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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户型空间功能拓展设计的研究
倪　冰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在我国大中型城市，土地资源是宝贵的城市资源。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稳定在较高水平，无论是大众还是青年一代，十分

喜爱小户型住宅。同时也有不少一线城市，在小户型里居住着一家几代同堂的情况也很多，不少家装改造综艺节目都有体现。小空间设

计也成为我们改造空间的综艺节目的难点、热点。小户型空间的设计成了解决民生的一大问题。从空间功能和特点角度看，小户型空间

功能性不强、面积较小，很难满足人们对使用功能和空间舒适度的需求。而通过拓展设计住宅的空间功能，设计人员可提升空间分配程度，

更好地利用内部空间。基于此，本文为小户型空间的拓展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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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时代，大众对物质、精神产品的要求

不断提高，对适宜居住的空间需求不断增加。在一线城市和地区，

人口分布较为密切，人们的居住空间不足，再加上城市房价因素

的影响，人们需要重新定位个人需求。在现代都市的生活中，年

轻人更追求私人空间的舒适性、经济性和实用性。若小户型拥有

合理的设计和布局，在面积大大减少却拥有基本和主要住宅功能

的情况下，仍能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所以，为满足大

众的基本需求，设计人员可通过优化空间比例、调节空间尺度、

延展空间面积，让有效的空间拥有多重使用功能。

一、小户型需求分析

首先是新生代置业安家的首选。在小户型的购买群体中，年

轻客户群体是主要力量，这些客户往往是首次置业，收入达到中

等水平。同时，这一客户群多为学历高、年龄低的新生代。这些

群体成为小户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总价低、投资者置业的补充，近年来，在供求关系的影

响下，高档公寓的租金出现一定幅度下降，部分人开始关注房价

适中的楼盘，小户型成了目标并且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在有限购

买力下吸引不少年轻人。最后，完善的功能刺激需求。户型虽小，

但拥有完善功能和配套设施的小户型，能够弥补前者的不足。为

便于切换日常生活与工作，生活是否便利、交通是否通畅也是人

们购买小户型考虑的因素。尤其是老城区、学区房，无法拆改的

前提条件下仍需要重新设计赋予空间新的功能，满足小空间的新

居住问题。

二、小户型住宅设计的注意要点

（一）色彩搭配

在多种色调和色彩效果下，人们可从尺寸、膨胀、轻重、距

离、温暖等方面获得不同的视觉体验。通过合理搭配色彩，设计

人员可发挥色彩搭配的作用，给人们带来良好的生理感受。如此，

住户可以在小户型空间内获得视觉上的拓展体验，达到延伸空间

面积、调节空间尺度、延伸空间距离的作用。

（二）光影运用

在有限的小户型居室中，设计人员可根据光影效果，将虚景

与实景相结合，设计师就城要在照明上进行合理的设计，分别在

体量上、功能上、设置上进行区别。并结合智能化的感应设计，

也使整体空间更具层次感、节奏感、深度感、流畅感，给人们带

来良好的视觉感受，既能够扩充空间内容、丰富空间层次，又能

优化空间比例及使用的便捷。

（三）选择材质

基于装修装饰材料的基本特点，设计人员可根据小户型的空

间结构，选择材质的种类不宜过多，也不宜过硬，在质感上保持

质轻、柔和、亲切。特别是一个空间多种用途的使用前提下，更

需要突显空间进行拓展设计，也考验材质的灵活性，如一些隐形

门的制作、折叠空间的体现等。在保持各个空间的协同性也给人

带来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既能拓展有限的室内空间，又能突出

优势和弥补不足。

（四）合理设置隔断

减少隔墙合理安排空间：在小户型空间里，分区是划分功能

的有效手段，在小户型空间里只有限刚性隔断是不可取的，建议

采用软隔防的方式。所谓的软隔离在形式上起到隔离作用但不遮

挡视线，建议小公寓设计使用玻璃，透明或半透明或者使用纱帘等。

（五）整合设计

建议在小户型设计中，结合整装把上墙和可以悬挂的合并结

合起来，遵循固定家具沿墙围合，做到可折叠、可伸缩多变的收

纳功能。这样可以合理化占面积，无限扩大视觉效果避免卫生死

角，选择家具时建议选择低矮的家具、可以降低视觉重心保持空

间通透，随着空间的需求设计出可变的多样使用功能的整合空间。

采用固定收纳、集中收纳、立面收纳、平面收纳、频率收纳、常

规收纳、错时收纳、分散收纳等方式整合设计 .

