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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共建筑设计中的人性化设计

高Ǔ良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Ǔ上海Ǔ200000

摘Ȟ要：公共建筑设计中的人性化设计是提升建筑品质、满足使用者需求的关键。本文探讨了公共建筑人性化设

计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人为本、复合性和舒适性。通过分析细节设计、空间设计、功能分区以及与城市空间的整合等

方法，阐述了如何在设计中体现人性化理念。同时，针对不同类型公共建筑如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和文化娱乐建筑，

提出了具体的人性化设计策略。旨在通过人性化设计，创造更加安全、便捷、舒适和富有文化内涵的公共建筑空间，

提升使用者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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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公共建筑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载体，其设计

愈发重视人性化元素的融入。人性化设计旨在关注使用

者的行为与心理需求，通过优化布局、提升功能性与舒

适度，营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公共空间。本文旨在探讨公

共建筑设计中的人性化理念，分析其基本原则与实施方

法，以期为创造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环境提供

借鉴，推动城市空间向更加人性化方向发展。

1��公共建筑人性化设计的基本原则

1.1  以人为本的原则
（1）强调设计应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核心。公共建筑

的核心功能是服务于人，因此设计应始终以人的需求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建筑设计中，需要深入理解人们的

行为模式、心理特征和生理需求，确保建筑的布局、功

能分区、空间尺度以及交通流线等都符合人们的习惯和

需求。例如，合理的入口位置、宽敞的公共空间、便捷

的交通设施等都是以人为本设计的重要体现。（2）注重
安全性、便捷性和舒适性。安全性是任何设计的基础，

公共建筑也不例外。在设计中，需要通过合理的布局、

稳固的结构以及完善的安全设施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便捷性则是通过优化建筑布局、提供丰富的交通流线以

及设置明确的功能标识来实现的。舒适性则体现在建筑

内部环境的设计上，如良好的采光、通风、温湿度控制

以及合理的家具布置等，都能提升建筑的使用品质。

1.2  复合性原则
（1）多角度考虑居住者需求，进行多元化设计。随

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公共建筑的功

能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设计中，需要从多个

角度考虑居住者的需求，如功能需求、心理需求、社交

需求等。通过合理的功能分区、灵活的空间组合以及丰

富的设施配置，可以为使用者提供一个满足其多种需求

的建筑空间。（2）实现功能的复合性，满足多种使用场
景。在公共建筑设计中，实现功能的复合性是一个重要

的设计原则。通过将不同功能区域进行有机结合，可以

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多功能的建筑空间。例如，在办公建筑

中，可以将会议室、休息区、展示区等功能区域进行融

合，形成一个灵活多变的空间，以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1.3  舒适性原则
（1）确保建筑在构建过程中能够体现舒适性。在建

筑构建过程中，需要注重材料的选择、构造方式的运用

以及施工工艺的改进，以确保建筑的舒适性。例如，采

用环保、节能的建筑材料，运用合理的构造方式来提高

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以及通过精细的施工工艺来提

升建筑的装修品质等。（2）提升公共建筑和室内环境的
整体品质。除了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外，还需要注重公

共建筑和室内环境的整体品质。通过合理的色彩搭配、

丰富的灯光设计以及精致的装饰细节等，可以为使用者

营造一个优雅、舒适的环境氛围，从而提升其使用满意

度和幸福感。

2��公共建筑人性化设计的方法分析

2.1  细节设计
（1）无障碍设计，为特殊群体提供便利。无障碍设

计是公共建筑人性化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中，

需要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确保

他们能够方便、安全地使用建筑。例如，在楼梯、走

廊、电梯、卫生间等区域设置无障碍设施，如扶手、防

滑地板、低位按钮等；在建筑入口、出口等位置设置明

显的标识和导向系统，以便特殊群体能够快速找到所需

的功能区域。此外，还需要关注建筑的声环境、光环境

以及空气质量，确保它们符合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无

障碍设计的实现需要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等多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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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同制定合理的设计方案。在施工过程中，还需

要加强质量监督，确保无障碍设施的质量和安全性[1]。

（2）地方特色融合，提升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公共建筑
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应该充分融合地

