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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剑川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特制订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专项规划，是剑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管理的依据。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 

5、《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 

6、《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 

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 GB/T50357-2018》 

8、《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0 号） 

9、《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9 号，2003) 

10、《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2007) 

11、参考规划 

《剑湖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30)》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剑川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剑川西门街古建筑群文物保护规划》清华大学 

《沙溪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与发展规划》（2003）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剑川古城保护规划》（2001）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第四条 本次规划的年限与《剑川县城市总体规划修改（2011-2030）》年限一致。 

第五条 规划文本中，字体带下划线的部分内容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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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文化价值和格局特色 

第一节 历史文化价值 

第六条 中国白族聚居地和白族文化聚宝盆 

1、历史悠久、包容开放的剑川白族居民。 

2、白族本主为主、吸纳多元的剑川宗教文化。 

3、“天人合一”的白族儒学人居观。 

4、以民歌名曲为代表的剑川白族民俗。 

第七条 中国木雕之乡代表地 

1、“滇中双绝”——以木雕、石雕为代表的白族传统工艺技术。 

2、以“木经”为代表的多元白族传统建筑。 

第八条 云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云南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2、南诏大理国时期石窟艺术的孤例。 

3、云南三大“文献名邦”之一。 

4、云南“稻麦复种”农耕文化的发源地。 

第九条 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千年重镇、驿站） 

1、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沙溪古镇。 

2、茶马古道上的节点驿站——剑川古城。 

第十条 滇西北的历代军事重镇 

1、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扼守北方门户为代表的古代军事重镇。 

2、近现代滇西革命摇篮。 

第二节 格局特色 

第十一条 大格局——依山傍水（金华山和剑湖） 

古城西靠老君山和金华山，东临剑湖，整个古城处于山水环抱的中央。 

第十二条 中格局——白族儒家古城 

1、典型的城防体系： 

由城墙—城门—护城河体系构成。 

2、明确的功能分区：  

有完整的城防区域、行政区域(衙署)、军队驻扎区域、居住区域、集市区域、教育区域、宗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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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政设施等。 

3、街巷布局： 

由文照街、西门街—西门外街、南门外—早街、桥头街—北门街、东门街五条明代形成的主街道

和古城内的段家巷、忠义巷、营盘巷、七曲巷、旧寨巷、仁里巷、陈家冲、张家冲等古巷道组合而

成。 

第十三条 小格局——白族建筑 

1、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为代表的建筑格局。 

2、砖木为主的建筑结构与材料。 

3、以石雕、木雕为代表的建筑装饰。 

第三章 保护原则、目标 

第一节 保护原则 

第十四条 真实性原则 

规划严格保护历史遗存的原状，任何建设活动都不得破坏历史的真实性。 

第十五条 完整性原则 

规划保护单个的历史遗存，完整保护其周边的历史环境与整体风貌。 

第十六条 合理永续利用原则 

以历史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为前提，发掘和展示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进行合理、永续的保护性利

用。 

第十七条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原则 

通过整体保护策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文化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 

第二节 保护目标 

第十八条 充分发掘剑川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突出并发扬历史文化名城的

价值与特色。 

第十九条 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系统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框架，提出合

理的历史文化展示利用途径，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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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护内容、重点和框架 

第一节 历史城区历史格局与环境 

第二十条 保护“山一城一田一湖”的关系，不但要保护金华山、历史城区、剑湖这些独立的单元，更要保护

他们之间的过渡关系和城市建设边界。 

第二节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第二十一条 县域范围内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 处，沙溪镇。 

第二十二条 县域范围内古村落资源丰富。具体资料详见下表： 

中国传统村落一览表 

批次 时间 个数 名称 

第一批 2012 年 2 金华镇剑川古城、沙溪镇寺登村 

第二批 2013 年 9 

金华镇三河村、金华镇向湖村、沙溪镇甸头村、沙溪镇四联村委会段家登村、沙

溪镇石龙村、甸南镇天马村、甸南镇龙门村、弥沙乡文新村岩洞村、弥沙乡弥新

村弥井村 

第三批 2014 年 9 

金华镇庆华村委会、金华镇桑岭村委会、马登镇东华村委会、马登镇西宅村委会、

马登镇新华村委会、沙溪镇鳌凤村委会、沙溪镇华龙村委会、沙溪镇长乐村委会、

弥沙乡文新村委会横场村 

第五批 2019 5 金华镇永丰村、金华镇金和村、老君山镇新生村、羊岑乡兴文村、象图乡象图村 

第二十三条 文化村落 

共四个，包括金华镇浉河村、金华镇石龙村、金华镇梅园村、金华镇三河村。 

（剑川县人民政府于 2012 年颁布） 

第二十四条 具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未列入传统村落名录及县政府颁布的文化村落名录） 

