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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装饰材料在建筑设计中的地位

建筑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象征。建筑形式体现

社会科技的发展水平,建筑装饰反映各历史时代人文面貌。

建筑史是人类的进步史,也是建筑材料的发展史,建筑装饰

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 装饰装修是利用材料的物理性能表

面观感来满足创造合理的空间。

建筑装饰材料作为品种门类繁多、更新周期快和发展

潜力大的一类建筑材料,是集材性、工艺、造型设计、色彩、

美学于一体的材料。建筑装饰材料质量的优劣、品种的多少

以及配套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建筑物装饰档次的高低,对改

善人们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装修目的不但要改善建筑物的外观, 而且要对建筑的

结构进行保护和修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使用功能对材

料的要求各有不同,设计师要具备良好专业设计水平,掌握

先进的施工工艺,了解各种材料化学特性、物理特性以及装

饰效果。

2设计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各种设计与装修中, 在装

饰材料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几个基本特性

2.1建筑装饰材料的耐久性

建筑装饰材料耐久性与建筑物的耐久性密切相关。通

常,建筑物外部装饰材料要经受日晒、雨淋、冰冻、霜雪、风

化、介质等的侵蚀,而内部装饰材料要经受磨擦、冲击、潮

湿、洗刷、介质等的作用。所以装修材料要经久耐用,能抵御

外界自然现象的侵袭,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能抵抗干湿、冷

热和冻融变化或压力水等物理作用；抵抗阳光照射、高温或

腐蚀介质等的化学作用；抵抗磨损、疲劳等机械作用；抵抗

昆虫、菌类等的生物作用。长期在这些环境因素作用下,材

料的性能不同程度前变化,容易降低其使用性能。当材料抵

抗这些作用的能力较强时,工程的使用寿命就会延长。材料

的耐久性直接抉定了工程的使用寿命。

2.2整体性

装饰材料的选择要满足设计师整体的设计效果, 材料

的色彩、纹理和质感等都应与造型的整体效果协调,并与建

筑的功能要求统一,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创造新的设计方

案,通过装修材料的对比变化,在构图、色彩、质感等方面,与

众不同,醒目的展示设计内涵和表现设计的识别性。

2.3风格与艺术格调

装修材料有利于创造某种艺术风格, 这不仅体现在其

色彩、纹理和质感上,电体现在材料的规格尺寸与线形形成

的比例尺度感上。例如,磨光的花岗岩可展现高贵、稳重的

风格；鲜艳色彩的乳胶漆、油漆、铝塑板和防火板能产生清

新、明朗、亲切活泼的感觉；而镜面玻璃能加强墙面的虚实

对比,扩大视野,并呈现五光十色,形影纷呈的变幻效果。

2.4建筑装饰材料的经济性

在选择建筑装饰材料时,充分考虑其经济性,具有十分

重要意义。

经济性不仅体现在少选高级材料, 而且也体现在合理

选用地方材料、易装修施工、规格尺寸适宜、浪费少以及施

工工期短等方面。重点部位可选用高级装饰材料,一般部位

宜用经济实惠的材料。在我国建筑装饰工程的施工过程中,

对建筑装饰材料的选用,必须十分重视装饰造价问题。既要

考虑到装饰工程一次性投入的多少, 也要顾及到日后的维

护保养费用,还要关注到装饰材料的发展趋势。

2.5环保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在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前

提下,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强。环保材料、节能

材料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天然石材或矿

物质中某些具有放射性,某些含有有害成份,有些化学材料

能挥发有害气体。为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对有可能产生污

染环境或直接对人体有危害的材料必须限制使用。目前各

国正在大力发展和推广绿色建筑材料。绿色建材在生产与

使用中不污染环境、不用或少用自然资源、并且能再生使用

材料,其意义深远,有益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建筑师对自己

的工作负责,对环境负责,对子孙后代,对人类的发展负责,出

色完成建筑师肩负的重任。

3建筑装饰材料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建筑室内装饰表现是使建筑物的功能通过技术手

段而转化为艺术的。从此意义上讲,建筑室内装饰面临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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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建筑装饰自然备受人们的重视,从而对

装饰中的材料选用也就越来越挑剔,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传统的装饰材料所造成的室内环境污染,如装饰材料中含有的甲

醛、氨、重金属、苯及甲苯等芳烃类化合物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环保问题已经引起了消费者的高度重视,人们迫切要

求使用无毒、无污染的装修材料和绿色、无辐射的家用电器,打造绿色家居环境,确保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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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向问题：一是如何运用现代的技术、现代的材料去表现

