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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压力环境和全球健康城市战略的背景下，城市环境与心理健康的

相关研究已成为多学科合作的核心议题。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领

域之间的合作形成了神经都市主义的研究范式，专注于了解城市生活和环境对

大脑认知功能与神经系统的影响，揭示了城市压力环境对人类生物系统的作用

机制。基于此，健康街道的研究维度得到拓展，本文进而提出神经都市化街道

的研究视角，借鉴神经都市主义的基础理论与技术方法，并结合跨领域合作的

理论与实践经验，构建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的内容与框架。最后，本文立足于

中国语境提出神经都市化街道的运行机制，拓展了当前健康街道研究的理论方

法、技术与领域，以期为未来健康城市的研究与营造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stress environment and global healthy city 
strategy, the research on urban environment and mental health has become the core topic 
of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among neuro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urban planning has formed a research paradigm of neurourbanism, focusing on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urban life and environment on brai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rvous system, and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urban stress environment on human 
bi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healthy streets has been 
expanded, and the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neuro-urbanized 
streets, draws on the basic theory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neurourbanism, and combin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ross-field cooperation to construct the content 
and framework of neuro-urbanized streets research. Finally,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euro-urbanized streets is proposed, which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methods, technologies and fields of current research on healthy streets, with a 
view to laying a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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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城市压力背景下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建立
据联合国人居署预测，未来 10 年城市人口占全

球人口的比例将从 2020 年的 56.2% 升至 2030 年的

60.4%[1]，全球城市化进程将持续发展。城市化为人

群的发展和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城市生活的

弊端也越来越被人重视，如远离自然，噪声、光线

和空气的污染，环境拥挤，交通拥堵，人与人关系

的疏离，以及由此导致的无处不在的压力 [2-3]，长期

处于精神压力与紧张状态将引发抑郁症等多种精神

类疾病 [4]。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患精神疾病的风险

比农村居民高出 38%[5]，与生活在城市环境之间存在

“剂量—反应”关系 [6]。

如何避免城市压力环境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遏制精神类疾病盛行，并在城市高密化发展条件下

给城市人群提供避免遭受健康威胁的空间环境，成

为以城市规划为主导的人居环境学科高度关注的重

要科学问题之一。尽管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环境与精

神疾病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没有确切的研究表明城

市环境是如何“深入到皮肤之下的”[7]，压力源的刺

激如何连接以及透过何种途径影响人群的心理健康，

尚未有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结论。

近年来，神经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对城市压

力的关注，促进了对健康环境的理解，一个跨学科

的神经都市主义（Neurourbanism）研究论坛由此成

立，涵盖了神经科学、城市规划、公共卫生、流行

病学和其他相关领域 [2]，呼吁采用更多跨学科的方法

解释什么是健康的城市环境 [8] ；使研究者认识到大脑

对环境如何反应，从而阐释人的行为，并预测人对环



30  2023 Vol.38, No.6

城乡研究 

境的需求 [9]。神经都市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图 1），
有助于应对环境对健康影响日益严重的挑战，神经都市化的

