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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方面提出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改变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而导致

的城市人口密集、农村空心化现状等问题。论文提出生产、生活、生态共融的田园乡村养老社区空间模式研究,首先,结合相关研究背景和国内

外有关研究现状,提出“乡村养老社区”新思路；其次,通过挖掘乡村自然环境优势,通过实地测量、走访、资料调查等方式了解乡村空间现状；

第三,融入三生理念,对乡村养老社区空间模式进行研究,志趣相投的老人们组成各种生活圈和兴趣圈,设计以老人宜居为核心的“新型养老微社

区”空间新模式；最后,提出传承乡村文化、保留建筑肌理,改造闲置宅院、设计居住空间,搭建交流平台、构建共享空间,重构生产空间、实现

城乡结合的空间设计策略。 

[关键词] 三生融合；养老社区；乡村发展；空间新模式 

 

1 绪论 

1.1课题研究背景 

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了“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概念,随着

社会的发展,大量劳动人口涌入城市,乡村发展止步不前,乡村这个居住容

器如何吸引人、留住人,能够提供何种的生活载体等都需要重新思考。为

了进一步缓解我国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加之对乡村多元化发展的思考,

论文从“养老”这一具体的社会需求出发,结合乡村空间现状,探索乡村养

老这一城乡互哺新接口,进行乡村养老社区空间新模式研究。 

1.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2.1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专家维克多·雷尼尔(1985)在专著中提到了洛杉矶12个老人居住

区的案例研究,提出了遵循老人行为心理进行空间导向等设计导则；日本

学者村川浩(1998)在“日本老龄问题”中谈到建设日本老年集中养老建筑

的理论研究；孟骞、张联社(2013)提出社区照顾视阈下农村养老的新路径；

演克武、陈晓雪等(2018)提出立足供需关系、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是实现

田园综合体与城市中高端养老产业融合的基础。 

1.2.2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的养老社区建设研究开展较早,反观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近

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策略和养老政策的展开,立足于乡村的养老模式成

为焦点。在对以上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分析后,本项目提出基于三生理念,

集生态生活,养老休闲和田园社区为一体,构建适宜老人居住交流的新

型田园养老微社区,形成特色休闲养老项目,探索城乡连接点,研究乡村

养老新模式。 

2 研究对象空间现状调研 

2.1李湾村区位分析 

2.1.1基地位置分析 

李湾村距光山西南23公里,位于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中心区域,是

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区的西大门,地势西高东低,地处李畈水库中上

游,全村总面积6.5平方公里。 

2.1.2周边交通分析 

光山县到李湾村的时间大约是40分钟车程,信阳市主城区车程约1.4

小时,重点养老市场为以光山县为中心的大别山周边县乡,拓展市场为信

阳以及来信旅游的目标客群；李湾村辐射市场范围内包括武汉、合肥、六

安等城市,涉及鄂豫皖重要省辖市。 

2.2空间分析 

2.2.1上位规划分析 

2016年,光山县启动美丽乡村试点,李湾村为其中之一。2018年落实李

湾村旅游发展目标与定位,将整个区域规划为“115”即“一带一核心五区”：

1带为村内主干道生态景观带、1核心为以村委区域公共设施核心、5大功

能区美丽乡村居住区、休闲美食区,特色农业、林业区,森林公园保护区和

乡村旅游发展区 

2.2.2用地现状分析 

全村总面积6.5平方公里,对用地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国家级公益林达

3500亩、茶园面积2000亩、油茶园面积800亩、板栗面积900亩,依托优良

的自然环境,产业发展现状较好,其余为村民住宅用地、办公用地、文化活

动用地等,水域面积在村域中也占较大比重。 

2.2.3道路现状分析 

省道：省道338、省道339分别在李湾村南北两侧,距离在15公里左右；

县道：县道026在李湾村中心街穿过,县道008距离李湾村约6公里；净居寺

西大门布局在李湾村竹林寺区域。村内现状道路较好,便于开发利用。 

3 三生融合理念下乡村养老社区空间模式 

3.1融入三生理念 

论文所指生产、生活、生态共融的乡村发展理念,从在生态—生产与

乡村、生态—生活与乡村、生活—生产与乡村三方面开展,指导建设美丽

宜居的田园乡村养老社区。通过对乡村特征调研和养老需求的分析,将相

关学科知识运用三生理念融入乡村发展,在乡村建构新型养老社区空间模

式,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新思路。 

3.2乡村养老社区空间设计理念 

3.2.1构建适老化乡村养老微社区 

乡村养老社区是指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条件适宜的乡村择址,过

挖掘乡村自然环境优势,提出“田园乡村社区”养老新思路,对乡村养老社

区空间模式进行研究,志趣相投的老人们组成各种生活圈和兴趣圈,构建

新型乡村养老微社区。 

3.2.2探索出乡村社区养老新模式 

首先,在生活-生态与乡村上,用生态化的乡村环境来打造田园养老社

区生活空间,养老社区以自然环境为依托,回归田园。其次,在生产-生态与

乡村上,利用乡村资源打造特色休闲项目,实现城乡结合,提升乡村吸引

力。第三,在生活-生产与乡村上,重构乡村生活生产空间结构,处理流动人

口与乡村留守人口的关系,使农耕生产与乡村养老产业依存共生。探索出

家庭、社区环境和专业机构相依托的乡村养老新模式。 



建筑技术研究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水利工程施工中控制混凝土裂缝的技术研究 
 
张浩 
库车湘疆汇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DOI:10.32629/btr.v3i4.3029 
 
