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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文需求的旧建筑改造设计

冯阳桐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陕西�西安�710043

摘�要：基于人文需求的旧建筑改造设计旨在满足人们对文化、历史、社会和环境的需求。在改造设计中，应遵

循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提高社区参与度和营造宜居环境、融入绿色建筑理念等原则。同时，应采取有效的设计策

略，以实现旧建筑改造设计的目标。通过基于人文需求的旧建筑改造设计，可以提升旧建筑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

同时满足现代使用需求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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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旧建筑

改造成为了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旧建筑改造不仅

是为了满足现代生活需求，更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的提高，旧

建筑改造的设计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基于人文需求

的旧建筑改造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因

此，本文将对基于人文需求的旧建筑改造设计展开深入

探讨。

1��人文需求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的重要性

人文需求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在旧建筑改造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建筑的功能和外

观，更要关注使用者的需求和感受。下面将详细探讨

人文需求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的重要性。首先，旧建筑

的使用者主要是当地居民和工作者，他们对于建筑的使

用有着独特的需求和习惯。例如，居民可能需要更多的

公共空间和绿化，而工作者可能更注重建筑的功能性和

舒适性。因此，改造设计必须充分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并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期望。其次，旧建筑作为历史文化

遗产，其改造设计需要尊重和保护原有建筑的历史和文

化价值。这不仅要求保留原有建筑的结构和外观特征，

还要尽可能地保护建筑内部的历史和文化元素。通过人

文需求的考虑，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城市的历史和文

化。最后，改造设计需要考虑到城市的发展和未来使用

者的需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

化，旧建筑的功能和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改造设

计需要具备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以满足未来使用者的需

求和期望[1]。

2��基于人文需求的旧建筑改造设计原则

2.1  保留原有建筑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保留原有建筑的结构和外观特征是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的重要手段。在改造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保留建筑

的结构和外观，包括建筑的材料、色彩、形式等等。

除了保护建筑的结构和外观，还需要保护建筑内部的历

史和文化元素。这包括建筑内部的装饰、陈设、绘画等

等。这些元素是旧建筑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得到妥善保护。保护旧建筑不仅是为了保留城

市的历史和文化，更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它们。因此，在

改造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挖掘和展示旧建筑的历史和

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它们。

2.2  满足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
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对公共空间和绿化环境的需

求越来越高。因此，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可以通过增

加绿化和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庭院等，来满足人

们的这一需求。良好的采光和通风是现代城市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因素。可以通过增加窗户、调整内部布局等方

式来改善建筑的采光和通风效果，提高居住和工作环境

的舒适度。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可以增加一些现代化

设施，如电梯、空调、智能化系统等，来提高建筑的使

用效率和居住舒适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

无障碍设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旧建筑改造设计

中，需要考虑无障碍设计，如设置坡道、增加扶手等，

为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2.3  提高建筑的环保性能
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可以更换一些节能设备，如

太阳能热水器、智能照明系统等，以降低能源消耗和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采用绿色建筑材料是提高建筑环保

性能的重要手段。这些材料大多具有可持续性、可回收

性和低能耗的特点，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

污染。通过加强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可以减少能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可以采用一些保温隔热材料和措施，如

加厚墙体、增加双层玻璃等，以提高建筑的保温隔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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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良好的通风和采光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可以通过调整建筑布局和增加窗户等方式，优化建筑的

通风和采光效果。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是环保

性能较高的能源。可以安装一些可再生能源设备，如太

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等，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2.4  增强建筑的社交功能
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可以通过增加公共空间，如

大厅、休息区、咖啡馆等，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交流机

会。交流区域是人们进行深入交流和互动的场所。在旧

建筑改造设计中，可以通过设置一些交流区域，如图书

馆、阅览室、露台等，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的交流环

境。建筑布局对于人们的交流和互动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可以通过优化建筑布局，如开放

式设计、共享空间等，来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人们对于活动空间的需求是多样化的[2]。可以提供多样

化的活动空间，如会议室、多功能厅、展览区等，以满

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建筑标识性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识别

