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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街道是存量规划及健康城市背景下，街道发展的新模式和街道设计的新方向，健康街道

可以充分发挥街道的身体、心理、社会层面的健康服务功能，从而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出行环境和

健康生活方式。基于国内外文献梳理，从促进体力活动、改善物理环境、提升街道安全、增强社会

交往 4 个方面，提出多路径多因素的综合性研究思路，讨论城市街道促进公共健康的影响路径，梳

理不同影响路径下的街道交通、界面、空间、绿化和设施 5 类空间要素和测度指标，阐释街道健康

影响路径下的特征效用差异，识别重点设计要素，通过测度指标体系为城市设计、街道设计和评估

提供依据和途径。基于分析结果，从扩展要素实证研究维度、增加因果关系与机制阐释、探寻健康

目标差异下指标阈值及平衡点 3 方面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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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y street is the new model of street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direction of street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ventory planning and healthy city construction. Healthy streets 

enable street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healthy service functions, 

thereby providing urban residents with a healthy travel environment and healthy lifestyl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research,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romoting 

physical activity, improv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advancing street safety, and enhancing social 

interaction, puts forward a multi-path and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dea to discuss the 

impact pathways of urban streets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It also sorts out five spatial elements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street traffic, interface, space, greening and facilities under various health 

impact pathways. It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of feature utilities under the health impact pathways 

of streets, identifies key design elements, and provides a basis and approach for urban design, 

street design and evaluation through a clear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it proposes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es from three aspects: expanding the 

dimens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ctors, increasing the explanation of causality and mechanism, 

and exploring the threshold and balance point of indicators under the difference in health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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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方法
公共卫生的发展与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人居环境学科同根共源，通过环境营造对

疾病预防和健康行为提供支持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已证实城市建成环境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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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对健康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 [1-3]，其中

城市绿地 [4] 等空间类型的健康影响路径和空

间要素得到较为系统的论证。街道作为与公

共日常生活接触最为密切的城市公共空间类

型，承担着交通、生态、生活等多方面功能，

在出行方式、舒适环境、社会交往等层面与

公共健康息息相关，其空间构成和服务功能的

复杂性为街道的健康性研究带来挑战。街道是

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从公共健康角度探讨

街道设计，对当下中国乃至全球解决城市健康

问题的城市空间策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5]。

作为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重要空间抓手，

街道研究对于城市更新和健康城市建设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从国家政策引导方面看，在

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迈向以质量提升为

主的新阶段，街道的规划和品质提升是目前

城市设计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2020 年“新

型城镇化”政策提出完善非机动车和行人交

通系统、行人过街设施等依托街道空间的建

设内容。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和全球健

康城市的建设热潮下，慢行系统、自行车道、

树冠覆盖率等多项健康城市评价标准条目围

绕街道环境展开。在城市品质提升和健康城

市建设的迫切需求下，亟需明晰街道空间对

公共健康的影响，从而对实际建设工作提供

指导。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近年来

街道健康性研究集中于可步行性、物理环境、

街道活力与空间品质等方面。随着街景图片

和多源大数据方法的运用与实证研究，街道

各要素与不同层面健康效用的关联不断被揭

示，街道的健康影响路径和机制趋于清晰。

De Vries 等 [6] 从街景绿化视角提出公共健康的

中 介 机 制， 随 后 Hassen 和 Kaufman[7]、Lu[8]、

Ma 等 [9] 陆续从社区参与度、体力活动和热

舒适性等多角度揭示街道设计对健康的效用，

Meng 等 [10]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梳理得出 1999—

2019 年间街道空间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热点，

为明晰街道健康影响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

研究思路。然而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

多集中于针对单一层面的健康影响路径（如体

力活动）来探讨街道的健康性，或从单一要素

（如绿化）入手考量对公共健康的综合影响，

缺乏多要素探讨的研究框架，较少对街道空

间要素在不同健康影响路径下的效用形成整

体认知，尚不明晰能够高效影响健康、实现

综合健康目标的街道关键要素。本研究以提

升生理、心理和社会三维综合健康为目标，

提出了多路径多因素的综合性研究思路，突

破传统单一健康层面或空间要素类型，基于

促进体力活动、改善物理环境、提升街道安

全、增强社会交往的街道健康影响路径，建

构综合性健康街道测度指标体系。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笔 者 基 于 中 国 知 网

