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建筑基本知识 

 

 

 

【内容提要】 

本章介绍并阐述了建筑的基本概念范畴、建筑的基本构

成要素、建筑空间的特征，以及建筑构造组成部分。 

 

【学习目的】 

 认知建筑的基本概念范畴。 

 认知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 

 认知建筑空间的基本特征。 

 认知建筑的基本构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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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筑的基本概念 

1.1.1  建筑的范围 

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包括衣、食、住、行四大方面。住离不开房屋建筑，建造

房屋就自然成为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之一。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用树枝、石块等天然

材料构筑巢穴以躲避外部自然界的各种侵袭，这就是最原始的建筑活动。根据地域环境的

不同，原始人的基本居住形态分为两种：平原地域环境下的穴居(图 1-1)和密林地域环境下

的巢居。 

           

                      (a) 剖面图                            (b) 透视图 

图 1-1  原始穴居遗址复原图 

随着人类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阶级逐渐产生，随之出现了供

统治阶级居住的宫殿、府邸、庄园、别墅等建筑类型，以及供统治者死后灵魂“居住”的

陵墓，以及宗教信仰中神“居住”的庙宇，如图 1-2 所示。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又使得从手工业时代的作坊、工场以至到机器大

工业时代的工厂、车间等生产性建筑类型出现了，如图 1-3 所示。 

    

                 (a) 北京故宫太和殿                    (b) 意大利圣马可广场威尼斯总督府 

图 1-2  古代统治阶级使用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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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埃及金字塔                        (d)  希腊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 

图 1-2  古代统治阶级使用的建筑(续) 

 

图 1-3  德国法古斯工厂(1911 年) 

人类社会的发展促使商品交换产生，相应地就出现了店铺、钱庄乃至现代化的商场、

百货公司、银行、股票证券交易所、金融贸易中心等商业金融建筑类型，如图 1-4 所示。 

            

          (a) 原纽约贸易中心双塔       (b) 香港中国银行大厦        (c) 香港汇丰银行 

图 1-4  现代超高层金融建筑  

人口与资源的聚集推动了城市的形成，交通运输业随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从古代

的驿站、码头到现代化的港口、汽车站、火车站、地下铁道、机场等交通类型的建筑，如

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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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北京西火车站                  (b)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图 1-5  现代大型交通建筑  

还有，随着人类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从古代书院、家塾到近现代的学校、文化教育

和科学研究类型的建筑出现了，如图 1-6 所示。 

        

           (a) 德国包豪斯校舍(1926 年)               (b) 清华大学设计中心(2001 年) 

图 1-6  近现代教育建筑 

上述从人类社会活动需求出发进行的建筑功能类型的推演分析说明，人类社会不断发

展进步，房屋建筑早已超出了一般居住的需求和范围，建筑的功能类型日益丰富，建筑技

术水平不断提高，建筑形象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类的建筑活动日新月异。 

概括地说，从古到今建筑的目的就是取得一种人造或人工的环境，以供人们从事各种

生产生活活动之用。房屋建筑一经建成，这种人造或人工的环境也就随之产生了。它不但

提供给人们有遮掩的内部空间，同时也形成了不同于原来的外部空间，如图 1-7 所示的中国

南方水乡古村落，民居住宅形成的内部空间和街道河道等构成的外部空间有机作用在一起，

才形成了亲切宜人的人造环境。一栋建筑物可以包含各种不同形式的内部空间，但它同时

又被包含于周围的外部空间之中，建筑正是以它所形成的各种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为人

们的生产生活创造工作、学习、休息娱乐等丰富多样的环境。 

一般意义上讲，建筑都具有一定功能的供人使用、活动的内部空间，但是对于某些没

有内部使用空间的工程构筑物，比如，纪念碑、凯旋门，以及某些桥梁、水坝等的艺术造

型部分，也属于建筑的范围，如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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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中国南方水乡古村落形成的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 

     

  (a) 人民英雄纪念碑            (b) 巴黎凯旋门                      (c) 上海南浦大桥 

图 1-8  具有艺术造型的构筑物 

此外，单体建筑的集中形成了街道、村镇和城市。村镇、城市的建设和个体建筑物的

设计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只不过相对于单体建筑而言，它是在更大的范围和尺度上为人

们创造各种必需的环境，这种工作叫作城乡规划，也属于建筑的范围，如图 1-9 所示。 

         

                (a) 北京中心城区卫星照片               (b) 巴黎城市空间机理 

图 1-9  城市环境 

1.1.2  建筑的词性与含义 

名词词性的“建筑”除了前面所表述的意思外，还可以指研究建筑设计、建筑技术、

建筑艺术等的学科；此外，建筑还具有动词词性，指建造、营建人造环境的活动。通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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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对照的相关词语概念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建筑的含义。英文中的 Building

一词，是指建筑物，含义是对具有使用功能的围合封闭空间的统称，突出实用功能，并以

人为参照。House 一词是指房子，与居住有关，有家的感觉，引申意思为民居，相关的英文

词汇还有 Shelter，Home，Dwelling 等。Architecture 一词可指建筑、营建、建筑学，既指人

造的环境，又指从事建造此环境的活动，也指研究建筑设计等的学科。因此，能够表明“建

筑”的所有含义的英文词汇是 Architecture。中文“建筑”的含义包含建筑物微观构造、中

观单体、宏观群体及城市村镇这些不同尺度范围的人造环境，建造这些人造环境的活动和

过程，以及研究建筑各方面理论的学科。 

1.2  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 

不论建筑如何发展变化，建筑功能、建筑技术、建筑形象这三者始终是构成一个建筑

的基本内容。公元前 1 世纪，古罗马一位名叫维特鲁威的建筑师提出了实用、坚固、美观

是构成建筑的三要素。 

1.2.1  建筑功能 

建筑可以按照不同的使用要求，分为居住、办公、文教、交通、医疗、展览、观演等

诸多类型，但各种类型的建筑都应该满足以下基本的功能要求。 

1. 人体活动尺寸的要求 

人在建筑所形成的空间里活动，人体的各种活动尺寸与建筑空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为了满足使用活动的需要，首先应该熟悉在建筑空间中人体活动的一些基本尺寸，如图 1-10

所示，这属于人体工程学的基本知识。又如图 1-11 所示的小学教室空间中体现的少年儿童

从事上课活动所需的基本尺寸问题，如座位排距、黑板高度、衣帽钩高度、门洞宽度等，

这些尺寸的合理确定是顺利进行小学课堂教学活动所必需的。 

 

