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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建筑属于建筑行业当中的新手，正处于蓬勃发展的

状态，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对其进行学习以及深入性的研究。

从当前角度来观察，在科学技术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对智能

建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智能建筑的使用、设计再

到智能建筑所需设备以及材料的选择等，都取得了一定进

步。但是，这种进步主要在技术水平上得以体现，而室内空间

的设计仍然需要不断进行发展。因此，强化对智能建筑室内

空间设计的具体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智能建筑的技术以及设

计共同推动了智能建筑的具体发展，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缺

一不可。如果优先次序比较明确，那么对其的发展会产生不

利的影响。

2 智能技术下的具体人文背景

当今时代属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之

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建筑行业在这种情

况下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网络信息的基础上，人们不用

离开家就可以及时了解世界的一切变化，甚至可以在不离开

房屋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设计，进而与房屋的具体生活要

求相适应。与此同时，互联网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得到改

变，在这个过程中，集中化以及共存性非常明显。在网络信息

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大楼的智能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以

及进步，促使大楼内的设计行业变得更加多元化。信息技术

的持续发展为建筑空间设计带来了较大的灵感以及力量，保

障其可以突破之前传统化的方法，使用新方法并利用独特的

视角满足现代化建筑物的具体需求。信息技术可以使得新兴

建筑可以及时以及充分了解其自身的缺点以及需要开发的

领域，并且在使用现有技术的过程中更加客观化，最终取得

技术的突破以及改革。

3 理论概述

智能建筑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以现代化科学技术以及先

进设备当作基础而发展的，甚至可以把其当作科学发展当

中，利用各种先进技术以及设备进行发展的综合体。现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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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技术、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控制技术的使用属

于智能建筑发展的明显特征。所谓智能建筑，指的就是按照

用户的个人需求，和建筑项目本身的设备、结构、服务以及管

理等相互集合，进而可以使其配置以及处理达到最优化，并

且为用户提供比较舒适以及便捷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近些年

来，在建筑工程的各个部分，智能技术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以及应用，并逐渐和建筑设计理念相互融合在一起，成为实

现理论研究以及实践的具体基础，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

突破之前传统化的格式，朝着智能化的发展方向前进。从建

筑业持续兴起以及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可以发现，每一项技

术创新都属于科学进步的一种产物。先进的技术基础属于建

筑行业持续发展以及进步的强大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其也

属于智能建筑发展的终极目标[1]。

拥挤主要指的是由高密度造成的一种消极反应，高密度

可以造成一定的拥挤，属于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高

密度都会造成一定的拥挤感。因此，高密度是造成拥挤的必

要以及不充分的条件。国际上的一些学者一致认为，“拥挤”

