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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05135.htm 一、地形条件 1．布

局 地形的形态往往直接影响场地设计的总体布局、平面结构

和空间布置。如河谷地带。水网地区等，将导致总体布局呈

线状结构。地形的起伏有利于形成生动的空间和变化丰富的

建筑轮廓线。 2．竖向 地面的高程和用地各部位的高差，是

场地设计中对不同高程的利用、竖向空间及景观组织和地面

排水及防洪水等方面考虑的重要依据。 3．小气候 地形与小

气候的形成有关，分析不同地形及与之相伴的小气候特点，

将可更合理地布置建筑、绿地等设施。如在山地利用向阳坡

面布置居住建筑，可获得良好的日照等。 4．坡度充分利用

和结合自然地面坡度，可减少土石方工程量，降低施工难度

和建设成本。在项目用地选择和总体布局上，需了解的各项

建设用地适用坡度。 二、工程地质条件 工程地质的好坏直接

影响建筑的安全及投资量和建设进度，因此，场地设计必须

考虑建设项目对地基承力和地层稳定性的要求。建筑物对土

壤允许承载力的要求如下：一层建筑60～100kPa、二、三层

建筑100～120kPa；四、五层建筑120kPa。当地基承载力小

于100kPa时，应注意地基的变形问题。同时，场地内的项目

建设一般不应位于地下矿藏上面，或有崩塌、滑坡、断层、

岩溶等地段。以下是几种不良的地质现象及其防预措施： 1

．冲沟 冲沟是土地表面较松软的岩层被地面水冲刷而成的凹

沟。冲沟的防治措施包括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两个方面。前

者指植树、植草皮、封山育林等工作；后者为斜坡上作鱼鳞



坑、梯田、开辟排水渠道或填土以及修筑沟底工程等。 2．

崩塌 崩塌是山坡、陡岩上的岩石，受风化、地震、地质构造

变动或施工等影响，在自重作用下，突然从悬崖、陡坡跌落

下来的现象。对于可能出现小型崩塌的地带，应实施加固防

治措施。 3．滑坡 滑坡是斜坡上的岩层或土体在自重、水或

震动等的作用下，失去平衡而沿着一定的滑动面向下滑动的

现象。场地设计时，应明确滑坡地带与稳定地段边界的距离

，项目和建筑应尽量避开。也可通过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地

表水浸蚀或修筑保护坡脚的措施予以防治。 4．断层 断层是

岩层受力超过岩石体本身强度时，破坏了岩层的连续整体性

，而发生的断裂和显著位移现象。在选择建筑用地时，必须

避免把场地选择在地区性大断层和大的新生断层地带。 5．

岩溶 岩溶是石灰岩等可溶性岩层被地下水侵蚀成溶洞，产生

洞顶塌陷和地面漏斗状陷穴等一系列现象的总称。 6 地震 地

震是一种具有很大危害性的自然现象。用以衡量地震发生时

震源处释放出能量大小的标准称为震级。里氏震级共分10个

等级，震级越高，强度越大。表示地震发生后造成对建筑物

、构筑物的影响或破坏程度的地震烈度，共分12度。从防震

观点看，建设用地可分为3类： （1）对建筑抗震有利的地段 

一般是稳定岩石、坚实均匀土、开阔平坦地形或平缓坡地等

地段。 （2）对建筑抗震不利的地段 一般是软弱土层械饱和

松沙、淤泥和淤泥质土、冲填土、松软的人工填土）和复杂

地形问条状突出的山脊、高耸孤立的山丘、非岩质的陡坡）

等地段。 （3）对建筑抗震危险的地段 一般是活动断层，以

及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山崩、地陷等地段。 场地设计的防

震措施如下： （1）人员较集中的建筑物，适当远离高耸烟



囱或易倾倒、脱落的设备，以及易燃。易爆的建筑物。 （2

）考虑防火、防爆、防有毒气体扩散措施 （3）建筑物间距

适当放宽。 （4）基地内通道最好不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

以便于地下管道发生断裂时及时开挖抢修。 （5）场地内的

一切管道，采用抗震强度较高的材料。 （6）架空管道和管

道与设备连接处或穿墙体处，既要连接牢固以防滑落，又要

采用软接触以防管道拉断。 三、基础设施条件 场地周围和场

地内已有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铁路、水路运输和供电、给

水、排水管网线路的相对位置、标高、引线方向、接线地点

等，对场地中的交通流线组织、出人口位置选择、动力设施

和用水用电量大的建筑物、构筑物布置具有很大影响。因此

，与现有设施的关系应处理得当，做到敷设简便、线路短捷

、使用方便、投资低。场地设计之初，首先应了解的基础设

施条件一般包括： （一）交通状况 1．城市道路 包括城市道

路的性质，即是交通性道路还是生活性道路；是城市主干道

还是城市次干道；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和断面形式。另外，还

有道路转折点、变坡点、交叉口的标高与坐标。 2．铁路 编

组站的位置、标高，专用线接线位置的坐标、标高和引线方

式。 3．水路 码头的位置及其标高，海、河、湖水的枯水期

、丰水期水位等。 4．交通 车流量与人流量的情况以及城市

交通组织的要求。 （二）给水 场地内的供水方式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由城市供水系统管网供给，需了解城市供水管网布

