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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规划性质 

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以下简称“街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以下简称《核心区控规》）拟新

增历史文化街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强街区整体保护与合理利用，落实《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核心区控规》要求，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是对《核心区控规》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深化细化，经依法审

批后，在规划范围内开展的各项城市保护更新活动均应符合本规划。 

本规划未涉及的规划管控指标和相关要求，应遵循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

法规、规定及《核心区控规》等规划执行。 

 

第2条 主要规划依据 

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 

（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年） 

（6）《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年） 

（7）《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年） 

2.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文件 

（1）《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年） 

（2）《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21年） 

（3）《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2019年） 

（4）《〈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22年） 

（5）《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2019年） 

（6）《北京市绿化条例》（2019年） 

（7）《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04年） 

（8）《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2014年） 

（9）《北京市历史建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2023年） 

（10）《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更新改造消防技术指南（试行）》

（2024年） 

（11）《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2023年） 

3.相关规划、标准、导则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2017年） 

（2）《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

年）》（2020年） 

（3）《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年） 

（4）《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2002年） 

（5）《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4年） 

（6）《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2021年—2035年）》（2022年） 

（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 

（8）《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DB11/T692-2019） 

（9）《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2019年） 

（10）《北京老城保护房屋修缮技术导则（2019版）》（2020年） 

（11）《北京城市设计导则》（2021年） 

（12）《北京第五立面和景观眺望系统城市设计导则》（2021年） 

（13）《北京城市色彩城市设计导则》（2021年） 

（14）《北京街道更新治理城市设计导则》（2021年） 

（15）《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GB/T36670-2018） 

（16）《城市道路单向交通组织原则》（GA/T486-2015） 

（17）《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2022 GB5768.3-2022） 

（18）《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19）《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2020年—2035年）》（2021年） 

（20）《北京市西城区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2024年—2035年）》（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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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东至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南至宏庙胡同，西至三道栅栏

北巷、南玉带西巷、小英子胡同、椿树巷，北至羊肉胡同，面积约 29.6 公顷。

涉及西城区金融街街道的砖塔、大院、丰盛、宏汇园 4 个社区，西长安街街

道的义达里、西单北 2个社区，以及什刹海街道的大红罗社区。 

 

第4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年限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保持一致，

规划期限为 2023 年至 2035年。 

 

第二章 街区价值与保护内容 

第5条 街区历史文化价值 

街区是元大都格局演进与建设存续的重要例证。街区街巷格局由元明时

期奠定并稳定延续至今。位于街区北部的砖塔胡同被誉为“北京胡同之根”，

是北京最早见于文字记载、自元代起历代皆有文献可考且格局稳定延续至今

的胡同。万松老人塔是北京元代早期的重要建筑遗存，作为老城现存唯一一

座密檐式砖塔，见证了古都北京的历代演变。位于街区南部的西斜街在元代

时为金水河河道，明代河道淤塞形成斜向的胡同肌理，体现了由元至明都城

城水关系的重大变迁。 

街区是都城商业功能持续繁荣、多元功能有机融合的代表性地区。街区

位于元大都三大主要商业区之一——羊角市，以交易米面、牲畜为主，因商

业活动繁荣，亦成为大都勾栏瓦肆的聚集地。其后，街区商业功能经明、清、

民国历代而不衰，始终是都城重要的商业中心。由于邻近皇城，街区内多有

贵族、官员、士绅居所，是封建社会不同等级居住形态的活态样本。清末以

来，部分中央政务办公功能相继融入街区（清农工商部，民国农商部，新中

国地质部、商业部、农垦部先后在街区内选址办公），逐渐形成多元融合的功

能格局。 

街区是北京现代科学肇始与人文荟萃之地。位于兵马司胡同的中国地质

调查所被蔡元培誉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国地质学

研究起步的地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同志在粉子胡同 19 号设立秘

密联络电台，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地下工作。街区内曾有鲁迅、老舍、

郭沫若、张恨水等诸多名流居住，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 

 

第6条 街区保护内容 

街区保护内容应包含体现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涵盖整体格局、

街巷空间、院落和建（构）筑物遗存、各类环境要素，共计 13 项。其中《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确定的保护对象 7 项（详见附表），未列入保护对

象但支撑街区核心价值特色的内容 6 项。 

已列入保护名录的法定保护对象：不可移动文物 7 处、历史建筑 9 处、

传统地名 21处、古树名木 29棵、非物质文化遗产 2项、老字号 6 项。 

建议列入保护名录的保护对象： 

（1）不可移动文物 2 处。晚清及民国农商部遗存（粉子胡同 5 号院）是

当时主管全国经济事务的最高机构，见证了近现代农林工商业管理的变迁。

基督教缸瓦市堂南院礼拜堂（大院胡同 7 号）是基督教缸瓦市堂的历史组成

部分。 

（2）传统胡同 21 条。砖塔胡同等 21 条传统胡同形成于清代以前，能够

体现传统风貌，对街区整体格局、肌理及风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传统地名 5 处。缸瓦市、甘石桥、三道栅栏北巷、小院西巷、南玉

