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4� 第5卷�第20期

91

公共建筑室内设计通用方法

王未奇Ǔ马余群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Ǔ浙江Ǔ宁波Ǔ315500

摘Ȟ要：公共建筑室内设计通用方法强调以用户为中心，融合技术、文化与可持续性理念。通过精细化空间布

局、色彩材质巧妙搭配、智能化技术应用以及文化元素融入，打造既实用美观又富含文化底蕴的公共空间。同时注重

生态环保设计，采用绿色建材与节能技术，实现空间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文总结了这些通用方法的核心要点，旨在

为公共建筑室内设计提供系统性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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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基础知识

1.1  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特点和要求
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相较于住宅设计，具有更为复杂

和多元的特点。它不仅要满足基本的空间使用功能，还

需兼顾大众审美、文化传承、安全疏散、无障碍通行等

多方面要求。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开放性
与共享性。公共建筑如图书馆、博物馆、商场等，其空

间设计需考虑大量人流的集散与共享使用，确保空间布

局既能促进交流互动，又能保持秩序井然；（2）多功能
性与灵活性。随着使用需求的多样化，公共建筑往往需

具备多种功能区域，且这些区域之间需能灵活转换，以

适应不同活动或展览的需求；（3）文化与艺术性。作为
城市文化的载体，公共建筑室内设计需融入地域特色、

历史文脉及现代审美，通过艺术化的设计手法提升空间

的文化内涵和视觉美感；（4）安全性与无障碍性。确保
所有使用者，包括特殊人群（如老年人、残疾人）的安

全与便利，是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基本要求，包括紧急

疏散通道、无障碍设施等的设计。

1.2  建筑空间规划和功能布局
建筑空间规划和功能布局是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核

心环节，它决定了空间的使用效率和舒适度。具体步骤

包括；第一、需求分析：明确建筑的使用目的、服务对

象及未来可能的发展需求，为空间规划提供基础依据。

第二、空间划分：根据功能需求，将整体空间划分为不

同的功能区域，如接待区、服务区、活动区、休息区

等，并考虑各区域之间的流线关系[1]。第三、交通组织：

合理规划人流、物流的动线，确保空间内交通顺畅无

阻，同时考虑紧急情况下的疏散路径。第四、尺度与比

例：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确定各功能区域的尺寸、高

度、开间等，创造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第五、采光与

通风：充分利用自然光与通风，结合人工照明与机械通

风系统，营造明亮、清新的室内环境。

1.3  材料选择和装饰风格
材料选择和装饰风格是体现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品质

与个性的重要手段。首先需考虑材料的耐久性、环保

性、安全性及美观性。不同功能区域可选用不同材质，

如公共区域常用耐磨易清洁的石材、瓷砖，而休息区则

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温馨舒适的木质或软包材料。装饰风

格应与建筑的整体风格相协调，同时反映建筑的文化内

涵和时代特征。常见的装饰风格包括现代简约、中式古

典、欧式奢华、自然田园等，设计师需根据建筑定位、

使用人群及审美趋势进行选择与融合。色彩搭配与照明

设计对营造空间氛围至关重要。合理的色彩搭配能增强

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冲击力，而恰当的照明设计则能突

出空间重点，提升整体美感。

2��公共建筑室内设计通用方法探讨

2.1  空间布局与优化
在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中，空间布局与优化是奠定整

个设计基调的基石。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划

分，更是对空间潜力的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首先需对

建筑的内部结构、面积、高度等条件进行全面分析，明

确各功能区域的需求与特点。随后，通过巧妙的布局策

略，如采用开放式或半开放式设计促进空间流通，利用

隔断或家具进行灵活划分以适应不同活动需求，以及设

置合理的交通流线减少人流拥堵等，实现空间的最大化

利用。还需考虑未来可能的功能调整与扩展，预留足够

的灵活性与可变性，使空间能够随着使用需求的变化而

灵活调整。

2.2  色彩与材质选择
色彩与材质的选择在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共同构成了空间的视觉语言。色彩