研究视角也在健康城市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逐渐推广开来。

1.2  神经都市化街道：健康街道研究新视角
城市街道占据城市面积的 10%~20%，是城市中最重要的

公共空间 [10]，是人们感知和认识城市环境的直接载体 [11]。城

市压力背景下街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研究表明，街道

的压力源（包括噪声、拥挤、光线、空气质量、建筑类型、邻

里隔离等）特征会引发居民不健康的心理情绪；而具有某些积

极特征的街道则有助于缓解压力与孤独感，增加社会支持或更

多的积极情绪等 [11-12]。当前研究集中在街道宏观环境的健康效

应及积极体验上，以及借助环境唤醒健康情绪等方面，对于街

道环境与心理健康相互依赖的关系机制，以及街道环境与人健

康复合维度的“全健康”整体认知，还未充分理解，缺少系统

整合研究和框架性指导，城市规划领域仍停留在物质环境改良

的传统规划范式 [13]，与国际健康街道规划研究经验和大伦敦

城市的健康街道项目实践成果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国

内的研究多为引介—应用，直接立足于中国发展阶段、文化社

会背景和形态特征的话语体系和方法框架并不清晰 [14]。

神经都市化街道旨在运用新兴的神经都市主义研究方

法，以神经科学为基础打开探索人群心理健康背后大脑机制

的大门，为解释人群感知街道环境的生理基础提供丰富的内

容，构建科学的、实证性的认知结构。神经都市主义研究方

法涵盖基础科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和压力实验以及预防

研究，可为健康街道的研究在环境供给、心理服务与政策上

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

2  神经都市主义对健康街道研究的意义

2.1  健康街道的内涵
城市压力背景下，现代健康的含义已不仅是没有疾病和

虚弱，而是一种躯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中国建设“以普及健康生

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

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15]，可见健康城市是实现健康中国的

重要途径。健康城市建设涉及城市环境、经济、社会的各个

方面，而街道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对健康城

市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中外文献的梳理和健康中国

建设的要求，健康街道的内涵主要涉及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和社会健康三个层面，实现健康街道可以从改善物理环境、

促进体力活动、降低环境认知负荷、增加安全感和归属感、

促进社会交往和社会公平等路径出发，发挥多项街道构成要

素的健康支持作用（图 2，表 1）。

图 1  神经都市主义：城市压力背景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图 2  健康街道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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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街道内涵

健康街道相关概念 健康街道构成要素 文献来源

健康街道能够为人们提供生理上的安全舒适以及心理上的愉悦快乐 ；运

用系统的政策和策略建立步行友好和公交系统完善的街道网络

乐于步骑、感觉友好、感觉放松、感觉安全、易于过街、

空气清洁、噪声可受、休憩场所、观光赏景、遮阴挡雨

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16]

健康街道是优质街道设计与公共卫生手段的结合体，通过微观、中观和

宏观的设计手法使健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适宜的住房密度 ；优先考虑步行、骑行、非正式的游戏空

间和社交空间；成片的树木和绿色植物

德雷和卡米歇尔（Drane & 

Carmichael）[17]

健康街道是以公共健康为导向，在体力活动、物理环境、街道安全和社

会交往方面，促进安全、舒适、共享的城市街道

良好的街道交通、界面、空间、绿化、设施 余洋等 [18]

健康街道是全面而完整的、具有健康促进作用的街道网络系统，对健康

优质状态的激发及持续保有

良好的街道功能、环境、面貌、交通 徐磊青和胡滢之 [19]

健康街道应能支持健康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促进交通系统的完善，整合

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环境，保证人们的身心健康

良好的功能环境、交通环境、自然环境、服务环境、公共

空间环境；社会公平、公众参与、社会文化

陈多多和谭少华 [20]

狭义的健康街道是指促进市民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街道，而广义的

健康街道是指促进市民和街区共同健康发展的街道

健康的环境、通行、社交、空间、服务、产业、文化、公平 葛岩等 [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0,16-20]绘制

2.2  提出健康街道的跨学科研究视角

2.2.1  健康街道研究的多元视角

1998 年“健康城市国际会议”拉开了全球性健康城市

运动的序幕，认为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是健康城

市的核心。街道作为城市空间网络中的“毛细血管”，对健

康效益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21]，以促进公共健康为导向的街

道环境研究也随之深入发展。众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

使健康街道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得到迅速发展（表 2）。
上述研究以不同学科领域为背景，从不同视角出发，用不

同研究手段，探讨了街道与人群健康的关系。正是多学科、多

视角的共存，才使健康街道的研究呈现出体系化良性发展态势，

多视角的互相借鉴与融合为神经都市化视角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表 2  健康街道研究的多元视角

多元视角 主要关注维度 视角内涵阐释 相关研究

美学视角
心理上的愉悦

和满足

不同的街道物质环境特征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

美丽的景观总会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从

美学视角出发，可以通过人们对环境的心理反应，

来评价街道物质环境的美，探索带给人们积极心理

感受的街道环境 [22]

谭少华等运用心理评价法和认知地图法调研街道美景的物质环境特征，从形式美、

情景美和内涵美三个层次分析街道环境特征对人群心理需求的影响 [23] ；邵钰涵和

刘滨谊使用体验性景观标注法配合照片导向，确定和评估代表当地街道视觉美学

的要素，并为每个要素在整体视觉表征方面提供等级序列 [24]