带西巷 5 处地名起源于清代以前，是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的非物质载体，对保

护历史信息有一定意义。 

其他保护内容：围绕街区历史文化价值，将传统风貌建筑、历史格局有



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规划文本 

—3— 

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有保护价值的门楼、历史构筑物、具有历

史意义的场所、景观视廊列入保护内容。 

（1）传统风貌建筑、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有保

护价值的门楼、历史构筑物是体现街区空间形态特征与规制特色的重要要素。

其中，有保护价值的门楼包括广亮门、金柱门、蛮子门、如意门、西洋式门

楼等，历史构筑物包括垂花门、影壁、上马石等。 

（2）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是彰显街区人文内涵，承载街区居民共同记忆

的重要要素，包括名人故居、历史宗教场所等。 

（3）景观视廊是体现街区在北京老城内具有重要区位特征的关键要素。 

 

第三章 街区保护现状评估 

第7条 街区保护内容现状评估 

整体空间形态：街区位于核心区古都风貌保护区边缘，以传统平房建筑

为主，1 层—2 层建筑数量占比约 98%，多层或高层建筑插花分布，主要集中

在丰盛胡同、粉子胡同沿线。 

建筑风貌：根据建筑风貌保存状况，将建筑分为五类，分别为一类“不

可移动文物”、二类“历史建筑”、三类“传统风貌建筑”（含三类 1-潜在历

史建筑、三类 2-一般传统风貌建筑）、四类“与传统风貌协调的现代建筑”、

五类“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街区五类建筑数量占比约 30%，部分

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存状况有待提升。现存有价值的建筑细部

或构件，如油饰彩绘、象眼镂活、砖雕、挂檐板、石刻等，保存状况有待提

升。 

院落格局：根据院落格局保存状况，将院落分为五类，分别为一类“不

可移动文物院落”、二类“历史建筑院落”、三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且主

体格局保留的院落”、四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但主体格局未保留的院落”、

五类“历史格局无保护价值的院落”。街区完整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布局经典、

规制较高的四合院，但院落内部加建情况较为严重。部分院落完整保留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格局，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中央党政机关布局及机构调

整。 

街巷空间：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羊肉胡同、砖塔胡同、敬胜胡同、

大院胡同、兵马司胡同、丰盛胡同、粉子胡同、前英子胡同等街巷胡同形成

于元代，西斜街因水系变迁于明代演变为街巷，上述 11 条街巷胡同肌理走向

从建成起延续至今，文化价值较高。其中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大院胡

同风貌较好，其他胡同风貌有待提升。砖塔胡同直管公房恢复性修建及修缮

有效提升了街巷风貌，胡同两侧存在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单位产、私产院落，

部分路段架空线凌乱，整体风貌及环境品质与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匹配。 

传统地名：街区内已公布传统地名均有路牌标识，但缺乏对于传统地名

历史信息与价值的展示。 

古树名木：街区内古树名木共计 29棵，其中一级古树 1棵、二级古树 28

棵，主要分布于街区南部，生长状况均正常。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老字号：街区内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项，为西城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为制作技艺类，具备较好传承空间。街区内现有老字

号 6项，其中中华老字号 4项、北京老字号 2项，老字号品牌以餐饮类为主，

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展示。 

景观视廊：街区整体位于视廊管控区，涉及景观视廊 4 条，分别为“钟

鼓楼望妙应寺白塔”“钟鼓楼—北海白塔互眺”“景山望西山”“太和殿望西

山”。街区内不存在遮挡或严重影响景观视廊的建（构）筑物，第五立面风貌

有待改善。 

有价值的门楼及历史构筑物：本次评估识别出街区内有保护价值的门楼

及历史构筑物共 150 处，集中分布于敬胜胡同、大院胡同、粉子胡同、西斜

街等地区。现存有价值的门楼中大多数为如意门，规制较高的门楼较少。街

区内门楼堆放杂物情况较为普遍，部分门楼存在被填充、改造或加建的情况。

垂花门、影壁、上马石等构筑物造型精美，但保存状况有待提升。 

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本次评估识别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共 28 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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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明确记载且能进行空间落位的场所 15 处，另有历史文献可考但物质空间

已无存的场所 13 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普遍缺乏价值展示，物质空间无存

或功能未延续的场所较多，除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外几乎无重要历史价

值空间点位标志，无历史信息展示，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存在消失的风险。 

 

第8条 街区现状综合条件评估 

功能结构方面，街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导，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占比

较高，居住建筑数量占比约 8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建筑规模占比约 14%。

商业功能集中分布于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沿线。街区多数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现状使用功能均为居住，文化功能有待加强，文化展示空间较少。 

道路交通方面，街区内全部道路均承担交通功能，其中羊肉胡同、丰盛

胡同、宏庙胡同、兵马司胡同机动车出行比较密集。大院胡同、砖塔胡同、

西斜街路侧停车情况较为普遍，砖塔胡同、兵马司胡同、宏庙胡同非机动车

停放问题有待改善，对胡同风貌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市政设施方面，敬胜胡同、大院胡同、前英子胡同、西斜街等街巷胡同

市政线缆相对杂乱，西斜街垃圾清洁站时常堵塞街巷交通，对胡同风貌产生

一定负面影响。 

城市安全方面，街区建筑密度较高，部分平房院落居住密度较高，仍有

少量简易楼、“大屋脊”建筑等，消防隐患长期存在。部分院落排水能力较差，

建筑质量有待提升，面对极端强对流天气，仍有院落短时积水、房屋损毁风

险。 

 

