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近年来，全球自然灾难频发，受灾群众往往背负着身心创
伤流离失所，而后还要面临漫长的安置期。因此，人们在灾后更加
迫切地需要可迅速建成、又能提供舒适体验的居住环境。身为建筑
师的陈寰宇曾组建团队赴地震灾区调研，并提出了建筑设计优化方
案，对灾后安置工作做出了新思考。

建筑师的灾后安置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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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四川宜宾市长宁县6.0级地震后景象。

灾后建筑
不只帐篷
和板房

项目合作伙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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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

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这是继2008年汶

川大地震后，四川经历的规模较大的地震

之一。全县9个乡镇和县城房屋100%损

毁，倒塌房屋逾2万间，城乡居民安置任

务艰巨。自汶川地震之后，各级政府、部

门更加重视突发灾害事件的应对工作，这

次地震应急工作也吸取以往经验，取得了

很大进步。

在自然灾害面前，为拯救珍贵的生命，各

方首先会积极进行救援，而接下来，则

要为受灾群众做好临时居住安置工作。

这段过渡期没有紧急救援期扣人心弦，也

不如灾后重建工程吸引社会各界目光和投

资，但对受灾群众来讲，这段时间不会因

为是否受到关注而缩短。在或可长达3-5

年的临时安置过渡期，让灾民有相对适宜

的生活环境，是我们要面对、但鲜有关注

的课题。

于是，我们前往芦山地震灾区展开了调

研，并产生了一些新思考。

1. 420芦山地震灾区景象。图片来源：刘应华／中国日报

2. 芦山县体育场板房安置区平面图。

3. 板房间除了晾晒的衣服，氛围略微冷清。

4. 据灾民反映，家庭成员混住、空间狭小和缺少分隔让人感到生活不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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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安置建筑房前屋后，灾后生活环境几何？

芦山县体育场安置点是震后最大的灾民过

渡安置区，在紧急安置阶段过去后，高

效、专业的施工团队耗时一周即完成了

板房区建设。营区可容纳218户灾民，共

800余人，分四个区管理。板房区布局整

齐规整，公共厨房、卫生间等公共设施位

于安置区边缘。

走在两排板房间的水泥地面上，抬头可见

两侧安置建筑的屋檐和长条形天空。除了

檐下灾民晾晒的衣服为街道增添了些许生

活气息，整个宅前道路似乎略为冷清。我

们停下脚步，敲响了住户房门。

走进其中一区区长李大哥的家，虽然整个

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但床、柜、桌子和各

类电器把24平米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

一家三口同住在一间板房里，床上与桌上

堆满了生活用品，本不太宽敞的室内空间

显得更加局促。

他告诉我们，家庭成员混住、空间狭小和

缺少分隔让人感到生活不太方便。另外，

也有居民反映了隔声问题，以及集体厨房

离自家较远所带来的不便——有些居民需

跨越6排板房，方能从住处走到厨房。

从住户们的访谈中能看到，在整齐规划和

高效建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细节设计会

影响安置期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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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檐下空间充满了市井生活气息。

