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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8_AE_BE_E8_c61_646658.htm 一、建筑平面图 表

示建筑物水平方向房屋各部分内容及其组合关系的图纸为建

筑平面图。 由于建筑平面图能突出地表达建筑的组成和功能

关系等方面内容，因此一般建筑设计都先从平面设计入手。

在平面设计中还应从建筑整体出发，考虑建筑空间组合的效

果，照顾建筑剖面和立面的效果和体型关系。 在设计的各阶

段中，都应有建筑平面图纸，但其表达的深度不尽一样。在

建筑施工图设计阶段，建筑平面图应达到如下深度： 1．承

重和非承重墙、柱（劈柱）、轴线和轴线编号、内外门窗位

置和编号、门的开启方向、注明房间名称或编号和房间的特

殊要求（如洁净度、恒温、防爆、防火等）。 2．柱距（开

间）、跨度（进深）尺寸、墙身厚度、柱（壁柱）宽、深和

轴线关系尺寸。 3．轴线间尺寸、门窗洞口尺寸、分段尺寸

、外包总尺寸。 4．变形缝位置尺寸。 5．卫生器具、水池、

台、橱、柜、隔断等位置。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6．电梯（并注明规格）、楼梯位置和楼梯上

下方向示意及主要尺寸。 7．地下室、地沟、地坑、必要的

机座、各种平台、夹层、入孔、墙上预留孔洞、重要设备位

置尺寸与标高等。 8．铁轨位置、轨距和轴线关系尺寸、吊

车类型、吨位、跨距、行驶范围、吊车梯位置等。 9．阳台

、雨篷、台阶、坡道、散水、明沟、通气竖道、管线竖井、

烟囱、垃圾道、消防梯、雨水管位置及尺寸。 10．室内外地

面标高、楼层标高（底层地面标高为±0．000）。 11．剖切



线及编号（一般只注在底层平面）。 12．有关平面节点详图

或详图索引号。 13．指北针（画在底层平面）。 14．平面尺

寸和轴线，如系对称平面可省略重复部分的尺寸，楼层平面

除开间、跨度等主要尺寸，轴线编号外，与底层相同的尺寸

可省略。楼层标准层可共用一平面，但需注明层次范围及标

高。 15．根据工程性质及复杂程度，应绘制复杂部分的局部

放大平面图。 16．建筑平面较长时，可分区绘制，但需在各

分区底层平面上绘出组合示意图，并明显表示出分区编号。

17．屋顶平面可缩小比例绘制，一般内容有墙、檐口、天沟

、坡度、雨水口、屋脊（分水线）、变形缝、楼梯间、水箱

间、电梯间、天窗及天窗挡风板、屋面上人孔、检修梯、室

外消防梯及其它构筑物，详图索引号、标高等。 二、建筑立

面图 表示房屋外部形状和内容的图纸称为建筑立面图。 建筑

立面图为建筑外垂直面正投影可视部分。建筑各方向的立面

应绘全，但差异小、不难推定的立面可省略。内部院落的局

部立面，可在相关剖面图上表示，如剖面图未能表示完全的

，需单独绘出。 建筑立面图包括以下内容： 1．建筑两端轴

线编号。 2．女儿墙、檐口、柱、变形缝、室外楼梯和消防

梯、阳台、栏杆、台阶、坡道、花台、雨篷、线条、烟囱、

勒脚、门窗、洞口、门头、雨水管 、其它装饰构件和粉刷分

格线示意等。外墙留洞应注尺寸与标高（宽×高×深及关系

尺寸）。 3．在平面图上表示不出的窗编号，应在立面图上

标注。平、剖面图未能表示出来的屋顶、檐口、女儿墙、窗

台等标高或高度，应在 立面图上分别注明。 4．各部分构造

、装饰节点详图索引，用料名称或符号。 三、建筑剖面图 表

示建筑物垂直方向房屋各部分组成关系的图纸称为建筑剖面



图。 剖面设计图主要应表示出建筑各部分的高度、层数、建

筑空间的组合利用，以及建筑剖面中的结构、构造关系、层

次、做法等。剖面图的剖视位置应选在层高不同、层数不同

、内外部空间比较复杂、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1．墙、

柱、轴线、轴线编号。 2．室外地面、底层地（楼）面、地

坑、地沟、机座、各层楼板、吊顶、屋架、屋顶、出屋面烟

囱、天窗、挡风板、消防梯、檐口、女儿墙、门、窗、吊车

、吊车梁、走道板、梁、铁轨、楼梯、台阶、坡道、散水、

平台、阳台、雨篷、洞口、墙裙、雨水管及其它装修等可见

的内容。 3．高度尺寸。外部尺寸：门、窗、洞口高度、总

高度；内部尺寸：地坑深度、隔断、洞口、平台、吊顶等。

4．标高。底层地面标高（±0．000），以上各层楼面、楼梯

、平台标高、屋面板、屋面檐口、女儿墙顶、烟囱顶标高，

高出屋面的水箱间、楼梯间、机房顶部标高，室外地面标高

，底层以下的地下各层标高。 四、建筑形态构成 建筑形态是

一种人工创造的物质形态。建筑形态构成是在基本建筑形态

构成理论基础上探求建筑形态构成的特点和规律。 为便于分

析，把建筑形态同功能、技术、经济等因素分离开来，作为

