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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淮河路商业步行街空问环境现状研究

胡春

(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合肥230022)

摘要：淮河路步行街是合肥市商业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目前存在的影响其品质提升的

若干现实问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空间序列、尺度、历史古迹、节点与交通五个方面

的分析研究，对淮河路步行街空间环境建设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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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patial situation of the

Huaihe commercial street in Hefei C ity

HU Chun

(School of Architecture＆Urban Planning，Anhui Jianzhu University，Anhui Hefei 230022，China)

Abstract：The Huaihe stree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ercial and culture in Hefei City．Some prob—

lems have been existing which decreased the quality improvement．Based on the deeply investigation，

optimizing strategies are promo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spatial sequence and scale，monument，

node，traffic，in order to provide a excellent shopping and relax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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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路是合肥历史上有名的商业街，位于市

中心四牌楼商业区，交通可达性强，商业集聚度

高。早在明清时期，淮河路一带就十分繁华，20世

纪70年代末，步行街上虽然热闹，但街道不足三

米宽；直到1993年市政府对淮河路进行拓宽改

造，现代商业才逐渐兴起，淮河路才成为了真正意

义上的商业步行街；1998年再次对淮河路东段进

行拓宽整改；之后又兴建了地下美食城，将淮河路

的商业功能进一步拓展。当前，淮河路步行街面

临着众多问题，交通不畅、空问发展受限、周边环

境混杂、管理的缺失、配套服务设施的落后等等，

都限制了其整体品质的提升。刘阳。1o以淮河路步

行街为例，分析了我国城市商业步行街区面临的

各种问题；余婷。2 o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淮河路步

行街，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见解和建议；曹烨君。3
o

以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为参照，分析了淮河路步行

街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整

理，从空问序列、尺度、历史古迹、节点以及交通等

层面，分析了淮河路步行街的发展现状，同时针对

现状，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1街道的现状解读

淮河路步行街全长920 nl，街道宽约22 nl，西

起宿州路，东至环城东路，南临长江中路，中部由

北含山路贯穿南北。它联系着环城河、市府广场、

省委省政府、九狮苑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节点，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合肥市著名的商业

街。而淮河路步行街的价值还在于历史遗存和场

所记忆，它汇集了教弩台、李鸿章故居等古迹，九

狮桥、逍遥津近在咫尺，众多的历史古迹为淮河路

步行街注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其不同于

新开发的商业街区。

1．1空间序列

两条南北向城市道路将步行街分为三个部分

(如图1)。西段：宿州路至含山路东侧。主要商

业包括百大鼓楼商厦、新安商城、海亚商城等，

历史保护建筑一李鸿章故居坐落其问，此段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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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淮河路步行街比例尺度分析

Tab．1 The scale analysis of the Huaihe street

体量、尺度和风格相去甚远，整体形态极不协调。

中段：含山路西侧至明教寺。拥有海亚大世界、百

盛等大型商场，其中逍遥津路是步行街和古逍遥

津的纽带，历史古迹——教弩台旧址则是步行街

整部乐章的华彩。东段：明教寺至环城东路。此

段为1998年拓宽改造部分，是淮河路改造比较完

整的一部分，建筑风格主要以徽派建筑风格为主，

有着很浓厚的文化氛围H一。但东段商业业态分布

不合理，造成整体气氛较为冷清，未能充分发挥商

业价值与文化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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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淮涧路步行街平面图

Fig．1 The p】all of Huaihe commercial Street

淮河路步行街的平面布局为“街一广场一街”

