选择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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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应遵循六化原则：住宅公建化，结构塔式化，立面简洁化，线条竖向化，顶部收

分化，色彩淡雅化。

• 高层居住建筑应选择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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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应避免出现以下情况：

面宽过长的建筑组合 装饰山墙的建筑顶部 复杂繁琐的立面装饰

大面积低明度的建筑色彩 出檐坡顶的顶部构造缺乏变化的建筑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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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公建化
结构塔式化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应遵循六化原则：住宅公建化，结构塔式化，立面简洁化，线条竖向化，顶部收

分化，色彩淡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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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应遵循六化原则：住宅公建化，结构塔式化，立面简洁化，线条竖向化，顶部收

分化，色彩淡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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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以现代风格为主
结构塔式化

住宅公建化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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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竖向化

淡雅丰富的色彩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以现代风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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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天津津澜阙滨水住
宅

1.建筑风格

高层建筑

以现代风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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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多层建筑

• 多层居住建筑应打造具有益阳特色的建筑形式，延续本地居住建筑的构造特征，建议采用以下

五类建筑模式：

• 简洁的三段立面 —— 建筑立面采用简洁稳重的三段式立面构成。

• 素雅的三色基调 —— 延续本地建筑主导色彩（亮灰、砖灰、砖红）。

• 通透的外廊构造 —— 加强外廊构造的运用，简化传承具有本地特色的装饰符号。

• 细腻的花式墙面 —— 呼应传统建筑砖墙的花式砌筑工艺，建筑立面多采用花式墙面。

• 精巧的檐口装饰 —— 注重檐口装饰效果，可设置装饰花窗及特色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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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多层建筑

• 现代风貌的多层居住建筑，建议采用平顶或平坡结合的屋顶形式。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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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多层建筑——简洁的三段立面

• 现代风格：多层居住建筑立面应采用简洁稳重的三段式立面构成，采用平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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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杭州万科良渚文化村

1.建筑风格

多层建筑

• 简约风格：加强外廊构造的运用，形成通透轻盈的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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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多层建筑

• 新中式风格：坡顶出檐或山墙构造的屋顶形式，立面传承本地特色建筑构造及装饰符号。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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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砖墙淡雅涂料 青瓦坡屋顶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低层建筑

• 滨水低层居住建筑宜呼应湖区建筑特点，以水乡特色的亮灰、砖灰为主色调，注重本地装饰符

号的运用。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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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花窗轻盈木构 凤鸟脊头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低层建筑

• 滨水低层居住建筑宜呼应湖区建筑特点，以水乡特色的亮灰、砖灰为主色调，注重本地装饰符

号的运用。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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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低层建筑

• 滨水低层居住建筑宜呼应湖区建筑特点，以水乡特色的亮灰、砖灰为主色调，注重本地装饰符

号的运用。

• 主要色调：亮灰 砖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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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低层建筑

• 沿山低层居住建筑宜呼应山区建筑特点，以山体土壤的砖红、暖黄为主色调，并加强装饰性木

构的使用。

• 主要色调：砖红 暖黄

益阳市会龙山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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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屋顶形式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顶部应采用收分的构造处理或进行立面元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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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2.屋顶形式

高层建筑

• 高层居住建筑顶部应采用收分的构造处理或进行立面元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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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屋顶形式

多层建筑

• 多层居住建筑以现代风格的平屋顶建筑为主，立面设计简洁、现代。

引自：波特兰某住宅项目 引自：温哥华某住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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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万科如园引自：万科如园

2.屋顶形式

多层建筑

• 多层居住建筑采用简约风格的坡屋顶建筑，注重外廊构造及本地装饰符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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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屋顶形式

多层建筑

• 采用灰白色系的新中式风格建筑，运用坡顶出檐或山墙构造的屋顶形式，立面传承本地特色建

筑构造及装饰符号。

引自：上海西郊协和颐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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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风貌建筑控制导则