具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一览表 

乡镇名称 名称 

金华镇 金华镇龙营村、金华镇双河村、金华镇文华村 

甸南镇 甸南镇西中村、甸南镇兴水村 

沙溪镇 沙溪镇灯塔村、沙溪镇东南村 

马登镇 马登镇甸所村、马登镇塔登村、马登镇文屏温登村、沙溪镇沙坪村 

老君山镇 老君山镇官宅村 

羊岑乡 羊岑乡新松村、羊岑乡中羊村、羊岑乡石登村、弥沙乡石岩村 

弥沙乡 弥沙乡东河冲村、弥沙乡西河冲村、象图乡淳风邑自然村 

象图乡 象图乡核桃树自然村、象图乡下登村石登自然村 

http://www.haosou.com/s?q=%E7%94%B8%E5%8D%97%E9%95%87&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haosou.com/s?q=%E6%B2%99%E6%BA%AA%E9%95%87&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haosou.com/s?q=%E9%A9%AC%E7%99%BB%E9%95%87&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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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历史文化街区 

第二十五条 划定 2 处历史文化街区，分别为剑川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西门外街历史文化街区。 

第四节 历史文化风貌区 

第二十六条 划定 2 处历史文化风貌区，分别为农资公司仓库历史文化风貌区、旧寨巷历史文化风貌区。 

第五节 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十七条 县域范围内至 2019 年 06 月止，剑川县域共有文物保护单位 61 个，其中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6 个，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个，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9 个。 

第二十八条 历史城区范围内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分别为西门街古建筑群、景风阁古建筑群。州

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周钟岳故居、四•二”纪念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鲁元故居、张纪域

故居、寇洐家宅。 

第二十九条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剑川县共有文物 252 处。 

第三十条 县革命遗址保护单位 31 处。 

第六节 历史建筑 

第三十一条 历史建筑共计 313 处。其中现状挂牌保护历史 89 处，规划建议新增加 224 处历史建筑。 

第七节 古树名木 

第三十二条 古树名木 33 棵。 

第八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它特色文化遗产 

第三十三条 全县有 57 个非遗项目分别列入国家、省、州、县保护名录 

剑川县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区。目前，全县有 57 个非遗项目分别列入国家、省、州、县

保护名录，其中国家级 3 项、省级 6 项、州级 16 项、县级 32 项；有国家、省、州代表性传承人 47 名，

其中：国家级 2 名、省级 30 名、州级 15 名。剑川县建立了国家、省、州、县四级项目名录体系和代表

性传承人名录保护体系。 

第九节 保护重点 

第三十四条 保护县域范围内古村镇，进一步编制具体的保护和整治规划。 

第三十五条 保护古城、金华山和剑湖组成的历史格局和历史环境。 

第三十六条 保护四个具有各时期代表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 

第三十七条 保护反映剑川悠久历史、体现剑川城市建设和发展历程的最具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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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和古树名木等。 

第三十八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剑川特色的名人和名著文化，保护其它各项优秀传统、民俗文化。 

第十节 保护框架 

保护框架 

保护方法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城区、文化街区、文化风貌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三个层次。 

保护地域 县域及历史城区两个层次。县域是研究的总体范围，历史城区是规划的重点范围。 

保护形态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形态，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的重点内容。 

 

第五章 县域古村镇的总体保护 

第一节 整理和申报工作 

第三十九条 县域范围内古村镇资源丰富，但相关的规划和申报工作欠缺，需加紧相关工作。遴选出重点保护古

村镇和一般性保护古村镇，编制具体的保护和整治规划。 

第二节 实施整体保护、突出整治重点 

第四十条 对构成古村镇整体环境的一切要素进行整体保护，根据村落价值特色和现状情况，提出古村镇的近

期整治项目，启动和引导古村镇的保护。 

第三节 进行物质、非物质遗产协同保护 

第四十一条 将古村镇物质遗产保护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结合起来，物质遗产保护应考虑到其非物质遗产载体的物

