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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附件二 : 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图 类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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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

（乡村振兴版）（乡村振兴版）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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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附件二 : 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图 类型示意

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

（乡村振兴版）（乡村振兴版）

前言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乡村建设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

性工作和综合性举措，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推动农业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广大农民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实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建设，明确要求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

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强调要遵循城乡建设规律，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以多样化为美，打

造 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云南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和环境多样、多民族文化交织交融，赋予了乡土建筑各具

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浓郁多姿的民族风情，成为云南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

提高，农村建设行为明显增多，一些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开始蚕食传统的建筑风貌和建筑文化氛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系列重要论述及考察云南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整治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的工作部署，加快助推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干部规划家乡行动”，传承发扬云南优秀建筑文化，

保留乡村风貌、彰显地域特色、留住最美乡愁，避免“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编制《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乡

村振兴版）。 

        《图集》采取建筑形式与代表地区相结合的编排模式，提取 18 种民居类型：“一颗印”紧凑生长合

院式、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滇中及滇南平顶土掌房、建水及周边地

区紧凑生长合院式、混合干栏式、“蘑菇房”、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院式、滇西低足干栏式、滇南高敞

干栏式、滇西高敞干栏式、滇西南低足干栏式、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合院式、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

生长合院式、滇西北土库房及碉房、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合式、滇西北井干式、滇西北低足干栏式。在《图

集》实际使用中，根据建房及风貌提升需求，结合所处区域环境和各地周边风貌选择对应的类型。

       编制内容：协调村落整体风貌，体现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征，让风貌建设引导有图可寻；协同同一

地域类别民居不同的建设管理引导要求，引导民居建设和修缮加固，注重体现建筑地域风貌文化内涵。

《图集》按照地域分类共分为滇中分册、滇东南分册、滇西南分册、滇西北分册、滇东北分册五册，共 

18 种民居类型，每种民居类型包括民居形象图解篇、修缮加固篇、风貌引导篇。其中，民居形象图解篇

包括建筑形象、建筑地域民族、风貌元素；修缮加固篇含加固措施建议；风貌引导篇包括建筑风貌元素

实施细节、民居风貌分型引导，并按体现民居风貌元素的丰富程度把民居分为 普及型、提升型和精品型

三种类型。

       适用范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间，全省范围内的农村房屋修缮加固和新

建及现有民居风貌提升改造。可结合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当地相关规划合理参考选用。采用线

上资源共享与线下工匠培训相结合的推广模式，为民居风貌改善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图集》的编撰工作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具体负责编制，

同时，编撰过程得到了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直有关单位以及专家学者的资源、技术支持和帮助，

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滇
中
分
册

         《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乡村振兴版），以下简称《图集》，供各

地和相关部门参考，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指导图

集或图册，以突出地方特 色协调村落整体风貌。各地住建部门要加强培训指导，提升

专业技术水平，结合实际开展对工匠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和宣传，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

地民居风貌建设。 

         因云南各类民居所在区域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等相关因素各有不同，且不同民居类别

在同 一地理区域有相互融合的现象，各地可根据现场原始民居类型及实际情况综合判

断使用本《图集》。由于云南各民族聚居造就了不同的民居类型，为综合考虑民居风貌，

体现民族文化，又考虑到同一类别民居中可能有不同民族居住，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划条件并征得村民同意的前提下，民族元素在民居各风貌细节可以有所体现。如：传

统彩绘图案等可绘制合院式民居山墙面等。民族元素 体现可结合本册中建筑风貌元素

实施细节内容查看。 

        为取得较好的风貌引导效果，《图集》对建筑层数、建筑材料等进行引导，严禁村

庄大规模出现“欧陆风”、“大、洋、怪”等与民居风貌不协调的元素；各地要结合当

地乡村规划，民居层数提倡二层为主，不超过三层，禁用石棉瓦等对风貌建设和人民身

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建筑材料， 其它不协调元素可结合本《图集》建筑风貌元素实

施细节中负面清单内容查看。 

         考虑到农房建设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和需求的多样化，为提高本《图集》的使用效果，

本《图集》 按民居风貌元素的丰富程度把民居分为普及型、提升型和精品型三种类型，

如 : 普及型参考标准中仅满足“正房宜高于耳房”; 提升型参考标准中要求“正房高于耳房、

檐角可起翘”; 精品型参考标准中要求“正房高于耳房、檐角宜起翘、屋脊可雕吉祥纹样、

宜采用腰檐腰厦”。农房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化选择，从而更好地引导农房风貌建设。

综合说明综合说明

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附件二 : 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图 类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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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乡村振兴

编制目标

服务对象 服务推广模式

引导内容

        适用于我省广大乡村地区农房的
新建及改造，现有民居需结合实际情
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划合理选
择使用本图集。
        考虑到民居的终端使用者是村民，
应在执行时引导村民自愿参与，自觉

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云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云南省“十四五”乡村建设规划》

体现农房特色风貌

保障农房住房安全

引导村民“爱房、护房”

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 (乡村振兴版）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 (乡村振兴版）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引导村民自愿参与，自觉维护，
积极参与建设过程；
   采用线上资源共享与线下工匠培

训相结合的推广模式：线上提供相关
资源下载及建设基础资料信息，线下
采取村民、工匠全过程参与的方式，
形成从线上资源共享到工匠实施建设
的服务推广模式。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

形象图解

修缮加固

风貌引导

滇中分册

滇东南分册

滇西南分册

滇西北分册

滇东北分册

编制思路编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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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服务推广模式建设服务推广模式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综合判断是否需要

        线上农房建设服务分为建前资源申请、建中工匠管理到建后管理三个方面对农房建设提供全

过程全范围技术服务，为农房风貌建设提供全流程服务，配合线下工匠实施对农房风貌长期建

设维护。

宜居农房风貌建设服务推广模式

村民根据农房所在区域

可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端

查找民居风貌建设资源

修缮加固

风貌引导

查看并完善
农村农房综合

信息管理平台内容已建农房 新建农房

建设管理部门

根据农房实时情况

进行风貌建设引导工作

工匠根据农房所在区域

结合培训内容

参与农房风貌建设

选择所在区域《图集》

（如昭通地区查看滇东北分册）

建议可通过手机端随时随地查看

根据形象图解

结合实际农房情况

选择民居类型

（如“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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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选型方法民居选型方法

查找所在区域分册 根据现场民居情况并结合

形象图解篇信息选定

民居类型

根据现场民居情况选用

修缮加固篇内容

先修缮方可选用

风貌引导篇内容

保证农房坚固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风貌引导

查看风貌引导篇内容

结合建设服务推广模式

综合工匠培训内容

完善相关风貌建设引导信

息等

1 查看建筑风貌元素实施

细节，根据现场农房情况

查看是否有负面清单内容，

保证风貌元素完整；

2 根据现场农房情况选择

分型：可选择普及型、提

升型、精品型。

滇中分册

滇东南分册

滇东北分册

滇西南分册

滇西北分册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院式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可结合附图：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图

及附录：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确定具体类型。
可结合附表：云南传统民居建

筑文化分区类型及结构形式对

应表，合理选择修缮加固内容。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滇南高敞干栏式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合院式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昆明、曲靖、楚雄、

玉溪

文山、红河、普洱（部

分区域）、玉溪（部

分区域）

昭通、曲靖、昆明市

寻甸县和东川

普洱、临沧、版纳、

德宏、保山（部分区域）

楚雄、大理、怒江、

丽江、迪庆、保山（部

分区域）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混合干栏式

滇西高敞干栏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混合干栏式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滇西南低足干栏式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

滇西低足干栏式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

“蘑菇房”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

“蘑菇房”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式

滇西北低足干栏式

查看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

景观一体化内容

选择安装或调整太阳能设备



附表：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类型及结构形式对应表

民居建筑类型

结构形式

木构架
砖砌体承重

木楼盖、木屋盖
单层生土墙承重
木屋盖体系

合
院
式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 是 是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 是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合院式 是 是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是 是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是 是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是 是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院式 是 是

干
栏
式

滇南高敞干栏式 是 是

滇西高敞干栏式 是 是

滇西低足干栏式 是

滇西北低足干栏式 是

滇西南低足干栏式 是

混合干栏式 是

土
掌
房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是

“蘑菇房” 是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是

井
干
式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合式 是

滇西北井干式 是



附录：云南传统民居建筑分布表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市

市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区 市、 ）

（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

7.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白族

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

鹤庆县）

陆良县

区

）

)

春县）
、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江城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

绿



续表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自治县、沧源佤



附图：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图

   “一颗印”
 紧凑生长合院式

滇东北三川半
穿斗合院式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式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腾冲及周边地区
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
凑生长合院式

    坊坊相接
（核心区）合院式

丽江及周边地区
坊坊相接合院式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蘑菇房”

滇西北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混合干栏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地理区域                昆明、曲靖（部分区域）、楚雄（部分区域）、玉溪

民居类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坊坊相接合（核心区）合院式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民居类型名称中含“滇南”、“滇中”、“** 地区”等词汇为专有名词内容，如：“  滇中、滇南

平顶土掌房”中的“滇南”仅为专有名词一部分，不完全表达地理概念，“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民居原始分布在滇中部分区域，故滇中分册中含“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类型。同理，“ 会泽

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中“ 会泽地区”为专有名词一部分，会泽县隶属于云南省曲靖市，但曲靖地区也

有“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正因为同一地区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民居，请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综合判

断适合用哪种类型民居内容。为方便使用管理，滇中分册中将分布在滇中区域的民居类型都纳入图册范

围（如图 1）。

          

滇
中
民
居

滇中分册综合说明滇中分册综合说明

滇
中
分
册

图1：滇中分册民居类别及地域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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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景观一体化（滇中分册）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景观一体化（滇中分册）

太阳能集热板适宜安装的位置（场地布局 )

        按平面场地布局类型来分，云南民居可分为点式、退台式和合院式，太阳能集热板适宜布置

在东、南、西向的屋顶上。

合院式 退台式

院

北 北

太阳能板适宜安装位置

         本册中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和建水地区紧凑

生长合院式使用“合院式”布局；

         本册中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退台式”布局或“合院式”布局。

太阳能集热板、水箱适宜安装的位置

分体式
一体式

自然循环 强制循环 强制循环

         太阳能集热板与水箱可安装在不同位置。根据水箱与集热板位置不同，可将太阳能热水系统

分为一体式和分体式。分体式又包括自然循环与强制循环两种。

          太阳能热水器与集热器

连为一体布置。 

          技术特点 : 

          1. 技术成熟 , 太阳能厂

家已有成熟的产品。 

          2. 施工安装方便 , 适合

安装于既有建筑。 

          3. 水箱体量较大 , 对建筑

外观仍有一定影响。水箱及

外框色彩需与屋面色彩统一。

          太阳能热水器与集热

器分体安装 , 水箱高度高于

集热板。 

          技术特点 : 