第四章 规划原则与目标 

第9条 保护原则 

历史真实原则：历史信息真实载体的保护，最大限度保存历史遗存原物，

保留历史真实信息，不得主观臆造建（构）筑物和院落格局。 

风貌完整原则：突出整体风貌特色的保护，保护街区、街巷、院落、建

（构）筑物、环境要素，完整展示传统景观风貌。 

合理利用原则：统筹解决街区保护、民生改善与街区活力，持续完善街

区功能，满足居民生活发展需求，促进历史环境、传统建筑空间与现代城市

功能相融合。 

 

第10条 保护目标 

保护并传承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维护遗产完整性、真实性，健全保护措

施体系，传承延续以砖塔胡同、西斜街为代表的城市肌理，建立历史文化价

值展示体系。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居住功能与特色商业、

文化展示、服务保障等功能的协调融合。 

 

第五章 保护区划 

第11条 划定范围 

街区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约 29.6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共计 2 片，总面积约 18.7 公顷，占街区总面积的 63%。其

中，片区 1 东至西四南大街、朱苇箔胡同，南至大院胡同、兵马司胡同，西

至三道栅栏北巷、南玉带西巷，北至羊肉胡同，面积约 13.7 公顷。片区 2 东

至西单北大街、西单派出所东侧规划路，南至西斜街、宏庙小学北侧院墙，

西至椿树巷、小英子胡同，北至粉子胡同，面积约 5.0 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之外的区域划入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约 10.9 公顷，占街

区总面积的 37%。 

 

第12条 保护管理要求 

核心保护范围内，除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按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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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进行风貌恢复建设外，不得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活动。进行必要的市

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按照保护规划进行风貌恢复建设的，应当严

格保护历史格局、街巷肌理和传统风貌。鼓励聘用传统工匠，尽可能采用传

统工艺和传统材料。1 

风貌恢复建设应依据史料研究与传统民居形态特征规律，对传统格局和

风貌样式进行辨析，选取有价值的样式，实现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可采用新

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地质礼堂等近现代建筑应结合史料，引导恢复最具

价值时期的建筑风貌。 

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符合保护

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严格控制建筑物、构筑物的高度、体量、色彩、

容积率等，与核心保护范围风貌相协调2。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沿线的建

设控制地带内，应保持沿街建（构）筑物与传统商业建筑风貌相协调。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既有建筑或者改变既有建筑的外立面、屋顶或

者结构的，应当向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核发规划许可，并同时提交

保护设计方案；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规划许可应当征求同级住房和

城乡建设、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3 

 

第六章 保护要求与措施 

第13条 街区整体保护要求 

完整保护大街、传统胡同构成的空间形态与尺度特征。重点加强砖塔胡

同、西斜街整体风貌保护与提升，具备条件时，鼓励非传统风貌段落按照最

具价值时期的风貌进行恢复性修建。 

保护街区以平房为主的整体空间形态，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基准高度控制。

历史原貌高度为保护类建筑的高度，及非保护类建筑在最具价值时期的高度。

 
1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年）第四十条 
2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年）第四十一条 

具体管控措施如下： 

（1）核心保护范围内，应严格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基准高度控制。 

（2）建设控制地带内的二类、三类建筑，原则上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基准

高度控制。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四类、五类建筑，应通过新建、改建形成与历

史原貌高度的有序过渡。 

保持并延续街区以居住为主、商业和配套服务功能为辅的功能特征。保

护织补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沿线的传统商业建筑肌理。 

 

第14条 建筑保护要求与措施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本体：为保护类建筑。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要求严格保护，

不得违法拆除、改建、扩建。 

二类-历史建筑本体：为保护类建筑。应优先采用日常保养、维护修缮的

方式，不得擅自迁移、拆除。维护修缮时，应当按照原基底四角坐标、原建

筑高度、原结构形式、原立面形制保护历史建筑的主要立面和有价值部位。

确因合理利用需求，在维护修缮过程中分隔、联通、转换内部或者外部空间

的，应当在保护和尊重上述元素的基础上适度更新。维护修缮时，应当遵循

以下要求4： 

（1）维护修缮部分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其真实性，依据历史原貌开展维

护修缮，加固和补配部分应当可识别。在历史建筑立面上添加户外牌匾，景

观照明，改建或者增设卫生、给排水、电梯等设施的，应当与历史建筑的风

貌协调，尽可能消隐、弱化处理。在历史建筑屋顶上添加大型设备及其他附

属构筑物的，应当进行第五立面和视线分析。如与历史建筑风貌冲突的，应

当安装在建筑内部。 

3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年）第四十二条 
4 依据《北京市历史建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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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部分应当与历史风貌协调，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和现代设

