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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室内设计中的节能环保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通过减少能源消耗, 实现资源节约的室内设计是对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体现, 以下就建筑室内设计中的节能环保进

行探讨。

1建筑室内设计的概述

建筑室内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创造适用、美观的室内环

境。建筑室内设计是建筑物内部的环境设计,是以一定建筑

空间为基础, 运用技术和艺术因素制造的一种人工环境,它

是一种以追求室内环境多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充分满足人

们生活,工作中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目标的设计活动。

建筑室内设计是强调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强调整体性、系统

性特征的设计,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建筑室内设计

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第一,建筑室内设计要回归自然化,也就

是既追求现代化,又符合人们的传统审美,更加贴近自然；第

二,建筑室内设计会更加艺术化,通过以室内声、光、色和形

的完美匹配,加上现代高科技手段,实现高效率和高功能的

空间环境；第三,建筑室内设计要注重个性化,也就是强调人

的主体, 以满足消费者的满意度为目标来进行空间格局的

设计

2建筑室内设计的主要原则及其节能环保的意义

2.1室内设计的主要原则

功能性和经济性相统一的原则。功能性和经济性相统

一是基于生态理念下的建筑室内设计的首要原则, 建筑室

内设计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劳动, 是对建筑设计和装饰的

延续和完善的过程, 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在生活中的

各种需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建

筑室内设计就要优化设计室内空间, 通过不断完善室内的

使用功能来达到功能性和经济性的统一。

创新性和环保型的统一的原则。创新性原则是建筑室

内设计的灵魂, 但是和普通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又有所不同,

这种创新需要将设计者的艺术追求和委托设计方的设计意

图有效结合起来,然后利用高新技术优化建筑空间,使其具

有创新性。此外,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在建筑室内

设计中要求尊重大自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

2.2室内设计节能环保的意义

室内设计的节能环保不仅对于居民生活有巨大的经济

利益,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室内设计

节能环保可以降低能源消耗,使居民的能源消耗降低,进而

减轻能源费用；并且室内设计的节能环保有助于提升居民

对于节约意识的认识,从而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相关科学

研究证明,高耗能产品对于居民的身体有巨大危害,室内设

计的节能环保有利于保护居民的身体健康。室内设计的节

能环保,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室内设计的节能环保,降

低了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室内

设计的节能环保是未来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也是未来发

展的必然。

3建筑室内设计节能环保的分析

3.1室内空间布局设计的节能环保

建筑室内空间布局设计的节能环保主要表现为：结合

气候条对空间进行合理布局设计。不同环境对室内设计的

要求都不相同,受多种气候的影响,室内空间设计要综合当

地环境条件加以设计,使光线、通风都能够达到人们的需求,

保证生态理念下空间布局设计的舒适性。例如,对我国北方

地区而言,气候较为寒冷,西北方向吹来的寒风较多,因此在

进行室内空间设计时要增加建筑自然采光的时间, 通过自

然的采光保证建筑热量,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室内通风条件

是室内空间设计的重要内容, 在高楼林立的居住环境下,许

多家庭在室内设计过程中会选择空调进行通风, 这种通风

方式的选择增加了对电力等能源消耗, 在利用空调进行制

冷、制热的过程中,空调通过机械产生的风会对人体呼吸道

产生影响,在空调房间中生活较久的人在关节、肠胃等方面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在进行生态理念下的通风

设计时,设计者要创造出较好的通风条件,尽量选取自然通

风,使通风设计能够在空间中达到保护人体健康、节约能源

的作用。

3.2室内保温隔热设计的节能环保

建筑室内保温隔热设计可以通过自然环境对建筑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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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了建筑室内设计的发展,同时为了满足人们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建筑室内设计必须实

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融合,从而使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得以更好满足,并且为了保障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筑室内设计

必须实施节能环保。本文概述了建筑室内设计,阐述了建筑室内设计的主要原则及其节能环保的意义,对建筑室内设计中的

节能环保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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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选择、通过太阳能等能源利用增加保温隔热效果,对建

