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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一村”魯甸光明村災後重建示範項目總結 

 

一． 項目背景 

魯甸縣是雲南省昭通市下轄的縣之一，位於雲南省東北部。縣境海拔最高為 3356 米，最

低為 568 米，總面積 1519 平方千米，其中山區占總面積的 87.9%，交通的不便嚴重阻礙

了地區的發展。2014 年 8 月 3 日 16 時 30 分在雲南省昭通市魯甸縣發生 6.5 級地震，震

源深度 12 千米。地震共造成 617 人死亡，112 人失蹤，3143 人受傷。 8.09 萬間房屋倒塌，

12.91 萬間嚴重損壞。震後災區面臨著傳統夯土房的抗震性能差、震後建材價格飛漲、地

震倒塌房屋的泥土無法處理、磚混結構的熱工性能不足和當地勞動力缺乏等眾多問題。村

民們正急需一種既抗震、造價又低廉同時居住舒適的民居。香港中文大學“一專一村”團

隊與昆明理工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柏文峰教授和劍橋大學的 Emily So 教授合作，于

2014 年 10 月在魯甸縣光明村開展農村災後重建支持計劃，致力於設計出一種低成本的抗

震民居，同時其又能保持傳統風貌及良好居住舒適度之下的新型農宅。不但能為村民改善

居住環境，又能為當地的政府部門制定災後重建策略提供一定的技術支持。 

二． 項目過程 

經過現場調研，我們選擇了位於震中附近的光明村作為我們的第一個示範點。戶主楊正英

女士獨自撫養一對子女，其中女兒在昆明讀大學，經濟壓力很大，生活較為貧苦。楊女士

非常認同我們的理念，全力支持我們的示範房建設。考慮楊女士家的實際情況，我們為其

設計了一棟正房外加一棟廚房的戶型。其中正房採用的是夯土建築形式，而廚房採用的是

土坯磚砌築的形式，分別實驗我們的兩種建造技術。以下是項目實施的各個階段： 

1. 施工準備階段 10.22-11.08 

 夯土建築的施工準備階段主要工作是將老土進行過篩和潤濕，多為半個月左右。同時

廚房所使用的土坯磚也提前製作，經過至少 20 天的晾曬後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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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房基礎施工 11.09-11.13 

  

  

3. 正房一層夯築 11.25-12.15 

基礎施工完成後，第一層夯築開始。根據模板設計，每夯一轉的高度約為 60cm，每

一層需要夯築 6 轉即可完成。在施工之初由於對新夯築技術的不熟練，村民需要一段

時間來熟悉整個過程。幾天後村民已經能嫺熟的掌握技術，7 人一組（包括夯築與配

料組）2 天的時間即可夯築 1 轉。由於我們夯築採用的是機械的方式，所使用的工具

在實踐中也逐漸進行改進。例如夯頭的尺寸以及加工工藝上，在建造中就根據現場情

況適當改變了大小，提高了夯頭的適用性和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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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房樓板澆築 12.16-12.19 

二層樓板使用的是 C20 現澆混凝土，從支模到澆築完成用了 4 天的時間。在支模期間

光明村還下著大雪，當澆築那天天氣轉暖，非常適合施工。 

  

  

5. 廚房基礎施工 12.20-12.23 

廚房的基礎在樓板養護期間進行施工。由於之前的村民之間的配合日漸熟練，基礎施

工在較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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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房二層夯築（含屋頂）12.2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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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廚房建造 1.07-1.12 及廚房屋頂 2.01-2.03 

  

  

8. 裝修施工 3.0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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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入戶梯子施工 3.2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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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目分析評價 

1. 造價分析 

示範項目的正房建築面積為 137.44 ㎡，廚房的建築面積為 26.5 ㎡，總建築面積為 164 ㎡。

本示範項目與同地區、同等面積大小的磚混建築造價比較如下（均為不含裝修含人工）： 

 

通過將夯土建築與磚混建築造價的比較分析我們發現，平均造價約為磚混建築的 3/4，證

明夯土建築有較好的成本優勢。而其中的材料花費約為磚混建築的 1/2 而人工花費卻為

1.4 倍，證明減少人工花費是降低成本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們從以下

幾點來改進： 

1)  降低人工成本。這可以從改進技術提高建造效率以及村民之間互助來實現。 

2)  降低材料成本。在抗震實驗報告的基礎之上，可以進一步減少水泥以及鋼筋的用量來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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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目材料使用 