计手法，尽可能消隐、弱化处理。 

（3）应当保护有价值的历史格局，具体参照第 15条。 

三类 1-潜在历史建筑：为保护类建筑。应按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

象认定与登录的相关规定纳入区人民政府普查工作计划，经专家论证后达到

历史建筑标准的完善相关程序，公布为历史建筑。公布前，应根据专家意见

进行修缮。 

三类 2-一般传统风貌建筑：为改善类建筑。为适度满足现代生活需要或

提升风貌进行的各项建设工程应遵循如下要求： 

（1）最大程度保护建筑主要外观特征。依据风貌保护要求对面向传统胡

同和历史街巷的建筑立面、建筑屋顶进行改善。坡屋顶应符合北京传统四合

院举折设计要求，构成屋面优美的曲线。做好特色装饰与构件的保护或保留。

添加户外牌匾、景观照明等外部设施，应当与建筑的风貌协调，尽可能消隐、

弱化处理。 

（2）根据合理利用需求对建筑进行更新。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和现

代设计手法，但应当注重建筑形式并保持风貌协调。 

四类-与传统风貌协调的现代建筑：为保留类建筑。近期可保留，允许根

据使用需求进行改建，改建时应充分尊重最具价值时期风貌特征。 

五类-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为更新类建筑。应积极创造条件，

通过降低建筑高度、减小建筑体量、改变建筑形式等方式进行拆除改建，使

之与街区传统风貌保持协调。位于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更新类建筑，应积极创

造条件优先开展恢复性修建。暂时无法拆除改建的可进行外观整饰。 

街区内各类建筑保护更新应以建筑风貌评估为依据，具体项目实施前可

再次评估建筑风貌。 

 

 
5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 

第15条 院落保护要求与措施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院落：严格保护并完整呈现院落历史格局，整治与历

史格局不相符的建（构）筑物。位于文物保护范围内的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文件执行管理。建议参照文物保护范围管理要求对不可移动文物院

落进行管控。 

二类-历史建筑院落：保留院落主体格局，逐步整治与历史格局不相符的

建（构）筑物。保持院子原有尺度，围合建筑界面的历史位置、高低错落关

系不得改变。院子顶部应保持完整、开敞。 

三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保留院落主体格局，

逐步整治与历史格局不相符的建（构）筑物。保持院子原有尺度，围合建筑

界面的历史位置、高低错落关系应符合传统风貌要求。院子顶部应保持完整、

开敞。 

四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但主体格局未保留的院落：具备条件时，鼓

励采用恢复性修建的方式恢复历史格局。 

五类-历史格局无保护价值的院落：具备条件时，可按照街区典型院落格

局进行改造，并应关注相邻院落。 

 

第16条 其他保护内容的保护要求与措施 

严格保护传统胡同的空间形态、尺度关系、整体风貌和文化遗存。不得

随意改变传统胡同的走向、宽度、界线、断面尺寸、地坪标高等保护要素5。

针对历史宽度、界线留存的段落，不得改变建筑界面位置，因必要的交通市

政改善需求，确需改变建筑界面位置的，应以对传统风貌的最小影响为原则

进行。针对历史宽度、界线已发生改变的段落，鼓励通过恢复性修建对建筑

界面进行织补。街道家具和附属设施应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并符合传统胡同

的文化底蕴6。通过标识标牌、艺术装置等文化展示手段呈现传统地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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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7。 

保护和修缮有保护价值的门楼、各类历史构筑物。不得改变历史外观风

貌或者破坏有价值历史信息，不得新建与传统风貌不符的构筑物，已出现的

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门楼、构筑物应移除或应按照原式样规制恢复传统风貌8。 

按照古树名木保护有关的法规、规范等要求，保护街区内的古树名木。

对古树名木生长状况进行定期监测，并加强细致养护，保证古树名木安全健

康的生存空间和生长环境。当古树名木保护与建筑物、构筑物更新有冲突时，

应进行专项研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保护更新。重点加强对院落内古树名木

的保护管理，杜绝居民或使用单位在日常行为中对古树名木的伤害行为9。 

加强具有历史意义场所的历史信息展示。通过标识标牌、艺术装置、公

共雕塑等文化展示手段，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的历史风貌、发展变迁等有

价值历史信息进行展示，有条件的，应优先结合既有城市家具展示。已列为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场所，具备条件的，鼓励用作文化展示空间。对

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等历史功能已发生改变的场所，后续利用应结合历史功

能等合理确定，提升保护利用水平，展示文化特色。 

保护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依存的环境。鼓励结合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以及街区保护更新，引进老字号品牌。整体保护老字号依

存的人文环境。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法规、规范等要求，保护、

宣传、展示、传承街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 

保护景观视廊和第五立面。建筑、构筑物更新改造应进行具体视线分析，

以确保其不干扰眺望视线。通过拆除违建、屋顶改造、建筑降层、绿化遮挡

等手段，优化老城第五立面景观。 

 

第17条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8 依据《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地上地下空间统筹利用促进街区传统风貌保

护，应优先增补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和城市安全设施，适当解决居

民基本停车短板。建议结合街区保护更新，做好地下文物勘探工作。 

 

第七章 街区保护更新引导 

第18条 人口与建筑规模 

加强人口与建筑规模管控。结合在途项目规模减量、拆除违建、简易楼

腾退等专项工作，持续推动建筑规模减量。结合申请式退租、文物腾退、简

易楼腾退等专项工作，降低人口规模和密度。 

在维持人口疏解成效、持续做好人口规模调控的基础上，适度承接中央

党政机关办公人群与西单、金融街办公人群，定向配置人才公寓，吸引新居

民进入街区，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人口结构更新，提升街区活力。 

 

