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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编制背景 前言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
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
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城市整体形象提升，针对“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的倾向，结合济南市“双修”试点工作提出：设计创新要与周边环境和谐统
一，建筑的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第五立面要协调一致，符合城市设
计要求，形成连续的街道界面，突出景观风貌整体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
管理的通知》（建科[2020]38号），贯彻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新
时期建筑方针，治理“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进一步加强城市与
建筑风貌管理，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城市文脉，体现城市精神，展现时代
风貌，彰显中国特色。

为提升济南城市形象、塑造有特色的城市风貌，目前已完成大量工
作，形成一系列成果，为指导城市建设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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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城市建设提供建筑设计指引，延续城市文脉，提高建筑品质，改善
城市风貌，提升建筑外观形象。

2.引导项目业主，把握济南城市特色，树立精品意识，与管理部门的
规划预期达成一致。 

3.面向建筑设计单位，为建筑方案的设计方向提供指引，为设计人员
开拓思路、启发灵感，促进建筑设计水平提升。 

4.作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建筑方案的辅助标准，加强对城市建筑
风格和建筑形态的规划管理，引导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5.为公众树立正确的建筑审美导向，引导全社会形成建筑审美共识，
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环境。

前言 编制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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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前言 

按照不同风貌区的要求，合理规划各个分区，突出强调整体性、系统
性、协调性。以济南山水格局、城市肌理和历史文化为基础，以传承发展
济南城市特色为出发点，研究总结不同风貌区的建筑特点，确定建筑管控
内容，塑造具有济南特色的城市风貌。

在此基础上按建筑性质不同，将建筑分类为：商业办公类、居住类、
大型综合公建类，分类制定细则。突出城市特色，增强城市可识别性，引
导济南成为兼具古城神韵与现代风采的优美城市。

本导则围绕城市建筑风格的规划管理，内容偏重引导性，有别于城市
管理技术规定，不涉及指标控制内容。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
已有专项规划的内容不再重复列出，严格按照原规划条文执行。

主要内容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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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前言 

本导则适用于济南市中心城区、新旧动能转换区和南部山区。莱芜
区、钢城区应结合自身情况和本导则相关内容综合考虑，章丘、济阳等新

划转城区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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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单位在项目策划阶段参考《导则(试行)》中关于建筑风格、建
筑形式、建筑色彩等方面的内容，避免出现“万楼一貌”的情况，提升业主
的建筑审美。

2、设计人员在前期设计阶段将《导则(试行)》作为参考纲领，加强设
计人员对济南风貌和建筑外观的把握，保证建筑方案的精细化编制水平。

3、建筑方案规划审查可将《导则(试行)》中的内容作为参考依据，以
提高审查的精准度。

4、进一步完善设计导则体系，整合各类设计导则。项目所在地段如有
上位城市设计，遵循城市设计要点进行控制，没有上位设计指引的，参照
本《导则(试行)》进行开发设计，引导济南建设，提升城市品质。

05 前言 管理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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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制度。项目从规划方案至施工图均落
实到个人。工程竣工后在主体楼宇外立面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标牌材质
应耐损坏。

6、建立专家审查机制。对报审方案的外观、风貌进行分批次审查，审
查未通过的，按照专家意见进行调整。

7、加强宣传工作。宣传城市建设方向，确保导则实施影响力，提升城
市形象。加强对城市居民的宣传和教育，给予正确的审美导向。

8、推进建筑评论工作。探索建立建筑评论工作制度框架，加强建筑评
论正面引导，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前言 05 管理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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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济南市建筑风貌分区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将济南城区划分为老城传统
风貌区、风貌协调区、沿黄生态湿地景观风貌区、南
部山泉森林风貌区、现代都市风貌区、现代产业风貌
区、先行区田园新城风貌区等七个风貌分区。莱芜
区、钢城区结合自身城市导则考虑。统筹协调各风貌
分区，按各风貌区特色进行建设，打造景观风貌的整
体性和独特性。

各分区风貌要素指引见附录表1。

济南市风貌分区示意图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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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莱芜市中心城区风貌控制分区图

01 济南市建筑风貌分区 规划设计总则 一

莱芜区风貌体系控制图

钢城区风貌体系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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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风貌区内部群体建筑的高度、风格、色彩、材质等，防止因建筑群组内
部缺乏相互联系而引起效果差强人意。

根据不同风貌区的建筑功能性质、自然地形条件、历史文化条件等的差异，强化
不同风貌区的建筑风格，完善城市肌理。

1、合理定位建筑风格

新建建筑应根据所处区域和环境特点确定设计风格，避免混乱的建筑景观。不应
照搬国内外建筑做法。

2、协调传统与现代风貌

结合自然环境、历史资源，结合城市天际线，协调传统与现代风貌，适当运用传
统元素。历史建筑周边的建筑设计应在高度、体量、风格、色彩和材质上确保与传统
建筑的风貌协调。

3、加强建筑与环境的协调

视觉通道两侧建筑宜采用相近的设计语言、细部元素、材质与色彩等加强片区内
建筑之间的呼应。面向公共空间的建筑应形成整体有序的空间界面。

4、重视第五立面塑造

在重点区域加强第五立面塑造，新建高层建筑加强屋顶造型设计，与周边环境相
协调，尊重城市文脉，利用屋面造型为城市提供多样化的空间形态。

济南市建筑风貌分区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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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 规划设计总则 一

加强自然生态、历史人文、景观敏感等重点地段建筑风貌管理，严格管控新建建筑。重视建
筑风格、形式、色彩、材质等，对位于重点地段的建筑设计，应强化方案阶段的专家论证工作。

重点地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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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泉城特色风貌 规划设计总则 一

历史城区风貌控制图

a、位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及周边的项目，严格按照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执行。应组织对报审方案进行审
查以下项：项目对城区格局和周边环境的影响、项目高度分
析、建筑体量分析、建筑色彩和材质分析、风貌控制措施、
对周边山体、水体、重要空间节点、重要城市道路的影响
等。