图 1-10  人体活动的基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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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小学教室建筑空间设计中体现的儿童活动的基本尺寸问题 

2. 人的生理要求 

人的生理要求主要包括对建筑物的朝向、保温、隔热、防潮、隔声、通风、采光、照

明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满足人们在建筑空间中视、听、热舒适感所必需的条件，如

图 1-12 所示的是住宅建筑空间中各种反映人的生理要求的内容。随着社会物质技术水平的

提高，满足以上人的生理要求的可实现程度已经日益提高，比如，改进建筑材料的各种物

理性能以满足冬季保温、夏季隔热、隔声降噪等要求；使用机械通风，甚至智能控制辅助

或代替自然通风，以提高建筑室内热湿环境的舒适性等。 

 

图 1-12  住宅建筑空间设计中体现的人的生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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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过程和特点的要求 

人在各种功能类型的建筑中活动，而某些活动通常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或流程进行或展

开。为了保证人们活动的有序和顺畅，建筑中的流线组织和人员疏散效率十分重要。例如，

交通建筑设计的核心问题就是考虑旅客的活动规律和活动顺序中不同环节的功能特点和不

同要求，这样才能合理地安排好售票厅、公共大厅、候车室、进站口和出站口等各部分功

能空间之间的关系，如图 1-13 和图 1-14 所示。 

 

图 1-13  交通建筑中一般情况下旅客进站、出站活动顺序示意 

 

图 1-14  火车站交通流线与建筑空间分布示意 

此外，各种类型的建筑在使用上又常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如影剧院等观演建筑的

视看和听音要求较高、图书馆建筑的图书出纳管理、法院建筑中的羁押庭审、实验室建筑

对室内温湿度的要求和控制等，这些特点和要求直接影响着某类建筑的功能使用。 

1.2.2  建筑技术 

建筑的物质技术条件主要是指建筑用什么建造和怎样建造的问题，它一般包括建筑的

构造与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技术和建筑中的各种设备系统等。 

1. 建筑构造与结构 

构造是建筑的实体构配件组成及其连接关系。建筑物的主要构造组成有基础、墙或柱、

楼地层、楼电梯、屋顶、门窗等部分，分别起到了结构支撑、围护、分隔空间、交通联系

等作用。如基础、墙柱、楼地层、屋顶、楼梯等部分主要起到结构支撑的作用，同时墙柱、

楼地层、屋顶和门窗又具有分隔空间的作用，而外墙、屋顶、外窗具有围护作用(隔离室内

外环境)，楼电梯具有垂直交通联系的作用，门窗具有通行、采光、通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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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是建筑的骨架构造，如上面所说的基础、墙柱、楼地层、屋顶、楼梯等部分，它

们为建筑提供合乎使用的空间并承受建筑物的全部荷载，抵抗由于外界环境作用(如风雪、

地震、土壤沉陷、温度变化等)可能对建筑物引起的损坏。结构的力学性能和坚固程度直接

影响着建筑物的安全和寿命，如图 1-15 所示。 

 

      (a) 自然界生物与建筑的骨架结构类比         (b) 自然界作用力对建筑物的影响和损害 

图 1-15  建筑结构与外界环境对建筑结构的影响 

纵观人类建筑发展历史，柱梁板结构和拱结构是人类最早采用的两种建筑结构形式，

由于砖石等材料力学性能的局限，砖石属于脆性材料，抗压性能好，抗拉抗弯性能差，当

时不可能取得跨度很大的内部空间，这需要水平结构具有良好的抗弯性能。现代钢材和钢

筋混凝土材料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建筑结构的抗拉抗弯性能，故而使梁板和拱的跨度大大

增加，极大地扩展了建筑内部空间的尺寸，提高了空间处理和使用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柱

梁板结构和拱结构仍然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建筑结构形式，如图 1-16 所示。 

  

(a) 埃及古代神庙的石质柱梁板结构  (b)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钢筋混凝土柱梁板结构 

  

  (c) 中国古代长城的砖石拱结构  (d) 近现代游泳馆的钢筋混凝土拱结构 

图 1-16  柱梁板结构和拱结构实例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能够对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分析和计算，相继出现了

桁架、网架、悬挑和刚架结构(图 1-17、图 1-18)，以及薄壳、折板、悬索、充气薄膜等新型

结构，为建筑取得灵活多样的空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条件(这些大跨度建筑结构类型详

见 4.2 节)。 



 

 

10 

建筑概论01

 

图 1-17  桁架结构受力示意 

    

图 1-18  悬挑结构(左)和刚架结构(右)建筑示例 

2.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的发展更新对建筑结构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砖的出现使拱结

构得以发展[图 1-19(a)]，钢材和水泥的发明创造促进了高层框架结构与大跨度空间结构的发

展[图 1-19(b)]，而高分子聚合物薄膜材料则带来了面目全新的薄膜结构建筑，如图 1-19(c)

所示。 

    
(a) 古罗马大斗兽场的天然混凝土拱结构  (b) 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 

 
(c) 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 ETFE(乙烯-四氟乙烯)薄膜结构 

图 1-19  建筑结构材料带来建筑形态的发展变化 

材料对建筑的装修和构造也十分重要，如玻璃的出现给建筑的采光带来了方便

[图 1-20(a)]，油毡的出现解决了平屋顶的防水问题，麦秸秆、碎木屑等被利用制成门窗扇、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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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等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环保效益，如图 1-20(b)所示。 

     
                    (a) 现代玻璃幕墙                       (b) 麦秸秆门扇   

图 1-20  建筑功能材料 

建筑材料基本可分为天然和人工两大类，它们各自又包括许多不同的品种。为了“材

尽其用”，首先应该了解建筑对材料有哪些要求以及各种不同材料的特性，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常用建筑材料特性比较 

