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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共鸣设计理论的公共空间设计策略
——以株洲神农广场为例

钟海洋，刘建文

（湖南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结合英国《建筑环境共鸣设计》理论，以空间多维度感知体验为出发点，以渗透可达性、可识

别性和内在活力 3 原则对株洲市神农广场设计进行分析。探析城市广场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在空间构

成要素、配套设施、空间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等方面的特征，寻找英国“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与株洲城市广场设计实际情况的共鸣点，对今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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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Design Strategies in the Public Space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sponance Theory：A Case Study of Shennong Square in Zhuzhou

ZHONG Haiyang，LIU Jianwe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 Rural Planning，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ance Theory proposed in Responsive Environments published in 
the UK, and with a view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ception experience, an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the design of 
Shennong Square in Zhuzhou C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ree principles of permeability, legibility and robustness. 
A tentativ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city squares as an open public space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elements, supporting facilities,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spatial objects, with an aim to 
find out the share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human-oriented”design concept and the fundamental design features of 
Zhuzhou city squares, thus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urban public sp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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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广场公共空间设计的发展，人们

越来越注重城市中公共开放空间提供的空间体验。

这种体验包括空间尺度体验、景观体验、设施体验

以及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场所给人的整体体验 [1]。为满

足这些体验需求，城市设计人员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

设计理念，结合中国的实践案例，从实际出发，注重

调查分析，给出符合现代需求的城市广场设计策略。

《建筑环境共鸣设计》（Responsive 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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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是由英国牛津大学设计研究学者伊恩 • 本
特利等人在 1985 年撰写的指导手册式设计原则理

论集，这些设计理论对于处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中国

设计行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5]。其主体思想

包括 7 个基本原则：渗透易达性（permeability）、

多 样 性（variety）、 可 识 别 性（legibility）、

内 在 活 力（robustness）、 视 觉 适 宜 性（visual 
appropriateness）、 丰 富 度（richness） 和 个 性 化

（personalisation）[2]。1990 年后，本特利修改了这 7
个原则，加入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能源高效

性、清洁度和动植物保护 [2-3]，使其更为完善。

国内对于可识别性、易达性的单一类似研究较

多 [4-7]，但以空间体验为基础，综合分析城市广场的

易达性、可识别性和内在活力的研究较少。通过对

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增加市民的空间体验，

能够逐步改善城市的冰冷感，实现公共空间人性化转

型。湖南省株洲市神农广场的设计在人性化设计和注

重空间体验方面做得较好，具有示范作用，故对其进

行分析研究。

1 环境共鸣设计理论简介

环境共鸣设计理论是英国城市设计经典理论 [3]，

从渗透易达性、可识别性、内在活力等 7 大原则，到

后来加入的可持续发展策略，都体现了英国设计理论

的以体验为基础的人性化设计原则。图 1[2] 为环境共

鸣设计的 7 项原则图示，除了要关注各项原则的内容

外，还应该重视各个原则之间的联系和叠加作用。

 

吴良镛先生指出：要回归以“人”为核心，综合

考虑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建筑（architecture）
和景观、地景设计（landscape）共同产生的效果，给

予公众参与、多维度知觉性的空间体验更多关注 [5]。

范占勇等指出，空间情境的形成关键在于主客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即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 [6]。这种相互作