规划高度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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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泉城特色风貌 规划设计总则 一

b、位于泉城特色风貌带及周边的项目、重点景观视廊内项目
以及各山体、水体、城市主、次干路的项目，应结合《泉城特
色风貌带规划》的研究，慎重考虑。报审方案须进行景观风貌
分析，附带建筑高度、形象轮廓、材质色彩的专项说明和优化
措施，确保城市风貌的协调和景观视廊的通透。

泉城特色风貌带范围图 重要景观道路观山视廊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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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泉城特色风貌 规划设计总则 一

c、为保留泉城特色，传承文脉，打造独特的城市风貌，总结
泉城传统建筑的特点及营造方式。可借鉴、提炼传统建筑式
样，结合新技术、新材料，创造新语汇，用于新建建筑。

      泉城传统建筑风格气质、建筑特征、细部做法、应用说明
等内容见附录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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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沿街建筑

沿城市主、次干路交叉口的项目，街角位置应当加大退让距离，集中设置转角绿地和
口袋公园，退让增加值不宜小于相应规定的30%。加大退让确有困难的，建筑底层宜架空
处理，增强内部与外部空间的联系。

地形高差较大、沿路需设置台地的，台地高度不宜大于1.5米，且应作绿化护坡等景观
处理。沿街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应结合空间景观合理设置。

沿街建筑亮化设计应符合《济南市照明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在施工图阶段统筹设
计。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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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沿街建筑

城市沿街的建筑界面与城市道路的性质、等级和功能密切相关。按照道路等级不
同，沿街建筑设计重点如下：

快速路沿街建筑立面的设计不应过于繁琐复杂，应适合于远距离、以行车速度观
察的特点。

主干路沿街建筑的顶部设计应充分考虑车行速度下的景观特征；裙房部分以及中
低层建筑的立面设计应充分考虑行人观赏和活动的要求。

次干路沿街建筑设计宜强调丰富性，顶部可采用坡屋顶等处理方式，强化以人为
尺度的空间设计，以增加活跃的气氛，适合近距离、以人行速度进行观察的特点。

快速路沿街建筑 主干路沿街建筑 次干路沿街建筑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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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沿街建筑

按照街区性质不同分为：商务办公类街道、商业类街道、住宅类街道等。

沿街为商务办公类建筑，应形成有序列的办公立面形象，体现办公类建筑的时代
性和新颖性，道路沿线注意天际线的序列和美观。屋顶造型提倡采用有韵律感、艺术
感的形式，丰富天际线。

商业街应强化连续性的界面形式，形成围合感较强、有凝聚力的活动地带，增强
现代感和商业气息。建筑底部加强细部处理，丰富街道景观。

沿街为住宅类建筑，注意公建化处理，立面减少不必要的装饰，塑造一个有节奏
感、韵律感的连续道路空间。

商务办公类沿街建筑 商业类沿街建筑 住宅类沿街建筑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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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公园周边建筑

在主要公园周边地区，重点控制建筑高度、建筑面宽、建筑色彩。建筑宜高低结合，
高层建筑宜为点式，建筑连续面宽不宜过长，保持视野开阔、视线通透。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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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公园周边建筑

公园周边30米范围内，新建建筑高度不宜大于24米。

公园周边100米范围内，控制新建建筑体量：H≤24米时，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不宜大于
70米；H＞24米时，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不宜大于60米；高层建筑宜以点式为主。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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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滨水建筑

滨水区域的规划建设要与环境相协调，格调统一、尺度适
宜。近水低，远水高；近水疏，远水密；可建设适量造型挺
拔、简洁的高层建筑，避免形成连续的封闭界面。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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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滨水建筑

主要河流两侧建筑：H≤24米时，最大连续面
宽投影不宜大于70米；H＞24米时，最大连续面
宽投影不宜大于60米；高层建筑宜以点式为主。

沿河建筑的立面设计应简洁素雅，老城区建
筑融入传统元素，新城区以现代、简洁的建筑形
象为主。山墙面虚实结合，控制山墙面高宽比，
避免过于细长呆板。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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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临山建筑

在主要山体周边，严格按照《济南市中心城山体周边建设控制规划》（2017年）进行
建设，控制其建筑高度及体量、建筑退线、色彩，使建筑与山体相融共生。

重点城中山

其它城中山

山边

山中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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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临山建筑

1、建筑高度

山体周边建设协调区的划定、山前建筑高度的控制按照《山体保护及周边建设管控通
则》执行，保证山脊线景观不被建筑物遮挡。

2、建筑体量、形式

沿山体周边建筑，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不宜大于60米，以增加山体景观的通透性。顺应
山势、化整为零，采用分散式布局方式。屋顶提倡采用坡屋顶形式或设置屋顶花园。

3、建筑布局

山体周边建筑布局宜以组团形式为主，组团间预留开敞廊道，增加观山通透性。

4、建筑退线

山体周边建筑退后环山绿道不小于5米，设置绿带进行过渡。环山绿道在禁建区内
的，建筑退后禁建区不小于10 米。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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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点地段建筑——临山建筑

城中山体：华山公园、茂岭山公园等山体公园，以及匡山、标山
等山体周边，按照以下原则建设：在临山地段应布置低层和多层建
筑，确需布置较高建筑物的，临近山体的新建建筑最高不得超过山脊
线高度的1/2，且应当进行景观视线分析论证。

南部生态屏障山体：金鸡岭公园、燕子山公园等山体公园，以及
马蹄岭、回龙山等周边，按照以下原则建设：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
层高满足《济南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山体屏障与建设组
团随形就势、有机结合。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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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一般地段建筑

遵循《导则》内容，营造丰富的建筑形象，重视城市轮廓线形态。建筑
体型、尺度与周边建筑相呼应。建筑突出城市特色，增强自身可识别性。屋
顶、墙身、底部、入口等形象符合本类型建筑风格气质。

规划设计总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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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设计通则

1、一般性原则
     a、建筑群体
     b、建筑单体 
2、特殊建筑控制
     a、超大体量公共建筑
     b、超高层地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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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群体

