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章  建筑平面设计 

【导学提示】 

平面图是建筑物各层的水平剖视图，由于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和建筑空间组合关系通常集中反映在

平面使用上，因此建筑设计往往最先从平面设计着手。本章以大量性民用建筑为主，论述了建筑平面

设计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学生应熟知单个房间的设计方法和房间的组合方式，掌握交通联系空间的作

用和设计方法，理解影响平面设计的多种因素，着重于了解建筑平面设计的规律性问题。  

【学习要求】 

（1）了解单个房间的功能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掌握其平面设计要点。  

（2）熟悉交通联系空间的不同形态，掌握其布置原则。 

（3）掌握建筑平面组合中的功能分区、流线分析方法。 

（4）了解不同的建筑平面组合方式，理解其适用范围。 

【学习建议与实践活动】 

学习本章内容时，可结合本章理论多观察身边的已有建筑及施工现场，理论联系实际，这样便于

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试分析一栋已有建筑的平面组合形式，并写出调研报告。 

【学习指导】 

一幢建筑是由若干个单体空间有机地组合起来的整体空间，任何空间都具有三度性（长、宽、高），

对于建筑设计需从平面、剖面、立面三个不同方向的投影来综合分析建筑物的各种特征，并通过相应

的图示表达设计意图。  

方案设计时，总是从平面入手，同时认真分析剖面及立面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由组成平面各部分面积的使用性质分析，平面可分为使用部分和交通联系部分两类。  