用的媒介就是多维度的直觉体系，包括视觉、听觉、

嗅觉和触觉等 [7-8]。徐丹霞等指出，如果简单地处理

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开放空间，将会导致城市失去

应有的活力和魅力 [5]。

渗透可达性、可识别性、内在活力是营造人性化

城市公共空间的基础要素，所以文中选择这 3 原则

进行论述 [1-3, 6]。渗透易达性是城市广场的体验基础，

通过在一定空间内对超大尺度街区进行有序的碎片

化，提供给行人易于步行的“城市捷径”，提高空间

使用率，这和开放式社区的设计初衷是一样的，人造

空间的存在意义就是被使用。可识别性是空间体验的

重要参照标准，作用是引导人们识别空间，感受空

间并记住空间的特色。内在活力原则是城市广场的

原生动力，是评价在空间中发生各种活动的可能性，

评价指标有临街界面、空间进深、周边建筑高度、地

面的铺装、空间的边缘等 [2]。中国的城市广场往往采

用超越人的知觉的超大尺度、限制进入的隔离绿化、

严格的空间管制来设计和运营 [4-7, 11]。这就造成了“形

象工程”无人问津等问题。市民对公共空间缺乏感知

就无法对后续设计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政

府或者甲方就会更倾向于忽略市民参与，长此以往，

形成设计实践的恶性循环。西方城市设计中非常重视

公共空间的营造，强调公众参与，在城市广场的人性

化和体验设计方面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2 三项设计原则在神农广场的应用

2.1 研究对象、思路与分析方法

图 2 为湖南省株洲市神农广场（扇形区域）在神

农湖景区中的区位图。

 

神农广场是神农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天元

区，距离株洲火车站约 4 km，距离株洲高铁站约 8 
km，交通便利。神农城是一个集合娱乐休闲、旅游

图 1 环境共鸣设计七项原则

Fig. 1 Seven principles put forward in 
Responsive Environments

图 2 神农广场在神农城的区位分析

Fig. 2 A location layout of Shennong Square in Zh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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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商业办公的新型开放式城市综合体，神农广场

占地约 11 hm2，整体平面是水平宽度为 420 m 的一

个扇形，是神农城景区面向城市的核心空间，主要功

能包括市民休闲、节庆集会和旅游文化等 [8]。广场的

概念源自西方，最开始的城市广场用于参政议政，后

来逐渐发展成集会、市民交往和休闲娱乐的场所 [5, 7]。

在中国，城市广场一般是由政府部门提供的一种公共

产品，具有自上而下（upside-down）的特性，而株

洲神农广场既兼顾了地标性（landmark）空间的宏大

体量，又通过人性化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空间体验。

课题组针对神农广场的渗透易达性、可识别性、

内在活力等 3 个方面进行探析，通过借鉴环境共鸣

设计理论，对株洲神农广场进行空间行为观察分析，

总结出城市广场中空间与人的行为关系，探索新时期

城市广场空间优化要素和设计策略。研究方法主要采

取文献综述法和空间行为观察法。先以英国环境共鸣

设计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内相关文献综述，以株洲神

农广场的设计实践为例，定性分析，总结出设计理念

和基本策略。对神农广场的可进入草坪、炎帝雕像、

亲水景观、林荫区域的使用者行为进行观察，观测时

间是 2016 年 11 月 4-5 日，详细记录使用人群的数

量和基本信息。本文所有图片、照片，除特殊标明外，

均为作者自摄、自绘。

2.2 渗透易达性

根据原意（permeability），空间渗透性是指影

响人们能去哪，不能去哪，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的连

接与分离都属于渗透易达性范畴。就其字面意思理

解应该为渗透性，即以城市体验为出发点，针对超

大街区尺度造成的封闭性而提出的人性化设计原则。

一般来说，人们不喜欢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广场空间，

而希望其与周围的兴趣点（amenities）相联系。为实

现这种既满足相对闭合，又保持一定的空间渗透性

的需求，城市规划设计者常采用拱廊、柱廊等手法

实现界面的连续性和空间的相互渗透 [7]。神农广场背

后的神农不夜城商业中心就采用了大范围的柱廊和

空间穿插手法来实现视觉渗透易达性 [1, 7]。相关的理

论簇群如亚历山大的《城市并非树形》和简·雅各布

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它们都对渗透可达

性的重要性进行过论述。渗透可达性不仅关注人流的

聚集与疏散，更强调空间场所体验感，是一种由内而

外的易达性。其核心是以行人为出发点的设计准则，

注重人在街区（block）中穿行的自由度和选择的多

样性。大多数中国城市在经过了以车行效率优先的发

展以后，城市的转型还需要从出行方式上进行改革，

而渗透易达性城市设计正是这一系列改革的起始点。

图 3[2] 为本特利为牛津西门购物中心设计的渗透

易达性例子。对于同一地块，开发商希望尽可能地降

低渗透易达性来提高自己物业的私密性，因此把地块

分成了 5 个区域、5 个出入口和 3 个内部交叉口；而

城市设计师则希望增加渗透可达性来为城市的步行

交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把地块分成 8 个区域、

9 个出入口和 5 个内部交叉口 [4]。

 