置情况，与场地连接点的管径、坐标、标高、保证供水的压

力等；另一种是自备水源，需了解是水井、泉水、河流取水

还是湖泊、港湾取水，了解水量大小、水质的物理性能。化

学成分和细菌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所规定的饮用水标准的卫



生条件，还要考虑枯水季节水量的供应问题，以及排水季节

防洪和净化问题。 （三）排水 场地内的排水有三种方式：第

一种是排人河湖，必须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污水排放标准的污

水，要了解并处理好排放口的坐标和标高，避免河湖水倒灌

；第二种是排人沟渠，应注意排出口的坐标和标高；第三种

方式也是最常见的，即排人城市排水管网，新解其管径、坐

标、标高和坡度，并核对允许排人量的要求。同时，污水排

放的标准须经规划、环保部门批准。另外，对于场地的防洪

问题，需了解城市的防洪设防标准、洪水多发日期以及持续

时间；还应了解所在地区的防洪工程规划与所采取的工程措

施等。必要时也需了解当地的暴雨计算公式。 （四）供电、

电信与有线电视广播 需了解电源位置、接线距离、可供电量

、电压以及线路敷设方式。一般用电大户可能要增设变压器

或自备电源。 需了解场地附近的电信与有线电视广播线路状

况以及容量情况，充分利用城市公用系统设施。 （五）供热

与供气 要了解城市或区域热源、气源位置，以及场地周围供

热、供气管网的状况。 四、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要求 （一

）用地范围及界限 一般在项目建设之初，由规划部门提供的

建筑项目选址意见书上划定城市道路中心线、城市道路红线

、绿化控制线、用地界线、建筑控制线等控制线。 （二）与

城市道路和交通的关系 1．基地与城市道路红线 项目基地范

围由规划部门划定的项目用地界线来确定。 基地应与道路红

线相连接，否则应设通道与城市道路红线相连接。通道的宽

度及与城市道路衔接的位置应符合当地规划部门的要求。基

地与城市道路红线连接时，一般以退道路红线一定距离为建

筑控制线。主管部门可在城市道路红线以外另划建筑控制线



。建筑物一般均不得超出建筑控制线建造。 2．建筑与道路

红线 （1）不允许突人道路红线的建筑突出物 建筑物的台阶

、平台；地下建筑及建筑基础；除基地内连接城市管线以外

的其他地下管线，均不得突人道路红线。 （2）允许突人道

路红线的建筑突出物 在人行道地面上空，2m以上允许突出窗

扇、窗罩，其突出宽度不应大于0．4m；2．5m以上允许突出

活动遮阳篷，突出宽度不应大于人行道宽度减lm，并不大

于3m；3．5m以上允许突出阳。、凸形封窗、雨篷、挑檐，

突出不应大于lm；5m以上允许突出雨篷、桃檐，突出宽度不

应大于人行道宽度减1m，并不应大于3m。 在无人行道的道

路红线内，上空2．5m以上允许突出窗扇、窗罩，突出宽度

不应大于0．4m；5m以上允许突出雨篷、挑檐，突出宽度不

应大于lm。 建筑突出物与建筑本身应有牢固的结合，建筑物

和建筑突出物不得向道路红线内上空排泄雨水。 (3)骑楼、过

街楼、悬挑建筑 骑楼、过街楼和沿道路红线的悬挑建筑，其

净高、宽度等应执行当地规划部门的统一规定。 3．场地出

人口 (1)基地通道出口位置 车流量较多的基地（包括出租车站

、车场等X 其通道连接城市道路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距

大中城市主于道交叉口的距离，自道路红线交点起不应小

于70m；距非道路交叉口的过街人行道（包括引道、引桥和

地铁出人口）边缘不应小于5m；距公共交通站台边缘不应小

于10m；距公园、学校、儿童及残疾人等建筑物的出人口不

应小于20m；当基地通道坡度较大时，应设缓冲段与城市道

路连接。 （2）人员密集的建筑基地 电影院、剧场、文化娱

乐中心、会堂、博览建筑物、商业中心等人员密集建筑的基

地，在执行当地规划部门的条例和有关专项建筑设计规范时



，应同时满足： 基地应至少一面直接临接城市道路，其沿城

市道路的长度至少不小于基地周长的1/6；基地至少有2个以

上不同方向通向城市道路的通道出口；基地或建筑物的主要

出人口，应避免直对城市主要于道的交叉口；建筑物主要出

人口前应有供人流、车流集散用的空地，其面积和长宽尺寸

应根据使用性质和人数确定；绿化面积和停车场面积应符合

当地规划部门的规定。 4．停车场车位数量 除按建筑规模对

停车场车位数量与面积进行估算外，应满足规划部门根据建

设项目的性质及场地位置提出的特别要求。 （三）规划控制

指标 在进行场地设计时，应满足城市规划规定的一系列控制

