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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诸多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这也成为了传承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分

析了我国工业遗产居住形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特点,探讨了工业遗产居住形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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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住宅区数量较多,其主要集中在老工业

城市中,当时人们却并未将精力放在住宅区的保护上,我国工业遗产居住

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不够理想,对此,应采取有效的保护和更新措

施,充分发挥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作用。 

1 国内外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现状 

工人住宅区保护与更新是人们关注的内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住宅区

均需经过物质老化、拆除、重新认识价值和保护更新的阶段。国外的工人

住宅区保护工作开展的时间较长,同时也采取了多种有效的保护措施。而

我国工人住宅区的发展时间较短,2010年后,我国才建立起街区保护意识。

与工业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式相比,工人住宅区具有居住功能,

规模较大,其主要应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式开展工作。 

2 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主要特点 

2.1独立大院为主要空间形态 

工业区内部的生产生活功能形式多样,且其也可称为微型城市,将工

业区作为设计的核心,生活区和公共服务区充分体现了功能分区,空间形

态主要应用苏联古典主义。道路采用棋盘的布局,形成了较强的空间意象。

围合是建筑的主要形态。再者,部分通气建设的街区中行列形态也较为常

见,这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有利于日后居住区规划工作的有效

开展。 

2.2居民关系主要以业缘维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地位颇高,工人村也是工人阶级地位的重要体

现。住房分配制度下,工人村中出现了相同单位和相同岗位的职工,其工作

和生活环境变化不大,职工的社会关系和居住状态无明显差异,单位制社

会管理模式增强了职工在单位中的归属感,职工更加认同自己的身份。 

2.3合住为主要使用方式,建筑设施老化明显 

工人在建设住宅的过程中主要参考苏联住宅建筑的定额标准,但是受

到经济水平的限制,人均居住面积不到标准的一半,尽管户型为两居室或

三居室,但其使用性能较差,虽生产速度较快,但生产质量较差。甚至出现 

较易产生裂缝,容易引起渗漏。但是大多数的实际高层建筑中,地下室外墙

上往往都有框架柱,这些框架柱承受了上部结构的荷载,因此它们的混凝

土强度等级往往较高,一般都高于地下室外墙的强度等级。从设计角度来

看,上述做法是符合规范要求的,但是混凝土标号的不同会给实际施工带

来一些不便。如果都按低标号混凝土施工,必然会影响结构的安全；如果

都按高标号混凝土施工,显然会提升造价,经济性不高。对于强度等级相差

不是特别大的情况时,通常我们可以采用墙柱交接处加腋的方式来解决上

述问题,加腋后都可按地下室外墙的混凝土标号来浇筑。 

6 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 

在进行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时,尽量以双向抗侧力体系为主,而且主

体结构构件也要避免出现铰接的情况,在双向主轴方向利用剪力墙,同时

对框架柱和梁中线之间的偏心距离进行控制,确保梁与柱与剪力墙的中线

能够重合在一起。 

在进行剪力墙布置时,对于平面形态凸凹程度较大时,则需要将剪力

墙布置在凸出部分的端部。而且在布置时需要确保剪力墙分布均匀。对于

较长长度的剪力墙在布置时,由于单片墙刚度接近,所以需要在洞口和连

梁位置进行双肢墙或是多肢墙的设计,而且单肢墙和双肢墙的墙肢长度不

宜超过8米,还需要对每段剪力墙底部承受的水平力所产生的剪力进行控

制。在进行纵向剪力墙布置时需要将其设置在单元结构中间位置,特别是

当房屋纵向长度较大时,这时就更不宜将纵向剪力墙的布置集中在两端,

以免浇缝时混凝土地收缩应力对一些平面部位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在进行

室内保温处理时,还需要注意到温度变化所可能会对剪力墙所带来的影

响。在剪力墙设计时,还需要控制其间距不能过大,横向剪力墙布置时当剪

力墙之间的楼盖开动较大时,则需要减小剪力墙之间的间距。在进行纵向

剪力墙布置时,则避免将其集中在两个顶端的位置。截面的中心位置需要

与剪力墙上面的洞口位置相对,而且还需要控制好洞口到柱边的距离,需

要确保洞口上下对齐,对上现洞口之间的高度进行控制。 

7 不均匀沉降问题 

(1)裙房与高层建筑之间设置沉降缝,使每个部分自由沉降,互相不影

响,还可以避免由于不均匀沉降原因所产生的内力,但在实际上,这样做会

给地下室的防渗漏、建筑的立体处理、整体稳定和基础的埋置深度带来诸

多困难。(2)高层建筑和裙房之间采用端承桩,将端承桩设置在坚硬的基岩

上。但是这种方法耗费大量的基础材料,不经济。 

8 结语 

随着高层建筑的迅速崛起,高层建筑地下室结构的合理设计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满足不同设计的需求,在地下室结构设计的过程中,