纯造型现象，抽象、分解为基本形态要素（点、线、面、体

空），探讨和研究其视觉特性和规律。建筑形态构成的要素

主要分为点、线、面、体四大要素。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

辑们 点有一定形状和大小，如体与面上的点状物、顶点、线

之交点、体棱之交点、制高点、区域之中心点等。点的不同

组合排列方式产生不同的表情。点在构图中有积聚性、求心

性、控制性、导向性等作用。线分实存线和虚存线。实存线



有位置、方向和一定宽度，但以长度为主要特征；虚存线指

由视觉心理意识的线，如两点之间的虚线及其所暗示的垂直

于此虚线的中轴线，点列所组成的线及结构轴线等。 线在构

图中有表明面与体的轮廓，使形象清晰，对面进行分割，改

变其比例、限制、划分有通透感的空间等作用。 面分实存面

和虚存面。实存面的特征是有一定厚度和形状，有规则几何

图形和任意图形；虚存面是由视觉心理意识到的面，如点的

双向运动及线的重复所产生的面感。面在构图中有限定体的

界限，以遮挡、渗透、穿插关系分割空间，以自身的比例划

分产生良好的美学效果，以自身表面的色彩、质感处理产生

视觉上的不同重量感等作用。 面的空间限定感最强，是主要

的空间限定因素。体也有实体和虚体之分。实体有长、宽、

高三个量度。性质上分为线状体、面状体、块状体；形状上

分为有规则的几何体和不规则的自由体，各产生不同的视觉

感受，如方向感、重量感、虚实感等。虚体（空间）自身不

可见，由实体围合而成，具有形状、大小及方向感，因其限

定方式不同，而产生封闭、半封闭、开敞、通透、流通等不

同的空间感受。 五、建筑形式 是指建筑的内部空间和外部体

形。外部体形是建筑内部空间的反映，建筑空间又取决于建

筑功能的需要，因此，建筑形式与建筑功能有直接联系。 建

造房屋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即所谓建筑功能。使用功能不同

可以产生不同的建筑空间，因此也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

形式，从这一观点来说，建筑功能决定了建筑形式。然而对

同一功能要求也可以用多种形式来满足，也就是说有多种方

案来适应一种建筑功能的使用要求，因此建筑形式也并非一

成不变，它可以反过来对功能起到更新、发展的作用。建筑



形式往往不是简单的建筑功能的反映，人们还从建筑艺术和

审美观点的角度去对建筑形式进行创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发展也会影响建筑形式的发展。高层

建筑和大跨度建筑就是建筑技术发展的反映，也赋予了新的

建筑形式。因此科学技术对建筑形式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从建筑历史发展来看，建筑形式往往是不断变化的，例如从

封闭到开敞、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犷到纤细、从对称到非对

称、从有规律到无规律等等，而且这一现象还会出现反复、

周期性的变化。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

般规律。建筑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也是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的反映，一种建筑思潮的出现并非孤立的，它往往

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和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反映了建筑

发展阶段螺旋式上升这一规律。统一与多样是艺术形式应具

备的基本原则。 来源：www.examda.com 建筑形式也同样有美

的要求，也应遵循统一与多样这一形式美的法则。当然，建

筑艺术与其它艺术（绘画、书法、音乐等）有原则区别，建

筑艺术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受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如果

脱离开功能、技术、经济条件，建筑艺术就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了。 统一与多样就是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

