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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2018 年第 250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的公告

现批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T 50357 - 20 1 8 ， 自 20 1 9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 原国家标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 CGB 50357 一 2005) 同时废止 。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cn ) 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 1 8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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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0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0J 43 号)的要求，标

准编制组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 2 . 术语; 3 . 历史文化

名城; 4. 历史文化街区; 5 . 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细化了历史文化名城与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内容 ; 2 . 更新和规范了相关表述; 3 . 细化

了历史文化名城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界线划定标准; 4. 将原

规范 " 3 . 3 建筑高度控制"调整为"格局与风貌"; 5. 协调其他

相关标准，对相关条款进行了补充修改; 6. 结合保护实践经验，

优化了道路交通、市政工程、防灾和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 。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促进处(地址 : 北京市

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5 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邮政编码 :

1000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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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保留中华文化基因，切实保护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确保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工作科学、合理、有效进行，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 、 文物保护

单位及历史建筑的保护规划，以及非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城区、

历史地段 、 文物古迹等的保护规划 。

1. O. 3 保护规划必须应保尽保，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保护历史真实载体的原则;

2 保护历史环境的原则 ;

3 合理利用、永续发展的原则 ;

4 统筹规划、建设、 管理的原则 。

1. O. 4 保护规划应全面深入调查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与现状，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研究分析其文化内涵、价值和特色，确

定保护目标 ， 坚持整体保护原则，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 。

1. O. 5 保护规划应在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改善城

市环境，适应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提升城市文化特色与

活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

1. O. 6 保护规划应研究确定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与利用途

径，充分体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并应对历

史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和l使用强度提出要求 。

1. (). 7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的规划范用和期限应与城市(县城)总体规划相一

致 。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成为城市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 。 城市

产业的选择、 空间发展方向的确定、用地布局的调整、道路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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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程设施的选线选址应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并应符合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

1. O. 8 保护规划应对具有一定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但未纳

入法定保护体系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评估，提出历史建

筑、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

村、传统村落等建议申报和补充名录。

1. O. 9 编制保护规划，应鼓励公众参与，坚持科学论证，广泛

征求有关部门、专家的意见，尊重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意愿。

1. 0.10 保护规划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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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历史文化名城 hi storic city 

经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

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 。

2.0.2 历史城区 hi stori c urban area 

城镇中能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的地区，

涵盖一般通称的古城区和老城区。本标准特指历史范围清楚、格

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需要保护的地区。

2.0.3 历史地段 hi stori c area 

能够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

地区 。

2.0.4 历史文化街区 hi stori c conservat ion area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

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

史风貌， 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历史地段。

2. O. 5 文物古迹 hi stori c monuments ancl sites 

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包括

地面、 地下与水下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石衷IJ 、

近现代史迹及纪念建筑等。

2.0.6 文物保护单位 oHi cially protectecl monuments ancl sites 

经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

2.0.7 地下文物埋藏区 unclergro und archaeologica l remains 

地下文物集中分布的地区 . 由城市人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

公布为地下文物埋藏区 。 地下文物包括埋藏在城市地面之下的古

文化遗址、 古墓葬 、 古建筑等。

2.0.8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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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c Clty 

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协调保护与建设发展为目的，以确定

保护的原则、内容和重点，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措施为主要

内容的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项规划 。

2.0.9 风貌 townscape 

反映城镇历史文化特征的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整体面貌和

景观。

2.0.10 历史建筑 historic bui ld ing 

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二定保护价值，能够反

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构筑物 。

2.0.11 传统风貌建筑 traditional s tyle bui lding 

除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外，具有一定建成历史.对历史

地段整体风貌特征形成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

2.0.1口2 历史环境要素 hi s钊to时n比c 巳env川lrOnTìηm丑lent e l e l巳创mη1陀阳e创n

反映历史风貌的古井、围墙、石阶、铺地、驳岸 、 古树名

木等 。

2. 0.13 保护 conserva t lon 

对保护项目及其环境所进行的科学的调查、勘测、评估、 登

录、修缮、维修、改善、利用的过程 。

2.0.14 修缮 preserva tlon 

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方式，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

整、重点修复等。

2.0.15 维修 refurbishment 

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的不改变外观特征的维护和加因 。

2.0.16 改善 improvement 

对建筑物、构筑物采取的不改变外观特征，调整、完善内部

布局及设施的保护方式。

2.0.17 整治 rehab il itation 

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完整性的保持、建成'环

境品质的提升所采取的各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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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文化名城

3. 1 一般规定

3. 1. 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城址环境及与之相互依存的山川形胜;

2 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

3 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历史地段;

4 需要保护的建筑，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已登

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传统风貌建

筑等;

5 历史环境要素;

6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

3. 1. 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必须分析城市的历史、社会、经

济背景和现状，体现名城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

化内涵 。

3. 1. 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坚持整体保护的理念，建立历

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与文物保护单位?伞个层次的保护

体系 。

3. 1. 4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确定名城保护目标和保护原则 ，

确定名城保护内容和保护重点，提出名城保护措施。

3. 1. 5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

I 城址环境保护;

2 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的保持与延续;

3 历史地段的维修、改善与整治;

4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 。

3. J. 6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划定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

和其他历史地段、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l地下文物埋藏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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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界线，并应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 。

3.1.7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优化调整历史城区的用地性质

与功能，调控人口容量，疏解城区交通，改善市政设施等，并提

出规划的分期实施及管理建议 。

3. 1. 8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对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界线范

围内的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市政管线建设、房屋建设、绿化建设

以及农业活动等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不得危及地下文物的

安全。

3. 1. 9 历史城区应明确延续历史风貌的要求 。

3. 1. 1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结合实施、管理， 制定切实可

行的政策机制和l保障措施。

3.2 保护界线

3.2. J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划定历史城区范闸，可根据保

护需要划定环境协调区 。

3.2.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划定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罔

界线，保护范围应包括核心保护范罔矛j]建设控制地带 。 对未列为

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地段，可参照历史文化街|叉的戈IJ定方法确定

保护范围界线 。

3.2.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用和建

设控制地带的界线，应以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具体界线为基本

依据。

3.2.4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划定历史建筑的保护范罔界

线。 历史文化街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应为历史建筑本身，历

史文化街区外历史建筑的保护范罔应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的

建设控制地带 。

3.2.5 当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罔

和建设控制地带出现重叠时，应坚持从严保护的要求， }主按更为

严格的控制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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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格局与风貌

3.3.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对城址环境的 自然山水和人文

要素提出保护措施，对城址环境提出管控要求。

3.3.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对体现历史城区传统格局特征

的城且轮廓、空间布局、历史轴线 、 街巷肌理、 重要空间节点等

提出保护措施，主i二应展现文化内在关联 。

3.3.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运用城市设计方法，对体现历

史城区历史风貌特征的整体形态以及建筑的高度、体量、风格、

色彩等提出总体控制和引导要求 。 并应强化历史城区的风貌管

理，延续历史文脉，协调景观风貌。

3.3.4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明确历史城区的建筑高度控制

要求 . 包括历史城区建筑高度分区 、 重要视线通廊及视域内建筑

高度控制、 历史地段保护范罔内的建筑高度控制等 。

3.-' 道路交通

3. -'.1 历史城区应保持或延续原有的道路格局，保护有价值的

街巷系统，保持特色街巷的原有空间尺度和界面。

3.-'.2 历史文化名城应通过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改善历史城区

的交通条件。 历史城区的交通组织应以疏导为主 ， 应将通过性的

交通千路、 交通换乘设施、大型机动车停车场等安排在历史城区

外罔 。

3.4.3 历史城区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 应

选择合适的公共交通车型，提高公共交通线网的覆盖率;宜结合

整体交通组织 . 设置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步行区 . 营造人性化

的交通环境 。

3. -'.-' 历史城区应控制机动车停车位的供给 ， 完善停车收费和

管理制度 ， 采取分散、 多样化的停车布局方式 。 不宜增建大型机

动车停车场。

3. -'. 5 历史城区内道路及交叉口的改造， )JIl充分考虑历史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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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有空间特征 。

