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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敞空间作为与城市实体建筑空间相对应的灰空间，提供了人们应急避难的场所，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发

展。本文研究基于卫星影像图，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开展了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的空间分布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分布不均匀，中部分布密集，西北部、东南部较薄弱；从开敞空

间的类型来看，研究区以城市学校开敞空间为主；从级别来看，以小型开敞空间为主；部分区域未覆盖

到，存在服务盲区。最后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为优化研究区开敞空间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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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ray space corresponding to the urban physical building space, open space provides people 
with a place for emergency refug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Based on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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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pen 
space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uxiong City,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open 
space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uxiong City is unevenly distributed,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and weak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From the type of open space, the study area is 
mainly urban school ope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vel, it is mainly small open space; Some 
areas are not covered, and there are service blind area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the open space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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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0 年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城市居民在领略现代文明风采、享受现代文明

成果的同时，也感到工作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急需寻找宜人的户外场所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1]。此

时，城市开敞空间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开敞空间的规划建设是众望所归的 [2]。 
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自然灾害不断斗争的历史 [3]。从 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1976 年

中国唐山大地震、1995 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到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害 [4]。本世纪以来，四川平均每年有 5 座以上的城镇被洪水淹没，有的城镇连续数年

或一年内数次被淹 [5]，其它城市灾害还有火灾、沙尘暴、雾霾等。而我们的春城昆明也曾一度变成水城。 
因此，高效合理地规划建设城市开敞空间，有利于减少突发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因

为，具备防灾功能的城市开敞空间能够在突发灾害时为人们提供一个防灾避难的场所，为相关部门集中

人群指挥避难工作提供了场地 [6]。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市发生了 8.0 级地震，直接严重受

灾地区达 10 万平方公里，受灾人群数量巨大 [7]。由此，国家首次针对地震开敞空间的规划，制定的国家

标准《地震开敞空间场址及配套设施》也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对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防灾功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是从定性与定量两

个方面对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防灾功能进行研究，可以通过定性的语言描述结合定量的方法，使分析结

果鲜明、准确，更具有说服力。现实意义是通过对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防灾功能的研究，能够对楚雄市

主城区内已有的开敞空间数量、面积及区位等信息有充分了解，同时由其缓冲区分析图能够发现研究区域

内所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为优化楚雄市主城区中开敞空间的布局建设、发挥其防灾功能做参考作用。 

2.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楚雄市位于云贵高原中部，境内多山，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90%以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致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东西最大横距 17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47.5 公里，是典型的高原山地小城市；气

候属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同时，楚雄市地处南华地震带，境内多发地震、泥石流等自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ulu.2023.1140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戴碧玉 等 
 

 

DOI: 10.12677/ulu.2023.114029 221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然灾害，楚雄市的主城区更是典型的山地带状型城市，对主城区范围内灾害应急管理和开敞空间造成了

一定阻碍。高原山地小城市的发展和进一步规划都需要考虑到应急避难场所的空间格局。当灾难来临时，

市民无法快速、准确的找到避难点，往往容易造成二次伤害；由此，山地小城重视开敞空间的规划与布

局，开展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的空间布局优化，能够为楚雄市城乡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为主城区防

灾减灾提供一定贡献，是楚雄市发展过程中非常有必要开展的研究。 

2.2. 数据资料来源 

楚雄市主城区的影像图来源于全能电子地图下载器，并根据地理空间数据名单进行校正；开敞空间

分布范围是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相关部门收集而来；开敞空间的面积统计来源有几个途径，分别是

相关部门提供，解译数据等。 

2.3. 研究方法 

2.3.1. 文献综合法 
通过文献检索，对开敞空间的相关政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及进展进行了解、收集、整理。对

其他学者在城市开敞空间研究中所运用到的研究方法归纳总结，对开敞空间的相关知识、现存状况有一

个深入的了解，以寻求对论文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2.3.2. 分区抽样实地调查 
考虑到研究范围之大及时间关系，对研究范围内的开敞空间进行抽样实地调查，主要是在实地中观

察开敞空间除具备平时的功用外，是否具备防灾功能，从而发现其存在问题，并进行记录。 

2.3.3. RS 与 GIS 分析法 
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为统计研究范围内开敞空间的数量、区位和面积等信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

下载的 ArcGIS 卫星影像与楚雄市的遥感影像进行校正、配准，然后对某些开敞空间进行数字解译，以得

到需要的面积、区位等信息。在后期，为了得到楚雄市主城区中既有开敞空间的服务覆盖范围，需要利

用 GIS 软件缓冲区分析功能对开敞空间进行分析 [8]。 

3. 城市开敞空间的相关基础研究 

3.1. 城市避难场所与开敞空间 

3.1.1.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 
苏群 [9]等人认为城市应急避难场是指利用城市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学校操场等场地，经过

