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绪论

重点及难点
1. 了解模型的概念。

2. 了解模型的起源及发展。

3. 掌握模型的分类及特征。

1.1 模型概述

1.1.1 模型的概念

模型一般分为实体模型（具有质量和体积的实体物件）和虚拟模型（通过数字表现

的、用电子数据构成的形体）。宋代的《说文解字》中曾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模型概 

念：“以木为法曰‘模’，以土为法曰‘型’。”在营造构筑之前，利用直观的模型

来权衡尺度，虽盈尺而尽其制。

第 1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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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涉及的模型即为实体模型。建筑与环境艺术模型是指以艺术的表现手法展

现出来的建筑实体模型和室内、景观环境模型。建筑与环境艺术模型是在遵循建筑原

有比例结构的基础之上，按照一定的微缩比例，将二维的图纸转换为三维的立体空间

形式。它一般采用易于加工与切割的材料，建筑模型重在表现建筑形态、建筑结构、

建筑色彩三者之间的关系。贵阳的山水城市是马岩松 MAD事务所设计的城市综合体

项目，通过吹塑板将建筑的外部结构和肌理完整地表现出来，让人有着更加直观的视

觉感受，如图 1-1所示。室内环境模型着重表现室内空间关系、材质、色彩等。图 1-2

所示为哈佛大学建筑学专业小住宅设计课程学生的作业，学生需要通过模型制作和设

计来推敲内部空间与家具（软装）之间的联系。图 1-3所示为室内的铺地材料、家具

陈设。室外景观模型则重点表现植物配置关系，铺装材质、水体、地形等。图 1-4所

示为某公司制作的景观环境模型，通过地面材质铺贴、水体表现、植物色彩搭配、灯

光等素材以等比例的形式还原了优美的园林环境。

   

         图 1-1 建筑模型（贵阳·山水城市）            图 1-2 建筑及室内环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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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室内环境模型 图 1-4 景观环境模型 

1.1.2 模型学习的目的和意义

模型制作的目的，不仅是供业主（甲方）和管理者审查、论证，而且是创作者、

设计者研究自己作品的直观表现手法，并成为建筑设计的重要手段。模型制作使创作

构思获得一种具体形象化的表现，它比图纸更具有空间感，加上匹配的相关周围环境，

更能增强设计师的整体环境意识。通过建筑、室内及景观模型的制作，可研究设计本

身的功能、空间的比例和色彩等诸方面关系。因此，模型是环境及建筑设计的重要辅

助手段。

1.2 模型的起源及发展脉络

几个世纪以来，实体模型一直都是建筑学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工具。模型使得设

计者和客户可同时探究设计方案的规划图、侧视图和透视图。实体模型可模拟不同建

筑之间的空间关系，从而探究其建造系统。即使在超高质量渲染和虚拟现实（VR）已

经普及的现代，实体模型在建筑的设计、展示和表现上也经得起考验。无论是 5分钟

速成的纸制模型，还是精心雕刻的木制模型，用心选择材料都可以改变建模过程，使

设计师保持抽象的思维并测试结构的物理特性。

扫一扫 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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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模型的起源

我国在封建社会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建筑模型的雏形，其最早的含义是浇筑的型样

（铸型），用于供奉神灵的祭品放置在墓室中。我国最早的建筑模型是汉代的“陶楼”，

它作为一种“明器”随葬于地下。这种陶楼采用土坯烧制而成，外观与木结构楼阁的

造型十分相似，雕梁画栋，制作精美，但其仅用于祭祀，与同时期的鼎、案、炉等祭

祀器物没有太大区别。

环境模型最早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是在军事领域，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

