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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高新区某小区规划及建筑方案设计

摘 要

在了解研究了我国的住房标准、居住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合肥当地的土地利用条件、

层高、日照、绿化等要求，注重人与自然的融合，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力求建立一

个生态小区，创造一个经典人居的居住环境。

关键词：生态；居住小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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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district planning and design

Abstrac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ied our country housing standards, based on the residential

status of the, with Hefei local land use condition, floors, sunshine, green,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strive to build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to create a classic residential liv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Ecology;residential district;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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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城市发展速度在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新型的住宅小区的建立是时代的需求。

在本规划设计中从城市的肌理和脉络中得到启发，结合大蜀山风景区和匡河等城市特色，

自然而然地形成丰富的变化，使之顺应城市脉络，通过疏密有致，错落有序的建筑形成层

次分明、空间生动自然的城市建筑群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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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

2.1 规划设计理论分析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综合素质也在提高，人们对生态住宅也有了新的期望。构建生态

住宅主要从景观和节能两个方面入手。

一、景观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自然要素：

1，绿色

各地地方政府对绿化率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我们在设计时，住宅设计规范也有一定的

要求。首先在具体设计中，我们要注意选择各种各样的植物,营造一个优美的人居环境。

目前大部分的设计集中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墙体绿化、等绿化措施，这些可以达到隔

热、净化空气和遮阳的效果。

2、水

水是可流动的，它具有灵动性。水是可延展的，塑造性很强，可以增强小区无限魅力，

不仅增加了视觉上的流动性还能增加空气湿度、负离子浓度。

3、地形

居住区景观的设计应依据地形，如果在建设过程中严重损害到原始地形，会对生态环

境造成巨大的损害。因此，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保持自然的整体面貌，贴近自然环境。

二、节能环保

现代化的住宅建筑需要考虑节约能源，节能环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太阳能：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的，是绿色能源，因其洁净、安全、廉价的特点被人

广泛使用，目前，在住宅方面太阳能主要应用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空调、太阳能电池。

2、建筑节能：节能设计应该被运用在现代住宅中。在夏季，自然通风具有替代空调

降温的作用。利用天然水资源和保温的地形来控制建筑物的稳定性，在寒冷的气候环境中

创造出散热片，在炎热的气候中产生一种凉爽的空气流量。

3、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尽量减少路面使用，尽可能利用路面材料的良好渗透性，进

入多孔沥青、多孔混凝土等。日常废水处理用于冲洗，后在污水处理后，污水处理厂的污

水处理站，用于社区清洁，园艺，洗车等方式。

2.2 案例分析和借鉴

在生态住宅的研究上，国外发达国家比较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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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方面：粮食除了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还有绿化的功能。保护土壤、水和空

气的清洁，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的环境。二，社会方面：社区的军民通过彼此接触，

相互了解对方，一起享用公共资源，邻里之间彼此和谐，互相帮助，营造了一种和谐的邻

里关系。三，文化方面: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生活习惯。

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千年村就是一个生态住宅的典范。1、小区的住址以小组为基本单

位，运用了围合式院落的形式，形成了庭院式社区空间。2、社区种植了大面积的绿地，

社区的核心是公园，开放给所有的居民，每位居民都能享受到优美的景观，实现了均衡的

社区资产价值理念。3、社区实行了限制停车的方式，给行人步行创造了良好的空间环境，

自行车道和人行车道的设置充分满足了居民对于不同交通的需求。4、生活废水循环利用，

墙体采用高效隔热技术。5、住宅非常讲究采光和通风，以此来保证建筑内的舒适和采光

照明。

通过借鉴和参考，本小区设计的生态核心如下：

1、景观共享：本方案以“十”字古典对称轴线形成核心景观区域及主要公共空间，

通过层次分明的规划结构布局，使自然生态环境能够最大限度的为居民所共享。

2、城市社区：从城市的肌理和脉络中得到启发，结合大蜀山风景区和匡河等城市特

色，自然而然地形成丰富的变化，使之顺应城市脉络，通过疏密有致，错落有序的建筑形

成层次分明、空间生动自然的城市建筑群体形象。

3、人车和谐：和谐的人与车辆之间，通过协调人与组织，创造一个方便、平稳、安

全、自然、安静、舒适的社区交通空间。

4、围合邻里：通过建筑的错动和构筑物的设置，营造一种围合的邻里空间，强调邻

里交往、亲切宜人、和谐融洽的家园般的社区生活氛围。

5、 经典人居：充分尊重原有的自然环境，强调人与

环境的有机结合，尽可能地确保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良好的景观，体现了生活环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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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位分析和现状概况