科学的规划建设与规范化管理，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避难、基本生活保障及救援、指挥的场所。 

3.1.2. 城市开敞空间 
1877 年英国伦敦制定的《开敞空间法》中将开敞空间定义为：任何围合或不围合的用地，其中没有

建筑物，或者少于 1/10 的用地有建筑物，而剩下的用地用作公园或娱乐场所，或者是堆放废物，或者是

不被利用的地域 [10]。胡巍巍 [11]等人认为城市开放空间是指具有多重功能和目标的，存在于城市建筑实

体之外的开敞空间体。尹海伟 [12]则认为开敞空间是城市公共外部空间；是存在于城市建筑实体之外的开

敞空间体；是比较开阔、向公众开放、具有一定公共服务设施、为多数民众服务的空间，包括绿色空间、

广场空间、亲水空间。 
综上所述，开敞空间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将城市开敞空间定义为：城市开

敞空间是在城市建成区内，距离建筑物有一定距离的、存在于建筑实体之外的、具有一定面积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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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城市中的公园、广场、体育场等空间，而城市中面积小的水系、建筑内部的开敞空间以及面积

过小的绿地等都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3.2. 城市开敞空间的类型 

国内学者多采用功能分类方法对开敞空间进行分类：余琪认为开敞空间主要包括绿地、江湖水体、

待建与非待建的敞地、农林地、滩地、山地、广场、道路等 [13]；满红、孙王琦、傅佩霞等认为开敞空间

主要包括公共绿地、自然风景、广场、道路和休憩空间等 [12]。 
国外一般采用服务等级分类方法对开敞空间进行分类，如 Michael T. et al. (1998)将开敞空间分为公

园、林地、防护绿地、河流、绿道等。而 Maricopa Count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01)则结合两种方

式，将开敞空间划分为邻里公园、线性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休憩场所、保护区和其他 [14]。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开敞空间的分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本文结合国内外开敞空间分类的

方法，以城市避难救灾为目的，参照相关学者在城市开敞空间避难方面研究分类方法 [1]，对城市开敞空

间进行如下分类：城市绿地开敞空间、城市广场开敞空间、城市运动开敞空间、城市学校开敞空间(表 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open space 
表 1. 城市开敞空间分类 

类别 内容与特征 

城市绿地开敞空间 主要包括符合研究要求的城市公园、开放绿地、附属绿地、生产绿地以及农林地，一般

面积较大，具有一定服务范围和防灾功能。 

城市广场开敞空间 具有一定面积的广场，有相应的服务设施，具有休憩、景观、防灾避难的功能。 

城市运动开敞空间 主要是指城市中的体育运动中心空间，其开敞的面积及开放的功能能为城市避难提供便

利的场所。 

城市学校开敞空间 主要指城市中具备一定面积的学校，其开敞的面积能为人们在突发灾害时提供避难场所。 

4. 楚雄市主城区内开敞空间的构成特征 

根据开敞空间的分类对研究范围内公园、广场、体育场、学校的数量、面积等信息进行统计。文中

统计的方法及过程是：首先，利用楚雄市影像地图集，针对本文研究范围对图集进行信息采集，此过程

中将每张图集中楚雄市主城区中的开敞空间名称、图集标注进行记录。其次，利用前期所截取的 ArcGIS
卫星影像与 ArcMap 软件，根据统计到的开敞空间数量和图集标注，在 ArcGIS 卫星影像上将相应开敞空

间区位进行标注。最后，根据主城区中已有的开敞空间，通过网页查询、文献查询的方式对其面积进行

统计，而对于其中无法统计到面积的部分开敞空间，则利用影像解译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从而得到

开敞空间的面积。在统计开敞空间面积时，由于资料的局限性，统计的开敞空间的整体面积并未剔除开

敞空间中的建筑面积与水体面积。 

4.1. 主城区开敞空间类型构成 

Table 2. Information table of open space in main city 
表 2. 主城区城市开敞空间信息表 

开敞空间名称 开敞空间类型 开敞空间级别 开敞空间面积(m2) 

实验中学 学校 小 209.52 

环城小学 学校 小 216.73 

鹿城小学 学校 小 2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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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金鹿小学 学校 小 234.71 

