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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建筑历史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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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筑 历 史 与 理 论 考 试 大 纲

第一章　中国古代建筑史部分
第一节　绪论

一、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学术历程，营造学社

二、 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基本特征和若干基本概念

三、 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营造步骤和基本技术方法

第二节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简史

一、 原始社会

１．旧石器时期的文化和建筑现象，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和建筑现

象，半坡遗址，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

２．建筑活动的起因、性质和产生过程

３．中国为什么发展了木构技术的几条线索，两个文明发源地不同

建筑类型的形成

二、 奴隶社会

１．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和建筑现象，城市分布，河南堰师二里头、
安阳小屯村遗址

２．宫室、宗庙建筑

３．建筑技术发展状况

三、 封建社会前期———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１．先秦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建筑情况，高台建筑、大型水利

工程、木构技术、记载城规和建筑的书籍、有名建筑工匠

２．秦、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建筑情况

３．宗教建筑与园林建筑及中外建筑文化交流

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战乱背景对墓葬、园林、石窟、佛塔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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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影响

四、 封建社会中期———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

１．隋唐文化的鼎盛。 唐长安、建筑群、建筑文化的交流与渗透、对
外影响、佛教建筑、桥梁、木构技术、都料匠的现场设计

２．宋、辽、金。 历史上第一部建筑典籍枟营造法式枠与建筑技术、艺
术；城市商业化；装修特点；园林个性化；木构技术的发展方向；建筑群、
单体的发展方向；北宋、南宋的历史，辽代、金代、西夏的文化背景和建

筑风格、特点

３．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与融合

五、 封建社会后期———元、明、清
１．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封建社会建筑发展的第三个繁荣时期

２．元大都，宗教建筑的兴盛，元代木构技术的特点

３．明代木构的整体化、规整化，明代建筑风格与唐代建筑风格的

比较

４．清代官式建筑和建筑师

５．明清园林建筑的大发展与枟园治枠的诞生

６．清枟工部工程作法枠的诞生及其历史价值

７．建筑装修的大发展

８．中国各朝代的建筑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９．思考各朝代城规和建筑布局、构造、材料、建造施工等方面的成

就及弊病

第三节　城市

一、 先秦时期的城市规划理论，枟考工记枠臣人营国的制度和意义

１．春秋战国，枟管子枠的城规理论

２．城市的地位、作用和性质

二、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与城市形态

１．城市的地位、作用和性质

２．种族、环境、时代对城市的影响

３．城市的起源：最初的城、最初的市

① 城市产生的条件：农业、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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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最初的城市：夏代、殷商、商周时期

４．秦咸阳的选址、布局设计，汉长安的布局方法和成就

５．曹魏邺城、北魏洛阳、隋唐长安的背景和布局

６．隋唐长安的选址、布局、设计者、水系、交通、商业、规划设计

成就

７．南朝建康的选址、布局设计

８．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都城———元大都、明清北京

① 概况、选址、布局、形制、设计者、水系、交通、商业、规划设计成

就，艺术风格，空间特点，基本设计原理等

② 继承汉族的传统、成就，胡同制，水系水网治理，城市空间的设

计特色，明清北京的继承与改建，改建带来的问题

９．中国古代都城的特例———北宋汴梁（东京）
１０．六大古都分布、特点及其比较

三、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

１．关于古代城市的一些概念：里坊与闾里、市场、陪都、宫城

２．探索新型封建城市规划的几次革新倾向：
① 春秋战国至两汉的封闭形城郭

②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棋盘格式里坊制封闭形城市

③ 宋至清开放式街巷布局的城市

３．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方城市的比较

① 概况、选址、形制、布局、水系、交通、商业、规划设计成就，设计

者、艺术风格，空间特点，基本设计原理

② 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空间构成、基本模式及其形式背景与西方

城市之不同

四、 地方城市的形态及其具体实例分析

１．府城：平江府

２．手工业城市：景德镇

３．贸易集散中心城市：扬州

４．不同地域、不同气候城市的差异

第四节 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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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发展沿革：
１．早期宫殿形制，春秋—南北朝，发展中的宫殿形制

２．成熟的宫殿形制：三朝五门

３．大明宫：含元殿的形制发展

４．宋—明初的过渡阶段，工字殿的产生和发展

５．元代宫殿对传统形制的继承及其创新

６．明初恢复汉旧制，宫朝制度，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

① 明南京、明北京故宫的建设背景、设计思想、设计者

② 明南京、明北京故宫的选址及其原因，功能布局及其空间设计，
建筑单体的造型、结构、空间尺度、色彩处理等

７．明清宫殿之集历代之大成处及其创新

８．明清紫禁城宫殿的建筑艺术成就

第五节　坛庙

１．坛庙发展概况

２．坛庙的建筑类型：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坛、稷坛、先农坛、
先蚕坛、庙、宗庙

３．坛庙的设计方法和原则：选址、建筑形制、单体原型、数学意义、
布局、环境、建筑空间

４．明清北京坛庙的建筑艺术成就

５．各地坛庙的概况和成就：五山、五镇、孔庙等

第六节　陵墓

一、 历代帝王陵寝的发展沿革

１．中国陵墓的源起

２．原始的墓葬与埃及墓葬的差异，悬棺、水葬、火葬、天葬

３．仰韶半坡文化

４．战国中山国王墓、秦始皇陵

５．汉陵

６．六朝梁萧景墓

７．唐乾陵的规划特点和成就

８．北宋陵、南宋陵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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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辽金时期的火葬复兴

１０．明孝陵、十三陵，清陵

二、 陵墓的组成与演变，地上部分、地下部分

１．陵园建筑，祭祀建筑，神道、护陵监

２．地下技术：纹石、丹漆、排水管、防水处理，地上技术：防洪沟

３．厚葬、薄葬的思想和原因

三、 风水形势在陵寝规划中的反映，选址、布局、水系

四、 陵墓发展的趋势，陵墓之实质

第七节　宗教建筑

一、 佛教建筑

１．佛教的基本思想及宗教的本质，中国佛教的特点

２．佛教传播的几个历史阶段及其对宗教建筑布局的影响

３．历代佛殿、佛塔、石窟的形制、演变、时代风格

① 塔的类型：楼阁式塔、密檐塔、单层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

② 塔的变体：花塔、过街塔、经幢

③ 实例：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辽）、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山东济

