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设计是指建筑物在建造之前,设计者按照建设任务,将施工过

程和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或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做好通盘的设想,拟
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并用图纸和文件表达出来。

本章将简要介绍建筑设计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建筑设计基本理

论、建筑设计基本方法、建筑制图基本知识等。

Ʞ 建筑设计基本理论概述

Ʞ 建筑设计基本方法

Ʞ 建筑制图基本知识



1.1 建筑设计基本理论概述

1.1.1 建筑设计概述

  建筑设计是为人类建立生活环境的综合艺术和科学,专业涵盖范围极广。从总体

上说,建筑设计一般由三大阶段构成,即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方案设计

主要是构思建筑的总体布局,包括设计各个功能空间、高度、层高、外观造型等内容;
 

初

步设计是对方案设计的进一步细化,确定建筑的具体尺度和大小,包括绘制建筑平面

图、建筑剖面图和建筑立面图等;
 

施工图设计是将建筑构思变成图纸的重要阶段,是建

造建筑的主要依据,除包括绘制建筑平面图、建筑剖面图和建筑立面图等,还包括绘制

各个建筑大样图、建筑构造节点图,以及其他专业设计图纸,如结构施工图、电气设备施

工图、暖通空调设备施工图等。总体来说,建筑施工图越详细越好,要准确无误。
在建筑设计中,需按照国家规范及标准进行设计,确保建筑的安全、经济、适用等。

需遵守的国家建筑设计规范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2017)。
(2)

 

《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10)。
(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5)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
(7)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2013)。
(8)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
(9)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2014)。
(10)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
 

50081—2019)。
(1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提示:
 

建筑设计规范中的 GB代表国家标准,此外还有行业规范、地 方 标

准等。
建筑设计是为人们工作、生活与休闲提供环境空间的一门学科。建筑设计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住宅到商场大楼,从写字楼到酒店,从教学楼到体育馆,无处不

与建筑设计紧密联系。如图1-1和图1-2所示为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

1.1.2 建筑设计的特点

建筑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的环境和相应标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

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外空间环境。设计构思时,需要运用物质技

术手段,如各类装饰材料和设施设备等,还需要遵循建筑美学原理,综合考虑使用功能、
结构施工、材料设备、造价标准等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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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高层商业建筑 图1-2 别墅建筑

1.
 

建筑设计的方法

从设计者的角度来分析,建筑设计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总体推敲与细处着手。总体推敲是建筑设计应考虑的几个基本观点之一,是
指有设计的全局观念。细处着手是指具体进行设计时,必须根据建筑的使用性质,深入

调查、收集信息,掌握必要的资料和数据,从最基本的人体尺度、人流动线、活动范围和

特点、家具与设备的尺寸,以及使用它们必需的空间等着手。
(2)

 

里与外、局部与整体协调统一。建筑室内外空间环境需要与建筑整体的性质、
标准、风格,以及室外环境相协调统一,它们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设计时需要

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多次反复协调,从而使设计更趋完善。
(3)

 

立意与表达。设计的构思、立意至关重要。可以说,一项设计没有立意就等于

没有“灵魂”。设计的难度也往往在于要有一个好的构思。一个较为成熟的构思,往往

需要足够的信息量,有商讨和思考的时间,在设计前期和出方案过程中使立意、构思逐

步明确,形成一个好的构思。

提示:
 

对于建筑设计来说,正确、完整又有表现力地表达出建筑室内外空间环

境设计的构思和意图,使建设者和评审人员能够通过图纸、模型、说明等全面地了解设

计意图,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建筑设计的进程

建筑设计根据设计的进程,通常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准备阶段、方案阶段、施工图

阶段和实施阶段。
(1)

 

准备阶段。准备阶段主要是接受委托任务书、签订合同,或者根据标书要求参

加投标;
 

明确设计任务和要求,如建筑设计任务的使用性质、功能特点、设计规模、等级

标准、总造价,以及根据任务的使用性质所需创造的建筑室内外空间环境氛围、文化内

涵或艺术风格等。
 

(2)
 

方案阶段。方案阶段是在准备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分析、运用与设计

任务有关的资料与信息,构思立意,进行初步方案设计,进而深入设计,进行方案的分析

与比较,确定初步设计方案,提供设计文件,如平面图、立面图、透视效果图等。如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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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建筑设计方案效果图

