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内设计教案

第一章室内设计概论

1.1 室内设计的概念和作用

1.1.1 室内设计的概念

室内设计一一是为满足人类的生活、工作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根据空间的使用性质、所处

环境的相应的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及美学原理，同时还应反映历史文脉、环境风格和气氛等

文化内涵，营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符合人类生理、心理要求的室内空间环境。

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组成部分，是对建筑设计的深化和再创造，受建筑设计的制约较大，既

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还应考虑材料、设备、技术、造价等多种因素，综合性极强。

1、室内设计的历史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早期，人类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和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极为有限。室内设计的成就

大多体现在那些无视活人、仅供奉虚无偶像、甚至死人的纪念性空间里。

第二阶段：

封建社会时期，享乐的主张在室内设计活动中开始得到重视。在帝王统治下的国，宫殿、园

林、别墅雕梁画栋、华丽异常。西方的文艺复时期的教堂、公苑、别墅搞得外貌观，内部空间奢

华。那个时期的室内空间设计往往追求面面到。尽量雕琢。为了过耀财富的占有，昂贵的材料、

无价的珍宝、名贵的艺术品都被带进了室内空间。这类室内设计工艺作品精致、巧妙，大大地丰

富了室内设计的内容，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艺术遗产.

第三阶段：

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了现代室内设计事业发展的新天地。钢、玻璃及混凝土、批量

生产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以及后来出现的大批量生产的人工合成材料，给设计师带来了更

多的选择可能性。新材料及其相应的构造技术极大地丰富了室内设计的学科内容。

1.1.2室内设计的作用

功能实用性、审美艺术性，以及必要的物质技术手段来达到这两方面的要求。

功能一实用层面形式——审美层面

技术构造层面

1、实用功能、审美形式和物质技术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关系，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路

易斯•沙利文，他提出著名的口号“形式追随功能”，即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好的功能，然后再加

上合适的形式。



1.2室内设计原则

1、整体性设计原则

2、功能性设计原则

3、审美性设计原则

4、技术性设计原则

5、经济性设计原则

1.3室内设计的风格

1、传统风格

传统风格一般是泛指 20世纪中叶前各国有代表性的室内装修风格。传统风格装饰在材质的选取

上，多取用自然材质，造型和工艺上十分考究，以至到现在许多传统风格的家具，如中国的红木

家具等，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例如：中国明、清家具的、窗花、屏风等西方以巴洛克、洛可

可和文艺复兴的装饰为特征）

2、现代风格

现代室内装饰风格注意发挥结构本身的形式美，造型简洁。崇尚合理的构成工艺，就是使用不

同质地的材料时讲究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的配置效果。强调以功能布局为依据的不对称的构图

手法。注重几何线条的分割，强调比例的掌握及空间的功能性；追求量化.精密化。运用新材料，

呈现出金属的冷峻质感等，故色彩多以黑、白.灰等无色系组合搭配。

（例如：居室、现代体育场商场、地铁站等）

3、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风格是对现代风格中纯理性主义倾向的逆反心理，后现代风格室内设计延续现代主义的

历史，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逻辑思维方式，探索创新造型手法，讲究人情味，常在室内设置夸张、

变形的柱式和断裂的拱券，把古典构件的抽象形式以新的手法组合在一起，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

叠加、错位、裂变等手法和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融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

大众与小众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的室内环境。

后现代风格给我们有个性有思想的视觉形象，需要我们透过形象分析设计师主观思想。



4、自然风格

自然风格认为只有崇尚自然.结合自然，才能在当今冷漠机械的生活现状中取得生理、心理平衡。

多运用天然木、石.藤、竹等天然材料，显示材料的纹理，清新淡雅。田园风格也可收入自然风格

一类，力求表现悠闲、舒畅.自然的田园情趣，巧设室内绿化，创造自然、简朴.高雅的氛围，讲

求不刻意雕琢的自然美。（例如：茶楼庭院等）

5、折衷风格

讲求历史的延续性，探索、创新造型手法。讲究人情味，常在室内设置些变形、夸张的柱式和

断裂的墙面、拱券，或把古典构件的抽象形式以新的手法组合一起，创造一种融感性与理性，集

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的审美理想于一体的室内环境。总体上呈多元化，兼容并蓄。室内布

