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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利工程中的房屋建筑设计

张佳翔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300220

摘 要：水利工程是保障水资源合理调配、防洪灌溉的重要基础设施，而其中的房屋建筑虽常被忽视，却起着关

键作用。本文围绕水利工程房屋建筑设计的重要性展开探讨。阐述了其设计要点，涵盖总平面设计，包括功能分区布

局、内部交通流线和环境设计等；平面设计涉及专业设备布置需求、建筑规范与使用需求及空间有效利用；造型风格

设计强调与环境协调、体现建筑性格和创新；建筑材料选择注重抗风性、耐脏性、色彩质感搭配、耐久性与经济性。

还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如智能化、绿色可持续设计以及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为水利工程房屋建筑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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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附属的房屋建筑也有着重要意义。水利工程房屋建

筑不仅要满足工程运行管理等基本功能需求，还需在设计

上兼顾美观、实用与经济。随着时代发展，对其设计的要

求也不断提高。合理的设计能提升水利工程的整体效益，

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因此，深入研究水利工程

中的房屋建筑设计要点，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对推动水

利工程建设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水利工程房屋建筑设计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房屋建筑设计是保障水利设施高效运转的

基础。合理的设计能够精准匹配各类设备的安置需求，

像泵房内设备布局，经精心设计后，能确保水泵、电

机等有序排列，让设备安装、调试与维护都更加便捷，

从而保障水利工程动力供应的稳定性，提高水资源调配

与利用效率。同时，科学的设计还能满足工作人员的办

公与生活需求，良好规划的办公区域可营造舒适工作环

境，提升工作效率；合理设置的生活区则能为工作人员

提供温馨的休息空间，增强其归属感与工作积极性。在

环境适配方面，优秀的设计可使房屋建筑与周边自然环

境和谐共生。通过巧妙运用自然元素与色彩搭配，能减

少建筑对环境的突兀感，实现建筑与山水、田野等景观

相互映衬，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提升了水利工程整体

美感。从经济与社会影响来看，设计良好的水利工程房

屋建筑有助于降低长期运营成本。耐用材料的选择、空

间的有效利用，能减少后期维修与改造费用。此外，当

水利工程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时，独特的建筑设计可成为

吸引游客的亮点，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彰显其在经济

与社会层面的重要价值[1]。

2��水利工程房屋建筑设计要点

2.1  总平面设计
2.1.1  功能分区布局
在水利工程房屋建筑设计中，功能分区布局至关重

要。要依据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不同职能，清晰划分办

公区、生活区、设备区等。办公区需设置在交通便利、

采光良好之处，方便工作人员处理日常事务，且与外部

联络顺畅；生活区应注重私密性与舒适性，为工作人员

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可配备宿舍、食堂、活动室等设

施，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设备区则要靠近相关水利设

施，便于设备的安装、维护与运行，同时需做好隔音、

防震处理，减少对其他区域的干扰。合理的功能分区布

局能提高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水利工程房屋

建筑功能的高效发挥。

2.1.2  内部交通流线
内部交通流线的规划直接影响水利工程房屋建筑的使

用便利性。人员流线方面，要确保不同区域人员行走路线

清晰，避免交叉干扰。货物流线则需根据设备搬运、物资

运输等需求进行设计，保证运输通道宽敞、平整且无障碍

物，方便大型设备和物资的进出。对于紧急疏散流线，必

须严格按照建筑规范要求设置，确保在突发情况下，人员

能够迅速、安全地撤离。合理规划内部交通流线，可提升

建筑运行的流畅性，增强安全性与可靠性。

2.1.3  环境设计
水利工程房屋建筑的环境设计不容忽视。在绿化方

面，应结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选择适宜的植物进行

种植，既能美化环境，又能起到净化空气、降低噪音

的作用。例如，在办公区周边种植一些观赏性植物，营

造舒适的工作氛围；在设备区附近种植抗污染能力强的

植物，减少设备运行对环境的影响。水体设计上，若有

条件，可引入小型水景，如喷泉、溪流等，增添灵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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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同时与水利工程的主题相呼应。

