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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居环境之下的住宅建筑规划设计思考

赵应丽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300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住宅的要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决定了居住建筑的设计必须

不断改进和优化，重点是住宅的研究和绿色环境保护等基本概念，必须集成到居住建筑中。在建筑规划设计中，居

住建筑的现代设计更为理想。同时，在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时，有必要考虑人们的居住舒适度，以实现居住环境与

房屋实际需求的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形势下的住宅规划设计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策略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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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年，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将大大提高，各个方面的需求将增加。其中，

对现代房屋的需求相当强劲。与传统的住宅需求相比，

目前的居住建筑更加注重改善舒适度和满意度。因此，

在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时，应体现人们的需求满足感，

并注重将各种绿色元素、环保元素、节能元素等与现代

居住建筑相结合，使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持续改

善生活满意度。要做好住宅设计，首先必须充分了解人

居环境的概念，然后开始使用新技术和新材料从室内室

外居住环境入手，合理利用资源并协调居住环境，实现

了两者之间的完美融合，并创造了具有文化创新性、高

质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居住建筑。

1 人居环境的基本内涵
所谓的人居环境旨在确保居住地和自然环境和谐相

处，同时满足人们的生活条件，这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活

环境。因此，人居环境的概念有两个主要要求：一方面

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是节能，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在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时，我们必须从这两个

方面入手，并选择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以构建节能、

环保和可持续的生态建筑。

1.1 以人为本

人居环境的概念必须满足的第一件事是人们的基本

生活需求，即人们对居住建筑的功能需求，并且居住建

筑的实用性应该很高。但是，住宅的适用性不仅体现在

令人满意的基本用途和较低的资源消耗上，而且还体现

在适应居民的习惯上，突出了独特的文化观念和艺术观

念。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和空间也是保持以人为本的思

想的重要体现。

1.2 宜居原则

生活质量是用户在使用居住建筑物时的舒适度。从

某种角度看，居住建筑的规划和设计也是一项服务工作。

因此，在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时，应充分考虑人们的生

活感受，并通过空间布置等方法可以创造出舒适的居住

环境。设备的安装和家具的放置还必须充分考虑居民的

习惯，以改善生活过程的便利性。例如，绿色植被可以

改善居民的情绪并使居民保持积极的生活观。

1.3 可持续发展原则

能耗是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时应引起注意的重要问

题。因此，节能和可持续发展是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的

重要方向。在居住建筑规划中，要尽可能引入生态建筑

和环保建筑，控制能耗，特别是在建筑热能管理和水资

源回用方面，要做好生活环境和生态建设。资源再利用

时，还应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以减少住宅对自然环境的

破坏，从而达到住宅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 当前居住建筑规划和居住环境中的问题
2.1 住宅规划的趋同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下，

陆续出现了许多住宅建设项目。由于诸如节省时间或设

计成本之类的原因，许多规划和设计单位复制了已经形

成的居住建筑，并且没有将居住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和

该地区的民俗特色相结合。在规划和设计住宅楼方面表

现出趋同性，居住建筑的整体功能相对简单。

2.2 人居环境建设不足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地区人们对住宅的需

求旺盛。加上城市地区土地资源的匮乏，很难在较大面

积的土地上部署住宅。这导致了居住建筑的规划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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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得到了简化，美化环境，节能，环保和运动健康

等要素并未纳入生活环境。许多居住建筑物主要由钢筋

混凝土制成。尽管它们满足了居住空间的基本需求，但

很难将人们与自然节能、环保和健康的自然有机联系起

来。

2.3 区域布局不够科学

在当今的城市中，许多居住建筑在规划和设计时

并未充分考虑与工业园区的空间关系，而只考虑了居住

建筑，这导致一些居住建筑和工业园区的紧凑布置。竣

工的民用建筑不能满足人们对安静舒适的现代生活的需

求，必须忍受日常生活中的环境卫生和噪声污染等，这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更是一个问题。

