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街景的生活性街道微更新调研方法研究 

 

文章摘要：在现今城市存量更新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背景下，传统城市调研方法难以深入挖掘居民日常使用

需求，且存在效率较低、调研成果难以为设计提供有力支撑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城市空间品质

量化分析对于城市规划与城市更新设计前期调研分析的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其中较多使用到的是街景图像

数据的定量分析。本文尝试以北京酒仙桥社区两个南部居住社区为调研场地，将传统调研与街景图像数据

获取与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技术相结合，量化分析城市中亟待更新的社区生活性街道，回应本地居民的日常

使用需求，完善城市微更新的前期分析与节点选址的调研方法。数字技术的运用并不是为了取代设计师在

城市设计前期分析中的作用，而是作为人脑的辅助与完善工具，两者结合才能在当下为城市更新做出更加

有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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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城市存量发展与城市更新 

近年来，我国快速城镇化进入尾声，一些先前被忽视的“城市病”开始显现。随着《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颁布，以及十九届五

中全会对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明确提出
[1]
，城市建设逐渐从追求建设面积扩大的大

尺度蓝图式扩张开始转向追求建设品质提升的小尺度修补式建成环境微更新改善。  

1.2 社区生活性街道 

作为承载城市交通运输与公共生活的场所，街道与道路的总面积约占城市总用地面积的

25%，是城市中典型的空间要素与城市设计的基本客体，因此具有成为城市存量发展的主要

改造对象的潜力，但由于产权复杂、利益多元、历史规划粗放等问题，处于衔接层级且贯穿

于整个城市中的街道却鲜少成为存量发展的讨论对象
[2]
。王建国教授

[3]
认为，道路多承担交



通运输的功能；街道除了承担部分运输功能，则天然地更多容纳步行活动与日常生活，其景

观与天空、绿化、路面、基础设施、周边建筑等都有较大关系。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

市的死与生》中开章明义地提出一座城市的活力与趣味隐藏在其大街小巷中
[4]
。街道不仅是

城市的筋骨，更是城市的神经网络，是展现一座城市风貌与特色的窗口。街道曾是人群社会

生活的主要容器，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逐渐从人的城市成为车的城市，通过性

机动车道越建越宽，而相对应的生活性街道则开始破败甚至在城市发展中被边缘化，同时无

处不在的车辆挤占着行人的空间，挤占着发生于街头巷尾的人际故事的可能性。但即便空间

不足，熟人间的攀谈、商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孩童的嬉戏，依旧在街道的街头巷尾，在高楼

与车辆间、在老旧的围栏与墙壁间焕发着活力与生机（图 1）。人天生具有社交属性么人也

正是人与人的交往与活动赋予了城市生活生机，这些是无论多么形态复杂多变的建筑也无法

比拟的
[5]
。 

 

图 1 北京酒仙桥社区街头巷尾的活动 

 

因此，在城市发展模式从“增量”转向“存量”的当下，对城市生活性街道的物质空间

进行针灸式改造，以改善建成环境，使其能容纳更多居民的日常活动，更符合本地人群的使

用偏好与需求，已逐渐成为城市精细化、人本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传统城市更新的困境 

然而，现行的更新主要从沿街商业界面着手，更注重整体经济上的投入与回报关系。虽

然或许能呈现出“上镜”的改造成果，但这类改造往往更加游客导向与商家导向，而其是否



回应了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并对人居环境有实质的改善则不得而知。同时，传统城市

设计模式下，场地调研分析与更新节点选址十分依赖于建筑设计师与城市规划师的经验积累

与主观判断，而非基于本地居民的需求，抑或是对整个片区中的同类空间进行科学地比较后

的有的放矢。此外，城市更新项目不同于建筑设计项目与总体规划项目，往往需要对较大面

积的区域进行细致的调研与分析后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更新改造示范点，该过程完全依赖

人力，往往存在调研过程费时低效、调研照片成果难以整合并对后续设计形成启发等事倍功

半的弊端。 

1.4 街景图像数据提供的新解法 

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发展为曾经相对模糊与主观的城市设计前期的空间品质调研与评价

