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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镇化发展建设的需要，结合地貌特征，依照

坡度差异进行建筑布局，起到错落有致的效果，从而避

免高切坡现象的建筑形态，也避免了工程造价的增加。

因为坡地有高差，让建筑与山地自然景观相协调，让建

筑的结构有安全保障。因此，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山

地建筑的建筑规划设计、结构设计和工程成本等方面

进行简要论述，以供参考。

1 工程概况
本项目位于贵州省某市，总规划用地面积约 16万m2，

建筑基地为一个大山头，地块北面、南面、西面均为该

市主要交通干道，交通十分便利。最高点位于用地中

部，高差约 55m。总的来说，用地为典型的山地，如何在
山上建造适应现代生活习惯的建筑群体，如何利用山

地成了项目的主要矛盾。图 1为地形高差关系。

2 总体布局
2.1 功能布局

和平原城市建筑的规整型结构布局比起来，贵州

城市地势起伏较大、城市多山，在整个城市当中构成一

种自由格局，建筑呈现出依山就势的趋势，贵州城区依

山畔水，重叠环绕，山、水、城等模式能够突出城市特色

文化意义，突出城市基础功能，共同组成贵州城市独特

审美内涵[1]。
本项目地块根据批复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由于

地形高差较大，本项目以高层住宅根据地形分为多个

台地进行布置，充分利用台地进行小区道路规划及自

然地形将小区分为四个组团；以高层点式住宅为主进

行布置设计，形成几个住宅围合院落。建筑设计顺应地

形布置，组团划分明确，设有大型庭院围合景观。公建

服务设施则沿街布置，沿街商业在建筑设计上运用不

固定基面原理，沿街商业底标高与城市道路标高基本

持平，所以沿街商业均布置 3~5层商业用房。使项目
在平面上相互错动，空间上注重收放变化，曲折畅通，

取得良好的庭院空间及城市街景空间。并且尽量做到

人车分流，营造安静和谐优美的居住环境。图 2为组团
关系。

摘 要：贵州有句俗谚，叫“地无三里平”，占地面积 91.2%的山地，让贵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
原的省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贵州的城镇化建设没有足够的平
地，合理地开发利用山地对贵州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山地建筑对安全及造价均有较大的影响，因
此本文探索了山地建筑结构设计中的相关问题，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提出了结构设计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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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形高差关系

图 2 组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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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竖向设计
众所周知，山地空间内进行建筑设计中，除了考虑

建筑功能布置之外，还需要对场地和建筑之间竖向设

计关系进行准确把握，在对场地竖向设计和建筑两者

关系问题进行有效处理的基础上，采取两种措施进行

处理，第一是场地应该积极适应建筑发展，将整个场地

彻底推平，建筑设计可以选择平原式设计，虽然该种方

式尽管有助于优化建筑布局，无须考虑高差影响，但容

易破坏山地生态平衡，削弱山地城市多重景观优势，形

成单调的城市风貌，并且土方开挖会造成造价较高。第

二是建筑适应场地空间，如此进一步扩大建筑前期设

计难度，但能够维持山水城市特色风貌，为此需要设计

师针对环境进行综合考虑、评价，得到理想解决方案。

建筑可以充分利用地形因素，打造丰富空间，优化立体

景观。促进建筑和场地互相适应，实现建筑和场地的有

效平衡[2]。
由于本地块内部高差较大，考虑到建设成本，合理

控制土石方开挖量，综合各方面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设计充分利用半地下室设计和曲线道路盘旋，充分利