[摘  要] 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要想保障整体施工质量,必须加大对混凝土裂缝问题的重视度,积极落实混凝土裂缝控制措施。在水利工程施

工中,若混凝土裂缝控制不到位,则会降低整体工程施工质量,甚至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针对此种情况,本文围绕水利工程施工中的混

凝土裂缝控制技术展开系统探究。 

[关键词] 水利工程；混凝土裂缝；施工质量 

 

混凝土裂缝是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常见问题之一。一旦混凝土结构出现

裂缝,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水工建构筑物质量,威胁整体工程质量安全。为

此,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全面且客观的分析混凝土裂缝问题的诱因,

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混凝土裂缝控制技术,以此增强混凝土结构安全稳固性,

保障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 

1 混凝土裂缝对整体水利工程的影响 

水利工程对混凝土的需求量较高,且混凝土的用途也较多。混凝土裂

缝会降低水工建构筑物的强度等级,影响工程的正常使用。为此,全面探究

混凝土裂缝对整个水利工程项目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1降低工程强度等级 

在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混凝土结构是 基础且 重要的承力系统与

围挡系统。由于混凝土结构长期浸泡在水中,一旦出现结构裂缝,水源会通

过裂缝渗入内部结构,降低整个承力系统与围挡系统的强度等级。严重情

况下,还会导致整体结构垮塌。此外,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来说,若含水量上

升,在水分的侵蚀下,势必会降低钢筋的强度等级,进而削弱整个钢筋混凝

土结构的运行强度。 

1.2增大工程结构渗漏性 

针对水利工程中的混凝土结构,既要保证整体结构强度,又需确保混

凝土防渗性能满足标准要求。若混凝土结构出现裂缝,水源会透过裂缝渗

入水闸内部结构,进而降低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缩短整体工程使用寿命。另

外,在小型水闸施工过程中,若钢筋混凝土结构抗渗性能减弱,也会降低整

体承力系统与围挡系统的质量。 

1.3缩短工程使用寿命 

在水利工程施工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延长工程使用寿命。若混凝土结

构出现裂缝,则会降低结构强度等级。与此同时,在水利工程投入使用过程中,

极易因不利因素的影响,引发溃堤,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 

2 水利工程中出现混凝土裂缝的主要诱因 

2.1塑性混凝土裂缝诱因 

在混凝土浇筑作业完毕后,若凝固期的环境波动较大,则会影响混凝土

结构稳定性。这种环境因素主要包括高温、低温、降雨、振动等。再者,混

凝土终凝前,内外部环境温度差异过大,也会导致混凝土结构温度应力裂缝。 

2.2沉陷混凝土裂缝诱因 

在水利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自身结构存在不均 的问题。再加上各类

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混凝土结构出现不规则沉降问题,严重影响整体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除此之外,水利工程模板设计不合理,也会增加发生沉

降裂缝的概率。 

4 三生融合理念下乡村养老社区空间设计策略 

4.1改造闲置宅院,设计居住空间 

不同于城市高楼社区,田园生活邻里之间距离近、互动多。设计时需

延续传统乡村居住形态的格局和风格,符合乡村生产生活特征,同时具备

现代化生活的基本设施。尤其“住宅＋院落”的宅基地空间格局更能让城

市老人体验土地农耕、乡村生活、邻里情感。在建设方面,利用村内闲置

的住房和空地进行建造供老人居住使用,降低开发成本,提高乡村活力。 

4.2搭建交流平台,构建共享空间 

乡村现阶段活动形式单一交往空间,无法满足优质养老环境的需要,

进行空间设计时必须考虑老人的交往行为需求。广场舞、戏曲和太极等是

老人活动频繁的交往活动,这些活动参与的人群范围广、参与人数多,属于

开敞性娱乐活动,需要宽敞的室外公共空间,同时注意与住宅保持动静分

区,避免对居住空间的打扰。 

4.3重构生产空间,实现城乡结合 

定位以专业化田园养老产业为领航功能,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形成

养老社区生活圈；以康体度假生态圈为互补,整合康健养生、医疗康复等

产业,配套文化康体服务设施,为老年客户带来特色养老资源；注重农业产

品多样化、商业化,发展休闲农业生活圈；形成“田园养老产业+康体度假

+相关产业”多线共同发展的模式。积极探索健康、人性化的养老,带动乡

村发展。 

5 结语 

在乡村建设中,基于三生理念下的乡村养老社区空间模式研究,结合

乡村特色,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针对乡村目前的人口产业结

构单一化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在养老建设中,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对养老

社区从建筑形态、居住空间、景观环境、配套设施等各方面进行适老化设

计,也为养老社区空间模式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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