问题提供了新的解法
[6]
：街景图像数据由于近人视角、分布广泛，正逐渐成为城市空间品质

的分析一局之一；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来对街景图片进行要素级别的分析处

理，使得大规模与高效率的城市空间调研与客观的测度评价成为可能，如顾红男等 2013年

提出的街道色彩
[7]
、杨俊宴等 2015年提出的街道天空可视域

[8]
、龙瀛等 2017年提出的街道

绿化（2017）
[9]
等研究。  

本文将街景图像数据技术应用于城市设计前期调研分析，提出基于此的生活性街道空间

更新选址研究方法框架，并佐以实证研究，以期形成初步的数据辅助城市设计前期调研分析

方式，提高该阶段的效率与科学性，更好地服务于为人民的设计。 

 

2. 相关研究 

2.1 技术方法 

2.1.1 街景图像数据采集方法 

街景影像大数据是感知城市物质环境的一种新型地理大数据，使用大量的街景影像数据

为基础可以量化研究城市街道空间中的物质环境与人群活动。目前街景图像主要是由谷歌地

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地图服务商利用街景车、无人机等定时沿城市路网拍摄采集
[10]

； 



2.1.2 街景图像数据处理方法 

在街景图像数据处理方面，则主要是用过深度学习基于已有标签的数据库（针对室外环

境主要采用 Cityscapes Dataset，或自行标注创建自己的标签数据库）对其进行图像语义

分割（Semantic segmentation），把图像里的内容标签化，标注道路、车辆、天空、建筑等

要素，挖掘街景语义信息、理解和定量表达场所物质空间，进行各类分析并广泛应用
[11]

于

图像要素识别、无人驾驶、地理信息系统建构、医疗影像分析等。近年，随着城市设计的科

学化与人本化发展，图像语义分割在城市设计前期阶段的街景数据量化研究过程中逐渐开始

被推广。 

当今进行图像语义分割的模型框架层出不穷，但基本都是基于 FCN发展而来。FCN指全

卷积网络（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FCN），由 UC Berkeley的 Jonathan Long等人

[12]
提出。基于原先应用于分类的网络（AlexNet、VGG 和 GoogLeNet）改编的 FCN 作为深度

学习应用于图像分割的开端（图2），其应用于Cityscapes数据集上可以达到约72.07%~80.4%

的 MIoU(Mean Intersection over Union，语义分割的一个评价指标，一般来说，该值越高

表示语义分割越精确，目前同类最新模型 Segformer 也仅有 78.22%~83.48%)，并且可以接

受任意尺寸的图片输入，因此本文选择 FCN作为实现语义分割的网络框架方法。  

 

图 2  FCN 网络模型结构 

（图源网络：mmsegmentation/configs/fcn at master · open-mmlab/mmsegmentation · GitHub） 

2.2 相关理论——城市中的交往与空间  

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使得干净整洁的巨型尺度的高楼大厦、宽阔的通行道路与快速的车行

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而在一定程度牺牲了只有在亲人尺度的空间才能发生的人际交往，扬·盖

https://github.com/open-mmlab/mmsegmentation/tree/master/configs/fcn


尔认为，一切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以及人对城市对社区切身的感受、人际交谈与彼此间的关怀

都是在 “脚踏实地”的时候发生的——或坐、或停、或仰、或行，激发活力的有利条件被

创造，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去感受、停留乃至成为城市生生不息的活力的一部分
[5]
，正如上文

提及的那些总是能在城市的角落看到随处发生的各类活动，但其却总因为缺乏容纳的空间而

处于临时以及被驱赶的境地。因此，对城内老旧小区的改造不仅意味着让其建筑变得更新道

路变得更宽，也意味着改善其已有公共空间，减少曾经因为规划不合理造成的空间浪费，以

满足居民日常活动需求。 

在《交往与空间》
[5]
一书中，扬·盖尔将户外活动分为三类：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

