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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
Design Concept

与“人文”同在——广府风格，人文精神

总体设计

80 ㎡宅基地

120 ㎡宅基地

150 ㎡宅基地

overall design

80 square meter residential base

120 square meter residential base

80 square meter residential base

与“舒适”同在——自然舒适，灵活适应

与“舒适”同在——自然舒适，灵活适应

灵活适应性——功能转换

· 从传统广府民居的建筑形式，总结广府民居建筑的屋顶、山墙、窗、栏杆、墙、勒脚等细部特征，营造具有传统广府民居意蕴，兼具
现代风格的新式民居形象。
· 从传统广府民居建筑的空间形式，提取天井、冷巷等特色空间特征，打造具有传统广府民居特色和创新空间的新时代广府民居建筑。

· 建筑设计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采用屋面太阳能板的形式，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作为建筑照明、空调、热水器等
能源供应。同时，收集雨水、中水用于绿化、菜地等灌溉用水，打造新时代高效节能的农房住宅。
· 建筑采用智能管家方式，家庭成员可通过手机、声音等控制建筑内的各种开关方式。
· 建筑室内各功能分区合理布局，结合自然通风的同时，合理设置风扇、空调等设备，主动式与被动式结合，打造一个舒适
的室内空间。

·丘陵区位选址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茅岗村，村面积约为 6.57 平方公里，村里保留了解
放时期的鱼塘三口和两个古老的祠堂，四面环山，环境优美。
·在岭南农村地区家庭结构多元，社交方式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非正式性，所以户型平面功
能也应灵活多变，以寻求在全生命周期内的普遍适应性，以照顾不同时期的家庭需求。

· 方案设计注重热稳定性和气候适应性方面的设计，按照被动节
能措施优先的原则，采用保温、隔热、遮阳、自然通风的技术手段，
实现建筑高效外围护结构系统设计。
· 建筑通过新型建筑材料的使用，通过水循环利用，吸收新鲜空
气，日照进行建筑节能措施。采用被动式节能技术方法，进一
步降低建筑的用能要求。采用多种对于环境友善的材料，在保
证室内人员舒适度的前提下，降低建筑能耗。

· 平原区位选址于广州番禺区石楼镇西北面大岭村，村落依山傍水而建，背靠菩山，三面环玉带河，
民居有序地排列在菩山脚下和玉带河之间，呈半月形布局。是典型的岭南“山、水、村、田”的过渡
型聚落村落。

· 山地区位选址于广州增城区派潭镇东北部，山高林立、地形复杂险要的盆地与山谷之中，有一个依山而居的小山村——
小迳村。地貌分区属粤闽中、小起伏低山，是我国东南低、中山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由于岭南农村地区在生产方式上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很多农村家庭都具有两种或以上的家庭主副业，所以设计从灵活
适应性的角度出发，将功能置换作为设计的主要考量，能够较好地适应不同生产方式的作业。
·考虑户型平面功能的灵活性，以寻求在全生命周期内的普遍适应性。在保证基本功能分区和动静分区的前提下，平面
中每一层都设有可以机动调整的功能房间。

· 充分考虑空间组合的可能性，在空间组合中可以根据使用者的社会和生活需求，通过对建筑单体灵活多元的组合，融入运动场地、
社区公园、室外剧场、休闲场地等公共空间，以满足空间物理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多层次公共空间需求。
· 充分考虑到社会效应及适应性问题，面对国内农村住宅的复杂情况，我们充分考虑点式置入、独栋设置、旧城更新、全新社区等多
种开发模式，满足乡村、郊区、城区等多种类型住宅设计更新的可能性，具有较好社会效应和可实施性。

· 在新建的农房设计中，采用高度模块化的方式，整栋建筑可拆分成多种预制构件，更方便建筑的运输，建设。
· 方案设计充分考虑标准模数的设置，建筑单体可拆解为多个标准模数的组件，有利于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同时，建筑单体本身也
是标准化构件，可以组合为双联排、三联排等多种形式，模块化设计能够极大降低整体建筑成本，提升住宅的经济性。
· 方案设计考虑家具的模数化，在有限空间中通过模数家具的植入，能够高效利用室内空间，同时，在有限的条件下能否提升室内空
间的可变性，丰富室内空间类型。

· 建筑空间设计灵活，可以适应不同使用场景下
的功能而需求，可以改造为满足多种功能活动
的空间，以适应农房多样化功能需求，提升农
房空间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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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适应性——家庭变化
· 考虑了户型平面功能的灵活性，
保证基本功能分区和动静分区，
平面中每一层都设有可以机动调
整的功能房间，可结合家庭成员
的实际需求变更功能，照顾不同
时期的家庭需求，尤其适合岭南
农村多元家庭结构情况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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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准”同在——模块单元，标准智造

高效能源

社区营造

01 点式置入

高度模块化

02 旧城更新 03 全新社区

节能系统智能管家

模数家居

建筑空间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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