的形式，空问序列以“手”雕塑为开端，发展至明教

寺广场达到整个步行街的高潮，步行街东段则作

为尾声。街道整体形态是以线性为主的单一布

局，但缺少面状广场系统的点缀；街道宽度无收放、

无变化；景观环境未与线性活动模式相配套；建筑

风格杂乱无章，使得淮河路步行街作为商业空问所

应该具备的秩序和节奏未能体现。在920 nl的长度

上，空问感受平淡无奇，序列组织放任自流，无主

题、无变化造成了空问序列的单调乏味。所以从现

状来看，淮河路步行街仅仅是一条购物街。

1．2尺度

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指出，D／H比值

大于1后会逐渐产生远离感，超过2时则产生宽

阔之感。D／H比值越小于1越会产生接近感，逐

渐变得狭窄。D／H=1时，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之

问存在着一种均衡之感。5 J。

淮河路步行街西段，李鸿章故居D／H约为3，

产生空旷感；怡和锦江宾馆为高层建筑，因此，街

道高宽比失调，D／H约为0．3，此处感受较为压抑。

中段D／H约为0．8，街道空问围合感较强，是比较

舒适的空问比例。东段D／H约为1．4，街道尺度

产生较为舒适的围合感，给人群创造了愉悦的购

物环境(如表1)。在步行街上的行走，基本上是

怡人轻松的状态，不会有太强的压迫感。但两边

的建筑低层、多层与高层并肩而立，参差不齐，尤

其是怡和锦江宾馆与建信大厦高度的陡然变化，

让天际线缺少节奏与层次感。

1．3历史古迹

文物建筑是公认的最有价值的三大旅游资源

之一。大量的历史古迹在淮河路步行街聚集，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到合肥的游客都会到

步行街游览一番。位于淮河路步行街西段的李鸿

章故居(图2)，是江淮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

图2李鸿章故居

Fig．2 The mansion of Lihongzhang

完整的晚清名人故居，分为东西两院，东院为淮系

展览馆，西院为故居陈列馆。建筑群沿街而立，长

达60余米。明教寺，是见证合肥历史的重要古迹

(图3)。三国时期为曹操点将台；寺院始建于南

朝时期，称铁佛寺；明代改称明教寺；后迭经兴废，

0

台一o～

寿

屠

一一寿毒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清光绪年问得以重建；抗日战争时期被炮火摧毁；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多次拨款修缮；1998