3.4.6 历史城区内道路、桥梁、轨道、公交、停车场、加油站

等交通设施的形式应满足历史风貌的管理要求，对现有风貌不协

调的交通设施应予以整泊。

3.5 市政工程

3.5.1 历史城区内应积极改善市政基础设施，与用地布局、道

路交通组织等统筹协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历史城区的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应充分借鉴和延续传统方

法和经验，充分发挥历史遗留设施的作用;

2 对现状已存在的大型市政设施，应进行统筹优化，提出

调整措施 ; 历史城区内不应保留污水处理厂、固体废弃物处理厂

(场)、区域锅炉房、高压输气与输油管线和1贮气与贮油设施等环

境敏感型设施;不宜保留枢纽变电站、大中型垃圾转运站、高压

配气惦Jffi站、通信枢纽局等设施;

3 历史城区内不应新设置区域性大型市政基础设施站点，

直接为历史城!区服务的新增市政设施站点宜布置在历史城区周边

地带;

4 有条件的历史城区，应以市政集中供热为主 : 不具备集

中供热条件的历史城区宜采用燃气、电力等清洁能1~、供热;

5 当市政设施及管线布置与保护要求发生矛盾时，应在满

足保护和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采取适宜的技术措施进行处理。

3.5.2 历史城区市政设施建设应与历史城区整体风貌相协调。

3.5.3 历史城区市政管线布置和市政管线建设应结合用地布局、

道路条件、现状管网情况以及市政需求预测结果确定.井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合理确定市政管线建设的优

先次序;

2 应因地制宜确定排水体制，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雨水低

影响开发建设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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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线宜采取地下敷设的方式， 当受条件限制需要采用架

空或沿墙敷设的方式时，应进行隐蔽和美化处理;

4 当在狭窄地段敷设管线无法满足同家现行相关标准的安

全问距要求时，可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以满足管线安

全运营管理要求 。

3.6 防灾和环境保护

3.6.1 防灾和环境保护设施应满足历史城区历史风貌的保护

要求 。

3.6.2 历史城区必须健全防灾安全体系 。

3.6.3 历史城区内不得设置生产、贮存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

险物品的二r厂和仓库。

3.6.~ 历史城区内应重点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相 DÇ 自己的相关产

业，不得保留或设置二 、 三类工业用地， 不宜保留或设置一类工

业用地。当历史城区外的污染源对历史城区造成大气、水体、 |噪

声等污染时，应提出治理、调整 、 搬迁等要求 。

3. 6.5 历史城区防洪堤坝工程设施应与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相

协调，保持滨水特色 。 对历史留存下的防棋构筑物、码头等应提

出保护与利用措施。

3.6.6 历史城区的 内涝防治措施应根据地形特点、水文条件、

气候特征、雨水管渠系统、防洪设施现状和内谤防治要求等综合

分析后确定 . 并应与城市竖向规划、防洪规划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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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文化街区

4. 1 一般规定

4. 1. J 历史文化街区应具备下列条件 :

1 应有比较完整的历史风貌:

2 构成历史风貌的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应是历史存阳

的原物;

3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陪|面积不应小于 lhm2
; 

4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的总用地面积不应小于核心保护范罔内建筑总

用地面积的 60 % 。

4. 1. 2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确定保护的目标和原则， 严格

保护历史风貌，维持整体空间尺度， 对街区内的历史街巷和外围

景观提出具体的保护要求 。

4. 1. 3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达到详细规划深度要求 。 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对保护范自| 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挝 lt\分类保

护与整治要求 。 对核心保护范 !有应提 出建筑的高度、体量、风

格、色彩、材质等具体控制要求和l措施，并应保护历史风貌特

征 。 建设控制地带应与核心保护范用的风貌协调， 至少应提出建

筑高度、体量 、 色彩等控制要求 。

4. 1. 4 历史文化街区增建设施的外观、绿化景观应符合历史风

貌的u护要求。

4. 1. 5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包插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保恃

街区前力、延续传统文化的内容 。

4. 1. 6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中的道路交通、市政t程 、 防灾

和环境保护的内容应在本标准第 3 章相关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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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保护界线

4.2.1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罔界线的划定和l确切]定位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应保持重要眺望点视线所及范围的建筑物外观界面及相

应建筑物的用地边界完整 ;

2 应保持现状闲地边界完整 ;

3 应保持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完整 。

4.2.2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界线的划定和确切定位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应以重要眺望点视线所及范围的建筑外观界面相应的建

筑用地边界为界线;

2 应将构成历史风貌的 自然景观纳入，并应保持视觉景观

的完整性;

3 应将影响核心保护范围风貌的区域纳入 ， 宜兼顾行政区

划管理的边界 。

".2.3 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用和建设控制地

带应以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具体界线为依据。

4.3 保护与整治

".3.1 应对历史文化街区内需要保护建筑物、构筑物的位置信

息 、 建造年代、 结构材料、 建筑层数、历史使用功能、现状使用

功能、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进行淫项调查统计。

".3.2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与整治方式应

符合表 4.3 . 2 的规定 。

表-1.3. 2 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与整治方式

其他注筑物、构筑物

分类
文物保历史传统风貌

与历史风貌元冲突的与历史j礼貌有冲突的J户单位注筑 边筑
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fl~缮
维修

{)j!: ~{I 
级泊保护与~~

修缮 tft修 维修
(拆除亟王业、 机除不应〕治方式

改善 改-lli 改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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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应对历史文化街区内与历史风貌相冲突的其他环境要素

进行整治、拆除 。

4.3.4 当对历史文化街区内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建筑物、构筑

物采取拆除重建的方式时，应符合历史风貌的保护要求;当采取

拆除不建的方式时，宜多增加公共开放空间，提高历史文化街区

的宜居性。

4.3.5 应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环境要素进行调查统计，提

出分类保护措施。

4.4 道路交通

-'.4. 1 宜在历史文化街区以外更大的空间范罔内统筹交通设施

的布局，历史文化街区内不应设置高架道路、立交桥、高架轨

道、客货运枢纽、大型停车场、大型广场、 加油站等交通设施。

地下轨道选线不应穿越历史文化街区 。

4.4.2 历史文化街区宜采用宁静化的交通设计，可结合保护的

需要， 划定机动车禁行区 。

-'.4.3 历史文化街区应优化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提高公共

交通出行的可达性。

4.4.4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街道宜采用历史上的原有名称。

4.-'.5 历史文化街区内道路的宽度、断面、路缘石半径、消防

通道的设置应符合历史风貌的保护要求，道路的整修宜采用传统

的路面材料及铺砌方式。

-'.5 市政工程

4.5.1 历史文化街区内宜采用小型化、 隐蔽型的市政设施 . 有

条件的可采用地下、半地下或与建筑相结合的方式设置，其设施

形式应与历史文化街区景观风貌相协调 。

4.5.2 历史文化街区应因地制宜确定排水体制， 完善排水设施

和污水截流设施，粪便污水应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 。

4.5.3 工程管线种类和敷设方式应根据需求及道路宽度 、 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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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市政工程管线应以地下敷设方式为主 ， 各种工程管线不

