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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材料在室内设计中的创新性运用

石文娟

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 保定 071000

现阶段，我国装修和美化技术日趋完善，为产品的制造助力，提升我国建筑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总结

建筑装饰材料在室内设计中的创新性运用模式，即利用多元化材料、图形、天然产品、室内结构、大自然形态、废旧

材料、室内灯光加强装饰效果，在设计时促进个性需求和灵活设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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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房屋建筑作为民生基础建设，其发展速度更可谓是

一日千里。俗话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现状

中，基础施工建造水平已逐步常态化。随之而来，人

们更加重视室内设计，无论是从功能、审美或是创新、

独特方面，皆有了更高要求。要想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

求，就必须结合房屋建造主体与设计方案，合理选择装

修材料，去除建筑材料的重复堆积，改善传统室内设计

单一、枯燥的视觉体验和功能不足的问题。

1 建筑装饰材料的发展概述

建筑材料概念

在室内装饰设计当中，建筑材料的质量对实际装潢

效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设计人员必须要加强关注展开

优化和革新。不同建筑材料在质感、纹理和色彩上均存

在较大差别，而通过设计人员的合理配置和运用能够更

好地发挥装饰设计的优势，对室内的空间、氛围等进行

改造，充分利用室内空间发挥实用价值，更好地提升其

美观性，为居住者提供更加舒适温馨的室内环境。

新型建材分类

在建筑工程不断发展的进程当中，室内装饰材料也

不仅局限于常见的木质、布艺等，而是融合了石材、金

属、刷浆类等，其装饰的优势性是传统建材不能比拟

的，也是其迅速发展且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石材装饰

可以应用在空间范围较大的区域，更好地展现了大气、

富贵的风格。金属材料的应用十分灵活，且可以进行细

化和分割，是工业风当中的一种重要应用。刷浆类的材

料主要用于对墙面进行绘画和装饰，与传统的油漆材料

相比更具有环保性。

2 装饰材料创新应用要点

首先，装饰材料，顾名思义便是为房屋建筑提供具

有美学特征的艺术价值，并且基于房屋建筑特点，通过

合理选材，增强室内环境美感，起到一定防潮、隔音等

功用，提升房屋建筑使用舒适度和年限。其次，因室内

设计的装饰材料在材质方面涉及种类较多、应用范围较

广，因此选择合适的装修材料是符合室内设计标准的重

点。在选材过程中，应该结合房屋建筑主体结构与客户

需求，科学选材，提升装饰材料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效

果。室内设计的装饰材料在选材方面主要遵循三方面原

则：其一，在选材时，“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居环

境的安全因素，将具有污染性和潜在毒性的装饰材料排

除在外。慎重选择环保节能的装饰材料，以免因装饰材

料长期存在于居住环境中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其二，房屋建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为了满足多种需

要，一般室内设计较为纷繁复杂。因此，选择装饰材料

时应该力求实用，以简化装修过程，降低装修成本。其

三，在选择实用装饰材料时，切勿盲目选择高价商品，

而应立足实际，结合资金预算，选择性价比较高的装饰

材料，保证装饰效果，提高资金利用率。

3 建筑装饰材料创新性的原则

设计师要想在应用建筑装饰材料时充分发挥创新

性，就应该对材料的应用性能和基本属性进行探究，制

定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确保提出的设计方案能够获得

客户们的认可，扩大设计应用的范围。第一，不能影响

到建筑装饰材料原有的美感。在对建筑装饰材料进行创

新应用时，要对材料的艺术性进行深入探究，发挥其优

化室内环境、提升整体艺术美感的作用，在满足客户基

本需求的前提下展现材料的艺术之美。第二，要对建筑

装饰材料的应用性能和材质进行全面探究，根据客户的

使用需求，确保设计方案符合室内设计的标准，保障环

境的安全性。第三，不仅需要关注装饰材料的安全性，

还需要关注材料的实用价值，避免室内设计过于复杂，

影响客户们的使用感受。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应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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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要点，设计师要对设计和选材工作进行综合考

