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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规划与建筑研究
——以广州市传统村落大井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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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愈发重要。本文提出了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基础上，

对村落营建特色进行研究，对于保护要素如何保护与传承，如何织补与重塑传统村落的活力，如何活化与利用传统

村落，以及建筑的运营模式给出了策略与方法。并对传统村落的消防问题给出了解决措施，最终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

时，打造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宜居村落，为城市的多元文化增添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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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村落作为承载

着丰富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宝贵资源，其保护与发展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规划与

建筑研究，我们将重点关注如何在保护的同时促进传统村

落的可持续发展，旨在为传承历史文化、构建和谐城乡关

系贡献智慧和力量。广州大井村，2014年纳入广州市级传
统村落，是南沙立村最早的传统村落集群，该项目2.65公
顷，根据保护规划要求存在着多处保护要素，包括传统

街巷、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及古树古井。

1��对村落营建特色研究

1.1  村落肌理特色
大井村位于浅山地形，西高东低，村落整体布局顺

应地势，街巷肌理沿等高线布局，形成条状台地；宅基

地垂直于街巷划分排布，以坐西朝东为主。

1.2  建筑肌理特色
大井村遗存的传统建筑分为宗祠、民居两类。其中

传统民居主要分为竹筒屋、明字屋、三间两廊三类。竹

筒屋数量最多，其次是明字屋；三间两廊建筑最少。

这也反映了历史上大井村民以渔农为生、单户宅基地偏

小、海岛聚落用地相对紧凑的情况。

1.3  传统街巷结构和尺度研究
大井村街巷肌理呈“鱼骨状”特色结构，街巷构成

呈：街-巷/里-横的特色体系。其中“街”等级最高，起
统领作用，宽度通常也最宽，例如大井直街是大井村最

宽的街道，也是大井村内居民生活的主干道，其宽度约

3m，局部呈现3.5-4m，是大井街巷结构和核心；其次是
“巷”和“里”，宽度约在2-2.5m，这一层级的街道构成
了大井村街巷的主要骨架；最后一级是“横”，连接到

每户人家，宽度最窄，约为1.5-2m。
1.4  建筑风貌研究及特征提炼
1.4.1  建筑类型及风貌分布
大井村落建筑类型及风貌丰富多样，不同时期和类

型的建筑风貌共存，独具特色，开放包容。具有价值和

特色的建筑主要分为两类：（1）以宗祠、竹筒屋、明字
屋、三间两廊为代表的明清、民国时期遗存的传统岭南

地域建筑。（2）在建国后至80年代间建造的、具有一定
时代特征的建筑。该类建筑通常是在传统院落单元/宅基
地的基础上，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生活使用需求，由村

民自发自主营建、采用更为灵活多样的形式与材料、反

映了当时的特定建造技艺与工艺水平的民居建筑。传统

建筑与时代特征建筑，共同见证了大井传统村落连续不

断的历史，形成营建技艺发展的印记。对这两类建筑的

风貌研究和特征提炼，为设计提供直接指导。

1.4.2  传统建筑风貌研究及特征提炼
传统建筑风貌研究，传统风貌建筑以1-2层的坡

屋顶民居建筑为主，建筑形式以竹筒屋（或称“直头

屋”）、明字屋为主，偶有三间两廊；

1.4.3  时代特征建筑风貌研究及特征提炼
时代特征建筑风貌研究，时代特征建筑以2-3层的坡

平屋顶建筑为主，搭配露台、阳台等，建筑形式更为灵

活大胆。

2 对于以上保护要素如何做到保护与传承

2.1  应保尽保，严格落实保护规划的保护与管控要求
延续上位《广州市传统村落大井村保护发展规划》

的相关保护控制要求与传统街巷格局等的整体控制。

2.2  增补保护、保留，最大限度延续与传承现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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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色

