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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学场地设计》对场地设计在建筑学范围内尽量加以系统化和实用化；从建筑学所应涉及的
场地设计技术人手，对现有技术进行深入探讨，实事求是地把原理落实到技术层面上，以大量的原创
性分析，建立了建筑学领域内场地设计技术的一些新的分析方法。
全书分为七大部分：第1部分场地表达，分析了涉及等高线的场地设计和台地护坡设计等，尤其对很
多场地设计中一直存在的疑问提供了解决方法。
第2部分场地调整，分析了场地排水、等高线调整、土石方平衡等，建立了适合于建筑设计范围的场
地调整分析方法。
第3部分停车场（库），主要对停车场（库）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分析，清晰完整地对相关原理加以系
统化，提炼出很多实用性较强的原理规则。
第4部分建筑间距，从防火、日照、遮挡等方面，科学合理地分析建筑间距，透彻地阐述了关于建筑
间距的概念。
第5部分总平面，对大多数建筑类型的场地布置进行详细分析。
第6部分道路，总结分析了与场地设计领域交叉的道路专业知识。
第7部分管线与绿化，结合规范对管线布置和场地绿化进行归纳分析。
本书的读者群为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建筑学专业的广大师生，以及注册建筑师考试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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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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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等高线　　1.1.1 定义　　在自然界几乎不存在完全平整的面，或者说，自然界的一切都存在
着起伏，哪怕是海面，实际上由于引力、流动、海底地壳运动、暗流、甚至海洋生物的游动，在这诸
多因素影响下，也并不是完全平整的。
　　应该说，人类对自然界的山丘、山脉以及任何一块土地，都可以用等高线在二维平面上进行表达
。
　　一个地面的等高线的形成，就犹如切面包片一样。
从认定的一个水平面（水平面即与所处地面平行的面）开始，以相同的间隔切开起伏的地面为一个个
片，把每一个片的边缘线或空洞的边缘线取出来，叠落在水平面上，就形成了表达三维的等高线图（
图1.1.1）。
　　等高线是在设定某固定点或临时参考点为最底面高程（即零点高程）的基础上，将相同高程的点
连接而成的曲线。
　　等高线上的高程注记数值字头朝向上坡方向，字体颜色同等高线颜色（棕色）（图1.1.2）。
　　每—条等高线都是封闭的，在图纸上看到的往往是等高线的—段，并不代表等高线没有封闭，只
是因为取图范围有限的缘故而造成的错觉（图1.1.3）。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学场地设计>>

编辑推荐

　　《建筑学场地设计》对场地设计在建筑学范围内尽量加以系统化和实用化；从建筑学所应涉及的
场地设计技术入手，对现有技术进行深入探讨，实事求是地把原理落实到技术层面上，以大量的原创
性分析，建立了建筑学领域内场地设计技术的一些新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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