（二）居住生活建筑控制导则

（三）商业商贸建筑控制导则

（四）商务办公建筑控制导则

（五）教育医疗建筑控制导则

（六）工业产业建筑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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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 商业商贸建筑是展现益阳活力的重要建筑，应遵循以下设计原则：现代典雅、时尚浪漫、轻盈

通透、呼应传统。

【现代典雅】

【时尚浪漫】

【轻盈通透】

【呼应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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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 商业商贸建筑是展现益阳活力的重要建筑，应遵循以下设计原则：现代典雅、时尚浪漫、轻盈

通透、呼应传统。

三段式平屋顶瓷砖贴面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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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界面高度统一牌匾形式 连续底商界面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 商业商贸建筑是展现益阳活力的重要建筑，应遵循以下设计原则：现代典雅、时尚浪漫、轻盈

通透、呼应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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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 商业商贸建筑是展现益阳活力的重要建筑，应遵循以下设计原则：现代典雅、时尚浪漫、轻盈

通透、呼应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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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 时尚浪漫：商业商贸建筑采用简约、时尚的建筑立面，营造充满活力的商业氛围。

引自：北京宏一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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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新加坡滨河商业中心

1.建筑风格

• 时尚浪漫：商业商贸建筑采用简约、时尚的建筑立面，营造充满活力的商业氛围。



商业商贸建筑控制导则 THE CONTROL GUIDELINES 
FOR COMMERCIAL BUILDING

128

1.建筑风格

• 轻盈通透：商业商贸建筑鼓励采用轻巧的建筑构架，体现轻盈、浪漫的城市特质。

引自：英国曼切斯特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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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东京阿倍野购物中心

1.建筑风格

• 轻盈通透：商业商贸建筑鼓励采用轻巧的建筑构架，体现轻盈、浪漫的城市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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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 底层裙房建筑风格、色彩应与主体建筑协调，并适当增加点缀色彩，烘托商业氛围。

• 住宅建筑底层商业裙房以1-2层为主，办公建筑底层裙房不应超过24米。

• 底层裙房建筑以平屋顶为主，通过退台处理及形体变化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轮廓线，鼓励设置
屋顶花园。

• 商业裙房可采用骑楼或挑檐形式，增加首层步行空间的舒适性。

• 首层商业界面应注重通透性，强调统一的高度、面宽及形式，并考虑广告、店招牌匾的统一位
置。

• 恰当选取传统建筑符号，进行抽象重构，对建筑重要部位和建筑立面进行装饰，体现地域与文
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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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 住宅建筑底层商业裙房以1-2层为主。底层裙房建筑以平屋顶为主。

• 首层商业界面应注重通透性，强调统一的高度、面宽及形式，并考虑广告、店招牌匾的统一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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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 首层商业界面应注重通透性，强调统一的高度、面宽及形式，并考虑广告、店招牌匾的统一位

置。

益阳滨江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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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高度体量

• 办公建筑底层裙房高度不应超过24米，注重首层通透性及本地特色立面符号的运用。

花式砖墙

镂空花窗

特色装饰图案

微曲遮阳挑檐

高层办公楼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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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波特兰某公寓住宅

2.建筑高度体量

• 办公建筑底层裙房高度不应超过24米，可采用骑楼或挑檐形式，注重首层通透性，增加步行舒

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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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温哥华耶鲁镇住宅

3.建筑屋顶形式

• 底层裙房建筑以平屋顶为主，通过退台处理及形体变化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轮廓线，鼓励设置

屋顶花园。



建
筑
篇/

A
R

C
H

IT
E
C

T
U

R
A

L S
E
C

T
IO

N

（一）历史风貌建筑控制导则

（二）居住生活建筑控制导则

（三）商业商贸建筑控制导则

（四）商务办公建筑控制导则

（五）教育医疗建筑控制导则

（六）工业产业建筑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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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上海外滩办公项目

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展现城市风格特色的

重要建筑，应充分体现地域特点及标

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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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广州保利地产总部

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轮廓的

重要元素，应展现一种简洁、大气、

经久不衰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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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顶部形体

低彩度低反射玻璃幕墙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展现城市风格特色的重要建筑，应充分体现地域特点及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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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拔简洁的立面

