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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第一条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是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历史文

化名城的重要保护内容。为保护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保护和延续街区传统格局

和风貌，继承和弘扬民族与地方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保护与永续利用，特

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是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的法定指导性文件。在规划范围内从事各项保护与

建设活动，应当符合本规划的要求。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2017）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4）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4）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16） 

《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2016） 

《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2016）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2015） 

国家、省、市其它有关名城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2）规范性文件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2012）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试行）》（2005）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章编制指导意见（试行）》（2012）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2006） 

《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维护利用指引》（2014） 

《广州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报批指引》（征求意见稿）（2018） 

国家、省、市其它有关名城保护的其它规范性文件等 

（3）相关规划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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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已编制完成的其他相关规划成果 

第三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编制范围：范围南至逢庆西约、土德二巷，经蓬莱路（含东南侧沿街建筑）至蓬莱正

街、和平西路，北至荔湾涌（大地涌），与多宝路历史文化街区接壤，西至昌华涌，与昌华大街历

史文化街区接壤，东至宝华路、大同路，与宝华路历史文化街区和上下九-第十甫历史文化街区接

壤。保护范围总面积：16.03 公顷。 

第四条 规划原则 

本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科学保护、依法保护的原则；立足地区整体发展要求，突出

自身优势，优化功能、空间结构的原则；传承文脉，修复历史空间肌理，重现地段风貌特征的原

则；依据行为特征，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以人为本的原则；合理利用、可持续性的原则；改

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尊重历史，放眼未来，适应发展，主动保护的设计原

则。 

第五条 规划目标 

（1）全面深入挖掘、科学评估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和特色； 

（2）重点保护区内骑楼建筑群，保持保护区历史风貌的完整性； 

（3）保护和延续传统格局和风貌； 

（4）继承和弘扬民族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二）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 

第六条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文化特色和价值为： 

（1）最完整和最长的骑楼街； 

（2）粤剧武术手工艺的传承地； 

（3）满载西关情的活体博物街。 

（三）保护原则与保护内容 

第七条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从物质遗存、非物质遗存和优秀传统文化两部分确定了各项保护

要素与具体保护内容。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 1：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对象构成表 

遗产 
体系 

遗产类型 遗产要素 

物质 
文化 
遗产 
要素 

传
统 
街
巷 

骑楼街 一类骑楼街巷 恩宁路骑楼街 

其他传统 
风貌街巷 

一类传统街巷 十六甫西二巷 

二类传统街巷 颜家巷、恩宁西街、永庆二巷、永庆一巷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和会馆、吉祥坊一号民居 

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大同路 121-125 单号民居、李小龙祖居、蓬莱正街 10 号民居、 
十六甫西二巷 21-25 单号民居、永庆大街 24-28 双号民居 

历史建筑 恩宁路 46、48、50、52、54 号骑楼、逢庆中约 12、12-1、12-2
号民居、恩宁路 140 号骑楼、恩宁路 255、257 号骑楼、恩宁西
街 16、18 号民居、吉祥坊 52 号民居、和平西路 1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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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 
体系 

遗产类型 遗产要素 

传统风貌建筑 蓬莱路 54、56 号、永庆一巷 11 号、永庆二巷 7-1 号民居（銮舆
堂）、十一甫新街 5、5-1 号民居、恩宁路 265 号（金声电影院旧
址） 

不
可
移
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线
索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逢庆大街 15-1、15-2、15-4、15-5、15-6 号民居、逢庆西约 6、8
号民居、恩宁路 142 号骑楼、恩宁路 149 号骑楼、恩宁路 159 号
骑楼、恩宁路 175 号骑楼、恩宁路 178、180、182、184 号骑
楼、恩宁路 191 号骑楼、恩宁路 194 号骑楼、恩宁路 199 号骑
楼、恩宁路 217、219、221、223、225 号骑楼、恩宁路 231 号
骑楼、恩宁路 231 号旁骑楼、恩宁路 71 号骑楼、恩宁路 85 号骑
楼、恩宁路 89 号骑楼、大地旧街 55、57 号民居、大地新街 2、
2-1 号民居、吉祥坊 51 号民居、十二甫西街 84 号民居、十二甫
西街 87、89 号民居、十二甫西街 93 号民居（关耀辉旧居）十六
甫西二巷 19 号民居、永庆二巷 2、2-1 号民居、永庆一巷 10 号
民居（张活游旧居）、永庆一巷 14 号民居、永庆一巷 8 号民居
（刘美卿旧居）、钟巷 35 号民居、蓬莱路 52 号、逢庆首约 11-1
号民居、颜家巷 4 号民居 

历史环境要素 麻石街巷 永庆大街、恩宁东横街、大地新街、大地旧街、逢庆大街、逢庆
中约、恩宁西横巷、蓬莱大街、十二甫西街、仁爱新街、光天
巷、上贤里、十二甫新街 

街巷门 永庆大街巷门、恩宁西街巷门、十二甫西街巷门 

古树名木 无挂牌 

非物 
质性 
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
产 

传统戏剧 粤剧 

传统体育 咏春拳 

传统技艺 西关打铜工艺 

传统医药 西关正骨 

优秀传统文化 老字号 打铜 

名人事迹 詹天佑、李小龙 

 

 

（四）保护范围及保护控制措施 

第八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区划 

（1）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区划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个层次，总面积

16.03 公顷。 

（2）核心保护范围主要沿恩宁路骑楼街两侧，包括永庆和逢庆片区，总面积为 5.38 公顷。 

（3）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为 10.65 公顷。 

第九条 核心保护范围保护控制要求 

（1）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和修缮。 

（2） 在核心保护区范围内除确需建造的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

扩建、改建活动。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建筑高度应控制在 12 米以下，并应提交历史文化

保护的具体方案，应特别关注功能、规模、材料、照明、街道设施、招牌和植物等多项内容，骑楼

街和商业性质的传统商业街巷参照传统骑楼和竹筒屋控制建筑尺度，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

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活动，须按文物保护相关要求执行。 

（3） 进行改建、修缮和危房原址重建活动的，不得增加具有合法产权的原有房屋的建筑高

度，在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应与街区历史风貌协调。原址重建的骑楼建筑，其层数和高度应与

相邻骑楼建筑相协调。 

（4） 不得擅自新建、扩建道路，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原有的道路

格局和景观特征。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  文本 
 

5 
 

（5） 严格管控招牌的设置，不得遮挡、覆盖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立面，不得破坏建筑空间

环境和景观，不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要求的应当拆除或限期改正。 

（6） 核心保护范围内禁止大规模拆除建设，倡导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模式。进行建设活动

应当符合保护规划。 

（7） 延续第五立面传统风貌，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建设活动，建

筑屋顶采用平顶和坡顶相结合形式。 

第十条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控制要求 

（1）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和修缮。 

（2）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建、扩建活动的，建筑高度应控制在 18 米以下，其体量、色彩、

材质等方面与历史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3） 进行改建、修缮和危房原址重建活动的，不得增加具有合法产权的原有房屋的建筑高

度，在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应与街区历史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 

（4） 新建、扩建、改建道路时，不得破坏传统街巷的尺度和风貌。 

（5）严格管控门店招牌的设置，不得遮挡、覆盖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立面，不得破坏建筑空

间环境和景观，不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要求的应当拆除或限期改正。 

（6）建设控制地带内整治更新应有计划、分阶段进行，避免大拆大建，应当坚持渐进式的保

护与更新模式，控制新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维护传统格局，延续历史风貌。 

（7）建筑形式原则上以坡屋顶和平屋顶相结合的形式，体量宜小不宜大，新建建筑色彩宜采

取黑、白、灰等广州老城民居所常见的色彩，装饰与建筑样式可参考广州传统民居做法，但必须注

重适当的尺度感和细节，以达到环境的统一。 

第十一条 保护区管理规定 

（1）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与相关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保护控制要求严格程度从严至宽分别

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历史文化

街区建设控制地带。保护控制应依其类型和级别控制主次要求从严管控。 

（2）在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涉及文物的建设活动应经相应级别的文物主管部门

批准。拆除历史建筑（含历史建筑线索）、传统风貌建筑（含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以外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经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3）在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征求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

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应征求文物保护单位的对应级别的文物行政部门意见。 

（4）在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审批前应由审批机关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按照

《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2013）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利。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审批机关应当在公示期满后及时

举行听证。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必要时应由审批机关于审批前组织专家论证和征求公

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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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批准的保护规划，审批机关应当在政府网站、新闻媒体或者专门场所公布，并在政府

网站长期公布。 

（6）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将历史建筑（含历史建筑线索）、传统风貌建筑（含传统风貌建