（CNKI）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

以街道（street）和健康（health）作为主题词

进行检索，并进一步以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 环 境 舒 适（environmental comfort）、

街 道 安 全（street safety）、 社 会 交 往（social 

interaction）及相似表述词汇作为主题词拓展检

索，通过人工识别题目和摘要信息筛除与主题

无关文献，综合考量相关度、被引率、发表时

间及期刊影响因子筛选得到 98 篇文献。研究

聚焦街道空间特征和要素对公共健康的效用，

从不同的健康影响路径出发，明晰健康街道

的空间测度指标，以期为街道设计和评估提

供参考依据，为健康街道的空间要素研究提

供理论基础。

2  城市街道的健康影响路径
基 于 对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健康概念的理解，健康是

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

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11]，由此可以看出除

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层面避免焦虑和抑

郁以及获得安全感，社会层面的交往活动与

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也是实现综合健康的必要

条件。基于文献梳理，本研究将城市街道的

健康影响路径归纳为促进体力活动、改善物

理环境、提升街道安全、增强社会交往 4 个

方面。

2.1  促进体力活动

促进体力活动可通过增强身体素质、遏

制慢性病从而有利于提升公共健康。缺乏身

体活动是全球第四大死亡高危因素 [12]，已成

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建成环境对体力

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公共卫生、交通、城乡规

划与风景园林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促进体力

活动是健康城市规划提升身心健康的优化路

径之一，在街道环境中，使用汽车等“被动”