3 基于人居环境的住宅建筑规划设计
3.1 科学合理地使用资源

在规划和设计建筑物时，我们必须注意科学合理地

利用资源。为了优化生活环境，有必要在房屋规划设计

领域完整记录资源信息，并控制资源分配。自然资源构

成资源分配的主要部分，这就需要科学合理的设计来区

分自然景观，以避免过多建设负担。维护工作还必须保

持步调，以确保它与房屋相适应，并且将自然资源融入

生活的价值目标得到更深刻的体现。关于居住建筑物，

应将大多数可用资源设计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并加以利

用。规划时，应考虑人们的视觉体验，以避免过多的自

然景观带来的强烈感觉。此外，应使用自然景观，还应

适当控制维护工作，以免人为破坏自然景观。出于安全

考虑，应进行居住建筑的规划和设计，并选择平坦或合

理的地形。

3.2 内部生活环境设计

在设计居住建筑时，应将其与自然环境和住宅需求

结合起来，充分利用阳光等自然因素，并考虑建筑物的

方向，街道分布，居住建筑物的间隔和公共设施的分布。

尤其是距工业区一定距离，从而科学优化了居住空间的

整体划分，使居住区可以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区

有机地协调，从而创建了无害的互动整体。住宅内部生

活环境的设计主要从住宅的基本功能开始，例如居民的

饮食和生活，并充分考虑到阳光、遮阳和隔音等，为居

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厨房，浴室，卧室等的内部结

构也应得到适当控制，并符合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阳

台是连接内部生活环境和外部环境的重要场所，也是居

民与大自然接触的重要场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应确保其舒适性并改善居民的舒适度，应将节能环保作

为居住建筑规划设计的主要方向。封套结构是维持内部

温度并降低能耗的重要手段。应考虑相关技术的研发。

在设计内部居住环境时，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居民的个

体因素，包括收入不同的人，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等，并

在实现居民普遍宜居的基础上提高其特殊性。

3.3 户外环境规划设计

室外环境的主要功能是为居民提供服务，包括居民

的生活需求，沟通需求和娱乐需求。在规划和设计户外

环境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居住区的气候和文化因素，

以确保户外环境具有当地特色。例如，所选的绿色植被

必须首先满足其在当地地理气候中可以生长的条件。此

外，室外区域应配备安全保护系统，实用的服务设施和

管理系统，以便为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从环境保

护的角度出发，在设计室外环境时必须注意节约能源，

减少排放，并为居民使用非耗能设备。车道应与人行道

分开，应在街道旁设置停车位，以方便居民出行。应当

在水资源较多，绿色植被较多的地方设置休息区，以创

造丰富而人性化的生活环境。

3.4 住宅的外观设计

住宅的外墙设计必须首先满足室内的要求。此外，

它必须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具有当地的习俗和特色，

并与环境和谐相处。在打破住宅立面风格时，要注意避

免不同风格的混乱搭配和盲目拼凑，强调自然与和谐的

特征。在设计住宅立面时，有必要对周围环境进行深入

研究，然后根据居住建筑的使用要求，根据人居环境概

念的设计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坚持以人为本、节能环

保、可持续发展，最终打造居住建筑具有文化内涵和持

久的生命力。例如，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考虑到门窗的

面积和房屋的朝向，采用节能技术和环保材料进行规划

和建设，外墙必须具备适合植物生长的条件才能实现垂

直绿化并改善房屋的遮光效果。

3.5 绿色环保的设计

在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时，应将绿色因素整合到多

个层次，并将节能和环保的基本要求与居住建筑结合起

来。例如，必须在原始住宅计划中阐明要为居住建筑建

造多少绿色空间，实际种植多少绿化树苗，安装多少带

有太阳能照明的节能路灯等，并且只有在严格检查这些

内容之后，才能商定后续的居住建筑投入实施。同时，

在设计居住环境时，必须保留现有的绿色环保空间等，

并定期维护和保养，以确保绿色植被能够始终融入生活

环境中，并节约现有的能源。逐步更新环保设施，完善

并实现与节能环保技术的不断进步相结合，使住宅的居

住环境得到广泛认可。

3.6 优化生活环境

在规划和设计居住建筑时，不能盲目添加绿化苗木。

这不是改善生活环境的全部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应注

意将绿化苗木与现有的住宅有机地、合理地结合起来，

以使建筑有效具有绿色特征，绿色建筑的生态区域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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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森林。同时，还需要改善住宅的文化氛围，吸收群

众喜爱的各种文化元素，包括各种运动健身器材等，并

适当地安排在社区中，以满足居民基本的体育锻炼和生

活需要。对于额外的假山花园，人工湖等，有必要提高

各种安全保障设施，提醒居民各种安全常识，并提供有

效的全方位保护，以便更好地体现人性化的规划设计理

念。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当今人们对住宅的需求

越来越大。生活质量、节能和可持续发展是居住建筑规

划和设计的重点。 要做好住宅设计，首先必须充分了

解人居环境的概念，然后开始使用新技术和新材料从室

内室外居住环境入手，合理利用资源并协调居住环境，

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完美融合，并创造了具有文化创新性、

高质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居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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