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介绍关于室内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掌握基本概念

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和领会室内设计布置图中的内容和安排方法,从而

更好地学习室内设计的知识。

睐 概述

睐 室内设计原理

睐 室内设计制图的内容



1.1 概  述

1.1.1 室内设计的意义

  所谓设计,通常是指人们通过调查研究、分析综合、头脑加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做出某种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成品或生产某种产品的构思过程,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先
进性和科学性。经过严格检测,达到预期标准后,即可依据此设计蓝本,进入系统建立

或产品生产的实践阶段,最终达到该项系统的建成或产品生产的目的。
随着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随着品位的不断提高,建筑室内设计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最好

时机。人们对建筑结构内部的要求逐渐向形态多样化、实用功能多极化和内部构造复

杂化的方向发展。室内设计是美学与功能的结合,在室内空间的“整合”和“再造”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1.2 当前我国室内设计状况

我国室内设计行业正蓬勃发展,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广大设计人员重视,以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人们对于室内设计的重要性不够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越来越明确。建筑业也应如此,过去由建筑设计师总揽的情况已不适应现阶段建筑行

业的发展。而许多建筑业内人士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建筑室内设计是可有可无

的行业,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人们对建筑结构内部使用功能、视觉要求的不断提高,
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室内设计人员要有足够的信心,并积

极摄取各方面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创意,提高设计水平。
(2)

 

室内设计管理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室内设计尚处于发展阶段,相应的管理

体制、规范、法规不够健全,未形成体系,设计人员从业过程中缺乏依据,管理不规范,导
致许多问题现今还不能有效解决。

(3)
 

我国建筑设计及室内设计人员素质偏低,设计质量不高。目前我国建筑师不

断增加,但并非全部受过专门教育,有些并不具备室内建筑师学历,设计水平偏低。许

多略懂美术、不通建筑的人滥竽充数,影响了设计质量的提高。同时,我国相关主管部

门尚未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法规规范,致使设计过程的监督、设计作品分类、文件编

制不规范,也是我国室内设计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我国室内设计行业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外交流和借鉴也相当不足,
大家都满足于现状。同时,为了适应工程工期的需要,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及室内设计

缩短设计时间,不能做到精心设计,导致设计水平下降,作品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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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室内设计原理

1.2.1 引言

  在进行室内设计的过程中,要始终以使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精神功能达到理想要求,
创建完美统一的使用空间为目标。室内设计的原理是指导室内建筑师进行室内设计最

重要的理论技术依据。
室内设计原理包括以下三方面:

 

室内设计主体———人。
室内设计构思。
创造理想室内空间。

人是室内设计的主体。室内空间创造的目的首先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其次是心

理因素的要求。两者区分主次,但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因此室内设计原理的基础就

是围绕人的活动规律制定出的理论,其内容包括空间使用功能的确定、人的活动流线分

析、室内功能区分和虚拟界定及人体尺寸等。
设计构思是室内设计活动中的灵魂。一套好的建筑室内设计,应是通过使用有效

的设计构思方法得到的。好的构思能够给设计提供丰富的创意和无限的生机。构思阶

段包括初始阶段、深化阶段、设计方案的调整阶段,以及对空间创造境界升华时的各种

处理规则和手法。
创造理想室内空间,是一种以严格的科学技术建立的完备作用功能和高度审美法

则创造的诗画意境。它有以下两个标准。
对于使用者,它应该是使用功能和精神功能达到完美统一的理想生活环境。
对于空间本身,它应该是由形、体、质高度统一的有机空间构成。

1.2.2 室内设计主体———人

人的活动决定了室内设计的目的和意义,人是室内环境的使用者和创造者。有了

人,才区分出了室内和室外。
人的活动规律之一是在动态和静态间交替进行的:

 

动态—静态—动态—静态。
人的活动规律之二是个人活动与多人活动交叉进行。

人们在室内空间活动时,按照一般的活动规律,可将活动空间分为三种功能区:
 

静

态功能区、动态功能区、静动双重功能区。
根据人们的具体活动行为,又可更加详细地划分。例如,静态功能区包括睡眠区

(图1-1)、休息区、学习办公区等;
 

动态功能区包括运动区、走道(图1-2)、大厅等;
 

静动

双重功能区包括会客区(图1-3)、车站候车室、生产车间等。
同时,要明确使用空间的性质。空间性质通常是由其使用功能决定的。虽然许多

空间中设置了具有其他使用功能的设施,但要明确其主要的使用功能。如在起居室内

设置酒吧台、视听区等,但其主要功能仍然是起居室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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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静态功能区

图1-2 动态功能区
图1-3 静动双重功能区

空间流线分析是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步骤,其目的如下:
 

明确空间主体———人的活动规律和使用功能的参数,如数量、体积、常用位

置等。
明确设备、物品的运行规律、摆放位置、数量、体积等。
分析各种活动因素的平行、互动、交叉关系。
经过以上三部分分析,提出初步设计思路。

空间流线分析从构成情况分为水平流线和垂直流线;
 

从使用状况上,可分为单人

流线和多人流线;
 

从流线性质上,可分为单一功能流线和多功能流线;
 

流线交叉可形

成室内空间厅、场。例如,某单人水平流线图如图1-4所示,某大厅多人水平流线图如

图1-5所示。

图1-4 单人水平流线图 图1-5 多人水平流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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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流线组合形式分为中心型、自由型、对称型、簇型和线型等,如图1-6所示。

图1-6 功能流线组合形式

1.2.3 室内设计构思

1.
 