交通方式与身体活动水平下降有关，环境优

化可以吸引人们更多选择步行、骑行等“主

动式交通”[13]，从而通过增加体力活动有效降

低高血压、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 [14-

15]。此外，通过跑团、健走团等街道集体性活

动的开展，还能够促使单纯的体力活动拓展

到社会交往，从生理的健康服务功能延伸至

社会层面的健康 [16]。

2.2  改善物理环境

改善物理环境主要体现在调控恶劣风热

环境、降低空气污染给人体带来的不适感知

和疾病风险，从而为户外健康行为的进行提

供舒适的客观条件。街道物理环境的舒适性

是近年街道空间与健康关联研究的重要领域

之一 [10]14。城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对公共健

康，尤其是老年人带来严重威胁，炎热环境、

空气污染与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相

关 [17-18]。风环境间接对街道内热环境和大气污

染物水平产生影响，也是街道小气候舒适的

主要感知维度。通过优化空间尺度和植被等

要素调控空气颗粒物浓度和分布，提升空气

环境质量，有利于呼吸健康，减少人们患病

风险 [19]。

2.3  提升街道安全

提升街道安全主要体现在减少交通人身

伤害和步行通行障碍，通过增强安全感知，

减缓行人紧张等心理困扰，提高心理恢复潜

力。中国快速城市化和高密度城市建设，使

得高度机动化街道面临行人过街困难和人身

安全风险，大量的停车占道加剧人车冲突，

降低街道的可步行性品质。共享单车的普及

也增加了由机非混行、人非混行所导致的交

通伤害。同时，破旧和封闭的街道容易引发

犯罪和令人产生不安全感。研究表明邻里安

全感能够以加强体育活动和社会凝聚力为中

介从而利于心理健康的增强 [20]。此外，街道

安全感知的提升利于形成更高的心理恢复潜

力 [21]，人们对街区安全感的获得，会增加心

理的信任度，尤其是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能



研究 / Research

57

够降低心理障碍，进而为户外健康活动和社

会交往的进行提供潜在环境支持。

2.4  增强社会交往

增强社会交往主要体现在街道社会层面

的健康支持作用，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有助于

增强社会参与和社会凝聚力。社会参与被视为

个人健康状态的社会决定因素之一 [22]，研究

发现较少的社会参与被证明与慢性病和心理

健康问题有关，较高的社会参与度是增加社

会资本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资本的提高与

更好的身心健康相关，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

共同构成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指标 [7]120。在中

国历史上，街道一直承载着丰富的交往活动，

在“存量式”城市规划转型背景下，宜人尺度

的街头绿地、商业外摆休憩设施和建筑附属

空间等，是当前街道交往活动展开的友好场

所，也成为老城区街道更新的重要着力点。促

生更多交往活动的空间不仅提升人们的偏好和

步行率 [23]，而且“街道眼”效应提高了心理

的安全感知 [24]，更重要的是居民在进行身体

活动和获得心理恢复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了良

好社会情感联系，实现三维的综合健康目标。

3  不同健康影响路径下的街道空间要素
街道作为城市线性和网络结构的特殊公

共空间形态，其构成要素和组合形式多样。

街道网络、交叉口、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

机动车道等构成了其主要交通特征；由纵向街

谷形态和水平向收放空间的节奏等共同构成

了街道空间特征；街道两侧土地利用及临街建

筑界面形态和功能形成街道边界侧向的界面

特征；树木植被作为街道环境中的自然元素，

其分布、密度及种植结构等特点形成街道的

绿化特征；街道照明、家具等功能性设施的分

布与管理构成街道微观层面的设施特征。不

同层面的街道特征，通过具体空间要素在单

一或多项健康影响路径下，对人的生理、心

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

鉴于部分街道环境指标在某一健康影响

路径下的实证研究存在多项成果，为避免不

同研究中研究样本、实验环境、因子细分程

度和分类等差异对健康结果相关性的影响，

参照 Wendel-Vos 等 [25] 和马明等 [26] 运用的证据

质量评判方法，根据百分比对相似主题实证

结果进行一致性判定，以确定下文中该指标

与健康影响之间的关联（表 1）。

3.1  促进体力活动的健康街道影响要素

