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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增加西昌的城市容量ꎬ使西昌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对城市整体性发展有良好的推动性ꎬ减轻西昌市的城市综

合征ꎬ通过分析西昌市地下空间开发现状ꎬ并分别从 ３ 个方面阐述了西昌市开发地下空间的必要性ꎬ继而在遵循城市地下空

间规划的统筹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系统规划原则下ꎬ对西昌市地下空间开发规划做了分区ꎬ并针对区域特点对地下空间开发

进行了规划ꎮ 以期对西昌市未来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开发提出科学和实操性的建议ꎬ对其他中等城市提供一定的参考和

借鉴ꎮ
关键词:地下空间开发ꎻ中等城市ꎻ城市规划ꎻ西昌市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１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６３￣０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ｉ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ꎬ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Ｈｕａｉｎａｎꎬ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２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ｉｔ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ꎻ ａｎｄ ｔｈｅｎꎬ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ｕｎ￣
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ｉｔ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ｒａｉｓｅ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ｉｔｓ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ꎬ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ꎻ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ꎻ Ｘｉｃｈａｎｇ

０ 引言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地下
空间的开发和利用ꎬ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大量的人防

工程ꎬ当时大规模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主要是为
了满足备战需求ꎬ所以除了个别地下建筑ꎬ其余的
地下建筑都满足“三防”的建设要求ꎬ也被称为“防
护空间”ꎮ 由于各种原因ꎬ我国在城市的地下空间
中进行系统的开发和利用相比于英国、美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落后甚多ꎮ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和

利用的标准和规范性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ꎬ
在 ２１ 世纪初ꎬ我国相继制定了有关城乡规划的各种
法规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范法» «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ꎮ 这些规定明确表
示我国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应该与城

市当前的经济水平、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ꎬ指出“城
市地下空间规划”在城市规划中地位的重要性ꎮ 实
践表明ꎬ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是提高土地利用

率与节省土地资源ꎬ 缓解中心城市密度、人车立体
分流、疏导交通、扩充基础设施容量、增加城市绿

地ꎬ 保持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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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的最有效途径[１]ꎮ 现如今ꎬ城市地下空间的

开发利用从以前的盲目追求大型规模、超大面积逐

步转变为以人为本ꎬ以提高人民群众的便利性、舒
适度为目的ꎮ 从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来看ꎬ城市地下

空间的开发利用逐渐向绿色建造、节能化的趋势

发展ꎮ
西昌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横断山脉东缘ꎬ地

质情况复杂ꎬ交通不便ꎬ是欠发达地区ꎮ 并且西昌

市针对本地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的专项规

划编制也相对落后于我国其他同级城市ꎬ地下空间

开发和利用起步晚、技术落后ꎬ整个规划利用尚在

摸索阶段ꎮ 本文对西昌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

进行了分析ꎬ并论述了西昌地下空间开发的必要

性ꎬ然后根据西昌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对地下空间

的需求对其进行了规划设计ꎮ

１ 西昌市简介及地下空间开发现状

西昌市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ꎬ
也在攀西经济地区城市中占主导地位ꎮ 市辖区内

现有户籍人口 ６９.０６ 万、有约 ８２.５ 万人口常住于该

地[２]ꎬ在我国城市人口等级划分上属于中等城市ꎮ
中等城市发展的过渡性、阶段性、专业性决定了在

未来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ꎬ优于大城市及小城

市[３]ꎮ 目前ꎬ西昌市中心城区即月城广场－名店街

商业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形式仅为商城地下停

车库和市政管网建设ꎬ这些建设所对应的功能比较

简单ꎬ形式比较单一ꎬ并且这些空间大多数各自独

立ꎬ很难与地面空间其他建筑互补ꎬ因此该地区的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处于最基本阶段ꎮ

图 １　 月城广场－名店街商业区示意图

西昌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ꎬ拥有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和多个 ４Ａ 级旅游景区ꎬ预计到 ２０２６ 年ꎬ实现

