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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乡村民居生态性改造的策略研究 !

###以佛山仙岗村民居改造项目为例

梁明捷!卞观宇!

$华南理工大学 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与服务系!广东 佛山 .#/#%5%

摘'要#依据当下生态政策发展趋向所需!立足于岭南传统文化!借鉴岭南建筑(被动生态)原理的精髓!通过分析岭南地区

乡村生态建筑的建筑空间分布"建构格局"民居室内物理环境等方面因素!查找当下岭南地区乡村建筑的适应性问题(结合

现状!以微观介入的形式!运用现代生态建筑技术!试图提出岭南地区农村建筑的生态化改造策略!以求推动岭南地区乡村

民居建筑生态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态建筑%岭南农村%生态化改造策略"被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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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势所趋和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强调&-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建设新格局.!

指出保护环境就是守护生财之道!持续发展之路(目前!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的建筑结构)居

住形式)地域习俗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乡村的民居形态既缺少整体科学规划!又没有先进的建造

技术做支撑!造成了乡村住宅盲目地追随城市的功能和要求进行建造!却未按城市的环境标准进行严格把

关!致使乡村民居建筑的建设所造成的能耗比甚至超过了城市!给农村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生态隐患"%#

(

=>乡村生态性住宅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必要性

=(=>乡村生态性民居改造理论研究的需要

现代乡村民居的建造理论是建立在城市民居建筑基础上!在设计标准)空间布局)建筑材料)建筑工艺

等构建元素上对传统的建筑模式进行了改进!但由于乡村居民建筑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晚!理论上没有因地

制宜地进行有效剥离和区分!造成了乡村民居和城市民居在造型形式)材料做法)院落布局没有地域性特

色!缺乏传统农村民居建造的传承演变!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还造成了破坏!难以满足岭南地区民居建造的

现状和需要"##

(当前!面对乡村民居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构特点)建造技术)材料特性等方面!

缺少了与现代绿色生态技术和生态理念的结合!对于新时期农村建筑如何解决农村居民对生活环境日益

提高的需求!以及生产)生活的能耗比!装修污染所造成的室内污染物含量比等方面涉及较少"!#

(因此建立

适合岭南地区气候特征的生态性建筑改造理论是该地区乡村民居建筑理论的需要(

=(?>乡村生态性民居实践应用的需要

岭南农村民居历经上千年的演变进化!逐步形成了以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为主要因素的住宅模

式(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乡村的民居建设形态得到了很大改变!特别是岭南地区作为改革开

放的前沿地带!由于受到周边城市居民生活价值观的影响!逐渐引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构建方式取代了土

木建筑结构!成为当前农村民居建筑改造的趋势!造成了在建筑形态上-千村一面.的礮像""#

(特别是在一

些老旧民居集中区域!普遍存在承重结构腐化)能耗比较高)规划杂乱)采光和通风不良等的问题".#

(然而

现今乡村民居的建造上!普遍是将现代建筑手段的引入!却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导致传统的-被动

生态.建造技术的丢失!简单的采用现代技术$如空调机)抽湿机%主动干预室内气温)湿度!造成乡村民居

建筑对气候适应性的能力下降!同时增加了建筑能耗!对环境造成持续的破坏"5#

(在观念上!普遍出现-求

大)追奢.的现象!失去了往日的乡土田园情怀和地方文化底蕴特色(因此!保护和继承传统乡村生态性建

筑实践技术是发展乡村生态性建筑的需要(

?>岭南地区乡村民居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岭南地区乡村民居空间分布现状

岭南地区经历了多次地壳运动!受到断裂)岩浆活动)褶皱等地质影响!形成以山地)丘陵)平原相互交错

的复杂地形特点!同时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乡村民居聚集的空间格局"6#

(传统的岭

南乡村民居普遍遵循临近浅水域!形成以水源为中心民居建设向周围蔓延!道路也依地形辐射$见图 %%(同

时!民居依高阜而建!形成以祠堂为核心的线形)斑块形)矩形和扇形等不同形式的梳式布局$见图 #%(但是!

