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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秋那桶村 

「一專 • 一村」 農村可持續發展支援計劃 

工作報告（四） 

2014.12.29                                中文大學李克翰撰寫 

12/12-21/12/2014 – 第二次入村工作  

參與人員： 

中大：李克翰 

昆工：欒涵瀟、磨璨、張宸、吳家羽、楊青青、周潔、嚴航、董文武、

侯斌、唐雯、曾黎黎、杜玉春、孫諾汪堆、夏宇、楊正偉 

入村工作總結： 

 

    本次入村工作主要完成了秋那桶四村組測繪工作，主要包括基本

地形測繪，及村落生活總平和部分生活組團測繪；另外，團隊分別測

試了當地兩組民居建築的物理環境數據並帶回分析；其次，團隊觀摩

記錄了當地傳統民居的建造過程，學習傳統建築技藝。 

 

一．四村組測繪： 

測繪工作分為地形測繪與建築測繪兩部分。 

地形測繪將呈現出四村組主要片區的基本地形和用地性質，有利

於後續基礎設施建設工作佈局和開展。建築測繪中，生活總平面圖可

傳達出村落格局的疏密變化，空間從公共到私密的過度；生活組團測

繪圖則是當地少數民族的山地生活的空間展現。將地形測繪與生活平

面測繪結合，可體現出四村組村民日常生活勞動和村民政治，並能總

結出當地村落和交通佈局特點。 

 

 

 

二．民居物理環境數據測量： 

團隊從建築材料（磚材、木材和夯土三棟臨近的民居）及窗洞形

式（相鄰的一棟傳統小開窗民居和一棟新建成的大窗洞民居）兩個不

同角度出發，分別選定兩組民居建築，測量其在同一時間段內室內外

的溫度、濕度、風速、光亮，以及室內牆體溫度。目前資料正在分析

中，團隊希望通過首次測量，能對秋那桶四村組的氣候環境和民居熱

工性有直觀瞭解。後期將制定更嚴密科學的測量研究計劃，分析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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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環境與民居熱工性能的關係，探索低技、低價，又能保存傳承建

築文化的民居改良辦法。 

 

三．傳統民居建造過程記錄： 

秋那桶一般于冬季新年前後建蓋或修護民房。此次團隊詳細記錄

了村民建房過程，實地體驗了當地互幫互助的民風，也學習到怒族民

居的樸素的建築技藝。這些建房資料有助於總結整理當地傳統建築的

研究資料，分析理解其空間和建構邏輯，為後期提出可持續的民居和

聚落的設計改良策略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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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計劃： 

 

一．基礎設施改善： 

 

 

 

二．計劃和開展更加嚴謹科學的民居物理環境測量實驗和分析 

三．討論四村組 GIS平臺建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