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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研究——以新宁县枧杆山村为例

所属

学科
学科一级门： 工学 学科二级类： 建筑类

申请

金额
20000元 起止年月 2019 年 05 月至 2021 年 05月

负责人

姓名
欧阳丹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98年 02 月

学号
20161402030
5

联系

电话
宅：073185054526 手机:15974219335

指导

教师
许建和

联系

电话
宅：073185053926 手机:13467512989

负责人曾经参与

科研的情况

1）2018 年暑期参加建筑学院赴新宁县枧杆山村三下乡实践项目

2）多次参加湖南传统民居与山地村落的调研与测绘

3）华东五市调研，山西陕西两省调研——城市与建筑空间环境实习

4）南岳衡山，安徽屏山，宏村美术素描水彩写生实习

5）西山地民居——喜村窑洞测绘与分析

指导教师承担科

研课题情况

1）“地域资源禀赋下的湖南丘陵地带传统村落发展与演变研究”

（2016M2345），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主持 在

研 2016.06-2017.06.

2）“适应山地气候特点的湘南乡土建筑再生设计研究”

（512080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 已完

成 2013-2015.

3）“湘南乡土建筑气候适应性再生设计策略研究”（2013SK3142），

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主持，已完成 2013-2015.

4）“传统村镇人居环境保护与更新策略研究”(07C095),湖南省教

育厅科技计划项目，主持，已完成 2007-2009.



指导教师对本项

目的支持情况

指导教师依托主持的各类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科研课题，积极

指导课题组成员开展实地调研，撰写专题调查报告。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 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所在学院 项目中的分工

欧阳丹
20161402030

5 建筑学 1603班 建筑学院

普查分析、保护
活化策略研究、
方案设计、撰写
报告论文、

杨子银
20161702012

7 城乡规划 1601班 建筑学院

普查分析、保护
活化策略研究、
方案设计、撰写
报告论文、绘图

建模

樊恭甫
20161402030

9 建筑学 1603班 建筑学院

普查分析、保护
活化策略研究、
方案设计、撰写
报告论文、绘图

建模

邹芷晴
20161402020

9
建筑学 1602班 建筑学院

保护活化策略研
究、方案设计、
撰写报告论文、

绘图建模

杨光颖
20171717012

1
城乡规划 1701班 建筑学院

普查分析、保护
活化策略研究、
撰写报告论文、

绘图建模



二. 立项依据（可加页）

（一） 项目简介

本研究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对新宁县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进行普查与分析，制

定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策略，并对典型历史建筑大礼堂进行保护活化方案设计，

以达到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振兴乡村、精准扶贫的目的。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从乡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着手，结合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振兴乡

村的发展需求，以长沙理工大学对口扶贫村——新宁县水庙镇枧杆山村为例，研

究目的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

（1）保护与活化历史建筑弘扬传统文化，利于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

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要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传承文化”；“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振兴乡

村也要实现文化的振兴，对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和种子的守护。而历史建筑作为传

统文化的载体，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乡村历史建筑不仅

是经济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枧杆山村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活化研究来保护与传承当

地传统文化，推动其乡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2）保护与活化历史建筑打造旅游资源促进产业发展，利于精准扶贫

近 20 年来，国家对乡村的发展一直都非常重视，近年来扶贫力度也在加大。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

