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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学科由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两个部分组成。
建筑理论产生于建筑实践并服务于建筑实践，是评价建筑实践的依据；建筑实践是检验建筑理论的标
准之一，是解决建筑实际问题的途径和手段。
　　建筑设计原理是联系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的纽带和桥梁，与城市规划原理、室内设计原理等其他
原理共同作用，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与能力，指示人居环境建设的工作思路及方法。
　　目前，我国高等建筑院校中，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艺术等专业所采用的建筑设计原理教材主
要是《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天津大学张文忠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和《住宅建
筑设计原理》（重庆建筑大学朱吕廉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两本。
现有教材所提供的设计内容、原则和方法，需要配合课程教学改革不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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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居住建筑设计原理和设计技术规范概要三个部分，共计10章。
内容涉及建筑概论、空间形态、形式建构、形象表现、聚居形态、集合模式、环境构成、外部环境、
室内环境、建筑设备、建筑设计方法学概论等。
全书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新颖性等特点。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建筑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建筑设计等相关行业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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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　建筑概论　　建筑（architecture）的词义包括“建筑物”、“建筑活动”、“建筑学科”三个
方面，分别与建筑使用过程中的“空间”、建筑建造过程中的“技术”、建筑学科教育过程中的“学
问法则”等内容相联系。
　　0.1　建筑对象　　0.1.1　建筑含义　　建筑是一种容纳人群活动的“容器”。
如果将建筑比喻为“容器”的话，墙壁、屋盖就是容器的“外壳”，人们日常的起居、餐饮、学习、
工作和娱乐等活动都是在“容器”中进行的。
　　人类建造建筑的目的在于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庇护”。
人类凭借智慧建造建筑，在人与自然之间构筑起一道人工屏障，使得建筑具有不同于外界环境的适居
条件。
在此意义上讲，建筑是一种调节环境气候的“空调器”，也是一种改变环境建设的“影响物”。
　　建筑活动是一项重要的“社会造物活动”。
建筑的设计与建造，需要投人和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建筑在融入各种社会劳动的同时，产生其新的产品价值。
因此，可以说建筑是一种转换建设投资的“价值增值器”。
　　建筑是一种“人造设施”。
它的寿命一般比人的寿命长久，有些古建筑历经千年保存至今，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不同时代的科技和文化艺术水平，凝聚于建筑之中，形成某些固有特征和特殊符号，向人们传达某些
特定信息。
因此，建筑是一种承载社会文化的“信息符号”。
　　0.1.2　建筑类型　　建筑与人类文明同步向前发展，经历漫长的原始社会、农业及手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各个时期的发展，形成各种建筑类型。
例如：建筑包括生产性建筑和非生产性建筑两大类型；生产性建筑指工业建筑、农业建筑等；非生产
性建筑即民用建筑，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两大类型（见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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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设计原理》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建设需要、建筑学科动态、地方高校特点
、学生学习认知规律等因素，重编教材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1）关注建筑学科综合性特点，整合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设计原理的核心内容，加强学生纵向知识
的贯通；（2）关注建筑学科实践性特点，增加我国现行建筑设计技术规范及政策法规知识，加强学
生横向知识的联系；（3）关注建筑学科变化性特点，适当补充国内外优秀建筑设计案例，建立相对
系统、理性的建筑价值观和建筑设计方法学。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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