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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的建设水

平也在逐渐向着更高的标准发展, 如何做好城市更新和旧

城的改造问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做好城市更新和改造

工作不是对过去的城市文化和历史的丢弃, 而是一种积极

的转化,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1城市建筑改造模式及问题分析

1.1楼体改造

当前, 我国的楼体改造依然处在对建筑外观的处理上,

在处理时通常采用外立面贴砖和粉刷等方式,此外,屋顶坡

面的改造和室内外节能改造也较为常见, 而建筑自身的安

全隐患以及建筑的内部空间环境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良处

理。

1.2环境整治

很多西方国家在建筑环境改造方面更加重视环境的绿

化以及社会环境的改进。而我国当前的环境整治重点主要

是道路的整修、绿化、商业网店的规划建设以及城市垃圾的

清理等。上述举措虽然能够优化建筑周边环境,但是其在时

效性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整治效果不理想,此外在社会环

境的优化方面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

1.3设施的完善

城市建筑设施更新和完善主要涵盖了门窗、落水管、电

气的改造和消防设施的更新等。但是由于产权归属的问题,

在设施更新方面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更

新和完善上, 而对建筑内部设施的改造和更新并不十分重

视。

2城市建筑改造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2.1完善法律制度建设

当前, 我国在城市改造上并没有非常详细和完善的法

律及相关制度, 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出现了众多不规范现象,

但由于法治建设的不完善,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因此,必

须要不断建设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规范条例, 此外还要按

照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出更为科学的地方性法规条

例,进而提高城市建设改造的标准度和规范度。

2.2创建科学的发展机制

当前,我国城建改造工程中,一般均为政府出台有关文

件,之后将其分配给工程建设的有关单位,进而履行自己的

职责,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改造模式会由于政绩的

影响而干扰建筑工程改造的实际要求, 同时这种机制还没

有充分地引入公众参与和多方监督协作的机制。所以必须

要改变这种现状,建立更加完善的发展机制,积极增强公众

的参与度, 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众自有资金的吸

引力,进而降低了对开发商的依赖度。

3我国城市建筑更新改造发展模式分析

3.1中式建筑物外形和内部空间改造

在建筑物外形改造中必须要做好工程加固和修复工

作,对建筑物的外层结构进行及时的处理。同时还要对使用

时间较长的墙体进行有效加固。当前主要应用钢结构框架

来保证结构的抗震性能。在建筑内部空间的改造中一般是

针对内部空间的使用功能进行适当的处理和改造。通常陈

旧建筑的面积不大,内部使用功能也十分有限,针对这一情

况可以采取加层、减层的方式来调整原有的户型结构,进而

增强内部空间的功能性。也可以将外部空间采取室内化的

方式处理,从而扩展室内空间。这种改造方式可以对空间进

行重新整合,因此在公共建筑空间的改造中较为常见。在建

筑外观的改造中主要是在确保建筑现有形式的前提下对外

部的陈旧建筑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处理, 进而更好地保证建

筑物的使用性能。加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横向

改造,一种是纵向改造。前者主要是利用相邻房间的隔离与

连接改变平面结构布局, 而后者主要是采用分层或加层的

方式来起到扩展空间的作用。拆除也具备不同的形式,主要

有减少楼层和底部架空。包裹处理方法一般是指将陈旧建

筑包裹在新建筑内部,不改变原有建筑的结构形式。

3.2以环境整治为主导的更新方式

以环境整治为主导的更新改造是立足于建筑内外部环

境,通过道路绿化亮化,增加公用设施等方面,改善老城区的

环境。宏观的环境整治一般以区域为单位,从城市的角度,改

善区域的交通状况、自然环境,微观的环境指建筑环境,改善

建筑内部与外部的道路、绿化设施,方便人们的生活。

建筑城市更新与改造问题探讨研究

彭丹丹

南京大学

DOI:10.18686/bd.v2i2.1234

[摘 要]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就如生命的新陈代谢一样,城市一般具有较强的活力,但是发展中求新求变也