三、小户型空间分区的拓展性设计

（一）小户型住宅空间的分割与布局

尽管小户型住宅的空间具有较强的有限性，但卧室、起居、

厨卫等空间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合理分割室内的各个空间，才能

满足住户需求。

1. 玄关空间的拓展设计。在室内空间中，玄关空间占据着重

要地位，此空间也是住户进门的第一空间。为合理拓展空间，设

计人员可利用玄关两侧，设计鞋柜和壁柜。除了设计具有固定收

纳功能的壁柜，也可设置临时性的收纳空间，为人员出入的衣物

提供收纳空间。空间虽小换鞋凳也可以考虑墙上折叠形的，方便

空间使用。

2. 卧室空间。与其他空间相比，住户对主卧空间的舒适度要

求较高，所以需要设计人员合理控制卧室空间的大小。为提升卧

室空间的可拓展性，设计人员应设计多种类型的收纳空间，为住

户收纳各种生活物品提供条件。在卧室墙面的设计上，设计人员

可安装小型收纳柜，此收纳柜可支持各种物件的展示、摆放和陈列，

也可放置具有装饰性的照明台灯。对于卧室衣柜的设计，设计人

员可选择四开门的形式。根据不同住户的需求，设计人员设计挂

衣杆、抽屉、隔板等衣柜结构，对上部空间，设计人员可增加具

有储藏功能的空间。此外，设计人员可根据墙面特点，设计嵌入

式壁柜，提升卧室空间的实用效率，保证空间的趣味性。甚至床

底的合理利用等。

3. 起居空间。客厅也被称为起居空间，这一空间主要向住户

提供欢聚、会客、娱乐的条件。在起居空间内，需要设置茶几、

电视柜、沙发等基本事物，这些事物所占面积应控制在五平方米内，

并为人员活动留出七平方米的面积。为增强人员居住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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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可增加可调节面积，在三平方米左右。所以，起居空间

的宽度应不低于四米，整体面积在十五平方米左右，这也是理想

化的设计目标。当使用空间更小时则需要功能共享化了。

4. 餐厅空间。在小户型住宅中，主要有两种餐厅空间的设计

方式，如单独布置、合并布置，如一些小空中岛吧台也充当餐桌

的功能，或者平时居家办公功能。在开间使用面积不应少于 10 平

方米，通常情况下，小户型住宅不经常用于宴请客人，所以餐厅

布置的自由度更高。

5. 书房空间。在日常的阅读、学习、工作、写作和研究中，

住户需要使用书房空间，这也是家庭中必备的工作室。书房的进

深大多在 3 ～ 4 米左右，分类角度看有三类：具有独立功能面积

不低于十平方米的空间，利用客厅和卧室空间布置且面积在三平

方米左右的书房；具有特殊要求且面积在十平方左右的书房空间；

在书房空间中，包含了电脑桌、书柜、椅子等家具；与此同时也

兼具客房的功能或小孩房等。在布置空间时，设计人员应考虑住

户的使用的便捷性和舒适度。在小空间如何体现多功能则需要结

合时下的整装优势。翻床的设置及可折叠收缩的功能进行考虑，

能大大的突破在小空间的使用。

6. 厨卫空间。对于小户型住宅，厨卫空间也是空间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厨卫空间内部，需要配备一部分厨房电器和家具。从

