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上海 2018——城市空间微更新计划 

桥下空间试点二：轨道交通 3、4 号线凯旋路段 

设计任务书 

区位概况 

“桥下空间”的试点二选取了在轨道 3、4 号线凯旋路高架的长宁路至武夷路段。 

轨道交通 3、4 号线由老沪杭铁路内环线和淞沪铁路改建而来，于 90 年代末开工建设，2000 年底 3

号线一期开始运营，2006 年实现 3、4 号线共线运营与延伸段建设，是上海中心城区内为数不多以

高架为主的地铁线路。 

 
-轨道交通 3、4 号线区位图- 

 

设计基地以长宁路和武夷路为界线，基地北端接 3、4 号线中山公园站，同站可换乘 2 号线，是重要

的交通换乘节点。 

写字楼与商场在周边的中山公园商圈聚集，是上海中心城区西部重要交通枢纽型商圈，在上、下班

高峰期间和节假日客流高峰尤为明显。沿轨道往南，周边地块多以住宅小区为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U1ODY4MA==&mid=2650370868&idx=1&sn=f234de71137327c0200e6ae93dbe5bfb&scene=21#wechat_redirect


 
-轨道交通 3、4 号线凯旋路段- 

 

基地范围 

轨道交通 3、4 号线于长宁路与武夷路之间的路段长度约 580 米，宽度在 20 到 30 米不等，主要由

三个狭长的岛式空间组成，目前分别用作中山公园站下空间，对社会车辆开放的租车与停车场以及

绿化隔离带使用。 

除绿化隔离带外，四周大多设沿四周设有围栏和挡板，行人不可进入，桥下建筑多为市政用房。将

来基地西侧的长宁来福士广场到中山公园站将以二层连廊连接，形成地下、地面、空中的立体交通

格局。 

本次试点方案征集以中山公园站点以南至安化路、以及近武夷路的市政用房区域为重点设计范围，

目前主要用作租车与停车场、市政用房；长宁路至武夷路段作为整体研究范围，全长约 580 米。 



 
- -基地范围- 

 

桥下空间净高约 5.5 米，一排四个墩柱主要作为高架轨道的主要支撑结构，柱间横向距离约 3 米，

一跨 27 米，空间可利用条件较好。高架下两侧有人行道，往延安西路方向较宽，往中山公园方向较

窄，人行道上植有行道树和绿化带，停车场与人行道之间由灌木和围栏作为分隔。 



 
 

 

基地现状 

 
-基地内视角索引- 

 

索引图中数字编号指凯旋路东侧向西看的视⻆ 

 

1 .  轨道交通 3、4 号线中山公园站。地面设

出入口和站前广场，高峰时段人流量大，等

候过街时人、非机动车明显拥堵。 

 
 
 
 
 
 
 
 
 
 

 
 
 
 
 



 
 

2 .  围栏内为租车公司使用，是其中一个车

行出入口。该段高架下空间两侧设围栏，围

栏与人行道之间有绿化带分隔。 

 
 
 
 
 
 
 
 
 
 

3 .  该段围栏内供社会车辆停放的停车场。

因为结构之间跨度大，所以主要空间作停车

用。 

 
 
 
 
 
 
 
 
 

 
 

4 .凯旋路安化路转角，有转弯车道。 

 
 
 
 
 
 
 
 
 
 
 

5 .此处属于重点设计范围，有垃圾转运站。 

 
 
 
 
 
 
 
 
 
 
 



 

6 .凯旋路武夷路转角。 

 
 
 
 
 
 
 
 
 
 
 
 
 
 

索引图中字母编号指凯旋路西侧向东看的视⻆ 

 

A .中山公园站点与租车之间区域，供人行穿

过。围绕该区域有大量非机动车停放，以外

卖车辆为主。 

 
 
 
 
 
 
 
 
 
 

B .围栏内是供社会车辆停放的停车场。与人

行道之间设围栏分割。人行道绿化带之间共

享单车乱停放现象较为严重。 

 
 
 
 
 
 
 
 
 

C .凯旋路安化路转角。转角处设绿化带，高

架柱上植有爬藤类植物。 

 
 
 
 
 
 
 



 