使用部分包含：使用房间与辅助房间。  

交通联系部分包含：水平、竖直空间联系。  

2.1  使用房间设计 

为了供一定数量的人在里面进行活动和布置所需的家具和设备，使用房间必须有足够的面积。  

2.1.1  房间面积的组成及大小 

1. 房间面积的组成 

（1）家具和设备所占用的面积。 

（2）人们使用家具和设备及活动所需的面积。  

（3）房间内部的交通面积。 



2. 房间面积的大小 

房间面积大小与使用要求有关，即使用房间的规模及容纳人数。  

（1）根据规范制定的有关面积定额指标确定面积。  

（2）有些房间面积无规范可查，或使用人数不定时，需对同类建筑或相近规模的建筑进行调查研

究，通过综合比较得到一个合理面积。  

3. 房间形状 

常见的房间形状有矩形、方形、多边形、圆形。  

（1）矩形平面的优点。  

体型简单，墙面平直，便于家具布置和设备安排，使用上充分利用室内有效面积，有较大的灵活

性；结构布置简单，便于施工，经济；便于统一开间、进深，有利于平面及空间组合。  

（2）特殊功能要求。  

视听要求：如体育馆、剧场、会议厅，首先要满足看得清，听得清，音质好。 

音质要求：音色丰满，不失真，没有回声、轰鸣、干涩等现象。  

声学要求：声能分布均匀。 

平面──定向反射，反射声可加强声场不足的部位。 

凸曲面──扩散反射，使声场均匀。  

凹曲面──收敛，严重产生声聚和音质缺陷，如轰鸣声。 

人们听声音是先听到由发音处传来的直达声，之后听到墙面、顶棚或山峦传来的反射声。反射声

晚到 0.05s 时，人耳能够分辨，称为回声；而晚到小于 0.05s 时，人耳听不到回声，反而感到声质丰

满、响亮，因为声能得到加强。 

常温下声速为 340m/s，按时间差 0.05s 计算，只要直达声与反射声之间声程差超过 17m，便可

听到回声，用声线作用方法检查声程差可检验有无回声问题。  

剧场剖面常将靠近舞台口的顶棚压低，平面将靠近舞台口的两侧收拢，就是为了使反射声程缩短，

避免观众厅前区产生回声，使视觉环境好；将后排地面升高，缩短反射声程，营造了亲切气氛。  

杂技场采用圆形或椭圆形平面，一是方便观众近距离观看，二是满足演马戏时动物跑弧线的要求。 

4. 房间尺寸 

确定了面积和形状之后，再确定房间的开间和进深尺寸。同样面积情况下，房间的尺寸可多种多样。 

（1）满足家具布置及人们活动的要求。  

（2）满足视听要求。  

语言清楚要求──话剧院和戏剧院的长不宜超过 28m，宽不宜超过 30m。 

声音丰满要求──歌舞剧场长不宜超过 33m，宽不宜超过 30m。 

如观众席位多，设楼座，甚至多层楼座。  

教室设计：  

① 前排边座的学生与黑板远端形成的水平视角≥30，避免斜视影响视力；为防止第一排垂直视

太小造成近视，保证垂直视角≥45。 

② 第一排课桌前沿与黑板的水平距离≥2000mm。教室最后一排课桌的后沿与黑板的水平距离：

小学≤8000mm，中学≤8500mm。 



（3）满足良好的天然采光要求。 

除少数有特殊要求的房间如演播室、观演厅等以外，大多数房间要求有良好的天然采光。  

一般房间多采用单侧或多侧采光，因此房间深度常受到采光限制。一般单侧采光时进深不大于窗

上口至地面距离的 2 倍，双侧采光时，进深较单侧采光时增大一倍。  

房间长宽比≤2，否则室内交通面积大，视觉效果差。 

（4）满足经济合理的结构布置要求。  

钢筋混凝土板经济跨度≤4m；钢筋混凝土梁经济跨度≤9m。 

对于多个开间组成的大房间，尽可能统一开间尺寸，减少构件类型。  

（5）符合建筑模数。  

2.1.2  门窗布置 

门──供出入和交通联系作用，有时兼采光和通风作用。 

窗──采光、通风。  

1. 门的宽度及数量 

（1）单股人流通行最小宽度为 550mm。  

（2）一个人侧身通行需 300mm 宽。  

（3）一个人携带物品通行需 900mm 宽。  

（4）一个人正面通行，另一人侧身通行需 1000mm 宽。  

单扇门宽 700～1000mm，双扇门宽 1200～1800mm，四扇门宽 2400～3600mm。 

2. 窗的面积 

窗的面积大小根据房间使用要求、房间面积、通风、立面造型等因素考虑。  

南方地区气候炎热，可适当增大窗口面积以争取通风量；寒冷地区为防止冬季热量散失及寒风袭

击，可适当减少窗口面积。 

离地高度 0.8m 以下的采光口不计入有效采光面积。 

采光口上部有宽度超过 1m 以上的外廊、阳台等遮挡物时，其有效导光面积按采光面积的 70%计算。 

设计时，先确定窗洞口尺寸，再验算窗地面积比是否符合要求。  

3. 门窗位置 

（1）尽量使墙面完整，便于家具布置和充分利用室内有效面积。  

（2）门窗位置应有利采光通风。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第 7.1.2 条规定，教室光线应自学生座位的左侧射入，当教室南向为外