方特色，体现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在设计中，可

以运用当地的传统建筑元素、文化符号以及地域特色，

如建筑造型、装饰细节、色彩搭配等，来营造具有地方

特色的建筑氛围。此外，还可以将建筑与城市的历史、

人文景观相结合，通过设计手法将其融入建筑中，增强

建筑的文化底蕴。在地方特色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深入

研究当地的文化、历史背景，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

审美需求。同时，还需要注重设计的创新性和现代性，

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感

和地域特色的建筑作品。

2.2  空间设计
（1）科学合理的光源设计，提升公共空间的艺术效

果。光源设计是空间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建筑

中，需要根据建筑的功能需求和空间特点，选择合理的

光源类型和布置方式，以提升公共空间的艺术效果。例

如，在展厅、博物馆等需要重点展示的区域，可以采用

定向照明、调光照明等手法来突出展品；在休息区、走

廊等区域，可以采用柔和的散射照明来营造温馨、舒适

的环境氛围。在光源设计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节能和

环保。通过采用LED等高效节能光源、智能照明控制系
统等技术手段，可以降低建筑的能耗和碳排放，实现绿

色设计。（2）利用不同光照和色彩营造不同的氛围。光
照和色彩是营造建筑氛围的重要手段。在公共建筑设计

中，可以通过改变光照的强度和颜色、运用不同的色彩

搭配等方式来营造不同的氛围。例如，在剧院、音乐厅

等演艺场所，可以采用柔和的暖色调照明和富有节奏感

的色彩搭配来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在办公区域，可以

采用明亮的冷色调照明和简洁的色彩搭配来营造高效、

专注的工作环境[2]。在运用光照和色彩营造氛围的过程

中，需要注重整体效果和协调性。避免过于刺眼或过于

昏暗的光照以及过于花哨或过于单调的色彩搭配。同

时，还需要考虑使用者的视觉感受和情感体验，确保设

计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求。

2.3  功能分区
（1）明确划分不同功能区域，提供舒适的居住服

务。在公共建筑设计中，需要根据建筑的功能需求和使

用者的行为习惯来明确划分不同功能区域。例如，在办

公建筑中，需要划分出办公区、休息区、会议室等功能

区域；在商业建筑中，需要划分出购物区、休息区、餐

饮区等功能区域。通过明确的功能分区，可以为使用

者提供清晰的流线、舒适的环境以及便捷的设施服务。

（2）设计中考虑多功能融合，满足多样化需求。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公共建筑的功能需

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设计中，需要考虑多功能

融合的可能性，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设施配置来满足

使用者的多样化需求。例如，在办公建筑中，可以将会

议室、休息区等功能区域进行灵活组合，以适应不同的

工作场景和人员需求；在商业建筑中，可以将购物、休

闲、餐饮等功能区域进行有机融合，以打造多元化的商

业空间。在多功能融合的设计中，需要注重空间的灵活

性和可变性。通过采用移动隔断、折叠门等可变设施以

及灵活的家具布置方式，可以实现空间的灵活转换和多

功能利用。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过渡

和衔接，确保它们在功能、流线、视觉等方面都能够相

互协调、和谐统一。

2.4  与城市空间的整合
（1）庭院空间的设计，实现人、建筑与自然的和

谐。庭院空间是公共建筑与城市自然环境的重要连接

点。在设计中，需要注重庭院空间的规划和设计，通过

合理的景观布局、植物配置、水体设计等方式，来实现

人、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庭院空间不仅可以提供舒

适的休闲环境，还可以改善建筑的微气候，提升建筑的

生态性能。在庭院空间的设计中，需要考虑使用者的需

求和行为习惯。例如，在办公建筑的庭院空间中，可以

设置座椅、遮阳伞等设施，为使用者提供遮阳、避雨的

休闲场所；在商业建筑的庭院空间中，可以设置花坛、

喷泉等景观元素，吸引顾客的注意力，提升商业氛围。

同时，还需要注重庭院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衔接和过渡。

通过采用开放式的庭院设计、与城市绿化带相融合等方

式，可以将庭院空间与城市空间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

空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3]。（2）屋顶外部空间的利用，
增强人们的使用体验。屋顶外部空间是公共建筑设计中

