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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
——以郑州市三环内上跨式立交桥为例

白 帆，田朋朋，杨芳绒

（河南农业大学 林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对郑州市三环内（含三环）的 24 座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显示：

郑州市三环内上跨式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形式主要有绿化、停车、交通、商业和设置公共服务设施等；桥

下空间的利用存在利用率较低、与周围环境协调性较差、绿化种植较为单一、空间色彩单一且缺乏地域特色、

缺乏系统管理等问题。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应充分考虑其周边用地类型及桥下空间的公共服

务设施，营造兼具生态功能和美学功能的景观绿化及独具地方特色的桥下空间景观特色，优化完善管理体系，

以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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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the Space Under Urban Overpasses：
A Case Study of the Overpass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of Zhengzhou City

BAI Fan，TIAN Pengpeng，YANG Fangrong
（College of Forestry，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A field investigation has been made of the utilization of the space under the 24 overpasses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of Zhengzhou city (including the third ring roa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utilization 
modes of the space under the overpass bridges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in Zhengzhou city are mainly facilities for 
municipal afforestation, parking, transportation, commerce and public services. Meanwhile, there exist such flaws as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space under the overpass bridges, poor coordination with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unitary 
planting pattern, monotonous spatial color, lack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verall management. Th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space under urban overpass in Zhengzhou city requires a full consideration given to the surrounding 
land type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under the overpass bridges, thus creating a landscape greening under the 
bridges with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functions and unique landscape features, so as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requirements 
of urban residents, with its management system optimized and improved.

Keywords：urban overpass；space under the intersection；utilization mode；landscape design；Zhe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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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愈发

明显，私家车数量也随之增加，城市交通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 [1-2]，道路平面交叉口也因此成为城市道

路网中的瓶颈，交叉口处易发生严重堵塞，进而波及

整个路网。

道路立体交叉能从空间上消除交通冲突点 [3]。    
立交桥因可解决上述道路平面交叉处的拥堵问题而

得以不断发展。城市立交桥的数量与日俱增，由此

产生大量的桥下空间。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康曾经说

过：“高架交通建筑从周围地区进入城市，从这点看，

它必须更为细致地建造，甚至花些钱，以求在战略上

使这一场所对城市中心有更多的尊重。”[4] 桥下空间

的利用具有巨大的潜力 [5-6]，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空

间，使其能够解决更多城市空间问题，进而美化城市

环境、体现城市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城市立交桥概述

立交桥，全称“立体交叉桥”，是在城市重要交

通交汇点建立的上下分层、多方向行驶、互不相扰的

现代化陆地桥 [7]。城市立体交叉按相交路线跨越方式

可分为上跨式、下穿式和半上跨半下穿式，其中上跨

式亦称为跨线式桥。按交通功能可分为分离式立体交

叉和互通式立体交叉。分离式交叉仅设隧道和跨线

桥，上下道路无匝道连接；互通式立交除设有构造物

（隧道或跨线桥）外，还设有匝道以连接上下道路。

由上跨式立交桥形成的桥下空间类型可分为：线

性空间、复合型空间以及节点型空间 [8]。其中分离式

立交主要产生的桥下空间为线性空间，互通式立交主

要产生的桥下空间为复合型和节点型空间。线性空间

的空间体量小，对环境影响较弱，与地面接触面大，

利用形式多样，易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复合型空间

的空间体量大，但被道路所分割，不易形成完整的

空间意向，利用形式多样；节点型空间的空间开阔，

对城市主干道交通影响较小，利用价值较高 [9]。

2 郑州市三环内上跨式立交桥的基本

郑州市地处中原腹地，史谓“天地之中”，

是河南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金融、

科教中心。位于东经 112°42′~114°14′，北纬

34°16′~34°58′。全市总面积 7 446 km2，市区面积

1 010 km2，建成区面积 437.6 km2，全市人口 972.4

万人 [10]。郑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郑州市三环范围北至北三环，东至中州大道，南

