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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舱室设计的人性化考量与实践

董怀志
上海佳船工程监理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201612

摘� 要：船舶舱室设计注重人性化考量，涵盖舱室造型、色彩、材料及舒适性四大关键要素。舱室造型强调曲线

与直线的结合，空间分割与重组，以及家具与舱壁的协调性；色彩设计注重舒适性和功能性，营造宁静氛围；材料设

计强调耐用性、安全性和环保性；舒适性设计则关注照明、噪音与振动控制、温湿度调节。文章通过豪华游轮和远洋

科考船舱室人性化设计实践案例，展示了这些要素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为船舶舱室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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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航运业的蓬勃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以

及全球贸易的日益繁荣，船舶作为连接世界各地的重要

交通工具，其舱室设计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如今，

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已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而

是更加注重精神享受与情感体验。因此，船舶舱室设计

已远远超越了单纯满足航行、居住等基本功能需求的范

畴，转而更加注重人性化考量。这包括了对乘客与船员

心理需求的深刻理解，对舱室空间布局、色彩搭配、材

料选择及舒适性配置的全面优化，旨在为他们打造一个

既安全又舒适，且充满人文关怀的居住环境。

1 船舶舱室设计的重要性

船舶舱室设计是船舶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它直接关系到船舶的居住、工作和安全性能，良

好的舱室设计不仅能够提升乘客和船员的居住体验，还

能确保他们在船上的工作效率和安全性。合理的舱室布

局、舒适的家具配置以及人性化的细节设计，都能为乘

客和船员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这不仅有助

于提升他们的身心健康，还能增强他们对船舶的满意度

和归属感。在船员工作区域，合理的空间规划和设备配

置能够确保他们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同时，舒适的休

息环境也有助于船员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状态，从而提

高船舶的整体运营效率[1]。在紧急情况下，舱室设计需要

确保乘客和船员能够迅速、安全地撤离。因此，舱室设

计必须考虑紧急逃生通道、消防设备和安全标识等安全

设施的设置。这些设施的有效性和易用性将直接影响到

船舶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因此，在船舶设计与制

造过程中，必须注重舱室设计的合理性和人性化，以确

保船舶能够满足乘客和船员的需求，并在各种情况下都

能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2 船舶舱室人性化设计的关键要素

2.1  舱室造型设计

2.1.1  曲线与直线的结合
直线与曲线在船舶舱室设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它们共同塑造了舱室的空间美感与实用性。直线以

其明确、直接的特点，为舱室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撑

与清晰的视觉导向。舱壁、地板和天花板的直线设计，

不仅确保了舱室的稳固与耐用，还使得整个空间显得条

理清晰、易于导航。而曲线则以其柔和、流畅的特性，

为舱室增添了一抹温馨与灵动。在舱室的边角处理、家

具的轮廓线上巧妙地运用曲线，可以有效地打破直线的

僵硬感，为舱室带来更加柔和、舒适的视觉体验。这种

曲线的运用，不仅提升了舱室的艺术感，还使得居住者

能够在其中感受到更多的关怀与温暖。通过将直线与曲

线有机结合，舱室设计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平

衡。这样的舱室空间，既满足了乘客与船员的基本生活

需求，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性化关怀与艺术氛围

的居住环境。

2.1.2  空间分割与重组
在船舶舱室这一有限而珍贵的空间内，设计师们需

要展现出极高的智慧与创造力，巧妙地将每一寸空间都

转化为满足乘客与船员多样化需求的宝贵资源。他们精

心规划，将舱室巧妙地划分为休息区、娱乐区、工作区

和储物区等多个功能区域，既确保了每个人都能在船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又充分展现了舱室的实用性和

灵活性。而在空间划分的基础上，空间重组则成为进一

步提升舱室利用率的神奇钥匙。设计师们巧妙地运用多

功能家具、滑动门和折叠式隔断等创新设计手法，使得

舱室空间能够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进行灵活调整。这种

设计不仅极大地节省了空间资源，还使得舱室在保持整

洁、有序的同时，更加符合乘客与船员的实际需求，从

而大大提高了舱室的灵活性和舒适度。

2.1.3  家具与舱壁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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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作为舱室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其风格、色