《2019 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散步、

跑步和骑行等简单且适用性强的体力活动最

受欢迎。体力活动的促进受多方面街道要素

设计的共同影响，不同类型的体力活动对环

境要素偏好也有较大差异。

3.1.1 促进步行活动的街道空间要素

促进步行活动的街道环境影响因素最为

复杂，主要与交通（街道连通性 [27-29]、街道网

络密度 [16]20、交叉口密度 [30]、人行道的存在与

宽度 [31-32]）、界面（土地混合利用率 [33-35]、店

铺密度 [23]23、功能混合度 [30]4）、空间（城市绿

色空间 [36]47）和绿化（街道树木密度 [37]、绿视 

率 [38]、绿化覆盖率 [29]122）特征紧密相关，并呈

现街道环境指标对步行活动的正向关联规律。

此外街道铺装、街道家具等设施特征对步行活

动也有积极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15]65。

其中上述的部分指标在多项研究结果中

存在不同结论，如多数学者支持交叉口密度

的提高有利于鼓励步行，但 Lu 等 [36]45 以香港

为例进行步行时间与交叉口密度相关性研究，

并未得出二者具有相关性。在土地混合利用

率指标方面，多数研究肯定了与步行数增加

的正向关联，多体现在交通性步行方面，且

进一步得到数值上的验证 [33]449，但同时也有少

数研究得出二者关系并不显著 [36]45。以上指标

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归结为相似研究方法

下，地域环境和样本数量的巨大差异导致统

计分析结果存在不同，但总体并未出现反向

相关研究结论，因此仍可认定为该指标对促

进步行具有支持作用。此外，其他指标对步

行活动的增加均呈现正向关联规律。

3.1.2 促进骑行活动的街道空间要素

促进骑行活动的影响因素在交通和界面

特征方面形成集中性成果，主要与街道连通

性 [39-42]、街道网络密度 [43-44]、交叉口密度 [27]36、

地形坡度 [45]、自行车道类型 [46]88、土地混合利

用率 [42]30 等要素相关联。研究表明街道连接性

以及自行车道和设施的存在是促进骑行活动的

最重要因素，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车道

类型的影响力度最大 [46]88。地形变化和土地混

合利用率被认为是影响相对较小的因素 [39]8-10。

街道空间要素对骑行活动的促进效果主要集

中在骑行率和速度方面，对骑行时长的关注

度较低，且空间要素与活动的关联多成趋势

性规律，缺少适宜取值的量化成果。

3.1.3 促进跑步活动的街道空间要素

相比于步行和骑行活动而言，促进跑步

活动的街道环境因素研究相对薄弱，主要被

认为与街道连通性、街道路网密度、交叉口

密度为代表的街道交通特征存在关联，其中

对街区路径的完整性与连续性要求较高 [16]21。

街道网络密度与跑步活动的关联性，在城市

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Hou 等 [44]1210-1211

基于 15 年间纵向数据的研究，支持了低城市

化地区二者的正向关联，但在中高城市化地

区无显著关联或呈负向关联（仅女性）。因此

该指标与跑步活动的关联性无法确定，仍需

针对不同密度城市环境补充实证。此外，沿

街蓝绿开放空间的存在和数量是支持性要素

之一，表现在对慢跑概率的提高具有促进 

作用 [47]。

3.2  改善物理环境的健康街道影响要素

热环境、风环境和空气质量是街道物理

环境的主要构成，影响着户外行人舒适度，

也是街道健康行为发生的潜在影响条件。街

道物理环境受到多方面空间要素影响。

3.2.1 提升热舒适的街道空间要素

与街道热环境密切相关并影响热舒适的

因素，集中在空间、绿化和设施特征方面，

主要包括街谷高宽比 [48]、街道走向 [49-50]、天空

表 1  相关性科学判断标准 [25-26]

Tab. 1  Scientific judgment criteria of correlation basis[25-26]

科学判断标准 意义

0~39% 研究存在相关 不确定关联

40%~50% 研究同向相关；

25% 以上研究反向相关
不确定关联

40%~50% 研究同向相关；

25% 以下研究反向相关
正 / 负可能相关

51%~100% 研究同向相关；

25% 以上研究反向相关
正 / 负可能相关

51%~100% 研究同向相关；

25% 以下研究反向相关
正 / 负相关

51%~100% 研究同向相关 正 / 负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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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因子（sky view factor, SVF）[51]、绿化覆盖 