大井村内各类保护要素丰富，是村落的精华与基

底。为了更好得传承大井村现状价值与特色，在落实上

位保护规划所有保护要素基础上，依据大井历史文化价

值研究、村落营建特色研究、建筑风貌特征提炼等研究

结果，增补保护、保留一批有价值的保护、保留对象。

增补保留部分传统建筑与时代特征建筑。增补保留历史

地形地貌和重要历史环境要素：现状大树、古井、坊

门、社公坛和历史街巷的传统铺装。

2.3  村落街巷格局与肌理的保护
传统街巷是保护大井村格局完整性的核心要素之

一，保护以大井直街为主干，其他重要历史街巷纵横相

连的“鱼骨状”骨架结构；同时保持传统街巷的走向、

格局、空间尺度及排水方式。保护传统街巷中有特色的

传统铺地形式和材质。

为满足活化利用需求，采取打通部分小巷，完善村

落街巷网络且与传统村落整体尺度相协调，提高大井村

街巷体系可达性，建筑密度降低，适当增加开放空间。

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基础上，通过传统尺度院落组

团与建筑单元的组合进一步落实肌理的保护与延续。

新织补院落单元尺度延续宅基地尺度。新用地延续

原肌理东西向朝向。

建筑尺度延续原竹筒屋、明字屋尺度。屋顶尺度贴

近原肌理，维持宗祠等大型公建屋顶尺度的主导地位。

2.4  建筑的保护
为了更好与后续工程衔接，建（构）筑物各类保护

整治措施与后续具体工程类型的对应性。

（1）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中国人名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2017年修正）》的要求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严
格保护，以“修旧如旧，只修不建”为原则，实际工程

采取原址保留，原样修缮，日常维护的办法进行保护。

（2）对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严格遵循大井村保
护发展规划批复成果中的修缮措施，工程采用原址保留，

外观及内部价值要素部位原样修缮的办法进行保护。

（3）对保护范围内建筑质量较好的传统建筑和建筑
质量较差的传统建筑，按照保护发展规划要求进行改善

和整修，工程采用原址保留、结构加固、适应性改造

（具体结合结构要求和功能要求）的办法进行保护。

（4）对保护范围内建筑质量很差的传统建筑，和在
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其他建筑中规划设计增补保留的一

批建筑，需对每栋建筑的结构形式与结构安全性等进行

综合判断后，选择原址保留、结构加固、适应性改造，

或是原址翻建、保持原风貌的具体工程措施。

3 如何织补与重塑传统村落的活力

3.1  依托地段资源禀赋，梳理规划结构，支撑功能使用
结合地段各保护要素及场地地形空间关系，依托张

升楼片区历史文化资源及少年宫片区公服文化交流资

源，与传统街巷大井直街、斗岳里，串联多条绿廊体

系，形成双核双纵、多向串联、多片联动的规划结构。

双核：历史文化精华核心、社区精神凝聚核心，双

纵：大井直街商业活力轴、斗岳里休闲景观轴；

多向串联：依托传统大井传统文脉本底，通过现有

街巷及新开绿廊，加强东西方向的联系，提高村落不同

片区的可达性。

多片联动：张升楼历史文化展示区、张公书舍社区

服务交流区、少年宫、大井直街活力商街区、西侧酒店

区多片联动。

3.2  保街巷、开绿廊，塑造疏密有致公共开放空间系统
基于保护的理念，同时面向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需

求，公共开放空间系统的塑造策略包括：①保街巷——

保护街巷肌理，通过织补建筑，最大限度守住传统街巷

的宽度与界面，局部打通断头巷、提升可达性。②增花

园、设广场——结合超高和不协调建筑的拆除，局部“拆

除不建”，结合文史线索和历史空间，在重要部位增设小

广场、花园，营造可停留的空间节点。③开绿廊——结合

超高和不协调建筑的拆除，在东西方向开通若干条绿廊，

提升生态休闲环境，塑造灵活软质廊道，同时为防火防

灾、管线敷设提供条件。更新前后的建筑密度由68%变为
56%，在保护的前提下，留白增绿，重塑空间活动场景。

3.3  合理分区，传承与转译结合，创新性延续建筑风
貌划分，风貌分区

根据核心保护范围、建控地带划分，以及现状遗存

的分布密集程度和现状风貌分布情况，对地段进行风貌

分区，分为老大井、老而新、大井直街风貌、新而老几

种风貌分区。

4 如何活化与利用

4.1  以文化为依托，以土地价值为导向，实现场景重
塑、功能焕新

大井现状街巷可达性局部偏低，交通设计通过开设

绿廊、联通部分街巷、塑造公共空间，整体增强用地可

达性；同时在大井现状文化资源点基础上，设计根据文

史挖掘与价值研究的线索落位，进一步复原、复现一批

已灭失历史文化节点。打造多处文化兴趣吸引点，大幅

提升地块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评价大井用地综合价

值，并根据土地价值合理指导功能布局：价值最高的连

续界面大井直街以零售商业为主，点缀布置公共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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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腹地中价值区块布置文化体验、创意、传播功能等

