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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为我国当前的一项基本国策， 而历史聚落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 传统聚落的肌理蕴含着

历史上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历史特征信息， 在当代历史聚落保护中最容易被忽视和破坏， 因此探讨如何客观性

分析传统肌理的特征， 并加以保护和再利用成为当前保护实践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以涉县宋家村为例， 对传统

聚落的肌理进行梳理，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对历史聚落的基本信息建立数据库， 并对传统肌理的进行客观性分析，
以提出科学合理的肌理强度保护策略。 同时， 借助空间句法的分析手段， 对历史聚落的更新提出客观依据， 从

而更好地延续历史聚落的传统肌理， 展示历史聚落的传统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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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应用

０　 引言

自 ２０１３ 年我国开始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美丽

乡村建设，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 上指出： “乡村振兴， 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 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是加快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实施乡村文化振兴， 就需要延续乡村历史文脉，
保留乡村文化基因， 而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 历

史聚落的传统肌理保护就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图 １　 涉县宋家村平面图
Ｆｉｇ １　 Ｐｌａｎ ｏｆ Ｓｏｎｇｊｉ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ｓｈｅ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传统肌理包括区域的结构组织关系， 街区的

拓扑关系和历史节点等， 是聚落在历史上社会、
经济和文化信息的载体。 而历史廊道则是传统肌

理的直接反映。 然而由于传统聚落中历史信息分

布的不均匀， 需要在传统聚落保护中对历史廊道

进行划分， 传统的设计中对历史廊道的划定往往

根据历史节点数量的多少、 价值高低、 保存完整

度等信息进行主观性评价， 这使得规划缺少客观

性支撑， 尤其在保护等级和保护紧迫度的划定上，

这使得后期保护实践造成困难。 因此根据当前的

传统聚落的现状， 对基本信息进行梳理， 建立科

学的分析方法， 以探寻客观性评价结果， 成为当

前保护实践的重要内容。

１　 涉县宋家村概况：

宋家村位于太行山东麓， 涉县东南部。 据村

中碑文记载， 村庄始建于万历年间， 距今有 ６００
余年， 虽经岁月更迭， 街巷布局、 街巷尺度。 道

路骨架依如旧时， 街巷名称沿用至今， 空间格局

保存完好。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成功入选第三批河北省历

史文化名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成功入选第一批中国传

统村落 （图 １， 涉县宋家村平面图）。
古村落布局依山势高低变化而建， 建筑从上

而下， 鳞次栉比。 从中可以看到山区劳动人民充

分发挥自然地理潜力和生态环境条件的智慧。 村

落布局与村民生成、 生活需求相结合， 依山就势、
引水修塘、 筑宅建院、 随坡开田。

图 ２　 涉县宋家村测绘图
Ｆｉｇ 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ｎｇ ｊｉ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Ｓｈｅ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老建筑片区院落群组多为四合院形式。 建筑

平屋顶与硬山坡屋顶混杂。 新民居片区的整体格

局延续了旧民居的布局方式， 在排列和布局上整

个村落整体统一， 却又分区明确 （图 ２ 涉县宋家

村测绘图）。



１３６　　 粉煤灰综合利用 ３７ 卷

研究与应用

２　 ＡｒｃＧＩＳ 在历史廊道保护中的应用

２ １　 基础数据库的建立

将 ＧＩＳ 技术应用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工作中，
能很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并提升规划保护成果

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基于 ＧＩＳ 技术建立起一套能

系统存储历史文化名村复杂历史信息的空间数据

库———历史文化名村空间信息数据库， 是将 ＧＩＳ
技术应用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基础工作和

前提条件。
数据库的建库工作简言之就是： 将纷繁复杂

的基础资料根据保护规划的实际需要和数据库的

基本原理抽象成各种数据模型， 并将其整理入库

的过程。
一般流程是： 将 ＣＡＤ 地形图进行简化， 按照

图层对历史聚落进行分类并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中， 将现

实世界抽象为若干对象类组成的数据模型， 建立

“数据表”， 对每个对象类的属性、 行为、 规则进

行描述。 用户可以在已有的空间数据模型基础上，
进行空间模型扩展， 建立符合自己要求的扩展模

型， 从而进行科学理性的客观性判断 （图 ３）。

图 ３　 宋家村 ＡｒｃＧＩＳ 数据库
Ｆｉｇ ３　 ＡｒｃＧ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ｎｇｊｉ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 ２　 评价层级的确定

