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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有关城市高密度与建筑学观念及方法论的文本。

　　本书以城市高密度为环境条件与预设，论述因高密度而激发的建筑学方法。

　　内容分为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是背景和基础研究，下篇是经验的总结归纳与方法策略的提取
及论述。

　　第一章从宏观层面论述了高密度建筑学的背景研究——紧缩城市与城市高密度环境。
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理论梳理，从人口、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城市演进等方面，论述了人类空间诉
求的紧迫性和人口膨胀动力、城市化动力、生存条件与环境改善动力、生态补偿动力等因素。
阐明人类需要空间的事实，并深入阐述了人类生存与繁衍所需空间与有限空间之间的尖锐矛盾。
继而陈述了城市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介质是满足空间诉求的切要。
以此为依据，再通过中观层面描述城市高密度环境状态；阐述了城市高密度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性、
对城市多样性与繁荣的价值，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第二章分析... (展开全部) 　　这是一本有关城市高密度与建筑学观念及方法论的文本。

　　本书以城市高密度为环境条件与预设，论述因高密度而激发的建筑学方法。

　　内容分为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是背景和基础研究，下篇是经验的总结归纳与方法策略的提取
及论述。

　　第一章从宏观层面论述了高密度建筑学的背景研究——紧缩城市与城市高密度环境。
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理论梳理，从人口、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城市演进等方面，论述了人类空间诉
求的紧迫性和人口膨胀动力、城市化动力、生存条件与环境改善动力、生态补偿动力等因素。
阐明人类需要空间的事实，并深入阐述了人类生存与繁衍所需空间与有限空间之间的尖锐矛盾。
继而陈述了城市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介质是满足空间诉求的切要。
以此为依据，再通过中观层面描述城市高密度环境状态；阐述了城市高密度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性、
对城市多样性与繁荣的价值，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第二章分析论述了密度与高密度的含义，并作为基础性内容为后续章节高密度建筑学方法策略的
论述提供理论铺垫和技术支持。
本章通过基本的数值量度和复合的人类感知概念，以物理密度、感觉密度和高密度三方面解释了密度
的多种含义和量度方法。
陈述了确定清晰物理密度量度的精确定义和方法，并进一步指出需要将多种密度指标结合成一种整体
性的评价方法，用于评价、描述与预测建筑与城市形态、城市环境的关系，以及所呈现的密度状态。
最后明确界定了城市高密度的内容和范围，厘清了高密度与城市高密度环境的含义和所指，并寻找发
现其中的特征和潜能、存在问题和关联因素，从而为存在于之中的建筑应对策略与方法提供针对性依
据。

　　第三章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自20世纪初到21世纪近百年的基于城市高密度环境条件的建筑应变、
实践与发展的历史。
解析由城市高密度环境而激发的应对高密度的建筑理想、概念和理念，以及从探索、试验到实践的经
验。
将近百年的针对城市高密度环境的建筑应变与实践的历史分成三个时间阶段，分别为20世纪初至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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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初始阶段、5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阶段以及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成熟阶段。
以密度的视角聚焦、独特地解析其中不同的建筑探索和实践所隐含的策略与应变方法，将从中总结归
纳的经验作为第四章高密度建筑学策略的摹本与素材。

　　第四章在分析、归纳和总结第三章建筑应变与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利用第一章背景研究的成果和
结论并结合第二章密度的基础技术和理论，展开针对城市高密度环境的建筑学策略的论述，也是高密
度建筑学的主要观点。
在解释了这种特定环境状态下的建筑学策略的含义和内容之后，提取并归纳高密度建筑学六大策略—
—多样性原则、亲近性原则、空中空间利用模式、三维立体模式、杂交与共生和空间补偿，并逐一展
开深入剖析和论述。

　　最后本书对所提出的高密度建筑学策略的因果关系和逻辑结构作出总结。
作为结论，指出通过高密度建筑学六大策略，以建筑为本，挖掘建筑构成中被密度所激发的潜能和特
质，提升建筑空间的质和量并共生于高密度城市环境，最终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高密度环境。

　　关键词： 高密度，建筑学，多样性，亲近性，空中空间利用，三维立体，杂交与共生，空间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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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多样性原则的物化表现，混合不同的功能和空间，并使之互为依存、交互作用，达到互利、互
补共生的状态。
　　城市生命力和繁荣的根本是差异性和多样性，而高密度城市环境限定了的建筑用地空间需要混合
重叠多样的功能和空间以实现差异性和多样性，杂交与共生利于不同功能和空间的交互共存，从而提
升功能和空间的使用强度，能够有利于所有参与的功能和空间，并具有一种有机体多样性的相互关联
能力，能够包容城市中可预见行为和随机行为。
　　③整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功能、空间和不同使用的杂交意味着包容复杂的社会生活，必然影响到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因
此需要共生策略协调拥挤以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达到两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互利
并获得共享利益的一致性；在多样化杂交的同时确保私人领域的安全性与私密性诉求，维护私人利益
的个性要求，从而促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整合。
　　④开放性与公共性。
　　杂交与共生将城市公共空间和社会功能融入建筑空间，从而在建筑内部创造具有城市特征的公共
空间以及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城市功能，产生并促进人类的交往和互动，提升了建筑城市范畴的开放性
和公共性，将建筑功能和空间延伸至城市环境，促成建筑与城市环境聚合。
　　⑤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最优化。
　　杂交与共生依据不同功能和空间在高密度环境中的特质和优势，在限定的建筑用地边界内优化配
置不同的功能以及所需的空间容量，从而穷尽它们的潜能，获得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最优化。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密度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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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