统一。任何造型艺术在体形上可以分解成若干部分，这些部

分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各部分组合应有和谐的秩

序，既有变化又有统一，不能杂乱无章，这样才会使人感到

美。只有统一没有变化，会使人感到单调、枯燥、千篇一律

，不能唤起人的美感。只有变化没有统一，会使人感到无秩

序、杂乱，同样也不会使人认为是美的。只有统一变化，方

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美的享受，这是人们在实践中得出来的



美学规律。如何达到建筑的统一与变化，可以以多种创作手

法来实现，如主从与对比、均衡与稳定、对比与微差、韵律

与节奏、比例与尺度等，这些处理手法都可以达到统一变化

的目的。 六、独院式住宅 一幢住宅不与其它建筑相连，独立

建造，并有独立的院子，称为独院式住宅。 独院式住宅的特

点是：环境好、干扰少；平面组合灵活；朝向、通风采光好

；有自己独立院落，可以组织家庭户外活动，绿化。 一般独

院式住宅标准比较高，房间比较多，层数在二至三层，也有

些做地下或半地下室，用做车库、仓库等，底层一般为起居

室、餐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用房，二层为卧室与卫生间，并

有阳台、屋顶活动平台等。独院式住宅缺点是占地面积大，

建筑外墙比较多，市政设施投资较高。因此，目前我国除少

数面积较大，标准较高，供特定对象使用的住宅之外，一般

较少建造。而国外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独院式住宅建造量

很多。 七、联排式住宅 将独院式户型单元拼联增到三户以上

，各户间至少能共用两面山墙时，即为联排式住宅。 联排式

住宅一般设前后院子，如二层可以上下各为一户，分别前后

出入口，独立各用前后院。联排式住宅的单元拼联不宜过多

，一般长度在30米左右为宜。 联排式住宅可以有前后院、单

向院、内院等三种。 前后院一般前院可以做生活院，后院做

家务院，这种形式多用于一二层联排式住宅，每户独立，前

后通风、采光条件比较好。 单向院主要用于上下两层为不同

的住户时，每层住户有不同的方向对院子开口，每户各用前

后两个院子，互不干扰。在北方严寒地区，为避免寒冷季节

北风吹入室内和节约用地，往往只在入口一侧设单向院子。 

内院主要是利用房间围绕院子布置而形成内院。内院一般面



积不大，比较安静、隐蔽，可用于组织生活和家务活动。夏

季内院日照时间短，较阴凉，可改善室内气温。冬季在北方

还可以起到防风沙作用。在我国传统的民居中有不少内院式

组合的住宅，如两合院、三合院、四合院等。 八、梯间式住

宅 由楼梯平台直接进入分户门的单元式住宅称梯间式住宅。 

这种住宅一般一梯可以服务二至四户，其特点是平面布置紧

凑，公共交通面积少，户间干扰少，但一梯服务多户时难以

保证每户都有良好的朝向，且服务的户数也受到限制。 目前

常用的梯间式住宅有一梯二户、一梯三户、一梯四户等形式

。在北方寒冷地区梯间式住宅可以适当加大进深，减少占地

面积，并有利节约能源。如一梯二户梯间式住宅将楼梯间及

厨房布置在北向，可以使大部分居室有好的朝向，而且每户

较容易组织交通，布置房间。因此，在每户面积较大，居室

较多的情况下，多采用一梯二户形式。如果每户面积较小，

且为小室户户型，一般可采用一梯三户或四户形式，其楼梯

的利用率较高，每户都能有好的朝向。但有些户通风条件较

差，一般南方地区较少使用。一梯四户形式住宅常用于东西

向，每户朝向也可以满足要求。 九、点式住宅 是几户围绕一

个楼梯枢纽布置，四面均为外墙，可以采光、通风。 其特点

是建筑布局紧凑、集中；分户灵活，一般每户能获得两朝向

；建筑外形处理比较自由，建筑轮廓挺拔；可以丰富建筑群

体；建筑占地小，便于因地制宜地在小块零星地插建。在风

景区及主干道两侧，为避免建筑成片的单调感和视线遮挡，

可以适当布置一些点式住宅，同时也丰富了街景。点式住宅

外墙较多，经济性较差。 对一梯服务多户或面积较大的多室

户住宅，较难布置，且易出面朝向差的房间，因此在平面设



计中应予以注意，尤其要注意不得使一户住宅所有房间均为

不好朝向。点式住宅设计时应在满足平面使用要求的基础上

，力求使建筑体型简洁，结构整齐、合理，外墙少，暗面积

少。一般点式住宅平面形式有方形、T形、Y形、风车形、十

