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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精神享受,这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体验以及旅游需求的提升,使得古镇保护以及相关改造建设项目不断增多,但在进行古镇建设的过程中,其

在空间尺度方面往往不能满足相关安全规范的要求,在两者之间产生矛盾问题,从而对古镇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

针对古镇建设中的空间尺度及安全规范矛盾进行讨论,对古镇建设中的相关评价标准加以了解,明确建设中的矛盾问题,并对

解决矛盾问题的有效措施加以探讨和描述,希望能够为古镇的科学建设提供相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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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当中,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旅游业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名胜古迹成为了人们休闲旅游的

主要去处,而古镇能够对传统文化以及地方特色进行直观体

现,对其加强建设,不仅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假日休闲场

所,同时还能对地方经济进行有效的带动。但在具体建设的

过程中,怎样对改造和建设的尺度进行科学的设置,确保古

镇建设的合理性,使其能够满足相关安全规范的要求,是所

有设计人员必须要充分考虑的内容。 

1 古镇建设和改造中的相关评价标准 

古镇能够对某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直观的反应,是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的评价标准具体涉及到以下几点： 

1.1 要求修旧如旧 

从景观角度对古镇建设效果进行评价的标准是建旧如旧

或修旧如旧。简单的说,就是在古镇改造或新建的过程中,要

求古镇当中的建筑以及周围环境在竣工以后必须要有相应的

年代效果,同时要对对应年代的文化加以反映,其中比较容易

做的是一些较为表面的内容,包括根据建筑年代以及地方特

色要求进行施工建设,将柱子做旧,运用特定的纹理进行墙

面处理,使用老石板来铺装道路等等,这些手法在建筑以及

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都比较成熟,而较为困难的问题是古镇

在实现原汁原味建设的过程中,保证空间尺度和安全之间的

协调性,如果项目以改造为主,其中可能会存在诸多现实情

况的约束,会对安全规范的落实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如果是

新建项目,就需要设计人员针对这些矛盾问题进行有效的权

衡,确保两者的协调统一。 

1.2 在生活氛围方面要有一定的文化要求 

通常情况下,在对古镇进行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往往

会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人们的

价值观不断改变的情况下,对于旅游的需求已经从简单的观

光旅游逐渐向着度假休闲体验以及文化体验的方面发展,因

此,对于古镇建设并不是单纯的对建筑景观进行建设,更主

要的是对古镇当中原生态生活的一种维护,所以,很多古镇

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都会保留相应的原住民,通过政策支

持使其能够在古镇当中生活,从而达到保护古镇文化的目的,

而古镇建设在尺度方面是否能够对居民的生活需求加以满

足,需要在设计当中进行重点的考虑,这也是古镇建设合理

性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 

2 古镇建设方面的空间尺度及安全规范矛盾 

古镇建设中,其空间尺度及安全规范方面的矛盾主要有

两点,分别是消防安全规范方面的矛盾和防洪安全规范方面

的矛盾。 

2.1 古镇街巷尺度和消防安全之间的关联 

由于古镇景区当中,历史文化背景较为突出,所以在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自身特点影响,也可能会暴露出一定

的消防安全问题。①古镇街道建设的空间尺度相对较小,而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要求,消防车道在净高和净宽的设置上都

要在 4.0m 以上,而且针对尽头式消防车道,需要设置相应的

回车道,或者是面积在 15x15 ㎡以上的回车场,但古镇街道

建设一般都比较狭窄,甚至部分古镇是以屋檐相连、街巷狭窄

为特点的,如果根据消防规范要求对古镇进行改造建设,会使

古镇的时代气息和建设效果受到严重的影响,但如果在整个

古镇当中无法保证消防车的正常通行,一旦发生火灾,其后果

将是不可估量的。②古镇当中存在诸多易燃建筑物,古镇建设

通常是以木质为主的,而在长期风吹日晒的过程中,建筑木质

会出现疏松、干燥或腐蚀的问题,相比于自然干燥的木材,其

含水量较低,属于全干材范畴,而且古建筑当中的樟木、松木

以及柏木材料较多,但这些材料油脂含量较高,加上表层涂刷

的油漆涂料,导致古建筑的防火指标严重不足。③具有较高的

用火频次,古镇当中往往会保留一些祠堂、宗祠等建筑,且受

到传统文化影响,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宗祠活动,而在进行宗

祠活动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烧香化纸、酥油供灯等用火活

动,加上古镇当中的庙会、灯节等活动都需要用到明火,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镇火灾的产生概率。 