旅游人数突破 ３ ０００ 万人次[４]ꎬ加上凉山州其他县

城居民常到西昌游玩或办理事务ꎬ常造成交通拥

堵ꎮ 图 １ 为西昌市月城广场－名店街商业区交通拥

堵示意图ꎬ市中心车流量和人流量过大ꎬ导致此区

域时常发生拥堵ꎬ尤其是周末节假日可能发生更加
严重的交通拥堵ꎮ 同时ꎬ虽然该区域商城有附属的
地下停车场ꎬ但是修建时间过早ꎬ已经无法满足现
有车辆的停车需求ꎬ因此已经具备轻微城市综合征
的特点ꎮ

２ 西昌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必要性

２.１ 预防城市综合征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西昌市的经济发展位居四川省三州之首ꎬ甚至
还超过了成都平原的一些区县ꎬ具有良好的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的经济能力ꎮ 同时ꎬ西昌市正处于城市
化、工业化加快推进阶段ꎬ人口加速聚集ꎬ环境容量
总体上已经饱和[５]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市区的城市
综合征将越发明显ꎬ城市地表空间越发稀缺ꎬ若不
尽早规划设计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ꎬ可能会导
致交通严重堵塞、城市污染、生态失控等严重的城
市问题ꎮ
２.２ 商业中心的地下空间开发存在巨大价值

根据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理论ꎬ得出城市的商
业中心地区是城市地租最高的区位地段ꎬ也就是其
形成绝对区位的基础[６]ꎬ表 １ 列出了商业用地的空
间分布特征ꎮ 首先ꎬ西昌市每年游客接待量达２ ３００
万人次ꎬ这些游客前往西昌游玩时ꎬ绝大部分都会
前往月城广场－名店街商业区闲逛以及购物ꎬ但是
该地区的商场以及步行街的商业店铺可接待人数
早已饱和ꎻ再者ꎬ由于该商业区的地面建筑已经具
有一定规模ꎬ无法再进行扩建ꎬ所以在此区域开发
利用地下空间是非常必要的ꎮ 其次ꎬ商业区内的地
价和店铺都是整个城市的峰值区ꎬ且这一区域是交
通运输的密集区ꎬ在此开发地下空间ꎬ不仅可以极
大提高商业区的建筑总量ꎬ增加大量商铺ꎬ提高土
地使用率ꎬ而且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也不会对地下
空间的正常运营造成较大影响ꎬ从而使该地区的经
济价值有显著提升ꎮ 最后ꎬ从城市绿色发展来看ꎬ
对商业区的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和利用ꎬ可以使人流
与车流分离ꎬ实现车在地面跑、人在地下走的良好
交通模式ꎬ减少大量的交通信号控制灯以及过街天
桥等影响城市尤其是商业区容貌的建筑ꎬ极大地改
善月城广场－名店街商业区的地面景观ꎮ

表 １　 商业用地的空间分布特征

用地的种类 功能及要求
地租承受
的能力

在城市
中区位

商业用地
交通运输便利、城市
基础建设良好　 　 　 较高 城市商业中心

２.３ 平战结合ꎬ提高城市居民的安全感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国内掀起“深挖洞、广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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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群众防御运动ꎬ当时建设

