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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村镇空间基因传承与导控 
第 6 部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特色村镇的空间基因，

提出了该地区空间基因传承的规划导控要点。 

本文件适用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村镇空间特色的规划

设计、建设和管理，具有相似共性特征的地区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

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UPSC 0015-2024 特色村镇空间基因传承与规划设计方法

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T/UPSC 0015–2024 特色村镇空间基因传承与规划设计方法

指南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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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梁、峁、塬地貌 loess ridge, hill and tableland   

黄土梁、峁、塬是典型的黄土地貌类型。黄土梁是长条状延

伸的黄土丘陵；黄土峁是顶部浑圆呈穹隆状或“馒头”状的黄土

地形，峁顶面积不大；黄土塬是顶面平坦宽阔，面积较大的黄土

高地。 

 

河谷沟道 valley and gully 

河流地质作用在地表形成的槽型谷地，是典型的流水侵蚀地

貌。在不同时间、地段和构造影响下，流水侵蚀方式和强度不同，

形成形态不同的河谷沟道。 

4 总则 

层级 

本地区村镇规划与设计中传承空间基因的层级包括：地景层

级、聚落层级、建筑层级。 

基本原则 

保护特色地景：从整体层面保护地区独特的梁峁塬自然地景

及带状串珠、依山临水的村镇格局，塑造延续远山近田、山间屋

舍、窑洞建筑的大地景观，彰显山水田村共融的特色空间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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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营建智慧：尊重地域村镇的功能组织、聚落形态、街巷

肌理、宅院组合等规律特征，传承地区人地协调、因势赋形、主

次有序的村镇营建智慧。 

激发乡村活力：顺应城乡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兼顾自身

传统特色的保留，为各类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激发村镇内在

活力，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5 导控要求 

维护特色场景 

村镇规划设计与建设实施中应对以下特色场景制定针对性

的保护策略。本地区特色村镇的特色场景主要包括：人地协调的

山水田园、高低错落的聚落空间、蜿蜒曲折的街巷网络、秩序稳

定的宅院关系和绿色生态的窑洞建筑等。 

注：特色场景选取的具体方法见 T/UPSC 0015-2024。 

延续特征因子 

村镇规划设计与建设实施中应对明确的特征因子予以延续。

本地区的特征因子主要包括：聚落分布、功能序列、平面形态、

聚落界面、街巷肌理、街巷层次、街巷界面、公共空间、平面组

合、院落尺度、建筑形式、建筑尺度等。 

注：特征因子的描述方法见 T/UPSC 001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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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深层结构 

村镇规划设计与建设实施中应对空间基因形成的社会过程、

历史内涵等深层结构作出确切的解释，顺应空间基因背后的真正

逻辑，明确空间基因的作用机制。本地区的作用机制包括临近水

源、生产优先、随形就势、向阳而居等。 

注：作用机制解析的具体方法见 T/UPSC 0015-2024。 

传承空间基因 

本地区各类型规划导控中应传承以下空间基因等： 

a) 地景层级：带状串珠的聚落分布与人地协调的山水村田

序列。 

b) 聚落层级：条带生长、错落有致的聚落形态与随形就势、

秩序分明的街巷网络。 

c) 建筑层级：成组成群、规整方正的宅院组织与生土营建、

对称形制的窑洞建筑。 

注：识别凝炼空间基因的具体方法见 T/UPSC 0015-2024；以上内容详

见附录B。 

6 导控内容 

地景层级 

6.1.1 特色场景 

村镇建设依托叶脉状河谷沟道连绵伸展，以各级公路为引线，

形成带状串珠式的分布特征。农田集中在较为平坦的河谷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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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主要营建于梁峁坡处或塬面，村镇整体呈现人地协调的山水

田园风貌，场景示意见图 1。 

 

