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设计标准 

军营－针对贵方地理区域内的详情，或是军区、司令部或军营的特定对象，将对入口进
行必要的扩建或改造，以达到陆军的标准。 

8.1 引言 

8.1.1 军营建筑物的设计特点影响整个军营的形象。建筑物和相关建筑结构的视觉分析有
助于规定视觉区和主题，并且是军营资产与负债评估的重要部分。 

8.1.2 建筑物设计组成部分，包括相互一致、并且与其环境相协调的建筑特点和建筑布
局。大体而言，一般都采用本地性的建筑风格、材料和色彩。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

建筑结构予以保护，也是军营特点的一部分，它将带来文明传承的感觉。 

8.1.3 对建筑结构的视觉分析还包括对通达性、材料使用、入口分布、对增建和翻新的整
合、广场和庭园的整合、室内设计以及建筑维护的适当性与质量等因素的考虑。 

8.1.4 本节将说明，要指示并评估军营建筑物设计质量，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目标参照和视
觉判定条件。本节还为军营建筑物室内外的各种改善和维护工作提供标准与指导。 

8.2 建筑目标 

8.2.1 持久性。既有和将来建筑物的风格，应当体现并增强军营的持久性。耐久的设计能
够减少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并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施工方式和建筑材料，达到节能的效果。

关于耐久设计方面的完整论述见附件D。 

8.2.2 建筑设计目标： 

8.2.2.1 采用适应场地天然条件的建筑设计（图8.X）。 

8.2.2.2 以群集的布局方式来设计建筑物，以节约土地，减少建设与维护的成本。 

8.2.2.3 创造调和一致的建筑风格，以使新旧建筑 过，如果涉及到

历史建筑，应当在历史结构与新型材料之间做出区

8.2.2.4 在设计时增加建筑物的楼层数，以减小占
土地资源。 

8.2.2.5 在一栋建筑物中结合多种活动功能，以减
用有限的军营土地资源。 

8.2.2.6 设计出多用途的设施，使其内部布局能够

8.2.2.7 采用本地建筑材料和施工惯例，这样可以
材料在用完后还有可能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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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8 选择好窗户的位置，以使建筑物得到最大程度的采光，并有利通风，而且扩宽外
部视野。 

8.2.2.9 应当考虑到，一旦建筑物初始的用途已不再需要之后，可能进行的改造再用。 

8.3 建筑特点 

8.3.1 军营建筑物的特点根据建筑物的用途和修建时间而有所不同。建筑物用途与年代的
变化，可能造成特点之间不相调和。 

8.3.2 如果设计师忽略了相邻建筑物的尺度，或是未能成功地使用仿建技术，也可能造成
建筑特点之间的乖离。 

8.3.3 军营建筑特点之间的协调，会带来一种连贯、一致的“秩序感”和“地方感”。这
种设计关系来自于采用互相匹配的尺度、总体厚重感、形态、色彩、纹理、材料以及门窗

开设方法。这些设计技术能够用于对军营视觉评审和分析。以下将对此作进一步阐释： 

8.3.3.1 尺度。尺度指的是建筑物正面相对于人体的尺寸。一般定义是，带有显著竖向正
面、使得人类个体相形见拙的建筑物，具有纪念碑式的尺度。带有更倾向于水平方向的正

面、更亲和于人体尺寸的建筑物，则被定义为具有人文尺度（见图8.X）。军营中大多数
建筑物的尺度应当是更具有人文色彩，而不是纪念碑式的。所有的新建筑在尺度上都应当

与相邻的建筑物相般配。纪念碑式的建筑设计通常用于更具有仪式感的建筑物，比如敬拜

中心、综合建筑物总部大楼、酒店等。这些建筑物在入口处会利用大型、平整光洁的区

域，并且采用格外大型的门窗，来创造出与建筑物用途相匹配的尺度。尺度与鲜明的轮廓

将通过屋顶形状、门窗开设、建筑物连接组织以及植物造景等手段而得到展现。 

8.3.3.2 体积厚重感。这指的是建筑物或建筑群落的整体体积或容量（见图8.X）。单幢
建筑的尺寸、在建筑群落中的比例，应当与相邻建筑物之间相协调。 

8.3.3.3 形态。建筑物的形态，是由其尺寸、体积、外形和比例所决定的。采用相互类似
的建筑物形态，可以为军营建筑带来连贯性效果，从而创造出更具有审美愉悦感的环境。 

8.3.3.4 色彩。如果尽可能在整个军营采用一致的色彩配搭，将会带来建筑物的连贯性，
并创造出一种“地方感”（见图8.X）。不过，整个军营的色彩搭配，常常要根据建筑物
所在的视觉区及其视觉主题来变化。 

8.3.3.5 纹理。在建筑物中采用具有类似纹理的材料，有助于创造军营的视觉连贯性。 

8.3.3.6 材料。在外装饰和建筑物整饰中采用相同的材料，有助于创造视觉连贯性。 

8.3.3.7 门窗开设。建筑物的门窗开设包括门户、窗户和建筑物的装饰细节这类特色。这
些特色应当与为建筑物协调性和视觉连贯性而采用的布局、设计、尺寸和比例等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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