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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空间限定度在室内设计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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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的空间限定要素是建立在三维坐标的概念之上。

在建筑设计中，只有对空间加以目的性限定，通过设计手法将空

间三维坐标体系中的X、Y、Z三轴移动分解组合，在设计中进行排序、

重组，不同形态的单体与单体并置，形成集合的群体，群体之间

的虚空，又形成若干个虚拟的空间形态。进而使建筑空间从视觉、

听觉、给人以不一样的感受，达到不同的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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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内建筑空间

从空间限定的概念出发，建筑空间设计的实际意义就是研究

各类密闭空间中静态实体、动态虚形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功能与

审美问题。

抽象的空间要素点、线、面、体在主要实体建筑中，表现为

客观存在的限定要素。建筑就是由这些实在的限定要素地面、顶棚、

四壁围合成的空间，就像是一个个形状不同的盒子。我们把这些

限定空间的要素称为界面。界面有形状、比例、尺度和式样的变化，

这些变化造就了建筑内外空间的功能与风格。使建筑内外的环境

呈现出不同的氛围。由空间限定要素构成的建筑，表现为存在的

物质实体和虚无空间两种形态。前者为限定要素的本体，后者为

限定要素之间的虚空。从建筑空间的角度出发，建筑界面内外的

虚空都具有设计上的意义。空间的实体与虚空，存在与使用之间

辩证而又统一的关系。显然，从建筑空间的主体人的角度出发，

限定要素之间的“无”，比限定要素的本体的“有”，更具实在

的价值。 

由限定要素的造型和图案决定，在此基础上也能构建良好的

空间感知。室内空间布局要做到透光、采光、人流路线和色调的

统一，改变以往的设计模式，在此基础上发挥建筑设计的最佳效

果。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要遵循前瞻性原则，把握现在室内建

筑的审美需求，在此基础上优化设计，符合不同人们的使用需求。

与此同时，室内建筑设计也要采用简单化的设计方法，改革以往

的造型设计，优化烦琐的细节局部描写，在此基础上做好灯光、

室内装潢设计，使之成为协同的一体。

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进行空间设计，

还要分析场景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展现相应的角色，交代角色所

处的空间，在此基础上优化室内的陈设，符合使用者的使用需求。

在实际项目方案中，室内建筑空间更多强调的是空间的形状、

大小、质感、色彩等。相应地，空间的限定要素就体现在空间隔断、

顶面和地面，以及家具等开放围合方面。

建筑是有感情的，不同的空间能够给人不同的感受，建筑空

间限定主要目的是优化设计手法，从原始空间入手，在此基础上

进行空间的划分设置。实际空间限定过程中，要把握限定方向，

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的设置和划分。建筑空间设计过程中，可在

空间内形成一个个性化的领域，一个个性化的场所。

图 1 限定度推演示意图

二、建筑空间限定度

建筑空间限定度是指建筑空间的限定程度，通常以高、低或

强弱表示，它是由限定要素的造型和图案所决定的，因此它对方

位和空间形式的感知具有重要作用。在建筑空间设计实际方案中，

开放与私密空间的围合手法天壤之别。墙面的设置是现如今整体

呈现建筑空间的主要手法。

垂直的墙面与空间围合的要素是中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在墙面上进行造型设计与开动能够很好地体现空间的体量与

形式，同时也是崔志强的一个重要用途，作为结构体系中的重要

构成，部分墙体不仅承担着承重的作用，而且，夜视景观效果构

成的要素，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我们可根据景观营造的视觉效果

对墙体的形式，透明度予以深化，以确保光影视觉效果处于最优

平衡状态。

图 2 建筑空间与空间之间联系示意图

三、建筑空间限定手法在设计中的应用

空间限定手法有多种，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空间的限定，从

一定程度上来看，常见的空间形态，封闭空间、开场空间和流动

空间，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设计也能强化设计效果，同时也能做

好空间的合理利用。室内设计过程中，进行空间设计也能做好功

能的划分，这种情况下也能保证进入空间符合实际应用需求。

例如，不规则空间的设计，非泛指四边形空间，如三角形、

圆弧形、多边形等，这些不同的设计方法，能够使观赏者感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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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视觉差，能够强化视觉解决效果，做好空间的合理分配。实