1、应避免大面积“行列式”单调布局，创造高低错落、疏
密有致、层次丰富、尺度宜人的建筑群体轮廓。群体建筑
应集中设置开敞空间。

建筑设计通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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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群体

2、群体建筑的高度应形成梯级变化，面向城市开敞空间
和主要道路形成高低错落的天际线。连续等高层次的公共
建筑数量不宜超过3栋，住宅建筑数量不宜超过5栋。

建筑设计通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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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群体

3、建筑量超过10栋（含）的居住类项目，群体高度应采
用2-4个不同高度层次，形成梯级变化, 避免“一刀平齐”，
创造层次丰富的建筑群体轮廓。相邻梯级间高差值宜为较
高建筑高度的20%—30%。

建筑设计通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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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群体

4、群体建筑项目遵循“多样统一”原则，在整体协调下，宜对建筑单体的体量、局部造
型（如顶部）、色彩、材质等进行差异化处理，避免形成千篇一律的单调风貌。依托城
市开敞空间和主要道路，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疏密有致的城市轮廓。

建筑设计通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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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群体

5、建筑色彩应根据相关色彩规划、城市设计及《济南市建筑色彩应用技术导引》等要求
合理确定，尽量采用明朗的色系，避免大面积暗沉色系的使用。

群体建筑色彩控制：主体色应保证在同一色系内，主体颜色不宜超过两种；单幢建筑
的色彩不宜超过三种。

同一片区内高层建筑色系宜协调，多层、低层建筑色彩宜丰富。

建筑设计通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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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单体

1、单体建筑平面在满足使用功能的条件下，应注重平面
形式塑造，宜通过标准层平面变化促进建筑形体变化，
避免“火柴盒”式建筑过多。同一地段公共建筑不宜出现3
栋以上相同形式重复。高层建筑鼓励追求平、立面的丰富
性，适当增加室外露台、多层挑空、空中花园，合理设计
高空灰空间。

建筑设计通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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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单体

2、广告牌匾

公建的标识与牌匾应与建筑做一体化设计，与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并符合《济南市户
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要求。

牌匾宜采用耐久、便于维护的新型材料，不宜采用大面积单一且艳丽的色彩。字体宜
采用橘黄、暗红、深绿、深蓝等低明度的稳重色彩或白色，字体颜色与背景应协调，字体
宜设置无底板的单体字形式。

建筑设计通则 二



Guidelines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  济南市建筑设计导则 35

01 一般性原则——建筑单体

2、广告牌匾

不应将楼标立于屋顶，应将其设置于立面墙体上。

X √

建筑设计通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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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般性原则——建筑单体

3、地下空间的地面附属设施（通风井、采光井、楼梯间、冷却塔等）

重视整体景观效果，避免出现突兀零散的地面附属设施。建立标准化文件，
合理解决与景观环境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建筑附属设施与景观环境的完美结
合。

地下空间的地面附属设施宜结合下沉庭院、绿化景观、相邻建筑物设置，减
少对景观环境的影响。可采用以下设计方式：1、结合下沉庭院，归零为整，集
中布置。2、布置在建筑内部，结合主体立面造型，实现隐蔽化效果。3、设计为
与建筑契合的形式或景观元素。

冷却塔原则上结合周边建筑设置。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地段，冷却塔可采用下
沉式或全地下式，但应满足工艺要求。

建筑设计通则 二

     将地下建筑的地上附属设施设计成与建筑相契合

的形式，使二者融为一体，达到“隐身”的效果。

布置在主体建筑内部，结合主体立面造型，实

现隐蔽化效果。

设计成为独立景观元素或阵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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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特殊建筑控制 建筑设计通则 二

1、超大体量公共建筑

重点管理体育场馆、展览馆、博物馆、大剧院等超
大体量公共建筑，严禁建筑抄袭、模仿、山寨行为，鼓
励创新创优。

重大建筑项目的建设应提高公众参与度，尊重社会
各界的声音，可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多种渠道加强与
社会公众的沟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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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特殊建筑控制 建筑设计通则 二

2、超高层地标建筑

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确需建设的，
由建设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消防等专题论证进行建筑
方案审查，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集中布局，严格执
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与城市规模、
空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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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设计细则

1、分类原则
2、商业办公类建筑
3、居住类建筑
4、大型综合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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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分类原则确定

为便于风格管控，将建筑分为以下类别：商业办公类建筑、
居住类建筑以及文化、展览、歌剧等大型综合公建，分别进行具
体指引。

工业用地、市政用地上的综合楼、办公楼等建筑，宜参照本
导则中相应设计原则，根据城市风貌要求进行建设。

内容包括建筑高度和体量、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建筑材
质、建筑细部、建筑附属设备等。

建筑高度和体量主要把控建筑的平面形态与其组合的协调
性，以达到视觉舒适度；建筑形式主要通过立面形式、屋顶造
型、墙身、建筑底部等分别进行把控；建筑色彩主要把控屋顶、
墙身、门窗部位的色彩明度和对比度；建筑材质主要把控屋顶、
墙身、门窗等使用材料。

建筑设计细则部分内容分为控制性内容和引导性内容。其中
控制性内容建议严格执行。

建筑设计细则 三



Guidelines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  济南市建筑设计导则 41

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1建筑高度和体量

2.1.1建筑高度（控制性导则）

临主要道路的高层商业办公建筑，裙房高度不宜大于相临较
宽道路红线宽度，即H:D≤1。主楼宜加大道路退让距离，并与沿
街周边高层建筑保持统一的空间关系，避免建筑物对城市街道造
成压迫感。

沿街两侧商业办公建筑的高度应有所变化，以形成高低错
落、富有韵律感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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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1.2建筑体量（控制性导则）

高层商业办公建筑高宽比宜保持在2:1—3:1范围之内，较为
挺拔秀丽。超高层建筑比例根据自身情况确定。

重要干道两侧的商业办公建筑布局应注重临街建筑界面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沿街商务办公裙房贴线率宜高于55%，步行街、
商业街沿线建筑贴线率宜高于65%。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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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建筑形式