楚雄市机关幼儿园 学校 小 248.04 

东瓜镇中心小学 学校 小 258.05 

灵秀小学 学校 小 280.35 

开发区实验小学 学校 小 286.74 

楚雄师院附小 学校 小 318.40 

网球公园 运动 小 323.88 

民族中学 学校 小 339.80 

永安小学 学校 小 362.34 

楚雄站站前广场 广场 小 434.41 

楚雄师范学院花果山校区 学校 小 451.14 

峨碌公园入园广场 广场 小 451.84 

福泉中学 学校 中小 521.72 

北浦小学 学校 中小 559.39 

技术高级中学 学校 中小 576.12 

楚雄人民警察学校 学校 中小 595.81 

花果山公园 绿地 中小 634.33 

市民广场 广场 中小 669.37 

楚雄师范学院雁塔校区 学校 中小 712.47 

北浦中学 学校 中小 746.00 

鹿城小学(云荫寺校区) 学校 中小 773.01 

楚雄一中 学校 中小 840.47 

龙江中学 学校 中小 855.07 

开发区实验小学(古镇校区) 学校 中小 973.55 

东兴中学 学校 中 1005.44 

实验中学新校区 学校 中 1010.83 

附中 学校 中 1333.19 

紫溪中学 学校 中 1711.75 

桃源湖公园 绿地 中 1941.83 

医专 学校 大 2028.33 

天人中学 学校 大 2170.72 

体育馆 运动 大 2295.91 

活力广场 广场 大 2853.24 

龙江公园 绿地 大 3058.71 

福塔公园 绿地 大 3689.77 

楚雄技师学院 学校 大 4442.00 

太阳历公园 绿地 大 13413.37 

彝海公园 绿地 大 40038.08 
 
根据对开敞空间面积的要求及利用相应数据获取方法得到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名称、类型、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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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等信息，并进行统计。 
根据以上统计，为使研究区域开敞空间分布区位形象明了，绘制了主城区开敞空间分布示意图(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open space distribution in main urban area 
图 1. 主城区开敞空间分布示意图 

 
由表 2 可知楚雄市主城区影像地图集中统计到研究区中共有 41 处开敞空间，其中面积最小的为实验

中学，(只统计面积不小于 200 m2的开敞空间)，它们分布于主城区的十七个社区。由于城市学校开敞空

间主要是如运动场这些连片的避难所，因此，在图集统计时只统计面积大、图集中显示有操场的学校。

从统计到的数据可知，开敞空间类型以城市学校开敞空间为主(30 处)，依次是城市绿地开敞空间(6 处)，
城市广场开敞空间(3 处)，城市运动开敞空间(2 处)。 

4.2. 主城区开敞空间的分级组合 

将统计到的主城区开敞空间进行分级：面积在 2000 m2 以上的可作为大型开敞空间；1000~2000 m2

的可作为中型开敞空间；500~700 m2的可作为中小型开敞空间；500 m2以下的可作为小型开敞空间。根

据上述分级将主城区内的开敞空间进行分级统计。 
根据表 2 中主城区开敞空间的分级组合，绘制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分布图(图 2)。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open space distribution in main urban area 
图 2. 主城区开敞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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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楚雄市主城区中符合要求的开敞空间共有 41 处，其中大型开敞空间有 9 处，中型开敞

空间有 5 处，中小型开敞空间有 12 处，小型开敞空间有 15 处。由此可知，研究区开敞空间级别以小型

开敞空间为主，依次为中小型开敞空间，中型开敞空间，大型开敞空间。而由图 2 可知，研究区的开敞

空间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 

4.3. 研究区的相关分析 

4.3.1. 主城区开敞空间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为分析研究区开敞空间分布特征，在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分布图中加入主干道和河流，制作分布

图(图 3)。 
 

 
Figure 3. Open space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 3. 研究区开敞空间分布图 

 
由图 3 可知，楚雄市主干道包围圈内的开敞空间有 25 个，其中大型开敞空间 4 处；中型开敞空间 3

处；中小型开敞空间 8 处；小型开敞空间 10 处。从数量关系上看，主干道包围圈内开敞空间数量占研究

区开敞空间数量的 60%。由此可知，研究区内开敞空间集中分布于中部；而北部和南部分布较少，且比

较分散。 

4.3.2. 主城区空间缓冲区分析与存在问题归纳 

 

Figure 4. Buffer analysis of small open space 
图 4. 小型开敞空间缓冲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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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分为 4 级(表 2)，根据朱勇 [15]等人在昆明防灾公园研究中对不同级别

公园服务半径的界定，结合广州城市公园分类 [16]，联系楚雄市主城区实际情况，根据五分钟原则，将主

城区开敞空间服务半径做此界定：小型开敞空间服务半径 75 m，中小型开敞空间服务半径 150 m，中型

开敞空间 225 m，大型开敞空间 300 m。为了对楚雄市主城区中开敞空间服务范围覆盖面进行分析，利用

GIS 软件的缓冲区分析对其进行制图。 
 

 

Figure 5. Buffer analysi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open space 
图 5. 中小型开敞空间缓冲区分析 

 