3.1 区位分析

合肥市高新区 AV-1 地块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西海棠路南，东眺匡河与天鹅湖，

西向可远观大蜀山风景区。本项目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侧为现状住宅东北角与两

淮豪生大酒店隔街相望，有利于集中人气，形成良好的商业氛围，西侧为高压走廊绿化带，

南面紧邻市政公交停车场与科学大道加气站，东侧为规划住宅用地。

3.2 现状概况

基地整体形状较为规整，地势平坦，规划范围东至科学大道，南至公交公司停车场，

西至高压线走廊，北至海棠路，总用地面积 138000 平方米。本基地北侧为现状住宅，东

北角与两淮豪生大酒店隔街相望，有利于集中人气，可形成良好的商业氛围，西侧为高压

走廊绿化带，南面紧邻市政公交停车场与科学大道加气站，有一个塔在西南角，对小区有

一定的影响，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东侧为规划住宅用地。

图 3.1 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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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要求和规划原则

4.1 规划要求

4.1.1 交通组织规划要求

合理地布置交通流线，防止人流和车流的相互干扰，采用人车分流的模式，出入口应

结合科学大道和海棠路进行规划设置。

4.1.2 空间景观规划要求

涉及周边道路和人行道，城市绿化景观必须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施工方案须经规划

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配合纳入规划和验收。

4.1.3 规划控制线要求

1、建筑退让

南北向布置的高层建筑退让边界距离不得小于 10 米，建筑退让满足西侧高压线退让

的防护距离，其它退让需满足《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允许沿科学大道、海棠

路各开一个宽度不大于 7米的侧车行入口，且距离主干道路红线交叉点距离不低于 80 米。

2、规划控制整体指标

①建设用地面积: 138000m²

②容积率：不大于 1.8

③建筑密度：不大于 30%

④绿地率：不小于 30%

4.2 规划原则

4.2.1充分尊重原有的自然环境，强调人与环境的有机结合，尽可能地确保每一个

家庭都有一个良好的景观，并要阐明环境的层次，强调居住环境的重要性，在住宅中融入

景观环境，和谐共存，体现了生活环境的意义。

4.2.2 强调从街道--街道“城市街道设计，加强城市景观界面的意图，创造一个丰

富的特色公园公寓。

4.2.3 建筑单体力求完整的外观形态特点，创造一个美丽的建筑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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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规划布局

5.1 空间布局

“一轴、二带、三板块”

一轴——形象主入口结合小区中心景观广场轴线，将小区景观渗透至宅间住户。

二带——北区高层中心庭院结合多层洋房景观带，次入口结合中学隔离绿化与主水系

景观带。

三板块——北区高层空间板块，西区高层板块，东南区多层洋房板块；交错形成有序

的景观节点。结合建筑布局围合出庭院空间，使每个单元都有良好的景观视线。

5.2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5.2.1“一主一次”的出入口设

置

在东侧科学大道方向设置小区主

要车行、步行出入口；在北侧海棠路

设置次要车行出入口和步行次入口，

学校和幼儿园分别设置单独出入口，

两大出入口的合理布置满足了居民出

行的需要。

5.2.2“主干道——入户路”的

交通路网布局

主要人流通过主入口和次入口步

行系统沿中心景观展开，通过各栋入

户，大堂入户。

5.2.3 道路等级

社区的车行道路断面分为两级——主入口林荫大道和社区

机动车道，地块由一条环通的机动车道，形成顺畅的车行环路，保证各组团车行达到和服

务的便捷性。车辆一进入社区就可以就近进入地下车库并在地下组织车行交通，而地面上

则形成单纯的步行环境，充分实现了人车和谐的设计理念

图 5.2 道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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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步行系统