  特性 

材料 

便于 

移动性 
强度 耐久性 耐火性 胀缩性 

加工 

便易性 

维修 

便利性 
装饰性 防潮性 

保温 

隔热性 

木材 优 中 中 差 优 优 中 优 差 中 

胶合木 优 优 中 差 优 优 差 优 差 良 

砖砌体 中 优 良 优 良 中 优 中 良 良 

钢筋混

凝土 
差 优 优 优 优 差 优 中 优 中 

钢材 差 优 优 中 中 中 优 差 优 差 

铝材 优 优 优 优 良 良 良 优 优 差 
 

表 1-1 所示的结果可以简单归纳为：强度大、自重小、功能特性好和易于加工的材料是

理想的建筑材料。对天然材料或传统材料的人工革新改进，可以提高或完善它们的性能。

比如表 1-1 中木材与胶合木的比较，后者的强度大为提高。其他例如从实心砖到空心砖的发

展，既提高了保温隔热性能，又节约了材料；从混凝土到加气混凝土，既减轻了自重又提

高了保温隔热性能；从普通玻璃到钢化玻璃、镀膜玻璃，提高了强度、安全性能和隔热性

能。另外，在选用任何材料时，都应该注意就地取材，不能忽视材料的经济性问题。 

3. 建筑施工 

建筑物通过施工建造过程，把设计变为现实。建筑施工一般包含两个方面：①施工技

术，包括使用的施工工具和机械、施工方法与流程以及人的操作熟练程度等；②施工组织，

包括建筑材料的运输、施工进度的安排、资源和人力的调配等。 

由于建筑的体量庞大，类型繁多，同时又具有艺术创作的特点，人类建筑发展历史进

程中，建筑的建造施工长期处于手工业和半手工业状态，直到工业革命后带来社会生产力

的大发展，才促使建筑的建造施工逐渐开始向机械化、工厂化和装配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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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生产可以大大加快建筑施工的速度，但它们必须以设计的定型化为前提。现代

工业化建筑施工技术体系主要分为两类：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和现场浇注式建筑施工

技术。前者现场施工速度快、湿作业少，但构件连接节点多、结构抗震性能欠佳；后者现

场施工速度不如前者，湿作业多，但结构整体性好、抗震性能优越，如图 1-21 所示。 

建筑设计中的一切意图和设想，最后都要受到实际施工建造的检验。因此，建筑设计

工作者不但要在设计工作之前就周密考虑建筑的施工方案，而且应该在建筑的建造过程中

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施工情况，以便协同施工单位解决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a) 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      (b) 现场浇注式建筑施工技术 

图 1-21  现代建筑施工技术 

4. 建筑设备 

在建筑物中，尤其是现代建筑中，还有一些设备系统，例如，给排水、消防、采暖空

调、机械通风、电气照明、网络通信等，起着辅助完善建筑空间的使用功能、提高舒适性

等作用。这些设备系统需要建筑提供安置空间，还会有许多管道需要穿越建筑主体结构或

是其他构造部分，它们会占据一定的空间，形成相应的附加荷载，需要提供支承。 

1.2.3  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就是建筑的观感或美观问题，古今中外，凡是给人视觉印象深刻的建筑大都

具有优美的形象，如图 1-22 所示。 

     
                (a) 北京天安门城楼                            (b) 悉尼歌剧院 

图 1-22  中外著名建筑形象示例 

建筑在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环境的同时，又以其艺术形象影响着人们精神上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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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绘画通过颜色和线条表现形象，音乐通过音阶和旋律表现形象。那么，建筑通过哪些

手段表现形象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筑有可供使用的空间，这是建筑区别于其他造型艺术的最大特点。 

(2) 和建筑空间相对存在的是它的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形和线。 

(3) 建筑通过各种材料在光的作用下实际表现出它们不同的色彩和质感，绘画只能通过

纸、笔和颜料再现表现对象的色彩和质感。 

(4) 光线(天然光或人工光)和阴影能够加强建筑的立体感，从而增强它们的艺术表现力，

如图 1-23 所示。 

           

(a) 晴天光影效果强烈                    (b) 阴天光影效果平淡 

图 1-23  南开大学主教学楼 

此外，建筑形象问题还涉及地域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民族风格、社会思想意识等方

面的因素(图 1-24)，并不单是纯形式美观的问题。但是一个良好的建筑形象，却首先应该是

视觉形式美观的，在运用表现手法进行建筑立面与形体设计时应该注意一些基本的形式美

法则：主从关系、对比与微差、均衡与稳定、韵律与节奏、比例与尺度等(详见 7.2 节)。 

      

                    (a) 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                       (b) 法国巴黎圣母院 

图 1-24  不同地域、文化、社会的建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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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                (d) 意大利比萨大教堂 

图 1-24  不同地域、文化、社会的建筑形象(续) 

1.2.4  建筑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建筑功能、建筑技术、建筑形象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功能要求是建筑的主要目的，材料、构造、结构、施工、设备等建筑物质技术条件是

达到功能目的的手段，而建筑形象则是建筑功能、技术和艺术内容的综合表现。也就是说

三者的关系是目的、手段和表现形式的关系。其中功能居于主导地位，它对建筑的技术和

形象起着决定的作用。物质技术条件是实现建筑的手段，因而建筑的功能和形象都会受到

技术条件的制约。例如，对于体育馆建筑来说，由于有比赛和观赛的功能要求而需要带顶

棚的巨大空间，正是这种功能要求决定了体育馆建筑需要采用大跨度的结构体系作为它的

骨架，从而也决定了一座体育馆建筑的形体不可能是一个细高形体或板状形体。但是，如

果没有一定的结构技术和施工技术，体育馆的功能要求就难以实现，也无从表现它的艺术

形象。当然，建筑的艺术形象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同样的功能要求、同样的材料或技

术条件，由于设计的立意构思和艺术处理手法的不同，以及所处具体地域环境的差异，完

全可能产生出风格和品味各异的建筑艺术形象。 

建筑既是一项具有实际用途的物质产品，又是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精神产品。建筑与

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使其成为综合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与习俗、文化

与艺术、心理与行为等精神文明的载体，所以有人说建筑是活的史书。建筑艺术问题并不

仅仅是美观问题，它所具有的精神感染力是多方面的，是持久的和具有广泛受众基础的。

作为这样一种精神产品，它应当反映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为广大受众所喜爱；同时也要求

它具有个性，即具有单个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和创造性，这才能体现建筑的艺术性，否则建

筑就会沦为可以简单复制的工业制造品了。 

1.3  建 筑 空 间 

1.3.1  空间和人对空间的感受 

在大自然中，空间可以是无限的，但在周围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用各种

手段取得适合于自己需要的空间，如图 1-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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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伞下的私密空间          (b) 观众围合的自发空间 

 

(c) 野炊时地上铺的布或毯形成了一家人的领属空间 (d) 一堵墙界定了向阳和背阴两个不同感受的空间 

图 1-25  空间的营造和人对空间的感受 

空间就是容积，但空间并非“空”间，而是指人能活动于其间的由具体的实体构件围

隔而成的内外环境。它是和实体相对存在的，犹如太极中的阴阳相对概念，如图 1-26 所示。

人们对空间的感受是借助实体而得到的。人们常用围合或分隔的方法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空

间。空间的封闭和开敞程度是相对的。图 1-27 所示为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1929 年，

