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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住宅建筑细节设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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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住宅建筑愈来愈重视细节部分的设计。这既是房屋建筑高质量建设的发展要求，也是建筑设计人

员职责所在。世界上所有的精美建筑皆是基于诸多细节的综合考量，每个细节元素成就了不同类型建筑的独特魅力。建筑不只是诸多建筑

材料堆砌成的材料池，更是每个建筑设计人员用心设计、巧妙构思细节而打造成的宏伟“宫殿”，就像一座座凝固音符的形象，精美而细节

独具匠心的建筑会带给人美的享受，实际上，建筑物也是物质实体与艺术创作巧妙融合的重要体现。对于现代住宅建筑来说，细节设计更

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基于此，本文主要对现代住宅建筑细节设计实践方法来进行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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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物依赖现代化的建筑施工技术、应用功能和艺术形象而形

成一个整体性的综合物体，现代化的住宅建筑也十分讲究实用性及

美观性，它涵盖了结构、力学及美学等诸多方面的设计工作。现代

化的住宅建筑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不仅要考虑到给排水、空调、

电气等方面的问题，还要考虑到能源、防火、园林绿化等方面的问

题。现代住宅设计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活动，设计人员要对各种资

源及施工工艺进行整合，再结合设计标准及细节问题进行综合考

虑，让各方面元素进行汇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终形成一个

兼具实用性及艺术性的高质量的优秀建筑产品，以为民众的优质生

活提供重要保障。 

一、现代住宅建筑细节设计原则 

1、确定户型设计需求 

设计人员在设计户型时，需要根据地域人群的生活习惯有所

了解。要对住户人员构成及所需空间活动范围等全面掌握，让设

计方案更具可行性，让户型开放度更好，用户接受度更高。在设

计户型时，设计人员还要根据业主的实际要求来进行实地测量。

基于户型设计的细节方面，设计人员要对潜在客户群体的需求、

喜好等充分考量，让设计出的户型可更好地满足客户群体的实际

需求。 

2、关注空间构成 

当前，现代住宅的综合性在逐渐增强。现代住宅设计时，设计

人员要对住宅空间的尺度精准掌握。现代住宅空间主要由分隔墙、

地面板顶、门窗和楼梯等主体结构组成，这些元素也构成了现代住

宅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现代住宅建筑也特别重视外立面

设计，设计人员要以创新的方式来让现代住宅得以突破，能更好地

彰显现代化住宅建筑的内涵。现代住宅建筑的细节设计，需要设计

人员以开放的思维，细致的观察，合理的功能布局来实现人们更好

的居住环境。多样化的空间布局来让住宅的使用功能得到优化与完

善，细节的设计把控使住宅用起来更人性，创新的外立面设计使住

宅更加美观节能。 

二、现代住宅建筑空间功能设计 

现代住宅设计中，设计人员要重视功能与造型的和谐统一。

在现代住宅空间设计中，设计人员要对小区内的公共活动区域、

儿童游戏区域、老人健身区域等满足居民生活要求的各个区域合

理科学的划分。此外，还要对小区内各功能区域提供富有艺术气

息的小品设计，满足人们对美的精神需求。在单体设计中设计人

员要积极融入现代化的设计元素。要将会客接待区、个人区、室

外景观区及辅助区进行科学划分。个别设计人员对于空间设计理

念把握不精准，导致空间组合设计实用，不能实际满足人们的需

求。针对此类问题，设计人员需要多实地踏勘多去现场查看已建

户型，掌握户型空间尺度，对于现实居住人群活动的主要类型及

范围要深入考量，以提高自己对空间设计理念的掌握。需要通过

合理有效的细节化设计，来实现现代住宅的理想空间，让空间设

计效果更实用、更完美。 

三、现代住宅建设细节设计方法分析 

1、结合建筑地域，合理选用外墙材料 

对于现代住宅建筑物来说，外墙是十分重要的维护结构。设计

人员在设计时，要根据建筑设计风格及实用功能来科学选用外墙材

料，要根据建筑所在地域及实际气候环境、地域文化传统、风俗习

惯及审美观念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量。要对外墙材料使用后的实际

效果进行现场选样，要让外墙使用后能方便维护，便于清洗及修补。 

合理化的外墙材料应用于现代住宅中，可对建筑的外立面、节

能需求提供更好效果，能更好地满足住户对美的需求，对绿色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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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实现。每个人对色彩及造型的敏感度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外