字形等。 十、台阶式住宅 是指住宅楼在不同的层面上依次作

退台处理，使之在形体上出观台阶状。 台阶式住宅是近十余

年国内外兴建较多的住宅类型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居住在楼

层的居住者希望获得阳光、空气和绿地，希望有户外活动空

间露台。 也由于为了追求提高居住密度，减少日照间距，希

望作成北向退台。再由于有的小区住宅选择作些台阶式住宅

以打破千篇一律的“方盒子”，丰富小区空间形态。还由于

台阶式住宅对地形的适应性强，可以结合地势修建，坡度大

于50°也可兴建，为住宅开拓新的用地领域，还可以保留自

然环境。 台阶式住宅分为二类：一类是自然台阶，主要指在

山地修建的。另一类是人工台阶，它是在平地上依据设计作

出各个层面的台阶。 台阶式住宅设计中应注意如下问题： 1

．在各层面作退台时，不能光考虑外部形态，而要与各套型

空间相协调。 2．层层收退给建筑结构设计带来复杂性，要

注意使结构合理。 3．对于北方地区来讲，每一个局部屋顶

都要作好保温防水构造处理。 4．层层收退，易造成户与户

之间的视线干扰，设计时要作好遮蔽处理。 5．层层收退，

注意垂直交通的位置设置要合理。 6．每户露台的尺寸确定

要综合结构、经济的合理来确定。 7．设计中注意露台与住

宅单元的不同组合，创造防尘、遮阳、视线干扰小的户外活

动空间。 十一、外廊式住宅 外廊式住宅是采用靠外墙的走廊

来进入各户的住宅形式。 外廊式住宅可分为长外廊和短外廊



两种。 长外廊式住宅一梯可以服务多户，分户明确，每户均

有较好的朝向、采光和通风。其缺点是每户均需经过一个公

共走廊进入，因此对每户有视线和声响上的干扰。长外廊住

宅在寒冷边区不易保温防寒，在南方地区使用较多。 短外廊

住宅是为了避免外廊的干扰，将外廊服务的户数减少，缩短

外廊。一般短外廊一梯每层服务三至五户。 外廊式住宅按其

朝向有南廊和北廊两种。 南廊有利于在廊内活动，但南向外

廊对居室干扰较大，且在北方对南向房间采光、日照有遮挡

。 北廊可靠廓布置辅助房间或小居室，可以减少对主要居室

的干扰，一般采用较多。 十二、内天井式住宅 是在单元内部

设置天井，利用天井解决各类用房的通风和采光问题。 内天

井的井壁实际上是内向的外墙。内天井式住宅由于增设天井

使得栋深加大，面宽减少，可收到节约土地的效益。 内天井

式住宅依据天井面积大小可分大天井和小天井式两种。 1．

小天井的面积最好大于7平方米，天井尺寸应大于2．7米×2

．7米，这样可解决四层以下用房的采光问题。从天井内相对

两窗防火安全距离要求，天井尺寸宜大于3．3米×3．3米。 2

．大天井又有封闭式大天井和环廊式大天井两种。内天井式

住宅设计时应注意如下方面： 1）．从防火安全考虑，小天

井式住宅在井内不应设挑阳台；靠天井的房间门应为内开；

小天井底设有固定的进气口或进气门；与小天井相邻的楼梯

间不宜设朝向天井的门窗洞口；小天井出口处不应设挡火板

或遮阳板。 2）．在天井里不宜设开向居室的窗子，以避免

视线干扰。 3．井壁应光滑刷白，以利光线反射，加大反光

系数。 4．在北方为了防止西北风干扰，可将西北二侧各设0

．5米高的矮墙。 5．井内要设雨水排除口。但对于大天井内



不应设排水口和垃圾道，以免造成不卫生。 6．天井式住宅

存在户间干扰大，防火差，采光差等问题，所以一般在旧区

改造、青年公寓或老年公寓中易选用。还有对于日照要求不

高的地区易选用。 十三、别墅 建于郊外风景区，供人们短时

间休息游憩使用的独户住宅。 别墅建筑设计应选择自然景色

优美，能使人享受大自然的空气阳光，小溪流水，树木成荫

等环境，并且要因地制宜与自然景色、景观、景点有机结合

。 对于不同自然地形的别墅建筑应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经过

巧妙的处理，合理地利用地形和空间，创造出功能布局合理

，建筑造型别致的建筑，使建筑融会于自然之中。 别墅建筑

对户外活动空间，观赏自然风景有其特殊的要求，因此其建

筑布局应与自然景色有机结合，在建筑处理上往往采用各种

手法将自然景色纳入住宅环境之中。常采用借景、用景、造

景、点景等方法，使建筑与大自然充分融揉，使人有置身于

大自然之中之感，又使建筑成为自然风景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别墅建筑由于本身的功能及其使用特点，在平面布局上有