密斯·凡·德·罗设计)局部半封闭半开敞空间。各种不同形式的空间，可以使人产生不同

的感受。图 1-28 所示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入口门厅展示的曲线曲面形态围合的空间，给人

以动态、柔美之感，不同于常见的直线平面形态围合的空间给人的规整、严谨的感受。 

     

      图 1-26  太极图      图 1-27  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局部  图 1-28  中国国家大剧院入口门厅 

1.3.2  建筑空间 

建筑空间是一种人造或人工的空间。墙面、楼地面、屋顶、门窗等实体构件元素围合

成建筑的内部空间；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建筑物与周围环境中的树木、山峦、水面、街

道、广场等元素构成建筑的外部空间(图 1-29)。建筑以它所提供的各种空间满足着人们生产

或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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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哥特教堂高耸的内厅空间               (b) 现代城市广场外部空间 

图 1-29  建筑空间示例 

取得合乎使用要求的空间是建造建筑物的根本目的。强调空间的重要性和对空间的系

统研究是近现代建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近现代建筑日趋复杂的功能要求、建造技术

和材料科学的重大突破，为建筑师们对建筑空间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而使

得近现代建筑在空间功能和空间艺术两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首先，建筑类型与功能的多样化，促使空间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

根据其功能关系的不同，要对内部各空间的形状、大小、数量、彼此关系等进行一系列全

面合理的组织与安排，而墙体、楼地面、顶棚等实体界面则是获得这些空间的载体和手段。

因此可以说，建筑的空间组织是建筑功能的集中体现。 

其次，在建筑艺术表现方面，古典建筑尤其是西方古典建筑更倾向于把建筑视为一种

造型艺术，重在建筑的实体处理上，例如，建筑的立面风格、形体组合、构图比例、墙面

划分以至装饰细部等方面[图 1-30(a)]；而近现代建筑则更加强调建筑的空间意义，认为建

筑是空间的艺术，是由长、宽、高三个空间维度与人活动于其中的时间维度所构成的四维

时空艺术[图 1-30(b)]。空间是建筑艺术最重要的内涵，是建筑区别于其他造型艺术门类的

根本特征。 

     

            (a) 1552 年意大利圆厅别墅                       (b) 1936 年美国流水别墅   

图 1-30  不同时代的建筑艺术表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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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建筑空间与建筑功能的关系 

建筑空间是建筑功能的集中体现。建筑的功能要求以及人在建筑中的活动方式，决定

着建筑空间的大小、形状、数量及其组织形式(详见第 6 章)。 

1. 建筑空间的大小与形状 

建筑中最基本的使用单元是墙体、楼地面、顶棚所围合的单一内部空间，其大小与形

状是满足使用要求的最基本条件。假设把建筑比作一种容器，那么这种容器所容纳的便是

空间和人对空间的使用，根据功能使用合理地决定空间的大小与形状是建筑设计中的一个

基本任务。 

(1) 平面的大小与形状。 

由于平面是人活动所依托的界面，平面大小与形状决定着空间的长、宽两个维度，所

以在建筑设计中对空间形式的确定，大多由平面开始。在平面设计中，首先考虑该空间中

人的活动尺寸和家具设备的布置。 

矩形(长方形)平面是采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其长宽尺寸的乘积决定平面面积的大小，并

直接影响空间的容积。长与宽的比例关系则与空间的使用内容有重要的关系，通常情况下

长宽比例宜接近 1.5。矩形平面的优点是结构相对简单，易于布置家具或设备，面积利用率

高，便于房间组合，如图 1-31 和图 1-32 所示。 

 

图 1-31  旅馆双人标准间客房平面  

 

图 1-32  小型会议室平面 

圆形、半圆形、椭圆形、三角形、六角形、梯形等规则形状，以及某些不规则形状的

平面，多用于特定情况的建筑平面中(图 1-33)。如圆、椭圆形可用于过厅、餐厅等，大的圆

形、钟形、马蹄形平面常用于体育或观演空间，三角形、梯形、六角形等平面的采用则常

与建筑的整体布局和结构柱网有关。 

 

图 1-33  剧场观众厅平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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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剖面的大小与形状。 

剖面形状决定着空间的高、宽(或长)两个维度。同样，人的活动尺寸和家具设备的布置

是剖面设计的首要依据。 

在一般建筑中，空间的剖面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以矩形为主的，剖面的高度直接影响建

筑中楼层的高度。多层与高层建筑设计中，层高是一项重要的技术经济指标。在公共建筑

中某些重要空间的设计，如观演大厅、比赛大厅、购物大厅、中庭等，其剖面形状的确定

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设计内容，它或与特殊的功能要求有关，或出于设计者对空间艺术构思

的考虑，如图 1-34 所示。 

    

             (a) 杭州黄龙洞游泳馆内景                     (b) 黄龙洞游泳馆剖面 

图 1-34  建筑剖面形态示例 

应当注意，不能孤立地确定单一空间大小和形状，因为它们还要受到整个建筑的朝向、

采光、通风、结构形式以及建筑的整体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众多单一空间处于同

一建筑中时，如何对它们进行合理的组织，就是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2. 建筑空间的组织 

依照什么样的方式把若干单一空间组织起来，形成一幢完整的建筑，这是建筑设计中

的核心问题。决定这种组织方式的重要依据，就是人在建筑中的活动。按照人的活动要求，

可以对不同的空间属性进行如下划分。 

(1) 流通空间与滞留空间：如教学楼建筑设计中，走廊为流通空间，教室为滞留空间，

前者要求畅通便捷，后者则要求安静稳定，能够合理地布置桌椅、讲台、黑板等，以便进

行正常的教学活动。 

(2) 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如旅馆建筑设计中，餐厅、服务大厅等为公共空间，客房为

私密空间，而商店、餐饮、娱乐、健身、会议以及客房部分的走廊等又可被分为不同程度

的半公共或半私密空间。这些不同性质的空间应适当划分，私密半私密空间应避免大量的

人流穿行，公共空间内则应具有良好的流线组织和适当的活动分区。 

(3) 主导空间与从属空间：如剧场建筑中的观众厅与舞台为主导空间，休息厅、门厅、

化妆室、排练厅等为从属空间。观众厅是观众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舞台是演职人员主要的

活动场所，二者的形状、大小和位置的确定，对整个建筑的设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各从

属空间则应视其与主导空间的关系来确定其在整体布局中的位置，如门厅、休息厅应与观

众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化妆室、排练厅应与舞台空间联系紧密，而卫生间和管理办公等

用房则应相对隐蔽。 

为了便于形象化地理解，就建筑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组织形式而言，可以大致划分为以