与社会性活动。三类活动与人的主观意愿关系不同，也对应着不同的物质空间需求（图 3）。

诸如通勤等必要性活动常常不取决于人自身，因此对外部环境要求不高；而自发性活动（多

独自进行）与社会性活动（多人参与）则更要求高质量的物质环境。社会性活动是一种多人

间的不期而遇，会促成更多综合性活动的产生，反哺公共空间质量，提高城市活力。因此，

低质量的公共空间往往只有必要性活动，城市活力缺乏；而高质的公共空间不仅会延长原有

必要性活动的时间，并促使自发

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的产生。在

如何提高公共空间质量方面，

扬·盖尔认为对人有吸引力的其

他人与活动、能促使更长停留时

间与活动产生的座椅设施以及

营造柔性界面提供新鲜空气与

舒适景观的绿化等都是重要的

可操作对象。                          图 3 扬·盖尔物质空间与活动关系表 

 

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首先通过 Arcgis整合空间要素，获取研究场地全覆盖的路网并生成街景图坐标

采集点，通过百度街景图 API借口获取百度街景图，补充以现场调研实拍的街景照片形成街



景图像数据库，利用深度学习对图像进行要素提取，结合理论研究中提出的绿化、人与活动、

座椅设施以及可利用的空地本身，形成四个用于分析住区街道的四个要素，并分析之间的相

互关系、与现状的关系，并基于此分析得出最后的生活性街道微更新选址。 

3.2 技术路线 

 

图 4 技术路线 

4. 实证研究 

4.1 研究场地 

本研究选择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社区南部以居民区为

主的红霞路社区以及球场路社区这两个老旧社区街道作为

研究对象（图 5红色区域）。酒仙桥社区被东西向的坝河分

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现以 798艺术区为主（曾经的工业区）。

南部曾是北部厂区的配套生活区，内部社区建设年代较早，

多数街坊现状较差，难以满足当代生活需求。2006 年北京

市开始启动对该区域的大规模危改项目，但由于牵涉利益

主体复杂，至今未能有效推动。在私人住房改造碰壁的情

况下，尝试先从外部公共空间出发改善社区生活街道的路

径具有切实促进社区整体风貌优化且以点带面改善社区居

民生活条件的可能性。 

图 5 场地范围  



4.2 数据获取与处理 

这一阶段主要分为三部分——数据获取、数据筛选与清洗、数据处理。 

4.2.1 数据获取 

街景图像数据来源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为自摄照片，由笔者自 2021年 3月 2日至 3月 7日在酒仙桥社区实地调研时所拍

摄的照片；其二为爬取的百度街景地图，其采集主要分为采样点获取（图 6）与街景图爬取

（图 7）两个阶段。在采样点选取阶段：首先需要通过百度地图截取研究场地的路网图片（现

有路网 shp文件精度较低，无法完整显示场地内所有道路），然后在 ArcGis内进行地理配准，

再用 ArcScan对配准后的地区进行矢量化处理生成可编辑的路网线段文件，最后进行采样点

选取（每隔 10m），输出采样点经纬度表格；在百度街景图获取阶段：首先注册 API 应用，

然后利用 Python 编写街景图爬取程序，按照上一步采集的采样点获取百度地图街景图。多

来源的街景图像数据能形成互补，减小街景图因为拍摄时间相对较为久远的误差，以及实地

调研中拍摄图片带来的视角不一的误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充分发挥调研照片的作用。 

