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4� 第5卷�第22期

55

装配式建筑中的装配式装修设计要点

赵才东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Ǔ湖北Ǔ宜昌Ǔ443000

摘Ȟ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节能环保理念的普及，装配式建筑及其配套的装配式装修已成为现代建筑业的

重要发展趋势。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装配式建筑中装配式装修的设计原理、技术特点、实施策略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期

为建筑行业的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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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建筑施工方式存在工期长、资源消耗大、环境

污染重等问题，已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装配式建

筑通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等手段，

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并展现出高效、节能、环保的优

势。而装配式装修作为装配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设计理念、技术体系及实施路径的研究对于提升建筑整

体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1��装配式装修的概念与特点

1.1  装配式装修的定义
装配式装修是一种创新的装修建造模式，它严格遵

循管线与结构分离的原则，并巧妙运用集成化设计方

法。在这种模式下，装修所需的部品部件均在工厂进行

生产，并主要以干式工法进行现场的施工安装[1]。其核心

优势在于实现了装修部品的标准化、模块化以及工业化

生产，从而确保了现场能够快速、高效地进行组装。

1.2  装配式装修的特点
①高效节能：装配式装修显著减少了现场的湿作

业，从而大大缩短了工期。同时，由于其在生产和安装

过程中的高效性，也有效降低了能耗和建筑垃圾的产

生，体现了其高效节能的特点。②严格的质量控制：装

配式装修的部品均在工厂进行生产，这确保了其质量的

稳定性。而在现场，通过精确的组装工艺，进一步提高

了施工精度，从而保证了整体装修质量的高标准。③绿

色环保：装配式装修注重采用绿色建材，这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并显著提高了建筑环境的友

好性。这种对环保的关注使得装配式装修在现代建筑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④灵活多样：装配式装修的模块化

设计使其能够满足不同的个性化需求。无论是住宅、商

业空间还是公共空间，都可以通过模块化部品的组合来

实现独特的装修风格和功能布局。同时，这种设计也便

于后期的维护与升级，为建筑的长远使用提供了便利。

2��装配式装修的设计要点与技术特征

2.1  设计要点
标准化设计在装配式装修中，标准化设计是至关重

要的一环。它要求制定统一的部品尺寸和接口标准，以

确保不同部品之间的兼容性和可替换性。这一设计原

则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实现装修部品的规模化生产，还

能显著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具体而言，标准化设计应

涵盖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部品的尺寸必须统一，以确

保它们在组合和安装时能够紧密配合，避免出现缝隙或

错位。其次，接口标准也需统一，包括接口的形状、尺

寸、位置以及连接方式等，以确保不同部品之间的连接

牢固可靠，同时便于拆卸和更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设计师需要深入研究装修部品的特性和使用需求，制定

出科学合理的尺寸和接口标准。这些标准应既满足功能

需求，又考虑美观和实用性。同时，设计师还需与生产

厂家和施工团队紧密合作，确保标准的实施和落地。在

标准化设计的过程中，还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确保

标准的前瞻性和可扩展性，以适应未来可能的变化和升

级需求；二是要注重标准的细节和精度，以确保装修部

品的品质和性能；三是要加强标准的宣传和推广，以提

高整个行业对装配式装修的认知和接受度。

2.2  模块化组合
在装配式装修中，模块化组合是一个核心设计要

点。这一理念强调将装修部品设计成具有独立功能且可

自由组合的模块，通过模块的多组合应用，可以极大地

提高设计的灵活性和施工效率。具体而言，模块化组合

要求设计师在装修部品的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其功能的

独立性和组合的多样性。每个模块都应具有明确的功能

定位，如储物、展示、隔断等，并且这些模块可以通过

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多样化的空间布局和装修风格。

在施工过程中，模块化组合的优势尤为明显。由于模块

具有统一的标准和接口，施工人员可以快速、准确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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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装，无需进行复杂的现场加工和调整。这不仅大大

