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游基础知识：中国古代建筑专题一、填空题 

1.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到 时期，中国建筑体系已经形成。 

2.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 时期。 

3. 隋唐建筑 尤为精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建筑艺术的高峰。 

4. 宋朝，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

变时期，出现了总结这些经验的建筑文献 。 

5. 元朝的元大都按照汉民族传统都城的布局建造，

是自唐 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 

6. 明清时期官式建筑已经高度 化， 化。 

7. 到辽代，为了扩大室内使用面积，在一些

建筑平面中创造了 ，梁架结构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8. 辽代建筑特征接近于 代的风格。 

9. 普通台基用素土和灰土或碎砖三合土夯筑而成， ，

常用于小式建筑。 

10. 更高级台基即须弥座，又名 。 

11.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有一种支承构件叫 ，一般

处于柱顶、额枋与屋顶之间。 



 

12. 中国古代建筑七种屋顶中，以 为级别最高，其次为 。 

13. 中国传统建筑中天花板上有一种装饰名

为“藻井”，含有五行一 ，预防火灾之意。 

14. 悬ft顶屋面双坡，两侧伸出ft墙

之外。屋面上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又称 。 

15. 中国古代木结构有抬梁、 、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 

16. 中国古代的宫殿、寺庙、住宅等，无论单体建筑规模大小，其外观、轮廓均由 

  、 、 三部分组成。 

17. 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布局，民居及风景园林

一般采用了 ， 的灵活布局方式。 

18. 隋唐时期的都城，如长安城，宫城皇城以外为里坊区，

由 条南北向大街和 条东西向大街将其划分为棋盘式的格局，其间布列

 坊及东西两市。                            19．明朝的北京城，皇城位于内城的中心偏南，呈不

规则的方形。城四向开门，南面的门就是 

  。 

20. 中国有北京、西安、 、 、 、杭州

六座古都，还有ft西平遥及   

等地方名城。 



 

21. 中国古代建设城市一般要选择 的地形，以免受旱涝之害，节

省开渠引水和筑堤防涝的费用。 

22. 中国古代城内商业交易在宋代以前都将商铺集中设在一两个小城中，定时开放，

有专职管理，称 

  。 

23. 到北宋时期，封闭的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而被取消。 

24. 北宋开封城将道路和商业结合起来， ，形成繁华的商业

街。 

25. 中国古代城市采用 的平面布局，反映了统治阶级

严格的等级观念和 。 

26.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重视 的利用和城市的绿化。 

27. 明南京城，原名 ，城墙建于元至正一 至明洪武 。 

28. 南京城垣用巨大的条石砌基，用巨砖砌成，以

 做黏合剂，十分坚固。 

29. 最早修筑长城的是 。战国时魏、 、 、 等 四 国 相 继

兴筑。 

30. 秦始皇灭六国完成统一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贵族的南侵，

于公元前 年将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北傍阴ft，东至



 

 ，俗称“万里长城”。 

31. 汉长城东起 ，西迄 ，长 10000 公里。 

32. 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曾多

次修筑长城，西起 ，东至 ，全长 7 000 

公里以上。 



 

33. 明长城的主体是城墙，城墙高约 ，顶宽在 4 至 6 米之间。 

34. 烽堠是报警的墩台建筑，都建在ft岭最高处，

相距约 。 

35. 一般烽堠用夯土筑成，台上贮薪，遇有敌情， ，

夜间举火，依规定路线，很快传至营堡。 

36.   ，是我国明长城中保

存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段落之一。明代初年，徐达督修   

长城。 

37. 长城上有三个著名的关隘，即ft海关、 、嘉峪关。 

38. 西汉著名的宫殿有长乐宫、 和建章宫。 

39. 唐大明宫以太极宫为准则，宫

内的宫殿以轴线南端的外朝最为壮丽，其外朝为 ，中朝为 

  ，内朝为 。 

40. 中国古建筑保存得完好的宫殿主要有两处，

即北京的故宫和 。 

41. 宫殿建筑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

中轴线上的建筑 ，轴线两侧的建筑 。 



 

42. 中国礼制思想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崇敬祖先、；

祭祀土地神和 。 

43. 北京故宫布局中的所谓“左祖”，是在宫殿左前

方设 ，祭祀祖先，故称 。 

44. 北京故宫布局中在宫殿右前方设 ，是帝王祭祀 的地方。 

45. 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习俗，成对石狮排列方式系。 

46. 所谓“三王狮”的称呼，是因为狮子是 ，所蹲之石刻着凤凰和牡

丹，凤凰是 ，牡丹是 ，故称。 

47. 历代帝王登基后的重要活动，因君权 ，且要秉承 治理国

家，必须亲自去天坛祭天。 

48. 儒家尊关羽为 ，ft西解州关帝庙为 。 

49.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 ， 是中国的一座帝王陵墓。 

50. 汉茂陵，位于陕西 ，是西汉帝王陵墓中规模 的一座。 

51. 唐乾陵，位于陕西 ，是唐代十八陵中保存得 的一座。 

52. 北宋陵，位于河南 。北宋陵结构完整，陵前 大致齐备。 

53.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 。其中， 以宏伟

的地面建筑而闻名于世，已发掘   



 