神农广场作为城市广场来说，外部易达性良好，

图 4 为神龙广场外部交通示意图。首先，神农广场 [2]

（下称广场）面向城市主干道珠江南路和天台路，共

有 12 条公交线路可以到达这里，广场后有次干道日

盛路环绕，通而不穿。神农广场后的神农太阳城地下

停车场拥有 3 000 个停车位 [8]，能满足平时及节假日

等特殊时段的停车需求。

 

图 5 为广场细节部分，从中可看出，广场周边还

有多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如图 5a 所示），为绿色

出行和进入神农湖公园游玩提供设施支撑；图 5b 是

广场设计者通过不同的地面铺装，暗示行人场所属

性的改变；图 5c为日盛路的路灯与广场主题相契合，

体现出广场特色；图 5d 为神农雕像与神农不夜城和

神农塔的视觉关系。

图 3 牛津西门购物中心设计比较分析

Fig. 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st Gate 
Shopping Mall in Oxford District

图 4 神农广场外部交通示意图

Fig. 4 A sketch map of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of 
Shennong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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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为神农广场内部交通分析图。从中可以发

现，该广场内以步行作为主要交通形式，延长了市

民的空间体验时间，增加了空间体验层次。从天台

路到炎帝雕像再到电视塔，形成了一个主景轴线 [7]，

该轴线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人行流线，沿着该轴线，

由外到内，由喧闹变得安静，逐渐进入神农湖公园

（原天台公园），很好地体现了神农广场作为神农

城景区主入口的功能。广场两边是大片的可进入草

地，步行小径把大地块碎片化，增加多样性选择，

促进了城市居民与自然的互动。同时，12 条步行小

径很自然地把人们从广场的前景（旱喷广场、日晷

等），引入中景（炎帝雕像），再引向背景（神农

不夜城）[2-3, 7]。

 

图 7 所表达的是广场整体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变

化，由于神农不夜城现在只有南区作为商业综合体对

外开放，可视为半公共空间；而北区作为办公场所，

暂未对外开放，使用频率较低，可视为私密空间；

主轴线上的核心广场和交通路线均被视为公共空间；

其它可进入草地、林荫区域和神农湖公园等，由于相

对神农广场而言较为私密，可视为半公共空间；通过

神农不夜城后，进入神农湖公园，又是一个相对半

私密的空间。这些公共 - 私密空间的，既满足了“人

看人”的视觉需求，又能够分层次、逐渐引导人们进

入神农湖公园游玩，体现了良好的视觉可达性。

 

总的来说，神农广场作为一个纪念性广场 [3, 5, 7]，

在满足纪念神农炎帝主题的功能下，同时兼顾了城市

广场应该具有的良好渗透易达性，广场内部以步行为

主要交通方式，各个区域关联紧密，同时又留给市民

足够的交往空间。

2.3 可识别性

可识别性（legibility）是指影响人们对于空间提

供机会的理解，即一种可意象性。可识别性最早由

城市设计先驱凯文·林奇先生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中提出，其主要以人的体验、感受

