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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篇

民用建筑

第 １ 章

概　 论


１． １　 民用建筑的分类与分级

１． １． １　 概　 述

建筑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利用物质技术条件，按照科学法则和审美要求，通
过对空间的塑造、组织与完善所形成的物质环境。

建筑泛指一切建筑物与构筑物。 建筑物有较完整的围护结构，审美要求也较高，如住宅、
学校、办公楼、影剧院等，人们习惯上把它们统称为房屋；构筑物围护结构不完整，审美要求也

不高，如水塔、烟囱、蓄水池等。 有的建筑，虽然没有完整的围护结构，但审美要求很高，也可称

为建筑物，如纪念碑等。
１



１． １． ２　 建筑的构成要素

建筑学作为一门内容广泛的综合性学科，涉及建筑功能、工程技术、建筑经济、建筑艺术以

及环境规划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建筑功能、建筑技术和建筑形象构成了建筑的基本要素。
（１）建筑功能

建筑功能是指建筑的使用要求。 不同的建筑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要求，例如住宅要符合居

住的要求，教学楼要符合教学的要求，影剧院要符合观演的要求，工业厂房要符合生产工艺的

要求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筑的功能要求也在日益复

杂化。
（２）建筑技术

建筑技术是指建造房屋的物质条件，包括建筑材料、结构形式、施工技术和建筑设备，建筑

不可能脱离这些物质技术条件而存在。 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为建筑满

足新的使用要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保证。
（３）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是建筑形体、建筑色彩、材料质感、内外装修等的综合反映。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

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功能要求，对建筑形象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带来丰富多彩的建

筑形象。
上述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既不能相互分割又有主次之别。 其中功能是建

筑的目的，是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位的；技术是达到目的必需的手段，同时技术对功能又具有

制约或促进的作用；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功能和技术的综合反映，但也是变化和发展

的，在一定的功能和技术条件下，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建筑形象。
总之，建筑既是物质产品，又是艺术产品。 好的建筑既能很好地满足使用要求，又能给人

以美的享受，不好的建筑则正好相反。

１． １． ３　 民用建筑的分类

建筑物按照使用性质的不同，通常可以分为生产性建筑和非生产性建筑，生产性建筑指工

业建筑和农业建筑，非生产性建筑即民用建筑。
民用建筑的分类方法有多种：
①按使用功能分类，民用建筑可以分为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
住宅建筑：如住宅、公寓、宿舍等（图 １． １）；
公共建筑：按照其功能特点，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生活服务性建筑、文教建筑、托幼建

筑、科研建筑、医疗建筑、商业建筑、行政办公建筑、交通建筑、电讯建筑、观演建筑、体育建筑、
展览建筑、旅馆建筑、园林建筑、纪念性建筑等（图 １． ２）。

我国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中将高层根据其建筑高度、使用功能

和楼层的建筑面积又分为一类和二类建筑，民用建筑的分类应符合表 １． １ 的规定。
②按规模和数量分类，民用建筑可以分为大量性建筑和大型性建筑。
大量性建筑：量大面广，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如住宅、中小学校、商店等；
大型性建筑：规模宏大但修建量小的建筑，如大型体育馆（场）、影剧院、航空港、火车站、

展览馆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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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　 居住建筑

　 　 　

图 １． ２　 公共建筑

③按层数分类，民用建筑可以分为低层、多层、高层和超高层四类。
低层建筑：１ ～ ３ 层的建筑；
多层建筑：４ ～ ６ 层的建筑；
高层建筑：超过一定高度和层数的建筑。 世界各国对高层建筑的界定不尽相同，我国现行

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中有高层民用建筑的详细规定（表 １． １）。
表 １． １　 民用建筑的分类

名称
高层民用建筑

一类 二类
单、多层民用建筑

住宅建筑
　 建筑高度大于 ５４ ｍ 的住宅建筑（包括

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建筑高度大于 ２７ ｍ，
但不大于 ５４ ｍ 的住宅

建筑（包括设置商业服

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建筑高度大于 ２７ ｍ
的住宅建筑（包括设置

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

建筑）

公共建筑

１． 建筑高度大于 ５０ ｍ 的公共建筑；
２． 建筑高度 ２４ ｍ 以上部分任一楼层建筑

面积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２ 的商店、展览、电信、邮
政、财贸金融建筑和其他多种功能组合的

建筑；
３． 医疗建筑、重要公共建筑；
４． 省级及以上的广播电视和防灾指挥调

度建筑、网局级和省级电力调度建筑；
５． 藏书超过 １００ 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除一类高层公共建

