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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聚类法的对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分析

——以河北省为例研究

王秋鉴　林大岵 *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河北张家口　075000

摘　要：传统村落是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体系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反映了其历史变迁过程，对于村

落保护利用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筛选河北省 19 个典型传统村落，借助 Arcgis 分析传统村落长宽比、边界系数、饱和系数、

建筑密度、离散系数等指标，揭示其空间形态特征。最后，通过层次聚类分析，将传统村落分为带状延展型、枝状发散型、

团簇聚集型三类，从而为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支撑。

关键词：传统村落；聚类分析；形态特征；形态分析

1. 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 2012 年全国

传统村落调查中对传统村落的定义，中国传统村落是指：村

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

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2. 相关研究综述

2.1 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综述

由于传统村落的重要性，对于这一议题的研究始终是

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强调利用定量分

析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特征、分类、空间分布和因

果关系，比如：孙莹通过对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元素的分层、

分类，研究了了中国湄洲传统客家村落的三种不同的空间形

态特征及格局配置特征；周宇琛对江西赣江沿线 161 个传统

村落景观进行了空间特征分析，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分类，

总结各自的特征；叶茂盛 在更小、更精确的尺度上对传统

村落的空间形态指标进行了定量分析，他们采用常见的长宽

比、边界系数、建筑目的等形态指标来准确描述传统村落的

空间形态及其特征。

2.2 聚类分析相关研究综述

聚类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无监督学习方法，它根据样本

之间的接近程度或相似程度，将数据集划分为具有相似特征

的不同组，即“簇”。聚类分析广泛应用于数据挖掘、图像

分析、生物信息学等领域，通过发现数据中的潜在结构，帮

助理解数据集中的模式和关系

3.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3.1 案例选取及其空间环境概况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区域为河北省，位于北纬 36° 05′ -

42° 40′，东经 113° 27′ -119° 50′之间，地处华北，

漳河以北，东临渤海、内环京津。东南部、南部衔山东、河

南两省，西倚太行山与山西省为邻，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交

界，东北部与辽宁接壤。河北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

为太行山地，北为燕山山地，燕山以北为张北高原，其余为

河北平原，是中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

和海滨的省份。截至目前，河北省共有 276 个村落被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居北方地区第 2 位。这些传统村落多

分布在山区、丘陵地带，自然环境优越，建筑风格多样。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从河北省 276 个传统

村落筛选能代表河北省自然资源特征、历史文化特征、村庄

历史特征的传统村落。 

最终识别河北省 19 个传统村落，分别为石家庄市大庄村、

保定市圈头村、承德市石桥村、邯郸市南王庄村、孟家庄村、

秦皇岛市长峪山村、邢台市寨上村、邢台市天明关村、井陉

县石门村、井陉县地都村、井陉县大梁江村、井陉县小龙窝村、

鹿泉水峪村、沙河市王硇村、沙河市大坪村、怀安县石坡底村、

怀来县鸡鸣驿村、蔚县北方城村、蔚县西古堡村。

3.3 村落边界限定与平面形态指标构建

本研究基于 19 个传统村落的空间数据和建筑数据以制

定各种空间形态指标，包括长宽比、边界系数、饱和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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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密度、离散系数等，从而定量分析村庄空间形态和空间

格局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潜

藏因素和原因。

（1）长宽比

该指标可以反映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A 是指传统古村

落空间的长轴的长度，B 是指是指传统古村落空间的短轴的

长度

（2）边界系数

该指标可以反映传统村落的边界特征。C 是指传统村落

的长轴的长度，C0 是指传统村落椭圆的周长。

（3）饱和系数

该指标可以反映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饱和程度。S 是指

传统村落的空间区域范围，S0 是指传统村落的外接矩形区

域范围。

（4）建筑密度

该指标可以反映传统村落内部建筑的空间聚集程度和

密度。Sn 是指传统村落内的建筑总面积，n 是指建筑的数量，

S 是指传统村落的空间面积。

（5）离散系数

该指标可以反映传统村落内部建筑布局的向心聚集程

度。Dn 是传统村落内建筑质心与传统村落中心之间的距离，

n 是指建筑的数量，d 是指平均距离。

4. 传统村落平面类型特征分析

通过对河北省 19 个传统村落的长宽比、边界系数、饱

和系数、建筑密度、离散系数等空间指标的分析，本研究总

结河北省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

序号 传统村落名称 长宽比 边界系数 饱和系数 建筑密度 离散系数

0 邢台市沙河市柴关乡王硇村 1.26 1.81 0.48 0.34 0.42

1 保定市安新县圈头乡圈头村 2.46 2.03 0.45 0.31 0.49

2 邢台市沙河市刘石岗乡大坪村 1.68 1.54 0.47 0.30 0.43

3 石家庄市平山县杨家桥乡大庄村 2.05 1.18 0.63 0.30 0.49

4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暖泉镇西古堡村 1.52 1.55 0.58 0.29 0.47