          1. 隐藏水箱 , 屋顶只放

置太阳能集热器。 

          2. 建筑设计时需预留

水箱与集热器安装位置。 

          3. 水箱高度高于集热

器 , 集热器安装位置受限。

适宜安装在屋面的中部或

靠近屋檐处。 

          4. 水箱安装在屋脊处 ,

安装位置有限。

         太阳能热水器与集热

器分体安装。 

          技术特点： 

          1. 隐藏水箱 , 屋顶只放

置太阳能集热器。 

           2. 建筑设计时需预留

水箱与集热器安装位置。 

           3. 水箱安装在屋脊处 ,

安装位置有限。 

           4. 系统内需要配置循

环泵 , 需预留接电位置。

          太阳能热水器与集热

器分体安装。水箱可放置

于设备间。 

          技术特点： 

          1. 隐藏水箱 , 屋顶只放

置太阳能集热器。 

           2. 建筑设计时需预留

水箱与集热器安装位置。 

           3. 水箱安装在设备间

或隔间 , 水箱尺寸受限较

小。 

           4. 系统内需要配置循

环泵 , 需预留接电位置。

热水器 热水器

热水器

热水器

集热器 集热器

集热器

集热器

         日照时数大于 1400h/a 且年太阳辐射量大于 4200MJ/m2 及年极端最低气温不低于 -45℃的地区

采用太阳能。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太阳能集热系统应采用热水系统倒循环、添加防冻液等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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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居类型以及太阳能集热板适宜安装位置示意（屋顶位置）

          云南民居类型多样，各类民居的屋顶形式各异，在太阳能屋顶一体化设计中，针对不同类型

的屋顶形式需进行相应的设计。

案例一：

双坡顶布置在屋顶中间。

可采用分体式自然循环的模

式。

水箱位置可放置于屋顶或设

备间。

案例二：

退台式平顶可布置在屋顶上

部。

可采用分体式自然循环的模

式也可采用一体式。

当选择分体式，水箱位置可放

置于隔间或设备间。

屋顶类型

双坡顶

平顶

太阳能集热板布置位置示意

屋顶中间 屋顶上部 屋顶下部 组合布置

案例一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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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附件二 : 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图 类型示意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彝族）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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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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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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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引导

形象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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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云南省乡村宜居农房风貌引导图集

（乡村振兴版）（乡村振兴版）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
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附件二 : 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分区图 类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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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目录

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特色风貌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示意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示意图

2



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目录

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特色风貌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示意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示意图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风貌元素

民居形象图解篇

图册综合说明文件 特色风貌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示意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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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印”

正房高耳房低

大门开向院中

土色墙

7

建筑特点元素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一颗印 "（三间两（四））耳 大门开向院中

正房高耳房低

■一颗印
■正房高耳房低
■大门开向院中
■土色墙

"一颗印 " 正房高耳房

大门开向院中
土色墙

土色墙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三间四耳 三间两耳

一

颗

印

大

门

向

院

中

土

色

墙

正

房

高

耳

房

低

建筑形象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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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印”

正房高耳房低

大门开向院中

土色墙

7

建筑特点元素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一颗印 "（三间两（四））耳 大门开向院中

正房高耳房低

■一颗印
■正房高耳房低
■大门开向院中
■土色墙

"一颗印 " 正房高耳房

大门开向院中
土色墙

土色墙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三间四耳 三间两耳

一

颗

印

大

门

向

院

中

土

色

墙

正

房

高

耳

房

低

建筑形象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建筑地域民族

5

地域建筑风格特点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地域类型：中暖平坝地区

分布地区：昆明、玉溪、曲靖、普洱思茅区及文山的部分地区

主要民族：汉族、彝族、回族等

代表聚落：昆明、通海县兴蒙乡、禄丰县炼象关、宣威市可渡村、宁洱县磨黑
镇等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区位

分布表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合
院
式

区 市、 ）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区 市、 ）

陆

区

哈尼族

绿春县）
、

合
院
式

彝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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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元素

          一颗印，是滇中民居典型的平面，

通常被称为“三间四耳倒八尺”。所谓“三

间四耳倒八尺”，指的即是正房有三间；

两侧厢房（又称耳房）各有两间，共计四间；

与正房相对的倒座，进深限定为八尺。这

种固定的基本平面形式，外形紧凑封闭，

方正如旧时官印，因此而得其名。依据实

际需求或者地形原因，“一颗印”也可灵

活衍生出各种空间模式：“三间两耳”、

“五间六耳”、“半颗印”等。

        “一颗印”，通常为独门独户，大门

位置居中设置。“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

式传统民居建筑一般在入口门头处设复杂

砖木构架，梁柱等处设梁头、垂头等构件。

          正房、耳房、门廊的屋檐和大小厦

在标高上相互错开，互不交接。正房的建

筑高度均高于耳房。“一颗印”紧凑生长

合院式传统民居建筑滇中地区屋面形制严

谨，双坡瓦顶硬山式。檐口砖叠涩处理，

屋脊平直而深远，檐角高翘。

         一颗印民居外墙直接采用外包土墙，

土墙的材质以滇中红土为主要材料。传

统民居建筑外墙壁封闭而坚固，内墙通

透而轻盈。山墙的山尖、勒脚、墙裙出

用青砖勾勒。      

一

颗

印

大

门

向

院

中

院

落

意

向

土

色

墙

正

房

高

耳

房

低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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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元素

          一颗印，是滇中民居典型的平面，

通常被称为“三间四耳倒八尺”。所谓“三

间四耳倒八尺”，指的即是正房有三间；

两侧厢房（又称耳房）各有两间，共计四间；

与正房相对的倒座，进深限定为八尺。这

种固定的基本平面形式，外形紧凑封闭，

方正如旧时官印，因此而得其名。依据实

际需求或者地形原因，“一颗印”也可灵

活衍生出各种空间模式：“三间两耳”、

“五间六耳”、“半颗印”等。

        “一颗印”，通常为独门独户，大门

位置居中设置。“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

式传统民居建筑一般在入口门头处设复杂

砖木构架，梁柱等处设梁头、垂头等构件。

          正房、耳房、门廊的屋檐和大小厦

在标高上相互错开，互不交接。正房的建

筑高度均高于耳房。“一颗印”紧凑生长

合院式传统民居建筑滇中地区屋面形制严

谨，双坡瓦顶硬山式。檐口砖叠涩处理，

屋脊平直而深远，檐角高翘。

         一颗印民居外墙直接采用外包土墙，

土墙的材质以滇中红土为主要材料。传

统民居建筑外墙壁封闭而坚固，内墙通

透而轻盈。山墙的山尖、勒脚、墙裙出

用青砖勾勒。      

一

颗

印

大

门

向

院

中

院

落

意

向

土

色

墙

正

房

高

耳

房

低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加固措施建议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民居修缮加固篇

7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宜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可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可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

棉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

屋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

农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传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加固措施建议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
解释为准。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可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 <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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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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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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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宜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可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可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

棉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

屋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

农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传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加固措施建议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
解释为准。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可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 <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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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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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加固措施建议

         农房的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时，可结合农房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结

构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

钢筋和横向箍筋的配置、结构构件连接的

可靠性、填充墙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

及构件抗震承载力进行综合分析，对整幢

房屋的抗震能力进行综合判定。判定方法

及程序可参照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及云南省

地方标准的相关要求。

         判定完成后，可根据判定结果，采取

经济合理，安全有效的加固方法进行加固

改造，以下针对农房的特殊性，提出几种

加固改造方法以供参考：

         1.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农房，当抗

震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建议采取加强楼、

屋盖的整体性，增设框架梁柱，且同时增

设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抗震支撑等抗侧力构

件的措施进行加固改造。

         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农房的梁柱截

面、楼梯构件出现严重挠曲、变形时，建议

采用钢构套、现浇钢筋混凝土套或粘贴钢板、

炭纤维布、钢绞线网 - 聚合物砂浆面层等方

法进行加固改造。

           3. 在原结构中采用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

墙进行加固改造时，建议抗震墙厚度应不小

于 160mm，墙体混凝土强度不低于 C25。原

有农房中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有局部损伤时或

出现局部裂缝时，可采用细石混凝土进行修

复，也可采用灌注水泥砂浆的方法进行补强。

其余非承重构件可增设相应的拉结措施进行

加固改造。

用水泥砂浆粉刷

        对土墙勒脚受损部分宜采取适当的排

水防潮措施，例如做散水、沟渠，墙底部

1000mm 高用水泥砂浆粉刷。

       对于土坯墙，当裂缝较宽时，宜采用草

泥或砂浆塞填处理，当裂缝宽度较小时，可

采用灌缝处理。

         生土房屋加固时，可加强下列部位的拉

接措施：

       1. 每道横墙中部应在屋檐高度处设置纵

向通长水平系杆；

       2. 两端开间和中间隔开间山尖墙应设置

竖向剪刀撑；

        3. 生土山墙、山尖墙应采用墙揽与木檩

条和系杆拉接。

        所有加固措施对外部风貌有影响的，应

考虑在加固后进行立面修缮，如墙体需采用

涂料或贴面砖的方式保证风貌元素完整。
如图所示，可考虑在墙内侧进行加固，不影

响外部风貌。

生
土
墙
体
加

固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农
房
加

固

土
墙
勒

脚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9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民居风貌引导篇

10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民居风貌引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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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民居风貌引导篇

13



        适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

彝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1 .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   具有一定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

完整；

3 .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整洁

有序。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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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

彝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1 .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   具有一定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

完整；

3 .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整洁

有序。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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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适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

彝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1.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空

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
紧
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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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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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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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适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

彝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1.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空

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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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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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风貌效果

        适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

彝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适用范围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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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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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风貌效果

        适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

彝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适用范围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管理措施：

（一）本《图册》下发至各级住建、规划部门，并由州（市）级住建、规划部门参照该《图

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组织编制当地建筑图集，以突出地方特色及协调村落

整体风貌。

（二）本《图册》适用于县级以下涉及民居建筑的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是编制县域

乡村建设规划、乡镇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的重要依据，在符合本图册外，尚应执行国家、

云南省和当地现行相关政策、标准、规范、规定。

（三）涉及民居建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项目相关职能部门应审查项目建设是否

符合该《图册》相关特色风貌要求。

（四）各级住建、规划部门要组织培训指导，加强县和乡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定期开展地方工匠对传统民居建筑工艺的相关培训，以便科学指导开展当地民居建设。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
一
颗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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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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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引导篇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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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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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目录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风貌元素

民居形象图解篇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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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象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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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好且经济发展平稳的村
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
（3）对周边城镇风貌有一定影响且在主
要交通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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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元素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平屋顶（卷边檐）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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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元素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平屋顶（卷边檐）

■四水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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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元素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平屋顶（卷边檐）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猫拱墙 雕花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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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薄弱及经济发展相对欠
发达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等；
（3）对周边城镇无风貌影响或者影响较
小的且不在主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
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基本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保证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规范、整洁、有序。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1）。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1）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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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象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1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好且经济发展平稳的村
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
（3）对周边城镇风貌有一定影响且在主
要交通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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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元素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平屋顶（卷边檐）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猫拱墙 雕花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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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元素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平屋顶（卷边檐）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猫拱墙 雕花门窗

四水归堂

猫拱墙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7

建筑特点元素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平屋顶（卷边檐）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猫拱墙 雕花门窗

四水归堂

猫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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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薄弱及经济发展相对欠
发达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等；
（3）对周边城镇无风貌影响或者影响较
小的且不在主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
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基本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保证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规范、整洁、有序。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1）。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1）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建筑地域民族