南神通寺四门塔（隋）、北京大正觉寺塔

④ 塔的作用，寺塔布局的演变。 汉化的传统合院佛寺之构成

⑤ 石窟的起源，石窟造像，石窟的保护问题

４．四大佛山，结合山地建造的成就，山地寺院的空间序列组织、选
址、轴线与山势之关系、入口空间的过渡，佛教常用的装饰图案

５．实例：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河北正定隆兴寺、天津蓟县独乐寺

（辽）、大同善化寺、西藏布达拉宫的建筑成就、承德外八庙（清）
二、 道教建筑

１．教义与发展沿革

２．宫观建筑特点，道教祠观

３．道教对其他建筑的影响

４．实例：太原晋祠、永乐宫

三、 伊斯兰教建筑

１．教义、历史沿革、清真寺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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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外伊斯兰建筑文化的交流与融和

３．中国清真寺的特点

４．宗教建筑的共性

第八节　园林

一、 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成机制及历史沿革，从利用自然山林到人

工造山（前 ４０００—前 ５００）
１．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兴盛对园林的影响

２．隋唐宫苑、文人园林兴盛

３．宋辽金元堆山叠石的成就

４．明清皇家园林的兴盛和手法的演变

二、 明清皇家苑囿的造园艺术成就

三、 明清私家园林的园林空间理论及手法

１．私家园林（包括皇家）的一般设计手法

２．要素分析：堆山叠石、埋水、建筑、花木、装修、匾额、楹联

四、 明清寺观园林的造园艺术成就

五、 如何理解园林的意境

六、 实例：北海、颐和园、拙政园、留园、寄畅园

第九节　民居

一、 传统民居的特征

１．风格多样性

２．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适应性

３．不同人文背景和审美观念所酿成的不同民族的特殊性

４．宗法思想的影响

二、 典型传统民居的历史背景、布局特点、结构技术、装饰风格、规
划原则

１．合院式

２．天井院式

３．窑洞式

４．干栏式

５．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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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碉楼

７．蒙古包

８．水上人家

三、 聚落、风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四、 实例分析：北京四合院、徽州明清住宅、苏州民居

第十节　建筑技术、著作与匠师

一、 宋清建筑技术作法

１．木构

２．砖石

３．装修

４．色彩、装饰、雕刻

二、 建筑典籍评述

１．枟营造法式枠
２．枟工程做法则例枠（清工部）
３．枟营造法原枠
三、 著名匠师评介

１．李诫

２．喻皓

第二章　中国近代建筑史部分
掌握中国近代建筑历史时期划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搞清中国近

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 年）所建造的建筑，并了解其概况；能够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运
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中西建筑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演进过程。

（１）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其形态的生成有特

定的历史环境，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
（２） 中国近代建筑作为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中国建筑史中承

上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注意汲取其精华，以供当前设计之参考。
（３） 中国近代建筑作为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是我们可珍贵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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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应当注意对其保护与再利用。

第三章　外国古代建筑史部分（１９世纪以前）
第一节 古代埃及的建筑

自然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建筑发展分期—陵墓与神庙—建筑

技术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实例

第二节 古代两河流域的建筑

自然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山岳台”、宫室和城市—建筑技术

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实例

第三节 古代爱琴海地区的建筑

克里特、迈西尼文明—宫殿、卫城和陵墓—主要建筑实例

第四节 古代希腊的建筑

自然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建筑发展分期—主要建筑形制与类

型—古希腊的三种柱式—建筑技术成就—主要建筑实例

第五节 古代罗马的建筑

自然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主要建筑形制与类型—古罗马的五

种柱式—维特鲁威的枟建筑十书枠—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

实例

第六节 拜占庭建筑

社会与文化背景—拜占庭教堂—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

实例

第七节 欧洲中世纪的建筑

社会与文化背景—早期基督教建筑—罗马风建筑—哥特建筑—建

筑技术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实例

第八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

社会与文化背景—初期、盛期和晚期—宗教与世俗建筑类型—城

市与广场—建筑成就—主要建筑师及理论著作—建筑实例—影响

第九节 巴洛克建筑

社会与文化背景—教堂建筑与广场—建筑艺术成就—主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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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建筑实例

第十节　古典主义建筑

社会与文化背景—主要建筑形制与类型—建筑艺术成就—主要建

筑师—建筑实例

第十一节　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建筑

自然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建筑发展分期—主要建筑形制与类

型—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实例

第十二节　南亚建筑

自然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建筑发展分期—主要建筑形制与类

型—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实例

第十三节　东亚建筑

自然环境—社会与文化背景—建筑发展分期—主要建筑形制与类

型—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主要建筑实例

第四章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部分
第一节　１８ 世纪、１９ 世纪下半叶前欧洲与美国的建筑

一、 社会与文化背景

二、 工业革命的影响

三、 主要建筑形制与类型

四、 主要建筑风格

１．古典复兴

２．浪漫主义

３．折衷主义

五、 建筑的新技术、新材料与新类型

第二节　１９ 世纪下半叶至 ２０ 世纪初欧洲与美国的新建筑探索

一、 社会与文化背景

二、 欧洲主要建筑流派

１．工艺美术运动

２．新艺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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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瓦格纳、维也纳分离派和卢斯

４．格拉斯哥学派

５．阿姆斯特丹学派

三、 芝加哥学派及高层建筑的探索

四、 德意志制造联盟

第三节　现代建筑的成长与发展

一、 现代建筑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新建筑流派

１．表现主义

２．未来主义

３．风格派

４．构成主义

三、 现代建筑代表人物的理论与实践

１．格罗皮乌斯与包豪斯的建筑教育思想

２．密斯· 凡· 德· 罗的理论与实践

３．勒· 柯布西耶的理论与实践

４．赖特的理论与实践

５．阿尔瓦· 阿尔托的理论与实践

四、 现代建筑的传播与发展———战后其他重要建筑师及其理论

五、 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

第四节　后现代时期的建筑思潮

一、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二、 主要建筑思潮

１．后现代主义

２．新理想主义

３．新地域主义

４．高技派

５．解构主义

６．生态建筑和可持续发展

７．当代其他著名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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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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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及其理论考试 大 纲