年，步行街拓宽改造中，在明教寺入口前加筑台

基、设置广场。但两座古迹的周边皆为尺度较大

的现代风格建筑，古朴的建筑特色与所处环境格

格不入，周边缺少绿化景观的点缀，路灯、其他等

环境设施也未能与古建筑群相配套。

} _．，

l訇3明教寺

Fig．3 MingJiao temple

整个街区的城市设计忽视了地域文脉的延续

和文化内涵的营造，使得淮河路步行街的历史文

化意义仅仅停留在古迹的保护和再现阶段。文物

古迹作为街道空问的标志物，不仅未能带动周边

的文化氛围，反而是周边建筑庞大的体量、鲜艳的

色彩和张扬的风格对古迹形成压迫之势。

1．4节点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指出，节点就是

一些要点，指的是道路交叉口、方向变换处、十字

路口或道路会集处以及结构的变换处等等。它的

重要性来自于它是某些用途或特征的集中。它的

影响波及整个区域，成为这个区域的象征_6 J。针

对淮河路步行街来说，节点是由道路交叉口、逍遥

津路、飞骑桥巷以及明教寺前广场共同构成。

图4宿州路入口

Fig．4 The entrance in Suzhou street

宿州路入口(图4)：地处市中心，西邻市府广

场、绿都商城和江淮大戏院，南接长江西路，人流

量和车流量都非常大。步行街入口处两侧，鼓楼

商厦相对宿州路退让约15 nl，形成入口前广场，原

省糖业烟酒公司大楼做转角处理，空问形态上具

有一定的围合感。入口中心处为“手”型雕塑，未

设置其他绿化配套设施。交通拥堵和聚集在此的

摊贩，严重影响了入口处的空问品质，而雕塑的尺

度较小，也被周边噪杂的环境所淹没，入口形象被

弱化了。

北含山路交叉口：周边四栋建筑物三荣大厦、

海亚商城、锦华商城和海亚大世界，沿道路交叉口

处均被设计成转角形态，将三个立面突显出来，曲

折的界面创造出明显的阴角空问，芦原义信认为，

阴角空问可以创造出一种把人拥抱在里面的温

暖、完整的城市空问。交叉口还有利于打破建筑

立面连续过长所产生的封闭、单调和沉闷，而空问

的开合形成收放变化也为空问注入节奏感[7]。然

而，北含山路繁忙的过境交通与步行街巨大的人

流在交叉口汇聚，导致秩序的混乱。实际情况是，

人们在步行街上的活动要小心翼翼的避开车流，

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并未展现阴角空问的

精神。

逍遥津路：东邻明教寺，北接逍遥津公园，南

面是百盛商场。全长约85 nl，是联系步行街和古

逍遥津的纽带，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氛围。逍遥

津路在中部与东西方向的立志巷、北油坊巷相交，

这两条巷子内部满是五小行业，其杂乱的环境延续

到了逍遥津路上，本该拥有高品质环境的逍遥津

路，却也被混乱的地摊和无序的停车所充斥(图5)。

图5逍遥滓路

Fig．5 Xiaoyao jin Street

明教寺前广场：毗邻百盛停车场，与九狮桥路

接壤，平均宽度45 nl、进深40 nl，面积约为

1 800前。广场与街道相互串联，能够接纳从各个

方向前来的公众，但西侧与百盛广场之问界限模

糊，南面仅用路障与九狮桥街分隔，空问领域不明

确。明教寺前广场是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场所，

除却外地旅行团和礼佛人士，在此处逗留的人群

较少。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缺少座椅、绿化等相关

功能性设施，这不仅弱化了明教寺的文物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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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更难以突出广场的文化传承功能和历史价值。

飞骑桥巷：位于步行街东段，紧邻金都商城，

长约百米。因三国时期的典故“吴侯孙权飞骑过

断桥”而得名，但由于古迹的遗失，现在的合肥人

早已不明其详。近年来由于缺少保护与规划，飞

骑桥巷也只剩下一个残破的路标。

环城东路入口：环城路被誉为合肥市的“绿色

项链”，步行街环城东路入口相对较为宽敞。之前

的入口标志为结合座椅设计的图腾柱雕塑，因此

在此处停留的行人较多。可惜近期将雕塑拆除，

仅立一巨石作为标识，绿化等景观设施也被停车

位所替代，原本的场所精神荡然无存。

1．5交通

公交在步行街的对外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较好的实现了公交车与步行的接驳。公交逍

遥津站、鼓楼桥站、市府广场BRT站台、临近九狮

桥路入口的大东门BRT站台，距离淮河路只需步

行五分钟，方便了人们的购物，公共交通的便利，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城市中心的交通压力。步行

街周边拥有数个停车场，包括逍遥津地下停车场、

北含山路上的淮河路停车场、九狮桥路停车场、银

泰中心地下停车场，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就近选

择市府广场地下停车场以及宿州路上的国元信托

大厦停车场。

步行街周边车流主要来自横穿南北的北含山

路、宿州路和环城东路，三条道路皆直通主干道长

江中路，车流量较大，道路通行能力差，极易造成

交通的混乱局面。北含山路上，送货车和小轿车

随意停放在路边，使得原本就狭窄的街道更加拥

挤。据调查，停放步行街各道口的自行车、三轮车

中，真正购物逛街者使用的只占一半，其余是商家

员工的。1o。在商业街人行高峰时段，经常造成交

叉口的拥堵，由于缺乏交通信号指示，行人的步行

安全也存在极大隐患。

2优化建议

2．1提高文化品质

充分挖掘历史古迹的文化内涵以提高步行街

的文化品质，新建建筑与装饰装修以延续历史风貌

为原则，与历史古迹文化环境相协调，营造具有浓

厚文化气质的街区环境。同时，可以开辟品质较高

的、具有安徽特色的经营区域，引入老字号、融合休

闲饮食文化，使其形成商业定位，吸引人群。

2．2优化外部环境

重点针对街道交叉口、街边广场与历史古迹，

布置绿地、花坛，增加高差变化和改变地面铺装，

创造丰富的外部空问环境；针对合肥夏季炎热的

气候特点，应增加绿化和水景设计；在街道公共活

动空问中布置座椅、咖啡座等舒适的休憩设施，增

加人们的社会性活动；街道中问小吃亭的设计可

与绿化、休息设施相结合。

2．3改善交通秩序

加强周边的交通建设，疏散步行街附近的交

通压力；在步行街附近各大路口增设地下停车场，

分散从不同方向前来的车流，就近停放；借助交叉

路与辅道规划货运通道，力求与步行街人流互不

干扰；禁止路边停车，规范流动摊点；引导非购物、

非游览人群从城市支路通行。

3结语

淮河路步行街历史悠久，拥有大量的文物古

迹，作为合肥市的著名商业街，应当彰显城市的历

史与发展。通过对空问序列、尺度、历史古迹、节

点以及交通几方面的现状研究，提出应该注重提

高步行街的品质，形成具有徽派特色的地域商业

文化；积极地优化外部环境，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休

闲购物场所；改善内外交通条件，为人们的步行购

物环境提供安全的保障，从而为整个地区带来良

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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