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第三章   公共建筑室内空间环境的规划设计
       公共空间室内环境是人们重要的活动空间，可以说，人们根据各种不同的功能所需，大

部分的时间是在各样的公共室内空间中度过的，足以说明室内空间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说，

公共室内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肩负着人类社会需求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1、室内环境的空间形态与布局要求

  人类的生存环境总会有各式各样的空间构成，这些

独享或共享空间帮助人们完成了所有可以完成的事情，

可以说，有人活动的地方就会有空间的存在。可谓空间

构成的形形色色且随时随地。而相对于建筑中的公共室

内空间来说，它会更加的稳定，也更加利于人们的公众

活动。

在建筑设计的基础上，根据室内空间使用功能的需要，

进行空间的尺度与比例关系的调整与相应功能的布局。

由界面围成的室间形状，就是依据室内各个界面的空间

尺度所形成的室内空间形态，从而构成室内环境的空间

布局。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第一节、公共建筑环境设计室内空间的构成 



三
2、点线面在室内环境空间

构成中的设计运用

       点在空间环境中的运用。

就点的外在形态而言，有独立

的或重复的组合形式，有疏密

变化的，也有规律性和随意性

分布的方式等等；而对于内在，

则不是点的本身，而活跃其中

的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才

是元素。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线是点在移动中所留下的方向

轨迹。所以说，它可以称为设

计的第二元素。线不仅有长短，

而且有粗细。因此线也同时具

有“面”的属性。空间的方向

性和长度是构成线的主要特征。

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线具有各

种的形态。



三
 面是由点、线密集构成的，自

然会有一定的体量。由于体量

关系，面在空间构成中的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在空间中用面

的元素来划分空间区域是一个

最为捷径方式，可以用不同的

材料、不同的配置、不同的色

彩来界定。同时，空间内通过

不同界面的变化，还会形成不

同的、我们需要的风格和特征。



三
3、室内环境空间构成所产生的空间感

受

      在室内环境的空间构成环节中，除了

上述的点、线、面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

空间构成环节需要注意。就是空间的比例

关系、尺度关系和形态关系对我们的怎样

的感受分析，以及如何感受和把握好空间

气氛。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比例关系：

       就是研究物体本身三个方

向量度间的关系。要考虑建筑

室内空间的均衡性、稳定性的

问题，这是指空间构图中各要

素之间的相对的轻重关系。包

括体量感、方向感、材质感和

色彩感的比值关系，以此创造

出良好的主次关系，达到使用

和精神上的双重功效。



三
 比例关系：

       就是研究物体本身三个方

向量度间的关系。要考虑建筑

室内空间的均衡性、稳定性的

问题，这是指空间构图中各要

素之间的相对的轻重关系。包

括体量感、方向感、材质感和

色彩感的比值关系，以此创造

出良好的主次关系，达到使用

和精神上的双重功效。



三  而空间里的尺度关系控制更是决定

了我们的空间感受，起着重要的作用。

室内空间的尺度感应与功能性质一样，

一般来说，对于空间感，我们归纳和简

化的理解就是大和小的变化，尺度感大

或过大的空间，是难以寻觅亲切和谐的

安定空间气氛，从艺术性要求来讲，更

适于庄严而宏大的功能空间所需要的那

种氛围。尺度感还有空间高度的影响，

室内空间高度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以人

体高度为标准的绝对高度；二是参照室

内空间面积的相对高度，过低的尺度会

产生强烈的地面和顶棚的吸引力。



三 4、室内环境空间基本类型与特征        

在室内环境的空间构成环节中，除了上述

的点、线、面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空间

构成环节需要注意。就是空间的比例关系、

尺度关系和形态关系对我们的怎样的感受

分析，以及如何感受和把握好空间气氛。

①建筑空间性质划分

  建筑空间有内部和外部的空间之分，

我们所说的室内空间就是建筑的内部空间。

内部空间又可分为固定空间和可变空间两

大类别，这是建筑空间最先的一种可见类