下 4 种基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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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并列关系：各主要单一空间的功能相同或近似，彼此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时，常采

用并列关系的空间组织形式。如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等多以走廊为交通联系，各宿舍、

教室或办公室分布在走廊的两侧或一侧。 

(2) 序列关系：各单一空间在使用过程中，具有明确的先后顺序时，多采用序列关系的

空间组织形式，以便合理地组织人流，进行有序的活动。例如，候车楼、候机楼等交通建

筑以及博物馆、展览馆等类型的建筑中主要功能空间的组织就应采用序列关系。 

(3) 主从关系：各空间在功能上既相互依存又有明显的隶属关系，多采用主从关系的空

间组织形式。其各种从属空间多布置于主要空间周围，如图书馆建筑中的公共大厅与各个

不同性质的阅览室和书库，以及住宅建筑中的起居室与各卧室和餐厅、厨房的关系等，都

应为主从关系。 

(4) 综合关系：在功能较为复杂的综合性建筑中，常常以上述某一种基本关系的空间组

织形式为主，同时具有其他基本关系的组织形式。例如，大型旅馆建筑中，客房部分为并

列关系，入口大厅及其周围的商店、餐饮、休息等空间为主从关系，厨房部分则可能表现

为序列关系。又如单元式住宅，就各分户单元而言为并列关系，而各分户单元内部则表现

为以起居室为中心的主从关系。 

上述 4 种基本关系的空间组织形式示意如图 1-35 所示。 

    

       (a) 并列关系           (b) 序列关系          (c) 主从关系         (d) 综合关系  

图 1-35  建筑空间的组织形式 

1.4  建筑构造组成 

围合形成建筑空间的实体构配件就是建筑构造所要研究的对象。建筑物的基本构造组

成有基础、墙或柱、楼地层、楼梯、屋顶、门窗六大部分，每一个构造组成部分又包括若

干构造层次(包括结构层和功能层)和连接节点，其中墙、柱、梁、楼板、屋架等承重结构层

称为建筑构件，结构力学计算分析保证受力安全是其核心任务(建筑结构是独立学科)；而屋

面、地面、墙面、顶棚、门窗、栏杆等功能层称为建筑配件，建筑构造设计研究的重点主

要是建筑配件。综合起来讲，建筑物的六大基本构造组成部分起着承重、围护和分隔空间

的作用，其中围护作用主要包括保温、隔热、隔声、防水、防潮、防火等，如图 1-36 所示。 

建筑物除以上六大基本构造组成外，还有其他附属构造组成部分，如阳台、雨篷、台

阶、散水、电梯、自动扶梯等，如图 1-37 所示。阳台是多层与高层建筑中特殊的组成部分，

是室内外环境的过渡空间，同时对建筑外部造型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雨篷是设置在建筑出

入口上部的挡雨设施。台阶是建筑出入口处室内外高差之间的交通联系部件。散水是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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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外墙接近室外地面处的排水设施。阳台、雨篷与楼板层的构造相似，台阶、散水与室外

地面的构造相似。电梯、自动扶梯则属于垂直交通设施，它们的安装有各自对土建技术的

要求。在露空部分如阳台、回廊、楼梯梯段临空处、上人屋顶周围等处，要对女儿墙、栏

杆扶手高度提出具体的设计要求，以保证人员的活动安全。 

 

          (a) 墙承重结构体系                              (b) 框架结构体系 

图 1-36  两大常用结构体系的建筑构造组成 

   

           (a) 阳台                 (b) 雨篷和台阶                 (c) 散水和落水管 

   

        (d) 电梯                  (e) 自动扶梯                (f)上人屋顶上的女儿墙、栏杆扶手 

图 1-37  建筑物附属构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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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基础 

地基和基础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不同概念。地基是承受由基础传递的荷载的土层，不属

于建筑物的构造组成部分。地基承受建筑物荷载而产生的应力和应变是随着土层深度的增

加而减小的，在达到一定的深度以后就可以忽略不计。地基分为天然地基与人工地基。天

然土层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不需经过人工加固，可以直接在其上部建造建筑物，这种土

层就是天然地基。当土层的承载力较差或虽然土层质地较好，但建筑物上部荷载过大时，

为了使地基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应对土层进行加固，这种经过人工处理的土层称为人工

地基。人工加固地基的常用方法有压实法、换土法和桩基法。 

1. 压实法 

利用重锤夯打、压路机碾压和振动法将土层压实。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对提高地基承

载力收效较大。 

2. 换土法 

当地基土为淤泥、冲填土、杂填土及其他高压缩性土时，应采用换土法。换土所用材

料应选用中砂、粗砂、碎石或级配石等空隙大、压缩性低、无侵蚀性的材料。换土范围应

由计算确定。 

3. 桩基法 

在建筑物荷载大、地基土又较松软时，一般应采用桩基。桩基由承台和桩柱两部分组

成。桩端落位于较深的有足够承载力的地基土层上。 

基础是建筑物埋在地面以下的与地基直接接触的垂直承重构件，它承受建筑物上部结

构传下来的全部荷载，并把这些荷载连同本身的自重传递给地基。因此基础必须坚固稳定，

安全可靠。 

建筑物基础类型按其形式不同可分为独立基础、条形基础(图 1-38)和联合基础。独立基

础常用于地基承载力较好的框架结构柱的下部支撑，条形基础常用于地基承载力较好的墙

承重结构体系中承重墙的下部支撑；联合基础包括柱下条形基础、柱下十字交叉基础、板

式筏形基础、梁板式筏形基础、箱形基础等类型(图 1-39)。当建筑物的荷载较大或地基承载

能力较差时，一般采用各种形式的联合基础，高层及超高层建筑多采用箱形基础。 

 

               (a) 独立基础                               (b) 条形基础 

图 1-38  独立基础和条形基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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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柱下条形基础 (b) 柱下十字交叉基础 (c) 板式筏形基础 (d) 梁板式筏形基础 (e) 箱形基础 

图 1-39  联合基础形式 

1.4.2  墙体 

在不同结构体系的建筑中，屋顶、楼地层等水平构件部分所承受的活荷载以及它们的

自重，分别通过支承它们的竖向构件即墙(墙承重结构体系)或柱(框架结构体系)传递到基础

上，再传给地基。墙体或柱子要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具有保温、隔热、隔声、防火、