 
Figure 6. Buffer analysis of medium open space 
图 6. 中型开敞空间缓冲区分析 

 

 

Figure 7. Buffer analysis of large open space 
图 7. 大型开敞空间缓冲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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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整体上分析开敞空间服务覆盖面，方便发现目前研究区中存在盲区，将以上 4 图(图 4~7)进行叠

加分析绘图，得到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服务范围缓冲区分析图(图 8)。 
 

 

Figure 8. Analysis of buffer zone of open space service scope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uxiong City 
图 8. 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服务范围缓冲区分析图 

 
由表 1 可知，在发生灾害时，不同级别的开敞空间发挥着不用的防灾功能，具有一定的层次性。由

以上 5 图(图 4~8)可知，研究区中大型开敞空间分布较均匀，服务覆盖面基本上涵盖了楚雄市主城区。中

型开敞空间主要集中于研究区的龙江社区、中大街社区、学桥街社区、东兴社区、北浦社区、米市街社

区、灵秀社区、雁塔社区、万家坝社区，服务覆盖面涵盖范围小，而另一部分社区缺少分布，导致西南

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居民缺少提供救援的地方。中小型开敞空间主要集中于研究区的彝人古镇社区、北浦

社区、龙江社区、中大街社区、学桥街社区、米市街社区、雁塔社区和福塔社区，其服务覆盖面涵盖较

大，但彝海社区及其以南的社区缺少，导致缺少临时避难和疏散转移的场所。小型开敞空间主要集中于

研究区的万家坝社区、米市街社区、栗子园社区和灵秀社区，部分零散分布于研究区的雁塔社区和东瓜

社区，永安社区仅分布了 3 个，而彝人古镇社区和东兴社区缺失，总体分布零散，其服务覆盖范围涵盖

范围小，导致灾害突发时，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人民不能就近及时进行集中避难，会使居民的恐慌程度加

剧，也会加大救援工作的难度。 
由图 8 得出各级开敞空间存在一定的叠加区域，也存在一定的互补区域，各级开敞空间的覆盖面叠

加形成研究范围内的大范围覆盖面。虽然，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形成了服务覆盖面，但是部分区域仍

未覆盖到，即存在服务盲区。图中体现出核心区中存在盲区 A、B、C、D、E、F、G 和 H。盲区 A 位于

楚雄高铁站附近、盲区 B 位于康居小区、盲区 C、E、和 G 是办公集中区，盲区 F 是复兴苑，盲区 H 是

山地。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 楚雄市主城区开敞空间分布不均匀，中部分布密集，西北部、东南部较薄弱。同时，从开敞空间

的类型来看，研究区以城市学校开敞空间为主；从级别来看，以小型开敞空间为主。 
2) 开敞空间服务覆盖面基本上涵盖了楚雄市主城区，北浦社区、万家坝社区、米市街社区、中大街

社区、学桥街社区、雁塔社区、龙江社区、东兴社区分布比较集中，重叠度较高，而福塔社区、彝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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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对薄弱，重叠度较低。部分社区(彝人古镇社区、庄甸社区)缺少分布，未覆盖到，即存在服务盲区，

核心区中存在盲区 A、B、C、D、E、F、G 和 H。盲区 A 位于楚雄高铁站附近、盲区 B 位于康居小区、

盲区 C、E 和 G 是办公集中区，盲区 F 是复兴苑，盲区 H 是山地。 
3) 永安社区、北浦社区、学桥街社区、雁塔社区、龙江社区等属于建成区，其开敞空间服务范围与

人口具有较高的协调性。而部分非建成区(如彝海社区)周围就缺乏相应的开敞空间规划建设。 
4)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部分开敞空间停放着社会车辆，还有部分避难场所缺少相应的防灾标

识。 

5.2. 建议 

1) 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彝海社区、庄甸社区等地区的开敞空间规划建设，从而优化开敞空间的布

局，使研究区各处开敞空间分布均匀，满足人们平时休闲娱乐需求及防灾避灾需求。 
2) 对于研究区以城市学校开敞空间为主的问题，应该根据各地人口数量和道路分布情况，进行相应

的区域规划，增加公共性开敞空间的数量。 
3) 应该合理规划临时停车场，加强监管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在规划的同时做好相应的宣传和标识

工作，将工作落实到底。 
4) 对于面积较小的盲区 A、C、H、F、E 可以进行网络分析和最短路径分析，与最近的开敞空间建

立安全通道，以便盲区 A、F、H、E 的居民遇到灾害时能够及时的得到救援。盲区 D、B、G 面积较大

且多为居民聚集点，与其他中型和大型开敞空间较近，可以对这类盲区进行土地规划，建立相应的小型

开敞空间作为过渡救援区，以便居民及时避难以及集中救援和转移，减少救援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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