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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旅游业的发展迅速,人们在选择旅游场所时也有著名景点转向乡村的大趋势,形成一

股全新的乡村旅游热潮。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由于压力过大从而需要更多的放松自己,而乡村旅游贴近自然,能够让游客有归

园田居的感觉使自己得到放松,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空心村”的现象,使得传统农村居所普遍呈现颓废的景象。而乡村旅游热

使得一批返乡创业者随之出现,其将原有的乡村旧所设计成全面的民宿,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本文从乡村民宿的内部空

间、外部结构和建设设计理念等进行研究分析,提出旧民居改造成新民宿的设计对策,为新时期的旧居民改造成乡村民宿提供

建筑参考。 

[关键词] 民宿改造；旧民居；建筑设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

逐渐减少,使得“空心村”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对于农村发

展而言,不仅仅是人口的流失,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很

多闲置的旧民居都带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相比现代化的混

凝土建筑,乡村中的旧民居更加贴近自然,与自然呈现和谐

之境。在乡村旅游业大规模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挖掘旧民居

建筑的文化价值和原有生命力是乡村民宿建筑设计的要点,

因此要积极探索旧民居的建筑特点,采用现代化的设计理念,

赋予旧民居新的生命活力。在进行旧民居改建时,需要从外

形风格和内部空间功能等方面进行设计,充分的考虑民宿细

节、建筑材料和乡土特点,让民宿的改建能够更好的推动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 

1 民宿的定义和特点 

1.1 定义 

民宿是乡村旅游中较为常见的居住形式,相比酒店和一

般旅馆有着明显的特点。民宿的原型只是农家自主的场所,

仅仅是把其中的部分房间租售给旅客,但随着民宿和乡村旅

游业的持续发展,民宿的定义也在不断的完善。当前广为人

们接受的民宿定义如下：以农家私有房产为基本的接待单元,

将原有居所或是闲置场所改建,呈现出与当地自然景观、文

化背景、生态资源等相和谐的乡村房舍,以房主作为主要经

营者,采用集体管理的方式为住客提供住宿、餐饮、休闲、

娱乐等服务项目的住宅。乡村民宿主要分布在农村地段,带

有明显的乡土气息和文化内涵,是民宿的重要标示。 

1.2 特点 

由乡村旧居改建而成的民宿与其他建筑改造有着根本

上的区别,乡村建筑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大片传统居住

群的建筑背景下,民宿的改建也需要与原有风格相适应,不

能选择突兀的设计,因此要返修设计时需要“修旧如旧”。

当前乡村旧居改建后的民宿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是乡土化,

民宿的改造设计需要适应原有的文化特点,虽然民宿不同于

原有的农家百姓居所,但在外形上和建筑风格上也需要带有

乡土气息。其次是精致化,改建后的民宿往往被划分为不同

小规模的场所,是房主精心设计的民宿,除了优质的服务,更

加重要的是精致的环境氛围。其三是多元化,不同地方的民

宿风格特点各不相同,有些带有明显的建筑历史性,有些是

可以感受当地的人文特点、饮食特点等,民宿在改建时要充

分的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从而给住客提供多元化的体验。 

2 旧民居改造的民宿设计要点 

旧民居指的就是乡村中百姓的住所,与城市中的住宅呈

现出明显的差异,民居在乡村建筑的背景下,其居住人群和

建筑功能也与其他混凝土建筑不同。随着乡村旅游业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旧民居被改建成为适合经营的民宿,通过现代化

设计的转型改建,可以将旧民居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提升民

宿的经济性。 

2.1 外形风格设计 

乡村民宿的改建在设计时不能单单考虑单一的建筑,而

是要考虑其外形的整体风格。旧民居有着其传统的特点环境,

受到当地地质环境和气候特点的制约,旧民居与周围的环

境、居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进行改建时,也要保证

这种融合不被破坏。旧民居的改造需要与原有建筑风格相应,

在单独民居改建的基础上适应周围环境,从建筑形式、色彩、

材料和内涵上来展示民宿的特点。选定一所旧民居进行民宿

改建,首先要分析旧民居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依托其旅游

资源和地域特点,为民宿的发展奠定基础。民宿的经营者不

能仅依靠当地的旅游资源,而是以当地生态环境为基础,采

用对当地环境破坏程度最小的方式来展示当地的文化特点,

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民宿也成为当地的乡村旅游特

色。 

设计案例：大乐之野民宿(如图 1),位于湖州市莫干山

镇碧坞村,其民宿改建基于原有的建筑结构,选择红砖、玻璃

和白色墙面进行重新设计,给游客轻松的自然感觉,此种设

计风格与莫干山相融合,让游客有悠然自得的休闲居住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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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州市大乐之野民宿 