防水的能力。 

墙体依其在建筑物中所处位置的不同，有外墙和内墙之分。凡位于建筑物周边的墙称

为外墙，凡位于建筑内部的墙称为内墙。从对于建筑空间围合的作用来说，外墙属于房屋

的外围护结构，起着界定室内外空间，以及遮风、挡雨、保温、隔热、保护室内空间环境

的作用；内墙则用来水平向分隔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又有横墙和纵墙之分。其中，凡沿建

筑物短轴方向布置的墙称横墙，不论建筑物是否采用坡屋顶，横向外墙又常称为山墙；凡

沿建筑物长轴方向布置的墙称纵墙，纵墙有内纵墙与外纵墙之分，如图 1-40 所示。在一片

墙上，窗与窗或门与窗之间的墙称为窗间墙；窗洞下部的墙称为窗下墙或窗肚墙，凸出于

屋顶之上的墙称为女儿墙。 

 

图 1-40  墙体的位置名称 

墙体按照结构受力情况分为承重墙与非承重墙。墙承重结构建筑的承重墙，起着承重、

围护与分隔空间的作用；骨架承重结构(民用建筑中最常用的为框架结构)建筑中柱子是承重

构件，墙体为非承重填充墙，只起围护与分隔空间的作用，设置灵活。非承重墙又分为自

承重墙和非自承重墙。自承重墙仅承受自重，并将自重传递给下部基础。非自承重墙又分

为隔墙、填充墙和幕墙，均属于轻质墙体。隔墙的自重传递给下部楼地层，主要作用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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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建筑的内部空间。填充在骨架承重体系结构柱和梁之间的墙称为填充墙，填充墙的自重

传递给下部框架梁。幕墙一般是指悬挂于建筑物外部骨架外或楼板间的轻质外墙，按材料

分为玻璃幕墙、金属幕墙和石材幕墙，幕墙的自重传递给上部骨架或楼板层结构。处于建

筑物外墙位置上的填充墙和幕墙还要承受风荷载和地震荷载。 

根据建造材料的不同，墙体还可分为砖墙、石墙、土墙、砌块墙、混凝土墙以及其他

用轻质材料制作的墙体。其中黏土砖虽然是我国传统的墙体材料，但它越来越受到材源的

限制，我国有很多地方已经限制在建筑中使用实心黏土砖。石材和生土往往只是作为地方

材料在产地使用，价格虽低但加工不便。砌块墙是砖墙的良好替代品，由多种轻质材料和

水泥等制成，例如，加气混凝土砌块、陶粒混凝土砌块等。混凝土墙则一般采取现场浇筑

的方式施工，在高层建筑中应用广泛。 

按照构造形式不同，墙体可分为实体墙、空体墙和组合墙 3 种，如图 1-41 所示。实体

墙由单一材料组成，如实心黏土砖墙、实心砌块墙等。空体墙也是由单一实心材料组成的，

可以由单一材料砌成内有空腔的形式，如空斗黏土砖墙，也可用具有孔洞的预制材料建造

墙体，如空斗砌块墙。组合墙是由两种以上材料组合而成，如实心砖墙承重，聚氨酯泡沫

板或岩棉保温复合墙体。 

     

        (a) 实体墙                   (b) 空体墙                   (c) 组合墙 

图 1-41  墙体的构造形式 

1.4.3  楼地层 

楼地层是建筑的主要水平构造部分，其主要作用是为使用者提供在建筑物中活动所需

要的各种平面，以及将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荷载(如家具、设备、人体自重等荷载)传递到支承

它们的垂直构件上去，同时又对墙体或柱子起着水平支撑作用，以减弱风荷载等侧向水平

力的作用。此外，楼地层还起着沿建筑物的高度方向分隔空间的作用。楼地层包括楼板层

和地坪层，楼板层分隔上下楼层空间，一般由顶棚、结构层和面层组成；地坪层分隔大地

和底层空间，一般由素土夯实、垫层和面层组成，附加层根据特殊功能需要设置，如保温、

吸声等，如图 1-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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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预制楼板结构层的楼板层 (b) 现浇楼板结构层的楼板层        (c) 地坪层 

图 1-42  楼地层的构造组成 

对于楼地层的构造，首先应满足坚固方面的要求。任何建筑的楼地层均应有足够的强

度，能够承受自重的同时，又能承受不同要求的使用荷载而不致损坏。同时还应有足够的

刚度，如在规范荷载的作用下，不超过规定的挠度变形，在规范允许的力的作用下不发生

显著的振动，整体结构保证建筑的稳定性。其次，楼地层要考虑隔声方面的问题，即楼地

层上下空间对听觉的私密性要求。声音的传播包括空气传播和固体传播，建筑中隔绝空气

传声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避免出现楼地层的缝隙、孔洞，还可增加楼板层的容重，或采用

层叠结构。至于固体传声，主要是要防止楼板面层获得过多的冲击能量，可利用富有弹性

的面层材料吸收一些冲击能量，同时在结构或构造上采取刚性间断的方式来隔绝固体传声。

最后，楼地层在热工和防火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在不采暖的建筑中，楼地层的面层要注

意避免采用吸热指数过大的材料，以免冬季容易传导人足部的热量，使人体感到不舒适。

在采暖建筑中，地板、地下室楼板、阁楼屋面等处应设置保温隔热材料，尽量减少热量散

失。楼地层还应尽量采用耐火与半耐火材料，并注意防腐、防蛀、防潮处理，最终达到坚

固耐用的目的。 

地坪层是底层房间与地基土层直接接触的部分，上部是室内空间，下部是地基土。它

承受底层房间的荷载，要求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并具有防潮、防水、保暖、耐磨的性

能，常用混凝土材料作为垫层。一般地坪层和建筑物室外场地有密切的关系，要处理好地

坪与台阶及建筑物周边场地的关系，使建筑物与场地交接明确，整体和谐。 

楼板层上下两侧均为室内空间。不同材料的建筑，楼板层的做法也不相同(图 1-43)。木

结构建筑多采用木楼板，板跨 1 m 左右，其下用木梁支承；砖混结构建筑常采用预制或现

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板跨约为 3～4 m，用墙或梁支承；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建筑多为

交叉梁板式楼板；钢框架结构的建筑则适合采用压型钢衬板组合楼板，其跨度可达 4 m。作

为楼板，要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同时还要求具有隔声、防潮、防水的能力。 

       

                (a) 木楼板         (b) 预制钢筋混凝土楼板     (c)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图 1-43  楼板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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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现浇交叉梁板式钢筋混凝土楼板                 (e) 压型钢衬板组合楼板 

图 1-43  楼板层类型(续) 