上 图 6 采样点获取流程   下 图 7 街景图爬取流程 



4.2.2 数据筛选与清洗 

对于第一类笔者自己调研拍摄所得的图像，由于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社区生活性街

道的公共空间，而笔者自涉这类照片由于无法获得经纬度标签以直接删除不符合此类空间的

照片，因此需要首先通过 FCN 对图像进行粗略语义分割，提取出道路（road）、人行道

（sidewalk）等道路要素占比综合为 0%的照片编号以删除不属于此类空间的图像数据。对

于第二类获取的百度街景图，由于拍摄的精度问题，会出现车辆或行人占比过大的图片，因

此首先通过 FCN对图像进行粗略语义分割，提取出车辆（vehicle）、摩托车（motorcycle）、

自行车（bicycle）、和人（person）等要素占比综合超过 50%的照片编号以减少拍摄精度造

成的误差。最后整体抽样人工检验，形成研究的初步街景图像数据库。 

4.2.3  数据处理 

通过 FCN 对筛选后的街景图像数据库进行提取组成要素的图像语义分割（如图 8），并

生成所有图片各类要素占比的表格（如图 9）。基于前文相关理论研究所得出的四个主要微

更新选址评价指标——空地、景观绿化、人与活动以及座椅设施，将上述表格中的近义分类

标签进行提取与合并，如合并树、花草等，归类为 01 景观绿化类，合并椅子、沙发、流动

摊位等，并归类为 02休憩服务设施类。最终生成四类分析标签：01景观绿化、02休憩与服

务设施、03 人、04空地，基于这些标签进行对场地的现状的分析与评价，以此形成最终的

微更新选址。 

图 8 图像要素提取                              图 9 要素占比表格 



5. 街景图像数据分析与微更新选址分析  

5.1 调研照片分析   

对调研照片进行四类要素间的相关性分析（如图 10.1），并对这四类按照占比大小分别

排序，筛选出前 9名与图片的对应图表（图 10.2）。从相关性表格中可以看出在四类要素占

比上： 01景观绿化与 04空地呈正相关；而 01景观绿化与 02座椅设施以及 03人与活动呈

负相关；02座椅设施与 01景观绿化呈负相关，与 03人与活动以及 04空地呈现轻微负相关；

03人与活动与 01绿化景观与 04空地呈负相关，与 02座椅设施呈现轻微负相关。结合图片

对应图表（图 10.2）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实地调研过程中，研究场地呈现出采用粗放

式的绿化设计来填补空地的问题，缺乏服务于居民的座椅设施的设置，缺乏绿化与人的互动，

因此对人的吸引力也不强，空间利用率与空间活力较低。座椅设施的多少与人与活动呈轻微

负相关，这与现存座椅摆放位置与居民实际使用需求存在一定错位相关。 

详细分析图 10.2 可以看出，景观绿化与空地率高但活力较低的地方往往处于空间尺度

较大、以通过性交通为主的地方，如主干道两侧；而座椅设施较多、人较为密集的地方多集

中在楼栋口、社区公共区域以及流动摊贩多的生活性道路，但其绿化率较低，属于人群有需

求、空间有一定余裕但、实际建成环境较为低质的空间类型。由此可以看出，我们选择从生

活性街道的微更新着手的判断是符合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同时，一味提高绿化率并

不能提高空间对人的吸引力，需要补充适当的座椅设施。 

 

图 10.1 类型一街景图四指标相关性表 

 01 景观绿化 02座椅设施 03 人与活动 04 空地 

01 景观绿化 1.000000 -0.209085 -0.129461 0.242732 

02 座椅设施 -0.209085 1.000000 -0.093959 -0.093212 

03 人与活动 -0.129461 -0.093959 1.000000 -0.164738 

04 空地 0.242732 -0.093212 -0.164738 1.000000 



 

