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7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住宅中的卫生空间从仅有厕所、洗漱功

能的单一空间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洗浴、洗衣等在内的多空间组成，越

来越多的套型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卫生设备，城市住宅卫生空间已成

为人们享受生活、表达个性、逐步实现精神需求的空间之一，精细化

卫生空间设计也由此应运而生，逐渐成为设计的潮流。

1  住宅卫生空间的新需求及可变设计

通过对住宅卫生空间实态调查发现：在卫生空间的设计中，集

中式与分离式仍然是最常见的两种形式，但如何集中与分离则需要探

索一些新的模式。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如图1所示，而解决问题的关键

是了解住户对现代卫生间的需求。经了解，大多数住户的需求为：

1）直接采光与通风；2）卫生间干湿分离（图2）；3）卫生空间灵活

可变（图3）。

2  住宅卫生空间精细化设计

2.1 分类方法 

建议使用将卫生空间的使用属性和位置属性相结合的设计分类

方法（图4）。其好处是：对于只有一个卫生间的家庭来说，公用卫

生间功能应该更全面，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进行空间合理排布即可，

具体尺度和位置需要结合到不同类型的套型之中进行设计；对于双卫

空间，应该针对使用特征将卫生空间的功能合理分配。

2.2 设计方法

2.2.1 公共卫生间设计新原则

公共卫生间是住宅中供住户便溺、洗浴、盥洗、化妆的主要空

间，同时还有洗衣、清洁卫生等功能，根据如厕空间、浴室空间、洗

脸化妆空间和家务空间进行功能划分（图5）。公用卫生间设计的新

原则有以下几方面：

（1）满足常用物品分类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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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态调查，公用卫生间内缺乏储藏空间的常用物品主要分

为以下几类：1）清洁工具：拖布、刷子等；2）容器：盆、桶等；

3）针织品：浴巾、浴衣、毛巾、抹布等；4）纸制品：厕纸、卫生巾

等；5）个人用品：化妆品、洁具等。

将这些物品分类储藏并不困难，如：坐便器旁边提供合理的位

置给厕纸盒和清洁用品的储藏空间；洗漱台附近提供洗漱用具、化

妆品等摆放空间等。在实态调查中发现：手盆周围缺少有效的置物

台面导致使用非常不方便（图6）。因此，在设计中建议与手盆结合

的台面长度不要小于900mm，以1 200~1 500mm范围为宜，大于1 

600mm以上时才可以设置两个手盆。同时，根据操作习惯，在不影

响使用的情况下合理确定毛巾架的位置。沐浴空间提供搁放洗浴用品

的台架，这些储藏空间都尽量布置在壁柜中或不明显的位置。

（2）空间形式有利于干湿分区

卫生间的形式多半为窄长形和方正形两种，窄长形由于平面的特

征使得干湿分区更容易，因此应尽量多设计窄长形的卫生间（图7）。

（3）解决管线定位与空间灵活性之间的矛盾

卫生间管线排布相对复杂，在设计初期就应该细致周全地考

虑，如：管井应离坐便器近而通风道应在淋浴的上方；北方地区由于

气候原因，淋浴间浴霸和热水器已成为必须，应考虑热水器位置与水

管及电源线布置间的关系，同时吊顶高度或热水器的安放不应给人的

心理造成不适；管井、通风道应尽可能布置在承重墙一侧，为空间

的灵活改造保留余地（图8）；卫生空间地漏要仔细分类满足使用要

求，如为淋浴设置的地漏，为洗衣机设计的排水口，为清洗池预留的

排污水口，为冲洗卫生间设计的地面排水口等。

（4）探寻卫生空间的新模式

我国住宅发展到今天，卫生间的基本格局已经被限定为有限的

图1 卫生间实态调查

图2 干湿分离卫生空间示例

图3 卫生间形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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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形式，典型的是“1个主卧卫生间＋1个公用卫生间”的模式和

“三件套（浴缸＋手盆＋坐便器）”形式。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用户需求不断改变，必须探寻卫生空间的新模式。