了大量的“防空洞”ꎬ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技术

标准ꎬ已建成的工程质量差、可使用率很低[７]ꎮ 随

着时间推移ꎬ我国大力开发以“平战结合”为主体的

城市地下空间ꎬ使这类地下空间开发有了详细的编

制办法与规定ꎮ 西昌市作为全国的科技大县ꎬ拥有

卫星发射基地等国防建设ꎬ对人防工程的需求远大

于其他城市ꎬ所以针对西昌市的地下空间开发和利

用不仅要考虑平时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便捷的地

下空间ꎬ还要考虑在战争等灾难发生的时候ꎬ为人

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和适宜的防护空间ꎮ

３ 地下空间规划开发原则及思路

３.１ 地下空间规划原则

我国大力发展并综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ꎬ对城

市地下空间规划开发的规划条例日益成熟ꎮ 为了

使西昌市的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在其城市总体综

合规划发展上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ꎬ所以对西昌市

进行地下空间的规划和利用要遵循以下 ３ 个基本

原则:
１)首要为统筹原则ꎬ即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上ꎬ

一定要保持地下与地上空间的整体规划设计ꎬ从而

防止出现地下空间的单一性与独立性的情况ꎬ为城

市中的人们创造一个舒适、便捷的环境ꎮ 在该原则

的基础上ꎬ设计人员对西昌地下空间进行设计时ꎬ
要尽可能补充已有地上空间存在的缺点ꎬ达到有机

互补ꎬ为城市的绿色化、高质量的建设打下良好的

基础ꎮ
２)其次为经济性原则ꎬ即在对城市地下空间进

行开发利用时ꎬ设计人员必须考虑其带来的经济效

益ꎮ 从当前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ꎬ城市地下空间对

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ꎬ因此ꎬ经济性原

则也是城市地下空间设计应该秉承的重要原则ꎬ而
且这项原则应该是长期坚持的原则[８]ꎮ 所以在进

行城市地下空间设计规划时ꎬ不仅要考虑舒适性、
便捷性ꎬ而且还要考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ꎮ

３)最后为城市地下空间系统规划原则ꎬ这要求

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城市具体的情况对交通、运输、
人防、排水等功能进行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设计ꎮ
设计人员必须牢牢把握西昌当地对地下空间的需

求ꎬ为该市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创造出最大的价

值ꎬ从而高速推动西昌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

们生活的质量ꎮ
３.２ 西昌市地下空间开发特点及分区

中小城市的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的功能主要

体现在 ５ 个方面:防灾减灾、缓解交通拥堵、管道铺

设、开发商业和存储货物[９]ꎮ 西昌属于中等城市ꎬ
其地下空间开发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ꎬ只能参考上

述 ５ 个方面进行适当的开发利用ꎬ还不能对其地下

空间进行规模较大的网络化开发利用ꎮ 根据西昌

市人流和车流的动向分析ꎬ可以看出:在月城广场－
名店街商业区ꎬ人流与车流量最大ꎻ在位于航天大

道的火把广场和西昌市城区南面的邛海泸山风景

区次之ꎮ 综上ꎬ可以把西昌市区的地下空间规划开

发分为 ２ 大类型ꎻ一类为月城广场－名店街重点综

合开发区ꎬ另一类为旅游景点一般利用开发区ꎮ
由于月城广场－名店街是集商业、娱乐和金融

为一体的多功能区域ꎬ相比于市区其他地方人流

量、车流量最大ꎬ此区域对地下空间的需求量最大ꎬ
所以把其划分为重点综合开发区ꎮ 在开发利用时ꎬ
设计人员需对此区域的地下空间进行合理的系统

规划ꎬ要与地上已有建筑及其附属地下空间完美结

合ꎬ相互补充ꎮ 采用复合性开发利用ꎬ使之成为含

有商业、娱乐、停车及防灾等功能的多元化地下空

间ꎬ充分实现平战结合ꎮ
一般利用开发区ꎬ主要包括航天大道上的火把

广场和西昌市城区南面的邛海－泸山风景区ꎮ 这些

区域是西昌市内主要的旅游区ꎬ一年四季人流量、
车流量较多ꎮ 特别在节假日时ꎬ这些区域人满为

患ꎬ车辆无处可停放ꎮ 又因为此区域为风景区ꎬ不
宜对地上空间进行过多开发ꎬ使风景区环境遭到破

坏ꎬ所以可以对该地区的地下空间进行适量的规划

开发和利用ꎬ开发这些地下空间主要以地下车库为

主ꎬ同时可以兼顾一定量的地下过街通道ꎬ但是都

应该满足平战结合需求ꎬ保证地下空间有优良的防

灾能力ꎮ
３.３ 重点综合开发区地下空间开发思路

重点综合开发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较于

一般开发区ꎬ有着建筑密集、交通运输量大等特点ꎮ
所以对于重点综合开发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ꎬ需
要使已有建筑及附属地下空间、新规划开发的地下

