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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分别探讨山地住宅的意义、理念和设计办法等,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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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地住宅建筑的现实意义 

我国多山,依山而居历史悠久。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可耕

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数的 7%。我国是耕地少的农业大国。

因此“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保护好每一寸耕地”是我国国

策。 

为此,我国建筑业的发展中,山地住宅建筑的建设是一

项重要任务。选择自然环境优美的、靠近都市的山地进行住

宅建设,将成为我国城市住宅开发的一条重要出路。 

发展山地住宅建筑的优势：一是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心灵

的回归自然追求。二是山地住宅有着空气好、通风好采光好、

高绿化率、景色好的等优势,非常适合人类居住。三是山地

住宅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健康有着不很好的影响。 

2 山地住宅建筑设计观念 

2.1 山地生态平衡 

相对于一般的建筑环境,山地建筑在地质、地形、地貌、

土壤、植被和气候等方面均有较大的特殊性,其生态敏感性

更强,其对生态系统的变化做出反应的可能性要比平地环境

大得多。做好山地建筑设计观念,树立起保护山地生态系统、

维护山地生态平街的观念,做到“保护植被、保持水土、谨

慎动土”。 

2.2 技术与艺术相结合 

山地建筑技术与艺术结合是建筑师在山地建筑设计中

的职业追求。对于山地建筑而言,一方面由于地形的特殊性,

它对建筑技术的依赖性要比平地建筑更加明显。另一方面,

由于地形的特殊,山地地表成了山地建筑的背景或组成部分,

山地绿化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山地建筑的景观效果。并将其融

于建筑设计之中山地建筑的技艺观,既要提倡对建筑技术的

尊重又要表现出山地建筑及其环境、对艺术的追求。 

2.3 建筑融于环境之中 

建筑脱离不开环境,建筑必须依附于环境而存在。建筑

是构成城市的细胞之一,这个组成单位应充分体现城市的环

境和建筑文化传统等要素。建筑形式多样,分类细致,博采各

家之长又表达出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巧妙地利用建筑所处的

山形地貌,与其密切的相契合以尽量不破坏原有地形、地貌

和自然景观。设计中十分注重地形高差变化和周围环境的差

异,从而达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把家轻轻放在大自然中”

这一设计理念。受到这一环境定势的包容和制约,在某种程

度上就决定了建筑的形体、空间和风格。建筑创作的成果又

应表现为环境、建筑与其所处环境共生共融,和谐共处,成为

新的环境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环境又是建筑创作的终

点、归宿。 

3 山地住宅建筑整体规划设计构思 

3.1 规划目标：山地住宅建筑维护生态发展,对周边山

体环境合理利用,强调自然与建筑互融的同时,营造一个环

境优美、视景动人的高品质特色山地住区。尽量减少土方开

挖量,有利于保证生态平衡,减小成本；充分利用地势高差,

设置建筑交通体系。 

3.2 基本原则：山地住宅由于地形状况复杂和环境条件

各异,其布局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原则是要充分利用原

有地形地貌与自然环境,设计适合相应地块的布局模式。山

地住宅设计与其它住宅类型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与自然

景观的融合是最完美的。 

3.3 布局结构：“大形如叶、干道似脉、支路为络、相

互通达、有机生长、无限延伸”。采用不规则的序列布局,

比规则的序列布置更为生动,常常有出其不意的效果。随山

形地貌形成弯曲或曲折的轴线,产生不规则的视觉平衡。从

整体上看,这类建筑往往首尾相应,视觉感觉一气呵成,形成

奇妙的组合关系,既是信手拈来而又毫不生硬,带着自由创

造和个性生长的色彩,尽管序列布局不免粗糙,但却不能不

为它的天然之美和自发之美而惊叹。 

3.4规划布局：垂直等高线布置,整体呈三排-五排布置,

排与排之间利用地形高差进行前后错位设计,实现整体北高

南低的规划形态。建成效果：虽然每栋低层住宅组合户数较

多,长度达到48m～70m,但由于有高低和前后错落的变化,组

合的户型和立面形式也多种多样,小区道路两旁的建筑景观

效果是极为丰富多彩的。低层住宅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与山

势和环境融合在一起,山地建筑特征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3.5 交通系统规划：区内交通组织首先满足功能需求与