很大的灵活性。根据别墅建筑的特点，在设计时常采用“分

隔”、“流通”等设计手法，恰如其分地组织空间，满足人

们心理、生理和行为使用要求。 十四、地下汽车库建筑 城市

停车问题是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静态交通问题。由于车辆停放

时间比行驶时间长；停车空间的面积要比车辆本身的水平投

影面积大二至三倍；车辆出行需要停放的位置不止一处等原

因，随着城市车辆的发展，停车问题已日益严重，表现为需

要停车和停车空间不足的矛盾，也表现了停车空间与城市用

地不足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世界上各国普遍采

用机械式地上多层车库和停车设施地下化两种途径。从我国



国情出发，地下汽车库也是发展方向。 地下汽车库的类型： 

地下汽车库的规模：社会汽车库以单库容300辆左右为宜。专

业汽车库按我国1988年颁布的《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

》和《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的要求规模建设，如高级宾馆

每间客房应有大于0．3台的停车位指标规定规模。 地下汽车

库基地选址原则： 1．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

的要求，与城市结构和路网结构相适应。 2．保证合理的服

务半径。公共汽车库宜小于500米，专用汽车库宜小于300米

。 3．所选位置应使其充满度有一定保证，三级应不小于70％

，二级应不小于85％，周转率不应小于8次／日。 4．应符合

城市环境保护的要求，地下汽车库的排风口位置应避免对附

近建筑物、广场、公园等造成空气污染。 5．应符合城市防

火要求，设置在地面上的出入口、通风口、加油站的位置应

与周围建筑物和其他易燃、易爆设施保持必要的防护间距。

6．基地应选择在水文和工程地质条件比较有利的位置，避开

地下水位过高或地质构造特别复杂的地段。 7．基地应避开

已有的地下公用设施主干管线和其他已有地下工程。地下汽

车库的建筑组成部分： 1）．停车部分：停车间（包括停车

位、行车通道和人行道）和交通设施（包括候车场地、坡道

、升降机、楼梯、电梯等）。 2）．服务部分：等候室、收

费处以及洗车、加油、修理、充电等设施。 3）．管理部分

：门卫室、调度室、办公室、防灾中心等。 4）．辅助部分

：风机房、一、建筑平面图 表示建筑物水平方向房屋各部分

内容及其组合关系的图纸为建筑平面图。 由于建筑平面图能

突出地表达建筑的组成和功能关系等方面内容，因此一般建

筑设计都先从平面设计入手。在平面设计中还应从建筑整体



出发，考虑建筑空间组合的效果，照顾建筑剖面和立面的效

果和体型关系。 在设计的各阶段中，都应有建筑平面图纸，

但其表达的深度不尽一样。在建筑施工图设计阶段，建筑平

面图应达到如下深度： 1．承重和非承重墙、柱（劈柱）、

轴线和轴线编号、内外门窗位置和编号、门的开启方向、注

明房间名称或编号和房间的特殊要求（如洁净度、恒温、防

爆、防火等）。 2．柱距（开间）、跨度（进深）尺寸、墙

身厚度、柱（壁柱）宽、深和轴线关系尺寸。 3．轴线间尺

寸、门窗洞口尺寸、分段尺寸、外包总尺寸。 4．变形缝位

置尺寸。 5．卫生器具、水池、台、橱、柜、隔断等位置。 6

．电梯（并注明规格）、楼梯位置和楼梯上下方向示意及主

要尺寸。 7．地下室、地沟、地坑、必要的机座、各种平台

、夹层、入孔、墙上预留孔洞、重要设备位置尺寸与标高等

。 8．铁轨位置、轨距和轴线关系尺寸、吊车类型、吨位、

跨距、行驶范围、吊车梯位置等。 9．阳台、雨篷、台阶、

坡道、散水、明沟、通气竖道、管线竖井、烟囱、垃圾道、

消防梯、雨水管位置及尺寸。 10．室内外地面标高、楼层标

高（底层地面标高为±0．000）。 11．剖切线及编号（一般

只注在底层平面）。 12．有关平面节点详图或详图索引号。 

来源：www.examda.com 13．指北针（画在底层平面）。 14．

平面尺寸和轴线，如系对称平面可省略重复部分的尺寸，楼

层平面除开间、跨度等主要尺寸，轴线编号外，与底层相同

的尺寸可省略。楼层标准层可共用一平面，但需注明层次范

围及标高。 15．根据工程性质及复杂程度，应绘制复杂部分

的局部放大平面图。 16．建筑平面较长时，可分区绘制，但

需在各分区底层平面上绘出组合示意图，并明显表示出分区



编号。 17．屋顶平面可缩小比例绘制，一般内容有墙、檐口

、天沟、坡度、雨水口、屋脊（分水线）、变形缝、楼梯间

、水箱间、电梯间、天窗及天窗挡风板、屋面上人孔、检修

梯、室外消防梯及其它构筑物，详图索引号、标高等。 二、

建筑立面图 表示房屋外部形状和内容的图纸称为建筑立面图

。 建筑立面图为建筑外垂直面正投影可视部分。建筑各方向

的立面应绘全，但差异小、不难推定的立面可省略。内部院

落的局部立面，可在相关剖面图上表示，如剖面图未能表示

完全的，需单独绘出。 建筑立面图包括以下内容： 1．建筑

两端轴线编号。 2．女儿墙、檐口、柱、变形缝、室外楼梯

和消防梯、阳台、栏杆、台阶、坡道、花台、雨篷、线条、

烟囱、勒脚、门窗、洞口、门头、雨水管 、其它装饰构件和

粉刷分格线示意等。外墙留洞应注尺寸与标高（宽×高×深

及关系尺寸）。 3．在平面图上表示不出的窗编号，应在立

面图上标注。平、剖面图未能表示出来的屋顶、檐口、女儿

墙、窗台等标高或高度，应在 立面图上分别注明。 4．各部

分构造、装饰节点详图索引，用料名称或符号。 三、建筑剖

面图 表示建筑物垂直方向房屋各部分组成关系的图纸称为建

筑剖面图。 剖面设计图主要应表示出建筑各部分的高度、层

数、建筑空间的组合利用，以及建筑剖面中的结构、构造关

系、层次、做法等。剖面图的剖视位置应选在层高不同、层

数不同、内外部空间比较复杂、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1．墙、柱、轴线、轴线编号。 2．室外地面、