疗愈环境

视角

身心健康的恢

复与治愈

疗愈环境相关领域包含恢复性环境、亲自然设计、

治愈景观等理论研究，意指对身心健康产生恢复效

应或治愈作用的环境，研究证明经过精心设计的街

道具有疗愈的作用 [25]

林达尔和哈蒂格（Lindal & Hartig）使用数字成像技术对街景图像中的自然元素进

行处理，让人们根据恢复性量表对图像进行评分 [26]；福马加利等（Fumagalli et al.） 

创建了在不同绿道场景中骑行的虚拟视频，结合恢复性量表验证绿道植被及其组

合方式对骑行者感知恢复能力的影响 [27] ；徐磊青等通过 VR 实验表明绿视率和街

道界面对街道疗愈性有显著影响 [28]

人因视角
人—机—环境

的互动

从人的生理、心理等特征出发，以“机”为媒介，

将人与环境进行联系，结合人机环境同步定量分析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等对街道景

观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 [29]，运用便携式生物传感器

探索建成环境与个体行为交互，为街景的微观数据

量化及景观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技术手段 [21]

殷雨婷等使用移动式眼动仪捕捉人在街道行走过程中的注视点和运动轨迹，发掘街

道环境中的疗愈元素 [25]；阿斯皮纳尔等（Aspinall et al.）[30] 和蒂利等（Tilley et al.）[31] 

使用便携式脑电仪记录人们穿越不同类型街道时的情绪变化，将兴奋和沮丧的波

动绘制成情绪地图 ；陈筝和刘颂运用脑电、心电、肌电、皮电等更多种生理监测

传感器记录实时环境行走中的人的情绪体验 [32]

公共卫生

视角

疾病预防与政

策保障

遵从流行病学研究范式，通过人群健康大数据建立

街道环境因子与人口健康之间的统计学关系，最终

通过数据评价、政策发展和保障措施来预防疾病，

促进人的身心健康 [33]

李煜等分析近 20 年公共卫生和建筑学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初步编制出具有自明性

的健康街道设计调研清单及评价体系 [34] ；魏建在借鉴国内外街道空间治理经验的

基础上，构建了融合理念、制度、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监督和评价层面的城

市街道空间治理闭环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 [35] ；丹嫩贝格等（Dannenberg et al.）

通过整合美国交通和公共卫生的研究路线图，表明交通工具对健康和公平性的影

响，从而提出有利于健康的交通工具政策 [36] ；格莱兹纳等（Glazener et al.）整体

评估交通决策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为未来探索交通—健康的关系奠定基础 [3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37]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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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神经都市化视角

从城市压力背景到神经都市化视角的提出，是为了更好

地应对日益严重的人群健康问题，响应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

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神经都市化视角运用神经都市主义

的基础理论与技术方法，主要关注的维度是“运用神经机制

诠释人的心智与空间关系，从而改进规划、预防工作和政策”。

在神经都市化视角下，健康城市是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和城

市规划等领域之间的合作产物 [3]。公共卫生学科强调对影响

人群健康的上游要素（如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空间环

境等）进行干预，从而降低人群的患病风险 [38] ；城市规划作

为一种调控空间资源的重要公共政策，将公共卫生学科的理

念和方法系统性地融合，有助于迎接当前城市健康面临的挑

战 [39] ；在进行干预之前，理解城市环境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神

经生物学过程是很有必要的，神经科学在认识大脑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环境因素对情绪发展的影响，阐明城市环境对人