图 1  人地协调的山水田园 

已取得共识的名录包括清涧河、无定河等流域村镇背山面水

建设的村镇。 

6.1.2 特征因子 

6.1.2.1 特征因子 1：聚落分布 

聚落分布是山、水、林、田、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对地

域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布局，形成带状串珠的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丘陵、支流、河谷、聚落。 

b) 组合规则：由于地形条件、农田区划、适建情况等因素，

村镇主要分布在二、三级支流沿岸，在河谷中、山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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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线性布局。聚落与自然山水环境、农田、林地相互交

错、疏密相间，呈现带状串珠的分布格局，示意见图 2。 

图 2  聚落分布示意 

6.1.2.2 特征因子 2：功能序列 

功能序列是山、水、林、田、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多种

三生空间组合规则，形成峁顶耕种、田居相间、梁上生态、临水

耕田等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丘陵、支流、聚落、农田、林地。 

b) 组合规则：依据不同村镇生态、生产、生活功能之间的

关系，山、水、村、田形成多种组合方式，示意见图 3。 

1） 峁顶耕种、缓坡聚居、生态居中，形成“田-山-村

-水-山”的功能序列。 

2） 塬面田居相间、沟谷生态，形成“田-村-山-水”的

功能序列。 

3） 梁上生态、缓坡聚居、临水耕田形成“山-村-田-水

-山”或“山-村-水-田-山”的功能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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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功能序列示意 

6.1.3 作用机制 

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是地景层级空间基因形成的

基础条件，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临近水源。村镇选址的先决条件是水源，生产生活空间

分布多集中于二、三级支流河谷，依水而生并以此集聚

发展。 

——生产优先。为优先保证农业种植，多选择较为平坦、肥

沃的土地作为生产用地，以河谷中平缓沟道为最优，峁

顶、塬面等平坦处次之；生活用地则在选址时避让良田，

顺应地形地势条件选择缓坡建设。 

——资源制约。河谷空间宽窄变化，适宜人居环境生存的用

地紧张，加之耕地资源有限，村镇规模普遍较小且具有

明显的分散性。 

a) 峁顶耕种 b) 塬面田居相间 

c) 梁上生态 d) 临水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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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层级 

6.2.1 特色场景 

聚落布局多适应地形灵活布置，呈现高低错落、分层排列的

空间特征，场景示意见图 4。 

 

图 4  高低错落的聚落空间 

聚落街巷蜿蜒曲折，形成枝状或网状的街巷网络，场景示意

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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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蜿蜒曲折的街巷网络 

已取得共识的名录包括碾畔村、荷叶坪村、杨家沟村、甄家

湾村等。 

6.2.2 特征因子 

6.2.2.1 特征因子 1：平面形态 

聚落平面形态是山、水、路、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依山

形、顺水势而形成的多种组合规则，表现为线状、散点状为主的

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地形、河流、聚落。 

b) 组合规则：村镇聚落顺应山体等高线、河谷阶地建设，

平面形态呈线状组团、线状放射、散点状，示意见图 6。 

1） 线状组团聚落主要建设在河谷二级阶地或梁峁坡

处，沿水系或等高线布局。 

2） 线状放射聚落主要出现在河流交汇处，顺应河流走

向放射布局。 

3） 散点状聚落主要建设在塬面，布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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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平面形态示意 

6.2.2.2 特征因子 2：聚落界面 

聚落界面是山、水、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自然环境与聚

落空间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多种组合规则，表现为线状、散点状为

主的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地形、河流、建筑。 

b) 组合规则：在黄土沟壑区梁、峁、塬地形地貌的制约下，

聚落建设高低错落，组合出层次丰富的聚落界面，示意

见图 7。 

1） 建筑组合紧凑且相对规整，聚落界面也相对规整、

平直，呈线状。 

2） 建筑组合较为分散，聚落界面也高低错落，呈散点

状。 

 

图 7  聚落界面示意 

a)线状组团 c)散点状 b)线状放射 

a)线状 b)散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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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特征因子 3：街巷肌理 