分布表

合
院
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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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元素

院

落

意

向

         所谓合院式建筑，就是以正房、倒座

（或围墙）以及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所

形成的内院式住宅。从最早的“凹”字形

平面，到“口”字形和“回”字形平面，

再到“日”字形与“昌”字形平面，总体

上有“向心、对称”的共同特点。会泽地

区合院基本型为“四水归堂”式，随着建

造时间推移，由前后两进合院组成的“重

堂式”院落成为主流。

四

水

归

堂

       设于瓦屋面预留孔上，用板瓦覆盖，

上加筒板瓦翘脊，即是传统房屋室内采

光通风孔，又是居家饲养宠物猫室内外

捕鼠活动进出自由的通道；既为房屋使

用提供了完善的功能，又为宅院建筑景

观丰富了内容。多见于云南会泽地区。

猫

眼

窗

       出山与硬山大致相同，不同点在于其

墙高高出屋面，如猫伸懒腰疏松关节形

成的“弓伏”，俗称“猫拱墙”。多见

于云南会泽地区。

猫

拱

墙

       木质门窗，带有雕刻精美的木花窗格

栅，门窗采用镂空、穿漏与浮雕相互结

合的雕刻工艺，以装饰有当地人文特色

图案为主。

雕

花

门

窗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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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元素

院

落

意

向

         所谓合院式建筑，就是以正房、倒座

（或围墙）以及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所

形成的内院式住宅。从最早的“凹”字形

平面，到“口”字形和“回”字形平面，

再到“日”字形与“昌”字形平面，总体

上有“向心、对称”的共同特点。会泽地

区合院基本型为“四水归堂”式，随着建

造时间推移，由前后两进合院组成的“重

堂式”院落成为主流。

四

水

归

堂

       设于瓦屋面预留孔上，用板瓦覆盖，

上加筒板瓦翘脊，即是传统房屋室内采

光通风孔，又是居家饲养宠物猫室内外

捕鼠活动进出自由的通道；既为房屋使

用提供了完善的功能，又为宅院建筑景

观丰富了内容。多见于云南会泽地区。

猫

眼

窗

       出山与硬山大致相同，不同点在于其

墙高高出屋面，如猫伸懒腰疏松关节形

成的“弓伏”，俗称“猫拱墙”。多见

于云南会泽地区。

猫

拱

墙

       木质门窗，带有雕刻精美的木花窗格

栅，门窗采用镂空、穿漏与浮雕相互结

合的雕刻工艺，以装饰有当地人文特色

图案为主。

雕

花

门

窗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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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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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加固措施建议

民居修缮加固篇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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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宜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可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可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

棉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

屋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

农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传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
解释为准。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和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宜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 <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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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宜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可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可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

棉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

屋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

农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传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
解释为准。

注 : 本条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和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宜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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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加固措施建议

         农房的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时，可结合农房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结

构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

钢筋和横向箍筋的配置、结构构件连接的

可靠性、填充墙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

及构件抗震承载力进行综合分析，对整幢

房屋的抗震能力进行综合判定，判定方法

及程序可参照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及云南省

地方标准的相关要求。

         判定完成后，可根据判定结果，采取

经济合理，安全有效的加固方法进行加固

改造，以下针对农房的特殊性，提出几种

加固改造方法以供参考：

         1.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农房，当抗

震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建议采取加强楼、

屋盖的整体性，增设框架梁柱，且同时增

设钢筋混凝土抗震墙及抗震支撑等抗侧力构

件的措施进行加固改造。

       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农房的梁柱截面、

楼梯构件出现严重挠曲、变形时，建议采用

钢构套、现浇钢筋混凝土套或粘贴钢板、炭

纤维布、钢绞线网 - 聚合物砂浆面层等方法

进行加固改造。

       3. 在原结构中采用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

墙进行加固改造时，建议抗震墙厚度应不小

于 160mm，墙体混凝土强度不低于 C25。原

有农房中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有局部损伤时或

出现局部裂缝时，可采用细石混凝土进行修

复，也可采用灌注水泥砂浆的方法进行补强；

其余非承重构件可增设相应的拉结措施进行

加固改造。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农
房
加

固

        1. 当墙体布置在平面内不闭合时，可增设墙

段形成闭合。

      2. 当外纵墙上洞口宽度超过 1.8m 时，可在洞

口四周增设现浇钢筋混凝土边框。

      3. 当纵横墙连接较差时，可采用钢拉杆、外

加柱或外加固梁等措施加固。

      4. 当木楼、木屋盖构件墙上支承长度不能满

足下表要求时，可增设托梁或扶壁柱。

         5. 当房屋纵横墙的基础顶部、楼屋盖（墙顶）

处未设置圈梁时，宜增设圈梁，外墙圈梁可采

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内墙圈梁可用钢拉杆。

砖

砌

体

承

重

体

系

加

固

         1. 对局部受损但尚可使用的生土墙体，

宜采用铁（钢）丝网或玻璃纤维网打底，

再抹水泥砂浆进行整体或局部面层拉结加

固，并加强转角处的拉结措施。

        2. 对无连接的女儿墙，宜全部拆除；

烟道宜与墙体可靠连接。

        3. 对门、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

屋的连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可采用局部堵

砌或全部封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

寸按新建标准执行。

生土墙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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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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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引导篇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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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引导篇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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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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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四水归堂 四合五天井 重堂式

形式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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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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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硬山坡顶

猫拱墙

屋面形式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宜采用其他屋面形

式。

坡度：20o~30o

墙体采用白墙，也可采用其他墙体形式。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

可用涂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贴等色纹

理面砖。

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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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彩
青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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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猫
拱
墙
、
雕
花
门
窗

猫
拱
墙

雕
花
门
窗

■ 墙体必须采用白墙，不得采用其它墙体形式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
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面砖。

■ 外墙：应为白色 ■ 适用民族：汉族 

■ 涂料、大白浆

■ 仿木门窗：仿木色
                     
■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得采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
窗样式

■ 采用木质门窗；现代可采用钢架喷涂仿木纹漆或木
框架

■ 坡度 22 度 -30 度

意向

材质

■ 屋顶：青灰色

■ 屋面：小青瓦

■ 适用民族：汉族 

■ 屋面形式必须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得
采用其它屋面形式

色彩

硬
山
坡
屋
顶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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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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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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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猫
拱
墙

雕
花
门
窗

■ 墙体必须采用白墙，不得采用其它墙体形式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
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面砖。

■ 外墙：应为白色 ■ 适用民族：汉族 

■ 涂料、大白浆

■ 仿木门窗：仿木色
                     
■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得采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
窗样式

■ 采用木质门窗；现代可采用钢架喷涂仿木纹漆或木
框架

■ 坡度 22 度 -30 度

意向

材质

■ 屋顶：青灰色

■ 屋面：小青瓦

■ 适用民族：汉族 

■ 屋面形式必须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得
采用其它屋面形式

色彩

硬
山
坡
屋
顶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色

彩
白色

材

质
大白浆或涂料

雕花门窗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宜采用其他

材质属性门窗样式。

宜采用木质门窗；或可采用钢架喷涂

仿木纹漆或木框架。

意

向

色

彩
仿木门窗：仿木色

材

质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9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猫
拱
墙
、
雕
花
门
窗

猫
拱
墙

雕
花
门
窗

■ 墙体必须采用白墙，不得采用其它墙体形式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
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面砖。

■ 外墙：应为白色 ■ 适用民族：汉族 

■ 涂料、大白浆

■ 仿木门窗：仿木色
                     
■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得采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
窗样式

■ 采用木质门窗；现代可采用钢架喷涂仿木纹漆或木
框架

■ 坡度 22 度 -30 度

意向

材质

■ 屋顶：青灰色

■ 屋面：小青瓦

■ 适用民族：汉族 

■ 屋面形式必须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得
采用其它屋面形式

色彩

硬
山
坡
屋
顶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图例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宜采用大面积现代推拉门

窗。

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图案不

宜复杂。

不宜使用除木色等其他色彩；

不可描绘“欧陆风”装饰。

不可使用亮白、银灰或其他

金属色材质。

图例 建议措施

图例 建议措施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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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硬山坡顶

猫拱墙

屋面形式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宜采用其他屋面形

式。

坡度：20o~30o

墙体采用白墙，也可采用其他墙体形式。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

可用涂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贴等色纹

理面砖。

意

向

意

向

色

彩
青灰色

9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猫
拱
墙
、
雕
花
门
窗

猫
拱
墙

雕
花
门
窗

■ 墙体必须采用白墙，不得采用其它墙体形式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
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面砖。

■ 外墙：应为白色 ■ 适用民族：汉族 

■ 涂料、大白浆

■ 仿木门窗：仿木色
                     
■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得采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
窗样式

■ 采用木质门窗；现代可采用钢架喷涂仿木纹漆或木
框架

■ 坡度 22 度 -30 度

意向

材质

■ 屋顶：青灰色

■ 屋面：小青瓦

■ 适用民族：汉族 

■ 屋面形式必须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得
采用其它屋面形式

色彩

硬
山
坡
屋
顶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材

质
小青瓦

9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猫
拱
墙
、
雕
花
门
窗

猫
拱
墙

雕
花
门
窗

■ 墙体必须采用白墙，不得采用其它墙体形式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
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面砖。

■ 外墙：应为白色 ■ 适用民族：汉族 

■ 涂料、大白浆

■ 仿木门窗：仿木色
                     
■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得采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
窗样式

■ 采用木质门窗；现代可采用钢架喷涂仿木纹漆或木
框架

■ 坡度 22 度 -30 度

意向

材质

■ 屋顶：青灰色

■ 屋面：小青瓦

■ 适用民族：汉族 

■ 屋面形式必须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得
采用其它屋面形式

色彩

硬
山
坡
屋
顶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色

彩
白色

材

质
大白浆或涂料

雕花门窗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宜采用其他

材质属性门窗样式。

宜采用木质门窗；或可采用钢架喷涂

仿木纹漆或木框架。

意

向

色

彩
仿木门窗：仿木色

材

质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9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猫
拱
墙
、
雕
花
门
窗

猫
拱
墙

雕
花
门
窗

■ 墙体必须采用白墙，不得采用其它墙体形式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
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面砖。

■ 外墙：应为白色 ■ 适用民族：汉族 

■ 涂料、大白浆

■ 仿木门窗：仿木色
                     
■ 门窗：木材、仿木纹门窗

■ 门窗可采用仿木门窗，不得采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
窗样式

■ 采用木质门窗；现代可采用钢架喷涂仿木纹漆或木
框架

■ 坡度 22 度 -30 度

意向

材质

■ 屋顶：青灰色

■ 屋面：小青瓦

■ 适用民族：汉族 

■ 屋面形式必须采用硬山坡屋面，不得
采用其它屋面形式

色彩

硬
山
坡
屋
顶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图例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宜采用大面积现代推拉门

窗。

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图案不

宜复杂。

不宜使用除木色等其他色彩；

不可描绘“欧陆风”装饰。

不可使用亮白、银灰或其他

金属色材质。

图例 建议措施

图例 建议措施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民居风貌引导篇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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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会泽等地区具有典型“紧凑生长