2.2.1立面形式（引导性导则）

既体现地域性和文化性特点，又体现生态性和时代性，屋顶
与立面宜统一设计，形式协调适当。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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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建筑形式

2.2.2平面形式（控制性导则）

商业、商务办公类建筑应重视平面形式设计。采用公共走廊、公
共卫生间式布局，不得采用单元式、公寓式等“类住宅”平面形式。塔
楼最小分割单元的套内面积不应小于150㎡，商业建筑裙房可结合使
用需要，适度灵活安排。

酒店平面应采用通廊式布局，不得按单元式住宅设计。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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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3建筑第五立面（控制性导则）

高层商业办公类建筑的第五立面应进行处理，宜采用
多样化的顶部设计手法。裙房宜做屋顶花园等设计处理。

重要节点处建筑第五立面应体现标志性。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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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3建筑第五立面（控制性导则）

商业类建筑屋顶应增强造型设计如弯顶、拱顶，或增
加构架顶的形式，办公类建筑屋顶应加强其形态设计。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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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4建筑墙身（引导性导则）

1）墙身部分的立面以竖向划分为主，充分考虑济南
气候和文化特色，突出轻巧、通透的现代建筑形式特点，
宜采用遮阳板、百叶、内阳台的设计手法，同时鼓励使用
有效的高级生态表皮设计手法来解决通风、遮阳的问题。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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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4建筑墙身（控制性导则）

2）建筑玻璃幕墙

建筑高度：24＜H≤50米，玻璃幕墙占外立面比例不宜大于55%

建筑高度：50＜H≤100米，玻璃幕墙占外立面比例不宜大于70%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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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5建筑底部（引导性导则）

合理设置基座与整体建筑的比例，避免过高或过矮的底部，引起
比例失调。在手法、色彩、材质上，基座宜与主体保持一致。

建筑底层宜架空处理，增强内部与外部空间的联系。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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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2.6建筑入口（引导性导则）      

建筑入口结合交通设计，面向城市道路，形成重要展示面，加强建筑内部
与城市的联系。应有到位的细部处理，在材料、色彩、质感、尺度等方面应做
人性化设计。

办公类建筑采用通高门洞、深远挑檐等手法，使入口成为设计点睛之处。
商业类建筑入口呈现亲和力，设计人流聚散的入口平台，形成建筑与室外过渡
的灰空间。

充分考虑无障碍设计，结合场地与建筑造型进行一体化设计。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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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3建筑色彩（引导性导则）

建筑顶部的色彩可与墙身色彩稍作区分。在建筑局部加入传统的“灰瓦
色、浅黄色”色彩，同周边环境进行呼应，不提倡大面积使用黑色或棕色等
深色调。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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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3建筑色彩（控制性导则）

单栋建筑主要色彩不宜超过2种，同一组建筑的主要色
彩不宜超过3种，不应大面积使用饱和度高的颜色。同一街
道、同一街区的建筑色彩应相互协调。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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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4建筑材料（引导性导则）

鼓励采用坚实耐用、富有质感的外装材料。屋顶采用环
保材料，墙面宜采用石材、铝板、高档面砖等，底部宜采用
石材、金属板材、仿木质材料等。门窗采用节能材料。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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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5建筑细部（引导性导则）

提倡采用新语汇，或从传统建筑中提炼手法，用于开
窗、基座、装饰等部位，建筑立面宜打造细部层次感。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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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业办公类建筑

2.6 建筑附属设施（控制性导则）

应对屋顶的冷却塔、水箱、太阳能设备、空调机组等附
属设施进行整体考虑和设计，或进行遮蔽和美化处理。

室外空调机位、安全维护构件、外露管线、建筑外标
识、广告、灯光设施、建筑设备等应与建筑主体统一设计施
工，位置、色彩、造型应与主体立面保持一致。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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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1建筑形体

3.1.1建筑高度（控制性导则）

沿道路两侧的居住类建筑，高度不宜超过道路红线宽度
加道路两侧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之和，且不得大于80米。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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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1建筑形体

3.1.1建筑高度（控制性导则）

城市重要干道两侧的居住建筑，H≤33米，最大连续展
开面宽不宜大于70米；33米＜H≤54米，最大连续展开面宽
不宜大于65米；54＜H≤80米，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不宜大于
60米。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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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1.2建筑体量（引导性导则）

居住类建筑平面，特别是塔楼平面，在满足居住功能的
同时可设计灵活多变的形式，形成一定的变化序列。避免体
量过大、进深过大，不利于采光通风。

建筑群体内部的组合形式宜协调统一，注重整体天际线
的美观。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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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建筑设计细则 三

3.2建筑形式

3.2.1立面形式（控制性导则）

居住建筑量大面广，是构成城市风貌的基本要素。强化管控引导
有助于缓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现象。

重视居住类建筑立面形式，避免千篇一律、呆板单调的住宅形象
成片出现。展现住宅类建筑个性，体现城市丰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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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2建筑形式

3.2.1立面形式（控制性导则）

居住类建筑沿中心城区内主干道、重要景观路布局的，
其临街建筑立面应体现公共建筑特征，建筑立面宜简洁美
观。建筑外立面阳台应封闭，空调机位及附属设施应当统一
隐蔽设计。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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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2.1立面形式（引导性导则）

居住类建筑立面宜体现简洁大方的特征，避免不必要的
装饰，通过立面材质的对比变化以及设计处理，表现出简洁
现代的风格。

建筑设计细则 三



Guidelines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  济南市建筑设计导则62

03 居住类建筑

3.2.2建筑第五立面（引导性导则）

居住类建筑屋顶形式宜采用坡顶、叠层、顶部收分或新
中式处理方法，以丰富建筑的层次感。

滨河临山的居住类建筑应采取退台式、景观平台方式处
理，以协调与自然景观的关系。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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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2.2建筑第五立面（控制性导则）