筑线索）的具体保护要求书面告知建筑的所有人和有关的物业管理单位，明确其应当承担的保护

义务。历史建筑（含历史建筑线索）、传统风貌建筑（含传统风貌建筑线索）转让、出租的，转让

人、出租人应当将有关的保护要求书面告知受让人、承租人。受让人、承租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护

义务。 

（7）鼓励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公有产权建筑、空置建筑在不损害历史文化保护的前提下，活

化利用为公共服务、旅游服务设施或小型特色商业设施。对文物建筑的利用应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并按相关规定程序进行报批、报备。其它建

筑转变功能的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在符合结构、消防等专业管

理要求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可以按照规定对历史建筑进行多

种功能使用，历史建筑实际使用用途与权属登记中房屋用途不一致的，无需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和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增加历史建筑建筑面积、建筑高度、不扩大其基底面积、不改变

其四至关系、不改变外立面或者结构的，无需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8）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门店招牌等设施确需设置的，需符合本保护规划的相关要求；不符合

保护规划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恢复原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

位处以罚款。 

（9）保护地下文物遗存，街区内进行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须按照《广州市

文物保护规定》要求，做好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10）街区交通、市政、绿化、消防、人防等其他专业规划应当与保护规划相协调，因保护

历史文化风貌需要无法达到规定的消防标准的，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按照保护规划要求制定相应

的消防安全措施和工作机制，并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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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构）筑物与历史环境要素分类保护整治措施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结构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结构为“一轴、两片、多点”。 

（1）一轴：恩宁路骑楼轴线。 

控制骑楼街风貌。严格控制沿线新建建筑体量、高度、骑楼尺度、色彩，与传统骑楼街风貌充

分融合。 

（2）两片：骑楼街南北两片区。 

保留并强化传统格局。 

（3）多点：指分布在街区范围内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线索等。 

第十三条 街巷格局的保护与控制要求 

（1）严格保护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一轴、两片、多点”的整体格局。 

（2）街区内不得擅自新建、扩建道路，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恢复传统肌理、

道路格局和景观特征。 

第十四条 街巷的分类保护整治 

（1）传统街巷保护内容 

 
 
 
 

 

表 2：传统街巷保护名录 

传统街巷 

骑楼街 一类骑楼街 恩宁路 

 
其他传统街巷 

一类传统街巷 十六甫西二巷 

二类传统街巷 
颜家巷、恩宁西街、永庆一

巷、永庆二巷 

（2）一类骑楼街保护与整治措施 

1）交通组织措施：保持现状道路红线宽度，不得调整，以慢行和公交为主。 

2）建筑控制：街道两侧应避免再建设大体量建筑；新建建筑应与传统骑楼建筑风貌相协调，

但不宜照搬传统骑楼建筑的样式，应采用同传统骑楼街风貌相协调或呼应的建筑色彩、材料，不

宜使用大面积玻璃幕墙。沿街柱廊高度、柱距、柱廊形式等应有整体控制。改扩建建筑若原为传统

骑楼，应修复立面，去除大幅广告牌和招牌；若原为现代骑楼，尽可能改扩建为传统骑楼建筑样

式。违章建筑和临时建筑必须限期拆除。 

骑楼街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建设活动，控制骑楼立面单元面宽 3.5-6 米，原则上首层层高

4-5 米。并控制建筑形式、色彩、材料与整体风貌相协调。骑楼街进行改建活动，应维持原有建筑

尺度。应与广州市骑楼街保护利用规划相衔接。 

3）街道环境控制：建筑的轮廓线应加以保护，建筑的高度与比例应加以保护，建筑物原有的

细部要加以保护，建筑的材料与色彩应保持原状，所做改动必须以“保护历史信息真实载体的真

实性”为原则，符合街道整体气氛，街道的铺装材料与铺装形式在有条件时可恢复原有的做法。 

4）整治改造现状混乱的各类广告牌、商店招牌、遮阳棚、防盗窗和空调室外机等，商店招牌

设置在骑楼街内部，统一设置空调机位、遮阳棚等设施，新设置的路灯、指示牌、招牌、遮阳棚、

空调机位、垃圾桶等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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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占用街道空间并且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电线杆、变压器、沿墙外敷的电力、电信线等市政

设施应入地或移位，地面设施应尽量设置在建筑侧面并进行遮挡，不得损害街巷风貌。 

（3）其他传统街巷的保护与整治措施 

1）保持一类传统街巷尺度、走向、名称不变，保护两侧建筑的高度、立面连续性及传统风貌，

禁止拓宽街巷宽度；对于沿街建筑进行分类整治。 

2）保持二类传统街巷的走向、名称不变，保护和整治街段风貌，控制街巷空间尺度。新建建

筑的体量、色彩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3）保护现有青石板街巷铺装，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逐步恢复传统街巷铺装。 

4）整治街巷环境，拆除沿街私搭乱建、整治改造雨篷、防盗窗、空调机位等，统一布置路灯、

指示牌、雨篷、空调机位、垃圾桶等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5）在保护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技术标准和手段，改善街道的基础设施条件，对占用街道空

间并且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电线杆、变压器、沿墙外敷的电力、电信线等市政设施应入地或移位。 

6）保护街道的绿化环境与特色；对绿化环境较差的街巷，结合少量风貌和质量均较差的建筑

的更新与整治。保持街巷空间尺度，可适当拓宽风貌较差街段，改善通行能力。 

7）控制沿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体量、色彩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建筑高度控制核心保

护范围内不超过 12 米，建设控制地带不超过 18 米。 

第十五条 高度控制要求 

建筑高度控制应遵循“整体协调、分类分区严控”的方针。对同一地块有多种建筑高度控制要

求时，采取“从严管控”的原则进行控制。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维持现状建筑高度不变，新建或扩建的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高度不应高于街区内传统风貌建筑的高度，并控制在 12 米以下，同时应满足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建筑对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 

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维持现状建筑高度不变，新建或扩建的建筑高度控制在 18

米以下，同时应满足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对其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以及城市视廊、

街景、对景等对建筑高度的要求。 

对于个别地块，在符合风貌保护的前提下，高度具体研究论证确定。 

  

第十六条 建筑保护整治措施 

（1）修缮类建筑：为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类

建筑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类建筑在使用和修缮过程中，主要立

面、主体结构、平面布局和特色装饰、历史环境要素基本不得改变。 

（2）改善类建筑：为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改善类建筑在使用和修缮过程中，建筑应保

持原有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建筑主要立面、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

饰不得改变。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内部可根据功能需求予以改善更新；应延续现

有功能，迁离对保护不利的功能，可适当引入文化展示、公共服务功能。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的利用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3）整修类建筑：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整修类建筑原则上不得迁移，不宜拆除重建，鼓励

整修类建筑在不损害历史风貌真实性的原则下，按照风貌指引，对建筑外观加以维护修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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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内部使用条件进行提升、适合现代使用；鼓励、支持整修类建筑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不冲

突的功能；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4）整治类建筑：本规划划定的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建筑。整治类建筑可采取整治改善的措施

进行更新；应保持原有建筑体量，整治改善后的外观应符合传统风貌特征；建筑更新过程中应保

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构件或装饰物。允许内部进行必要的更新改造，适应使用功能的需要。确

有需要可以进行扩建、改建和拆除重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获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与

传统风貌相协调并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 

（5）改造类建筑：本次规划划定的与传统风貌冲突的建筑，违章建筑、其他因保护的需要、

公共设施建设或环境改善需要拆除的建筑。可采取整治、改造等措施，通过改变建筑色彩、屋顶形

式、减层、局部拆除等措施与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相协调。对传统风貌的负面影响较大，建议在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结合更新改造予以拆除重建，新建建筑应与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相协调。违章

建筑不得进行扩建和改建，应当予以拆除，拆除后的空地必须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第十七条 建筑外部设施和市政公共设施风貌控制要求 

（1）建筑外部设施控制要求 

1）严格控制传统骑楼街外立面不得设置破坏传统风貌的建筑外部设施。 

2）统一设置雨篷和招牌，骑楼街招牌设置在骑楼内部。雨篷和招牌不应遮挡建筑主要特色立

面和构造，尺度和颜色应与街道整体风貌相协调。 

3）统一布置空调机位，用木质或者金属百叶遮挡空调机位，颜色与建筑风貌相协调。 

4）拆除凸出的防盗窗，统一布置防盗窗和晾晒架，晾晒架用百叶构架遮挡，风貌与建筑立面

相协调。 

（2）市政公共设施风貌控制要求 

1）占用街道空间并且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电线杆、变压器、沿墙外敷的电力、电信线等市政

