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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1）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开发安全、环保的 36、42和 45层简约型两层住宅计划，（2）

住宅设计的实施阶段，以及（3）影响设计开发实施的挑战和促成因素。研究结果如下：（1）开发了 36、42和 45种可安全抵

御新冠肺炎的极简型两层住宅平面设计，其特点如下：起居室位于房屋前端的一层，家庭房间位于二层，主卧室位于一楼或

二楼，不在厨房上方，儿童卧室在一楼和二楼，不在厨房上方，餐厅在一楼，厨房在一楼后面，位置面向前面，前门位于中

间，面向前面。（2） 实施计划设计开发的阶段是与相关方进行社交和合作。（3） 设计发展的挑战和促成因素是由于收入低、

拥有高度动机和态度的人拥有极简风格的住宅。而面临挑战的是那些收入高、对拥有极简风格房屋的动机和态度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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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1) the development of minimalist type 36, 42, and 45 two-story house plans that are

safe against Covid-19, based on local wisdom of the Bugis tribe, and are environmentally sound, (2) the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housing design, and (3)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sig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Development of minimalist type 36, 42, and 45 two-story house plan designs that are safe against COVID-19

posess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living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front end of the house, the family room is on the

second floor, the master bedroom resides on the first or second floor not above the kitchen, children's bedrooms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floor and are not positioned above the kitchen, the dining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the kitchen is on the first floor at the back and its

position is facing the front, and the main door at the front house building, positioned in the middle, facing forward. (2)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the plan design development is to socialize and cooperate with relevant parties. (3)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design development were due to people who have low income, have high motivation and attitudes to have a minimalist type of

residence. Whereas the challenges were people who have a high income, have low motivation and attitudes to have a minimalist type

of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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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人口增长对提供健康和安全的住房以对抗新冠肺炎具

有影响。2009年印度尼西亚第 32号法律规定，在房屋规划

中，应利用环境保持可持续[1]。 特雷纳（2011）进一步补充

说，住房应根据需要使用自然资源[2]。阿尔迪（2017）指出，

住房应具有美丽的设计、安全的建筑和社会文化价值。当地

文化或智慧离不开一个能安全抵御新冠肺炎病毒的住宅设

计[3]。马尔菲（2012）指出，地方智慧是环境伦理的另一种

形式，即通过一群人的学习过程获得的一套知识[4]。

由专业开发商或由布吉斯人自己建造的住房开发，开发

似乎没有注意到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可持续环境以及可

能威胁房屋居民生命的各种疾病，包括新冠肺炎（2018年 7

月调查）。两层简约型住宅的平面图、景观和配套设施的开

发基于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可安全抵御各种疾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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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目前尚不适用于住宅规划和开发商

顾问（2019年 1月调查）。

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本研究的目标是调查：（1）基于

布吉斯人的当地智慧和环境无害，开发可安全抵御新冠肺炎

的 36、42和 45型两层简约型住宅计划，（2）设计实施阶段，

以及（3）设计实施的挑战和促成因素。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如下。房屋是一种用作居住或住所的

建筑，也是培育家庭的手段（1992年第 4号法律）[5]。阿尔

迪（2018）指出，房子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在这里进行社会

化过程，进行社会互动，并介绍文化[6]。阿尔迪（2018）指

出，住宅是定居点的一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配备

了社会、经济、文化和服务基础设施，构成了整个城市的子

系统[6]。

住宅有一个门形式的入口，有地板、卧室、浴室、卫生

间、餐厅、厨房、家庭室和客厅。住宅有多种型号。目前的

房屋也有标准尺寸，如 36型、45型、54型（维基百科，2019

年）。[7]. 努尔哈桑（2010）指出，房屋是增加所有居民人力

资源潜力的主要容器，在提高人民道德方面发挥着战略作用

[8]。

阿姆斯特朗（2009 年）和埃德温（2016年）指出，设

计是一种个人活动，在行动之前对个人创意冲动产生的一切

进行调节[9，10]。努尔哈桑（2010）[8]指出，住宅设计的发展

主要受社会、经济和物理因素的影响[8]。。

哈姆扎（2013）指出，当地智慧是知识的来源，由特定

人群结合其对周围自然和文化的理解动态组织、发展和传播

[11]。阿德亚纳（2012）[12]指出，当地智慧是基于社区群体的

价值观、规范、道德、知识、技术和行为的当地优势，传统

上用于克服生活和生活问题[12]。阿尔迪（2018）指出，当地

智慧是过去的文化产物，应作为生活的延续[6]。

亚希拉（2011）指出，环境是我们周围以生物形式存在

的一切，无论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13]。阿尔迪（2018）[6]