为出发点，通过绘制意象地图、实证观察等方法，标

注出 5大空间要素 [10] ：节点（nodes）、区域（districts）、
地标（landmarks）、路径（paths）、边缘（edges）。

可识别性是影响人们对空间印象的重要因素，具有不

可替代性。虽然个体对于空间的感知千差万别，但

经过统计会发现多数人的感知都趋于一种“公共意

象”[10]。公共意象的形成需要地标、节点、区域、路

径、边缘 5 要素综合 [10]，才能形成场所精神。可以说，

可识别性是以体验为出发点的人性化设计的重要参

考标准。可识别性的重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空间造型

和人的使用模式 [6]。伊恩·本特利等人指出这两个层

面必须相互耦合、互为补充，才能实现城市公共的可

识别性的最大化，这对于外来人员（游客）尤为重要 [1]。

新建的城市区域可识别性往往比不上传统城市区域，

这是因为高楼大厦突破了原有的城市尺度规则，造成

a）自行车租赁点                   b）不同的铺装小径

图 5 广场细部分析

Fig. 5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quare

d）日暮下的炎帝雕像c）日盛路夜景

图 6 神农广场内部交通分析

Fig. 6 An analysis chart of the interior transportation of 
Shennong Square

图 7 公共与私密性分析

Fig. 7 A public-private analysis of the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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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空间体验的混乱 [3]。一个良好的城市广场，必

需有自己的尺度规则，突出地标性建筑物，形成整体

的画面感。

图 8a 是通过 5 大元素分析方法来研究牛津火车

站（Oxford Railway Station）的可识别性潜力来指导

该基地的更行项目 [1]，从图中可以看出教堂和学院一

般是主要的标志性建筑物，铁路和河岸一般作为清晰

的边界，在路径的交叉口易形成重要节点。

图 8b 是通过对神农广场的实地调研，进行的可

识别性分析。神农雕像高 19.97 m，寓意为 1997 年

建造，在广场中起到统领整个广场的重要作用，可

视为地标 [7, 9]。神农广场宽 450 m，其身后的神农不

夜城建筑群高 20 m（裙楼）至 50 m[7, 9]，因为其本身

建筑体量巨大，能起到强烈的边界暗示作用。可进

入草坪和硬质铺装广场作为承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

重要的空间实体，可视为区域。在这些区域中，有

一些雕塑小品，如：日晷、先贤雕塑等和林荫区域，

这些节点是吸引人流聚集的热点。各种各样的活动在

此发生，如市民见面、停留、交谈、下棋和放风筝等。

 

如图 9 所示，神农广场林荫区域还有不少呼应主

题的雕塑小品。

     

这些雕塑小品可识别性强，很好地呼应了神农

广场农耕文化的主题，但由于与市民的交互性较弱，

使用频率不高，其所包涵的信息和文化很难进一步传

播。可适当采用设置雕塑二维码等形式，让感兴趣的

市民了解雕塑背后的故事，增加互动体验。如英国伦

敦街头雕塑小品下有相应的二维码（与雕塑材质相

同），扫描后可以了解该雕塑设计的作者、设计过程

和设计者想表达的意义（如图 10 所示）。

整体上看，神农广场空间节点清晰，区域间连接

紧密，地标（炎帝雕像）形象突出，路径多样化且以

人行为主，边缘围合感强。可以说，神农广场的可识

别性设计良好，后期可适当提高雕塑的交互性来进一

步提升广场的空间意象。

2.4 内在活力

内在活力原则是指影响人们对于空间的多样化

使用设计，即空间能够提供给使用者根据个人目的而

进行多种多样的空间行为的可能性，亦称稳健性 [3]。

一个空间真正吸引大众的地方在于其内在活力，包

括空间构成、场地设施、景观环境要素等 [8]。空间

构成包括可进入草坪面积、林下面积（林荫处）、

步道长度和硬质铺地面积等；场地设施包括健身设

施、商业设施、座椅和辅助座椅等；景观环境要素

包括亲水景观、生物多样性、雕塑小品和机动车停

a）牛津火车站 [1]

b）神农广场

图 8 可识别性分析

Fig. 8 Legibility analysis of the square

a）纺织 b）耕犁

c）雄鹰展翅 d）古人交往场景
图 9 神农广场林荫区主题雕塑小品

Fig. 9 Sculptures in avenue areas

  a）伦敦城的雕塑         b）伦敦城的抽象雕塑小品

图 10 英国伦敦街头雕塑小品

Fig. 10 Sculptures in the city of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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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数量等 [8]。现阶段的市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漂亮