公元 32年，汉光武帝征讨陇西的隗嚣，召名将马援商讨进军战略，马援对陇西一带的

地理情况很熟悉，就用米堆成了一个类似的地形模型，以便在战术上进行详细分析。

1.2.2 古代模型的发展

唐代以后，仍有明器存在，但是建筑设计和施工都形成了规范，朝廷下属工部

主导建设、营造、掌握设计和施工的专业技术人员被称作“都料”。凡大型建筑工 

程，除了要绘制地形图、界画之外，还要求根据图纸制作模型，著名的赵州桥就是

典型的案例。这种营造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17世纪末，南方匠人雷发达到北京参

加营造宫殿的工作。因为技术高超，他很快就被提升担任设计工作。从他起，一共

八代直到清朝末年，主要的皇室建筑如宫殿、皇陵（见图 1-5）、圆明园、颐和园

等都是雷氏负责设计和修建的，这个世袭的建筑师家族被称为“样式雷”。雷氏家

族几代人任职样式房“长班”，历时 200多年，家藏流传下来的建筑模型诸多，称

为“样式雷”烫样。雷氏家族进行建筑设计方案，都按 1/100或 1/200的比例先制

作模型小样进呈内廷，以供审定。模型多由木条、纸板等最简单的材料制作而成，

包括亭台楼阁、庭院山石、树木花坛、水池船坞和室内陈设等几乎所有的建筑构件。

这些烫样按不同的比例放置在合适的模型中，根据设计进行布局，烫样可以随意拆

卸、灵活组装，使得建筑布局与空间一目了然，可以更好地指导施工。经过反复推敲，

皇帝批准之后才可以进行最后的施工。样式雷图档的存世证明中国古代建筑绝不完

全是靠工匠的经验修建而成，它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设计水平，也填补

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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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样式雷”烫样

1.2.3 现代模型的发展

1811年，普鲁士王国的文职军事顾问冯·莱斯维茨首次用泥胶制作了一个比

较精巧的战场模型，他使用不同的颜色将模型中的道路、河流、树林、建筑分别标

示出来，并使用不同的小瓷块代表军队和武器，将其陈列于波茨坦皇宫中用于军事

研习。后来，莱斯维茨的儿子对这个沙盘进行了改进，以沙盘、地图标示地形、地

貌，并依照实战方式进行模拟演练、战略规划，这就是现代沙盘作业的雏形。从 19

世纪末到 20世纪初，沙盘主要用于军事领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广泛应

用于民用领域。



06

  建筑与环境艺术模型制作（微课版） 

在西方建筑设计领域，模型作为辅助设计始于 19世纪后期，西班牙建筑师高

迪于 1906年至 1912年设计米拉公寓的时候就使用模型辅助设计。20世纪 20年代，

现代主义建筑崛起，再次将模型设计推向新的台阶。包豪斯设计团队和以现代主义

建筑四大师之一的勒·柯布西耶（见图 1-6）为代表的建筑师们逐渐意识到实体建

筑模型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逐渐将其纳入设计和教学领域。另一位现代主义建

筑大师密斯·凡德罗也对模型非常钟爱，图 1-7所示为他和他的皇冠大厅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模型设计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第一时

期是在北京“十大建筑”（见图 1-8）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建筑模型为建筑师设

计和构思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在新中国城市规划过程中，模型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见图 1-9）。第二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起，

建筑模型和户型模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应用。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模型并非

单独的行业，只是广告公司的附属产业，直到 1992 年深圳出现了专门从事建筑

模型设计制作的公司，其业务逐渐发展到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成为一个独立

的行业。建筑模型和展示模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房地产商推销展示楼

盘的主要工具。图 1-10 所示为万科金悦府的沙盘模型，将建筑形态和小区景观制

作得十分精巧。图 1-11 展示的别墅户型模型，将室内装饰装修和生活场景展现得

淋漓尽致。第三时期是当今模型发展时期，模型制作采用现代科技，既大大提升

了工作效率，也合理整合了人力资源，将员工分为若干小组，如电脑制图组、景

观制作组、配景制作组、电工组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作流水线，各小组各司

其职，制作出优秀的模型作品。

在当代高校课程教学改革背景下，很多院校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已经不仅

仅是指导学生完成等比例的建筑或室内外环境手工模型制作，而是将其作为一件

艺术品来设计，在了解建筑及环境空间尺度的同时，强调整体环境的营造，从材

料、色调、素材选择上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图 1-12为高校学生的作品，将其设