指出，环境是一个生物系统，其中存在人类对生态系统结构

的干扰[6]。布伦特兰（1987）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为了满足

当代人的需求而进行的发展，而不减少后代满足其需求的权

利[14]。

2.方法

这项研究被归类为在 Bone、Soppeng和Wajo Regencies

进行的调查研究。研究样本由 300人或 15组组成，通过有

目的的抽样方法选择。通过进行烟气脱硫收集数据。此外，

研究还为每个样本提供了一份问卷。所使用的分析是设计过

程之后的描述性定性分析。

3.调查结果和讨论

3.1.发展 36、42和 45型极简主义者

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对 36、42和 45栋两层简

约型住宅的起居室位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多达 152名

受访者（50.67%）表示起居室应位于房屋右前方的一层，这

些住宅可安全抵御新冠肺炎。共有 142名受访者（47.33%）

表示，在一楼左前侧。多达 6名受访者（2%）表示，一楼左

侧或右侧的正面。因此，数据强调了在一楼住宅楼的前部开

发两层极简风格的 36、42和 45型客厅布局。尺寸为 3米 x 3

米的客厅必须每天清洁，不闷热，并有足够的空气通风。

3.1.1.家庭房间布局开发

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并具有环境洞察力，对 36、

42和 45栋可安全抵御新冠肺炎的简约型两层住宅的家庭房

间位置发展的分析结果表明，多达 297名受访者（99%）表

示，家庭房间应位于二楼。共有 3名受访者（1%）表示在一

楼。根据前面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家庭房的开发位于住

宅楼前面或后面的二楼。这间家庭间的尺寸至少应为 3mx3m。

家庭房间必须每天清洁，不闷热，并有足够的空气通风。

3.1.2主卧室位置的开发

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和环境洞察力，对 36、42

和 45栋可安全抵御新冠肺炎的简约型两层住宅的父亲和母

亲卧室的开发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44名受访者（48%）

表示最佳设计应位于房屋正面的一层。共有 156 名受访者

（52%）表示房子的二楼前面。根据前面的描述，可以得出

结论，主卧室的开发位于房子前面的第一层或第二层，无论

是左侧还是右侧，并且不朝向房子的正门。当放置在二楼时，

它不位于厨房上方。最小房间尺寸为 3mx3m。主卧必须每天

清洁，不闷热，并有充足的空气通风。

3.1.3儿童卧室布局的发展

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对 36、42和 45栋两层简

约型房屋的儿童卧室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62名受访者

（54%）认为二楼而非厨房上方的房屋是理想的，这些房屋

可以安全抵御新冠肺炎。共有 138名受访者（46%）表示房

子的前二层。根据前面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儿童卧室布

局的发展位于一楼的前面，二楼远离厨房。儿童卧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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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易于控制，不要正对正门，也不要位于房子的角落。餐

