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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用建筑设计中的总图设计

岳 晶
天津美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 200072

摘� 要：在民用建筑设计的宏伟蓝图中，总图设计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前瞻性思维，描绘着建筑的初步轮廓。它不仅

是项目初期的关键步骤，更是确保建筑功能合理、空间高效利用、环境布局优化的基石。通过深入剖析总图设计的基本

原则、核心要点及实践应用，本文旨在为建筑设计领域的精英们提供一盏指引明灯，共同探索民用建筑设计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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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市化浪潮中，民用建筑如璀璨的星辰，点缀着

城市的天际线。其设计之美，既关乎市民的生活质感，

也映射着城市的文化底蕴。而总图设计，犹如这星辰

背后的蓝图，指引着建筑的每一个细节。深入探究总图

设计的奥秘，不仅是对设计艺术的追求，更是对城市发

展、生活品质的深思熟虑。让我们一同走进总图设计的

世界，解锁民用建筑的魅力密码。

1 图设计的基本原则

总图设计，作为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关键环节，其背后

蕴藏着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如同指南针，为设计师

们指明方向。功能性原则，无疑是总图设计的灵魂。它要

求设计必须以满足建筑的使用功能为首要任务，确保各类

空间得到合理布局。无论是住宅、商业还是公共设施，功

能性原则都强调其实际效用的最大化[1]。经济性原则，则

是设计过程中的现实考量。它提醒设计师们在设计时要

充分考虑成本因素，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通过资源的合

理配置和优化设计，经济性原则力求在预算内实现最佳

的设计效果。美观性原则，体现了设计对审美的追求。

总图设计不仅要实现建筑的功能和经济性，还要注重建

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美观性原则要求设计师们创造出

具有审美价值的空间形态，为城市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可持续性原则，是当代设计的重要理念。它强调设

计应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确保建筑与环

境的和谐共生。通过绿色材料的选择、节能技术的应用

以及生态空间的营造，可持续性原则为总图设计注入了

新的活力。

2 总图设计的设计要点

2.1  用地分析
用地分析，作为总图设计的开篇之作，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它如同一位细心的侦探，深入挖掘场地的每一

个细节，为设计师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在这片土

地上，蕴藏着丰富的自然与社会信息，等待着设计师去

解读。首先，自然属性是用地分析的重中之重。地形，

作为最直观的自然元素，其起伏变化直接影响着建筑的

布局和交通的组织。设计师需仔细研究地形图，了解场

地的高低差、坡向、坡度等信息，以便在后续设计中合

理利用地形优势，减少土方量，降低成本。土壤类型与

承载力则是决定建筑基础形式的关键因素。通过地质勘

探和土壤试验，设计师可以了解土壤的组成、力学性质

及承载能力，从而选择合适的基础形式和施工方法。地

下水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地下室的设计和防水措施。设

计师需要了解场地内的地下水情况，确保建筑的安全性

和使用功能。此外，植被覆盖和潜在的地质灾害也是用

地分析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设计师应充分考虑场地的生

态环境，避免对植被造成过大破坏，并利用植被的绿化

功能提升场地的景观品质。同时，对于潜在的地质灾

害，如滑坡、泥石流等，设计师需进行详细的地质勘察

和风险评估，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确保建筑的安全。而

社会属性则是用地分析的另一重要方面。场地的历史用

途往往决定着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设计师需要了

解场地的历史沿革和使用情况，以便在设计中尊重和延

续场地的文脉。周边社区的人口密度、经济活动、交通

流量等则是评估场地社会价值的重要依据[2]。通过对这些

信息的了解，设计师可以更好地把握场地的社会需求和

潜在机遇。市政基础设施的接入点则是确保建筑正常使

用的重要保障。设计师需要与市政部门密切沟通，了解

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基础设施的接入条件和容量

限制，确保建筑的顺利建设和使用。

2.2  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这一设计概念在总图设计中占据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它要求设计师将庞大而复杂的建筑项目巧

妙地分解为若干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功能区域。

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更能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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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都能恰到好处地满足其特定的使用目的和活动

