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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架桥桥下的空间改造设计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高英强 周李阳 胡辰婧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0

【摘 要】：在 21世纪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节奏步步加快，交通网络作为社会进步的纽带，带动着城

市的正常运行发展。“提高城市利用率”如今成为了城市建筑界的再生流行词，被建筑学者专家无时无刻关注着。文章中城

市地上动脉高架桥正是此次讨论的关键点，因高架桥下空间的利用在武汉地区很少受到设计界的关注，所以文章是从可改造

性、再利用性角度而引起结合武汉这座城市对高架桥下空间的全新思考，提出适合在武汉这座城市广泛推广，以管理化、规

范化手段解决高架桥下空间利用问题的一种改造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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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城市为尽快打造品牌形象，树立标杆文明建设，由

城市规模化向精细化发展转变，其建设过程中前期遗留下来

的桥下“灰空间”地带如何通过设计手法结合城市规划主观

修补和改造，为构建城市标杆形象做出有利的贡献是我们当

下着重看待的问题。湖北省武汉市作为中部城市中的新一

线，在全国重要城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口基数大和

城市建筑密度大是每个一线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在湖北武汉

就显现的淋漓尽致。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就目前为止在城市

有限土地利用问题上无疑是适合城市向上发展的最恰当的

做法。高架桥下空间往往垃圾成堆，工业废弃物、黄土堆砌

等等现状也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该问题并没有得到当地政

府的足够重视。被遗弃的高架桥下空间作为城市土地空间的

一部分，假如将其充分开发利用，必定为提高“城市土地利

用率”做出贡献，为武汉当地城市空间改造优化做出表率。

1 武汉市高架桥桥下的空间改造设计研究目的

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

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

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在经济、文化、科

技、教育、交通等综合实力来看，武汉一直在面临第五城的

竞争压力，也有着竞争的实力。城市综合实力的竞争排名所

涉及到的层面比较多，像北上广深四座城市稳居全国一线发

达城市，不仅仅靠某一方面超越全国大多城市，城市文化建

设也是首屈一指。而城市文化建设中包含着城市环境、城市

文明建设，高架桥下空间被忽略也是对于城市环境的一种不

重视现象。一方面来讲桥下空间改造是解决当地环境问题，

城市建设而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桥下绿化空间在一定程

度上能起到缓解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起到城市美化作用，为

城市未来化建设打造艺术感和现代感。武汉要想努力变成中

国前沿城市乃至世界一流发达城市，城市文明建设也应首当

其冲，不放过任何一个阻碍城市发展的角点，而高架桥桥下

空间废弃问题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存在，所以当下武汉市高架

桥桥下“灰空间”改造利用在未来城市发展建设中就显得格

外重要。

2 城市高架桥桥下的空间改造设计现状

城市高架桥桥下空间一直都是作为被地方忽略的存在，

至少国内较之西方国家差别甚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我国国土广阔，土地空间利用率低是因为我们比西方国家有

更多的土地面积供我们建设使用，在国土面积上我们是他方

国家的多倍，所以地广是我们忽略城市小空间利用的一大缘

由；另一方面中国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宏观大方向的快速

建设让我们无暇顾及城市小空间的存在，忽略桥下灰空间也

是理所当然。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建设路程，就目前国内现状

来看，鉴于对于人们生活质量的考虑，城市相关整治部门对

于高架桥下空间改造的研究思路及考虑较二十一世纪之前

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中案例中不乏有将桥下空间改造成城市

公园、休闲娱乐场地以及商业场所，甚者有将其改造为立体

停车场等等，桥下灰空间优秀改造案例层出不穷，功能形式

也是丰富多样。但并不是所有的改造都是一副经典，案例当

中也不乏有形式主义当前完全不顾实用主义是否存在而导

致失败的。总之而言，国内高架桥桥下空间的改造大多停留

初级阶段，多数仅仅用作停车场，目前国土利用的重心并没

有落实在城市灰空间改造层面上来，所以相较于西方国土稀

少拥挤的国家而言，对于土地充分使用还是有一定的欠缺。

再之而言，人多地稀的背景条件下，高架桥下空间利用并不

会显得物尽其用，对灰空间的改造于他们而言只是常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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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纵横对比国外一些国家，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形式创意上、

