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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率也在逐步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城市看海”现象层出不穷,由于城市硬质铺装过多,绿地以及

生态环境的减少,导致地表径流量的加大,排水的不畅使的城市往往被雨水所“淹没”。豫西的地坑院作为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乡村建筑,

其特别的建筑特色成为中国历史上传统民居的璀璨明珠。地坑院在建筑上的独特防排水系统与渗透体系设计理念,为当代建筑的以及小区的地

下空间防排水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地坑院的防水主要特点在于其“防”与“堵”,排水主要是地面的“渗”。这些都为当代建筑的地下空

间防排水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地坑院；防排水；设计；海绵城市；建筑特点 

 

1 地坑院简介 

地坑院,又叫天井院,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中的一种形式,距今大约已

有上千年历史,地坑院又被称为“北方的地下四合院”。地坑院目前在中国

的陕西、河南西部、甘肃陇东一带还有保留的建筑,其中河南三门峡市保

存较好,青壮年都出去打工谋生,村中大多都为留守的老年人以及一些儿

童居多。在2014年,陕县西张村镇庙上村入选国家住建部首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地坑院发源于黄河两岸,因此,地坑院带有浓烈的中国传统文

化,代表了中国五千年的勤劳人民的智慧与结晶。(如图1) 

 

图1  德国飞行员于1933年在中国拍摄地坑院 

2 地坑院建筑特色 

地坑院建筑属于建筑形式中一种逆向思维模式的产物,即建筑构造于

地下,建筑与大地融为一体,人们的生活起居在地表之下进行活动。地坑院

的院落选址也受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水的影响,讲究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

古代的地坑院每一处的宅院主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来决定建造什

么类型的别院,每一处的房屋格局都有严格的风水要求,其中,主窑、门洞

窑、灶火窑的位置是宅院主人们重点考虑与布置的。 

地坑院一般在平坦的土地上向下挖大约6-7米深,12-14米长的长方形

或正方形土坑作为院子。然后再在墙壁四周挖出十几个窑洞作为人们生活

居住的空间,人们将其中的一个窑洞做成斜坡直通地面,形成阶梯甬道,作

为日常进出地坑院的通道,称之为门洞。一般门洞一侧设置一个入水暗藏

管,通达门口的拐窨。从上方俯瞰整个村落,其基本上成排或成列布置,地

面之上见不到任何人与建筑,构成了黄土塬上所特有的地下村庄。 

地坑院的院落中间一般都会设置一个方坑用来种植一些树木花草,

方坑的设置一来可以为院落提供一定的绿化,增添空间的舒适度与美感

度,另一方面下雨时也可增加雨水的下渗,防止雨量过多时对院落内的

雨水堆积。 

3 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对于地坑院的研究还是很少,知网只有一篇对于地坑院对房

屋采光性能的影响研究,Mariem Omrani通过使用Ecotect-RADIANCE软件

进行分析,发现改变地坑院几何结构对于采光性有着巨大的影响,且增加

庭院墙面数量,会明显改善房屋的采光质量
[1]
。国内对于地坑院的研究也

不是非常多,近三年对于地坑院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国内对于地坑院的研

究目前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地坑院的建筑特色与营造技法的研

究,唐丽分析了地坑院土作、木作、石作的营造技法工艺,针对地坑院的构

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结了地坑院营造技法在非物质乡土建筑中的价值

与意义
[2]
。 

二是地坑院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方面。张琳从生态与环保方面进行了

研究与调研,从文化保护的必要性、人居环境的紧迫性、生态方式的延续

性上阐述了地坑院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
[3]
。田朋朋以三门峡曲村为调

研目标,针对曲村的传统地坑院逐渐被废弃和被填埋,传统村落逐渐被破

坏,提出改善地坑院在建筑上的节能不足,并整治恢复传统乡土建筑历史

风貌,提高村民对传统乡土建筑的保护意识
[4]
。 

三是地坑院人文价值的研究探讨。段若溪从视觉景观感知出发,针对

地坑院的文化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强调要建立文化价值的延

续,并建立相应的文化措施,通过建立独具特色的民俗酒店,从文化层面增

添相应的文化活动,发扬传统地坑院文化,达到精神文化与物质文相统一,

外环境与内环境的文化生态上共同生长的健康状态
[5]
。 

通过对地坑院文献的梳理,发现近年来地坑院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尤其在2018年达到 高峰,目前研究的热门仍处于对于地坑院营造技