底层地（楼）面、地坑、地沟、机座、各层楼板、吊顶、屋

架、屋顶、出屋面烟囱、天窗、挡风板、消防梯、檐口、女

儿墙、门、窗、吊车、吊车梁、走道板、梁、铁轨、楼梯、



台阶、坡道、散水、平台、阳台、雨篷、洞口、墙裙、雨水

管及其它装修等可见的内容。 3．高度尺寸。外部尺寸：门

、窗、洞口高度、总高度；内部尺寸：地坑深度、隔断、洞

口、平台、吊顶等。 4．标高。底层地面标高（±0．000），

以上各层楼面、楼梯、平台标高、屋面板、屋面檐口、女儿

墙顶、烟囱顶标高，高出屋面的水箱间、楼梯间、机房顶部

标高，室外地面标高，底层以下的地下各层标高。 四、建筑

形态构成 建筑形态是一种人工创造的物质形态。建筑形态构

成是在基本建筑形态构成理论基础上探求建筑形态构成的特

点和规律。 为便于分析，把建筑形态同功能、技术、经济等

因素分离开来，作为纯造型现象，抽象、分解为基本形态要

素（点、线、面、体空），探讨和研究其视觉特性和规律。

建筑形态构成的要素主要分为点、线、面、体四大要素。 点

有一定形状和大小，如体与面上的点状物、顶点、线之交点

、体棱之交点、制高点、区域之中心点等。点的不同组合排

列方式产生不同的表情。点在构图中有积聚性、求心性、控

制性、导向性等作用。线分实存线和虚存线。实存线有位置

、方向和一定宽度，但以长度为主要特征；虚存线指由视觉

心理意识的线，如两点之间的虚线及其所暗示的垂直于此虚

线的中轴线，点列所组成的线及结构轴线等。 线在构图中有

表明面与体的轮廓，使形象清晰，对面进行分割，改变其比

例、限制、划分有通透感的空间等作用。 面分实存面和虚存

面。实存面的特征是有一定厚度和形状，有规则几何图形和

任意图形；虚存面是由视觉心理意识到的面，如点的双向运

动及线的重复所产生的面感。面在构图中有限定体的界限，

以遮挡、渗透、穿插关系分割空间，以自身的比例划分产生



良好的美学效果，以自身表面的色彩、质感处理产生视觉上

的不同重量感等作用。 面的空间限定感最强，是主要的空间

限定因素。体也有实体和虚体之分。实体有长、宽、高三个

量度。性质上分为线状体、面状体、块状体；形状上分为有

规则的几何体和不规则的自由体，各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

如方向感、重量感、虚实感等。虚体（空间）自身不可见，

由实体围合而成，具有形状、大小及方向感，因其限定方式

不同，而产生封闭、半封闭、开敞、通透、流通等不同的空

间感受。 五、建筑形式 是指建筑的内部空间和外部体形。外

部体形是建筑内部空间的反映，建筑空间又取决于建筑功能

的需要，因此，建筑形式与建筑功能有直接联系。 建造房屋

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即所谓建筑功能。使用功能不同可以产

生不同的建筑空间，因此也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

从这一观点来说，建筑功能决定了建筑形式。然而对同一功

能要求也可以用多种形式来满足，也就是说有多种方案来适

应一种建筑功能的使用要求，因此建筑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

，它可以反过来对功能起到更新、发展的作用。建筑形式往

往不是简单的建筑功能的反映，人们还从建筑艺术和审美观

点的角度去对建筑形式进行创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材

料和施工技术的发展也会影响建筑形式的发展。高层建筑和

大跨度建筑就是建筑技术发展的反映，也赋予了新的建筑形

式。因此科学技术对建筑形式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从建筑

历史发展来看，建筑形式往往是不断变化的，例如从封闭到

开敞、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犷到纤细、从对称到非对称、从

有规律到无规律等等，而且这一现象还会出现反复、周期性

的变化。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建筑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的反映，一种建筑思潮的出现并非孤立的，它往往是社会