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   具有一定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

完整；

3 .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整洁

有序。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10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薄弱及经济发展相对欠
发达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等；
（3）对周边城镇无风貌影响或者影响较
小的且不在主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
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基本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保证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规范、整洁、有序。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1）。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1）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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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会泽等地区具有典型“紧凑生长

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   具有一定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

完整；

3 .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整洁

有序。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10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薄弱及经济发展相对欠
发达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等；
（3）对周边城镇无风貌影响或者影响较
小的且不在主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
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基本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保证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规范、整洁、有序。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1）。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1）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1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建筑风貌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硬山坡屋顶

采用坡屋顶形式。

宜采用坡屋顶。

   

猫拱墙

用涂料或涂料勾缝方

式处理，也可采用贴

等色纹理面砖。色彩

以白色为主。

可做猫拱墙。

墙身可采用涂料（粉刷

或喷涂），也可以采用

面砖贴面。

雕花门窗

风貌统一协调，不宜

采用其他材质属性的

门窗样式。

门窗外部观感可具有木

质门窗的特质。

可采用喷涂仿木漆门窗

（铝合金、塑钢、钢制），

也可采用保留内置门窗，

外部增设仿木门窗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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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

附表1

坡屋顶

建筑元素

猫拱墙

仿木门窗

管
理
控
制
措
施

建
筑
风
貌

院
落

验收标准示意

必须保证坡屋顶形式。

可用涂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
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
面砖。

保证风貌统一协调，不得采
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窗样式。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必须采用坡屋顶；
■檐口可采用型钢或混凝土；
■檐口可无装饰性构件。

■色彩应采用白色；
■墙身建议采用涂料（粉刷或
喷涂 ), 也可采用面砖贴面；
■应设置基座（勒脚），建议
采用毛石砌筑，也可采用面砖
贴面或青石片贴面。

■门窗外部观感应具有木质门
窗的特质；
■建议采用喷涂仿木漆门窗
（铝合金、塑钢、钢制），也
可采用保留内置门窗，外部增
设仿木门窗构件；
■门窗可无装饰性图案。

■依据民居占地条件，规范院
落边界；院落、场地应整洁有
序；可适当种植绿色植物；
■院落围合可采用开放式（半
开放式）或封闭式；
可采用植物、栅栏、围墙等。
■院落场地可采用硬质铺装或
自然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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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

附表1

坡屋顶

建筑元素

猫拱墙

仿木门窗

管
理
控
制
措
施

建
筑
风
貌

院
落

验收标准示意

必须保证坡屋顶形式。

可用涂料或者涂料勾缝方式
处理，也可采用贴等色纹理
面砖。

保证风貌统一协调，不得采
用其它材质属性的门窗样式。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必须采用坡屋顶；
■檐口可采用型钢或混凝土；
■檐口可无装饰性构件。

■色彩应采用白色；
■墙身建议采用涂料（粉刷或
喷涂 ), 也可采用面砖贴面；
■应设置基座（勒脚），建议
采用毛石砌筑，也可采用面砖
贴面或青石片贴面。

■门窗外部观感应具有木质门
窗的特质；
■建议采用喷涂仿木漆门窗
（铝合金、塑钢、钢制），也
可采用保留内置门窗，外部增
设仿木门窗构件；
■门窗可无装饰性图案。

■依据民居占地条件，规范院
落边界；院落、场地应整洁有
序；可适当种植绿色植物；
■院落围合可采用开放式（半
开放式）或封闭式；
可采用植物、栅栏、围墙等。
■院落场地可采用硬质铺装或
自然地坪。

内庭院

依据民居占地条件，规

范院落边界，院落场地

宜整洁有序，可适当种

植绿色植物。

院落围合可采用开放式

（半开放式）或封闭式。

可采用植物、栅栏、围

墙等。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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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适用于会泽等地区具有典型“紧凑生长

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空

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1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好且经济发展平稳的村
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
（3）对周边城镇风貌有一定影响且在主
要交通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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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适用于会泽等地区具有典型“紧凑生长

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空

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风貌效果

1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较好且经济发展平稳的村
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一般村寨内民居建设；
（3）对周边城镇风貌有一定影响且在主
要交通干道沿线区域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建筑风貌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参考内容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硬山坡屋顶
宜采用坡屋顶。

檐口可采用型钢或混凝

土。

猫拱墙
可做猫拱墙。

墙身可采用涂料（粉刷

或喷涂），也可以采用

面砖贴面。

可设置基座（勒脚），

可采用毛石砌筑，也可

采用青石片贴面。

   

雕花门窗
门窗外部观感可具有木

质门窗的特质。

采用喷涂仿木漆门窗（铝

合金、塑钢、钢制），

建议保留内置门窗，外

部增设仿木门窗构件。

门窗可增加装饰性图案。

内庭院

依据民居占地条件，规

范院落边界，院落场地

宜整洁有序，可适当种

植绿色植物。

院落围合可采用开放式

（半开放式）或封闭式。

可采用植物、栅栏、围

墙等。

院落场地可采用硬质铺

装。

采用坡屋顶形式。

用涂料或涂料勾缝方

式处理，也可采用贴

等色纹理面砖。色彩

以白色为主。

风貌统一协调，不宜

采用其他材质属性的

门窗样式。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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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风貌效果

         适用于会泽等地区具有典型“紧凑生长

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适用范围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14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雄厚且居民有产业联动诉
求诉求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村寨内民居建设；
（3）对周边城镇风貌较大影响且在主干
道沿线及周边风貌较好的村寨内民居建
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美观并体现当地民
族文化特色。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3）。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3）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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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风貌效果

         适用于会泽等地区具有典型“紧凑生长

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适用范围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14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1.适用范围：
（1）产业基础雄厚且居民有产业联动诉
求诉求的村寨内民居建设；
（2）非省级示范村、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村寨内民居建设；
（3）对周边城镇风貌较大影响且在主干
道沿线及周边风貌较好的村寨内民居建
设。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美观并体现当地民
族文化特色。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以上单一项内容的村
寨内民居的改造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
新建民居必须满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
措施（详附表 3）。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3）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附表 3

建筑风貌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参考内容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硬山坡屋顶
宜采用坡屋顶。

檐口宜采用型钢或混凝

土。

檐口宜增加装饰性构件。

猫拱墙
宜做猫拱墙。

墙身宜采用涂料（粉刷

或喷涂），也可以采用

面砖贴面。

宜设置基座（勒脚），

可采用毛石砌筑或采用

青石片贴面。

   

雕花门窗
门窗宜为木质门窗。

也可采用保留内置门窗，

外部增设木门窗构件。

门窗宜增加装饰性图案。

内庭院

依据民居占地条件，规

范院落边界，院落场地

宜整洁有序，可适当种

植绿色植物。

院落围合可采用开放式

（半开放式）或封闭式。

宜采用植物、栅栏、围

墙等。

院落场地宜采用硬质铺

装（有一定地域文化特

色）。

7

建筑特点元素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

平屋顶（卷边檐）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猫拱墙

四水归堂 硬山坡顶

猫拱墙 雕花门窗

四水归堂

猫拱墙

硬山坡顶

雕花门窗

采用坡屋顶形式。

用涂料或涂料勾缝方

式处理，也可采用贴

等色纹理面砖。色彩

以白色为主。

风貌统一协调，不可

采用其他材质属性的

门窗样式。

会
泽
地
区
紧
凑
生
长
合
院
式

编 制 说 明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院式分册

编制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持续推

进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云

办发〔2016〕48 号）要求，以建设“七彩云南、 宜居胜境、 美丽家园” 为主题 , 以城

乡规划为引领 , 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核心 , 为避免城乡建设缺乏特色，村寨风貌风格

雷同，“千村一面”现象普遍的问题，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村镇建设应体现云南本

土和地域特色的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制定本图册。

编制目标：

■积极引导现有民居进行提升改造，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控制，协调村落整体风貌，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引导农民建设科学、实用、舒适、高质量的农村民居。

编制内容：

        对于新建及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积极引导，以体现人居环境整体特色风貌为前提，通

过建筑风貌控制引导及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综合引导的方式进行。将建筑风格地区特点

及特点元素详解以及建筑元素细部特色融入建筑风貌控制引导中，并且将建筑及庭院

风貌分普及型、提升型、精品型三种类型进行控制引导，并针对三型分型控制引导提

出验收标准细项以对实施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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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引导篇

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
(白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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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形象图解：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民居修缮加固：加固措施建议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白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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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形象图解：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民居修缮加固：加固措施建议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白族)目录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风貌元素

民居形象图解篇民居形象图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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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院式

坡屋顶

彩绘墙

雕花门窗

合
院
式

彩

绘

墙

雕

花

门

窗

坡

屋

顶

建筑形象建筑形象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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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院式

坡屋顶

彩绘墙

雕花门窗

合
院
式

彩

绘

墙

雕

花

门

窗

坡

屋

顶

建筑形象建筑形象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建筑地域民族建筑地域民族

分布表分布表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

7. 怒江傈僳族自制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制县） 白族

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

鹤庆县）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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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

民居修缮加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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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加固措施建议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应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应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应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棉

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屋

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农

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传

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
释为准。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应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 <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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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加固措施建议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应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应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应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棉

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屋

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农

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传

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
释为准。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应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 <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加固措施建议加固措施建议

        农房的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时，可结合农房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结构

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钢

筋和横向箍筋的配置、结构构件连接的可

靠性、填充墙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及

构件抗震承载力进行综合分析，对整幢房

屋的抗震能力进行综合判定。判定方法及

程序可参照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及云南省地

方标准的相关要求。

        判定完成后，可根据判定结果，采取经

济合理，安全有效的加固方法进行加固改

造，以下针对农房的特殊性，提出几种加

固改造方法以供参考：

         1.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农房，当抗

震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建议采取加强楼、

屋盖的整体性，增设框架梁柱，且同时增设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抗震支撑等抗侧力构件

的措施进行加固改造。

         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农房的梁柱截

面、楼梯构件出现严重挠曲、变形时，建议

采用钢构套、现浇钢筋混凝土套或粘贴钢板、

炭纤维布、钢绞线网 - 聚合物砂浆面层等方

法进行加固改造。

    3. 在原结构中采用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

墙进行加固改造时，建议抗震墙厚度应不小

于 160mm，墙体混凝土强度不低于 C25。原

有农房中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有局部损伤时或

出现局部裂缝时，可采用细石混凝土进行修

复，也可采用灌注水泥砂浆的方法进行补强。

其余非承重构件可增设相应的拉结措施进行

加固改造。

贴面砖

         对土墙勒脚受损部分宜采取适当的排水防潮

措施，例如做散水、沟渠，墙底部 1000mm 高

处贴面砖。

砖
墙
加

固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农
房
加

固

土
墙
勒

脚

            砖墙当裂缝宽度较大（大于 5mm 以上）

时，也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加固修复：

       1. 先找出裂缝近似中心线及裂缝两端头

位置，各处放 150mm 以上为裂缝加固修复

范围；

        2. 在裂缝两侧距裂缝不少于 120mm 处

钻孔，并放置穿墙短筋，短钢筋头出墙面

20mm；

         3. 钢筋全部绑扎就位后，采用强度等级

M7.5 以上的水泥砂浆先对裂缝两侧进行抹

灰处理，抹灰厚度不小于 20mm。

所有加固措施对外部风貌有影响的，应考虑

在加固后进行立面修缮，如墙体需采用涂料

或贴面砖的方式保证风貌元素完整。

        如图所示，可考虑在墙内侧进行加固，

不影响外部风貌。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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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引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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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引导篇