宜在垂直方向上重叠直埋敷设 ;

2 排水管道宜选用强度高 、 接口可靠、便于在狭窄场地施

工的管材 ;

3 当历史文化街区的街巷宽度受到限制以及不符合管线安

全防护要求时，不应新建高压 、 次高压燃气管线;

4 热力管线宜采用直埋敷设，建筑改造应预留 出热力管线

走廊 ;

5 电力、通信管线宜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因条件限制可采

用架空或沿墙敷设方式，并应进行隐蔽化处理。

4.5.4 当街巷狭窄，管线敷设受到空间限制时，可采取提高管

线强度和承载能力、 加强管线保护等适宜性工程措施，并应合理

调整管线净距 ， 满足工程管线的安全、检修等要求 。

4.5.5 在有条件的街巷，宜采用综合管廊、管沟的方式敷设工

程管线 。

4.6 防灾和环境保护

4.6.1 历史文化街区宜设置专职消防场站，并应配备小型 、 适

用的消防设施和I装备，建立社区消防机制 。 在不能满足消防通道

及消防给水管径要求的街巷内，应设置水池、 水缸、沙池 、 灭火

器及消火栓箱等小型、简易消防设施及装备。

~. 6. 2 在历史文化街区外罔宜设置环通的消防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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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

5.0.1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5. 0.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依据文物保护规划和文物保护

的相关规定 ，对文物保护单位提出必要的保护措施。

5.0. 3 应对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建筑物、

构筑物进行全面普查、整理、确定，并应提出列入历史建筑保护

名录的建议 。

5.0.... 应科学评估历史建筑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以及保存状况，提出历史建筑的场地环境 、 平面布局 、 立面形

式、装饰细部等具体的修缮维护要求，所有修缮维护、设施添加l

或结构改变等行为均不得破坏历史建筑的历史特征、艺术特征、

空间和风貌特色 。

5.0. 5 保护规划应对历史建筑保护范用内的各项建设活动提出

管控要求 ， 历史建筑保护范罔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应在

高度、体量 、 立面、材料、色彩、功能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

调，并不得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展示 。

5. O. 6 历史建筑应保持和延续原有的使用功能;确需改变功能

的，应保护和提示原有的历史文化特征， 并不得危害历史建筑的

安全。

5.0.7 保护规划应对历史建筑周边各类建设工程选址提 fH要求，

应避开历史建筑 ; 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实施原址保护 . 并

提 f-H必要的工程防护措施。

5.0. 8 保护规划应加强对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新

类型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 . 根据遗产特点提出针对性的保护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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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惟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1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而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 反而同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 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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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GB/ T 50357 - 2018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 GBj T 50357 - 20 1 8 ，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 1 8 年 11 月 1 日以第 250 号公告批准发布 。

本标准是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 GB 50357 -

2005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参编单位是上悔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成都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回家文物局

文物保护司，主要起草人员是赵 中枢、王景慧、阮仪兰、郑连

勇、吴俊jJ、晋宏适、周俭、张广汉、张松、王骏、胡滨、邵

雨 、 叶勤 、 吴进、胡晓玲、郑小明、 汪础 。

本标惟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 总结了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践经验 . 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

准，征求了专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并与相关国家标

准相衔接 。

为便于广大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科研、 学校等单位有关

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 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

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说明 。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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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1 982 年同务院公布了第一批 24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到 2005 年全国巳公布 102 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进入到一

个新的阶段。 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全国各地城市规划

编制单位编制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内容深度不一，甚至出现

规划原则、实施措施及指导思想错误的情况。 2005 年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建设部联合发布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规范 >> GB 50357 ~ 2005 ，该规范的编制和出台对我国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编制整体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名城保护制度不

断深化，逐步形成了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为骨

干法规的保护制度框架。 截至 2018 年 5 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

经达到 1 34 座，部分省份也公布了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2015 年

初，为了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特别是为了保护那些分布于

未被列入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内的历史文化街区，住房城乡建设

部会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 30 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其中

屯溪老街、鼓浪屿等历史文化街区所在地的安徽省黄山市、福建

省厦门市都不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

我国的快速城镇化给城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挑

战 。 这个过程中，保护规划实践不断有新的经验积累 。 同时，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20 1 3) 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20]5) 对城乡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也为这项工作的开展创

造了新的机遇 。 为了更好地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

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十分有必要对 2005 年版规范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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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城乡文化遗产保护新的政策要

求，借鉴同际遗产保护领域新的理念和方法，并且总结提炼新世

纪以来保护实践经验，以切实提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

1. O. 2 本标准涵盖了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

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内容，不同层次的规划重点和深度要求在相

应章节中有具体规定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机 城市规划分为总体规

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 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

详细规划 。 但本标准所指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城市总体规

划的专项规划，应单独编制，并将保护的原则、内容、措施、开

发强度、各种建设控制要求、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护要求、核

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要求，以及其他有必要的内容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 。

历史文化街区无论所在地的城市是否已被列为历史文化名

城，均应单独编制保护规划，其规划深度应当达到详细规划深

度，并可作为该街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

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保护单

位的保护规划应符合 《 巾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 的相关

规定 。

在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外，不少城市仍然保存着历史

城区、历史地段、文物古迹等丰富遗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纳

入保护体系加以保护，以利于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 针对这些

遗存编制保护规划是必要的，方法上可以参照本标准。

1. O. 3 保护规划必须遵循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护历史环境、

合理利用永续发展的原则 。 首先，传承文化遗存真实的全部信息

是我们的职责。 真实性是定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建筑等一切文化遗产的基本因素 。 认识遗存具有的历史文化价

值依赖于历史真实载体。 承载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的物质载体一旦

失去真实性，它的价值便会丧失 。 其次，历史环境是历史文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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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 1 5 届大

会通过的 《西安宣言 )> .将历史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环境的内涵和外延 : 历史环境既包括历

史遗存实体和视觉方面，还包括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对

杜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的认知:1和|创造，井形成了环境空间

巾的其他无形文化遗产 。 2008 年同务院颁布的 《历史文化名城

名慎名村保护条例》 明确要求 "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 、 名村应当

整体保护"，保护历史环境是应有之意。 再次，历史文化名城是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同时.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种活着的文化遗产，在保护好真实的物质载体

和历史环境前提下，探索合理利用、永续发展的途径是重要的任

务 。 "大拆大建"、 "拆真建11!rl " 、将历史城区或历史文化街区当作

景区封闭管理收取门票、大量动迁街区内部!原居民、过度商业化

开发等急功近矛IJ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都应坚决摒弃，以免对历

史文化名城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树立系统思

维，统筹规划、 建设 、 管理三个环节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

制定 . 耍，综合考虑城市发展战略、功能定位、文化特色、建设管

理等多种因素，提高规划的综合性和l系统性;要在规划理念和方

法上不断创新，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要充分考虑与实施

管理的对峰，改善规划的可操作性;要研究建立历史文化名城的

体检评估方法，加强保护规划实施的监督考核问责 。

1. o. .t 只有在充分分析名城的现状问题和深入研究名城的历史
文化价值特色的基础上 . 才能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总体目标、原

则.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拌!古伍 。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对自然

与人文资源的价值、特色、现状、保护情况等进行调研与评估，

以丰富、可靠的资料为依据分析研究名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价值

和l特色，坚持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 . 构建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迸而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1. O. 5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 ， 是一定地域范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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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社会、经济、文化、自然、习俗等因素 !夭期综合作用的产物 .