着既趋于现代实用，又吸取传统的特征，在装饰与陈设中融中、西文化于一体，如传统的屏风、

摆设和茶几，配以现代风格的墙面及门窗装修。新奇沙发、欧式传统灯具和壁面装饰形式，配以

东方传统的家具和愿始土著的图腾文化饰物等。在设计中不拘一格，运用多种体例，但要搭配协

调。

课堂小结：

本章通过讲解室内设计概论的基础概念，让学生初步了解室内设计的基础作用和原则，通过基

础知识的掌握让学生了解一些主要的室内设计风格。

课后作业：

请学生利用媒体资源查看下载室内设计的图片资源，并复习熟悉 3DMAS 设计软件第二章室内设

计与人体工程学

2. 1人体工程学概述

人体工程学是研究人在某种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各种因素，研究人和

机器及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工作中、家庭生活中及闲暇时怎样考虑人的健康、安全、舒适和工

作效率的学科。

2.2 人体工程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2.3 .1人体尺度与室内空间

根据人体工程学中的有关计测数据，从人的尺度、动作域、心理空间以及人际交往的空间等，

以确定空间范围。1、体重：（男：68.9女：56.7）

2、身高：（男：173.5女：159.8）

3、座直臀至头顶的高度：（男：90.7女：84.8）

4、两肘间的宽度：（男：41.9女：38.4）



5、肘下支撑物的高度：（男：24.1女：23.4）

6、座姿大腿的高度：（男：14.5女：13.7）

7、座姿膝盖至地面的高度：（男：54.4女：49.8）

8、坐姿臀部至腿弯的长度：（男：49.0女：48.0）

9、坐姿臀宽：（男：35.6女：36.3）

2.2.2室内家具设施的尺度

1、卧室：

单人床：宽 0.9M、1.05M、1.2M；长 1.8M、1.86M、2.0M、2.1M；高 0.35M-0.45M。

双人床：宽 1.35M、L5M、1.8M,长、高同上。圆床：直径 1.86M、2.125M、

2. 424Mo

矮柜：厚度 0.35~0.45M、柜门宽度 0.3~0.6M、高度 0.6M。衣柜：厚度 0.6~0.65M、柜门宽度

0.4~0.65M、高度 2.0~2.2M。

2、客厅：

沙发：厚度 0.8~0.9M、坐位高 0.35~0.42M、背高 0.7~0.9M。单人式：长 0.8~0.9M双人式:长

式 26~1.50M三人式:长 1.75"L96M四人式:长式 32~2.52M茶几:

小型长方：长 0.6~0.75M、宽 0.45~0.6M、高度 0.33方.42M大型长方:长 1.5~1.8M、宽

0.6~0.8M、高度 0.33~0.42M圆型:直径 0.75/0.9/1.05/1.2M,高度 0.33~0.42M正方型：宽

0.75/0.9/1.05/1.20/1.35/1.50M,高度 0.33~0.42,但边角茶几有时稍高一些,为 0.43~0.5M

3＞书房：

书桌：

厚度 0.45~0.7M（0.6M最佳）、高度 0.75M。

书架:厚度 0.25~0.4M、长度 0.61.2M、高度 1.8~2.0M,下柜高度 0.8~0.9M

4、餐厅：

椅凳：座面高 0.42~0.44M、扶手椅内宽于 0.46M餐桌：中式一般高 0.75~0.78M、西式一般高

0.68~0.72M方桌：宽 1.20/0.9/0.75M

长方桌:宽 0.8/0.9/1.05/1.20M、长 1.50/1.65/1.80/2.1/2.4M圆桌:直径

0.9/1.2/1.35/1.50/18M



5、厨房：

橱柜*作台：高度 0.89~0.92M

平面*作区：厚度 0.4~0.6M

抽油烟机与灶的距离：0.6~0.8M*

作台上方的吊柜：距地面最小距离＞1.45M、厚度 0.25~0.35M、吊柜与*作台之间的距离＞0.55M

6、卫生间：

盥洗台：宽度为 0.55~0.65M、高度为 0.85M、

盥洗台与浴缸之间应留约 0.76M宽的通道。

淋浴房:一般为 0.9X0.9M、高度 2.0~2.0M

抽水马桶:高度 0.68M、宽度 0.38~0.48M、进深 0.68~0.72M

2.2.3人体工程学在不同类别的室内设计空间中的运用



2.3环境心理与室内设计

1、环境心理学：

是研究环境与人的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着重从心理学和行为的角度，探讨人与环境的