D . 高架轨道在靠近武夷路方向分为两股，此

处桥下空间主要作绿化带用。 

 
 
 
 
 
 
 
 
 
 
 

 

E.此处两条轨道下的支撑结构变为单柱。其

中一条轨道在人行道上方，支撑柱也落在人

行道上。 

 
 
 
 
 
 
 
 
 
 

 

设计原则 

 

本次试点方案征集需把握以下几个设计原则： 

一. 经济实用：本次征集活动目的是为试点的更新实施选出可行性建设方案，需要操作性强、功能

适宜、建设经费合理控制。原则上不宜进行道路红线调整，如需调整应提供合理策略；在不影

响高架结构构件的情况下，可通过拆除、改建或加建既有构筑物的方式，适当增加必要的公益

性便民服务设施用房，其他建筑不建议新建。 

二. 环境友好：桥下空间多为人们忽略的城市“灰色空间”，常为废物堆积、照明微弱、噪声尾气环

绕。本次征集活动试图通过试点实践，运用绿化景观设计、照明设计、铺装设计等多种手段为

“灰色空间”带来更好的人居环境，为城市街区带来新的生机。 

三. 激发活力：目前桥下空间承载的功能零散，大多是解决临时需求；环境单一，缺乏人情味与活

力，鲜少吸引人停留活动。征集活动期望通过优美的公共艺术设计、灵活的空间使用方式、趣

味的活动设施设置等，有效激活桥下的公共空间。 

 

设计内容 

 

本次试点包含两个范围设计任务： 

一、研究范围任务： 



轨道交通 3、4 号线凯旋路段长宁路至武夷路，全长约 580 米。 

结合试点周边交通站点、业态、人群等，对该范围内的高架下空间的远期发展提出指导性建议，为

建设部门拓展思路、有序推进高架下空间的持续更新利用，将高架下空间作为弥合不同地块功能、

服务不同使用人群的有效手段。其中对站点人流的疏导、空间使用的完整性是关注重点。 

设计内容包括但不限于全线功能布局、空间使用方式、与周边环境衔接关系、绿化布局、交通流线

组织、配套服务设施布局等。 

 

二、重点设计范围任务： 

重点设计方案需与整体研究思路一致，在此基础上结合范围内现有高架下空间及场地、现有的设备

用房、服务用房、景观绿化等条件，提出创新性与操作性并重的改造方案，旨在指导近期建设实

施。 

1. 功能与活动策划：结合区域位置与周边环境，为高架桥下空间探索更为适宜的功能业态、空间

使用方式，为周边的办公、居住人群以及站点的通勤人群提供更丰富、更多样化的活动场所。 

2.  基础服务设施设计：为周边人群提供运动、休闲等活动场所，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需考虑

不同时段、不同人群使用需求的差异与同质，尽可能使桥下空间得到时段与空间上的充分利

用。 

3. 绿化景观设计：体现生态环境友好的绿化种植设计，体现空间特色、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设

计，如铺地、灯光照明、街道家具或其他公共环境艺术。近武夷路的市政用房区域，希望保留

环卫设施的功能，通过空间整理和景观提升，改善现有市政设施的环境品质。 

4. 交通组织设计：合理组织人行、非机动车、机动车流线，为地区提供更为开敞包容的空间；对

于现状已有的停车位提出有效改善策略。 

 

提交要求 

 

一、图纸要求：2-3 张横版 A1 图纸（尺寸 594mm×841mm，电子文件 jpg 或 pdf 格式，精度

300dpi），研究范围和重点设计范围各占一张。 

版面内容包括但不限于各类分析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轴测图、效果图等，辅以文字说

明。可自选体现重点设计范围内的重要节点做放大平面，比例为 1:50；其他设计图纸比例不限，要

求能清晰、完整地表达设计意图为原则，由设计师和艺术家自行确定。 

其他文字、汇报、演示等文件可作为附件提供。 

 

二、文字说明要求：说明宜图文并茂，包含项目建设造价预算，采用中文，度量单位采用国际通用

的公制单位。 

 

*方案提交成果需同时包含任务一“整体研究”与任务二“重点设计”，否则视为无效。 

*方案评审将根据提交作品情况，确定具体方式。 

 

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 

2018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