1.4.4  楼梯 

楼梯是建筑物内各个不同楼层之间上下联系的主要垂直交通设施。楼梯应做到上下通

行方便，有足够的通行宽度和疏散能力，包括人行及搬运家具设备；并应满足坚固、耐用、

安全、防火和美观要求。 

楼梯无论形式如何，都是由梯段、平台及栏杆扶手三部分组成的，如图 1-44 所示。 

 

图 1-44  楼梯的构造组成 

1. 梯段 

梯段是联系两个不同标高平台的倾斜构件，一个梯段又称为一跑。梯段由若干踏步组

成，踏步又分为踏面(供行走时踏脚的水平部分)和踢面(形成踏步高差的垂直部分)。楼梯的

坡度大小就是由踏步尺寸决定的，即踏面的宽度和踢面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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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 

平台指连接两个梯段之间的水平部分。平台用来供楼梯转折改变行进方向、连通某个

楼层或供使用者在攀登了一定的高度后稍作休息。平台的标高有时与某个楼层相一致，有

时介于两个楼层之间。与楼层标高相一致的平台称为楼层平台或正平台，介于两个楼层标

高之间的平台称为中间平台或半平台。 

3. 栏杆扶手 

栏杆扶手是设在梯段及平台临空边缘的安全保护构件。栏杆分为空心栏杆和实心栏杆

两种，实心栏杆又称栏板；扶手是附设于栏杆或栏板顶部的连续构件，供人依扶之用。扶

手也可附设于墙上，称为靠墙扶手。 

楼梯的形式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是直跑楼梯，直跑楼梯又可分为单跑和多跑，层高小

的建筑可设单跑，层高大的建筑需多跑。楼梯形式中最常见的是双跑并列成对折关系的楼

梯，又称平行双跑楼梯，因为这种形式最节省面积并能缩短人流行进距离。如果相邻梯段

之间成角度布置(常见为 90°)，就形成折角式楼梯，折角式楼梯又分单方向的折角和双分折

角。另外，剪刀式楼梯可提供双向通行选择，圆弧形楼梯以及内径较小的螺旋形楼梯的曲

线造型景观作用突出，这些都是楼梯的常用形式，如图 1-45 所示。 

 

图 1-45  楼梯形式示意 

在层数较多或有特殊需要的建筑物中，往往设有电梯或自动楼梯，但同时也必须设置

楼梯用作交通和防火疏散通路。 

1.4.5  屋顶 

屋顶是建筑最上部的围护覆盖部分。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承受作用于屋顶上的风

荷载、雪荷载和屋顶自重等，起承重作用；二是抵御自然界的风、雨、雪、太阳辐射热和

冬季低温等的影响，起围护作用。因此屋顶具有不同的类型和设计要求。同时，屋顶的形

式对建筑物的造型形态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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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根据其外形一般可分为平屋顶、坡屋顶和其他形式的屋顶。 

1. 平屋顶 

平屋顶通常是指屋顶坡度小于 5 %，最常用的是坡度为 2%~3 %的屋顶，这是目前应用

最广泛的一种屋顶形式，大量民用建筑多采用与楼板层基本类似的结构布置形式的平屋顶。

根据屋顶与外墙的交接关系与造型，一般可分为图 1-46 所示的四种形式。 

 
       (a) 挑檐平屋顶         (b) 女儿墙平屋顶    (c) 挑檐女儿墙平屋顶     (d) 盔顶平屋顶 

图 1-46  平屋顶形式 

2. 坡屋顶 

坡屋顶通常是指屋顶坡度在 10%以上的屋顶，坡屋顶是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采用的

屋顶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构造不同，常见的形式有：单坡、双坡、四坡屋顶，硬

山及悬山屋顶，卷棚、歇山及庑殿屋顶，圆形或多边形攒尖屋顶等，如图 1-47 所示。即使

是一些现代建筑，在考虑到景观环境或建筑风格的要求时，也常采用现代材料构建坡屋顶。 

 
            (a) 单坡         (b) 双坡硬山          (c) 双坡悬山    (d) 四坡悬山 

 
             (e) 卷棚            (f) 庑殿             (g) 歇山       (h) 圆攒尖 

图 1-47  坡屋顶形式 

坡屋顶中常用的承重结构有横墙承重、屋架承重和梁架承重三种类型，如图 1-48 所示。 

 

               (a) 横墙承重              (b) 屋架承重              (c) 梁架承重 

图 1-48  坡屋顶的承重结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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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形式的屋顶 

随着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屋顶，如图 1-49 所示，有悬挑屋顶、

拱屋顶、桁架屋顶、网架屋顶、折板屋顶、薄壳屋顶、悬索屋顶、膜结构屋顶等。这些屋

顶形式与大跨度屋顶结构体系密不可分，关于大跨度建筑屋顶结构体系的知识将在 4.2 节详

细论述。 

    

(a) 悬挑结构                     (b) 拱结构 

    

(c) 桁架结构                      (d) 网架结构 

   

(e) 折板结构                       (f) 薄壳结构 

图 1-49  其他形式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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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悬索结构                         (h) 膜结构 

图 1-49  其他形式的屋顶(续) 

1.4.6  门窗 

门和窗均是建筑物的重要构造组成部分。门在建筑中的作用主要是交通联系，并兼有

采光、通风的作用；窗在建筑物中主要是采光并有通风的作用。它们还兼有分隔和围护的

作用。同时门窗的形状、尺寸、排列组合以及材料，对建筑的整体造型和立面效果影响很

大。在构造上，门窗还应具有一定的保温、隔声、防雨、防火、防风沙等能力，并且要开

启灵活、关闭紧密、坚固耐用。 

关于常用门窗的材料，框材一般为木、钢、铝合金、工程塑料等，芯材一般为玻璃，

如图 1-50 所示。 

           

      (a) 木门窗                 (b) 空腹钢窗          (c) 铝合金门窗        (d) 塑钢门窗 

图 1-50  不同材料的门窗 

1. 门 

根据门开启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平开门、弹簧门、推拉门、折叠门、转门、上翻门、

升降门、卷帘门等。 

平开门如图 1-51(a)所示，具有构造简单，开启灵活，制作、安装和维修方便等特点。

有单扇、双扇和多扇，内开和外开等形式，是建筑中使用最广泛的门。 

弹簧门如图 1-51(b)所示，其形式与普通平开门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用弹簧铰链或地弹

簧代替普通铰链，开启后能自动关闭。单向弹簧门常用于有自动关闭要求的房间，如卫生

间的门。双向弹簧门多用于人流出入频繁或有自动关闭要求的公共场所，如公共建筑门厅

的门等。双向弹簧门扇上通常应安装玻璃，供出入的人相互观察，以免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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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门如图 1-51(c)所示，开启时门扇沿上下沿设置的轨道左右滑行，通常为单扇和双