街巷肌理是山、水、路、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街巷形态、

街巷层级的多种组合规则，形成灵活组织、秩序井然的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地形、河流、公路、街巷、宅院。 

b) 组合规则：为了缓解坡度过大带来的不便，村镇聚落往

往随形就势，顺应山体、沟谷，形成枝状延伸、曲折蜿

蜒的“人”字形、“之”字形街巷，有效缓解了复杂地

形带来的交通不便，并通过三级街巷网络的有机组织，

将分散的梁峁、沟壑处的生活组团串联起来，形成灵活

有序的空间布局，示意见图 8。 

1） 一级街巷：平行于等高线位于河谷底部，多为乡道，

宽约4.0～7.0米，主要发挥着对外交通的作用。 

2） 二级街巷：连接一级街巷与三级街巷，宽约2.0～

4.0米，主要供村内交通使用，两侧均由窑洞山墙

面进行围合，具有一定内向性。 

3） 三级街巷：位于半坡地带，一侧以院墙或窑洞围合，

另一侧为下层窑洞屋顶或开阔的沟谷空间，宽约

1.0～2.0米，主要供步行使用，承担连接宅院入口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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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街巷肌理示意 

6.2.2.4 特征因子 4：街巷界面 

街巷界面是路、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不同界面形态、肌

理、材质等组合规则，形成自然质朴的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街巷、宅院。 

b) 组合规则：就地取材、多层种植，构成生态自然、富含

韵律的街巷界面，示意见图 9。 

1） 顶界面：材料上取用当地的黄土、砖石等材料，可

利用覆土建筑顶面作为绿化种植或活动空间。 

2） 底界面：多为砖石、夯土铺就的道路路面，并保留

自然起伏，呈现丰富细致的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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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侧界面：多取用当地材料横向、斜向垒叠，规整统

一，形成连续的视觉界面。 

 

图 9  街巷界面示意  

 

6.2.2.5 特征因子 5：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路、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不同节点的标志性、

功能、尺度等组合规则，形成层次丰富的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入口、街巷、建筑、广场。 

b) 组合规则：公共空间分为标志性空间和日常活动空间，

示意见图 10。 

1） 标志性空间：通常为围绕戏台、历史建筑、村民活

动广场等形成的标志性空间，是村民集会、活动、

作物晾晒的重要场所。 

2） 日常生活空间：通常为村口、巷道、井边、树下等，

面积较小、灵活分布，是村民日常生活社交的开放

空间。 

底界面 2 底界面 1 侧界面 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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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公共空间示意 

6.2.3 作用机制 

自然生态、经济节约、交通条件是聚落层级空间基因形成的

基础条件，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向阳而居。为满足日照、采光等居住需求，村镇聚落多

选择背阴朝阳的坡面，沿阶地、缓坡建设。 

——因势赋形。地势的高差变化直接影响村镇聚落空间布局，

形成适应自然特征的多种空间形态，塑造了以自然山林

为背景的立体竖向起伏以及灵活巧妙的街巷网络。 

——交通便捷。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需依靠对外交通，

一级街巷多平行于河流布局，临近交通便利的公路，以

加强村、镇、县之间的联系。 

建筑层级 

6.3.1 特色场景 

结合地形、环境与气候，建筑呈现出秩序稳定的宅院关系和

绿色生态的窑洞形式，场景示意见图 11。 

a)标志性空间 b)日常活动空间 

戏台、历史建筑、广场等 村口、巷道、井边、树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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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沉静质朴的窑洞院落 

已取得共识的名录包括甄家湾村靠山窑、贺家沟村独立式窑

洞等。 

6.3.2 特征因子 

6.3.2.1 特征因子 1：平面组合 

建筑平面组合是路、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建筑与院落、

院落之间的的多种组合规则，形成开放院落、组合灵活的空间特

征。 

a) 空间要素：街巷、院落、建筑。 

b) 组合规则：宅院单元多为“前院后宅、一进院落”的基

本原型，布局多为“一”字型、半围合型。宅院随地形、

路网灵活布置，整体形成“左右并列、成组成群”的组

合模式，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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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宅院平面组合示意  