细腻变化的材质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展现城市

风格特色的重要建筑，应

充分体现地域特点及标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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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展现城市风格特色的重

要建筑， 应充 分体现地域 特 点及标志

性。

低彩度低反射玻璃幕墙

飘逸柔美的曲线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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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顶部形体 挺拔简洁的立面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展现城市风格特色

的重要建筑，应充分体现地域特点

及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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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拔简洁的立面

细腻变化的材质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展现城市风格特色

的重要建筑，应充分体现地域特点

及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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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顶部形体 低彩度低反射玻璃幕墙挺拔简洁的立面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办公建筑是展现城市风格特色的重要建筑，应充分体现地域特点及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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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变化的材质 镂空通透的外观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现代风貌：多层办公建筑风格多元化，建议多采用造型简洁现代，端庄典雅的办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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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波特兰某办公项目

引自：波士顿某办公建筑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现代风貌：多层办公建筑风格多元化，建议多采用造型简洁现代，端庄典雅的办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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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现代风貌：多层办公建筑风格多元化，建议多采用造型简洁现代，端庄典雅的办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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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德国某办公项目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现代风貌：多层办公建筑风格多元化，建议多采用造型简洁现代，端庄典雅的办公建筑。



商务办公建筑控制导则 THE CONTROL GUIDELINES 
FOR BUSINESS OFFICE BUILDING

149

引自：重庆某集团总部引自：重庆某集团总部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现代风貌：多层办公建筑风格多元化，建议多采用造型简洁现代，端庄典雅的办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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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传统风貌：建筑色彩上与周边历史区域协调，建筑立面传承历史区域特色的装饰符号及元素

（微曲元素、凤凰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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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凤头造型微曲造型屋顶 山墙装饰花窗 几何图案组合 微曲造型山墙 装饰外廊构造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传统风貌：建筑色彩上与周边历史区域协调，建筑立面传承历史区域特色的装饰符号及元素

（微曲元素、凤凰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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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黄山置地国际中心引自：黄山置地国际中心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传统风貌：多层办公建筑在建筑色彩上与周边历史区域协调，建筑立面可传承历史区域特色的

装饰符号及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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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武汉光谷希尔顿酒店

1.建筑风格

多层办公建筑

• 传统风貌：多层办公建筑在建筑色彩上与周边历史区域协调，建筑立面可传承历史区域特色的

装饰符号及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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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塔尖 适当收分 上下统一

2.建筑屋顶形式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商务办公建筑顶部可采用顶部塔尖、适当收分及上下统一三种处理方式，形成丰富的形体

变化。

适当收分

辅助地标

顶部塔尖

地标建筑

适当收分

辅助地标

上下统一

背景高层

上下统一

背景高层

上下统一

背景高层

高层建筑形体处理方式：

• 群组中的地标建筑需采用具有雕塑感的形体或

顶部塔尖的处理方式。

• 群组中的辅助地标建筑顶部宜采用适当收分的

处理方式。

• 群组中的背景建筑顶部宜采用上下统一的处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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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项目组原创

2.建筑屋顶形式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建筑顶部：宜采用顶部塔尖的简洁处理手法，避免出现古典手法坡尖收顶的屋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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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2.建筑屋顶形式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建筑顶部：顶部采用适当收分的处理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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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屋顶形式

高层办公建筑

• 高层建筑顶部：顶部采用上下统一的处理手法。

引自：天津某建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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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玻璃幕墙

• 玻璃幕墙色彩应遵循城市主色调引导要

求，以低彩度的蓝色、绿色及灰色等冷色

调为主，应采用低反射或透明玻璃，减小

幕墙光反射效果。

引自：法兰克福双子塔K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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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风貌建筑控制导则

（二）居住生活建筑控制导则

（三）商业商贸建筑控制导则

（四）商务办公建筑控制导则

（五）教育医疗建筑控制导则

（六）工业产业建筑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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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教育建筑

• 传统风貌：教育医疗建筑应采用具有地域性的建筑形式（山墙构造、坡顶、中轴对称等）。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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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墙身

