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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

知识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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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1.建筑是指建筑物与构筑物的总称，是人工创造的空间环
境，直接供人使用的建筑叫建筑物，不直接供人使用的建
筑叫构筑物。建筑是科学，同时又是艺术。

ü2.建筑功能、建筑技术和建筑形象构成建筑的三个基本要
素，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ü3.建筑物按照使用性质分为工业建筑、农业建筑和民用建
筑。
    按照民用建筑的使用功能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按规模和数量大小分为大量性建筑和大型性建筑；
    按层数分为低层、多层、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

第一章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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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４.建筑按耐火等级分类分为四级，分级确定的依据是组成房

屋构件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而按建筑的耐久年限分类同样
分为四级，分级的依据是主体结构确定的耐久年限。

ü5.GBJ2－86《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是为了实现建筑工

业化大规模生产，推进建筑工业化的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建
筑模数、基本模数、导出模数、模数数列以及模数、数列的适
用范围。
 

ü6.建筑设计是指设计一个建筑物或建筑群体所做的工作，一
般包括建筑设计、结构设计、设备设计等几方面的内容，建筑
设计由建筑师完成，建筑工种是龙头，常常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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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7.建筑设计是有一定程序和要求的工作，因此设计工作必

须按照其设计程序和设计要求做好设计的全过程工作，对收
集资料、初步方案、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几
个阶段，应根据工程规模大小，难易而定。

ü8.建筑设计的依据是做好建筑设计的关键，是满足使用功

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又是创造出良好的室内外空
间环境，合理的技术和经济指标的基础，这些依据主要有使
用功能和自然条件两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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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民用建筑的分类与分级

l 民用建筑的分类

ØA.按照民用建筑的使用功能分类：居住建筑，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住宅、公寓、宿舍；
  公共建筑：学校、托幼、医疗、办公、商业、交通等等；

ØB.按照民用建筑的规模大小分类：
  大量性建筑：住宅、中小学校、食堂、中小型医院、中
小型影剧院等。
  大型性建筑：大型体育馆（场）、影剧院、航空站、海
港、车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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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C.按照民用建筑的层数分类：低层、多层、高层

• 住宅建筑：1—3层为低层；4—6层为多层；7—9层为中
高层；  10层及10层以上为高层；

• 公共建筑及综合性建筑高度超过24M为高层（不包括高
度超过24M的单层建筑）

• 建筑物高度超过100M时不论住宅或公共建筑均为超高层
建筑。 

1.2 民用建筑的分类与分级

ØD、按建筑的主要承重材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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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A.按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分类（GBＪ16-97） 

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97把建筑物的耐
火等级划分成四级，[建筑的耐火等级]表
一级的耐火性能最好，四级最差。

1.2 民用建筑的分类与分级
l  民用建筑的分级

ØB.按建筑的耐久年限分类（JGJ37-97）

以主体结构确定的建筑耐久年限分为四级：
1级耐久年限最短，4级耐久年限最长100年，
3级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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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设计阶段的划分：
  建筑设计一般分为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大
型和重要民用建筑工程在初步设计之前应进行方案设计优
选。小型和技术要求简单的建筑工程可以方案设计代替初
步设计

   　两阶段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三阶段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
   　对较大的建设项目，设计程序采用三阶段设计。

1.3  建筑设计内容和程序
1.3.3 建筑设计过程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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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任务：提出设计方案，即根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和收
集到的必要基础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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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二个或多个方案供建设单位选择。

  设计内容：
　总平面设计；平、立、剖面设计及工程概算等。

  图纸和设计文件 ：
       A、设计总说明；
       B、建筑总平面图；
       C、各层平、立、剖面图；
       D、工程概算书；
       E、透视图、鸟瞰图或模型；

（2）初步设计——方案设计阶段

1.3  建筑设计内容和程序

→内容详见P7

（1）设计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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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任务、设计内容、图纸和设计文件：
  与初步设计阶段大致相同，但是更详细些。
  不太复杂建筑可以省略。