高层居住类建筑的顶部鼓励做适当的变化处理，采用平
坡结合的方式，增加一些灵活有序的造型变化。设计中宜通
过退台和收分的方式，使高层居住类建筑呈现出丰富多变的
顶部造型。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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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2.2建筑第五立面（引导性导则）

中低层居住类建筑的顶部宜通过适当的设计手法达到变
化有序的造型特色。设计中可以用挑檐、退台等方式实现错
落有致、轮廓多变的造型风格。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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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2.3建筑墙身（引导性导则）

居住类建筑墙身部分的立面以竖向划分为主。墙面的形
式宜充分考虑济南气候和文化特色，突出现代建筑特点。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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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2.4建筑底部（引导性导则）

建筑底部在材料、色彩上与建筑整体立面相协调，在细
节、材质肌理、尺度等方面应重视人的感受，近人部分的处
理应丰富、细腻。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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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2.5建筑入口（引导性导则）

居住类建筑底部宜进行公建化处理，设计风雨廊或室内
连廊，在小区内部形成连贯安全的步行空间。近人部分的处
理宜丰富、细腻。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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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3建筑色彩（引导性导则）

居住区的建筑色彩，营造淡雅平和、亲切轻松的居住氛
围。不建议大面积深色色调或大面积鲜艳色调。色彩选择上
更为开放，塑造丰富多彩的城市形象。门窗可采用部分特有
色彩加以点缀。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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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3建筑色彩（控制性导则）

集中连片的居住区，应进行色彩分区规划。进行色彩分
区设计的居住区，其色彩的变化宜沿城市主要通道的方向安
排。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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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4建筑材料（引导性导则）

建筑屋顶采用节能环保、可塑性强的材料，以混凝土为
主，选材注意防火性与防水性。墙面以石材、铝板、真石漆
为主要材料。门窗采用低反射、通透节能的玻璃。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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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居住类建筑

3.5建筑附属设施（控制性导则）

设于外窗的空调机位宜位于外窗两侧，不宜位于外窗下
部，避免管线暴露，破坏立面效果。空调百叶宜采用可开启
方式，便于后期安装维护。百叶间距不应过密，以利通风散
热。不宜使用金属栏杆等易锈蚀的构件。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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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建筑形体

4.1.1建筑高度（引导性导则）

严格控制沿街建筑建设高度，在与周边建筑高度协调的
前提下，可适度增加高度，对天际线加以补充。

建设标志性建筑确需超过规定的建筑高度要求的，应当
组织深入论证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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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建筑体量（引导性导则）

结合城市天际线与城市视廊，协调建筑体量，采用形体
拆分、组合等设计手法，避免出现与城市景观不协调的公共
建筑。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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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建筑形式

4.2.1立面形式（引导性导则）

立面应简洁大方，体现齐鲁建筑质朴雄浑的特点，可采
用厚重的体量，结合形体虚实变化，展现济南特有风格气
质。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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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建筑第五立面（引导性导则）

公共建筑屋顶造型可丰富多变，与公共空间一起形成城
市的重要节点。

在协调该地区整体风貌的前提下，体现各自的建筑特
色，增强其屋顶设计处理，可采用弯顶、拱顶、弧线顶。也
可结合立面，与第五立面做统一设计处理。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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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建筑第五立面（引导性导则）

高层公共建筑的顶部处理应以简洁的变化为主，通过顶
部造型体量的简单收分和处理，避免繁琐的装饰和夸张的造
型。设计中可通过整体造型的变化，结合退台和收分的手法
实现高层公共建筑既变化有序又简洁大气的建筑特色。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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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建筑第五立面（引导性导则）

中低层公共建筑的顶部处理可以根据建筑功能采用灵活
多变的处理方式，形成凸凹有致、平坡结合的丰富顶部造
型。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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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建筑墙身（引导性导则）

结合公建建筑类型，建筑墙身做一定的造型处理。宜体
现自身特色，不宜千篇一律。提倡体现济南文化特色。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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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建筑底部（引导性导则）

基座高度控制在整体的 1/5~1/6 之间，可通过色彩、材
质差异等设计手法突出基座部分，可在局部加以传统元素。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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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建筑入口（引导性导则）   

公共类建筑入口空间通过设计手法，形成视觉中心，加强建筑内部与城市的联系。应有到位的细部处理，在材料、色彩、质
感、尺度等方面应做人性化处理。

入口的设计应与所在街道的整体设计相辅相成。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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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建筑色彩（引导性导则）

公共建筑色彩宜温润淡雅，宜采用中高明度、中低艳
度的色系。根据各片区色彩规划合理选择适宜的主色调。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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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建筑材料（引导性导则）

建筑外墙材料应整体协调统一，可在局部突出材料和
造型的变化与对比。鼓励运用本土的自然材料，强调天然
肌理，体现济南建筑的特色。宜选用节能环保材料，尽量
避免大面积玻璃幕墙引起光污染。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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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建筑细部（引导性导则）

提倡采用新语汇，或从传统建筑中提炼手法，用于开
窗、基座、装饰等部位，建筑立面宜打造细部层次感。

       

04 大型综合公建 建筑设计细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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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济南市建筑风貌分区