又或者在实际运用中，我国对于高架桥下灰空间的利用目前

跟他国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改造思路相对不是很成熟。

2.1城市高架桥桥下的空间改造设计实例

通过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和调查了解到国外最著名的有

日本目黑区“中目黑高架下空间”改造案例，“SHARE”设

计理念贯穿改造后的中目黑高架桥，该方案设计师伊藤浩史

先生在外观形式上注重美观，每家店铺融入风俗特色；在功

能上考虑周到，并有效解决桥下采光问题；其空间组合更是

做出开放半开放式的形式特点，最终入围了一家世界最美书

店“茑谷书店”。国内有重庆嘉华大桥立体停车楼，作为全

国最大的一个市政桥下空间利用项目，不仅能将遗弃空间合

理运用化，同时在停车问题上也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在国内

桥下空间改造停车楼的案例方案中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

用。广州天河区北环高架桥，其桥下空间设计为体育娱乐场

所，在为当地人们增添闲余时间锻炼的同时，也为提高当地

人民身体素质做出了一定贡献。其实不难看出，若相关部门

能从促使遗弃空间合理化的角度出发能够有效的将土地空

间得到充分利用，在保留本质功能外还能得到桥体带来的增

值，打破传统观念对于高架桥的束缚，把一些生活中习以为

常的活动空间植入高架桥桥下，重拾空间得以复生，原本高

架桥桥下“灰度空间”再次诞生了一次生命。

3 武汉高架桥桥下的空间改造设计方法

城市管理的好坏将对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良好的城市管理对于城市具有规范秩序、宏观调控政

策以及引导正确方向的作用，关乎到城市的稳定与进步。因

此我们需要提高对城市管理的重视程度，做好城市管理工

作，不仅要体现在上层结构，更要注重联系人民群众。环境

优化更多方面展现出来的是外在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市

文明的一项重要措施，高架桥作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标

杆形象，桥梁品质保证与绿化空间都是作为城市标配而存

在；改造方式可以多样化，打造“网红打卡点”也未尝不是

如今网络时代最佳突破口。武汉作为桥下灰空间改造示范点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结合自身优势上升改造趋势，极力

解决高架桥下环境优化自然迫在眉睫，对于武汉城市未来综

合实力的发展也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3.1设计改造深挖至管理层面

武汉作为千年古都，文人雅士舞弄风骚，但也不缺乏美

食遍布都城。“热干面”“豆皮”“汤包”和“烧麦”等等

美食逐渐被世人耳熟能详，成为武汉特有代名词。但其现象

背后却又引发一系列难以避免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于美食的

执着，对于武汉市高架桥下部空间的未来展望。武汉小吃家

喻户晓，备受年轻人喜爱，同时武汉市作为一座拥有着世界

上最多大学生的城市，年轻人自然是数不胜数。小吃作为以

年轻人为主要消费人群的食物种类，当然离不了这样一个顾

客群体。高架桥遍布于武汉市各个城区，如若在各个桥下空

间开设小吃区域，这不愁因缺乏顾客人群而前来消费少的问

题会再度出现，所以对桥下空间改造为小吃卖点无疑是对于

武汉桥下空间土地利用的最合适的一种解决办法，武汉市也

由此在底层管理方面和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上

走上一个良性循环。武汉小吃摊位也是日益增多，这座城市

在满足人们味觉口感过后却忽略了商贩管理问题，没有政府

规范整治过后的商贩在一定意义上会给社会造成威胁，带来

一系列安全问题。虽然当地政府有意安排相关部门解决对应

问题，但商贩仍层出不穷，效果不尽如人意。其背后根源在

于断了商贩商机，此种处理效果甚微，城市问题处理及文脉

传承在此就显得尤为重要。桥下空间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是

实现桥下空间管理化和美食化，在设计上以引导式的方法被

动引领群众需求，使活动人群通过相关设计主动回归定位。

在寸土寸金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当中，重拾高架

桥下空间、恢复土地利用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趋势，高速

成长中的武汉市房价增长现状在目前来看也是不可逆转的。

高架桥下部空间由于受空间结构、体积形态影响导致对于功

能空间利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于是便演变成了现如今最容

易存在的“灰空间”。针对武汉当地底层人群管理现状来看，

商贩日渐藏匿于城市之中没有合适的容身之所，如将高架桥

下空间加以规范化、标准化对其装修装饰，在保证绝对安全

的情况下，改造出商用空间低价租给商贩，以管理化、整治

化的手段有序的对沿街的小吃商贩进行规范管理，打造成像

江汉路、户部巷等小吃街类似的小型美食区，在设计手法上

通过不同颜色路面铺装、不同材质或者不同形式商铺区分，

将其合理归类方便统一管理，以有意的人为设计手段对活动

群体被动性的管理，同时由于空间布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不仅突破了高架桥自身属性带来的限制，另一方面有效的保

证了商贩的利益，还能保障城市居民的人生安全，更可以带

动就业率和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达成城市经济圈的蝴蝶效

应，为城市 GDP做出有力的贡献，同时为打造“美食之城”

