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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下建筑学》是在1994年版《地下建筑学》的基础上重写的，较全面地反映了近十几年地下建筑学
的发展，以及地下空间利用和地下建筑建设的最新成就。
篇幅从原来的15章扩大为3篇28章。
第1篇为地下建筑学总论，共8章，论述有关地下建筑学概念性、历史性、战略性和前沿性问题，第2篇
为地下空间规划，共10章，结合对国内外大量实例的评介，论述城市中心区、居住区、历史文化保护
区、城市新区以及城市广场和公共绿地等处的地下空间规划问题；第3篇是地下建筑设计，共10章，结
合国内外大量实例，分别论述地下居住建筑、公共建筑、交通建筑、工业建筑、仓储建筑和民防建筑
等的建筑设计问题，还涉及地下建筑设计中的环境、防灾、防水等技术问题，最后探讨了地下建筑的
空间与建筑艺术处理问题。

《地下建筑学》作为地下建筑学学科领域的专著，对我国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地下建筑规划设计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作用，可作为高等学校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等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也可供从事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建筑设计工作的领导干部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作者童林旭教授专注于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和相关的教学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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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林旭，1932年4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建筑学院研究生部，获建筑学副博士学位
。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退休。
作者现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地下空间与工程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地下空间分会常
务理事，美国地下工程协会(AUA)荣誉会员。
作者从1970年起，开始从事地下空间与地下建筑的教学、科研和规划设计工作，先后去美国、瑞典、
日本、意大利、法国、加拿大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专业考察。
1986年在日本工作期间曾受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客座教授。

作者主要著作有：《岩石中地下厂房的建筑设计》(1975年)、《地下建筑规划与设计》(1981年)、《地
下建筑学》(1994年)、《地下汽车库建筑设计》(1996年)、《地下商业街规划与设计》(1998年)。
主持和参加多项地下空间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中有3项获部、省级奖，同时培养硕士研究生9名，在国
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80余篇。
此外，1990年因参加多项国家标准和规范的制订及审定工作，获建设部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与定额先进
工作者称号；1992年，因对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国务院颁发的给予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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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一)
代序(二)
前言
第1篇  地下建筑学总论
第1章  地下空间与地下建筑
  1.1  地下空间和地下建筑的涵义
  1.2  人类利用地下空间的历史沿革
  1.3  地下空间发展的宏观背景
  1.4  地下空间的防护特性与环境特性
  1.5  地下空间的城市功能
  1.6  地下建筑学的任务与范畴
第2章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2.1  城市的发展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2.2  城市空间的三维特征
  2.3  现代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回顾与展望
  2.4  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的战略意义
  2.5  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发展道路
第3章  山岭和水下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3.1  概况
  3.2  山岭、水下岩层的工程地质条件
  3.3  山岭岩层中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3.4  海底隧道工程建设的特点和关键问题
第4章  地下空间开发与生态环境
  4.1  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念
  4.2  地下空间开发与地质环境
  4.3  地下空间开发与水环境