最优化，即怎样的环境是最符合人们心愿的。

2、室内环境中人的心理与行为

人在室内环境中，其心理与行为尽管有个体之间的差异，但从总体上分析仍然具有共性，仍然

具有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特点，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基础。

2. 3.1领域性与人际距离

领域性原是动物在环境中为取得食物、繁衍生息等的一种适应生存的行为方式。人与动物毕竟

在语言表达、理性思考、意志决策与社会性等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但人在室内环境中的生活、生

产活动，也总是力求其活动不被外界干扰或妨碍。不同的活动有其必须的生理和心理范围与领域，

人们不希望轻易地被外来的人与物所打破。

室内环境中个人空间常需与人际交流、接触时所需的距离统盘考虑。人际接触实际上根据不同

的接触对象和在不同的场合，在距离上各有差异。

赫尔以动物的环境和行为的研究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人际距离的概念，根据人际关系的密切程

度、行为特征确定人际距离，即分为：密切距离；人体距离；社会距离；公众距离。



2. 3.2人际距离与行为

1、密切距离 0~45cM

接近 0~15,亲切、嗅觉、辐射热有感觉

远方 15~45,可与对方接触握手



2、个体距离 45~120CM

接近 45~75,促膝交谈，仍可与对方接触

远方 75~120,清楚地看到细微表情的交谈

3、社会距离 120~360cM

接近 120~210,社会交往，同事相处

远方 210~360,交往不密切的社会距离

4、公众距离〉360CM

接近 360~750,自然语音的讲课，小型报告会

远方〉360,借助姿势和扩音器的讲演

2.3.3私密性与尽端趋向

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非常明显地观察到，集体宿舍里先进入宿舍的人，如果允许自己挑选床位，

他们总愿意挑选在房间尽端的床铺，可能是由于生活、就寝时相对地较少受干扰。

同样情况也见之于就餐人对餐厅中餐桌座位的挑选，相对地人们最不愿意选择近门处及人流频

繁通过处的座位，餐厅中靠墙卡座的设置，由于在室内空间中形成更多的“尽端”，也就更符合

散客就餐时“尽端趋向”的心理要求。

2. 3.4依托的安全感

生活活动在室内空间的人们，从心理感受来说，并不是越开阔、越宽广越好，人们通常在大型

室内空间中更愿意有所“依托”物体。

在火车站和地铁车站的候车厅或站台上，人们并不较多地停留在最容易上车的方，而是愿意待

在柱子边，人群相对散落地汇集在厅内、站台上的柱子附近，适当地与人流通道保持距离。在柱

边人们感到有了“依托”，更具安全感

2. 3.5从众与趋光心理

从一些公共场所内发生的非常事故中观察到，紧急情况时人们往往会盲目跟从人群中领头几个

急速跑动的人的去向，不管其去向是否是安全疏散口。当火警或烟雾开始弥漫时，人们无心注视

标志及文字的内容，甚至对此缺乏信赖，往往是更为直觉地跟着领头的几个人跑动，以致成为整

个人群的流向。上述情况即属从众心理。同时，人们在室内空间中流动时，具有从暗处往较明亮

处流动的趋向，紧急情况时语言引导会优于文字的引导。

上述心理和行为现象提示设计者在创造公共场所室内环境时，首先应注意空间与照明等的导向，

标志与文字的引导固然也很重要，但从紧急情况时的心理与行为来看，对空间的照明、音响设计



等需予以高度重视。

本章小结：

本章内容学习要求同学们掌握基本的人体工程学的理论，及一些相关基本数据，能在今后的室

内设计不同室内空间实践中应用。作业练习：

1、学习人体工程学有什么意义？

2、谈谈环境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第三章室内空间设计

3.1室内空间构成

空间设计是通过空间各组成部分的分割和围和来实现，分割和围和的形式决定了各空间之间的

联系方式和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能更有效的利用空间，使空间形象更丰富和实用。

3.1.1底界面

①水平底界面

②连续第界面

③降低底界面

3.1.2侧界面

3. 1.3顶界面

3.2室内空间的类型

①封闭空间

②开敞空间

③共享空间

④母子空间

⑤上升与下沉空间

⑥凹入与外凸空间

⑦交错、穿插空间



⑧虚拟空间

⑨迷幻空间

3. 3室内空间的划分

室内空间的划分主要是靠物质手段对空间的分隔和组合来实现。

3.3. 1室内空间分隔的类型

①绝对分隔

②结构分隔③相对分隔

④意象分隔

3. 3.2室内空间划分方式

①长廊式

②中厅式

③嵌套式

④辐辏式

3. 3.3空间划分的艺术手法

①利用建筑的构建来划分空间

②利用界面凹凸与高低来划分

③利用色彩、材质、照明来划分空间

④利用家具、隔断来划分空间

⑤利用绿化、水体来划分空间

对不同内部空间进行功能和形式的有序组织和安排，可以创造出一个有联系性的合理的建筑

内容空间关系。

以下几个内容要充分重视:

1、要注意空间使用的秩序，分配出主从空间关系。

2、要根据空间内容设计出空间流程关系。



3、要根据空间的主从和流程秩序设计出空间路径。

各类界面的功能特点

1、底面（楼、地面）一一耐磨、防滑、易清洁、防静电。

2、侧面（墙面、隔断）一一挡视线、较高的隔声、吸声、保暖、隔热要求。

3、顶面（平顶、天棚）一质精、光反射率高、较高的隔声、吸声、保暖、隔热要求。

空间居住界面设计既有功能技术要求，也有造型和美观要求，作为材料实体的界面，有界面的

材质选用，界面的形状、图形线角、肌理构成的设计，以及界面和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风、水、

电等管线设施的协调配合等方面的设计。

基于以上概念居室空间界面处理可以概括为六个原则“功能——造型——材料——实用——协

调——更新”。

当代著名建筑大师贝聿明有这样一段表述“建筑是人用的，空间、广场是人进去的，是供人享

用的，要关心人，要为使用者着想”，空间界面设计的思考

（1）天面

基于界面设计的六个原则，引深出对居室天面、墙面、地面设计上的一些思考。天面与地面是

居住空间中相互呼应的两个面。作为建筑元素，天面在空间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

先它的高度决定一个空间尺度，直接影响人们对居住空间的视觉感受。不同功能的空间都有对天

面尺度的要求，尺度的不同，空间的视觉和心理效果也截然不同。同样，天面上也有平面的落差

处理，也有空间区域的区分作用和效果。在天地之间是墙，因此高度被天面所决定，所以在进行

居住设计过程中，天面总是在墙面之前要考虑的问题。

（2）墙面（隔断）

墙是建筑空间中的基本元素，有建筑构造的承重作用和建筑空间的围隔作用与其它建筑元素不

同，墙的功能很多，而且构成自由度大，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如直、弧、曲等，也可以由不同材

料构成（有机的、无机的）、因此在建筑空间里，设计师对墙的表现最为自由，甚至有时候随心

所欲。

墙与柱一样也有天地界面，有墙头脚之分。在空间中墙的尺度由天面和地面的尺寸决定。墙与

天面和地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墙开洞而造成门窗，因此墙与空间中的门窗也有密切的关系。不

同功能空间对墙的要求不同，墙的构成千姿百态丰富了建筑空间，因此墙成为设计师创造理想空

间的重要元素。

墙的形式随着建筑技术和手段的进步而丰富多彩，形态的变化有虚实、色彩、质地、光线、装

饰等种种变化都可以使墙的形态发生变化。因此，墙的表现有助居住情调与氛围的造就。墙是设

计师居住造型表现的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在居室居住空间计划中，应该把墙的表现与空间的

使用设施装置的形态与色彩联系起来，主墙的表现融入整体设计之中。



（3）地面

地面色彩是影响整个空间色彩主调和谐与否的重要因素，地面色彩的轻重、图案的造型与布局，

直接影响居住空间视觉效果。因此在居室居住空间设计上既要充分考虑色彩构成的因素，同时还

要考虑地面材质的吸光与反光作用。地面拼花要根据不同环境要求而设定，通常情况下色彩构成

要素愈简单、愈整体愈好，要素应该是愈少愈好。拼花要求加工方法单纯明快，吻合人们的视觉

心理，避免视觉疲劳。因此在进行地面设计时，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顾及空间、凹凸、材质、

