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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区地震紧急避难场所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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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口密度较高、用地规模较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区的大量建设,科学合理地规

划地震紧急避难场所,满足人们在地震灾害发生时暂时避难的安全需要越来越迫切.采用定

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地震紧急避难场所的需求、资源、安全和使用角度,

较全面地分析了大型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区社区公园规划与设计中的问题与对策.首先,政府

应大力引导建设社区公园,使之均匀分布;其次,在居住区审批和建设中,应控制居住区人均

绿地指标,满足规范要求;再次,在具体的交通组织中,要增强居住区内紧急避难场所的开放

性,同城市避难通道联系便捷;最后,在地震紧急避难场所内部应规划一定比例开敞空间,配
备基本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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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是一个地震灾害较多的国家,有40%以

上地区属于7度地震烈度区,有70%的百万以上

人口大城市处于地震区,潜在的地震灾害一直存

在.目前世界各国对地震预测的成功率还很低,通
常是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减轻地震灾害,其中建立

避难疏散场所是城市防灾减灾的重要举措之一.
避难疏散场所分为紧急避难场所和固定避难场

所,在遭遇地震灾害时,人们几乎都离开建筑物到

空旷地区暂时避难,紧急避难场所需要的空间十

分巨大.
在目前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家

启动扩大内需经济政策,重视中低收入阶层保障

性住房建设.多数城市开始建设大型保障性住宅

区,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廉租房为辅.例如大连从

2008年开始建设的福佳·新城,总占地面积为

21.69ha,容积率为2.9,建成后总居住户数将达

到7038户[1].2009年还将在大连湾镇前关村规

划建设另一个大型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总用地面

积约13.9ha,总居住人数将达14550人,开发建

设包括33层、30层、28层、24层等高层住宅楼,

容积率为3[2].其他各大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也

呈现类似特点:以小高层、高层住宅为主,用地规

模较大,容积率较高,人口密度逐渐提高.本文主

要研究此类大型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中地震紧急

避难场所的规划设计.这里所指的大型中低收入

阶层居住区是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0180—93(2002年版),以中低收入阶层为主

的人口规模在10000人以上的居住小区及居住

区.

1 从地震紧急避难场所需求的角度

研究社区公园建设的必要性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人们离开建筑

物,大量聚集在街道避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紧

急避难场所在社区中的不足.1999年7月,在日

内瓦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管理论坛

强调:要关注大都市及都市的防灾减灾,尤其要将

社区视为减灾的基本单元[3].台湾“9·21”地震

10个灾区的有关资料显示,居民对于避难场所的

选择可以归纳为几个特征:靠近自家居所,可以就

近待援以及处理财物等事宜;环境熟悉,有归属



感,居民互相认识可互相照应.就避难场所而言,
大多数就近避难场所“均在灾区居民步行可及范

围之内,为500~600m”[4].
根据日本学者对阪神地震中公园受害程度的

研究,街区公园(标准面积0.25ha)在震中受害程

度最小[5],在城市中数量最多,可作为市民灾后自

救的第一安全空间,为下一步人员的安全疏散和

转移提供可能.日本的这种小型公园相当于我国

目前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的中类公园绿地———社

区公园(G12)[6].社区公园为一定居住用地内的居

民服务,具有一定的户外游憩功能和相应的设施.
同城市综合公园所形成的整体应相对均匀分布,
合理布局,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户外活动所需.
社区公园包括两小类:G121居住区公园和 G122小
区游园(见表1).社区公园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符

合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一般来说,紧急避难场所要

距离住宅区服务半径500m,即步行5到15min
内到达为宜.

表1 城市综合公园和社区公园的合理服务半

径[7]

Tab.1 Reasonableserviceradiusofcitycomprehensive

parkandcommunitypark[7]

公园类型 面积规模/ha
规划服务

半径/m

居民步行来园

所耗时间/min

市级综合公园 ≥20 2000~3000 25~35
区级综合公园 ≥10 1000~2000 15~20
居住区公园 ≥4 500~800 8~12
小区游园 ≥0.5 300~500 5~8

当前我国各大城市非常重视城市绿地建设,
城市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有了较大提高,但在社

区公园尤其是居住区公园建设方面相对滞后,这
一现象明显受到货币化分房政策下各地大搞房地

产开发,单纯地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影响.用地规模

较大的房地产项目,政府应统一规划整体协调,改
变开发商只注重内部环境建设,忽视规模适中的居

住区公园建设状况.在以政府为主导建设的大型中

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中,居住区绿地建设容易实现,
避免出现为了在有限的用地内多建住宅,压缩公共

绿地这一现象,为居住区的防灾、减灾增加难度.