率 [52-53]、路面材质 [54] 和户外遮阳 [55] 等空间要

素，其中街谷高宽比、绿化和路面材质是集

中探讨的维度。多数研究支持街道高宽比与

热环境二者的关联性，但在影响规律及适宜值

域的量化成果上存在差异。有研究表明高宽比

比值大为好 [49]83，也有研究证明高宽比与气温

变化为非线性关系 [50]37，邬尚霖和孙一民 [56]59

通过模拟结果发现街谷高宽比对热环境的改

善作用微弱。地区气候和城市形态的较大差

异，导致研究结果对于其他地区的应用普适

性存在争议，仍需结合特定环境扩展地域性

研究。而绿化覆盖率、路面材质和户外遮阳

指标对改善热环境的正向关联结论总体呈现

一致性趋势。

3.2.2 提升风舒适的街道空间要素

风环境受建筑因素影响明显，与之相关

的街道环境要素主要聚焦于街道连续性 [56]60-61 

等界面形态，以及与两侧建筑围合有关的

SVF[57]、街道朝向 [53]104 和街谷高宽比 [58]10 等

空间要素。其中街道朝向对风环境差异影响

显著，通过与主导风向形成平行关系的街道，

被普遍认为可以改善通风效果，提高舒适度。

研究发现在 0.8~1.3 范围内街谷高宽比越小，

街道风环境越好 [58]12，但与最佳热舒适下的取

值存在差异 [50]39，综合风热环境提升舒适性的

街谷高宽比最佳值域有待持续探索。

3.2.3 改善空气质量的街道空间要素

街道结构与尺度、道路交通、绿地和开

放空间等要素对街道颗粒物浓度分布有重要

影响，进而影响居民的呼吸健康 [59]。在空间

特征方面街道高宽比依然是关键要素 [60-61]，有

研究表明高宽比越大颗粒物浓度越低 [62]，也

有学者揭示了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和关键临

界值 [63-64]，出现差异的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层

面实验模拟和案例实测的精度不同导致结论

的精确性不同。此外街道朝向和 SVF 也会对

污染物的浓度有所影响，SVF 与污染物浓度

呈显著正相关 [62]11。宏观层面的绿化覆盖率 [65]