第一章　建筑总体环境布局
第一节　建筑总体环境设计的地位与任务

一、 建筑单体与总体环境设计

二、 建筑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

三、 建筑群体空间组合

第二节　建筑总体环境布局的原则与要求

一、 总体与单体的互动

二、 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的互动

三、 体型研究与平面设计的互动

第三节　建筑总体环境布局的要素与内容

一、 建筑总体环境布局的环境要素

１．建筑与环境

２．城市型环境与自然型环境

３．自然环境的保护、利用与创造

二、 建筑总体环境布局的内容

１．建筑物———主要建筑物及附属建筑物的总体设计

２．建筑室外场地

３．绿化场地

４．建筑小品

５．出入口及道路

第四节　建筑总体环境布局的方式与手法

一、 集中式布局

二、 分散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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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单元组合式布局

四、混合式布局

第二章　建筑功能的分析与组织
第一节　单一空间的功能要点

一、 空间的使用性质及特点

二、 朝向、采光与通风

１．适当的朝向

２．良好的自然采光条件

３．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三、 室内布置与陈设

第二节　多个空间功能分析与组织

一、 功能组织的三大基本要素

１．主要使用部分

２．辅助使用部分

３．交通使用部分

二、 功能组织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１．使用程序

２．功能分区

３．流线组织

第三节　厅堂设计的功能要点

一、 疏散设计

１．疏散设计的基本要求

２．人流入场及疏散系统的主要处理方式

二、 视线设计

１．视觉质量的主要因素及其设计

２．视线设计要点

三、 音质设计

１．听觉要求

14



２．音质设计

第四节　建筑功能的灵活性与动态性发展

一、 建筑功能的动态性

１．功能的相容性

２．功能的兼容性

３．功能的周时性

４．功能的多样解释

二、 当代建筑功能的发展趋势

１．建筑功能由单一走向复合

２．建筑功能分化与综合并举

３．建筑功能加速新陈代谢

第三章　建筑空间的构成与组合
第一节　单一空间的构成

一、 单一空间的限定与构成

１．水平要素限定的空间

２．垂直要素限定的空间

二、 单一空间的量、形、质
１．空间的体量

２．空间的形状

３．空间的质量

第二节　多个空间的组合

一、 包容

二、 穿插

三、 邻接

四、过渡

第三节　空间的组合规律

一、 集中式组合

二、 线形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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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辐射式组合

四、 组团式组合

五、 模数式组合

第四章　建筑造型设计
第一节　建筑造型设计的一般准则与特征

一、 建筑形式与文脉

１．建筑造型与环境形态的辩证关系

２．建筑造型与时间进程的辩证关系

二、 建筑形式与功能

１．建筑功能对建筑造型的制约作用

２．建筑造型设计对功能组织的反馈作用

三、 建筑形式与技术

１．结构技术对建筑造型的影响与制约

２．建筑造型对结构技术的表现

３．建筑造型设计中的材质组织与表现

４．节能技术及生态技术对建筑形式的影响与作用

四、建筑形式的个性化表现

第二节　建筑形式美的规律

一、 以简单几何形获得统一与变化

二、 主体与从属

三、 均衡与稳定

四、对比与微差

五、韵律与节奏

六、比例与尺度

第三节　建筑造型设计的层次性

一、 体形组合

１．群体中诸建筑体形的彼此制约和呼应

２．促进建筑外部空间的整体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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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联系方式

４．体形组合中的多样统一

二、 立面处理

１．立面与形体的关系

２．立面外轮廓线的处理

３．虚实与凹凸的处理

４．墙面与窗的组织

５．立面的划分

６．色彩与质感的组织

三、 细部处理

第四节　建筑造型设计的文化内涵

一、 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二、 对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认识

三、 地方文化特色的保护与文化驱同现象

四、 公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五、 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

六、 建筑形式创造的风格与流派

第五章　建筑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第一节　现代建筑设计与传统建筑设计方法的比较

一、 建筑设计的“目标取向”与“过程取向”
二、 建筑设计的“精英决策”与“公众参与”
三、 建筑师的“主体意识”与“小组合作”
四、 感性经验准则与理性逻辑准则

第二节　建筑设计的基本程序

一、 分析

１．资料、信息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２．资料信息的分析研究方法

３．与设计相关的主导因素、主要矛盾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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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综合

１．建立概念

２．赋形

３．具体化

４．交流外化

三、 评估

１．评估工作要涉及的主要内容与对象

２．评估的组织方法

３．评估是否是设计程序的终端

第三节　建筑师的基本思维特征及方法

一、 不同思维方式在设计的不同阶段的运用及其主导性作用

二、 图式思维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

三、 图式思维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建筑设计中的立意与构思

一、 立意与构思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辨析

二、 立意的来源和依据

三、 创造性构思的整体性、巧妙性和独特性特征

第五节　建筑形式的生成方法

一、 实效型设计

１．以功能分析和组织为主导的形式生成过程

２．以结构技术主导的形式生成过程

３．以材料和构造组织为主导的形式生成过程

４．以节能技术为主导的形式生成过程

二、 法则型设计

１．网格法的基本方式及其各种变形和具体运用

２．建筑模数化体系，预制装配体系

３．开放住宅设计方法

三、 类型化设计

１．原型的产生与发展

２．原型与变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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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传统建筑、地方建筑造型的延续和演变

四、 类比型设计

１．仿生设计

２．仿形设计

３．具象与抽象

第六章　快速建筑设计
第一节　快速建筑设计概念、特点与作用

一、 快速建筑设计的概念

二、 快速建筑设计的特点

１．设计过程快速

２．设计思维敏捷

３．设计成果简练

４．设计表现奔放

三、 快速建筑设计的作用

１．快速设计是实际工作中应急的需要

２．快速设计是检测应试人员设计能力与素质的有效手段之一

３．快速设计是训练建筑师思维能力和创作能力的重要环节

４．快速设计是建筑设计教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第二节　快速建筑设计的过程

一、 理解题意

二、 分析内外部条件

１．外部条件分析

２．内部条件分析

三、 立意构思

四、 场地设计

五、 功能布局

１．平面生成

２．平面完善

19



六、 剖面设计

１．通过剖面设计检查结构的合理性

２．通过剖面设计研究建筑与地形的竖向关系

３．通过剖面设计研究建筑空间的变化与利用

４．通过剖面研究为立面设计提供依据

七、 造型处理

１．力求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

２．力求造型与环境融合

３．处理好统一与变化的关系

４．强调重点处理

第三节　快速建筑设计的技巧与手法

一、 设计整合

１．设计思维同步展开

２．设计路线交错进行

３．设计调整互动推进

二、 快速表达

１．设计构思阶段

２．方案设计阶段

３．方案定稿阶段

４．上版阶段

三、 版面计划

１．图面排版匀称

２．版面填空补白

四、 时间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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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建筑技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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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技术科学考试大纲

