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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及要点解析

李智高

襄阳市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 湖北 襄阳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人们对房屋建筑提出了高标准，房屋建筑设计贯穿于整个房屋建设中，被人们所

关注，不仅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且对房屋建筑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基于此，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必须要

遵循房屋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严格掌控房屋建筑的设计要点，保证房屋建筑的实用性与美观性，进一步地推动建筑

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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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建筑行业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人们

对建筑要求逐渐提高，就要进行合理设计，这是直接影

响建筑质量的关键，要想设计更加完美作为设计人员要

更加深入的了解建筑设计，对用户需求、四周环境发展

的关系进行充分把握，对基本原则进行遵守，做好设计

的相关要点，从而就能更好的适应目前市场经济，使得

建筑行业不断壮大和发展。

1 房屋建筑设计概述

房屋建筑设计不仅包括内部结构的设计，还关系到

建筑的外观。好的房屋建筑设计不仅使其内部结构满足

建筑的稳定性，还能使建筑的外观符合人们的审美观。

房屋建筑设计应该兼具实用性和人文关怀，使建筑更好

地造福人类[1]。有些设计人员偏执于房屋的使用功能，

只考虑房屋的实用性而忽略美学要求，这样的房屋建筑

很快就会过时淘汰。而另一些设计人员只考虑房屋建筑

的美观而不顾实际的质量情况，这样会带来潜在的质量

隐患，极易发生安全事故。所以一定要同时注重房屋建

筑设计中的实用性和美观性。随着科技的进步，房屋建

筑设计也在不断地发展。先进的房屋建筑设计能在增强

实用性的同时，增加建筑的环保性。好的房屋建筑设计

方案可以有效利用房屋周围环境的优势，保证实用和美

观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促进用户与自然的

和谐。

2 房屋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

安全性原则

安全与质量是所有建设工程需要重点把控的两大要

素，对于业主来说， 安全性是其最关心的内容，同时

也是人们对建筑工程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房屋建筑设

计人员必须要确保整体结构的安全性，若建筑设计的安

全性不达标，不仅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与不必要的损

失，同时也可能会对建设企业自身的发展造成影响，从

而影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于房屋建筑设计的安全

性来说，需要重点考虑建筑自身的承重能力、抗震能

力、结构强度及整体使用寿命等内容[2]。

传承历史的原则

房屋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其外部色彩的选择会重点

考虑到历史延续情况。其中，云南的历史文化悠久，特

别是丽江古城，具有丰富的地方民族习俗特征，街道都

是依山势而建。尤其是四方街，是丽江古城最核心的位

置。此外，还有束河的建筑群体，都展现出了丽江古城

的历史气息。通过丽江古城的建筑实例，可以发现，历

史传承的内容逐渐成为城市本身的特色与个性，并且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中的建筑物也会随之发展，并

且更加成熟与多元化。

遵循地域性原则

我国国土面积较大，各个地域拥有不同的文化和习

俗，各地的气候也各不相同，所以要让房屋建筑设计更

好地符合当地的生活习惯，房屋建筑设计人员还要遵守

地域性原这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与传承历史原则有相

似之处，但是地域性原则更多地是对于当地现阶段的房

屋建筑设计特点进行了解，并在设计方案中加以运用[3]。

较之传承历史原则地域性原则设计更具有针对性，适用

范围更小同时也更加具体，同时留给设计人员的发挥空

间也相对较小，更多地是对于地域设计特色的沿用。

经济性设计原则

通过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房建工程结构

非常复杂。并且随着建筑规模的提升，所投入的资金量

也越来越大，各种材料的使用量也随之出现了显著提

高。要想更好的节约施工成本，设计人员必须严格按照

经济性原则展开设计工作，选择性价比更为优秀的材

料，这样才可以在保证工程质量不出现问题的同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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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施工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舒适性原则

为了不断提高房屋建筑的舒适度，房屋建筑设计一

方面要充分保证室内环境质量，确保房屋可以进行较好

的采光和通风，同时也要保证室内各个空间的相对私密

性[4]；另一方面，对于房屋建筑的外部空间环境设计，设

计师要保证居民交往空间设计的舒适得当，多种设计方

式相结合，私密空间与半私密空间相结合，搭配得当。

美观性原则

随着人们对居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设计的美学

也越发受到了重视。建筑的美学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人们对建筑的审美和建筑设计的普遍感受，从而形成