厨房类型来看，适用于小户型的一般有半开放型、开放型和独立

型。要实现小空间的独立性，隔断功能则需要在空间中拓展移门、

折叠门，特别是卫生间的干湿分离的体现。安装和摆放都是一个

挑战设计师的能力所在。

7. 阳台空间。在小户型住宅中，具有多种功能的往往是阳台

空间，这一空间体支持储藏物品、晾晒衣物，还具有休息、书房

等附属功能。在设计过程中则需要拓展升降、抽拉式的晾晒功能

提高储物功能，尽量腾出可利用空间。

（二）有效利用有效空间

1. 分配面积力求合理。从主要特点来看，小户型住宅的使用

面积不大。所以，在设计环节，人员应考虑面积分配问题，不仅

要控制好交通面积，又要保证居住功能分布的合理性。为避免空

间浪费，层高上不建议住户过于注重吊顶工艺，如超低度天花板。

应选择最简单，或者裸顶，整体上营造宽敞、宏大的室内感觉。

对于小户型，设计人员适当划分区域，必须要合理规划公共收纳区。

在小户型的居室中，若活动空间性质类似，设计人员可统一布置，

若性质相反或不同，可分离空间。对于用餐区、会客区，这些活

动区热闹且人多，设计人员可设置同一空间。对于学习、睡眠的

安静区域，可划入同一范围。对于空间内有飘窗的住宅，设计人

员可对墙体进行改造，设计坐卧区、读书角等区域。

（1）在可控的情况下，要尽量减少固定构件。为使得空间开

敞且更具流动性，设计人员可减少固定墙体设计，这些墙体可被

家具等活动构件代替，起到隔离不同功能区的作用。

（2）对于部分模糊的功能区。人员可连接或合并一些分区，

不限定使用功能。如餐厅和起居室，可以合并起来，对于厨房，

可以设计成敞开或半敞开式。通过增加构件形式，设计建筑面积

之外的事物，如凸窗、飘露台，大大增加室内空间。通过改变结

构形式，设计人员可运用异型柱体系取代方梁方柱，形成整齐划

一的墙体。

2. 细部设计力求精密。

（1）合理规划开间尺寸。通常情况下，起居室开间控制在 3.9

米以内。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电视机的厚度日渐轻薄化，

所以，设计人员也可适当地缩小开间尺寸，对于次卧、餐厅、主

卧和卫生间的开间，应合理把控设计精度，卫生间开间要控制在

较小范围。

（2）减少走道设计。为使得走廊设计更具高效性，设计人员

可从单开间下使用双面设计的方法，保证设计的兼用性与有效性。

（3）合理设计机位。在住宅中，机位主要用于布置必备的电

器用具，如冰箱、空调机、洗衣机等，这些电器都会给设计带来影响。

通常情况下，在卫生间内设计洗衣机并不理想，尽管可以放置，

也要放置在前室，在使用功能上与卫生间功能区分开，避免受干扰。

在小户型住宅的外观上，空调室外机具有重要影响，为保证美观，

设计人员会采用隐蔽式方法进行安装。对于冰箱这一电器，往往

陈设在厨房。在设计中，人员应注意到小电器的多样性。

（4）充分发挥空间角落价值。对于空间富余部分或设备角落，

设计人员可设置收纳和储存空间。在走廊、洗手台下，设计人员

可设置多功能柜子，更好地消化空间。

3. 对建筑结构的合理利用。在室内空间中，柱子、墙体、地

面等建筑构件，设计人员应合理利用，更有效地拓展室内空间。

在家居空间中，墙体是基本要素，发挥着隔离空间和承重的作用。

在室内造型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抓住墙体这一部分，分析家居

产品与墙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增强家具与墙体等产品的互动性，

更好地拓展居家空间的视觉功能和使用功能。为灵活运用墙体，

设计人员可改造非承重墙，利用家具、屏风、空间隔断，取代非

承重墙，既能够节省大量空间，又能使得墙体保持隔断功能。为

此，可采用折叠式、推拉式家具，通过建立墙之间的空间关系，

发挥邻近空间的价值。此外，设计人员也可设置抽拉、折叠家具，

将小户型的墙体作为起点或背景进行悬挂。如此，既能够优化家

居空间的性质和功能，又能在室内空余出大量空间。这样，住户

也没有必要忧虑家具边角存在的安全隐患。借助智能化家具用品、

家具、墙体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未来设计趋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各大中型城市和地区，由于房价稳定在较高水平，

小户型拥有相对较低的价格优势，且能满足人们生活和居住需求，

十分受不同购房群体的关注。通过合理拓展小户型空间功能，设

计人员可规划不同功能区的面积、充分利用空间收纳、合理分割

小户型功能区，既能更好地发挥各个小空间、小角落的价值，又

能增加住宅内部的有效空间。因此，在未来的住宅设计和空间拓

展设计中，设计人员应善于分析影响空间拓展的因素，适应小户

型受众的购房需求，采用合理手段拓展空间功能，切割出更加合

理的空间功能区域，优化小户型住宅的空间布局。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单是新小户型的规划设计还是旧房改造，现代化、智能化、

也成为年轻一代的热点追求，这些高科技手段也广泛应用于住宅

设计中。因此科技化、智能化的小户型大空间的拓展体现也会是

未来的 发展趋势，来解决更多的居住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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