的是定陵。 

54. 清永陵，在辽宁  ， 清 福 陵 与 昭 陵 在 辽 宁

 附近，清东陵位于河北 ，清西陵位于河北 。 

55. 建筑的迎面间数称为 ，建筑的纵深问数称 。 

56. 中国古建筑以 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

组成 。 

57. 新石器晚期出现了小城堡，商代发展成规模较

大、有 设施的都城，城内有 。 

58. 用作都邑四周防御的城垣，外面称 ，里面称 。 

59. 历史上最早修筑长城的是 ，规模最大的为 。 

60. 宫殿大门前的石狮有 、 和 的作用。 

61. 祭天在天坛，时间为 ；祭地在地坛，时间为 。 

62.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构件，方形木块叫斗，

 形短木叫拱，斜置长木叫 。 

63.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建筑的——时期，皇家和私人的 有了很大的发展，并留下

了著名的建筑著作《 》。 

64. 日晷借指针的阴影来显示  ；嘉量是古代标准的 ；吉祥缸又称“门



 

海”，比喻缸中之水似  ，可以用来 。 

65. 我国的庙宇和殿坛中，由北向南设祭的是 。历史上许多皇帝都要祭泰ft神，称

为“ ”。 

66. 曲阜的三孔是指 、 、 。 

二、单项选择题 



 

1. 秦汉时期，中国古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留下来的建筑遗址有( )。A．殿堂 

B．陵墓C．石窟D．壁画 

2. 隋唐遗存至今的古建筑是( )。A．河南登封嵩岳寺塔       B．驰道和水利工程         

C．雕塑和壁画             D．甘肃敦煌莫高窟         3．现存宋代的建筑有(      )。A．河北正

定隆兴寺       B．ft西大同华严寺         C．洪洞广胜寺             D．五台ft南禅寺           

4．现存元代的建筑有(  )。A．ft西大同善化寺         B．福建泉州清凉寺         C．天津蓟县

独乐寺       D．ft西芮城永乐宫 

5.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用于“大式”建筑的屋顶是( )。A．重檐庑顶 

B．八角攒尖C． 悬 ft D．孟项 

6. 中国古代都城中有“六朝古都”之称的是( )。A．北京 

B．杭州C．南京D．开封 

7.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注重绿化，古洛阳城在河边植的树是( )。A．槐树 

B．柳树C．樱桃树D．石榴树 

8. 明南京城城垣保存至今有四座城门，其中最大的是( )。A．聚宝门 

B．石城门C．神策门D．清凉门 

9. 明代修筑的古长城长 7 000 公里以上，它西起东至的准确地名是( )。A．西起嘉

峪关东至丹东鸭绿江畔虎ft 



 

B．西起临洮东至辽东C．西起蒲昌海东至辽东 



 

D．西起嘉峪关东至ft海关     10．唐代皇帝听政和居住的宫室是( ) A．未央宫 

B．故宫C．建章宫D．太极宫 

11. 位于陕西咸阳兴平市的帝王陵墓是( )。A．秦始皇陵 

B．汉茂陵C．唐乾陵D．北宋陵 

12. 清代皇帝陵墓分建于四地，位于河北易县的是( )。A．清永陵 

B．清福陵C．清西陵D．清东陵 

13. 下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建筑的情况的说法正确的是( )。A．魏晋南北朝

是我国建筑的成熟时期 

B．大量兴建道教建筑           C．砖结构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地面建筑D．最有代表性的现

存建筑为安济桥 

14. 藏传佛教和伊斯兰建筑艺术对汉族建筑的影响是源于( )。A．唐朝 

B．宋代C．明朝D．元代 

15. 下列关于彩绘的叙述正确的是(     )。A．旋子彩绘的组成图案主要为龙凤     

B．和玺彩画画面的两边常用框框住     C．常用ft水、花鸟鱼虫作为和玺彩绘的内容D．苏式

彩绘为滑卷瓣旋花            16．我国古代宫殿的布局是(                 )。A．在中轴线上北端的

建筑尤为高大     B．左社右祖是中国礼仪思想最好的表现 C．宫殿建筑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 

D．所谓“前朝后寝”就是指帝王生活的地方17．所谓“华表”不正确的含义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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