常被忽视的资源。然而，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屋顶

外部空间可以成为提升建筑品质和增强人们使用体验的

重要场所。例如，在办公建筑的屋顶上，可以设置屋顶

花园、休闲区等设施，为使用者提供放松身心的场所；

在商业建筑的屋顶上，可以设置观景台、餐厅等设施，

吸引顾客的关注和消费。在屋顶外部空间的设计中，需

要考虑建筑的结构、承重和防水等安全问题。同时，还

需要注重空间的实用性和美观性。通过合理的空间布

局、景观设计和设施配置，可以将屋顶外部空间打造成

一个既实用又美观的休闲场所。此外，在屋顶外部空间



2025� 第6卷�第2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90

的设计中，还需要注重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和协调。通过

采用与城市天际线相呼应的建筑造型、与城市景观相融

合的景观设计等方式，可以将屋顶外部空间与城市空间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现空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3��人性化设计在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的应用

3.1  办公建筑
（1）办公空间的人性化设计，提升工作效率和员工

满意度。办公建筑的人性化设计首先体现在办公空间的

布局与配置上。合理的空间规划能够优化工作流程，减

少不必要的移动，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例如，开放式办

公区与独立办公室的结合，既满足了团队协作的需求，

又保证了个人工作的私密性。此外，办公家具的选择也

至关重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可调节高度的办公桌

等，能够有效缓解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身体疲劳，提升员

工的舒适度与满意度。（2）无障碍设计确保各类人群的
便捷使用。无障碍设计是办公建筑人性化设计的重要一

环。通过合理设置无障碍通道、低位操作按钮、宽敞的

电梯和卫生间等设施，确保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能够方便地进出和使用办公建筑。这不仅体现了对特殊

人群的关怀，也提升了建筑的整体安全性和便捷性，为

所有使用者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友好的环境。

3.2  商业建筑
（1）商业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创造欢愉、轻松的气

氛。商业建筑的人性化设计旨在营造愉悦、轻松的购物

环境。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丰富的照明设计以及恰当

的背景音乐，营造出舒适宜人的氛围。例如，宽敞明亮

的购物通道、精心布置的休息区、便捷的导览系统等，

都能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同时，商业建筑还需注重

环境卫生的维护，确保空气清新、地面整洁，为消费者

创造一个干净、舒适的购物环境。（2）运用丰富的空间
变化和色彩，引导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商业建筑中的空

间变化和色彩运用是引导消费者购物行为的重要手段。

通过巧妙地利用高低错落、曲折蜿蜒的空间布局，以及

丰富的色彩搭配，可以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引导他们深入探索并发现心仪的商品。同时，色彩的运

用还能影响消费者的情绪，如暖色调能够激发购买欲

望，冷色调则有助于营造宁静舒适的休息区。

3.3  文化娱乐建筑
（1）满足观众和游客的需求，提供舒适、便捷的观

演体验。文化娱乐建筑的人性化设计主要体现在观众席

的布局、视线设计、音效系统以及服务设施等方面。合

理的观众席布局和视线设计能够确保每位观众都能获得

良好的观演效果。同时，先进的音效系统和灯光设备能

够提升演出的艺术感染力，为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听

体验。此外，便捷的售票系统、清晰的指示标识、舒适

的休息区以及便捷的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也是提升观众

和游客观演体验的重要方面。（2）设计中注重功能性和
文化性的融合。文化娱乐建筑的设计不仅要满足基本的

观演需求，还要注重功能性和文化性的融合。通过巧妙

地运用建筑造型、装饰元素和文化符号等设计手法，展

现建筑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同时，建筑的功能布局

也应考虑多种活动需求，如展览、演出、讲座等，实现

空间的多元化利用。这种功能性和文化性的融合设计，

不仅提升了建筑的整体品质，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

多彩的文化生活体验。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性化设计在公共建筑领域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优化，更是对人

文关怀的体现。通过深入探索和实践人性化设计理念，

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类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的公共建筑空间。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需

求的持续变化，公共建筑的人性化设计仍将是建筑师们

不断探索和创新的重要课题。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为

构建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空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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