至南三环，西至西三环。随着郑州市的不断发展，郑

州市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截至 2016 年底，郑州市

三环以内共有上跨式立交桥 24 座，即大石桥、北三

环—南阳路立交桥、京广高架桥、金水路立交桥、京

广路—农业路立交桥、京广路—建设东路立交桥、黄

河路立交桥、河医立交桥、郑上路立交桥、京广南路—

南三环立交桥、科学大道立交桥、航海立交桥、花园

路桥、文化路桥、嵩山路—黄郭路—南三环立交桥、

西三环—中原路立交桥、新通桥、紫荆山立交桥、南

三环—连云路立交桥、郑汴路立交桥、农业路高架桥、

京广立交桥、中州大道—北三环立交桥、中州大道—

东风路立交桥。

3 郑州市三环内上跨式立交桥桥下空

3.1 空间利用现状

对郑州市三环内所有上跨式立交桥进行实地考

察，对其利用形式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包括立交桥的

类型、周边环境、桥下空间使用情况等（调查结果

见附表 1）。将收集好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对桥下

空间利用情况进行横向比较。结果显示，郑州市三

环内上跨式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形式主要有绿化、

停车、交通、商业和设置公共服务设施等。其中，桥

下停车空间利用主要分为两种：公共交通停车场（公

交车调配站、短途汽车站）和社会停车场（私家车、

电动车、自行车停车用）；商业有流动商贩和桥下商

铺形式两种。

3.2 现存问题

通过对使用现状的实地考察，发现郑州市三环内

上跨式立交桥桥下空间虽已经有了不同方式、不同程

度的利用，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桥下空间利用率较低。桥下空间土地利用规

划不合理，一些自发行为产生的空间利用并未体现在

规划内，如未经规划的停车用地、小商贩临街售卖占

用的空间、长途汽车候车所需的用地等。由于没有统

一有效的空间规划组织设计，利用面积较少，大量的

桥下空间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2）与周围环境协调性差。许多立交桥桥下空间

不能很好地与周围的环境及功能需求相结合，空间利

概况

间利用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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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较为单一。

3）绿化种植较为单一。桥下空间种植强度较低，

绿化简单，景观效果较差，美化性、整洁性均不高，

且缺乏管理。几乎没有休闲绿地，绿化景观元素的缺

乏使桥下空间环境显得枯燥呆板。

4）空间色彩单一，缺乏地域特色。桥下空间色

彩为大面积混凝土的灰色，且采光不足，空间色彩昏

暗，毫无生气，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此外，立交桥

自身所具有的趋同的形态、材料及色彩，也会降低桥

下空间的可识别性，未能体现郑州市的地域文化及城

市文化特色。

5）缺乏系统管理。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管

理涉及郑州市人民政府、交通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

局、市政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由于没有相关部门的专

门管理，许多立交桥桥下空间利用处于混乱状态，甚

至被个别单位或个人长期占据。小商贩的随意摆摊、

乱搭乱建，使桥下的空间环境无序且脏乱差。

4 郑州市三环内上跨式立交桥桥下空

4.1 空间利用原则

4.1.1 功能整体性

桥下空间的利用应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统筹考虑。

作为一种城市空间资源，桥下空间不应只是单一功能

的利用，而应是各种方式的灵活搭配利用，以使其

成为周边功能及空间合理有效的构成元素，并融为一

体。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需科学合理地规

划，使交通、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达到最大化。

4.1.2 公共宜居性

目前，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规划不合理，空间

利用率较低，公共服务设施不能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

城市宜居度不高。对于桥下的小商贩随意摆摊、随意

搭建的构筑物和随意停放车辆等不规范的利用行为，

相关部门应尽快加以整顿，优先考虑城市公共利益的

需求，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如规范设置公园、公共活

动广场、停车场、出租车待客站以及公交车站等 [11]。

宜居性原则，就是要求在进行桥下空间规划时，依据

郑州市立交桥周边的交通、居住区、商业、地形条

件等状况，将环境适宜的一些区域，建造成供市民使

用的休闲、文化娱乐、主题公园等场所，以增强城

市居民的归属感；同时还需考虑人们使用的安全性、

可达性及舒适性；另外，对于专用出入通道，需做到

人车分流，并规范桥下空间的安全指示标识系统，避

免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对地面交通产生负面影响。

桥下空间利用的公共宜居性原则对提升城市的人居

环境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4.1.3 景观生态性

城市立交桥因其特殊的构架形式，对周围的景观

环境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负面效应。桥下空间作为两侧

城市街道空间的过渡部分，其利用还需遵循景观生态

性原则。应合理地增设绿化（绿化可以保持区域水土、

降低城市噪声、调节微气候、净化空气以及美化城市

生活环境）及景观设施等 [12-13]。桥下空间的景观生

态性利用对于郑州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有着重

要的意义 [14]。

4.1.4 地域文化性

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应与城市文化（如

商都文化、武术文化、黄河文化、豫剧文化等）相结

合，突出其个性及地域文化底蕴，延续郑州历史文脉，

增强城市居民的心理归属感及认同感 [15]。桥下空间

现有的冰冷、灰黑色彩，给人一种压抑不安之感，倘

若适当运用一些色彩明快的浅暖色调，以壁画或彩绘

的方式，表现郑州浓郁的地域文化，一方面能使桥下

空间更具层次感、更舒适宜人，另一方便也能很好地

彰显郑州市的地域文化。

4.2 空间利用策略

4.2.1 桥下空间利用与周边环境相结合

桥下空间利用应充分考虑周边用地类型。临近居

住用地的立交桥桥下空间可以设立停车场，以缓解居

住区的停车压力；并适当建设绿地，为居民提供休憩

娱乐的场所。临近大型商业用地的立交桥，可建立临

时商铺，与周边环境进行呼应，使桥下空间和周边环

境的功能一体化；设立高架步行桥，以解决步行交通

混乱的状况；设置停车场，以缓解停车压力。中小学

附近的桥下空间应规划设立广场，以缓解上下学时所

造成的车流高峰 [16]。此外，与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绿地、公园相邻的桥下空间应设置绿地和停车场。不