缩短了施工周期，还降低了施工难度和成本。此外，模

块化组合还有助于提高装修的可持续性和可维护性。当

需要改变空间布局或装修风格时，只需更换或重新组合

相应的模块，而无需对整个装修进行大规模的改动。这

既节省了时间和成本，又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符合

绿色装修的理念[2]。为了实现模块化组合的最佳效果，设

计师需要与生产厂家和施工团队紧密合作。设计师需要

提供清晰、准确的模块设计图纸和组合方案，生产厂家

需要确保模块的精度和质量，施工团队则需要熟悉模块

的组合方式和安装技巧。

2.3  系统集成
在装配式装修的设计过程中，系统集成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环节。它要求设计师在规划装修方案时，必须统

筹考虑隔墙、吊顶、地面、厨房、卫生间等各个系统，

确保它们之间的整体协调和一致性。具体而言，系统

集成涉及多个方面。首先，设计师需要确保各个系统

之间的尺寸和比例协调，避免出现空间上的冲突或不协

调感。例如，隔墙的高度和位置应与吊顶和地面系统相

匹配，以确保整体空间的和谐统一。其次，系统集成还

要求考虑各个系统的功能和使用需求。例如，在厨房系

统中，需要合理布置橱柜、电器等设备，确保它们的使

用便捷性和安全性。而在卫生间系统中，则需要考虑防

水、防滑等特殊要求，以确保使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此外，系统集成还需要关注各个系统之间的连接和过

渡。例如，隔墙与吊顶、地面的连接处应处理得平整、

美观，避免出现裂缝或不平整的情况。同时，不同系统

之间的过渡也应自然流畅，以营造出整体统一的视觉效

果。为了实现系统集成的最佳效果，设计师需要具备全

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需要深入了解各

个系统的特性和使用需求，并具备跨专业的协调能力。

同时，设计师还需要与生产厂家和施工团队紧密合作，

确保装修方案的顺利实施和落地。

2.4  绿色设计
在装配式装修中，绿色设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

理念。它强调在装修过程中优先选用环保、无毒、可回

收的绿色建材，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提高居住者

的健康水平。具体而言，绿色设计要求在选择装修材料

时，必须严格考虑其环保性能和健康影响。例如，低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涂料是一种环保型涂料，
其在使用过程中释放的有机化合物含量较低，对室内空

气质量影响较小，因此是绿色设计的优选材料。此外，

环保地板也是绿色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地板通

常采用可再生材料制成，如竹材、再生木材等，不仅具

有较好的耐用性和美观性，还能有效减少对自然资源的

消耗。在门窗方面，节能门窗是绿色设计的另一重要选

择。这类门窗通常采用隔热、保温性能较好的材料制

成，如断桥铝、中空玻璃等，能有效降低室内能耗，提

高居住舒适度。除了上述建材外，绿色设计还要求考虑

装修过程中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回收利用。例如，在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应进行分类处理，尽可能实现资

源的再利用和回收[3]。为了实现绿色设计的最佳效果，设

计师需要与材料供应商和施工团队紧密合作。设计师需

要了解各种绿色建材的性能和特点，并根据装修需求进行

合理选择。材料供应商则需要提供符合环保标准的优质建

材，并确保其可回收性。施工团队则需要熟悉绿色建材

的安装和使用方法，确保装修过程的环保性和健康性。

2.5  装配式装修设计的技术特征
2.5.1  干式工法施工
干式工法施工是装配式装修的核心技术特征之一。

它摒弃了传统装修中的湿作业方式，如石膏腻子找平、

砂浆找平等，转而采用锚栓、支托、结构胶粘等干式

工法来实现装修部品的支撑和连接。这种施工方式具有

以下显著优势：一是环保高效：干式工法避免了湿作业

带来的粉尘污染，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噪音和废弃物产

生，有利于环境保护。同时，干式工法施工速度快，可

以显著缩短工期，提高施工效率[4]。二是质量控制：由于

装修部品在工厂进行预制生产，其尺寸和精度得到了严

格控制。现场采用干式工法进行组装，减少了现场加工

和调整的需要，从而提高了整体装修质量。三是空间利

用：干式工法施工不占用额外空间进行晾干等操作，提

高了空间利用率。

2.5.2  管线分离
管线分离是装配式装修设计的另一重要技术特征。

它遵循管线与结构分离的原则，将设备与管线布置在装

配式空间的六个面与支撑结构之间的空隙中。这种做法

带来了多方面的益处：一是便于检修：管线分离使得设

备管线的检修和更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无需破坏装修

表面或结构构件。二是延长寿命：将管线与结构分离，

减少了管线对结构的影响，有利于延长建筑的使用寿

命。三是提高灵活性：管线分离为室内空间的灵活布局

提供了可能，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对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和