武汉的形象推波助澜。

3.2环境层面的优化改造

常伴有“桥都”之称的武汉市，造桥技术实为世界惊叹。

高架桥作为城市交通枢纽点，疏通着城市复杂繁琐的交通问

题。武汉市就高架桥下空间设计的思考上却是不尽完善，在

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迅速的武汉，似乎一直在高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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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方的修建改造难免不了工业废弃物的堆积，特别近几

年武汉就地铁修建问题上很容易造成各种废弃物的堆放，最

后不进行处理的现状也比比皆是，在高架桥附近的就会零散

堆落其中，对桥下空间无疑是一种污染，更是对于空间的一

种浪费。假设以桥下灰空间结合景观美化、综合视觉优化设

计等手段进行处理，宏观角度上一定程度延续了城市空间规

划连贯性，保证城市未来规划合理性，加强了城市公共空间

环境美观，并能加快城市形象的建设与推广；而且在微观角

度上重视城市细节在一定层面上是可以说明政府对于周边

人群生存生活的重视，并一定范围内提高人们生活效率和质

量。将其利用化，对类似问题也无疑是最合适的解决方式。

具体实施方案的某一方面，可以将桥下空间适当提取武汉当

地文化元素加以装饰，空间氛围色彩融入汉味风情。对于历

史文化层面，体现在对于多处细节设计上，比如桥墩柱子的

美化和装饰、“黄、灰、白”城市色调的运用（根据武汉市

公众城市形象综合观察调研，确定‘绿、蓝、白、灰’为武

汉城市的特征色调）、商业街建筑单体造型以及传统民俗雕

塑的设计等等，都在细微之处凸显了武汉的城市文脉。桥下

空间外立面设计可采用武汉民国汉式老建筑外观，与江汉

路、汉口、昙华林等处建筑形式相呼应，打造武汉专属“汉

式建筑圈”，传扬武汉传统文化，继承悠久历史，从而成为

大武汉未来规划发展重要的一步。

3.3文化层面的优化

桥下空间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以实现桥下空间管理

化、美食规范化以及环境优化作为其中一个方向。在另一层

面可以以打造“网红打卡点”的方式对于高架桥灰空间的另

一种突破，在现如今网络时代，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掀起一波

又一波的热点热门，让一些曾经没落的槽点又重新焕发生

机，投资商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凭借着景点原始历史或者自编

故事性从而引发一大批好奇围观群众在线吃瓜，让本不起眼

的景点因投资者或自媒体人的大肆渲染变成如今网红打卡

点，人人都慕名而来。由此可鉴，武汉正作为百万年轻人聚

集的大城市，如考虑地理位置或客观因素、政策支持，将某

一处桥下灰空间打造成像“艺术区”“美食店”“宠物馆”

“书店”“特色餐厅”或休闲区等等功能空间，在“形式主

义”完美包装下，再植入武汉当地此处发生过的传奇故事，

内外兼施，再由自媒体、社交平台对内对外裂变式扩散，以

一点做示范区，慢慢扩散周边，其散发过后的效果不言而喻。

另外在功能空间布局选择上，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种，关于武

汉历史文化实物展览，桥下灰空间更能可以让人们可以更直

观的感受到城市的底蕴与魅力。

4 结语

通过大量查找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对优秀实例的分析整

理，总结出了“拆”“借”“改”三种方式对高架桥桥下灰

空间进行改造，不同改造方式所适用的具体情况和现实条件

不同，需要结合我国城市高架桥现处的发展阶段及交通系统

现状，作出针对性可实施性策略，重点实施以“保证高架桥

安全性，多元化改造桥下空间”的对应方案。以此为我国现

阶段践行改善高架桥下部空间环境，激活城市灰空间的最切

实有效的手段。当选取现实生活中的城市高架桥，对其下部

空间进行概念性方案设计，在方案过程中通过对前文提出的

改造策略的运用加深理解，并通过实践论证了措施的可行

性，以武汉市内为案例示范点，为今后城市高架桥下部空间

设计提供借鉴，拓宽设计思路，不断完善改造桥下空间的切

实可能性。同时武汉市作为中部新兴的潜力城市，在发展的

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自然环境、教育、经济和

当地政策体制支持力度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有着一定的

差距，要想发展成为世界一线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

更好壮大武汉，那就得关注每一个有可能的机会，文中所提

及的高架桥下空间改造就是其中一处。本文中提出将桥下灰

空间改造为当地“特色美食街”“网红打卡点”以及“环境

优化策略”仅作为作者提出的几种方案创新创意点，没有涉

及到具体的步骤实施，如想进一步深入践行还需大量调研和

数据勘测以及最后的详细方案，文章起点着力于为桥下灰空

间改造做出一份贡献，希望对该类其他研究人员有一定参考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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