表1 风貌分区要素表

风貌特色指引 建筑高度 建筑风格 建筑色彩 建筑材质

老城传统风

貌区

尊重历史和文脉，塑

造统一的风貌，保证历史

文化区的整体与美观。新

建建筑应在高度、风格、

色彩和材质上确保与传统

建筑协调一致。

老城内建筑高度严格

按照《济南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条例》中高度要

求执行。

依照传统样式建设，

或将传统要素局部用于屋

顶、墙身、门窗、色彩等

方面。

保留并延续历史文化

街区的传统色调，古城区

青砖黛瓦，商埠区暖墙褐

瓦。禁止使用高明度和高

彩度的色彩，以低彩度、

中明度的灰色系为主调。

宜使用传统材料。古

城内建筑屋顶宜使用传统

灰瓦，墙体宜使用传统青

砖、石材。商埠区内建筑

使用红砖、红脊瓦等。

风貌协调区

保 留 山 水 交 融 的 城

市格局。融合济南文化特

征，提升建筑品质，局部

集中发展，进行宜居低碳

建设。

建筑高度按照《齐烟

九点视廊控制》等研究成

果要求执行。

依托老城区的发展格

局，融合济南文化特色，

以现代风格为主，对传统

元素进行现代演绎，对国

际现代元素本土化进行再

创造。

墙面色彩以灰色系为

主，屋顶色彩以暖灰色系

为主，辅以土红色系。

以 石 材 、 面 砖 、 陶

板、铝板等为主要材料。

沿黄生态湿

地景观风貌

区

控 制 良 好 的 滨 水 视

线通廊，引导滨水景观渗

透。控制滨水建筑形式，

保证滨水沿岸的天际线优

美连续。

近水体处建筑高度宜

低，远水体处建筑高度可

适当提高。打造开阔平缓

的视觉效果。

简 洁 大 方 、 轻 灵 通

透，展现多元文化特征，

以现代风格为主，突出具

有现代风尚的建筑风貌和

城市公共空间。

淡 雅 明 快 。 离 水 体

越近色彩越浅，采用暖白

等饱和度较高的色彩，映

衬水景。墙面主色调以浅

色系和褐色系为主，屋顶

以深灰色系和棕红色系为

主。

采用石材、木材、铝

板等材料，材质自身宜轻

巧不厚重。 

附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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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济南市建筑风貌分区

风貌特色指引 建筑高度 建筑风格 建筑色彩 建筑材质

南部山泉森

林景观区

尊重建筑与山体景观

的和谐共生，塑造具有特

色的临山建筑风貌，提升

景观山体周边地区的空间

环境品质。

严格控制近山地段建

筑高度，控制观山视廊范

围内建筑高度。与山体景

观协调统一。

临近自然环境的建筑

打造传统本土风格。形成

节奏流畅、疏密有致的临

山建筑群带。

暖褐淡彩。以红褐、

灰 黄 和 米 黄 等 暖 色 系 为

主 ， 辅 以 低 艳 度 的 彩 色

系。墙面主色调以暖褐色

系为主，屋顶主色调以中

低明度的灰色系为主。 

以面砖、陶板、石材

等为主要材料。

现代都市风

貌区

建筑宜明快简洁，体

现现代宜居的高品质城区

形象。控制道路两侧建筑

和重要景观节点建筑。

沿重要城市干路，形

成高层建筑展示界面。划

分建设高度分区，形成富

有层次感、起伏有序的天

际线。

展现现代宜居、高品

质建筑形象。结合环境及

功能展现多元风格，塑造

具有时代感的建筑形象。

浅暖重彩。墙面主色

调以浅黄色系和浅红褐色

系为主，浅灰色系次之，

屋顶以棕红色系为主，深

灰色系为辅。

以 石 材 、 面 砖 、 陶

板、铝板等为主要材料。

突出新技术与新材料在公

共建筑上的应用。

现代产业风

貌区

打 造 创 新 型 、 生 态

型、富有科技感的智造城

市风貌，开发以中低强度

为主，构建科技韵味与绿

色生态并重的城市风貌。

建筑高度不宜过高，

强调中低密度、与自然环

境相融的城市景致。打造

生态宜居新城区，严格控

制建筑高度，以中低强度

开发为主。

打造创新未来风格，

突出具有现代风尚的建筑

风貌和城市公共空间。建

设用地宜采用灵动的小组

团形式，避免建设蔓延成

片。

主色调宜淡雅明快，

选 择 深 灰 、 浅 灰 、 浅 黄

色 、 白 色 等 颜 色 为 基 本

色。 

采用灰砖、石材、木

材等地域材料，同时采用

科技感强、时尚简约的新

材料。

表1 风貌分区要素表

附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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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济南市建筑风貌分区

风貌特色指引 建筑高度 建筑风格 建筑色彩 建筑材质

先行区田园

新城风貌区

强 调 绿 色 低 碳 、 产

业创新，形成济南城市转

型与科技创新的新城区。

构建济南绿色生态之脊，

休闲宜居之带，形成城、

园、林和谐共融的整体风

貌。

建设“水平城市”，严

格控制城市建筑高度。降

低高度、保持强度，塑造

平缓大气的空间形态。以

小高层为主，多层、高层

为辅。

体 型 舒 缓 ， 多 元 和

谐，现代简洁。建筑造型

宜 大 气 、 亲 和 ， 形 成 自

由、灵活、疏展的建筑空

间形象。标志性建筑体现

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

主色亮灰浓彩，以较

高饱和度的暖白、亮灰为

主，背景色雅灰淡彩，选

择深灰、浅灰、橡木黄、

浅 黄 、 白 色 等 衬 托 主 色

调。 

宜采用简约大方、现

代感强的材料，配合立体

景观、屋顶美化处理等，

打造高科技景观品质。同

时凸显传统文化底蕴，采

用灰砖、石材、木材等地

域材料。

莱芜区、钢

城区

体 现 现 代 化 山 水 钢

城风貌。清新明亮、绿色

生态；现代简约，精致有

序。

分级控制建筑高度和

建设密度，注意保留城区

景观视廊。

以 现 代 建 筑 形 式 为

主，运用简约线条，呼应

山水环境。体现时代创新

个性，彰显活力的现代化

气息。

以 米 色 系 作 为 主 色

系，以明快、淡雅为主要

原 则 。 基 调 色 选 用 高 明

度、低纯度暖色系为主，

强调色选用浅黄色、暗蓝

色等，点缀色可用棕色、

暗红色。

以 石 材 、 面 砖 为 主

要材料。谨慎使用大面积

玻璃幕墙。选用体现现代

化、科技感的新型材料，

如铝板、陶板。

表1 风貌分区要素表

附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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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泉城特色风貌