际使用过程中，还要采用填充的方法进行设计，例如将三角形空

间设计成列柜、衣柜等多种家具，这种情况下也能使外部同室内

墙成为一个平面，在基础上也能改变空间的视觉效果。

其次，还可对圆弧形空间进行改造设计。例如进行家具设计，

采用弧度较大的曲面进行会客接待室设计。通过上述设计方法也

能彰显空间限定度的重要作用。

实际设计过程中，要注重因地制宜，合理划分空间，为居住

者提供舒适的空间，进一步为相关人员服务。实际空间设计过程中，

也要充分结合人们心理上的诉求，在基础上进行相关设计，使人

们使用起来更加舒服方便，构建个性化的室内空间。

建筑空间限定手法多种多样，在实际项目方案中主要利用垂

直建筑要素与水平建筑要素进行手法上的变化，并且要根据实际

情况予以调整，主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包括围合、升起、下沉

和质地变化。

围合通常是指用垂直的建筑要素来分离界定空间；质地变化

即指建筑材料质地的不同会有助于不同空间的界定，形成不同的

心理感受，达到不同的空间整体效果。在现如今的室内设计行业

市场内，空间限定方法还主要局限于围合和质地变化，通过广泛

论证及实际项目方法运用支撑，我主要对升起和下沉做简要剖析。

升起是指对空间及内部环境进行垂直设计，使其在空间与视

觉上呈现连续性，这种设计手段常常会通过高程尺度的变化来维

持，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运用，首先，对边

界进行空间分割，通过视觉的收缩与放大给予，人想要接近并游

览的欲望。其次，当视觉难以产生变化空间连续性中断，可通过

坡道，楼梯等限定手法予以视觉的延伸，以保证空间整体的层次

性，第三，当视觉与空间的连续性均被中断时，可对空间内部各

要素异域层次划分，例如抬高地面，使其与屋顶面结合，形成半

私密门廊，抑或是增加异形屏风，山石叠水，等微型景观来进行，

空间的划分与遮蔽，以此在限定的空间内打造良好的，视觉效果。

下沉式限定手法的运用，主要是将地面或地板进行分割断开，

通过视线的反射与收缩来营造空间整体的，多样性，同时，不同

下沉深度能够有效弱化空间的几何性，加强空间体系的明确性。

不仅如此，当传统的基面产生高差时，人们视线范围就会产生变化，

并将下沉范围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增强视觉效果同时下沉范围

能够有效弱化棱角边线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增强空间内部各要素

的层次性，以此进一步提高空间整体的视觉效果。

（一）独立的垂直面

如果直接创设一个独立的垂直面，其限定空间效果并不明显，

只能限定其空间的一个边缘，在此基础上成为视觉焦点。这一情

况下，往往将建筑物放置中心的某一位置，可参照天安门广场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处理，在此基础上也能达到整片区域的控制。室

内设计过程中，也可利用垂直面结构，与其他方式融合起来，将

独立的墙壁放在一个已有的空间之中，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限定，

达到良好的空间效果。例如，在一个通高的大厅中，充分利用墙

壁的作用，将其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空间，同时还要限定自动扶梯

和步行楼梯的使用区域，打破空间过大带来的空荡感，这种情况

下也能创造出一个更加开放流动的空间，具体可参照密斯设计的

国际博览会德国馆。

（二）L 型面

L 型的面同其面相交处向外划分出一个区域，在靠近交界的

位置，限定感也越强。相反，向外运动过程中，这种空间区域的

限制感也逐渐地衰减。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立面结构，L 型造型清

晰地限定了某个区域的两个边缘位置，这种情况下也提升了空间

的完整性。与此同时，这一型的面也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变异，

也可以将其旋转，一个面朝上，另一个面为背景，在此基础上形

成空间。例如，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在校园水边设计的空间，达

到了休憩的作用。室内设计过程中，也可参照这一方法进行设计，

使人驻足于此。

（三）平行面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两片互相平行的墙面在中间可以限定出

一个区域，这一区域中，两端的空间是开放的，通过强烈的对比

能够突出方向性。通常来看，平行面有一定的指挥作用，如地铁

换乘的区域，通过平行强的引导，能够使乘客把握列车的行驶方向。

与此同时，也可对平行墙面进行变化，具体可参照保罗安德鲁的

国家大剧院，墙面设计过程中，采用曲线设计方法，且曲线相互

平行，这种设计方法能够起到组织人流交通的作用，同时也能给

参观者带来良好的审美体验。

（四）U 型面

垂直的 U 型面具有双重特性，向内空间越来越集中，在此基

础上也便于形成焦点，相应地，向外则会越来越开放，这种情况

下也能使区域变得外向性。整体来看，开放端通常是该区域与其

他区域相邻的焦点，在此基础上也能保持视觉和空间上的连续性。

室内设计过程中，U 型面也有广泛应用，采用封闭的透明的材料，

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与外部环境的交流，可参照苏州诚品书店

U 型面设计图。

综上所述，空间限定度在室内设计中具有多元化的应用，这

一应用也能优化视觉空间，给人以别样的体验，达到不同的设计

效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解析室内建筑空间，同时还要了

解进入空间的限定度，掌握不同手法的具体应用。此外，还要逐

步拓展自身的视野，了解独立的垂直面、L 型面、平行面、U 型面等，

在此基础上优化室内空间设计，达到良好的空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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