在承载着突出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发挥着城市的基本功能。

因此，不能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割裂开来，不能采用博

物馆冻结式的保护方式，应古为今用，积极探索适宜的利用方

式。 应改善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和基刑设施的水

平 . 满足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不断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O. 6 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整体关系 。

保护规划应在充分研究和认识遗产价值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

出保护与利用措施，制定科学的利用方式和合理的使用强度， 以

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实现遗产永续传承。

1. O. 7 (<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 第十五条规定， ··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的规划期限应当与城市、镇总体规划

的规划期限相一致"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

专项规划，其j组戈IJ 的空间范罔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一致 。 由于名

城的历史文化价值通常主要由中心城区内的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历

史城区承载， I到此保护规划虽然会考虑市(县)域层而的历史文

化遗存的保护 . 但仍应将历史城区作为重点对象 。

此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从城市整体层面制定保护战

略和措施电提出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布局结构的战略要求，协调

城市新区与历史城区的关系;对城市发展方向、 川3地布局、道路

与工程管网选线及其他大型工程设施布局等内容提出规划要求和

建议，为名城的保护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1. O. 8 人类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一个动态过程 . 随着时间

的推移，认识视角不断拓宽-理解深度也会不断深化。 在保护规

划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可能对现有选存的遗产价值产生新的认

识 . 也可能会发现之前未列入保护名录，却有价值的新的遗存。

因此 . 保护规划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新发现的遗存列入保

护名录，不断丰富和完善名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保护体系，制定

相应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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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9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应本着共谋、共建、共享的

原则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应当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的要求加强公众参与的深度

和广度 。 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相关专家的意见，充分征询居民和

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对名城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和制定科学合理

的保护措施是有意义的 。

1. 0.1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除应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同文物保护法》 、 《 历史文化名城名慎名

村保护条例》 及本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外，还需同时执行其他相关

标准规范的规定，如现行声|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

范 )) GB 50220 、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 GB 50289 、 《 消

防规划规范 )) GB 5 ] 080 等 。

上述规范与本标准出现矛盾时 . 譬如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消

防、排水等方面出现冲突，应在本标准保护要求的前提下，针对

实际情况开展专项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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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根据相关法规文件，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包含芝个方面:

① (价值方面)城市历史悠久，仍保存有较为丰富 、 完好的文物

古迹，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 ② (载体方面)城市

的现状格局和风貌仍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城

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③ (管理方面)保护和利用是整体的、综合

的，对城市性质与空间布局等具有重要的影响 。

除国务院公布的同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外，部分省份也公布了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些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

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0.2 历史城区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 1987 年 《保护历史城

镇与城区宪章)) (又称华盛顿宪章) 中采川的名同概念 。 我同也

采用这个概念。 尽管口语中也有古城区、 1 1=1城区、老城区等多种

说法，但本标准的历史城区有别于历史城址，特指历史范用清

楚、格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的需要保护控制的地区 。 部分历史

文化名城可能有多个历史城区 。

2. 0.3 历史地段是同际通用概念， 可以是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连

片的地段，也可以是能较完整体现历史风貌或地方特色的区域。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地段的一种类型。 历史地段内可以有文物保

护单位.也可以没有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地段也可指代其他建筑

群、古镇、肯村等 。

2.0.4 1 986 年 1 2 月 8 日国务院批转建设部 、 文化部 《关于请

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 巾提出，对于一些文

物古迹比较集巾， 政能较元整地体现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

民族地方特色的街rx: 、 建筑群、小镇、村寨等 . 可根据它们的历

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 0 2002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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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采用了"历史文化街区"这个

法律概念 。 "历史文化街区"、 " 历史文化名慎"、"历史文化名

村"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概念 。 2008

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明确了历史文化街区是指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 、

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梢局和历史j礼

貌， 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

2.0.5 文物古迹是对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不可

移动的实物遗存的通称 。 在保护规划编制过程rl=l ，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分类，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2.0.6 文物保护单位的定义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同文物保护

法》。

2.0.7 1也下文物埋藏 |泛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例如:郑州商城、洛阳隋唐古城、扬州城遗址等，都位于现在城

市建成区之下 。 地下文物埋藏区根据其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已经确

切定位的地下文物埋藏区 、 经过探测基本明确范闸的地下文物埋

藏区和l 尚未完全确定范闸的地下文物埋藏区 。

需要注意的是 ， 存在于水域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

人类文化遗产 ，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构成内容和保护对象. I灭|此

在一些特殊的 (历史海港、 ?可港 ) 历史文化名城中应当特别注意

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划定 。

2. O. 8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 是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纲领， 是城市总体规划的 专项规划 。 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的价值取向和管理要求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

支撑 。

2.0.9 风貌一同在保护规划中经常使用 . 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

屈常是指城市的历史风貌.即城镇景观和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

面貌， 不仅表达着历史要素的视觉价值和特征，还蕴含着地域文

化和1意境的表达 。

2.0.10 历史建筑是体现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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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有着较为广泛的意义 。 它可以是伟大的建筑作品，也可

以是随着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朴实的建筑作品:它可能同

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有关，也可能同某个地区经济社会

产业的发展历史有关;它可能体现一定时期典型的建筑设计风

格，或者是那个时期重要建筑师的代表性作品，也可能只是一定

地域内有标志性或象征性、体现集体记忆的建筑物、构筑物;它

可能是在空间、形式、色彩、构件、 装饰等方而有一定艺术特色

的建筑物 . 也可能是在建筑结构、材料、施工工艺等工程方面具

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它的功能可能是住宅、办公 、 商业和|

其他公共建筑 . 也可能是过去的作坊、厂房、仓库和道路桥梁 ;

历史建筑可以是单体建筑 . 也可以是有特色的空间组合的建筑

群。 历史建筑同优秀近现代建筑、乡土建筑、工业选产、 20 世

纪遗产建筑等文化遗产的内涵有一定交叉 。 历史建筑的保护不同

于文物建筑的保护 . 可以在保护价值特色的前提下，更为灵活地

利用 。

2.0.11 传统风貌建筑是历史地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 甚至可能是

历史地段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保护的重要性和价值而言 . 传统风

貌建筑低于文物建筑与历史建筑.但传统风貌建筑组成的街巷格

局、片区肌理和相应的景观环境，是历史地段传统j礼貌的集巾

反映。

2.0.12 历史环境要素通常是指除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外的全部能

够反映历史环境、传统风貌的物质要素 。 条文中列举的肯井、闸

i苗、石阶、铺地、驳岸、古树名木等均为常见的历史环境要素 ，

由于我同不同地区向然条件、风土人情各具特色，历史环境要素

类型差异明显，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严|此在保护规划编制巾应加

强调查、整理与保护。

2.0.13 针对保护对象所采取的调查、勘测、汗估、登录、修

缮、维修、改善、 利用等一切政策手段、技术措施、操作过程的

总称 。

2.0.U 修缮是文物1ï:ì1f保护的方式之一 . 在修缮巾应遵循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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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谨慎采用重点修复的方式。