的选择需综合考虑建筑的功能定位、使用者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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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整体设计风格，在公共建筑中，色彩的运用既要保

持统一和谐，又要富有变化与层次感，以营造出既庄重

又不失活力的氛围，色彩还能通过冷暖色调的对比、明

暗度的调节等手段，引导使用者的视线流动，增强空间

的导向性。材质的选择则更加注重质感、纹理、耐久性

及环保性等方面的考量。不同材质的组合能够创造出丰

富的视觉效果和触觉体验，如石材的坚硬与冷峻、木材

的温暖与亲切、金属的现代与冷峻等。

2.3  光照与照明设计
光照与照明设计是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它们直接影响着空间的光影效果与氛围营造。自

然光是室内照明的重要来源之一，设计师需充分利用建

筑的天窗、侧窗等自然采光条件，将阳光引入室内，增

加空间的明亮度和开阔感，还需考虑光线的方向、角度

及强度等因素，以避免眩光、阴影等不利因素的产生。

在人工照明方面，需根据空间的功能需求与氛围要求，

选择合适的照明方式与灯具类型。如采用嵌入式灯具营

造简洁明快的现代感，利用壁灯或台灯增加空间的温馨

氛围等。还需考虑照明系统的智能化控制与管理，如通

过调光系统实现光线的柔和过渡与场景切换等[2]。

2.4  家具与陈设布置
家具与陈设作为公共建筑室内空间中的重要元素，

其选择与布置直接影响着空间的整体效果与使用体验。

在家具的选择上，需注重其实用性、美观性与舒适性

的平衡，家具的造型应简洁大方，符合整体设计风格；

尺寸需根据空间大小与使用需求进行合理搭配；材质则

需考虑其耐用性、环保性及易清洁性等特点。在布置方

面，家具的摆放应遵循人性化原则与空间美学规律。如将

休息区设置在相对安静且采光良好的位置，以便使用者能

够放松身心；将工作区或服务区设置在交通便利且易于观

察的位置，以提高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还需注意家具

与陈设之间的搭配与呼应关系，通过色彩、材质、风格

等方面的协调统一来增强空间的整体感与和谐度。

2.5  细节设计与人性化关怀
细节设计与人性化关怀是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它们体现了设计师对使用者需求的深刻理

解与尊重。细节设计体现在对空间中每一个细微之处的

精心雕琢上，如开关的位置是否便于操作、插座的布局

是否合理、无障碍设施的设置是否完善等。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细节却能够极大地提升使用者的舒适度与满意

度。人性化关怀则更加注重对使用者心理与生理需求的

关注与满足。如通过设置足够的休息空间与座椅来缓解

使用者的疲劳感；设置清晰的导向标识与地图来帮助使

用者快速找到目的地；关注特殊人群如老年人、残疾人等

的需求并提供相应的便利设施等。通过注重细节设计与人

性化关怀，能够创造出更加温馨、舒适、便捷的公共建

筑室内空间，让使用者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尊重。

3��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创新方法

3.1  技术与数字化设计在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中的创新
应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技术与数字化设计已成为推

动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创新的重要力量。BIM（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设计师能够在设计初期就构

建出精确的三维模型，实现各专业之间的协同设计与冲

突检测，极大地提高了设计效率与准确性。通过BIM技
术，设计师还能模拟不同设计方案下的空间效果、能耗

表现及用户体验，为优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虚拟现实

（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的引入，更是为公共建筑
室内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用户可以在虚

拟环境中漫游未来的空间，感受不同材质、光照与色彩

搭配下的氛围变化，甚至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提出自己

的意见与建议。这种互动性强的设计方式不仅增强了用

户的参与感与满意度，也促进了设计方案的持续优化与

完善[3]。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也为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增添了

新的活力，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可

以实现室内环境的自动调节与优化，如智能照明系统根据

人流量与光线变化自动调节亮度与色温，智能温控系统

根据室内外温差与人体舒适度自动调节室内温度等。这

些智能化设计不仅提高了空间使用的便捷性与舒适度，

也体现了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深刻洞察与前瞻布局。

3.2  社会文化因素融入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创新实践
公共建筑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室内设计应

