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方案设计指导书(精选5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
素，包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等，以确
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
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建筑方案设计指导书篇一

从建筑防火要求而确定的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称为建筑防火间
距。《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设计规范》
对其适用范围的建筑防火间距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
是综合考虑满足消防扑救需要和防止火势向邻近建筑蔓延以
及节约用地等几个因素，并参照已建成的建筑防火间距的现
状而确定的。规范也对一些易燃、易爆的可燃性液体、气体
储罐及化学易燃品的库房，使用和生产易燃、易爆物品的厂
房也做出了建筑防火间距的规定。在进行建筑总平面设计时，
除按城市规划和建筑物使用要求外，还必须满足除建筑防火
规范规定的建筑防火间距来确定建筑的位置。

建筑方案设计指导书篇二

建筑方案设计是依据设计任务书而编制的文件。它由设计说
明书、设计图纸、投资估算、透视图等四部分组成，一些大
型或重要的建筑，根据工程的需要可加做建筑模型。建筑方
案设计必须贯彻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建设的政策和法令，应
符合国家现行的建筑工程建设标准、设计规范和制图标准以
及确定投资的有关指标、定额和费用标准规定。建筑方案设
计的内容和深度应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筑方案设计一般
应包括总平面、建筑、结构、给水排水、电气、采暖通风及
空调、动力和投资估算等专业，除总平面和建筑专业应绘制
图纸外，其它专业以设计说明简述设计内容，但当仅以设计



说明还难以表达设计意图时，可以用设计简图进行表示。建
筑方案设计可以由业主直接委托有资格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也可以采取竞选的方式进行设计。方案设计竞选可以采用公
开竞选和邀请竞选两种方式。建筑方案设计竞选应按有关管
理办法执行。

建筑方案设计指导书篇三

是指建筑的内部空间和外部体形。外部体形是建筑内部空间
的反映，建筑空间又取决于建筑功能的需要，因此，建筑形
式与建筑功能有直接联系。建造房屋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即
所谓建筑功能。使用功能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建筑空间，因
此也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从这一观点来说，建筑
功能决定了建筑形式。然而对同一功能要求也可以用多种形
式来满足，也就是说有多种方案来适应一种建筑功能的使用
要求，因此建筑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可以反过来对功能
起到更新、发展的作用。建筑形式往往不是简单的建筑功能
的反映，人们还从建筑艺术和审美观点的角度去对建筑形式
进行创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发展也
会影响建筑形式的发展。高层建筑和大跨度建筑就是建筑技
术发展的反映，也赋予了新的建筑形式。因此科学技术对建
筑形式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从建筑历史发展来看，建筑形
式往往是不断变化的，例如从封闭到开敞、从简单到复杂、
从粗犷到纤细、从对称到非对称、从有规律到无规律等等，
而且这一现象还会出现反复、周期性的变化。从辩证法的观
点来看，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筑形式的不断发展
和变化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一种建筑思
潮的出现并非孤立的，它往往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和人们物质
精神生活的需要，反映了建筑发展阶段螺旋式上升这一规律。
统一与多样是艺术形式应具备的基本原则。建筑形式也同样
有美的要求，也应遵循统一与多样这一形式美的法则。当然，
建筑艺术与其它艺术（绘画、书法、音乐等）有原则区别，
建筑艺术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受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如
果脱离开功能、技术、经济条件，建筑艺术就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了。统一与多样就是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
统一。任何造型艺术在体形上可以分解成若干部分，这些部
分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各部分组合应有和谐的秩
序，既有变化又有统一，不能杂乱无章，这样才会使人感到
美。只有统一没有变化，会使人感到单调、枯燥、千篇一律，
不能唤起人的美感。只有变化没有统一，会使人感到无秩序、
杂乱，同样也不会使人认为是美的。只有统一变化，方能使
人在精神上得到美的享受，这是人们在实践中得出来的美学
规律。如何达到建筑的统一与变化，可以以多种创作手法来
实现，如主从与对比、均衡与稳定、对比与微差、韵律与节
奏、比例与尺度等，这些处理手法都可以达到统一变化的目
的。

建筑方案设计指导书篇四

建筑形态是一种人工创造的物质形态。建筑形态构成是在基
本建筑形态构成理论基础上探求建筑形态构成的特点和规律。
为便于分析，把建筑形态同功能、技术、经济等因素分离开
来，作为纯造型现象，抽象、分解为基本形态要素（点、线、
面、体——空），探讨和研究其视觉特性和规律。建筑形态
构成的要素主要分为点、线、面、体四大要素。点有一定形
状和大小，如体与面上的点状物、顶点、线之交点、体棱之
交点、制高点、区域之中心点等。点的不同组合排列方式产
生不同的表情。点在构图中有积聚性、求心性、控制性、导
向性等作用。线分实存线和虚存线。实存线有位置、方向和
一定宽度，但以长度为主要特征；虚存线指由视觉——心理
意识的线，如两点之间的虚线及其所暗示的垂直于此虚线的
中轴线，点列所组成的线及结构轴线等。线在构图中有表明
面与体的轮廓，使形象清晰，对面进行分割，改变其比例、
限制、划分有通透感的空间等作用。面分实存面和虚存面。
实存面的特征是有一定厚度和形状，有规则几何图形和任意
图形；虚存面是由视觉——心理意识到的面，如点的双向运
动及线的重复所产生的面感。面在构图中有限定体的界限，
以遮挡、渗透、穿插关系分割空间，以自身的比例划分产生



良好的美学效果，以自身表面的色彩、质感处理产生视觉上
的不同重量感等作用。面的空间限定感最强，是主要的空间
限定因素。体也有实体和虚体之分。实体有长、宽、高三个
量度。性质上分为线状体、面状体、块状体；形状上分为有
规则的几何体和不规则的自由体，各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
如方向感、重量感、虚实感等。虚体（空间）自身不可见，
由实体围合而成，具有形状、大小及方向感，因其限定方式
不同，而产生封闭、半封闭、开敞、通透、流通等不同的空
间感受。

建筑方案设计指导书篇五

电气通信（称电信）是利用电或电子设施来传送语言、文字、
图像等信息的一种过程。各种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都包括信
息的发送、传输、接收三部分设备。电信建筑根据通信方式
的不同，大体分为无线通信建筑和有线通信建筑。无线通信
建筑包括各种微波站、无线电台、卫星通信地面站等。有线
通信建筑包括市内电话局、长途电信枢纽建筑、电报局、数
据通信局、各种载波增音站，以及供集中设置多种通信设备
的电信综合局等。电信局（站）的建筑空间组成包括通信机
房、变（配）电站、自备发电站（发电机房）、油库。还有
采暖锅炉房或冷冻站等。电信建筑设计原则如下：

1．局（站）应选择合理的地址，要求有一个安全、清洁，较
少污染和干扰的环境。

2．通信机房建筑本身要有较高的抗灾能力和耐久性。一般应
将耐火等级和设计烈度提高。

3．机房的平面空间组织和垂直方面的层次安排应满足工艺流
程的合理性。

4．线路相对集中，以节约通信电缆。



5．要求机房内保持适宜的温度与湿度，以保护各类设备和提
高工作效率。

6．要求将通信机室内的含尘量控制在规定的限值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