从当下乡村民居空间分布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 !个特征&首先!民居布局较为集中!改造成本较高(以佛山

丹灶仙岗村为例!地处佛山南海西部!处于城乡接合部!由于历史原因!村落布局较为集中!造成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用地紧张!改造维护的成本较高(第二!民居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居环境较差(岭南地区农村民居的

分布状态多属于自发性!建设之前缺少统一的规划!基础配套设施如&道路)排水系统)污水管道等都相对滞

后!致使人居环境质量不高(第三!民居散乱无序!传统风貌丢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建筑也在发生着

深刻变化(以家庭为单位!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尽相同!所修建的样式和风格差异日趋明显!导致民居建设

散乱)风格混杂!逐渐放弃了原有岭南传统的构建样式!造成与周边自然环境的格格不入$见表 %%(种种迹象

表明!当前岭南地区农村居民建筑已逐步丢失传统的建造范式!特别是对-被动生态.理念的抛弃!突显出对

乡村民居建筑生态性改造的迫切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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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仙岗村以水源为中心的布局 图 #'丹灶棋盘村梳式#布局

表 %'岭南农村民居空间分布现状

调研时间 调研村落 调研成果 聚集特征 备注说明

#$%/($/ 仙岗村
实地调研)布局测量)

建筑考查

以祠堂为核心的斑块形布局!堂屋前面为

院落(

对当地水文特点作了实测

#$%/($/ 劳边村
实地调研)布局测量)

建筑考查
民居以线性排列!主要集中在道路两边(

对当地建筑空间布局特点做了

调研

#$%/($& 上沙村
实地调研)布局测量)

建筑考查

部分住宅前方布置院落!依地形限定院落

范围(

对当地农村传统民居院落布局

做了梳理

#$%/($& 下沙村
实地调研)布局测量)

建筑考查

新建村落以道路为中心!村民住宅集中布

置道路两侧!以线性模式排列的方式(

对当地农村新建建筑的空间布

局形式做了梳理

#$%/($& 罗行村
实地调研)布局测量)

建筑考查

住宅后方布置场院!通过地势)房屋限定院

落范围(

对当地水文特点作了实测

?(?>岭南地区乡村民居建构现状特征分析

岭南地区乡村民居建筑的材料主要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同时也受到近代西方建筑技术)材料)风

格的影响!体现出多种构建类型"/#

(我们通过对佛山南海区丹灶镇仙岗)劳边)上沙)下沙)罗行等 . 个行政

村的现状进行考察研究得出岭南民居建构现状特征$见表 #%!从民居的建构上主要体现在以下 ! 个方面

特征&首先!房屋结构形式(当前岭南地区农村民居建筑以砖混结构砌筑为主!运用钢筋混凝土或实心砖作

为承重墙(传统民居还是以穿斗式的木构架作为结构承重!减弱了墙体的承重依赖!但对承重的木柱要求

较高!必须选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并对其进行防腐)防潮处理(第二!墙体围护结构(传统的墙体主要以夯

土)木板)竹片等材料!此类材料具有就地取材!易加工!造价便宜等优点(当前岭南既有乡村民居建筑一般

采用空心砖进行砌筑!墙体的厚度普遍在 #"$ KK左右!用白灰或水泥进行覆盖装饰(第三!屋顶结构形式(

岭南传统的屋顶为硬山式屋顶!与其他地区的屋顶不同!两侧山墙的高度明显高于正脊!造型样式比较多

样!别具特色(然而新建的民居屋顶一般采用完全的浇混凝土或预制板!一般不作隔热保温的措施!造成冬

夏两季在室内环境的舒适性较差(当前!岭南地区农村居民建筑主要是以自建砖混为主!修建模式相对城

市比较粗放!修筑技术主要取决于施工人员的经验!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施工建筑体系!房屋的安全性和

舒适性与理想的居住空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岭南地区乡村民居的室内物理环境因素现状分析

室内物理环境是指那些通过人体感觉器官对人的生理发生作用和影响的物理因素(由室内热湿环境)

