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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装饰装修功能

1.1建筑装饰提升人的审美功能

自从人类的审美意识产生之后, 人们使用装饰的目的

首先就是创造审美价值。能够为人们提供视觉和心灵上的

美感和愉悦,这本身就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功能。

1.2建筑装饰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

装饰在建筑的构造和形式中,可以起到调整比例、协调

局部与整体关系的作用。无论是古典建筑还是现代建筑,我

们都充分发挥了装饰的这种功能,利用线脚、装饰性的构件

调整和划分建筑的比例关系,并通过这些装饰,对材料和形

式的转换起到过渡的作用。

1.3建筑装饰能突出强调建筑主题

装饰由于自身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表现性,可以使建筑

的主题或某种文化的涵义凸现出来, 形成视觉上的显著点,

而这些显著点往往就构成了建筑中的“点睛”之笔,产生深

刻的感染力。

1.4建筑装饰为优化环境创造条件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对于改善室内外的清洁卫生条

件,以及提高建筑物的热工、声学、光照等物理性能,并结合

抗震、防火、防盗、防水等各种安全措施的完善,对于优化人

类生活和物质环境,具有显著的功能作用。

2建筑物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特点

当前, 我国的建筑物在设计的过程中逐步向复杂化程

度发展, 在进行建筑物的装饰装修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

建筑物的复杂性特点,要与建筑物的结构主体相一致,但其

复杂性也导致了在装修过程中不安全因素的增大, 特别是

在室外装修过程中。同时,建筑物装修的风格设计不相同,使

用的材料也是多种多样, 这也对装修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建筑装修人员掌握更多的技能和技巧,以便能够适

应日益复杂的建筑物装修要求。第三,装修工程的造价越来

越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建筑装修的投入

也越来越高, 一些高档次的装修工程的造价比例已经接近

了建筑物本身造价的一半, 这也说明建筑物装修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

3施工技术要点

3.1对设计与构造上的工艺要求

房屋建筑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成, 通过一系列构件

的组成来展示其使用功能。在进行房屋装修设计时,设计者

要严格按照建筑物的使用功能进行设计, 合理地对施工材

料进行选择,完善平面设计,确保各个结构受力一致,对建筑

空间进行准确地测量,最后制定出最为简洁的设计方案。在

对房屋建筑进行装修方案制定时,还要充分考虑经济性、实

用性以及美观性,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设计方案的完善与

美化。

3.2进行构造设计时,应该注意的技术要点

进行装修施工时, 一定要确保剥落与附着工程的安全,

确保不影响到建筑物的结构安全；装修的厚度以及分层要

均匀、平整；整个装修构造的温度变化问题要与建筑主体相

一致；为使用者提供绿色环保、色彩协调、光线协调、物理与

生态的环境；装修时,要重视防水、防潮、防火、防腐等工艺

的处理,以提高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3.3对装修材料的工艺要求

就装修质量来讲, 很多质量问题是由装修材料造成的,

因此, 在装修时必须确保装修材料的质量符合设计标准要

求。装修材料的选择,还决定着装修品位、装修风格。房屋建

筑的装修材料主要有：木材、陶瓷、石材、玻璃、金属、高分子

材料等。

3.3.1对装修石材的要求。用来进行房屋装饰装修的石

材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形成的花岗岩,另一种是由人工制

造的饰面石材。对天然花岗岩进行施工时,要注意岩石的尺

寸、平整度、角度等,要在设计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进行。对于

人造石材来讲,要具有一定的强度,没有色差,耐磨等,还要注

意石材的热性是否稳定。

3.3.2对装修玻璃选择的要求。玻璃要具有良好的保

温、透光、隔声、耐腐蚀等性能,化学性能稳定,具有一定的修

饰功能。

3.3.3对高分子材料选择的要求。高分子材料是由涂料

以及塑料组成,对由涂料组成的高分子材料,其附着力一定

要强,具有较强的干燥速度、耐久性、耐磨性以及耐溶性与

耐腐蚀性,另外,要对其装饰效果加以重视；对于由塑料组成

的高分子材料一定要没有毒害,具有抗腐蚀、抗磨以及绝热

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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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对建筑物的装饰更加重视,从而使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发

展起来,备受人们关注。对于建筑装饰装修施工来讲,所涉及的方面较为广泛,施工细节性强,在施工技术上要求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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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对木材以及木制品进行选择时。要是阔叶树木,具

