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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总平面设计

如果说建筑专业是民用工程设计的龙头的话， 那建筑总

平面的设计可谓建筑设计的龙头了， 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是从

这里开始的。 总平面设计看起来可能没有建筑单体设计那么

引人注目， 但它所涵盖的内容和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忽

视的。

从概念上讲， 建筑总平面设计是在城市规划管理局或城

镇规划建设局批准的用地范围内， 根据上级批准的设计任务

书，结 合 地 形、地 质、气 象、水 文 等 自 然 因 素，把 建 筑 物、构 筑

物、交通运输、各种场地、绿化设施等，在平面图上进行合理、

协调地规划、设计与布置，使一个工程的各个项目成为一个有

机整体。

从实际工作上讲， 总平面设计是整个设计过程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 整个设计过程始于总平面设计， 终于总平面设

计。 总平面图反映出的内容是整个建筑能否立足于场地之中

重要的前提条件[1]。

本文主要针对现有环境对总平面设计的影响， 简要概述

了现有环境对建筑总平面设计所产生的影响。

2 现有环境对建筑总平面设计的影响

2.1 场地外部环境

场地外部环境是设计中无法改变的东西， 但是在城市中

他们与用地内部又是一个整体，所以在设计中，外部环境对用

地内的建筑布局、道路走向、绿化布置等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

用。

了解周边现有建筑情况，包括周边已经建成建筑的功能、

层数、主要出入口位置、退让道路、建筑红线及用地范 围 等 因

素。 这些内容会更加明确用地内建筑物可以摆放的范围线，但

是在满足规范规定的建筑间距的同时， 也应该顾及到城市建

筑整体的协调关系。

了解周边现有道路情况，包括道路的性质、等 级、道 路 车

流的主要来去方向、道路的车流量等因素。 当对这些内容有清

楚的认识后，会对总平面布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宏观层面上

决定了建筑各个功能出入口的位置， 并影响内部交通组织等

内容的设计。

了解周边景观环境情况，包括周边的绿化情况，是否有水

系，是否有很好的景观通廊等因素。 对这些内容的了解，能够

为现在设计的建筑找到好的借景， 能够更好地将新建建筑与

原有环境有机地融合 [2]。

2.2 场地内部环境

场地内部环境在设计中是可以进行改变的， 但是在设计

之初也应该明确哪些因素可以值得保留。 比如原本有水系穿

过场地，我们可以保留水体，但是水体的形式可以进行 改 造。

场地内部环境的保留不是原封不动， 应该是建筑师对他们进

行建筑设计有利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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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选址位于重庆江津重庆交通大学双福校区内李

