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近年來，全球自然災難頻發，受災群眾往往背負著身心創 
傷流離失所，而後還要面臨漫長的安置期。因此，人們在災後更加
迫切地需要可迅速建成、又能提供舒適體驗的居住環境。身為建築 
師的陳寰宇曾組建團隊赴地震災區調研，並提出了建築設計優化方 
案，對災後安置工作做出了新思考。

建築師的災後安置新思考

文  陳寰宇
清華大學建築學碩士、中國一級註冊建築師和註冊城鄉規劃師

2021太陽能十項全能競賽BJTU+團隊指導老師，為學生提供建築設計指導

2018年，四川宜宾市长宁县6.0级地震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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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8時02分，四川省雅安市 

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這是繼2008年汶 

川大地震後，四川經歷的規模較大的地震

之一。全縣9個鄉鎮和縣城房屋100%損

毀，倒塌房屋逾2萬間，城鄉居民安置任 

務艱巨。自汶川地震之後，各級政府、部 

門更加重視突發災害事件的應對工作，這 

次地震應急工作也吸取以往經驗，取得了

很大進步。

在自然災害面前，為拯救珍貴的生命，各 

方首先會積極進行救援，而接下來，則 

要為受災群眾做好臨時居住安置工作。 

這段過渡期沒有緊急救援期扣人心弦，也 

不如災後重建工程吸引社會各界目光和投 

資，但對受災群眾來講，這段時間不會因 

為是否受到關注而縮短。 在或可長達3-5

年的臨時安置過渡期，讓災民有相對適宜 

的生活環境，是我們要面對、但鮮有關注 

的課題。

於是，我們前往蘆山地震災區展開了調 

研，并產生了一些新思考。

1. 420蘆山地震災區景象。 圖片來源：劉應華/中國日報

2. 蘆山縣體育場板房安置區平面圖。

3. 板房間除了晾曬的衣服，氛圍略微冷清。

4. 據災民反映，家庭成員混住、空間狹小和缺少分隔讓人感到生活不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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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安置建築房前屋後，災後生活環境幾何？

蘆山縣體育場安置點是震後最大的災民過

渡安置區，在緊急安置階段過去後，高

效、專業的施工團隊耗時一周即完成了

板房區建設。營區可容納218戶災民，共

800餘人，分四個區管理。 板房區佈局整

齊規整，公共廚房、衛生間等公共設施位

於安置區邊緣。

走在兩排板房間的水泥地面上，抬頭可見

兩側安置建築的屋簷和長條形天空。除了

檐下災民晾曬的衣服為街道增添了些許生

活氣息，整個宅前道路似乎略為冷清。 

我們停下腳步，敲響了住戶房門。

走進其中一區區長李大哥的家，雖然整個

房間打掃得很乾淨，但床、櫃、桌子和各

類電器把24平米的空間擠得滿滿當當。 

一家三口同住在一間板房裡，床上與桌上

堆滿了生活用品，本不太寬敞的室內空間

顯得更加局促。

他告訴我們，家庭成員混住、空間狹小和

缺少分隔讓人感到生活不太方便。另外，

也有居民反映了隔聲問題，以及集體廚房

離自家較遠所帶來的不便——有些居民需

跨越6排板房，方能從住處走到廚房。

從住戶們的訪談中能看到，在整齊規劃和

高效建造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細節設計會

影響安置期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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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檐下空間充滿了市井生活氣息。

3-4.雅安靈關鎮安置區的建築立面除了有彩鋼板，還
有的部分由舊門窗、防雨布、竹子等拼合而成。

5. 「緊急安置期」的主要安置建築為易於拆裝、方便
運輸的帳篷。

隨後，我們前往了下一安置點——雅安靈

關鎮安置區，這裡的景象看上去似乎與蘆

山體育館安置區有所不同。

雖然該區也採用了簡易板房，但某些聯排

房中間設置了頂棚，或讓兩側屋簷相連。 

本以為這種設計會阻擋陽光進入和不利於

空氣流通，人們可能不願在此停留，整體

環境會比較冷清。但令人意外的是，這裡

的檐下空間充滿了市井生活氣息：災民把

桌椅、沙發、茶幾等傢俱擺在過道，大

家在一起聊天、喝茶，更少不了四川人熱

愛的麻將。這裡變成了大家的集體「起居

室」，一個半室外的鄰裡共用起居空間。

此外，這裡的建築立面也不同於前者完整

潔白的板房牆面：除了國家發放的彩鋼

板，還看到有的部分由舊門窗、防雨布、

竹子等拼合而成。原來，兩處安置區的建

設方式有所區別：不同於施工隊建造，

靈關鎮安置區的過渡建築主要由村民集

體建設。

災民參與建設的速度雖不及專業施工隊，

卻有個人化定製居住空間的可能性，有

利於增加居民的社區歸屬感。頂棚與兩側

板房結合形成三個方向的空間限定，使過

道空間有了更多的空間庇護，相對於露天

街道，居民有了更舒適的活動交往空間;