了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特征形式。

3 房屋建筑设计要点分析

节能环保的设计要点

在房屋建筑设计当中，节能环保理念的体现要在环

保型建筑节能材料的选择上有所呈现，具体来说，可以

在多个环节的节能环保材料当中进行探讨。首先是环保

型保温材料。在环保型建筑节能材料应用之后，可以使

建筑物的墙体材料更加的丰富，并且可以使建筑物实现

冬暖夏凉的目的，促进了整个建筑功能性的提升，也许

的用户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舒适的居住环境，有效地提高

了建筑物的宜居性，也增加了建筑物的价值。在墙体材

料中使用环保型建筑节能材料，可以使原有的建筑在材

料和技术上得到创新，从而为建筑提供了新的功能和属

性。对环保型的建筑节能材料来说，它除了在墙体材料

中有着运用之外，在室内的装饰中也有着比较广泛的应

用。目前，人们为了能够比较有效的使甲醛等一些有害

的气体得到消除，因此人们倾向于使用环保型的节能材

料。在室内的装饰当中使用环保型的建筑节能材料，可

以使整体的室内装修档次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且也对传

统的室内装饰材料在使用的规则上进行打破，为室内的

装饰带来了更大的生机。

提升房屋建筑的安全性

近年来，由于地震导致的房屋建筑安全事故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高柱，基于这一现象，研究人员表示，

在对房屋建筑工程进行设计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合理

做好房屋抗震性能的分析，从而有效推动房屋建筑的稳

定性，以便进一步实现居住人员人身安全的合理保障。

同时，相关研究表明，通过防震性能的合理优化，有利

于推动房屋建筑工程灾害抵御能力的提升，对于工作综

合质量的提升与改善具有良好的意义与价值。

房屋采光的设计要点

房屋的采光对房屋的使用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是用

户最注意的问题点之一，充分的房屋采光可以使房屋内

部更加的明亮。影响房屋采光的因素主要有房屋的整体

结构、房屋的空间大小、房屋周边的环境和建筑物的间

距，房屋采光的设计要根据用户对光线的需求和我国相

关的建筑规范来制定。比如房屋建筑一楼的储物间，因

为用途为储藏杂物，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可以相应的减少

采光，而用于用户居住的房屋可以适当的加大采光量，

不但可以使室内的光线更加充足，还可以在寒冷的冬季

提高室内温度。

颜色的设计要点

在房屋建筑设计的时候，色彩与房屋建筑的搭配尤

其重要，首先要选择一个建筑物的主色调，作为建筑物

的总体风格，然后在辅以其他的颜色进行搭配，从而使

房屋建筑显得更加具有艺术效果。在色彩的选用问题上

一定要注意不用选用太多的颜色进行搭配，给人一种杂

乱无章的感觉，冷色调的颜色要慎用，会营造一种惨淡

的气氛，建筑物的主要颜色一般选用暖色调，让人感觉

赏心悦目，艺术性更强。

其他的设计要点

在房屋建筑的设计中，除了对外部环境、室内空间

和室内环境要求外，需要充分考虑到节能、放火、疏散

等诸多因素。例如，住宅周边必须进行布置灭火设施，

设置合理的消防水源，这样在发生火灾时能最大限度的

保证建筑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些需要特别的注意，如极

其危险的物品的仓库或商店，不应该设置在居民建筑的

附近，以免发生危险事件，避免对居民的安全和财产造

成威胁和损失[3]。房屋建筑还需要布置合理的疏散通道，

建筑内部需要用不易燃烧的材料进行装修。

4 房屋建筑设计的发展趋势

房屋设计从单一的技术设计转向策划设计

随着住房商品化的进行，设计在住房市场上的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因此，房屋的设计正在从单一的技术设

计过度转向策划设计。策划技术不像单纯的技术设计，

它更加注重与住宅市场的结合，采用以市场为核心，以

消费者的消费文化、消费心理以及市场需求为起点，于

设计前期考虑价格、质量、销售、定位等一些基本要

素。因此，设计已不再是单纯的设计，其已成为房地产

企业全程进行营销策划的重要部分。

户型设计的多元化

房地产企业应采用多元化户型以适应广大用户对住

房个性化的需求，多元化的设计能够以灵活的户型来适

应用户家庭由于一些原因的阶段性改变而导致对房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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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调整，使得房屋住宅具有长期的使用性。

住宅空间新变化

以环境行为学的视角来看，现代人们对居住环境的

需求已经慢慢转向文化和心理领域推进。现在用户对房

子的要求不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独住好房子，更希望的

是由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地方，使自身有一种置身社区的

感觉。

结语

综上所述，不管什么时代背景，房屋建筑设计都必

须遵循基本原则和设计要点，这样才能保证建筑设计的

顺利进行。建筑设计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需要

设计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还是需要按照基本原

则和设计要点进行设计。如果违背了这些，建筑物就会

失去原有的美感，这也与原有的目的所违背。所以说，

房屋建筑的最后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居住的需求，还需要

满足人们的心里需求，这才是房屋建筑设计的最重要的

目的，不仅可以强化自身的效益，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效

益，使社会效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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