历史廊道的价值主要在于两方面， 一个是其

历史的逻辑性， 另一个是其现状的保存状态， 将

这两方面归结为自身价值、 保护状况， 并作为评

价准则。
（１） 自身价值： 历史廊道与村镇发展有着密

切关系， 其名称、 走向、 布局都从一些侧面描述

着村镇的历史变迁。
（２） 保护状况： 历史廊道的保存状况影响着

人们对其的识别性， 也是其价值的重要体现， 与

历史建筑保护状况不同的是历史廊道的保护状况

更多体现在整体特殊风貌和空间结构上， 而非实

体完整程度。 与之相关的指标层分为： 形态完整

性、 风貌完整性 （图 ４）。

图 ４　 评价层级的确定
Ｆｉｇ 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２ ３　 要素权重的确定

历史廊道的价值评价受自身价值、 风貌完整

度、 资源点数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各因素影响

作用存在差异， 在实践中， 引入层次分析法来解

决这一问题。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

分析方法， 是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

处理的方法， 简称 ＡＨＰ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法。 其首先将决策判断按影响层度和关联

性进行分层次， 对每一层次中各指标的重要性两

两相比进行判断， 并用数值加以量化， 从而构成各

层次的判断矩阵。 在历史建筑评价标准中， 运用层

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因子权重可减少主观因素对

评价结果的影响， 增加评价标准的科学性。 本次层

次分析采用 ＹＡＡＨＰ （Ｖ０ ５ ２） 软件完成见图 ５。

图 ５　 ＹＡＡＨＰ 对权重的分析
Ｆｉｇ ５　 ＹＡＡＨ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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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评价过程

在 ＡｒｃＧＩＳ 数据库建立与影响因素权重确定后，
针对历史廊道的单一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其中：

自身价值层级： 指资源所在位置的环境条件

价值。 评价方法： 根据现场调研， 给历史街巷进

行价值打分 １ ～ ５ 分， 分值越高自身价值越高。 总

权重： ０ ８５７１， 见图 ６。

图 ６　 自身价值评定
Ｆｉｇ ６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

风貌价值层级指沿线风貌质量， 沿线传统风

貌连续性。 评价方法： 叠合地块容积率， 分析廊

道临近地块肌理特点对其赋值 １ ～ ５ 分， 分值越高

临近的传统肌理越近。 总权重： ０ ０４７６， 本层权

重 Ｗｉ： ０ ３３３； 资源点数量指沿线历史建筑数量。
评价方法： 提取资源点层， 将线状历史廊道以 １０
米做缓冲区分析， 对缓冲区内 资源点的数量统计，
分值越高资源点数量越多。 总权重： ０ ０３１７， 本

层权重 Ｗｉ： ０ ３３３； 资源点平均价质量指沿线历史

建筑平均价值。 评价方法： 提取资源点层， 将线

状历史廊道以 １０ 米做缓冲区分析， 对缓冲区内资

源点的平均价值量统计赋值 １ ～ ５ 分， 分值越高资

源点平均价值量越高。 权重： ０ ０６３５ ， 本层权重：
０ ６６６７； 形态完整性指历史廊道的整体形态完整

性评价。 评价方法： 对资源点数量层和资源点平

均价值量层按照权重进行加权叠加分析计算， 分

值越高形态越完整。 总权重 ０ ０９５２， 本层权重

Ｗｉ： ０ ６６６７； 保存状况指历史廊道沿线建筑保存

状况。 评价方法： 对风貌价值层和形态完整性层

按照权重进行加权叠加分析计算， 分值越高保存

状况越好。 权重： ０ １４２９， 见图 ７。

图 ７　 保存状态评定
Ｆｉｇ ７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ａｔｉｎｇ

２ ５　 结论

历史廊道资源评价： 结合以上各层级价值评

价结果， 对历史廊道的资源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

方法： 对自身价值和保存状况层按照权重进行加

权叠加分析计算， 分值越高历史廊道的综合价值

越高， 保护强度和迫切度越高， 见图 ８。

图 ８　 历史廊道资源评定
Ｆｉｇ ８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ａｔｉｎｇ

针对历史廊道的资源价值评价， 规划设计中

提出分类保护策略； 将涉县宋家村历史廊道分为：
严格保护类、 重点保护类、 次要保护类、 一般保

护类； 根据不同分类提出不同的保护策略。

３　 空间句法在广场扩建中的应用

３ １　 广场扩建的必要性

受历史上社会组织结构、 经济条件及文化背

景的影响， 历史聚落的肌理往往呈现小尺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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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特征。 随着当代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转