用高差，分为不同的院落平台。通过合理的地形改造，

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多块面场地，为山地条件下，如何

结地、如何节约工程造价探索了一条路径；多层次的盘

山路径，连接不同的地块，通过嵌入不同的功能块（车

库、商业），有效的解决了车行效率和人行便捷的矛盾，

为人车分流提供了条件；以系统观点为指导，竖向功能

有效整合，突破传统“地下车库+商业+住宅”模式，形成
以车库为枢纽，服务下部商业，上部住宅的复合格局，

将街区活力和人居环境有序过渡，完美融合；不同标高

的山地多台地组团是本工程的主要空间布局特征，顺

应地形的灵活布局增加了空间的流动性，高度不同的

单体轮廓增加了空间层次；充分利用山地建筑消防措

施，通过不同标高、不同位置的多防火界面设置，解决

山地建筑消防的难题。组团内庭院绿化与架空底层，城

市绿地、组团绿地、院落绿地与人行交通紧密结合，创

造行走过程有效使用的绿地，绿地相互联通渗透，提高

景观品质，细致的变化体现出景观的丰富性，架空底

层，形成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并设置活动设施，为业主

提供可驻留的人性化空间；在立面造型与细节形象上，

本项目在立面上做到简约而不失美观的低成本设计，

立面设计采用现代建筑的语言进行修饰，强调竖向线

条以及水平向的分割，使建筑看上去挺拔并富有节奏

感；选择能与城市风貌相融合的色彩。

工程的竖向设计直接关系经济造价，也直接参与

土石方的合理挖填，自然连续的高差变化是山地建筑

的独特特点，结合道路选线和建筑布局，需综合经济性

和美观的各种因素考虑，合理的竖向规划可以为小区

带来层次的变化，从而使居者更容易感受到大小空间

的开合和方位的辨识。在山地建筑综合设计规划中，应

该尽量降低对于周围水文环境、植被以及山体等部分

的影响和破坏，保证标准开发密度，这也是山地建筑规

划的主要问题挑战。

2.3 交通设计
山地建筑因为分布于山地环境内，对应建筑客观

实体和展现形态和平地建筑之间主要差异便是山地地

形因素参与。因为山地的地形坡起，山地地表融入临山

建筑背景，成为整个工程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其丰富的

肌理变化和发展现状，赋予山地建筑以一种特色形态

感染力。此外，因为地形变化，相关临山区域建筑从整

个空间布局上构成相应空间序列，能够进一步加强整

个空间场所认同感。贵州地处山地，不同片区围绕中心

区通过交通干线连接，交通网络和绿化带互相叠加。

本工程项目中，由于场地为山地，小区道路根据地

形设置成盘山路，道路标高结合住宅的出入口、车库出

入口考虑依山就势，与场地相辅相成，车库形成退台，

车库的出入口随山地分层起伏设置[3]，如图 3所示。

图 3 车库与道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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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设计处理方法
3.1 结构配合方案的处理

山地建筑中因为山地地形独特性，构成山地建筑

唯一性，因为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地形，所以需要将不

同山地地形区分，优化建筑设计。

由于山地结构不规则程度比较大，结构专业在建

筑规划方案阶段应进行参与，加强配合，重视结构布置

和边坡的关系，山地建筑有别于平地建筑。在方案布置

阶段既要考虑挖方对造价的影响，也要考虑结构布置

的安全，尽量不采用山地建筑结构来兼做挡土墙，当需

要主体结构兼做挡土墙时，尽量经过高差分析及平面

功能布置进行调整，以 1层为宜，且建筑层高不宜较
高，以满足建筑使用功能最低要求即可，使其既节约造

价，结构又安全，且结构在分析计算时，应考虑不平衡

土压力对结构的作用。在方案布置上尽量增加台地的

水平距离，提高山地建筑的利用率。因为山型地势起伏

变化，山地建筑相关设计建造工作需要充分利用地形

条件，针对建筑工程采取多级入口、依靠、挑台以及错

层等设计方式，迎合地形起伏变化，进一步控制地形高

差起伏，如此能够充分利用原有地形条件，对山体生态

性进行有效保护，如此能够从空间层面形成一种丰富

变化，打造多样空间感受。

3.2 结构基础的处理
本项目所在地块地形高差较大，为台地式建筑，建

筑最低地下室标高与南面市政道路标高高差约 25m，
且该面为临空面，建筑物与南面市政道路边商业距离

约为 45m，该边坡根据高差及上下标高自然放坡。根据
地勘报告显示，地基持力层为中风化白云岩，岩石坡度

为顺向坡，岩石坡度角度为 28°。本项目设计施工时该
地区为非抗震地区，基础采用人工挖孔桩基础，基础计

算时柱底荷载内力值为按非抗震和设防烈度按Ⅶ度，
基本风压 W0=0.6kN/m2，由两种情况取大值计算后所
得。为了避免基底应力发生顺向滑移，故最外边一排基

础基底标高根据商业底标高进行推算，要求基底间净

距高差取岩石坡度角度的一半，即 14°，并根据《贵州建
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 22/45—2004）8.5.10条规定
计算，根据该公式计算出端承桩基础嵌岩所需深度，为

了满足基底高差要求，基础实际嵌岩深度远大于计算

深度，并采取加大桩身配筋措施，按 0.7%的配筋率考
虑。且施工时严禁爆破，要求采用水磨钻施工，以满足

嵌岩要求及效果，使其尽量减少对原岩层的扰动。建筑

设计中，通过针对建筑本体形态实施分、合、错、扭曲等

措施处理，能够促进建筑和华宁充分融合。图 4为建筑
与市政道路高差，图 5为地质剖面。

4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贵州山

地建筑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在追求山地建筑艺术的

同时，更应该要保证山地建筑技术的安全、可靠，让艺

术与技术相结合。贵州的山地建筑也会越来越多，同时

在设计中根据具体情况遇到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本

文通过对实际项目的分析，总结出一些山地建筑设计

应注意的要点，助力贵州山地建筑设计项目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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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建筑与市政道路高差

图 5 地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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