所示 为 某 个 项 目 的 建 筑 设 计 方 案 效

果图。
(3)

 

施工图阶段。施工图阶段主要

提供有关平面、立面、构造节点大样,以
及设备管线图等施工图纸,以满足施工

的需要。如图1-4所示为某个项目的建

筑平面施工图(局部)。
(4)

 

实施阶段。实施阶段就是工程

的施工阶段。建筑工程在施工前,设计

人员应向施工单位进行设计意图说明及

图纸的技术交底;
 

工程施工期间需按图纸要求核对施工实况,有时还需根据现场实况

提出对图纸的局部修改或补充;
 

施工结束时,会同质检部门和建设单位进行工程验收。
如图1-5所示为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局部)。

图1-4 建筑平面施工图(局部)

 
图1-5 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局部)

提示:
 

为了使设计取得预期效果,建筑设计人员必须抓好设计各阶段的各环

节,充分重视设计、施工、材料、设备等各个方面,协调好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的

相互关系,在设计意图和构思方面取得沟通与共识。

3.
 

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施工图纸分类

一套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建筑施工图通常包括的图纸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1)

 

建筑平面图(简称平面图)。建筑平面图是按一定比例绘制的建筑的水平剖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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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俗地讲,就是将一幢建筑窗台以上的部分切掉,再将切面以下部分用直线和各种

图例、符号直接绘制在纸上,以直观地表示建筑在设计和使用上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建

筑平面图一般比较详细,通常采用较大的比例,如1∶200、1∶100或1∶50,并标出实

际的详细尺寸。如图1-6所示为某建筑的平面图。

图1-6 建筑平面图

(2)
 

建筑立面图(简称立面图)。建筑立面图主要用来表达建筑物各个立面的形状

和外墙面的装修等,是按照一定比例绘制的建筑物正面、背面和侧面的形状图,表示的

是建筑物的外部形式,说明建筑物长、宽、高的尺寸,表现建筑的地面标高、屋顶的形式、
阳台的位置和形式、门窗洞口的位置和形式,以及外墙装饰的设计形式、材料及施工方

法等。如图1-7所示为某建筑的立面图。

图1-7 建筑立面图

(3)
 

建筑剖面图(简称剖面图)。建筑剖面图是按一定比例绘制的建筑竖直方向的

剖切前视图,表示建筑内部的空间高度、室内立面布置、结构和构造等情况。在绘制剖

面图时,应包括各层楼面的标高、窗台、窗上口、室内净尺寸等;
 

剖切楼梯应表明楼梯分

段与分级数量;
 

表示出建筑主要承重构件的相互关系;
 

画出房屋从屋面到地面的内部

构造特征,如楼板构造、隔墙构造、内门高度、各层梁和板的位置、屋顶的结构形式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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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
 

注明装修方法、地面做法等,所用材料加以说明,标明屋面做法及构造;
 

各层的

层高与标高,标明各部位的高度尺寸等。如图1-8所示为某建筑的剖面图。

图1-8 建筑剖面图

(4)
 

建筑大样图(简称详图)。建筑大样图主要用以表达建筑物的细部构造、节点

连接形式,以及构件、配件的形状大小、材料、做法等。详图要用较大比例绘制(如

1∶20、1∶5等),尺寸标注要准确齐全,文字说明要详细。如图1-9所示为墙身(局部)
的建筑大样图。

图1-9 墙身(局部)的建筑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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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透视效果图。除上述类型的图形外,在实际工程实践中,还经常需要绘制

建筑透视效果图,尽管其不是施工图所要求的。建筑透视效果图表示建筑物内部空间

或外部形体与实际所能看到的建筑本身相类似的主体图像,具有强烈的三维空间透视

感,能非常直观地表现建筑的造型、空间布置、色彩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常在建

筑设计和销售时作为辅助图使用。从高处俯视的建筑透视效果图又叫作“鸟瞰图”或
“俯视图”。建筑透视效果图一般要严格地按比例绘制,并进行绘制上的艺术加工,这种

图通常被称为建筑表现图或建筑效果图。一幅绘制精美的建筑表现图就是一件艺术作

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图1-10所示为某建筑透视效果图。

图1-10 建筑透视效果图

提示:
 