廊，北向为教室时，应以北向窗为主要采光面。  

（3）门的位置应便于交通，利于疏散。使用人数密集的剧场、体育馆，高窗距地≥2m。 

（4）门窗洞的开设要考虑墙体受力及敷设过梁的要求。 

4. 门窗的开启方式 

（1）一般门的开启方向向内，可防止开启门时影响室外的人行交通。  

（2）对人流较多的公共场所，如影剧院、候车厅、体育馆、营业厅及有爆炸危险的安检室，为便



于安全疏散，这些门必须向外开。  

2.2  辅助房间设计 

一幢建筑，除了使用房间的设计外，辅助房间的设计也很重要。这些房间处理得是否妥善，对建

筑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及造价等方面有很多影响。 

辅助房间：厕所、盥洗室、浴室、厨房、水源房、配电室等。  

这类房间大都布置有较多道管、设备，而面积又受到限制，因此设计起来不比使用房间简单。辅

助房间的设计基本原理与使用房间相同，如采光、通风、门窗、面积。  

2.2.1  厕所布置的一般要求 

厕所布置应考虑处于人流交通线上，与走道及楼梯间相联系，如走道两端、楼梯间及出入口处、

建筑物转角处。从卫生和使用上考虑常设前室。前室为过度空间，起到交通缓冲地带、放置设备、隔

绝污臭气、遮挡视线、避免过道太湿等作用。  

大量人群使用的厕所，应有良好的天然采光与通风，以便排除污臭气；少数人使用的厕所允许间

接采光，但必须设抽风设施，如气囱、抽风井。为保证使用房间有良好朝向，可将厕所布置在方位较

差的一面，最好在下风口。 

尽量节省管道，减少立管并靠近给排水管道，同层平面中男女厕所最好并排布置。避免管道分工，

多层建筑中厕所应尽可能上下相应布置。  

厕所隔间最小平面尺寸：  

外开门厕所间：宽×深＝0.9m×1.2m； 

内开门厕所间：宽×深＝0.9m×1.4m。 

2.2.2  厨房布置的一般要求 

住宅、公寓内每户使用的厨房，是家务劳动的中心。厨房设计得好与不好，与家务劳动的强度、

卫生的保持有密切联系。  

厨房的布置方式：单排布置、双排布置、L 形布置、U 形布置。 

2.3  交通联系部分设计 

使用房间及辅助房间都是单个独立的部分，房间与房间之间的水平与垂直方向上的联系及建筑物

室内与室外之间的联系，都要通过其他空间来实现──交通联系空间。  

一幢建筑物是否适用，除主要使用房间和辅助房间本身及其位置是否恰当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各房间与交通联系部分相对位置是否恰当，以及交通联系部分本身设计上是否合理。  

水平联系：走道。  

垂直联系：楼梯、电梯、扶梯、台阶、坡道。  

交通枢纽：门厅、过厅、门斗。 

联系空间设计要点：  

（1）交通路线简捷明确，对人流起导向作用。  



（2）人流通畅，紧急疏散时迅速、安全。  

（3）满足一定的采光、通风要求。  

（4）楼梯行走省力，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节约交通面积。  

（5）注意空间形象的完美和简洁。  

2.3.1  走  道 

1. 走道按性质划分为三类 

（1）完全为交通需要而设置的走道，如办公楼、旅馆、电影院、体育馆走道仅供人流集散用。  

（2）主要为交通联系，同时兼有其他功能的走道，如：教学楼走道──课间休息、活动场所、布置

陈列橱窗及黑板；医院门诊走道──候诊。 

（3）多功能综合使用的走道，如展览馆走道式布置展品，满足边走边看的要求。 

2. 走道的宽度（理解）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规定：  

教学楼走道净宽，内廊≥2100mm，外廊≥1800mm； 

行政及教师办公用≥1500mm。  

3. 走道的长度 

走道的长度应符合表 2-1 的要求。  

表 2-1  走道长度 

名  

 

称  

安全疏散距离  

（房门至外部出口或封闭楼梯间的最大距离）/m 

位于两个外出口楼梯间之间的房间  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房间  

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托儿所、幼儿园  25 20 ─ 20 15 ─ 

医院、疗养院  35 30 ─ 20 15 ─ 

学  校 35 30 ─ 22 20 ─ 

其他民用建筑  40 35 25 22 20 15 

注：最远一处房间出入口到楼梯间安全出入口的距离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4. 走道的天然采光和通风 

内走道增加天然采光和通风的措施：走道尽端开窗，设高窗，中部设开敞空间，内外走道结合。  

内走道长度不超过 20m 时，至少有一端采光；超过 20m 时，应两端有采光口；超过 40m 时，

中间应增设采光口，否则应采用人工照明。  



2.3.2  楼  梯 

1. 宽度和数量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供日常主要交通使用的楼梯梯段净宽应根据建筑物使用特征，一般按

每股人流宽为 0.55m＋(0～0.15)m 的人流股数确定，并不应少于两股人流。  

0～0.15m 为人流在行进时人体的摆幅，公共建筑人流众多的场所应取上限值。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规定：疏散走道和楼梯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1.1m，不超过６层的单元式住

宅中一边设有栏杆的疏散楼梯，其最小宽度可不小于 1m。  

通常，民用建筑楼梯在一幢建筑中不少于两部。  

2. 楼梯的形式 

楼梯根据其使用性质分为主要楼梯、次要楼梯。  

主要楼梯──布置在门厅中位置明显的部位，可丰富门厅空间且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也可布置在门