转角圆切

入口主楼

益阳建国
初期建筑

中轴对称
主楼突显
三段立面
转角圆切
装饰外廊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教育建筑

• 传统风貌：教育建筑可借鉴建国初期建筑的特征及构造形式，营造学校建筑端庄、典雅的建筑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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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外廊

透空装饰砌筑

本地花饰纹样

檐口花窗

叠砖花牙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教育建筑

• 传统风貌：教育建筑可借鉴建国初期建筑的特征及构造形式，营造学校建筑端庄、典雅的建筑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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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教育建筑

• 传统风貌：教育建筑可采用传统中式风貌，创造性的吸取地域性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符号。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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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教育建筑

• 现代风貌：教育建筑体现时代感及人文气息，以三段式平屋顶为主，创造性的吸取地域性的建

筑形式及装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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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立面 色彩淡雅

镂空通透的外表

细腻变化的材质

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医疗建筑

• 医疗建筑应展现严谨、细腻的风格特征，立面简洁、规整，整体风格现代。

• 医疗建筑以三段式平屋顶为主，创造性的吸取地域性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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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医疗建筑

• 医疗建筑应展现严谨、细腻的风格特征，立面简洁、规整，整体风格现代。

• 医疗建筑以三段式平屋顶为主，创造性的吸取地域性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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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医疗建筑

• 医疗建筑应展现严谨、细腻的风格特征，立面简洁、规整，整体风格现代。

• 医疗建筑以三段式平屋顶为主，创造性的吸取地域性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符号。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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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风貌建筑控制导则

（二）居住生活建筑控制导则

（三）商业商贸建筑控制导则

（四）商务办公建筑控制导则

（五）教育医疗建筑控制导则

（六）工业产业建筑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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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 工业厂房建筑空间布局在考虑实用、经济、美观的前提下，应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

• 工业厂房建筑整体形象应体现轻盈特征，可采用网架结构及大面积浅色玻璃幕墙。

• 鼓励使用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及创新轻巧的建筑构造，展现产业新区的时代特征及轻盈、淡雅的

城市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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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风格

• 工业厂房建筑空间布局在考虑实用、经济、美观的前提下，应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

• 工业厂房建筑整体形象应体现轻盈特征，可采用网架结构及大面积浅色玻璃幕墙。

• 鼓励使用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及创新轻巧的建筑构造，展现产业新区的时代特征及轻盈、淡雅的

城市建筑文化。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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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原创

1.建筑风格

• 工业厂房建筑空间布局在考虑实用、经济、美观的前提下，应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

• 工业厂房建筑整体形象应体现轻盈特征，可采用网架结构及大面积浅色玻璃幕墙。

• 鼓励使用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及创新轻巧的建筑构造，展现产业新区的时代特征及轻盈、淡雅的

城市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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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屋顶形式

• 工业厂房建筑需采用灰色系屋顶，可结合设置太阳能光电板。禁止使用大面积彩色屋顶（蓝

色，红色等）。

项目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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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德国博世生产基地

2.建筑屋顶形式

• 工业厂房建筑需采用灰色系屋顶，可结合设置太阳能光电板。禁止使用大面积彩色屋顶（蓝

色，红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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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北京中医药大学

2.建筑屋顶形式

• 研发办公建筑建议采用生态环保的绿色屋顶，鼓励建筑立面运用创新性的节能环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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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Copeland 办公屋顶

2.建筑屋顶形式

• 研发办公建筑建议采用生态环保的绿色屋顶，鼓励建筑立面运用创新性的节能环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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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街道家具控制导则

（二）景观小品控制导则

（三）店招牌匾整修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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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街道家具现状分析