第19条 居住条件改善 

有序开展平房院落拆违，提高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改善居住条件。提

升申请式退租综合效益，鼓励以整院为单元进行腾退、修缮和市政设施改造

提升，合理利用腾退空间改善留驻居民基础设施条件随院落保护更新推进院

内厨房、厕卫等精细化改造。结合简易楼腾退，建设绿地或公益性设施，保

障民生需求。 

 

第20条 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优化 

有序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改善。应在服从风貌保护要求、保证既有建筑和

管线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统筹开展改造工作。重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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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老旧管线隐患消除、雨污合流改造、街巷环境改善及院落内市政设施精细

化改造。具体措施如下： 

（1）开展老旧管线隐患排查与消除工作。推进胡同及平房院落的雨污分

流改造，因地制宜建设截留调蓄设施，加强合流污水的截留和处理能力。粪

便污水应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 

（2）随街巷环境整治，开展市政设施智慧化改造，地下市政管线综合改

造，公厕和市政箱体的消隐化改造等工作。 

（3）街区开展保护更新应符合市政工程管线承载能力要求。新建、改建

及扩建工程管线应符合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管线设计与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21条 交通组织与停车治理 

建设安宁街区，形成有利于体验历史文化氛围的交通组织。具体措施如

下： 

（1）通过降低道路通行速度，控制街区内机动车行驶速度。 

（2）鼓励以风貌协调为前提，结合简易楼腾退与在途项目实施，适度补

充集中停车设施。结合新增停车资源补充与存量停车资源挖潜，规范停车管

理秩序，建议优先实现砖塔胡同、丰盛胡同、西斜街胡同不停车。 

（3）优化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营造舒适的慢行体验。规范胡同内共

享单车停放秩序，限制砖塔胡同、西斜街等胡同共享单车停放数量。鼓励结

合在途项目与疏解腾退空间，优化西斜街密闭式清洁站布局。 

（4）推进交通标识小型化、杆体集约化、交通标线规范化，减少功能重

复的标识。 

 

第22条 公共空间提升 

结合申请式退租、拆除违建、简易楼腾退等专项工作，增补小微公共空

间。在不影响风貌前提下，鼓励各类利用现有空间资源见缝插绿的行为，如

利用建筑平屋顶和露台开辟绿色空间、沿胡同增加景观小品等。 

提升传统四合院绿化覆盖水平。整院保护更新项目应符合“一院一树”

的引导要求。院落应保证一定的实土面积，如确因空间限制无法实现的，应

满足种植乔木的覆土深度。鼓励结合古树名木及大树设置小微绿地等小型公

共绿色空间，让古树大树融入百姓生活。 

 

第23条 街巷精细化治理 

精细化提升街巷空间品质，结合现状风貌本底与文化探访需要，分类提

升，营造高品质探访环境。 

（1）一级街巷为文化探访主线，包括砖塔胡同、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

街、西斜街。应推动两侧建筑保护更新，整治后建筑风貌应与传统风貌相协

调。统一设计各类街巷环境要素，控制体量、形式、色彩，尽可能降低建筑

外挂设施对街巷环境的视觉干扰，在符合老城整体性控制要求的前提下，鼓

励采用体现街区历史文化的设计元素。 

（2）二级街巷为其它传统风貌保存较好的街巷，包括羊肉胡同、敬胜胡

同、大院胡同、小院胡同、四道湾胡同、小院西巷、南玉带胡同、朱苇箔胡

同、兵马司胡同、丰盛胡同、粉子胡同、前英子胡同、后英子胡同。可逐步

推动两侧建筑保护更新，改善街巷景观环境。 

（3）三级街巷为传统风貌保存一般的街巷，包括核桃巷、三道栅栏北巷、

南玉带西巷、小英子胡同、椿树巷、宏庙胡同等，以改善街巷景观环境为主。 

 

第24条 功能布局引导 

街区整体应延续以居住为主，商业服务、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适度融合

的功能格局。鼓励结合街区在途项目与疏解腾退空间资源，补充完善居住配

套功能、文化功能。提升既有商业业态品质，鼓励引入有助于延续街区情感

记忆、传承街区文脉、保持街区活力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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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非居住功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相对集中，降低对居住环境的负面扰

动： 

（1）延续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传统商业功能，提升业态品质、增强

文化属性，着力保护老字号品牌，引入特色商业。丰盛东区 A 区沿西四南大

街宜以开放性功能为主，形成连续、富有活力的街道界面。鼓励结合万松老

人塔、基督教缸瓦市堂等文化 IP，发展文化创意、文化体验功能。 

（2）优先引导文化体验与消费功能沿砖塔胡同集聚，依托砖塔胡同关帝

庙等文物建筑与疏解腾退空间，增加文化体验、社区共创、生活服务类业态，

提升文化探访体验。 

（3）鼓励高品质产业配套与生活服务功能沿西斜街、宏庙地区集聚，依

托疏解腾退空间增加特色商业、共享办公、人才公寓、生活服务类业态，形

成与金融街、西单商圈互补共生的发展格局。 

 