而回收材料的運用，也體現了建築的可

持續性。

災後安置有兩個重要階段：一是災後1-2

個月的「緊急安置期」，目的在於快速避

難、減少傷亡，主要安置建築為易於拆

裝、方便運輸的帳篷。但其圍護結構僅為

柔性材料，保溫隔熱性能有限，不利於形

成舒適的居住環境，也無法滿足長期居

住需求。

第二是災後3個月至永久性住房建成前的

「臨時安置過渡期」，通常有3-5年。災

區人口構成在這一時期內處於不斷變化

中1，主要安置建築為此次調研的安置區

住房類型——板房。板房體系易於拆裝、

運輸方便，相較於帳篷，還有更好的穩定

從本地生活獲取靈感，產生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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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耐久性，能更好地抵禦餘震等次生災

害，滿足較長時間的安置需求。然而，現

有板房體系的形式和組合方式較為單一，

靈活性較差，易出現各戶間私密性不佳、

家人混住干擾、缺乏儲藏空間、公共設施

使用不便等調研中發現的問題。

那麼，在帳篷和板房之外，有無更優化的

災後安置對策，讓災民住得更好呢？

1. 例如災情較為穩定後，因探亲、支援建設等需要，災區人口會出現短暂回流。隨後人流逐渐下降至穩定，而逢年過節時會短時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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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建築可生長和可模块化建造，這是我

們在調研後進一步探索的新概念。

可生長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总體規劃

和建築單元。

在总體規劃层面，不同功能分區的面積可

因應各時期需求做動态變化，以節约空

間，提高效率。例如：在緊急安置期可留

一部分空間做板材堆放區，到過渡安置期

就可將此處转化為生活服務區，配备公

厕、垃圾站、太陽能集熱器等生活設施。

在建築單元层面，可在各戶間预留空置空

間（比如：4*6米），作為可生長扩建的

缓冲空間，根據每戶需求靈活運用空間。

比如：在安置初期，可利用這一空間堆放

災民從原宅取回的大件物品；到安置中後

期，可封闭這一空間，置入卧室等功能性

空間，以保证個人居住空間，也可適應家

中新添成員、亲友返鄉等人員流動的生

活場景。

對於模块化，指的是在固定的轴网上自由

布置平面，所有構件來自工厂预製。

除了靈活可變的建築平面設計，這種方式

施工安全、价格低廉、施工工期短，受天

氣影響少，易被當地居民接受，方便工人

甚至當地居民自行建造。此外，模块化建

造有較好的可持續性，相較於传统建築，

產生的建築垃圾更少，建築材料也可回收

再利用。

舒適的生活和交往空間，也是我們希望能

改善的地方。汲取村民自建棚下空間的靈

感，我們構思在中央過道設置架空的頂

棚，供居民在此進行日常起居、鄰裡交往

和休闲活動，彼此陪伴共渡艱難時期。

除标註圖源外，其餘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資料整理： 赵如月 ｜ 审核：李珺杰 ｜ 編辑：Emily Li  ｜  設計：Tracy Ying

探索可生長、模塊化的設計策略，營造更舒適的人居環境

1. 建築單元平面示例：在各戶間预留空置空間（比如：4*6米），作為可生長扩建的缓冲空間，根據
每戶需求靈活運用空間。

2. 鄰里單元構想圖：在中央過道設置架空的頂棚，供居民在此進行日常起居、鄰里交往和休閒活動，
彼此陪伴共渡艱難時期。

以上便是根據蘆山地震臨時安置點實地

調研後的主要思考方向（具體方案请參

考這裡），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

的地方，因此我們從2013年後仍持續關

注和探究災後安置問題，希望發掘更多

可能性，不僅保留現有安置方式迅速、

高效的優势，還能為災民提供更舒適的居

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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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幅員辽阔，地質、水文、氣象等災害

数量排名在全球靠前，災後安置問題依然

任重道遠。雖然安置效率已有很大提升，

但在居住環境舒適性、災後安置能否滿足

可持續需求等方面仍有待優化。基於可生

長、模块化的構思，未來我們還可進一步

思考如何更好節约成本和優化資源分配，

如何合理運用當地材料來加强建築的可持

續性，以及如何恰當地結合共建和自建的

施工方式，加强社區在災後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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