  4.4  地下空间开发与大气环境
  4.5  地下空间总体布局应考虑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5章  地下空间资源评估与工程适建性评价
  5.1  地下空间资源评估的原理与方法
  5.2  地下空间资源评估的主要影响要素
  5.3  地下空间资源评估原理与方法的应用
  5.4  地下空间资源评估结果的工程适建性评价
第6章  城市地下空间需求预测
  6.1  城市地下空间需求
  6.2  城市地下空间需求与城市容积率、用地类型和轨道交通建设的相关性
  6.3  城市地下空间需求预测方法
  6.4  厦门市地下空间需求量预测结果及分析示例
第7章  地下空间的开发价值与地下工程建设的综合效益评估
  7.1  地下空间资源的潜在价值与开发价值
  7.2  地下空间资源价值评估方法
  7.3  地下工程建设综合效益评价方法：费用一效益分析法
  7.4  用费用一效益分析法进行地下工程项目方案比较示例(一)
  7.5  用费用一效益分析法进行地下工程项目方案比较示例(二)
第8章  地下建筑学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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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前景
  8.2  地下空间在建设未来城市中的作用
  8.3  城市地下空间发展远景规划示例
  8.4  城市以外地下空间利用前景
  8.5  地下建筑学的发展方向
第1篇  参考文献
第2篇  地下空间规划
第9章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概论
  9.1  地下空间规划的任务、主要内容与编制要求
  9.2  国内外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概况
  9.3  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目标
  9.4  地下空间规划指标体系
  9.5  地下空间规划的实施
  9.6  当前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第10章  城市中心地区地下空间规划
  10.1  城市中心地区的概念与特征
  10.2  国外大城市中心地区的立体化再开发规划
  10.3  国内外城市中心地区地下空间规划和建设实例评介
第11章  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地下空间规划
  11.1  广场、绿地的城市功能，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向
  11.2  开发利用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地下空间的目的与作用
  11.3  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地下空间利用规划
  11.4  国内外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地下空间规划示例
第12章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地下空间规划
  12.1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
  12.2  国内外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地下空间规划示例
  12.3  北京旧城沿中轴线地下空间规划探讨
  12.4  利用地下空间对北京传统中轴线实行保护与改造的设想和建议
第13章  城市居住区地下空间规划
  13.1  居住区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向
  13.2  居住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目的与作用
  13.3  居住区地下空间规划
第14章  城市新区及特殊功能区地下空间规划
  14.1  城市新区地下空间规划概况
  14.2  国外城市新区地下空间规划与建设示例
  14.3  国内城市新区地下空间规划与建设示例
  14.4  国内城市特殊功能区地下空间规划与建设示例
第15章  城市地下交通系统规划
  15.1  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
  15.2  城市交通的立体化与地下化
  15.3  地下铁道系统
  15.4  地下道路系统
  15.5  地下静态交通系统
第16章  城市地下市政设施系统规划
  16.1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概况与存在的问题
  16.2  市政设施系统的大型化
  16.3  市政设施系统的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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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市政设施系统的综合化
第17章  城市地下物流系统
  17.1  物流与现代物流系统
  17.2  地下物流系统
  17.3  地下物流系统的规划问题
第18章  城市地下综合防灾系统规划
  18.1  城市灾害与城市防灾态势
  18.2  城市防灾的综合化与一体化
  18.3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
  18.4  城市生命线系统防灾规划
  18.5  城市防灾物资的地下储备系统
第2篇  参考文献
第3篇  地下建筑设计
第19章  地下居住建筑
  19.1  地下居住建筑产生的自然条件与社会背景
  19.2  中国的窑洞民居
  19.3  美国的半地下覆土住宅
第20章  地下公共建筑
  20.1  地下公共建筑的城市功能