2.0.15 维修是建筑物、构筑物保护的方式之一。 在不改变外观

特征的前提下，加固结构、完善设施、保持安全，使其适应现代

生活 。

2.0.16 改善是建筑物、构筑物保护的方式之一。 对建筑结构、

空间布局、内部设施、使用功能作适当调整，使其适应现代

生活 。

2.0.17 整治是一种综合的措施，包括对建筑物、构筑物采取的

改建、拆除等措施，也包括对周边环境的清理、改善等活动，使

整治对象与地区整体传统风貌相协调，传承地区文脉，延续空间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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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文化名城

3. 1 一般规定

3. 1. 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物质性

要素和非物质性要素 。 其中，物质性要素主要包括 : 历史城区的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城址环境、与名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形

成有联系的山川形胜，其中城址环境的保护对保存古城演化的历

史信息具有重要意义;反映城市肌理和传统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

和其他历史地段;具有保护价值的各类建筑单体遗存(包括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 ;反映地域建成环

境特征的历史环境要素(包括古井、围墙、石阶、铺地、驳岸、

古树名木等) ; 二11=-物质性要素包括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未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各类优秀传统文化，如地方民俗、民

间工艺、节庆活动、传统风俗等。

3. 1. 2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需要对城市的历史沿革、城

址变迁、形态演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

础上认识名城的历史文化特征 . 科学分析名城的保存状况，深入

挖掘和评估名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

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而确定符合名城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和实际

保存状况的保护重点和保护措施。

3. 1. 3 我同历史文化名城要素丰富，类型复杂多样，彼此联系

紧密，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方

法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整体、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

三个层次.名城保护规划应在气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切实可行的保

护措施。

3. 1. 4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多、分布广，城市规模、保存状

况也各不相同 。 为了更好地保护名城的格局风貌特色和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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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 需要在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理念的基础七 . 根据各名城的

实际情况确定各自适川的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内容、似护

重点及具体的保护措施。

3. 1. 5 针对物质性要素 . 保护规划应重点研究制定' 二个方面的

内容， 第一，城址环境、名城传统格局和l历史风貌的保护与延

续 ; 第二 ， 字;城内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整治 : 第 - 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建筑以及传统风貌建筑等的保护与修缮 。

3. 1. 6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是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历史文化遗存分布状况等划定各类似护界线，包括历史城

区、 历史地段、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地下文物埋藏 |泛等，

并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 。

3. 1. 7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该从城市整体的角度提出有利

于名城保护的规划措施建议，包括调整历史城区的不合现功能和

用地. 调控历史城区的人口 容量和结构 . 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等 。 同时， 应针对保护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

管理规定 . 并结合城市近远J'~J规划目标和年度计划，提出保护规

划的实施时序，以指导下一层次和l阶段的坝戈IJ编制和l项目实施。

3. 1. 8 名城保护规划应根据相关要求和实际情况划定地下文物

埋藏区，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 重点管控那些会对地下文物埋藏

区造成破坏的活动，如房尾建设、道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建

设、农业活动等 。 对于明确存在选址的区域，也不宜种植大型乔

灌木植被，避免对地下埋藏文物造成破坏。

3. 1. 9 历史文化名城是特殊的城市类型，有机更新是其可持续

发展的不二证择 。 建设活动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破坏历史

城区的整体风貌特色，应在 I吸取传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积极创

造 . 延续名城的文化内涵和)礼貌特色 。 因此，规划不仅要对历史

地段(包括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提出保护

要求，对历史城区也罔内的其他地区也应提 :1-\ 风貌延续的要求 。

3. 1. 10 保护规划应根据保护目标 、 保护原则和l保护要求，研究

实施路径『对实施保护规划需要的机构人员、体制机制 、 资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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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工程措施进行全面的部署。

3.2 保护界线

3.2.1 戈IJ定历史城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

历史城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空间的集中承载地 。 历史城区并非

完全对应于历史上的城垣范闸，而是通过综合分析城市不同历史

时期的空间格局，根据保护格局和延续风貌的要求划定保护控制

范围的 。

我同古代城市的建设十分重视选址的科学性，遵循天人'可一

的营建理念， 尊重城市与向然山水格局的和谐关系 。 众多历史文

化名城的城址环境是城市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四川 |闽中古城 、 江西赣州古城、陕西韩城古城等 。 因此，如有

保护需要 ，可划定城市环境协调区， 以体现古城独特城址环境的

山川 l~胜与河湖水系 。

3.2.2 保护规划必须划定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区划. 应以阁纸

和文字的形式明确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用、建设控制地带的

具体界线 。 界线的划定应当根据遗产保存和分布的情况，同时应

当考虑保护管理的可操作性。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

巾，对未)iIJ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其他历史地段 ， 可参考历史文化街

|天划定保护范围界线的方法 . 来戈IJ定利于保护管理的似护界线 。

3.2.3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用和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 《 巾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执行 。 名城保护规划应落实

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网和建设控制地带 、

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范罔界线 。

3.2.-'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建筑保护范罔为历史建筑本体范

罔;历史文化街区外的历史建筑保护范罔则包捐历史建筑本体也

用和l必要的建设控制地带区域。 历史建筑本体范伟|包括历史建筑

建筑主体、建筑院落以及与建筑相依附的传统格局环境要素等，

建设控制地带不宜以本体范围简单外扩 . 应当结合声!边地J~地

貌 、 道路条件、比邻建筑和院落边界线等条件 . 统筹划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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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保护规划中可能会出现各类保护区划重叠的情况， 一般

遵照各保护区划中控制要求最严格的规定执行。

3.3 格局与风貌

3.3.1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址环境和周边自然山水格局、人文要

素是名城形成、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基础条件，是传统城市营建的

重要依据，是体现名城价值与特色的重要载体， 真实和l完整地保

护城址环境是名城保护的重要目标与内容 。 名城保护规划不仅应

对古城城址环境的自然山水格局和人文环境要素提出保护措施，

还应对可能破坏名城城址环境的人工十预活动提 11\ 具体管控要

求，确保相关变化处在可控的范罔之内，不损害城址环境 的

特征 。

城址环境与自然山水格局密切相关，不仅具有独特的山水美

学意境 ， 其选址和建设过程蕴含丰富的科学价值和人文内涵 。 城

址环境的保护应秉持整体系统的观念 ， 重视历史上古城选址的特

征 . 以及城址本身与外部环境的整体关系 。

3.3.2 我同古代城市的营建尊崇礼制、讲究秩序，同时因地制

宜 、 顺应地J~ ， 创造了和而不同、多样统一的传统城市格局特

色。 古城形态轮廓、历史轴线、功能空间布局 、 街巷肌理以及重

要空间节点是城市格局特色的重要载体， 是保护和延续传统格局

风貌和文化内涵的关键要素，保护规划应提出切实有效的保护

措施 。

3.3.3 历史风貌是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重要表现。 当前大部分

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历史风貌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规划应针对

历史城区的历史风貌特征，运用城市设计的分析方法，对历史城

区的整体形态以及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方面提出总体

层面的控制和引导措施，确保历史城区在有机更新过程中保持景

观风貌的协调，强化历史城区空间的立体性 、 平面的协调性、文

脉的延续性和l风貌的整体性。

3.3.4 历史城区内的建筑高度控制是名城保护规划的重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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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之一，是保护名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景观特色的重要措