子湖北侧的总体规划为土木建筑学科组团位置。 用地西侧紧

靠校园南北干道， 道路西侧为已完成部分建设的机电交运学

科群组团；用地南侧为李子湖；用地东侧为规划的河海学科组

团；用地北侧紧靠学院主干环道，环道北侧为西科所组团。

拟建成学科群包括学科综合楼、建筑学实验室、安全工程

实验室、测量实验室、桥梁实验室、道 路 实 验 室 和 隧 道 实 验 室

等在内的土木学科组团。 以学科综合楼为主导 （建筑学实验

室、安全工程实验室、测量实验室位 于 其 中），桥 梁 实 验 室、道

路实验室、 隧道实验室独立成栋并尽可能集中布置， 自成一

区，以便共享资源。

项 目 用 地 面 积49193m2， 其 中 含 保 留 山 体， 总 建 筑 面 积

38748.33m2，其中，学科综合楼（图1中①）建筑面积18547.99m2，

道路实验楼（图1中②）建筑面积6788.93m2，桥梁实验楼（图1中

③） 建筑面积9383.42m2， 隧道实验楼 （图1中④） 建 筑 面 积

4027.99m2，容积率0.77。

3.2 总图布局

从图2可以看出，根据场地条件和特征，结合地形、地貌将

学科综合楼群布置在场地的西南方向， 该楼群呈枝状连接建

筑系实验室、测绘系实验室和安全工程系实验室，将两层的学

生创业中心和会议空间布置于学科综合楼群南侧单独以廊桥

联系，作为景观元素并方便公共联系和使用，整体形成综合体

建筑。 道路、桥梁和隧道实验楼群靠北侧校园环道点式布局相

对集中，自成一区。 西部布置道路实验楼，中东部布置桥梁实

验楼，东南部布置隧道实验楼。 保留东南部建筑场地标高以上

山体景观环境。

学科综合楼群人流主次出入口位于南侧和西侧， 前广场

位于场地西南侧，临校园南北干道进入学科综合楼群，建筑内

部通过底部架空空间联系各系功能体，并方便与道路、桥梁和

隧道实验楼群的交通联系。

道路、 桥梁和隧道实验楼群在北侧校园环道中部设置实

验楼供应运输出入口（见 图4），利 于 大 型 车 辆 和 材 料 的 出 入。

在西侧道路实验楼与学科综合楼群结合部设置实验楼群人流

出入口。 实验楼群内部形成环道，保证各实验室交通和运输顺

畅。 各实验楼围合形成室外场地内院，满足大型试验所需的外

部场地要求，并使北侧校园环道景观清爽干净。

场地地形相对平坦，场地内东南部保留山体景观，以步道

与校园道路系统联系。 满足校园景观空间的延续和人流、车流

的引导，同时维系校区道路骨架的完整性。 场地内东南部自平

场标高起尽量保留山体景观。 场地南侧为李子湖，重视沿湖景

观和观景。 会议厅和学生创新实习基地在学科综合楼南侧独

立椭圆形体量并沿湖部分形成吊脚。

4 从现有环境出发的总平面设计

4.1 重视校园主干道景观效果，等距退让已建成建筑

图3 用地周边环境示意图

图2 项目鸟瞰效果图

① ④

③②

图1 项目总平面图

因循自然的建筑总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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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于新建的大学校园内， 南侧隔校园环道的规划西

科所组团以及东侧相邻的河 海 学 院 学 科 组 团 还 在 规 划 中，紧

邻项目用地的已建成建筑只有场地西侧隔南北主干道而望的

机电交运学科群组团，该组 团 建 筑 为 四 层 实 验 建 筑（如 图3）。

而南北主干道是联系校园南北两个宿舍区与中心教学区的重

要道路，景观环境尤为重要，所以在设计之初就定下了以南北

主干道中心线为基准， 新建建筑保持与西侧现有建筑等距离

退让道路中心线。 保证了道路两侧建筑不会喧宾夺主，主干道

的景观环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

此项目在用地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从始至终坚

持这一退让原则，说明虽然这不是规范的强制规定，但是周边

建筑及道路对新建建筑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4.2 分析周边道路及交通关系，合理布置复合功能建筑组

团各出入口位置及交通关系

场地周边现有车行道路主要有西侧的校园南北主干道以

及北侧的校园环道，从道路关系上来看，南北向主干道联系了

南北两个宿舍区及中心的教学区，应为人行的主干道，校园环

道是围绕中心教学区而形成的一条外围道路， 应为校园内车

行的主要道路（图4）。 场地东侧会规划一条道路，供土木学科

组团和河海学科组团使用，场地南侧邻水，设计后则为亲水人

行步道。

根据周边道路关系情况， 从宏观层面上应将人行主要入

口设置于南北主干道， 车行及实验室货物入口则应在场地北

侧校园环道开口。 这也直接决定了在总图布置时，将人流量较

大的学科综合楼置于场地西侧，紧邻校园南北主干道，方便学

生及教师进出； 而人流量较少且货物出入较多的三个大型实

验室则置于场地北侧，紧邻校园环 道，方 便 车 行 及 货 物 进 出。

场地南侧形成亲水景观步道， 联系了主要交通干道及保留的

山水景观。

对周边道路及交通关系的把握， 直接决定了能否合理地

布置出各个功能出入口及内部交通关系等内容。 而这些也直

接决定了最终建筑是否能合理地置于场地之中。 所以，对于周

边道路及交通关系的分析与把握， 对整个设计有着相当重要

的影响。

4.3 最大限度地保留用地内山体景观及临湖景观，塑造乐

山乐水的建筑景观

场地周边主要景观为南侧李子湖面， 作为学校中心区的

主要水体景观，景观价值自然较高。 场地内部有一座高10m左

右的山体，根据对环境的分析，在 用 地 紧 张 的 情 况 下，设 计 中

对于山体最大限度地进行保留， 保留场地标高以上山体主要

形态特征， 只是在山脚部分为了让出道路

和停车位等场地，进行部分改造。对山体景

观步道及绿化进行了优化设计。

根据项目外部环境分析， 设计中将人

流量较大的综合楼放置于场 地 西 北 侧，南

面临李子湖畔， 给予学科综合楼很好的景

观环境。 部分建筑甚至形成重庆特有的吊

脚形式，直接架空于水面之上，不仅能够将

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 更能够塑造自然的

景观环境。

该项目在景观环境的设计上最大限度

地做到了尊重现有环境，利用现有环境，为

建筑的整体环境提色。建筑离不开环境，好

的 建 筑 缺 少 了 景 观 环 境 的 衬 托 会 失 色 不

少。总图设计中，景观的融入也是不可缺少

的一个环节。

5 结语

总平面设计是建筑设计的基础，它是起点也是终点。 要将

建筑设计做好就必须处理好建筑与 地 形、道 路、景 观、相 邻 建

筑和周围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创造出一个高品质、高效

益的建筑设计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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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功能分区及主要出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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