 合院式

建筑平面布局主要包

括单坊一字型、二坊

L 型、“三坊一照壁”、

“四合五天井”、“六

合同春”等平面组合

形式，在洱海周边的

坐向多为东西朝向 ;

照壁形式包括一字照

壁和三叠水照壁。

三坊一照壁 一字照壁

四合五天井 三叠水照壁

正房的面宽和进深比

例 为 1.82-2.34， 厢 房

为 1.42-2.55， 天井为

0.45-1.50， 一 般 不 超

出此比例范围 ;

照 壁 宽 高 比 一 般 在

1.4-1.7 之间，且高度

都 普 遍 高 于 一 般 围

墙。

以白色为主色调，适

当施以彩绘，色彩采

用青灰色、黛色、青

色、黑色。

意

向

尺
寸
引

导 

色

彩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厢房

厢
照壁

主房
耳房

耳

倒座
厢厢 主

图例 建议措施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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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屋顶

屋 面 形 式 采 用 硬 山 坡 屋

面；一般正房每层的檐口

高于或等于厢房对应的檐

口；正房屋脊高度高于厢

房屋脊高度；正房屋坡度

宜 在 22 ° 至 30 ° 之 间；

厢房屋顶坡度宜在 19°至

25°之间。重檐屋顶的下

层单坡屋面与上层屋面平

行。

不宜采用平屋

顶或其他形式

（如欧式）坡

屋顶。

屋顶：黛色、青色、黑色

  屋面：小青瓦

意

向

色

彩

材

质

半圆形山尖硬
　山坡屋面

半六边形山尖硬
山坡屋面

尖形山尖硬
山坡屋面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图例

图例

建议措施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

雕花门窗

意
向

色

彩

材

质

门窗可采用木门窗或仿木

门窗。

 门窗颜色为棕红色、黄褐

色、仿木色。

木材、仿木纹门窗。

不宜采用大面积现

代推拉门窗。木质

装饰或仿木装饰图

案不宜复杂。

不宜使用除木色、

棕灰色其他色彩；

不宜描绘“欧陆风”

装饰。

不宜使用亮白、银

灰或其他金属色材

质。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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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屋顶

屋 面 形 式 采 用 硬 山 坡 屋

面；一般正房每层的檐口

高于或等于厢房对应的檐

口；正房屋脊高度高于厢

房屋脊高度；正房屋坡度

宜 在 22 ° 至 30 ° 之 间；

厢房屋顶坡度宜在 19°至

25°之间。重檐屋顶的下

层单坡屋面与上层屋面平

行。

不宜采用平屋

顶或其他形式

（如欧式）坡

屋顶。

屋顶：黛色、青色、黑色

  屋面：小青瓦

意

向

色

彩

材

质

半圆形山尖硬
　山坡屋面

半六边形山尖硬
山坡屋面

尖形山尖硬
山坡屋面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图例

图例

建议措施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

雕花门窗

意
向

色

彩

材

质

门窗可采用木门窗或仿木

门窗。

 门窗颜色为棕红色、黄褐

色、仿木色。

木材、仿木纹门窗。

不宜采用大面积现

代推拉门窗。木质

装饰或仿木装饰图

案不宜复杂。

不宜使用除木色、

棕灰色其他色彩；

不宜描绘“欧陆风”

装饰。

不宜使用亮白、银

灰或其他金属色材

质。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彩绘墙

砖墙体外表面一般需要

砂浆抹灰，并以白色或

土色灰浆粉刷，青砖墙

也可以不加抹灰或粉刷，

但砌筑与灰缝比较讲究，

最好用老式的平竖间隔

空斗墙砌法。根据彩绘

部位和位置，选择相应

的彩绘装饰图案，建议

多采用当地传统做法。

彩绘主要应用于山墙面

山花尖、封檐板、腰厦、

马头墙、围墙、照壁等

地方的装饰部位，彩绘

图案偏于简洁的云纹、

卷草、几何体等民间常

用传统图案，在照壁、

围墙、马头墙等细部构

件上才稍有复杂的图形；

彩绘一般采用淡墨色，

少数情况会在照壁、门

楼上采用少量红色、靛

蓝、赭石等彩色颜料。

彩绘颜色宜为青灰色、黛

色、青色、黑色。

意

向

色

彩

装饰纹样列举

空斗墙砌法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图例 建议措施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宜采用外墙墙砖或

瓷砖类、“欧陆风”

外墙装饰材料等。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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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引导篇

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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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引导篇

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适用于大理市、保山市、临沧市及楚雄

彝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内具有典型“坊坊相接

（核心区）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

及改造。

适用范围

风貌效果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

1 .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   具有一定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

完整；

3 .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整洁

详           附表 1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参考标准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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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1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合院式

坡屋顶

彩绘墙

雕花门窗

平面宜采用“三坊一照

壁”，可用一字型、L 型；

宜有照壁。

建筑平面为合院式，

布局主要包括一字型、

L 型、“三坊一照壁”。

正房及厢房均采用硬

山坡屋顶。

彩绘位置包括山墙面

彩绘、照壁彩绘等。

可根据彩绘位置选择

彩绘图案。

门窗一般为木板门

窗或木格门窗，也可

采用铁艺仿古门窗；

颜色应为棕红色、黄

褐色、仿木色。

屋顶形式为硬山坡屋顶；

屋顶为小青瓦。

可不使用彩绘或在山墙

面使用简单彩绘，彩绘

样式选用简单的当地传

统图案 ;

彩绘颜色可用青灰色、

黛色、青色、黑色。

简易雕花的木门窗；

颜色为棕红色、黄褐色、

仿木色。

厢房

厢房
照壁

主房
耳房

耳房

内院围合，环境整洁干

净； 有 硬 质 铺 地， 铺 地

宜 以 条 石、 卵 石、 瓦 片

铺地为主；依据各地用

地 条 件， 规 整 庭 院， 保

证院落整洁干净。

内庭院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参考标准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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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1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合院式

坡屋顶

彩绘墙

雕花门窗

平面宜采用“三坊一照

壁”，可用一字型、L 型；

宜有照壁。

建筑平面为合院式，

布局主要包括一字型、

L 型、“三坊一照壁”。

正房及厢房均采用硬

山坡屋顶。

彩绘位置包括山墙面

彩绘、照壁彩绘等。

可根据彩绘位置选择

彩绘图案。

门窗一般为木板门

窗或木格门窗，也可

采用铁艺仿古门窗；

颜色应为棕红色、黄

褐色、仿木色。

屋顶形式为硬山坡屋顶；

屋顶为小青瓦。

可不使用彩绘或在山墙

面使用简单彩绘，彩绘

样式选用简单的当地传

统图案 ;

彩绘颜色可用青灰色、

黛色、青色、黑色。

简易雕花的木门窗；

颜色为棕红色、黄褐色、

仿木色。

厢房

厢房
照壁

主房
耳房

耳房

内院围合，环境整洁干

净； 有 硬 质 铺 地， 铺 地

宜 以 条 石、 卵 石、 瓦 片

铺地为主；依据各地用

地 条 件， 规 整 庭 院， 保

证院落整洁干净。

内庭院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参考标准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适用于大理市、保山市、临沧市及楚雄彝

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内具有典型“坊坊相接（核

心区）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

造。

适用范围

风貌效果

1.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空

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风貌引导目标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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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2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合院式

坡屋顶

彩绘墙

雕花门窗

平面宜采用“三坊一照

壁”、四合五天井；

照壁选用一字型。

建筑平面布局为合院

式主要包括“三坊一

照壁”、“四合五天井”。

包括正房的硬山坡屋

顶，两厢房、耳房硬

山坡屋顶；

屋脊两端应设置起翘。

彩绘位置包括墙身彩

绘、山墙面彩绘、照

壁彩绘等。可根据彩

绘的位置选择彩绘图

案。

       门窗一般为木板窗

（门）或木格窗（门），

也可采用铁艺仿古门

窗；颜色应为棕红色、

黄褐色、仿木色。

屋顶形式为硬山坡屋顶；

屋顶为小青瓦；

正房高于耳房；

檐角应起翘。

宜在墙面，山墙面，照

壁设简单彩绘，彩绘样

式选用简单的当地传统

图案；

彩绘颜色应选择青灰色、

黛色、青色、黑色。

门窗为简易花格组合的

木门窗；

颜色为棕红色、黄褐色、

仿木色。

厢

厢照壁

三坊一照壁 四合五天井

倒座

主耳

耳

内院宜围合，环境整洁

干 净； 有 硬 质 铺 地， 铺

地 宜 以 条 石、 卵 石、 瓦

片铺地为主，可有简单

图案装饰；需依据各地

用地条件，规整庭院范

围，保证院落整洁干净。

内庭院

厢

厢 主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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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2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合院式

坡屋顶

彩绘墙

雕花门窗

平面宜采用“三坊一照

壁”、四合五天井；

照壁选用一字型。

建筑平面布局为合院

式主要包括“三坊一

照壁”、“四合五天井”。

包括正房的硬山坡屋

顶，两厢房、耳房硬

山坡屋顶；

屋脊两端应设置起翘。

彩绘位置包括墙身彩

绘、山墙面彩绘、照

壁彩绘等。可根据彩

绘的位置选择彩绘图

案。

       门窗一般为木板窗

（门）或木格窗（门），

也可采用铁艺仿古门

窗；颜色应为棕红色、

黄褐色、仿木色。

屋顶形式为硬山坡屋顶；

屋顶为小青瓦；

正房高于耳房；

檐角应起翘。

宜在墙面，山墙面，照

壁设简单彩绘，彩绘样

式选用简单的当地传统

图案；

彩绘颜色应选择青灰色、

黛色、青色、黑色。

门窗为简易花格组合的

木门窗；

颜色为棕红色、黄褐色、

仿木色。

厢

厢照壁

三坊一照壁 四合五天井

倒座

主耳

耳

内院宜围合，环境整洁

干 净； 有 硬 质 铺 地， 铺

地 宜 以 条 石、 卵 石、 瓦

片铺地为主，可有简单

图案装饰；需依据各地

用地条件，规整庭院范

围，保证院落整洁干净。

内庭院

厢

厢 主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风貌效果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适用于大理市、保山市、临沧市及楚雄彝

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内具有典型“坊坊相接（核

心区）合院式”特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

造。

适用范围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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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
(彝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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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彝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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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彝族)目录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风貌元素

民居形象图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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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架土坯墙

曲尺重檐深外廊

坡屋顶

图腾装饰

坡

屋

顶

曲

尺

重

檐

深

外

廊

图

腾

装

饰

木

构

架

土

坯

墙

建筑形象建筑形象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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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架土坯墙

