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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住宅空间的组织设计

卢穗娟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  广东 广州  510250

摘 要：对居住空间环境的研究一直在不断进步，在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土地的同时，开发一种实用的、能够满足居住舒适性

要求的单元形式是建筑师的方向。本文旨在通过生命周期住宅的具体方案实例来展示居住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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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重要的居住场所，家对于中

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类将“生活”和“家”

置于重要位置，现代人更看重房子，将其视为“心灵的避难

所”和“幸福快乐的花园”。同时，不同的消费者在不同的

人生阶段，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不同。建筑师应在考虑消费

者需求的同时，把握发展趋势的方向，努力设计出能够“生

长”的住宅单元，同时兼顾合理舒适的居住空间。有关专家

还提出了住宅设计的基本原则：“小面积、功能完善、造价

低、环境优美”。但是，当前的住房消费市场往往一味追求

大面积、大空间，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悖于可持

续发展的思想。因此，如何合理组织和设计住宅建筑空间是

每个建筑师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1  明确空间功能关系

房子内部空间的功能关系其实很简单，比如卧室、私人

浴室、书房等空间是专用的，而餐厅、客厅、卧室等空间是

共用的；单人房、书房等单人、套屋的生活质量高度依赖于

重叠功能的数量，而在代表从社会主义到小康社会的小型独

立屋的设计中，很多重叠的功能功能逐渐被单一功能空间所

取代，从而实现高标准的生活。

2  建筑单体设计

本文以祥利尚品上城建筑为例，说明可持续发展住宅

空间的组织设计。祥力尚品尚城大厦为招标项目，根据广大

客户的需求和指示，秉承设计理念，从布局设计打造精品住

宅，追求新奇、差异、细节。并且整个生命周期的住宅都经

过精心设计，不仅仅是可以“生长”的居住单元形式。由于

项目中的房型种类繁多，我们将选择其中一种A2房型进行

描述。公寓设计从生态建筑的原则出发，深入研究当地的气

候和开发公司对公寓规划的具体要求。合理的整体格局，细

致入微的建筑细节，充分体现了建筑师对人性的全面关怀。

从整体平面布局入手，房子内部空间丰富，根据对居住空间

大小的理解和对造型的控制，为用户提供各种空间的全新体

验，如下图。

图1  户型图

2.1  内外分区

根据居住心理学研究的结果，隐私是住房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方面，生活需要不受干扰的独立活动空间，提供生活互

不打扰的主要体现是保护居住者的隐私。另一方面，人们需

要相互交流。因此，住宅内部和外部分区由空间中使用的功

能的隐私程度决定层次空间序列排列。

2.2  动静分区

考虑到行为模式，房屋内部空间以动区、静区进行分

割。像是玄关、客厅、客厅、餐厅、厨房、卧室等，是居住

者动线范围较为频繁、移动和活跃的区域，与之相反，书

房、工作室、浴室等都属于活动较少的“静区”。划分后，

将据此确定各个空间的定义和组合。应特别注意，避免动

区、静区产生干扰和影响，保持两者相对独立。

2.3  洁污分区

房屋的清洁区和排污区实际上体现了居住者用不用

水的行为。比较难清洗，管网多的厨房、浴室和洗衣房需

用水，厨房负责向厕所供水，浴室和洗衣房涵盖了日常的

生活用水。浴室采用分离设计，与空间的其余部分适当分

隔；厨房与浴室对齐的设计，避免大面积管道阻碍房屋空

间，如卧室、客厅等。由于厨卫之间的功能差异，厨卫的

空间必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完成，以防止功能性障碍，以

此获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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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结