筑外的其他高层公共

建筑

１． 建筑高度大于 ２４ ｍ
的单层公共建筑；
２． 建 筑 高 度 不 大 于

２４ ｍ的其他公共建筑。

超高层建筑：建筑层数大于 ４０ 层或建筑高度超过 １００ ｍ 的民用建筑。

１． １． ４　 民用建筑的分级

（１）按耐久年限分级

按照我国现行的《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以主体结构确定的建筑耐久年限分为四级：
一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１００ 年以上，适用于重要的建筑和高层建筑；
二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５０ ～ １００ 年，适用于一般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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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２５ ～ ５０ 年，适用于次要的建筑；
四级建筑：耐久年限为 １５ 年以下，适用于临时性建筑。
（２）按耐火等级分级

按照我国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应根据其

建筑高度、使用功能、重要性和火灾扑救难度等确定，可分为一、二、三、四级。

１． ２　 建筑设计的内容和过程

１． ２． １　 建筑设计的内容

任何一项工程，从拟订计划到建成使用都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有

编制计划任务书、选择建设用地、场地勘测、设计、施工、工程验收及交付使用等几个阶段。 设

计工作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综合性。 通过设计，把建设方所提出的设

计要求，编制成能够全面清楚地表达房屋整体和局部的空间关系和形象，并有完善配套设施的

全套图纸文件。
设计的全部工作包括建筑设计、结构设计、设备设计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是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根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对基地环境、使用功能、结构形

式、施工条件、材料设备、建筑经济及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的条件和要求进行综合考虑后，作出的

平面关系、空间关系和造型的设计。 所设计的建筑物必须满足新的建筑方针要求，即“适用、
经济、绿色、美观。

建筑设计包括总体设计和单体设计，在整个工程设计中起着主导和先行的作用。 建筑设

计一般由建筑师完成。
（２）结构设计

结构设计主要是根据建筑设计选择合理的结构方案并进行结构计算，进而作结构布置和

构件设计。 结构设计由结构工程师完成。
（３）设备设计

设备设计主要包括建筑物的给水排水、电气照明、采暖通风等方面的设计，由相关专业的

工程师配合完成。
上述建筑、结构、设备几个方面的设计工作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建筑工程设计

的整体，各专业设计的图纸、说明书、计算书等汇总在一起，就构成一套建筑工程设计的完整文

件，作为建筑工程施工的依据。

１． ２． ２　 建筑设计的过程

（１）设计前的准备工作

设计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要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同时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 为

了保证设计质量，动手做设计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工作包括熟悉设计任务书、调查研究，
收集必要的设计基础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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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熟悉设计任务书

设计任务书是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是由甲方（建设单位）向上级主管部门呈报的工程建设

文件，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①建设项目的用途，规模等总体要求；
②建设项目的房间组成和面积分配；
③建设项目的投资和单方造价；
④建设基地的范围、大小、形状，原有建筑及道路现状，并附地形测量图；
⑤供水、供电和采暖、通风、电讯、消防等设备方面的要求；
⑥设计期限和项目的建设进程安排。
设计人员在着手进行设计之前，必须认真对照有关定额指标，校核任务书中使用面积、单

方造价等内容，并可以针对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从合理解决使用功能，满足使用要求，节省投

资出发，对任务书提出合理的修改或补充，但应征得建设单位的同意。
２）调查研究，收集设计原始资料

通常建设单位提出的设计任务书，主要是对使用要求、建设规模、工程造价和进度等方面

考虑较多，设计人员除熟悉任务书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必要的原始数据和设

计资料，主要包括：
①了解项目所在地区的气象、水文、地质资料，如温湿度、日照、雨雪、风向和风速、冻土深

度、地形标高、土壤种类及承载力、地下水位、地震烈度等；
②了解水、电等设备管线资料，如基地地下的给排水、电缆等管线布置，以及基地上空是否

有架空线路等；
③了解施工技术条件及建筑材料供应情况，如当地可能采用的施工技术、构件预制能力、

起重运输设备等条件，以及地方建筑材料的种类、性能、价格等；
④走访了解已建同类建筑的实际使用情况，通过分析和总结，全面掌握所设计项目的特点

和要求，做到胸有成竹；
⑤到建设基地进行现场踏勘，对照地形图深入了解基地的地形、地貌、周围环境对项目设

计的影响，并考虑拟建房屋的位置和总图布局的可能性；
⑥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和建筑经验，用作设计中的素材和借鉴。
（２）设计阶段的划分

就建筑设计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设计阶段，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 大型

