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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风貌控制七要素

2.3.1建筑色彩

正面引导：

负面清单：

• 满足色彩规划的控制要求。

• 建筑色彩应清新淡雅，与绿化环境区分开。

• 鼓励住宅建筑采用暖色系，首层近人尺度，

可适当增加高艳度点缀色，活跃街道氛围。

• 公共建筑鼓励采用高明度低艳度色彩，注

重与周围环境的融合。

• 鼓励从不同文化载体中，抽取代表性色彩，

灵活运用到建筑中，增强文化的自信和归

属感。

• 单一的色彩，缺乏色彩过渡与对比。

• 大面积高艳度的立面色彩，给人烦躁与不

安定

• 在区域中过于突兀的色彩（一般由于色相、

明度的突变而导致）。

• 杂乱无章的色彩。



2.3.2立面材质

2.3 风貌控制七要素

正面引导：

负面清单：

• 鼓励采用“低成本、低维护、高耐久”的

建筑材料。

• 鼓励采用质感强烈、体现文化属性的材质

作为点缀，如夯土板、灰砖、红砖等，注

重材质的搭配，而非单一材料的炫耀。

• 住宅作为城市背景建筑，以弹性涂料、真

石漆为主，底层商业可适当灵活运用石材、

金属、木材等高品质建材。公共建筑根据

功能选择真石漆、石材、铝板等常规材料。

• 鼓励选择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

• 鼓励传统材料的创新性应用。

• 多种材料的立面堆砌，忽略材料的搭配和

对比。

• 不考虑使用环境的材料选择。

• 缺乏经济效益考量的造价高昂的材料使用。



2.4 正负面清单

正面清单
1 鼓励采用清新淡雅的立面色彩，建筑单体自身色彩协调，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2 鼓励结合建筑自身形态特征，推敲建筑立面色彩穿插与搭配，减少新增构配件。

3 鼓励采用“低成本、低维护、高耐久”的立面建筑材料。

4 鼓励采用更具文化属性的立面材料，例如青砖、红砖等。

5 屋顶形式保持原形式，鼓励通过改善屋面防水，取消原建筑屋顶上的彩钢板。

6 坡屋面瓦材，鼓励采用低饱和的蓝灰色、红色等，但同一区域，颜色统一。

7 鼓励同一条街道上，建筑风格统一。

8 鼓励沿街商业建筑首层采用落地玻璃，增强通透性和商业活力。

9 鼓励沿街商业建筑首层设置外摆空间，增加城市烟火气，提升街区活力。

10 鼓励拆墙透绿，鼓励降低围墙高度，或者改为半通透性围墙。

11 鼓励沿街界面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鼓励拆除突出红线以外的违建。

12 鼓励在一定规则下的店招创新，美化街景。

负面清单
1 禁止使用浓艳的立面色彩作为建筑的主色调。禁止采用与环境不协调的色彩。

2 禁止采用造价高昂、不易维护、耐久性差的材质，作为立面的主要用材。

3 禁止随意更改屋顶形式，平改坡需经各方论证后实施。

4 禁止坡屋面瓦材使用鲜艳的色彩。

5 禁止同一街道上，建筑风格各异。

6 禁止沿街商业建筑首层过于封闭，禁止采用压抑、沉闷的色彩。

7 禁止设置高大封闭的实体围墙。

8 禁止随意向人行道方向突出建筑构配件。

9 禁止过分限制店招形式，形成死板、千店一面的商业界面。



区域名称：综合生活区

以真石漆、弹性涂料为主要建材，强调温馨典雅的生活居住空间。

置
区
域
位

群
体
色
彩
意
向

色
彩
定
位
与
意
向

 色彩定位：让人经久耐看的安稳居住空间

 色彩意向：以暖色系中低明度色为基调，演绎出让人久居不腻、

温暖、安稳的色彩意向

目
标
色
彩
印
象

 能够感受到温暖感、沉稳安定的居住空间

 自然的绿植、花草的色彩给人深刻印象、有润泽感的街景

 对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居住空间

 符合行人的尺度感，尊重行人体验、有适度变化感的街景

3.6 青龙涧片区色彩导则



区域名称：综合生活区

墙
面
总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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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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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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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二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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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色