设施分类 设施名称 现状概况

交通服务
设施系统

路灯、交通指示灯 路灯基本为现代风格造型，色彩为蓝白搭配，与周边的城市环境中略微不协调

交通指示牌（标志牌） 交通指示牌、标志牌没有融入城市的地域风貌特色

公交候车亭 公交候车亭的风格较为统一，形式简洁、轻巧，颜色朴素，但体量与形式略显简陋

路障、道路护栏 城市道路护栏形态、材质各异，没有形成突出的风貌特色

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形式简单

路标（指路标牌） 道路指路标牌尺度不一，色彩混杂

人行天桥 益阳市区现有人行天桥不多

公共休闲
服务设施

休憩座椅 街道严重缺少休憩座椅，休憩座椅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特色

健身器材、儿童游乐
设施

健身器材很少，比较单调，儿童游乐设施落后

电话亭 公用电话亭没有体现地方特色

报刊亭（售报亭） 报刊亭形式及色彩没有统一的规划，风貌特征不明显

邮筒 形式简单、色彩单调，没有文化特色

公共饮水器 公共场所现有室外公共引水器不多

照明灯具 形式单一，设计感不强

公共卫生
服务系统

垃圾桶 垃圾桶形式多样，风格及样式没有统一的规划

自动公共厕所 益阳市中基本没有设置自动公共厕所

信息服务
设施系统

广告标牌（户外广告、
信息粘贴栏、布告栏、
导向牌）

广告标牌大小、形状、颜色，材质不一，与建筑、环境不协调，破坏了城市风貌的
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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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街道类型划分

不同类型的道路对于街道家具种类及使用要求均有不同要求，益阳道路类型可划分为主题景观型、

生态景观型、综合商业型及一般型。

资阳路

马
良
路

银
城
大
道

资阳西
路

生态景观型道路

综合商业型道路

一般型型道路

主题景观型道路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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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候条件对街道家具影响

益阳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其冬冷夏热，夏季多雨、冬季湿冷的气候条件对益阳街道

家具的功能需求有较大影响。

• 由于雨季较长，设施要考虑到防雨，使用时要容易清洁以减少街道公共环境设施维护上的复杂

性。合理的结构具有强烈的使用自明性，使用者可以清晰明了的进行使用。另外，结构功能的

合理性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使用者在进行使用时的安全系数。
结构要求

•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应考虑季节性特点，配置应以夏季遮荫、避雨、通风，冬季防风为原则，以

利于夏季及冬季户外活动的舒适性需求。必要时设置适当的围合能降低冬季寒风的侵袭，加大

设施雨棚的面积为行人提供避雨的空间，减少人们受到过多的不良气候因素影响。
需求要求

• 在夏季多雨、冬季湿冷的气候条件下，应注重丰富环境设施的功能性，创造“半室内化”空间，

这类空间在严热的夏季及湿冷的冬季受外界不利气候环境的影响较小，能够有效地实现气候防

护，增加环境的舒适程度，比较适合于益阳市的地域气候。如为公交车站增设空调房，人行天

桥适当增设顶棚，电话亭采用大面积的顶棚。

选型要求

• 在特殊类型的街道家具设计上为应对益阳市的地域气候，建议在主要街道加设风雨连廊，在夏

季为行人遮阴避雨，在冬季可以抵御寒风。另外在夜景照明设计方面，城市丰富的夜景观有助

于塑造城市形象，提升人在夜晚对城市的认知程度，适宜的夜景灯光效果可以在炎炎夏日及漫

漫冬夜中为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明亮的环境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减少犯罪。

特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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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街道家具控制要点 | 主题景观型道路街道家具控制

控制要素 管控内容

整体特征
其观赏者大多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沿街的街道公共环境设施给旅行者的印象应力求轮廓清晰、错落

有致、醒目、色彩协调、风格统一 。

形态 造型设计不用过于繁琐，装饰元素不必太多。

数量 由于道路以交通功能为主，交通类的设施作为设计重点考虑对象。

尺度 由于车速较快，需要更大的体量便于观察。

色彩

主题景观型街道由于主要侧重机动车辆的通行，在设施色彩上着重于考虑坐在汽车内的驾驶员的视线

角度。要使车内的人看清车外物体，需要更醒目的色彩。而车行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街道公共环境设