可停留业态，增强人群粘性。中低价值地段布置目的性

功能，吸引人流，盘活用地。

4.2  规划不同主题游线动线，串联盘活用地
打造商业游线、文化游线、服务动线等多种不同行

为需求的线路。

4.3  建筑运营模式
对于建筑层面，从建筑风貌特点及运营模式上根据

各区的特点及业态落位分为五种类型：（1）首层旺铺+
二层集合空间。（2）独栋特色商铺。（3）首层联通空
间+空中庭院。（4）多面宽联合空间。（5）首层独立空
间+二层天街。
5 消防措施专篇

5.1  村落消防安全现状及消防问题
对大井村消防安全现状的调研表明，村落内的火灾

隐患主要表现为：建筑耐火等级低、防火间距不足、消

防车通道不畅、消防给水系统不完善、灭火救援力量不

足且难以深入村落等。

5.2  消防安全处置对策
规划层面的消防策略包括消防通道的设置、防火分

区的划分、安全疏散场地的设置及消防设施的设置。

5.3  消防通道
（1）打通必要的消防车道:根据大井村客观条件和街

巷肌理保护需求，打通必要的消防车道。本次改造过程

中，在大井村保护区域范围内结合绿廊沿东西向打通两

条宽度不小于4m的消防车道，满足常规消防车通行要
求，从而总体提升消防车可通达条件和街区消防安全。

村落内微型消防站、消防水泵房、柴油发电机房等

基础设施需布置在一般消防车道周边。

（2）村落内消防通道的级别：参考《文物建筑防火
设计导则（试行）》，把村落周围及内部的道路分为四

级：一般消防车道（宽度大于等于4m）、小型消防车
道、消防摩托车道、消防步道。将村落内其他道路结合

道路宽度进行逐级划分。①防火控制区,对于建筑连片的
传统村落，为防止火灾大范围蔓延，结合城市街道、水

系、广场、绿地等天然防火隔离带或采用防火墙等其它

有效的防火措施进行防火分隔，把村落划分为若干防火

控制区。防火控制区的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0㎡。结合大
井村现状及消防车道梳理情况，将大井村划分为三个防

火控制区。②防火组团,考虑防火组团内建筑占地面积的
总和不大于2500㎡。当防火组团内存在耐火等级达不到
一、二级的建筑时，防火组团内建筑占地面积应按其实

际耐火等级进行加权计算。

5.4  安全疏散区域
大井村落内街巷狭窄，为保障历史文化村落内人员

的整体安全疏散，设置若干区域疏散安全区。结合本村

落实际情况，将建筑间距大于4m的区域、面积不小于169
㎡的广场和绿地等开敞空间认定为区域疏散安全区。从

村落内建筑的首层安全出口到区域疏散安全区的边缘距

离不大于60m。
5.5  室外消火栓布置
村落内室外消火栓系统采用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

统，接消防水池。对于村落内部新改造的消防管网，室

外消火栓的间距按50m设置，保护半径为80m；
5.6  微型消防站和微型消防器材设置点
根据广州市地方标准《历史保护建筑防火技术规程》

DB4401/T109-2021第5.1.3条的要求，大井村需设置复合广
东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要求的一类微型消防站，满足接警

后3min到达责任区边缘的要求，且配置专职消防队员。
整个消防设计也是基于广州市出台的《历史保护建

筑防火技术规程》，消防设计策略也分为几项：1）划
分占地面积不大于2500㎡的防火组团，因为传统街巷只
有2-3m，为了不让建筑的商业界面开门开窗受影响，对
于防火组团划分结合商业的动线去选择性的划分，不会

将防火分区的边界划分到商业界面的街巷上而是划分到

建筑与建筑背靠背的地方，用防火墙作为组团的防火边

界。2）对于消防流线的策略上，基于传统街巷是基本
没有4m以上可供消防车通达的道路的，因为地块占地比
较大，南北达到了360m，所以规划层面引入了绿廊的概
念，在中部非传统街巷的地方打通了一条4-6m左右的绿
廊，将地块分为三大防火控制区，很好的解决了消防及

绿化的问题，其余街巷满足消防摩托的通行要求。

结束语

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规划与建筑研究，我们既

承担着守护历史的责任，又肩负着引领未来的使命。我

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创新的方法和策略，让传统村落在保

持其独特韵味的同时，也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让我们

携手前行，共同为保护和传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努

力，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值得骄傲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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