色彩、图形，肌理等关系。

5、居住空间界面感觉

基于界面设计思考而引出居室空间界面感觉。

例：①线型划分与视觉感受：垂直划分感觉空间紧缩增高，水平划分感觉空间开阔降低。

②浅与视觉感受：顶面深色感觉空间降低，顶面浅色感觉空是增高。

③大小与视觉感受：大尺度花饰感觉空间缩小，小尺度花饰感觉空间增大。

④材料质感与视觉感受：石材、面砖、玻璃感觉挺拔冷峻，木材、织物较有亲切感。

本章小结：本章内容主要讲述室内空间的基本构成，以及空间的构成类型，要求学生学握基本

常见的空间分隔形式和空间划分的主要手法，在室内设计的实践中能够灵活运用。

作业练习：

以本章所学的基本内容，做一个居住空间的功能分区图的设计作品。平面布置图，功能合理。

（在 A4纸上，手绘、电脑均可））



第四章室内色彩设计

4.1室内色彩基本概念

我们在构思设计某一功能空间的及到其空间的过程，色彩计划从设计及到其空间的格调节感情

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色彩（色调）的基本知识，没有这些知识可以说

是不能进行设计的。



4. 1.1色彩的基本知识

1、色彩的三个基本要素

2、色彩的分类

4. 1.2色彩的感性效果

1、色彩冷色

2、色彩暖色

3、色彩兴奋

4、色彩低沉

5、色彩轻重

6、色彩柔硬

7、色彩距离

8、色彩联想

9、色彩象征

4. 2色彩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4.2. 1室内色彩与空间调解

4. 2.2调节室内光线

4. 2.3体现室内空间性格

4. 3室内色彩设计中的方法

4.3. 1室内用色的基本法则

室内色彩的使用必须服从整体设计，必须服从于主色调或主题设计，但是色彩的应用不可过多。

我们设计的对象一般分为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两大类。由于不同的功能决定了色彩设计也各

不相同。从另一方面来讲，色彩对人的感观又能产生不同的心理和生理效果，所以这些色彩规律

是我们应充分考虑的。

1、室内装饰的主色调



2、注意重点色的应用

4.3.2室内环境的配色方法

1、单色相配色法

2、类似色相配色法

3、补色配色法

4、无彩色调和法

4.3.3室内环境的配色应注意的问题

1、忌室内用色过多

2、处理好色质与色彩的关系

3、注意色量过大

本章小结：本章内容主要学习室内色彩的基本知识和感性效果，了解色彩在室内设计中对空间

调解光线、性格等的重要作用，掌握在室内环境中色彩的运用原则和配色方法。

作业练习：

1、室内色彩设计的重要作用有哪些？

2、室内用色的基本法则是什么？

第五章室内照明设计

5.1室内自然采光

1、采光的概述

2、自然采光源

通常将室内对自然光的利用，称为自然采光。采用此种光源可以节约能源，并且在视觉上更为

习惯和舒适，心理上更能与自然接近、协调，但它受时间的限制，在没有自然光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人工光源照明。

3、室内采光效果｛侧光、高测光、顶光｝

侧光可以选择良好的朝向、室外景观，使用维护也较方便，但当房间的进探增加时；采光效串

很快降低。因此，常加高宙的高度或采用双向采光或转角采光来弥补这一缺点。

高侧采光，照度比较均匀，留出较多的墙面可以布置家具、陈设，常用于展览、商场，但使用



不便。

顶光的照度分布均匀，影响室内照度的因素较少，但当上部有障碍物时，照度就急剧下降。止

匕外，在管理、维修方面较为困难。

室内采光还受到室外周围环境和室内界面装饰处理的影响，如室外临近的建筑物，既可阻挡日

光的射入，又可从墙面反射一部分日光进入室内。此外，窗面对室内说来，可视为一个面光源，

它通过室内界面的反射，增加了室内的照度。由此可见，进入室内的日光因素由下列三部分组成：

(1)直接天光；

(2)外部反射光：室外地面及相邻界面的反射；

(3)室内反射光：由天棚、墙面、地面的反射。

窗子的方位也影响室内的采光，当面向太阳时，室内所接收的光线要比其他方向的要多。窗子

采用的玻璃材料的透射系数不同，则室内的采光效果也不同。自然采光一般采取遮阳措施，以避

免阳光直射室内所产生的眩光和过热的不适感觉。温州湖滨饭店休息采用垂直百叶。昆明金龙饭

店中庭天窗采用白色和浅黄色帷幔，使室内产生漫射光，光线柔和平静。但阳光对活跃室内气

氛，创造空间立体感以及光影的对比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5.2室内照明设计的基础知识

5.2.1照度

照度：是指被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光通量值，单位是 LX,它是决定被照物体明亮程度的间接指