第25条 空间活化利用 

建立空间格局展示与重要场所展示相结合的街区价值展示体系。以万松

老人塔为核心，砖塔胡同、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西斜街 3 条文化探访

路为主线，串联文化展示重要片区与主要文化景观资源，综合运用展览展示、

标识导引、文化体验活动等方式，强化公众对街区核心价值的认知。 

加强万松老人塔与缸瓦市教堂、贝勒永恩府遗存、造寸服装店、红楼公

共藏书楼等文化资源的联动效应，建设文化展示重点片区，结合疏解腾退整

合周边空间资源，对街区历史文化进行系统展示阐释，强化文化景观标志性。 

建设砖塔胡同、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西斜街 3 条重要文化展示路

线。其中，砖塔胡同作为“北京胡同之根”，重点展示历史沿革、传统风貌、

名人轶事等，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重点展示传统商业风貌与老字号品牌，

西斜街重点展示城水关系演变的历史信息。 

高水平推动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砖塔胡同关帝庙等重点文物腾退保护

利用。突出中国地质调查所作为中国首个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价值，结合央

产文物腾退试点工作，高标准打造文化展示体验空间，与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地质礼堂等文化设施形成联动效应。砖塔胡同关帝庙宜作为公共文化场

所面向社会开放，鼓励用作文化体验、文化消费、社区共创等功能。 

街区内的展示体系应形成统一形象标识，文字和图示应规范、清晰、方

便识读。应对现有标识进行整合，统一设计，尽量小型化、轻量化，在易于

辨识的位置有序设置，不得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居民日常生活及交通、消防

和安全疏散，不得破坏各类保护对象。 

 

第26条 筑牢安全底线 

持续完善街区消防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1）进一步完善消火栓、微型消防站布局。保留提质西四大街小型消防

站，改善出警条件。补足文物、历史建筑消防设施和报警系统。小院胡同以

西及宏庙地区建筑密度高、胡同狭窄，应增加灭火器等小型、简易消防设备。

推进消防设施远程监控系统建设，探索运用新技术提高历史文化街区的消防

安全治理和火灾风险监测预警能力。 

（2）结合街巷环境整治，按照平房区消防管理的间距要求，确定消防车

道。规范消防车道的停车秩序、加强杂物堆放治理，保障砖塔胡同、西斜街

等形成至少宽 4 米通道，供消防车、消防救援设备通行。其余胡同作为疏散

通道，保障形成至少宽 2米通道，用于居民疏散。 

（3）建筑密度较高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院落，应加强消防管理，

定期排查安全隐患，建议优先推进腾退改造，降低建筑密度。 

（4）多措并举增加街区耐火极限，降低火灾隐患。通过加强教育宣传、

优化电网设计等手段，控制火源、电路，规范街区的用火用电行为。 

 

第八章 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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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条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建立贯穿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维护全过程的风貌管控机制，促进

相关部门、街道、主体单位、设计团队高效联动，专家、责任规划师、公众

协同参与，树立高标准、精细化治理标杆。 

建立街区统一运营管理平台，统筹各产权主体与实施主体，整合空间资

源，拓展资金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和个人共同参与保护利用，形成政府引导、

政策保障、市场运作的运营管理机制，引导街区保护更新高质量实施。 

加强公众参与制度化建设，推动社会共治。推动街区保护更新与社区营

造、社区建设进一步结合，构建面向全社会的公众参与平台，提高街区内居

民、驻地单位对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鼓励和引导居民、驻地单位参与

风貌管控、规划设计、实施监督和日常维护工作，培养保护意识，加强群众

监督，实现共治共享，营造“我要保护”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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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内容清单 

1.不可移动文物 

编号 名称 地址 级别 年代 现状使用功能
11
 公布情况 

1 万松老人塔 西四南大街 43 号 国家级 元、清 三大设施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2 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 兵马司胡同 15 号 市级 民国 居住 北京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 

3 砖塔胡同关帝庙 砖塔胡同 68 号 普查登记 清 居住（已腾退） — 

4 玄真观 四道湾胡同 5 号 普查登记 清 居住 — 

5 基督教缸瓦市堂 西四南大街 57 号 普查登记 清 三大设施 — 

6 贝勒永恩府遗存 砖塔胡同 42 号 普查登记 清 居住 — 

7 显应观 西斜街 72 号 普查登记 明 居住 — 

 

建议列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 

编号 名称（建议） 地址 年代（推测） 现状使用功能 

1 晚清及民国农商部遗存 粉子胡同 5 号院 清 居住 

2 基督教缸瓦市堂南院礼拜堂 大院胡同 7 号 清 居住 

 

2.历史建筑 

编号 名称 地址 年代 现状使用功能 公布情况 

1 粉子胡同 13 号院 粉子胡同 13 号 清 居住 第一批 

2 四道湾 4 号院 四道湾 4 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3 大院胡同 12 号院 大院胡同 12 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4 前英子胡同 11 号院 前英子胡同 11 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5 前英子胡同 13 号院 前英子胡同 12 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6 西斜街 53 号院 西斜街 53 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7 西斜街 42 号院 西斜街 42 号 清 居住 第二批 

8 大院胡同 19 号院 大院胡同 19 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9 后英子胡同 19 号院 后英子胡同 19 号 清 居住 第三批 

 

3.建议列入传统胡同保护名录 

编号 名称 起止位置 

1 核桃巷 起于羊肉胡同，止于砖塔胡同 

2 砖塔胡同 起于西四南大街，止于太平桥大街 

 
11 现状使用功能依据调研情况填写，调研时间截至 2023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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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起止位置 