点
缀
色
总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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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方
法

10YR 2-1 5YR 3-6 2.5Y 2-1 10YR 3-3 2.5Y 2-5

10YR 1-5 5Y 1-3 10YR 1-7 5YR 1-7

7.5YR 2-3 7.5YR 2-9

5Y 2-510YR 1-3 5YR 1-9

5Y 1-11 5GY 0.5-12 5YR 2-13 10YR 0.5-10 10YR 3-14 5B 0.5-12 10YR 1.5-14 5Y 1-11

5YR 6-3 2.5YR 6-7 10YR 3-3 5YR 6-7 5BG 3-3 5B 2-3 2.5YR 2-9 10YR 3-10

2.5Y 1.5-2 10YR 2-1 5YR 3-6 2.5Y 2-1

10YR 3-3 2.5Y 2-5 10YR 1-5 5Y 1-3

5Y 1-11 5GY 0.5-12 5YR 2-13 10YR 0.5-10

10YR 3-14 5B 0.5-12 10YR 1.5-14 5Y 1-11

一级色谱

二级色谱 二级色谱

二级色谱 二级色谱

一级色谱

2.5Y 1.5-2

3.6 青龙涧片区色彩导则



区域名称：综合生活区

配
色
谱

5RY 6-3

5Y 1-11

2.5Y 1.5-22.5Y 1.5-2

2.5YR 4-1

5GY 0.5-11

10YR 2-110YR 2-1

10YR 3-3

5GY 0.5-12

5YR 3-65YR 3-6

5YR 6-7

10YR 0.5-10

2.5Y 2-12.5Y 2-1

5BG 3-3

10YR 3-14

2.5Y 1.5-210YR 3-3

5B 2-3

5B 0.5-11

2.5Y 2-52.5Y 2-5

2.5Y 2-9

10YR 1.5-14

10YR 1-510YR 1-5

10YR 3-10

5Y 1-11

5Y 1-35Y 1-3 10YR 1-3 10YR 1-3

2.5YR 3-11

3.6 青龙涧片区色彩导则



区域名称：综合生活区

色
彩
控
制
级
别

3.5 色彩结构规划

严格控制区

专项设计，此等级控制区域内的重要建筑项目提供专项色彩设计方案，控制三色，提供墙面主调色、辅助色以及点缀色。方案

经过审批后才可施工。

中度控制区

主调控制，建筑色彩需要提供具体的墙面主调色，建筑主调色必须符合该区色调变化逻辑，主调色需按照色彩规划导则进行审核。

一般控制区

趋势控制，片区用色必须符合该区色调变化逻辑。区块间建筑色彩形成过渡趋势，单体建筑用色需考虑周边已建成区域颜色。



住宅类建筑（不含底商）改造提升管控要素及示例一览表
管控要素 管控内容 管控级别 特殊要求

立面

墙面处理
1，建筑年代较新及建筑色彩符合色彩导则要求的建筑，以清洗为主。
2，建筑年代久远（一般15年以上），外墙破损严重，色彩不符合导则要求的建筑，
以更改面材为主（喷涂或粉刷）。

● 采用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建筑，铲除原面材时注
意保对保温层的保护。

窗框 1，公共区，除个别破损及其严重的情况外，其他不做改动。
2，户内，不做改动。

○ 无

防盗护栏 原则上进行拆除。 ● 建议增加安防摄像头

空调外机
1，位置进行规整，形成韵律。或针对每个空调机的不同位置做对应的遮罩。
2，采用百叶或格栅进行遮蔽。
3，增加冷凝水立管，有组织排水。

● 分散式遮罩不宜过多，宜在城市街角处采用

材质
1，墙身主体采用真石漆或弹性外墙涂料。
2，基座部分可采用面砖或与主体墙身保持一致。
3，坡屋面采用树脂瓦或水泥瓦。

○ 需注意对造价的控制，沿街建筑可采用质感较
好的产品，如采用岩片真石漆。

色彩 满足色彩导则的相关要求。 ● 无

屋顶 1，拆除彩钢瓦（如有）。
2，坡屋面根据现状确定是否更换屋面瓦。

● 无

首层 同墙身。 ● 无

文化元素 充分利用空调外机遮罩作为载体，体现文化符号 ○ 避免繁琐，符号需经过艺术化处理

消防 1，外墙材质（含保温层和饰面层）均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相关要求。
2，防火门、排烟窗、安全疏散口等不得擅自改变级别、面积、位置等。