筑物进行室内设计的过程中,保温与隔热设计极为重要。从

保温设计而言, 建筑体系系数的大小与建筑物散失热量的

数值有着直接影响,在这种设计要求下,进行建筑室内设计

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采光面积的增加降低进行温度保存,通

过单位厚度内热阻值较高材料的不断开发应用进行建筑设

计,在这类建筑材料的使用过程中提高建筑物的保温效能。

从隔热设计角度来看, 根据建筑需求要加强对综合隔热性

能的提升, 在结合太阳照射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设计

加强自然通风,例如选择合适的植物进行遮阳、通过太阳能

遮光板的利用进行室内热量保温,通过这些自然资源、环保

材料的有效使用达到保温节能的双重效果, 起到生态节能

环保作用。

3.3室内光线色彩设计的节能环保

建筑室内采光设计能够起到节能照明的作用。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一般室内采光设计过程中,主要的照明

方式有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两种, 自然采光指通过对太阳

光线的利用起到建筑照明的作用,在太阳光线照射中,会降

低人们对能源的消耗, 自然采光对室内氛围有着较高的影

响,这种影响是通过色彩表现出来,在建筑室内设计过程中,

根据太阳变化中的不同光线强度对室内进行协调柔和的色

彩设计,例如,白色的墙壁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具有明亮的感

觉。人工照明是人们在进行室内设计时不可缺少的内容,在

进行人工照明的过程中,灯具的选择。灯光颜色的选择都会

对家庭环境产生影响。在生态理念下进行室内照明设计的

过程中要根据家庭主体的需求、喜恶进行环保灯具选择,例

如太阳能灯等,在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的过程中尽量选择自

然光线进行照明,将节能环保与室内美观有效的结合起来。

4室内环境设计节能措施

4.1室内功能布局及空间设计的合理性

主要体现在合理布局室内功能区域, 尽量将热环境要

求相同或相似的房间与区域相对集中布置, 良好的朝向优

先考虑主要功能房间,比如经常使用的起居室、主卧室等,保

证其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尽量利用自然采光,减少灯具照

明时间, 通过自然通风减少利用电器采暖制冷而达到节能

效果。

4.2家具陈设布置围隔及室内材料选用的合理性

室内布置与陈设应同环境气候的变化相适应, 便于调

整。这种调整可以通过家具的重新组合、覆面布料的更换来

实现。对于有东西向开窗的房间来讲,除了做活动外遮阳进

行有效阻挡太阳辐射外,最好再选择窗帘进行阻隔。在室内

装饰材料选用方面,结合采暖、隔热需求,应选用热容量、热

传导系数较小的装饰材料,如木材,可以减少供暖设备的负

荷。

4.3室内照明节能

在照明设计中, 根据房间的功能要求和视觉特性．选

取合理的照度值, 采用低照度的环境照明与保证工作的重

点照明相结合的光源布置方式, 并使用分区控制灯光和照

度,适当增加照明灯的开关点,充分利用天然光的照度变化,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工照明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电能耗费。

推广使用高光效、寿命长的光源,如细管径荧光灯、紧凑型

荧光灯等。另外,在居室的照明设计中应尽可能采取综合重

点式的照明,少采用满天星式的布灯方式。

4.4空调系统的节能

现如今,空调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同时技术发展越来

越快, 是否选择正确的空调是住宅空调节能的一个重要因

素。国家的相关数据表明,分体式空调系统比较适合我国的

住宅建筑节能使用。这种空调方式可以方便地适应不同居

民的空调需求,可充分发挥居民的行为节能潜力,因此空调

器通常是短期间歇运行的,通过各住户的自适应调控,可以

自动实现住宅楼部分时间和局部空间的空调行为。有效增

大受益面积,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5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室内设计的节能环保,需要结合建筑使

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

学原理,在节能环保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设计,从而满足

人们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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