的空间外形，而是以自己多维度的知觉体验（视觉、

嗅觉、听觉和触觉）来进行空间 - 行为的选择。扬·盖
尔曾对人的室外活动进行过分类：必要性活动、自发

性活动、社会性活动 [5-7]。一个内在活力强的空间内

社会性活动与自发性活动会更多，会更加稳健。户外

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是“人看人”，比如围观街头艺

人表演、驻足观看儿童嬉戏，从而使自己的身心得到

放松 [2, 5-7]。同时，需要指出，人对于空间多维度的

感知并不仅仅局限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的简

单叠加，而在于各种感知之间的综合交融体验 [1]。比

如人们更倾向于听到街头艺人演奏的音乐，而不是从

驶过的汽车或周围建筑传出来的音乐，因为人们可以

看到表演者的活动 [4]，产生视觉和听觉的共鸣。

公众的参与度是反映市民空间体验好坏的直接

参考因素，通过对空间使用者的行为观察可在一定程

度上评价该空间的内在活力 [11]。但是这种对于使用

者个人行为多样性的包容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毕竟在

公共空间中，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的公共秩序、空间的

秩序，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旁人的感受。一般对于外部

空间来说，大尺度空间能带给普通使用者更多的选择

机会 [1]。而对于城市空间这种外部空间来说，空间边

界的活力尤为重要 [5]。城市广场设计中只强调空间形

态，忽略人的感知需求、行为特征等问题，一直限制

了城市的转型发展。为了提高城市形象，丰富市民生

活，营造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显得尤为必要 [12]。

本次空间分析选取了 2016 年 11 月 4 日（周五）

14：00—18：00，11 月 5 日（周六）9：00—13：00，
分别对神农广场的核心广场、可进入草坪、亲水景观、

林荫区域、雕塑小品进行空间行为观察调研，通过数

据记录、拍照等技术手段进行空间研究。图 11a 是广

场核心区上的特色铺装，起到强调主轴线，烘托主题

的作用；图 11b 是核心区的整体视觉效果。

    

神农广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提供给市民一片开

敞的可进入草坪（如图 12a 所示），同时又兼顾与广

场主题文化相呼应（如图 12b），以抽象的石头、尺

度适宜的雕塑定义空间，形成场所感。

 

广场的叠水景观（图 13a、13b）和林荫区域（图

13c、13d）连接在一起，形成整体景观。大人习惯在

林荫处休息、小憩、观看小孩子在叠水区嬉戏，形成

良好的空间主客体交互关系。

    

神农广场人流量空间观察分析在 2016 年 11 月 4
日 15:00—17:00 进行，天气晴朗，非常进行适合户

外活动。图 14 为人流量可视化分析图。

课题组先对神农广场进行分区，主要针对区域：

广场核心区、可进入草坪北区、可进入草坪南区和林

荫区域。再分别对各区域内的人数进行统计，观察时

间持续 2 h。当时株洲房博会在神农广场举办，人流

    a）广场上的特色铺装瓷砖         b）广场视觉效果

图 11 广场核心区图例

Fig. 11 Layout of the core area on Shennong Square

              a）开放的草坪                b）草坪中的先贤雕像

图 12 大片的可进入草坪 
Fig. 12 Large tracts of accessible green lawns

            a）“福地”石景               b）叠水景观视线廊道

          c）开敞的林荫区域                   d）木质座椅

图 13 叠水景观与林荫休息区

Fig. 13 Water body landscapes and shaded resting areas

图 14 人流量统计分析

Fig. 1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edestrian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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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由于本研究针对开放空间，所以凡进入室内，

或临时室内（展销会大棚）的人群不计入人流量统计。

核心广场近似一个长约 163 m，宽 117 m 矩形，

铺装材质为硬质铺砖。游人以家庭 3~5 人的小单位

为主，也有年轻人在练习滑滑轮，部分商家也在举行

活动。可进入草坪，位于核心广场两旁，以软质草地

为主，有少量雕塑小品。不少游客漫步其中，有小商

贩在贩卖风筝等小商品，为空间带来了活力。亲水平

台位于炎帝雕像后，呈阶梯状叠水形式。林荫区域位

于叠水景观两旁，有充足的座椅，很多人在此休息。

通过对人流量统计分析，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1）由于受到神农太阳城等周边设施、交通方向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可进入草坪南区人流量明显高于