便利的内外联系,结合空间地形设计道路。车行道路——随

坡就势(尽量尊重原始场地)采用枝状道路系统,主干道斜切

等高线随地势蜿蜒而上,为 6m 宽双车道,车行道路坡度

5%-8%,从主干道派生出多条枝状尽端式支道为 4m 宽双车道,

深入各低层住宅组团,尽端式支道均设路端回车场。 

3.6 景观规划：应充分利用其景观价值,在满足建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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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前提下,使每户都能享受到看山的乐趣；由于周边山景

资源充足,因此基地内部没有建设大面积的公共绿地,而是

营造精致的景观环境,使景观入户,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 

4 山地住宅小区规划设计 

4.1 山地住宅的竖向设计 

竖向设计在山地建筑群的布置中尤为重要。在进行山地

住宅小区的竖向设计时应充分利用自然地形,选择合理的设

计标高,使之满足使用功能要求,为避免出现余土外运现象,

尽量减小土方工程量,利用建筑基础、地下车库、路槽及管

沟挖方余土,移挖作填,使填挖方基本平衡。同时达到投资

省、建设速度快、综合效益佳的效果,尽可能减少对原来自

然环境的损坏,建造出合乎人群居住的优美环境。这就要确

定建筑物室外场地和道路等的设计标高,相互协调,确定地

面排水的方式和相应的排水构筑物位置,确定土石方平衡方

案。 

4.2 住宅小区主干道布局：小区主干道沿平整地与缓坡

地交接处顺势延伸,并结合主入口和次入口在平整地区形成

一个内部环路系统。在此主干道的基础上,沿山势分别向外

延伸数条组团级道路。会所入口广场与水景结合,其主体借

山势加强其标志性建筑的形象。 

4.3 住宅的布局：小区内住宅的布局方式迎合了自然的

地形景观,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垂直等高线方向的“爬坡式”、

“跌落式”方式；二是临水住宅的“亲水”布局方式,小区

的主干道绕湖而行,形成了小区的中心景观区域,使湖的千

姿百态、步移景异尽收眼底；而周围的住宅则采用了不规则

的序列布局方式,较为贴切地顺应地形竖向的起伏变化与垂

直爬坡的要求。 

4.4 交通体系设计,消防车道：高层设置环形车道或者

沿两长边设置消防车道,所以规划建筑均满足消防规范要

求。车库分布：高层区域设置集中地下车库,高层区域设置

2层地下车库。低密度住宅区域采用按户分散停车与组团地

下车库相结合的方式。 

4.5景观分析设计,设置视觉通廊,通过对建筑合理组织,

形成无视线障碍的景观通廊,使整个小区空间通达舒展。发

展立体绿化,营造空中景观。这是有效增大住区绿化面积,

改善环境,美化住区的重要措施之。 

4.6 山地住宅的空间布局 

①为了使住宅获得充足的日照和具备良好的通风或防

风条件,山地住宅要充分考虑住宅的日照、通风、密度、朝

向和间距等方面的问题,如此一来还可以有效避免噪声污染,

使居住环境根据舒适。②在进行山地住宅规划时,还应该注

意所在地的地质结构。地质结果在很多程度上确立了不同场

地的稳定性、承载力以及开挖和整坡的难易。③居住是山地

住宅小区的主要功能,公共服务设施例如是体育锻炼、老人

休闲、儿童游戏活动场地,既要方便居民使用,适当靠近居住

区域,也要防止对住宅造成干扰。④对于小区的入口设计,

为创造开放和优雅的入口形象,可考虑对景的设置。这样的

设计还可以将小区内部的景观尽收眼底,从而提升小区的对

外形象。 

5 总结语 

设计建筑其实就是在构筑一种生活模式,建筑的每一个

空间,每一步台阶都规定着使用者的行为方式。从规划设计

一个集山、水、建筑和人文融合一体的氛围。山地住宅建设

应满足一般住宅的规划要求、生态保护、山体维护等更多的

要求。更应该处处从生活入手,让建筑的每个细节都体现着

对人的关怀。利用山地建筑特有的地形、地貌条件,创造出

拓展人们空间感受,增加人们情感体验的场所空间。让住户

在身心愉悦中营造充实的居住空间,并在这样的空间里充分

享受自己的生活。在山地建筑设计中作为设计者,自然地形

地貌必须充分考虑和利用,变难点为优势,使土地价值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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