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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卫生危机催生了室内设计的新高度，从功能实用迈向文化与精神的双重追求。通过解读户外自然与

极简平层案例，融合传统历史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设计趋势，我们创新性地将极简美学与中国园林的文化

底蕴交织，重塑室内空间，使精神文化需求成为设计的核心。这一转变旨在提升设计审美，打造宜居生

活空间，同时借鉴户外景观与山水诗画，提炼出户外环境在室内传承的精髓与策略，合理布局，高效利

用，激发居民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共鸣与文化认同。最终，我们旨在创造一种新型室内空间，既满足现代

生活的物质需求，又赋予精神文化的丰富享受，实现中国现代室内设计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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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era has elevated the requirements for interior design, shift-
ing people’s focus from functional needs to cultural and spiritual aspirations. By interpreting out-
door nature and summarizing minimalist flat project cases, analyzing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ulture and indoor spaces, and integrating modern interior design trends, we innov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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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 minimalist aesthetics with the cultural depth of Chinese gardens, reshaping interior spaces 
wher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become the core of design. This transformation aims to elevate 
design aesthetics, crafting livable spaces while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outdoor landscapes and 
landscape poetry to distill the essence and strategies for incorporating outdoor environments into 
interior design. Through rational layout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we inspire residents’ aesthetic ap-
preci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Ultimately, our goal is to create a new 
type of interior space that not only satisfies the material needs of modern life but also enriches spir-
itual and cultural enjoyment, fulfilling the profound purpo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rior design. 

 
Keyword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Integration of Outdoor Landscape, New Residential Spa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公共卫生危机初露端倪之时，面对其迅猛的态势，国内外众多设计师出于一种狂热而略显盲目的

心态，设计了大量非必需的室内空间。然而，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认知逐

渐由感性跃升至理性层面，这一转变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在特殊环境背景下，室内空间应如何更好地服

务于人们的实际需求与心理期待。当前，居家隔离作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主要手段，在日常生活中占

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如何在确保空间基本功能完备的同时，深入探索并满足人们内心的深层次需求，

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从理论上讲，新型住宅在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其设计需求应涵盖但不限

于以下几点：追求南北通透以实现良好通风，配备入户消毒设备以保障健康安全，设置在线办公书房以

适应远程工作趋势，打造可变式客厅以灵活应对不同生活场景，以及将双卫生间布局视为刚性需求。 
然而，尽管这些设计理念在理论上展现出诸多优势，但在实践层面，关于这些室内空间是否绝对必

要，学术界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与讨论。这进一步强调了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实际情况、用户

需求变化以及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探索更加人性化、实用且适应公共卫生危机

时代需求的居住空间。 
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室内空间设计实例分析：作为一个热门且新兴的话题，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在全

球流行以来，就有着源源不断的人们开始探索在这一非常时期室内软装和硬装应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 
2022 年中国设计中心创始人瞿铮在英国的苏活印象公寓设计和舍近空间设计事务所在北京的设计，立足

于思考如何在家中创造更多自然的感觉，打造绿色健康、使其内心平静的居家空间、如何创造灵活性较

强室内空间以及如何发挥室内软装的多种功能，给了人们很大启发。 
公共卫生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工作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而室内空间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所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们对室内空

间设计的功能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旨在通过对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们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功

能需求的探讨和实例分析，探究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室内空间设计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 
通过研究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们对室内设计空间的需求，可以从理论上明确室内空间划分的具体

依据，进而指导当今时代室内家装行业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将人们生活需要以及室内美

学元素集合，从而指导实用美观室内空间的规划和实施，创造出既满足居家隔离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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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有助于在室内设计领域更好地开展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们对室内空间设计需求的研究，并且对

于防疫要求紧密度最大，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玄关、客厅、居家隔离间、书房空间给出了改造模式和

具体的改造要点，以及对后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居民的健康安全贡献微薄力量。 

2. 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对室内空间的设计的功能需求 

2.1. 卫生需求 

在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们对室内环境的卫生要求更高。室内空间设计需要考虑到防疫措施、空

气净化、表面清洁等方面的需求，确保室内空气质量良好、表面清洁度高，从而降低公共卫生危机传播

的风险。 
空气质量：良好的空气质量对于保持健康和预防疾病至关重要。室内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可以通过