发展的反映和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反映了建筑发展阶

段螺旋式上升这一规律。统一与多样是艺术形式应具备的基

本原则。 建筑形式也同样有美的要求，也应遵循统一与多样

这一形式美的法则。当然，建筑艺术与其它艺术（绘画、书

法、音乐等）有原则区别，建筑艺术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受

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如果脱离开功能、技术、经济条件

，建筑艺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统一与多样就是

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任何造型艺术在体形上

可以分解成若干部分，这些部分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

系；各部分组合应有和谐的秩序，既有变化又有统一，不能

杂乱无章，这样才会使人感到美。只有统一没有变化，会使

人感到单调、枯燥、千篇一律，不能唤起人的美感。只有变

化没有统一，会使人感到无秩序、杂乱，同样也不会使人认

为是美的。只有统一变化，方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美的享受

，这是人们在实践中得出来的美学规律。如何达到建筑的统

一与变化，可以以多种创作手法来实现，如主从与对比、均

衡与稳定、对比与微差、韵律与节奏、比例与尺度等，这些

处理手法都可以达到统一变化的目的。 六、独院式住宅 一幢

住宅不与其它建筑相连，独立建造，并有独立的院子，称为

独院式住宅。 独院式住宅的特点是：环境好、干扰少；平面

组合灵活；朝向、通风采光好；有自己独立院落，可以组织

家庭户外活动，绿化。 一般独院式住宅标准比较高，房间比

较多，层数在二至三层，也有些做地下或半地下室，用做车

库、仓库等，底层一般为起居室、餐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用



房，二层为卧室与卫生间，并有阳台、屋顶活动平台等。独

院式住宅缺点是占地面积大，建筑外墙比较多，市政设施投

资较高。因此，目前我国除少数面积较大，标准较高，供特

定对象使用的住宅之外，一般较少建造。而国外经济比较发

达的国家，独院式住宅建造量很多。 七、联排式住宅 将独院

式户型单元拼联增到三户以上，各户间至少能共用两面山墙

时，即为联排式住宅。 联排式住宅一般设前后院子，如二层

可以上下各为一户，分别前后出入口，独立各用前后院。联

排式住宅的单元拼联不宜过多，一般长度在30米左右为宜。 

联排式住宅可以有前后院、单向院、内院等三种。 前后院一

般前院可以做生活院，后院做家务院，这种形式多用于一二

层联排式住宅，每户独立，前后通风、采光条件比较好。 单

向院主要用于上下两层为不同的住户时，每层住户有不同的

方向对院子开口，每户各用前后两个院子，互不干扰。在北

方严寒地区，为避免寒冷季节北风吹入室内和节约用地，往

往只在入口一侧设单向院子。 内院主要是利用房间围绕院子

布置而形成内院。内院一般面积不大，比较安静、隐蔽，可

用于组织生活和家务活动。夏季内院日照时间短，较阴凉，

可改善室内气温。冬季在北方还可以起到防风沙作用。在我

国传统的民居中有不少内院式组合的住宅，如两合院、三合

院、四合院等。 八、梯间式住宅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

百考试题 由楼梯平台直接进入分户门的单元式住宅称梯间式

住宅。 这种住宅一般一梯可以服务二至四户，其特点是平面

布置紧凑，公共交通面积少，户间干扰少，但一梯服务多户

时难以保证每户都有良好的朝向，且服务的户数也受到限制

。 目前常用的梯间式住宅有一梯二户、一梯三户、一梯四户



等形式。在北方寒冷地区梯间式住宅可以适当加大进深，减

少占地面积，并有利节约能源。如一梯二户梯间式住宅将楼

梯间及厨房布置在北向，可以使大部分居室有好的朝向，而

且每户较容易组织交通，布置房间。因此，在每户面积较大

，居室较多的情况下，多采用一梯二户形式。如果每户面积

较小，且为小室户户型，一般可采用一梯三户或四户形式，

其楼梯的利用率较高，每户都能有好的朝向。但有些户通风

条件较差，一般南方地区较少使用。一梯四户形式住宅常用

于东西向，每户朝向也可以满足要求。 九、点式住宅 是几户

围绕一个楼梯枢纽布置，四面均为外墙，可以采光、通风。 

其特点是建筑布局紧凑、集中；分户灵活，一般每户能获得

两朝向；建筑外形处理比较自由，建筑轮廓挺拔；可以丰富

建筑群体；建筑占地小，便于因地制宜地在小块零星地插建

。在风景区及主干道两侧，为避免建筑成片的单调感和视线

遮挡，可以适当布置一些点式住宅，同时也丰富了街景。点

式住宅外墙较多，经济性较差。 对一梯服务多户或面积较大

的多室户住宅，较难布置，且易出面朝向差的房间，因此在

平面设计中应予以注意，尤其要注意不得使一户住宅所有房

间均为不好朝向。点式住宅设计时应在满足平面使用要求的

基础上，力求使建筑体型简洁，结构整齐、合理，外墙少，

暗面积少。一般点式住宅平面形式有方形、T形、Y形、风车

形、十字形等。 十、台阶式住宅 是指住宅楼在不同的层面上

依次作退台处理，使之在形体上出观台阶状。 台阶式住宅是

近十余年国内外兴建较多的住宅类型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居

住在楼层的居住者希望获得阳光、空气和绿地，希望有户外

活动空间露台。 也由于为了追求提高居住密度，减少日照间



距，希望作成北向退台。再由于有的小区住宅选择作些台阶

式住宅以打破千篇一律的“方盒子”，丰富小区空间形态。

还由于台阶式住宅对地形的适应性强，可以结合地势修建，

坡度大于50°也可兴建，为住宅开拓新的用地领域，还可以

保留自然环境。 台阶式住宅分为二类：一类是自然台阶，主

要指在山地修建的。另一类是人工台阶，它是在平地上依据

设计作出各个层面的台阶。 台阶式住宅设计中应注意如下问

题： 1．在各层面作退台时，不能光考虑外部形态，而要与

各套型空间相协调。 2．层层收退给建筑结构设计带来复杂

性，要注意使结构合理。 3．对于北方地区来讲，每一个局

部屋顶都要作好保温防水构造处理。 4．层层收退，易造成

户与户之间的视线干扰，设计时要作好遮蔽处理。 5．层层

收退，注意垂直交通的位置设置要合理。 6．每户露台的尺

寸确定要综合结构、经济的合理来确定。 7．设计中注意露

台与住宅单元的不同组合，创造防尘、遮阳、视线干扰小的

户外活动空间。 十一、外廊式住宅 外廊式住宅是采用靠外墙

的走廊来进入各户的住宅形式。 外廊式住宅可分为长外廊和

短外廊两种。 长外廊式住宅一梯可以服务多户，分户明确，

每户均有较好的朝向、采光和通风。其缺点是每户均需经过

一个公共走廊进入，因此对每户有视线和声响上的干扰。长

