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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区空问安全防卫 

规划与设计 

[ 戴慎志，江 毅 ，罗晓霞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规学院、 卜海 200 092 

[摘 要]在城市住区里 应如何通过物质环境规划与设计，制连 “防卫空间”来阻却 

犯罪、确保住 区安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井针对住区、蛆团宅间、住宅外部及住 

区智能安奎设计等几个方面作 了相关的设计探讨 

[关键词]安奎设计：犯罪预防：住区；智能安奎系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过程韵 熹 

城市犯罪 尤其是暴7]犯罪已威为世界各地 

突出的社会 题之一 琚联台国提供的数字、 

全世 城市暴 行为在过去 20年中每年增 

长3名～踹 ]。美国学者奥斯卡 ·纽曼在 20 

世纪 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 防卫空 间”理 

论 =纽曼认为 既然我们不能抑制人 

的犯罪动 ．我 何不从犯罪 目标与条II￡ 

上FA~EE罪 医7刁众所匿知，没有作奏的目 

标和条件，犯墨是不可能发生 ” 因 有 

必要通过环境规 与设计 制造一种 防卫 

空间”、 绝犯罪件， 防jE罪 发生。 骑 

I|空 理论的中 含义是：通过物质环境 

规划与设计 的改进来阻却犯罪。 

城 市住 区空 间安全规 划 

1．1住 区选址的安全性 

住 区选址应考虑安全性。一般情 兄下 

需要考虑基地自然环境所隐含的危险因素， 

如洪水、断层 冲淘等，以及基地周司社会 

环境由的治安、居住^群的经济道德状况 

地司法浩安管理水平等 

1 2重要设施布点的安全性 

普署 学校、医甓等重要社会设施、变 

毛站 、煤气站等基础设施的布点会对住区的 

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警署具有遏制犯罪韵 

威 鼹力 应占据全视仨区的位置。学校是发 

生地震、火宠的避难场所．医院是住区的主 

要救护设施 变电 煤气站是住区的生命 

线系统设施 又是易受酸坏、产生灾害的设 

施 需要 良好的监控 空间和防护空 。 

1．3住区出入 口与周界防范的安全设计 

住区在浑证变通和 消防要求的条忙下， 

尽可能 的设置出人口、而星，每个出八口 

都需要安全控制。如果 人口的车流量此较 

大、物业管理要求较高的住区还需酉己备保安 

人员、 禁系统 以确保住区的安全。减少 

某些 应进A该住区^员的穿越，防止盗窃 

等治安刑事案件 发生。住区过多的出人口 

会增加13常安全管理费月、同时也增加 _，维 

护安全的难度 

一

般认为，出^ 口数目过多会降低住区 

平时的安全性．但火灾 地震等紧急情况下 

出人 口过 ，也会降低住区安全性。实际上 

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只是需要足够的避难空间 

而不是连 多 出^ ．所 ，完全可以通过 

规划与群体建筑开敞空间作为避难场所、来 

解决住噩平时与紧急一青况 人 口数量的矛盾 

图 1、臣 2)。 

住匹周界防范．除传统的围墙或 杆外， 

近年来兴起的智能化 区采 电子周界防越 

报警系统 该报警系统一般由探测器．报警 

控制器 联动控制器 模拟显示屏及探照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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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i 单位建筑的开敞空间 