法的研究与保护上,对于地坑院的乡土元素的运用与现代元素的结合分析

也逐年增加,但是对于地坑院的防排水理念分析却很少有人进行探究,此

方向仍处于一个需要更多关注与调研的领域。 

4 豫西地坑院防水排水理念分析 

豫西地坑院建筑由于主要以黄土为主要构筑材料,因此防水与排水十

分重要,尤其是防水设施的布置。地坑院一般为在黄土塬平坦地段挖深6-7

米,长度15-20米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地坑,在窑洞四周开凿墙壁创建室内空

间,在入口处挖一条斜坡通道通到地面之上作为院落与外界的出入口。黄

土的特性决定了其遇到雨水的不稳定性,安全长久的建筑构造是第一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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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过多的雨水会使黄土开裂以及变形崩塌,因此地坑院的防排水是整

个地坑院的建筑原理与营造技法中 为关键系统。 

地坑院的防排水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场地的规划选址,二是建

筑的设计,三是细节防水的设计。 

豫西地坑院的村落选址集合考虑了多重因素,比如土壤、气候、农作

物、水位等因素。一般村民会选择在相对平坦地带中的地势较高处作为地

坑院的院落选址,村落排水也以自然排水为主要方式,尽量减少人工的干

预,在塬上以天然的乔木树为主,这样既可起到遮阴效果,又能在雨水过多

时起到加快排水的速度与时间,保证塬上不会有过多的积水对地坑院的屋

顶造成破坏。建筑的防水设计主要体现在减少雨水汇集的面积,排水体现

在地坑院院顶排水设计以及院落排水设计上。首先,屋顶的“堵”则是利

用屋顶四周的拦马墙进行雨水的拦截,拦马墙的作用一来是为防排水(如

图2),二来可以起到一定的安全作用,防止儿童的坠入,拦马墙一般向四周

找坡,坡度值大约为5％左右
[6]
,排水沟放置在四周,雨水可以顺着排水沟

流入院内。地坑院屋顶周围一般都用石碾压实,防止大雨过后雨水在屋顶

的堆积,对屋面的黄土造成开裂破坏,而且及时的清理也可防止植物的生

长,雨水的排放,对地坑院来说是一种保护。 

图2  拦马墙 

地坑院入口坡道的设计也对防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坡道的类型每

个地方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且地形的不同坡道的样式上也有所不同。一般

坡道宽度为1米左右,在坡道口处略高于向下台阶,以防止雨水的倒灌,坡

道台阶一般设置在中间,两侧为平滑坡道,也有台阶设置在一侧,在坡道尽

头大门位置处,设置有排水沟,多为暗藏式排水沟,平常雨水顺着坡道 后

汇集到排水沟内再流入院中的窨子,缺水时节,窨子中的水可供牲畜以及

洗菜做饭之用。 

院落排水与渗透主要依靠院中的土地进行渗透解决。因此,地坑院院

落的设计十分关键且重要,地坑院院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院心地面,二是

环绕院落的环形通道两部分组成。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院心的黄土

地面慢慢变成了砖砌地面甚至是水泥地面,下雨时渗透能力相比于过去的

黄土地面大幅减弱
[7]
,因此,渗井与院中的种植部分成为现在这个阶段院

落主要排水与渗透的关键。院落中心过去仍是黄土为主
[8]
,现在多为硬质

铺装,其中以砖砌为主,中间留有种植花草与果蔬菜的一片地方,一般院落

内种植一到两棵树来增加遮阴与纳凉效果或搭设葡萄架种植葡萄。渗井的

作用表现为当一般的雨水来临时,黄土地本身的吸收渗透能够解决大部分

的雨水,但是当遇到大雨时,渗井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雨水,将雨水收集到渗

井中以备日常的生活使用
[8]
。渗井一般宽度在1米左右,深度大约在6-7米

左右,平常用大约10cm厚的石板盖在渗井之上,中间留有空洞,供排水的使

用,也能初步过滤掉一些泥沙汇入井中,降雨量过大时,可将井盖打开,以

增加排水。 

地坑院的防排水的设计更多的是体现在细节上,如窑洞口、檐口等部

位的砖瓦砌筑,以增强耐久性与防水性。窑洞口的窑面一般为30-50cm砖铺,

整个窑洞外墙铺有一层青砖,窗户设置有20cm窗台,都增加了空间的排水

性。窑洞勒脚一般也以青砖铺面,大约高度为60cm,勒脚根部做有60cm散水,

窑洞勒脚能够防止雨水对墙根长时间的浸透所造成的破坏,散水能够更好

的将雨水汇入到院心中去,这些细节的防排水设计都减少了雨水对院落的

浸透所造成的开裂破坏。 

5 结束语 

豫西地坑院作为中国传统乡土建筑,其特殊的营造技法与独特的防

水、排水渗透理念都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璀璨明珠。地坑院的防水主要体

现在建筑上的一系列防水保护措施的运用与结合,排水主要是体现在控制

院落的汇水面积来达到雨水的排水控制,以及渗井的运用对“渗”的理念

的全面阐释,一些细节上防水设计主要体现在对建筑元素上的重点保护,

使用 简单的防水材料与 简便的技术来达到 好的防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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