扇，开启后门扇可隐藏于墙内或悬于墙外。开启时不占空间，受力合理，不易变形，但难

以关闭严密，构造也较复杂，故多用作工业建筑中的仓库和车间大门。在民用建筑中，一

般采用轻便推拉门分隔居室内部空间。 

折叠门如图 1-51(d)所示，门扇可拼合，折叠推移到门洞口的一侧或两侧，少占房间的

使用面积。一侧两扇的折叠门，可以只在侧边安装铰链，一侧三扇以上的折叠门还要在门

的上边或下边安装导轨及转动五金配件。 

转门如图 1-51(e)所示，是三扇或四扇门用同一竖轴组合成夹角相等、在弧形门套内水

平旋转的门，对防止室内外空气对流有一定的作用。它可以作为人员进出频繁，且有采暖

或空调设备的公共建筑的外门，但不能作为疏散门。在转门的两旁还应设平开门或弹簧门，

以作为不需要空气调节的季节或大量人流疏散之用。转门构造复杂，造价较高，一般情况

下不宜采用。 

上翻门如图 1-51(f)所示，特点是充分利用上部空间，开启时门扇不占用室内使用面积，

五金及安装要求高。它适用于不经常开关的门。 

升降门如图 1-51(g)所示，特点是开启时门扇沿轨道上升，它不占室内使用面积，常用

于空间较高的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 

卷帘门如图 1-51(h)所示，是由很多金属页片连接而成的门，开启时，门洞上部的转轴

将金属页片向上卷起。它的特点是开启时不占室内使用面积，但加工复杂，造价高，常用

于不经常开关的商业建筑的大门。 

 

图 1-51  门的类型 

门的尺寸通常是指门洞的高、宽尺寸。门作为交通疏散通道，其洞口尺寸根据通行、

搬运及与建筑物的比例关系确定，并要符合建筑模数的规定。 

一般民用建筑门洞的高度不宜小于 2100 mm。如门设有亮子(门扇上方的窗)时，亮子

高度一般为 300～600 mm，门洞高度则为门扇高加亮子高，再加门框及门框与墙间的构造

缝隙尺寸，即门洞高度一般为 2400～3000 mm。公共建筑大门高度可根据美观需求适当提

高。门的宽度：单扇门为 700～1000 mm，双扇门为 1200～1800mm。宽度在 2100 mm 以上

时，可设成三扇、四扇门或双扇带固定扇的门，因为门扇过宽易产生翘曲变形，同时也不

利于开启。次要空间(如浴厕、储藏室等)门的宽度可窄些，一般为 700～800 mm。 

以木门为例，一般由门框和门扇两部分组成。门框又称门樘，由上槛、中槛(中横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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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框等部分组成，多扇门还有中竖框。门扇由上冒头、中冒头、下冒头和边梃等组成。

为了通风采光，可在门的上部设亮子，亮子有固定、平开及上、中、下悬等开启方式。门

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常用木条盖缝，称筒子板和贴脸板。门上还有五金零件，常见的有铰

链、门锁、插销、拉手、门吸等，如图 1-52 所示。 

 

图 1-52  门的构造组成 

2. 窗 

窗根据开启方式不同可分为平开窗、悬窗、立转窗、推拉窗、固定窗等，如图 1-53

所示。 

平开窗有内开和外开之分。它构造简单，制作、安装、维修、开启等都比较方便，在

建筑中应用较广泛，如图 1-53 (a)所示。 

悬窗根据旋转轴的位置不同，分为上悬窗、中悬窗和下悬窗。上悬窗和中悬窗向外开，

防雨效果好，且有利于通风，尤其用于高窗，开启较为方便；下悬窗应用较少，如图 1-53 (b)～

(d)所示。 

立转窗的窗扇可沿竖轴转动。竖轴可设在窗扇中心，也可以略偏于窗扇一侧。立转窗

的通风效果好，如图 1-53 (e)所示。 

推拉窗分为水平推拉窗和垂直推拉窗。水平推拉窗需要在窗扇上下设轨槽，垂直推拉

窗要在窗扇左右两侧有滑轨及平衡措施。推拉窗开启时不占室内外空间，窗扇和玻璃的尺

寸可以较大，但它不能全部开启，通风效果受到影响。铝合金窗和塑钢窗常选用推拉方式，

如图 1-53 (f)～(g)所示。 

固定窗为不能开启的窗，主要用来采光，玻璃尺寸可以较大，如图 1-53 (h)所示。 

窗主要由窗框和窗扇两部分组成。窗框又称窗樘，一般由上框、下框、中横框(中槛)、

中竖框及边框等组成。窗扇由上冒头、中冒头(窗芯)、下冒头及边梃组成。根据镶嵌材料的

不同，有玻璃窗扇、纱窗扇和百叶窗扇等。平开窗的窗扇宽度一般为 400～600 mm，高度

为 800～1500mm，窗扇与窗框用五金零件连接，常用的五金零件有铰链、风钩、插销、拉

手及导轨、滑轮等。窗框与墙的连接处，为满足不同的要求，有时加贴脸、窗台板、窗帘

盒等，窗的构造组成如图 1-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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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3  窗的类型                       图 1-54  窗的构造组成 

思  考  题 

1. 建筑的概念内涵包含哪几方面？建筑物与构筑物的区别是什么？ 

2. 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都有哪些？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3. 建筑基本的功能要求体现在哪几方面？ 

4. 建筑技术都包含哪些方面？ 

5. 建筑形象的表现手段都有哪些？ 

6. 何为建筑的内部空间？何为建筑的外部空间？ 

7. 根据空间属性的不同，建筑空间可分为哪几种类型？ 

8. 建筑空间的组织形式有哪些？各自的特征是怎样的？ 

9. 建筑的基本构造组成部分有哪些？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10. 什么是墙承重结构体系？什么是框架结构体系？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11. 什么是地基？什么是基础？人工加固地基的常用方法有哪些？常见的基础形式有

哪些？ 

12. 墙体按照结构受力情况分为哪些类型？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13. 楼地层的基本构造组成是怎样的？压型钢板组合楼板的基本构造组成有哪几部分？ 

14. 楼梯由哪几部分基本构造组成？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15. 屋顶根据其外形分为哪几类？其中坡屋顶的常见形式有哪些？坡屋顶承重结构的

类型有哪几种？ 

16. 门和窗的基本构造组成有哪些？门和窗的开启方式有哪些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