● 无

节能 不得低于原建筑的节能性能 ● 无

4.5 建筑物改造提升管控要素及示例

4.5.1住宅类建筑（不含底商）

●刚性管控 ○弹性管控



住宅底商类建筑改造提升管控要素及示例一览表
管控要素 管控内容 管控级别 特殊要求

立面

墙面处理 1，沿街店面按街区统一风格，统一做法。
2，拆除超越用地红线的违建。

●

街角部位需重点处理，形成视觉中心

门窗 1，采用玻璃门，增强通透性
2，建议采用落地窗。除结构性构件，其他均建议打开。

○

广告位
1，水平向的高度，保持一致。整洁有韵律。
2，竖向店招不得影响行人通行。
3，店招下净空不宜低于2.4米。

●

空调外机
1，位置进行规整，形成韵律。
2，采用百叶或格栅进行遮蔽。
3，增加冷凝水立管，有组织排水。

●

材质 采用耐久、易清洗、有质感的建材，如铝板、花岗岩、红砖等 ○ 无

色彩 1，满足色彩导则的相关要求。
2，与沿街住宅色彩协调。

● 无

屋顶 1，拆除彩钢瓦（如有）。
2，坡屋面根据现状确定是否更换屋面瓦。

● 无

文化元素 1，充分利用空调外机遮罩作为载体，体现文化符号。
2，利用建筑装饰构件展现文化特色。

○ 避免繁琐，符号需经过艺术化处理
景观小品是体现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防 1，外墙材质（含保温层和饰面层）均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相关要求。
2，防火门、排烟窗、安全疏散口等不得擅自改变级别、面积、位置等。

● 无

节能 不得低于原建筑的节能性能 ● 无

4.5 建筑物改造提升管控要素及示例

4.5.2住宅底商类建筑

●刚性管控 ○弹性管控



办公酒店等公共建筑改造提升管控要素及示例一览表
管控要素 管控内容 管控级别 特殊要求

立面

墙面处理 1，更换面材。
2，根据材料种类，采用干挂或湿贴的体系。

●

无

门窗 1，采用深灰色窗框。
2，采用无色玻璃。

○

装饰构件 根据立面设计，增加或取消装饰构件。 ○

空调外机
1，位置进行规整，形成韵律。
2，采用百叶或格栅进行遮蔽。
3，增加冷凝水立管，有组织排水。

●

材质 优先选用玻璃、铝板、花岗岩等，与建筑功能相协调的建筑材质 ○ 无

色彩 1，满足色彩导则的相关要求。
2，石材的选用注重石材纹理的选择。

● 无

屋顶 1，拆除彩钢瓦（如有）。
2，坡屋面根据现状确定是否更换屋面瓦。

● 无

文化元素 1，充分利用空调外机遮罩作为载体，体现文化符号。
2，利用建筑装饰构件展现文化特色。

○ 避免繁琐，符号需经过艺术化处理
景观小品是体现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防 1，外墙材质（含保温层和饰面层）均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相关要求。
2，防火门、排烟窗、安全疏散口等不得擅自改变级别、面积、位置等。