2.2  平面设计
2.2.1  专业设备布置需求
水利工程房屋内的专业设备众多，其布置需求主导

着平面设计。对于大型水泵、电机等动力设备，要预留

足够空间，保证设备安装、调试与日常维护的操作空

间。例如，在泵房设计中，设备之间的间距需依据设备

尺寸及检修工具使用空间确定，同时设置设备吊运通

道，方便设备的起吊与更换。电气控制设备则要布置在

干燥、通风且便于操作人员观察与操作的位置，远离水

源与潮湿区域，以防短路故障。此外，还要考虑设备的

管线走向，确保水管、电缆等线路布局合理，减少交叉

与迂回，降低能源损耗，保障设备高效稳定运行，为水

利工程的正常运转奠定基础[2]。

2.2.2  建筑规范与使用需求
遵循建筑规范是平面设计的基本准则。在水利工程

房屋建筑中，要严格依据相关规范确定防火分区、疏散

距离与安全出口数量及位置。例如，按照防火规范要

求，不同功能区域需采用防火墙分隔，疏散通道宽度和

长度要满足人员快速疏散的标准。同时，充分考虑使用

需求，办公空间应合理规划开间与进深，保证自然采光

与通风良好，提升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对于会议室、培

训室等公共空间，要根据容纳人数设计合适的面积与布

局，配备必要的声学处理设施，满足使用时的声音效果

要求。通过兼顾建筑规范与使用需求，打造安全、舒适

且实用的建筑空间。

2.2.3  空间有效利用
在有限的建筑面积内实现空间有效利用，是平面设

计的重要目标。采用灵活可变的空间布局，如使用活动

隔断，可将大空间根据不同时段需求分隔成多个小空

间，满足会议、培训或办公等多种功能转换。在竖向空

间上，合理设置夹层，用于存放小型工具、资料等，增

加储物空间的同时不占用过多地面面积。对于楼梯下

方、墙角等边角空间，巧妙设计成壁柜、展示架等，充

分挖掘空间潜力。

2.3  造型风格设计
2.3.1  与环境协调
水利工程多坐落于自然环境之中，房屋建筑造型风

格需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若工程位于山川湖泊之间，

建筑外观可借鉴自然元素，采用流畅的曲线和柔和的

材质，模拟山水形态，如以弧形屋顶象征山峦起伏，以

玻璃幕墙映射波光粼粼的水面，让建筑仿佛从自然中生

长而出。在色彩选择上，适配自然色调，以淡雅的绿、

蓝、灰为主，融入周边植被与天空、水体色彩，减少突

兀感。对于城市中的水利工程建筑，造型风格则应与城

市整体风貌相呼应，遵循城市建筑的色彩、材质规范，

通过现代建筑手法展现水利工程的功能性，实现与城市

环境的有机融合。

2.3.2  体现建筑性格
水利工程房屋建筑因功能不同，具有独特的性格特

征。例如，泵房这类功能性较强的建筑，可通过简洁硬

朗的线条、厚实的墙体设计，展现其稳固可靠、坚实耐

用的特质，给人以力量感，凸显其保障水利设施运行的

重要性。而办公区域则可采用明快的色彩、通透的门窗

设计，营造出开放、高效的氛围，体现出管理与沟通的

便捷性。对于用于科普展示的水利建筑，可运用富有创

意的造型，如采用水滴、波浪等水利元素的抽象形态，

传递水利知识，彰显建筑的教育属性，让建筑性格与功

能完美契合。

2.3.3  创新设计
在传承传统水利建筑特色的基础上，创新设计为水

利工程房屋建筑注入新活力。利用新型建筑材料，如透

光混凝土，打造既具有良好采光性能又有独特质感的

建筑表皮。在结构设计上，采用新颖的悬挑、扭转等形

式，突破传统建筑的规整形态，塑造出富有动感与视觉

冲击力的造型。还可结合数字化技术，设计可互动的建

筑外观，如通过灯光变化展示水利工程实时数据，提升

建筑的科技感与趣味性。创新设计不仅能使水利工程房

屋建筑在外观上脱颖而出，更能适应新时代人们对建筑

美学与功能融合的追求。

2.4  建筑材料选择
2.4.1  抗风性与耐脏性
水利工程所处环境复杂，部分地区风力强劲，建筑

材料的抗风性至关重要。如沿海或峡谷地带的水利建

筑，外墙宜选用高强度、质量较轻的金属板材，像铝合

金板，其密度低但强度高，能有效抵御强风侵袭，减少

被大风损坏的风险。同时，耐脏性也不容忽视。水利工

程周边可能灰尘较多，选用表面光滑、不易吸附灰尘的

材料可降低清洁难度。例如，釉面瓷砖具有良好的耐污

性，表面的釉质层使灰尘难以附着，且清洁时只需简单

擦拭即可保持干净，大大节省了维护成本，确保建筑外

观长时间保持整洁美观，维持良好的使用状态。

2.4.2  色彩与质感搭配
建筑材料的色彩与质感搭配对水利工程房屋建筑的

整体形象塑造影响深远。色彩方面，要结合建筑的功能

与周边环境。办公区域可采用明亮、柔和的色调，如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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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浅黄色，营造舒适、温馨的工作氛围；泵房等工业

性质区域则适合深灰色、深蓝色等沉稳色调，体现其功能

性与可靠性。在质感上，不同材料能带来不同感受。粗糙

的文化石可用于体现建筑的古朴、厚重，适用于有历史文

化内涵的水利建筑；光滑的玻璃幕墙则展现出建筑的现

代、时尚，常用于城市中的水利工程，通过色彩与质感的

