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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全生命周期住宅的精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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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宅建设的水平一直体现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效与人民的幸福水准，进入新时
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着住宅朝着精细化的方向不断地发展，更多绿色、环保、智能、多
功能住宅户型也应运而生。时代的变化促使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也更加多样，这也导致传统的固化单一
功能性住宅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市场对住宅的需求。为此，必须通过思路转换，促使居住者的全生命周
期的转变和住宅本身的全生命更周期的变化，并以精细化设计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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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中应重视前瞻性，考虑到今后人口
结构的变化对住宅需求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在前
期调研和分析中，还是应以居住者本身的生命周
期特征作为切入点，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理念
观念、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家庭情况做出较为
全面和准确的判断，以此再综合目前的技术水平
和实力，全面考量土地、建筑施工、装饰设计等
各类约束性因素，按照精益设计的理念，推动在
全生命周期下的住宅精细化设计不断朝着现代化 
迈进。

1 家庭生命周期相关理念解读与涵盖的主
要阶段

1.1 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简析
所谓的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

最早是由美国学者Paul Click于1947年从人口
学的角度提出，后由世卫组织对概念进行了
补充和明确。按照世卫组织的定义，家庭生
命周期指的是一个中心家庭的变化历程，从
结婚生子开始，一直到最后的消亡，最终的
家庭成员及关系的结束，一般可以将其划分
为出现、成长、成熟、收缩、空巢到最终解
体等六个过程。这就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整个家
庭的一个变化过程，对深入了解一个家庭的演
进和变化的逻辑关系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也
能够对家庭生活的各个形态有更加充分且动态
的掌握，从而对家庭的变化规律有更清晰的 
结论[1]。

1.2 在全生命周期住宅中，涉及家庭阶段的 
构成

就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分类来看，通常有
多种方式可以选择，一般来看，可以从家庭的
组建到分解这个闭环去划分，一般期限为40～70
年，并且结合其生活特征与需求，分成了五大阶
段。第一阶段是新婚阶段，大约在两年时间。这

一阶段是从相识、结婚后到孕育儿女，结婚则意
味着一个家庭的开始。青年人婚后与父母是否合
住，对住宅结构的户型设计有着极为重要的影
响。第二阶段就是幼儿成长阶段。这一阶段为
5～6年。该阶段的变化主要是家庭人口的增长。
家庭的人口绝对数在增加，这样对居住空间的需
要也是一个新的需求。第三阶段是教育阶段，这
一阶段的时长在15～18年。从孩子进入小学后，
再到独立进入大学生活，直到毕业前这一期阶段
都是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家庭基本上没有新增
人口，因此家庭结构趋于稳定。第四阶段就是转
老年阶段。该阶段父母的年龄在不断地增大，儿
女基本上成家立业，同时也孕育了下一代，基本
上会从父母的家中分离出去，有些人会和父母居
住在一起，方便照顾第三代[2]。这样家庭对居住
的空间和环境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第五阶段也就
是空巢阶段。这一阶段的第一代夫妻，年龄已经
较大，身体素质较弱，基本上家中大多只剩一
人，生活上和子女在一起或者进入社会化养老机
构，至此到全生命家庭周期的终结。以上五个阶
段基本上是周而复始，有特定的规律的，在短期
内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只不过是因为二胎、三
胎人数的增多，会让家庭对空间的需求变得更
大。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住宅的设计理念也应
当不断地更新和优化，特别是在客厅、卧室以
及一些新型的功能空间的创造上，要有全面的 
考量。

2 全生命周期住宅概念及设计应当关注的
要点

2.1 全生命周期住宅的功能特征
所谓的全生命周期住宅，是指运用建筑空

间所蕴藏的潜力以及结构功能特性，让住宅所具
有的空间能够满足家庭居住以及其他相应功能，
并且这种功能特性能够适应家庭全生命周期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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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居住者与建筑空间之间有较强的交互性，改
善了居住者的居住体验。这种住宅考虑到家庭不
同生命周期下的内在需要，让居家生活更加便利
舒适，凸显了人性化和智能化。家庭全生命周期
住宅的出现，让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建，有了更为
人性化的温度。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设计出更多
可能的空间布局，这样让居住者无论是在刚组建
家庭、孕育孩子，还是在幼儿成长或者三代、
四代同堂时，都能够在住宅中找到相应的配套 
服务[3]。让居住者的居住体验更加舒适，生活空间
也从单一的固定模式变为多元的、立体化的丰富
空间。