施 。 对历史城区的建筑高度进行分区控制是为了保持历史城区的

整体尺度，对视线通廊内建筑高度进行控制的目的是保护名城整

体上的视觉关联性，对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内的建筑高度进行控制

的目的是保护重要片区整体风貌协调 。

3 . 4 道路交通

3.4.1 历史城区所形成的道路格局是其历史风貌和l文化特色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格局密切相关。 保护、延续历史道路格局

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键措施之一。 "窄路密网"是我同古代

城市交通系统的普遍特征 。 历史城区内的街巷系统往往拥有高密

度、窄路帽的特点，适于步行 、 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有利于对城

市传统风貌和文化氛围的体验，因此应重视保护有特色、有价值

的街巷系统。 需要对历史城区进行充分的历史调查和景观分析，

对内涵丰富、特色明显、保存完整和对名城风貌特征起着重要作

用的历史街道(巷) ，应当最大程度的保护其原有街道尺度、断

面形式、两侧建筑界面等，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公布永不拓宽的街

巷名录。

3.~.2 历史城区的交通组织应从城市整体层面进行综合考虑，

以疏解为主，应避免由于将穿越性交通引人历史城区而加剧交通

拥挤程度 。 对起i乞点均在历史城区以外的穿越性交通 . 要尽可能

从历史城区调整出去，鼓励构建环绕历史城区的外罔道路交通系

统 ， 减少历史城区的通过性交通压力 。 历史城区内不宜新建大规

模交通设施，女~I体量较大的道路桥梁、客货运枢纽、社会停车

场、机动车加油站等， 以免吸引与历史城区无关的外部交通 。

3.4.3 历史城区应持续优化出行方式结构，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 根据道路和l街巷特点， 灵活发展中巴、小巴

等公交车型，构建公共交通系统良好的可达性，提高对历史城区

内部居民州行的服务水平;研究设置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必要

时可戈IJ定步行区，不断完善人性化的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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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城区道路狭窄，路网容量有限，应通过完善交JÆ需

求管理措施、 停车收费机制， 有效地控制小汽车出行总量和l

比例 。

历史城区内不应新建大规模的停车场，宜采用分散、小规

模 、 多样化的停车供给方式 。 结合城市更新 ， 作好交通影响评

价，利用地下空间提供停车服务;在不影H向传统风貌的情况下，

可合理组织路边停车，但应避免对慢行交通、公共交通造成

干扰 。

3....5 历史城区内的道路交叉口需要进行改造时，应以保护历

史街道的原有空间特征为重 ， 不以满足机~]车交通需求为优先，

原则上不得拓宽原有街道，倡导通过好的道路详细设计来改善道

路交通条件。

3.4.6 历史城区内的交通设施应满足历史城区整体风貌保护与

管控的要求 . 使其与历史城区传统风貌相协调，对于不协调的交

通设施应当根据历史城区风貌控制管控要求进行整治。

3.5 市政工程

3.5.1 完善市政设施是保持历史城区合理利用、永续发展的必

要前提 . 提高历史城区生前环境质量及市政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

平 ， 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 。 随着社会的进步 ， 在历

史城区内生活、工作、消费的人们对市政公用服务的要求也逐步

提高 . 若市政公用设施服务水平落后，将导致其吸引力下降或丧

失活力。

历史城区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更新建设，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 ，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设施至今仍然发挥作用，有些古代营建的

设施甚至成为了历史城区的文化记忆和l遗存保护的重要内容 。 因

此应充分借鉴和延续传统方法和经验，例如:保护与适当恢复历

史水系，沿用历史上形成的排水边沟暗渠，延续传统街道和院落

雨水收集利用方式 . 设置消防水缸来应)(.J 火灾初期的消防需要

等。 充分发挥历史遗阳设施的作用， 需要通过技术条件评价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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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设施功能完善的主要内容，应以最小化的改造来满足历史城区

保护和发展对市政基础设施的需要，避免完全拆旧建新 . 破坏历

史城区遗存的完整性。

不同城市由于其城市建设规模、人口规模、设施需求和覆盖

能力等不同，导致其市政基础设施规模存在大小差异 。 条文中提

到的"大型市政设施" 是一利I相对概念，是指主要服务于城市和 l

区域的市政设施，通常占地多 、体量大、:ìt!一出管线复杂，对历史

城区HJl也、风貌有一定影响， 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和次生污染 .

因此应统筹规划，优化设施布局， 尽可能将其安排到历史城区之

外或者周边地带 。 历史城区内原则上不应新设置区域性大型市政

设施站点和|管线，对现状已存在使用的大型市政设施和管线，应

进行合理优化和调整 。

传统老旧的供热设施由于工程技术条件的局限性， 其设施建

设形式和工艺选择不仅会对历史城区的景观风貌造成影响，也产

生一定的环境污染， 有条件的历史城区应以集中供热为主，并鼓

励采取电力、燃气寄:清洁能源供应 。

无论是市政设施布置还是管线敷设， 主与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

要求发生矛盾时 ，应当以保护和安全为前提，积极探索适宜性的

技术手段和处理措施。

3.5. 2 位于历史城区内的市政设施应与历史城区整体风貌协调

致 。 对会明显造成视觉干扰和l影响的市政设施 . 如通信、广

播、电视等无线电发射接收装置的高度和夕|、现 . 应提出限制性

要求 。

3.5.3 应当通过调查和评估， 在综合考虑用地布局、道路条件、

现状管网情况的基础上统筹安排， 管线布置要优先保障居民的供

水、排水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应尽可能多地引人其他

管线 。

鼓励继承与运用彰显传统智慧的工程方式，例如在有条件的

地区结合海绵城市的发展理念，采用雨水低影响开发 的建设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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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街巷内敷设各类市政管线，常会遇到地下空间不足、

管线净距不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的问题，应在满足管线安全运营

管理要求的前提下 . 鼓励采用适合街巷需求和发展的综合管廊或

缆线管廊、采用强度高且便于在狭窄场地施工的高分子聚合材质

的管材、 管线敷设时采取套管或斜交的方式以减小管线重叠长度

等措施，以解决历史城区街道狭窄给管线敷设造成的困难。

3.6 防灾和环境保护

3.6.1 防灾和环境保护工程设施应考虑与历史环境的协调，尽

量隐蔽处理，不能隐蔽处理的，应通过外观设计'尽量减少对历史

风貌的影响和破坏。

3.6.2 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防灾方针，健全防

火、防灾安全体系 。 历史城区的消防组织，可采用消防部!i与社区

消防组织相结合的二级结构方式，社区消防组织主要负责小型火

灾及初期火灾的灭火任务。 新建立足改建的防火 、防灾设施在伺合

相关技术规定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历史城区内景观保护的要求 。

有条件时，可借鉴和采用一些传统的防火设施和措施 。

3.6. 3 历史城区内建筑密集，传统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因此在

其内部和边缘应严格禁止生产和存放易燃 、 易爆和其他危险品 。

3.6. 4 从保护历史风貌和环境安全的角度，历史城区内不应建

设新的工业项目，现状有污染的工业应调整搬迁 。 对延续有文化

价值的传统工艺的生产单位，在通过安全评估的前提下，可予以

保留 。

环境污染特别是有害气体、化学物质、粉尘等污染源，会对

文物古迹造成侵蚀和损害的，应制定消除各类污染源的分期实施

规划，提出监视IJ 、治理以及迁出等措施 。

3.6.5 沿江滨水的历史文化名城往往保留有传统的防洪堤坝和|

码头等设施，在进行改造和加国时应考虑与历史环境协调，并尽

可能保护和l利用原设施，体现传统的滨水环境特色。 来IT建的防洪

堤和|河道驳岸的形式选择、断面设计，应满足防洪要求和风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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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保护要求 。