空气传播，并在室内空间中滞留。因此，在室内空间设计中，需要考虑通风系统和空气净化器的使用，

以保持空气质量清新；卫生设施：卫生间和厨房是室内空间中最容易出现卫生问题的地方。在设计时，

需要考虑卫生设施的设置和清洁，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传播。例如，可以考虑采用自动感应器的水龙头

和马桶盖，减少人们接触水龙头和马桶盖的频率，避免细菌和病毒的传播；清洁和消毒：在公共卫生危

机时代，室内空间的清洁和消毒变得尤为重要。在设计时，需要考虑清洁和消毒的便利性，以便定期对

室内空间进行清洁和消毒。例如，在设计餐厅时，可以设置隔板来分隔就餐区域，避免人员拥挤； 绿色

植物：绿色植物可以净化空气，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可以考虑加入一些绿色植

物，以促进空气流通和净化空气。 

2.2. 心理健康需求 

公共卫生危机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室内空间设计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除了基本的居住和办公功

能，人们现在更加关注室内空间是否能够保证心理健康。在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人们大部分时间都要待

在室内，缺乏户外活动和社交互动[1]，容易产生压抑、焦虑、孤独等心理问题。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设

计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1) 自然光线和通风：充足的自然光线和通风是心理健康保证的重要因素。设计师可以通过大窗户、

优化窗户位置等方法，增加自然光线和通风，创造一个明亮舒适的室内环境。2) 安静和隔音：公共卫生

危机期间，很多人需要在家里办公。这就需要保证设计的空间足够安静，不会被外界噪音或家庭成员打

扰。因此，设计师需要关注隔音材料、门的密封性等细节。3) 空间灵活性：在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家庭

成员需要在同一个空间内工作、学习、娱乐等多个活动。设计师需要提供可以灵活切换的空间布局和家

具摆放方案，使得家庭成员可以轻松地进行各种活动，同时保证互不干扰。4) 绿色植物：研究表明，绿

色植物可以促进身心健康，降低压力和焦虑感。设计师可以设置一些绿色植物，创造一个舒适、自然的

室内环境。5) 色彩和材料：适当的色彩搭配可以改善心情，减轻压力。设计师需要考虑到不同颜色在心

理上的作用，选择适当的色彩搭配。同时，选择对健康无害的环保材料，加强室内空气质量。 

2.3. 功能多样性需求 

在公共卫生危机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居住需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长期的居家隔离

与空间限制，不仅让人们更加珍视室内的舒适与安全，也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室内空间设计的多重维度。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对室内空间的设计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居住功能，而

是寄予了更多关于健康、安全、效率以及心灵慰藉的期望。这一转变，为室内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

与机遇，要求设计师在创造功能性空间的同时，还需深入挖掘并满足人们在特殊时期下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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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对室内空间的设计的功能需

求”，分析如何在保障居住安全与健康的前提下，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文化元素，创造出既实用又富

有情感共鸣的室内空间设计方案。 
1) 安全需求：安全是人们对室内空间设计的最基本需求之一。在公共卫生危机暴发的背景下，人们

对室内的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其中，重点包括消毒、防病毒能力、防火、防盗等方面。在设计中，需要考

虑密闭空间和公共区域之间的隔离，采用隔离门和把手等装置进行隔离。对于日常使用的门把手、开关、

厕所和电梯等公共设施，需要加强消毒、清洁和管理。 
2) 舒适需求：适是人们在室内空间中寻求的主要感受。在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室内照明、声音、

温度、湿度、材料等方面的因素，以提高室内空间的舒适度。 
3) 灵活性需求：灵活性需求是人们在办公、学习、生活等方面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另一个重要需求。

由于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人们逐渐接受远程和在线工作和学习方式，而且更加依赖智能化设备[2]。因

此，在室内空间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设备的基础配备、电源接口、网络接入等因素，以满足人们多样

化的需求。在布局方面，需要考虑室内空间的流线、空间划分和功能定位，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需求。 

3. 设计实践——济南市设计师住宅改造 

3.1. 前期分析 

3.1.1. 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地处济南历城区蟠龙路上，距离城市主干道旅游路很近，是一座年迈的二层住宅楼，住宅古