计的建筑以 1∶ 200的比例制作出来放置在一片红枫林的小山坡之上，整体色调 

统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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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研究模型设计的勒·柯布西耶 图 1-7 密斯·凡德罗和他的皇冠大厅模型 

图 1-8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十大建筑”

 

          图 1-9 1954 年西安老城区沙盘模型           图 1-10 万科金悦府沙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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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1 别墅户型模型 图 1-12 建筑艺术模型 

1.3 模型的分类

模型的种类繁多，但是无论哪种模型都是平立面的转化，即把在绘图板上设计出

的平面图、立面图垂直发展成为三维空间形体来较形象地表达建筑或室内外环境。

1.3.1 按功能和用途分类

按照不同的功能和用途可以将模型分为建筑模型（见图 1-13）、城市规划模型（见

图 1-14），园林景观模型（见图 1-15）、室内环境模型（见图 1-16）等。

 

 图 1-13 建筑模型 图 1-14 城市规划模型  

扫一扫 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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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5 园林景观模型 图 1-16 室内环境模型  

1.3.2 按制作深度分类
按照模型制作的深度可以将模型分为初步模型（见图 1-17、图 1-18）、标准模型

（见图 1-19）和展示模型（见图 1-20）。它们对应于设计图的三个阶段，即方案阶段、

扩初阶段和施工图阶段。

 

 图 1-17 建筑初步模型 图 1-18 城市规划初步模型

 

 图 1-19 建筑设计标准模型 图 1-20 展示模型

初步模型，是设计者根据基本要求构思出空间结构印象作出初步草图。初步草图

可以是平面图，也可以是立面图，然后以此为基础，横向或纵向发展，形成建筑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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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立体形式。按照这些图纸就可以作出初步模型即为空间构成模型。

标准模型，又称为表现模型，是在初步模型和方案完成后所使用的模型，它较前

述模型对建筑物有更细致的刻画，对设计者的思想有更进一步的表达。标准模型必须

严格按照一定的比例制作，以便核算标准的空间尺度。建筑形式、外貌越错综复杂，

其细部越难准确表达。在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准确性的把握；对某些复杂的结构

构件或细部装饰，常常直接制作成 1∶ 1甚至更大的模型，给设计者以直观印象，便

于修改并画出详细设计图，为日后施工提供可见的实体。

展示模型可以在建筑竣工前根据施工图制作，也可以在工程完工后按实际建筑物

去制作。它的要求比标准模型更严格，对于材质、装饰、形式和外貌要准确无误地表

示出来，精度和深度比标准模型更进一步，主要用于教学陈列、商业性陈列，如售楼（房）

展示之用。展示模型按制作内容分为单体展示模型、室内展示模型和规划展示模型三种。

1.3.3 按材料分类

1  纸质模型

纸质模型是用纸板和纸质材料制作的模型（见图 1-21、图 1-22），因其制作简单、

材料价格低廉、种类繁多而被大量采用，但不易保存，常用于概念设计阶段。纸质材

料最适合用作空间测试和平面图纸的绘制。通过使用剪刀和胶带，可以快速、轻松且

经济地找到许多解决方案，同时仍可创建动态的建筑架构。

 

 图 1-21 用纸板制作的建筑模型 图 1-22 用卡纸制作的城市规划模型

纸质材料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特性就是轻薄和灵活性，它可以在无应力的情况下

折叠、弯曲和倾斜，这样的特性也让该材料非常适合做折叠研究。常用的纸质模型的

种类有亚硫酸盐纸模型、卡纸模型、纸板模型等。卡纸和纸板具有多种颜色，在现场

的功能性建模上表现出出色的性能。单看用来表示地形的中性基色，城市结构可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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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立的调色板来设计和表现，以指出不同的用途和功能，从而更好地理解空间划分

