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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背景下我国健康住宅设计研究
王　琳

（潍坊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在现代科技与整体生态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对自身的居住环境有了新的要求，而其中对于健康的要求尤其强烈，怎样在住宅

设计中加强对健康居住的保障，成为现在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本文从健康住宅设计现状分析、在原住宅空间的健康改造设计研究以及新

型健康住宅的应用推广这三方面对健康住宅的设计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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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国民对于居住空间环

境要求的日益提高，要求我们对住宅设计进行专业的反思和对未

来的探索，为新型人类聚居而设计。现在的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住

宅设计中对健康的保障，而且如果想要满足住宅设计中的健康方

面，就需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建筑上的，结构上的，

水电暖设备上的，心理上的，医学上的，社会学上的，等等。我

们应该根据实际，设计出更加适合我国健康人居环境的住宅。

关于健康住宅的设计，我们从多种角度共同探讨，进行综合

分析，结合建筑学等方面知识分析住宅设计中健康住宅的问题，

在分析问题之后，找到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来完善新

形势下健康住宅的设计和建设。当今时代背景下，健康住宅居住

层面的矛盾与问题不断暴露，再次刷新了人们对“健康住宅”的

认知，人们对室内居住空间使用功能的合理性延伸出了新的需求，

特别是对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功能性与亲和性需求尤为突出，同

时也对健康住宅空间的改造设计提出了新的设计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

人们对住宅设计中的健康因素越来越关注，传统室内空间设计暴

露出的问题也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住宅的室内各功能空间

布局是否合理、功能是否完善、是否健康舒适，是否能够适应不

断变化的居住需求也就成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我们通过对居住空间设计的研究，从而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人们

的居住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所谓“健康”

就是指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处于良好的状态，而不是

单纯指疾病或体弱。有关专家将健康住宅定义为：在符合住宅基

本要求的基础上，突出健康要素，以人类居住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满足居住者生理、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需求，为居住者

营造一处健康、安全、舒适和环保的高品质住宅和社区。也就是说，

健康住宅应该是能使居住者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处于

良好状态的住宅。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健康住宅”的设计理

念就是在满足住宅的基本要求下，突出健康因素，在悠闲地住宅

使用面积里充分发挥住宅空间的效用，减少没有必要的资源浪费，

在保证优质自愿的前提下提高住宅空间的利用率。人们对于住宅

设计的讲究程度和对于优美住宅环境的规划，都是源自如今生活

品质的提高，也就形成了现在的健康住宅设计理念，也是健康住

宅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

社会形势的发展让我们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到底我们现在

的住宅设计还存在着哪些不合理甚至会影响健康的因素：首先，

没有合理的、独立的空间设计。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国情的变化，

两代居和多代居的现象越来越常见，但是现在的住宅只是做了简

单的分区，如果是几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仅仅是混住在一起，

无法保证生活上的私密性和私密空间中设备设施的齐全。另外，

因为南北方地域、生活习俗以及气候条件的差异，虽然我们在设

计住宅的时候有很多同等面积标准的住宅设计套型，但是，我们

也要在有限的面积中考虑不同的空间分隔方式以及不同朝向的空

间布置，以此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其次，没有明确的公共活

动区与私密活动区的分界，公共活动区应更靠近住宅入户门口，

私密活动区应尽量设在住宅内部深处，明确动静分区。现在的住

宅设计房间的面积及相应的尺寸并不合理，有的住宅套型面积很

大，可是分区与小套型的住宅相比，其实只是小套型中每一部分

功能分区的简单加大，并未在功能分区上多下功夫，随着现在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住宅中不同功能的空间需求也会增

多。第三，优质的住宅建筑空间的实现是离不开结构做保证的，

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水平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家庭规模和人口

结构的变化，住宅内部功能空间留有可以改动的余地已经成为客

观需要，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方针的需要，那么如何来保证这

个改动的余地呢，那就需要先保证面积足够大，在此基础上，结

构体系要有合理的配套考虑，在水电暖设备方面，由于面向的主

要是厨房、卫生间等设备管线集中的地方，可以通过预埋水电管道，

提前设计设备管道墙来保证可改性的要求。第四，住宅整体环境

部分不合理。现在的住宅小区在环境资源方面没有花力气花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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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设计和规划，环境的均好是当代健康住宅小区的重要指标，

