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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龙城小区规划及建筑方案设计

摘 要

本设计是在太原市龙城新区新建一小区，在充分研究了解了我国的住房制度，居住现

状和居住标准，考虑到条件、间距、绿地、数量、密度、空间环境等创造因素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人工和自然、地理和整体的融合，注意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关键词：居住小区；规划；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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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hanxi province Taiyuan district planning and

design

Abstract

This design is Longcheng District, Taiyuan City in the New District, in the full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housing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living status and living standards, taking into

account conditions, spacing, green space, quantity, density, space environment to create factors

based on,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artificial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and the overall fus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of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residential area; planning;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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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现在，都市更新速度和生长速度越来越快，旧的住宅质量和住宅质量都不能满足大众

的需求，并在肯定程度上制约了都市生长。与四周环境的和谐在筹划计划中应该被特别看

重，强调生存、文化、景观之间的密切讨论，以此达到美化环境、方便生存这一目的。高

层构筑的筹划和构筑情势，用少量的多层构筑，当代大气的构筑魄力气魄，创造出一个俏

丽的天际线，以满足人们寻求高质量、高品质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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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

2.1 规划设计理论分析

小区是都市生存的载体，在都市化的趋势中，人们对生存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

我们通过先进的技能不停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这样我们会浪费许多的不可再生资源。

面对住宅建筑造成的巨大消耗，应将可持续生长理念引入居住区计划中。在这种计划理念

提倡的住宅配置，环境掩护和资源掩护的基础上，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建设生态住宅区。

住宅小区的生态计划现在已举行了一些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1.绿化是让人更接近自然，在我们的住宅计划范例，绿化率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当

地政府也通过各种规定，对社区绿化率有自己的要求。一样平常而言，社区绿化最主要的

是为了丰富居民生存、美化环境、改进气候、保护环境、健康、防灾、减灾、维护边坡的

稳定。在具体的计划上，看重绿化布局的水平、风格和建筑拥抱：过细互补融合差别的植

物，比方，除了常见的草本植物，花卉和树木，种植阔叶树，果实可食用、药用植物和芳

香植物。一样平常的绿化是不能满全满足人们的需求的，因此现在立体绿化、绿化屋顶、

墙面绿化等方面的研究是更多的设计所会合的地方。屋顶花园是当前住宅绿化的偏向，大

力发展，通过绿化，配置必要的娱乐设施（椅子，咖啡馆等），屋顶将成为除地面以外一

个新的活动的户外活动空间，如果通过连接廊道建设，将进一步激活屋顶的活力，变化灰

色，负屋顶空间的绿色，弥漫活力的空间。

在我国，没有对地区绿地筹划的地区性问题的研究。在配置生态住宅小区的生态环境

时，应该要充实考虑我国的地区文化，把握我们国家的发展趋势，要加强对传统人文精神

和创新文化的解读，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地文化的根本上充实利用世界文化和艺术的

多元化格局，与我们奇特的文化感情和艺术头脑要领相联合配置中国特色的住宅文化价值。

对于住民的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通过生理感觉到精神的感悟，从而

创造出一种文化艺术与文化的特点，居住绿地体系。

2.小区计划中的节能和环保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太阳能在我国现在利用在许多范畴内，许多房屋都配有太阳能热水器，该配置有

效地利用太阳能，以代替以前的煤炭和其他能源的水烧。思量到住宅的能源消耗量占 1／

5-1／4 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因此太阳能解决小区的能源的利用有很大的可行性。

2.2 建筑节能：新材料的利用能有效地调节房间的温度，夏天可以是很好的散热，冬

天可以很好的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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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2.3.1 高效利用水：

现在在我国社区筹划，节能和环保这一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因为这每每会导致节

能环保，投资成本会比较大，因此更多的开发商将选择自制的材料，以代替昂贵的节能环

保材料。真相上，这是节能和环保的实施，有必要举行一些相助，政府有必要拿出肯定的

资金，研发机构尽快生产不仅节能，而且低成本的产品。

2.2 案例分析和借鉴

一些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一些成功案例的生态小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小区内种植可食用粮食作物，不但可以绿色小区的居住环境，而且还可以带

来真正的经济方面的好处，这个何乐而不为；干净的土壤，水和清新的氛围通过合理的能

源和废物处理，使它不会受到外界的污染；保护天然生态，维护原生环境。

第二，社会方面，社区住民都是相互了解、互相联系的；可以大概共享大众资源，提

供相互的资助；强调积极全面的预防保健措施；提供有意义和有效的方案，使全部的住民

可以维持生存；促进终身教育。

第三，文化方面，强调创造力，把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和与外界联系的方式。

在我国现在的这一形势下，生态小区依然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但必须强调的是，生

态社区是当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而反观中国，我们依然欠缺许多。在国内，大多

数开发商和住民仍然坚持认为生态社区的观点只是说小区的绿化率高，因此，生态社区只

是片面强调绿化率这一现行在我国是频繁产生的。虽然这一地区建成后大概是绿色植物比

较多，但在素质上的生态效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大多数人对生态住宅的见解和观念都

