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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住宅设计中的超前意识
’

孙亚 飞 苏景 兰

盆城工学院建筑设计室
,

盐城
,

22 4 ()() 3 ) 做城建筑工程学校
,

盐城
,

2 2 40() 2)

摘 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人们会对住 宅 的居住 功能提出一 些新的要求
。

建筑师在住 宅设计

时
,

应具有适度的超前意识
,

并从住宅 的环境设计与功能设计两 方面 作一些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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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作为人类直接生存的空间与环境
,

与人

们生活密切相关
,

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

生活水平高低的尺度之一
。

它的建造受到社会经

济
、

工程技术
、

文化艺术
、

风俗习惯的强烈影响
,

明

显地烙上时代的痕迹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使用者经

济收入的增长
、

家庭构 成的变化
、

职业类型的变

异
,

人们将会对住宅的居住功能提 出一些 新的要

求
。

这就要求建筑师必须具有适度的超前意识
。

住宅设计中的超前意识
,

在前一段时期为建

筑师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

在不 同的时期赋有不同

的内涵
。

笔者认为
:

住宅设计中的超前意识不是要

求今天 的住 宅具 有无限的适应性
、

灵活性
、

预见

性
,

也不是刻意地追求高档次
、

高层次
、

高品位 ; 而

是要求建筑师能够把握居住状况和科技发展的新

动 向
,

做到近远期结 合
,

力求 使住宅的平面功能
、

空间分区有重新调整的可能性
。

那么
,

怎样才能加强住宅设计中的超前意识 ?

笔者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
,

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一

些探讨
。

配套的辅助设施的作用
。

社区环境设计是要重视

功能分 区
、

空间的围合
、

空间序列的构成
、

空间的

对比
、

主从搭配等基本设计原则的综合运用
,

力争

使社 区成为结构严整
、

轴线分明
、

对称均 衡
、

协调

统一的整体
,

为人们创造一份安静
、

舒适的空间
。

为 了提高居住环境的品位
,

在居住环境 中留

出一些空地精心设计绿地
、

花坛
、

水池
、

雕塑等建

筑小品
,

这虽投入不多
,

但收益菲浅
,

它不仅美化

和点缀居住生 活环境
,

而且吸引社会居民驻足观

赏
,

让夕、 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交流
,

克服 已

有的大量城市 住宅社区人际关系日益淡漠的空间

形态
,

给 人们一种走 出
`

钢筋与混 凝土丛林
,

回归

自然
’

的遐想
。

盐城市通榆北村社区建设 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

环境设计

未来社会住宅将 向社区化方 向发展
,

社 区将

是城市住宅基本组成单元
。

为了充分发挥社区在

城市生活中的综合作用
,

社 区环境设计在满足密

度
、

日照
、

绿化等要求的前提 下
,

规划 好商业
、

邮

电
、

文 化
、

教育
、

卫生
、

饮食服务业等公共设施所需

的建筑空间
。

我们不能着眼于近期利益
,

一味地追

求高容积率
,

过份强调社区的居住功能
,

忽视与之

2 功能设计

2 1 增强住宅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住宅设计应以 /
、 为本

,

住宅套型因人而异
。

什

么样的少、
,

适合住什么样的套型
,

所以
,

住宅应具

有较强的适应性
:

如
:

老龄少
、 、

残疾人的家庭
,

它要

求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和方便行走的支持辅助设

施
,

同时还要考虑共同生活的互助因素 ;
`

主干型
”

家庭将成套与非成套房间相邻或合并设在一个住

宅套型内
,

可分可合
。

住宅灵活性表现在
:

住宅内

部空间分隔 自由
、

灵活
、

可变
二

如
:

由于使用需要
,

住宅平面布置重新调整
,

底层改作车库
、

大套分成

小套
、

小套合并为大套
:

目前
,

有些工程采用大板

结构
、

建筑师只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大空间
,

由居住

收稿 日期
:
1 9 9 8一 12 一 25



盐城工学院学报 第 12 卷

者根据 自己的兴趣
、

爱好 自由分隔
。

这不仅增强了

住宅的灵活性
,

而且还增强了使用者的参与意识
。

2
.