化属性，实现两者的协同保护。 

第六章 县域历史格局和环境保护 

第一节 县域保护范围 

第四十二条 保护范围为剑川县域范围。 

第四十三条 历史传统格局的保护 

第四十四条 历史传统格局四大元素：剑川白族特色文化、“稻麦复种”农耕文化、历史陆路交通和自然生态景

观。 

第四十五条 保护县域范围内各级城-镇-村。 

第四十六条 保护县域范围内文化遗址。 

第四十七条 保护历史古驿道体系以及城镇相互之间的轴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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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保护县域范围内金龙河、黑潓江、海尾河、白石江、弥沙河、象图河的生态景观廊道。 

第二节 县域总体格局保护 

第四十九条 县域总体格局（ “二区、三线、二点”）：“二区、三线、二点”。 

名称 内容 

“二区” 历史人文景观区：剑川古城、沙溪历史文化名镇。 

历史自然与农业景观区：大理风景名胜区石宝山景区、剑湖省级风景名胜区、“稻麦复种”农耕文

化体系。 

“三线” 茶马古道文化线路、历史陆路交通线路、乡村民俗文化线路。 

“二点” 海门口遗址文化、唐宋石窟文化。 

第三节 山水形胜的保护 

第五十条 剑湖区域自然环境保护 

1、剑湖周围和水库周围缓冲区的沟渠、河流两岸、面山的宜林地，大力造林，恢复植被。 

2、对生境受到破坏的地区，实施封山育林。 

3、对海拔 2188 米线内的 5,224.629 亩耕地进行“退（耕）田还湿”。 

4、控制城市建设活动向城外的田园地带蔓延，保持历史村镇与周边自然环境融合的特征。 

第五十一条 金华山区域自然环境保护 

保护山体、浅丘的地形特点，限制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维护。 

第七章 保护区划 

第一节 核心保护区 

第五十二条 范围 

主要集中在西门街、西门外街、东门街、南门街、北门街、永丰路等传统街巷沿线，具体范围详见

附图，面积积 21.97 公顷。 

第五十三条 控制措施 

1、绝对保护此区域的传统风貌，开展文化展示、观光休憩等活动。空间尺度保持不变。 

2、区域内的建筑应按原样加固修复为主，少量与古镇传统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应对其进行整治。

所有街巷应采用地方特色青石板铺地。绿化树木的种植应为孤植或丛植，避免城市化的种植方式。 

 

 



剑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文本 

8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核心保护范围控制措施 

名称 控制措施 

建筑体量、形式 

建筑层数控制为不超二层。采用土木、砖木结构。 

一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3.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5.0 米。 

二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5.8-6.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为 8.0-8.5 米。 

屋顶和天际线 建筑的屋顶采用传统典型的木结构瓦屋面坡屋顶形式。坡比：40%-50%。 

立面装饰材料 

建筑不得采用瓷砖类现代的材料装饰墙体，墙的表面装饰材料采用天然材料、石灰或涂料， 

色彩控制为白、浅黄、灰色，原色和分配比例必须与传统建筑一致。 

店铺的铺面 

 

店铺的门和铺面在大小、材料和比例上必须按照传统的样式。宜采用的材料：木、普通玻璃

（如：用在木雕后）、褐色黑色金属。 

窗 

 

窗子外观形式一定要考虑与墙一致，除了从公共场所看不见的庭院的窗子外，整个窗的最大

面积为 1.5 平方米，只允许用实木材料做窗框。 

围墙 

 

围墙应按剑川传统方式制作，材质采用泥砖或表面抹灰的砖，禁用水泥、钢材，也不能用现

代的瓦或砖等屋顶。 

门 门应按剑川传统方式制作，材质禁用水泥，钢材，不能用现代的瓦或砖等铺装。 

其他 建筑起算点：取周边区域道路标高，建筑室内标高：比周边道路标高提高 30-90CM。 

第二节 建设控制区 

第五十四条 范围 

即除核心保护区外西门外街历史文化街区、剑川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其他区域，北至古城北路、景

风路，南至古城南路、西门外街北侧约 50 米范围，西至古城西路、景风公园东侧外墙范围，东至

古城东路，具体范围详见附图，面积 21.26 公顷。 

第五十五条 控制措施 

1、保持原有风貌，主要空间尺度保持不变。 

2、在此范围内严格控制各项建设，在此地带修建建筑和构筑物，其设计方案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

审批，批准后方可实施。 

3、所有街巷应按地方传统特色形式铺地，绿化树木的种植应为孤植或丛植，避免城市化的种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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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控制措施 