彩与布局都与舱壁的设计紧密相连，共同塑造着舱室的

整体氛围。在简约风格的舱室中，家具的设计往往追

求极简主义，线条简洁明快，色彩淡雅清新，与舱壁的

白色或浅灰色调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宁静、雅致的空

间感。而在温馨风格的舱室中，家具则更加注重营造家

的温暖与舒适。圆润的边角、柔和的色彩以及精致的细

节处理，都与舱壁的暖色调完美融合，让居住者能够在

其中感受到家的温馨与关怀。此外，家具的布局也至关

重要。设计师们需要充分考虑舱壁的结构与空间特点，

将家具巧妙地融入其中，确保舱室空间的流畅性与舒适

性。通过家具与舱壁的协调设计，舱室不仅拥有了令人

赏心悦目的外观，更在细节中透露出对居住者需求的细

心考量与关怀，为乘客与船员提供了一个既美观又舒适

的居住环境。

2.2  舱室色彩设计
舱室色彩设计是船舶舱室人性化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不仅关乎舱室的美观度，更深刻地影响着乘客与

船员的心理感受和居住体验。色彩具有心理调节作用，

在长时间的航行中，乘客与船员可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

心理波动，如焦虑、疲劳等。通过合理选择舱室的色彩

搭配，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些负面情绪。例如，使用温暖

而柔和的色调，如米色、浅灰色或淡黄色，可以营造出

一种宁静、舒适的氛围，有助于人们放松身心，缓解航

行带来的压力。通过色彩的深浅、冷暖对比，可以营造

出不同的空间感和层次感。在舱室设计中，巧妙地运用

色彩可以扩大或缩小视觉空间，增强或减弱光线效果，

使舱室更加宽敞明亮或温馨舒适。例如，在天花板使用

明亮的色彩，可以使舱室显得更高挑，而在地板使用深

色，则可以增加舱室的稳重感[2]。在船舶舱室设计中，设

计师通常会根据舱室的功能和定位来确定色彩主题，如

海洋蓝、沙滩白等，以营造独特的舱室氛围。这些色彩

主题不仅增强了舱室的美观度，还使乘客和船员在舱室

内就能感受到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通过巧妙的色彩搭

配，不仅可以提升舱室的美观度和舒适度，还能调节乘

客与船员的心理状态，增强舱室的主题和风格。

2.3  舱室材料设计
在舱室材料的选择上，首要考虑的是其对居住环境

的贡献，优质的舱室材料应具备无毒、无害、无刺激的

特性，确保乘客与船员在舱室内呼吸到清新、健康的空

气。例如，采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涂料和
粘合剂，以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同时，材料的触感也至

关重要，应选择那些触感温润、不冰冷，且易于清洁的

材料，以提升舱室的居住舒适度。安全性能是舱室材料

设计的另一大考量，在船舶航行过程中，舱室材料需能

承受各种环境因素的考验，如盐雾腐蚀、海浪冲击等。

因此，应选用耐腐蚀、耐磨损、高强度且不易燃的材

料，以确保舱室结构的安全稳定。此外，材料的防火性

能也是不可忽视的，应选用具有阻燃特性的材料，以减

少火灾风险。在追求舒适与安全的同时，舱室材料设计

还需兼顾环保理念，选用可再生、可回收或易于生物降

解的材料，有助于减少船舶制造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例如，利用废旧塑料、木材等再生材料制作家

具和装饰物，既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又降低了对环

境的负担。通过合理选择舱室材料，不仅可以提升舱室的

居住体验和安全性能，还能体现对环保理念的践行，为乘

客与船员创造一个更加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2.4  舒适性设计
2.4.1  照明设计
合理的照明布局与光源选择，是舱室设计中至关重

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够确保舱室内每个角落都得到充足

的照明，还能根据空间的不同功能和居住者的需求，

营造出恰到好处的氛围。在休息区，柔和而温暖的灯光

被精心挑选，其光线既不刺眼也不昏暗，恰到好处地营

造出一种宁静、放松的环境，让居住者得以卸下疲惫，

享受宁静的夜晚。而在工作区，照明设计则更加注重明

亮与清晰。高亮度的灯具被巧妙地安置，确保每一个细

节都能被清晰地照亮，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此

外，照明设计还充分考虑了节能与环保的重要性。LED
等高效节能灯具被广泛采用，它们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能