标。在一定范围内照度增加，可是视觉功能提高，合适的亮度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保护视力。

室内空间中某点上的照度取决于所用灯具的光功率和灯具与物体间的现对位置。

5.2.2光色

光色：主要取决于光源的色温(K),并影响室内的气氛。色温低，感觉温暖；色温高，感觉凉

爽。一般色温＜3300K为暖色，3300K〈色愠＜5300K为中间色，色愠＞5300K为冷色。光源的色

沮应与照度相适应，即随着照度增加，色温也应相应提高。否则，在低色温、高照度下，会使人

感到酷热；而在高色温，低照度下，会使人感到阴森的气氛。

亮度：作为一种主观的评价和感觉，和照度的概念不同，它是表示由被照面的单位面积所反射

出来的光通量，也称发光度，因此与被照面的反射亭有关。例如在同样的照度下，白纸看起来比

黑纸要亮。有许多因素影响亮度的评价，诸如照度、表面特性、视觉、背景、注视的持续时间甚

至包括人跟的特性。

5.2.4眩光

眩光：当人们观察某一视觉对象时，如果视野内存在严重的光亮不均匀的情况，或者某一处的

亮度变化太大给人照成强烈的刺眼功效，就是眩光现象，它是评价照明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要避免眩光的干扰。



眩光根据眩光源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眩光和反射眩光两种。

6. 3室内照明设计

1. 3.1室内照明设计的基本要求

1、人的需求

2、经济及环境的要求

3、建筑空间的要求

5. 3.2照明的布局形式

1、基础照明

所谓基础照明是指大空间内采用均匀的固定灯具照明，给室内提供最基本的照度，并形成一种

格调，不考虑特殊部位的需要，以照亮整个场地而设计的照明。也称一般照明

2、重点照明

重点照明是为突出特点目标或引起视野对于某一部分的注意而对重点部位进行强调性的重点投

光。

一般重点照明色亮度是基本照明的 3~5倍。

3、装饰照明

为了对室内进行装饰，增加空间层次，营造环境气氛，常用装饰灯具进行照明，强调灯具本身

的艺术效果，而照明却是辅助功能。

5.3.3室内照明的方式

根据不同空间对灯光的照度和亮度的需求方式进行分配，照明方式包括以下几种：直接照明、

半直接照明、间接照明、半间接照明、漫射照明。

1、直接照明

光线通过灯具射出，90%以上的光通量分布到作业工作面上，这种照明方式是直接照明。

2、半直接照明

半直接照明方式使用半透明材料制成的灯罩罩住灯泡上部，60%~90%的光通量集中射向作业工作

面，10%~50%的光通量经半透明灯罩扩散而向上漫射，形成的阴影比较柔和。

这种照明方式常用在空间较低的场所的普通照明。由于漫射光线能照亮平顶，使房间顶部高度



增加，能产生较高的空间感。

3、间接照明

将光源遮蔽而产生的间接光的照明方式，其中 90~100%的光通量通过天棚或前面反射作用于工作

面，10%左右的光通量则直接照射工作面。

4、半间接照明

半间接照明恰好和半直接照明相反，60%左右的光通量射向棚顶，形成间接光源，10%~40%的部

分光线经灯罩想下扩散。

5、漫射照明

即利用灯具的折射功能来控制眩光，将光线向四周扩散漫射，这类照明光线性能柔和，视觉舒

适，适用于休息场所。

5.3.4室内照明设计的要点

5.3.4.1足够的照度

室内设计时要保证室内环境达到应有的亮度，这也是照明设计最基本的要求。

5.3.4.2合理选择人工光源

室内人工光源的设计要考虑到房间功能，灯具形式、照明方式及要求的环境气氛的方面进行综

合全面的考虑要利用光源的强度、颜色和显色性，为房间制造出色彩丰富的环境气氛。

5.3.4.3合理的灯具布局

在室内灯具的布局中要考虑到整个室内环境的基础照明和重点照明的区分。

5. 3.4.4同时考虑白天和晚上的灯光效果

室内照明设计还要考虑到白天和晚上的不同艺术效果，特别是晚上开灯后的效果，

本章小结：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和掌握室内照明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掌握自然采光设

计、装饰照明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在以后的室内设计实践中合理运用照明设计。

作业练习：

1、谈谈室内照明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

2、室内照明的方式有哪几种？请分别举例说明。

第六章室内家具设计与室内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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