立面的设计还要考虑到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因此为了让建筑整体

性更强，设计人员要让外墙颜色更趋统一。对于外墙材料选择，不

仅要关注其功能性及美观性，还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性及实用性。 

2、保证卧室设计的合理性 

对于现代住宅来说，卧室的重要性已经大过其它房间，如何让

卧室更具合理性也是户型设计的核心部分。现代住宅的主卧室要依

照户型面积大小来进行设计。而对于一些 80 平米的小户型，其主

卧室的面积也尽量不要小于 12m2，其开间的大小不要小于 3.3m，

至少能有双向摆放双人床及周边自由活动空间。对于 120 平米左右

的中等面积住宅，主卧面积要设计在 18m2 左右，开间设计在 3.7m

左右，在满足排放双人床及衣柜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梳妆台、休闲

椅的空间。对于 120 平米以上的大户型住宅，其主卧面积要设计为

25m2 以上，空间上尽可能让主卧空间大，且配备步入式衣帽间及卫

生间，要有着足够的两人活动空间。 

此外，对于主卧空间的细节设计，要能合理摆设双人床位，且

还能合理设计电视柜、化妆柜、衣柜、床头柜、休闲椅等生活家俱

摆放空间。主卧内的卫生间可与步入式衣帽间相套连，这样既能减

少交通空间的浪费又能使使用动线更加连续。对于主卧的内墙设

计，还可设计与衣帽间公用墙（板）以减少墙体厚度对空间的占用。

对于次卧的设计，要依照家庭人员结构来进行合理的空间设计。如

对于多代同堂居住的业主，南向次卧设计为老人卧室时，要与主卧

同等标准来进行设计，要在老人居住的次卧中设计适合老人使用的

各类生活设施。对于两代以内居住的业主，次卧设计儿童居住时，

则卧室空间需足够规整，要保障儿童有足够的玩耍空间。 

3、老年建筑设计的细节问题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住宅设计的需求也在增

加。设计人员在针对老年人的住宅设计时，要根据老年人的居住特

点对空间需求、日照时间、无障碍通行等细节方面来进行综合考量。

针对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间、卧室等要设计无障碍扶手，呼叫报警按

钮等，还要考虑到老年人轮椅的通行空间。 

此外，起居室作为老年人的主要活动空间，要设计有读书、看

报、看电视及晒太阳的区域。针对老年人起居室空间设计，有些高

端住宅小区会将老年人起居室面宽做大，甚至设计在 4.2m-6m 的面

宽范围。但太宽的起居室面积增加后实际意义不是很大。老人由于

视力的减弱和退化，他们需要更大屏幕的电视才能看清画面，更大

的声音才能听的清楚。因此对于老年人人的起居室，设计人员保留

适当面宽距离即可。 

设计人员要注重老年人卫生间的设计，这是老年人极易发生滑

倒摔伤等意外事故的区域，因此对于老年人的洗浴方式，我们要根

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设计浴缸或有固定座位的淋浴房。并且设计人

员要在合适的位置设计无障碍扶手栏杆， 大程度降低老年人在洗

浴时发生危险的系数。 

4、空调冷凝水排放问题 

在住宅细部设计时，应当设计安装冷凝水专用排水管，将各住

户的空调冷凝水进行收集排放。在当下的社会中，人们对生活舒适

度要求日益增加。空调已成为人们必备的生活用品之一。但住宅外

墙上遍布的空调外机会产生大量的冷凝水，这也成为当前现代住宅

面临的新问题。有些高层建筑，在炎热的夏天，空调大量开启，给

低层住宅带来了极大困扰。空调冷凝水的大量排放，不间断的冷凝

水滴流，像下雨一样的声音形成了噪音，而且冷凝水的滴落与聚集，

也会给低层住户带来极大困扰，带来邻里间的纠纷，也影响了环境

卫生。因此，设计人员要根据户型的布局合理设计安装冷凝水专用

排水管，让各住户的空调冷凝水统一收集排放。 

5、建筑中的无障碍设计 

现代住宅的细节设计要综合考虑到各种年龄及身体层次人的

实际需求。要兼顾老年群体及残障人士的生活通行。这样则要考虑

进行无障碍设计。现代住宅的无障碍设计也是充分体现建筑细节设

计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宗旨。也确保了老年人及残障人士必要的生活

出行条件。现代住宅建筑的无障碍设计涵盖了许多方面，如在进出

单元入口处要设计轮椅通行的坡道及扶手，有电梯的户型需要设置

无障碍电梯，居室内要设置无障碍呼叫按钮。这些细节化的设计，

保证老年人与残疾人出行的便利与安全。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对

于现代住宅设计的细节方面越来越关注。这就要求设计人员要基于

细节方面来进行优化及创新设计。现代住宅在设计时，相关人员要

结合各方面的细节来进行精准设计，要结合各种细节因素，从细节

来进行精心设计，结合现代建筑美学和民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来进行

精心的细节设计，让现代住宅建筑质量、实际应用功能及艺术美化

等方面皆得到有效提升，以打造高品质的现代住宅，不断适应人们

的现代化居住需求，为城市化建设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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