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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作用 修建性详细规划以上一个层次规

划为依据，将城市建设的各项物质要素在当前拟建设开发的

地区进行空间布置。 2、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内容 主要内容如

下：(1)建设条件分析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2)建筑和绿地的

空间布局、景观规划设计，布置总平面图；(3)道路系统规划

设计；(4)绿地系统规划设计；(5)工程管线规划设计；(6)竖向

规划设计；(7)估算工程量、拆迁量和总造价，分析投资效益

。 三、 城市居住区规划 1 、 居住区的概念 城市居住区，一

般称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居

住人口规模又有居住户数规模和居住人数规模，通常所讲的

居住人口规模是指居住人数规模。 居住区按居住户数或人数

规模，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三级。其中，居住

区是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

模(30 000～50 000 人、10 00016 000户)相对应。居住小区，一

般称小区，是指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

人口规模(10 000～15 000人、3 000～5 000户)相对应。居住组

团，一般称组团，是指被小区道路分割，并与居住人口规

模(1 000～3 000人、300～1 000户)相对应，。 居住区的规划布

局形式，有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居住区-住宅组团、

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独立式组团等多种类型。 例题：居住区

按居住户数或人数规模，分为( )三级。 a、居住区 b、居住小

区 c． 居住组团 d．居住楼 答案：abc 2、 居住区规划的任务



和内容 (1)居住区规划的任务 我国城市居住地区一般分为居住

区和居住小区两级。 居住区规划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满足日常

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舒适、方便、卫生、安宁和优美的环

境。 (2)居住区规划的内容 居住区规划的内容包括：①选择、

确定用地位置、范围(包括改建范围)；②确定规模，即人口

数量和用地的大小(或根据必建地区的用地大小来决定人口的

数量)；③拟定居住建筑类型、层数比例、数量、布置方式；

④拟定公共服务设施的内容、规模、数量(包括建筑和用地)

、分布和布置方式；⑤拟定各级道路的宽度、断面形式、布

置方式；⑥拟定公共绿地的数量、分布和布置方式；⑦拟定

有关的工程规划设计方案；⑧拟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和造价

估算。 3 、 居住区的用地构成和规模 (1)居住区的用地构成 

居住区的用地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一般可分为以下四类。

1)住宅用地：指居住建筑基底占有的用地及其前后左右必须

留出的一些空地。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指居住区各类公共

建筑和公用设施建筑物基底占有的用地及其周围的专用地，

包括专用地中的通路、场地和绿地等。 3)道路用地：指居住

区范围内的不属于上两项内道路的路面以及小广场、停车场

、回车场等。 4)绿化用地：指居住区内满足规定的日照要求

、安排有游憩活动设施的、供居民共享的游憩绿地。 (2)居住

区的规模 居住区的规模包括人口及用地两个方面，以人口数

作为规模的标志。这个合理规模的确定，主要受以下一些因

素决定。 1)设置居住区级商业服务设施的经济性和合理的服

务半径。所谓合理的服务半径，是指居住区内居民到达居住

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最大步行距离，一般为800～1 000m，在

地形起伏的地区还应适当减少。 2)城市道路交通方面的影响



。城市干道的合理间距一般应在600～1 000m之间，城市干道

间用地一般在36100公顷左右。 3)居民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影

响。目前在对城市旧居住区进行改建规划时，一般都配合街

道办事处管辖范围的划分为单元。街道办事处管辖的人口一

般以5万人为宜，少则3万人左右。 综合以上分析，居住区作

为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有其合理的规模。人口一般

以35万人为宜，其用地规模应在50100公顷左右。 例题（判断

）：1、城市干道的合理间距一般应在600～1 000m之间，城

市干道间用地一般在36100公顷左右。（ ） 答案：对 2、居住

区作为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口一般以1015万人为宜

， ( ) 答案：错 4 、 住宅及其用地的规划布置 住宅及其用地

的规划布置是居住区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在进行规划布置

前，首先要合理地选择和确定住宅的类型。 (1)住宅的类型及

其特点 现代住宅如按使用对象不同，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供以家庭为居 住单位的建筑，一般称为住宅；另一

类是供单身居住的建筑。 第一类以户为基本组成单位的住宅

主要类型见表82。 住宅类型(以户为基本组成单位)及用地特

点 表8-2 注：低层住宅指13层的住宅；多层住宅指3层及3层以

上至可以不设电梯的层数(一般以 6层为限)；而高层住宅为7

层及7层以上需设电梯的住宅。 (2)住宅建筑经济和用地经济

的关系 住宅建筑经济直接影响用地的经济，而用地的经济往

往又影响对住宅建筑经济的综合评价。分析住宅建筑经济的

主要依据是每平方米建筑面积造价，平面利用系数等指标，

而用地经济的主要依据则为每公顷居住面积密度。住宅建筑

经济和用地经济比较密切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如下。 1)住宅

层数：就住宅建筑本身而言，低层住宅一般比多层造价经济



，而多层又比高层经济，但低层占地大，如平房与5层楼房相

比要大3倍左右。对于多层住宅，提高层数能降低住宅建筑的

造价。 2)进深：住宅进深加大，外墙相应缩短，对于采暖地

区外墙需要加厚的情况下经济效果更好。至于与节约用地的

关系，一般认为住宅进深在11m以下时，每增加lm，每公顷

可增加建筑面积1 000左右；在11米以上时，效果相应减少。

3)长度：住宅长度在3060m时，每增长10m，每公顷可增加建

筑面积700～1 000左右，在60m以上时效果不显著。 4)层高：

住宅层高的合理确定影响建筑造价，也直接和节约用地有关

。 5)平面系数：在住宅建筑面积相同的情况下，提高k值能增

加居住面积 (3)合理选择住宅类型 一般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户室比应满足不同人口组成的家庭对住宅的需要，也就是要

满足户室比的要求。户室比的确定，在新建地区主要参照当

地的人口结构；在改建区，要考虑改建地区拆迁户人口的组

成。 根据我国目前的条件，大中城市一般以56层为主，小城

市以45层为主，在用地紧张的地方可适当建造一些高层住宅

。 例题：根据我国目前的条件，大中城市住宅一般以( )层为

主。 a、 13 b、36 c．56 d．59 答案：c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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