源消耗，还能延长使用寿命，减少更换频率，从而为舱

室设计注入了更多的绿色与可持续理念。

2.4.2  噪音与振动控制
船舶在浩瀚的海洋上航行，难免会受到风浪、机械

运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一定的噪音和振动。

这些不利因素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严重干扰乘客与船

员的休息与工作，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因

此，在舱室设计中，隔音与减震措施显得尤为重要。设

计师们精心挑选隔音材料，如隔音板、隔音毡等，将它

们巧妙地应用于舱壁、地板与天花板等关键部位，以有

效隔绝外部噪音的侵扰。同时，减震器的安装也是必不

可少的一环，它们能够显著降低振动对舱室内部环境的

影响。此外，舱室内设备的布局也需经过深思熟虑。设

计师们会确保设备之间的间距合理，避免产生过大的噪

音与振动，从而确保舱室内部始终保持安静与舒适，为

乘客与船员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与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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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温湿度调节
适宜的温湿度环境，有助于保持乘客与船员的身体

健康和心情愉悦。在舱室设计中，应配置高效的温湿度

控制系统，如空调、加湿器等，以确保舱室内的温湿度

始终保持在舒适范围内。同时，系统还应具备自动调节

功能，根据舱室内外的环境变化，自动调整温湿度，为

乘客与船员创造一个更加舒适、宜居的环境。

3 船舶舱室人性化设计实践案例分析

3.1  豪华游轮舱室人性化设计实践案例
豪华游轮作为高端旅游市场的代表，其舱室设计不

仅追求美观与奢华，更注重乘客的舒适体验。在某大型

豪华游轮上，舱室设计体现了以下人性化理念：

第一。空间优化与隐私保护：游轮舱室通过合理的

空间布局，为乘客提供了宽敞的居住空间。同时，舱室

设计注重隐私保护，如设置隔音材料、独立卫生间和衣

柜等，确保乘客的私密性。

第二。家具与陈设的人性化：舱室内家具设计符合

人体工学，如床铺采用可调节角度的设计，方便乘客休

息；沙发和座椅则采用柔软材质，增加舒适度。此外，

舱室内还设有艺术品和装饰品，提升舱室的整体氛围。

第三。智能化系统的应用：游轮舱室配备了智能化

系统，如智能照明、温控和安防等，为乘客提供了便

捷、安全的居住环境。乘客可以通过手机APP或语音控制
等方式，轻松调节舱室内的各项设施。

第四。娱乐与休闲设施：舱室内设有娱乐和休闲设

施，如电视、音响、阅读灯等，满足乘客在旅途中的娱

乐需求。同时，部分舱室还设有阳台或观景窗，让乘客

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景。

3.2  远洋科考船舱室人性化设计实践案例
远洋科考船作为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其舱室

设计需要满足科学家的科研需求和居住舒适性。在某远

洋科考船上，舱室设计体现了以下人性化理念：

第一。功能分区明确：科考船舱室设计注重功能分

区，如实验室、观测室、数据处理中心等，确保科学家在

船上的科研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同时，舱室内还设有休息

区、娱乐区和储物区等，满足科学家的日常生活需求。

第二。家具与设备的人性化：舱室内家具和设备的

设计注重人体工学和易用性，如实验台采用可调节高度

和倾斜角度的设计，方便科学家进行实验；座椅则采用

防滑、防浪的设计，确保科学家在海上颠簸的环境中能

够保持稳定。

第三。安全性能的提升：科考船舱室设计注重安全

性能的提升，如设置紧急逃生通道、消防设备和安全

标识等，确保科学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撤离[3]。同

时，舱室内还设有监控系统和报警装置，提高船上的安

全水平。

第四。环保与可持续性：科考船舱室设计注重环保

与可持续性，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设备，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同时，舱室内还设有垃圾分类回收设施，鼓励科

学家在船上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

结语

未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多元

化，船舶舱室设计将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智能化

技术的应用，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将使得舱室环境

更加智能、便捷，能够根据乘客与船员的需求进行自动

调节。同时，个性化设计的兴起也将为船舶舱室设计带

来更多的可能性，满足不同乘客与船员的独特需求。这

些变革无疑将为航运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

动其向更加高效、环保、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我们有充

分的理由相信，人性化设计将成为船舶舱室设计的主流

趋势，引领航运业不断前行，迈向一个更加美好、繁荣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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