设施应入地或移位，露出地面部分不得损害街巷风貌。 

2）对影响建筑风貌的市政设施进行隐蔽改造。 

第十八条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7 处。 

表 3：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 

序号 名称  年 代 类别 级别 地点 

1 八和会馆 中华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其他近
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区级 多宝街道至宝社区恩宁路 177
号 

2 吉祥坊一号民
居 中华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传统民居 区级 多宝街道吉祥坊社区恩宁路吉
祥坊 1 号  

3 李小龙祖居 中华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名人故、
旧居 

区登
记 

多宝街道恩宁社区恩宁路永庆
一巷 13 号 

4 永庆大街 24-28
双号民居 中华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典型风格
建筑或构筑物 

区登
记 

多宝街道至宝社区恩宁路永庆
大街 24、26、28 号 

5 蓬莱正街 10 
号民居 中华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典型风
格建筑或构筑物 

区登
记 

多宝街道恩宁社区蓬莱路蓬莱
正街 10 号 

6 十六甫西二巷
21-25 单号民居 中华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传统民居 
区登
记 

荔湾区多宝街道吉祥坊社
区 宝华路十六甫西二巷 21 － 
25 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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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年 代 类别 级别 地点 

7 大同路 121-125
单号民居 中华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典型风
格建筑或构筑物 

区登
记 

多 宝 街 道 丛 桂 社 区 大
同 路 121、123、125 号 

 

第十九条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要求 

街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

条例》、《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等文物保护相关的法规、规章、文

件进行保护。 

（1）应有计划的完善街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

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区划、保护要求，明确保护管理主体，确定日常保养和各项保护工程计划，

完善文物标识。 

（2）文物建筑的保护措施以日常保养为主，主要手段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护其真实性、完整

性，采用最低限度的干预和恰当的保护技术，保护文化传统，完善文物建筑的防灾减灾措施。 

（3）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修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迁移、重建，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控制文物保护

单位周边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形式，使周边建筑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 

（4）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工程，应当报相应级别的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依法做好保护工作，确保文物和周边环境安全。 

（5）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前提下，文物建筑内部可根据功能需求予以改善更新，必

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

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6）文物建筑的利用应遵循《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除鼓励延续原有传统功能外，

可适当引入社区服务、文化展示、参观游览、经营服务、公益办公等功能，并按相关规定程序进行

报批、报备。 

 

第二十条 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 

（1）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有历史建筑 7 处。 

表 4：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序号 建筑名称 地址 所属街道 

1 
逢庆中约 12、12-1、12-2 号民
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逢庆中约 12、12-1、
12-2 号 

多宝街 

2 
恩宁路 46、48、50、52、54 
号骑楼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 46、48、50、52、54 
号 

昌华街 

3 恩宁路 140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0 号 多宝街 

4 恩宁西街 16、18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恩宁西街 16、18 号 多宝街 

5 吉祥坊 52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吉祥坊 52 号 多宝街 

6 恩宁路 255、257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55、257 号 多宝街 

7 和平西路 134 号 荔湾区多宝街和平西路 134 号 多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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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有传统风貌建筑 5 处 

表 5：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名录 

序号 建筑名称 地址 所属街道 

1 
永庆二巷 7-1 号民居
（銮舆堂）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二巷 7-1 号 多宝街 

2 永庆一巷 11 号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一巷 11 号 多宝街 

3 蓬莱路 54、56 号 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4、56 号 多宝街 

4 
十一甫新街 5、5-1 号民
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十一甫新街 5、5-1 号 多宝街 

5 
恩宁路 265 号（金声电
影院旧址）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65 号 多宝街 

 

（3）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有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31 处 

表 6：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线索保护名录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序号 建筑名称 地址 所属街道 
1 逢庆西约 6、8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逢庆西约 6、8 号 多宝街 
2 逢庆首约 11- 1 号民居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首约 11- 1 号 昌华街 

3 
逢庆大街 15-1、15-2、15-
4、15-5、15-6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逢庆大街 15-1、15-2、
15-4、15-5、15-6 号 

多宝街 

4 永庆一巷 14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一巷 14 号 多宝街 

5 
永庆一巷 10 号民居（张活
游旧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一巷 10 号 多宝街 

6 
永庆一巷 8 号民居（刘美卿
旧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一巷 8 号 多宝街 

7 永庆二巷 2、2-1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二巷 2、2-1 号 多宝街 
8 恩宁路 71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71 号 多宝街 
9 恩宁路 85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85 号 多宝街 

10 恩宁路 89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89 号 多宝街 
11 蓬莱路 52 号 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2 号 多宝街 
12 钟巷 35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钟巷 35 号 多宝街 
13 恩宁路 149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9 号 多宝街 

14 恩宁路 159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59 号 多宝街 
15 恩宁路 175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5 号 多宝街 
16 恩宁路 191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1 号 多宝街 
17 恩宁路 199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9 号 多宝街 
18 恩宁路 142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2 号 多宝街 

19 
恩宁路 178、180、182、
184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8、180、182、184
号 

多宝街 

20 
十二甫西街 93 号民居（关
耀辉旧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十二甫西街 93 号 多宝街 

21 十二甫西街 87、89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十二甫西街 87、89 号 多宝街 
22 恩宁路 194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4 号 多宝街 
23 十二甫西街 84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十二甫西街 84 号 多宝街 

24 
恩宁路 217、219、221、
223、225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17、219、221、223、
225 号 

多宝街 

25 吉祥坊 51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吉祥坊 51 号 多宝街 
26 大地新街 2、2-1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大地新街 2、2-1 号 多宝街 
27 恩宁路 231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31 号 多宝街 
28 恩宁路 231 号旁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31 号旁 多宝街 
29 大地旧街 55、57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大地旧街 55、57 号 多宝街 
30 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 多宝街 
31 颜家巷 4 号民居 荔湾区昌华街颜家巷 4 号 昌华街 

第二十一条 历史建筑的保护整治要求 

街区内的历史建筑与历史建筑线索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广东省城乡规

划条例》、《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历史建筑相关的法规、

规章、文件进行保护。 

（1）应尽快推动本规划推荐的历史建筑线索的认定和公布，有计划的完善街区内历史建筑与

历史建筑线索的保护规划编制，公布历史建筑与历史建筑线索的保护区划、价值要素和保护要求，

完善历史建筑标识，落实日常保护管理巡查；明确保护责任人，向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提供保护、

修缮方面的信息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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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建筑以日常保养和“改善”为主。应保护其临街立面及其它有价值的外立面、主体

结构形式、有价值的平面布局、特色材料装饰和部位以及历史环境要素不得改变；除此之外的其

他部位，可根据保护和利用的要求适当改变，但不得损害核心价值要素。 

（3）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应按照《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相关程序。修缮前，保

护责任人可以向所在地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修缮技术咨询，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免费

为保护责任人提供咨询服务，修缮设计、施工方案，报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审核。设计、施工方案

经审核通过后，保护责任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实施修缮。具体修缮细则应符合《广

州市历史建筑维护修缮利用规划指引（试行）》中的相关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修缮图则要求。 

（4）在符合相关法规、保护规划和核心价值部位保护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和空间布局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加以必要的变动，以改善建筑使用条件，如增加卫生设备、灵活划分室内空间等。 

（5）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前提下，迁离对历史建筑保护不利的功能，可适当引入文

化展示、公共服务的功能；鼓励、支持保护责任人利用历史建筑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地方文

化研究，开办展馆、博物馆，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以其他形式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但

应符合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二条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整治要求 

街区内的传统风貌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按照《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广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等传统风貌建筑相关的法规、规章、文件进行保护。 

（1）应尽快推动本规划推荐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的认定和公布，尽快公布传统风貌建筑与传

统风貌建筑线索的保护要素和保护要求，完善传统风貌建筑标识，落实日常保护管理巡查；明确

保护责任人，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责任人提供保护、修缮方面的信息和技术指导。 

（2）传统风貌建筑以日常保养、改善和整修为主。传统风貌建筑应保护其临街立面及其它有

价值的外立面风貌、形制、特色材料装饰部位不得改变的基础上，对建筑外观加以维护修饰，确保

建筑的可持续利用；骑楼建筑应禁止进行封堵。建筑内部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改善建筑使用条

件，适应现代的使用方式。 

（3）属于外立面和结构改变的非轻微修缮，应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部门批准。施工单位应在

现场展示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价值等信息和真实修缮效果图。 

（4）在符合相关法规和保护的要求前提下，可按《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相关要

求，鼓励、支持保护责任人利用传统风貌建筑发展文博展览、文化创意、旅游观光、新兴产业、休

闲场所、开展经营活动，促进传统风貌建筑的多功能使用。但应符合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并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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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内容 