初始阶段

  室内设计的构思在设计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设计初始阶段,就要

进行一系列的构思设计,使后续工作能够有效、完美地进行。构思的初始阶段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1)

 

空间性质和使用功能。室内设计是在建筑主体完成后的原型空间内进行。因

此,室内设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认定原型空间的使用功能,也就是原型空间的使用

性质。
(2)

 

空间流线组织。当原型空间认定之后,构思第一步是做流线分析和组织,包括

水平流线和垂直流线。流线可能是单一流线,也可能是多种流线。
(3)

 

功能分区图式化。空间流线组织之后,即进行功能分区图式化布置,进一步接

近平面布局设计。
(4)

 

图式选择。选择最佳图式布局作为平面设计的最终依据。
(5)

 

平面初步组合。经过前面几个步骤的操作,最后形成了空间平面组合的形式,
待进一步深化。

2.
 

深化阶段

经过初始阶段的室内设计构成了最初构思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构思深化阶段的

设计。深化阶段的室内设计构思内容和步骤如图1-7所示。
结构技术对室内设计构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原型空间墙体结构方

式;
 

二是原型空间屋盖结构方式。
墙体结构方式关系到室内设计内部空间改造的饰面所采用的方法和材料。基本的

原型空间墙体结构方式有板柱墙、砌块墙、柱间墙、轻隔断墙。
屋盖结构的原型屋顶(屋盖)结构关系到室内设计的顶棚做法。屋盖结构主要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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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深化阶段的室内设计构思内容与步骤

构架结构体系、梁板结构体系、大跨度结构体系、异型结构体系。
另外,室内设计要考虑建筑所用材料对设计内涵和色彩、光影、情趣的影响;

 

室内

外露管道和布线的处理;
 

通风条件、采光条件、噪声和温度的影响等。
随着人们对室内设计要求的提高,还要结合个人喜好,定好室内设计的基调。人们对

室内的格调要求一般有三种类型,即现代新潮观念、怀旧情调观念、随意舒适观念(折中型)。

1.2.4 创造理想室内空间

经过前面两个构思阶段的设计,已形成较完美的设计方案。创建室内空间的第一

个标准就是要使其具备形态、体量、质量,即形、体、质三个方向的统一协调。第二个标

准是使用功能和精神功能的统一。如在住宅的书房中除了布置写字台、书柜,还布置绿

化等装饰物,使室内空间在满足书房的使用功能的同时,也活跃气氛,净化空气,满足人

们的精神需要。
一个完美的室内设计作品,是经过初始构思阶段和深化构思阶段,最后又通过设计

师对各种因素和功能的协调平衡创造出来的。要提高室内设计的水平,就要综合利用

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深入的构思设计。最终,室内设计方案形成最基本的图纸方案,一般

包括设计平面图、设计剖面图和室内透视图。

1.3 室内设计制图的内容

如前所述,一套完整的室内设计图一般包括室内平面图、室内顶棚图、室内立面图、
构造详图和透视图。下面简述各种图样的概念及内容。

1.3.1 室内平面图

室内平面图是以平行于地面的切面在距地面1.5mm左右的位置将上部切去而形

成的正投影图。室内平面图应表达如下内容。
墙体、隔断及门窗、各空间大小及布局、家具陈设、人流交通路线、室内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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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单独绘制地面材料平面图,则应该在平面图中表示地面材料。
标注各房间尺寸、家具陈设尺寸及布局尺寸。对于复杂的公共建筑,则应标注

轴线编号。
注明地面材料名称及规格。
注明房间名称、家具名称。
注明室内地坪标高。
注明详图索引符号、图例及立面内视符号。
注明图名和比例。
若需要辅助文字说明的平面图,还要注明文字说明、统计表格等。

1.3.2 室内顶棚图

室内顶棚图是根据顶棚在其下方假想的水平镜面上的正投影绘制而成的镜像投影

图。顶棚图应表达如下内容。
顶棚的造型及材料说明。
顶棚灯具和电器的图例、名称、规格等说明。
顶棚造型尺寸标注,灯具、电器的安装位置标注。
顶棚标高标注。
顶棚细部做法的说明。
详图索引符号、图名、比例等。

