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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平层住宅建设的发展趋势
贺琼雯 [1] 聂万成 [2]

（1.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建筑设计院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 大连 116000；

2.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大大提升了城市建设的发展水平。在对现代文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积极把

握住宅建设的科学化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大平层住宅来讲，与其他的住宅类型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对大平层住宅建设、

施工等相关内容进行把握的过程中，要从市场需求等不同的视角出发，充分了解影响大平层住宅的相关因素，融入先进的

户型规划理念，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握大平层住宅的基本需求，提升整体的规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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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型住宅理念的投入，要求我们要科学地把握大

平层住宅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要应用现在的科学技术手

段，满足住户居民的更多需求。在对基本规划条件进行满

足的过程中，要积极拓展社区公共界面，更多地为客户提

供良好的选择。比如，将景观建设与住宅施工进行紧密结合，

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户内外空间规划，更加合理

科学，也可以强化整体的建设水平。所以，本文在对这一

课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将研究重点放在大平房住宅发展

要点的分析上。

1 大平层住宅建设的发展阶段分析

大平层住宅理念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对

具体的内容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从三个不同的视

角出发，以发展时期为基本区分点，更好地对大平层住宅

的发展历程和建设理念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内容主要总结

如下：进入到 21世纪，大平层的建设理念逐渐引入到我国

国内，从 2002年到 2007年这一段时期是我国大平层住宅

建设理念的初始萌芽时期，通过有效的探索，将国外发达

地区、发达国家的大平层住宅建设理念引入到我国的发达

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之中出现了比较少

的大平层住宅建设的作品。但是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大平层

住宅建设并没有较多的认知，整体的影响力还比较小。比如，

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作品是上海的汤臣一品等住宅，是比

较经典的大平层户型住宅。这一时期的大平层住宅建设主

要以面积等为基本的评价因素，在现代科学技术信息技术

手段应用层面还比较欠缺 [1]。2007年以后到 2011年，大平

层住宅建设产品层出不穷，这一时期大平层住宅建设迅速

崛起，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对大平层住宅建设产品进行展

现的过程中，也普遍地推广至一、二线城市。从 2012年到

现在，大平层住宅建设理念也在不断更新，经过日积月累，

已经广泛分布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之中，在高端住宅市

场中具有非常高的市场地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

强大平层住宅建设中的智能操作智能配套，为人们提供了

非常舒适且智能的居住条件。比如北京广渠路的“金茂府”

就是这一时期大平层住宅建设的代表作品。

2 大平层住宅建设的基本要点

在现代住宅建设发展理念的影响之下，科学规划大平

层住宅建设可以更好地拓展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之中，不断改良住宅项目制品，可以大大提升建筑项目推

进水平。在对大平层建设内容进行展现的过程中，要结合

具体的地理条件影响因素，科学整合各项资源，从而在了

解大平层住宅建设需求的同时，提升整体的规划水平 [2]。合

理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智能化、节能型理念，将最

新的高端科技成果与建设理念结合，如人工智能、云技术

等最新科技，将大平层住宅打造成一个集舒适、方便于一

体的高端智能型住宅。

2.1 强调科学建设理念

为了更加科学地提升大平层住宅项目的建设水平，在

对具体的规划内容进行展现的过程中，要从当地的角度出

发，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开发定位，整体

的社区配套要严格按照客户需求，加强居住条件的改善。

在对内在功能进行完善的过程中，要注重多项资源的调动，

从而为整体的项目推进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其次，要注

重严谨规划建设原则的落实，考虑到地区发展优势，对交

通的便利性进行考量。从外部景观观赏性的角度出发，比

如一些发达地区的大平层住宅项目推进过程中，一般要考

虑到城市森林的密集度、景观的突出程度、周围道路的交

通发达程度等，要想打造更加高端的大平层社区，就要充

分加强景观资源交通资源的建设，突出重要社区主题。在

建设的过程中，纳景与造景要处于同一位置，注重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注重社区公共界面的营造，比如对流动的

风景进行创设，更加科学地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体验。比如，

可以选择比较有特点，具有观赏性的造型建设，从细节的

角度出发，紧密地结合当地的地质条件、水文条件，更加

科学地完善社区的配套建设。最后，要充分贯彻落实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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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设的发展理念，就要考虑到景观的最大化。比如，要

