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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水平的提升,城市规划工作需要考虑到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加,特别是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传承保护。在经过

时间的洗礼和大浪潮的干预以后,城市规划工作并不再按照传统的主观想法来完成,而是从多个角度出发,力求将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传承保护更

好的完善,减少对其造成的破坏现象,将多个方面的任务进行有效落实。文章针对城市规划中的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传承保护展开讨论,并提出合

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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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城市规划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实际发展上看,

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传承保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二者相互促

进又互相制约。城市发展规划的过程中既需要对文化遗产历史空间进行保

护,又需要加强度文化遗产历史空间资源的开发。 

1 城市规划中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传承保护的意义 

1.1城市规划为历史文化保护提供了依据 

城市规划制定之后,必须按照其执行不能随便更改变动。因此,城市规

划的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历史文化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城市的未来

发展方向。城市的变化是时间对空间的雕刻,是城市在二维时空上的延续,

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对城市进行规划正是保证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和方

向性。在城市规划中保留城市的历史文化就是对一个城市发展历程的认同

和延续。因为城市的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了城市的特色和历史文化,使得城

市历史文化保护成为可能和必要。 

1.2城市规划保护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城市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生命力的,旧城区和一些历史遗迹是城

市文化生态和文化多样的重要做成部分。如果济南各处都变成毫无特色的

高楼大厦,济南城市的独特性和对外来人员甚至是本市居民的亲和力和吸

引力就会消失。因此,对于任何城市而言,文化的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不

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生态,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城市的多样性

是人类城市文明的魂魄所在。 

1.3历史文化空间的规划有利于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美国学者提出,20世纪是经济和军事的竞争,21世纪则是文化的竞争。

文化是一个城市竞争的软实力。文化资本的功能与自然资本的功能相似,

文化生态系统支撑着经济的运转,但如果让其自然衰落,未能有效地维持

其为人们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未能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维持和增加这种文化

资本,这种忽视文化资本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文化体系的崩溃,其结果也

“必然导致福利和经济产出的丧失”。另外,如果一个城市越有文化特色,

其吸引力和知名度越高,从而也越有可能在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中打造出城

市的品牌和赢得发展的先机,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有时,人文

资源甚至比原材料、能源的作用更大。在文化因素的总用下,可以吸引经

济投资、促进旅游业甚至是整个经济的大发展。 

1.4历史文化空间的规划有利于保障人民长期的文化需求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人们的需求是由低层次向高层分别是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个

逐渐由物质向精神层面发展的过程。再次过程中,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满

足之后,才会向上一个层次发展。但是,人们在满足当前需求时,往往会只

顾眼前,导致了具有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经济条件时,缺少了文化条件。

因此,城市的发展应当具有长远性,考虑到人们的长远需求。此外,城市的 

路线设计是市政道路设计中的重点内容,较之常规的道路路线设计相

比,BIM路线设计在全面、可靠的三维地形图上进行。基于BIM技术进行路

线设计优化,充分契合地形和道路设计结构,模拟路线走向与构筑物情况,

实现道路线型进与周围环境想协调。在此基础上借助软件交互设计功能,

比较道路用地、道路衔接、管线交叉等工况,最大限度的保证设计合理准

确。BIM路线设计,可以呈现三维构图效果,进行道路交通模拟,了解规划功

能,设计科学合理的方案
[4]
。 

3.2道路横向路面设计 

道路横向路面设计中应用BIM技术,提升技术有效性,为打造高质量的

市政道路工程奠定基础。综合考量道路部件的衔接和组建,整理数据模拟

路幅布置,对比分析不同设计方案,选择最佳的横断面布置。利用3D构图中

的精准定位功能,对人行车、车行道、无障碍设施布置等组合方案进行深

入分析比较,结合纵断面设计要求,提升道路设计合理性。 

3.3道路纵断面设计 

道路纵断面设计中,使用BIM技术,在整理和分析纵断面控点数据基础

上确定合理的路线坡度。纵断面拉坡设计中使用BIM技术进行平面、纵断

面联动调整,整个设计过程在可视化的条件下进行,能有效提高道路纵断

面设计效率和质量。同是,利用数据关联功能,坡度设计的同时进行停车视

距、道路排水分析,结合规范要求动态调整和优化,实时监控纵断面设计变

化,将各项关联设计参数控制在规范要求的范围内,提升道路设计准确性。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城市道路工程建设中,为了保证道路设计合理性,应该综