表 7：历史环境要素保护名录 

历史环境要素 

麻石街巷 
永庆大街、恩宁东横街、大地新街、大地旧街、逢庆大街、逢庆
中约、恩宁西横巷、蓬莱大街、十二甫西街、仁爱新街、光天
巷、上贤里、十二甫新街 

街巷门 永庆大街巷门、恩宁西街巷门、十二甫西街巷门 

古树名木 无挂牌 

 

第二十四条 古树名木的保护与整治 

（1）对古树名木应统一挂牌保护。古树名木保护牌应当标明树木编号、树名、学名、科名、

树龄（价值、意义）、保护级别、特性、挂牌时间、养护责任人等内容。 

（2）在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范围周边从事施工建设，可能影响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

资源正常生长的，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园林主管部门报告。园林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需要，向建设单位提出相应的避让和其它保护要求，建设单位应当根据保护

要求实施保护。 

第二十五条 牌坊或门楼等传统构筑物的保护与整治措施 

（1）禁止拆除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现有的 3 处街巷门。 

（2）对街巷门保护修缮，保持其原有的高度、色彩、材质、砌筑形式及砖雕、石雕不变。 

（3）清除私搭乱建、市政电力、电信线入地，整治传统构筑物的周边环境，并在原址设置标

识牌展示相关历史信息。 

第二十六条 麻石板街巷的保护与整治措施 

（1）严格保护街区现存的麻石板街巷铺装，不宜移除或覆盖，保留麻石板的原有格局、肌理

和风貌。对历史上存在的其他青石板街巷，有条件的宜逐步恢复青石板路样貌。 

（2）对麻石板街巷的修缮整治应采用传统工艺，提升街巷两侧的建筑风貌。结合景观小品和

植被提升街巷品质。 

表 8：保护建筑汇总表 

分类 序号 名称 地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现状情况 
保护
措施 

区文物
保护单
位 

A-01 八和会馆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7 号 
153 459 较好 修缮 

A-02 吉祥坊一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吉祥坊 1 号 
286 858 不详 修缮 

区登记
不可移
动文物 

A-03 李小龙祖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13 号 

226 226 较好 修缮 

A-04 
永庆大街 24-28 双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大街 24、26、28

号 
114 342 较好 修缮 

A-05 
蓬莱正街 10 号民

居 
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蓬莱正街 10 号民居 

224 672 一般 修缮 

A-06 
十六甫西二巷 21-

25 单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宝华路
十六甫西二巷 21-25

单号 
240 720 一般 修缮 

A-07 
大同路 121-125

单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丛桂社
区大同路 121、123、

125 号 
347 1041 一般 修缮 

历史建
筑 

B-01 
逢庆中约 12、12-
1、12-2 号民居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
逢庆中约 12、12-1、

12-2 号 
683 2046 一般 改善 

B-02 
恩宁路 46、48、
50、52、54 号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
46、48、50、52、54

号 
167 649 一般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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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名称 地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现状情况 
保护
措施 

B-03 
恩宁路 140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0 号 
65 195 一般 改善 

B-04 
恩宁西街 16、18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西
街 16、18 号民居 

136 408 一般 改善 

B-05 吉祥坊 52 号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吉祥坊 52 号 
82 164 一般 改善 

B-06 
恩宁路 255 号、

257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56、257 号 
50 278 一般 改善 

B-07 和平西路 134 号 
荔湾区多宝街和平西

路 134 号 
241 723 一般 改善 

传统风
貌建筑 

C-01 
永庆二巷 7-1 号
民居（銮舆堂）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二巷 7-1 号 

81 162 较好 改善 

C-02 永庆一巷 11 号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11 号 

55 220 较好 改善 

C-03 蓬莱路 54、56 号 
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4、56 号 
110 440 一般 改善 

C-04 
十一甫新街 5、5-

1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一甫新街 5、5-1 号 

69 138 一般 改善 

C-05 
恩宁路 265 号
（金声电影院旧

址）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65 号 

68 753 较差 改善 

传统风
貌建筑
线索 

D-01 
逢庆西约 6、8 号

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逢庆西约 6、8 号民居 

124 372 一般 整修 

D-02 
逢庆首约 11-1 号

民居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
逢庆首约 11-1 号 

94 188 较差 整修 

D-03 
逢庆大街 15-1，
15-2，15-4,15-

5,15-6 号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逢庆大街 15-1,15-

2,15-4,15-5.15-6 号 
215 430 较差 整修 

D-04 
永庆一巷 14 号民

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14 号 

89 157 
较好，内部
格局已变化 

整修 

D-05 
永庆一巷 10 号民
居（张活游旧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10 号 

61 122 
较好，内部
格局已变化 

整修 

分类 序号 名称 地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现状情况 
保护
措施 

D-06 
永庆一巷 8 号民
居（刘美卿旧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8 号 

79 158 
较好，内部
格局已变化 

整修 

D-07 
永庆二巷 2、2-1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二巷 2、2-1 号 

121 242 较好 整修 

D-08 恩宁路 71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71 号 
38 152 一般 整修 

D-09 恩宁路 85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85 号 
33 133 一般 整修 

D-10 恩宁路 89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89 号 
30 90 一般 整修 

D-11 蓬莱路 52 号 
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2 号 
54 216 一般 整修 

D-12 钟巷 35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钟巷 35 号 
72 144 一般 整修 

D-13 
恩宁路 149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9 号 
18 123 一般 整修 

D-14 
恩宁路 159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59 号 
56 290 一般 整修 

D-15 
恩宁路 175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5 号 
105 227 一般 整修 

D-16 
恩宁路 191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1 号 
119 253 一般 整修 

D-17 
恩宁路 199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9 号 
115 345 一般 整修 

D-18 
恩宁路 142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2 号 
109 377 一般 整修 

D-19 
恩宁路 178、

180、182、184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8、180、182、184 

号 
192 960 一般 整修 

D-20 
十二甫西街 93 号
民居（关耀辉旧

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二甫西街 93 号 

49 98 一般 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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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名称 地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现状情况 
保护
措施 

D-21 
十二甫西街 87、

89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二甫西街 87、89 

号 
81 243 较差 整修 

D-22 
恩宁路 194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4 号 
65 329 较差 整修 

D-23 
十二甫西街 84 号

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二甫西街 84 号 

92 276 较差 整修 

D-24 
恩宁路 217、

219、221、223、
225 号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17、219、221、

223、225 号 
114 488 一般 整修 

D-25 吉祥坊 51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吉祥坊 51 号 
89 178 较差 整修 

D-26 
大地新街 2、2—1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宝华路
大地新街 2、2-1 号 

68 136 较差 整修 

D-27 
恩宁路 231 号旁

骑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31 号旁 
144 464 一般 整修 

D-28 
恩宁路 231 号骑

楼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31 号 
298 956 一般 整修 

D-29 
大地旧街 55、57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大地旧街 55、57 号 

47 141 较差 整修 

D-30 
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民居 
荔湾区多宝街宝华路
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 

46 92 较差 整修 

D-31 颜家巷 4 号民居 
荔湾区昌华街道颜家

巷 4 号 
265 530 一般 整修 

 

 

 

 

 

 

（六）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第二十七条 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原则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标，其保护应遵从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的原则。 

（1）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特征，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文化的真实形态和文化传承脉

络，并将真实性原则贯穿于非遗保护的各个环节。 

（2）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所在的特定环境的整体关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保护在

其所属的社区及自然人文环境之中。 

（3）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对其保护必须依靠传承人及社区民众等在艺术

表演、传统民俗、手工技艺等各种活动的不断传承中保持活力。 

 

表 9：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内容表 

非物质性
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戏剧 粤剧 
传统体育 咏春拳 
传统技艺 西关打铜工艺 
传统医药 西关正骨 

优秀传统文化 
老字号 打铜 
名人事迹 詹天佑、李小龙 

第二十八条 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1）建立政府主导、各部门协调配合的保护机制。 

（2）加大和规范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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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责任制。 

第二十九条 保护要求及措施 

（1）继承与发扬恩宁路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宣传与展示利用。 

（2）结合街区更新整治，增加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化空间。做好文化空间的建档和挂牌工作，

还原其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内涵，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文化空间的展示与宣传。 

（3）鼓励增强街区凝聚力的节庆或民俗活动，鼓励老字号或文化类业态嵌入街区经营，鼓励

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在街区内开展。 

（4）强化恩宁路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与系统性展示。 

第三十条 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方法 

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要素的各个方面，遗产展示必须忠实呈现和诠释以上信息源中与

文化价值有关的部分，并且不得因展示活动而损害到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必须考虑到对历史文化街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为根本目的。并在展示基础设施建立后对场地进行后续回访、监测与评估。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保护非遗场所当前的使用，保护非遗活动路径