3.6.6 应根据地形和排水条件，对汇水分区进行合理划分和调

整，尽量避免或减少周边区域的雨水汇入历史城区 。 历史城区内

的内涝防治原则上应以采用源头控制的方式为主，同步完善提升

排水管渠、排涝除险设施的建设标准，并制定应急预案等管理措

施，提高历史城区内涝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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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文化街区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历史文化街区是名城价值的重要载体，是城市整体历史

风貌特色的集中体现，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目的是为了在整体上

保持和延续名城特色与风貌。 因此，历史文化街区应有比较完整

的历史风貌，面积不宜过小 。 我国历史城市的历史城区规模千差

万别，经过对大多数名城保护实践的比较研究得出，以历史文化

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 lhm2 为基本标准。为保证街区

仍保有传统风貌特征，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文物

古迹(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应达到一

定的规模 ， ~p其总用地面积不应小于街区核心保护范罔内建筑总

用地面积的 60 % 。

4. 1. 2 历史风貌、肌理、尺度和景观的完整保护与延续是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重要目标，规划应针对街区的特征确定相应

的保护目标和原则，对反映街区价值特色的整体风貌、街巷肌

理、空间尺度、景观环境、历史要素等对象应制定相应的保护要

求和措施，予以重点保护 。

4. 1. 3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达到详细规划的深度要求，并

可作为街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包括核

心保护范用和建设控制地带，两者在保护控制目标上有所不同，

前者主要保护真实和完整的历史风貌， 后者是为了在核心保护范

罔与新的建设地区之间，形成景观和风貌必要的缓冲与过渡 。 因

此，核心保护范围内应对建筑高度、 体量、外观、色彩、材质等

提出详尽的控制要求 。 建设控制地带内应对新建建筑的高度、体

量、色彩等提出控制要求，根据实际需要，可再增加其他的控制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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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4 历史文化街区内增设的广告招牌、指示牌、路灯、公用

电话、消火栓、果皮箱、太阳能热水器、 空调外挂机、充电桩

等，其外观设计应在尺度、形式、色彩、材质、风格等方面与历

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相协调 ， 宜采取隐蔽化设计。 街区内的绿化布

局、植物配置等应符合地方传统，慎用外来植物，避免景观设计

的风格与历史风貌不相协调。

4. 1. 5 历史文化街区是活态遗产，是城市中具有历史文化特色

的功能片区 ， 也是城市居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改善人

居环境、保持和提升街区活力、延续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的重要目标。过去一个时期，我国部分历史城市的建设重

点集中在城市新区，导致位于老城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的建设维护方面投入不足，历史文化街区内居民的生活

质量有待提高，因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城市环境品质，保持和

提升街区前力，使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发展能够具有可持续性。

提升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应避免过度商业化的开发 。

4. 1. 6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是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的核心与重点，保护要求应更为严格。 在历史文化街区

章节中的"道路交通、市政工程、防灾和环境保护"相关内容应

在满足本标准第 3 章"历史文化名城"相应内容的前提下，进一

步深化相关保护措施与要求 。

.. l. 2 保护界线

.. l. 2. 1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是街区保护与管理的重要

依据，分为核心保护范罔和建设控制地带，核心保护范围的划定

既要保证街区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把真实的集中成片的传统

建筑区域、重要的历史环境纳入其中，考虑视觉景观的完整性，

也应充分考虑管理需求，尽可能与现状用地边界、街道、广场、

河流等边界吻合。 同时应满足本标准第 4. 1. 1 条对街区规模大小

和l风貌质量提出的相关量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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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为保证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完整保护以及与现代建设地

区之间的缓冲，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外还应划出一定范闸的建设控

制地带 。 建设控制地带界线的划定， 在充分考虑与核心保护范围

内风貌协调的基础上，还应考虑管理控制的要求，宜兼顾行政区

划管理的边界 。

4.2.3 文物保护单位在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中普遍存在，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闹和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执行。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以各

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用和建设控制地带为依

据，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区划进行落实 。

4.3 保护与整治

4.3.1 对历史文化街区 内需要保护的对象进行调查统计和分类

是保护规划的基础性工作 。 规划需对历史文化街区内所有具有保

护价值的要素，尤其是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环境，进

行详细的调查和整理，以此作为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特色评估以及

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的重要依据。 表 1 ;是关于需要保护的建筑

物、构筑物调查统计的基础性内容汇总 . 规划编制时可在此基础

上根据各街区的不同特征进行细化和补充完善。

表 1 历史文化街区内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览

t:: 名称
建造 结构 ill筑

Jn !l2 现状 建筑 JIH也

序勾 或地
时代 材料 Ji!:数

使用 1史 )11 面积 而积

.bl: 功能 J力能 ( 1111 ) ( m 2 ) 

文物保护

月1{飞L

JJj ;r_建筑

传统风貌

建筑

f斗_.备注 '1" "f 说明该类别建筑物、构筑物的历史概况和|现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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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根据街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

的保护级别、价值以及保存状况进行分类，按照表 4 . 3. 2 的规

定，选择相应的保护与整治方式 。

街区内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与整治:对文物保

护单位，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

定等实施有效保护和修缮;对已公布的历史建筑，应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有效的修缮、维护;对其他传统风貌价值，应进行有

效的维护和改善。

街区内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整治应分为两类 : 对与历史

风貌无冲突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可予以保留 ; 对与历史风貌

有冲突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则应予以整治改造，甚至拆除，

直至与街区历史风貌相协调 。

4.3.3 对与街区历史格局和风貌相冲突的其他环境要素，应予

以整治改造 ， 具体方式包括降低高度、改造外观、削弱体量等方

法，使其符合历史风貌保护的要求 。 对严重影响街区整体风貌的

环境要素和l设施，应予以拆除。

4.3.4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风貌不协调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整

治.必要时可以拆除 。 拆除可分为拆除重建和拆除不建两类。 拆

除重建时，新的建设必须与传统风貌相协调，采用传统建筑样式

是协调的一利I手段 。 在一些特定'环境中也可采用得体的现代建筑

形式实现协调，但需充分研究与论证。 拆除不建时 . 应开辟为公

共绿地、室外健身场所、小型广场等空间，多增加公共开放空

间，提高街区的公共环境品质和l设施水平，促进历史文化街区的

人口和功能疏解 。 需要注意的是，公共空间的建设应当遵循传统

设计手法，确保历史文脉的延续。

4.3.5 历史环境要素是街区历史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街区保

护规划中应采取有力措施，对构成历史风貌的环境要素予以最大

程度的保护 。 在充分研究史料、测绘、照片等资料的基础上，应

根据不同类型的历史环境要素，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 应使川J原

材料、原工艺对构筑物、景观设施等进行有效的修缮和维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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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地保护和展示街区真实丰富的历史信息。

4.4 道路交通

4.4.1 高架道路、立交桥、高架轨道、客货运枢纽、大型停车

场和广场等交通设施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

城市地下轨道交通建设会对地面建筑遗存造成安全隐患，地下轨

道交通选线确实存在选线困难的，也应避让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

保护范围，并进行充分论证，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确保历史文

化街区和各类文化遗存得到保护。

4.4.2 通常历史文化街区内部和外围的街道较为狭窄，出于对

传统风貌和格局的保护，机动车交通尤其是穿越性交通要严格限

制 。 有条件的地区，应研究设置机动车禁行区域。 宜采用宁静化

的交通设计，控制机动车行驶边度，以提高历史文化街区交通出

行环境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历史文化街区的道路交通规划应积极探索多种方式来解决居