名称 控制措施 

建筑体量 A:位于古城东路、古城南路、古城西路、古城北路围合而成的古城范围内区域规定如下： 

建筑层数控制为不超二层, 采用土木、砖木结构。 

一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3.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5.0 米。 

二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7.0-7.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9.0 米。 

B:位于古城东路、古城南路、古城西路、古城北路围合而成的古城范围外区域规定如下： 

建筑层数控制为不超三层（临古城东路、古城南路、古城西路的房屋层数控制在二层）。 

一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3.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5.0 米。 

二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7.0-7.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9.0 米。 

三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9.0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11.0 米。 

屋顶和天际线 建筑的屋顶采用不反光的传统瓦屋顶及其它传统的屋顶形式。坡比：40%-50%。 

立面装饰材料 建筑的立面装饰材料应避免用现代的材料装饰墙体，提倡采用石灰、木和传统材料。色彩控

制为白、浅黄、灰色，原色和分配比例必须与传统建筑一致。 

店铺的铺面 

 

店铺的门和铺面在大小、材料和比例上必须按照传统的样式，宜采用的材料：木、普通玻璃

（如：用在木雕后）、褐色黑色金属。 

窗 

 

窗应按传统方式制作（除了从公共场所看不见的庭院的窗外），宜用木材和仿木材做窗框，

若用铝合金或是钢材应漆为棕色。 

围墙 围墙宜按传统方式制作，材质禁止使用瓷砖。 

门 门应按剑川传统方式制作，局部可采用瓦或砖等铺装，材质禁用水泥、钢材。 

其他 建筑起算点：取周边区域道路标高，建筑室内标高：比周边道路标高提高 30-90CM。 

第三节 环境协调区 

环境协调区范围包括建设控制区外围整体风貌与历史城区风貌相协调的区域，北以永丰河为界，南

至古城南路南侧约 50-200 米范围传统风貌区域，东至 214 国道，西至规划景风公园外围、剑川一

中、古城西路，面积 63.4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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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 控制措施 

为维护古城外围环境的完整性，防止外部环境对古城的破坏，同时考虑视觉的完整性，大体保持传

统风貌，尚未建房地段要以绿化为主，可充实少数新设施，空间、尺度力求亲切宜人。 

与历史文化名城传统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应对其进行整治和更新，格局要体现山水城市的特色。建

筑服从“体量小、色调淡雅、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生态田园”的原则。其建筑形式要求在不影

响古城风貌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规划从建筑体量、屋顶和天际线、立面装饰材料、店铺的铺面、

窗、围墙、门的形式和材料等方面作出如下规定。 

  控制措施 

名称 控制措施 

建筑体量 建筑层数控制为不超四层。临古城东路、古城南路、古城西路、古城北路的房屋层数控制在

二层。 

一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3.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5.0 米。 

二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7.0-7.5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9.0 米。 

三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9.0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11.0 米。 

四层建筑檐口高度控制不超 13.0 米。建筑总体高度控制不超 15.0 米。 

屋顶和天际线 屋顶应是带有传统屋脊的坡屋顶。宜采用传统的屋瓦。建筑要有传统民居的韵味，大部分作

深出檐、坡屋顶。坡比：40%-50%。 

立面装饰材料 建筑的立面装饰材料应避免大面积使用现代的材料装饰墙体，禁用玻璃幕墙。提倡采用石灰、

木和传统材料。 

店铺的铺面 

 

店铺的门和铺面在大小、材料和比例上必须按照传统的样式，宜采用的材料：木、普通玻璃

（如：用在木雕后）、褐色黑色金属。 

窗 宜用木材和仿木材做窗框，若用铝合金或是钢材应漆为棕色。 

围墙 围墙宜按传统方式制作，材质禁止使用瓷砖。 

门 门应按剑川传统方式制作，局部可采用瓦或砖等铺装。 

其他 建筑起算点：取周边区域道路标高，建筑室内标高：比周边道路标高提高 30-90CM。 

 

第五十七条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建筑起算点：取周边区域道路标高，建筑室内标高：比

周边道路标高提高 30-90CM，坡比：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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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历史城区格局与环境保护 

