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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城市基础设施不断趋于完善,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受到了高度关注。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

是城市建设的薄弱环节,由于长期缺乏管理和维护,导致设施较为陈旧,不仅影响到居民生活质量,还会影响到建筑面貌和城市

形象。基于此,本文就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设计进行分析,结合城市化建设要求,实现老旧住宅区建筑合理改造,优化整体布局,

提升建筑改造设计合理性,提升人们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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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是当前旧城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建设新城区的首要前提。面对人们不断提升的物质

文化需求,原有住宅区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配套设施老旧,

活动空间狭窄,安全监管力度不足,推动老旧住宅区建筑改

造成为必然选择。这就需要结合城市整体规划布局,寻求合

理方法来拆迁规划和重建,完善老旧住宅区基础设施、建筑

和环境,实现建筑生态景观改造和完善,提升建筑品质,营造

舒适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通过老旧住宅区建筑

改造设计相关分析研究,优化建筑改造设计不足,推动城市

化进程不断加快。 

1 老旧住宅区改造内容分析 

1.1 小区基础设施改造 

在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中,小区配套的基础设施改造是

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由于老旧住宅区道路破损,年久失修,

停车场缺失,加之主干道路不平整。在改造时,可以通过修补

主次干道,保证加铺面层平整,并路面和停车场生态环保透

水铺装,适当增加停车位,改善小区环境[1]。通过管线综合系

统设计,重点分析照明安防系统,包括检查井、污水管井、化

粪池集中清淤等环节,完善现有的污水排放系统,改善城市

破坏现象。结合相关规范,设置监控探头和楼道灯,营造舒适

安全的小区。 

1.2 房屋主体 

房屋主体是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中的重要环节,由于缺

少管理和维护,楼梯间的扶手、窗门和墙面破损锈蚀问题较

为严重,通过更换设施和粉刷方式,可以有效改善破损设施,

提升居住环境的视觉效果。建筑外立面设计中,通过涂刷和

装饰改造方法,结合节能改造要求来改善外观环境和住宅室

内热环境,及时维修屋面渗漏问题,并更换落水管[2]。 

1.3 小区绿化改造 

小区环境绿化改造,种植树木和草坪,建设小型游园和

垂直绿化,以便于美化空间,改善小区生态环境。完善配套建

设设施,建设活动场地,为人们营造建设和活动场所[3]。 

1.4 老化设计改造 

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通过老化设计改造和更新,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优化城市整体布局,城市老

化改造后路面平整、排水通畅和监控照明设施完备,营造舒

适的居住环境,切实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2 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设计有效措施 

2.1 优化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规划 

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相配套的政策不断颁布实施,并

明确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标准,为后续相关工作提供可靠依

据,提升规划改造效果。在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期间,还要建

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相关资料及时归档,为后续管理和决策

提供可靠依据[4]。 

2.2 加强项目调查 

在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设计中,应该明确老旧住宅区调

查要求和内容,进一步加强项目调查工作,制定明确的老旧

住宅区建筑改造计划和技术规范。通过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

项目调查和分析,了解居民改造医院、老旧住宅区改造现状、

建筑功能和空间结构,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老旧

住宅区建筑改造计划。 

2.3 确定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范围 

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应该充分结合当地区域情况,在相

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支持小,确定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

标准,以便于各项指标细化,编制合理的老旧住宅区建筑改

造方案[5]。同时,坚持政府导向,颁布优惠政策,并对改造区

域进行深入调查,明确改造难度编制合理规划和分年度计划,

集中改造,实现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工作合理有序展开,为

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3 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要点 

3.1 沿街建筑改造设计 

其一,沿街建筑改造设计中,应该明确设计定位,结合街

道整体布局促进建筑风采和格调融合。在建筑屋顶改造设计

定位中,综合考量房屋建筑的轮廓和表面形态。屋顶对建筑

罗廓线影响较大,通过建筑屋顶合理设计,丰富房屋轮廓线

条,以便于塑造特色城市风貌。同时,在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

中,优化建筑屋顶设计同时,将原有的建筑文化特色保留下

来,迎合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求,提升城市整体形象[6]。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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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下,传统的平板建筑已经无法满

足人们生活需要,成为老旧建筑改造的关键所在。此类建筑

主要是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建设的四四方方老式住宅,

对此类建筑屋顶改造设计,塑造一定坡度的屋顶形式,改善

传统屋顶建筑平板形象,丰富建筑空间感受,带给人们强烈

的视觉感官。同时,坡屋顶设计应充分考量建筑风貌特征,

选择合理的坡屋顶形式,分析屋顶色彩材料和坡度等因素,

充分契合地域特点,以便于提升屋顶整体视觉效果。 

在立面改造设计中,考虑到建筑屋顶设计以外,还要加

强建筑立面设计。老城区接到建筑设计改造中,综合考量建

筑物立面设计要求,打造城市街道文化特色标志物。但是,

接到建筑立面设计受影响因素较多,如城市街道空间性和地

域性特点,应该综合考量立面设计改造要求,实现建筑材料

颜色和细部特征有机整合,满足建筑管理要求[7]。建筑立面

改造中,结合沿街建筑整体风格和高度,提升空间剖面效果,

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建筑风格对于街道空间整体氛围影响

较大,有助于形成较强的整体感。如果建筑风格过于杂乱,

街道空间显得过于散乱。通过建筑材质和色彩统一设计,选

择不同的造型要素,提升立面协调效果。需要注意的是,立面

细部特征设计中,突出区域地貌特色,提升建筑立面改造设

计合理性。 

3.2 建筑维护保留 

在老旧建筑改造中,部分建筑历史悠久,拥有极强的历

史特性。通过对老旧建筑整体风格可以了解到,建筑风格代

表性较强,在一定程度反应时代特色。通过老旧建筑保护和

再利用,有助于深层次挖掘建筑潜在文化价值,将历史价值

较高区域保留下来,适当的对建筑结构维护改造,保持原有

答题结构和环境氛围,增设现代生活设施,提升人们生活质

量同时,保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 

3.3 建筑节能改造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中应渗透节

能环保理念,推行建筑节能改造。通过节能环保型材料应用

其中,如建筑墙体和屋面保温材料,改善外门窗传导热性能,

迎合国家行业标准。对于一些老旧建筑而言,能耗较大,所不

符合国家现行节能标准,所以采用前提外保温板材和屋面保

温材料,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减少常规材料用

量,实现建筑节能。除此之外,建筑防排水改造中,为了满足

建筑节能环保要求,可以定期更换建筑防水材料,增加屋面

雨水管和防水保护层；墙面透水问题可以采用外防水砂浆处

理,门窗漏水可以设置外防水节点,改善建筑主体漏水问题。

通过建筑内部管线改造,完善配套的给排水设施,更新电气

管路,延长建筑使用寿命。 

3.4 扩大老旧建筑改造宣传力度 

为了推动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应该

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大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宣传力度,

促使群众深刻认识到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重要性,对于人们

日常生活带来的收益。可以通过电视、报刊和网络多种渠道

进行宣传,调动居民工作积极性,改善民生,为人们营造舒适

的居住环境,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发展。 

4 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带来的挑战,积极推

进老旧住宅区建筑改造是必然选择。这就需要结合城市整体

布局,选择节能型建筑材料,优化建筑构造设计,尽可能采用

自然资源,减少常规资源损耗,打造节能环保型建筑,带来更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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