和建筑物的使用。

卡纸还可以用作单独的实体模型设计。使用中性色的卡纸（尤其是白色），就可

以借助手电筒之类的光源来模拟阴影效果。

弗兰克·盖里就经常使用卡纸模型来表现他标志性的设计（见图 1-23、 

图 1-24），包括流体的形式、扭曲的平面及曲线，正如电影《弗兰克·盖里》中展示

的草图那样。

  

 图 1-23 弗兰克·盖里和他的助手正在讨论纸质的             图 1-24 弗兰克·盖里工作室的 

                建筑模型                                                                                     纸质建筑模型

2  木质模型

与纸质模型不同的是，木质模型更加结实，也更能体现细节。人们在木质模型上

可以体验到美学所带来的令人愉悦的表现方式，从而感受到建筑的结构技术和空间属

性。但木质模型通常更昂贵。许多工作室都用这种模型来观察和调整建筑物的内部结

构方案。柔软的木材在审美上也能为客户提供经得起推敲的设计方案（见图 1-25）。

木质模型最常用的材料是椴木板（见图 1-26），图 1-27所示为用椴木板制作的城市规

划模型，图 1-28所示为用椴木制作的东南亚民居模型。

图 1-25 用纸板和木材制作的建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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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6 椴木板                                    图 1-27 用椴木制作的城市规划模型

图 1-28 用椴木制作的东南亚民居模型

在我国，木质模型制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在古代，人们建造或记录一些

重要的历史建筑时，常常用木材来制作微缩的建筑复制品。现今仍然有很多古建筑模

型爱好者选择用木材来制作模型（见图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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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用木材制作的拙政园绿漪亭模型

3  塑料模型

塑料模型是以塑料制品（如泡沫板、PVC板、KT板、ABS板等）制作的模型。

其板材便于切割和粘贴，是模型制作的理想材料（见图 1-30）。其中，泡沫板（通常

是指聚苯乙烯泡沫板）质量小，有足够的强度，便于切割，适合做建筑模型的胚体，

也方便制作表现造型和体量的模型，如城市规划模型。

图 1-30 用 PVC 板制作的建筑环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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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机玻璃模型

有机玻璃有较高的强度和刚度，其透明的特性适合展示建筑的内部空间，是室内

设计模型的常用材料（见图 1-31）。

 

图 1-31 用有机玻璃制作的室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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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D打印模型

3D打印模型是借助 3D打印设备和光敏树脂等材料制作完成的模型。3D打印技

术可以更加灵活、快速地处理模型，在计算机上修改之后可以再次快速地打印模型。

另外，材料选择的范围也很广，聚酰胺（尼龙塑料）是建筑师用得比较多的材料，还

可以给模型增加透明度和金属（铁、铜）等不同的元素（见图 1-32）。

 

 （a）3D 打印室内模型 （b）3D 打印工厂油罐区模型 

 

 （c）3D 打印建筑模型 （d）悉尼歌剧院 3D 打印模型 

图 1-32 3D 打印模型

6  金属模型

金属模型一般采用黄铜或不锈钢等金属材料，由金属拼接组装而成。这类模型的

特点是按照顺序和技术要求，把各个零件连接固定，并拼接组装。它常用作金属外墙

建筑模型（见图 1-33）、钢结构建筑模型、建筑环境和场地的配件模型，如金属丝制

作的植物枝干（见图 1-34）和金属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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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与环境艺术模型制作（微课版） 

 

 图 1-33 金属建筑模型 图 1-34 用铁丝制作枝干的模型树

思 考 题

1. 简述古代模型发展的历史过程。

2. 现代模型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历史时期？

3. 模型的分类方式有哪些？按材料来分可以将其分成哪几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