模式。居住、工作、娱乐、交通……这些不同的功能需

求，在设计师的笔下被赋予了各自独特的空间形态。每

个功能区域都如同一座小型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空间

逻辑和生活节奏。设计师需要深入洞察每个区域的内在

需求，从空间的大小、形状、朝向，到采光、通风、隔

音等细节，都要经过精心的考量和设计。居住区域，作

为人们休憩的港湾，需要营造出温馨、舒适的氛围。设

计师会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人性化的细节设计，确保

每个居住单元都能拥有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同时

又能享受到宁静的居住环境。工作区域，则需要注重高

效性和灵活性。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便捷的交通流线、

先进的通讯设施……这些设计元素共同构成了现代工作

环境的基石。设计师会通过巧妙的空间划分和流线设

计，确保人员、物资、信息能够在工作区域内高效流

动，从而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娱乐区域，作为放松心

情、享受生活的重要场所，更需要注重空间的多样性和

趣味性。设计师会通过丰富的空间形态和灵活的功能配

置，打造出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娱乐空间，让人们在这里

尽情释放压力，享受生活的美好。除了这些基本的功能

区域外，交通区域也是总图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如同城市的血脉，串联着各个功能区域，确保人员和

物资能够快速、便捷地到达目的地。设计师会通过合理

的交通规划和流线设计，确保交通区域的畅通无阻和安

全便捷。

2.3  交通组织
交通组织，作为总图设计中的关键环节，承载着连

接各个功能区域、确保人员和物资高效流动的重要使

命。它涉及到项目中所有道路、停车场、人行道等交通

设施的设计，需要设计师从全局出发，细致入微地考虑

每一个细节。首先，设计师需要深入分析项目的交通需

求。这包括对项目所在地的车流量、车型、车速等进行

详细调研，以便准确掌握交通状况。基于这些数据，设

计师能够合理确定道路的宽度、转弯半径、坡度等关键

设计参数，从而确保道路既能满足通行需求，又符合安

全标准。在实现人车分流方面，设计师常常需要运用创

新思维和专业技能。立体交通系统，如地下停车场和空

中连廊等，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通过将这些

设施与建筑主体巧妙结合，设计师能够打造出既实用又

美观的交通环境，有效提升空间的利用效率。当然，交

通设施与周边环境的融合也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问题。

他们通常会通过绿化带、减速带等措施，降低交通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例如，在道路两侧种植树木和花草，不

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而减速带的

设置，则能有效提醒司机减速慢行，保障行人的安全。

此外，交通标志、照明和安全设施也是交通组织设计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交通标志能够清晰地指引行人和车

辆，确保他们能够快速准确地到达目的地。照明设施则

能在夜间为道路提供充足的照明，保障交通的安全与顺

畅。而安全设施，如护栏、反光镜等，则能在关键时刻

发挥重要作用，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2.4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在总图设计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不仅仅是美化环境、增添绿意的手段，更是提升项目