变。 以传统礼制和风水格局为基础形成的聚落空

间， 无法满足当代社会公共活动的需求， 人们需

要更多的可提供交流、 娱乐的广场空间。 然而在

实地考查中发现， 宋家村依山傍河， 受地形限制

周边已无可用场地， 而在村落中间建造大面积广

场， 势必打破原有的村落的历史肌理； 而对于现

状河道的再利用成为必然。
３ ２　 设计理念

经调研了解， 河道仅于 １９９８ 年发生一次大

水， 现在河道为干枯状态， 成为村民垃圾堆放场

所， 河道景观面貌极差。 为了能将河道有效的转

化为广场， 采用了 “化整为零， 分级泄洪” 的思

路。 １） 化整为零： 是指将大广场根据只能划分为

小的活动空间， 按不同标高、 不同体量零散布置

在河道中， 能够丰富河道的景观， 并很好的融入

到原有的聚落肌理中。 ２） 分级泄洪： 充分考虑河

道的泄洪职能， 考虑在不同的降雨情况下的泄洪

路径和方式， 将广场职能与泄洪职能完美统一，
见图 ９。

图 ９　 分级泄洪示意图 （自左向右依次表示小雨、 中雨、 大雨、 暴雨时的泄洪路径）
Ｆｉｇ 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ｒａ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ａ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３ ３　 用空间句法分析验证

（１） 空间句法简介

空间句法采用拓扑学原理， 针对空间进行分

析， 主要应用于分析区域的可达性、 关联性和选

择性等问题研究。 本项目采用 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１０ 软件进

行分析， 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约定：
ａ 色彩分级： 在 Ｄｅｐｔｈｍａｐ 中针对分析单元进

行拓扑分析， 相应单元的最高值采用红色表达，
最低值采用蓝色表达， 中间数值依次由暖到冷

赋值。
ｂ 整合度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整合度是用以表达

空间可达性的指标， 整合度越高说明空间可达性

越高。
ｃ 步数 （Ｓｔｅｐｓ）： 步数是计算整合度时设定

的计算深度 （Ｄｅｐｔｈ）， 即拓扑关系中与相关计算

单元的连接关系。
（２） 工作流程

ａ 提出村落原有平面图和河道改造后意向平

面图的路网信息， 生成简化的路网轴线。

ｂ 采用 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１０ 对路网轴线进行分析， 主

要 分 析 内 容： 轴 线 的 整 合 度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Ｈ］ ）， 线段的 Ｔ１０２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 对原平面图和河道广场改造的结果进行比

较， 以分析改造后对区域的可达性及场地活力产

生的影响， 从而判断广场改造后对历史聚落肌理

的影响。
（３） 分析结果

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Ｈ］ 分析：
趋同性特征： 在原河道基础上改造广场， 针

对整体村镇的整合度色彩分级基本不会产生影响，
说明在此改造措施不会对原有村镇的历史肌理、
空间关系产生太大的影响， 村镇历史文脉和传统

肌理得到很好的延续。
差异性特征： 尽管对村镇的整体肌理影响不

大， 但在村镇中心区域的整合度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值

有所增加， 说明改造广场后区域的可达性有所增

加， 中心区域的活力被激发， 见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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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原传统聚落路网

　

（ｂ） 河道加建广场后路网

图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Ｈ］ 分析比较图
Ｆｉｇ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ｂ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Ｈ］ Ｒ７ 是指 ７ 步深度的整合

度分析， 相对而言是相对较大范围内的可达性分

析。 对比分析图可以看出： 区域 １、 区域 ２、 区域

３、 区域 ４ 的范围内道路的可达性提高较多， 区域

１、 ２、 ３ 的可达性提高有利于区域的激活， 而区域

４ 的可达性提高会产生负面影响， 区域 ４ 范围内是

县道和乡村的连接部分， 可达性提高不利于县道

行车的安全， 设计中应避免， 见图 １１。

（ａ） 原传统聚落路网

　

（ｂ） 河道加建广场后路网

图 １１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Ｈ］ Ｒ７ 分析比较图
Ｆｉｇ １１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Ｈ］ Ｒ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ｈａｒｔ

３ ４　 实践应用

通过空间句法对历史村落路网演变进行分析

发现， 采用 “化整为零、 分级泄洪” 策略， 充分

利用河道， 建造村民活动广场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其不仅能丰富村民的交流、 娱乐方式， 同时能够

更好的保护历史聚落的传统肌理， 传承乡村的历

史风貌， 见图 １２。

图 １２　 广场设计施工图局部
Ｆｉｇ １２　 Ｐｌａｚ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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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历史聚落的传统肌理作为隐性因素暗含在村

落的空间组织关系和街巷布局中， 对其进行客观

性评价一直是保护过程中的难点， 本文尝试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 对传统聚落的历史信息进行建库梳

理， 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要素的权重， 从而对聚

落历史廊道价值做出有依据的客观性评价。 通过

空间句法对乡村改造前后的可达性、 整合度等指

标进行分析， 以判断改造行为的可行性。 客观性

评价为后续的设计工作提供科学的、 理性的数据

支撑， 而这一方法同样可以拓展到城市设计和传

统风貌街区设计中， 使得规划设计更具有科学性、
合理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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