施主要为交通设施系统，除指示系统使用交管部门统一规定的高识别性色彩外，其他设施都可以考虑

进一步降低醒目程度，另外还需增加一些能辅助控制车速、减少司机视觉疲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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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街道家具控制要点 | 生态景观型道路街道家具控制
控制要素 内容

整体特征 生态景观型街道的街道公共环境设施应当更加具有观赏性，环境设施需要经过精心设计与建造。

形态 应当以体现城市自然的风貌特色为主。

数量
人流量较多，要精心安排各种设施的布置，增加市政休憩设施的设置密度，满足人们日常休闲

娱乐等行为。

尺度 根据道路尺度来确定设施尺度的大小。

色彩 色彩应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避免与自然环境色彩不协调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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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街道家具控制要点 | 一般型道路街道家具控制
控制要素 内容

整体特征
城市一般型街道，观察者处于慢速状态下观赏时，不仅要提供完善的设施，同时在风格、形态、色彩、

材质等方面也均应细致推敲、精心设计，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形态 形态简洁但不失细节。

数量
由于人流量相对较多，要精心安排各种游憩设施的布置，尤其是座椅等设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散

步、聊天等休闲行为 。

尺度
尺度一般较宜人，更具人性化的特征。布置的密度较大，尤其是与人日常生活休憩相关的设施类型其设

置的密度应更大一些、数量应更多一些 。

色彩

对于一般型街道的公共设施色彩设计，要充分考虑到这里的居民生活特点和生活习惯。由于车行速度较

低，人流量大，不需要使用过于鲜艳抢眼的色彩和过大的提示牌。同时要注意配合周围的休息娱乐设施，

塑造一个愉悦轻松的街道氛围，减少拥挤感和压迫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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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街道家具控制要点 | 综合商业型道路道街道家具控制

控制要素 内容

整体特征 城市综合商业型街道家具应充分体现尊重人、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烘托出一种活跃热闹的商业气氛 。

形态 形态丰富精细，以生动活泼为主。

数量 由于人流量较多，应较少设置为交通类服务设施，而应以设置市政休憩类服务设施为主。

尺度 尺度应亲切宜人。

色彩

综合商业型街道有两种情况，一种为商业步行街，另外一种为车辆也可以通行的商业型街道。周围的商铺

多，沿街立面挂满巨幅广告。如果色彩己经非常杂乱，公共设施的色彩必须保持低调和统一，并且使用低

对比度低纯度的色彩，以免更加增添杂乱感，但同样也可以采用高明度的统一色彩使商业空间变得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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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街道家具配置引导

主要分成三个等级：应配置 、宜配置 、可配置 。应配置表示在街道空间中非配置不

可，不可或缺的；宜配置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该配置，其重要的程度弱一些；可配置表示在条件允许

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允许稍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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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街道家具材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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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点街道街道家具控制引导 | 主题景观型重点道路街道家具控制

街道名称 所处主要风貌区 控制内容

金山路、
益阳大道

新城风貌区

在满足主题景观型街道家具整体特征的基础上，街道家具的整体风貌应结合新

城风貌圈层现代、清朗、大气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形态简洁、色彩明亮活跃、材质现

代生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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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名称 所处主要风貌区 控制内容

会龙路、
栖霞路

景观风貌区

在满足生态景观型街道家具整体特征的基础上，街道家具的整体风貌应结合景

观风貌圈层自然、温婉、诗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形态灵动、色彩自然、材质生态

等方面。

7.重点街道街道家具控制引导 | 生态景观型重点道路街道家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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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点街道街道家具控制引导 | 一般型重点道路街道家具控制

街道名称 所处主要风貌区 控制内容

秀峰西路、
五一东路

旧城风貌区

在满足一般型街道家具整体特征的基础上，街道家具的整体风貌应结合旧城风

貌圈层闲适、惬意、温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形态古朴细腻、色彩淡雅、材质传统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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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点街道街道家具控制引导 | 综合商业型重点道路街道家具控制