整体品质、创造独特室外空间的重要方式。景观设计的

魅力在于通过植被、水体、地形、小品等元素的巧妙组

合，打造出令人眼前一亮、心灵愉悦的室外环境。在进

行景观设计时，设计师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场地的气候条

件、土壤类型以及适宜的植被类型。这些自然因素将直

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景观的效果。通过详细的现场调研

和数据分析，设计师能够选择出最适合场地环境的植物

种类，并进行巧妙的配置设计。他们可能会选择高大的

乔木来提供阴凉，低矮的灌木来界定空间，以及五彩斑

斓的花卉来点缀其中。这些植物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能

起到调节微气候、净化空气的作用。除了植被，地形和

水体也是景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设计师会巧妙利

用地形的起伏变化，创造出富有层次感的坡地景观。他

们可能会在高处设置观景台，让人们能够俯瞰整个项目

的壮丽景色；在低洼地带设计溪流或池塘，为环境增添

一份灵动和生机。水体的运用不仅能带来视觉上的享

受，还能调节空气湿度、降低噪音，为人们提供一个宁

静舒适的休闲空间。当然，景观设计还需要考虑文化因

素。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这些

文化元素是场地精神的体现。设计师需要深入挖掘当地

的文化内涵，将其融入景观设计中，以确保景观与周边

文化的协调统一。他们可能会通过小品、雕塑、铺装等

细节来展现当地的文化特色，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

时，也能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

2.5  竖向设计
竖向设计，作为总图设计中的关键环节，对于合理

利用场地高程、创造丰富空间层次具有重要意义。它要

求设计师综合考虑建筑的入口标高、室内外高差、排水

方向等因素，通过巧妙的竖向布局，实现场地的高效利

用和空间的优化组合[3]。在竖向设计中，设计师首先需要

关注建筑的入口标高。这一标高不仅影响着建筑的通行

便利性，还与室内外高差、排水方向等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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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确定入口标高，设计师能够确保建筑在满足功

能需求的同时，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和谐融入。室内外高

差的处理也是竖向设计中的重点。设计师需要根据建

筑的使用功能和空间布局，巧妙利用地形高差设计出台

阶、坡道等元素。这些元素不仅能够解决高差问题，还

能为空间增添层次感和趣味性。例如，在公共建筑中，

通过设置不同标高的平台和台阶，可以划分出不同功能

的活动区域，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土方平衡问题也

是竖向设计中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通过合理的挖填方

设计，设计师能够减少土方的外运或购入，从而降低建

设成本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需要设计师具备丰富的

工程经验和精湛的设计技巧，以实现土方量的最小化和

场地利用的最大化。此外，竖向设计还需要与市政排水

系统相协调。设计师需要详细了解场地周边的排水设施

和市政管网情况，确保场地的雨水能够顺利排出，避免

积水等问题的发生。同时，他们还需要考虑排水方向与

场地坡度的关系，通过合理的布局和设计，实现排水系

统的顺畅运行。

3 总图设计的实践应用

总图设计，作为民用建筑设计中的核心环节，其在

实践中的应用广泛而深入。从住宅小区到商业综合体，

再到教育、医疗等公共建筑，总图设计都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在住宅小区规划中，总图设计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设计师需要综合考虑住宅布局、公共设施配置、绿化景

观设置等诸多因素。例如，为了确保住宅的通风和采

光，设计师会精心规划建筑的朝向和间距；为了打造宜

居的生活环境，他们会合理布局绿化带、休闲设施等公

共空间。在某住宅小区规划中，设计师通过巧妙的总图

设计，实现了高达80%的绿地率，为居民提供了舒适、健
康的居住环境。

商业综合体设计则是总图设计应用的另一大领域。

在这里，设计师需要关注商业空间的布局、人流物流的

组织以及停车设施的规划等问题。一个成功的商业综合

体设计，不仅能够提升商业项目的整体价值，还能为消

费者带来愉悦的购物体验。例如，在某大型商业综合体

设计中，设计师通过总图设计，实现了商业空间的高效

利用和人流的顺畅流动。他们合理规划了停车位数量，

使得每100平方米商业面积配备1.5个停车位，有效解决了
停车难的问题。

此外，在教育、医疗等公共建筑的设计中，总图设

计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这些项目的特点和需

求，设计师会进行针对性的规划和设计。例如，在学校

设计中，他们会重点考虑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的合

理划分；在医院设计中，则会注重医疗流程的优化和患

者就医体验的提升。在某大型医院设计中，设计师通过

总图设计，实现了医疗区域的高效布局和流线组织的顺

畅。他们合理规划了门诊、急诊、住院等区域的位置和

面积，使得医院能够高效运转，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

服务。

结语

总图设计，如同民用建筑设计的灵魂所在，其精妙

之处在于对空间、功能、美学与未来的深思熟虑。它不

仅是设计的起点，更是项目成功的关键。通过对其原

则、要点的深入挖掘和实践应用的不断探索，我们愈发

感受到总图设计的非凡魅力。展望未来，让我们以更高

的热情与智慧，投身总图设计的创新与发展，共同描绘

城市生活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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