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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住宅建设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住宅建设体制从早期的福利分房到目前的商品住房，住宅建设理念不断更新，住宅建设科技日新月异
，住宅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之一。
这都为本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契机和素材，同时为建筑学及相关专业学生编写一本与时俱进的住宅建筑
设计教材就显得尤其重要。
　　住宅建筑设计原理是建筑学及相关专业的重要主干课程，是结合住宅建筑课程设计来讲授的。
本教材主要为建筑设计课程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着重使学生掌握住宅建筑的设计特点与设计手法，建
立住宅设计的整体概念，并掌握有关的住宅产业政策法规以利于宏观把控设计。
　　本教材由武汉工业学院段翔主编，廖建平（湖南城市学院）、金晓梅（华侨大学）副主编，参加
编写的人员还有李震、陈慧宇、林楠（武汉工业学院），周百灵（武汉科技大学），彭建东（武汉大
学）。
熊惠华、陈亮（湖南城市学院）在第二章的编写中做了大量的图片整理工作。
　　本书汇集了我们对住宅设计与建设开发的研究成果，同时采用许多专家学者与成熟开发商在住宅
设计开发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优秀的设计范例，在书中我们尽量注明出处。
　　本书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李军教授（博士、博导）审稿，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使本书
得以完善和提高，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感谢住宅建设设计界资深人士陈达顺高工对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指导！
　　在编写过程中，同事黎丹、吴建林、龚静、喻宏扬对我帮助甚多；学生徐涛、万文刚、郭秋润、
陈云、陈光恒等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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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系列教材：住宅建筑设计原理》论述了居住建筑设计的基本要
求，设计方法，构思途径及居住建筑形象创作的基本原理，力求体现住宅建设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进程
。
为充分体现住宅建筑设计的本体内涵，按建筑高度、气候区域、功能复合住宅、老年住宅、农村住宅
来分门别类进行论述；同时也深入介绍了住宅外部空间、消防规范、国家住宅产业政策、住宅工业化
等方面的内容。
《高等学校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系列教材：住宅建筑设计原理》运用大量的图片和设计案例使学生
直观地了解住宅建筑设计，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设计思路，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和设计
水平。

　　《高等学校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系列教材：住宅建筑设计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学、城市
规划、房地产管理等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房地产开发管理等相关工作人
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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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住宅套型设计　　1.1　住宅套型设计的依据和原则　　人们对居住建筑空间环境的需求
总是复杂多样的，选择条件往往是因人而异的。
通常可以将择居者选择条件概括为地段好、环境好、房型好、交通便捷、服务齐全和价格适宜等，反
映了居住者普遍认同的适合居住的建筑空间环境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可称之为居住建筑的适居性。
　　居住建筑适居性的主要构成要素通常应包括方便性、舒适性、安全性、适应性、环境协调性和经
济合理性等方面。
其中，方便、舒适、安全三项要素被认为是经典性的功能需求。
　　1.1.1　相关名词　　户型&mdash;&mdash;根据住户家庭人口构成的不同而划分的住户类型。
　　套型&mdash;&mdash;为满足不同户型住户的生活需要而设计的不同类型的成套居住空间。
　　套型设计与住户家庭人口构成、家庭生活模式、生理与心理要求、空间组合关系、技　　术经济
条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1.1.2　家庭人口构成　　不同的家庭人口构成形成不同的住户户型，而不同的住户户型则需要不
同的住宅套型设计。
因此，在进行套型设计时，首先必须了解住户的家庭人口构成状况。
　　住户家庭人口构成通常可按以下三种方法进行归纳分类：　　1.户人口规模　　户人口规模指住
户家庭人口的数量。
如一人户、二人户乃至八人以上户。
人口普查资料可以反映特定时间、特定城市各种住户人口规模所占总住户百分比。
住户人口数量的不同对住宅套型的建筑面积指标和床位数布置需求不同。
并且，在某一预定使用时间段内，某一地区的不同户人口规模在总户数中所占百分比将影响不同住宅
套型的修建比例。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家庭人口减少的小型化趋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我国解放初户均人口为4.5人，l985年全国人口普查城镇户均人口3.78人，2000年降低到户均人口3.21人
。
　　2.户代际数　　户代际数指住户家庭常住人口的代际数。
如一代户、二代户乃至三代及以上户。
人们由于年龄、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程度等的不同，对生活居住空间的需求迥异。
既有私密性的要求又有代际之间互相关照的需要。
在住宅套型设计中，既要使各自的空间相对独立，又要使其相互联系、互相关照。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多代户家庭趋于分解态势，越来越多的住户家庭由多代户分解为一代户
或二代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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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高等学校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系列教材：住宅建筑设计原理》　  《住宅建筑设
计原理》汇集了编者们对住宅设计与建设开发的研究成果，同时采用许多专家学者与成熟开发商在住
宅设计开发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优秀的设计范例。
　　本教材主要是为建筑设计课程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着重使学生掌握住宅建筑的设计特点与设计手
法，建立住宅设计的整体概念，并掌握有关的住宅产业政策法规以利于宏观把控设计。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住宅建筑设计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