可进入草坪北区；

2）在步行小径的交叉口，由于有小商贩在售卖

风筝等商品，人流停留时间较长；

3）最有活力的是广场核心区，活动以滑轮社团、

房博会展销、家庭散步为主；

4）在广场核心区后的林荫处，有叠水景观相结

合，也有很多人选择在此停留、休息，但总体活动相

对安静。

在神农广场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社会活动，有些

是设计者通过构思设计，提供相应的场所来实现的，

如图 15 所示，这是意料之中的，如城市中的展销会、

市民日常休闲散步、聚会等活动。

同时，也包括一些伴随着空间生长，和市民日常

生活而出现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属于设计者“意料

之外”。在这些市民自发行为活动的背后，其实包含

着空间优化设计的重要参考因素。图 16 为神农广场

内的自发性便民商业活动。

一般来说，户外开放空间的内在活力不仅得益于

空间构成、景观要素和场地设施，还在于各个要素之

间的相互融合（mix-used）。正是这种相互组合、叠

加产生的综合体验，增加了使用者的趣味性，从而给

空间带来了活力。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种小商贩

自发地活动不能放任自流，需要相应的规范条例来进

行引导，更不能“一刀切”地全盘否定。如果能够得

到相关单位的重视与支持，把规范管理工作做细致，

做到位，将会更加完善地服务于群众。

3 结论和建议

神农广场作为株洲重要的城市新地标，体现了政

府部门扩容提质、提升城市品位的决心。在一个以纪

念性为主题的城市广场中，兼顾人性化设计是相当不

容易的。在应用环境共鸣设计理论对神农广场进行分

析后，可以发现，该广场具有良好的渗透可达性和可

识别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内在活力。

课题组根据实证调研和基于环境共鸣设计理论

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增加公共开放空间与人的互动性。在广场中，

增加可进入绿地面积，包括草地、灌木区和林荫区等，

组成较强交互性的空间绿地结构网络，增加人们的体

验多样性。如图 17 所示，应该减少隔离式绿地，增

加开放式绿地空间，提升交互性和易达性。     

2）提高公共开放空间的舒适度。广场开放空间

中，结合视线廊道，适度增加座椅和辅助座椅（图

19），可适当考虑座椅的雕塑化。同时，台阶也可作

为临时替代性辅助座椅。在特定范围内，可考虑设置

简易可移动座椅，增加空间的互动性。

    a）品牌商业展示活动            b）轮滑爱好者在进行练习

图 15 设计预料到的活动

Fig. 15 Designed outdoor activities

       a）虚拟现实体验点                          b）小商贩

     c）卖棉花糖的小商贩           d）为小孩提供的游乐设施
图 16 广场内的自发性活动

Fig. 16 Sporadic activities on the square

钟海洋，等　　基于环境共鸣设计理论的公共空间设计策略——以株洲神农广场为例第 2 期

            a）隔离式绿化                          b）开放式绿化

图 17 绿化空间建议

Fig. 17 Suggested gre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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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广场的包容度。应考虑到老人、行动不

方便人士的需求，增加无障碍通道和相关设施，保障

弱势群体的利益。

4）适当结合商业，增加空间活力。在广场核心

区周边可考虑设置茶室、咖啡厅等社交场所，强化空

间交往功能。规范管理小商贩活动，使其向有利于

空间生长的方向发展。图 19a 为神农广场现状，可看

出小商贩的便民服务使该区域集聚较多的游人，空

间活跃度增加，但由于缺乏管理，显得杂乱；图 19b
为巴塞罗那某社区广场，周围的咖啡厅和餐馆为市民

提供了舒适的交往空间，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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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可优化的辅助座椅设施        b）舒适的树下座椅

图 18 座椅设施建议

Fig. 18 Suggested seating facilities

           a）闲散商贩摊位            b）巴塞罗那某社区广场

图 19 商业配套建议   
Fig. 19 Suggested commercial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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