6.3.2.2 特征因子 2：宅院尺度 

宅院尺度是院、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院落形态、建筑高

度的组合规则，形成宽敞实用的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院落、建筑。 

b) 组合规则：院落平面多呈规整方正的长方形或近似长方

形，长宽比大于 1:1，面积约占宅基地面积的 50～70%。

院落直接向街巷开敞，进深与主体建筑高度比约为 2:1，

有利于获得充足的日照和采光，具体见图 13。 

图 13  宅院空间尺度示意 

6.3.2.3 特征因子 3：建筑形式 

建筑形式是山、居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地形特征、建筑材

料的组合规则，形成以窑洞为特色的空间特征。 

a) 空间要素：地形、建筑。 

半围合院落 一字型院落 

a)规整方正 b)临街敞院 

约
9
米
 

约 12 米 

约
1
1
米
 

约 15 米 

a
 

2a 



T/UPSC 0016.6-2025 

17 

b) 组合规则：采用生土材料，形成窑洞为特色的地域传统

建筑样式，两种主要窑洞形式及组群示意见图 14。 

1） 靠崖式窑洞通常建设在不适宜耕作的沟壑坡地、河

谷阶地，呈台阶式窑洞组群。 

2） 独立式窑洞建设在平地上，不受地形限制。 

图 14  建筑形式示意 

6.3.2.4 特征因子 4：建筑尺度 

建筑尺度是平面、立面、开间、进深等基本空间要素，通过

建筑材料、比例关系的组合规则，形成尺度协调、结构稳定的空

间特征。 

a) 空间要素：平面、立面、开间、进深。 

b) 组合规则：窑洞建筑为“对称形制、单数开间”，通常

具有 3、5、7 等单数孔洞，其中单孔窑洞面宽开间约

2.5～4 米，进深基本不超过 9 米，长宽比大于 2：1。

窑脸高度约 4 米，覆土厚度约 1～2 米，山墙厚度约 1

米，示意见图 15。 

靠崖式窑洞 

独立式窑洞 

台阶式窑洞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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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建筑尺度示意  

6.3.3 作用机制 

人文传承、满足需求、就地取材是建筑层级空间基因形成的

基础条件，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人文秩序。民俗信仰和地域文化影响了宅院布局、建筑

形式等，形成规整方正、对称形制、主次分明的地区典

型民居形式。 

——日照采光。宅院多建在向阳之地，通过灵活调整朝向与

尺寸保证必要的日照采光要求，以增加窑内光线、减轻

窑内潮湿。 

——生活需求。各户都有经人工修平的较大的院落，容纳休

憩、种植、养殖、晾晒等多样的生活需求。 

——就地取材。回应自然地势与黄土特性，就地取材、凿洞

而居，形成适应地域环境、冬暖夏凉的窑洞建筑样式。 

对称形制                             单数开间 

 

约 1 米 约 1 米 

约
4
米
 
约

1
～
2

 

开间约 2.5～4

 

进
深
<
9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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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范围及概况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位于陕西省北部、长城以南、黄河以

西，包括延安市和榆林市的大部分区县：安塞区、宝塔区、吴起

县、志丹县、子长县、延川县、延长县、子洲县、清涧县、绥德

县、吴堡县、米脂县、佳县全域，以及榆阳区、衡山区、府谷县、

神木县、靖边县、定边县的部分区域。 

A.1 自然地理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主要由流水切割和土壤侵蚀而形成，

呈现出沟壑纵横、梁峁相间、地形破碎的自然景观风貌，黄土厚

约 50～200米，基本地貌构成为黄土梁、黄土峁与黄土塬。独特

的地貌形成了密集的枝状河谷沟壑体系及等级结构，以无定河、

延河、洛河干流等大型河谷为骨架，以其他中型河谷和大量小流

域沟道为枝干，形成的河谷沟道空间系统，是村镇人居环境的主

要分布区域。 

A.2 社会人文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早期沿无定河出现点状原始聚落：秦

汉时期该实行“移民实边、屯兵守卫”村镇继续沿无定河川道发

展；隋唐时期无定河、洛河等干流河谷开始呈现人居环境集中分

布趋势；明清时期实行“移民实边、开荒屯垦”政策，村镇进一

步扩展，向多个流域延伸。本地区历史上主要以汉族文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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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多种少数民族文化。此外，还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黄土文

