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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傳統夯土建築

新建的鋼筋混凝土扶貧建築

項目背景

自2005年以來，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處的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彝族同胞不斷自主移民至四川各地州市，具有關部門統計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的彝族移民多達一千多戶，其中多分布在

米易縣各道路偏遠的山區鄉鎮。彝族移民的住房絕大多數從本地

區的漢族居民手中購買而來，由于彝族本身受制于經濟、文化程

度的影響，其多數外遷而來的彝族同胞缺乏相應的建房經驗與本

領，故導致其購買而來的夯土房年久失修，結構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損壞。米易縣政府住建局已立專項解决這一部分特殊人群的住

房問題，將新型抗震夯土民宅作爲一個重要發展方向，現選擇了

丙谷鎮蘇幹日拉戶作爲這一區域的示範點，以期能將該技術推廣

覆蓋到更大範圍。

1. 培養婦女施工隊，培訓其建造抗震夯土房的技能；

2. 在該區域起到示範作用，使新型夯土技術從概念實體化，讓

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



項目選址

香港中文大學一專一村團隊與昆明理工大學團隊就抗震夯土建築在雲南偏遠農村地區的推

廣與示範專案在西南地區取得了一定的影響與好評。同樣處于抗震帶上的四川省對抗震夯土技

術有著濃厚的興趣，故此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相關領導多次對團隊建設的抗震夯土示範項目

進行實地考察，幷希望在其管轄區域內推廣抗震夯土技術，此次選擇得石鎮坊田村的建檔立卡

貧困戶普新發家作爲試點項目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1. 一則，丙谷鎮內來自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移民較多，且住戶相對集中，具有很好的示範作

用；

2. 二則，當地政府對抗震夯土技術有著濃厚的興趣，並希望在該地域範圍內推廣抗震夯土技術，

政府及村民的積極性較高，給技術的推廣與應用打下良好的基礎。

蘇幹日拉家

米易縣



村落概況

I. 該村四面環山，道路運輸條件較差，以坡地爲主，主要經
濟農作物爲烟草和玉米爲主。

II. 村內傳統建築形式以土木結構為主，建築主要以夯土牆作
為承重結構。

III.村中農戶散布于山坡四處，受限于地理區位與道路運輸條
件，經濟收入來源單一，村中居民普遍較爲貧困，住房年
久失修，多有結構隱患。



調研行程

❖ 2019年3月5日13：00-18:00 一專一村團隊從昆明出發，經過五個小時車程到達攀枝花市米易縣城，與之前已提前聯繫好的米易縣住建局葉

春濤主任會合見面，幷在米易縣城過夜

❖ 2019年3月6日13:00-18:00 前往米易縣丙谷鎮政府，與政府相關工作人員一同前往專案點，在此期間完成了：

❖ 對蘇幹日拉家進行初步訪談調研，幷走訪村落其他戶進行入戶訪問，瞭解村落的大致情况

❖ 採集當地典型土樣、砂樣，供實驗室分析、配比等試驗用

❖ 攜帶土樣、砂樣返回米易縣城

❖ 2019年3月7日08：00從米易縣城出發返回昆明



現場調研

調研對象及目的

本次調研對象主要爲蘇幹日拉一家的家庭情况及場地現狀，以便制定適合他家的補助形式建房。

現狀

蘇幹日拉一家五口，兩大三小，男主人因病喪失勞動力，僅靠種地和養鶏維持生計，家中基本沒有

積蓄可供建房使用。

其可建設宅基地上原爲一個傳統合院的右偏房，現在已經拆除，餘下建築權屬其兄長。右上圖中黃

色虛線為約10m見方的可建設範圍，其中加深部分為老房屋硬地基位置。



男主人多種疾病加身，喪失勞動力 現暫居于其兄長家的老屋中



老房子內傢俱雜亂殘破，一家幾口擠在兩張床上 現暫居于其兄長家的老屋中



土樣採集

土樣採集就在宅基地附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