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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奔流的长江，一边是立在
岩壁上的吊脚楼群。一条蜿蜒的木栈
道悬空而建，晚风吹拂下，栈道间或浅
黄、或橙红的灯笼轻轻摇晃……

这是山城巷的一景。在重庆，包
括山城巷在内的山城步道已经规划
了1万多公里，它们穿梭在绿水青山
间，承载着老重庆的时空记忆，成为
一张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而这背
后，离不开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卢涛带领的城市规划团队的独具
匠心。

2018年10月，为落实重庆市委、
市政府提出打造山城步道特色品牌，
完成重庆市重点民生实事目标任务的
要求，按照《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
划》工作部署，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承担了《重庆市主城区山城步道专项
规划》。

怎样才能让山城步道彰显城市
特有的气质，将山城步道打造成为
演绎城市年轮、传承城市人文、方便
市民出行、丰富市民生活、彰显山水
特色的重要空间载体？接到山城步
道专项规划任务后，在卢涛的带领
下，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加班
加点制定系统的调研方案。

在步道规划中，科技发挥了不小
的作用。比如，结合卫星解译、数据比
对、人工校正的方式，团队对可步行空
间进行了全域识别和空间分析，形成
步道规划“图底”；借助高德地图、百度
慧眼等信息平台，抓取人口密度、网红
打卡、跑步健身等空间分布大数据，对
步道的选线、功能、吸引力等进行科学
分析；检索穷游、知网、马蜂窝等网络
信息，分析市民与游客对山城步道的
网络认知和现实需求，力求规划出的
步道线路聚集“人气”。

团队还通过查阅历史文献、收集
历史故事、踏勘历史遗迹、整理景观文
化要素等方法，挖掘步道沿线的文化
底蕴，为每条步道策划主题，丰富步道
的文化内涵。

“我们在查找资料过程中阅读
了大量史料书籍，这为步道选线、命
名帮助很大，只有先充分理解它的文
化历史，才能更好地彰显它。”团队成
员说。

在形成具体的规划方案之前，卢
涛还带领设计团队在假日游憩、上下
班高峰、晚间休闲等各个特定时段对
山城步道进行沉浸式调研，并通过模
拟跑步、慢行、通勤、观景等不同场景，
亲身体会行人的真实感受，以带给人
美好的行走体验。

“这种体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还
有听觉上的、嗅觉上的等等。比如在
行走过程中，行人会看到盘根错节的
黄葛树根，闻到桂花的香味，听到觉林
寺的钟声等，最后形成整体上的心灵
享受。”团队成员说。

为了能够实地了解步道沿线的历
史文化，卢涛带领团队在勘探过程中，
对步道沿线老居民进行了走访，听他
们讲述“活着的历史”。比如在对重钢
步道进行沿线勘探的过程中，团队走
访了重钢的退休工人，从他们口中了
解重钢的前世今生，力求为步道的规
划注入“文化因子”。

“其实步道从古至今都有，是市民
用双脚走出来的路，我们要做的不是
重建一个全新的步道，而是在原有路
线的基础上，把它规划成融合重庆独
特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市井生活的
便捷通道。”卢涛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设计中，团
队将“人的需求”放到核心位置。比如
考虑到重庆夏季天气炎热，团队将闲
置的防空洞设计进规划步道线路中，
有的地段则利用骑楼建筑形成遮阴，
给市民打造天然的“凉道”。

近两年来，对已建成的山城步道，
团队从步道空间、公共生活、便捷出
行、经济业态、文化环境五个维度、29
个子项建立了指标评估体系，定期体
检、定量评估，并实时提出优化方案，
让步道保持活力。

“在我看来，规划师的工作就是了
解城市过去的样貌，梳理城市发展规
律，找准‘本来’——即‘自然本底’
‘人文本底’‘建设本底’，在对‘本来’

进行总结提炼的基础上，运用专业
知识，编制高水平规划，面向未来
提出规划目标、具体布局、实施
策略与保障措施，助推城市高
质量发展，为市民创造高品
质生活。”卢涛说。