2 从地震紧急避难场所资源的角度

研究人均绿地指标的实效性

根据张丽梅等研究[8],在避难活动中人的临

时性基本活动空间为0.48m2.在《北京中心城地

震及其他灾害应急避难场所(室外)规划纲要》中,
临时型避难场所的用地指标按1.5~2.0m2/人.
这一指标和我国目前执行的2002年版《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规范》中的居住区内相关绿地指标相

符[9]:居住区内公共绿地的总指标,应根据居住人

口规模分别达到小区(含组团)不少于1.0m2,居
住区(含小区与组团)不少于1.5m2.

目前大型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区建设中存在一

种现象:居民已经入住相当长的时间,还没有配套

建设幼儿园、学校.或者为了多建住宅,压缩幼儿

园建设规模,儿童享受不到应有的宽敞、舒适的室

外活动场地,小学运动场地面积不符合标准的现

象也屡见不鲜.上面提到的大连两个大型中低收

入阶层居住区中均未配套建设学校,可利用的地

震紧急避难场所资源很少.另外,中低收入阶层居

住区多数选址于城市边缘区,区域公共空间资源

较少,周边也缺乏地震紧急避难场所.由此可见,
居住区内绿地是满足人们在地震发生时紧急避难

的有效空间.
在以小高层、高层住宅为主的大型中低收入

阶层居住区建设中,由于住宅间距较大,宅间绿地

常被当成组团级、小区级绿地,压缩公共绿地规

模.经相关部门研究,建筑物倒塌“影响”范围一般

为“10+H/2m”,其中 H 为建筑高度[10],目前小

高层建设以11层为主,按照以上公式计算只有住

宅间距大于50m,宅间绿地中少量用地才能具有

紧急避难功能,而这只能在日照间距系数大于1.5
的地区实现.高层住宅建设以塔楼形式居多,面宽

相对较窄,日照间距更小,安全性相对较差,不能

满足在灾害来临时,人们就近寻求紧急避难场所

的心理需求.所以在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阶段,尤
其在规划管理及实施阶段不能单纯强调绿地率,
应更多关注绿地的实效性,重视人均公共绿地指

标,达到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要求,提供充足

的地震紧急避难场所,同时为中低收入阶层日常

生活提供大量的公共空间,促进人们之间交往,提
高生活品质.

3 从地震紧急避难场所安全的角度

研究社区公园系统的开放性

一般来说,地震紧急避难场所应避开自然、人
为易灾区,具有良好的可达性,不仅居住区内居民

能够迅速到达,而且同城市的避难通道和救灾通

道有便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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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要求中心绿地的

设置至少应有一个边与相应级别的道路相邻,实
际上是对居住区各级绿地提出基本的开放性要

求.居住区绿地布局形态以两种形式为主:块状绿

地和带状绿地.大规模居住区建设中,两种形式均

被大量采用,小区游园以带状绿地形式,组团级绿

地以块状绿地形式应用较广,这同当前居住区建

设中采用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模式易协调.如果

能够使带状绿地和避难道路、救灾道路联系便捷,
将有利于居民就近疏散、避难.带状公共绿地系统

既是居民通向固定避难场所的安全疏散通道,又
是防止次生火灾蔓延的隔离带,是一种值得借鉴

的居住区内小游园空间组织模式.大连星海人家

居住区东临城市带状绿地,区内布局两条带状绿

地,中部主入口处带状绿地同城市带状绿地呈丁

字形交叉,融合城市之中;北部带状绿地同小区配

套设施有机联系,小学、幼儿园、运动场地共同构

成居住区公共空间,小区级道路从中部穿过;在各

组团中设置块状绿地,利于组织居住区内居民紧

急避难,如图1所示(根据 Googleearth软件截

取).

图1 大连星海人家居住区总平面

Fig.1 SiteofXinghairenjiaresidentialdistrict,Dalian

又如大连清恬园居住小区,周边小区众多,缺
少居住区级绿地.清恬园在城市支路交叉口处布

局块状休闲广场,沿街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创造丰

富多彩的街道开放空间.区内结合车行道和步行

道设计“一主两辅”带状绿地,交汇于小区块状绿

地之中,西侧规划幼儿园,公共生活融于一体,组
团内部规划块状绿地,同小区级道路联系便捷,创
造安全通畅的紧急避难场所,如图2所示(根据

Googleearth软件截取).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

开放程度较高的社区公园规划设计手法值得在大

型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区规划设计中借鉴.