厅的大小至少为 3mx3m，每天清洁，不闷热，并有充足的空

气通风。

3.1.4餐厅布局的发展

对简约型 36、42和 45栋两层住宅的餐厅开发位置进行

的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受访者（100%）都表示，他们最理想

的位置是住宅后端的一楼。根据先前对两层极简风格住宅

（36型）的分析结果，餐厅的位置应与厨房相邻或面向厨房。

在前面描述的基础上，可以理解为餐厅开发的位置在一楼，

客厅后面，面对厨房，在房子的中心。餐厅的大小至少为

3mx3m，每天清洁，不闷热，并有充足的空气通风。

3.1.5.厨房位置和位置的发展

300个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受访者（100%）都表

示厨房位于房子的后部，面朝前方和侧面。这些样本涉及厨

房的理想位置，以及 36、42和 45种最简式两层住宅的位置，

这些住宅可安全抵御新冠肺炎。此外，这个职位被认为是好

运气，很容易看到是否有人想参观。厨房最小尺寸为 2mx2m，

每天清洁，不闷热，并有充足的空气通风。

3.1.6.正门（家庭入口）的开发

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和环保理念，对 36、42 和

45栋可安全抵御新冠肺炎的简约型两层住宅的主门位置进

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受访者（100%）都表示他们的位

置应位于房屋的中前。正门朝前，朝向房子的方向。正门不

应面向侧面，面向卧室。正门朝侧，经常会造成破坏。据信，

撞击卧室的正门对房屋的居民有不良影响。

3.2.极简主义类型 36、42和 45的发展阶段

3.2.1.社会化

对必须采取的第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多达 285名受访

者（95%）支持将设计开发社会化，并向规划顾问提供支持，

他们认为开发一种最低限度的两层住宅平面设计（36、42和

45型）是安全的，可以抵御新冠肺炎的侵袭，这是基于布吉

斯部落的当地智慧，是环保的，住宅开发商和用户社区。多

达 15名受访者（5%）表示，他们应该只应用它。根据前面

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应用设计开发的第一步是对规划顾

问、房屋开发商和类似设计社区进行社会化。

3.2.2合作

第三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多达 279名受访者（93%）表

示，他们与规划顾问合作，这是实施最低限度的两层住宅平

面设计（类型 36、42和 45）的第三步，该设计基于布吉斯

部落的当地智慧，可安全抵御新冠肺炎，且对环境无害，住

房开发商和用户社区。多达 21名受访者（7%）表示，仅举

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根据前面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实施

设计的第三步是与规划顾问、住房开发商和类似设计社区合

作。

3.3住房发展面临的挑战和促成因素

3.3.1低收入社区

对低收入人群的分析结果是支持实施极简型两层住宅

计划（36、42和 45型）住房设计的一个因素，共有 294名

受访者（98%）表示强烈赞同。共有 6名受访者（2%）表示

怀疑。根据前面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低收入人群是设计

实施的支持因素。另一方面，复杂因素与高收入社会有关。

3.3.2.社区的动机和态度

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对社区高度动机和态度的

分析结果表明，最简风格的两层住宅平面设计（36、42 和

45型）的发展支持因素是：，多达 285 名受访者（95%）表

示强烈赞同，15名受访者（5%）表示怀疑。根据前面的描

述，可以得出结论，社区拥有极简风格住宅的动机和高度态

度是实施设计的支持因素。相反，社区拥有极简风格房屋的

动机和态度很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4.结论

根据布吉斯人的当地智慧，开发出 36、42和 45种两层

楼的简约型住宅平面设计，可以得出几个结论，这些设计可

以安全抵御新冠肺炎，并且对环境无害。首先是基于当地居

民智慧的理想位置：（a）客厅位于房子前面的第一层，（b）

家庭房间位于第二层，（c）主卧室位于房子前面第一层或第

二层（如果在第二层），它不位于厨房上方（d）儿童卧室可

以位于一楼或二楼，如果位于二楼，则不位于厨房的上方，

（e）餐厅位于一楼，（f）厨房位于一楼的后面，其位置面向

前面，（g）正门位于一楼。房子的前面，位于中间，面向前

面。

根据布吉斯人的当地智慧和环保理念，实施针对新冠肺

炎安全的 36、42和 45型最低限度两层住宅平面设计的开发

阶段为：（a）社交和（b）与规划顾问、住房开发商和用户

社区合作。

基于布吉斯人的当地智慧和环保理念，开发一种可安全

抵御新冠肺炎的最低限度两层住宅平面设计的支持因素是：

（a）低收入人群和（b）有高度动机和态度想要拥有最低限

度居住类型的人。复杂因素包括：（a）收入高的人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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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极简风格房子的动机和态度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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