厅附近较明显的部位。  

次要楼梯──布置在次要入口附近，分担一部分人流并与主要楼梯配合共同起着人流疏散、安全防

火的作用。  

2.3.3  门厅──建筑物内外联系的交通枢纽 

1. 作  用 

① 主要接纳人流、分配人流。 

门厅是室内外空间过渡，一般位于突出位置，面向干道，方便人流出入，内部设计有明显的导向

性，使人流相互干扰少。  

② 辅助作用。 

根据性质不同，门厅兼有不同的其他作用：  

行政办公楼门厅──收发室、接待室、值班室、办公指南、宣传橱窗。  

医院门诊门厅──挂号、取药、就医咨询、候诊、指南。 

旅馆门厅──接待、登记、小卖、等候、值班、休息、会客。  

③ 体现建筑意境和形象。 

门厅可树立建筑的庄严、雄伟、小巧、亲切、端庄等气氛，设计上需重点处理。作为过渡空间，

供人们出入时暂时停留，门厅要求达到防雨雪飘入室内、遮阳及建筑观感上的要求，并注意雨篷、门

廊的设计。  

2. 面  积 

门厅的面积，规范上有面积指标的，按规范规定设置，但要注意规范指标是否落后；无面积指标

的根据调研确定合适的面积。 

2.3.4  过  厅 

过厅指建筑物内部交通干道上的开阔空间。  



2.4  建筑平面组合设计 

建筑平面组合设计即将各个使用空间、辅助空间、交通空间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2.4.1  影响平面组合的因素 

影响平面组合的因素：使用功能、地基环境、结构形式、设备管线、建筑造型。 

1. 使用功能的影响 

各房间的功能不同，使用性质也不一样，不同的建筑，性质不同、功能要求不同。 

（1）功能分区。  

将建筑物组成部分的空间按不同的功能分类，并根据它们的密切程度加以划分，相近相同功能的

并在一起。  

分区方式：水平分区、垂直分区、混合方式。  

要学会用功能分析图将各类功能关系及联系顺序表示出来。  

功能分区原则：  

① 主次关系。 

教学楼：主要房间──教室、实验室；次要房间──办公室、管理室、厕所。  

住宅楼：主要房间──居室（卧室、起居室）；次要房间──厨房、厕所、贮藏。 

主要使用房间布置在朝向好的位置，靠近主要出入口，有良好的采光、通风；次要房间布置在较

差的位置。  

有时主次关系是辩证的，如车站、剧场的售票办公及门诊楼的挂号、药房等，它们从使用性质上

分是辅助部分，但在使用程序上又在主要使用空间的前面，也不能置于次要的隐蔽地位，而必须处于

方便的通达之处。  

分区要保证功能顺序的连贯性。 

② 内外关系。 

办公楼：对内──办公室；对外──传达、值班。  

商场：对内──办、库、管理室；对外──营业。 

一般将对外联系密切的房间布置在交通枢纽附近，位于明显便于直接对外的位置。 

对于一些既对内又对外的房间，要考虑主要对内还是主要对外，如打印、文印、餐厅等。  

③ 闹静（动静）关系。  

教学楼：静区──阅览室、办公室；一般区──普通教室、美术；闹区──音乐教室、舞蹈教室、

合班教室。  

文化馆：闹区──观演厅、歌舞厅、排练室；一般区──美术书法教室、摄影工作室、老年活动室；

静区──阅览室、展览室、棋艺室。  

④ 洁污（清浊）关系或关系。 

餐馆：清洁区──餐厅；污浊区──厨房、库房。  

医院：清洁区──一般病区、物理检测；污浊区──传染病区、化学检测、放射检测。  

污浊区一般放在下风口、底层、顶层、人流少处。  

（2）交通流线组织。  



交通流线分人流、货流两类。 

各种流线应简捷、通畅，减少迂回逆行，尽量避免相互交叉。  

医院：门诊病人流线、急诊病人流线、传染病人流线、住院病人流线、供应流线、工作人员流线。 

商场：顾客流线、货物流线、工作人员流线。  

体育馆：观众流线、运动员流线、管理人员流线、贵宾流线。  

教学楼：教师流线、学生流线。 

2. 地基环境的影响 

平面形式是一字形还是 L 形、H 形、X 形或其他什么形与场地的地形、地貌及地质等有关。  

3. 结构形式的影响 

中小型民用建筑常用结构类型为两种：混合结构、框架结构。  

（1）混合结构：要求开间、进深尺寸尽量统一，上下承重墙对齐，大房间布置在顶层或附建于大

楼旁，墙体洞口上下对齐。当房间面积较小，建筑物为多层或低层时，常采用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的承重形式有：横墙承重、纵墙承重、纵横墙共同承重、内框架结构。 