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历史建筑的活化就能直观而有效的传承传统文

化，同时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乡村历史建



筑，就是保护旅游业的“卖点”，就是保护乡村的传统特色。在当前的精准扶贫社

会背景下，也是一种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

（三） 研究内容

新宁县水庙镇枧杆山村地处水庙镇西北部，东、南与水庙新村毗邻，西与麻

林乡麻林村接壤，北与蒋木村相连，距新宁县城约 16 公里。目前枧杆山村的发

展规划为,重启八音岩景区旅游项目，建设旅游及旅游服务产业，二是依托自身农

业资源及土地流转项目，做强现代农业及休闲旅游农业。结合枧杆山村现状，本

组研究内容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新宁县枧杆山村历史建筑普查与分析

枧杆山村历史民居多为木构石基，雕刻精美的窗花门簪，具有湘西南传统特

色。不过由于村民保护意识薄弱，政府无相应措施保护，很多都面临腐朽垮塌被

拆除的危险，急待保护修复。村庄典型历史建筑代表为村西北角行政七组的历史

民居群、村委会旁的大礼堂及三郎庙（图 1 图 2 图 3）。

枧杆山村礼堂是建国初期作为村子里开会传达中央精神以及播放电影等进行

活动娱乐而建，砖石结构，外墙还存留着文革时期的宣传标语，后期因承包出去

作为加工厂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三郎庙是枧杆山村现存最古老的的历史建筑，

已被新宁县文物局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一开间木质结构，外有半围墙，建

筑面积约占 100m
2
。

目前来说，枧杆山村的历史建筑保护情况都不太理想，民居类多为木构、少

量土砖，公建则多为砖石构。枧杆山村历史建筑具有湖南等中部省份的山村的典

型性与代表性，也有其独特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图 1：枧杆山村尚有人居住的历史民居 图 2：枧杆山村历史民居

（图片来源：团队自摄） （图片来源：团队自摄）



图 3：枧杆山村航拍图(来源：团队自摄)

图 4：枧杆山村历史建筑分布图

(2)新宁县枧杆山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策略研究

历史建筑，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

色的，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构）筑物，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自明性和连续

性的象征。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就是在赋予其新的、可持续的建筑功能的基础上，

让它重新地焕发新的生命力。活化的前提是保护，而保护的主线是活化（图 5）。

对枧杆山村而言，要保护历史建筑，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政府政策保障与村民保护意识

本组利用建筑学与城乡规划专业知识，将乡村历史建筑的价值及保护活化

历史建筑的重要作用进行宣传，提高村民保护意识，协助政府提供一系列的政策

保障。

第二:进行历史建筑全面的修复与保护

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应从基础、构件、材料、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修复和

保护，而不是表面性的维护。

第三:发掘当代价值，制定活化策略

在结合村庄现状、村庄未来发展及需求，发掘历史建筑的当代价值，才能

达到活化的目的。

第四:明确功能定位，对典型历史建筑进行专业的设计

功能的明确是历史建筑活化的开始，之后便要对空间进行设计，以使历史

建筑真正满足需求，达到活化和使用的目的，以求可循环的保护。

图 5：枧杆山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策略分析图(来源：团队自绘)



(3)新宁县枧杆山村典型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案例设计研究

案例的选择要考虑到易被政府和民众接受，易实施，同时要具有推广宣传性

并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活化价值。为此，我们选取了枧杆山村礼堂作为

研究案例，进行了以保护和活化为目的的方案设计（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枧杆山村大礼堂位于湖南省新宁县水庙镇。单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 400

平方米。其外墙为红砖空斗墙，有壁柱，清水砖墙，但须进行检测和加固处理；

窗户基本已被破坏，用砖填实；部分墙体为碎石墙，墙面局部有文革时期留存下

来的标语。

礼堂有昔日岁月留下的痕迹和对先辈的记忆，具有其特有的建筑文化价值，

还具有承载着过往历史的情感价值。对梘杆山村礼堂的保护，实际是对一种生活

形态载体的保护，村委亦提出诉求，希望大礼堂成为村长文化娱乐活动中心。

目前已对枧杆山村大礼堂进行测绘、绘制图纸和制作计算机模型，研究下一

步将对大礼堂进行保护与活化方案设计。

图 6：大礼堂鸟瞰图(来源：团队拍摄)



图 7：礼堂总平面测绘图(来源：团队自绘)

图 8：礼堂平面测绘图(来源：团队自绘)



图 9：礼堂立面测绘图(来源：团队自绘)