别划分。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固定空间：随建筑建造而成的，并由顶面、墙面

和地面围护而形成的固定空间称为第一次空间。

常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使用不变、功能明确、

位置固定的空间，并以固定不变的空间界面围隔

而成。它的空间范围明确，各个空间之间有明显

的界限，私密性稳定。同时，也可称为实体空间。

可变空间：在固定空间中，利用移动隔断、隔墙、

屏风或家具等设施，采用进行灵活可变的分隔方

式，所形成的不同空间为可变空间，称为第二空

间。此空间类型的目的，为了能适合不同的使用

功能需要而可自由改变空间形式，所谓的“可变

空间”也是由于这些空间的可变动性而来。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延续着固定空间概念，再有一种分法，

那就是固定空间又可分为实体空间和虚拟

空间两类。

虚拟空间，类似于可变空间“空间的空间”

的特征，由于处在固定空间内并与其相贯

通，也称为空间里的空间。虚拟空间其空

间范围界限并不十分明确，私密性较差，

室内空间中，虚拟空间多为功能交叉的特

征。另外，由于虚拟空间虽然范围界限不

清楚，但在界定的空间内，经界面的局部

变化而再次限定的空间形式，有能够被察

觉的独立性特征，故而又被称为“心理空

间”，其虚拟的定性就在于此。



三 ②建筑空间性质划分

      建筑内部空间还可以划分为封闭式空

间和开敞式空间两个类型，在室内空间类

型中也是较为典型的划分方式。

封闭式空间：封闭式空间相对来说是静止

的、凝滞的，与外部空间联系较少的空间

形式，采用封闭式划分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对声音、视线以及温度等进行隔离，有

利于隔绝外界的各种干扰并形成独立的空

间，这样相邻空间之间会很安定，这类空

间具有较好的私密性，富于安全感的特征。

同时也有流动性较差，空间变化受到限制

的不足。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开敞式空间：与封闭空间相反，与外界空

间联系较多，这样的空间形式称为开敞式

空间。开敞式是外向型的，限定性和私密

性较小，强调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交流、渗

透、讲究对景、借景、与大自然或周围空

间的融合。它可提供更多的室内外景观和

扩大视野，具有开朗、活跃而通畅；吸纳

性的、开放性的空间艺术特征。从使用功

能来说，开敞式灵活性更大一些，便于经

常改变室内布置。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动态空间：亦称“流动空间”，就是有利

用机械、电器、自动化的设施和人为的活

动等复杂因素存在的空间。

静态空间：空间的限定度较强，趋于封闭

型，多为尽端区域房间，一般为序列中的

末端，私密性较强。

       此外，还有一种空间肯定性与模糊性

的界定方式。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③其它方式划分

列柱的划分

这是被我们常常使用的空间划分方式，

丰富空间的层次与变化。通常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设置单排列柱，可等分，也可以侧

分。一种是设置双排列柱，同样可以采用

等分或侧分的方法。商业空间、展览空间

采用列柱划分的方法是比较常见的。

局部空间划分：这种的方式也可称为

“半封闭式”。就是采用局部划分，其目

的是为了减少视线上的相互干扰，对于声

音、温度等设有分隔。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高差变化：利用基面或顶面的高差划分方式，所谓高差，就是在空间垂直方向采用“抑扬法”来进行空

间划分。商业空间或展示与展会空间常常采用这种方式来展示物品 。

母子空间的划分：人们在大空间一起活动，交流，有时会感到彼此干扰，缺乏私密性，空旷而不亲切。

而在封闭空间虽避免上述缺点，但又会产生长时间逗留的不便和空间沉闷、闭塞的感觉。

共享空间：是空间概念中划分出的一种类型。从空间处理上，共享空间是一个具有运用多种空间处理手

法的综合体系，它在空间处理上，不仅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外中有内和内中有外，相互穿插，融会了各种

空间形态，变则动、不变则静，单一的空间类型往往是静止的感觉，多样变化的空间形态才会形成灵动感觉。

还有就是所谓的特殊类型空间划分：一种是凹入空间划分形式，凹入空间是在室内某一墙面或局部角落凹入

的空间。是在室内局部退进的一种空间形式，也就是外部空间向内部空间的渗入。还有一种是外凸空间的划

分形式，凹凸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外凸空间对内部空间而言是凹室，对外部空间而言是凸室，也就是内部