商善厂 
围2 群体建筑的开敞空间 图6 道路看不到的建筑物的 死角 空问 

图 3 住区周界舫越报■系统绪拇 

等蛆成。一种典型的周界防越报警系统鲑均 

(巨3) 通过安全报警措施，监视任何试巨 

非洁翻越围墙或栅栏进人住区的犯罪行为， 

确定人侵区域位置，通知住区保安人员迮行 

处理，并育 动 现场录像 便事后作证。 

1．4停车埔所安全设计姜求 

住区还必须考虑公共建筑与停车场的位 

置关系 停车场应尽量沿建筑的一侧布置， 

并台理组织停车场中的通道通 向建筑A口， 

这样就引导进人建筑物的人流来 自一个方向。 

相反，若停车场地沿建筑四周布置，建筑的 

出^ 口就在四个方向设置，停车场的管理也 

分鹿4块区域 不利于行人安全 还增加了 

管理人员或设备的数量，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图 4)= 

进出停车库的路线应尽可能地远高步 

路。如果步奸道必须与进出停车库道 路位 

于相同 区域，则应在两者之间设璧明显的 

分隔标忑 或者区分在步 行道 与车行道 之 

间地面标高， 一般情况下步行道 的标高应 

高于停车场和 车行道的标高 

停车库的出A 口视野相对较狭窄时，车 

库出人口与人行道路交叉处设置 驼峰 ．可 

以减少事故的发生率。“驼峰 可以降低车 

速，同时也可以起到明显的标志作用(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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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 组团与宅间空间的安全规划设计 

2．1组团建筑群布局的安全设计 

住 噩环境安全性浑障的一个重要方式是 

建立住区各层次韵可辅卫空间，通过规划佳 

住区内居民住宅附近的空 处于居民的控制 

之中=这垒空 主要包括住宅附近的道路礼 

其他公共空 。 

= 京市建筑设计院居住区规 专题研究 

组的对北京三里河地区的 3个韭团的一项调 

查报告说 7空间的围台与限定对居住安全 

的重要性 这 3个组团的布局方式是基本 
一

致的。但蛆团1没有明确的空间限定，内 

夕、道路四通／i 达，圩^匆匆而过，居是很 

在组 团内有社会1生活动和自发性活动产生， 

1987年，这个蛆团共发生盗窃20余起。组团 

2虽撬没有匿墙．但 空间布局采月了一定的 

圉台，形成一砷较为内向和封闭的空 ，同 

年．该组团发生盗窃案15起，比组团1 25名。 

2．2组团边界的安全设计 

蛆团的围墙或栏杆等安生设施对住区安 

全非常重要。在上面介绍的三里河地区组团 

调查中 组巨 3韵布局 与组团 1基本相 同， 

只是四 匿以 围墙，留有几个出人 ．从 

而对组团起 了很强 的限定作用，领域意识很 

强，组团内有居民较多的自发性活动和社会 

活动，Ig87年该组圃内盗窃案发生 5起，比 

组团 1少 75％。 

近 段， 由于城市景观要求住区拆墙透 

绿。 于是否拆除匝墙，争议甚多。在最近 

笔者对上海所作的调查中，保留实心围墙， 

拆墙透绿，完全拆除围墙 3个选项中，绝太 

多人选择拆墙透绿，^们既希望美化环境， 

又希望能有一定的安全性 

当然，仅靠围墙来解决居住区的安全感 

问题是不够的 近年来 电子智能化安全报 

警等先进的现代化安全防范设备已经在住 区 

中应用。但是，有围墙、栏杆等边界的围台 

形成居民领域感，进而有肋于营造安全感 

2．3组 团公共活动空间的安全设计 
一

般情况下，公共活动空间只有充分考 

虑到居民的利益 并为居民所 日常使用时才 

能发挥作用。公共空问的规划设计应舫止儿 

童在其周边的车行道路上玩耍。尽量保证公 

共空间处于自然形成的视控中，可节省监控 

设 备。 

jE罪分子经常选择建筑的视线未曩的隐 

蔽地方 (通常称为 E角”)作为犯罪的地点， 

若该处有 门宙．更成为盗窃的人 口(图6)： 

因此．应尽量使住区居民进出或休闲空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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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花丰形威的空间 

圈 5 停车库出入口的驼嶂 

能看 建筑的各个面，消除 死角”空间 

2．4组团路径的安全设计 

组匿内道路采 用尽端路，有和于住匡的 

安全和安静，尤其对老^和儿童有利。儿童 

可以安心在路上玩耍不必担心车辆行驶的危 

险。同时 由于尽端道路增加了居民领域感， 

有助于制止 不速之客的侵犯 。 

此宁、．进出住宅区的道路应有所限制， 

道路的设置最好是部分居 民可从住宅内或住 

宅楼^口处俯瞰 步行道路 庙近车行道布置， 

同时车芍道采取一定措施 限制车行速度时 

车行的居民可 对步巧居民无意问起到监督 

作 用 

新建住区应避免不应有的穿越 设置象 

征性的人口由于限定■领域的属性部分程度 

_c也可 避免人流穿越 (图 7) 