民族的、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二是如何运用传统的

技艺,传统的地方性材料去适应现代的建筑形式,反映现代

的生活方式。

现代建筑室内装饰,既有其独特的规律性,又具有千变

万化、五光十色的表现效果。而这些丰富的装饰形象给人的

视觉和触觉效应,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装饰选材,特别是表面

材料的应用。

因此,材料的应用,一方面必须遵循其必然的理性原则,

另一方面又必须凭借感性意识。就是说依赖于材料的充分

认识和丰富的经验以驾驭材料的物质效用。但若将物质成

份的材料发挥为精神表现的价值, 则必须进一步凭借于材

料的敏锐感受性和丰富创造力。也就是设法将“死”的材料

转化为“活”的创造,力求将相对无限的材料蜕化为远为无

限的表现,达到材尽其“才”。

建筑室内装饰在应用材料品种的选择上切忌过多过

杂。一个室内空间,甚至于一幢建筑物也应力求材料格调一

致,重点装饰部位也应尽量减少材料的品种。更不要在某一

个部位采用几种材质矛盾的材料, 采用高级材料即使在较

高标准要求的室内也不宜过多。

建筑装饰材料的选择应用, 需结合室内外空间的不同

功能、性质,创造适合人们心理、生理状态所认同的装饰形

式,才能给人以愉快、柔和、温馨、和谐以“人”为“本”的生态

环境感受。

4几种建筑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

4.1薄木片材贴面

薄木片材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常用的装饰材料, 其表

面木纹美观,节约木材,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和家庭木装修贴

面。薄木片材按原材料和加工工艺的不同分为：天然和人造

两类,天然薄木片材是以各种天然优质材种为原料,经旋切

或刨切加工成厚度为 0．2～1．0毫米的卷状薄片木材,它

呈现出各种珍贵木材纹理花饰,木纹清晰,色泽逼真,粘贴在

普通木材或人造基材表面,取得高雅自然豪华的装饰效果。

人造薄木是采用毛白杨、山杨等速生软阔叶材种,经旋切成

片,整理染色胶合成胚料,然后再刨切成薄片,它比天然薄片

更具有丰富色彩和新颖的纹理花饰。如软木薄片贴于护壁

有特殊的美感。人造薄片产品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可节约高

级木材,市场前景看好。薄片的规格约为 100～200毫米×

1800～2500毫米(宽×长)。

薄木片材的镶贴工艺较简单,但操作要细致,一般用于

家具和木装饰的边角线脚上, 用白胶镶贴。需注意以下几

点：(1)基层的质量必须优良,角线的弧度折角、拼缝必须顺

直服贴、棱角分界清晰,表面平整无凹凸点；(2)计算好角线

展开长度,合理选用薄片宽度规格；(3)粘贴时胶不能过稠,细

心粘贴,处理好与各面线的衔接；(4)油漆施工时不能过分用

力打磨,尤其是棱角线部位。由于薄片柔软有一定可变性,木

装饰造型设计有较大的自由度, 被广泛用于家具和木装饰

装璜镶贴。

4.2竹胶地板竹胶地板

竹胶地板竹胶地板是新兴起的室内地板, 具有光洁度

好,耐磨坚硬变形小,略有弹性脚感好、色彩自然等优点而可

与木地板相媲美,且我国南方地区竹资源丰富,竹胶地板的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广泛应用于住宅、办公室、健身房和音

乐舞厅等。其规格根据生产厂家的产品不同,一般约为 60～

9(10毫米×80～90毫米×14～15毫米,薄型的约为 600毫

米×60毫米×5毫米。材料的质量要求：外观上无虫蛀、霉

变,边角平正表面光洁,无明显裂口,含水率 8％～14％．竹

胶合强度 I>2.5MPa。

薄型竹胶地板的施工工艺：基层处理→木搁栅安装→

钉 9毫米厚夹板作衬底板(平整度≤2％)→弹线→拼装薄型

竹胶板条 (先用白胶粘贴在衬底板上随即用气钉机打入细

铜钉固定)→安装踢脚板→嵌批腻子→打磨→喷地板漆→

保养。

5结束语

建筑装饰设计离不开材料, 装饰设计是建筑的灵魂,材

料是建筑的物质基础。建筑装饰设计与材料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良好的施工工艺更是影响其装饰效果的直接因素。正

确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认真执行落实,才能创造出更多

优质的建筑装饰工程项目,为我们的城市增添许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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