● 无

节能 不得低于原建筑的节能性能 ● 无

4.5 建筑物改造提升管控要素及示例

4.5.3办公酒店等公共建筑

●刚性管控 ○弹性管控



5.5 青龙涧河片区景观风貌设计引导
5.5.1 景观风貌分区



5.8 街道景观通则引导

整体统筹、开放共享、文化多元、功能复合、尺度宜人、绿色生态

5.8.1 分类框架



5.8 街道景观通则引导

街道景观应将车行道、人行道、绿道、道路绿化带、建筑退
界区域、建筑垂直绿化等界面细节整体打造。

应合理布置街道家具及设施区、快速通行区、复合功能区，
景观形象应与周边建筑形态和业态相呼应、协调（图一）。

街道两侧建筑首层具有公共功能时，退界区域宜与人行道保
持相同标高，若存在高差应妥善处理场地竖向，形成连续、
整体的公共活动空间。避免建筑和街道空间之间过多的高差
变化导致空间的分隔和阻碍（图二）。

通过建筑控制线与贴线率的管控，形成与街道功能与业态相
适应的空间界面形态，形成整齐有序或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的
空间界面。

5.8.2 整体统筹



5.8 街道景观通则引导

传统文化、企业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等多元内涵，均
可成为街道景观文化特色。

特色街道景观应体现相应文化内涵与主题。（图一）

鼓励特色街道采用个性化的断面形式与构景元素。例如可采
用非对称断面，形成宽阔的活动空间；或可在街道中央设置
林荫活动带；或利用路侧水系形成特色街道景观。

5.8.3 文化多元

5.7.4 功能复合

鼓励街道两侧形成连续的建筑界面和首层积极功能。

街道积极界面鼓励设置多样化功能，融入文、体、旅、商业
态，激发街道活力。（图二）

非交通性街道沿线应布局休憩节点，设置构景元素及座椅等
街道家具，形成观景及交流场所。休憩节点可结合设施带、
路侧绿带、街头游园等设置，宽度宜≥2m，长度宜≥ 5m。
（图三）



5.8 街道景观通则引导

传统文化、企业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等多元内涵，均可成为街道景观文化特色。

5.8.5 开放共享

5.6.6 尺度宜人

通过景观打造增加绿量，提升街道环境品质，体现生态可持续的建设理念，构建空间
关联的开敞空间体系，形成生态、环保的绿色街区。（图三）

非交通性街道沿线应布局休憩节点，设置构景元素及座椅等街道家具，形成观景及交
流场所。休憩节点可结合设施带、路侧绿带、街头游园等设置，宽度宜≥2m，长度
宜≥ 5m。 （图四）

街道应保持空间紧凑，尺度亲和（图一） 。除满足各类街道空间布局尺度要求外，
对于次干路及支路，应尽量减小建筑退界，次干路两侧建筑退界宽度不宜大于10m，
支路两侧建筑退界宽度单侧不宜大于8m。

连续街道界面高度宜控制在15m-24m之间，不宜超过30m。相应高度以上应按照
1.5:1的高退比进行退台，避免对街道空间形成压迫感。 （图二）

5.7.7 绿色生态



5.11 街道家具系统引导

5.11.6 市政设施



6.5 景观照明——沿街建筑景观照明规划

6.5.2沿街建筑夜景范例——青龙涧两侧界面

北岸长卷

南岸长卷



6.5 景观照明——沿街建筑景观照明规划

6.5.2沿街建筑夜景范例



6.5 景观照明——沿街建筑景观照明规划

6.5.2亮度规划

一级亮度控制区域（高亮度区域）：
重要商业，行政办公区、车站广场等各景观
中心区域。

二级亮度控制区域（中亮度区域）：
重要公建、政府单位、景观中心周围辐射区
域，景观大道两侧辐射区域。

三级亮度控制区域（低亮度区域）：
重要道路两侧住宅、零散商业区，小型公园，
小型公共活动区域。

四级亮度控制区域（限制照明区域）：
工业区，教育科研，居民区等不宜大规模做
夜景的区域。

一级亮度控制区

二级亮度控制区

三级亮度控制区

四级亮度控制区



6.5 景观照明——沿街建筑景观照明规划

6.5.2色温规划

3000-4000K区域：
居住区域、医疗卫生区域、文物古迹区域、
文化设施区域、工业区域、物流仓储区域、
交通设施区域、

RGB区域：
行政办公区域、教育科研区域、体育场馆
区域、商业区域 3000-4000K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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