（３）技术设计阶段
1.3  建筑设计内容和程序

（４）施工图设计阶段(注意与初步设计阶段的比较)

  图纸和设计文件：
  平、剖、立面除表达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内容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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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构造详图、各工种相应配套的施工图纸、结构和设备计
算书、工程预算书 等。

  设计内容：确定全部工程尺寸和用料；绘制建筑、结构、设
备等工种的全部施工图纸，编制工程说明书、计算书和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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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使用功能要求
 （1）人体尺度及人体活动所需的空间尺度； 

1.4  建筑设计要求和依据
1.4.2 建筑设计的依据

（2）家具、设备尺寸和使用它们所需的必要空间；
     是确定房间使用空间的重要依据。

2、自然条件

（2）地形、地质及地震烈度
     地震烈度
     抗震设防烈度
     抗震设防标准
（3）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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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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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模数：
　
  基本模数：基本模数的数值规定为100 mm，表示符号为M

，即1 M=100mm。 

  　　　　扩大模数：3M、6M、12M、15M等

  　　　　分模数：1/10M、1/5M、1/2M

  模数数列：指由基本模数、扩大模数、分模数为基础扩展
成的一系列尺寸。 （适用范围）

1.4.3  建筑模数和模数制
1.2 民用建筑的分类与分级

导出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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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筑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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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1、平面设计的内容： 

2、主要使用房间设计：
   房间分类及设计要求；
   ▲房间的面积（组成、影响因素）；
   ▲房间形状（形式、影响因素）；
   ▲房间尺寸（影响因素）；
   ▲房间门窗设置；
3、辅助使用房间设计：
   厕所（设备及数量、布置）；
   浴室、盥洗室设计；
   厨房设计。

第二章 建筑平面设计

4、交通联系部分设计： 

   走道设计；
   ▲楼梯设计；
   电梯、扶梯；
   门厅
5、建筑平面的组合设计：
   影响平面组合的因素；
   ▲平面组合的形式；
   平面组合与总平面的关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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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民用建筑的平面设计包括单个房间设计和平面组合设
计两部分。其平面组成均可归纳为使用部分和交通联系部
分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2．主要使用房间的设计涉及到房间面积、形状、尺寸、
良好的朝向、采光、通风及疏散等问题，同时，还应符合
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的要求，并保证经济合理的结构布
置等。

  3．辅助使用房间也是建筑平面设计的重要问题之一，但
是这类房间设备管线较多，设计中要特别注意房间的布置
和与其他房间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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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通联系部分在满足疏散和消防要求的前提下，应具有
足够的尺寸、流线简捷、明确，有明显的导向性、有足够的
高度和舒适感。

  5．建筑平面组合设计时：应做到功能分区合理，流线组织
明确、平面布置紧凑，结构经济合理，设备管线布置集中。

  6．民用建筑平面组合常用的方式。

  7．建筑组合设计必须密切结合环境，做到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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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筑平面设计的内容

2.1.1 建筑物平面组成

                            使用部分            

       建筑平面 
                            交通联系部分

 主要使用房间

 辅助房间

水平交通

垂直交通

第一节  建筑平面设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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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房间平面设计的内容

Ø房间的面积

Ø房间的形状

Ø房间的尺寸

Ø房间的门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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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房间的面积(大小)

1、房间面积的组成

    根据房间的使用特点，一个房间内部的面积分为

以下几个部分：

  （1）家具或设备所占面积；

  （2）人在室内的使用活动面积（包括使用家具及

设备时，近旁所需面积）；

  （3）房间内部的交通面积。

        确定建筑物内部使用部分的平面面积和空间形状

的主要依据：满足使用功能的需求。

2.2.1  主要房间的设计

第二节  主要房间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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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房间面积大小的因素：

     A、房间的使用活动特点

     B、容纳的人数；

     C、家具设备的配置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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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房间的形状