空间相互补充、相互依赖ꎬ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优

势ꎬ最大限度降低投资成本ꎮ 对于月城广场－名店

街商业区的地下空间ꎬ主要可从 ３ 个方面进行规划

开发:
１)对月城广场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利用ꎮ 月城

广场是西昌市中心最大的供市民休闲、运动的场

所ꎬ但是以现有的广场容纳量已经很难满足居民的

需求ꎮ 因此可对月城广场进行整体性改造ꎬ使之成

为一个集凉山州特有民族文化宣传、商业购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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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彩城市下沉式广场ꎮ 这

种规划建设不仅在凉山州为首例ꎬ而且就整个四川

范围内的中等城市而言ꎬ此类的应用也是很少见

的ꎮ 将月城广场改建为城市下沉式广场ꎬ有以下多

种优势:(１)不仅在空间层次和视觉效果上有了极

大的提升ꎬ而且若在广场内建立商业区和娱乐区ꎮ
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来此游玩ꎮ (２)城市下沉

式广场的建设可以达到土地利用的最大化ꎬ增加了

月城广场的容纳量ꎮ (３)下沉式广场其独特的空间

形态决定了它的休闲性ꎬ由于建筑垂直交通的特性

而形成的阴角型城市外部空间ꎬ隔绝大部分的外部

视觉干扰和噪声污染ꎬ开辟出城市中相对宁静、亲
切、令人心理安定的空间[１０]ꎮ

２)对商业区主干道下方的地下空间进行开发

利用ꎮ 月城广场－名店街商业区内有长安东路和大

巷口下街 ２ 条主干道ꎬ若在其下方修建地下商业街ꎬ
不仅可以解决市中心土地稀缺ꎬ商铺量供小于求的

问题ꎬ还可以提高交通运输效率ꎮ 因此可以对其地

下空间进行地下商业街的规划开发ꎬ具体如下:东
南起于南桥西桥头、东北起于银泰新天地路口、西
起于名店街口ꎬ三线汇于彝海结盟雕像下方并在此

形成地下商业街中心广场ꎬ分别在银泰新天地路

口、南桥西桥头、工农兵手机商场路口、名店街口设

立出入口ꎬ在月城下沉式广场、达达春天百货等商

场内部设立出入口(图 ２)ꎮ 这不仅使商业区内各大

商场互联互通ꎬ而且还形成了多个地下过街通道ꎬ
也增加了数量可观的地下商铺ꎮ 充分体现了地下

商业街的过街、购物、休闲等优势ꎮ
３)对商业区内剩余地下空间进行合理选址并

对其开发利用ꎮ 停车难问题广泛存在ꎬ因此可在商

业区剩余的地下空间选择性地进行地下停车场规

划开发ꎬ此类规划开发应以便捷性为主ꎬ对接地下

商业街和下沉式广场ꎬ实现城市地下空间的综合利

图 ２　 地下商业街规划示意图

用ꎬ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ꎮ
３.４ 一般利用开发区地下空间开发思路

对于旅游景点一般利用开发区ꎬ地面环境的优

美十分重要ꎬ不宜对地面空间进行大量开发ꎮ 但由

于该区域节假日游客颇多ꎬ为提高人群过街的安全

性和解决停车难的问题ꎬ可在该区域地下空间内进

行择优规划开发ꎬ地下过街通道可与地下停车场相

连接ꎬ达到舒适、便捷的目的ꎮ

４ 结语

本文针对西昌市的发展情况ꎬ介绍了目前市区

内的地下空间开发的现状ꎬ结合西昌市近年来的发

展状况对其地下空间开发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ꎬ本
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 ３ 大基本原则ꎬ对西昌市未

来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做了构思ꎮ 针对月城广场－
名店街重点综合开发区从 ３ 个不同的地下空间规划

开发形式提出了具体的思路ꎬ可使该区域拥有一套

较完备的简单地下空间系统ꎮ 对西昌市未来的整

体发展特别是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开发提出建议ꎬ并
且对其他类似于西昌市的中等城市的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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