建筑基本构造部分

第一章　建筑构造技术概论
第一节　概述

一、 建筑构造技术研究的内容

二、 建筑物的分类、等级和模数制

（一） 建筑的分类

（二） 建筑物等级

（三） 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

三、 建筑物组成（主要部件）
第二节　建筑结构体系

一、 砌体结构

二、 框架结构

三、 钢筋混凝土板墙结构

四、特种结构

第三节　影响构造设计的因素

一、 外力作用的影响

二、 自然与地理环境的影响

三、 人为因素的影响

第四节　建筑构造设计原则

一、 严格遵守国家建筑法规和规范

二、 促进建筑工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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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墙体和基础、地下室构造技术
第一节　墙体改革与发展

一、 国家推出墙体改革的目的与意义

二、 新型墙体材料与节能构造设计要求

第二节　墙体材料与构造技术

一、 墙体材料与特点

二、 墙体构造技术与设计要求

第三节　砖墙构造

一、 砖砌体

（一） 砖

（二） 砂浆

二、 砖墙的砌筑方式

三、 墙体细部构造技术

（一） 门窗过梁

（二） 窗台

（三） 防潮层

（四） 勒脚

（五） 明沟、散水坡

（六） 踢脚

（七） 墙身加固措施

第四节　砌块墙体构造

一、 砌块的材料及类型

二、 砌块墙体的组合与搭接构造要求

三、 砌块墙体的细部构造技术

第五节　隔墙与隔断

一、 隔墙的作用、类型与构造设计要求

二、 立筋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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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条板隔墙

四、块材隔墙

五、隔断

第六节　墙面装修

一、 抹灰类墙面装修

二、 贴面类墙面装修

三、 涂料类墙面装修

四、裱糊类墙面装修

五、铺钉类墙面装修

第七节　墙体保温构造

一、 保温墙体构造

二、 保温墙体的蒸汽渗透

第八节　基础和地下室构造

一、 基础的作用、类型与材料

二、 影响基础埋置深度的主要因素

三、 地下室防潮防水构造

第三章　楼地面构造技术
第一节　楼板层的组成与类型

一、 楼板结构层的组成与作用

二、 楼板结构的类型

第二节　钢筋混凝土楼板构造

一、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构造

二、 预制钢筋混凝土楼板构造

三、 叠合楼板构造

第三节　顶棚构造

一、 顶棚的形式

二、 直接式顶棚的构造与做法

三、 吊顶的组成与构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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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坪层与地面构造

一、 地坪层构造

二、 各类地面铺装材料与构造技术

第五节　阳台与雨篷构造

一、 阳台的形式与构造

二、 雨篷构造

第六节　楼板隔声构造技术

一、 楼面隔声构造

二、 弹性垫层隔声构造

三、 楼板吊顶隔声构造

第四章　屋顶构造技术
第一节　概述

一、 屋顶的功能与设计要求

二、 屋顶的组成与形式

三、 屋顶分类与坡度

第二节　平屋顶构造

一、 平屋顶的排水

（一） 屋面排水坡度与排水方式

（二） 屋面排水坡度的形式

（三） 平屋顶檐口部位的形式与构造

二、 刚性防水屋面

（一） 刚性防水屋面技术规定

（二） 刚性防水屋面构造设计要点

（三） 刚性防水屋面细部节点构造

三、 卷材防水屋面

（一） 卷材防水屋面技术规定

（二） 卷材防水屋面构造设计要点

（三） 卷材防水屋面细部节点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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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涂料防水屋面

（一） 涂料防水屋面技术规定

（二） 涂料防水屋面构造设计要点

（三） 涂料防水屋面细部节点构造

第三节　坡屋顶构造

一、 坡屋顶的形式与组成

二、 坡屋顶结构体系

（一） 檩式屋顶结构体系

（二） 椽式屋顶结构体系

（三） 钢筋混凝土板式结构坡屋顶体系

三、 平瓦屋面构造

（一） 平瓦屋面的技术规定

（二） 平瓦屋面的檐口、山墙泛水等部位细部节点构造技术

第四节　屋顶的保温与隔热构造

一、 平屋顶的保温与隔热构造

二、 坡屋顶的保温与隔热构造

第五章　楼梯、电梯、台阶与坡道构造技术
第一节　楼梯的形式、尺度与设计要求

第二节　钢筋混凝土楼梯构造

一、 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梯构造

二、 预制钢筋混凝土楼梯构造

第三节　楼梯的细部装修构造技术

一、 踏步面层及防滑措施构造

二、 栏杆和栏板构造

三、 扶手构造

第四节　台阶与坡道构造技术

一、 坡道设计基本构造

二、 残疾人坡道构造设计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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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室外台阶构造

第五节　电梯和自动扶梯

一、 电梯

（一） 电梯的类型与组成

（二） 电梯门套装修构造

二、 自动扶梯

（一） 自动扶梯的形式与作用

（二） 自动扶梯在平面布置中的设计要求

第六章　门窗与遮阳构造技术
第一节 门的形式与设计要求

第二节 木门构造技术

第三节 窗的形式与设计要求

第四节 窗的类型与构造

第五节 门窗五金配件

第六节 外窗遮阳

一、 遮阳材料与形式

二、 遮阳构造

第七章　变形缝构造技术
第一节 变形缝的分类与设置原则

第二节 伸缩缝构造

第三节 沉降缝构造

第四节 抗震缝构造

第五节 混凝土后浇缝（带）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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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种构造部分