    民用建筑常见的房间形状有矩形、方形、多边形、圆形等。

在设计中，应从使用要求、结构形式与结构布置、经济条件、

美观等方面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房间形状。

  

n  一般功能要求的民用建筑房间形状常采用矩形。

  矩形平面优点：

      a、利于家具布置，有效面积大，灵活；

      b、结构布置简单，便于施工；利于构件统一尺寸；

      c、便于统一开间进深，有利于平面、开间组合。

n   一些有特殊功能和视听要求的房间如观众厅、杂技场、
体育馆等房间，它的形状则首先应满足这类建筑的单个使用房
间的功能要求。
n观众厅的几种典型平面形状与适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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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房间的尺寸

   1、 房间尺寸是指房间的面宽和进深，而面宽常常

是由一个或多个开间组成。房间尺寸的确定应考虑以下

几方面：

（1）满足家具设备布置及人们活动要求。（主卧室的尺寸） 

（2）满足视听要求。

（3）良好的天然采光。

（4）经济合理的结构布置 

（5）符合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的要求

（6）房间比例（合适的长宽比）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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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布置及有关尺寸要求

a≥2000mm;

b小学>850mm,中学>900mm;c>600mm;

d小学≤8000mm,中学≤8500mm;

e>1200mm;f>550mm

注:布置应满足视听及书写要求,便
于通行并尽量不跨座而直接就座.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水平视角
前排边座的学生与黑板
远端形成的水平视角大
于等于30º
垂直视角
第一排学生眼睛与黑板
垂面上边缘形成的夹角
大于等于45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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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方式对房间进深的影响

单侧采光 双侧采光

混

合

采

光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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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的宽度及数量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单股人流的宽度为550mm

民用建筑常用门的宽度
根据使用要求，当门宽度大于1.2米时，应采用双扇
或多扇，一般双扇1200～1800，四扇2400～3600。

数量的确定：≥60平方米，≥50人——2个门
            距离≥5m

2.2.1.5  房间的门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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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窗的面积

    窗口面积大小主要根据房间的使用要求、房间

面积及当地日照情况等因素来考虑。

    窗洞口面积之和
房间地面面积

ü窗地面积比=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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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窗的位置：

     房间门窗位置直接影响到家具布置、人流交通、

采光、通风等。因此，合理地确定门窗位置是房间设计

又一重要因素。

确定门窗位置的基本原则：
（1）门窗位置应尽量使墙面完整，便于家具设备

布置和合理的组织人行通道。

（2）门窗位置应有利于采光通风。

（3）门的位置应方便交通，利于疏散。

（4）门窗的开启方向(什么情况下内开和外开？)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27



2024/11/17 28

n一般规定

  

  建筑物内的公用厕所、盥洗室、浴室应符合下列规

定：

  1、上述用房不应布置在餐厅、食品加工、食品贮存、

配电及变电等有严格卫生要求或防潮要求用房的直接

上层。（现浇）

  2、各类建筑卫生设备设置的数量应符合单项建筑设

计规范的规定。

  

2.2.2  辅助房间的平面设计

辅助房间的平面设计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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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用房宜有天然采光和不向邻室对流的直接自

然通风，严寒及寒冷地区并宜设自然通风道；当自然

通风不能满足通风换气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厕

所应设洗手盆，并应设前室或有遮挡措施；

4、盥洗室宜设搁板、镜子、衣钩等设施；

5、浴室应设洗脸盆和衣钩，浴室不与厕所毗连时应

设便器，浴位较多时应设集中更衣室及更衣柜。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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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厕所设计
  1、厕所设备：大便器、小便器、洗手盆或污水池

2、公共厕所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厕所在建筑平面中位置要适当，既要隐蔽，

又要与走道、大厅、过厅有方便的联系。

•    公共建筑的厕所由于面积较大，使用人数较

多，应有良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以保证厕所内空

气清新。

•    公共厕所必须有前室。

2.2  使用部分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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