2.2 全生命周期住宅设计的内在要求
一是框架结构体系。与不同结构的建筑类

型及应力特点存在差异性，要满足全生命周期
住宅空间的多变性，就必须确保其内部能够进
行适当的调整。从工程学的角度出发，只有
框架式建筑结构能满足这一要求，才可以尽最
大限度地减少承重墙和剪力墙的数量，为空间
变化创造更多的有利可能。二是空间利于变化
的主要方式。全生命周期住宅的功能空间是可
变的，在户型设计上，尽可能地以中规中矩、
四方四正为主，而其中的隔墙多以轻质材料为
主，容易在后期进行调整。套内空间的划分
一般使用的是轻质石膏板或者木板，这种材
质较为容易调整，能够结合各成长阶段对住
宅的相应需求做好调整。或使用有轨道的推
拉门、屏风以及可移动式的家具、艺术品等
来分隔，这样空间既有独立性也有一定的关
联性，同时也能结合时间的推移进行必要的
变化。但是这种方式与采用轻质隔板相比，
隔声效果较差，但其主要特点是便于拆装，
灵活性比较充裕。三是空间的充分性。要实现
全生命周期住宅的运用，就必须有足够的空间
作为保证，这样改造才能顺利进行，设计师会
根据既有的空间去设计更加合理的布局和改造
方案。对开发商来说，也会有更多的户型和变
化方案让客户选择，增加了营销的成功概率。
四是产品设计体系要足够健全。生命周期住宅
要反映这一特点，在设计之初就要将全生命
周期的理念融入其中，全生命周期住宅的关键
所在就是可变性。通常住宅的生命周期可以分
为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居住使用、维护保养
这四个环节。但在最初的设计阶段，就要有前
瞻性和系统性，做好之后的各环节的谋划和设
计，使全生命周期住宅能够长期适应今后的居
住环境变化，推动住宅成本和效率的优化。尤
其在细节的尺度考量上，应当结合各年龄段的

居住需要去预留一定的空间尺度，还有些设备
管道等空间，防止在后期改造中会破坏到上下
水以及天然气管道，造成一定的约束，使改造
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管道等材料也应适应改造 
标准。

3 开展住宅精细化设计所要遵循的主要 
方向

3.1 起居室的空间设计要点
现代住宅理念认为餐厅、客厅是家庭主要

起居待客的地方，也是使用频率较高的空间，因
此对精细化设计的要求比较高。首先对客厅来
说，在精细化设计时，对客厅的梁柱布置着重关
注，防止客厅顶部有承重梁、结构梁等大型柱体
穿过。对餐厅来说，主要考虑各类电器的使用布
局，比如饮水机、面包机、微波炉等。这些电器
需要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进行合理的布置。对卧
室这个主要起居室来说，要重点考虑的是房间的
开门方向，能够让家具合理摆放。在户型面积条
件适合的情况下，主卧室可以加入步入式的衣帽
间，以充实其起居功能[4]。

3.2 居室的辅助空间设计要点
住宅的辅助空间面积是十分有限的，不过使

用频率确实比较高。其存在的主要价值是用于家
庭内一些衣物等闲杂物品的处置和收纳。因此，
如何提高辅助空间的高效利用率，是精细化设计
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所在。其中玄关的设计尤为
重要，通常衣柜空间是占据入户门到客厅通道的
一个主要部分，如果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必
须解决鞋柜空间这一突出问题。因为很多设计在
电梯门尺寸影响下，入户通道比较狭窄，鞋柜难
以独立设置，这样在日常的使用中就带来了极大
的不便。如果面临这样的现实困难，设计师可以
通过巧妙设计玄关来化解这一难题，让内墙的局
部向后延伸，腾出一定的空间，用于布置鞋柜 
设施。