該項目的建造經費分為直接用於房屋建造以及可重複之用兩部分，詳情見下表。 

 

通過以上圖表中我們可以發現，建造中水泥、鋼筋、砂子、彩石金屬瓦和彩鋼瓦佔據了總

造價相當高的比例，尤其是屋頂建造材料，這將是我們降低造價的關鍵點。 

 

3. 人工及工時分析 

項目 時間 天數 人工 

施工準備：篩土 10.11-25 15 30 

基礎 11.9-11.13 5 35 

一層 11.25-12.15 21 164 

澆混凝土樓板 12.16-12.19 4 26 

廚房基礎 12.20-12.23 4 20 

二層（含屋頂） 12.26-1.16 22 170 

廚房建造 1.7-1.12 6 21 

廚房屋頂 2.1-2.3 2 10 

裝修 3.5-3.20 16 80 

入戶梯子 3.21-3.25 4 16 

總計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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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範項目與同地區、同等面積大小的磚混建築所用人工及耗費工時比較如下（均不含裝

修）： 

   

通過以上兩幅圖表我們可以發現，兩種類型的建築在基礎施工上耗費的人力和工期是一致

的，而相差較大的是一層二層的建造部分，這也印證了工程造價上表現出來的差異。在屋

頂建造上由於夯土建築採用的是坡屋頂而磚混建築一般為平屋頂，在建造形式和施工工藝

方面的不同導致其有些許差異。在施工準備方面，由於夯土建築的土料需要經過過篩和潤

潮等幾個步驟，耗時較長但不需要搬運，人工耗費不大。磚混建築施工準備是需要搬運大

量的磚和鋼筋等建築材料，相對容易且耗時不長，但人工耗費較大。因此在接下來的工作

中，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改進： 

1)  基礎：可以研究與磚混結構不同的基礎建造形式，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縮短工期。 

2)   一層二層：提高夯土技術的建造效率，包括夯土工具和模板的改進。提高夯頭的耐久

性，模板也會從安裝簡便、輕質和耐衝擊等幾個層面考慮。 

3) 樓板：優化現有設計以及考慮其他替代形式的可行性。 

4)  屋頂：彩鋼瓦和彩石金屬瓦的花費在項目中占了較大的比例。以後要考慮其他的屋頂

保溫隔熱措施及覆蓋瓦片的替代品，屋頂構架也需要更新，比如考慮輕鋼屋頂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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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改進： 

1)  施工工具及工藝：夯頭使用的耐久性要增強、採用輕質材料（玻璃鋼等）的新型模板

來提高施工效率及耐久性； 

2)  建築材料配比：根據抗震實驗報告的數據，研究進一步減少水泥的用量或考慮替代品

（例如石灰等）來降低成本。牆體中鋼筋可考慮用當地生產的竹子簡單加工後來替換

其功能。這些需要進一步的實驗數據來支撐； 

3)  建築設計：優化基礎、樓板及屋頂的設計形式，考慮 新技術（樓板建造形式）及新材

料（新的屋頂形式及瓦片）的採用； 

4) 人力組織：從技術上減少人工使用後，在村民建設的組織上也需要儘量增加村民之間

合作的積極性，發揮農村社區“協作建屋”的優勢，以換工的形式來代替雇傭工。 

 

 

四． 項目後續工作 

根據項目進展安排，接下來我們將在光明村選擇楊慶廣自宅並採用總結後的技術形式來建

造第二棟示範建築，建成後將這兩棟建築的經濟技術指標橫向比較，繼續總結我們的技術

經驗。同時，在昭通市大山包黑頸鶴保護區中“災後重建及核心保護區建築風貌維護”中

主持建造 10-15 戶示範建築以推廣新型夯土建造技術，示範效果良好的話我們會繼續同政

府合作，為整個黑頸鶴核心保護區的建築風貌維護項目提供技術支持，也將新型夯土建造

技術中“牆體自保溫和太陽能利用”方面的技術得到進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