（四）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4.1 国内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1）理论研究

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理论体

系和相关立法也正不断完善。而建筑活化再利用的研究一直到 21 世纪初期才受到

正真地关注。

阮仪三等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中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建

筑保护分为三个阶段:“以文物保护为中心内容的单一体系的形成阶段；增添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保护体系的发展阶段；以及重心转向历史文化

保护区的多层次保护体系的成熟阶段。”他认为，文物建筑的保护不仅仅是简单外

观形式的修复，更应该注重其使用价值。王新荣在针对历史建筑保护与发展的讨

论时也指出“古迹活化”是一种关于文物保护的“微循环”，它让静态的文物得以

动起来，在外表“更新”的基础上，把建筑的商业、观赏功能进行更深层面的改

造”。

陈志华、李秋香于 2012 年撰写的《中国乡土建筑初探》是对乡村建筑研究较

为全面的论述，表示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

情味的一部分。彭一刚教授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梁雪的《传统村镇实体



环境设计》两本书中的部分章节也涉及乡村景观中乡村建筑景观及其环境营造研

究。中国美院王澍也因其对乡村建筑的创新和坚持而获得普利茨克奖，对传统原

生材料以及建筑色彩的运用，以及传统建筑形式的传承发扬，蕴含深刻的传统文

化理念以及传统哲学思想。

（2）实践研究与分析

台湾在借鉴日本“一村一品”的活化模式基础上，以“一村一休闲”与“一

村一品”相结合的模式大力发展旅游以及特色产品输出，取得了经济和情感上的

双赢。

大陆学者孙君长期关注乡村活化建设，代表性的五山镇活化案例中，以生态

文明建设为第一章绪论核心，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活动，把农村的环境、经济建

设以及乡村文明建设融为--体。在五山镇的实践中，打造了便捷合理的乡村路网、

规模体系的茶叶基地，看得见山望的见水的乡村环境;是极具文化特色的园林村

镇，不仅发展了乡村经济，而且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以京郊房山南窑村为例，针对当前古村落面临的过度旅游开发、乡土性流失、

城镇化快速推进、开发性破坏等困境，笔者提出以建筑再利用的方式介入到古村

落保护和开发中，以载体的形式联系古村落活力再造与产业变革。从而提出古村

落“活化”与建筑改造并行的策略。借助建筑载体和古村落传统文化发展发生联

系，对建筑单体或合院进行功能置换，不仅有利于文化传承与发扬，更为古村落

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条大道，可谓一举多得。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东莞南社村，不仅是历史文化名村，还具有丰

富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对建筑内部空间进行重组及优化和根据发展的需求

部分进行功能的置换和整合是笔者的出发点。笔者通过对南社村内的传统风貌建

筑的现状以及村落未来发展需求做研究与分析，对其提出了改造的措施，通过把

村中的传统风貌建筑分类，针对各类型的传统风貌建筑分别给出相应的改造方案，

对于建筑结构及构造的处理也做了做法参考，初步设计出了既能保护好南社村整

体风貌又能满足使用及发展需要的案例。

4.2 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西方对于传统建筑的重视，大约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算起。从文艺复兴

时期一-直到 19 世纪，西方世界的建筑一直是一个不断向历史学习的过程，此阶



段出现了多种建筑形式的复兴，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古典主义、以及后

来的哥特复兴、新古典主义等，都是向历史学习的过程。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40 年代是美国乡村历史建筑保护的初期，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有 1853 年弗农女士协会对华盛顿总统故居弗农山庄的保护，以及 1926

年开始的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教授 W .A .R .Goodwin，及其好友 John

D .Rockefeller Jr. 对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顿（the Jamestown settlement ）的

保护，詹姆斯顿是英国人在美国的第一块永久殖民地，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早一批

种植园所在地。而在历史片区整体或城市角度出发的著作——简雅格布斯的《美

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则批判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城市规划理论，主张小尺度