3.3 厨卫阳台设计要点
（1）厨房的设计。厨房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空间之一，也是家务劳动较为集中的区域，素有
住宅心脏之称，其空间设置却有着较为复杂的材
料设施，包括了各类管线、各类电器以及橱柜
等。一方面要有强大的收储功能，另一方面还要
满足人们活动的有效空间，同时还要兼具美观
性、便利性、环保性和舒适性，那么在精细化设
计时，这一空间将是最为复杂的程序之一。一
般来说，住宅设计通常是以需求为导向，对上下
水口进行预留配置简单的插座后，为入住业主预
留出更大的施展空间。然而精细化设计理念，则
更加强调其精准性和总体性的设计阶段，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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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各类可能的需求特征，并配合橱柜设计来
实现整体的厨房构造。厨房的开间和进深应当
根据家具的布局做到三角区适合性。依据三角
区理论所得出的经验，厨房的平面布置通常要
以三角区的位置作为基础，而三角区之间的活
动就成为三角形。三角区理论指的是厨房中，
水槽、冰箱、灶炉之间的距离不应过大，两个
工作区相互之间的距离至少要在90cm。水池、
灶台以及冰箱被称为厨房内的三个角，这三个
角的总周长应当不超过6m，而三角的边长可以
根据厨房面积和结构的差异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里的边长指的是这三个物品之间作为一个几
何点之间的连线，操作流程连线的长短和流畅
程度较大意义上决定了厨房使用的舒适度和便 
捷性[5]。

（2）卫生间的设计。卫生间是体现人文关怀
的重要设计空间，其设计的精细程度在建筑装饰
技术和理念的发展推动下，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比如说消除了之前饱受人诟病的返臭、不通风、
下水上反等问题。但是就目前来看，卫生间设计
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对卫生间的精细化设计
要求：一方面要解决好建筑布局问题；另一方面
要考虑到卫生间内的电气卫浴设施等噪声对卧室
的影响，同时应做好通风采光的设计。明卫的窗
户要有足够的开启空间，确保通风量足够[6]。小
户型设计也要采取改一个卫生间为一套卫生间的
理念。要做到干湿分离，使淋浴、如厕可以有效
地相互独立，让这个小空间发挥更加经济实用的 
价值[7]。

（3）阳台的设计。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
家庭的需要，阳台一般起到生活和服务两种功
能，生活阳台主要是生活起居使用，一般在阳光
较多的朝南方向进行设置，阳台、客厅和主卧相
连，突出了一个采光的优势。服务型阳台多是以
堆放杂物或者开展一些不便于在主客厅场所进行
的活动，包括存储杂物、洗衣晾晒等功能阳台。
对阳台的精细化设计，需要根据以上活动的需
求进行针对性调整。如果洗衣机要放置于阳台
上，那么在设计时要考虑与厨房相连服务时，
阳台对厨房要有一个从属关系，水电管线设置
都要和一贯设计思维要求紧密契合，同时也要
妥善处理好晾衣与洗衣时容易产生水渍受潮的 
问题[8]。

3.4 书房设计要点
书房通常与客卧功能是相互交叉的，书房

需要有较好的采光条件，通常为朝南或东南西南
以南向为主的采光方式，这样能够确保使用者在
阅读时，光照强度和时长都较为适宜。要考虑家

具摆放的合理性，避免书籍受到阳光的直射后泛
黄，电脑屏幕的视角与光线也要合理匹配，避免
眩光，同时也要尽量缩减空间的浪费，尽量做到
推门就能使用。

3.5 家庭生命周期住宅的解读
在既定的空间里，用家庭结构划分的阶段解

析，从新婚家庭—一孩出生—二胎到来—三代同
堂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不断影响住宅设计的
变化过程。根据居住者在家庭成长过程中，由新
婚夫妇到三代同堂家庭成员结构的调整，家庭生
命周期住宅的不断演变，为多种生活场景创造出
更多的可能性。

4 结束语
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中，三口之家两房的刚

需已经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从我国人口今后
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如今政府鼓励二胎、三胎
的生育政策已出台，现有的一套住房需要适应家
庭结构变化已迫在眉睫。而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
会集中地体现在二三十年之后，那时我国的三口
之家的人数总量及其三口以上的家庭数量会持续
增加，对住房的需求上也会不断调整，那时对一
套住房中有两套间、三套间也会成为刚性需求，
为此，全生命周期住宅的精细化设计就显得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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