应遵循安全、适用和合理的原则,因为安全是设计的前提。此外,在高层建

筑地下室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重视其的技术的改进与革新,以满足未来建

筑的设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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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住房多个客户合住的情况,这其中会存在诸多潜在问题,若在后期

无法及时改善,则会长期影响居住环境。现如今一套房的住户中,人均居住

面积较小,居住环境十分拥挤,厨房与卫生间环境不佳。工人住宅区建设中,

施工标准十分严格,结构相对稳定,但是依然存在没有修缮的墙体,门窗管

道老化较为明显,并由此产生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3 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策略 

3.1加大整体格局的保护力度 

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设计中,应明确其功能分区,合

理规划道路轴线,保护建筑空间格局。如在厂房建设初期可确定一侧生产,

一侧生活的功能格局,从而加强街区道路布局的合理性,保护生活区院落

的空间格局,展现其历史原貌。 

3.2致力于建筑的保护与更新 

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建成的时间不长,建筑类型多样性不足,

建筑分类可结合实际加以调整。如可将建筑总体分为历史建筑和金现代建

筑。细化街区中的建筑类型,从而为建筑规划保护奠定基础。为保证更新

和使用的便捷性,除一些价值较高的建筑需要规划到文物保护单位之外,

其他的建筑均可归类为历史建筑或传统风貌建筑,依据建筑的类型明确建

筑的整治及保护要求。 

原有建筑外墙需具备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并且其也体现了街区的整

体形象。因此,在保护和更新的过程中,要保护外墙的特征要素,保存真实

的历史信息,以现代生活的基本需求,门窗可采现代材质,而门窗的色彩和

形式需与建筑的特征保持高度的协调性。 

3.3立足居民改善生活环境 

对于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居住建筑,增设的厨卫设施必须采用整体装

配式的类型,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实现对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预。其他等级建

筑结合实际情况,也可采用装配式厨卫设施。依据《住宅整体厨房》与《住

宅整体卫浴间》中的规定,整体厨房面积在4-16m2不等。如果考虑空间的

适老化改造,宜采用无障碍式的整体厨房。整体卫浴间设置坐便器,盥洗淋

浴(或盆浴)类型的面积不得小于2.5m2,设计者可结合需求和空间尺寸,选

择适合的类型。 

街区需要保护原有的居住功能,高度尊重民意,缓解人口压力。设计者

需改善单元式住宅合住的基本概况,可采用合并通廊的方式完善户型结构,

进而达到增大可用空间的目的。若无法改变合住现状,则可设置独立的厨

卫设施,以满足每户的使用需求。 

设置电梯高度顺应了老龄化更新的要求,很多大城市的老旧社区更新

改造中均设有电梯,7层住宅安装外置电梯的费用大致为45万元,单户分摊

的费用通常为4-5万,价格较高。电梯安装需要做好协商工作,主要分为内

置电梯和外置电梯,若更加重视建筑外观,则可选择内置电梯,但是这也会

影响建筑的住宅面积,进而对建筑内部构造产生较大影响。若对外观无硬

性要求,则可考虑安装建筑外部电梯。 

再者,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主要采用小型隐蔽的市

政站点设施,管线主要敷设在地下区域,建筑的间距明显增大,道路线形相

对规则,管线敷设也可满足规范要求,故而基础设施管线更新需依据现有

的居住区标准执行,无需考量传统历史文化街区中街道宽度不足的负面影

响,并可根据现代生活的实际需要,完成基础设施的更新和优化,提高街区

的品味及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 

3.4完善长效的管理机制 

在落实保护规划的过程中,要发挥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的积极作用,

和谐完善的社区氛围能够促进历史街区的自我修护和更新。当前我国政策

环境不稳定,日常管理和生活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且主体职能也需要进一

步改进,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首先,应创建稳定的政策环境,政府要积极颁布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细化社会机构的保护要求,防止出现集体性的优化,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

政策环境。其次,要引入高质量的日常管理模式。落实精细化和标准化物

业管理,从而提高街区的管理水平。最后,原址企业需组织建立公共参与平

台,根据家长制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工作,并建议原址企业扮演公共参与组

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增强公共参与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再者,不断提高生活服务的质量。相关部门可增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建立健全的老人日照料服务制度,政府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补贴,设置符

合老年人的设施,增设街区内无障碍设施,以原有的建筑为基础建设养老

服务中心和老年食堂等,为老年人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或者也可采用社区

工作坊的方式,开展老职工从业技能培训,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4 结语 

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是当前人们十分关心的问

题。为了保证工作的质量,务必正确认识工业遗产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的

特点和现状,然后结合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以满足居民的多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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