曲尺重檐深外廊

坡屋顶

图腾装饰

坡

屋

顶

曲

尺

重

檐

深

外

廊

图

腾

装

饰

木

构

架

土

坯

墙

建筑形象建筑形象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建筑地域民族建筑地域民族

分布表分布表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

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

鹤庆县）

建筑地域民族建筑地域民族

分布表分布表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白
族)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

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 主要民族 备注

合院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核心区）

“一颗印”

紧凑生长

合院式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区、安宁市、

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汉族

彝族

苗族等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沾

益县）
汉族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华宁县、

华宁县）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

兴蒙乡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武定县、元谋县）
汉族

彝族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汉族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

汉族

壮族

苗族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

绿春县）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弥勒市、泸西县）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核心区）

坊坊相接

（核心区）

合院式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汉族

彝族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

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汉族

彝族

白族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汉族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

汉族

彝族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汉族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汉族

坊坊相接

合院式

（亚区）

丽江及周边地区坊坊相接

合院式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纳西族

汉族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汉族

紧凑生长

合院式

（亚区）

会泽地区

紧凑生长

合院式

曲靖市（会泽县） 汉族

腾冲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汉族

阿昌族

建水及周边地区紧凑生长

合院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汉族

彝族

三川半穿

斗合院式

滇东北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

富县）

汉族

苗族

干栏式

高敞干栏

滇南高敞

干栏式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哈尼族

汉族

滇西高敞

干栏式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汉族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盈江县）
傣族

德昂族

低足干栏

滇西南低足

干栏式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拉祜族

佤族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

族自治县）

佤族

傣族

滇西低足

干栏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景颇族

傣族

滇西北低足

干栏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混合式

干栏
混合干栏式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

壮族

彝族

苗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3.曲靖市（罗平县）
布依族

苗族

土掌式

平顶

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彝族

汉族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彝族

汉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彝族

傣族

“蘑菇房” “蘑菇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哈尼族

汉族

土库房、

碉房

滇西北土库房、

碉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藏族

井干式

井干式

滇西北

井干式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井干夯土

墙混合式

滇西北井干

夯土墙

混合式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藏族

（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

7. 怒江傈僳族自制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制县） 白族

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

鹤庆县）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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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

民居修缮加固篇民居修缮加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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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加固措施建议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应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应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应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

棉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

屋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

农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传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
释为准。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应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 <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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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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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措施建议加固措施建议

        1. 对房屋原有无粘结固定的屋面瓦要进行

加固和维护，达到铺置牢固、安全和防漏要求，

并做好封檐板、木椽子、木檩条及屋架等的防

腐措施；对现有无粘结固定的小青瓦（响瓦、

干撒瓦等）应进行屋面外沿等局部注浆粘结或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固定。

木结构瓦屋面加固

        2. 铺屋面瓦时，应先顺斜坡拉线，再从檐

口开始，自下往上一垅一垅地进行铺挂，要求

瓦面上下搭接 2/3。俯仰瓦屋面的相邻两垅俯

瓦和仰瓦的边之间要搭接 40mm。铺俯仰瓦时，

应先铺两垅仰瓦，并在其两垅仰瓦之间空隙处

用 1:3 水泥砂浆粘结稳固后再铺俯瓦。适用于

屋面坡度≤ 30%, 如下图（一）所示；屋面坡度

＞ 30%，要求屋面瓦打孔，采用铁丝固定在挂

瓦条上，瓦打孔位置用密封胶填充。
         3. 农村危房改造中屋面材料不得再使用石

棉瓦，对达到“安全稳固和遮风避雨”要求而

屋面为石棉瓦的房屋可逐步进行更换；要引导

农户在经济条件改善后采用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传统民居风貌的屋面材料。 

图（一）   屋面挂瓦方案

屋

顶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及《云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
释为准。

注 : 本内容为辅助参考，加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云
南省农村危房修缮加固技术指南》内条文解释为准。

门窗洞口尺寸要求         对门、窗洞口宽度过大过多削弱房屋的连

续性及墙体强度时，应采用局部堵砌或全部封

堵的方法，砌筑方法及洞口尺寸按新建标准执

行。

门

窗
项目

门窗洞口宽度（米）

6、7 度

1.5 1.2

8 度
抗震设防烈度

< <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加固措施建议加固措施建议

用水泥砂浆粉刷

         对土墙勒脚受损部分宜采取适当的排水防潮

措施，例如做散水、沟渠，墙底部 1000mm 高

用水泥砂浆粉刷。

土
墙
勒

脚

        农房的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时，可结合农房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结构

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钢

筋和横向箍筋的配置、结构构件连接的可

靠性、填充墙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及

构件抗震承载力进行综合分析，对整幢房

屋的抗震能力进行综合判定。判定方法及

程序可参照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及云南省地

方标准的相关要求。

        判定完成后，可根据判定结果，采取经

济合理，安全有效的加固方法进行加固改

造，以下针对农房的特殊性，提出几种加

固改造方法以供参考：

         1.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农房，当抗

震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建议采取加强楼、

屋盖的整体性，增设框架梁柱，且同时增设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抗震支撑等抗侧力构件

的措施进行加固改造。

         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农房的梁柱截

面、楼梯构件出现严重挠曲、变形时，建议

采用钢构套、现浇钢筋混凝土套或粘贴钢板、

炭纤维布、钢绞线网 - 聚合物砂浆面层等方

法进行加固改造。

    3. 在原结构中采用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

墙进行加固改造时，建议抗震墙厚度应不小

于 160mm，墙体混凝土强度不低于 C25。原

有农房中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有局部损伤时或

出现局部裂缝时，可采用细石混凝土进行修

复，也可采用灌注水泥砂浆的方法进行补强。

其余非承重构件可增设相应的拉结措施进行

加固改造。

生
土
墙
体
加

固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农
房
加

固

       对于土坯墙，当裂缝较宽时，宜采用草

泥或砂浆塞填处理，当裂缝宽度较小时，可

采用灌缝处理。

         生土房屋加固时，应加强下列部位的拉

接措施：

        1. 每道横墙中部应在屋檐高度处设置纵

向通长水平系杆；

        2. 两端开间和中间隔开间山尖墙应设置

竖向剪刀撑；

        3. 生土山墙、山尖墙应采用墙揽与木檩

条和系杆拉接。

        所有加固措施对外部风貌有影响的，应

考虑在加固后进行立面修缮，如墙体需采用

涂料或贴面砖的方式保证风貌元素完整。

如图所示，可考虑在墙内侧进行加固，不影

响外部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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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引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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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风貌引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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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效果

        适用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普洱市内具有

典型“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特征的

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   具有一定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

完整；

3 .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整洁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坊
坊
相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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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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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引导篇

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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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引导篇

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风貌效果

        适用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普洱市内具有

典型“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特征的

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   具有一定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

完整；

3 .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整洁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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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1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木构架

土坯墙

图腾装饰

坡屋顶

彩绘墙

外墙宜采用土黄色外墙

涂料；

屋架采用仿木色漆。
一般为木构体系、土

坯墙面。

以悬山小青瓦双坡

屋面为 主。

以民族装饰彩绘为 主。

以简单图腾装饰

符号图案为主。

     

屋顶为悬山坡屋顶；

材质为小青瓦。

可不使用彩绘装饰或使

用简单的彩绘装饰。

可不使用图腾或使用一

些较为简单的图腾。

需依据各地用地条件，

规整庭院范围，保证院

落整洁干净；可选择自

然边界如植物等作为围

院形式。

内庭院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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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普及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1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木构架

土坯墙

图腾装饰

坡屋顶

彩绘墙

外墙宜采用土黄色外墙

涂料；

屋架采用仿木色漆。
一般为木构体系、土

坯墙面。

以悬山小青瓦双坡

屋面为 主。

以民族装饰彩绘为 主。

以简单图腾装饰

符号图案为主。

     

屋顶为悬山坡屋顶；

材质为小青瓦。

可不使用彩绘装饰或使

用简单的彩绘装饰。

可不使用图腾或使用一

些较为简单的图腾。

需依据各地用地条件，

规整庭院范围，保证院

落整洁干净；可选择自

然边界如植物等作为围

院形式。

内庭院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风貌效果

        适用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普洱市内具有

典型“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特征的

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需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空

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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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2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外墙宜采用黄色外墙漆；

屋架宜采用木构架或仿

木色漆。

一般为木构体系、土

坯墙面。

以悬山小青瓦双坡

屋面为 主。

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简

单彩绘为 主

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简

单图腾符号为主。

     

屋顶采用悬山坡屋顶 ;

材质为小青瓦；

纵向屋脊两角宜有起翘。

彩绘宜采用具有当地民

族特色的简单彩绘为主。

宜采用喷仿木漆木；

采用具有当地民族特色

的简单图腾元素。

依据各地用地条件，规

整庭院范围，保证院落

整洁干净，院内宜设有

绿植；选择篱笆、竹篾、

夯土、碎石作为围院形

式，规整搭理，干净整洁。

内庭院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木构架

土坯墙

图腾装饰

坡屋顶

彩绘墙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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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2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外墙宜采用黄色外墙漆；

屋架宜采用木构架或仿

木色漆。

一般为木构体系、土

坯墙面。

以悬山小青瓦双坡

屋面为 主。

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简

单彩绘为 主

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简

单图腾符号为主。

     

屋顶采用悬山坡屋顶 ;

材质为小青瓦；

纵向屋脊两角宜有起翘。

彩绘宜采用具有当地民

族特色的简单彩绘为主。

宜采用喷仿木漆木；

采用具有当地民族特色

的简单图腾元素。

依据各地用地条件，规

整庭院范围，保证院落

整洁干净，院内宜设有

绿植；选择篱笆、竹篾、

夯土、碎石作为围院形

式，规整搭理，干净整洁。

内庭院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

木构架

土坯墙

图腾装饰

坡屋顶

彩绘墙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风貌效果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适用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普洱市内具有

典型“坊坊相接（核心区）合院式”特征的

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适用范围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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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参考内容附表 3

建筑风貌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外墙宜采用黄色外墙漆；

屋架宜采用木构架或仿

木色漆。

   

一般为木构体系、土

坯墙面。

以悬山小青瓦双坡

屋面为 主。

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红、

黑、黄等彩绘为 主。

以民族特色浓郁的牛、

羊等图腾符号为主。

     

屋顶宜采用悬山重檐青

瓦顶，纵向屋脊两角起

翘，横向两坡屋面略呈

凹曲。

山墙与外墙可施以彩绘，

彩绘采用具有当地民族

特色的颜色为主。

图腾宜采用喷仿木漆木

并采用具有当地民族崇

拜的图腾元素结合彝族

传统色彩与图案共同装

饰。

依据各地用地条件，规

整庭院范围，保证院落

整洁干净。采用当地木、

石、竹等材质打造特色

庭院，院内宜设有绿植，

适当加设具有彝族特色

的景观小品。

内庭院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木构架

土坯墙

图腾装饰

坡屋顶

彩绘墙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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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参考内容附表 3

建筑风貌

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外墙宜采用黄色外墙漆；

屋架宜采用木构架或仿

木色漆。

   

一般为木构体系、土

坯墙面。

以悬山小青瓦双坡

屋面为 主。

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红、

黑、黄等彩绘为 主。

以民族特色浓郁的牛、

羊等图腾符号为主。

     