朴大气，面积不大，整体方方正正。由于房主在海外读书的孩子不久就要学成归来，希望给孩子一个惊

喜，便想到了在郊区的老房子。总的来说，该项目面积不是很大，有着良好的通风和采光，有着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有着属于这所房子的独特味道，有着不得不加以改造的年龄问题。“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老主人喜欢这种世外桃源的神秘，我想他是因为对自然的渴望。 

3.1.2. 实地调研分析 
本次针对济南市历城区蟠龙景园对过区域的老式二层住宅楼的室内设计项目调研工作，在 2023 年春

季顺利完成，并取得了丰富而详实的成果。以下是调研成果的主要总结： 
1) 区域环境分析 
历史与现代交融：调研确认了该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即处于历史韵味与现代生活交织的过渡地带。

周边环境的现代化进程与老宅的历史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为项目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 
气候与季节特点：调研期间正值春季，济南的温暖气候和生机盎然的景象为项目调研提供了良好

的自然条件。同时，春季的象征意义——新的开始，也为项目赋予了特殊的寓意，预示着老宅即将迎来

焕新。 
2) 建筑现状分析 
通过细致的考察，深入了解了这座老式二层住宅楼的历史背景、建筑风格及保存状况。建筑外观古

朴大气，内部结构虽显老旧，但仍保留着丰富的历史痕迹和家族故事，为设计提供了宝贵的文化素材。 
3) 功能需求与空间布局 
家族记忆与现代需求：通过与业主的深入沟通，明确了项目的核心目标——既保留建筑的文化韵味，

又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性和功能性需求。这要求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家族记忆的传承与现代生活方式

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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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优化与布局调整：根据建筑现状和使用需求，提出了初步的空间优化和布局调整方案。包括优

化动线设计、提高空间利用率等措施，旨在提升居住体验的同时，保持建筑的历史特色。 

3.2. 设计思路与定位 

3.2.1. 设计思路 
在公共卫生危机持续影响的当下，我们首要且坚定不移的立场是确保业主的人身安全，随后致力于

满足其生活品质与审美追求，并高效规划空间利用。自古以来，美好之物总能激发人们的愉悦感与幸福

感，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对美的追求，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因此，如何巧妙地将设计美学融入当代环

境，使之既和谐共生又引领潮流，成为我们亟待深思的首要课题。 
考虑到现代科技的融入，如入户门处的红外消毒系统与各类卫生安全设备，我们构思了一种设计策

略：以古朴墙面与家具的温润纹理，与现代金属材质的冷峻质感形成鲜明对比，旨在通过材质的碰撞展

现时间的对话与融合。然而，我们深知每位业主都拥有独特的审美视角，且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可复制的

特色。因此，我们计划在设计中融入更多反映当代社会风貌的元素，同时尊重并激发业主的个性表达。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决定以白色与灰色为主旋律，大面积铺陈于整个建筑之中。这两种色彩不仅

简约而不失高雅，更能在现代与传统、科技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营造出既符合当下审美趋势，又不失

历史底蕴的居住环境[3]。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期待能为这座老宅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它在保护中重生，

在传承中创新，成为承载家族记忆与现代生活梦想的完美融合体。 
解决好安全问题之后宅基地的缺点就凸显了出来，由于项目占地空间较小，还要分出去一部分的室

外空间，导致原始户型既拥挤又堵塞，那么室内空间就要舍弃一部分卧室空间的舒适，用大面积的公共

空间来与室外空间建立联系，室内空间就会让人感觉更加开阔，也会给人与自然交融的体验，提高业主

居住舒适度。一层客餐厅和玄关的位置基本上确定了下来，室内空间楼梯和车库承重墙较多，不宜拆除

重建，那么主卧的区域自然而然就划分了出来。二层空间相对来说宽敞一点，布局也相对合理一些，相

比一楼而言空间变动不宜过大，只不过业主由于喜好不同，住宅的特色区域也就不同。整个室内空间运

用暖色调的家具，一来可以缓和灰白色建筑带来的冰冷感，带给业主自然温馨的感觉，二来可以使整个

空间更加跳脱活跃。 

3.2.2. 设计主题定位 
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脸上的口罩成了保护自己的工具，也成了阻绝人与人交流的沟壑。浩浩汤汤