和微观层面的植物疏透度 [66-67] 等绿化特征对

改善空气质量的效用得到众多学者一致认可。

与风热环境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的是，街道

网络密度和交叉口密度等街道交通特征与污

染暴露水平呈正相关 [68]。

3.3  提升街道安全的健康街道影响要素

提升街道安全包括交通和步行安全，以

及促进心理安全感。与之相关的街道要素较

为广泛，分布于交通、界面、空间、绿化和

设施多个方面。

3.3.1 提升交通和步行安全的街道空间要素

在交通和步行安全方面，交通和设施特

征起到关键作用。其中交叉口密度与行人安

全性呈负相关 [69] ；在机动车速度 [70]、车道

数 [71]、路面占道停车 [72]、自行车道类型 [73] 等

关联要素中，控制速度对机动车驾驶者、骑

行者和步行者而言均是提升安全性的重要措

施。从行人角度来看机动车速度、业态活力

和违规占道停车对步行安全的影响更为关 

键 [72]53。改善街道照明是减少车辆和行人碰撞

风险的关键要素 [74-75]。

3.3.2 提升安全感的街道空间要素

心理安全感知获得是缓释压力、促进心

理层面健康的重要途径。相较交通和步行安

全客观层面，心理安全感知的影响因素更为

复杂，且更多集中于微观环境特征，包括车

道数和绿视率 [76] ；界面透明度 [77] ；建筑退界

宽度、商业外摆、设施管理程度、铺地完整

性 [78] ；街道高宽比和行道树密度 [79] 等要素，

均为正向关联。由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相比街道交通网络等二维特征，心理安全感

更依赖于行人视角的三维空间环境，街道的

精细化设计对于提升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

3.4  增强社会交往的健康街道影响要素

社会交往的开展基于街道环境包容度的

提升，其环境影响因素覆盖交通、界面、空

间、绿化和设施特征多个方面。

3.4.1 提高社会包容的街道空间要素

包容性是街道中进行社会交往的前提条

件，它使各年龄层次和能力的居民都能够参与

街道生活，构建与社会的联系，享受健康街道

的社会人文关怀。土地混合使用被认为是提升

街道包容性的重要因素，通过提高土地混合利

用，能够缩短出行距离，提高服务设施可达 

性 [80]，从而保障弱势群体融入街道生活。同

时无障碍设施、休憩座椅、行道树密度、商业

摊贩和管理维护程度等设施层面要素在提高社

会包容性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81-82]。

3.4.2 提供交往聚集的街道空间要素

街道中社会聚集与交流，被广泛证实受

到交通（街道连通性 [83]、道路密度 [84]、人行

道宽度 [85-86]）、界面（界面开敞度 [87]、店铺密

度 [88]）、空间（社交场所密度 [85]165）、绿化（绿

化覆盖率 [89]）及设施（休憩座椅密度 [86]93）特

征下多个因素的正向影响。其中国内外学者

就宏观层面街道连通性的提高对社会交往的

促进作用结论趋向一致 [90-91]，然而由于各国家

和地区街道环境差异较大，街道微观要素的影

响程度存在不同结论，需针对不同街道类型和

不同人群社交需求和行为特点，扩展量化实证

研究。

4  研究结论及展望
4.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城市街道的环境特征与居民

健康行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多数街道

空间要素通过非单一路径影响健康（图 1）。

筛选具有 2 项以上具体健康路径支持作用的因

子，得到 11 类要素及 21 项具体指标（表 2），

共同构成健康街道规划设计的主要空间着力

点。从特征效用差异、重点设计要素及健康

设计与评估 3 方面进行总结。

4.1.1 四大健康影响路径下街道特征效用的显

著性差异

交通、界面、空间、绿化和设施特征是

健康街道发挥作用的 5 个重点环境维度，在

各项健康影响路径下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

其中交通方面特征多集中于促进体力活动和

提升街道安全的健康作用上；界面特征与人

交互更为密切，通过心理感知作用于各种健

康行为，主要影响其体力活动和社会交往的

发生；空间特征是街道中各类行为发生的背

景和支持场所，也是影响街道物理环境舒适

的重要因素；绿化特征作为街道环境中的“软”

要素，提供舒适的物理环境，影响居民的健

康行为和心理安全感知；设施特征主要改善风

热环境，保障出行安全，提供社会交往场所。

特征之间效用存在交织与路径侧重，健康目

标的实现依赖于各类特征要素在街道空间中

的统筹设计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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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街道健康影响路径下的重点设计要素

街道交通、绿化和设施要素涵盖各条健

康影响路径，能够从多维度对公共健康产生

效用。由于此类要素多涉及街谷三维空间的

微观尺度环境，与行人的感知与体验密切相

关，因此注重街道的精细化设计对公共健康

全面提升具有较强作用。作为骨架性环境要

素，交叉口密度、街道连通性、街道路网密

度、街道高宽比和绿化覆盖率 5 个具体测度

指标（表 2），相较于其他的空间要素在健康

路径中起到更全面的支持作用。其中以交叉

口密度的影响广度为首。由此可以看出，从

城市设计层面对街道二维形态结构进行优化，

是提升公共健康水平的关键性手段。从综合

健康目标审视街道规划设计，应优先考虑对

此类宏观影响因素的合理控制，结合不同类

型街道突出健康问题和优化目标辅以要素精

细化设计，对微观人体感知特征进行针对性

提升。

4.1.3 基于测度指标体系指导街道健康设计与

评估

通过健康影响路径下街道空间要素的系

统分析，初步构成基于 11 类要素与 21 项具体

指标的健康街道测度指标体系，明确在健康

导向下街道设计和更新的关键设计点位；通过

横向作用效果和纵向特征要素对比，明确街

道设计特征、要素和指标对于健康效用的贡

献率和优先级。在指标的分级量化和权重确

定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环境品质的街道，进

行健康绩效计算及评价，揭示城市公共空间

中街道设计的得与失，进而对后续工作的调

整和改善提供指导，不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

健康服务功能。

4.2  当前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在不同健康影响路径下的街道空间要素

研究正处于持续探索阶段，仍存在较大研究

空白。基于当前街道健康研究成果及不足，

从扩展要素实证研究维度、增加因果关系与

机制阐释、探寻健康目标差异下指标阈值及

平衡点三大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4.2.1 扩展要素实证研究维度

综合街道特征要素在四大健康影响路径

下的支持效用来看，各街道要素在多项路径

表 2  不同健康影响路径下的城市街道空间特征

Tab. 2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treets under different health impact pathways