合考量设计边界条件,充分发挥BIM技术优势,整合数据信息基础上编制合

理的设计方案,指导后续建设活动高效展开,推动城市道路建设的科学性、

规范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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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际上也是遵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发展过程,与其让城市满足人们

文化需求时采取“修旧如旧”,不如“保旧护旧”更具有经济意义和文化、

历史意义。 

2 城市规划中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传承保护策略分析 

2.1增强城市规划和执行的衔接 

增强城市规划和执行的衔接,完善听证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确

定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传统街区的保护控制范围和保护措施,编制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旧区改建规划,是城市规划中对历史文化资

源的保护措施。城市规划中关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处理,不仅仅是城市规

划人员和执政者的意志的体现,也应当将普通群众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考虑在内。 

2.2实现对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护工作的科学规划 

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护工作规划是指从整体出发,结合文化遗产历史

空间保护工作实际,对其开展的整体部署和安排,从而在时间、空间上达到

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护规划设计的协调。历史文化旧城改造是城市建设的

重要组成,在开展的过程中需要符合城市规划目标,以城市规划作为操作

依据,结合城市定位、发展历史、发展现状等进行规划。历史文化旧城改

造工作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多样性的特点,因而,对于历史文化旧城的改

造要从整体规划角度进行。需要遵循城市规划原则,实现对旧城现有设施

设备的充分利用,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对周围环境进行适度改造,从而更好

的展现出古城街道的魅力。 

2.3实现对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护工作的合理设计 

文化遗产历史空间的改造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发挥出城市功能作用,为

古城现有居民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因而,文化遗产历史空间

改造的重点是做好城市设计、城市再建设。对已经被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建设中,需要在历史文化名城总体设计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建设和古建

筑建设的一致化,提升城市设计的整体化、和谐化。在对文化遗产历史空

间保护的时候,要注重处理好文化遗产历史空间和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问

题,不能出现历史文化古城孤立的现象。特别是在文化遗产历史空间周围

不能建设大量的新修建筑,不能出现新修建筑和文化遗产历史空间建设之

间的冲突。 

2.4规划历史文化与旅游的联姻,在保护中发展 

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之所以被破坏主要是因为其经济价值被人们所

忽视,认为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能满足人们和城

市的现代化需求,而还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维护。但如

果在规划过程中,将对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上级直接监管,在财政方

面直接支持的方式。划定历史街区成片整治挖掘特色和风貌的办法对其整

治回复活力,并对其一一登记提供补贴。由政府牵线,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与

旅游业相结合,既能够带来门票等经济收入,使其产生经济价值,也能使人

们更好的了解城市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在保

护中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2.5全民树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观 

全民树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观,共同保护本城的文脉。历史文化名城

的保护与发展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工作,仅靠政府行为和专家呼吁是远远

不够的只有使保护名城的观念成为全民的自觉意识与行动。真正的保护不

是要重拾过去的风貌,而是要保留现存的美好环境并指出未来可能的发展

方向。只有使人民群众了解这种历史文化,并以这种文化为荣时,保护行为

就内化成,全民的自觉行为。 

3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得到了相关人员的重视。怎样处理好现

代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关系是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为

了能够在发展城市建设的同时实现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效保护,需要相关

人员认识到历史文化和城市设计之间的从属管理,了解历史文化是城市资

源的一种,从而结合实际采取有效的方式实现城市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之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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