对多空间串联使用的延续性。 

保护名人故居和恩宁路传统民居的空间结构，建立名伶故居和粤剧文化的联系，引入文化展

示、公共服务的活化利用功能。 

结合粤剧博物馆、金声电影院、八和会馆、銮舆堂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地。 

 

（七）土地使用与规划控制 

第三十一条 用地划分及指标确定 

（1）规划功能定位 

以传统居住、特色商业、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主，展示与传承传统骑楼市井商业文化、西关传统

特色民居、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街区。 

（2）用地布局规划 

本街区以居住用地、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及绿地水体等用地为主。 

核心保护范围内禁止设置工业、物流仓储等破坏街区风貌的用地。建设控制地带内在不影响

街区整体保护和风貌格局的前提下，可设置商业兼容居住等促进街区活力的用地。保护范围内结

合建筑活化利用，鼓励文化、商业、办公等用地类型。 

（3）用地指标 

表 10：规划用地指标汇总表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比例（%） 

R 
居住用地 4.99 31.13% 

R2 二类居住用地 4.99 31.13%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52 15.70% 

A1 行政办公用地 0.1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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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比例（%） 

A2 文化设施用地 1.32 8.21% 

A33 中小学用地 1.05 6.56% 

A7 文物古迹用地 0.05 0.30%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5.17 32.25% 

B1 商业用地 5.17 32.25%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11 13.16% 

S1 城市道路用地 2.02 12.58%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0.09 0.59% 

U 

公共设施用地 0.20 1.26% 

U22 环卫用地 0.16 0.99% 

U9 其他公共设施用地 0.04 0.27%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0.63 3.93% 

G1 公园绿地 0.60 3.73% 

G3 广场用地 0.03 0.20% 

E 
非建设用地 0.41 2.56% 

E1 水域 0.41 2.56% 

合计 16.03 100% 

 

 

 

第三十二条 土地利用兼容性规划 

街区保护范围内不得设置对历史文化街区遗产、风貌、环境保护有影响或吸引大量机动车交

通的功能。在遵循本规划相关条款的前提下，允许用地按照用地功能规划图中的兼容性要求适度

兼容居住、商业用地、商务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娱乐用地等。 

 

（八）设施与环境改善规划 

（1）道路交通规划 

第三十三条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原则 

1）主次干路以继承既有规划为主，理清道路结构、等级功能，形成路网的整体协同，合理交

通分流，达到街区保护的目的。 

2）考虑到地块内部的交通联系以及消防安全需要，在不影响传统风貌和原有街坊格局的前提

下，适度拓宽、增加巷道、打通内部尽端路，提高内部道路可达性。 

3）街区内部原则上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为主。 

4）结合轨道交通线，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强化接驳设施功能。 

5）强化交通需求管理，严格控制车辆的通行权。 

6）营造舒适宜人的步行空间。 

 

第三十四条 道路系统调整 

1）主次干路以继承既有规划为主，理清道路结构、等级功能，形成路网的整体协同，合理交

通分流，达到街区保护的目的。 

2）考虑到地块内部的交通联系以及消防安全需要，在不影响传统风貌和原有街坊格局的前提

下，适度拓宽、增加巷道、打通内部尽端路，提高内部道路可达性。 

3）街区内部原则上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为主。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  文本 
 

18 
 

4）结合轨道交通线，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强化接驳设施功能。 

5）强化交通需求管理，严格控制车辆的通行权。 

6）营造舒适宜人的步行空间。 

在《广州市历史城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控制原则》的指导下，本次规划调整现行控规部分道

路的宽度和走向。具体调整情况见下表。 

 

表 11：道路调整情况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修改前   修改后  对比 

道路性质 
红线宽度 
（米） 

道路性质 
红线宽度 
（米） 

调整情况 

1 从桂路 主干道 40 支路 12 道路降级，红线缩窄 
2 蓬莱路 次干道 26 支路 12 道路降级，红线缩窄 
3 蓬莱正街 次干道 26 支路 7 道路降级，红线缩窄 
4 和平西路 次干道 26 支路 18 道路降级，红线缩窄 
5 恩宁路 支路 14-18 支路 18 道路降级，局部红线调整 
6 规划道路① 支路 15 - - 取消 
7 规划道路② 支路 20 - - 取消 
8 规划道路③ 支路 7 弹性支路 4-7 具体线位弹性控制 
9 规划道路④ 支路 7 支路 7 不变 

 

 

（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三十五条 公服设施优化 

1）调整小学用地规模：落实现状原有的 2 所小学和用地规模，减少规划用地面积 2568 ㎡（詹

天佑小学）。 

2）调整社会停车场用地：减少社会停车场独立用地面积，在新增文化娱乐用地中兼容地下停

车场，满足停车需求。 

（3）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第三十六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规划原则 

1）管线综合断面布置应按照规范采取下限，或采用综合管沟，克服街区地下布线空间狭小的

困难，避免对街区风貌的破坏，同时合理采用各种技术措施使管线工程安全可靠。 

2）管线穿过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古树名木周边时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3）入户管线应利用古建筑地下的架空结构，在门中央和天井的位置进户。管线穿越的石块基

础利用钢筋混凝土加固。 

4）露出地面的市政设施选址应隐蔽，在高度、体量、色彩及形式上要与街巷风貌、历史地形、

铺装、及街区整体风貌相协调。 

第三十七条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范围内现状主要道路均已建设完整给水管线，并与周边道路市政给水管线连接。本次保

护规划近期规划保留各道路现状的输水、配水管线，就近供周边建设用水，结合街区微改造更新

建设部分给水管线，同时建议整片区结合旧城改造进行管网承载力分析，完善管网建设，保证街

区供水安全。 

规划区给水管网成环状布置，管网及管径满足消防需求及事故时安全供水需求，最小管径为

DN100。消火栓设置距离宜不大于 120 米，可根据规划区的实际情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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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排水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内现状主要道路均已建设完整排水管线，基本为合流制管网，部分路段及街巷在强

降雨天气下容易出现水浸街现象。本次规划保留原有的合流制排水体制，结合街区微改造对街区

内局部地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第三十九条 污水系统规划 

地块内污水就近排至道路市政排水管线，建议整片区结合旧城改造进行管网承载力分析，完

善排水管网建设。 

第四十条 雨水系统规划 

区西侧规划有一处雨水、污水处理用地，雨水排放按照地面高程，地块内雨水就近排至道路

排水管线后，就近排至雨污处理站或附近水系。建议规划区雨水利用可采用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

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下渗、收集、调蓄、处理、存储、回用等方式对雨水进行综合利用，遵循“综

合利用与调蓄排放相结合”的原则，从而减少高峰径流量，减少管网排放压力。广场、停车场及公

园可采用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及雨水调蓄池的方式；市政道路可采用下凹式绿地及人行道透水

铺装的方式；居住小区、公共建筑可采用屋面雨水收集、雨水花园及人行道透水铺装的方式。 

第四十一条 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区南侧现有 110kv 变电站 1 座，并规划为现状保留。规划区内主要道路已建设部分 10kv

埋地电缆，并结合现状用电需求，建设相应开闭所、箱式配电室及低压电力线路。由于规划区为旧

城改造街区、且注重景观效果，周边用地紧张，规划建议尽量采用 10/0.4 千伏箱式变电室，规划

保留现状开闭所等电力设施及现状 10kv 电力线路。远期结合街区改造等进行三线落地整改，同时

更换老化的电力设施，彻底解决用电问题。 

第四十二条 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现状主要道路已建设部分通信线路，归属各通信公司所有。现有通信线路规划保留，

并结合街区微改造逐步统一敷设综合线路，新建通信管道管孔数须满足电话光缆、数据通信、其

它通信、广播电视和备用线路的铺设需要，不同用途线路尽量分孔敷设。管线在分支、拐弯处及直

线段超过 100 米的中间段，设小号手孔井。有线电视、网络、监控等弱电线路应与电信管道同管

埋设。 

第四十三条 燃气规划 

规划区内现状道路建设有燃气管线，并与周边道路市政燃气管线连接完善。规划区气源以天

然气为主，由现状市政燃气管线提供，结合街区微改造更新建设部分燃气管线；部分较窄街巷难

以接入管道天然气建筑采用液化石油气，由就近罐装配气站供应。规划保留现状中低压燃气管线，

由于街道较窄，新建低压管线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设。 

第四十四条 环卫工程规划 

1）垃圾收集处理：规划范围生活垃圾逐步实行分类收集，垃圾通过垃圾箱收集袋装垃圾，运

送至就近垃圾转运站经压缩后，通过垃圾车运至垃圾处理场。严格按广州市标准配建密封式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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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站，使垃圾的中转运输在密闭、机械化状态下进行，维护规划范围的环境质量。规划范围西侧

