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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公开了一种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属于

仿古建筑建设领域，包括拆除阳台，并在底板的

外端水平设置延伸梁二；在顶板的外端水平设置

延伸梁一；在延伸梁一、延伸梁二的外端与地面

之间垂直设置有装饰木板以作为外墙板；在装饰

木板的中段与双层民居本体的墙壁之间垂直设

置有穿梁，穿梁与延伸梁二平行布置且位于延伸

梁二下方；在延伸梁二与穿梁之间设置钢管；在

装饰木板的上端与女儿墙的上端之间设置有屋

顶斜坡，在斜坡上铺设小青瓦；在屋顶斜坡与延

伸梁一之间设置有瓜柱以荷载承担。利用本方案

对民居进行仿古改造，可以很大程度的增加了室

内使用空间，适用于对风貌要求整体性较高的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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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该待仿古民居包括双层民居本体(1)，双层民居本体(1)

包括顶板(21)与底板(22)，顶板(21)的外端向上垂直设置有女儿墙(23)，底板(22)的外端

设有阳台(2)，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拆除阳台(2)，并在底板(22)的外端水平设置延伸梁二(12)；

在顶板(21)的外端水平设置延伸梁一(11)；

在延伸梁一(11)、延伸梁二(12)的外端与地面之间垂直设置有装饰木板(13)以作为外

墙板；

在所述装饰木板(13)的中段与双层民居本体(1)的墙壁之间垂直设置有穿梁(14)，穿

梁(14)与延伸梁二(12)平行布置且位于延伸梁二(12)下方；

在延伸梁二(12)与穿梁(14)之间设置钢管(15)；

在装饰木板(13)的上端与女儿墙(23)的上端之间设置有屋顶斜坡(16)，在斜坡(16)上

铺设小青瓦；

在屋顶斜坡(16)与延伸梁一(11)之间设置有瓜柱(17)以荷载承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所述外墙板上加

设仿古表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在底板(22)与延伸梁二(12)连接处的外端，配合栏杆进行阳台施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延伸梁一(11)、延伸梁

二(12)和穿梁(14)均为木质构件，延伸梁一(11)的一端与顶板(21)通过膨胀螺丝连接，延

伸梁二(12)的一端与底板(22)通过膨胀螺丝连接，穿梁(14)的一端与墙体通过膨胀螺丝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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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仿古建筑建设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古镇在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也遭

受现代化与商业化的冲击。古镇的原始风貌遭到破坏，充斥着现代化与商业化元素，导致古

镇失去本色，走向现代化与商业化的道路，古镇的价值体现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0003] 乡村建设不同于城市，其有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近年来，全国各地许多村庄

进行改造时，都是拆除原有的民居平房，建造起缺少当地特色的混凝土新房，虽然改善了居

住环境和生活品质，却破坏了乡村的传统风貌，遗失了原有的乡村文化。乡村民居的“千村

一面”问题正在漫延，缺少真实乡村的风貌，各种现象问题凸显，如建筑形式过于单一，未能

体现村庄特色，甚者还有乱搭乱建、建筑风貌混杂等问题。现有乡村民居的基本结构如图1-

图2所示，为两层建筑，第二层房屋相对第一层房屋伸出设置有阳台，但是如果在乡村建设

中直接进行建造仿古建筑，无疑将耗费巨大的资金，所以要在现有混凝土乡村民居的基础

上，试图进行新型的建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以解决传统民居的仿古改造问

题。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采用一种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该待仿古民居包括双层民居本

体，双层民居本体包括顶板与底板，顶板的外端向上垂直设置有女儿墙，底板的外端设有阳

台，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拆除阳台，并在底板的外端水平设置延伸梁二；

[0007] 在顶板的外端水平设置延伸梁一；

[0008] 在延伸梁一、延伸梁二的外端与地面之间垂直设置有装饰木板以作为外墙板；

[0009] 在所述装饰木板的中段与双层民居本体的墙壁之间垂直设置有穿梁，穿梁与延伸

梁二平行布置且位于延伸梁二下方；

[0010] 在延伸梁二与穿梁之间设置钢管；

[0011] 在装饰木板的上端与女儿墙的上端之间设置有屋顶斜坡，在斜坡上铺设小青瓦；

[0012] 在屋顶斜坡与延伸梁一之间设置有瓜柱以荷载承担。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存在以下技术效果：本发明在原有出挑阳台的基础上接

用木构件，加大悬挑跨度，上部与屋面形成行成硬挑，与原钢筋混凝土构件连接，下设木柱

承担出挑部分楼面荷载。利用本方案对民居进行仿古改造，可以很大程度的增加了室内使

用空间，适用于对风貌要求整体性较高的建筑。本方案以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对传

统建筑技艺进行诠释，延续传统民居形态，维持镇域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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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0015] 图1是民居的基本结构如图；

[0016] 图2是图1的剖面图；

[0017] 图3是一种民居仿古改造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特征，请参阅以下有关本发明的详细说明与附图。所

附图仅供参考与说明之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加以限制。

[0019]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民居的仿古改造方法，该待仿古民居包括双层民

居本体1，双层民居本体1包括顶板21与底板22，顶板21的外端向上垂直设置有女儿墙23，底

板22的外端设有阳台24，其特征在于，所述改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拆除阳台24，并在底板22的外端水平设置延伸梁二12；

[0021] 在顶板21的外端水平设置延伸梁一11；

[0022] 在延伸梁一11、延伸梁二12的外端与地面之间垂直设置有装饰木板13以作为外墙

板；

[0023] 在所述装饰木板13的中段与双层民居本体1的墙壁之间垂直设置有穿梁14，穿梁

14与延伸梁二12平行布置且位于延伸梁二12下方；

[0024] 在延伸梁二12与穿梁14之间设置钢管15；

[0025] 在装饰木板13的上端与女儿墙23的上端之间设置有屋顶斜坡16，在斜坡16上铺设

小青瓦；

[0026] 在屋顶斜坡16与延伸梁一11之间设置有瓜柱17以荷载承担。

[0027] 其中，结合图2、图3可知，拆除原民居的阳台，通过在原有出挑阳台的基础上接用

木构件，加大悬挑跨度，增加一层和二层内部空间，加盖坡屋顶，通过搭建砖墙构建斜坡屋

顶，铺设小青瓦。在披檐处设置瓜柱以承担跳高部分荷载。二层底部安装装饰木板以扩大室

内面积，下设矩形钢管承重，矩形钢管搭在穿梁上，穿梁的一端与民居原结构相连，另一端

与装饰木板连接。该改造方案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室内使用空间，适用于对风貌要求整体性

较高的建筑。

[0028] 进一步地，装饰木板13可以采用杉木板或者利用小青砖贴饰，适用于对风貌要求

整体性较高的建筑。

[0029] 进一步地，延伸梁一11、延伸梁二12和穿梁14均为木质构件，延伸梁一11的一端与

顶板21通过膨胀螺丝连接，延伸梁二12的一端与底板22通过膨胀螺丝连接，穿梁14的一端

与墙体通过膨胀螺丝连接。

[0030]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还可在增加的部分结构外表面做仿古表皮，二层出可以完全

封闭，也可以在底板22与延伸梁二12连接处的外端，配合栏杆进行阳台施工。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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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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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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