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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性的山地建筑设计要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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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山地建筑需求逐渐增加，着重研究山地建筑设计要点意义重大。山地建筑

设计较为复杂，难度较大。在山地建筑设计中，需要合理选择融合型、共构型、超越型设计方法，提升山地建筑设

计水平，在合理开发建设的前提下，保证建筑安全。这样的设计既能提升山地建筑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又能保护和

提升自然环境，提高山地建筑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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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山地开发建设越发

普遍，山地建筑设计与地域性和边坡关系既密切又复杂，

高差处理的合理性关乎到建筑物的安全和社会经济效

益及建筑空间体验。山地建筑既需要与周围环境和地形

融为一体，考虑景观保护和生态平衡；又需要考虑当地

文化、社区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使建筑更符合当地风俗

和人居需求。在山地建筑设计中，建筑、结构、岩土专

业的密切协同合作是确保建筑物安全的基础。边坡处理

的合理性关乎到建筑物的整体稳定性，特别是在高边坡

的情况下更显重要。通过科学的分析和合理的设计，可

以有效降低山地建筑的风险，推动山地建筑向更安全、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基于地域性的山地建筑设计特性

1.1 气候特性

季节变化：山地地区往往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包

括温度、降水和日照等因素。建筑设计需要考虑到四季

的差异，例如在寒冷季节提供良好的保温措施，而在夏

季则注重通风和降温。

•高海拔气候：高海拔地区气温较低，氧气含量较

少，建筑设计需考虑保温性能，以提高室内温暖度，并

尽可能需要考虑空气流通，以确保室内空气质量。

•降雨和雪：山地地区通常降雨较多或有大雪，建

筑设计需考虑有效的排水系统，以防止洪水和积雪对建

筑结构的影响。

1.2 生态环境特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地地区往往具有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建筑设计需要尊重和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避

免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同时选择当地材料和植被，

采用低影响开发技术，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山地地形多变，建筑设计

需充分考虑土地利用，避免对植被的破坏，并尽可能融

入自然环境，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水资源管理：山地区域通常是重要的水源地，建

筑设计需要考虑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以确保水的可持续

利用并保护水质。

1.3 地形特性

•地质条件： 山地区域的地质条件复杂，设计师需

要了解地质情况，选择合适的基础结构和建筑材料，确

保建筑在地质活动（如地震）中具有较好的抗性。

•坡度和高差：山地地区地形多变，建筑要适应不

同坡度和地势。通过合理的平台设计、梯田式建筑布局

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土地的破坏，确保建筑的稳

定性。

•景观融合： 利用山地地形的独特性，将建筑与周

围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提高建筑的审美价值，同时避免

破坏自然景观。

2 基于地域性的山地建筑设计要点

2.1 地质勘察及地灾评估

在山地建筑设计之初，必须进行详尽的地质勘察，

了解地质构造、岩性、地层特征等信息。这有助于确定

建筑基础设计方案，选择适当的地基处理方法。针对山

地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等，进行全面

评估。在设计中采取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如设置防

护坡、引导河流、加固地基等，以确保建筑的稳定性和

居民的安全。在项目桩基施工中，若发现岩层分布起伏

较大[1]。为了更准确的判定桩长，保证整个边坡的稳定，

可对支护桩采用了一桩一孔的超前钻实施方案。综上所

述，在山地建筑设计中，详细的场地勘察及地灾评估能

预判场地整体的安全性，为具体的设计指明方向；同时

超前钻的实施有利于建筑工程质量的精准把控。

2.2 边坡设计

2.2.1 场地排水设计

设计合理的排水系统，可以防止降雨引起的坡面侵

蚀和滑坡。边坡治理专家成永刚博士对边坡治水有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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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深刻的总结。“治坡先治水”，对于富水的边坡或滑

坡，如果不能有效对地表水或地下水进行有效的截、引、

排，轻则可能造成支挡加固工程规模的大幅提高，重则

造成坡体治理“屡战屡败”。过大的雨水会对地表进行

冲刷，造成水土流失；雨水渗透进地下降低土体抗剪强

度，易引发滑坡或造成山体建筑地下室浮起。因此，控

制山地上的水流量对建筑场地的破坏，对整个场地做有

组织排水设计，保持山体环境的稳定，从而增加山体建

筑的安全性。场地低点设置排水沟，与场地内排水沟相

连，形成纵横交错的排水网络，最终接入市政管网，排

出场地外。

2.2.2 边坡治理方案与思路

针对不同的山地地形，确定合适的边坡坡度和采用

适当的边坡支护结构，以防止土体塌方和坡面坍塌。建

筑边坡为永久边坡，与建筑具有同样的使用年限，应根

据正常使用状况、暴雨工况、地震工况、暴雨和地震耦

合作用工况分别进行分析计算和设计。进行边坡支护设

计，需要根据勘察报告对各岩土层的结构、产状、构造

发育特点、力学性质等进行分析评价，通过经验分析得

到水上和水下状态等设计参数。边坡治理设计要“依山

就势，顺势而为”，尽量减少对原地貌的深挖填方”。

一般而言，天然的边坡是在经过数十年、百年甚至千年

的大自然风化夷平作用后达到自身平衡而处于稳定状

态的，所以在治理边坡时应尽量减少大量制造台坡的情

形，而对自然坡体的不稳定部分进行修坡以增大其安全

稳定性，必要时采用格构式锚杆加固也是一种有效的方

法[2]。边坡的绿化结合建筑设计要求进行，山地建筑周

边，保留或恢复原有植被，可以有效减缓水土流失，降

低边坡的侵蚀和崩塌风险。

2.3 道路场地设计

•道路线路规划：根据山地地区的地形特点，合理

规划道路线路，避免横穿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采用

蜿蜒曲折的设计，减少对自然地貌的破坏。

•排水设计：充分考虑山地多雨的气候特点，进行

科学合理的排水设计，防止降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对

道路的影响。

•生态通道：考虑采用生态通道设计，使道路能够

与自然环境融合，有利于野生动植物的迁徙。

2.4 地下室设计

•地基处理：针对山地不同的地质条件，选择合适

的地基处理方法，确保地下室的稳定性。

•防水与排水：在地下室设计中考虑防水措施，防

止水土渗透，同时设计良好的排水系统，避免地下室水

涝。

•通风与采光：考虑山地环境的通风与采光情况，

设计合适的通风系统和采光设施，确保地下室内部环境

舒适。

•布局与抗震：对于山地建筑地下室设计，应对使

用需求、结构等进行综合考虑。布局设计环节，可实施

错落布置，对停车需求进行考虑，最大程度上降低挖掘

作业量，尽量保持原山地形状[3]。地下室设计环节，还

应注重抗震分析，全面分析结构设计、构造措施等内容，

提升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升建筑扭转控制水平及

刚度比，抗震设计环节，需要采取模型规划以及软件分

析等方式，提升抗震效果，实现合理设计。

3 结束语

总之，在开展规划设计工作时，借助地形优化，根

据不同建筑的建筑功能，对山地地形与建筑功能进行综

合分析，有机融合自然景观与建筑设计，创设出了良好

的居住环境，使不同群体居住需求得到了良好满足。在

整个山地建筑设计过程中，与地域性紧密相连的要点涉

及多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地质、水文、气候等因素，

以确保建筑在山地环境中具有优越的安全性、适应性和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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