① 横墙承重：适用于开间多数相同，且符合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的经济跨度。 

特点：建筑物横向刚度好，房间隔声效果好，但房间开间受限制，且横墙上不宜开较大洞口。  

② 纵墙承重：当房间进深沿纵向时，常采用。  

特点：横向刚度较差，层数有严格限制。  

③ 纵横墙共同承重：房间平面类型较多时常用。  

特点：平面布置灵活，但施工较麻烦。  

④ 内框架结构：适用于需要大空间，要求不高的房间，如临时仓库。  

特点：受力性能差，层数严格受限。  

（2）框架结构：适用于开间大、进深大的房间及空间需要灵活划分、层高较高的建筑，柱网以 6～

8m 为宜。  

特点：梁板承重，隔墙不承重，抗震性能好，造价高，施工强度大，工期长。抗震设防地区不允

许纯框架，应适当设置剪力墙。 

4. 设备管线的影响 

使管线较多的房间尽量集中并上下对齐。  

5. 建筑造型的影响 

建筑造型是内部空间的直接反映，但简洁完善的造型要求及不同建筑的外部性格特征又会影响到

平面布局及平面形状。  

2.4.2  平面组合形式 

1. 走道式组合 

走道式即各房间沿走道一侧或两侧并列布置。  

特点：能使各房间保持相对独立，适用于房间面积较小、同类房间数量较多的建筑，如教学楼、

医院、宿舍、餐馆、办公楼。 



内廊式：北方地区多用，平面进深大，交通面积少，使用率高，外墙面积少，利于保暖，但北向

房间日照条件差。  

外廊式：南方地区多用，利于通风，平面进深小，交通面积大，使用率低；西边外廊，有利于隔热。 

内外廊混合式：大型医疗建筑、生化科研与生产建筑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建筑广泛采用。  

2. 套间式组合 

套间式即房间之间相互贯通。 

特点：交通空间与使用空间相结合，开间之间联系密切，但相互干扰大，常用于各房间之间使用

顺序有密切联系的建筑，如展览馆、博物馆。  

串联式──空间连续贯通，人流路线不重复，不逆行，不交叉。但活动路线不够灵活，中途不能出

来，否则中间需开门，适宜展览同类展品。  

放射式──流线简捷，线路灵活，适于展品类别不同的建筑。住宅平面图多用，除厅外，各房间使

用功能单一，无相互干扰。 

3. 单元式组合 

单元式组合即将一种或多种单元重复组合成为一幢整体建筑，如住宅、幼儿园建筑。  

4. 大厅式组合 

大厅式组合即以主体空间为中心，周围布置辅助空间。 

特点：主辅房间尺寸悬殊，如剧院、体育馆。  

有视听要求的大厅：厅内无柱，采用大跨度结构，如影院、剧院、体育馆。  

无视听要求的大厅：厅内有柱，可形成多层大厅，如火车站、商场。  

5. 混合式组合 

混合式即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形式组合而成的形式。对于功能复杂的建筑，必须采用多种形式

综合解决。  

2.4.3  平面组合与总平面的关系 

1. 基地环境对建筑平面组合的影响 

（1）地形、地势。  

（2）朝向。最好南向或东南向。对于东西地形，采用锯齿形平面与南窄北宽平面解决朝向问题。  

（3）通风。  

2. 日照 

日照和建筑物的间距示意如图 2-1。 

          