第一节 范围划定 

第五十八条 南至南门外传统民居风貌区外围，北以永丰河、景风路为界，西至景风公园及古城西路，东至 214

国道，总面积约 71.88 公顷。 

第二节 历史格局 

第五十九条 形成“一城、一片、一环、三轴”结构。 

1、一城： 

指古城，轮廓方正，四周水系环绕。内部“九宫格”横纵相交的道路格局。 

2、一片： 

214 国道片区，历史上商业贸易交换场所。 

3、一环： 

古城东路、古城西路、古城南路、古城北路围合范围。 

4、三轴： 

永丰北路---早街---永丰南路、东门街---文献街、文献街---桥头街---西门街三条 

历史轴线。 

第三节 环境保护 

第六十条 从历史城区西门往金华山山坡的过渡区域中，建设强度应逐渐减小、建设高度逐渐降低。历史城区

与剑湖之间应当保持开放的田园环境，基本农田资源进行永久性的保留。 

第六十一条 规划将古城西侧留出田园风光带，将田园景观引入到城镇内部,历史城区东侧已有建设的区域，应

秉承“只减不加”的原则。 

第四节 形态格局保护 

第六十二条 地形特征保护 

金华山山麓不得利用地形高差建设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其区域不得挖掘大面积地下停车场，在上部

形成平整的建筑群。建筑物应顺应地形特点，保持山体和缓坡地轮廓特 征。禁止破坏坡地轮廓。 

第六十三条 城址轮廓、城垣遗存 

保留原护城河，规划保留原有宽度、线型及绿化现状，进行加固处理防止塌陷和水土流失。通过基

址复原的方式提示原护城河所在位置。 

第六十四条 历史轴线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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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保持永丰北路---早街---永丰南路、东门街---文献街、文献街---桥头街---西门街轴线的完整和通

畅。并通过控制轴线两侧建筑物的高度、风貌色彩和功能来强化轴线特征，增加文化展示功能，并

对沿线建筑的高度和风貌色彩严格控制。 

第六十五条 礼制空间的保护 

1、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住宅，应参照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对礼制空间本体进行保护、整

治。 

2、采用多种方式适度恢复部分尚存历史依据的已消失的文化空间，设立展示牌、复建部分手工作

坊、改造现状部分民居为文化展示馆等。 

3、以文化空间为载体，还原其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属性。 

第六十六条 军事空间格局的保护 

1、加强对剑川古城城墙的考古探查工作，研究城墙遗址的展示、利用和保护方式。 

2、加强对环古城水系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建设对环城水系空间的破坏。 

3、现存“丁字形”街巷要严格保护，已经破坏的尽量按历史资料原貌复原，道路的走向、宽度和

铺装都要以历史为依据，历史上的道路名称均要留。 

第六十七条 历史空间节点的保护 

1、延续古城格局和传统的空间，延续和发展其固有的功能特色 

2、在保护古城特征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使用功能，适当引进旅游、商业服务等功能。 

第五节 街巷系统的保护 

第六十八条 保护街巷 

1、应保护其走向、宽度、空间尺度、两侧界面风貌、相关历史信息等，要求贴线建设，保证界面

连续性，不允许改线或拓宽。 

2、保护街巷沿街建筑高度应当保持历史尺度。 

第六十九条 整治街巷 

应保护其走向、两侧界面应当连续、贴线。整体尺度不应改变，局部允许根据道路 

交通要求对宽度进行适度调整。整治街巷沿街建筑高度与历史环境保持协调。 

注：保护及整治街巷名称详见附表二。 

第六节 高度控制 

第七十条 核心保护范围 

具体见核心保护区“控制措施”内容。 

第七十一条 建设控制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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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建设控制区“控制措施”内容。 

第七十二条 环境协调区 

具体见环境协调区“控制措施”内容。 

第七节 景观风貌系统 

第七十三条 建筑风貌 

1、建筑屋顶 

（1）新建建筑釆用传统民居的坡屋顶形式。 

（2）历史城区内太阳能热水器应当调整摆放位置，不得高于坡屋面，设置形式要与古城整体景观

相协调。 

2、建筑色彩 

历史城区主导的建筑色彩是以粉墙或青石垒墙、灰瓦、木门窗墙板（灰、白、褐、红）为主色调，

不应使用大面积的其它颜色。 

第七十四条 肌理保护 

古城控制区（古城东路、古城北路、古城南路、古城西路、西门外街围合区域）内应严格保护传统

肌理特征。 

第八节 基础支撑体系完善 

第七十五条 道路交通 

1、保留永丰北路、早街、永丰南路、北门街、东门街的限时通车道路。  

2、规划景风公园游客信息中心、教育局节点处及旅游服务设施处设置了多个停车场。  

第七十六条 给水工程 

供水干管沿主要道路铺设并布置成环状管网，局部采用枝状管网。 

第七十七条 排水工程 

规划近期对历史城区内部的排水系统改造成截流式合流制，远期改造为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 