同地理位置的立交桥桥下空间利用形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地理位置的立交桥桥下空间利用形式

Table 1 Utilization form of the space under 
the overpass bridge in multiple locations

序号

1

2

3

4
5
6

周 边 环 境

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教育科研
设计用地、中小学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绿地

桥下空间利用形式

绿地、休憩场所、停车场

高架步行桥、商业广告、
停车场、临时商铺

绿地、娱乐设施、
停车场、广场

绿地、娱乐设施、停车场

绿地

绿地

间利用原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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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上述 6 种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

形式之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的。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建设，保证桥下空间利用的公益性。

4.2.2 桥下空间的公共服务设施

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比如配电房、降压器、变电

站等可能会对行人造成伤害的设施，应该做好防护设

施和警示措施，可利用植物或者其他构筑物进行遮

挡，以避免对行人造成伤害。桥下如有公共汽车站，

则应预留足够的空间以满足乘客等车、休息、换乘的

需要。同时，桥下公共汽车站可设置为港湾式，以使

公交车的停靠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随着城市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车辆乱停乱放现

象时有发生，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利用

桥下的非流动空间作为停车空间，可以减少车辆停放

带来的交通压力。桥下停车场的规划应该考虑停车位

的数量，停车方式，出入口方向以及汽车、自行车、

电动车车位数量的比例等。在建造桥下停车场时，应

依据实际需要及周边用地类型来估算停车规模，或根

据现有的、性质相似的其他立交桥桥下停车场规模

来确定可停车数量和各种类型车位的比例。必要时，

也可在立交桥下设置立体停车场。

对于使用商铺经营的商业空间，需要在店铺前面

留出足够的空间，避免占用道路以影响交通，同时降

低消费者可能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概率。对于占道经

营的流动商贩，可设置广场，将流动商贩的商业行为

引导到广场上，以减少交通事故伤害。

4.2.3 桥下空间的景观绿化

城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景观绿化需同时具备生

态功能和美学功能，其生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大气中

灰尘的阻滞作用、对有害气体的吸附作用、消减噪

声和固碳放氧功能 [17]；美学功能主要体现在利用植

物创造良好的景观、带动城市活力、体现城市特色。

除此之外，在桥下空间设立绿化带还能起到交通分流

的作用。

由于桥下空间环境的特殊性，如光照时间较少，

管理程序复杂、难度大等，桥下空间的绿化应以乡土

植物为主，优先选择耐干旱、耐阴性强、抗污染性好、

易生长、生命力旺盛、可粗放管理的树种，以提高

绿化植物的成活率。对立交桥桥下空间环境具有较

好适应性的常见植物有八角金盘、常春藤、麦冬草、

杜鹃、兰花、腊梅、桂花、菊花、石榴、月季花等。

对于基址上原有的自然植被，应当保留并充分利用。

在植物群落营造方面，应以小乔木、灌木、草本、

藤本等本土植物为主，并合理搭配，避免品种单一；

也可将立体绿化引入立交桥桥下空间，以缓解体量巨

大的桥体带来的空间割裂感。同时，桥下空间的绿化

与道路两侧的绿化应相呼应，以形成和谐优美的城市

景观生态廊道。

4.2.4 营造地域文化景观特色

郑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郑州拥有商城遗址、黄帝故里、天地之中等

历史人文景观。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设计可巧妙

利用地域文化设计元素，以突显独具地方特色的郑州

城市景观。以紫荆山立交桥为例，其位于商代遗址上，

商代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设计时

若将紫荆花与商代文化元素（如青铜雕塑）相结合，

如在桥墩饰以紫荆花或青铜器图样的彩绘、浮雕，在

桥下空间设置青铜雕塑、景观小品等，并与立交桥桥

下空间的利用相结合，以彰显独具风格的地域文化景

观特色。 
4.2.5 优化完善相关管理体系

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利用还应优化完善相

关管理体系。可将立交桥桥下空间规划设计纳入郑州

城市规划系统，并制订相关政策及管理规定，明确

权属问题，明确管理权与使用权的关系，明晰各相

关管理部门的责任与义务，优化各部门的管理模式，

使管理机构的责权利融于一体，完善桥下空间的监督

管理体系。

5 结语

城市立交桥桥下空间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改善城市交通、提高城市绿化率、节约土地资源、