类生物系统的作用机制 [40]。神经都市化视角加强跨学科合作，

借鉴与融合相关学科的研究，从而改善日益多样化的健康问

题和促进健康公平 [41]，成为践行“融健康于万策”的重要一

环 [39]。在此背景下，健康街道的研究引入神经都市化视角，

基于神经都市主义的范式创新，拓展了健康街道研究的理论

方法、技术与领域。

2.3  阐明街道健康作用机制
现有健康街道研究对隐藏于空间环境背后的“城市压

力—空间环境”的交互关系关注不足。神经都市化街道面向

更加复杂和内隐的现象，使研究问题从“发生了什么”转换

为“为什么发生”，探讨大脑的认知功能以及神经系统的运

作机制。

2.3.1  神经都市主义理论体系

神经都市主义体现了不同学科、不同理论的交叉融合，

以神经科学相关理论为核心，结合健康环境研究的重要理

论共同构成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的理论体系（图 3）。神经

科学包括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科学，前者探讨神经系统的构

造与运作机制 ；后者探讨大脑的认知功能，与传统心理学

有所重叠 [42]，在大脑神经元的运作层面观察人们感知环境的

具体神经生理机制。健康环境研究的重要理论探讨环境中的

有益元素能够帮助人群缓解精神压力、消除不良情绪并促进

身心健康。理解所处环境、身体、大脑、心理和行为之间的

因果路径是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的基石。

2.3.2  健康作用机制解析

神经都市主义理论强调大脑嵌于身体、身体嵌于环境，

提出“大脑—身体—环境”的互动机制。人的身体对城市

环境的认知过程是健康效应发挥的基本途径，即人体通过身

体来进行情感认知、行为实践和空间感知来接受环境信息。

人的身体作为中介提供了健康街道构成要素起作用的原因

和作用机制，即城市环境通过什么路径（机制）产生健康

效应。神经科学的理论方法解释了城市压力环境对人类生

物系统的作用机制 [43]（图 4）。
第一种路径是研究应激反应，这是连接人体内部生物环

境和外部环境的关键途径之一，关注的是生物系统如何适应

城市压力源。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反应是

一系列帮助身体适应压力源的应激反应。现代城市人群经历

的大多数压力源都是慢性的，慢性压力是一种持续的负担，

导致应激反应持续地参与其中。HPA 轴的持续激活会导致

其失调，对人体系统造成一连串损害，引发多种健康疾病，

图 3  神经都市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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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免疫功能下降、糖尿病、肥胖、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

激障碍等。

第二种路径是研究脆弱性，由于城市压力源空间分布并

不均匀，城市某些人群面临着更高水平的城市压力源接触，

造成生物系统的脆弱性，导致更高的患病风险。城市压力源

包括污染物（如空气、光、噪声和热污染等）作用于血液、

肺和大脑，从而改变生物功能，导致肌肉和肺组织的长期退

化，以及胰岛素和代谢功能发生变化；社会心理压力源（如

住房、经济和粮食的不安全性，社会隔离，缺乏医疗保障，

家庭虐待等）使人群免疫和代谢系统受损，存在 HPA 轴失

调，当这部分风险人群继续接触压力源，其生物功能会承担

更大的负担，从而增加对抗疾病时的脆弱性，导致更高的患

病风险。

2.4  提供健康街道研究技术
生命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成了神经都市主义最新的贡

献，特别是神经科学技术为健康街道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科学

依据与研究方法。心理生理测量是目前最重要的神经科学研

究技术之一，基于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发出的信号，解释各

种心理和行为方面问题 [44]，更好地解析外部刺激如何影响生

物功能，以及物理环境如何塑造人类大脑的发育和健康。神

经成像技术用于显示大脑功能发生的位置 [43] ；心率、血压、

皮肤电活动、瞳孔反应等生理指标的测量是研究自主神经和

躯体神经系统的重要方法 [44]。

数字工具的出现丰富了神经都市主义的技术方法，众包

（crowd sourcing）通过智能手机从社交和地理社交媒体（如

微博）收集数据 ；可穿戴设备与 GPS 技术的结合，能够在

建筑环境中实时测量激发情感和感官的反应 [44]。环境行为

研究技术主要依赖于实地观测与行为注记 [45]、自我报告测

量等。生物感知技术的进步为情感反应的可视化提供了数

据，创造了新的映射技术，能够记录、可视化和共享我们

的身体状态 [44]。当生物感知技术的传感数据不能解析个体的

背景与经历时，就需要通过与定性访谈等技术结合使用。综

合健康街道现有的分析技术手段，共同构成了神经都市化街

道研究的技术支撑（图 5）。

3  神经都市主义与健康街道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

3.1  神经都市化街道的跨学科研究
神经都市主义为健康街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