首先，祥利尚品上城建筑布局设计的关键是要有明确的

分隔线；动、静的相对分隔原则将空间分隔开来，各分区相

对独立，流线清晰，互不干扰。从使用功能入手，将客厅、

餐厅、厨房和浴室放在前面，将其划分为公共活动区域；将

卧室的私人空间放在后面，每个房间的面积和尺度清晰均匀

地分布在主次空间之间；考虑到户型的过渡空间，户型入口

处设置入口花园，增加室内外环境的融合；在公共活动空间

与私人空间之间打造空中花园，可以与周围环境相结合，增

加与外部环境的对话，形成类似于以前的内部庭院的空间，

充分利用自然光和通风，组织通风。

3  建筑造型设计

项目设计注重简约现代风格，没有过多的装饰，一切

从功能开始，形式的比例恰当，空间结构清晰美观，强调明

快简洁的外观，体现活力的现代生活。同时，住宅外立面的

设计以框架和阳台为设计的主要元素，具有不同程度的层叠

变换。以灰色和白色为主色调，赋予橙色点，颜色随体量变

化，增强建筑的空间效果。设计阳台时，降低阳台台面，回

填种花土，调整阳台面积，保证栽花后阳台有效面积，使流

线更清晰流畅。房间内大而干净的玻璃窗，洋溢着浓郁的现

代气息，提供充足的自然光线和开阔的室内视野，将外景引

入室内，形成和增强了内外相融的效果。将每一扇窗户框起

来，任何靠在窗户上的人，都可以看到摇曳多姿的花园景观

的全景。

4  科学利用空间的尺度

4.1  开间与进深的尺度

各种空间中人类活动的规模是有尺度的，中国对住宅设

计也有特殊的设计规范。每个空间的面积都有明确的量化要

求。这些量化要求基于人体工程学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的科学家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主

观性。正因为如此，这些量化要求往往对设计工作造成很大

的限制。在住宅平面设计中，贯彻“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理念，注重空间尺度的推敲和研究，将人们的生活方

式融入具体的设计思维。适宜的空间大小，也使居住者可以

更好地生活，而不显得房屋空旷、悠远，即住宅生活、宾客

接待等为一体。

4.2  内门与外窗的尺度

门是房间的屏障，选择尺度不仅意味着方便，更能体

现美感；窗户照明和通风连接户外，风格不仅仅看起来很舒

服，也与健康有关。所以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窗户都必须

符合建筑模块，满足建筑物的物理要求，并按比例设计合理

的通风和采光。

5  户型可持续发展性布局

房改前，土地节约意识淡薄，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

购房者缺乏对土地可持续的认知，也没有深入研究住宅开发

的潜力。然而，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今天的房地产

价格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购房者对房屋的负担能力和

成本管理，也是业主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另外，发展企业

对住宅小区建设缺乏持续的人文关怀，导致居民缺乏邻里关

系，没有归属感。因此，住宅单元的自我开发不仅可以解决

以上矛盾。为了缓解这种情况，甚至可以使平面图真正做到

“以人为本”，即是住宅能够适应不同人的需要，而不是人

来适应住宅。房屋类型不是最终的平面图，是居住者的可以

改变、开发和重建的住宅。例如，在刚入社会一两年的年轻

人和家里长辈的帮助下，购买了设计的全生命周期住宅。单

身的他（她）准备将房子一分为二，住在一套公寓里，另外

一套租用，租用单元并为其提供房贷。单元平面图分为标准

层内的原始浴室和厨房。增加另一套厨房和浴室，并尽量减

少土方工程。同时，在不影响建筑结构柱网的情况下，减少

了水、电、气等设备的更换。保留了家具花园、空中花园和

阳台，在不影响建筑外观的前提下保证了每个单元的生活质

量。我们的生活中必须有真、善和美。它是真、善、美，住

宅设计还应体现设计的“真、善、美”。真——设计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平静；和谐，源于生活，追

求真善美高于生活的设计，代表了生活的真实一面。善和美

体现在人们心灵追求的满足，从艺术形式到物质形式的变

化，将善和美融入建筑设计中，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

思考和对未来的期盼。真——对再现现实世界的一种表达方

式。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满足表达欲而设计。在住宅空

间设计中，“真”和“美”都被考虑，但“善”往往被忽

视。户主的需求没有被考虑，也没有被理解。

典型体现真、善、美的设计可以是考夫曼住宅，别墅

的主人是匹兹堡百货公司老板考夫曼，也是美国佛罗里达州

匹兹堡郊区的熊溪河畔是现代建筑的杰作之一，更好的体现

了真善美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别墅3层共约380平方米，

从二楼（前门层）开始客厅位于中央，其余房间分布在左右

两侧。看起来很坚固的组合，使建筑物具有雕塑感。两个巨

大的楼层平台高度不同，一楼平台向左延伸，二楼平台在前

方。几座高耸的石墙交织在平台之间，十分有趣。一条小溪

从倾斜的平台流出，建筑物由溪流、岩石、树木自然地连接

起来，就好像它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不同于其他住

宅建筑的是，考夫曼住宅用大玻璃代替了阻挡视线的墙壁，

使其成为真正的“观景房”。

6  结语

在住宅的设计和使用中，普及生态意识深化可持续发

展，对于改善人类物质生活和心理生活质量至关重要。拿现

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施工技术、科技水平，和以人为本

的创新居住空间，已然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也为建

筑设计师提供了新的思路、课题和研究方向。强调空间，重

视实用性，采用无污染的装饰材料，设计满足不同人生活品

味，这就是可持续住宅空间带来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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