第一章　建筑特种构造概论
第一节　概 述

第二节　建筑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一、 化学建材

二、 建筑用钢

三、 建筑玻璃

第三节　建筑围护结构系统节能技术

一、 概述

二、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技术设计基本原理与构造要求

第四节　太阳能利用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一、 建筑与太阳能一体化设计

二、 既有建筑节能改选技术

（一）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设计的主要部位

（二）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设计要求

第二章　建 筑 幕 墙
第一节　概 述

第二节　建筑幕墙的类型和材料

一、 建筑幕墙的类型

（一） 幕墙按材料分

（二） 幕墙按构造方式分

（三） 幕墙按施工方式分

二、 建筑幕墙的材料

（一） 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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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钢和不锈钢

（三） 幕墙玻璃

（四） 粘结密封材料

（五） 石材、陶土板

（六） 其他材料

第三节　幕墙设计的技术性能与要求

一、 幕墙防火与防雷性能

二、 幕墙风压变形性能

三、 幕墙平面内变形性能

四、幕墙雨水渗透性能

五、幕墙空气渗透性能

六、幕墙保温性能

七、幕墙隔声性能

八、幕墙耐撞击性能

第四节　建筑幕墙的设计与构造

一、 建筑幕墙设计要求

二、 玻璃幕墙构造

（一） 明框式玻璃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二） 隐框式和半隐框式玻璃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三） 钢管型材骨架玻璃幕墙体系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四） 全玻式玻璃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五） 点支式玻璃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六） 高性能组合玻璃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１．双层通风玻璃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２．真空玻璃双层通风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３．光电玻璃幕墙（屋顶）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三、 金属板幕墙构造

（一） 单层铝板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二） 复合铝板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三） 蜂窝铝板幕墙的特点与构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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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石材幕墙构造

（一） 干挂石材幕墙设计要求

（二） 干挂石材幕墙构造技术

（三） 干挂石材幕墙的防水与保温构造技术

五、 陶土板幕墙构造

（一） 陶土板幕墙的性能与特点

（二） 陶土板幕墙构造技术

第三章　建筑工业化
第一节　概论

一、 发展住宅建筑工业化的目的与意义

二、 工业化住宅建筑体系

（一） 专用住宅体系

（二） 通用住宅体系

三、 我国发展住宅建筑工业化的途径

（一） 预制装配式住宅建筑体系

（二） 现浇或现浇与预制相结合的住宅建筑

（三） 住宅配套工程的工业化

第二节　钢筋混凝土预制装配式住宅建筑

一、 预制框架结构装配式住宅建筑

二、 板材装配式建筑

三、 盒子（房间）建筑

第三节　大模板现浇建筑

一、 大模板现浇建筑特点与技术

二、 滑升模板建筑特点与技术

第四节　装修和设备的建筑工业化

一、 住宅建筑的配套设备

二、 建筑的室内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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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轻型钢结构建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轻钢建筑的材料与制品

第三节　轻钢结构建筑体系

一、 梁柱式

二、 墙架式

三、 刚架式

第四节　轻钢建筑的构造

一、 外墙构造

（一） 轻质复合材料外墙板

（二） 钢筋网架水泥墙

（三） 轻质加气混凝土外墙板

二、 楼板构造

（一） 现浇式轻钢楼板

（二） 装配式轻钢楼板

（三） 其他形式的楼板

三、 屋顶构造

（一） 平屋顶

（二） 坡屋顶

第五节　轻钢建筑的维护与保养

一、 钢构件防火

二、 钢构件防锈

三、 钢构件绝缘

第五章　屋顶采光天窗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屋顶采光天窗的功能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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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屋顶采光天窗的基本形式

二、 屋顶采光天窗设置部位与构造特点

第三节　采光天窗的材料与构造技术要求

一、 材料制品

二、 构造设计技术要求

三、 太阳能导光管技术

第四节　采光天窗的构造技术

一、 屋顶结构形式

二、 屋顶采光天窗构造设计

建筑热工学部分

第一章　建筑热工学基本知识
第一节　传热基本方式

一、 导热

（一） 导热机理及特征

（二） 通过平壁的稳定导热

二、 对流及对流换热

（一） 对流成因及分类

（二） 对流换热

三、 辐射及辐射换热

（一） 辐射本质及特点

（二） 辐射换热

第二节　平壁稳定传热

一、 传热三过程

二、 表面传热系数

三、 平壁传热阻

第三节　封闭空气间层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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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热特征

二、 影响封闭空气间层热阻值的因素

三、 封闭空气间层热阻值的确定

第四节　周期性不稳定传热

一、 简谐热作用

（一） 温度谐波的余弦函数表示

（二） 温度谐波的平均温度与振幅

（三） 温度谐波的周期与初相角

二、 半无限大物体在简谐热作用下的传热特征

（一） 任一截面的温度可用谐量表示

（二） 温度波的衰减

（三） 温度波的相位延迟

三、 简谐热作用下，材料和围护结构的热特性指标

（一） 材料的蓄热系数

（二） 材料层的热惰性指标

（三） 材料表面的蓄热系数

四、 有限厚平壁的周期性传热

（一） 传热过程中的双向热波作用

（二） 什克洛维尔近似计算法计算衰减倍数和延迟时间

第五节　湿空气

一、 湿空气的组成及压力表示

二、 饱和空气与未饱和空气的概念

三、 空气湿度的度量

（一） 空气的绝对湿度

（二） 空气的相对湿度

四、 空气的露点温度

第二章　室外气候与室内气候
第一节 室外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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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室外气候的影响因素

二、 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三、 城市气候的特征及改善

第二节　建筑热工设计气候分区

一、 气候分区的指标及设计要求

二、 各气候区的范围

第三节　室内气候

一、 人体热平衡

二、 室内气候要素

三、 热舒适方程

第三章　建 筑 保 温
一、 外围护结构的保温设计

（一） 主体部分的保温设计

１．围护结构保温设计要求

２．围护结构最小传热阻

３．保温构造方案

（二） 传热异常部位的保温设计

１．窗的保温

２．热桥保温

３．外墙交角的保温

４．地面的保温

二、 外围护结构与房间的热稳定性

（一） 外围护结构的热稳定性

（二） 房间的热稳定性

三、 外围护结构的蒸汽渗透和冷凝

（一） 围护结构的蒸汽渗透

（二） 围护结构内部冷凝的检验

１．围护结构内部冷凝受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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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冷凝界面检验法