区内机动车、非机动车从入口处地库出入口直接进入半地下车库，实现人车分流。

5.2.5 停车系统

小区内住宅机动车停车位主要为地下停车库，共设机动车停车位 2675 个。

5.3 景观规划设计

通过对小区内的邻里花园、房屋花园的渗透、自然与人工环境相结合，突出特色、景

观与建筑之间的相互呼应，形成一个网络、多层次的绿色系统。

5.4 竖向设计

基地内现状地形平整，高程为 46-51 之间。考虑防洪、道路路基稳定性和纵坡的要求。

同时根据污水和雨水排水的要求，对各主要控制点的标高进行了规划，并对各层的标高进

行了协调。

5.5 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服务设施分散布置，总建筑面积为 22850 平方米。其中服务设施主要包括会所及商业

设施、幼儿园。

图 5.3 景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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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配套商业设施

在东北角科学大道和海棠路交叉处设置商业和酒店式公寓综合设施。

5.6 消防规划

5.6.1 总平面

小区主要车行道路为了符合消防规范的要求设置为 7米，此外，均按消防规范设计消

防登高面，消防组织以小区主要出入口及车行道路为基础，结合紧急消防出入口既紧急消

防车道。消防车能及时有效的到达小区各栋建筑，进行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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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单体设计

6.1 住宅建筑户型分析

本次规划设计分为高层住宅和多层洋房。其中高层有 A、B、C、D、E五种户型，建筑

面积分别为 199 ㎡、128-132 ㎡、80—110 ㎡、110—140 ㎡、130—170 ㎡。另外多层洋房

的建筑面积 130-180 ㎡。

6.2 建筑设计功能分析

建筑设计与景观的整合，满足了对生活品质的高层次的需求。

1.优质户型：住宅户型均为南北通透、全明设计，每种户型均有朝南且无遮挡的客厅

和卧室空间，各使用空间均保证充裕的面宽。

2.空间变换：户型设计的灵活性，根据空间的使用需要的大小进行组合，使用的功能

也具有变异性。

3.私家电梯入户:电梯门一打开，马上进入私人的入户花园，每一户都仿佛拥有了一

台私家电梯，尽显私密尊贵。

4.景观视野：南向阳台俯瞰园林，北向露台建立亲近自然的媒介，优厚的自然景观资

源最大限度地延伸到家里的各个角落。

造型设计上，力求形成庄重大气和高贵典雅的色彩，

简洁的细节；同时，也能形成个性鲜明的符号化，提高项目整体规划的差异性和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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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总结

该小区方案设计充分尊重原有的自然环境，强调人与环境的有机结合，使得小区形成

景观共享、人车和谐、邻里和谐的经典人居环境。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也满足了人们

内心对生态居住小区的期望。设计将植物、小品、广场相结合，美化了小区的景观环境，

丰富了居民的生活方式，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了小区的活力和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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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

毕业设计图纸具体内容如下:

1、规划理念

2、区域位置

3、区域景观分析

4、总平面图

5、内庭效果图

6、空间布局分析

7、道路分析图

8、景观分析图

9、竖向分析图

11、消防分析图

12、A 户型平面图

13、B、C 户型平面图

14、D 户型平面图

15、E、洋房 1户型平面图

16、洋房 2-5 户型平面图

17、洋房 6、7 户型平面图

18、地下室平面图

19、街景立面图一

20、街景立面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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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规划理念

图 2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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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区域景观分析

图 4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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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内庭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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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道路分析图

图 6空间布局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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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景观分析图

图 9 竖向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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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功能分析图

图 11 消防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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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A 户型平面图



金陵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附录

20

图 13 B、C 户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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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D 户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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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E、洋房 1户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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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洋房 2-5 户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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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洋房 6、7户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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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下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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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街景立面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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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街景立面图二

图 20 街景立面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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