空间向外部空间延伸。大部分的外凸空间希望将建筑更好的伸向自然、水面，达到三面临空，饱览风光，使

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

       总而然之，建筑室内空间的类型是丰富多彩的，根据理解状况，尽管其说法并不那么完全的统一，只要

我们抓住类型的形态特征，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三 5、室内环境的空间分隔与协调组

织     

  ①空间分隔与联系：空间分隔就

是建筑空间基础上的重新组合，

形成新的且是符合要求的空间类

型。在通常的情况下，室内环境

各空间的组合，是依据不同的使

用目的，对空间在垂直和水平两

个方向进行各异的分隔，为人们

提供良好的空间环境、满足不同

功能的活动需求，并达到物质功

能与精神功能的统一。



三 ②空间的协调组织：室内空间

的墙、隔断、阻隔物是静止不

动的。但可以用它们组织室内

空间环境，一个引人流动的空

间序列，无论是住宅建筑空间，

还是公共建筑空间，都是存在

不同功能要求的，自然形成了

大小各异的室内空间，形成固

定的实体空间或封闭式空间，

虚拟或可变空间，动态或静止

空间等等。也由此形成方向性

明确、不明确或介于之间的流

动空间。

功能空间的空间序列就是方向性不明确    功能空间的空间序列就是方向性明确



三 ③空间过渡与引导性：  

     空间的过渡和过渡空间，是根

据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提出来的。

过渡空间性质包括实用性、私密

性、安全性、礼节性、等级性等

多种性质，其性质完全依照人的

活动习惯和心理需求而设定的，

大家毫无例外的遵循着这一带有

生活秩序的行为原则，完全是一

种硬性的使用功能要求。    

公共性 半公共性 半私密性 私密性

开敞性 半开敞性 半封闭性 封闭性

室外 半室外 半室内 室内

空间中的引导性设计实际上

在在空间组织设计时就已经

开始。首先是空间界面装饰

的诱导，地面材质的方向性，

哪怕是一块地毯，还有顶棚、

墙体的主线暗示等；通过空

间分隔暗示着另一个空间的

存在；室内门洞、漏窗的吸

引、暗示出的好奇心理；漫

步中曲径通幽的诱惑；特别

是室内楼梯、电梯间等直接

的交通设施，更是起到了最

直接的引导作用。

    



三 6、室内环境空间的序列协调统一 

 现代室内空间的形式与综合性的功能作用具有密切关系，空间序列关系相应有了更加缜密、更加生动和更

加合理的趋势要求，就是说，有秩序组织出来的空间序列，一般经过几个过渡达到高潮，而每个空间均有

承上启下的作用。

起始阶段：该阶段是空间序列的开始，它预示着将要展开的内容，给人身心的第一印象，就应具有足够的

吸引力和个性来控制住局面，以提升和调动来访者对于之后环节的兴趣。

过渡阶段：它是起始后的承接阶段，又是高潮阶段的前奏，在序列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空间序列中

