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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竣工前根据区域情况与施工要求完成规划方案和

建筑设计,探究施工工艺及影响因素,设定解决方案并通过

图表和文字方式表示,确保建筑施工要求达到预期。科技发

展带动建筑技术的提升, 为了达到更高的建筑标准和要求,

建设设计方法也需与时俱进, 才能发挥更好的建筑施工效

果和作用。

1现代建筑设计概述

1.1建筑功能

建筑物的用途、目标、施工要求均属于现代建筑功能的

范畴,建筑物有历史的木质土方结构,发展到现阶段大型混

凝土、水泥结构,提供人们日常使用和居住。随着城镇化经

济发展进程,现代建筑物的种类更加多元化的形态,在现代

建筑设计方法运用首先需要全面考察建筑物的使用用途和

程度,安全系数的设计确保建筑物使用寿命。

1.2建筑技术

现代建筑技术包含建筑物的建筑施工、修缮方法及建

筑艺术的表现,关系其内部构造和设施规划,针对施工使用

材料、设备、工艺等标准的制定,在设计过程中严格遵循建

筑规范和设计标准要求, 重视先进施工工艺和技术的使用,

保障现代建筑设计的进步和发展。

1.3建筑艺术表现

现代建筑或建筑群不仅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 在建筑

物外部和内部构造美观程度方面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设计

师在建筑物外观设计方面不仅要考虑建筑结构的稳定性,

加入创新元素,同时参考大众的接受能力,在实用性的基础

上保障建筑功能性最大化。

2现代建筑设计方法遵循的原则

2.1综合性原则

设计者将建筑物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规划、设计等,对

于建筑物整体的结构、功能、发展等进行考察和研究,遵从

一般性规律是整体与部门达到相互制约、依赖的关系,在建

筑物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地考察, 从历史发展方向对综合性

进行研究,从而确保其现代建筑得到最佳体现。

2.2动态性原则

现代建筑设计将规划、设计、施工、使用的各个方面进

行相互联系,考察建筑物各项需求和周围环境影响,作为建

筑物存在的条件。在设计环节充分考虑环境对建筑系统的

资源供给、污染排放数据、建筑生态系统的自动修复能力

等。动态性原则则确保建筑物设计的方向和未来趋势,把握

时代的发展动向。

2.3有序性原则

现阶段高楼大厦林立, 高层建筑系统均由独立的低层

建筑结构组成,各层次建筑系统相互联系和依赖,因此在建

筑设计中体现有序分层的原则,将结构关系相互结合,确保

单体与群体之间最佳构成性关系, 促进结构和功能的温性

性。有序的处理各层次之间的建筑设计关系,是设计环节重

要的处理步骤。

2.4最优化原则

建筑设计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居民的使用, 建筑结构决

定使用性能,是现代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其良好的稳定性

能直接影响建筑设计的运动方向和发展趋势。建筑设计准

备环节就遵循结构性及最优化设计原则, 充分了解建筑功

能性结构,将功能性差异进行合理组合,本着整体大于部分

的原则,重视最优化建筑设计方法的合理运用。

3现代建筑设计方法

建筑师根据前期建造需求, 以专业的角度和建筑理论

进行规划,以建筑区域环境、经济条件、人文基础等因素,运

用建筑设计手法对建筑物各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

3.1建筑设计任务书为基础的设计方法

任务书的了解和理解到位是建筑师的首要任务, 从建

筑专业角度实现建筑任务书内容,建立规划设计目标,对项

目的区域、规模、功能、环境、进度、使用寿命进行确定,查询

相关数据资料,避免设计遗漏现象的出现。

3.1.1流线设计方法

目前现代建筑设计方法以流线设计为主, 设计师需要

深入了解建筑性质和功能需求后, 再次基础上通过运用平

面功能达到建筑预期。建筑物呈现三维向量结构,流线设计

方法强化平面分析研究,设计出合理的建筑功能,参考人流

密集区的使用情况进行建筑安全性能设计。

3.1.2图形构造设计方法

现代建筑大部分是对几何形状的运用, 多地都出现几

何形态的建筑群,逐渐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图形构造的使

论现代建筑设计方法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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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要对其几何形状的机构性和稳定性做严密的系统分