卢涛：

创新规划理念
让山城步道更有“重庆味道”

重庆日报见习记者 张凌漪

卢涛（右二）带领团队制
定规划。 受访者供图5月10日，重医附一院，

李琦（中）正在查房。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前不久，新闻媒体公布了一则令
人振奋的消息：我国科研人员在脑出
血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通过在超
早期内强化降压治疗，可以提高脑出
血治疗效果和预测后果的准确率。这
为脑出血临床治疗和科研带来了新思
路。

这项研究成果是由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教授李琦领
衔开展的。

事实上，在脑血管疾病研究领域，
李琦在多年前已展露头角。2017年，
国际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临
床脑血管疾病征象——李琦岛征，便
是源自他的研究成果。

“重庆这座城市激发了我内心的
创造热情。”对于自己的成长经历，李
琦这样说。

李琦是重庆人，他孩童时期无意
中翻到父亲的人体解剖书，由此对医
学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和兴趣，立志
长大后当一名医生。

“很多人认为学医很苦，我却乐在
其中。”李琦称，在重庆医科大求学时
期，他以全校第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成
绩获得了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2010-2011年，李琦获得澳大利
亚全额经费资助，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附属皇家墨尔本医院进行博士后
研究，主攻脑血管疾病。

一次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会议
上，李琦作为受邀发言人讲述了中国
的脑血管疾病研究成果。但是，当他
回到座位上时，却听到有人窃窃私语，
说中国的临床研究不行，很多研究是
给别人“打工”。

李琦听到后心中五味杂陈，“我不
相信，中国的脑血管疾病临床研究就
出不了成绩。”

结束澳大利亚的学习后，李琦立
即回到国内，来到重医附一院潜心研
究脑血管疾病。

一天，李琦带着家人在朝天门游
玩。望着眼前两江交汇的美妙景观，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眼前这两股河水
翻滚交融的景象不正与脑出血病人的
CT片子相似吗？这种特殊形态的血
肿会不会是由不同密度的血液组
成呢？基于此，李琦于2015年提
出了“混合征”预测血肿扩大。
之后，李琦进行大量的临床观
察和CT随访，进一步提出

“黑洞征”和”李琦岛征”预
测脑出血早期血肿扩大
CT平扫征象，其中“李琦

岛征”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
脑血管疾病征象。

据了解，这三个征象的发现为脑
出血患者治疗寻得了先机，被国际专
家组写入国际脑出血CT影像标准，
作为 II级证据B级推荐写入多部指
南，用于指导临床诊疗。“混合征”被列
入美国医生测试题及医学院教学资
料，被加拿大、美国、欧洲神经外科医
生组建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培训网作
为国外神经外科临床培训资料。之后
李琦基于多年的临床观察，提出并定
义了一种罕见的脑血管疾病“椎动脉
压迫综合征”，被哈佛大学写入专著，
为临床识别并诊治该类罕见疾病奠定
了基础。

2018年，李琦破格成为重庆医科
大学当时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同
年，他入选了第四批重庆市中青年医
学高端人才，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的
支持下前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
院，开启第二个博士后的学习。

同年，李琦入选重庆市青年拔尖
人才培养计划，在重庆市委组织部的
研究经费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在脑出血诊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

2020年，李琦提出“脑出血超早
期治疗时间窗”的概念，通过临床验
证发现，在2小时“超早期治疗时间
窗”内给予强化降压治疗可以明显减
少血肿扩大并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实
现了内科手段控制血肿扩大，率先在
国际上证明了强化降压治疗脑出血
的有效性，打破了内科治疗脑出血的

“瓶颈”。
“重庆出台了一系列科研创新政

策，打破了‘按资排辈’壁垒，为我们青
年一代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李
琦说，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自己最大的
梦想就是以临床问题为出发点，通过
研究服务并应用于临床，救治更多的
患者。他希望通过不断创新，探索出
具有指导性的诊疗方案，减轻患者的
痛苦，帮助更多的人。

李琦：

研究成果率先在国际上
打破内科治疗脑出血“瓶颈”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