图 10.2 类型一街景图四要素占比排序与图片对应表 

但仅仅基于调研照片的分析存在由于笔者调研时取景框远近不宜使得照片中各种要素

标签的占比受到取景距离的影响，其排名只能反馈其在这张照片中的绝对占比，以及相似取

景距离照片中的相对排名。作为整体占比的筛选参照则由于未控制变量，不具有充分的科学

性。因此，笔者又借助百度 API接口获得取景距离、视野一致的街景地图进行补充分析。 

5.2 百度街景图分析  

对百度街景图进行四类要素间的相关性分析（如图 11.1），并对这四类按照占比大小分

别排序，筛选出前 9名与图片的对应图表（图 11.2）。从相关性表格中可以看出在四类要素

占比上： 01 景观绿化与 04 空地呈正相关，与 02 座椅设施呈现轻微正相关，与 03 人与活

动呈负相关；02 座椅设施与 03 人与活动以及 04 空地呈现轻微负相关；03 人与活动与 04

空地呈正相关，与 02 座椅设施呈现轻微负相关。结合图片对应表（图 11.2）分析可知，根

据百度街景图，研究场地景观绿化占比与调研拍摄街景图呈现的相关关系相反，呈现轻微正

相关，有可能是因为街景图拍摄时期稍早，曾经的设施现已不存，同时也因为百度街景图片

数量更多，补充了手持摄影的数据量的不足。但总的来说，景观绿化与座椅设施间的关联均

较弱。同时，在存在空地的地方座椅设施不足、现有景观绿化对人群吸引力不足、现有座椅

设施对人群的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上与第一类分析相符。 

进一步分析图片对应表 11.2 可以发现，绿化多分布在通过性道路两侧；休憩与服务设

施多分布在楼栋下或片区的出入口这类最末级的生活性道路周边，空地占比较多的地方一般



出现在老式居民楼周围的末级生活性道路边，环境较脏乱差。一是有的设施如公共座椅等，

设置在居民并不会常过的地方，或经常经过但停留性较低的地方，二是此处设施的质量较差，

居民并不愿意在此处休憩。反而是一些自发设施座椅、流动摊点的地方，座椅设施与人群活

动占比一致，人群停留性强。 

 

 01 景观绿化 02座椅设施 03 人与活动 04 空地 

01 景观绿化 1.000000 0.079911 -0.121614 0.147344 

02 座椅设施 0.079911 1.000000 -0.020535 -0.093212 

03 人与活动 -0.121614 -0.020535 1.000000 0.134400 

04 空地 0.147344 -0.093212 0.134400 1.000000 

图 11.1 类型一街景图四指标相关性表 

图 11.2 类型一街景图四要素占比排序与图片对应表 

5.3 地图落位 

将两类图片按照四种要素筛选排序后的坐标点落位到地图上如图所示（图 12，过近的视

为一个）。可以发现两类图片在各要素占比排序上大体一致，同时自摄图片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由于街景车无法驶入导致百度街景图存在局部道路缺失的不足。百度街景图则在数量分

布上弥补了自摄调研照片间距无法控制以及数量不足的问题。                               



图 12 

5.4 问题总结与选址建议 

5.3.1 现存问题 

综合街景图数据可发现目前研究场地存在以下在微更新阶段需着重解决的问题： 

1） 生活性道路绿化景观设置不足； 

2） 现存空地的利用率较低，多采用简单的绿化装饰，缺少座椅设施的设置，对人群缺

乏吸引力； 

3） 居民的自发性与社交性活动没有足够的空间与高质量的空间容纳； 

4） 生活性道路末段（通往住宅楼、通往住区大门）由于处在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过

渡区域，往往公共空间建设质量较差，但居民在此有较为强烈的社交活动需求，但

缺乏优质的空间与设施； 

5.3.2节点选址与更新建议 

落位图上的点呈现五个中心式分布，且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图 13）： 

A类景观绿化较好，有空地与座椅设施且人群活动较多，有成为区域中心活动点的潜力；

可优先改造整体风貌，除增设座椅外应该考虑引入北部 798艺术元素以提升节点风貌。 

B类存在一定空地与座椅设施且人群活动较多，但绿化质量一般；应优先提升绿化质量

与增设座椅设施； 



C类人群活动较多，但容纳人群活动的空间不足，应在结合上位规划的前提下，为人群

活动尽量提供重充足的空间与足量的座椅设施。初步判断这些空间可以成为生活性道路周边

微更新的参考选址，未来对周围居民的辐射效应会较强，更新改善会比较符合当地居民的日

常习惯与需求。 

图 13 

 

6. 反思与总结 

由于调研前期准备不足，使得自摄照片缺乏地理坐标，为后期落位带来困难。在进行实

地调研与百度街景图相结合的城市更新前期调研时应避免此类有可能带来重复劳动的问题。

若解决了这一问题则可以将排序筛选数目增加，更多的图片可供落位或许可以发现不一样的

各要素分布规律。 

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调研方式可以被完全替



代，人力与算力应该互相补充，借助计算机技术进行人力难以段时间内完成的大量数据获取

与数据分析，再通过建筑师与规划师对数据呈现的结果进行总结梳理，以形成更适合时代发

展的城市更新调研方法，切实改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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