法，作为跨学科领域的融合，神经都市化街道的构成体系也

具有跨领域互动与合作的特点。基于此，需要整合当前相关

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公共卫生、城市规划与设计和神经

科学三个学科领域梳理关于街道环境和心理健康的现有知

识，探讨神经都市化街道的干预体系（表 3）。

图 4  城市压力环境下的健康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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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跨学科街道健康环境研究的干预体系

学科 干预途径 影响要素和干预方法

公共卫生

促进体力活动 积极推进“城市空间体育化”计划，培养“体育生活化”的理念和习惯 [35,46]；通过道路物理限制和停车控制等措施释放街道空间 [47]

增加归属感 提供文化、审美及生态教育的机会 [12] ；加强保护历史文化景观和地方文化遗产 [46,48]

促进社会交往 制定社会凝聚力计划 [41] ；开展街道集体性活动 [18]

改善物理环境 减少环境污染的政策 [41,49] ；保持街道环境整洁的策略 [50-51]

促进社会公平
多部门协作与公众参与 [35-36,41,49,51] ；主动交通项目推广 [36,41,47,49] ；对高危地区的居民通过手机、网络干预进行心理健康疏导 [41] ；改

善社会所有成员的社会环境 [52] ；将公平性纳入绩效衡量 [36]

促进全面健康

建立和完善健康街道多元评价体系 [34-35] ；将绩效衡量与健康共同利益相结合 [36] ；政策中的健康影响评估 [41] ；出台鼓励街道的食

品供应类店铺经营，保障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等各类日常食物供应等相关政策 [10] ；加强公众心理健康教育 [41,51] ；成立街道

健康咨询小组 [41]

城市规划

与设计

改善物理环境

合理规划设计街道朝向、高宽比、连续性、绿化等空间要素，提升街道的热舒适和风舒适 [18] ；对噪声、粉尘与污水的隔离和过

滤 [12,52-53] ；降低城市无序扩展和对机动性的依赖 [54] ；采用环保、渗透的铺装材质 [54]，避免机动车刹车造成路面和轮胎磨损产生的

石油、汽油、重金属、颗粒物、铅和多环芳烃等污染物危害神经系统 [37]

促进体力活动

拓展街道空间的健身功能 [12,35,41] ；街道连通性 [55]、街道网络密度 [49]、交叉口密度 [56]、人行道的存在与宽度 [57]、土地混合利用

率、店铺密度、绿视率 [49] 与体力活动呈正向关联规律 [18] ；完善道路路网系统、增进步行设施舒适性、增强步行环境服务设施和 

品质 [12,54,58-60]

降低环境认知负荷

自然声音 ( 如水声、鸟声 ) 和气息（如泥土味、花香）[51,57] 以及音乐声、食物的香味 [50-51] 都能给行人带来愉悦的感官体验 ；高混

合用途的空间 [57] ；界面功能和色彩丰富、具有特色和记忆点、设施充足 [11] ；植物比例较高 [50]、种类多样 [48]、精心配置 [55,61] ；更

多样化和更少碎片化的街道场景 [57,62] ；整合优化流线、增加环境有序度 [63] ；清晰的交通标志 [48,51]

增加安全感
增加树木覆盖率 [11,57]；在宽敞的建筑临街后退区域中外摆商业 [64]、适宜的街道高宽比 [57]、铺地完整性好 [18]；有窗户的街道、零售街、

优质照明 [11-12,52,57] ；街道界面渗透性好 [57] ；街道界面连续 [55] ；适当的街道监控 [51]

增加归属感
加强保护历史文化景观和地方文化遗产 [46,48] ；展示和传承包容多样的地域文化 [46,52,65] ；临街商业机构提供的好客装置 [50] ；提升节

点质量、增加座椅数量和增加立面通透性 [23] ；增加高质量的公共开放空间 [51]