3 小院胡同 起于敬胜胡同，止于兵马司胡同 

4 朱苇箔胡同 起于大院胡同，止于兵马司胡同 

5 大院胡同 起于西四南大街，止于四道湾 

6 四道湾 起于敬胜胡同，止于小院西巷 

7 敬胜胡同 起于砖塔胡同，止于三道栅栏胡同 

8 三道栅栏胡同 起于四道湾，止于原鲜明胡同 

9 小院西巷 起于小院胡同，止于南玉带胡同 

10 南玉带西巷 起于南玉带胡同，止于兵马司胡同 

11 南玉带胡同 起于小院西巷，止于兵马司胡同 

12 兵马司胡同 起于西四南大街，止于太平桥大街 

13 丰盛胡同 起于西单北大街，止于太平桥大街 

14 西斜街 起于椿树巷，止于西单北大街 

15 小英子胡同 起于粉子胡同，止于前英子胡同 

16 前英子胡同 起于西单北大街，止于西斜街 

17 后英子胡同 起于前英子胡同，止于小英子胡同 

18 粉子胡同 起于西单北大街，止于宏英园 13 号楼 

19 羊肉胡同 起于西四南大街，止于太平桥大街 

20 三道栅栏北巷 南起三道栅栏胡同，北至敬胜胡同 

21 椿树巷 南起宏庙胡同，北至西斜街 

 

4.传统地名 

编号 名称 形成年代 长度（米） 起止位置 公布情况 

1 西单北大街 民国 1288 北起丰盛胡同，南止西长安街 第一批 

2 西四南大街 民国 578 北起阜成门内大街，南止丰盛胡同 第一批 

3 羊肉胡同 明代 746.6 东起西四南大街，西止太平桥大街 第一批 

4 砖塔胡同 元代 805 东起西四南大街，西止太平桥大街 第一批 

5 大院胡同 清代 336 东起西四南大街，西止四道湾 第一批 

6 小院胡同 清代 234.4 北起敬胜胡同，南止兵马司胡同 第一批 

7 南玉带胡同 清代 129 北起小院西巷，南止兵马司胡同 第一批 

8 兵马司胡同 清代 763 东起西四南大街，西止太平桥大街 第一批 

9 丰盛胡同 清代 784.4 东起西单北大街，西止太平桥大街 第一批 

10 粉子胡同 明代 314 东起西单北大街，西不通行 第一批 

11 前英子胡同 清代 342 东起西单北大街，西止西斜街 第一批 

12 后英子胡同 清代 138.8 东起前英子胡同，西止小英子胡同 第一批 

13 西斜街 清代 353.7 西北起椿树巷，东南止西单北大街 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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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形成年代 长度（米） 起止位置 公布情况 

14 宏庙胡同 民国 320 东起西斜街，西止辟才五条 第一批 

15 朱苇箔胡同 民国 178.4 北起大院胡同，南止兵马司胡同 第二批 

16 核桃巷（核桃穰胡同） 民国 79.8 北起羊肉胡同，南止砖塔胡同 第二批 

17 敬胜胡同 民国 414.9 北起砖塔胡同，南止三道栅栏胡同 第二批 

18 四道湾 民国 229 北起敬胜胡同，南止大院胡同 第二批 

19 三道栅栏胡同 清代 213 东起南玉带胡同，西不通行 第二批 

20 小英子胡同 民国 151.5 北起粉子胡同，南止前英子胡同 第二批 

21 椿树巷 清代 130.7 北起前英子胡同，南止宏庙胡同 第二批 

 

建议列入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编号 名称 类型 形成年代 长度（米） 起止位置 

1 南玉带西巷（清代称井儿胡同） 街巷胡同 清代 15 西不通，东至南玉带胡同 

2 三道栅栏北巷 街巷胡同 清代 108 南起三道栅栏胡同，北至敬胜胡同 

3 小院西巷 街巷胡同 清代 147 东起小院胡同，西至南玉带胡同 

编号 名称 类型 形成年代 地名原点 大致影响范围 

1 甘石桥 片状地名 元代 
宏庙胡同与西单

北大街交汇处 
宏庙胡同与西单北大街交汇处 

2 缸瓦市 片状地名 清代 
北至西四路口，

南至兵马司胡同 
北至西四路口，南至兵马司胡同 

 

5.古树名木 

编号 古树编号 位置 树种 等级 生长势 

1 110102A00776 前英子胡同 1 号内 国槐 一级 正常 

2 110102B00686 大院胡同 30 号内 卫矛 二级 正常 

3 110102B00730 小院西巷 13 号北 国槐 二级 正常 

4 110102B00731 小院西巷 5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5 110102B00732 四道湾 9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6 110102B00733 砖塔胡同 68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7 110102B00734 大院胡同 9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8 110102B00735 大院胡同 9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9 110102B00736 砖塔胡同 33 号南侧 国槐 二级 正常 

10 110102B00737 砖塔胡同 56 号北侧 国槐 二级 正常 

11 110102B00738 砖塔胡同 55 号西侧 国槐 二级 正常 

12 110102B00739 核桃巷 8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13 110102B00755 宏庙胡同 5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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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古树编号 位置 树种 等级 生长势 

