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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5年第一版出版以来，得到了不少同行的关心和支持。
进入“十一五”以来，国内建筑装饰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很多设计思想、理念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同时高职高专教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建筑装饰设计（或叫室内设计）课程内容得到不断发展与
深化。
根据建筑装饰行业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十二五”期间的教学改革新形势的需要，根据我们在教学中
的体会和各兄弟院校使用本教材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对本书第一版进行了修改，以适合今
后教学的使用。
本次修订主要特点体现如下：　　（1）贯彻“少而精、精而新”的原则，努力做到削枝强干、去粗
存精、突出重点、知识面广；　　（2）努力把传统的教学内容与现代建筑装饰行业科学技术的新进
展结合起来，力求使本教材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3）延续建筑装饰设计空间、界面方
面的知识；完善现代室内设计所关注的室内色彩、照明、环境艺术设计等方面的新知识、新技术；　
　（4）考虑到高职高专课程教学的具体情况，删减室内照明设计“第三节照度计算，第四节装饰照
明的设计方法”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放入《建筑装饰设备》课程教材中编写，增加编写“第三节室
内照明艺术设计”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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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装饰设计的内容和分类，建筑装饰设计的发展过程，建筑装饰设计程序与思考方式，建筑装
饰设计与相关学科，建筑室内空间，建筑室内界面，建筑室内色彩，建筑室内照明设计以及建筑与室
内环境艺术设计等。
 　　本书适宜作为高职高专建筑装饰技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各种建筑装饰岗位
的培训教材以及装饰工程项目经理、装饰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等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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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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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学的关系　第二节　建筑装饰设计与环境心理学　　一、符合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的设计　　
二、依据认知环境和心理行为模式的设计　　三、个性化与环境的相互制约　第三节　建筑装饰设计
与建筑学　　一、建筑与建筑装饰的行业关联　　二、建筑与建筑装饰设计的设计关联　　三、建筑
与建筑装饰设计的不同点　第四节　建筑装饰设计与智能建筑　　一、智能建筑概述　　二、智能建
筑对建筑装饰设计的影响　第五节　各专业工种协调配合第四章　建筑室内空间第五章　建筑室内界
面第六章　建筑室内色彩第七章　建筑室内照明设计第八章　建筑与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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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物理作用　　室内界面、家具、陈设等物体的色彩相互作用，可以影响人们是视觉效果，
使物体的尺度、远近、冷暖在主观感觉中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感觉上的微妙变化，就是物体色彩的
物理作用效果。
　　1.温度感　　人类在长时间的生活实践中体验到太阳和火能够带来温暖，所以在看到与此相近的
色彩如红色、橙色、黄色的时候相应地产生了温暖感，在看到海水、月光、冰雪时就有一种凉爽感，
后来在色彩学中统称红、橙、黄一类为暖色系；青、蓝等称之为冷色系。
　　从十二色相所组成的色环看，橙色为最暖色，青色为最冷色，黑、白、灰和金、银等色称为中性
色。
色彩的温度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无彩色和有彩色比较，后者比前者暖，前者要比后者冷；从无彩色本身看，黑色比白色暖；从有彩色
本身看，同一色彩含红、橙、黄等成分偏多时偏暖。
因此，绝对地说某种色彩（如紫、绿等）是暖色或冷色，往往是不准确和不妥当的。
　　色彩的温度感和明度有关系。
含白的明色具有凉爽感、含黑的暗色具有温暖感。
　　色彩的温度感还与纯度有关系。
在暖色中，纯度越高越具有温暖感；在冷色中，纯度越高越具凉爽感。
　　色彩的温度感还涉及物体表面的光滑程度。
一般地说，表面光滑时色彩显得冷，表面粗糙时色彩就显得暖。
　　在室内设计中，设计者常利用色彩的物理作用去达到设计的目的。
例如利用色彩的冷暖来调节室内的温度感。
如在北方长年见不到阳光的居室就适于选用暖色系的色彩（彩图1）也可利用材质表面的质感来辅助
表达色彩的温度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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