调整。

2.5.3  信息化技术
信息化技术在装配式装修设计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其中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尤为突出。BIM技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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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创建三维建筑模型，集成了建筑设计、施工、运维等

全生命周期的信息，为装配式装修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

持：一是精确设计：BIM技术可以实现装修部品的精确设
计和模拟组装，提前发现并解决潜在的设计问题，提高

设计精度和质量。二是管线定位与碰撞检测：运用BIM技
术进行管线定位和碰撞检测，可以确保设备管线的布置

合理、准确，避免施工过程中的冲突和错误[5]。三是施工

指导：BIM技术还可以生成详细的施工指导动画和图纸，
为现场施工提供直观、准确的指导，提高施工效率和准

确性。

3��装配式装修的未来发展

3.1  技术创新
3.1.1  材料创新
未来，装配式装修将更加注重绿色建材的研发与应

用。研发更多低VOC、无毒、可回收的环保材料，如生
物基材料、纳米材料等，将进一步提升装修品质，减少

对环境的污染。同时，高性能材料如高强度复合板材、

智能调光玻璃等的应用也将更加广泛，以满足不同空间

对隔音、隔热、安全等性能的需求。

3.1.2  工艺创新
通过引入先进的施工技术和设备，如机器人辅助安

装、3D打印技术等，将进一步提高施工精度和效率，减
少人为误差和浪费。干式工法作为装配式装修的核心工

艺，将在未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深化。通过不断优化

干式工法的施工流程和细节处理，将进一步提升装修质

量和居住舒适度。

3.2  标准化与智能化
3.2.1  标准化推进
加强部品部件尺寸和接口的标准化工作，制定统一

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将促进规模化生产和跨企业协作。

这将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装修效率，并推动装配

式装修行业的整体发展。随着标准化的推进，模块化设

计将在装配式装修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通过模块化设

计，可以实现装修部品的快速组合和灵活搭配，满足不

同空间和功能的需求。

3.2.2  智能化应用
未来，装配式装修将更加注重智能化应用。通过引

入智能控制系统，如智能家居平台、环境监测系统等，

将提升建筑的智能化水平，为居住者提供更加便捷、舒

适的生活体验。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将在装配式装
修的设计、生产和施工全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BIM
技术，可以实现装修部品的虚拟组装和碰撞检测，提前

发现并解决问题；同时，还可以为后期运维提供数据支

持，提高整体运维效率。

3.3  绿色低碳
3.3.1  环保理念深化
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装修设计、生产、施工及后

期运维的全过程。通过采用环保材料、优化施工工艺、

减少废弃物产生等措施，降低装修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注重提升建筑的能效水平，如采用节能门窗、保温隔热

材料等，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3.3.2  资源循环利用
推动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如将废弃的装修材

料进行分类回收和再加工处理，变废为宝。这不仅可以

减少环境污染，还可以节约资源成本。构建基于循环经

济的装修产业模式，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

和资源共享，实现装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装配式建筑中的装配式装修设计研究对于推动建筑

业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标准化

设计、模块化组合、干式工法施工等策略的实施，装配

式装修能够有效提升建筑品质、缩短工期、降低能耗和

环境污染。未来，随着技术创新、标准化推进和绿色低

碳理念的深化，装配式装修将在建筑行业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齐岳林.装配式建筑下装配式装修设计的合理化[J].
中国住宅设施,2024,(06):21-23.

[2]朱超飞.装配式装修现状及发展方向的思考[J].中国
住宅设施,2024,(05):154-156.

[3]陈光华.装配化装修设计与施工要点浅析[J].建设科
技,2023,(20):88-90.

[4]王宇平.现代住宅装配式装修的设计与实现[J].建筑
科学,2023,39(09):193-194.

[5]姚腾飞.BIM技术在木结构住宅装配式装修中的应
用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