有开阔的视野，结合周边围合的方式，将整体的外部景观

界面达到最大化的状态之中，这样可以有效凸显项目的定

位。通过垂直分区的模式，加强资源合理分配的最大化，

使有利的相关资源可以分配给大平层住宅项目，科学的对

轴线与秩序的关系进行科学协调。通过现代东方景观风格

的展现，对整体的都市感进行强化。当然，在园区之中，

也可以集中化的对园区公园进行建设，从而创设良好的住

宅休闲空间 [3]。

2.2 注重交通系统建设的科学性

除了外部景观以及建设细节之外，也要考虑到交通系

统的设计。对于小区内部设计来讲，一般要对三部分内容

进行把握：首先，小区的出入口布置要有一定的后退空间，

对有仪式感的入口广场进行创设。通过服务式公寓入口的

设置，最大程度上为住户提供良好的用居住体验。其次，

住宅内部的车辆流线要进行科学的设置，通过人车分离创

设安静和谐的环境。最后，强化景观系统建设，使整体的

景观建设与建筑群体的特质达到一致性的状态之中。通过

园区服务体系的优化，使自然化和人工化的环境可以紧密

结合。

2.3 应用智能化技术

在智能化的住宅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阶段，特别是设

计开始之前设计人员就需要针对设计方案的开展和各方进

行沟通和协调，对于技术、设备、施工等多种环节都要有

一个清楚的了解和掌握，而不是自己自顾自地进行设计在

后续的施工建造阶段就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而直接影响

到住宅项目的智能化的实现，较高水平的智能化建筑设计

工作者必须要在准确了解和掌握了相关的条件和现实的基

础上，进行高水平、高质量的智能化设计，使得各方可以

充分地协调配合做好建造工作实现设计方案当中的所有标

准要求。智能建筑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最大程度满足用户

需求，并且将建筑的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等要素进行

了最优化的组合，智能建筑考虑到安全性、便利性、舒适

性和节能性等问题，广泛应用控制理论、计算机科学、人

工智能学和运筹学等相关的技术，实现了通讯自动化、楼

宇自动化、安保自动化和消防自动化等功能。同时智能建

筑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突出了其实用性和环保

性的特征，特别是在水、电、暖等方面增加了设计特色，

融入了新的设计理念，智能建筑主要通过系统集成中增加

建筑物内的综合布线系统与各种终端设备连接，感知建筑

物内不同空间的不同信息，并且将信息传送到计算机系统

给出不同的处理策略，然后通过控制终端做出一系列的控

制反应，实现建筑物的智能化。

3 大平层住宅建设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都知道，影响住宅建设理念以及大平层住宅建设

的因素是非常丰富的。比如用户的需求、城市的发展需求

以及相关建设项目的政策等，都会使大平层住宅建设的方

向有所改变。因此，要考虑到客户的需求，通过市场调研，

强化大平层住宅建设的科学性，这样既可以为人们提供舒

适的环境，也可以通过多项资源的调动提升整体的建设规

划水平 [4]。通过资料查询，可以看到目前大平层住宅建设发

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建设更加人性化，区

别于常规意义的居住概念，更加注重人性关怀内容的展现，

无论是外观建设还是内部的格局，都是比较简洁舒适的。

比如，通过圆弧、镂空、嫁接等相关手法，使整体的艺术

气息与生活气息结合，更加密切室内的建设与布局，既考

虑到一定的实用性，又在对不同功能区域进行展现的过程

中，有良好的视觉感受。另外，为保护人们的隐私，大平

房住宅建设更加倾向于一梯一户的建设。楼宇入口的电梯

厅建设组件与大堂进行紧密结合，整体的空间更加广阔。

其次，注重生态化的建设，考虑到住户的实际利益，可以

回归自然、减少污染，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使用满足

各项保温需求，实现冬暖夏凉。比如，可以利用防热隔膜

玻璃，使用环保绿色建材，更好地对室内的温度湿度等进

行调节，使用无机无害的资源，合理的把握环境质量。最后，

建设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强大，住宅周围的设置更加全面。

在建设的过程中，全面地对空气质量等综合条件进行考量，

使得住宅建设品质更高。

4 结语

综合以上内容分析，在全新住宅建设理念的影响之下，

大平层住宅建设的发展逐渐趋向于现代化的趋势发展。在

对住宅建设内容进行改变的过程中，还需探讨新型的住宅

建设思想，通过大平层住宅建设影响因素的分析，不断把

握具体的建设方案，从而提升整体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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