（a）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            （b）建筑物的日照间距  



图 2-1  日照和建筑物的间距 

L＝H/tan，为太阳高度角；为太阳方位角。  

太阳方位角及高度角关于正南向对称，方位角符号相反。 

任何一个地区，在日出日落时，太阳高度角为 0，一天中正午高度角最大，此时太阳位于正南方。

方位角以正南方为 0；顺时针方向为正，表示太阳位于下午时间范围；反时针方向为负值，表示太阳

位于上午的时间范围。  

任何一天内，上下午的太阳对称于正午。例如下午 3:15 分对称于上午 8:45 分，对称于正午。  

实际设计中，结合日照间距、卫生要求及采光、隔声及防视线干扰等因素，对不同建筑、不同地

区，对房屋间距和前排房屋高作出一个比值规定，即日照间距系数，如 L/H＝0.8、1.2、1.5、2.5 等，

此值由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规定。 

大多数民用建筑，日照是确定房屋间距的主要依据，一般情况下，只要满足了日照间距，其他要

求均能满足。  

防火间距一般也小于日照间距，举例如表 2-2。 

表 2-2  不同耐火等级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 

多层与多层  

房屋类型  防火间距/m 

耐火等级一二级与一二级  6 

耐火等级一二级与三级  7 

耐火等级一二级与四级  9 

耐火等级三级与三级  8 

耐火等级三级与四级  10 

耐火等级四级与四级  12 

高层与高层  13 

高层与裙房  9 

裙房与裙房  

高层与高层  

6 

9 

高层与耐火等级一二级的多层  9 

裙房与耐火等级一二级的多层  6 

高层与耐火等级三（四）级的多层  11（14） 

裙房与耐火等级三（四）级的多层  7（9） 

【联系实际】 

某高校一教学楼平面为内廊式组合，两侧的教室讲台在同一个方向，导致一侧的教室为右侧采光，

如图 2-2 所示。而教室采光应该为左侧采光。  



 

图 2-2  教室为右侧采光 

【本章小结】 

（1）由组成平面各部分面积的使用性质分析，平面可分为使用部分和交通联系部分两类。  

（2）房间面积的组成：家具和设备所占用的面积；人们使用家具和设备及活动所需的面积；房间

内部的交通面积。  

房间面积大小的确定依据：面积定额指标确定面积；无规范可查的建筑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一个合

理面积。  

（3）房间为矩形平面的优点：体型简单，墙面平直，便于家具布置和设备安排，使用上充分利用

室内有效面积，有较大的灵活性；结构布置简单，便于施工，经济；便于统一开间、进深，有利于平

面及空间组合。  

（4）教室设计：前排边座的学生与黑板远端形成的水平视角≥30，避免斜视影响视力；为防止

第一排垂直视太小造成近视，保证垂直视角≥45；第一排课桌前沿与黑板的水平距离≥2000mm。教

室最后一排课桌的后沿与黑板的水平距离：小学≤8000mm，中学≤8500mm。 

（5）经济合理的结构布置：钢筋混凝土板经济跨度≤4m；钢筋混凝土梁经济跨度≤9m。对于多个

开间组成的大房间，尽可能统一开间尺寸，减少构件类型。  

（6）门窗位置：尽量使墙面完整，便于家具布置和充分利用室内有效面积；门窗位置应有利采光

通风；门的位置便于交通，利于疏散；门窗洞的开设要考虑墙体受力及敷设过梁的要求。  

离地高度 0.8m 以下的采光口不应计入有效光面积。 

采光口上部有宽度超过 1m 以上的外廊、阳台等遮挡物时，其有效导光面积按采光面积的 70%计

算。 

（7）厕所间最小平面尺寸：外开门厕所间，宽×深＝0.9m×1.2m；内开门厕所间，宽×深＝0.9m×

1.4m。 

厨房的布置方式：单排布置、双排布置、L 形布置、U 形布置。 

（8）联系空间设计要点：交通路线简捷明确，对人流起导向作用；人流通畅，紧急疏散时迅速、

安全；满足一定的采光、通风要求；楼梯行走省力，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节约交通面积；注