室内光环境)室内声环境以及室内空气质量环境等组成"&#

(室内热湿环境相连是室外热湿环境!指作用于

建筑外围护结构上一切热湿物理总称(热湿环境也常见于岭南地区民居建筑!它的根本性落脚点也体现着

岭南民居建筑构造与气候结合的特征$见图 !和图 "%(由于岭南地区处于低纬度的丘陵为主的地域!海拔

相对较低!年平均气温较高!风速较强!岭南居民春夏季普遍存在的室内环境湿热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传统民居在构建方面呈多样化状态"%$#

(传统岭南居民在墙体方面一般会采取竹编夹泥墙)板夹壁透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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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好的建构作为阻挡室外湿热的墙体围护结构"%%#

(当前岭南农村民居建筑主要采用砖混垒砌!防潮通

风性较差!-被动生态.功能下降(在屋顶构造方面!现在岭南农村民居以平屋顶为主!隔热)防水等方面存

在功能性的缺陷!同时缺乏岭南传统的屋顶的构造特色(营造室内物理环境相对稳定!必须利用室外热湿

环境围护设计!来实现空气温度)空间湿度)风速等因素的调节!从而实现室内物理环境的生态平衡"%##

(

表 #'岭南民居建构现状特征

类型 特点 实地照片

房屋结构形式
主要有砌体结构)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主!房间较

多)内隔墙较多!层高约为 ! K左右(

墙体围护结构

岭南自建现代民居!基础常用空心砖!墙体厚度

一般多用 #"$ KK厚砖墙砌筑!但部分民居为

节省材料!用 %#$厚砖墙替代部分外墙!抑或采

用传统的空斗法砌筑!还有用不同砌体材料混

合砌筑墙体(

屋顶结构形式

新建民居大多数已和城镇多层住宅没有多大区

分!檐廊基本已用阳台或晒台替代'还有部分民

居采取类似-骑楼.的模式(

图 !'仙岗村区域范围逐时数据"""最热月的日平均温度#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太阳散射

图 "'仙岗村区域范围逐时数据"""最冷月的日平均温度#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太阳散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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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岭南建筑的建造方式所给予的启示

岭南地区农村建筑长期受到湿热气候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适应气候特征的建筑结构方式(岭南地区长

时间高温炎热)湿度大)雨水多!结合这些特征!岭南传统的建筑主要通过空间布局)建筑的立面形式)空间

内部的组织)修建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岭南传统民居建筑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主要集中在以下 ! 点&

首先是气候的充分考虑(岭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夏热冬暖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在空间布局上一般采用比较敞

开的布局形式!在民居的屋面)墙体)廊等区域通透轻巧!增加空气的流动!不仅缓解了室内湿度问题!同时

也增加空间内的舒适感(然后是天然建筑材料的运用(根据区域自然环境的特点!多利用竹)木)藤等主材

来增加建筑的通透性!天然建材不仅对环境和人没有次生污染!而且会对部分的化学污染有一定的吸附功

能!起到室内空间的净化作用"%!#

(再有是-被动生态.特征的建造方式(在传统的岭南农村民居建造中!常

会通过方位朝向布置!开窗较小!屋顶或里面种植植被!避阳措施的设计等来实现建筑的保温)降温)通风

等功能!我们称为-被动生态.方式!以区别于当今通过现代技术条件实现的-主动生态.方式!以实现居民

基本的生活需要(由于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岭南地区传统民居主要运用的是自然的建筑材料!通过的热压)

风压原理!以及简单的-被动生态.措施!以极低的造价!创造出相对适应)健康的空间环境!这种-自然型.

的被动生态建筑模式无疑是我们现代绿色可持续建筑建造模式理应参照的价值理念(

A>岭南地区乡村民居生态性改造的策略研究

A(=>岭南乡村建筑自然通风的改造策略

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特征明显!适宜的通风空间布局!可以有效地解决室内湿气较重的问题!从而改

善人的体感舒适度(建筑自然通风设计涉及建筑的总体布局)朝向)间距!针对民居建筑单体改造来论述!