2.2 内部空间设计 

乡村旧居的改建除了外部风格设计,其内部空间也要进

行重新整合,设计出适应不同游客居住需求的多元化民宿,

在内部设计时要注意去留得当,除了要满足旅客吃住等基本

要求,还要让游客有新鲜的空间体验。 

首先是功能更新。改建后的乡村民宿仍然带有居住的功

能,因此需要对内部空间功能进行更新设计,通过加建、改建

等方式对大致需求相同的内部空间进行设计,避免大规模的

调整空间结构,二是适当的进行功能革新,当前民宿中较为

普遍的空间功能有庭院、住宿、餐饮和公共休闲等,除此之

外,部分民宿还带有茶室、咖啡厅等功能。 

设计案例：凤凰居民宿(如图 2),原旧居为荒废多年、

功能结构陈旧的老建筑,建筑师在进行改建时最大程度的保

留和建筑原有的醒目标示,将原建筑的入口改建成换身客厅,

二层建筑设置为水吧、SPA 冲浪和酒窖等,提升了原有空间

的建筑功能。为了适应城市居民的生活特点,乡村中的旱厕

也改建成与城市相似的浴室,让城市人更好的适应,但在器

具摆设时仍然选择老物件,营造出乡土气息,这样的设计方

式既能够满足住客的淋浴需要,同时给游客最佳的乡村体

验。 

 

图 2  凤凰居民宿 

其次是空间重构。在民宿改建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提升

建筑的空间功能,需要对建筑空间进行再次整合,常见的是

依据原有建筑结构特点进行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划分。水

平方向划分指的是在空间结构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为了实现

更多功能,将建筑中可移动的墙体进行合理拆除和重置,例

如在凤凰居民宿的改建,将原有墙体拆除,让餐厅、大厅和吧

台重新组成一个大空间,在这空间中采用楼梯、家具摆设等

进行空间划分。垂直划分指的是对楼层的调整划分,竖直空

间的整合会扩大空间视觉效果,例如在大乐之野民宿的设计

改建中,将 1 号楼的双层空间大空间,呈现出大容积的空间

共享,将两层楼中间的楼板和隔层除去,充分划分成三层结

构,在扩大空间效果的同时提升建筑的使用效率。旧民居在

进行空间重构时要根据原有建筑的特点选择,尽可能的保护

原有建筑特点,发挥最大的民宿改建价值。 

2.3 细节设计 

乡村民宿的改建需要重视细节,而细节的设计需要从民

宿的每一个角落中体现,旅客居住其中就能够感受到民宿经

营者的建筑风格和设计理念,具体表现为细节材料的表达和

处理方式等,这也是建筑风格的另一种体现。建筑中细节物

品的摆放会直接影响到住客的体验,比如,旅客居住后是否

可以身心放松,卫生间的使用是否方便等,这些建筑细节均

需要被建筑设计师所重视。旧民居的细节设计需要与建筑的

整体风格相协调,细节的设计也能让建筑韵味更好的体现,

着重表达空间情节,给旅客还原最自然的居住体验。例如,

构建出带有不同风格的生活场景,让旅客可以亲自参与空间

体验,具有代表性的是草原民宿中的壁炉设计,其能够重现

草原生活,严寒的冬日,旅客一家围坐在壁炉旁,壁炉中燃烧

的干柴既能够温暖旅客的身体,还能让旅客感受到一种可视

的温暖。在民宿的细节建筑中,这种设计会给旅客温暖的居

家感觉。 

2.4 乡土印记 

民宿的乡土设计是还原旧民居建筑风格的重点,民宿的

乡土印记也是体现建筑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方式,通常乡土印

记主要以旧物新用、装饰陈设两个方面为主。旧物新用是一

种常见的改建方式,不仅能够节省建筑成本,还能够体现民

宿的乡土特色,当前民宿在改建中,旧物新用的应用非常普

遍,例如选择水泥船来打造客厅中的壁炉、采用旧啤酒瓶来

搭建室外吧台、将废弃的旧船头改造成室内花架等。这种旧

物件的陈设会直接给旅客带来乡土气息,让旅客有旧时代文

化的体验。旧民居的老家具多带有历史故事,物件上的痕迹

表达了岁月的流逝,其深刻的痕迹也在诉说一段老故事,比

如老电视机、木箱、挂钟和编藤物件等。将这些旧物件恰当

的摆放在新民宿中,旧物与新品交相辉映,再搭配一些绿植

和木质器具进而呈现出复古的建筑特点。 

2.5 建筑颜色和材料 

旧民居的改建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为了保证建筑的乡土

性,材料的选择尽可能要来源于当地,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既

能够节省改建成本,同时与当地的建筑风格相适应,给旅客土

生土长的建筑居住体验。改建的建筑材料主要选择竹子、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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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质量决定建筑工程的安全使用,其形成是一个系统性的有序过程,涉及到建设部门、监理部门、勘察设计部