析,在尺寸、比例、重心等数据进行反复验证,确保建筑物质

量、大众审美、外部设计美观等要求。

3.1.3结构符号设计方法

现代建筑设计手法大量运用结构符号作为重要设计元

素,通过构造分析采用结构形式进行设计,从而形象化设计

反应建筑物特性。将特定符号融入建筑设计中,通过符号形

式突出建筑构造特征,利用建筑装饰加以利用和表现,是当

前推崇的设计方法。

3.1.4历史经验设计方法

通过对历史建筑和以往经验的总结和分析进行建筑物

设计是建筑师常用的设计手法,将历史、人文、自然等古老

元素导入现代建筑设计中,推动历史文化的传冲,通过建筑

设计表现建筑历史发展的轨迹。单一的设计手法无法满足

现阶段建筑需求, 将多种设计手法进行融合和合理利用,确

保建筑物的完美体现。

3.2现代见着设计发展趋势

经济的高速发展表现在建筑事业的方方面面, 针对设

计方法、设计方向、设计师等方面均有改进,使得建筑行业

得以迅猛发展。

3.2.1重视环保设计

建筑与环境的和谐一直是设计师建筑设计的重点,随

着大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更关注自然环境的融合,通过

自然材料的运用,强调建筑色彩,建设设计中退从回归自然,

将建筑群与周边自然环境进行自然过度, 运用丰富的想象

力,提升建筑设计效果。

3.2.2发展节能设计

节能设计元素的运用在现代建筑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太阳能的合理利用成为建筑物节能的主要方式, 将太阳能

最大化应用解决内部采光,节约电能消耗。同时将其转换为

电能,提供正常的发电和供热需求。增加雨水收集及处理系

统,将使用的水源进行二次处理,用于建筑群的市政绿化,最

大程度的利用区域解决绿化问题,减少占地应用,减少有效

使用资源的浪费。

3.2.3市场化拓展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的深入,对于

建筑使用功能和性能的需求不断增加, 开发新型建筑类型

迫在眉睫, 综合性建筑群逐渐成为建筑师的建筑设计方向,

从科研、居住、娱乐、知能等功能性出发,带动建筑行业逐渐

向商品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推动市场经济。

3.2.4重视艺术、文化的展现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提升的物质需求、对建筑艺

术性、文化展现方式的关注,使得现代建筑设计向着艺术、

文化等方向发展,追求整体艺术表现,在空间和色彩的运用

上更加重视整体统一的建筑风格。先进技术的使用和施工

工艺的运用,运用光、色、声等元素达到完善的表现效果,设

计出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建筑作品。

现代建筑设计不是简单功能性的体现, 而是将传统的

文化底蕴和内涵运用表现其中, 既要有现代建筑风格的体

现同时也要突出传统文化特色。例如很多地方将历史遗留

下来的建筑结构和建筑风格, 通过现代化的施工工艺和技

术,赋予新的生命。对于现代建筑发展不妨从历史传承的角

度出发,融合功能性,保障建筑行业的持续发展。

3.2.5个性化发展趋势

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面对大部分建筑设计方案雷同的

问题, 相似的建设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当地人们对建筑的需

求。设计师意识到这一问题,逐步摒弃传统、雷同的设计,追

求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将最新的流行元素融入其中,从内部

结构设计、装饰的运用、功能性的创新等方面提供个性化创

意,体现多元化的设计风格。人口高度集中是面临的主要问

题,在服务设施和商业住宅的设计方面,增加辅助设置的规

划,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将消费者的需求房子在首位,

不仅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也是个性化、方便化设计理念的体

现。

4结束语

现代建筑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满足现代人们的生活和物

质所需,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象征。建设设计师将先进的

建设元素、设计方法、施工技术等运用到设计中,运用专业

的建筑理论知识,不断提高设计水平,不仅完善建筑结构,保

障了建筑质量, 同时在功能性方面和生态环保方面有创新

性的突破,推进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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