四、 冷凝的防止与控制

（一） 表面冷凝的防止与控制

（二） 内部冷凝的防止与控制

１．一般原则

２．合理布置材料层次

３．设置隔汽层

４．设置通风间层或泄汽沟

第四章　建 筑 防 热
第一节　建筑防热途径

一、 减弱室外热作用

二、 设置外围护结构的隔热措施

三、 组织房间的自然通风

四、 采取窗口遮阳

第二节　外围护结构的隔热

一、 室外综合温度

（一） 室外综合温度的定义

（二） 室外综合温度的特点

二、 外围护结构的隔热计算原理

（一） 外围护结构的隔热设计标准

（二） 外围护结构内表面最高温度的计算原理

三、 外围护结构的隔热措施

（一） 屋顶隔热

（二） 外墙隔热

第三节　房间的自然通风

一、 自然通风的成因与作用

二、 自然通风的组织

第四节 建筑遮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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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照

（一） 日地运行规律

（二） 赤纬角与时角

（三） 地方平均太阳时与中国标准时

（四） 太阳高度角与太阳方位角

二、 遮阳的作用与效果

三、 遮阳的形式及适用范围

四、 遮阳的构造设计

第五章　建 筑 节 能
第一节　建筑节能基本概念

一、 能耗形势与建筑能耗

二、 人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三、 建筑节能标准建设

第二节　建筑的太阳能应用及其一体化

一、 被动式太阳能建筑设计

二、 太阳能热水器及其建筑的应用

第三节　建筑节能设计

一、 总平面节能设计

二、 节能设计原则

建筑声学部分

第一章　声 的 性 质
第一节　声、声源、空气中的声波

第二节　波阵面、方向性、频率、波长和声速

第三节　声功率、声强、声压和分贝、声强级声压级、声压级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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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音乐、噪声、频谱

第五节 声的反射、折射、衍射、扩散、吸收和透射

第六节 驻波和房间共振、混响和室内稳态声级、混响时间

第二章　人对声的感受
第一节 人耳的听觉、响度和频率、声级计和 Ａ 声级

第二节 掩蔽、背景噪声和干扰噪声

第三节 噪声对人的影响

一、 噪声对健康的影响

二、 噪声对各种活动的影响

三、 噪声损坏建筑

第三章　吸 声 材 料
第一节　多孔吸声材料

一、 多孔材料的流阻

二、 材料厚度对吸声性能的影响

三、 材料密度对吸声性能的影响

四、 材料背后条件对吸声性能的影响

五、 材料吸湿、吸水对吸声性能的影响

第二节 薄膜、薄板吸声结构

第三节 穿孔板吸声结构

一、 穿孔板的吸声机理和共振频率

二、 穿孔板后材料对吸声性能的影响

第四节 其他吸声结构

第五节 吸声测量和材料的选择

一、 材料吸声系数的测量方法

（一） 驻波管法

（二） 混响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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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吸声材料的应用与选择

第四章　隔 声 材 料
第一节　声在建筑围护结构中的传播

一、 空气传声

二、 固体传声

第二节　单层匀质密实墙

一、 质量定律

二、 吻合效应

第三节　双层匀质密实墙

一、 双层墙的隔声机理和共振频率

二、 空气层的附加隔声量

三、 声桥

第四节 多层墙和轻质墙

第五节 门窗隔声

一、 如何提高门的隔声量

二、 如何提高窗的隔声量

第六节 楼板隔声

第七节 隔声性能的表示和测量

一、 空气声隔绝

（一） 隔声频率特性和平均隔声量

（二）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

二、 撞击声隔绝

（一） 标准撞击声级频率特性

（二） 撞击声隔声指数

第五章　噪 声 控 制
第一节　噪声评价量和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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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噪声评价量

（一） 噪声评价数（NR 曲线）
（二） 语言干扰级（S ＩＬ）
（三） 统计百分数声级 L９０ ，L５０，L１０
（四） 等效声级 Lｅｑ
二、 评价方法

第二节　环境噪声标准和立法

一、 保护听力的噪声容许标准

二、 环境噪声容许标准

（一） 中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二） 国际标准组织环境噪声容许标准

（三） 住宅隔声标准

第三节　环境噪声的控制

一、 环境噪声控制原则和步骤

二、 合理的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措施

三、 一些城市噪声控制措施的降噪效果

（一） 离开噪声源一定距离的声级衰减

（二） 天然和人工屏障的声级衰减

（三） 城市绿化的声级衰减

第四节　室内吸声降噪

一、 室内吸声降噪原理

二、 室内稳态声压级计算式

三、 室内吸声降噪量计算

四、 室内吸声降噪设计

第五节　建筑隔声

一、 组合构件的隔声量计算

二、 隔墙噪声降低量

三、 整个房间实际隔声能力计算

四、 建筑隔声设计

第六节　建筑隔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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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振动对人体和建筑的影响

二、 隔振措施和材料

第六章　室 内 音 质
第一节　围护空间里的声音

第二节　供语言通信用的厅堂音质设计问题

一、 直达声的距离衰减

二、 观众对直达声的吸收

三、 声源的方向性

四、 用天棚和侧墙反射面加强观众席区域的声音

五、 用扩声系统加强声音

（一） 对扩声系统的性能要求

（二） 扩声系统的组成

（三） 扩声系统的布置方式

六、 避免在观众席出现回声

七、 控制房间混响时间

八、 降低室内背景噪声和室外侵扰噪声

第三节　供音乐欣赏用的厅堂音质

第四节　多功能厅堂音质

第五节　室内音质设计各论

一、 电影院的声学特点和设计

二、 播音室的声学特点和设计

三、 体育馆的声学特点和设计

第六节　混响时间的设计计算

一、 厅堂混响时间设计和计算程序

二、 混响时间计算和实际测定的差异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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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光学部分

第一章　基 本 知 识
第一节　人眼视觉特点

一、 相对光谱效率

（一） 可见光的波长范围

（二） 人眼中两种感光细胞名称及其特点

（三） 明、暗视觉条件下人眼最敏感的波长

二、 视场

１．单眼和双眼视看范围

２．中心视场和近背景视场特点

第二节　色彩与照明

一、 光源色、物体色

二、 色彩属性

三、 色彩的标定———国际照明委员会色度图和孟塞尔色标图

四、 色彩混合

五、 相关色温

六、 显色性

第三节　基本光度单位及相互关系

一、 光通量

１．术语解释及表达式

２．单位名称和换算以及符号

二、 发光强度

１．术语解释及表达式

２．单位名称和符号

三、 照度

１．术语解释及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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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单位名称和符号