1.3.3 室内立面图

以平行于室内墙面的切面将前面部分切去后,剩余部分的正投影图即室内立面图。
立面图应表达以下内容。

墙面造型、材质及家具陈设在立面上的正投影图。
门窗立面及其他装饰元素立面。
立面各组成部分尺寸、地坪吊顶标高。
材料名称及细部做法说明。
详图索引符号、图名、比例等。

1.3.4 构造详图

为了放大个别设计内容和细部做法,多以剖面图的方式表达局部剖开后的情况,这
就是构造详图。它主要表达以下内容。

以剖面图的方法绘制出各材料断面、构配件断面及其相互关系。
用细线表示剖视方向上看到的部位轮廓及相互关系。
标出材料断面图例。
用指引线标出构造层次的材料名称及做法。
标出其他构造做法。
标注各部分尺寸。
标注详图编号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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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透视图

透视图是根据透视原理在平面上绘制出能够反映三维空间效果的图形。它与人的

视觉空间感受相似。室内设计常用的绘制方法有一点透视、两点透视(成角透视)、鸟瞰

图三种。
透视图可以通过人工绘制,也可以使用计算机绘制。它能直观表达设计思想和效

果,故也称作效果图或表现图,是一个完整的设计方案不可缺少的部分。鉴于本书重点

是介绍使用AutoCAD
 

2022绘制二维图形,因此本书中不包含这部分内容。

1.4 室内设计制图的要求及规范

1.4.1 图幅、图标及会签栏

1.
 

图幅

  图幅即图面的大小。根据国家规范的规定,按图面的长和宽确定图幅的等级。室

内设计常用的图幅有A0(也称0号图幅,其余类推)、A1、A2、A3及A4,每种图幅的长

宽尺寸如表1-1所示,表中的尺寸代号意义如图1-8和图1-9所示。

表1-1 图幅标准

尺寸代号
图幅代号

A0 A1 A2 A3 A4

b×l
841mm×
1189mm

594mm×
841mm

420mm×
594mm

297mm×
420mm

210mm×
297mm

c 10mm 5mm
a 25mm

图1-8 A0~A3图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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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标

图标即图纸的图标栏,包括设计单位名称区、工程名称区、签字区、图名区及图号区

等内容。一般图标格式如图1-10所示。如今不少设计单位采用个性化的图标格式,但

是仍必须包括上述几项内容。

图1-9 A4图幅格式

 
图1-10 图标格式

3.
 

会签栏

会签栏是为各工种负责人审核后签名用的表格。它包括专业、实名、签名、日期等

内容,具体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图1-11所示为其中一种格式。对于不需要会签的图

样,可以不设此栏。

图1-11 会签栏格式

1.4.2 线型要求

室内设计图主要由各种线条构成,不同的线型表示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部位,代表

着不同的含义。为了使图面能够清晰、准确、美观地表达设计思想,工程实践中采用了

一套常用的线型,并规定了它们的使用范围,如表1-2所示。在AutoCAD
 

2022中,可

以通过“图层”中“线型”“线宽”的设置来选定所需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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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常用线型

名称 线  型 线宽 适
 

用
 

范
 

围

实线 

粗 b
 建筑平面图、剖面图、构造详图的被

剖切截面的轮廓线;
 

建筑立面图、室内

立面图外轮廓线;
 

图框线

中 0.5b
 室内设计图中被剖切的次要构件的

轮廓线;
 

室内平面图、顶棚图、立面图、
家具三视图中构配件的轮廓线等

细 ≤0.25b
 尺寸线、图例线、索引符号、地面材料

线及其他细部刻画用线

虚线 
中 0.5b

 主要用于构造详图中不可见的实物

轮廓

细 ≤0.25b  其他不可见的次要实物轮廓线

点划线 细 ≤0.25b  轴线、构配件的中心线、对称线等

折断线 细 ≤0.25b  画图样时的断开界线

波浪线 细 ≤0.25b
 构造层次的断开界线,有时也表示省

略画出时的断开界线

注:
 

标准实线宽度b=0.4~0.8mm。

1.4.3 尺寸标注

在对室内设计图进行标注时,应遵循下面的标注原则。
尺寸标注应力求准确、清晰、美观、大方。同一张图样中,标注风格应保持一致。
尺寸线应尽量标注在图样轮廓线以外,从内到外依次标注从小到大的尺寸,不
能将大尺寸标在内,而小尺寸标在外,如图1-12所示。

图1-12 尺寸标注正误对比

最内一道尺寸线与图样轮廓线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10mm,两道尺寸线之间的

距离一般为7~10mm。
尺寸界线朝向图样的端头距图样轮廓的距离不应小于2mm,不宜直接与之

相连。
在图线拥挤的地方,应合理安排尺寸线的位置,但不宜与图线、文字及符号相

交;
 

可以考虑将轮廓线用作尺寸界线,但不能作为尺寸线。
对于连续相同的尺寸,可以用“均分”或“(EQ)”字样代替,如图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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