当居民已经形成了某种行走路线对，使 

用匪墙或其他障碍物强行改变人们的习惯， 

结局通常是 这些设施 的破坏，居 民重新恢 

复原有的路线而告终 所 路径的规划之 

前对居民的习惯做适 了解， 

固 9 花木形成的空间 [=) 

罪犯 拘藏身之所 (匪 e、图 9)。此外，罪犯 

容易通芷较高的灌木或乔木破门 (窗)而^， 

团此、]窗附近的高大植物 2．4m以下最 没 

有旁枝 

2．6室外照明安全设计 

适当提高室外照明能有效的降低犯罪发 

生章和减少居民对犯罪的恐惧感。有研究表 

_月 夜间发生在道路上 犯罪有40％是在 

道路照明 氐于 5LU× 仅 勰 的夜 司道路犯罪 

发生在照度高予 20LUX豹情况下。住宅和道 

路 的用度一般应高于 15LJx。但是过于刺琨 

和闪烁的室外照明，反而降低 了人们识别能 

7丁 灯具韵高度应适直人的尺度，避免树丛 

遮 拦 。 

现左，随着手土拽进步，利用红外探测技 

术和传感器技术，采用智能开关方式实现公 

共照明及环境灯光韵自 控制，从而达到忧 

化整个住区灯光用 明， 降低犯罪率 的目的 

图 堡圭 塑室全塑 

3．1住宅立面的安全设计 

2．5绿化种檀的安全设计 由于设计的疏忽，罪犯很容易通过住宅 

住区中树术花草对环境质量起 了非常重 立面的阳台、栏杆 窗台、落水管空调架等 

要的作用，然而，花木形成的空间也易成为 进^室内 (匪 10) 

I戴慎志等 堕希 宣亘毒垒疃 垣亘皇 j 

图 10 可利用进^住宅的住宅设施 

固7 象征性的^口避免』、 穿越 

固此，在建筑物 1～2层，应避免悬挑构 

筑物 窗台不室外挑：落水管不外露，防止 

犯罪攀爬；空调架位置要精心考虑．并采取 

防爬措施。底层住宅配有院墙的院落，既增 

加住户的私有安全空间，又提高犯罪分子八 

侵难度。 

住宅立面设计还要便于安装 电子安全系 

统，减少监视设备的死角空间 利于相互协 

防和节省设备投资：耐讲／可视防盗门控制 

系统要求住宅楼^口设有人性化的空间 为 

真王的来访者提供舒适的等待场所 避免风 

啦雨淋 

3．2建立单元式住宅屋磺联通通道 

在单元式多层和高层住宅中，楼梯能上 

顶，一旦楼下发生火灾，屋顶空间有暂时避 

难的作用，居民也可 通过相邻单元楼梯安 

全转穆 但这不利 于防范与追捕犯罪分子， 

需要采取相应措施 例如通过多层住宅的底 

层^ 口设置对讲 f可视防盗门控制系统 高 

层住宅的底层人口设置门卫室，楼梯和 电梯 

安装监视器等来解决这一 矛盾 

现在，上海市正在进行平改坡工作，这 

是有利于城市景观的好事，但把整个屋顶做 

成坡顶后，楼梯不通至屋顶。这样的住宅就 

失去了屋顶空间的暂时避难作用和安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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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火宠时救援的困难和兜害损失。建议 