指标及相应要求，以保证场地设计的经济合理性，并与周围

环境和城市公用设施协调统一。这些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

密度、建筑高度（层数X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等）。 （四）

满足日照、采光、通风、噪声防治、消防和城市景观等要求 

五、场地总平面设计 （一）功能分区 为了更好地组织生产、

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有必要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

使用功能、交通运输联系、防火和卫生等要求，将性质相同

、功能相近、联系密切，对环境要求一致的建筑物、构筑物

及设施分成若干组，结合基地内外的具体条件，形成合理的

功能分区。功能分区就是根据项目的生产流程、使用的先后

顺序、相互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等要求来确定各组成部分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位置。 功能分区要充分结合自然地形起伏和

场地的平面形状，合理使用土地，特别是在山区要因地制宜

，灵活分区。一般功能分区是以通道作为边界的，因此，基

地内通道的组织对于形成合理的功能分区至关重要。另外，

河渠、绿化带等也往往作为功能分区的界限。 （二）建筑布



局 影响建筑布局的主要因素是日照、通风以及景观，具体表

现为建筑朝向、建筑间距以及建筑与城市道路和公共建筑空

间的关系等方面。 （三）竖向设计 场地竖向设计就是将建设

场地的自然地形加以改造平整，进行竖向布置，使改造后的

设计地面能满足建设项目的使用要求。一般来说，根据建设

项目的使用要求，结合用地的地形特点和施工技术条件，研

究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等相互之间的标高关系，充分利用

地形，少开土石方量，经济、合理地确定建筑物、道路等的

竖向位置。 二．设计地面的形式 改造后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地

形地面称为设计地形或设计地面。设计地面按其整平连接形

式可分为三种： （1）平坡式 平坡式是将用地处理成一个或

几个坡向的整平面，坡度和标高没有剧烈的变化。 （2）台

阶式 台阶式是由两个标高差较大的不同整平面相连接而成的

，在连接处一般设置挡土墙或护坡等构筑物。 （3）混合式 

即平坡和台阶混合使用，如根据使用要求和地表特点，把建

设用地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每个大的区域用平坡式改造地形

，而坡面相接处用台阶连接。 选择设计地面连接形式，要综

合考虑以下因素：自然地形的坡度大小；建筑物的使用要求

及运输联系；场地面积大小；土石方工程量多少等。一般情

况下，自然地形坡度小于3％，应选用平坡式；自然地形坡度

大于8％时，采用台阶式。但当场地长度超过500m时，虽然自

然地形坡度小于3％，也可采用台阶式。 2．设计标高确定 

（1）设计标高确定的主要因素 1）用地不被水淹，雨水能顺

利排出。在山区要特别注意防洪、排洪问题。在江河附近，

设计标高应高出设计洪水位0．5m以上，而设计洪水位视建

设项目的性质、规模、使用年限确定。 2）考虑地下水位、



地质条件影响。地下水位很高的地段不宜挖方；地下水位低

的地段，可考虑适当挖方，以获得较高地耐力，减少基础埋

深。 3）考虑交通联系的可能性。应当考虑场地内外道路、

铁路连接的可能性，场地内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相互运输联

系的可能性。 4）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地形起伏变化不大的

地方，应使设计标高尽量接近自然地形标高；在地形起伏变

化较大地区，应充分利用地形，避免大填大挖。 （2）设计

标高确定的一般要求 1）室内、外高差。 当建筑物有进车道

时，室内外高差一般为0．15m；当无进车道时，一般室内地

坪比室，外地面高出0．45～0．60m，允许在0．3～0．9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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