民出行和车辆停放等问题，机动车交通、车辆停放、交通换乘点

等可在历史文化街区以外解决和疏散，不进入历史文化街区

内部 。

4.4.3 历史文化街区的道路交通组织，应系统设计，宜有利于

历史文化氛围的体验。 街区内鼓励步行及自行车交通，提高公共

交通出行的可达性，限制小汽车的使用，不断优化历史文化街区

的出行方式结构 。

4.4.4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街巷名称和其他地名，记载着街巷形

成时期和l演进过程巾的历史信息，应加以继承和保护。

4.4.5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原有道路，往往包含城市历史演化和

传统工程技术等历史信息，新的道路设计应做好整理、挖掘和l继

承工作 。 消防通道的设计也应充分考虑保护的要求 。

历史街巷的路面材料和|铺装铺砌方式对街道景观特征有着很

大的影响，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尽量采用地方传统的街道路

面材料及铺砌方式。 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式样的路面应加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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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已遭破坏的，应尽量采用传统路面材料、传统样式和传统工

艺加以修复 。

4.5 市政工程

4.5. 1 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应设置在历史文化街区外围 。 开闭所、

配电所、电信模块局、邮政所、燃气中低压调压站、 小型垃圾转

运站、公厕等该区域必需的小型市政设施，特别是室外的电力电

信设施，应加以隐蔽化处理，外观与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相

协调 。

4.5.2 历史文化街区的排水体制应当根据实际条件选择合理方

案，有条件的地方鼓励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 在路面狭小的街

巷，可采用分流制与合流制并存的排水体制 。 在具备白流条件排

出雨水的路段，宜采用地面径流排水或边沟排水的方式排出

雨水 。

4.5. 3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市政工程管线不宜在垂直方向上重叠

直埋敷设，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历史地段由于道路街巷狭窄以及

宽窄不一，不能完全避免工程管线的重叠敷设，当现状管线为重

叠敷设或者受条件限制只能采用重叠敷设方式时，应尽量减少重

叠的长度或通过采取力1]套管、斜交等技术措施保证管线安全， 同

时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识，利于管理维护，避免挖掘破坏。

考虑到历史文化街区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环境保护的要

求，应尽量提高清洁能源的利用，通过管道天然气或瓶装液化气

等方式替代燃煤等传统能源。 受街巷宽度限制以及各种市政管线

安全防护的要求，历史文化街区内不应允许有新建服务于区域的

高压、次高压燃气管线穿越，有条件的区域以新建中、低压燃气

管线为宜，结合用地布局、道路交通情况配置中低 ffiJ燃气调

压站 。

4.5. 4 城市工程管线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安全性相对较高，但

是当管线的敷设受历史文化街区街巷宽度的影响以及其他制约条

件的限制，元?去满足最小净距要求的情况下，应采取增加管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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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1日设保护套管、适当安装截断闸阀及加强管理等措施。 各地

区也可参考当地相关标咐，和工程建设的经验方法，采取可行的安

全措施，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适当缩小最小水平净距、最

小垂直净距以及最小夜土深度等参数。

4.5.5 在我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中，采用共同沟、选用壁

厚较大的管材或高强度材料制造的管材、 11日设套管等工程措施，

用于处理管线布设空间狭小、安全距离不足等问题，已有不少经

验。 因此，在历史城区及历史文化街区的狭窄街巷内，可以采用

综合管廊或缆线管沟，但进入综合管廊或缆线管沟的管线种类和

管线布置应满足管线安装、检修维护、正常运营的要求，并应保

证管道安全。

4.6 防灾和环境保护

-'.6. 1 由 于历史的原因 . 历史文化街区和l历史地段内的历史建

筑多为砖木结构，且建筑密度高、街巷通道窄，因而必须采取切

实有效的办法，将火灾隐患及时排除 。 消防站的装备要满足其消

防责任区特殊环境的消防作业要求，当部分区域常规消防车辆无

法通行或缺乏消防水源时，宜适当配备一些小型、适用的灭火装

备 。 历史文化街区宜规划建设专职消防站，同时建立社区消防机

制，加强火灾预警信息系统建设，并配备适用的消防设施及设

备 。 在不能满足消防通道和接市政消火栓的最小消防给水管径要

求的街巷内，可以考虑布置与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协调的水池、7](

缸、沙池，并在建筑内配备灭火器及消:k栓箱等小型、简易消防

设施及装备 。 这些设施及设备可以在扑灭一般火灾及控制初期火

灾方而发挥关键作用 。

现行同 家标准 《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 GB 

509 74 - 20 14 针对接市政消火栓的最小消防给水管径要求是:接

市政悄火栓的环状给水管网的管径不应小于 DN1 50 ，支状管网

的管径不宜小于 DN200 。 当城镇人口小于 2. 5 万人 H才，接市政

消火栓的给水管网的管径可适当减少，环状管网时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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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100 ， 支状管网时不宜小于 DN1 50 。

4.6.2 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建筑密集，消防条件较差，当历史文

化街区不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对消防通道的要求时，宜通过在其外围设置环通消防通道解决消

防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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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

5.0.1 文物保护单位是本标准所规定的保护对象之一。 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方法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的规

定 。 名城保护规划应落实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

带的保护要求 。

5.0.2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对

已经编制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将其保护要求纳

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 。 对于尚未编制专项保护规划的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可根据名城保护的相关要求，

对文物保护单位提出必要的保护措施。

5.0.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对规

划范围内的建筑进行全面普查整理，对符合历史建筑标准的建筑

物、构筑物，纳入历史建筑的建议保护名录，提请城市(县)政

府认定公布，挂牌保护 。

5.0.4 历史建筑价值特征各不相同，保存状况千差万别，因此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应根据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以及保存的完整程度，制定具体的保护修缮措施。 对历史建筑的

维护修缮以及添加设施，或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

的，均不得破坏历史建筑的历史特征、艺术特征、 空间特征 。

5.0.5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要对历

史建筑保护范罔内的各项建设活动提出管理要求 。 如需在历史建

筑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的，应在科学评估历史

建筑价值特色的基础上，做到在高度、体量 、 立面、材料、色彩

等方面与历史建筑充分协调， 不得改变历史建筑周边原有的历史

环境的景观特征。

5.0.6 应充分发挥历史建筑的使用价值，使其"延年益寿" 。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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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保持和延续传统使用功能 。 如果使用功能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

会的需要，鼓励引入新的功能，但新的使用功能在引人时，应保

护、展示或标识原有的历史信息和特色，并且确保历史建筑的

安全。

5.0.7 历史建筑具有遗产的脆弱性。 在各类现代城市建设工程

中，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 因特殊情况不能避

开的，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 新的建设工程中建造的永久性

构筑物，应与历史建筑的风貌相协调。 新的城市建设，宜发挥好

历史建筑的价值，延续风貌和文脉，提升建设区域的文化品味。

5.0.8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如文化线路、文

化景观、 工业遗产、 20 世纪遗产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对象和内容有了很大拓展，拓

宽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领域。 保护规划应当挖掘和整理历史

文化资源 ， 梳理价值内涵，并针对类型特点，提出相应的保护措

施，不断丰富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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