虑，对房屋的结构参数进行重点考量，为客户设计出实

用性强、节能环保、极具艺术性的方案。

4 建材的创新应用优势分析

创新应用优势

在建筑装饰行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新的建材由

于价格高昂不能全面推广使用，必须要通过发挥设计人员

的创新创意赋予设计以个性化的特征。那些设计人员在实

际工作过程当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偏爱喜好

存在差异的用户在室内装饰方面的不同需求，采用模板化

的千篇一律的装修方式展开设计工作。合理的室内设计能

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充分发挥其应用优势，通过空间的联合

与分割赋予其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创新设计里面最重要

的特点之一。作为设计人员要积极发挥个性化的思路进行

创作，使同样的建材在不同的组合方式之下产生不一样的

应用体验，产生全新的建筑风格[1]。

设计原则分析

在进行装饰设计时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是提

升设计有效幸福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第一，设计方案要

加强对安全的保障，在涉及人们生活和留存的区域内坚

决不能存在设计的盲区和死角，要充分考虑到在实际使

用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对于一些景区景观设计

可能会存在坠落、摔倒等其他风险，也需要引起设计人

员的关注。第二，装饰结构要具有一定的美观特点，在

对居家室内装饰时还可以考虑到一定的实用性要求，合

理平衡两种设计需求之间的异同点，通过和居住者展开

充分交流的方式提出设计当中的个性化要求。第三，各

项创新创意的设计都不能对环境产生污染和破坏，一些

废气、烟尘等要及时避免，充分发挥绿色建筑里面的优

势性作用。

5 建筑装饰材料在室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策略

提升创新思维

建筑装饰的初始阶段，一般是将建筑材料在室内进

行秩序化堆积，以满足房屋建筑基本使用需要。这种设

计办法虽然可以极大节约资金投入成本，操作过程也相

对简单，但是新时代大背景之下，国民经济储备较为充

足，为了满足个性化需要，实现精神、实际双重享受。

必须紧跟时代潮流，把握市场发展方向，积极转变设计

理念与思想，从而确保在室内设计中通过合理科学选材

与灵活便捷的设计，实现室内设计高质量、高品位的装

饰目标。比如，在浴室铺地时，可以选用经过特殊处理

的鹅卵石，这种装饰材料其投入资金少，并且可以起到

防滑、保健等作用，而且外形干净、美观，又属天然资

源，还具备一定环保价值[2]。

利用多元化材料加强装饰效果

设计师在巧妙应用建筑装饰材料的前提下，应该在

设计中融入一定的色彩元素，这是在设计中对材料搭配

模式的创新。对装饰材料的应用模式和功能进行探究，

在传统的设计结构中因为缺少艺术创新性和施工工艺的

不足，不能满足客户们多样化的室内设计需求，所以装

饰材料的种类一直没有明显的增加。现阶段，科学技术

不断发展，室内建筑行业获得新的成长。在设计的最初

阶段，设计师可以结合用户们的需求在线上进行平面设

计，这样能直观地把设计效果呈现给客户，在创新性设

计中融入多元化的建筑装饰材料，这种模式能够提升客

户的满意度，提升建筑装饰材料的利用价值，避免发生

材料过度损耗的情况。此外在线上能够对不同颜色和特

征的装饰材料进行搭配，这样才能提升搭配的层次感。

合理利用不同性质的材料，对它们进行创新、优化和改

造，挖掘建筑材料的使用价值。例如，对素色的时钟进

行微景观改造，利用不同的色彩对时钟表面进行勾画，

提升整体的青春气息。在钟表的里面加入嫩绿的青草、

沙土和小石子，这样既能发挥它的装饰和修饰的价值，

又能拓展它的适用范围，赋予材料以新的活力与生机。

兼顾美观经济

由于室内设计大部分是家用装饰，在构思时要将经

济性的需求纳入其中，提高设计的美观性与性价比，为

居住者营造更加温馨舒适的环境。一些设计人员设计图

中的皮具、地毯等虽然美观程度较高，但由于价格高昂

且打理困难，在长时间的使用中很容易被闲置，不属于

高效设计的范畴。在不同区域场所设计使用的建筑材料

特点也存在差异，如在使用率较高的转轴、滚轮等细节

上注意使用硬度高、耐磨损性强的材料，尽管价格较高

但是其使用寿命更长。这类设计上的创新和巧思需要充

分发挥设计人员的工作经验和设计灵感，加强对建筑材

料行业的关注，当出现新建材时可以积极尝试，运用巧

妙的构思合理控制室内装饰建设的成本投入，减少不必

要的建材损耗，关注延长设计装饰的使用寿命[3]。

创新图形组合

图形组合是室内设计中最常用设计方式之一。为了

达到预期装饰效果，一般会对材料进行拆分重组，通过色

彩、形状、功用等方面的协调搭配，为人们带来新颖感

受。因此设计师为房屋建筑做装饰设计时，就必须明确

装饰风格与主题，并以此为参考，提高图形组合的审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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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而从整体角度和细致入微之处，让客户感受到完美

室内设计所带来的惬意享受。比如，目前较为流行的中式

简约风，其形式简单婉约，给人以温馨平和、宁静致远

的内心感受[3]。再比如，深受都市青年群体喜欢的撞色风

格，其形式大胆热烈，素材丰富多变，整体呈现出一种蓬

勃激昂、独立自主的新时代潮流风貌。无论是何种风格，

设计师在做图形组合时都必须以客户心理诉求为主体导

向，如此，才能凸显室内设计的非凡意义。

结论：综上所述，设计师在进行室内设计工作时，

应该形成发散性思维、树立创新意识，应该突破原有装

饰性材料的束缚，充分展现材料的装饰功能，优化设计

的呈现效果，提升室内装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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