雨水、污水处理用地规划兼建一处三箱式垃圾压缩站，基本满足街区使用需要。 

2）环卫设施规划：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落实上位规划，

在本街区内有 2 座在公建用地内的公厕，公建用地公厕每座服务半径 300～500m，具体可结合规

划范围实际情况适当增设。 

（4）防灾规划 

第四十五条 人防工程规划 

1）规划原则：坚持平战结合；统一规划，重点建设；因地制宜，结建为主，综合开发的方针。 

2）规划目标：结合城区人防整体工程增强综合防护能力，达到人防一类重点城市的要求。 

3）人防工程规划：充分利用周边大型人防工程与本街区地下人防工程形成连通体系，利用街

区现状及新建建筑地下停车构建地下人防。 

第四十六条 抗震规划 

广州属于全国重点抗震设防城市，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有大量传砖混

或者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重点对民国以来的砖木结构住宅必须进行木构加固；更新的新建建筑

必须按照 7 度要求，按照新建筑结构形式设计、施工。规划范围内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规

划沿恩宁路作为主要的疏散通道，丛桂路、蓬莱路及北侧规划支路为次要疏散通道。将粤剧博物

馆前广场、西关培正小学、荔湾区詹天佑小学作为避震疏散场地。合理组织疏散通道，紧急避震疏

散场地服务半径宜为 500 米；固定避震疏散场所的服务半径为 1-2 公里。紧急避震疏散场地人

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 1 平方米。 

第四十七条 消防规划 

1）消防规划原则：街区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

规范设置。确因街区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订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2）消防通道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消防车通道中心线间距不大于 

160 米的要求。结合现状消防车通道和传统街巷分析，考虑到街区部分现状传统街巷的宽度和传

统风貌保护的需要，按照小型消防车通行的要求进行设置。我国国产的三轮消防摩托车，以及香

港、台湾等地消防部门装备的迷你消防车和消防摩托车，它们的车体宽度大概 1m 左右，最小转

弯半径 2.5m，可在小型消防车道通行。规划将消防通道分为常规消防车道、小型消防车道两类。

常规消防车道宽度大于 4m，可满足常规水罐车、举高车等消防车辆通行要求；小型消防车道宽度

大于 1.5m，可满足小型消防车的通行要求；步行消防通道满足消防人员带装备通行要求。同时消

防通道尽可能形成环形通道，以提高保障能力。 

3）消防疏散避难规划将街区内的粤剧博物馆前广场、西关培正小学、荔湾区詹天佑小学作为

消防紧急避难场所，在规划区内的主要道路路口应增设疏散方向指示标志，并保证通往紧急避难

场所的道路畅通不被占用。 

4）消防管理依托街道办成立街区消防安全小组，设置专职消防管理人员和专职消防员，对街

区进行防火巡查，及时发现火灾隐患并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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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街区活化政策建议 

第四十八条 产业引导指引 

以原有产业为基础，结合城市更新，重点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休闲、商业服务等功能，恩宁路

骑楼街发展特色商业、恩宁涌周边发展文化休闲、餐饮、购物等功能。 

第四十九条 建筑改造指引 

分类型保护与活化利用街区内的建筑。鼓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参与建筑改造与活化利用，提

升街区活力，优先活化利用公有产权的保护建筑，鼓励私有产权保护建筑功能升级。 

区级、区登记文物，按照《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优先作为文化展示和公共服务的功

能。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在满足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内部进行必要的更新改造，

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允许注入非厌恶性、能促进街区活力的新功能。 

一般居住建筑，可结合区位特征，适当改变居住功能，赋予新的商业或文化经营价值。 

第五十条 功能混合指引 

恩宁路骑楼街以北地块，可采用“文商旅”相结合方式，设置文化体验、商业零售、特色餐

饮、精品旅馆、游客服务中心等功能。恩宁路骑楼街以南地块以“微改造”模式保护和活化历史资

源，鼓励居民结合传统民居，发展特色商业，兼容公共服务与文化活动。 

（十）建筑物功能兼容性分类管控要求 

第五十一条 建筑物功能兼容性分类 

街区范围内建筑的使用功能兼容性分为无兼容性、可兼容公共服务、可兼容商业及公共服务

三类进行管理控制。 

第五十二条 建筑物功能兼容性分类原则 

鼓励街区范围内建筑多功能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和推荐不可移动文物线索可兼容公共服务；

其它建筑可适度兼容文化、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等多种混合功能。 

建筑物功能兼容时坚持以下原则： 

（1）按照控规要求新建设的建筑物不可兼容。 

（2）核心保护区内可兼容公共服务设施。 

（3）建设控制地带内可兼容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 

（4）在控规中规划为道路设施用地、公园绿地内的建筑物不可兼容。 

（十一）实施与建议 

第五十三条 实施策略 

采取 “渐进改造、有机更新”的实施策略，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实施模式，推进

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和更新利用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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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其他实施建议 

拓展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建立政府引导、政策保障、市场运作的运营管

理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资助、手续简化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和个人共同参与保护利用。 

第五十五条 保护实施时序 

近期：为恩宁路骑楼街以北、永庆坊以东的地块，结合现有空地进行改造，通过新建建筑恢复

原有肌理，注入新的活力，展示老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远期：为恩宁路骑楼街以南的地块，开展社区微改造，提升品质。 

第五十六条  监管管理 

应建立以荔湾区人民政府为属地责任主体，街道办事处为日常巡查、专项检查工作主体的保

护联动机制。 

区人民政府负责恩宁路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区房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恩宁路核心保护范

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建筑的结构安全、使用和修缮的监督管理工作；区城管部门和街道

办负责街区的日常巡查、应急处理等工作。 

第五十七条 审批与图则 

为便于规划管理，采取分地块图则和建筑保护整治控制图则共同控制的方式，实现对历史文

化街区的建设控制。 

历史文化街区现状信息是历史街区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则重点体现地块的“现状信息”

与“规划信息”两个方面的内容。 

图则中涉及到的强制性控制指标需强制执行，不得随意变更，确因外部条件或发展政策发生

重大变化的，应由原审批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变更。 

第五十八条 建筑保护整治控制图则 

建筑保护整治控制图则涉及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紫线范围内所有的建筑。建筑保护整治控制

图则由区划控制条文和建筑保护整治控制条文构成。 

（1）区划控制条文：包括文物保护单位本体范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建

设控制地带、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和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等内容。 

（2）建筑保护整治措施：明确街区内每栋建筑对应的保护整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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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则 

第五十九条 规划文件的规定 

本规划由文本、图集、说明书三部分构成。文本与图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六十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开始实施。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

需修改的，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

方案。修改后的保护规划，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文保、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图则 

八和会馆 

类型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A-01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八和会馆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会馆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会馆 

特色工艺和构件 骑楼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7

号 

价值判断 

八和会馆位于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7 号，是粤剧艺人的行业会馆，八和会馆取意八

方和合。 

现八和会馆外墙以水磨青砖砌筑，骑楼用一对方石柱支撑，二、三层外立面均有一对

罗马柱做装饰，阳台上安装有 3 个宽 80 厘米，高 5 米的落地窗式木门。建筑正中开门，有

趟栊和板门，两扇板门绘有门神。八和会馆作为粤剧界的联谊会和宣传粤剧文化的窗口，

至今仍对海内外粤剧界有很强的凝聚力。  

保护要求

及措施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由业权人向荔湾区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批复后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吉祥坊一号民居 

 

类型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真实性 不详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A-02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吉祥坊一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3 层 现状功能 空置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不详 建筑位置 
多宝街道吉祥坊社区恩宁

路吉祥坊 1 号 

价值判断 
吉祥坊一号民居为荔湾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类型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传

统民居。据称原为某华侨住宅，后归政府代管。现状围栏遮蔽，状况不详。 

保护要求

及措施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由业权人向荔湾区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批复后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李小龙祖居 

 

类型 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真实性 不详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A-03 建筑类别 西关大屋 

名称 李小龙祖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1 层 现状功能 展览馆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不详 建筑位置 
多宝街道恩宁社区恩宁路

永庆一巷 13 号 

价值判断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名人故、旧居。 

李小龙祖居位于恩宁路永庆一巷 13 号。房屋建于民国年间，为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所

建。早年，李海泉曾在此居住，后移居香港。2005 年重修。坐南朝北，一正一偏布局，深三

进，总面阔 7 米，总进深 21 米，占地面积 14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00 平方米。2016 年

重修，现为展览馆。 

李海泉（1902-1965），李小龙父亲，粤剧著名丑生，20 世纪 30 年代他以演出反映下层人

民生活的“烂衫戏”而成名，至 40 年代名列粤剧“四大名丑”。 

保护要求

及措施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由业权人向荔湾区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批复后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永庆大街 24-28 双号民居 