的、技术复杂的建筑工程设计应当采用三阶段设计，而一般的建筑则可以省略技术设计阶段而

直接采用两阶段设计，将技术设计阶段的一部分工作纳入初步设计（承担技术设计部分任务

的初步设计称为扩大初步设计），另一部分工作则留待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
三个设计阶段的内容和文件编制要求分述如下：
１）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是提供主管部门审批的文件，也是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依据。 它的主要任

务是提出设计方案，即根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和收集到的设计基础资料，结合基地环境，综合

考虑技术经济条件和建筑艺术的要求，对建筑总体布置、空间组合进行可能与合理的安排，提
出两个或多个方案供建设单位选择。 并对确定的方案进行充实完善，综合成为较理想的方案，
绘制出初步设计的图纸文件报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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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的图纸和文件一般包括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主要设备材料表和工程概算等四

部分，具体的图纸和文件有：
①设计说明书：设计的主要依据，设计意图及方案特点，建筑结构方案及构造特点，主要建

筑材料及装修标准，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
②建筑总平面图：比例 １∶ ５００ ～ １∶ １ ０００，应表示出用地范围，建筑物平面形状和位置、大

小，设计层数及标高，道路及绿化布置。 地形复杂时，应表示出粗略的竖向设计意图；
③各层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比例 １∶ １００ ～ １∶ ２００，应表示出建筑物各主要控制尺寸，如

总尺寸、开间、进深、层高等，同时应标注标高，表示门窗位置，室内固定设备及有特殊要求的

厅、室的具体布置和立面处理、结构方案及材料选用等；
④工程概算书：建筑物投资估算，主要材料用量及单位消耗量；
⑤大型民用建筑及其他重要工程，必要时可绘制透视图、鸟瞰图或制作建筑模型。
２）技术设计

初步设计经建设单位同意和主管部门批准后，就可以进行技术设计。 技术设计是初步设

计具体化的阶段，也是各种技术问题的定案阶段。 技术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在初步设计的基础

上进一步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协调各工种之间技术上的矛盾。 经批准后的技术设计图纸和文

件是编制施工图、主要材料设备订货及工程拨款的依据。
技术设计的图纸和文件与初步设计大致相同，但更详细些。 具体内容包括建筑物整体和

各个局部确切的尺寸关系，内外装修的初步设计，结构的初步计算和布置，各种构造和材料的

确定，各种设备系统的初步计算和设计，各技术工种之间种种矛盾的合理解决等。 这些工作都

是在有关各技术工种共同商议之下进行的，并应相互认可。 如前所述，对于不太复杂的工程，
技术设计阶段可以省略。

３）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是建筑设计的最后阶段，是提交施工单位进行施工的设计文件，必须根据上级

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进行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施工要求，即在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的基础上，综合建筑、

结构、设备各工种，相互交底、核实核对，深入了解材料供应、施工技术、设备等条件，把满足工

程施工的各项具体要求反映在图纸中，做到整套图纸齐全统一，明确无误。
施工图设计的内容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电讯、采暖、空调通风、消防等工种的设

计图纸、说明书，结构及设备的计算书和工程预算书。 具体图纸和文件有：
①建筑总平面图：比例 １∶ ５００ ～ １∶ １ ０００。 应准确表示建筑用地范围，建筑物及室外工程

（道路、铺地、围墙、大门、挡土墙等）的位置，尺寸和标高，建筑小品，绿化美化设施的布置，并
附技术经济指标和必要的说明及详图，地形及工程复杂时还应绘制竖向设计图；

②建筑物各层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比例 １∶ １００ ～ １∶ ２００。 除表达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

的内容以外，还应详细标出门窗洞口、墙段尺寸及必要的细部尺寸、详图索引；
③建筑构造详图：包括平面节点、檐口、墙身、阳台、楼梯、门窗、室内装修、立面装修等详

图，应详细表示各部分构件关系、材料尺寸及具体做法，并附必要的文字说明。 根据表达需要，
详图比例可分别选用 １∶ ５０、１∶ ２０、１∶ １０、１∶ ５、１∶ ２、１∶ １等；

④各工种相应配套的施工图纸，如结构工种的基础平面图、结构布置图、钢筋混凝土柱、
梁、板、楼梯等构件详图，设备工种的水、电平面图及系统图，建筑防雷接地平面图等；
６

房屋建筑学




⑤设计说明书：包括施工图设计依据，设计面积的规模，标高定位，材料选用，以及对设计

图纸的补充说明等；
⑥计算书：包括节能计算书，结构计算书和设备计算书等。

１． ３　 建筑设计的要求和依据

１． ３． １　 建筑设计的要求

（１）满足建筑功能要求

建筑的功能是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建筑设计的首要任务。 例如设计

学校，首先要考虑满足教学活动的需要，教室设置应分班合理，采光通风良好，同时还要合理安

排教师备课、办公、储藏和厕所等行政管理和辅助用房，并配置体育场和室外活动场地等。
（２）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建造房屋是一个复杂的物质生产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在房屋的设计