第七十八条 消防防灾规划 

1、规划范围内划分为 69 个防火组团，核心保护范围划分面积适当缩小为 5000 ㎡，建设控制地带

内组团划分面积应为 10000㎡ 以下。 

2、保证每个组团临接一条消防通道，组团内不少于 1 个市政消防栓，建筑面积超过 1000 ㎡ 的院

落，需至少配置一个庭院消防栓。 

3、古城四条环路、文照街、早街、永丰路、东门街、北门街等道路作为古城主要消防通道，道路

宽 6 米以上的道路在发生火灾时需保持道路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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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城中部南北向西门街及东西向张家巷、西营盘巷两条巷道主要步行巷作为次一级消防通道；

大于 4.5 米以上的步行巷道在发生火灾时可临时通行，宽度小于 4.5 

米以下的巷道建议采用消防摩托车通行。 

第七十九条 燃气工程规划 

范围内不宜建设管道燃气系统。 

第八十条 电力工程规划  

电力电缆采用电缆排管沿道路暗敷，电缆排管根数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规格。 

第九章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第一节 剑川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第八十一条 范围 

东至古城东路，南至古城南路，西至古城西路，北至古城北路，面积 35.71 公顷。 

第八十二条 价值特色 

1、历史久远性。 

2、儒家文化的典型性。 

3、云南明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和极其珍贵的传统建筑遗产片区。 

4、滇藏茶马铺面建筑的独特性。 

第八十三条 保护范围划定 

1、核心保护范围 

涵盖了古城内传统建筑成片集中的区域，包括西门街、文照街、北门街、早街、南门街等古城核心

区域，同时也包括七曲巷、张家冲、旧寨巷、上营盘、中营盘、下营盘等历史建筑相对集中的次要

区域。具体范围见附图，面积 17.29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 

包括除核心保护范围之外的整个街区范围:东至古城东路，西至古城西路，北至古城北路，南至古

城南路。具体范围详见附图，面积 18.42 公顷。 

第八十四条 街区形态保护 

1、地形特征保护 

（1）严禁在街区范闱内进行有破坏性的挖填土方工程。 

（2）禁止对金华山山体开采和破坏，避免影响景风阁古建筑群作为地标的形态特征；保护景风阁

古建筑群在历史街区的高度优势和街区内其他建筑高度平缓的高度特征。 

2、街区街巷格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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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街巷相关历史信息，不改变保护街巷的历史名称，并可通过设立标牌等方式介绍历史上曾使用

的其他名称及由来。挖掘沿街老字号和名人故居，并加以展示利用。 

第八十五条 功能定位 

以传统居住功能为主，充分体现传统文化和遗迹的历史文化街区。 

第八十六条 功能完善 

增加社区配套设施，利用现有民居建筑设置民居建筑体验馆、民居建筑博物馆。 

第八十七条 交通组织 

街区内道路系统主要以步行为主。 

第二节 西门外街历史文化街区 

第八十八条 范围 

东至古城西路，西以景风公园西侧外墙为界，南至剑川一中，北至景风路。街区总面积 7.52 公顷。 

第八十九条 价值特色 

1、尊礼重教的街区。 

2、云南传统民居群的活标本。 

3、景风阁古建筑群价值特色。 

4、见证革命历史，滇西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九十条 保护范围划定 

1、核心保护范围 

东至西门外桥，西至景风公园西侧围墙，南至剑川一中，北至景风公园北侧围墙及西门外街北侧约

50 米范围。具体范围见附图，面积 4.68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东至古城西路，西至景风公园东侧外墙范围，南至西门外街南侧约 50 米范围，北至景风路。具体

范围详见附图，面积 2.84 公顷。 

第九十一条 街区形态保护 

核心保护范围内重点保护街巷不允许任意改造。 

第九十二条 街区街巷格局保护 

1、保护街巷两侧建筑的维修、建设及改造必须以木结构为主。 

2、保护街巷的铺砌形式，街巷路面铺装应使用石材，并采用传统方式铺砌。 

3、保护街巷相关历史信息，不改变保护街巷的历史名称，挖掘沿街老字号和名人故居，并加以展

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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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条 功能定位 