  20.2  地下单体公共建筑
  20.3  地下建筑综合体
第21章  地下交通建筑
  21.1  地下铁道车站建筑
  21.2  地下停车设施
  21.3  城市立体客运交通枢纽
第22章  地下工业建筑
  22.1  岩石中厂房布置的特点
  22.2  地下工业建筑的总体布置
  22.3  岩石中地下厂房的典型布置方式
第23章  地下仓储建筑
  23.1  地下仓储建筑概况
  23.2  地下物资库
  23.3  地下民用液体燃料库
  23.4  热能、机械能、电能的地下储存
  23.5  地下储存清洁水
  23.6  地下储存核废料
第24章  地下民防建筑
  24.1  民防的任务与战略地位
  24.2  主要空袭武器的破坏效应及防护措施
  24.3  民防建筑主要类型的建筑设计
  24.4  民防建筑口部的防护
  24.5  民防建筑的平战结合与平战转换
第25章  地下建筑环境
  25.1  空气环境
  25.2  光环境与声环境
  25.3  地下建筑的心理环境
第26章  地下建筑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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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地下建筑内部灾害的特点、类型与成因
  26.2  地下建筑防火
  26.3  不同类型地下建筑的内部防灾
  26.4  其他灾害的防护
  26.5  地下建筑内部灾害的综合防治
第27章  地下建筑防水
  27.1  地下水及其防治原则
  27.2  土层中的地下建筑防水
  27.3  岩层中的地下建筑防水
第28章  地下建筑的空间与建筑艺术处理
  28.1  地下建筑内外空间的三维整合
  28.2  地下建筑内外空间的过渡
  28.3  地下建筑内部空间组织与建筑处理
第3篇  参考文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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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3.2.1体系设计思路　　（1）分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的原则：一是各系统需求间的相互独立性
，二是各系统总体上能完整代表城市地下空间需求。
　　本体系将城市地下空间需求划分为9个单系统需求：居住区地下空间需求、公共设施用地地下空
间需求、道路广场绿地地下空间需求、工业及仓储区地下空间需求、轨道交通系统需求、地下公共停
车系统需求、地下道路及市政综合廊道系统需求、防空防灾系统需求，以及地下战略储备系统需求。
　　（2）指标与预测模型设计　　指标是直接作为单系统预测模型参数，本方法提出的各单系统指
标如下：居住区地下空间可采用人均地下空间需求量作为指标；公共设施用地、广场和绿地、工业仓
储区均可采用地下空间开发强度（地下空间开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作为指标；轨道交通系统、
地下公共停车系统、地下道路及综合隧道系统、防空防灾系统、地下战略储库等作为规划前提，必须
依据相关规划指标估算。
　　居住区预测模型思路：由于居住区的开发内容确定，可根据人均掩蔽面积、户均停车数、居住区
公建地下化率来推算居住区人均地下空间需求量，以人均需求量乘以新增人口数量即可预测地下空间
需求量。
　　公共设施用地预测模型思路：以地下空间开发强度或地下地上建筑比例为指标，地下空间开发强
度乘以建设用地的面积即可得到地下空间需求量。
广场和绿地、工业及仓储区的预测模型思路与此相同。
　　城市基础设施各系统（轨道交通、地下公共停车、地下道路及综合廊道）预测模型思路：城市基
础设施各系统由相关专业规划决定，对地下空间的需求是已知的，故只需根据规划进行测算。
防空防灾系统、地下战略储备系统也是依据规划测算。
　　（3）指标影响因素　　地下空间开发强度是公共设施用地预测模型的直接指标，但是却无法直
接得到，需要通过其他影响因素指标推算。
本体系中列出了地价、容积率、用地类型、轨道交通、人口密度等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反映了城市用
地的交通一土地利用特征，是宏观经济、交通、环境动因的具体表现。
6.3.2.2系统与指标特征分类　　在图6-5框架体系中，对各系统和指标的特征可作如下分析：　　（l）
开发目的及需求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单系统开发的目的可分为确定的与不确定的，相应的需求也
分为确定的与不确定的。
9个单系统中，居住区地下空间、城市基础设施各系统、防空防灾系统的目的与需求是确定的，无论
城市类型、发展背景如何，这些系统开发地下空间的目的是确定的，对地下空间的需求也是确定的。
具体来说，居住区停车是必须满足的，在路面停车位不足的情况下必然要建地下车库。
基础设施各系统建设也必然使用地下空间。
防空防灾系统在我国是强制性的要求，也必然使用地下空间。
　　公共设施用地地下空间、广场与绿地地下空间、工业及仓储区地下空间都是确定的，地下战略储
库的目的与需求是不确定的，因城市类型、发展目标、发展背景而异。
公共设施用地和广场绿地地下空间的建设目的是用于拓展商业、文体、办公等空间，如果城市经济水
平较高，公众习惯上也能接受地下空间，则对这类系统的地下空间需求就比较大。
工业及仓储区地下空间在工业城市的需求可能比一般城市要大。
　　（2）系统需求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　　防空防灾系统建设在我国是依法进行的，该系统需求是
强制性的，同时也是确定性的。
城市基础设施各系统建设也可视作强制性需求。
其他各系统需求则是非强制性的。
　　（3）指标的刚性与弹性　　各单系统预测的指标有刚性与弹性之分，这是由指标的影响机理决
定的。
居住区指标为新建建筑量或新增人口，由于居住区人均地下空间需求量合理区间范围小，可视作刚性
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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