化及农耕文化，并由此产生住窑洞、唱民歌、学剪纸等人文生活

标志。这些构成了本地区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A.3 经济产业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自然生态系统薄弱，按照农作物对水

的依赖程度以及灌溉的便利程度，山峁至梯田地势高灌溉难，多

为苹果、红枣、李子等耐旱作物种植；河谷沟道地势平坦处便于

灌溉，主要为粮食作物或蔬菜、匍匐类果物、中草药等经济类作

物。红枣要是陕北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主要种植于沟谷平川，

部分栽植于沟坡、梁峁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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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空间基因 

表 B.1 中列举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空间基因。 

表 B.1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空间基因一览表 

空间

层级 
特色场景 

特征因子 
作用机制 空间基因 

特征 图示 

地景

层级  

人地协调的山水田园 

特征因

子 1:聚

落分布 

带状串珠 

村镇依水而建并

集聚发展。 

优先保证农业种

植，平坦、肥沃

的土地作为生产

用地。 

 

 

带状串珠

的聚落分

布，人地

协调的山

村水田序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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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空间

层级 
特色场景 

特征因子 
作用机制 空间基因 

特征 图示 

地景

层级 
 

特征因

子 2:功

能序列 

 

生活用地顺应地

形地势条件选择

缓坡建设。 

人地矛盾问题突

出，村镇规模普

遍较小且具有明

显的分散性。 

 

聚落

层级 

高低错落的聚落空间 

特征因

子 1:平

面形态 

线线线线              线线线线              线线线  

为满足日照、采

光等居住需求，

村镇聚落多选择

背阴朝阳的坡

面，沿阶地、坡

面建设。 

条 带 生

长、错落

有致的聚

落 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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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空间

层级 
特色场景 

特征因子 
作用机制 空间基因 

特征 图示 

聚落

层级 

 

 

蜿蜒曲折的街巷网络 

 

特征因

子 2:聚

落界面 线线                             线线线  

地势的高差变化

直接影响村镇聚

落空间布局，形

成适应自然特征

的多种空间形

态，塑造了以自

然山林为背景的

立体竖向起伏以

及灵活巧妙的街

巷网络。 

 

随 形 就

势、秩序

分明的街

巷 网 络 

特征因

子 3:街

巷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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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空间

层级 特色场景 
特征因子 

作用机制 空间基因 
特征 图示 

  

特征因

子 4:街

巷界面 

 

村民的日常生活

和农业生产需依

靠对外交通，一

级街巷多平行于

河流布局，临近

交通便利的公

路，以加强村镇

之间的联系。 

 

特征因

子 5:公

共空间 

 

建筑

层级 

 
秩序稳定的宅院关系 

特征因

子 1:平

面组合 

 

 

受民俗信仰和地

域文化影响，形

成规整方正、对

称形制、主次分

明的地区典型民

居形式。 

 

 

底界面 底界面 侧界面 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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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空间

层级 
特色场景 

特征因子 
作用机制 空间基因 

特征 图示 

 

 
绿色生态的窑洞建筑 

特征因

子 2:

院落尺

度  

宅院多建在向阳

之地，通过灵活

调整朝向与尺寸

保证必要的采光

要求。 

各户都有经人工

修平的较大的院

落，容纳休憩、

种植、养殖、晾

晒等多样的生产

生活需求。 

回应自然地势，

凿洞而居，形成

适应地域环境、

冬暖夏凉的窑洞

建筑样式。 

成 组 成

群、规整

方正的宅

院组织与

生 土 营

建、对称

形制的窑

洞 建 筑 

特征因

子 3:

建筑形

式 

 

特征因

子 4:

建筑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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