的城市建筑设计，强调传统建筑小规模的改造，其由下至上的城市设计观念对城

市区域的复兴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西方的古典建筑保护体系，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备了政策及法律体系。1933

年 8 月国际建筑协会(C. I.A.M. )通过的《雅典宪章》中初次提出“历史街区”

的概念，认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城市要与其

周围影响地区成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首次对整体保护一个建筑群的认知。1964

年 5 月 31 日，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员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威

尼斯通过的决议《威尼斯宪章》，宪章肯定了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将

其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历史的见证。《威尼斯宪章》可以说是建立了历史文物保

护工作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对欧洲多年的保护工作的一种总结及对今后历史文物

保护工作的--个重要指引。1976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

议于 1976 年 11 月 26 日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

议》，提出了若干对于历史地区如何保护的观点和方法。

关于历史建筑的保护的理论，国际上至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如尤嘎尤

基莱托的《建筑保护史》，该书梳理和总结了欧洲建筑保护实践和理念发展的历

程，将保护工作追溯到传统社会，认为现代阶段的保护工作其实是对传统的一些

观念及文化的一种延续。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的《当代保护理论》，

该书梳理并汇总了目前保护领域中各种的思想。罗伯特.A.杨的《历史建筑保护技

术》则是从技术的角度总结了当下历史建筑保护的具体措施。

而纵观亚洲，日本从 1955 年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多次新农村建设运动，20 世



纪 70 年代末，日本率先发起“造村运动”，对乡村资源综合利用与发展。使各项

目整合并得到高效开发。而 1979 年实施的“一村一品”运动是乡村建设中极具代

表性的探索，充分开发乡村有利资源反哺城市，使乡村换发活力。韩国于 1970 年

朴正熙政府倡导“新村运动”，促进工农业均衡发展。除此以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的“村庄更新”注重乡村价值.其乡村建设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自

然和谐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可持续经济。

相较于国内，国外的乡村建设起步更早且更为成熟。由于人口与经济结构的

差异，国外的乡村被保护的更为完整。以日本为例，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更

为强烈，乡村建筑基本保持传统式样,在改造和更新中能更好的延续传统建筑文

化。合掌村从传统的生活方式、邻里关系到传统建造技艺都得到完整的保留。其

自然的生态原貌以及浓郁而特有的乡村文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些形

形色色的国外成功案例中，传统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的核心与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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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创新点与项目特色

5.1 项目的创新点

（1）对历史建筑进行普查与分析并提出保护活化的针对性策略

在对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进行普查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枧杆山村的历史建筑

保护存在的问题，结合理论成果并提出针对性策略，使其从以往的保护、修复转

向循环、适应性再利用等，将建筑从消极、单一、静态转向积极、多元、动态、

可持续的保护利用方式。

（2）对典型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与活化方案设计

基于建筑学的专业特点，对典型历史建筑——大礼堂进行进行数据分析和空

间研究，结合村民需求及村庄发展，达到精准扶贫、振兴乡村的目的，对典型历

史建筑大礼堂进行保护与活化方案设计。

5.2 项目的特色

（1）精准扶贫：本研究的对象长沙理工大学对口扶贫村，致力通过保护与活化当

地历史建筑的方式来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助力实现精

准扶贫的目标。

（2）振兴乡村：乡村的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文化的振兴，本研究将通过

枧杆山村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活化，提高村民自信和凝聚力，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

（六） 技术路线、拟解决的问题及预期成果

6.1 项目的技术路线

首先，湖南省新宁县枧杆山村历史建筑现状调研。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对

当地历史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获取历史建筑的测绘数据和图像图形、保存现状



等，整理成调研报告。

其次，对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空间研究法，通过前者的测

绘数据和图像图形，绘制枧杆山村历史建筑平立剖面图，建立计算机模型，并总

结历史建筑在营造方面的优缺点，获得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的理论依据和事实基

础。

第三，枧杆山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策略分析研究。运用综合研究法，基于

相关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引导，结合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调研报告和计算机图纸模