 

类型 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A-04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永庆大街 24、26、28 号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展览馆 

特色工艺和构件 清水砖墙 建筑位置 
多宝街道至宝社区恩宁路                                                                                                                                                      

永庆大街 24、26、28 号 

价值判断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名人故、旧居。 

建筑座东朝西，西面临永庆大街，为一座民国民居。建筑外墙面为清水砖墙，装饰线脚十

分丰富，是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建筑结构为砖混结构，分别由砖柱、砖墙承托混凝土梁和楼

板。 

保护要求

及措施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由业权人向荔湾区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批复后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蓬莱正街 10 号民居 

 

类型 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真实性 不详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A-05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蓬莱正街 10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不详 建筑位置 
多宝街道恩宁社区蓬莱路

蓬莱正街 10 号 

价值判断 
蓬莱正街 10 号民居为砖混结构，广州市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类型为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现为居住，内部不详。   

保护要求

及措施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由业权人向荔湾区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批复后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十六甫西二巷 21-25 单号民居 

 

类型 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真实性 不详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A-06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十六甫西二巷 21-25 单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不详 建筑位置 

多宝街道吉祥坊社区宝华

路十六甫西二巷 21～25

单号 

价值判断 

十六甫西二巷 23 号为著名粤剧演员、香港粤语片时代著名电影演员张活游故居。建筑

为民国初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新式楼房，外墙采用灰色水刷石批荡，与其相邻的 21、25 建

筑均为相同的样式。 

保护要求

及措施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由业权人向荔湾区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批复后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大同路 121-125 单号民居 

 

类型 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真实性 不详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A-07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大同路 121-125 单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部分作为医疗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红砖墙面 

西式门窗 
建筑位置 

多宝街道丛桂社区大同路

121、123、125 号 

价值判断 

大同路 121-125 单号民居为红砖洋房，共三层，是广州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类

别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125 号现作为荔湾区口腔医院

大同门诊。 

保护要求

及措施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由业权人向荔湾区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批复后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逢庆中约 12、12-1、12-2 号民居 

 

类型 历史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B-01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逢庆中约 12、12-1、12-2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墙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

中约 12、12-1、12-2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中约 12、12-1、12-2 号。民国建筑，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朝向西南。中西结合风格，水磨青砖墙，西洋式铁艺窗花，线条优美，花岗岩

石脚，石夹门框，窗洞形式特别，借鉴园林门洞的形式。 

是荔湾区典型的近代集合住宅，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房屋外墙保存完整。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46、48、50、52、54 号骑楼 

 

类型 历史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B-02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46、48、50、52、54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批荡 
建筑位置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 46、

48、50、52、54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昌华街道逢庆社区恩宁路 46、48、50、52、54 号。 

民国建筑，混凝土框架结构，朝向东北。立面线条简洁明快，上海批荡外墙，特新艺

术装饰线条，早期现代风格。荔湾区典型的联排骑楼，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建筑保

存状况良好。结构保存基本完整。建筑基本保持原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40 号骑楼 

 

类型 历史建筑 真实性 不详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B-03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40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 

（1911-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西式栏杆 西式山花 西

式铁艺 西式柱式或拱券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0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恩宁路 140 号。民国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朝向东北方向，高 

3 层。上海批荡外墙，爱奥尼柱式，西式铁制窗花、西式栏杆、山花。恩宁路 140 号具中

西结合式的建筑风格，是荔湾区典型的骑楼建筑，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建筑保存状

况良好。结构保存基本完整。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西街 16、18 号民居 

 

类型 历史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B-04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西街 16、18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 

（1911-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墙 趟栊等门口

三件 西式栏杆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恩宁

西街 16、18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恩宁路恩宁西街 16、18 号。民国建筑，砖木石结构，朝向西南。高 

3 层。有水磨青砖墙，西式栏杆，西式铁艺，麻石石脚，趟栊门三套件，石夹门框，两扇

木板门，有趟拢，花阶砖。该建筑具中西结合式，是荔湾区典型的近代集合住宅，具有建

筑艺术、历史价值。结构保存基本完整。建筑基本保持原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吉祥坊 52 号民居 

 

类型 历史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B-05 建筑类别 近现代住宅 

名称 吉祥坊 52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特色工艺和构件 
清水红砖墙  

彩色玻璃窗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吉祥

坊 52 号 

价值判断 

民国建筑，砖混结构，坐东南向西北，面阔两间，高 2 层。立面采用清水红砖建筑材

料，立面形式线条简洁明快。内部保存有花阶砖，木扶手等。吉祥坊 52 号具早期现代风

格，是荔湾区典型的独立住宅，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对破损的构件和外墙按照传统风貌和工

艺进行修缮，建筑内部根据功能需要可适度改造，恢复传统风貌。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255、257 号骑楼 

 

类型 历史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B-06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255、257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西式栏杆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55、257 号   

价值判断 

民国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坐北向南，高 4 层。立面线条简洁明快。三、四层

凸出弧形阳台，栏杆精致，西式山花，满洲窗。恩宁路 255、257 号骑楼具中西结合建筑

风格，是荔湾区典型的骑楼建筑，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和平西路 134 号 

 

类型 历史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B-07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和平西路 134 号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批荡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和平西路 

134 号 

价值判断 

建筑位于荔湾区多宝街和平西路 134 号。民国建筑，砖木结构，高 3 层。上海批荡

外墙，建筑外立面造型少见，新艺术装饰线条。该建筑具中西结合风格，是荔湾区典型的

近代独立住宅建筑，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建筑保存状况良好。结构保存基本完整。

建筑基本保持原貌。据街坊说，曾为李占记创始人的住宅。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永庆二巷 7-1 号民居（銮舆堂）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C-01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永庆二巷 7-1 号民居（銮舆堂）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文娱设施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文娱设施   

特色工艺和构件 辘筒瓦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

二巷 7-1 号 

价值判断 

銮舆堂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至宝社区恩宁路永庆二巷 7-1 号，始建于中华民国，为八

和会馆下属粤剧武打行馆。銮舆堂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坐西南向东北，面阔一间，高

两层，占地面积 8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0 平方米。辘筒瓦，花岗岩等材料装饰。具有建

筑艺术、历史价值。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对破损的构件和外墙按照传统风貌和工

艺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永庆一巷 11 号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C-02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永庆一巷 11 号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墙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11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一巷 1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状况较

完整。水磨青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对破损的构件和外墙按照传统风貌和工

艺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蓬莱路 54、56 号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C-03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蓬莱路 54、56 号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清水红砖墙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4、56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4、56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状况较完

整。清水红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恢复传统门窗样式，统一规划外

部设施并进行遮挡。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十一甫新街 5、5-1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C-04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十一甫新街 5、5-1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墙  

西式山花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一甫新街 5、5-1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十一甫新街 5、5-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

保存较完整。水磨青砖墙，二层阳台外墙为水磨青砖斜砌，顶部西式山花，麻石门框、窗

框。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265 号（金声电影院旧址）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C-05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265 号（金声电影院旧址）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文娱设施  

建筑层数 6 层 现状功能 商业用途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65 号   

价值判断 

金声电影院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265 号。金声电影院由 1932 年曾侨居美国

的台山商人朱荫桥、朱家藩创建。金声电影院 1934 年 2 月 14 日开业，原名金声戏

院，以放映美国电影为主。2010 年金声电影院在恩宁路危破房改造中被拆掉。金声电影院

的主楼已被清拆，现仅存写着“金声电影院”金漆大字的牌楼。由著名建筑师林克明设

计。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构件按

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可结合新建建筑设置新的使用功能，适应现代化经

营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逢庆西约 6、8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1 建筑类别 近现代住宅 

名称 逢庆西约 6、8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花阶砖 
建筑位置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

庆西约 6、8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西约 6、8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

状况一般。新艺术装饰线条，花阶砖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

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逢庆首约 11- 1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2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逢庆首约 11- 1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西式栏杆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

首约 11-1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首约 11-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状

况较完整。西式栏杆，二层门窗保留完整，西式铁艺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

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逢庆大街 15-1、15-2、15-4、15-5、15-6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3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逢庆大街 15-11、15-22、15-44、15-55、15-66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上海批荡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大街

15-1、15-2、15-4、15-5、15-6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昌华街恩宁路逢庆大街 15-1、15-2、15-4、15-5、15-6 号。该建

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状况较完整。上海批荡外墙，西式铁艺等特色工艺和构件。

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永庆一巷 14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4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永庆一巷 14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改造后变 3

层） 
现状功能 办公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批荡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永庆