泉城传统建
筑风格气质

庄重大方——建筑具有庄严肃穆、大气磅礴的风格气质。

浑厚质朴——建筑形体深厚、造型质朴、布局周正实用。

素雅精致——建筑造型简洁明快，较北方建筑更为轻巧，比江南建筑多了几分凝重。

轻灵明快——局部装饰精巧细致，色调干净素雅，细部装饰丰富。

泉城传统建
筑特征

因地制宜——院落空间因天时，就地利，布局相对灵活，体现泉城特色。

结构严谨——在总体布局、院落组织、空间调度，以及建筑的造型、方位、装修、材质色彩、细部纹饰等等，都表现出一
整套北方典型而严谨的定型程式。

构件精巧——建筑细部呈现朴实大方、浑厚精美的气质，构件重点突出、疏密有致、端庄大方，多以雕刻来展现构件的精
巧。

附录 四
表2 泉城特色风貌要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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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泉城特色风貌

泉城传统建
筑细部特征

屋顶：正脊、瓦、檐口等部位的材料及做法依照传统样式，不宜采用平屋顶。进深较大房屋可采用前出抱厦或勾连搭屋顶
形式。采用传统做法包括罗锅脊、燕尾脊、清水脊、满堂瓦脊等传统类型。砖檐样式包括菱角式、砖瓦式、双层拔檐等形式。

山墙：卧砖砌筑，上身抹灰或软心抹灰，主要有软心（石材）上身和整砖上身。硬山建筑山墙的侧面由上、中、下三部分
构成。多采用灰砖，部分采用红砖材料，砖材颗粒较细，质地均匀，有陶土质感。

横墙：以青砖或青砖贴片为主，不宜大面积使用粉煤灰砖及红砖。

花墙：遵照板瓦锁链、麦芽叶纹、砂锅套、甲叶子、轱辘线、鱼鳞纹等样式砌筑。

门窗：传统民居多采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随墙门、西洋门等。多采用砖拱窗（直拱、木梳拱、半圆拱），木过
梁窗和石材边框窗（六边形窗、原型窗）。

雕刻雀替：建筑装饰包括石雕、木雕、石构件等等。常出现的位置为墀头门楣、石鼓、内窗、雀替等等。采用济南传统样
式，避免繁复的装饰。

附录 四
表2 泉城特色风貌要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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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泉城特色风貌 附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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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泉城特色风貌

泉城特色建
筑风貌设计

引导

造型与装饰：可保持北方建筑粗犷浑厚的特征。公共建筑宜厚重质朴。居住建筑可借鉴青砖墙，灰瓦花脊。沿街商业建筑
借鉴二层青砖楼房，上层平房，下层做挑檐。可使用灰墙、黛瓦的淡雅色彩，体现轻灵与明快，以构成“济南潇洒似江南”的风格
特征。商埠区及周边街区可使用劵拱、柱式、影壁山花等西方建筑元素。

材料与技术：公共建筑可以石材为墙基，墙身用砖砌、仿砖砌真石漆、仿片岩等材料。商业建筑可在门楼、墙身、台阶多
用石材贴面，或用石板石块砌筑，使用精致石雕或木刻形成与主体立面材料的对比，强化建筑素雅精致、轻灵明快的特征。

泉城特色传
承控制

古城区、商埠区、特色商业街等建筑宜在建筑形式、细部装饰、色彩材质上与传统建筑保持一致。

风貌协调区内建筑、城市重要节点处公共建筑，宜在现代结构、材料的基础上，将传统要素用于屋顶、墙身、门窗、色彩
等方面。群体建筑的材料、色彩细部等应保持统一。

居住建筑、高层商业办公建筑等大量建筑宜用现代的建筑手法演绎传统元素，将传统元素简化、提炼，形成新的建筑语

汇。

附录 四
表2 泉城特色风貌要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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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绿色建筑

提倡采用节能技术，遵循简洁、高效、节约的主旨，
控制体形系数，运用自然通风、自遮阳、被动式太阳能等
技术，与美学相结合，打造精品建筑。

附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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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负面清单与提倡做法 附录 四

负面清单 提倡做法

群

体

建

筑

在城市重要景观位置出现大面积“行列式”
单调布局。

创造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层次丰富、尺度宜人的建筑群
体轮廓。

群体建筑高度没有变化，成片出现，“一
刀平齐”。

群体高度采用2-4个不同高度层次，形成梯级变化, 相邻梯
级间高差值应为较高建筑高度的20%—30%。创造层次丰富的
建筑群体轮廓。

连续等高层次的公共建筑数量不宜超过3栋，住宅建筑数
量不宜超过5栋。

成片建筑外观雷同，千篇一律，建筑缺
乏标识性和层次感。

群体建筑项目遵循“多样统一”原则，在整体协调下，对群
体建筑中各单体的体量、局部造型（如顶部）、色彩、材质等
进行差异化处理。

成片建筑使用相同色彩，建筑采用的色
彩比较暗沉。

采用明朗的色系，避免大面积暗沉色系的使用。

主体色应保证在同一色系内，主体颜色不宜超过两种；单
幢建筑的色彩不宜超过三种。

单

体

建

筑

沿城市主、次干路交叉口建设的高层建
筑退距过小，没有广场等缓冲空间。

沿城市主、次干路交叉口的项目，街角位置应当加大退让
距离，集中设置转角绿地和口袋公园，退让增加值不宜小于相
应规定的30%。

沿山建筑体量过大过高，立面过长，遮
挡山体景观。

沿山建筑连续立面长度不得过长，以增加山体景观通透
性。临近城中山体的新建建筑最高不得超过山脊线高度的1/2，
且应当进行景观视线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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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负面清单与提倡做法 附录 四

负面清单 提倡做法

单

体

建

筑

在主要公园等开阔景观广场地段周边建
筑高度过高，体量过大。

在主要公园周边地区，重点控制建筑高度、建筑面宽。建
筑宜高低结合，高层建筑宜为点式，建筑连续面宽不宜过长，
保持视野开阔、视线通透。

滨水建筑单体面宽过大，比例失调，阻
挡河岸空间通透。

控制滨水建筑面宽，形态尽量修长，不要矮胖。控制连续
展开面宽，目的为不阻挡滨水景观视线。

H≤24米时，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不宜大于70米；H＞24米
时，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不宜大于60米；高层建筑宜以点式为
主。