过于简单，只需要“绿色”，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区，不但只有“绿色”可以解决，它

需要从许多方面来进行规划，建筑设计，绿色建筑应考虑从各种技术水平。

技能战略是建筑设计规划、房屋、声音、光、热、风场一体化的结果。在这个进程中，

外国的一些先辈生态技能与经历的也给我们非常大的开导，如一些国内的生态住宅项目因

为缺乏加入的兴趣，在观点阶段还没有付诸实践，因而纯哲学的目的每每难以实现。最紧

张的是，外洋的生态社区更多地思量到人性化的要素，计划办事，人们真的生存在此中。

而国要地本地区的人们认为，缺乏大量的计划是完全不切合人们的生理需求。在这种环境

下，我们应该学习外洋的技能，联合国内的实际，设计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态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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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位分析和现状概况

3.1 区位分析

该规划设计位于南部龙城新区，太原市小店

区龙城大街以北，大运路东侧，位置显要，交通

便捷。龙城新区将建设成为集商业金融、教育科

研、宾馆服务、空港物流、生活居住为一体的品

质卓越的新型城市综合，成为太原未来新形象的

集中展示区。

太原市龙城小区位于龙城新区核心地带，紧

临龙城大街，作为龙城新区的启动区和开篇之作，

龙城新区将以此项目逐步拓展，滚动开发，这个

区域的建筑水平和档次将直接影响到未来太原的地位和形象。

3.2 现状概况

用地南北总长约 450 米，呈不规则形。用地平坦，无大的起

伏。但由于约 18万平方米的用地面积分成六个地块，互相间联

系薄弱，住宅的高容积率的控制下，排列和组合方式无太多选择。

因此，如何加强各分地块之间的联系、优化规划的空间结构、突

出新城住宅区的活力，成为本次规划的重点

图 3.2 基地现状



金陵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第 4章 规划要求和规划原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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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设计交通流线，以防止人群流动，相互干扰之间的交通流。

4.1.2 规划控制线要求

规划控制整体指标

①建设用地面积:180000m²

②容积率：1.6-2.0

③建筑密度：不大于 30%

④绿地率：大于 35%

⑤公建配置要求：每个地块陪一个物业建筑

⑥机动车车位配置要求：小区住户不少于 1个停车位；

4.2 规划原则

4.2.1 坚持以人为本和生态环境保护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营造舒适、美观、健康、安宁的生活环境，注重满足舒适性、便捷性、

安全性和隐私性等，提供高质量的人居空间；规划布局和空间组织为基础，充分考虑了人

的可及性、便民性和舒适性，满足了人们的阳光、照明和通风的基础，使居民获得非常舒

服的居住环境。

4.2.2 注重社区文化塑造

在这一方面上，就是要注重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小区内部要有相应的生活和文化

设施，小区的设计要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比如说要有相应的文化主题。在满足居民最基本

的生活要求的前提下，更要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

4.2.3 层次性与均好性并重的环境概念

充实思量人工和天然，地理和团体融合，为创造一个当代化，人文园林式的生存空间

做思量。

4.2.4 满足住宅的舒适性、安全性、耐久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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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充实考虑到种种束缚和生长要求，计划一个多家庭，多户住宅，以满足不同的要

求的生活。

4.2.5 加强空间领域限定、提高居住安全性

中间根据差异成果分区和动静分区，将住宅用地分别成的用地地块，从而提高居住环

境的宁静性。

4.2.6 注重小区规划的特殊性

①加强对地块的联系，使之成为统一和谐的整体

②优化规划空间结构，使相对规整的空间产生变化

③通过商业、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增加街道的生活氛围和时尚感，积聚人气，

突出新城的活力

④景观和位置主导户型设计，不同的户型均应布局合理、分区明确。安居用房的户型

面积和比例严格按照业主调研表

4.2.7 设计依据

①“太原市龙城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单体概念设计方案征集文件

②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建设技术要点

③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④规划设计地形图

⑤国家与地方现有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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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规划布局

5.1 空间布局

地块内部的 20米规划道路联系南北两区，作为生活性的街道

非常合适。本次规划要将商业、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设置在体量、

空间丰富的这条生活次街上，还要引入开放公园、街头绿地、城市

文化墙等时尚的文化音，意在为社区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舞台和功

能载体，创造充满活力和特色的城市空间。

主街的空间对景和空间高潮位于 6号地块的半圆形生活城市广

场，其主体为 3 层，规划为社区中心，通过半圆形的界面来形成有

场所感的社区广场，作为生活次街的空间结束。同时，社区广场也

作为城市生活空间丰富龙城大街铺道的城市景观每块地内部的结

果强调组团的主体景观，使的每个地块都有较好的识别性。

5.2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图 5.2 道路分析

5.2.1 外部出入口设置

大运路为城市快速路，禁止设置出入口，龙城大街铺路承担了龙城大街的大量交通功

能，也不宜直接将居住区的机动车出入口开设其中。每个地块的出入口都在分析外部交通

的基础上精心考虑。

5.2.2 内部交通组织

各地块出入口均设在低 等级的城市道路上，内部均实行“人车分流”的交通模式。

机动车在进入小区出入口后就近临时停车或即刻转入地下车库。小区主要部分均为步行流

线。搬家或紧急时，车辆可以使用人行步道。

5.2.3 道路等级

组团级的道路设计为宽 7米的双车道，宅间路宽 3.5 米。

5.2.4 步行系统

采取人车混行的方法，主要车行道也是步行道，独立的步行体系贯穿在绿地内，节点

设置广场等休闲场所，形成开放的活动空间，便于住民游憩、停顿。

5.2.5 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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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系统采用环形交通和线性交通相结合的道路，并将之作为火灾应急通道，以