一巷 14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恩宁路永庆一巷 14 号。民国建筑。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

较完整。有上海批荡，西式铁艺，新艺术装饰线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体现了荔湾城区风

貌。 

2016 年经过改造后，内部空间全部打通，整体内部格局改变。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对破损的构件和外墙按照传统风貌和工

艺进行修缮，建筑内部根据功能需要可适度改造，恢复传统风貌。 

现状地形图示意 2015 年照片 

   

2015 年照片 2017 年照片 

                  

 

永庆一巷 10 号民居（张活游旧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不详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5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永庆一巷 10 号民居（张活游旧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不详 现状功能 办公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不详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10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恩宁路永庆一巷 10 号。张活游旧居，民国建筑。该建筑为荔湾区居

住建筑。上海批荡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2016 年经过改造后，内部空间全部打通，整体内部格局改变。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对破损的构件和外墙按照传统风貌和工

艺进行修缮，建筑内部根据功能需要可适度改造，恢复传统风貌。 

现状地形图示意 2015 年照片 

          

2015 年照片 2017 年照片 

                    
 



永庆一巷 8 号民居（刘美卿旧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6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永庆一巷 8 号民居（刘美卿旧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办公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清水红砖墙 上海批荡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一巷 8 号   

价值判断 

建筑位于荔湾区恩宁路永庆一巷 8 号。民国建筑。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较

完整。上海批荡外墙，清水红砖墙，新艺术装饰线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体现了荔湾城区

风貌。 

2016 年经过改造后，内部空间全部打通，整体内部格局改变。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对破损的构件和外墙按照传统风貌和工

艺进行修缮，建筑内部根据功能需要可适度改造，恢复传统风貌。 

现状地形图示意 2015 年照片 

 
   

2015 年照片 2017 年照片 

                     

 

永庆二巷 2、2-1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7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永庆二巷 2、2-1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出租公寓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墙  

趟栊门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永庆二巷 2、2-1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永庆二巷 2、2-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

存较完整。花岗岩石脚，水磨青砖墙，趟栊门等特色工艺和构件。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2016 年经过改造后，部分有居民居住，部分为出租公寓。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对破损的构件和外墙按照传统风貌和工

艺进行修缮。 

现状地形图示意 2015 年照片 

         

2015 年照片 2017 年照片 

              
 



恩宁路 71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8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71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上海批荡 

 满洲窗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71 号 

价值判断 
骑楼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71 号骑楼。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

完整。上海批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85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09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85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西式

山花 西式柱式或拱券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85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85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整。西

式山花，西式柱式和拱券，新艺术线条装饰，上海批荡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

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89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0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89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上海批荡 西式栏杆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89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89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整。有

西式山花，西洋样式栏杆，上海批荡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

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蓬莱路 52 号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1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蓬莱路 52 号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2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蓬莱路 52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状况较完整。现

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钟巷 35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2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钟巷 35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墙  

西式栏杆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钟巷 35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钟巷 35 号居民。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较

完整。水磨青砖墙，西式栏杆，西式铁艺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

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49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3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49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9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149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整。西

式山花，西洋风格灰塑，西式栏杆，满洲窗，上海批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

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59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4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59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西式栏杆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59 号 

价值判断 

恩宁路 159 号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159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

保存较完整。有西式山花，西式栏杆，上海批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

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75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5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75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西式栏杆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5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175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整。西

式山花，水磨青砖，西式栏杆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91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6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91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

批荡 趟栊等门口三件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1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19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整。西

式山花，西式铁艺，新艺术线条装饰，趟栊门，上海批荡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

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99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7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99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满洲窗 

上海批荡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9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199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整。西

式山花，新艺术装饰线条，满洲窗，上海批荡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

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42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8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42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2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42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骑楼建筑，保存状况一般。彩

色刻花玻璃窗，新艺术装饰线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78、180、182、184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19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78、180、182、184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西式栏杆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8、180、182、184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78、180、182、184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

保存较完整。三层四层凸出弧形阳台，栏杆精致，上海批荡，西式山花等特色工艺和构

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十二甫西街 93 号民居（关耀辉旧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0 建筑类别 名人故、旧居 

名称 十二甫西街 93 号民居（关耀辉旧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意大利批荡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二甫西街 93 号   

价值判断 

建筑是当年粤剧界的“靓声王”民国名伶关耀辉的旧居。民国建筑，砖混结构，朝向

坐南向北，高 2 层。立面风格岭南传统，陶制排水沟，有小院。十二甫西街 93 号具早期

现代风格，是荔湾区典型近代独立住宅建筑，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拆除违章的加建搭建。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

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十二甫西街 87、89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1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十二甫西街 87、89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墙  

西式铁艺 趟栊门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二甫西街 87、89 号 

价值判断 

民国建筑，砖混结构，朝向坐西向南，高 2 层。立面线条简洁明快。特色工艺和构件

有趟栊门，陶制排水沟，西式铁艺等。十二甫西街 87、89 号具早期现代风格，是荔湾区

典型的独立住宅建筑，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拆除违章的加建搭建。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

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194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2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194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4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批荡 西式栏杆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194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恩宁路 194 号。民国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朝向东北。高 4 层。

立面材料采用上海批荡，线条简洁明快。西洋风格线条，西洋样式天花图案，西洋样式栏

杆。恩宁路 194 号具早期现代式，是荔湾区典型的骑楼，具有建筑艺术、历史价值。建筑

保存状况良好。结构保存基本完整。建筑基本保持原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十二甫西街 84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3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十二甫西街 84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批荡 西式栏杆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十二甫西街 84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十二甫西街 84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

较完整。上海批荡外墙，造型简洁，新艺术装饰线条，西式栏杆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

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拆除违章的加建搭建。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

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217、219、221、223、225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4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217、219、221、223、225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17、

219、221、223、225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217、219、221、223、225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

业建筑，保存较完整。弧形大窗为该骑楼最大特色。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吉祥坊 51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5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吉祥坊 51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满洲窗 西式栏杆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吉祥坊 51 号  

价值判断 

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吉祥坊 5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存较完

整。西式山花，陶制排水沟，西式栏杆，满洲窗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

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拆除违章的加建搭建。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

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大地新街 2、2—1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6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大地新街 2、2—1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 

清水红砖墙 上海批荡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宝华路 

大地新街 2、2-1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宝华路大地新街 2、2-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

存较完整。清水红砖墙，新艺术线条装饰，上海批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

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拆除违章的加建搭建。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

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231 号旁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C-27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231 号旁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31 号旁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231 旁。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 

整。有西式山花，新艺术线条装饰，满洲窗，水磨青砖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 

空置。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恩宁路 231 号骑楼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8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恩宁路 231 号骑楼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商住混合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商住混合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批荡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  

231 号 

价值判断 

骑楼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恩宁路 231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商业建筑，保存较完整。西

式山花，新艺术装饰线条，上海批荡外墙等特色工艺和构件。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

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骑楼建筑样式、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工艺。整治混乱的广告招牌，禁止

占道经营。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大地旧街 55、57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29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大地旧街 55、57 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6 层 现状功能 闲置空置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

海批荡 西式铁艺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恩宁路大地

旧街 55、57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恩宁路大地旧街 55、57 号。民国建筑。该建筑为荔湾区居住建筑，保

存较完整。上海批荡外墙，西式铁艺，新艺术装饰线条，陶制落水管等特色工艺和构件。

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局部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30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3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新艺术装饰线条 

上海批荡 
建筑位置 

荔湾区多宝街宝华路 
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 

价值判断 
民居位于荔湾区多宝街道宝华路十六甫西二巷 19 号。该建筑为荔湾区居民建筑，保存

较完整。上海批荡外墙，造型简洁。现有人居住。体现了荔湾城区风貌。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颜家巷 4 号民居 

类型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真实性 基本保持原状  

基本属性 

建筑编号 D-31 建筑类别 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 

名称 颜家巷 4 号民居 

建筑年代 
中华民国（1911-

1949） 
历史功能 居住  

建筑层数 2 层 现状功能 居住场所  

特色工艺和构件 
水磨青砖外墙 
西式山花 

建筑位置 荔湾区昌华街颜家巷 4 号 

价值判断 
建筑位于荔湾区颜家巷 4 号，建于中华民国，位于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高 2

层，砖混结构，明字屋，水磨青砖外墙，趟栊门保存完整。建筑内部天花部分保留完整，
是荔湾区典型的中西结合风格民居。 

保护要求
及措施 

建议参照历史建筑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措施进行保护。 
保护建筑样式、主要立面、主体结构、材料和特色装饰、构件。对破损的特色工艺和

构件按原样进行修缮。可适当改善室内环境，以适应现代居住的需求。 

现状地形图示意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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