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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模式与建筑设计自议
’

陶应军 毕 毅

(盐城工学院建筑设计室
,

盐城
,
2 2 4 0 0 3)

摘 要 随着人 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提 高
,

国家住房制度进一 步改革
,

群众对居住建筑提出

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
。

分析人们居住模式
,

研 究探讨建筑设计 中雷要改进的系列问题
,

以 向社会

提供更为满意的作品
。

关镇词 居住模式 建筑设计

分类号 T U 2 4 1

引 言

居住是一种
“

家
”

的概念
,

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休息
、

生活
、

团聚和避免外界干扰的场所
。

回顾

我国建国以来的住宅设计
,

大体经历了
“

住得下
” 、 “

分得开
” 、 “

方便舒适 (小康 )
”

这样几个阶段
。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
,

群众物质
、

文化生活水平提高
,

住宅设计要适应变化了的生活模式
,

必

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
; 随着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

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
,

住宅

设计要从福利型向商品化转变
,

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建筑设计人员更新观念
,

实现两个转变
,

设计 出能适应时代发展
、

满足居民生活模式要求的居住建筑
。

本文是笔者在多年的建筑设计工

作中所总结的一些浅显的认识与经验
。

一
、

贯彻总原则

1 9 5 3 年
,

我国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

党提出了
“

适用
、

经济
、

在可能条件下

注意美观
”

的建筑方针
。

现阶段实现住宅商品化
,

人们对住宅需求呈现出多层次
、

多元化
,

必然

涉及到群众对住宅的综合要求和经济承受能力
,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切实遵循当前国家有

关住宅建设的政策要求
,

贯彻
“

适用
、

经济
、

安全
、

美观
”

的原则
,

防止片面追求提高建筑设计
、

装

修标准和设备标准
。

二
、

住宅设计墓本原则

1
、

功能合理
、

联系紧凑
。

包括有主次分 明
、

内外分清
、

动静不扰
、

流线短捷
。

2
、

结构合理
、

经

济 ; 3
、

满足设备要求
。

三
、

住宅设计指导思想

造价不高水平高
、

标准不高质量高
、

面积不大功能全
、

占地不多环境美
,

即要使住宅设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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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功能齐全
、

设备设施完善
、

经济
、

合理
、

适用
、

卫生
、

安全
。

按
“

食寝分离
” 、 “

居寝分离
” 、 “

公私分

离
” 、 “

洁污分离
”
及

“

动静分离
”

原则进行分室和空间组合
。

四
、

住宅设计基本要求

现代住宅设计要达到
“

三明三大一小一全
” ,

即厨
、

卫
、

厅大些并直接采光 ; 卧室小
、

使用功

能全 ;
居住面积和辅助面积比例谐调

,

充分利用室内交通面积
。

1
、

大厅小卧

随着人们业余生活的多样化
,

家庭团聚
、

亲友来访
、

视听等活动越来越成为家庭生活的重

要内容
。

厅既是住宅内交通中心
,

又是人们聚合中心
,

它不仅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场所
,

同时也成

为人们追求享受和休息的空间
。

(一 ) 厅不好使用或仅能起过厅
、

通道
、

门厅的原因不外乎面积小
、

实墙太少
、

开门太多 ( 四

个以上门仅作为门厅过道 )
、

位置关系又不协调
、

采光不足
、

长宽比不合理等
。

(二 )优化厅的平面布置
。

起居厅具有包括面积大小
、

平面布局合理性和采光通风 良好的技

术指标
,

起居厅应当比例尺度合理
、

大小合适
,

位置恰当
、

相对独立
、

空间有效利用
。

(三 )功能空间与居住行为矛盾
。

卧室兼起居室
,

动静干扰
,

私密性难以保证
。

卧室连生活

阳台
,

使用不方便
。

卧室兼书房
,

有时在时间上难以协调
。

(四 )大厅小卧设计要点

( l) 为了提高厅的利用率
,

厅面积不宜小于 12 m
, ,

这样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要
。

(2 )厅要有独立性
,

不宜与过多的房间有过于直接联系
,

最好有三面属于 自己的墙
,

另一面

通过过道与别的房间相联接
。

( 3) 厅应满足基本采光需求
,

厅不一定都朝南
,

但应有直接采光
。

(4 )玄关设计
。

如能在入口处设一小过道
,

即可遮挡视线
、

声音
,

又可减少厅中门的数量
。

玄

关部位
,

应提供脱帽更衣用的衣帽柜
,

换鞋的藏鞋柜和放置雨衣伞的雨具柜
。

( 5) 考虑逐步把就餐空间从厅中分离出来
。

(五 )大厅小卧不可走向极端
。

片面强调大厅
,

而把卧室压到 6m
,

以下是不可取的
,

卧室应

考虑提供双向灵活布床的可能性
,

其短边长度应保证布床后的活动空间
,

一般不宜小于 2
.