屋顶宜采用悬山重檐青

瓦顶，纵向屋脊两角起

翘，横向两坡屋面略呈

凹曲。

山墙与外墙可施以彩绘，

彩绘采用具有当地民族

特色的颜色为主。

图腾宜采用喷仿木漆木

并采用具有当地民族崇

拜的图腾元素结合彝族

传统色彩与图案共同装

饰。

依据各地用地条件，规

整庭院范围，保证院落

整洁干净。采用当地木、

石、竹等材质打造特色

庭院，院内宜设有绿植，

适当加设具有彝族特色

的景观小品。

内庭院

参考标准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民居风貌分型引导（精品型）

木构架

土坯墙

图腾装饰

坡屋顶

彩绘墙

坊
坊
相
接
（
核
心
区
）
合
院
式(

彝
族)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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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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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81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目录

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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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目录

民居形象图解篇：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民居风貌引导篇：

普及型

提升型

精品型

风貌元素

加固措施建议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民居修缮加固篇：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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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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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建筑形象

建筑地域民族

风貌元素

民居形象图解篇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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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元素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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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象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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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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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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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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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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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元素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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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象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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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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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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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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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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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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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建筑地域民族

传统民居建筑类型 主要分布民居类型 主要民族 备注

土掌式

彝族

彝族

彝族

汉族

汉族

傣族

平顶土掌式房

1. 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泸西县）

3.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滇中、滇南平顶
土掌房

分布表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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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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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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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掌房，是一种顺应地势先夯筑墙体，

后立屋架，并在密楞上铺设柴草抹泥的平

顶式生土建筑。土掌房多分布于干热气候

区，一般为三开间长方体或者正方体，结

合坡地灵活退台处理成两层或三层，多分

前后两个部分布置。前后地面有高差，前

部为厢房（又称耳房），后部为正房。屋

顶平台层叠交错，与坡地环境融为一体。

土掌房施工操作简单，可分期建盖。土掌

式建筑的墙体以土为骨料，修建时用夹板

固定，填土夯时逐层加高后形成土墙 ( 即

所谓“干打垒”)，夯土墙上搭木楞，木

楞上盖柴草，柴草上分层铺设泥土后捶实

抹平，构成平坦光滑的屋顶。土掌式建筑

分布在滇中及滇东南一带。土掌式建筑冬

暖夏凉，防火性能好，非常实用。

      屋顶以粗细不等的横木分层覆盖，用

树枝、柴草铺平后，再以泥土分层夯实，

面层涂抹平滑，整个屋顶面结实平整不漏

雨。层层叠落交错的退台屋顶，使其建筑

外形平稳凝重，敦厚朴实，统一中有变化，

与坡地环境融为一体。满足了农作物晾晒

场地和室外活动空间的要求。

       仿土坯墙或夯土墙（土质本色）。     

土

掌

房 

典

型

风

貌

黄

粉

墙

土

平

顶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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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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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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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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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风貌元素

、

86



         土掌房，是一种顺应地势先夯筑墙体，

后立屋架，并在密楞上铺设柴草抹泥的平

顶式生土建筑。土掌房多分布于干热气候

区，一般为三开间长方体或者正方体，结

合坡地灵活退台处理成两层或三层，多分

前后两个部分布置。前后地面有高差，前

部为厢房（又称耳房），后部为正房。屋

顶平台层叠交错，与坡地环境融为一体。

土掌房施工操作简单，可分期建盖。土掌

式建筑的墙体以土为骨料，修建时用夹板

固定，填土夯时逐层加高后形成土墙 ( 即

所谓“干打垒”)，夯土墙上搭木楞，木

楞上盖柴草，柴草上分层铺设泥土后捶实

抹平，构成平坦光滑的屋顶。土掌式建筑

分布在滇中及滇东南一带。土掌式建筑冬

暖夏凉，防火性能好，非常实用。

      屋顶以粗细不等的横木分层覆盖，用

树枝、柴草铺平后，再以泥土分层夯实，

面层涂抹平滑，整个屋顶面结实平整不漏

雨。层层叠落交错的退台屋顶，使其建筑

外形平稳凝重，敦厚朴实，统一中有变化，

与坡地环境融为一体。满足了农作物晾晒

场地和室外活动空间的要求。

       仿土坯墙或夯土墙（土质本色）。     

土

掌

房 

典

型

风

貌

黄

粉

墙

土

平

顶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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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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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云南省民居建筑特色设计导则 

 
 — 16 — 

 

 

 
 
 
 

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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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风貌元素

、

民居修缮加固篇

加固措施建议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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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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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87



88



       对于土坯墙，当裂缝较宽时，宜采用草泥或砂浆塞填处理，当裂缝宽度较小时，宜采用灌缝

处理。生土房屋加固时，宜加强下列部位的拉接措施：a. 每道横墙中部宜在屋檐高度处设置纵

向通长水平系杆； b. 两端开间和中间隔开间山尖墙宜设置竖向剪刀撑；c. 生土山墙、山尖墙建

议采用墙揽与木檩条和系杆拉接。

生
土
墙
体
加

固

角钢托梁加固门窗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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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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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加固措施建议

       w 农房的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时，可结合农房结构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构件

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钢筋和横向

箍筋的配置、结构构件连接的可靠性、填充墙

与主体结构的拉结构造以及构件抗震承载力进

行综合分析，对整幢房屋的抗震能力进行综合

判定。判定方法及程序可参照国家现行相关规

范及云南省地方标准的相关要求。

       判定完成后，可根据判定结果，采取经济

合理，安全有效的加固方法进行加固改造，以

下针对农房的特殊性，提出几种加固改造方法

以供参考：

       1.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农房，当抗震承

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建议采取加强楼、屋盖的

整体性，增设框架梁柱，且同时增设钢筋混凝

土抗震墙、抗震支撑等抗侧力构件的措施进行

加固改造。

       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农房的梁柱截面、

楼梯构件出现严重挠曲、变形时，建议采用钢

构套、现浇钢筋混凝土套或粘贴钢板、炭纤维

布、钢绞线网 - 聚合物砂浆面层等方法进行加

固改造。

      3. 在原结构中采用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墙

进行加固改造时，建议抗震墙厚度应不小于

160mm，墙体混凝土强度不低于 C25。原有农

房中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有局部损伤时或出现局

部裂缝时，可采用细石混凝土进行修复，也可

采用灌注水泥砂浆的方法进行补强。其余非承

重构件可增设相应的拉结措施进行加固改造。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农
房
加

固

如图所示，宜考虑在墙内侧进行加固，不
影响外部风貌。

生土墙与木柱拉结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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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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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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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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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平屋顶（外挑卷边檐）

屋 面 形 式 建 议 采 用

平 屋 顶， 不 宜 用 其

它屋面形式。

屋顶组合方式：“退

台式”，“台阶式”。

檐 口 采 用“ 外 挑 卷

边檐”形式。

外挑卷边檐：密铺木楞（“檩条”）直径

宜为 130mm,    中距宜为 300mm，卷边厚度

约为 500mm。 

     
屋顶：应为土黄色。外挑卷边檐：宜为赭

石色 可采用灰色适用民族：傣族、彝族。

     
屋面：夯土 ( 黏土）、混凝土、木、仿木

等地方适宜性材料。

意

向

尺
寸
引
导

色

彩

材

质

9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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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云南省民居建筑特色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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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图例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 可 搭 建 彩

钢 板 等 金 属

材 料 的 屋 面

板， 及 石 棉

瓦屋面等。

卷边厚度
400-500

300

密铺木楞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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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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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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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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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黄粉墙

仿木门窗

墙体多采用黄粉墙，一般不

采用其它墙体形式。传统营

建方式多数用夯土或夯土

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料

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

可采用贴土质本色的纹理

面砖。

基座（勒脚）多采用毛石砌

筑，也可采用面砖贴面或青

石片贴面。

门窗建议采用仿木门窗，也

可采用仿木色其它材质门窗。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

但图案不宜复杂。

宜为仿木色，也可采用棕灰

色、深褐色。

适用民族：傣族、彝族。

木门窗、金属门窗木色喷漆。

       外墙：多为土黄色。

       勒脚：多为深灰色。

       适用民族：傣族、彝族。

意

向

意

向

色

彩

材

质

色

彩

材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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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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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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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9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7

建筑特点元素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平屋顶（外挑卷边檐）

平屋顶（外挑卷边檐）

仿木门窗

仿木门窗

黄粉墙

黄粉墙

■平屋顶

（外挑卷边檐）
■黄粉墙
■仿木门窗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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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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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图例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得采用外墙墙砖

或瓷砖类、“欧陆

风”的外墙装饰材

料等。

外墙不宜采用大红

色或其它冷色调。

不宜采用大面积瓷

砖、人造石材等外

墙装饰材料。

黄粉墙：涂料、涂料刮毛。

勾缝、贴面砖。

勒脚：毛石、贴面砖、青石片。

不宜用除木色、棕

灰色，褐色外的其

他色彩；不宜描绘

“欧陆风”装饰。

图例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宜用亮白、银灰

或其他金属色材质。

不宜采用大面积现

代推拉门窗；木质

装饰或仿木装饰图

案不宜复杂。

、

92



9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9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黄粉墙

仿木门窗

墙体多采用黄粉墙，一般不

采用其它墙体形式。传统营

建方式多数用夯土或夯土

砖形式堆砌；现代可用涂料

或者涂料勾缝方式处理，也

可采用贴土质本色的纹理

面砖。

基座（勒脚）多采用毛石砌

筑，也可采用面砖贴面或青

石片贴面。

门窗建议采用仿木门窗，也

可采用仿木色其它材质门窗。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

但图案不宜复杂。

宜为仿木色，也可采用棕灰

色、深褐色。

适用民族：傣族、彝族。

木门窗、金属门窗木色喷漆。

       外墙：多为土黄色。

       勒脚：多为深灰色。

       适用民族：傣族、彝族。

意

向

意

向

色

彩

材

质

色

彩

材

质

9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9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9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建筑元素细部特色

意向

意向

色彩

色彩

材质

材质

土
色
墙

仿
木
门
窗

■ 墙体采用土色墙。
■ 传统营建方式采用夯土或夯土砖形式堆
砌；现代可用涂料或者当地传统墙面修补
方式处理。不得采用外墙墙砖或瓷砖类外
墙装饰材料。

■ 外墙：应为土黄色系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  蒙古族

■ 土色墙：涂料、涂料刮毛勾缝、茅草夹泥、竹篾夹泥外装饰墙

■ 仿木门窗：宜为仿木色
                                可采用棕灰色
■ 适用民族：汉族、彝族 ，回族可适当增加本民族装饰。

■ 门窗：木质、仿木色铝合金

■ 门窗采用仿木门窗，也可采用仿木
色其它材质门窗，不得采用大面积现代
推拉门窗。

■ 可增加木质装饰或仿木装饰，但图
案不宜复杂。

7

建筑特点元素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平屋顶（外挑卷边檐）

平屋顶（外挑卷边檐）

仿木门窗

仿木门窗

黄粉墙

黄粉墙

■平屋顶

（外挑卷边檐）
■黄粉墙
■仿木门窗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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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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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建筑风貌元素实施细节