意空间形象的完美和简捷。 

（9）走道按性质划分为三类：完全为交通需要而设置的走道，如办公楼、旅馆、电影院、体育馆

走道仅供人流集散用；主要为交通联系，同时兼有其他功能的走道，如教学楼走道、医院门诊走道；

多功能综合使用的走道，如展览馆走道式布置展品，满足边走边看的要求。  

中 小 学 建 筑规 范 ： 教 学 楼 走 道 净 宽， 内 廊 ≥2100mm， 外 廊 ≥1800mm； 行 政 及 教 师办 公 用 ≥



1500mm。  

（10）供日常主要交通使用的楼梯梯段净宽应根据建筑物使用特征，一般按每股人流宽为 0.55m

＋(0～0.15)m 的人流股数确定，并不应少于两股人流。疏散走道和楼梯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1.1m。 

楼梯根据其使用性质分：主要楼梯、次要楼梯。  

（11）影响平面组合的因素：地基环境、使用功能、结构形式、设备管线、建筑造型。  

（12）功能分区原则：主次关系、内外关系、闹静关系、洁污关系。  

（13）交通流线组织分人流、货流两类。各种流线应简捷、通畅，减少迂回逆行，尽量避免相互交叉。 

（14）中小型民用建筑常用结构类型为两种：混合结构、框架结构。  

混合结构：要求开间、进深尺寸尽量统一，上下承重墙对齐，大房间布置在顶层或附建于大楼旁，

墙体洞口上下对齐。  

混合结构的承重形式有：横墙承重、纵墙承重、纵横墙共同承重、内框架结构。 

横墙承重：适用于开间多数相同，且符合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的经济跨度。特点：建筑物横向刚度

好，房间隔声效果好，但房间开间受限制，且横墙上不宜开较大洞口。  

纵墙承重：当房间进深沿纵向时，常采用。特点：横向刚度较差，层数有严格限制。  

纵横墙共同承重：房间平面类型较多时常用。特点：平面布置灵活，但施工较麻烦。  

内框架结构：适用于需要大空间、要求不高的房间，如临时仓库。特点：受力性能差，层数严格

受限。 

框架结构：适用于开间大、进深大的房间及空间需要灵活划分，层高较高的建筑。特点：梁板承

重，隔墙不承重，抗震性能好，造价高，施工强度大，工期长，适当设置剪力墙，抗震地区不允许纯

框架。柱网 6～8m 为宜，梁高按 1/10 跨度估算。  

（15）平面组合形式：  

走道式组合：各房间沿走道一侧或两侧并列布置。特点：能使各房间保持相对的独立，适用于房

间面积较小，同类房间数量较多的建筑。如教学楼、医院、宿舍、餐馆、办公楼。 

套间式组合：房间之间相互贯通。特点：交通空间与使用空间相结合，开间之间联系密切，但相

互干扰大，常用于各房间之间使用顺序有密切联系的建筑。如展览馆、博物馆。 

单元式组合：将一种或多种单元重复组合成为一幢整体建筑，如住宅、幼儿园。 

大厅式组合：以主体空间为中心，周围布置辅助空间。特点：主辅房间尺寸悬殊。如影剧院、体

育馆。 

（16）大多数民用建筑，日照是确定房屋间距的主要依据，一般情况下，只要满足了日照间距，其

他要求均能满足。  

【阶段测试】 

一、填空题  

1. 教室设计，前排边座的学生与黑板远端形成的水平视角（  ），避免斜视影响视力，为防止第

一排垂直视太小造成近视，保证垂直视角（  ）。 

2. 中小型民用建筑常用结构类型为（  ）。  

二、判断题  

1. 对于多个开间组成的大房间，尽可能统一开间尺寸，减少构件类型。（  ） 



2. 大多数民用建筑，日照是确定房屋间距的主要依据，一般情况下，只要满足了日照间距，其他

要求均能满足。（  ） 

三、选择题  

1. 经济合理的结构布置：钢筋混凝土板经济跨度≤（  ）；钢筋混凝土梁经济跨度≤（  ）。 

A. 3m，9m           B. 4m，5m         C. 4m，9m           D. 4m，12m 

2.（  ）是横墙承重的特点。 

A. 建筑物横向刚度好                      B. 横向刚度较差  

C. 适用于需要大空间                      D. 平面布置灵活  

【阶段测试答案】 

一、填空题：1. ≥30，≥45    2. 混合结构、框架结构 

二、判断题：1. √    2. √ 

三、选择题：1. C     2.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