四、 余弦定律

１．点光源和面光源两术语解释

２．余弦定律表达式及其适用范围

五、 亮度

１．术语解释及表达式

２．单位名称和符号及相互换算关系

３．物理亮度和知觉亮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六、 立体角投影定律

１．表达式及各参数的单位

２．适用范围

第四节　材料光学性质

光反射比、光吸收比、光透射比的术语解释

（一） 定向反射和透射规律

１．亮度变化规律

２．发光强度变化规律

（二） 扩散反射和透射规律

１．均匀扩散材料

２．定向扩散材料

定向扩散前后光分布大小的变化规律

第五节　视度

（一） 影响视度的因素

１．视度术语解释

２．影响视度的五大因素

（二） 眩光

１．眩光分类

２．直接眩光产生的原因及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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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 然 采 光
第一节　采光标准

（一） 天然光规律

１．光气候

２．太阳直射光照度和天空扩散光照度

３．阴天空和晴天空

４．ＣＩＥ 标准阴天空和晴天空的天空亮度分布规律

５．我国光气候概况

（二） 采光标准

１．采光系数

２．临界照度

３．我国光气候分区情况和光气候系数

第二节　采光口

（一） 采光口位置分类

（二） 侧窗采光

（三） 天窗采光和天窗形式

第三节　采光计算

（一） 采光计算方法、所需数据和步骤

（二） 采光计算图表

第三章　建筑与城市照明
第一节　人工光源

（一） 人工光源分类

（二） 热辐射光源、气体放电光源和固体发光光源

（三） 人工光源的光学性能指标

第二节　灯具

（一） 灯具构造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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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灯具分类

（三） 光强体和配光曲线

（四） 遮光角（保护角）和灯具效率

第三节　室内工作照明设计

（一） 室内照明分类

（二） 工作照明设计步骤

（三） 反射眩光的限制措施

（四） 光幕反射和对比显现因数

（五） 照明设计步骤

（六） 利用系数

第四节　环境照明设计

（一） 室内环境照明设计的三大要素

（二） “建筑化”大面积照明

（三） 城市道路、隧道与桥梁照明

（四） 建筑物外观照明

（五） 景观性照明

第五节　城市光污染与控制

（一） 光污染的类别与危害

（二） 光污染控制的对策

（三） 绿色照明与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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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城市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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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规 划 与 设 计 考 试 大 纲

第一章　城市规划总论
第一节　城市规划的概念

一、 城市规划的对象

二、 城市规划中规划的概念

三、 城市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关系

第二节　城市规划的作用

一、 城市规划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二、 城市规划是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工具

三、 城市规划是城市未来空间架构和演变的调控工具

第三节　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一、 城市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

二、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三、 科学发展观与城市规划

第二章　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背景及历史渊源

第二节　现代城市规划的早期思想

一、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二、 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设想

三、 其他探索

第三节　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演变

一、 枟雅典宪章枠（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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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枟马丘比丘宪章枠（１９７７）
三、 枟华沙宣言枠（１９８１）
四、 枟环境与发展宣言枠和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１９９２）

第三章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第一节　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

一、 城市发展理论

二、 城市分散发展理论

三、 城市集中发展理论

四、 城市分散与集中发展的统一

五、 健康城镇化与城镇体系规划

第二节　现代城市空间组织理论

一、 区位理论

二、 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

三、 地租和竞租理论

四、 邻里单位与居住小区

五、 行为－空间理论

第三节　有关规划的理论

一、 综合规划

二、 分离渐进规划

三、 混合审视规划

四、 连续性城市规划

第四节　城市规划方法论的演进

一、 物质空间决定论和物质形态规划

二、 社会文化论

三、 系统方法论

四、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五、 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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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规划体系
第一节　城市规划法规体系

一、 国家城市规划法

二、 地方城市规划条例

三、 有关城市规划编制的法规规范

四、 有关城市规划实施的法规

五、 有关城市规划监督检查的法规

六、 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其他法规

七、 城市规划技术规范

八、 城市规划文本

第二节　城市规划行政体系

第三节　城市规划运作体系

一、 城市规划的编制

二、 城市规划的实施

三、 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的关系

第四节　城市规划学科体系

一、 城市规划学科的传统与发展

二、 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及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五章　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第一节　城市规划编制的任务和要求

一、 城市规划编制的层次

二、 全国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三、 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四、 镇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五、 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第二节　城市规划实施与管理的概念和内容

48



第三节　城市规划实施的机制与原则

一、 城市规划实施的行政机制

二、 城市规划实施的财政机制

三、 城市规划实施的法律机制

四、 城市规划实施的经济机制

五、 城市规划实施的社会机制

六、 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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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景观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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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规划设计考试大纲

第一章　景观历史与理论
第一节　世界园林传统

一、 中国古典园林

１．中国古代园林的类型和特点

２．中国园林的起源

３．秦汉时期的园林

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

５．唐宋时期的园林

６．元明清时期的园林

二、 西方园林传统

１．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古罗马的园林

２．中世纪西欧的庭园

３．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

４．法国勒· 诺特式园林

５．英国自然风景园

三、 伊斯兰园林传统

１．西亚伊斯兰园林

２．西班牙伊斯兰园林

３．印度伊斯兰园林

四、 日本造园

第二节　现代景观的兴起

一、 １９ 世纪欧美的景观

１．公园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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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巴黎改建与欧美城市的发展

３．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对景观的影响

４．美国景观的崛起

二、 １９ 世纪下半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景观

１．“工艺美术运动”中的景观

２．新艺术运动中的景观

３．现代艺术对景观的影响

４．现代建筑运动对景观的影响

５．美国和欧洲的现代规划思想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世界景观的发展

第三节　当代景观的现状与发展

一、 景观与自然、艺术、地域、历史的关系

１．景观与自然

２．景观与艺术

３．景观与地域

４．景观与历史

二、 景观研究的发展

１．景观的含义与研究内容

２．绿地系统理论

３．景观展望

第二章　景观规划设计编制与实施
第一节　景观规划设计编制的任务和要求

一、 景观规划设计编制的层次

二、 景观规划设计各层次编制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三、 景观规划设计编制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和管理的概念和内容