5 邯郸市磁县陶泉乡南王庄村 1.74 2.55 0.20 0.23 0.54

6 石家庄市井陉县南障城镇大梁江村 1.03 2.67 0.35 0.23 0.51

7 石家庄市井陉县南峪镇地都村 1.14 2.73 0.26 0.22 0.39

8 河北省定州市长安路街道办事处孟家庄村 1.48 1.98 0.30 0.21 0.55

9 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小龙窝村 1.03 2.51 0.24 0.21 0.50

10 张家口市蔚县涌泉庄乡北方城村 1.07 1.37 0.64 0.21 0.40

11 石家庄市井陉县测鱼镇石门村 2.62 1.82 0.38 0.20 0.51

12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寨上村 1.77 1.71 0.46 0.19 0.43

13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路罗镇天明关村 . 2.43 2.01 0.28 0.17 0.38

14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石桥村 1.40 1.71 0.45 0.17 0.51

15 张家口市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 1.65 1.72 0.44 0.17 0.46

16 石家庄市鹿泉市白鹿泉乡水峪村 2.26 1.99 0.41 0.13 0.44

17 张家口市怀安县左卫镇石坡底村 1.32 1.56 0.55 0.13 0.40

18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两山乡长峪山村 3.45 2.57 0.26 0.08 0.43

平均值 1.76 1.95 0.41 0.22 0.46

4.1 传统村落外部空间形态特征

在村落边界特征方面，河北省 19 个传统村落的平均边

界系数为 1.95，有 9 个传统村落的边界系数大于 1.95，有

10 个传统村落的边界系数小于 1.95。影响传统村落边界的

因素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形地貌的作用，位于

平坝、缓坡地区的传统村落边界相对规整，复杂度较低，而

位于山坡地的传统村落建设受限，由此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村

落边界。 

在村落饱和度方面，河北省 19 个传统村落的平均饱和

系数为 0.41，有 10 个传统村落的饱和系数大于 0.41，有 9

个传统村落的边界系数小于 0.41，并且 19 个传统村落的饱

和系数均小于 0.7，表明这 19 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并非呈

现方正的形态，这与村庄建设发展的自发性、自主性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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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传统村落内部空间形态特征

在村落建筑密度方面，河北省 19 个传统村落的建筑密

度均较低，建筑密度小于 0.2 的传统村落有 7 个，建筑密度

在 0.2-0.3 之间的传统村落有 9 个，建筑密度大于 0.3 的传

统村落有 3 个。在村落建筑中心聚集特征方面，河北省 19

个传统村落的平均离散系数为 0.46，且各个村落的离散程度

差异较小，由此表明这 19 个传统村落内部建筑分布相对均

匀。

5. 基于聚类分析的传统村落形态分类分析

本研究基于长宽比、边界系数、饱和系数、建筑密度、

离散系数 5 项空间形态指标，对 19 个传统村落进行聚类分

析，将空间形态特征相似的传统村落归为同一类型并总结相

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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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带状延展型传统村落

邢台市沙河市柴关乡王硇村、石家庄市井陉县南障城

镇大梁江村等 9 个村庄属于带状延展型传统村落。这类村庄

具有较大的长宽比，呈现出狭长的空间形态特征，并且沿着

道路和河流等自然和人造线性特征延伸。但由于纵向纬度延

伸，导致村庄两端居民之间的连通性较弱，逐渐导致单个村

庄发展成由多个集群组成的空间形态。

5.2 枝状发散型传统村落

保定市安新县圈头乡圈头村、邢台市沙河市刘石岗乡

大坪村等 8 个村庄属于枝状发散型传统村落。这些村庄通常

位于低山沟壑和山脊上，村态的发展受山地等自然条件的约

束导致空间形态和边界高度破碎；在原有的村庄聚落外围形

成了小规模的聚居点，产生“飞地”的空间形态，最终导致

复杂的村落边界形成。

5.3 团簇聚集型传统村落

石家庄市鹿泉市白鹿泉乡水峪村、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暖泉镇西古堡村 2 个村庄属于团簇聚集型传统村落。这些村

庄的空间形态趋近于方形或圆形，村庄边界相对规整，通常

位于山脉和河谷相对平坦的区域，因此受地形的影响较小。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河北省 19 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特征研

究，解释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背后成因，包括地形地貌因

素、村庄建设自主性因素、村庄历史文化因素、村庄经济社

会发展因素等。最后，通过层次聚类分析，将传统村落分为

带状延展型、枝状发散型、团簇聚集型三类。通过本研究，

希冀对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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