巧妙组合，使建筑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成为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提升水利工程的整体美感。

2.4.3 耐久性与经济性
水利工程建筑需长期稳定运行，材料的耐久性是关

键。基础结构选用钢筋混凝土，其抗压、抗拉性能良

好，能承受长期的荷载作用，确保建筑稳固。对于暴露

在外的部分，如屋面防水可采用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具有出色的耐候性、耐水性，能有效延长屋面使用

寿命。在保证耐久性的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性。优先选

用本地材料，减少运输成本，像本地生产的砖块、砂石

等，价格相对较低且供应稳定。合理规划材料使用量，

避免浪费，通过对不同材料性价比的综合考量，选择既

能满足建筑长期使用需求，又在经济预算范围内的材

料，实现水利工程房屋建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3]。

3��水利工程房屋建筑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

3.1  智能化设计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智能化设计将成为水利工

程房屋建筑的重要趋势。通过安装智能传感器，可实时

监测建筑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并自动

调控通风、空调等设备，营造舒适的室内环境，同时降低

能源消耗。对于设备间，智能化设计可利用物联网技术，

远程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提前预警故障，方便维修人员

及时处理，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此外，

智能安防系统通过人脸识别、入侵检测等技术，保障建筑

安全，为工作人员和设备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大幅提升水

利工程房屋建筑的管理效率和使用体验。

3.2  绿色可持续设计
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可持续设计在水利工

程房屋建筑中愈发关键。在建筑选址时，充分考虑自然

通风与采光条件，减少对人工照明和机械通风的依赖。

采用绿色节能材料，如可再生的竹木材料用于室内装

修，其生长周期短、碳排放量低。在能源利用方面，

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在建筑屋顶安装太

阳能板，为建筑提供部分电力，或是利用小型风力发电

机，满足部分设备用电需求。同时，注重水资源的循环

利用，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将收集的雨水用于绿化灌

溉、道路冲洗等，降低对市政供水的依赖。通过这些绿

色可持续设计措施，减少水利工程房屋建筑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水利工程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

3.3  与旅游开发相结合
水利工程往往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价

值，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具有广阔前景。在房屋建筑设计

上，可打造具有特色的观景平台、游客服务中心等设

施。将部分闲置的水利建筑改造为水利文化博物馆或主

题民宿，既保留建筑原有风貌，又赋予其新的功能，传

播水利文化的同时为游客提供特色住宿体验。通过合理

规划旅游线路，将水利工程房屋建筑与周边景点串联起

来，形成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水利工程从单纯的功能性设施向

兼具旅游休闲功能的综合性场所转变[4]。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中的房屋建筑设计绝非简单之

事，其设计要点涵盖总平面、平面、造型风格以及建筑

材料选择等多个关键层面。从满足专业设备布置，到与

环境协调统一，每一环节都对水利工程的高效运行与美

观呈现至关重要。展望未来，智能化、绿色可持续设计

以及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趋势，将为水利工程房屋建筑

注入新活力。这不仅能提升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还能

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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