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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5/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25222.htm [背景介绍] 高淳县政

府考虑到该县发展的需要，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和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高淳老街历史街区

保护与整治规划》。规划于2002年3月完成。目前，高淳县政

府已将该规划报南京市政府审批。 [规划简介] 规划范围 西北

至通贤街，南临淳兴路，东至县府路、江南圣地，西南至官

溪路，总面积约7.60公顷。 规划目标 高淳老街历史街区以旅

游参观、商贸服务、生活居住为主要职能，以老街、吴氏宗

祠及普通|百考试题|民宅群为主体的，具有相对完整的成片高

淳地方传统居住街区的特征。并集中体现高淳明清商业、住

宅历史风貌的特色区域。 规划原则 充分协调历史街区保护与

发展商业、开发旅游、改善居民生活的关系，制定具有可持

续发展意义的保护规划。 规划保护框架 1.保护框架的构成要

素。由自然环境要素、人文环境要素、人工环境要素组成 2.

保护框架的结构。这个结构包括节点、轴线、区域三部分以

及它们相互间的有机关系所共同构成的街区景观特色。 保护

等级与范围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分绝对保护区、建设控

制地带、风貌协调区三个等级。 将高淳老街历史街区划分为

四个等级的保护范围--文物保护点、核心保护区、风貌协调

区和区域控制区 用地调整 规划逐步迁出街区内的行政用地；

以文物点为中心，扩大文化娱乐用地；增加部分商业用地，

并结合街区原有商业用地，对商业内容及分布进行调整；增

加街头绿地和广场开放空间。 建筑高度调整 文保区内要严格



控制原有高度；核心区内严格控制原有高度，新建或改建建

筑一层檐口高度不超过3m，两层不超过5.5m；风貌区按地段

实际情况来定，部分控制在三层以下，其它地段控制在三层

或三层以下；区域控制区内，建筑控制在四层及四层以下。 

人口 高淳老街历史街区现状总数1641人，总户数703户；规划

常住人口1380人，550户，人均建设用地约为55平方米。 道路

交通 在历史街区外围设置两个停车场；街区外围道路拓宽，

但路名应用原地名；街区内部道路陈家巷打通河滨街至官溪

路一段，恢复其历史原貌；街区内步行，道路应用传统铺地

形式。 旅游 旅游区范围为高淳老街、迎熏门、官溪河为骨架

，以各地文物古迹、各景点为核心的向街区延伸扩展的区域

。主要景点为吴氏宗祠等重要建筑，次要景点为古井等历史

遗迹、构筑物、建筑。主要景区为"老街八景"。 绿色和市政 

综合利用多种绿化手段，结合原有的历史景区资源特征，突

出高淳地方特色。改造老线路，铺设新的，尽量将管线放入

地下，以免影响景观。 历史街区重点地段整治 尊重地方文化

和历史|百考试题|遗产，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高淳

老街、河滨路、官溪路建筑立面整治；对街区的主要出入口

地段空间整治；对古井广场空间整治；对吴氏宗祠广场空间

整治以及典型民居改造，新民居的设计。 注: 1.具体规划内容

以批准的最终成果为准 2.规划成果的执行与使用应遵循不溯

及以往的原则,即批准后的规划成果指导其后的规划审批及深

化规划批准之日前的规划行政许可不受影响.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