促进社会交往

无障碍设施 [66]、休憩座椅 [12,66]、商业摊贩和管理维护程度 [18,50] 等可以增加社会包容性从而促进交往 ；通过城市功能区的混合布

局 [18,34,49]，降低人们的通勤时间 [51,54] ；鼓励沿街的多元业态，为街区提供就业岗位 [10] ；第三场所的吸引力和密度、可刺激正式与

非正式社交活动的公共空间 [11-12] ；增加街头开放场所 [66] ；街道的侧界面适当退界 [65] ；街道渗透性好 [50,54,57]、建筑连续 [11]

促进社会公平 增加高危地区的街道绿化 [47] ；战略计划中加入卫生公平目标 [41]

神经科学

降低环境认知负荷
在人类情绪和他们的神经系统之间建立更直接的关系 [62] ；生理（躯体）反应的生物传感测量捕捉人们对环境刺激的潜意识 

反应 [67-68] ；运用生态瞬时评估在真实情境中并行测量个体经历的环境及生理心理状态，识别激发负面体验的环境因素 [69]

促进社会公平
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生理体验测量技术可以帮助更准确地描述那些体验者自己都无法准确付诸言语的环境感受，能够较好地捕

捉语言能力较弱群体（如幼儿、失智老人、残疾人等）的环境感受和环境需求 [3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0-12,18,23,32,34-37,41,46-69]绘制

图 5  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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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神经都市主义的国际实践
神经都市主义是一个年轻的跨学科领域，迄今为止大

多研究尚在探寻城市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城市

规划和健康学科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工具来应对挑战。近年

来，相关学者和组织进行了多项研究和实践。布塔佐尼等

（Buttazzoni el al.）探讨了新兴的神经都市主义领域（城市

环境对心理健康和大脑活动影响的多学科研究），综合公共

卫生和城市规划文献中关于城市场所和心理健康的现有知

识，开发了两个新颖的、全面的、跨学科的框架，来研究

和探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城市环境的关系 [41]，以指导城市

环境与年轻人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未来实践和研究。皮克

特等（Pykett et al.）在英国伯明翰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进行了

不同国家背景下城市健康与福祉比较项目 [7]，连续记录参与

者在工作场所和通勤过程中的生物传感数据与叙事访谈数

据，通过结合 GIS、生物传感和访谈数据的分析，对城市压

力产生了新颖理解，提出应用神经都市主义解决长期以来

城市化与压力、焦虑和精神障碍的相关问题，促进更幸福

和更健康的城市。神经都市主义论坛自成立以来，开展了

基础和实践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表 4）；通过 

展览、讲座、互动实验等方式扩大宣传，致力于更好地了解

城市生活空间对情绪、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使其可测

量，开发和验证用城市环境因素描述心理健康的模型。

神经都市主义的实践目的是将个人及其主观情绪、心理

健康和情感体验的研究证据转化为新的数据，对于寻找城市

生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健康城市的设计和干

预措施都有重要意义。情感追踪应用程序、嵌入式传感器和

生物识别技术已经在健康城市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展露出可

期待的未来愿景。神经都市主义在更新城市的物质和社会结

构并改善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度方面，被认为是健康城市

表 4  神经都市主义论坛的实践项目

项目名称 时间 地点 内容

我们如何共同生活
2021-05-22 威尼斯双年展 展览建立在神经都市主义、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城市研究的基础上，展望和想象城市未来的样子。

通过大型沉浸式视频和音频投影，展示了人类和人工智能互动的 12 个未来城市场景

柏林知识之城

2021-06-26 柏林红色市政厅 通过讨论、讲座、音乐和戏剧表演、科学实验等多样化露天节目的方式进行城市生活科普教育，

并提出了神经都市主义宪章的提纲，为城市政治家和所有塑造城市公共生活的人提供了跨学科讨

论的建议

情感城市

2021-09-05 柏林“未来之家” 向参观者展示神经都市主义宪章，解释压力如何影响身体，以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是如何在城市

研究中运作的。参观者可以在柏林的城市地图上标记感觉良好或有压力的地方（图 6），通过情感

城市项目，追踪城市中有压力和幸福感的地方，讨论如何让未来的城市更宜居

城市避难空间与社会

压力研究

2021-10 柏林 对 11 名来自柏林市不同初始接待中心的女性难民进行定性访谈，由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团队对