和记忆。可以通过加强建筑的标识性，如设计独特的立

面、标志物等，来提高建筑的社交功能。

2.5  考虑未来使用者的需求
在改造设计之前，可以通过调查和研究使用者的需

求，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文化需求，以及对于建筑的功能

和空间的需求。还需要预测未来的使用者和需求。这可

以通过对城市的发展趋势、人口变化、文化变化等因素

进行分析和研究，以预测未来使用者的需求和行为。为

了适应未来的变化和需求，需要在改造设计中采用灵活

性和可持续性的设计原则。这可以通过采用可拆卸和可

更换的材料和设备来实现，以及为未来的改造和扩展预

留空间。在考虑未来使用者的需求时，需要尊重和传承

城市的文化和历史。这可以通过在改造设计中采用传统

的建筑材料、工艺和设计手法来实现，以及展示城市的

历史和文化内涵。

3��基于人文需求的旧建筑改造设计策略

3.1  功能优化策略
在旧建筑改造中，功能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

可以满足现代城市生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需求，同时

也可以提高建筑的使用价值和舒适度。在旧建筑改造

中，可以通过增加公共空间，如公共休息区、公共卫生

间、公共厨房等，来提高旧建筑的使用价值和舒适度。

这些公共空间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促进交流

和互动，增强建筑的社交功能。旧建筑往往存在交通流

线不合理的问题，这会影响人们的使用和通行。在改造

中，可以通过改善交通流线，如优化入口设计、增加指

示牌、改善步行环境等，来提高人们的通行效率和舒适

度。旧建筑往往存在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如缺乏停

车位、电梯等。在改造中，可以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如

增加停车位、安装电梯、增设无障碍设施等，来提高旧

建筑的使用价值和舒适度。：在旧建筑改造中，可以通

过增加绿化和景观，如设置花园、景观墙等，来提高建

筑的环境质量和舒适度。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增

强建筑的环保性能。在旧建筑改造中，需要考虑未来的

发展和变化。可以通过灵活性的设计原则，如预留空

间、采用可拆卸和可更换的材料等，来适应未来的改造

和扩展需求。

3.2  结构调整策略
在旧建筑改造中，结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

可以决定整个改造项目的成功与否。对于具有历史文化

价值的旧建筑，结构调整应尽量保持其原有结构[3]。在改

造过程中，可以采用现代的建筑技术和材料来保护和修

复原有的结构和细节，以维护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对于

存在安全隐患的旧建筑，结构调整应注重安全性加固和

改造。这包括对建筑的结构进行检测和分析，找出存在

的问题和隐患，并采取相应的加固和改造措施，以确保

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保持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可

以通过空间优化和再利用来提高旧建筑的使用价值和舒

适度。这包括对建筑的内部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和布局，

增加公共空间、绿化和景观等元素，以满足现代城市生

活的需求。在结构调整中，应注重可持续性改造。这包

括采用节能设备和绿色建筑材料，加强建筑的保温隔热性

能，以及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等，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

污染。在结构调整中，需要考虑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可以

通过灵活性的设计原则，如预留空间、采用可拆卸和可

更换的材料等，来适应未来的改造和扩展需求。

3.3  环境保护策略
环境保护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旧建筑改造作为

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应注重环境保护。在旧建筑改造

中，应采用绿色建筑技术，如太阳能利用、地源热泵、

雨水收集等，以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降低建筑自身

的能耗，还可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改造过

程中，应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包括采用低污染、

低能耗的建筑材料和设备，减少建筑废弃物的产生，以

及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等方面。同时，也应注重对周边环

境的保护和改善。在旧建筑改造中，应考虑自然通风和

采光方面的需求。通过合理的建筑布局和设计，利用自

然风力和光照条件，可以创造舒适健康的室内环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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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提高建筑的使用价值和舒适度，还可以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在旧建筑改造中，应注重生态绿化和景观

设计。通过增加绿化带、花园等元素，可以增强建筑的

生态性能和景观效果。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

城市的环境质量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在环境保护策略

中，应注重可持续性改造。这包括采用可再生能源、绿

色建筑材料等方面，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

时，也应考虑建筑的使用寿命和再利用价值，为未来的

改造和扩展预留空间。

3.4  文化传承策略
在旧建筑改造设计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和复原历史

文化元素，包括建筑风格、材料、工艺等。在旧建筑改

造设计中，应将历史文化元素进行适当的展示，以增强

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例如，可以通过设置展

览、展示文物等方式，将旧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示给

更多的人。展示历史文化元素不仅可以增强人们对历史

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提高旧建筑的使用价值和社

会效益。应建立历史文化传承机制，以确保历史文化能

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这包括建立历史文化遗产档

案、制定保护规划、培养专业人才等。通过建立历史文

化传承机制，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并

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应融入

现代设计元素，以满足现代使用需求和审美观念。这并

不意味着要完全颠覆原有的历史文化元素，而是在保留

历史文化元素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手法，创

造出既符合现代需求又保留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空间。

例如，可以通过现代的材质和色彩来强调历史建筑的质

感；可以通过现代的布局和流线设计来优化历史建筑的

内部空间；可以通过现代的照明和绿化来提升历史建筑

的景观效果等。

3.5  人性化设计策略
无障碍设计是人性化设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

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应注重无障碍设计和设

施的配备[4]。例如，设置无障碍通道、增加安全扶手、

设计低位入口等，以方便他们的通行和使用。针对儿童

的使用特点，应注重儿童友好型设计。例如，在旧建筑

改造中可以设置游戏空间、攀爬墙、滑梯等儿童友好的

设施，以满足儿童的游戏和娱乐需求。同时，也可以考

虑设置亲子活动区，促进家长与儿童的互动和交流。在

旧建筑改造设计中，应注重营造社交互动的氛围，设置

公共交流区域、休息区、咖啡馆等，以促进人们之间的

交流和互动。这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还可以

为社区的凝聚力和发展提供支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

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旧建筑改造设计应适应不同人群

的生活方式。例如，可以设置独立的生活空间、共享厨

房、公共洗衣房等，以满足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需求。同

时，也可以考虑设置健身房、游泳池、桑拿房等设施，

以满足高端生活品质的需求。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人文需求的旧建筑改造设计在保护

和传承历史文化、提高社区参与度和营造宜居环境、融

入绿色建筑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造设计中，

应遵循相应的原则和策略，以实现旧建筑的人文关怀和

功能性提升。通过充分考虑人文需求，旧建筑改造设计

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场

所，促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发展，同时也为城市的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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