的“白色海洋”淹没了城市中的人们，无边无际的“蓝色铁链”束缚住了人们的手脚。在这种时代背景

下，该项目首先需要面临的就是卫生安全方面的问题，其次该项目业主为三十左右海外归国精英 UI 设计

师，与居家办公的需要，善于交朋友，喜欢宠物，喜欢自然，相比于传统的家装而言更喜欢内敛且低调

的室内空间。本着从解决卫生安全问题出发，从一些小的方面入手，尽可能不破坏整体室内空间的原则

上解决问题。其次，要充分理解并考虑业主的需求，保护好该设计中业主想要保留的部分，从实际出发

解决问题。介于整个建筑的承重墙较多，建筑外观的美化只能通过设计出不错的外骨骼，室内部分的大

空间也为舒服的人流动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综上所述，综合考虑业主需求和公共卫生危机下的卫生安

全条件，极简风格无疑最好的选择——用黑白灰和原木色搭配来彰显业主低调内敛的人格魅力，用红外

消毒系统来保障安全，用偌大的落地窗贴近自然的美景，用丰富多彩的颜色为宠物划出专属区域。 

3.3. 总体室内外空间布局与分区规划 

一层室内空间整体方方正正，入户空间的镂空设计充斥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偌大的客餐厅

为室内聚会提供了保障，三十平的车库也为业主的人生规划好了方向。院内乔灌木错落有致，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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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应业主要求院内西南角保留上了年纪的刺槐，高大的枝干也为夏天乘凉提供了保障，随之客厅就

成为了自然的观景点。二层总平面，走过洒满阳光的楼梯，我们就上了二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色彩

斑斓的宠物空间，右手边超大的储藏室为杂物提供空间，复行数十步还有承载业主天马行空想象力的

创作空间。总体来说二楼的公共空间活力无限精彩纷呈，相比于一楼的整齐，二楼更能彰显业主外冷

内热的人格魅力。 
动线分析：洄游动线，也被称为回形动线、环形动线。简单来说就是在某个空间中设计出一条环形

回路，也就是“回字形线路”。本项目的公共区域都采用了这样的设计手法，这样的设计手法能让空间

的使用率大幅提升，堪称空间尺度痛点的绝杀技。 
通风分析：一二层的超大公共空间既满足了业主休闲会客的需求，也为无任何墙体遮挡的南北通透

提供了条件，良好的通风条件可以让整个空间的空气更加清新，可以使整个空间的卫生安全得到保障。 
光照分析：住宅区南向没有其他建筑遮挡，而且公共区域落地窗较多，为每日的室内光照时长和庭

院植物的良好生长提供了保障。 
室内照明分析：客餐厅的回型灯带不仅起到了照明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划分空间，使得各个空间更

加明确，其余地方筒灯的使用居多，一是可以营造无主灯的氛围感，二是可以使整个空间的风格更加

统一。 

3.4. 玄关设计 

玄关分为室外和室内两部分，室外安装红外消毒系统保障业主的卫生安全，温暖的线性灯光打在洁

白的凳子上，彰显极简风格的魅力。室内刚刚入门，内玄关的绿植便映入眼帘，冲淡了由户外到室内的

僵硬感。 

3.5. 客餐厅设计 

客餐厅的设计为了迎合极简的风格，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考虑做“去客厅化”，它是根据现代人生

活习惯，衍生出来的一种装修形式，将传统以待客为主要功能的客厅，慢慢淡化掉，从不要电视、不要

茶几、不要沙发开始做起。但业主的预算充足，会客需求较多，常常会有门庭若市的感觉，所以我们就

选择清新的沙发颜色来装点整个空间，选择体量感较小的家具来装点空间。吊顶一周都做了灯带的设计

来提升氛围感，中心吊灯也是比较素雅的质感，顶部配合筒灯来提升夜晚整个空间的亮度。客餐厅室内

面积将近六十平，中间部分的藏酒室和开放式厨房将两者一分为二，南北两侧过道又把两者联系起来，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满足了业主的请客会友的需求。客厅西面和南面都做黑色断桥铝落地窗，使得业