是城市进步的必然选择,因此,城市的更新和改造问题是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相关领域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城市发展过程

中的比较困难的方面。本文以城市更新和改造上的侧重点的差异为基本着眼点,着重阐述了在建筑城市更新和改造问题中

的重点和难点,进一步为城市更新和改造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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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采用生态措施和新技术改造为主导的更新方式

采用生态措施和新技术改造为主导的更新改造方式,

主要针对城市旧建筑的节能改造。通过采用生态节能新技

术,实现对建筑体的保暖、隔热、防潮、采光、通风等进一步

完善。充分利用新能源,包括利用太阳能、风能等绿色新能

源,在旧建筑顶部增加收集装置,达到对太阳能的充分利用,

以及能源回收利用等节约能源系统,如雨水废水回收、废热

回收等。我国城镇现在住宅总量已达到 40亿平方米,本世

纪已经开始进入大修的高峰期。主要以住宅建筑为主要改

造项目, 因此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建筑改造发展

规划与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4城市更新改造中的几大关系的处理

4.1城市更新与文化保护的有机统一

需要进行改造的城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

景, 一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建筑是这个城市在特定的

历史阶段的印记,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整体融

合后的体现,这些才是这个城市的记录者,是一个城市区别

于其他城市的名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一个城市的最

宝贵资源,并且还是不可再生的,这些城市历史文化的产物

才是一座城市的魅力体现。

城市的发展规划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就

是如何平衡城市的旧城改造和城市的文化保护。历史用血

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 城市改造中如果不重视文化的保护,

这座城市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和魅力, 当人们反思过

来时,文化补救已是来不及的。笔者认为,旧城改造工作必须

兼顾好城市的文化保护。二者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都是城

市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保护城市文化这件事情不能有

任何的余地,也绝不能杀鸡取卵。因此,在进行文化保护的大

原则下进行旧城改造方案的设计, 旧城改造的实施还要对

文化保护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使二者的关系紧密起来,而

不再是对立的情况。一方面要对需要改造的城区的文化背

景进行研究,对设计的艺术方式进行分析,确保在进行改造

时还能做到艺术手法和文化背景的完美契合。一方面在进

行改造时要渐进式,改造工作不能只为了求快,更应该兼顾

到文化的保护, 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的城市更新中做到双

赢。

4.2原有建筑和居民居住环境的和谐

为了努力的实现 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

目标,并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我们的旧城改造工作

一方面要严格的做好历史建筑的文化保护工作, 为市民的

生活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建设, 让居民的居住环境更增添魅

力和美感；在做好保护历史建筑的前提下,对老城区的房屋

进行有计划、科学的改造,要合理安置原住居民的生活,维护

好社会的稳定,城市的发展是为了让居民的居住更舒适、更

便利,所以不管何时都要做好这项工作,保障人民的基本生

活稳定性和安全性。此外,在旧城更新改造中,如何让旧城不

沦落为商业街而且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区也是值得探讨

的。

4.3局部城市形态和整体城市形态之间的协调

在旧城改造的工作中, 处理好城市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处理不好就会出现两种不良的后果,一方面

是城市改造后的城市新风貌与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这样就会对整个城市的形态协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一

方面是改造后的城区形态与周边的没经过改造的城市形态

不相匹配,视觉直观感受具有较强的反差,没有整体协调性,

这样也就破坏了城市的整体形态。因此,城市的局部和整体

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要做好这一工作就要着眼于城市文

化本身, 在原有的建筑风格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规划和创作,

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和需求, 也不能一味的盲目模仿或生搬

硬套,要在城市旧城改造中做到新旧的完美融合和创作。

5结束语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

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城市规划主题, 而这又是一项任重而道

远的任务,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进行

城市更新和改造过程中, 如何平衡城市改造和文化风貌的

保护是一项亟需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此,在城市的发展过程

中,我们要完善好城市设计中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做到立足

于城市本身的特点,以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为根本,积极的做

好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的系列工作。让城市的发展更美好,

让人们的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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