街道名称 所处主要风貌区 控制内容

桃花仑路、
资阳西路

旧城风貌区

在满足综合商业型街道家具整体特征的基础上，街道家具的整体风貌应结合旧

城风貌圈层闲适、惬意、温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形态古朴细腻、色彩淡雅活跃、传

统的材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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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风雨廊创新特色化引导

依据益阳市的城市定位及地域性文化和气候，我们为城市设计了一种叫风雨廊的街道家具，风雨

廊的设计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风雨廊的设计突出了城市闲适浪漫的氛围，营造慢生活的生活节奏，使市民的

脚步在城市的主要街道停留下来，吸引人去在风雨廊中去感知城市风貌，享受闲适浪漫的城市生活。

第二个层面，风雨廊的设计元素中承载了许多益阳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可以增强市民对

于城市的文化认同感。

第三个层面，风雨廊设计了大面积的顶棚，可以使市民在漫长的雨季中方便的进行停留避雨，

同时也可以在雨中感受城市不一样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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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风雨廊创新特色化引导

不同风貌片区主
题色（可依据不
同风貌分区进行
变化）

不同风貌片区主题文
化符号（可依据不同
的风貌分区进行变化）

不同风貌片区主题宣
传海报（可依据不同
的风貌分区进行变化）休闲座椅

不同风貌片区主题画
卷（可依据不同的风
貌分区进行变化）

主题文化符号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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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风雨廊创新特色化引导

2m

风雨廊实景图

风雨廊平面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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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节点类型划分

景观小品的选取对于城市节点形象有重大影响，根据总则城市节点类型的划分，选取3个门户景观

型重要节点，包括火车站、港口等，5个自然景观型节点，5个交通景观型节点及多个城市内部生活及

商业型节点。通过融入民俗艺术元素，塑造一组体现湖湘温雅、民俗风尚的景观小品。

活力益阳

山水益阳

文化益阳

时尚益阳

资阳路

马
良
路

白马山路

益阳火车站

客运码头

绿色益阳

浪漫益阳

和谐益阳

宜居益阳

门户景观型节点

自然景观型节点

交通景观型节点

生活及商业型节点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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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观小品控制要点 | 门户景观型

控制要素 管控内容

整体特征
门户景观型节点作为城市最主要的形象景观，其景观小品应给旅行者及市民印象应力求轮廓清晰、
城市特色主题突出、色彩协调 。

形态 造型设计标新立异，突出城市的文化特色。

类别 以景观雕塑这一类别为重点设计对象。

尺度 需要大体量便于观察，欣赏。

色彩 景观小品的色彩应绚丽清新明快，突出城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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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观小品控制要点 | 交通景观型

控制要素 管控内容

整体特征
交通景观型节点作为城市主要交通干道的交叉口其景观小品应具有较强的交通引导性及不同风貌片
区特色的标示性、色彩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

形态 造型设计简洁，突出城市交通骨架与风貌片区的特色。

类别 以景观雕塑这一类别为重点设计对象。

尺度 体量较大具有一定的视觉引导性，与周边建筑的体量相协调。

色彩 景观小品的色彩淡雅清新，突出所处风貌片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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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观小品控制要点 | 自然景观型

控制要素 管控内容

整体特征
自然景观型节点作为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过渡的节点，其景观小品应给旅行者及市民的印象应
清新自然、突出城市的自然山水特色、色彩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 。

形态 造型设计自然柔美，突出城市自然山水及动植物特色。

类别 以景观雕塑这一类别为重点设计对象。

尺度 体量适中不突兀，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

色彩 景观小品的色彩自然清新，突出城市自然山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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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观小品控制要点 | 生活及商业型

控制要素 管控内容

整体特征
生活及商业型节点的景观小品，观察者一般处于慢速状态下观赏，景观小品应在风格、形态、色彩、
材质等方面均应细致推敲、精心设计，以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形态 形态简洁但不失细节。

类别 以景观雕塑、儿童游乐设施、景观花钵这三个类别为重点设计对象。

尺度 尺度一般较宜人，更具人性化的特征。

色彩 色彩丰富温馨，提升节点的整体空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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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观小品配置引导