2 提高住宅内部空间的利用率

目前
,

在绝大多数住宅工程设计中
,

客厅
、

卧

室
、

厨房
、

卫生间
、

厕所都采用相同的层高
。

这样
,

设计简单
、

施工方便
,

但空间利用率不高
。

在用地

越来越紧张的城市
,

这样设计显然是不经济的
。

我

们如果将二维平面设计拓展为三维空间设计
,

根

据不同使用功能的房间用不同的层高来满足
,

高

低交错布置
,

可以显著地提高空间利用率
,

如
:

利

用两种不 同层高的房间填进一个大空间内
,

形成

复合空间
;
利用楼层楼板错位

,

做出跃层
,

作 卧室

或贮藏室
; 利用一些被忽视的潜 空间 ( 如楼梯上

下
、

走道上空 )作贮藏空间
。

2
.

3 努力创造智能化空间

2
.

3
.

1 住 宅内部空间智能化

随着家用电脑的普及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信息

化
,

各种计算机终端网络
、

图文传真机
、

打字复印

机
、

文件处理机正在走入家庭
,

家庭办公 已成为现

实
。

人们的家居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

家庭中

要开辟必要 的智能化空间 已十分迫切
。

为此
,

我们

在住宅设计 中不仅要提供必要的电源保证和预留

安装各种网络的可能
,

还要提供智能化机电设备

所要求的工作环境
。

这一环境可与书房合并考虑
,

要有适宜的温湿度
,

同时还要有 良好的密封性
。

2
.

3
.

2 安全 系统智能化

除了全面采 用可视对讲 门铃 及防盗屏幕门

镜
、

电视监视系统外
,

还要采用家用全套监视器系

统
。

并使专业安 全防卫系统与家庭安全防卫系统

连网
,

如有可能可在公共空间考虑设置全 自动化

楼宇控制系统
。

2
.

3
.

3 推广应用 智能化 严 品

智能化产 品主要体现在室 内卫 生设备
、

厨房

设备
、

电动窗帘
、

灯光等方面
。

如
:

自动冲水按摩浴

缸
、

淋浴房等
。

自动冲水按摩淋浴房外形像一个盒

子
,

占地有一个平方米
,

是由
“

阿克力
”

材料和折叠

钢化玻璃门组成的卫生洁具
。

它内设电子感应均

衡器
、

时针
、

照 明等设备
,

并通过 电脑按钮控制水

源
、

水力
、

水温
,

其功能设置分别有肩膊按摩
、

水力

按摩
、

花淋按摩和蒸汽浴等
。

这种集卫生
、

保健于

一体的智能化产品已成为现代家庭生活的一大时

尚
,

尽管 目前在国内
,

它的应用才刚冈lj起步
,

但它

作为多功能的新型智能产品必将在未来家庭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
。

2
.

4 加大住宅设计的科技含量
,

采用新材料
、

新产品

住宅设计在结构方面要采用新型的可供 自由

分隔的结构体 系
,

如
:

大板结构
、

框剪结构
、

简体结

构
。

在设备方面
,

要采用建设部推荐的定型化厨
、

卫平面设计及成套厨房
、

卫生间系列产品
。

在节能

方面
,

要采用新型水泥聚苯外墙板及新型节能采

暖设备及节能电器开关
,

力争实现从墙体节能到

设备节能的全面节能 目标
。

在电子技术方面
,

要应

用 自动控制的恒温湿空调 系统
、

家庭烹调 自动控

制系统
,

改善住宅内部空间的物理环境
。

3 结语

设计 什么佯的住宅套型
,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

着设计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

我们建筑师应具有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

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
,

转变设计观念
,

把握时代的脉膊
,

走到时代的

前列
,

体察生活
,

切实避免设计中的短期行为的发

生
,

设计出符合 21 世纪生活水准的新型住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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