和建造中，要尽量做到节省劳动力，节约建筑材料和资金。 设计和建造房屋要有周密的计划和

核算，重视经济领域的客观规律，讲究经济效益。 房屋设计的使用要求和技术措施，要和相应

的造价、建筑标准统一起来。 正确选用建筑材料，合理选择结构方案，合理采用施工措施，是节

约投资的有效途径。 例如近年来，我国设计建造的一些覆盖面积较大的体育馆，由于屋顶采用

空间网架结构和整体提升的施工方法，既节省了建筑物的用钢量，也缩短了施工期限。
（３）考虑建筑美观要求

建筑物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它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人们对建筑物在

美观方面的要求，考虑建筑物所赋予人们精神上的感受。 建筑设计既是技术工作，也是艺术创

作，要努力创造具有我国时代精神的建筑形象。 历史上创造的具有时代印记和特色的各种建

筑形象，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符合总体规划要求

单体建筑是总体规划中的组成部分，单体建筑应符合总体规划提出的要求。 建筑物的设

计，还要充分考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例如原有建筑、道路走向、基地状况、环境绿化等方面和

拟建建筑物的关系。 （新设计的单体建筑除内部使用方便之外，还应与周围环境构成协调的

室外空间组合，形成良好的室外空间环境，为所在环境增色）

１． ３． ２　 建筑设计的依据

（１）使用功能

１）人体尺度及人体活动所需的空间尺度

人体尺度及人体活动所需的空间尺度是确定民用建筑内部各种空间尺度的主要依据之

一。 比如门洞、窗台及栏杆的高度，走道、楼梯、踏步的高宽，家具设备尺寸，以及建筑内部使用

空间的尺度等都与人体尺度及人体活动所需的空间尺度直接或间接有关。 人体尺度和人体活

动所需的空间尺度如图 １．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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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３　 人体基本尺度

　 　 ２）家具、设备尺寸和使用它们所需的必要空间

房间内家具设备的尺寸，以及人们使用它们所需活动空间是确定房间内部使用面积的重

要依据。 图 １． ４ 为居住建筑常用家具基本尺寸示例。
（２）自然条件

１）气象条件

建设地区的温度、湿度、日照、雨雪、风向、风速等是建筑设计的重要依据，对建筑设计有较

大的影响。 炎热地区的建筑应考虑隔热、通风、遮阳，建筑处理较为开敞；寒冷地区则应考虑防

寒保温，建筑处理较为封闭；雨量较大的地区要特别注意屋顶形式、屋面排水方案的选择，以及

屋面防水构造的处理；在确定建筑物间距及朝向时，还应考虑当地日照情况及主导风向等因

素。 此外，风速还是高层建筑、电视塔等设计中考虑结构布置和建筑体型的重要因素。
图 １． ５ 为我国部分城市的风向频率玫瑰图，即风玫瑰图。 玫瑰图上的风向是指由外吹向

地区中心的风的来向，比如由北吹向中心的风称为北风。 风玫瑰图是依据该地区多年来统计

的各个方向吹风的平均日数的百分数按比例绘制而成，一般用 １６ 个罗盘方位表示。
２）地形、地质及地震烈度

基地地形平缓或起伏，基地的地质构成、土壤特性和地耐力的大小，对建筑物的平面组合、
结构布置、建筑构造处理和建筑体型都有明显的影响。 坡度陡的地形，常使房屋结合地形采用

错层、吊层或依山就势等较为自由的组合方式。 复杂的地质条件，要求房屋的构成和基础的设

置采取相应的结构与构造措施。
地震烈度表示当发生地震时，地面及建筑物遭受破坏的程度。 烈度在 ６ 度以下时，地震对

建筑物影响较小，一般可不考虑抗震措施。 ９ 度以上地区，地震破坏力很大，一般应尽量避免

在该地区建造房屋。 因此，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有关规定及《中国地震烈度区规划图》的
规定，地震烈度为 ６ 度、７ 度、８ 度、９ 度的地区均需进行抗震设计。

３）水文

水文条件是指地下水位的高低及地下水的性质，水文条件会直接影响到建筑物基础及地

下室。 一般应根据地下水位的高低及地下水性质确定是否在该地区建造房屋或采用相应的防

水和防腐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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