主要分成三个等级：应配置 、宜配置 、可配置 。应配置表示在街道空间中非配置不可，

不可或缺的；宜配置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该配置，其重要的程度弱一些；可配置表示在条件允许时首

先应该这样做的，允许稍有选择。

设施分
类

设施名称 门户景观型节点 自然景观型节点 交通景观型节点 生活及商业型节点

景观小
品

景观雕塑

景观花钵(花坛)

喷泉

艺术铺装

装饰照明

景观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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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节点景观小品控制引导 | 门户景观型

节点名称 所处风貌区 管控内容

益阳火车站节点 朝阳现代新城风貌区

主题风格：活力动感、生机惬意
形式：造型现代、动感活跃
色彩：淡雅清新
观赏特点：中距离、远距离观赏
尺度体量：大体量
类别：景观雕塑、景观花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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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节点景观小品控制引导 | 交通景观型

节点名称 所处风貌区 管控内容

资阳路与马良北路
交叉口节点

资阳新城生活风貌区

主题风格：乐活宜居、大气清朗
形式：造型现代、简洁有力
色彩：清新明快
观赏特点：中距离、远距离观赏
尺度体量：大体量,竖向体量感强
类别：景观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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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节点景观小品控制引导 | 自然景观型

节点名称 所处风貌区 管控内容

梓山湖北入口广场
节点

梓山湖景观风貌区

主题风格：浪漫闲适、温情柔美
形式：造型现代，自然柔美
色彩：自然、明快
观赏特点：近距离、中距离观赏
尺度体量：中小体量
类别：景观雕塑、景观花钵、儿童游乐设施、健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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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节点景观小品控制引导 | 生活及商业型

节点名称 所处风貌区 管控内容

北大门购物广场节
点

资阳旧城生活风貌区

主题风格：优雅无拘、安逸闲适
形式：造型丰富细腻
色彩：淡雅温馨
观赏特点：近距离、中距离观赏
尺度体量：中小体量
类别：景观雕塑、景观花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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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街道家具控制导则

（二）景观小品控制导则

（三）店招牌匾整修设计导则



店招牌匾整修设计导则 THE DESIGN GUIDELINES
FOR SIGNBOARD REBUILT

205

• 为加强益阳中心城区店招牌匾管理，维护市容环境的整洁美观，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要求新建建

筑广告、标识、牌匾的设置应与所附建筑物进行统一设计，并符合本导则的相关规定。从以下四个

方面对其进行控制：

1. 店招牌匾位置及尺寸 2. 店招牌匾材质及色彩 3. 广告设置比例 4. 报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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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店铺招牌连续的底商界面

项目组原创

首层商业界面应注重通透性，强调统一的高度、面宽及形式，并考虑广告、店招牌匾的统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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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店招牌匾位置及尺寸

广告及店招牌匾设置位置不应影响建筑功能，例如，不应遮挡有功能需要的建筑外廊、外窗、外百叶

等。

• 传统风貌建筑的广告牌匾尺寸不宜过大，宜采用直接附于建筑墙面的标识，不应对建筑风格及

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 新建建筑应预留广告牌匾的设置位置，牌匾高度不得大于1.2米。

引自：广州保利大都会 引自：成都远洋太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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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店招牌匾材质及色彩

店招牌匾避免采用不锈钢、钛金板等高亮材质，牌匾底色禁止出现高彩度色彩，整体色彩应与所在街

区、所附建筑物协调。重要商业街道店招牌匾应考虑夜间照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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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告设置比例

新建商业建筑，其室外广告可与建筑立面进行一体化设计，体量应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同时，非一体

化设计的商业建筑广告占所附裙房建筑立面的比例应符合以下规定：

• 城市主要道路两侧的商业广告占所附建筑立面的比例不应超过15%。

• 商业区内商业建筑广告占所附建筑立面的比例不应超过20%，个别大型广告可适当放宽，但不

应超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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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审要求

新建建筑广告、标识、牌匾的设置位置及大致尺寸应在建筑效果图中真实反映一并报审，方案一经审

定，不允许增设。

引自：华润五彩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