满足消防要求。

5.3 景观规划设计

由于楼宇之间的间距近 50米，以是开阔的组团绿地就形成太原社区中特有的开阔、

大气的景观第一映像；受晋祠园林的开导，我们又深入了一步，筹划的次一级层次的大方、

近人的水体景观，使得整个空间小大浅显，视觉层次丰富多彩，空间精神丰满而有地区性

5.4 公建布局规划

用地中间南北向规划道路是周边等级较低的城市道路， 且贯穿整个用地。因此，将

此道路定位为小区 的生活性此街，可以利用商业、会所、单身公寓、幼儿园等公共服务

设施将六个分地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9米宽的道路尺度宜人，加上布局、比例合理的商

业业态，可以给该地区带来浓浓的生活情调。

安居用房的会所化整为零布置在各地块中，1 号地块会所布置与小区东南角，南临城

市绿带，景观较好；2 号地块会所布置于小区西侧，与两栋高层住宅联系，给西侧大运路

带来景观的变化；3号地块会所布置于单身公寓二层。安居用房地块中，结合景观、人防

出口、活动用房等设计了若干小体量景观建筑，不仅可以提高活动用房的使用率，还能增

加小区景观的变化，改善相对的空间格局。

康居用房的会所应有规模效应，所以集中设置在 6 号地块，规划了 6500 平米的服务

功能，有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图书馆，社区卫生所，宠物商店，健身中心，社区媒体中心

等等，结合半圆形的社区广场来组织空间。

中心商业街又规划了空间活泼，凸显活力的商业内街，作为城市的新景观出现，商业

空间结合休闲、娱乐、户外活动、不同人群的空间场所来固话，通过混合的空间，表达新

的城市精神。

5.5 消防规划

5.5.1 设计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高程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5.2 总平面

小区主要车行道路设置为 7米，符合消防规范要求。消防登高面均按有关规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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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建筑

多层、低层住宅耐火等级为二级。高层住宅耐火等级为一级。

各建筑单体的防火分区及疏散等均符合规范要求。各住宅建筑上下相邻套房开口部位

间设置不低于 0.8 米的窗槛墙，或设出挑不少于 0.5 米的防火挑檐；楼梯间窗口与其他住

宅房间窗口的水平间距大于 1米；消防控制室设置办公区内一层，有直接对外的出口。

本工程疏散楼梯间门均为乙级防火门；设备用房、消防控制室为甲级防火门；设备井道检

修

门均为丙级防火门。管道井、电缆井和各种排烟、废气井道分别独立设置，管道井和

电缆井每隔一层做防火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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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单体设计

户型的计划看重人性化，最大化地利用

户型面积，加大得房率，丰富多样的户型，

使住民有更多的选择；与景观的整合，餍足

了对生存风致的高层次的需求。

在利用成果的计划中，充实思量了生存

的稳固性和实用性。各单位在包管节能的前

提下，大面积的窗户，使设置的良好的照明

和通风结果。住宅室内成果分区是明确的，

静态的和动态的疏散，互不滋扰，房间范围

切合，每一寸空间都得到了合理的利用。 图 6.1 住宅户型

整体采用现代、大气、经典的造型语言，建筑风格体现有活力和标志性强的太原新印象。

建筑形体重视建筑的群体组合和空间塑造，体现建筑空间和环境、景观的互动，建筑材

料以深灰色和白色仿石面砖为主，局部点缀些亮色，以重颜色为基调，通过色彩的统一和对

比，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和现代、大气、开放的精神风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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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总结

该小区规划设计充分考虑人工和自然，地理和整体的结合，不仅满足人们对现代居住区

功能的期望，而且方便了居民生活，并注意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交通规划的调整

也使得该地区的交通流线更加合理化，减少了交通流的压力。同样的景观设计也使该居住小

区充满了活力和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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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图）

图 1 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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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地分析 图 3 道路交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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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建布置分析 图 5 地下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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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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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景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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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小区立面图（1）

图 9 小区立面图（2）



金陵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附录

19

图 10 康居示范户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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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康居示范户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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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康居示范户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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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康居示范户型四



金陵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附录

23

图 14 回迁安置区户型一



金陵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附录

24

图 15 回迁安置区户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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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回迁安置区户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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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回迁安置区户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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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回迁安置区户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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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幼儿园平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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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小区总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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