外廊住宅在寒冷边区不易保温防寒，在南方地区使用较多。 

短外廊住宅是为了避免外廊的干扰，将外廊服务的户数减少

，缩短外廊。一般短外廊一梯每层服务三至五户。 外廊式住

宅按其朝向有南廊和北廊两种。 南廊有利于在廊内活动，但

南向外廊对居室干扰较大，且在北方对南向房间采光、日照

有遮挡。 北廊可靠廓布置辅助房间或小居室，可以减少对主



要居室的干扰，一般采用较多。 十二、内天井式住宅 是在单

元内部设置天井，利用天井解决各类用房的通风和采光问题

。 内天井的井壁实际上是内向的外墙。内天井式住宅由于增

设天井使得栋深加大，面宽减少，可收到节约土地的效益。 

内天井式住宅依据天井面积大小可分大天井和小天井式两种

。 1．小天井的面积最好大于7平方米，天井尺寸应大于2．7

米×2．7米，这样可解决四层以下用房的采光问题。从天井

内相对两窗防火安全距离要求，天井尺寸宜大于3．3米×3

．3米。 2．大天井又有封闭式大天井和环廊式大天井两种。

内天井式住宅设计时应注意如下方面： 1）．从防火安全考

虑，小天井式住宅在井内不应设挑阳台；靠天井的房间门应

为内开；小天井底设有固定的进气口或进气门；与小天井相

邻的楼梯间不宜设朝向天井的门窗洞口；小天井出口处不应

设挡火板或遮阳板。 2）．在天井里不宜设开向居室的窗子

，以避免视线干扰。 3．井壁应光滑刷白，以利光线反射，

加大反光系数。 4．在北方为了防止西北风干扰，可将西北

二侧各设0．5米高的矮墙。 5．井内要设雨水排除口。但对于

大天井内不应设排水口和垃圾道，以免造成不卫生。 6．天

井式住宅存在户间干扰大，防火差，采光差等问题，所以一

般在旧区改造、青年公寓或老年公寓中易选用。还有对于日

照要求不高的地区易选用。 十三、别墅 建于郊外风景区，供

人们短时间休息游憩使用的独户住宅。 别墅建筑设计应选择

自然景色优美，能使人享受大自然的空气阳光，小溪流水，

树木成荫等环境，并且要因地制宜与自然景色、景观、景点

有机结合。 对于不同自然地形的别墅建筑应充分利用自然条

件，经过巧妙的处理，合理地利用地形和空间，创造出功能



布局合理，建筑造型别致的建筑，使建筑融会于自然之中。 

别墅建筑对户外活动空间，观赏自然风景有其特殊的要求，

因此其建筑布局应与自然景色有机结合，在建筑处理上往往

采用各种手法将自然景色纳入住宅环境之中。常采用借景、

用景、造景、点景等方法，使建筑与大自然充分融揉，使人

有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之感，又使建筑成为自然风景中不可缺

少的要素。别墅建筑由于本身的功能及其使用特点，在平面

布局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根据别墅建筑的特点，在设计时常

采用“分隔”、“流通”等设计手法，恰如其分地组织空间

，满足人们心理、生理和行为使用要求。 十四、地下汽车库

建筑 城市停车问题是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静态交通问题。由于

车辆停放时间比行驶时间长；停车空间的面积要比车辆本身

的水平投影面积大二至三倍；车辆出行需要停放的位置不止

一处等原因，随着城市车辆的发展，停车问题已日益严重，

表现为需要停车和停车空间不足的矛盾，也表现了停车空间

与城市用地不足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世界上各

国普遍采用机械式地上多层车库和停车设施地下化两种途径

。从我国国情出发，地下汽车库也是发展方向。 地下汽车库

的类型： 地下汽车库的规模：社会汽车库以单库容300辆左右

为宜。专业汽车库按我国1988年颁布的《停车场建设和管理

暂行规定》和《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的要求规模建设，如

高级宾馆每间客房应有大于0．3台的停车位指标规定规模。 

地下汽车库基地选址原则：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

试题 1．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的要求，与城

市结构和路网结构相适应。 2．保证合理的服务半径。公共

汽车库宜小于500米，专用汽车库宜小于300米。 3．所选位置



应使其充满度有一定保证，三级应不小于70％，二级应不小

于85％，周转率不应小于8次／日。 4．应符合城市环境保护

的要求，地下汽车库的排风口位置应避免对附近建筑物、广

场、公园等造成空气污染。 5．应符合城市防火要求，设置

在地面上的出入口、通风口、加油站的位置应与周围建筑物

和其他易燃、易爆设施保持必要的防护间距。 6．基地应选

择在水文和工程地质条件比较有利的位置，避开地下水位过

高或地质构造特别复杂的地段。 7．基地应避开已有的地下

公用设施主干管线和其他已有地下工程。地下汽车库的建筑

组成部分： 1）．停车部分：停车间（包括停车位、行车通

道和人行道）和交通设施（包括候车场地、坡道、升降机、

楼梯、电梯等）。 2）．服务部分：等候室、收费处以及洗

车、加油、修理、充电等设施。 3）．管理部分：门卫室、

调度室、办公室、防灾中心等。 4）．辅助部分：风机房、

水泵房、器材库、燃油库、润滑油库、消防水库等。 地下汽

车库的面积指标：小型车地下汽车库每停一台车需要的建筑

面积以35～45平方米为宜，每停一台车需要的停车部分面积

以28～38平方米为宜，停车部分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以

乃％～85％为宜。停车间设计应考虑合理确定设计车型与停

车安全距离；合理确定停车方式和停放方式；行车通道宽度

。坡道设计应考虑：保证有足够的通行能力如数量和位置；

坡道结构应简单、合理和坚固；应有防滑措施；有防护要求

的地下汽车库，坡度结构应在防护区以内，口部应采取与防

护等级相应的防护措施；要有合理的坡度、长度、宽度和高

度。地下汽车库设计应创造良好的库内环境质量，并要具有

良好的防灾的防护体系和防护措施。 泵房、器材库、燃油库



、润滑油库、消防水库等。 地下汽车库的面积指标：小型车

地下汽车库每停一台车需要的建筑面积以35～45平方米为宜

，每停一台车需要的停车部分面积以28～38平方米为宜，停

车部分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以乃％～85％为宜。停车间

设计应考虑合理确定设计车型与停车安全距离；合理确定停

车方式和停放方式；行车通道宽度。坡道设计应考虑：保证

有足够的通行能力如数量和位置；坡道结构应简单、合理和

坚固；应有防滑措施；有防护要求的地下汽车库，坡度结构

应在防护区以内，口部应采取与防护等级相应的防护措施；

要有合理的坡度、长度、宽度和高度。地下汽车库设计应创

造良好的库内环境质量，并要具有良好的防灾的防护体系和

防护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