上述问题的存在都对古镇消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但由于古镇街巷在尺寸设置上相对较小,甚至部分古镇的街

巷只能允许两人并肩通行,房屋出檐又是相互连接的,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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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古镇与外部的连接都是用石拱桥来实现的,导致消防车难

以进入古镇当中,但如果将古镇街道尺度扩大,将会对古镇

韵味造成影响,所以需要相关设计人员针对该项矛盾问题进

行系统的分析。 

2.2 建筑室内地坪标高和防洪安全之间的关联 

想要确保古镇的建设质量,需要相关设计人员针对古镇

的空间形态展开深入的研究,对古镇环境以及建筑物的空间

尺度加以明确,是了解古镇 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南方地区

河流较多,且临水古镇也非常的多,因为在古代由于没有自来

水,人们的居住方式往往取决于自身生活是否便利,而水在人

们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临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具有较高的

经济性,同时古镇建筑地坪标高和常水位一般不会有太大的

高差,主要是因为大的洪水灾害比较少见,而且在当时社会中,

并没有太多的家具设备,即便屋内贯入洪水,也不会造成严重

的损失,因此,相比于消耗大量资源设置较大的地坪标高,人

们更愿意将建筑设置在与河流常水位相近的位置。 

但随着现代城乡的发展与建设,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

破坏,加上地面的硬化处理,导致洪水问题频繁出现,导致现

代建筑设计中的安全标高不断提升,而对于建筑而言,安全标

高属于硬性指标,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要予以落实,这就导致虽

然建筑临水而建,但与常水位之间会存在3-4m的高差,建筑与

水系之间缺乏联系,致使古镇当中普遍缺乏生活气息。 

3 解决古镇建设空间尺度及安全规范矛盾的具体措施 

第一,针对古镇街巷尺度和消防安全之间的矛盾问题,需

要对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可以通过对现代化设备的应

用,并结合古代建筑智慧来加以解决。首先,应该根据古镇情

况以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将简易喷淋装置应用到古建筑当中,

针对木结构以及砖木结构的建筑,在装修时需要做好相应的

防火措施,如防火涂料的应用等,以此来提升建筑的耐火等

级；其次,对于景观水池的设计,应该附带消防水池功能,特别

是在出水量方面,要确保能够将火灾一次扑灭； 后,要对古

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进行提升,普及报警设施,同时也可以

学习前人的设计手法,在院内放置水缸进行储水,在发生火

灾时可以用于自救。 

第二,针对建筑地坪标高和防洪安全之间的矛盾问题,

由于不能改变建筑安全标高,所以需要从环境入手进行弥补,

主要是对原有驳坎的设置形式加以改变,对其立面加以丰富,

在视觉上减少驳坎面积,具体方法如下：一是选择质感古朴

的驳坎材料,其中旧石材为宜,如果运用新材料,应使用面层

粗糙颜色为暖色的石材,且石材大小不能太过均 ,要用具

有当地特色的民间砌筑手法进行施工,可以将黄沙与草籽混

合以后进行驳坎的填缝处理；二是对临水踏步进行加设,运

用多样化的踏步形式,来丰富驳坎立面,并增加建筑使用功

能,使古镇能够富有生活气息,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种植池

的设置,利用植物对水系驳岸进行丰富。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古镇建设过程中,设计人员一定要认识到

空间尺寸和安全规范之间的矛盾问题,要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综合的考虑,在满足古镇空间尺度要求的同时,落实好安

全防范工作,使古镇的安全水平能够达到相关标准,在古镇

特色以及安全方面实现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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