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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建筑空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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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与目标



01 02 03 04

建筑老化 基础设施落后 空间布局不合理 文化特色缺失

老街现状及存在问题

老街建筑空间布局较为密集，

缺乏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影响

居民生活质量和消防安全。

老街基础设施如给排水、供电、

通讯等相对落后，无法满足现

代生活需求。

老街建筑多为传统木结构或砖

混结构，经过多年使用，普遍

存在老化、破损等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老街原有

的文化特色和历史风貌逐渐消

失。



保护历史文化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推动城市更新 促进旅游业发展

改造意义与价值

老街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有助

于保护和传承老街的历史文化价值。

通过改造，可以改善老街居民的生活环境，提升

居民生活质量。

老街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升城

市整体形象和品质。

改造后的老街可以成为城市新的旅游景点，吸引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促进城市旅游业发展。



目标

定位

项目目标与定位

通过改造，将老街打造成为集历史文化、商业休闲、旅游观光为

一体的特色街区。

以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为基础，注重商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打

造具有独特魅力和活力的老街品牌。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相结合，实现老街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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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与设计理念



梳理现有空间结构

优化功能分区

完善交通体系

对老街现有建筑、道路、公共空间等进行详细梳理，

确定空间改造的重点和难点。

根据老街的历史文化、商业发展、居民生活等需求，

合理规划商业区、文化区、居住区等功能区域。

改善老街的交通状况，设置步行街区、增加停车设

施、优化交通流线等，提高老街的可达性和便利性。

整体空间布局规划



80% 80%

100%

建筑风格与特色保护

在改造过程中，应尊重老街的历
史风貌和文化特色，保留具有代
表性的建筑、街巷和景观。

在建筑改造中，应传承老街的传
统建筑风格，如采用传统材料、
工艺和构造方式等，保持建筑的
历史感和文化韵味。

通过提取老街的特色元素，如传
统符号、色彩、材质等，将其运
用到建筑改造中，强化老街的文
化特色。

尊重历史风貌
传承建筑风格

突出特色元素



增加绿化景观

完善配套设施

提升景观品质

绿化景观及配套设施设计

根据老街的功能需求和居民生

活需要，完善配套设施，如增

设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点、

休闲座椅等，提高老街的舒适

度和便利性。

通过景观设计手法，如设置景

观节点、打造特色景观带等，

提升老街的景观品质，增强老

街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在老街中增加绿化景观，如设

置街头绿地、小游园、垂直绿

化等，改善老街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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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改造方案



对老街建筑进行全面的结构安全

评估，包括建筑材料的强度、稳

定性、耐久性等方面，确定建筑

存在的安全隐患。

结构安全评估

根据安全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

加固措施，如增加支撑结构、加

固墙体、更换老化构件等，以提

高建筑的结构安全性。

加固措施

结构安全评估与加固措施



对老街建筑的使用功能进行深入分析，

了解现有功能是否满足现代生活需求，

如商业、文化、居住等功能的配置情

况。

根据功能性改造需求，制定具体的实

施方案，如调整空间布局、改善采光

通风、增加现代化设施等，使老街建

筑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需求。

功能性改造需求分析及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功能性改造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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