型的事实基础，以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利于旅游产业发展、振兴乡村为目的，研

究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方式，提出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的

策略。

第四，枧杆山村典型历史建筑案例研究。以枧杆山村典型历史建筑——大礼

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制作大礼堂保护与活化设计方案文本。

图 10：研究技术路线分析

6.2 拟解决的问题

本项目以新宁县水庙镇枧杆山村为研究案例，对其区位，人口，土地利用，

经济产业等进行深入研究，对传统建筑的现状进行初步走访与记录，在收集大量

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其（研究过程）存在的问题并探索传统建筑的保护与

活化策略，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问题一：资料的收集手段

对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进行普查，采用航拍机、激光测距仪等收集数据与图像



图形；对枧杆山村走访，记录了解其人口，土地，经济，文化脉络，利用卫星图

和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获取，处理枧杆山村区

位，地势，传统建筑的数据，完善和准确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信息。

问题二：枧杆山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的策略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针对枧杆山村的历史建筑没有得到保护或者保而

不活，乡村传统文化没有的到传承和发展，村里公共空间的缺失问题，发掘历史

建筑当代价值，明确功能定位，对其保护与活化做策略性分析。

问题三：典型历史建筑案例研究——大礼堂保护与活化方案设计问题

在如今乡村建筑保护活化的诸多案例中，提取契合本次研究课题的要点；以

改造设计枧杆山村大礼堂为例，解决村里公共空间的缺失，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建设后衍生出的问题和可持续性的发展。

6.3 预期成果

本项目预期的研究成果有：

（1）撰写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调查报告；

（2）制作枧杆山村大礼堂历史典型建筑保护与活化设计方案文本；

（3）在学术刊物发表 1篇以上学术论文。

（七） 项目研究进度安排

2019.05.01--2019.09.30：对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进行普查，采用田野调查法

与文献研究法，获得历史建筑测绘数据与图像图形、保存现状，收集第一手资料。

然后采用空间研究法，通过前者的测绘数据和图像图形，绘制枧杆山村历史建筑

平立剖面图，建立计算机模型，并总结历史建筑在营造方面的优缺点，获得历史

建筑保护与活化的理论依据和事实基础，并撰写《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调研报告》。

2019.10.01--2020.03.31：研究枧杆山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的策略，运用

综合研究法，基于相关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引导，结合《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调研

报告》和计算机图纸模型的事实基础，以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利于旅游产业发展、

振兴乡村为目的，研究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方式，提出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历

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的策略。

2020.04.01--2021.05.01:进行枧杆山村典型历史建筑案例研究与撰写论文，



在上年度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对典型历史建筑——大礼堂进行实证研究，进

行大礼堂保护与活化设计，并制作《枧杆山村大礼堂保护与活化设计方案文本》。

总结乡村传统建筑保护与活化理论，再次完善理论建构研究，最后撰写《精准扶

贫背景下的乡村传统建筑保护与活化研究-以新宁县枧杆山村为例》的学术论文与

结题报告。

（八） 已有基础

1. 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1）有关的研究积累

目组部分成员在古建测绘、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等相关领域开展了一系列

的工作，研究经验比较丰富，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

1）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多次前往湖南省各地开展历史建筑调查研究工作，完成了

一系列的古建测绘实践，为湖南省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活化研究提供了相关资料，

为枧杆山村历史建筑的测绘与保护设计积累了经验。（图 11）

图 11：湖南道县历史建筑（来源：团队自摄）

2）2018 年结合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资料普查与收集工作对湘南地区进行了深入了调