地下空间的地面附属设施（通风井、采
光井、楼梯间、冷却塔等）布置零散，位置
突兀。

地下空间的地面附属设施宜结合下沉庭院、绿化景观、相
邻建筑物设置，减少对景观环境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实现建筑
附属设施与景观环境的完美结合。

广告牌匾位置凌乱，突出墙面，色彩混
乱，设计感差。

不应将楼标立于屋顶，宜将其设置于立面墙体上。公建的
标识与牌匾应与建筑做一体化设计，与建筑风格协调一致。

商业

办公

类建筑

体量超大，比例矮胖。 高层商业办公建筑高宽比宜保持在2:1—3:1范围之内，较
为挺拔秀丽。

商业街区临街空旷，不能形成良好城市
界面。

商业办公建筑布局应注重临街建筑界面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沿街商务办公裙房贴线率宜高于55%，步行街、商业街沿
线建筑贴线率宜高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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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负面清单与提倡做法 附录 四

负面清单 提倡做法

商

业

办

公

类

建

筑

商业、商务办公类建筑采用单元式、公
寓式等“类住宅”平面形式，单元划分面积过
小。

商业、商务办公类建筑应重视平面形式设计。不得采用单
元式、公寓式等“类住宅”平面形式。塔楼最小分割单元的套内
面积不应小于150㎡，商业建筑裙房可结合使用需要，适度灵
活安排。

酒店建筑平面按单元式住宅设计。 酒店平面应采用通廊式布局，不得按单元式住宅设计。

高层商业办公建筑的屋顶采用简单的平
屋顶，导致天际轮廓线单调乏味。

屋顶采用多样化的设计手法，形成有韵律感、艺术感的造
型形式。

建筑整体大面积使用玻璃幕墙，玻璃幕
墙占外立面比例过大。

控制玻璃幕墙占外立面的比例。

建筑高度：24＜H≤50米，玻璃幕墙占外立面比例不宜大
于55%

建筑高度：50＜H≤100米，玻璃幕墙占外立面比例不宜大
于70%

忽视建筑底部和入口的设计。 建筑底部和入口应有到位的细部处理，在材料、色彩、质
感、尺度等方面应做人性化设计。

建筑色彩单调，或色彩杂乱。 单栋建筑主要色彩不宜超过2种，同一组建筑的主要色彩
不宜超过3种，不应大面积使用饱和度高的颜色。同一街道、
同一街区的建筑色彩应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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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负面清单与提倡做法 附录 四

负面清单 提倡做法

商业

办公

类建筑

采用低档、廉价外装材料。 采用坚实耐用、富有质感的高档外装材料。

室外空调机位、安全维护构件、外露管
线、建筑外标识、广告、灯光设施、建筑设
备等暴露在外立面，杂乱无章。

应与建筑主体统一设计施工，位置、色彩、造型应与主体
立面保持一致。进行整体考虑和设计，或进行遮蔽和美化。

居

住

类

建

筑

大量住宅面宽大，体量大，对城市空间
造成拥堵封闭的不良效果。

控制城市重要干道两侧的居住建筑，最大连续展开面宽不
宜过大。

大型住宅区内建设十几栋一模一样的建
筑，外观单调，识别性差。

重视居住类建筑立面形式，避免千篇一律、呆板单调的住
宅形象成片出现。设计展现住宅类建筑个性，体现城市标志
性。

重要道路两侧居住类建筑外立面空调机
位和建筑设备凌乱无序、乱挂乱放。外凸阳
台造成立面杂乱。

重要道路两侧居住类建筑外立面阳台应封闭，不应设置外
凸悬挑式开敞阳台。空调机位及附属设施应当统一隐蔽设计。

屋顶设计呆板单一，采用简单的平屋顶。 居住类建筑的顶部鼓励做适当的变化处理，采用平坡结合
的方式，增加一些灵活有序的造型变化。

成片住区色彩单调，颜色暗沉。 集中连片的居住区，应进行色彩分区规划。进行色彩分区
设计的居住区，其色彩的变化宜沿城市主要通道的方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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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负面清单与提倡做法 附录 四

负面清单 提倡做法

大型

综合

公建

体量过大，造型夸张，有模仿或山寨行
为。

结合城市天际线与城市视廊，协调建筑体量，采用形体拆
分、组合等设计手法，避免出现与城市景观不协调的公共建
筑。

采用低档、廉价外装材料。 建筑外墙材料应整体协调统一，可在局部突出材料和造型
的变化与对比。鼓励运用本土的自然材料，选用节能环保材
料，避免大面积玻璃幕墙引起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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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名词解释 附录 四

口袋公园：利用未建设的闲置用地、城市微空间，打造规模不大、设置座椅等便民服务设施、具有一定弹
性功能的开放绿化空间。能够很大程度地改善城市绿化环境，解决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居民对公园的需求。

最大连续面宽投影：建筑立面对应平行道路方向的投影总长度。控制沿街建筑最大连续面宽投影长度，避
免出现超长的板状建筑，阻断城市公共空间，影响城市景观。

贴线率：由多个沿街单体建筑构成的街墙立面占所在街道长度的百分比，即建筑物的长度之和与临街建筑
红线长度的比值。比值越高，沿街面看上去越齐整，是衡量街道空间连续性的重要指标。

类住宅：商业建设用地通过住宅化设计和销售的产品，包括酒店式公寓、服务式公寓、公寓式办公
楼、LOFT、SOHO公寓等。

第五立面：指建筑物屋顶，尤其是在空中或高层建筑物上看城市的风貌，由屋顶、街道、开敞空间、自然
风貌、地标、广告牌、建筑形态等构成。对于现有建筑屋面，拆除各类违章搭建的建构筑物；有序摆放、合理
遮挡屋顶设备；因地制宜选择屋顶绿化类型；能够对城市形象起到良好改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