主要指的是个体的空间需求大于实际空间供给时，会使得人

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进而处于一种不适状态，属于有

限空间内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有的人认为“拥挤”主要指的

是一种个人无法获得具体隐私水平，无法使得自身以及他人

之间的社会互动状态得到充分的保障。中国学者一致认为

“拥挤”属于一种具备主观性，并且可以产生一些消极情感的

具体心理状态。总之，作为对相对空间限制以及高密度的知

觉判断，“拥挤”这种感觉是难以实施直接性测量的，需要在

人类知觉的基础上加工形成，在过度唤醒、心理、生理以及行

为压动等特征的基础上实施表现，进而呈现出主观经验状态

以及复杂心理体验。

4 智能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以及规划

智能建筑和之前传统化的建筑相比较，其存在更加直观

以及更加广泛的特性。智能建筑的设计理念在合理利用以及

改造空间方面可以表现出比较独特的魅力以及广阔的发展

空间。智能技术的使用可以对传统建筑空间概念起到很大的

促进作用，保障其在发展中向智能空间的概念逐渐转变，智

能建筑的内部空间设计也会变得更加完善。与之前传统化的

模型相比较，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1 设计原则

在设计智能建筑的具体内部空间时，为了进一步满足各

种空间舒适性以及安全性的需求，并且和自动控制系统的精

确化以及节能要求相适应，一定要遵循其具体设计原则。首

先，要保障办公硬件条件的持续改善化，促使空间使用的灵

活化，完成硬件的互换，不断强化空间的兼容性。其次，按照

设备的重要性以及迫切的处理需求，在合理确定实用程序或

者分配率的过程中，针对特定空间级别做出具体决定时，保

障该区域的及时开放是非常必要的。各个内部空间区域需要

及时地进行连接；第三，建筑结构以及网络设置一定要存在

一定的灵活性；第四，空间布局在布置的过程中需要兼具开

放性以及私密性要求。尽管存在非常多的变化，但是一定要

保障应用形式上存在一致性[2]。

4.2 建筑空间高效性的利用

在高层建筑当中，管道设备以及垂直交通是集中在一起

的，在结构体系当中具备非常重要的“核”作用，其主要决定

着高层建筑的具体空间构成模式。智能建筑当中会使用到非

常多的电信通信以及计算机设备，如光缆、电脑网络配线箱、

管道井以及中继装置等，每层都需要设置 猿处以上才比较合
理。建筑上为了与机电设备经常变动的情况相适应，便需要

将“核”进行分散化，分置多处的设备管道井以及用房，进而

便于结构抗震、局部更改以及避难疏散等，可以创造出较大

的使用空间，核以及主体处于分离状态的建筑实例是比较多

的，例如。肯德基运用的为两种隔断（一种属于半身的隔断，

另一种属于全遮挡的隔断），两种都可以对人的视线进行隔

绝。海底捞火锅在两桌之间往往会设计较低的隔断，给人一

种餐厅比较宽敞的感觉，并且两桌之间可以实现视线交流。

通过放置一些绿植，隔绝视线的同时可以让人产生一种耳目

一新的感受。再如，南餐三楼可以使用磨砂玻璃以及绿植的

隔断方式把吃饭的人与买饭的人进行隔开。设置一定的卡

座，保障卡座设计的合理化，这样就会使迷你餐厅以及狭长

餐厅等问题得到解决，不会使人产生拥挤的感觉。

4.3 中庭空间

智能建筑当中或者不同区域插入一个或者数个开放或

者封闭的中庭，这种内部空间在设计的过程中提供的休息空

间具备自然化，可以使之前封闭的室内环境得到改善，进一

步体现出建筑的空间变化以及气派。建筑环境在发展的过程

中一直在持续改变，中庭空间在设计的过程中也从之前传统

化的通风、采光以及休闲等社交功能逐渐向容纳建筑内部城

市交通换乘、交通组织以及城市公共集会等多样化的功能复

合。中庭功能的社会化以及多元化等也会给照明设计以及火

灾防治等带来一些全新的问题。由于中庭火灾具备特殊性，

工程设计与规划·Engineering Design and Planning

79



工程技术研究·第 2 卷 ·第 8 期·2020 年 8 月

在对其进行放置的过程中也存在非常多的特殊性，在火灾探

测报警、防火防烟分区、自动灭火、人员疏散、烟气控制等方

面和普通建筑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国际比较常见的中庭

建筑在设计的过程中会按照其与主体建设以及火灾防治措

施等具体关系进行归纳以及确定，最终可以分为贴附式、长

廊式、内置式、互通式以及贯通式等类型。

4.4 在智能建筑不同区域内中庭空间设计的插入

不同数量的封闭或者开放的中庭，可以在自然化休息

空间设计的基础上来进一步改善封闭的室内环境，促使智

能建筑空间在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展现，保障建筑楼层之

间更好地通风换气，进而具备节能的效果。建筑环境在发展

的过程中一直在持续变化，中庭空间在设计的过程中会由

之前比较传统化的通风采光功能逐渐向城市交通换乘以及

建筑交通组织等综合性的功能方向发展，中庭建筑以及其

主体建设之间的相合，可以对比较常见的集中火灾防治措

施进行归纳，主要包含内置式、贴附式、长廊式、互通式以及

贯通式等类型[3]。

4.5 内部空间布局的具体设计

在建筑内部空间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非常多的因

素，例如，肯德基以及饭店的设计，会按照这些具体情况完成

空间的布局设计：淤按照店人数的不同，对内部空间实施划
分。将桌子在沿墙部位进行摆放，利用走道把不同人数的桌

子进行分隔，强化私密性，使拥挤感减少。于保障二人桌以及
四人桌沿墙进行摆放，使人存在一定的安全感，不会出现一

定的拥挤感觉。旋转楼梯可以当作联系两层的通道，人流比

较大，距离比较近的两张桌子不会被优先选择，人们会在这

个过程中产生不自在的感觉，可能会出现拥挤的感觉。盂利
用高度不同的椅子来完成空间的划分。通过座位设置的不同

高度，使拥挤感降低。光线的影响：淤自然光照可以保障空间
的设置更加宽敞以及明亮。坐在窗边的人们会把视线投至窗

外，强化与外界的交流，不会感觉到单调以及拥挤。于在一定
范围内，光的亮度越低，隐私性越强，人们更愿意在空间中交

谈，使拥挤程度降低。盂在一定范围内，层高越高，人们在该
空间中就不会感到沮丧，该空间被认为是宽敞的，不会产生

拥挤感。但是，如果地板高度太高，人们会感到太空了，并且

会降低安全感。榆室内空间的颜色和风格对拥挤程度也有一
定的影响。尽管高度饱和的色彩会给人们带来高人气的心理

感觉，但清新的色彩、明亮的色调和简洁的线条可以创造出

比原始空间更大的视觉效果，使人感觉更稳定，拥挤感也会

降低。

5 室内陈设的影响

还是以餐厅为例，在工作中，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扶手

椅，这将使久坐的人更加舒适并减轻疲劳。但是对于餐厅来

说，没有扶手的椅子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节省空间还可以使

空间更透明，同时使视图更开放并且空间不拥挤。对于小型

餐厅，椭圆形或圆形餐桌会在拥挤的空间中发现缝隙，因为

无论空间大小如何，主流线都可以绕圆形桌移动，从而使空

间变得灵活而不拥挤。此外，丙烯酸、有机玻璃或网状金属桌

子和椅子可以使空间看起来透明而宽敞。

经过这些分析可以发现：首先，拥挤程度对消费者的情

绪和购买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高度拥挤会对消费者的情绪

和购买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高度的拥堵无疑会阻碍消

费者购买目标的实现。但是，并非所有的拥挤都会抑制消费

者的购买行为。只有不合理的拥挤会对情绪和购买行为产

生负面影响。合理的拥挤可以刺激购买行为。因此，将拥挤

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有利于激发消费者的购买热情。适

当的拥挤感会减少建筑物的空旷感，而过于开阔的空间会

使人感到孤独和迷失。例如，适当的拥挤感会给人们一个发

现的想法，这对顾客的吸引力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影响消

费者拥堵感高低的因素中，内部因素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因

此，重点是改善自然环境，以减轻消费者对拥挤感的认识。为

了适应拥挤的结果，环境设计应保障密度的最大化，进而减

少感知的拥挤。

6 结语

总之，智能建筑设计人员一定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需

求，对自身不断地充电，保障自身的道德水平、技术水平等和

建筑设计规划相适应，完成整体建设的合理分配。除此之外，

设计人员在对建筑工程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对中国的

具体国情进行深入性的了解，和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这样才可以保障建筑工程在设计过程中具备一定的特

色，和多样化需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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