以传统居住功能为主，充分体现传统文化和遗迹，同时兼具旅游集散、对外文化展示交流的复合型

功能街区。 

第九十四条 功能完善 

利用现有民居建筑设置民居建筑体验馆、民居建筑博物馆。 

第九十五条 交通组织 

街区内道路系统主要以步行为主。  

第十章 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  

第一节 农资公司仓库历史文化风貌区 

第九十六条 范围  

位于剑川古城西北角，北至农资公司仓库北侧围墙，南至文照街，西至永丰北路，东至古城东路，

具体范围详见附图，总面积 1.70 公顷。 

第九十七条 历史文化价值 

建筑风貌及空间格局完好，历史气氛浓厚。 

第九十八条 功能定位 

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存为主体、容纳城市旅游观光等现代社会活动的重要历史性地段。 

第九十九条 建设控制 

1、形成展示古城演变为主的城市展览馆，集中展示五六十年代的剑川城市风貌。 

2、规划中文照街街巷两侧的建筑应保留原有街巷的尺度，应当对沿街建筑高度进行严格控制，并

全面保持传统风貌。 

第二节 旧寨巷历史文化风貌区  

第一百条 范围 

位于剑川古城东南部，北起东门街，南至古城南路，西起永丰南路以东约 70 米，东至古城东路，

总面积 0.88 公顷。 

第一百〇一条 历史文化价值 

旧寨巷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特色民居较全面地保留了白族民间建筑的优点和特点，成为古城文化的一

种活态传承。  

第一百〇二条 功能定位 

近现代传统民居院落为主体、容纳城市旅游观光等现代社会活动的重要历史性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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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〇三条 建设控制 

1、延续现有传统民居的居住功能，对内部进行整理，维修不破坏原有建筑结构及风貌，保存其真

实历史遗存。 

2、整治维修风貌区内部道路但道路格局不变，保护整治风貌区周边街巷沿街界面。文物古迹保护 

第三节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第一百〇四条 保护区划和管理规定 

1、已经划定保护区划的文物保护单位，以文物部门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为准。  

2、目前没有划定保护区划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在近期开展区划划定工作。 

第一百〇五条 保护与修缮措施 

1、文物修缮应按照《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接受《中国文物古

迹保护准则》（2002）的技术指导。 

2、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应单体建筑修缮与环境整治、改善相结合，文物古迹保护与周边

历史街区成片保护相结合。 

第四节 历史建筑 

第一百〇六条 保护要求 

1、历史建筑保护范围以所在院落划定为保护范围，院落内的其它建筑应当在建筑高度、立面形式、

屋顶轮廓等方面与历史建筑协调，并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采光等功能需要。 

2、按照《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的要求进行保护，保护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拆除、迁移历史建筑。 

3、历史建筑的维修和整治必须保持原有外形和风貌，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

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剑川县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方可进行。 

第五节 城市紫线的划定 

第一百〇七条 包括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以及为确保该地段的风貌、特色完整性

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此次规划共划定 313 处历史建筑、2 处历史文化街区、2 处历史文化

风貌区。 

第六节 古树名木的保护 

第一百〇八条 改善地下环境，复壮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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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复壮沟-通气-渗水系统；进行透气铺装或种植地被；土壤改良；施用生长调节剂。 

第一百〇九条 加强地上保护。 

古树名木围栏及外露根脚的保护；病虫害的防治；病虫枯死枝的清理与更新修剪；树洞的修补与填

充；树体支撑加固；靠接小树复壮濒危古树。 

第七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 

第一百一十条 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 

第一百一十一条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作名录体系。 

第一百一十二条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 

第一百一十三条 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第一百一十四条 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工作。 

第一百一十五条 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 

第一百一十六条 搭建平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 

第一百一十七条 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第十一章 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 

第一节 展示内容 

第一百一十八条 茶马古道文化的路径、展示文物古迹、传统街巷、传统民居及古井、古树、牌坊等景点的路径，以

及展示传统城市功能、结构和格局的路径。 

第二节 展示途径 

第一百一十九条 茶马古道文化展示路径陆路上交通，北门街——桥头街——早街——永丰南路及文照街、桥头巷、

西门街、西门外街。  

第一百二十条 通过西门街忠义巷、段家巷、忠义巷延长线、桥头街、陈家冲巷、旧寨巷、罗家冲、五马坊、下营

盘、中营盘、上营盘、西营盘、张家冲、七曲巷等传统街巷，游客可以对历史城区进行深入的寻访

和体验。 

第一百二十一条 鼓励民间工艺的展示与利用，如传统木雕工艺、传统石雕工艺、传统布扎工艺、传统纸扎工艺、传

统刺绣工艺、传统玩具制作工艺等的制作过程可以成为展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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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近期保护规划 