图例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得采用外墙墙砖

或瓷砖类、“欧陆

风”的外墙装饰材

料等。

外墙不宜采用大红

色或其它冷色调。

不宜采用大面积瓷

砖、人造石材等外

墙装饰材料。

黄粉墙：涂料、涂料刮毛。

勾缝、贴面砖。

勒脚：毛石、贴面砖、青石片。

不宜用除木色、棕

灰色，褐色外的其

他色彩；不宜描绘

“欧陆风”装饰。

图例 建议措施 负面清单

不宜用亮白、银灰

或其他金属色材质。

不宜采用大面积现

代推拉门窗；木质

装饰或仿木装饰图

案不宜复杂。

、

提升型

普及型

精品型

民居风貌引导篇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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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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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93



      适用于新平县、元江县、双柏县、红河县

勐龙乡、元阳县南沙镇、建水县苍台村、 泸

西县城子村等“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特

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保证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规范、整洁、有序。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参考标准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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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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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风貌效果

、

94



      适用于新平县、元江县、双柏县、红河县

勐龙乡、元阳县南沙镇、建水县苍台村、 泸

西县城子村等“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特

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1. 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保证建筑风格与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规范、整洁、有序。 详           附表 1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参考标准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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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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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普

及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1）。

风貌效果

、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参考内容

建筑风貌

附表 1

参考标准示意建筑风貌元素

平屋顶 采用平屋顶（卷边檐）；

檐口宜采用型钢或混凝

土（方形、弧形）；

檐口可无装饰性构件。

   

屋顶形式建议采用平屋

顶（外挑卷边檐）。

外墙色彩建议为土黄色

系，并设置基座（勒脚）。

色彩宜采用土黄色或与之

色相近似的黄色系色彩；

墙身建议采用涂料（粉刷

或喷涂 )；宜设置基座（勒

脚），并建议采用毛石砌筑，

也可采用面砖贴面或青石

片贴面。

门窗外部观感建议具有

木质门窗的特质；宜采

用喷涂仿木漆门窗（铝

合金、塑钢、钢制）也

可采用保留内置门窗，

外部增设仿木门窗构件，

门窗宜无装饰性图案。

依据民居场地条件，规

范 院 落 边 界； 院 落、 场

地整洁有序；建议适当

种植绿色植物；院落围

合宜采用开放（半开放

式）或封闭式；并以植物、

栅栏、围墙等方式围合。

院落场地宜采用硬质铺

装或自然地坪。

 庭院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普及型）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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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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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黄粉墙

仿木门窗

门窗外部观感宜具有木

质门窗的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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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改善型）

1.适用范围：
       适用于《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提升改善型 " 村庄：行政村村委会所在
地中心村及基本生活设施较完善的村庄，
从而实现农房建设有管控，基本消除私搭
乱建。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寨内民居的改造
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
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新建民居必须满
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
--提升改善型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1.  宜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

     空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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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云南省民居建筑特色设计导则 

 
 — 14 — 

 

云南省民居建筑特色设计导则 

 
 — 15 — 

 

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风貌效果

      适用于新平县、元江县、双柏县、红河县

勐龙乡、元阳县南沙镇、建水县苍台村、 泸

西县城子村等“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特

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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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改善型）

1.适用范围：
       适用于《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提升改善型 " 村庄：行政村村委会所在
地中心村及基本生活设施较完善的村庄，
从而实现农房建设有管控，基本消除私搭
乱建。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寨内民居的改造
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
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新建民居必须满
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
--提升改善型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1.  宜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

     空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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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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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风貌效果

      适用于新平县、元江县、双柏县、红河县

勐龙乡、元阳县南沙镇、建水县苍台村、 泸

西县城子村等“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特

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

12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改善型）

1.适用范围：
       适用于《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提升改善型 " 村庄：行政村村委会所在
地中心村及基本生活设施较完善的村庄，
从而实现农房建设有管控，基本消除私搭
乱建。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寨内民居的改造
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
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新建民居必须满
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
--提升改善型

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建筑风貌

参考标准示 意建筑风貌元素

平屋顶 采用平屋顶（卷边檐）；檐口

可采用型钢或混凝土（方形、

圆形）；建议檐口增加装饰性

构件。

   

屋顶形式建议采用平

屋顶（外挑卷边檐）。

外 墙 色 彩 宜 为 土 黄 色

系， 并 设 置 基 座（ 勒

脚）。

门窗外部观感宜具有木质门窗

的特质；建议采用喷涂仿木漆

门 窗（ 铝 合 金、 塑 钢、 钢 制）

也可采用保留内置门窗，外部

增设仿木门窗构件；

门窗可有简单装饰性图案。

依据民居场地条件，规范规整

院落边界；院落、场地宜整洁

有序；可适当种植绿色植物；

院落围合宜采用开放式（半开

放式）或封闭式；并采用植物、

栅栏、围墙等方式围合。院落

场地建议采用硬质铺装。

庭院

黄粉墙

仿木门窗

门 窗 外 部 观 感 需 具 有

木质门窗的特质。

墙身宜采用土黄色或与之色相

相近似黄色系色彩；建议采用

涂料（粉刷或喷涂 ), 也可采用

相近纹理面砖贴面；并宜设置

基座（勒脚），建议采用毛石

砌筑，也可采用青石片贴面。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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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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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民居风貌分型引导（提升型）参考内容

、

97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风貌效果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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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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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彝

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适用范围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

12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改善型）

1.适用范围：
       适用于《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提升改善型 " 村庄：行政村村委会所在
地中心村及基本生活设施较完善的村庄，
从而实现农房建设有管控，基本消除私搭
乱建。

2. 风貌控制目标：
(1) 必须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
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
院空间品质。

3. 管理控制方式：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寨内民居的改造
需根据户主意愿下进行 , 且必须满足分型
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新建民居必须满
足分型控制引导管理控制措施（详附表 2）。

4. 验收标准
（详附表 2）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
--提升改善型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提升型）

1.  宜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庭院改造达到整洁有序的同时注重庭院

     空间品质，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

详           附表 2

适用范围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提

升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2）。

参考标准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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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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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风貌效果

      适用于新平县、元江县、双柏县、红河县

勐龙乡、元阳县南沙镇、建水县苍台村、 泸

西县城子村等“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特

征的村落内农房新建及改造。

、

98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

1.  充分体现地域建筑文化特征；

2.  充分体现建筑风格且建筑要素表达完整；

3.  院落风貌与民居风貌相互协调，庭院改造

达到整洁美观的同时体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详           附表 3

风貌引导目标 参考内容

风貌效果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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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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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坊坊相接合
院式（核心

区）

坊坊相接合
院式（亚
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泸西县）

滇
中

滇
南
平
顶
土
掌
房

       用于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彝

族自治州、昭通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内具有典型

“一颗印”紧凑生长合院式特征的农房新建

及改造。

适用范围

       满足适用范围内的村庄内民居的改造需

根据农户意愿下进行 , 且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新建民居满足分型引导（精

品型）参考内容（详附表 3）。

参考标准

、

民居风貌分型控制引导（精品型）

附表 3

建筑风貌

参考标准示 意建筑风貌元素

平屋顶 宜采用平屋顶（卷边檐）；

檐口建议采用型钢或混凝土（方

形、圆形）；檐口建议增加装

饰性仿木构件。

   

屋顶形式建议采用平

屋顶（外挑卷边檐）。

外 墙 色 彩 宜 为 土 黄 色

系， 并 设 置 基 座（ 勒

脚）。

门窗外部观感要具有木质门窗

的特质；建议采用喷涂仿木漆

门窗（铝合金、塑钢、钢制也

可采用保留内置门窗，外部增

设仿木门窗构件；门窗可无装

饰性图案。

依据民居场地条件，规范规整

院落边界；院落、场地要整洁

有序；宜种植绿色植物； 院落

围合宜采用开放式（半开放式）

或封闭式；建议采用植物、栅栏

围墙等方式围合。院落场地宜

采用硬质铺装与局部软质地被

相结合的方式（宜采用有一定

地域文化特色的材质或图案）。

庭院

黄粉墙

仿木门窗

门窗外部观感建议具有

木质门窗的特质，并可

有简单木作花饰。

墙身色彩宜采用土黄色或与之

色相近似的暖黄色系；建议采

用涂料，仿石漆（粉刷或喷涂 )；

并设置基座（勒脚），建议采

用毛石砌筑，也可采用青石片，

或同纹理效果的面砖贴面。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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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
基诺族
哈尼族
布朗族
哈尼族
汉族

傣族
德昂族
拉祜族
佤族
佤族
傣族
景颇族
傣族
傈僳族
怒族
独龙族
壮族
彝族
苗族
苗族

金平傣族
瑶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傣族

汉族

独龙族
怒族
傈僳族
普米族
纳西族
彝族

干阑式

土掌式

井干式

高敞干阑式

低足干阑式

混合式干阑
式

平顶土掌房

“蘑菇房”

土库房、碉
房

井干式

井干夯土墙
混合式

滇南高敞干阑民居建
筑文化区

滇西高敞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低足干阑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低足干阑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东南混合式干阑传
统建筑文化区

滇中、滇南平顶土掌
房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南“蘑菇房”传统
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土库房、碉房
传统建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式传统建
筑文化区

滇西北井干夯土墙混
合传统建筑文化区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2、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

1、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

1、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2、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
傣族佤族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陇川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2、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

1、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
、富宁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2、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汉族

哈尼族

藏族

藏族

3、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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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民居类型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分区
包含地区（地州市县） 主要民族 备注

汉族
彝族
回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蒙古族
通海县兴
蒙乡

汉族
彝族

汉族
壮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哈尼族
汉族
哈尼族
彝族
苗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彝族
白族

汉族
彝族

纳西族
汉族
傈僳族
汉族

汉族
阿昌族
汉族
彝族
汉族
苗族

合院式

紧凑生长合
院式（核心

区）

紧凑生长合
院式（亚
区）

三川半穿斗
合院式

滇中紧凑生长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滇西坊坊相接合院式
传统建筑文化

丽江地区坊坊相接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会泽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腾冲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建水地区紧凑生长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滇东北三川半穿斗合
院式传统建筑文化

1、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
区、呈贡区、安宁市、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
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
回族自治县）
2、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马龙县、宜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沾益县）

3、玉溪市（红塔区、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峨山
彝族自治县、华宁县、华宁县）

4、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武定县、元谋县）

5、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

6、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盐山县、西畴县、
丘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7、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墨江
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县、绿春县）

8、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屏边苗族自治县
、弥勒市、泸西县）

1、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大姚县、永仁县）
2、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
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3、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云县）

4、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5、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昌宁县）

6、丽江市（华坪县、兰坪县）

1、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

2、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曲靖市（会泽县）

1、保山市（腾冲县、龙陵县）

2、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个旧市、建水县、
石屏县）
昭通市（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
、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县）

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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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坊相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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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汉族

汉族

附录一 : 云南各市县传统民居建筑分布情况（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

适用范围：

        作为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建设引导方式，保证滇中、滇南平顶土掌房民居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需结合当地地域特色丰富与提升的民居适用本图册。

         本分册适用区域及民族详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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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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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引导图集

（乡村振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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