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和分析，研究柏林不同初始接待中心的空间感知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关系 [70]

令人放松的林荫大道

2021-03-1—2024-

02-28

法兰克福莱茵—美

因大都会区

对莱茵—美因大都市林荫大道的交通、绿化、建筑密度、建筑细节等进行规划设计，将宏观和微

观层面的空间分析与收集的心理生理学数据相结合，旨在利用实验方法开发第一个通过城市设计

因素描述心理健康的模型，并在对欧洲城市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验证

图 6  参观者在地图上进行幸福和压力点的标记
资料来源：https://neurourbanistik.de

研究与实践的一条有希望的途径 [71]。其实践经验对于健康街

道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参考价值。

4  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的内容框架与运行机制

通过综合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中关于健康街

道的研究基础，以及神经都市主义的实践经验，从神经都市主

义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出发，构建基于神经都市化视角的健

康街道研究内容与框架，并结合我国的街道治理理念与规划实

施程序，提出我国神经都市化街道运行机制的经验启示。

4.1  研究内容
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遵循“大脑—身体—环境”的健康

作用机制，综合健康街道研究的影响要素，从流行病学、街

道环境基础研究、街道压力实验研究、街道防治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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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咨询五个方面构成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内容体系（图 7）。
调查评估城市压力环境与心理健康状况在城市街区的分布 ；

分析与评价街道环境要素对行为、情绪、认知和大脑功能的

影响；通过压力实验印证街道环境对人群心理生理健康的影

响作用；将人群对街道环境的生物反应转化为街道设计的解

决方案，提出预防和治疗城市典型精神疾病的循证方法 ；加

强学科合作，成立健康街道发展项目，提供相关专业人士咨

询、进修和培训的机会。

4.2  研究框架
在城市压力背景下，神经都市主义为城市空间环境研究

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着眼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

化背景，从理论体系、健康机制、研究内容和技术方法等方

面进行梳理，厘清系统自身的运行逻辑，构建神经都市化街

道的研究框架（图 8）。

4.3  运行机制
神经都市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多在西方国家展

开，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政体结构和规划管理等方

面存在差异，亟须立足于中国语境，提出本土化的补充和

创新。当前国内的街道更新实践中逐步探索出“全周期管

理、标准化要求、多部门联席会议”等街道更新监管制度 [72]。

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时强

调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

理新路子 [73]，将神经都市化街道的实施与全周期管理理念有

机结合，将有效地保障神经都市主义理念落地，推进健康街

道的建设。基于此，本文提出我国神经都市化街道运行机制

的经验启示（图 9）。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内容贯穿于街道

全周期管理机制的每个环节，通过压力感知机制、实施完善

机制、保障治理机制和快速反馈机制形成神经都市化街道建

设新模式。

图 7  神经都市化街道研究的内容体系

图 8  神经都市化街道的研究框架 图 9  神经都市化街道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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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面向神经都市化的健康街道未来

城市化增加了城市居民精神疾病的患病风险，健康城市

建设也面临着在压力背景下如何更科学地编制规划的挑战。

本文聚焦于街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基于神经都市主义的范

式创新，从理论体系、健康机制和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梳理，

整合公共卫生、城市规划与设计和神经科学三个领域中关于

街道与健康的现有知识，借鉴神经都市主义的国际实践经验，

在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神经都市化街

道的研究内容与框架，并结合我国的街道治理理念与规划实

施程序，提出神经都市化街道运行机制，对我国健康街道研

究提供经验和启示。

神经都市化街道面向人体内隐的心理结构和生理结构，通

过加强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之间的合作，能

够丰富和补充健康街道的研究，为城市规划学科提供更加全面、

科学的知识和工具来应对全球健康危机。针对中国不同地域地

理变化而导致的街道压力源的差异，积极开展不同文化、社会

经济群体的健康风险评估，深入解析环境对人群行为、情绪、

认知和大脑功能的影响，以促进循证设计和规划决策，能更好

地将学科发展与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结合起来。当前神经都市主

义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建构上还缺少足够的具有深

度的实证支撑，神经科学本身知识体系较为复杂，如何与健康

街道实证研究更好地结合需要更多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

力，其提出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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