14 110102B00757 丰盛胡同 13 号南 国槐 二级 正常 

15 110102B00758 丰盛胡同 11 号南 国槐 二级 正常 

16 110102B00759 丰盛胡同 9 号南 国槐 二级 正常 

17 110102B00760 丰盛胡同 1 号南 国槐 二级 正常 

18 110102B00770 宏庙胡同 5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19 110102B00774 丰盛胡同甲 8 号南 国槐 二级 正常 

20 110102B00775 粉子胡同 7 号南 国槐 二级 正常 

21 110102B00777 前英子胡同 13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22 110102B00778 前英子胡同 13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23 110102B00779 前英子胡同 13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24 110102B00780 西斜街 52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25 110102B00781 西斜街 64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26 110102B00785 兵马司胡同 43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27 110102B00786 兵马司胡同 13 号内 国槐 二级 正常 

28 110102B01046 西斜街 54 号内 枣 二级 正常 

29 110102B01156 丰盛胡同甲 8 号内 国槐 二级 衰弱 

 

6.非物质文化遗产 

编号 名称 级别 类别 公布情况 

1 二友居面食制作技艺 西城区级 传统技艺 已公布 

2 曲园酒楼湘菜制作技艺 西城区级 传统技艺 已公布 

 

7.老字号 

编号 所属企业 名称 级别 业态 公布情况 

1 北京大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 大明眼镜 中华老字号 眼镜 已公布 

2 北京华天饮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庆丰包子铺 中华老字号 餐饮 已公布 

3 北京华天饮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曲园酒楼 中华老字号 餐饮 已公布 

4 北京桂香村食品有限公司 桂香村 中华老字号 餐饮 已公布 

5 北京华天饮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友居西四包子铺 北京老字号 餐饮 已公布 

6 北京三元梅园食品有限公司 三元梅园 北京老字号 餐饮 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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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一、建筑风貌评估分类 

1.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经区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文物

保护单位，和经区级文物行政部门登记公布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的文物本体。 

2. 二类-历史建筑本体：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历史建筑的历史

建筑本体。 

3. 三类-传统风貌建筑 

（1）三类 1-潜在历史建筑：未核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但具

有一定建成历史，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且较为典型，未来有可能被

列入历史建筑的传统风貌建筑。其价值部位判定可参照历史建筑相关要求。 

（2）三类 2-一般传统风貌建筑：未核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具有一定传统风貌特征和文化传承意义，但特征较为一般或者保存状况较差，

或者未采用传统建筑结构，或者按照传统风貌特征新建的建筑。 

4. 四类-与传统风貌协调的现代建筑：采用现代建筑形式，但其高度、

体量、形式、色彩、材料等与街区传统风貌较为协调、无明显冲突的建筑。 

5. 五类-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采用现代建筑形式，且在高

度、体量、形式、色彩、材料等与街区传统风貌不协调、有明显冲突的建筑。 

二、院落格局评估分类 

6.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院落：不可移动文物所在的院落。 

7. 二类-历史建筑院落：历史建筑所在的院落。 

8. 三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历史上该院落

的格局能够反映历史特征和地方特色，且现状格局未被大幅改变，仍可清晰

识别主体格局的院落，50%以上的建筑符合历史格局。 

9. 四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但主体格局未保留的院落：历史上该院

落的格局能够反映历史特征和地方特色，但现状格局被大幅改变，符合历史

格局的建筑不足 50%。 

10. 五类-历史格局无保护价值的院落：历史上该院落的格局不清晰，

且不能反映历史特征和地方特色的院落。 

三、街巷空间评价分类 

11. 风貌良好街巷：街巷两侧三类以上建筑连续集中分布。 

12. 风貌一般街巷：街巷一侧或局部有一定数量的三类以上建筑分布。 

13. 风貌欠佳街巷：街巷两侧三类以上建筑较少。 

14. 文化价值较高街巷：建成年代、两侧建（构）筑物遗存数量和价值、

历史环境要素、传统地名等历史文化价值比较突出的街巷。 

15. 文化价值一般街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其他街巷。 

四、其他 

16. 最具价值时期：建筑、院落保护更新时，结合历史地图、影像、文

献等史料，从历史意义、文化内涵、空间形态等多角度研究，综合确定最具

价值时期的风貌。 

17. 街巷环境要素：为保护街区传统风貌、提升环境品质，街巷空间内

需重点进行管控、改造和提升的要素，包括交通设施，市政及无障碍设施，

地面铺装、景观设施、公共艺术与城市家具，标识系统及牌匾、广告和公益

宣传，建筑外挂设施。 

18. 建筑外挂设施：指附着于建筑外墙的各类设施，包括：空调室外机、

太阳能热水器、电视天线、室外晾衣架等室外家用设备，外挂市政箱体、雨

水管、旗杆座等室外公用设施，雨棚和雨搭，卷帘门和防盗门，防盗窗等。 

19. 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指见证重要人物、历史事件、居民共同记忆

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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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  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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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4  建筑风貌评估图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

二类：历史建筑

三类 1：潜在历史建筑

三类 2：一般传统风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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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类：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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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5  院落格局评估图 

一类：不可移动文物院落

二类：历史建筑院落

三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且主体格局保留的院落

四类：历史格局有保护价值但主体格局未保留的院落

五类：历史格局无保护价值的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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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6  保护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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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7  街区保护内容分布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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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8  建筑保护更新方式规划图 

保护类建筑：不可移动文物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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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9  文化展示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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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街巷空间提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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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安全提升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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