有较强的抗变形、湿胀干缩以及强度等技术要求。而对于实

木地板、人造地板以及木板等,要对其外观以及加工精度进

行重视。

3.3.5对装饰陶瓷材料的选择。装饰陶瓷材料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卫浴洁具所用到的陶瓷材料,另一方面

是,内外饰面所用到的干压陶瓷。对卫浴洁具进行选择时,要

重视其配套性、使用功能等要求,耐污性强,容易清洁,其吸

水率要满足设计要求；对陶瓷进行选择时,要看其尺寸是否

有误差,物理与化学性能要符合要求,表面质量好,且具有一

定的美观性。

4装修施工中的施工工艺以及质量控制

4.1墙面施工

对墙面进行装饰施工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抹

灰施工、软包工程、涂饰施工、裱糊施工。

首先,对墙面进行抹灰施工。主要的施工工艺为：对基

层进行清理工作, 这对装饰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有着严重

影响,若施工不到位,将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施工环节。对将要

抹灰的物体进行除尘、除污垢以及除油渍处理,并对施工表

面进行找平处理,另外还要对其进行洒水,以确保表面湿润；

在对建筑外墙进行抹灰前,要先进行门窗的安装,将墙上出

现的孔洞进行堵实处理；对内墙进行抹灰时,要确保各个柱

面、门阳角处符合设计要求。若对此施工环节没有要求的情

况下,则要进行暗护角施工,采用水泥砂浆比 1：2,高度要在

两米或者是两米以上,宽度在 50毫米或者是 50毫米以上；

抹灰要采取分层进行,对底层、中层以及表层的抹灰厚度进

行控制,通常每层厚度在五毫米到七毫米之间,三层的总厚

度要在 25毫米左右。

对饰面板进行施工时, 在进行安装时排列方式可以分

为两种,一是错缝排列,二是对缝排列。对石材饰面进行安装

时,除了使用湿作业法外,还采用新工艺,比如粘贴法与楔固

法；对金属饰面进行施工时,较为常用的方法为龙骨法,采用

此方法时,要用铝材料或者是钢材料制作成的支撑骨架；对

木饰面进行施工时,除了采用龙骨钉固法外,还可以使用粘

接法；对内外的饰面进行饰面板的安装时,通常采用的安装

方法为直接抹浆法。

采用干挂工艺对石材饰面进行施工时, 要满足幕墙工

程的标准要求；进行金属饰面施工时,则要确保横竖骨架的

稳定性与连接的牢靠性；对木饰面进行施工时,要确保安装

牢靠；对饰面进行贴砖时,确保无脱落,避免空鼓现象出现；

进行饰面板安装时,要确保线条流畅,具有水平性,颜色统

一。

4.2轻质隔墙施工工艺

此墙的施工不具有承重性, 而是对建筑物的空间进行

分割。对其进行施工时,要对其进行固定,再进行节点的处

理。施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龙骨与结构之间垂直平整、位

置准确、牢固,各个接缝严密。

4.3地面施工工艺

采用先下后上的施工方式对地面进行施工, 先对地下

的沟槽以及暗槽进行施工,检查符合设计标准后,方可以进

行地上施工。对面层进行铺设时,要确保室内的各个装饰环

节已经基本竣工。当抹灰以及管道试压结束后,便可以对地

面进行木制、竹制面层、活动地板以及地毯层的铺设。在对

地面进行施工时,要特别注意最适宜施工的温度,并将室内

温度控制在内。地面铺设时,要确保各个接缝的严密性和整

个地面的平整性,无色差,符合质量设计标准。施工时,要确

保每一层铺设质量后,才能够进行下一层的施工。

4.4吊顶施工工艺

吊顶具有两种方式,一是悬吊式,一是直接式。对龙骨进

行安装前,要对房屋的净高、吊顶内的管道设备、洞口的标

高等进行复查；对顶棚的标高水平线进行弹出,龙骨调平后,

需要进行饰面板安装,安装方法主要有粘贴法、搁置法、嵌

入法、钉固法以及卡固法等。施工时,要确保测量放线的准

确性,准确地对龙骨进行安装,且保证安装牢靠。

5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中,装饰装修工程是尤为重要的,

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建筑工程的有效措施。对于装饰

装修工程来讲,施工工艺的选择,技术要点的控制尤为重要,

直接关系着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美观、安全以及耐用情况,

施工要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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