深刻反映并融入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这一创新实

践不仅有助于提升空间的文化内涵与独特性，也能促进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需深入研究

当地的历史文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艺术审美等方

面，从中汲取灵感与素材，将其巧妙地融入空间布局、

色彩搭配、材质选择及装饰细节之中。例如，在具有历

史底蕴的城市中设计博物馆或文化中心时，可以借鉴当

地传统建筑的形式与元素，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进行重构

与创新，营造出既具有历史韵味又不失时代感的室内空

间，还可以通过展览、艺术装置等形式展示当地的文化

遗产与艺术作品，增强空间的文化传播与教育功能。设

计师还应关注社会热点与流行趋势，将环保、可持续性

等现代理念融入设计中。

3.3  室内设计与人性化关怀：构建温馨舒适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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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在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中，人性化关怀是永恒的主

题。需始终将使用者的需求与感受放在首位，通过精细

化的设计与周到的服务来营造温馨舒适的公共空间。这

要求设计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要具

备敏锐的洞察力与同理心，能够深入了解使用者的心

理与生理需求。在空间布局上，需注重功能分区的合理

性与便捷性，确保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流线顺畅且互不

干扰。还需考虑无障碍设施的设置与特殊人群的需求满

足，如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休息区与便捷的卫生设施，

为残疾人设置专门的通道与辅助设施等。在色彩与材质

的选择上，需考虑其对使用者情绪与感受的影响，温暖

而柔和的色彩搭配与舒适而环保的材质选择能够营造出

温馨宜人的室内环境，缓解使用者的紧张情绪与疲劳

感。还需注重室内环境的通风、采光与空气质量等方面

的控制，确保使用者能够享受到健康舒适的室内空间。

4��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4.1  技术的应用和智能化设计引领公共建筑室内设计
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技术应用与智能化设计将成

为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不可逆转的未来趋势。未来，将看

到更多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深度融

合到设计过程中。这些技术不仅能够实现空间环境的智

能调控，如根据人流量自动调节照明、温控系统，还能

通过数据分析预测使用者行为，优化空间布局与功能配

置。智能化设计还将促进交互体验的升级，通过AR、VR
等技术，让使用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设计成果，参与

设计决策，实现设计的个性化与定制化。智能化设计还

将推动建筑安全、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为使用者提

供更加安全、健康、便捷的空间环境。

4.2  文化多元化与设计创新的深度融合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已成为时代的重要

特征。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作为文化展示与交流的重要平

台，未来将更加注重文化多元化与设计创新的深度融

合。设计师将深入挖掘不同地域、民族、时代的文化精

髓，将其融入设计中，创造出既具有独特文化韵味又符

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室内空间。设计创新将不再局限于形

式与功能的创新，而是更加注重设计理念、方法论的革

新，推动设计思维的跨界融合与升级[4]。

4.3  可持续性和生态设计成为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主
流方向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可持续性和生态设计已

成为全球共识。公共建筑室内设计作为影响城市环境的

重要方面，未来将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和生态设计的实践

与应用。设计师将更加注重材料的环保性、能源的节约

性以及空间的循环利用性，通过选用可再生材料、优化

能源利用方案、推广绿色建筑技术等措施，降低建筑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生态设计也将成为设计的重要理念之

一，设计师将注重室内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通

过引入自然光、绿植等元素，营造出生机勃勃、自然舒

适的室内环境。公共建筑室内设计还将更加注重对使用

者环保意识的引导与培养，通过设计手段促进绿色生活

方式的普及与推广。

结束语

公共建筑室内设计的通用方法不仅关乎空间的美学

与功能性，更承载着文化传承、技术创新与生态责任的

使命。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这些方法，能够创造出既

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又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优质公共空

间。未来，随着科技与文化的不断进步，公共建筑室内

设计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城市生活增添更多

色彩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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