4m
,

较大卧室在 9 ~ 1 2m
2 ,

小卧室一般不小于 7m
, 。

2
、

双厅小卧
。

从
“

大厅小卧
”
到

“
双厅小卧

”

的变化
,

主要是在厅上
,

初始住户用博古架
、

酒柜

等家具临时隔断
,

从客厅里划出一块充当餐厅
,

设计上 由矩形厅演变成 L 型
,

双厅净面积在

2 0m
2

以上
。

3
、

厨房卫生革命

为改善居住条件
,

提高居住功能和环境质量
,

国家建设部决定把改善住宅厨房卫生间功能

放在首位
,

并提出厨房卫生革命问题
。

(一 )厨房存在的主要问题
:
( l) 厨房面积过小

,

贮藏和操作只能满足家庭人员简单操作
。

(2 )管道排列零乱
。

( 3) 脱排油烟机不设排污管道
。

(4 )厨房设施不配套
,

缺少电源插座
、

水龙头
。

(5 )没有恰当放置冰箱的位置
。

(二 ) D
·

K 式厨房设计
。

D
·

K 式厨房能缓解
“

餐居分离
” 、 “

洁污分离
” 、 “

公私分离
” 、 “

改善

厨房功能质量
,

将厨房后阳台封闭
,

将煤气灶移至后阳台
,

则 D
·

K 厨房可实现
,

设置强力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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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机
,

解决油烟及气味的排出
。

(三 )设计要点
:
( l) 合理控制厨房面积

,

使操作性厨房面积控制在 6m
2

为宜
。

( 2) 建议厨房

内设施布置成
“
L 型 ” ,

平面形式近方形
,

变狭长空间为紧凑近似方形 空间
,

把管线区设在转角

处
,

可有二面墙体设置柜体
,

管线集中
,

力求隐蔽
。

( 3) 固定冰箱位置
,

配有电气插座
。

(4 )完善

排油烟设施
,

每户独立设预制硷水平风道和烟道
。

直接排向室外
。

(四 )卫生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 面积太小

。

(2 )设计标准低
。

( 3) 设施不宜
,

管道零乱
,

通

气不畅
,

串声串味严重
,

电源插座缺乏
,

洗衣机无法摆放
。

( 4) 长宽比例不当
。

(5 )空间不分隔
。

人们要求卫生间不仅是漱洗
、

淋浴和便溺的私密空间
,

而且是梳妆
、

整容
、

化妆场所
,

尽可

能保证污废分流
,

保证便
、

浴
、

洗漱
、

化妆
、

洗衣互不干扰
。

(五 )卫生间设计要点

( 1) 卫生间位置不宜正对入 口或者直接对厅起门
,

卫生间邻近厨房
,

便于管线集中
。

( 2) 卫

生间取消浴缸
,

考虑住户使用燃气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
。

(3 )卫生间内室考虑居户更衣行为
。

( 4) 卫生间面积达到 3
.

s m
,

左右
,

洗衣机放在卫生间前室
。

( 5) 预 留洗衣机上下水接 口 及电器

插座
。

(6 )洗脸与化妆结合在一起
。

4
、

贮藏功能的实现
:
( l) 底层住户从南边小院入户

,

设直跑楼梯通二层
,

底层住户既可减少

干扰又可利用底层楼梯空间
。

(2 )多设置吊柜
、

壁柜
、

储藏间
。

( 3) 吸取复式住宅优点
,

尽量利用

空间
,

减少由于走道
、

平开门
、

管道产生空间死角
。

5
、

考虑住户改造的建筑设计要点

(一 )平面设计要给予住户一定的改动能动性
。

( 1) 采用新的结构形式
,

如大开间砖混结构
、

框架结构等
,

直接提供用户一个可以自由发挥

其个性
、

满足其使用要求的较大空间
。

(2 )采用
“
空壳设计

” ,

即完成墙体与楼板主体结构后
,

内部隔墙
,

装修全部由住户完成
。

( 3) 阳台位置应与入 口
、

厨房
、

起居厅等有直接关系
,

净深度尺寸大约 1 5 0 0m m
,

阳台排水

做成封闭式有组织排水
。

( 4) 设计中考虑居户可能改造结构荷载
。

(5 )充分利用各种交通部分上部空间或其他位置增加贮藏空间
。

此外
,

设计中应为各类电器安排合理摆放位置
,

设计时应考虑预留空调器孔洞位置
。

住宅

室内装修标准宜采用
“

菜单
”

方式由住户选择
,

住宅使用者参与设计
。

设备工种设计要考虑到生

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对管线
、

配 电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