研，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获得了对历史建筑的整体系统性了解，也加强了团队对

历史建筑文化艺术价值的认识。（图 12）



图 12：湖南彭梓城村历史建筑（来源：团队自摄）

3）根据新宁县水庙镇枧杆山村“贫困村”的现状及振兴乡村的新时代需求，编写

村民调查问卷及村委调查问卷、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入户完成调查问卷填写、之后

进行问卷分析。

4）开展村委访谈会，听取村委对乡村在人口、经济产业、村庄未来展望等介绍，

与枧杆山村村民深入交流，进一步了解枧杆山村民情、诉求等。

（2）已取得的成绩

1)枧杆山村调研报告

综合村委座谈、村民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网上资料查询，将所得信

息整理成系统，涉及村庄概况、地理位置、人口与土地、经济与产业、交通与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禀赋与村庄风貌等内容，撰写枧杆山村调研报告。

2)枧杆山村历史建筑资料汇编

对枧杆山村典型历史历史建筑大礼堂进行测绘，绘制大礼堂总平面、平面、

剖面、立面。对枧杆山村其余历史建筑进行测绘，记录层数、结构、造型、位置、

功能等信息，整理成枧杆山村建筑信息如表 1。

表 1：枧杆山村历史建筑与现代“方盒子”建筑汇编表

建筑类型 历史建筑(含风貌建筑) 现代“方盒子”建筑

数量与比例 数量（栋） 比例 数量（栋） 比例

一组 12 22.00% 43 78%

二组 0 0% 14 100%

三组 10 23% 33 77%



四组 15 35% 28 65%

五组 7 28% 18 72%

六组 15 50% 15 50%

七组 4 12% 29 88%

八组 31 58% 22 42%

总结 94 32% 202 68%

2. 已具备的条件，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方法

（1）已具备的条件

1）团队成员包含多个专业，具备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条件和能力，具有学科敏感性。

2）具备历史建筑普查、测绘、分析的素质，及文献搜集、信息数据处理和图像模

型绘制的技术。

3）具备乡村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的基本理论储备和建筑方案设计的基本能力。

4）研究点所在村落具有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

5）学校、学院及新宁县枧杆山村村委大力支持本研究项目。

（2）尚缺少的条件

1）团队尚不具备部分高端技术的应用能力，如无人机倾斜三维建模、数字近景摄

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测量、热成像相机等。

2）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是一个宏观的课题,它需要研究者多处走访,总结经验教

训,团队成员虽也去过省内外部分村落调研学习，但作为学生，不具备四处走访的

条件和能力，所调研之数量有限，对其他典型的传统村落传统建筑缺乏必要的调

查。

（3）解决方法

1）高端技术方面请求专业老师及高年级同学的指导与帮助，同时通过文献阅读以

及向其他社会机构寻求帮助。

2）虽然处于学生时代的我们依然无法解决获取大量国内典型传统村落实地调研的

经验问题，但我们会将重心放在省内，放在新宁县，利用假期，对省内历史村落

建筑进行重点考察，重点研究。并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及时获取国内外传统乡村建

筑的保护与活化研究进展。



三、经费预算

开支科目
预算经费

（元）
主要用途

阶段下达经费计划（元）

前半阶段 后半阶段

预算经费总额 20000 15000 5000

1. 业务费 18000 14000 4000

（1）计算、分析、测试费 0 0 0

（2）能源动力费 0 0 0

（3）会议、差旅费 11000 实地调研差旅费 10000 1000

（4）文献检索费 1000 购买相关图书资

料等

1000 0

（5）论文出版费 6000 发表论文版面费 3000 3000

2. 仪器设备购置费 0 已配备必要的设

备

0 0

3. 实验装置试制费 0 现实验室能完成

各项实验

0 0

4. 材料费 2000 建筑模型材料、

图纸等

1000 1000

学校批准经费 20000

四、指导教师意见

项目选题切合时代与社会需求，申请书撰写条理清晰，研究内容明确具体，

技术路线可行，同意指导。

导师（签章）：

年 月 日



五、院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组意见

推荐校级项目

专家组组长（签章）：

年 月 日

六、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组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七、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