增加城市容量以及丰富城市空间形态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在建设城市立交桥时，不能只关注立交桥本

身，而应综合考虑立交桥的周边环境，在建设之前

即对桥下空间的利用形式进行合理规划。不同功能

的利用形式对场地、植被、空间等的要求各不相同，

需要区别对待。郑州市立交桥桥下空间的合理利用，

应充分考虑其周边用地类型及桥下空间的公共服务

设施，营造兼具生态功能和美学功能的景观绿化及独

具地方特色的桥下空间景观特色，优化完善相关管理

体系，为居民提供更舒适的休闲活动场所，以满足城

市居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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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郑州市三环内上跨式立交桥基本情况调查结果

Table 1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overpasses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of Zhengzhou city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名  称

大石桥

北三环—南阳路立交桥

京广高架桥

金水路立交桥

京广路—农业路立交桥

京广路—建设东路立交桥

黄河路立交桥

河医立交桥

郑上路立交桥

京广南路—南三环立交桥

科学大道立交桥

航海立交桥

花园路桥

文化路桥

嵩山路—黄郭路—
南三环立交桥

西三环—中原路立交桥

新通桥

紫荆山立交桥

南三环—
连云路立交桥

郑汴路立交桥

农业路高架桥

京广立交桥

中州大道—
北三环立交桥

中州大道—
东风路立交桥

空间类型

复合型

复合型

复合型

复合型

复合型

节点型

复合型

节点型

复合型

复合型

节点型

线性

复合型

复合型

复合型

线性

节点型

节点型

线性

线性

复合型

复合型

复合型

线性

周 边 环 境

人民公园、银行、商业、市妇幼保健院、地下
人行通道、河南地质矿产局、居住小区、驾校

居住区、商业、中国石化加油站、国土局

居住小区、沙口村、写字楼、火车轨道、驾校、
郑州市酒类行业协会、环保公厕

写字楼、居住小区、施工、河南省公安边防
总队、公园、熊耳河

商业、居住小区、公园

河南郑州人力资源中心、公园、商业、居住小区、
铁路、郑大一附院、郑州铁路研究所、郑大
护理学院、金水河

居住小区、金水河、公园、国际饭店、商业

郑大一附院、环保公厕、商业、居住小区

地铁、信用社、柿园村、小区、商业、
公园、西流湖、学校、地铁口

郑州客运南站、商业

CNG 加气站、居住小区、公园、驾校

商业、居住小区、绿地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汽配城、河南电视台、广场、
郑州市科技中专、居住小区、绿地

商业、居住小区

绿地、居住小区、建材批发市场、郑州图书城、
中学、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

居住小区、绿地

居住小区、公园、商业、环保公厕、
地下人行通道

河南省人民会堂、商业、公园、写字楼、
地下人行通道、地铁口

商业、医院、居住小区、中学、小学

建材市场、商业、公园、居住小区、公厕

商业、居住小区、绿化、施工、妇产医院

居住小区、特味村生态园、汽修学校、绿地、
河南汽配物流园、郑州气象科普站

居住小区、加气站、民族职业学院、
汽贸广场、公厕

居住小区、绿化、东风渠

桥下空间使用情况

停车、纺织品批发站、公交站、
郑州共青团直饮水站、道班房

绿化、电动车商店、施工

绿化、停车、小贩、
公交站、休息凳

停车、绿化、道班房、熊耳河

绿化、公交站、BRT 站台

停车、小贩、环卫道班房、商铺、
绿化、车站、金水河、变压器室、
堆放杂物、步行高架

绿化、小贩、停车、施工

小贩、停车、公交站、饮食店、
堆放杂物、绿化

绿化、停车、小公园、
小型变电站

绿化、停车、小贩、公交站、施工

绿化

绿化、施工

绿化、小贩、商铺、停车、
配电房

公交站、绿化、步行高架桥

绿化、变压器室、停车、公交站、
调度亭、报修室、绿化管理房

绿化

停车、绿化、小商店、专业洗车
修车店、道班房

公交调度亭、绿化、公交站、公
交充值点、岗亭、小贩

绿化、车行道、步行高架桥、
BRT 站台

停车、公交站、管理房、调度亭

公交站、管理房、停车

绿化、停车、管理房、十八里河

绿化、BRT 站台、停车、管理房、
施工

公交站、修车小商铺、长途汽车
乘客候车点

可用面积 /
m2

无

约 800

约 300

0

0

0

0

0

0

0

约 1 100

约 1 600

0

0

0

0

0

0

0

0

0

约 9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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