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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试科目影响最大的就是将“建筑方案设计”从原“建筑

设计与表达”中独立出来。因此，设题思路就会有很大变化

，其主导思想是要真正考出建筑师的水平与能力。从经过考

试大纲调整与修订之后的2003年设题意图来看，设题总的趋

势比过去要“难”。所谓“难”意味着更侧重对应试者建筑

方案设计能力的检测，而不是像以往考试那样；建筑规模小

，功能简单，测试应试者方案能力要求不高，而对各工种的

建筑技术问题，包括结构布置、构造设计、吊顶上各管线终

端口及灯具布置等等，却面面俱到。也就是说该科目的考试

更符合建筑学专业的特点。但是试图就2003年设题的情况摸

出今后考试的设题特点与规律也许为时尚早，何况我们不赞

成纯粹为了应试而进行猜题。根本的目的是按一级注册建筑

师的业务能力标准要求自己，通过考试找出自己在哪些知识

和能力方面有不足，以便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既然要参加应

试，有目的地进行考前准备也是理所当然的，分析往年的设

题思路便是 一种较好的准备途径。 我们暂且以2003年的试题

为例，分析一下设题的特点作为参考。 一、设题方向出现新

变化2003年的试题(小型航站楼)从建筑类型来说已超出了过去

的设题范围。这是多数人没有料想到的，既没有这种设计实

践，也许不少人连这种建筑类型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其次，

建筑规模也突破了10000m2，达到14140m2，而考试时间仍然

为6小时，这就加大了该科目的考试难度。不但题型生疏，而



且设计任务繁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设题方向的变化?正如前

所述：改进后的考试方法就是要客观地检测建筑学专业与相

关专业应试者在建筑方案设计能力上的真实差距。如果一位

应试者平时缺乏建筑设计的专门训练，要想通过该科目的考

试自然感到难度加大了。即使是建筑学专业的应试者，如果

建筑设计功底单薄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加大设题难度势

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正的建筑师脱颖而出。 二、仍保

留提供功能分析图 功能分析图可以帮助应试者更好地理解该

建筑类型各房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对于生疏的建筑类型，

或者对于相关专业的应试者建立一个功能系统的概念会有一

定帮助。之所以讲有一定帮助是因为所提供的功能分析图并

不能完全表达该类型建筑所有房间之间有机的功能秩序。掌

握这一点对于合理地进行功能分区和平面布局十分重要，这

要靠应试者平时对这一类型建筑功能了解的程度，或者生活

体验的程度。因为感觉到的才能真正理解它，才能在设计中

把握它。 由于功能分析图不代表所有房间在一层进行功能布

局，因此，试题又以文字对竖向功能分析作了说明，提示应

试者先进行竖向功能布局，再分别对一、二层进行各自的平

面功能布局。 三、设计深度有所要求 由于现在的试题题型不

需要考虑结构布置、建筑构造、吊顶平面设计等内容，但在

建筑方案设计的深度上却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对一些设

施做到合理的配置，为此试题会提供一些必要的设施尺寸。

如2003年的试题围绕小型航站楼，提供了旅客进出港办理各

项手续及行李运送设施的平面图。既然提供这些资料也就意

味着你在建筑方案设计中要合理体现出来。正如我们设计卫

生间必须画出各种洁具一样，只不过对后者的尺寸及布置方



式我们比较熟悉。而对于前者比较生疏而已。 、 在一般设计

要求上，仍保持过去设题对设计深度要求的是必须考虑无障

碍设计。这是历年考试保留的测试项目。 四、建筑功能单一

化 尽管2003年设题题型出人意料之外，面积也突破历年设题

规模，但以两层平面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类型方案这一

设题原则基本没有变。也就是说建筑功能虽复杂但比较单一

，而不是功能综合体，至少到目前为止设题还没有跳出这个

框框。今后会不会以控制平面图的适当比例设题两层以上的

建筑类型，比如旅馆类型建筑、写字楼建筑等，仍然可以用2

～3张1号图纸完成若干层平面设计的内容，不是不可能。因

为多层甚至高层建筑设计方案有更多的考核点(如标准层设计

、消防规范、垂直交通体系、结构选型与格网尺寸等)也需要

对应试者进行检测。 五、强调流线设计 2003年的试题是一座

小型航站楼设计，这是最典型的强调流线设计的建筑类型。

事实上，交通类型建筑的功能布局合理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

流线的组织，这是一个复杂的设计：有旅客人流、有行李货

流；有进港人流。有出港人流；有国内旅客，有国外旅客它

们各自要符合工艺流程，又互不交叉干扰，要通过流线设计

将各种功能空间有秩序地串起来，等等。应试者如果没有较

强的建筑设计能力很难把流线组织得井井有条。类似的交通

类型建筑如铁路旅客站、长途汽车客运站等，以及其他诸如

图书馆建筑、博览馆建筑、餐饮建筑等都十分强调流线的设

计，这大概是今后考试的重点之一。 六、图纸内容与要求有

所变化 尽管图纸仍按常规以2～3张1号图为限，但由于该建筑

规模较大，因此打破历来平面图按1：200比例绘制的惯例，

而采用1 t 300比例，这就会影响到绘图时清晰表达的程度。 



此外，该试题增加了绘制总平面图的要求。因为往年试题由

于建筑规模不大，用地紧凑，可以在一层平面表示总平面设

计的内容。而2003年的试题用地较大，场地设计内容较重要

，需要单独进行总平面设计能力的测试，因此图纸要求也是

合理的。 除上述图纸内容与要求有所变化外，其余的图纸要

求与往年试题基本没变。只是由于该建筑面积较大，房间内

容较多，在计算建筑面积时允许上下浮动的幅度有所提

高(4-1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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