图2 大连清恬园居住区总平面

Fig.2 SiteofQingtianyuanresidentialdistrict,Dalian

4 从地震紧急避难场所使用的角度

研究社区公园设计的科学性

社区公园的选择应避开不良工程地质区域,
应设在地势较高且相对平坦的区域,场地的长宽

比应适当,要有一定面积的平地,包括硬质铺装和

开阔草坪,易于搭建帐篷及临时建筑.目前居住区

绿地建设中重视观赏性景观塑造,绿化覆盖率较

高,北方住区中水景建设也较常见,而相对开放地

为人们提供各种交往活动的硬质空间比例在下

降,尤其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这一同质性居住群体

来讲,交往空间尤为重要,应充分利用地段现状自

然环境,设计适合不同年龄群体活动的硬质空间,
使其均衡分布,同时提供较多的紧急避难场所.

社区公园内植物配置要合理.如果乔灌木栽

植过多,避难帐篷只能在高大乔木下“栖身”,而地

震后常伴有的雷雨天气使高大树木成为遭受雷击

的“制高点”,安置在帐篷里的人员生命安全得不

到保障[11].要合理配备自来水管等基本设施,平
时物业用其绿化浇灌,灾害发生时可以满足临时

避难及生活需要.
社区公园内要考虑设置公共厕所的可能性,

若在场所内无法解决应制订就近如厕的方案.例
如,由于缺乏应急厕所,地震避难期间绵阳市在公

共空间临时挖了100多个“土”厕所,给灾后防疫

带来压力.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要求居住

区、居住小区内公共厕所为应配建的项目.城市环

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GB50337—2003中规定,
用地规模为20~35ha的居住小区中应设置一座

公共厕所;人口密度较高、用地规模较大的中低收

入阶层居住区中,应在社区公园中设置一座公共

厕所,布局在比较核心区域,相对独立隐蔽,避免

影响公共绿地美观效果.在社区公园中建设公厕,
不仅能够在灾害发生时解决人们生活问题,还能

为日常人们在居住区中的休闲游憩提供方便,对

217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第49卷 



于消费水平有限、以居住区内休闲活动为主的中

低收入阶层尤为重要.

5 结 论

大型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中,由于人口密度

高,住宅由多层向中高层、高层发展,此类居住区

中地震紧急避难场所规划尤为重要.规划设计中

应运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法,保护好居住区,保护

好城市,保护好人民.在居住区层面应重视居住区

公园建设,规模符合国家标准,服务半径合理;在
居住小区层面,重视人均公共绿地指标,提供充足

紧急避难空间;适宜作紧急避难场所的公共空间

应安全、便捷,既能满足人们防灾、避灾使用需求,
又能为人们提供舒适的户外活动场所,创造和谐

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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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planningofearthquakeemergencyrefugeinlarge-scale
residentialdistrictformiddle-andlow-incomepeople

LI Jian, LU Wei*

(SchoolofArchitectureandFineArt,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Dalian116024,China)

Abstract:Withanincreasingconstructionofhighpopulationdensity,large-scaleresidentialdistricts
forthemiddle-andlow-incomepeople,itbecomesmoreandmoreimportanttomakescientificand
rationalplanningfortheearthquakeemergencyrefugestomeetthesecurityneedsofpeopleatthetime
ofearthquakedisaster.Theproblemsandsolutionsconcerningplanninganddesignofcommunity
parksinlarge-scaleresidentialdistrictsfor middle-andlow-incomecommunitiesareanalyzed
comprehensively.Anintegratedresearchmethodologyofqualitativeanalysisandempiricalanalysisis
adoptedtodiscusstheproblemsandstrategyfromtheviewpointsoftheneeds,resources,security
andtheusageofearthquakeemergencyrefuges.Firstly,thegovernmentshouldworkinitiativelyto
buildcommunityparksandtryto makethem distributeuniformlywithintheresidentialareas.
Secondly,whenapprovingaresidentialconstruction,theapprovingauthorityshouldmakesurethata
goodper-capitagreenbeltindexandahighresidentialstandardbemet.Thirdly,theresidential
emergencyrefugesshouldbeopentotheoutsideandthereshouldbeagoodconnectionbetweenitand
thecityrefugeroads.Finally,thereshouldbeenoughopenspaceintherefugetoaccommodate
fundamentalliving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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