3-4. 雅安灵关镇安置区的建筑立面除了有彩钢板，还
有的部分由旧门窗、防雨布、竹子等拼合而成。

5. “紧急安置期”的主要安置建筑为易于拆装、方便运
输的帐篷。

随后，我们前往了下一安置点——雅安灵

关镇安置区，这里的景象看上去似乎与芦

山体育馆安置区有所不同。

虽然该区也采用了简易板房，但某些联排

房中间设置了顶棚，或让两侧屋檐相连。

本以为这种设计会阻挡阳光进入和不利于

空气流通，人们可能不愿在此停留，整体

环境会比较冷清。但令人意外的是，这里

的檐下空间充满了市井生活气息：灾民把桌

椅、沙发、茶几等家具摆在过道，大家在一

起聊天、喝茶，更少不了四川人热爱的麻

将。这里变成了大家的集体“起居室”，一个

半室外的邻里共享起居空间。

此外，这里的建筑立面也不同于前者完整

洁白的板房墙面：除了国家发放的彩钢

板，还看到有的部分由旧门窗、防雨布、

竹子等拼合而成。原来，两处安置区的建

设方式有所区别：不同于施工队建造，

灵关镇安置区的过渡建筑主要由村民集

体建设。

灾民参与建设的速度虽不及专业施工队，

却有个性化定制居住空间的可能性，有

利于增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顶棚与两侧

板房结合形成三个方向的空间限定，使过

道空间有了更多的空间庇护，相对于露天

街道，居民有了更舒适的活动交往空间；

而回收材料的运用，也体现了建筑的可

持续性。

灾后安置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灾后1-2

个月的“紧急安置期”，目的在于快速避

难、减少伤亡，主要安置建筑为易于拆

装、方便运输的帐篷。但其围护结构仅为

柔性材料，保温隔热性能有限，不利于

形成舒适的居住环境，也无法满足长期居

住需求。

第二是灾后3个月至永久性住房建成前

的“临时安置过渡期”，通常有3-5年。灾

区人口构成在这一时期内处于不断变化

中1，主要安置建筑为此次调研的安置区

住房类型——板房。板房体系易于拆装、

运输方便，相较于帐篷，还有更好的稳定

从本地生活获取灵感，产生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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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耐久性，能更好地抵御余震等次生灾

害，满足较长时间的安置需求。然而，现

有板房体系的形式和组合方式较为单一，

灵活性较差，易出现各户间私密性不佳、

家人混住干扰、缺乏储藏空间、公共设施

使用不便等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那么，在帐篷和板房之外，有无更优化的

灾后安置对策，让灾民住得更好呢？

1. 例如灾情较为稳定后，因探亲、支援建设等需要，灾区人口会出现短暂回流。随后人流逐渐下降至稳定，而逢年过节时会短时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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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建筑可生长和可模块化建造，这是我

们在调研后进一步探索的新概念。

可生长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总体规划

和建筑单元。

在总体规划层面，不同功能分区的面积可

因应各时期需求做动态变化，以节约空

间，提高效率。例如：在紧急安置期可留

一部分空间做板材堆放区，到过渡安置期

就可将此处转化为生活服务区，配备公

厕、垃圾站、太阳能集热器等生活设施。

在建筑单元层面，可在各户间预留空置空

间（比如：4*6米），作为可生长扩建的

缓冲空间，根据每户需求灵活运用空间。

比如：在安置初期，可利用这一空间堆放

灾民从原宅取回的大件物品；到安置中后

期，可封闭这一空间，置入卧室等功能性

空间，以保证个人居住空间，也可适应家

中新添成员、亲友返乡等人员流动的生

活场景。

对于模块化，指的是在固定的轴网上自由

布置平面，所有构件来自工厂预制。

除了灵活可变的建筑平面设计，这种方式

施工安全、价格低廉、施工工期短，受天

气影响少，易被当地居民接受，方便工人

甚至当地居民自行建造。此外，模块化建

造有较好的可持续性，相较于传统建筑，

产生的建筑垃圾更少，建筑材料也可回收

再利用。

舒适的生活和交往空间，也是我们希望能

改善的地方。汲取村民自建棚下空间的灵

感，我们构思在中央过道设置架空的顶

棚，供居民在此进行日常起居、邻里交往

和休闲活动，彼此陪伴共渡艰难时期。

除标注图源外，其余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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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可生长、模块化的设计策略，营造更舒适的人居环境

1. 建筑单元平面示例：在各户间预留空置空间（比如：4*6米），作为可生长扩建的缓冲空间，根据每户
需求灵活运用空间。

2. 邻里单元构想图：在中央过道设置架空的顶棚，供居民在此进行日常起居、邻里交往和休闲活动，彼
此陪伴共渡艰难时期。

以上便是根据芦山地震临时安置点实地

调研后的主要思考方向（具体方案请参

考这里），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

的地方，因此我们从2013年后仍持续关

注和探究灾后安置问题，希望发掘更多

可能性，不仅保留现有安置方式迅速、

高效的优势，还能为灾民提供更舒适的居

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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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地质、水文、气象等灾害

数量排名在全球靠前，灾后安置问题依然

任重道远。虽然安置效率已有很大提升，

但在居住环境舒适性、灾后安置能否满足

可持续需求等方面仍有待优化。基于可生

长、模块化的构思，未来我们还可进一步

思考如何更好节约成本和优化资源分配，

如何合理运用当地材料来加强建筑的可持

续性，以及如何恰当地结合共建和自建的

施工方式，加强社区在灾后的凝聚力。

https://mp.weixin.qq.com/s/PSluz-H3WPDgGvBxiKPMPg
https://mp.weixin.qq.com/s/PSluz-H3WPDgGvBxiKP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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