特征

类型
街道要素 测度指标

促进体力活动 改善物理环境 提升街道安全 增强社会交往

步行

活动

骑行

活动

跑步

活动

热舒

适

风舒

适

空气

质量

交通

安全

步行

安全

安全

感

社会

包容

交往

聚集

交通

街道网络
街道连通性 + + + +

街道路网密度 + + + +

交叉口 交叉口密度 + + + + +

人行道 人行道宽度 + +

机动车道
机动车速度 + +

车道数 + +

非机动车道 自行车道类型 + +

界面

土地利用 土地混合使用率 + + +

建筑界面
店铺密度 + +

连续性 + +

空间
街谷形态

街道高宽比 + + + +

天空可视因子 + + +

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数量与质量 + +

绿化 街道绿化

行道树密度 + + +

绿视率 + +

绿化覆盖率 + + + +

设施 街道设施

照明光度 + +

座椅密度 + + +

地铺形式 + +

户外遮阳 + +

管理维护程度 + +

    注：+ 表示该要素能够对健康影响路径产生支持作用；空表示该要素影响作用不明。

1 公共健康与城市街道环境特征的关联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heal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treet environment

促进体力活动

街道网络

交叉口

人行道

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

土地利用

建筑界面

街谷形态

开放空间

街道绿化

街道设施 设施特征

绿化特征

空间特征

界面特征

交通特征

改善物理环境

提升街道安全

增强社会交往

健康街道

影响路径
公共健康

健康街道
规划设计

下与健康的关联性尚存空白。街道交通环境

特征与改善热舒适、风舒适和增强社会包容

的关联性方面，街道界面特征与支持跑步体

力活动、改善热舒适和空气质量以及提升街

道安全的关联性方面，街道空间特征在支持

骑行体力活动、提升交通和步行安全与增强

社会交往的关联性方面，街道绿化特征在支

持骑行和跑步体力活动、改善风舒适与提升

交通和步行安全的关联性方面以及街道设施

特征在支持骑行和跑步体力活动、改善空气

质量的关联性方面仍有缺口，缺乏有力的实证

研究支撑。此外街道美感、声景、文化及事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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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等人文要素在健康影响路径下的效用仍有

待考证，在未来应注重挖掘街道要素在多维健

康影响路径下的效用，并从街道人文要素角

度拓展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4.2.2 增加因果关系与机制阐释

当前研究多集中于利用截面数据，揭示

街道环境特征中具体要素和测度指标在健康

影响路径下与健康结果的相关性与趋势性规

律，侧重对因果效应的验证，而对因果关系

及影响机制的阐释较为薄弱。在研究方法和

数据获取中缺少基于长期观测的纵向数据验

证街道要素改变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力度。在

未来街道空间要素的研究中，从研究深度上

应加强街道要素与健康影响因果关系的机制

阐释，从研究时间维度上应注重丰富的历时性

研究，可结合实际街道更新案例对比改造前后

的健康绩效水平，从而增强对因果关系的证

明，进而为健康街道设计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4.2.3 探寻健康目标差异下指标阈值及平衡点

部分街道空间要素在不同路径下的效用

呈现矛盾，例如道路密度和交叉口密度的提

升在促进体力活动等健康行为的同时，也导

致了污染暴露水平的增加 [68]1590 ；绿视率的增

加能够有效促进步行，但过高的绿视率也会

对心理恢复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92] 等。因此在

未来研究中，多维度健康影响路径下测度指

标的适宜阈值范围仍需不断探索，须结合实

际街道情况进行健康风险评估，根据不同健

康侧重目标确定指标量的平衡点。

5  结语
本研究以健康街道规划设计的实际需求

为导向，基于促进体力活动、改善物理环境、

提升街道安全、增强社会交往 4 条健康影响

路径，归纳明晰了与提升公共健康相关的主

要具体要素和指标，初步构建起健康街道空

间要素研究的框架性体系。这是一项动态的

结果，未来仍需更多实证研究来不断完善，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重点通过对实证研究的

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meta-analysis, MA）进一

步探索，从而对健康街道的规划设计形成科

学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从城市空间角度

为提升公共健康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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