门以及施工部门等各项工作,而检测是保障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以及影响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主要因素,对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技术关键点进行了论述分析。 

[关键词] 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原因；检测工作；影响因素；技术关键点 

 

1 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 

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原材料、

成品、半成品材料检验把关不严；原材料未经检验或检验不

合格的产品使用到工程上,给工程质量埋下隐患。二是施工

图纸审核不严谨；使建筑结构与专业设备图纸相互矛盾,造

成专业设备孔洞随意在承重墙、板、梁开洞穿管,破坏主体

结构,影响结构安全。三是施工组织协调不到位；土建与专

业施工相互配合不默契,工序衔接不合理,导致二次结构上

专业管线随意开槽凿洞,影响二次结构质量。四是不严格执

行施工规范、规程、标准、方案等；施工过程中没有严格按

规范、规程、标准、方案组织施工与验收。质量管理体系不

健全,质量检查验收制度不落实,使工程质量存在隐患。 

2 影响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主要因素分析 

2.1 取样时的影响因素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首先需要进行建筑工程样品的取

样,然后再进行建筑工程样品的试验检测。在进行建筑工程取

样时,有可能存在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主要是取样的真

实性。有可能存在建筑工程检验样品与建筑工程厂大批量生

产的建筑工程材料性能不匹配,从而造成建筑工程取样工作

没有真实性。同时,在建筑工程取样后,需要妥善包装、封存,

不得使建筑工程材料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影响其化学性能。 

2.2 检测操作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试验检测过程中主要参与者为检测人员,其操作的规范

性、科学性直接影响建筑工程材料检测结果的可靠度。由于

建筑工程检测过程主要涉及到建筑工程材料的筛选、分析,

例如在建筑工程水泥材料检测过程中,需要分析其安定性、

确定胶砂材料的凝结时间,并对检测数据做出判定。如果在

建筑工程材料检测过程中,检测人员对检测过程、规程缺乏

了解,对检测步骤不熟练,可能会导致建筑工程检测结果存

在一定的误差。同时,如果检测人员对建筑工程检测缺项、

漏项,也可能会影响建筑工程材料检测数据的可靠性,使得

检测数据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 

2.3 检测设备因素 

检测设备对建筑工程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其对

建筑工程检测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建筑工程检测工程中

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可影响建筑工程检测的持续开展,如果检

测设备发生故障,不仅影响建筑工程检测正常进行,且无法

保障建筑工程检测结果的真实性, 其检测的各项指标存有

较大的偏差。但是在实际建筑工程检测过程中,常发现对检

测设备的保养维护不恰当,导致设备不可以正常开展。 

 

石材、木材等环保性生态建筑材料,以现代混凝土建筑材料

为辅助,根据建筑的施工特点进行合理的材料搭配,设计以

“新旧对比、修旧如旧”为主。例如清镜原舍的改建中应用

青砖,给人古朴、宁静、素雅的建筑美感；印象竹无居的室

内设计材料以竹木为主,追求自然和简单；大乐之野的民宿

在改进时保留的原有的木结构；公塘头民宿选择陶土烧制而

成的青瓦,营造出朴实、优雅的历史美感。由此可以看出,

民族的建筑净化在于互相同和,无论是外形风格还是内部设

计,都需要体现出人、物、情的和谐相处,将传统与现代、质

感与感官妥善的融合,营造出民宿浓厚的情怀。 

3 结语 

乡村民宿的设计和改造需要以原有民居的建筑体系为

基础,在进行实际改造时,要依照原有建筑的特点,恢复旧民

居的建筑生命力。旧民居在改造时要保留其时代感和历史印

记,让旧民居更有文化底蕴。民宿的特点就是让游客感受到

文化的洗礼和传承,在保留其沧桑感的同时让旧民居更加有

生命力,让民宿的设计改造更加符合现代化的设计理念,更

好的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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