通过建筑设计手段，既保证城市景观又建立 

屋顶联通通道。 

3．3住宅防盗门窗的安生设计 

20世纪 e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 了防盗窗 

厦窗护栏，虽能起到一定的安全 防护作 用， 

但对住区的形象造成极大的破坏，还利于犯 

罪分子向上攀爬，而且至少存在 2个问题： 
一

是其安全特盗性能的不能确保问题，特别 

是质量假冒伪劣问题；二是本身设计存在缺 

陷，比如在紧急事故发生时的人员安全撤离 

问题 ，常常困扰着住户。例如 l996年四川I 

奉节一小区居民家中发生火兜，大火将门厅 

通路阻断。消防人员欲从阳台施救，就 园防 

盗网阻挡，延误了时间，一家三 口一死两伤 

l5_
。 其实，从价格方面来看，目前一套家庭 

电子防盗系统根据其功能不同，价格由几百 

元、一千多元到几千元不等，能够适应不同 

阶层、不同消费能力的家庭选择使用，可以 

取代防盗窗。 

罔 住区智能安全系统设计 

现代科技的应用和物业管理的发展，将 

逐步完善人们安全防范的方法，住区安全从 

单一封闭式 被动型安全防范模式向多元化， 

综台化、圊络化以及主动报警处理方向发展。 

远程抄表杜绝了冒充多表公司抄表人员A皇 

抢劫的事件发生。设备监控系统对住区绐排 

水 、变配 电系统 厦电梯等设备的工作状态 

进开实时监谢和控制，降低系统故障率。骑 

火兜、防煤气泄漏设备防止家庭不幸遇难的 

事件 的发生 。 

智能化首理系统是住区空间安全防范的 

新发展。规模较大的住区宜采用住区 组团、 

住宅3级体系设计，而鞍小规模住区直接采 

用住区 住宅两级体系设置。 

4．1住 区的智能安垒系统设计 

住 区的智能安全系统主要有住区安全管 

理中心、住区门禁管理系统 周界防翻越报 

警系统、紧急广播与背景音乐系统、保安巡 

更首理系统、住 区集中停车场首理与防盗系 

统 、闭路 电视监控系统等方面。 

住区安全首理中心是住区智能安全系统 

的中枢，管理中心对整个住区进行实时监控 

和记录．使管理人员充分了解住区的动态。 

住区门禁系统加强了出^口管理，防范住区 

圜 捌师 NE髂 

外闲杂^员进^，周界防韶越报警系统防范 

非法翻越 围墙或栅栏 当发生非法翻越时， 

探测器可以立即将警情传送到住区安全管理 

中心；紧急广播与背景音乐系统在在紧急情 

况下指挥居 民行动，为居民逃生提供帮助： 

保安巡更管理系统可 指定保安^员巡更住 

区各区域厦重要部位的谜更路线．厦时达 到 

紧急地点 住区集中停车场管理与防盗系统 

完成对住 区 户车辆及 来车辆进出的有效 

管理，保证住区车辆安全： 路电视监控系 

统是通过在住区主要通道 重要必共建筑及 

周界设置前端摄像机，将图像传送到住区安 

全管理 中心 

4．2组团的安生系统设计 

组团的安全系统是住基级的安全系统的 

深化，也是住户干住区物业管理之间的过度。 

在大的住区中，进出^员较多，门禁系统与 

局界防翻越报警系统管理的重点宜从住区转 

向组团；紧急广播与背景音乐系统的扬声器 

等对住户安宁与隐私有干扰的系统终端也设 

于 组 团 。 

4．3住宅的安生系统设计 

住宅的安全系统是住区安全系统的终端， 

主要有对讲 ／可视防盗门控制系统、住户报 

警呼救系统 防火宠 煤气泄漏探测系统等 

方 面 。 

对讲 ／可视防盗门控制系统是在各单元 

』、臼安装防盗门和对讲装置， 实现访客与 

住户对讲／可视对讲，有效防止非法人员进 

人住宅楼内；住户报警呼救系统是为了保证 

住户在住宅内的^身厦财产安全，通过在住 

宅门窗厦室内其他部位安装各种探测器进行 

昼夜监控。当监测到警情时，通过住宅内的 

报警主机传输至安全管理 中心，保安^员厦 

时赶赴现场， 确保住户^身和财产安全： 

防火宠、煤气泄漏挥测系统常采用各种烟感 

探头或温感探头、气体泄漏探头，一旦有异 

常情况，发出警报并同时通知住区安全管理 

中心，维护居家安全。 

随着科技进步，住区的智能安全系统将 

最终与 110、120等城市公共安全救护系统 

联为一体 ，迭到整个城市共同防卫的目标。 

囤 堕塑 

住区安全的实现不仅依靠物质空间规划， 

迁需要现代物业管理、公安 ¨0等其他安全 

策略甚至整个社会的治安综合治理之问的相 

互协调。 ● 

[注 释] 
0 LUX是厢明的度量单位。 

的情况下的臻度寝阚大约 2Lux，天气晴胡的白 

天J旺度为 18 OOO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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