关键的一个环节。

高潮阶段：高潮阶段可谓是全序列的主题中心思想板块，它也是空间序列的最精华和目的之所在，更是空

间序列艺术的最高体现。

终结阶段：由高潮渐渐恢复平静后到达的结尾部分，这是终结阶段的主要任务。良好的结束有利于对高潮

的追思和联想，同时得到了期待的满足，且有意犹未尽之感。



三



三 掌握好原则性要求：

一是序列长短的选择，比如，主题性明确的而单一的功能空间，空间序列应更直接一些，避免喧宾夺主。

二是序列布局类型的选择，依照功能来选择庄重型的、欢快型的、展宣型的等等，比如，办公空间较之娱

乐性空间就有很大区别。

三是高潮的选择，一般性的规律是，将高潮部分放在中间偏后一些，接近结尾，也有放在前半部分里，但

在结束前还会有一个主题呼应。    



三 设计手法也有几个要点：

一是要把控好空间的导向性，就是空间序列的流线清晰明确，空间关系合情合理，切忌杂乱无章的无序状

态。

二是视觉中心的突出，在主要功能的前提下，明确主题创意和积极的思想内容，突出格调与品质，空间序

列的高潮部分，明确轻重关系。

三是空间构图的对比与统一的处理，这是做好空间序列秩序的重点，也是掌握空间大格局的要点。    



三

1、关于室内装饰装修艺术

  这里我们主要针对公共空间室内环境设计的重要内容展开分析，

即室内环境装饰装修艺术设计，室内装饰装修是室内设计由精神文明

（设计文案）向物质文明（设计施工）转换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其中

包括材料选型运用、工艺技术、专业协调等一系列专业技能的知识应

用。因而，装饰装修认知就是解决室内设计中的物质性问题的具体手

段。

 所谓室内环境的装饰装修就是在原建筑基础上，经过空间处理和

空间布局之后，包括顶面、墙面和地面等空间维护体的装饰做法，以

及建筑局部、建筑构件造型、部件纹样、室内色彩和材料机理质感等

处理手法。所谓的界面处理，装饰装修的过程中，采用科学的施工方

法进行工艺技术处理，将使用材料的质感达到艺术性展现的效果。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第二节、公共建筑环境设计室内空间的构成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2、空间感塑造的原则

设计实践中，我们要抓住点，使之准确、生动地展现设计构

思，达到理想设计效果。具体要做的就是，

一则，结合功能需要提出新的设想，忠实于功能的基础上提

出主体性的设计概念，贯穿于始终的设计过程；

二则，结合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的进

行设计组织，详尽的对环境条件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做出实

施的准确判断；

三则，建筑空间布局与结构系统的统一与变化方面的设计；

再有，就是结合形式的创新，这一方面要客观而认真的对待，

切忌为创新而创新的盲目性。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

3、空间围护体界面的装饰装修艺术   

空间的围护体界面，是指对室内空

间的各个围合面，包括顶面、地面、墙

面以及隔断，依据对各个界面的使用功

能和特点的分析，通过界面形状，纹样

图形线脚，材质肌理构成的设计，以及

界面和结构构件的连接构成。如水、电、

风等管线设施的协调配合等。



三 ①顶面天花的艺术处理：  与地面的方向一

样，顶面天花也是空间中水平方向的一个体

面，由于是在人体上方的缘故，因而，对空

间感受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地面的作用，加之

是空间中无法活动行走的部位，对人的视觉

来说是一览无余的，可见是多么重要的界面。

       可归纳出来有两大种类的情况，一类是

暴露结构的方式，另一类是掩盖结构的方式，

如果是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介于这两类之间

的“半露半遮”的处理方式，一般是在原结

构形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的掩饰与表现，

以展示结构的合理性与力度美，是对结构造

型的再创造。



三
②空间墙面的艺术处理：公共建筑空间的墙体

是垂直方向的围体界面，承接顶棚并连接地面，

在空间中，人们大部分时间的视觉落点是在墙

体上，常规的视觉作用已然超过了顶棚和地面，

不仅视觉感知，也有触觉感知。还有，墙体上

的门洞、窗洞，以及装修后的陈设饰品、家具

和家电设备等，都会与墙体发生密切的接触。

因此，公共空间的墙体的艺术性处理一定要考

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墙面装饰设计的主要作用，

一是保护和修整墙体的作用。二是满足装饰空

间和满足使用的作用。  



三
③空间地面的艺术处理：地面与顶棚同样处于

空间的水平位置，两者相互对应着，对于人的

感知具有触觉和视觉的双重作用，人在步入空

间前，下意识的要看看脚下的情况，故而，地

面的空间导向作用最关键界面。同时，地面承

载着人体本身之外，还有人使用的家具及其它

物体设备。同顶棚作用一样，地面影响着空间

尺度感受，如在地面处理的颜色较重的情况下

给人以视觉感受会有空间高度增加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