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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开始至今已进行14次，场地设计本书第一版在2010年1月出版，今年已经是第
四次再版。
场地设计作为作图考试科目之一，无论从通过率统计还是考生的直观感受，一直被公认为难度较大，
不易通过。
对于考生来讲，如果能够全面了解历届考试题目，完全熟练掌握各类题型的要点和解题方法，无疑会
对提高自身设计能力、顺利通过考试有非常大的帮助。
通过对考试大纲的解读和对历年考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场地设计科目考试主要分成以下几类：
一、场地分析。
通过对给定地块的退线划定，画出该场地中不同建筑类型的可建范围，目的是考查建筑师对城市规划
中各种控制线的理解，对消防、日照等相关规范熟练程度。
二、场地剖面。
是从建筑剖面的角度对建筑可建范围及高度进行控制。
同样要考虑保护古树、古建筑、防火间距及日照间距等来分析场地的建设情况，同时还涉及工程管线
的综合布置问题等。
三、地形设计。
一般是要求考生调整等高线，估算土方的挖填方量，做到土方平衡，布置护坡、排水沟等，目的是考
查考生高程和竖向设计的基本概念，控制土方平衡、对场地排水组织等的综合能力。
四、停车场布置。
要求考生在给定的基地中按要求布置停车位、安排出入口和配套服务用房，包括相应数量的残疾人车
位和人行通道等，考查考生对停车位的布置方式、基本尺度和规范要求等掌握的熟练程度。
五、场地综合。
在给定的基地中，对某一类或某一组建筑如医院、学校、展览中心等，进行总平面设计，包括建筑布
局、朝向、单体入口方向，道路组织及场地入口的设置等，考查考生综合运用场地设计知识，进行场
地总体布局的基本技能。
编著者在本书几次再版修订补充的过程中，也感到近几年场地设计考题的变化和微调。
总的来说，场地设计各题的考查点越来越多，这表现在考生在答题时的工作量增加。
在某些考题中考查点也越来越隐蔽，这也要求考生要考虑得更加全面，对各种规范要理解掌握得更加
透彻。
相应的，由于有关规范衔接不紧密、体系不完整，也会带来对某些题目的解答存在不同的意见。
本书分成六大章节，前五章为真题部分，基本涵盖了2000~2012年以来的场地设计作图科目所有试题，
累计600道题目。
对其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相关规范的要求加以梳理，并以历次试题为例，进行详解，归纳设计要点
、解题方法，总结出需要注意的采分点，并以图示的方式逐帧示意了答题的步骤，详尽明晰，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六章为模拟题部分，以供考生检查复习效果。
本书所归纳的解题要点应用性很强，可以为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条理清晰地完成考试提供很好的帮助。
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订自己的解题步骤和时间安排，以取得好的成绩。
这也是本书作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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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6章，前5章为真题，基本涵盖了2000~2012年以来的场地设计（作图题）科目所有真题，
对其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相关规范的要求加以梳理，并以历次真题为例，进行详解，归纳设计要点
、解题方法，总结出需要注意的采分点，并以图示的方式逐帧示意了答题的步骤，详尽明晰，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6章为模拟题，以供考生检查复习效果。
本书所归纳的解题要点应用性很强，可以为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条理清晰地完成考试提供很好的帮助
。
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解题步骤和时间安排，以期取得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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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场地设计的实际需要出发，需要避让农田（或梯田），须保留的树木，不稳定的
土壤、溪水等，甚至是考虑景观要求或设计者追求的某种效果，需要路径以某种状态前进。
这些需要产生了在坡地上为道路设置路径方向的控制点。
这些路径方向控制点的设置，不但使路径设计理陸化，使其更能符合设计要求，而且大大减少了工作
量和精力的分散。
 一般情况下，每5倍等高距设立一个路径方向控制点（即每两个路径方向控制点之间有4条以内的等高
线）。
一般对于5条等高线以内的路径设计，比较容易控制，符合短时间内人工解决问题的能力范围。
 3.自然地形坡度范围划分 自然地形的坡度可分为平坡、缓坡、中坡、陡坡和急坡五种类型。
 （1）平坡、缓坡。
 平原地区，地面坡度小于3％的为平坡坡地，3％～10％的为缓坡坡地。
 平坡地段，建筑、道路布置不受地形坡度限制，可随意安排。
坡度小于0.3％时，应注意排水组织。
 小于5％的缓坡地段，建筑宜平行等高线或与之斜交布置，若垂直等高线，其长度不宜超过30～50m，
否则需结合地形作错层等处理；非机动车道尽可能不垂直等高线布置，机动车道则可随意选线。
地形起伏可使建筑及环境绿地景观丰富多彩。
 5％～10％的缓坡，建筑道路最好平行等高线布置或与之斜交。
若遇与等高线垂直或大角度斜交，建筑需结合地形设计，做跌落、错层处理。
垂直等高线的机动车道需限制其坡长。
 （2）中坡。
丘陵地区，地面坡度10％～25％的为中坡坡地。
中坡地段，建筑应结合地形设计，道路要平行或与等高线斜交迂回上坡。
布置较大面积的平坦场地，填、挖土方量甚大。
人行道若与等高线作较大角度斜交布置，也需做台阶。
 （3）陡坡、急坡。
山地地区，地面坡度25％～50％为陡坡坡地；50％以上为急坡坡地。
 陡坡坡地用作建设项目用地，施工不便、费用大。
建筑必须结合地形个别设计，不宜大规模开发，在山地建设用地紧张时仍可使用。
 急坡地通常不宜用于场地建设。
 在实际的坡地中，其上各处的坡度往往互不相同。
对于某个场地设计来说，许多场地元素对坡度有限制要求，比如道路纵坡、构筑物所在位置坡度要求
、排水要求等。
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地形坡度范围划分。
因为我们在地形平面图中能够直观掌握的只有等高线间距，所以根据坡度公式i=△h／△L，我们需要
把对坡度的要求转化成对等高线间距大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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