必须组织合理的通风路径)通风开口以及运用适当的导风)引风装置才能更好利用自然风提高室内居住的

舒适度"%"#

(首先是周围地形环境的考虑(处理建筑与周围地形环境的关系时!可采用-前低后高.和有规律

的-高低错落.的行列式)周边式)自由式等建筑平面布局!即使通风效果明显!又可缩短建筑间间距!达到

节约用地!有条件的还可适当增加天井)冷巷或庭院(但对于现存民居改造!不能将建筑物的位置进行移

动!只能通过通风口进行位置的微调(在仙岗村的改造案例中!将相邻的民居单体中的门)窗等主要通风口

进行了方位的平移!形成-门对门.的形态样式!加强单体建筑之间的气流畅通!从而提高室内的空气质量(

再次是空间风口设计(注重建筑的通风朝向与防太阳辐射等综合的选择原则(以佛山仙岗村现有民居建筑

改造项目为例!尽可能选取坐北朝南的整体布局(通风口的方向)口径大小充分考虑周围环境的气流影响

因素!合理设计通风开口位置)面积解决室内获得空气流速和流畅等问题!并与夏季风的主导风向一致(在

卧室)起居室等主要房间开设进风窗!而在厨房)卫生间等处置排风窗!以形成-穿堂风.!避免西向开设窗

户!因而对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作用(然后是室内导风构件的设计(在室内空间改造中!结合

导风构件形成良好通风"%.#

(例如!利用窗扇装置!调节窗扇角度!以落地窗)镂空窗和折扇门等作为内隔断

或外廊等构造措施!也能有效增强室内空间的导风效果(

A(?>岭南乡村建筑房屋结构的隔热改造策略

乡村民居建筑采用的砖混材料由于保温性能较差!还需要在构造设计)热阻)传热上进行改良!以适应

现代居住的要求"%5#

(结合岭南地区日照时间)强度)气温的特点!其主要隔热的策略分为 ! 种(首先是植被

隔热(由于仙岗村除了一些明清时期所建的传统岭南建筑外!其他的民居建筑都是平屋顶结构!所以在屋

顶隔热方面主要利用植被层以及培养基质对太阳辐射热的阻隔和通过植物叶面的蒸腾与光合作用对太阳

辐射热的吸收功能!这种屋顶相比普通平屋顶具有较强的吸热性!同时种植基层放弃土壤!采用蛭石)珍珠

岩)木屑)泥炭等代替土壤种植!具有屋面自重轻)屋面温差小!以及防水防渗的特点!加强自然景观同时!

对于改善村民居住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具有积极作用$见图 .%(再次是蓄水池设计(蓄水屋顶适用于平屋顶

建构!在平屋顶上修建一个深度 %$$a%.$ KK浅水池!利用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蒸发时需要的水汽!从而

大量消耗到达屋面的太阳辐射热(这一设计也利用了当地降雨充沛的气候特点!同时也能在屋顶上种植水

生植物进行调节!并且装置一定的隔热层减少屋顶向屋内散热$见图 5%(再次是外墙生态改造(仙岗村新建

农村民居一般外墙采用空心砖作为主材!抹水泥砂浆或外贴瓷砖!内墙白色扇灰进行装饰!室内热环境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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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针对这一状况进行保温砂浆改造或选取色深且哑光的青砖!有效地提高墙体的隔热效果(对于经济能

力有限的家庭!在外墙上铺设钢丝网!种植爬山虎)大花老鸭嘴)使君子等攀爬植物!既起到遮阳隔热效果!