第一节 规划期限 

第一百二十二条 规划期限：2018 年—2025 年 

第二节 近期实施内容 

第一百二十三条 近期实施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内容 

 

 

 

 

 

1 

 

 

 

 

传统民居建筑修复整治 

报国寺修复整治项目、都司院修复整治项目、老礼堂、余庆宫

修复整治项目、周钟岳故居戏台修复整治项目、赵式铭、周钟

岳故居修复整治项目、原县委办公室、杨鲁庵故居修复整治项

目、南门永丰南路 23 号、忠义巷 13 号、段家巷 32 号、北门街

34 号修复整治项目、北门街 60 号、62 号、南门罗家冲 5 号、

永丰南路 20 号修复整治项目、李瑞棻民居修复整治项目、 

李家大院、魏氏家宅修复整治项目 

 

2 

 

基础设施 

古城东路市网入地整治项目、文照街、永丰路市网入地整治项

目、西门外街市网入地整治项目 

3  

恢复重建及其他 

报国寺、余庆宫门楼、周钟岳戏台、古城南城门及局部城墙、

城隍庙、古盐局、蚕桑局等。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 

5 剑川县民族文化博物馆 

6 古城风貌、环境提升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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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第一节 政策法规的完善 

第一百二十四条 建议通过县人大出台《剑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加强剑川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管理。  

第二节 保护机构的建立 

第一百二十五条 建议由剑川县委县政府组织成立“剑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 

第三节 保护规划的编制 

第一百二十六条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文化村落保护规划 

1、编制沙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 

2、积极推进象图乡核桃树自然村、弥沙乡弥新村弥井村申报历史文化名村的申报工作。 

3、编制浉河木雕文化村、石龙民俗文化村、梅园石雕文化村、三河白族服饰文化村保护规划。 

第一百二十七条 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划 

编制剑湖风景名胜区的保护规划。 

第一百二十八条 历史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历史城区范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一百二十九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编制剑川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和西门外街历史文化街区两个历史街区以及旧寨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

农资公司仓库历史文化风貌区两个历史风貌区的保护详细规划。 

第一百三十条 历史城区节点修复整治规划 

编制教育局节点、县医院节点、环城西路节点、西粮库节点修复性整治规划。 

第一百三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详细规划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以及其他需要重点保护和整治的地区。 

第一百三十二条 遗址保护 

遗址均需编制保护规划，建议海门口遗址纳入国家大遗址目录。 

第四节 保护资金的保障 

第一百三十三条 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和建设专项资金，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负责调配使用。 

第五节 公众参与与社会监督 

第一百三十四条 建立面向社会的保护规划公示、实施监督、意见反馈的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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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各区域范围一览表 

名称 范围 面积 

县域 整个剑川县行政区划范围 2250 平方公里 

历史城区 南至南门外传统民居风貌区外围，北以永丰河、

景风路为界，西至景风公园及古城西路，东至

214 国道。 

71.88 公顷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剑川古城历史文化街

区 

东至古城东路，南至古城南路、西至古城西路，

北至古城北路。 

35.71 公顷 

历

史

文

化

风

貌

区 

农资公司仓库历

史文化风貌区 

北至农资公司仓库北侧围墙，南至文照街，西

至永丰北路，东至古城东路，具体范围详见附

图。 

1.70 公顷 

旧寨巷历史文化

风貌区 

北起东门街，南至古城南路，西起永丰南路以

东约 70 米，东至古城东路，具体范围详见附图。 

0.88 公顷 

西门外街历史文化街

区 

东至古城西路，西以景风公园西侧外墙为界，

南至剑川一中，北至景风路。 

7.52 公顷 

附表二： 

保护及整治街巷名称  

街巷类型 名称 

保护街巷 

西门外街、西门街、桥头街、文照街、忠义巷、段家巷、忠义巷延长线、陈家、旧寨巷、

罗家冲、五马坊、下营盘、中营盘、上营盘、西营盘、张家冲、七曲巷。 

整治街巷 东门街、北门街、早街、永丰北路、古城南路、古城北路、古城西路、古城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