主在室内就能欣赏到室外景致。餐厅正对着通往庭院移门，移门又正对着室外餐厅空间，室内外餐厅空

间一门隔开，室内简易西餐，室外烟火缭绕。 

3.6. 创作空间设计 

创作空间大约有个三十平方米，为该项目的重点部分，因为业主也是从事的设计行业，也有居家办

公的需要，而创作空间就起到了一个灵感采集的作用，自然与活泼永远是灵感滋生最肥沃的土壤，所以

该空间中用了很多圆的形式，用可升降的椭圆桌面来处理业主的临时办公需求，用投影仪满足业主和朋

友们看电影的需求，用石子和藤式手工坐垫来装点自然的气息，使待在此空间的人们感受到自然与灵活，

感觉到安静且放松。 

3.7. 卧室设计 

卧室设计中当属主卧最为精彩，充分体现了什么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卫生间，衣帽间，梳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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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俱全，白色与原木色的搭配简洁明快，优雅独特。为了使整个空间更加地富有层次，两个次卧的休

息区都做了抬高处理。 

3.8. 卫生间设计 

一层的卫生间包含了客卫的功能，包含了干区和湿区两个部分，为干区了与主卧连接，牺牲了一部

分空间，给湿区留了足够的空间。二层的卫生间面积比一楼的大了许多，平面布置也做起来比一楼简单

一些，也包含干区和湿区两个部分，干区包含洗衣功能，湿区增加浴缸供业主放松使用。 

4. 结论 

4.1. 总结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们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功能需求 

对于室内空间的设计，在当前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下，人们的功能需求有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人们

对于室内空间的卫生防护需求更高。这意味着设计师需要考虑更多关于空气循环、污染物净化和消毒等

方面的设计。例如，安装更好的通风系统、使用易清洁的表面材料等。其次，人们对室内空间的灵活性

以及可调节性的需求更高。由于公共卫生危机形势不确定，人们需要能够随时进行调整以满足不同的需

求和场景。因此，在设计室内空间时要考虑可搬移性的家具、可调光的灯光设备等等，以确保空间的灵

活性和适应性[4]。最后，人们对于室内空间的舒适性的需求更加重视。长期宅在家中使人们更加依赖室

内空间，而除了防疫措施外，人们也需要舒适的环境来保证身心健康。因此，在设计室内空间时要考虑

到如何提供舒适的光线照射、合理的温度和湿度等方面，以创造一个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  

4.2. 提出更深度的研究方向 

非线性设计：传统的室内设计通常是沿着一个固定的轴线建立的，这种线性设计模式限制了设计师

的创意和空间规划。而非线性设计采用了更加自由和创造性的设计思路，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将空间进

行立体的拓展和组合，从而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 
智能家居设计；智能家居技术已经成为室内设计的趋势之一，设计师可以采用各种智能家居设备，

如智能电器、智能灯具和智能门锁等，来提高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性和舒适性。智能家居系统可以与家庭

网络相连，使家庭成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电脑轻松控制家庭设备，实现远程控制；色彩心理学：色彩

心理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它涉及颜色对人类精神、行为和情绪的影响[5]。色彩的选择对于室内设计非

常重要。通过研究色彩心理学，室内设计师可以更好地理解颜色的影响，将其应用于设计中，以创造更

加舒适和有意义的空间；空间声学设计：空间声学设计关注的是对于声音的控制和管理，以便达到良好

的声音质量和舒适度。它主要涉及控制和消除噪音、合理配置音响系统等方面，同时也涉及音乐、声音

景观等方面的设计。良好的空间声学设计可以使人们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和休息；可持续设计：

可持续设计是指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到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可持续性。它是一种通过设计实践

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室内设计师可以采用各种绿色建筑材料、能量管理系统和水循环系统等技术

来实现可持续设计，从而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使其室内设计更加符合人类对于健康和可持续

发展的需求。 

5. 结语 

在当前公共卫生危机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家庭和居住空间的需求和

期望也随之改变。因此，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应当更加注重人们的健康与安全，同时也要考虑人们的舒适

性和功能需求。未来的室内空间设计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引领消费者走向更加健康、舒适和智能化的

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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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室内空间设计中，技术的改进和创新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技的

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将为人们提供更多可能性和选择。例如，智

能家居系统可以帮助居民自动调节温度、湿度、照明等多种环境因素，提高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性，而

AR/VR 技术也有望为人们带来更加沉浸式的室内空间体验。同时，在室内空间设计中，也需要注重可持

续性和环保性，从而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采用环保材料、节能设备等措施，可以减少室内空

气污染的风险，从而确保室内环境的健康与安全。总之，未来的室内空间设计需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

健康与安全，同时也要兼顾舒适性、灵活性和智能化，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望。这是一个需

要设计师、科技公司和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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