第三节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的机制与原则

一、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的行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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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的财政机制

三、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的法律机制

四、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的经济机制

五、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的社会机制

六、 景观规划设计实施管理的原则

第三章　景观生态学理论与应用
第一节　生态学基本原理与方法

一、 生态系统定义及其构成

二、 种群生态理论

三、 群落生态理论

四、 生态系统与生态循环

第二节　景观生态学基本概念

一、 景观尺度

二、 景观格局

三、 景观过程

四、 景观功能

五、 景观交错带

第三节　景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与重点

一、 景观生态学基础理论

二、 景观生态学理论重点

第四节　景观生态调查、分析与评价

一、 景观生态调查

二、 景观生态分析

三、 景观生态评价

第五节　景观格局、过程与功能

一、 景观格局

二、 景观过程

三、 景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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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景观扰动与动态演变

一、 景观扰动与干扰

二、 干扰的生态效应

三、 景观演变

第七节　景观地方性与整体人文生态系统

一、 景观地方性的内涵与机理

二、 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三、 区域景观生态体系

四、 城市景观生态体系

五、 乡村景观生态体系

第八节　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方法与手段

一、 ３Ｓ 技术的集成应用

二、 景观模拟与仿真

三、 景观制图与综合分析技术

第九节　景观生态规划应用实践

一、 城市景观规划

二、 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

三、 风景名胜区景观规划

四、 自然保护区景观规划

五、 景观生态保护与恢复

第十节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一、 景观格局规划设计

二、 景观生态过程设计

三、 景观界面的组合与设计

四、 物种的多样性规划设计

五、 景观生境原生性设计

六、 景观通道的连续性设计

七、 景观干扰的有限性设计

八、 承载力的平衡性设计

九、 景观环境的健康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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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园林植物应用与技术
第一节　园林植物

一、 园林植物概念

二、 园林植物类型

三、 园林植物基础

四、 国内外园林植物应用趋势

第二节　园林植物的功能与作用

一、 植物在景观构成中的作用

二、 植物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的作用

三、 植物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第三节　中国园林植物的多样性及应用

一、 中国园林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二、 中国园林植物的遗传多样性

三、 中国城市应用园林植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四、 应用多样性的原则

第四节　城市园林树种规划的原则与方法

一、 城市园林树种规划的意义与作用

二、 中国植被分布

三、 城市园林树种规划原则与方法

四、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树种区域规划

五、 行道树与骨干树种选择的原则

六、 花卉选择与应用

第五节　园林植物综合生态效益分析技术

一、 园林植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二、 植物释氧固碳能力测定、计算与评价

三、 植物滞尘能力测定技术

四、 植物杀菌能力测定技术

五、 负氧离子测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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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害气体吸收能力

七、 绿量测定及评价

八、 植物对人体心理影响评价技术

九、 园艺疗法在园林中的应用

第六节　不同绿地植物景观营造与配置技术

一、 配置原则

二、 配置方式

三、 不同绿地类型植物景观营造形式

四、 大树移植技术

第七节　水生植物景观设计与栽培养护技术

一、 水生植物分类

二、 水景植物配置原则

三、 水面植物配置原则

四、 水生植物栽培养护技术

五、 流水植物景观营造技术

六、 落水植物景观营造技术

第八节　草坪营建与管理技术

一、 草坪功能与作用

二、 草坪与地被植物类型

三、 草坪工程施工

四、 草坪养护与管理技术

第九节　高速公路绿化技术

一、 裸露坡面绿化技术

二、 优良护坡种质资源筛选技术

三、 不同气候带灌草配置技术

四、 不同类型边坡植被恢复施工技术

五、 岩石边坡客土喷播技术

六、 坡面恢复技术质量评价

第十节　垂直绿化技术

一、 垂直绿化植物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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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垂直绿化植物的筛选

三、 屋顶绿化技术

四、 坡面绿化技术

五、 墙体绿化技术

六、 棚架绿化技术

七、 篱垣绿化技术

八、 河道堤坝绿化技术

第十一节　植被恢复技术

一、 植被恢复

二、 先锋植物选择

三、 场地整理及客土技术

四、 恢复顺序

五、 种植与管理

第五章　景观工程设计
第一节 景观工程概要

一、 景观工程概述

二、 景观工程设计的阶段、任务与流程

第二节 景观工程设计的调查分析与图解表达

一、 景观工程的调查与分析

二、 景观工程的图解表达内容

第三节 景观工程的总体布局

一、 总体布局的目的与组成

二、 总体布局平面表达的内容与要求

第四节 景观道路工程

一、 景观道路

二、 景观停车场地设计

第五节 景观地形与竖向及土方工程

一、 景观地形的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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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观地形的分类

三、 常用景观工程的坡度取值

四、 景观地形的表达方式

五、 景观地形的塑造材料

六、 竖向设计的原则与任务

七、 竖向设计方法

八、 土方工程量的计算

第六节　景观绿化工程

一、 景观绿化的功能

二、 植物的分类及造景特性

三、 植物设计的原则

四、 种植规划设计的程序

第七节　景观灯光工程

一、 景观照明的功用

二、 相关照明的专业名词

三、 景观照明的设计原则与要点

四、 景观照明的灯具类型、特点和功用

五、 景观装饰灯具的类型、特点和功用

六、 景观照明的光源种类及使用场所

七、 景观照明的效果及控制

第八节　景观基础工程

一、 景观给水工程设计

二、 景观排水工程设计

三、 景观供电工程设计

四、 景观工程其他基础工程及管线综合

第九节　景观建筑与构筑物工程

一、 景观建筑与构筑物的类型与特征

二、 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导读

三、 常见景观建筑与构筑物设计

第十节 景观水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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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景的形式

二、 水景设计的基本流程

三、 水景工程的类型及其设计

四、 水岸设计

第十一节　景观铺装工程

一、 景观铺装场地

二、 景观铺装的基本铺装材料

三、 景观铺装的不同结构与做法

第十二节　景观小品工程

一、 景观小品设施分类

二、 休息类景观小品设施

三、 庇护类景观小品设施

四、 便利类景观小品设施

五、 信息类景观小品设施

六、 交通控制与防护类景观小品设施

七、 装饰类景观小品设施

八、 市政类景观小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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