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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域文化的涵义及其发展

1.1地域文化的涵义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

专家主张,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

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

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 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

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 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

1.2地域文化的发展

第一、地域文化要宏扬,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但必须建立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不能以欺骗消费者的手段获取经济

利益。第二、地域文化必须坚持其真实性,准确性,不然就失

去了编史修志意义,失去了地方志存在的价值;对旧《志》及

新编《志》中的史实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不能人为地制造和

杜撰历史,即使它有可观的经济开发价值,也要坚决摈弃。第

三、把旅游、经济开发、广告宣传等,与编修地方志工作严格

区分开来。地域文化需要真实地反映好当地各方面的大文

化状况,记述好本地地域文化与其它地域不同之处、特色之

点,从而服务于地方经济开发和建设。

2旅游商业街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

2.1市场性原则

充分考虑当地市场容量, 注重加强市场需求相关调研,

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对于景区商业街,应充分考虑数

量等因素,力求实现良好户型结构设计,市场调研工作需要

充分贯彻落实。

2.2文化性原则

对于商业街,为实现良好设计,需要充分尊重地域文化,

充分发挥地域应有的传统特色。充分发挥文化依托性作用,

在仿古过程中,不要盲目追求,不应局限于外在文化形式,应

力求实现充分挖掘,重点突出当地传统,这样才能充分体现

文化性原则。

2.3人性化原则

对于景区商业街,通过进行设计,最终实现为人服务。一

方面,需充分服务广大地方居民。另一方面,应充分满足外来

旅客。只有树立为人服务宗旨,才能满足各类需求,实现良好

人群消费。对于商业街设计,无论设计风格,还是在业态规划

方面,一方面充分利于休闲旅游,另一方面需要与居民生活

配套。

3地域文化下的旅游商业街景观规划设计传承分析

3.1历史文化的传承

对于目前我国城市,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新的烙印

逐渐形成。旅游景区为实现自身良好建设发展。一方面,城

市记忆应力求实现保存。另一方面,时代精神也应充分得到

彰显。然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面临新时代冲击,建筑文

化危机较为严重,现代建筑为实现良好发展,普遍面临较大

挑战。城市景区建设过程中,风格标准雷同问题普遍存在,普

遍忽略城市自身特有历史。对于旅游景区,只有学会充分尊

重城市历史,并不断发扬历史,才能充分实现景区文化的传

承。

3.2地域文化特色的传承

地域文化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处于不断继承,同时

也在进行不断发展,随时随地产生相应变化。对于地域文化,

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失去传统,难以保

障良好地域文化。景区实施建设过程中,只有充分体现地域

文化,才能实现良好传统继承,建筑物才能真正更具地方特

色。通过大力发扬地域文化,建筑物形态得到充分展现,同时

有利于实现良好建筑空间组合。地域所孕育的特色文化,对

人类产生十分深远影响。由此可见,建筑空间规划布局过程

中,商业街区装饰方面,以及建筑物特有符号标志,地域特色

浓厚,地域文化为实现良好应用,得到充分有效保护,新旧文

化交替过程中,必须合理进行传承。

3.3自然资源的传承

旅游商业街景观的设计过程中, 道法自然思想在我国

根深蒂固,同时讲求天人合一。从实质上讲,古代建筑物遵循

风水学,本身蕴含相应道理,环境景观学长期发展过程中,将

其作为有效雏形。随着时间推移,思想逐渐也在发生着演变,

审美诉求方面也在发生变化,无论美学还是艺术,人们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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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景区的商业街每天接待大量客流,通过商业街景观,景区得到充分展示。因此旅游商业街规划设计应注重体

现出良好人文特色,充分尊重地域民众文化,重点突出商业街独特个性,树立良好街区形象。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地域文化的

涵义及其发展与旅游商业街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对地域文化下旅游商业街景观规划设计的传承与运用进行了简要分析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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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繁荣富强。在这样的环

境中,企业竞争更加激烈,化工建筑工程的腐蚀一般是由多

种介质共同作用, 这就需要设计与施工人员认真分析各种

腐蚀介质情况,还要综合考虑各种腐蚀介质作用量、温度、

环境条件等因素,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防腐效果。以下就化

工建筑工程防腐设计与施工技术进行了探讨分析。

1防腐概念及必要性

目前化工建筑防腐是一项重要学科, 通常化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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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工建筑防腐设计与施工首先需要了解化工建筑的工艺流程,清楚整个流程由哪些装置组成、每个装置的作用以

及哪些装置中的介质具有腐蚀性,其腐蚀性介质的强度和浓度,以及腐蚀性介质的作用机理。因此为了提高化工建筑的防腐

水平,本文阐述了化工建筑中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腐蚀问题及其处理,对化工建筑工程防腐的设计要点及其防腐施工技术的

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提高化工建筑的防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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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自身审美。建筑工匠角度来说,为实现良好设计,因地制

宜原则进行考虑,充分结合地理环境因素,推敲如何实现良

好建筑空间,如何充分进行建筑体量。比如对于我国古代南

方,滨水小巷普遍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明显呈现出小桥曲折

特点。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普遍追求宽阔规整,比如四合院

等。由此可见,旅游商业街景观规划设计需要对自然资源予

以传承。

4地域文化下的旅游商业街景观规划设计的运用

4.1合理选址

商业街选址过程中,需要重视市场调查工作,需要注重

加强规划设计,认真听取相关专家意见。通过进行商业街设

计,一方面景区得以实现良好服务,另一方面经济效益也能

得到不断提升。商业街为实现良好选址, 需要注重加强分

析。景区位置应力求合理选择,充分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同时

应加强交通环境方面分析。不仅实现附属景区良好服务,而

且充分考虑客流量因素。规模确定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大关

键问题,数据分析工作应落实到位,商品经营类型,商业街如

何确定客流容量,都需要充分考虑。只有实现良好商业街选

址,客流量才能符合要求,购买力才能大大提高,同时实现良

好商业经营。

4.2合理布局旅游商业街的功能

旅游景区的商业街需要充分体现其应有功能, 充分符

合民众心理预期,体验良好文化景观,充分感受地域文化。游

人在景区内,无论衣食住行,还是精神需求,都能得到充分满

足。功能布局实施阶段,应充分考虑发展预期,力求实现风格

吻合。应力求实现广大游客舒适方便,游览游玩更加尽兴。

整体风格方面,应力求实现合理确定。合理确定商业街规模,

空间界面力求更加连续,围合感应较好。

4.3加强旅游商业街入口的规划设计

旅游商业街设计还需充分考虑入口, 对于商业街入口,

标志性特点较为鲜明。通过合理有效入口设计,文化气氛得

到有效烘托,空间性格得到充分展现。对于景区商业街,还应

注重加强过渡空间设置,这样游客才能在游览过程中,有效

缓解疲劳。商业街设计实施阶段,通过绿化空间,或者建筑阴

角,游客能够正常休息,或者进行短暂停留。除此之外,商业

街空间方面,也能得到丰富,同时实现良好商业街点缀。

4.4强化旅游商业街空间形态的规划设计

为实现旅游景区良好商业街设计, 空间形态布局较为

关键。只有实现良好布局,视觉效果才能更加良好。合理的

空间形态布局,才能完美体验视觉效果,建筑全貌才能展露

无疑。对于广告牌,需要力求实现合理安放,清晰明了,能够

给游人很大指示。对于整个商业街来说,能够有效提升品味,

充分展现良好文化内涵。

5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地域文化下的旅游景区为实现自身良好发

展,应不断完善各项服务设施,特别是注重加强商业街设计,

着重突出当地城市特色,表现出民族文化,从而促进当地旅

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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