同时还具有园林绿化作用$见图 6%(

图 .'植被隔热改造

图 5'蓄水池设计改造

图 6'外墙的生态性改造

A(@>被动式节能措施的运用

被动式节能措施主要是利用建筑本身的结构和构造组成要素!控制建筑与自然能量的交换!在冬天尽

可能增加建筑的热量!而夏天则最大程度减低建筑的热量!尽量减少利用主动式的耗能耗电的采暖)降温

等设备的依赖"%6#

(而被动式内容也包含了岭南民居中所需的自然通风)隔热)降雨)遮阳等因素的运用!最

大限度地利用气候对建筑的有利因素(笔者认为主要路径分为 !种&

%% 搭建气候缓冲通风层(当前岭南乡村民居建筑二层阁楼一般为储物空间!为第一层居住空间起到

热缓冲的作用!在潮湿炎热的夏季开启二层阁楼的窗户!利用热压)风压原理加速空气的流动!降低房屋内

的辐射热!避免了下层空间的室内温度的上升'冬季通过关闭窗口!减少整栋建筑的热量流失!提高空间的

保温性能!形成所谓的-烟囱效应.(在实际改造项目中!根据当地所属气候的特点!并结合现有建筑的结构

样式!合理的设置气候缓冲位置!以改善室内空间对气候的适应性能力(

#% 设置遮阳措施(针对岭南地区日照时间长)强度大的特点!并吸收传统岭南建筑-骑楼.风格样式!

对现有乡村建筑或院落适当的位置加设檐)廊(屋顶和门窗出檐既可遮阳又可防雨(柱廊的宽度约为 # K!

成为室内外开敞的过渡区域!特别是在每年 !a"月潮湿季节!能够发挥晾晒功能(

!% 太阳能设计的运用(利用现代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太阳能电池!供给村落热水和电力"%/#

(例如!佛山

仙岗村方案利用了广东日照充足的气候优势!乡村民居普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并与建筑外观协调融为一

体(同时在民居建筑)商用与公共建筑的屋面板)外墙板)阳台等位置介入设计太阳能集热板装置(此外!把

太阳能路灯的推广纳入美丽乡村-七化六个一.工程的技术指标之一(通过太阳能设计!满足村民的日常能

源需求的同时!减轻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压力和减轻生态能耗!实现可再生循环的生态能源环境(

A(A>生物能源的利用

随着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以秸秆)干草)树木等生物质能源为主的生活能耗结构也在发生

了改变"%&#

(目前!岭南地区农村也在大力推广生物质能源的应用(岭南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常年气温高!

建设沼气工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广东省农业环保与农村能源总站等单位牵头!进一步加大了

沼气技术的推广力度(岭南农村生物质能源的推广和使用!对推动农村由传统资源消耗型转向资源循环利

用型!对促进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改善农村地域面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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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态质能源的利用外!还可以通过垃圾回收处理进行再利用(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垃圾多为有机垃

圾!以往农民都是集中焚烧!造成农村空气污染(如果将垃圾分类处理!将有机垃圾进行生物质低温降解!

可以转化为能源(例如佛山仙岗村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将垃圾定点分类(有机垃圾统一回收!

实施垃圾堆肥处理!实现循环利用(并积极探索再循环利用的方法!尝试把回收园林植物废弃物进行粉碎!

然后加上堆肥辅料和发酵菌进行发酵!最后做成有机肥料(对于不能处理的垃圾集中也能送到专业垃圾

场!减轻了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压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B>结论

%% 在湿热气候环境下!岭南农村既有民居建筑必须针对构造设计上进行改进!以弥补热工性能的缺

陷!同时在建筑材料的选择)改造方案的适宜性设计)构筑方式等方面进行生态性优化!以利于民居改造后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 结合建筑气候适应性的参数!总结和分析既有民居建筑的现状及问题!为系统的生态应对民居改

造奠定基础(但由于民居生态性改造研究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受时间所限!仍需要在更多的实践案例

中进行深入研究!修正成果中的偏差!以进一步完善生态性民居改造的构建模式!以期在更广泛的地域进

行应用(

!% 通过方案设计和实际案例的分析梳理!岭南地区对现有民居建筑进行生态性的改造不仅具有良好

的操作性!而且改造成本比较低!能够创造出与居民理想生活相适应的居住空间!同时保持了地域的特色!

在真正意义上为岭南地区乡村民居生态性改造提供理论引导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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