目前普遍采用计算机绘制建筑透视效果图,其特点是透视效果逼真,可
以进行多次复制。

1.2 建筑设计基本方法

本节介绍建筑设计的两种基本方法及其各自的特点。

1.2.1 手工绘制建筑图

建筑设计图纸对工程建设至关重要。要想把设计者的意图完整地表达出来,建筑

设计图纸无疑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在计算机普及之前,绘制建筑图最为常用的方式是

手工绘制。手工绘制方法的最大优点是自然、随机性较大,容易体现个性和不同的设计

风格,使人们领略到其所带来的真实性、实用性和趣味性;
 

其缺点是比较费时且不容易

修改。如图1-11和图1-12所示为手工绘制的建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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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手工绘制的建筑图1 图1-12 手工绘制的建筑图2

1.2.2 计算机绘制建筑图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筑设计已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图板和三角尺,步
入计算机辅助设计时代。如今,建筑效果图及施工图的设计,几乎完全实现了使用计算

机进行绘制和修改。如图1-13和图1-14所示为计算机绘制的建筑图。

图1-13 计算机绘制的建筑图1 图1-14 计算机绘制的建筑图2

1.3 建筑制图基本知识

建筑设计图纸是建筑设计人员交流设计思想、传达设计意图的技术文件。尽管

AutoCAD功能强大,但它毕竟不是专门为建筑设计定制的软件,一方面需要在用户的

正确操作下才能实现其绘图功能;
 

另一方面需要用户遵循统一的制图规范,在正确的

制图理论及方法的指导下来操作,才能生成合格的图纸。可见,即使在当今大量采用计

算机绘图的形势下,仍然有必要掌握基本绘图知识。基于此,本节将简单介绍必备的制

图知识,已掌握该部分内容的读者可跳过。

1.3.1 建筑制图概述

1.
 

建筑制图的概念

  建筑图纸是方案投标、技术交流和建筑施工的要件。建筑制图就是根据正确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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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理论及方法,按照国家统一的建筑制图规范,将设计思想和技术特征清晰、准确地表

现出来。建筑图纸包括方案图、初设图、施工图等。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

 

50001—2017)、《总图制图标准》(GB/T
 

50103—2010)和《建筑制图标准》
(GB/T

 

50104—2010)是建筑专业手工制图和计算机制图的依据。

2.
 

建筑制图程序

建筑制图的程序与建筑设计的程序相对应,从整个设计过程来看,按照设计方案

图、初设图、施工图的顺序来进行,后一阶段的图纸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做深化、修改和

完善。就每个阶段来看,一般遵循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的过程来绘制。至于每

种图样的制图程序,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结合AutoCAD操作实例来讲解。

1.3.2 建筑制图的要求及规范

1.
 

图幅、标题栏及会签栏

  图幅即图面的大小,分为横式和立式两种。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按图面长和宽的

大小确定图幅的等级。建筑常用的图幅有A0、A1、A2、A3及A4,每种图幅的长宽尺寸

如表1-1所示,表中尺寸代号的意义如图1-15和图1-16所示。

表1-1 图幅标准

尺
 

寸
 

代
 

号
图

 

幅
 

代
 

号

A0 A1 A2 A3 A4
b×l/(mm×mm)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c/mm 10 5

a/mm 25

图1-15 A0~A3图幅格式

A0~A3图纸可以在长边加长,加长尺寸如表1-2所示,但短边一般不加长。如有

特殊需要,可采用b×l=841mm×891mm或1189mm×1261mm的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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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A4立式图幅格式

表1-2 图纸长边加长尺寸 mm

图  幅 长
 

边
 

尺
 

寸 长边加长后的尺寸

A0 1189 1486,1635,1783,1932,2080,2230,2378
A1 841 1051,1261,1471,1682,1892,2102
A2 594 743,891,1041,1189,1338,1486,1635,1783,1932,2080
A3 420 630,841,1051,1261,1471,1682,1892

标题栏包括设计单位名称区、工程名称区、签字区、图名区以及图号区等,一般格式

如图1-17所示。如今不少设计单位采用自己个性化的标题栏格式,但是仍必须包括这

几项内容。

图1-17 标题栏格式

会签栏是为各工种负责人审核后签名用的表格,包括专业、姓名、日期等内容,如
图1-18所示。对于不需要会签的图纸,可以不设此栏。

图1-18 会签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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