要力求让小区中的每一户都能享受到良好的居住环境。小区中的

各种自然风景，比如水景、山石景色、树木绿植等，都应该在进

行住宅设计景观环境整体规划的时候充分进行考虑，如果实在有

现实问题的限制，使有的住户无法享受到自然优美的景观环境的

话，那么在景观环境整体规划设计的时候，应该相应地做出弥补

措施，可以人为地去创造一些景观。第五，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

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有多么重要，现在的

居住区配套设计的相关服务设施不太合理之处在于过于集中，虽

然说集中布置配套服务设施可以基本一站式满足居民需要，但是

同时也增大了人员流动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对于住区内配套服务

设施的布局，我们应该考虑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比如

商业配套服务设施，文娱配套服务设施等可以分不同的时间段向

社区居民开放，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人员在动线上的交叉，

同时，居住区内要实行人车分流，从规划上减少人员的交叉。第六，

住宅建筑设计风格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文化传统。在现如今的住

宅建筑设计上，我们见过太多以建筑风格为噱头大为宣传的开发

商，我们并不否认，有的借鉴的国外的建筑风格应用在建筑本身

确实可以成为住宅建筑的一个亮点，但是，我们不应该失去了我

们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而去变为国外风格的制造工厂，建筑风

格应该是在首先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结合艺术而形成的，这其

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住宅建筑当地的

风土人情、传统文化、气候地势等因素；另一方面，还要使之符

合时代的要求，多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既满足居住功能又符合

艺术审美性的住宅风格。第七，健康住宅的设计离不开安全卫生

的要求，我们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能更真切地体会安全健康住宅

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健康住宅建筑从设计到最终落成，会经历

非常多的环节，单就设计完成后的施工环节来看，就需要有建筑、

结构、水、电、暖这五个专业进行相互配合，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其中，保证建筑稳固程度的首要因素就是结构专业的精准计算，

这一点我们在文章前面有提到，结构专业也需要在施工时对于用

户居住使用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有一个预判，在结构中留有余量；

水电设备可以预埋管，多注意厨房卫生间可能会遇到的渗漏问题；

暖通专业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居住空间的采暖通风，现在的《居

住建筑设计规范》中对于最小自然通风量、最小开窗面积有着明

确的要求，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往往因为一些人为因素二无法

保证。此外，《居住建筑设计规范》对于窗地面积比也有明确的

规定，这主要是用来保证居住空间内部的日照采光，我们不能因

为经济利益，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这样在无形中便降低了日照标准。

对住宅设计建造者来说，重点关注人居环境的新需求，以及

怎样在住宅设计中加强对健康居住的保障，成为刻不容缓的新课

题。

未来的住宅设计或许在安全居住、健康居住和宜居适宜居住

三个层面上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三个层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能够得到体现：首先，合理的独立空间设计。应做到让居住者

非常便利地实现空间功能的转换，从而匹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

是户型设计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其次，合理的区域划分设计。

近年来，我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玄关的设计不再仅限

定于收纳空间和仪式感，进入洁净生活区之前的消毒空间成为一

个新的关注重点。在门里、门外实行分区，在进入门口之前先消毒，

进入门里之后，增加消毒区域与换洗区域。第三，合理的无障碍

设计。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改造住宅的无障碍居住

条件得到改善的，也是对独居者尊严和隐私的保护与尊重。从尊

重人性的角度出发，对某些家庭，像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现状愈

发明显的老龄人家庭，还有残疾人家庭，要考虑提供特殊的套型，

设计时应考虑无障碍设施，如入口应当设坡并增设扶手，室内地

坪无高差、门的宽度应当加大等；电气开关与门窗把手应当降低：

厕所靠近卧室以方便使用，设置呼唤铃以及紧急报警设施等，充

分考虑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当老龄人集中居住时还应提供医务、

文化活动、就餐以及急救等服务设施。第四，智能化家居的提升。

提升住宅设计与建造的智能化水平。随着智能家居、健康医疗科

技的突飞猛进，如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黑科技”完成了从实验

室到民用产品的转化。第五，医疗知识在居住环境设计中的应用。

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进行新的住宅设计时主动导向更高的卫生健康

标准，也提醒相应监管部门适当提升设计与建造的卫生健康标准。

第六，由于现在社会居住类型很多都是两代居或多代居的情况，

所以这两种类型也就成为健康住宅所需要重点考虑的类型，两代

居和多代居设计原则是既要分得开，又要离得近；既能各自生活，

又能相互照顾。两代居及多代居均应有每代成员独立空间。尽量

使公用活动区靠近入口，私密区域设在住宅内部，可以达到公私、

动静分区明确，方便实用。

健康住宅设计的理念不会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个体，从居住环

境的健康直到社会公认的住宅空间健康性观念，会成为我们一直

研究下去的方向，在我国经济技术可以支持的前提下，我们会不

断地研究措施和方法来完善健康住宅设计体系，为能够最终营造

健康舒适的住宅环境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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