1）1个卫生间＋1个坐便器（手盆）：这个模式实际上在日本的

集合住宅中早有应用。日本集合住宅虽将浴室、化妆间、如厕划分为

三个独立空间，但实际上浴室和化妆间形成一个整体，而如厕空间只

有一个坐便器且面积非常小。

2）“主卫公开”：两个主要卧室共用一个大卫生间，卫生间的

门面向走廊而非主卧室。

3）“灵活可变卫生间”：将两相邻的方正小卫生间合并为窄长

的大卫生间，内部可根据住户的不同需求，利用隔墙等方式进行分

割，为今后可能出现的生活、设备要求留出余地。

2.2.2 卫生空间基本形态与设计分析

（1）卫生空间基本形态

根据卫生空间在住宅套型平面中的常见位置，归纳出如图9所示

的基本形态。当只有一个卫生空间时，所有的功能集中到一个主要空

间之中，这时候需要卫生间的位置位于套型的中部，以方便使用，位

于中部的卫生空间一般是暗卫生间，不占用面宽也不用开凹口，套型

平面整齐，结构简单合理，而当卫生空间要做成明卫时，如果位于套

型中部，则需要开凹口（图9a）；凹口太深不利于采光和结构的要

求，太浅又不便使用，这样就形成了位于套型一端的形式（图9b），

这种卫生间以牺牲一定的面宽为代价；还有一种卫生空间也位于中

部，位置靠近楼梯间，可通过高窗间接与楼梯间连通，形成采光和通

风（图9c）；当套型有两个卫生空间时，分开设置的两个卫生间的独

立性和专属性较强，服务范围也较大（图9d）；而结合在一起的双卫

生间设计灵活，可根据住户的需求改造成其他功能的房间或者合并为

一个卫生空间（图9e）。

（2）卫生空间内部基本布局（图10）

1）集中型：将卫生间各种功能集中到一个空间内，优点是节约

空间，管线集中，比较经济。但由于空间有限，功能集中，不适合多

人同时使用，而且很难增加更多的储藏空间。因此，集中型卫生间适

合作为双卫生间中的主卧卫生间。

2）分设型：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将便溺空间、洗漱空间、沐浴

空间各自独立布置，优点是各空间功能明确，干湿分离，使用方便，

不足是占用空间较多，交通面积不能充分利用，管线分布分散，建造

图4 卫生间分类结构图 图5 卫生空间设计方法结构图 图6 卫生间调查实景

图7 窄长形的卫生间

图9 卫生空间基本形态

图10 卫生空间内部基本布局

图8 灵活可变卫生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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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

3）前室型：根据功能将部分空间独立部分进行整合，优点是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干湿分区、功能交叉等矛盾。

（3） 卫生空间低限尺寸的确定

卫生空间的基本尺寸主要考虑技术与施工条件、设备尺寸、人

体活动需要空间的大小，以及生活习惯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一般来

说，卫生空间设计在最大尺度上没有特殊规定，但过大会造成行为动

线加长、面积浪费。因此，在保证人体工程学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家

庭构成和不同使用人群的需求来确定卫生间的尺度才是最优的设计方

法。图11运用元素分析法分析了卫生空间基本设备的尺寸和人体在卫

生空间内使用这些设备时需要的最低空间尺度。如下分析是运用元素

分析法设计卫生空间的核心，掌握此方法可以设计出不同形式的空间

组合，适应不同家庭的需求。

只有一个坐便器，坐便器的一侧是墙面的时候（图11a），便

器竖向的边缘到前方设备或者墙面的最小距离不能小于500mm。当

便器两边是设备或者无隔断，人可以从便器前方通过时（图11b），

则便器前端到设备或者墙面的距离应大于610mm。图12a是手盆和

便器结合的最小空间要求，此时，手盆中心离靠墙一侧墙面距离

最小不得小于450mm，紧邻便器一侧其中心离便器边缘不得小于

350mm，厕纸盒的中心应距离便器水箱前面800mm。图12b是便器

与手盆结合设计的变化形式，此时手盆增加了台面，增加了摆放物

品的空间。图12c，d是常见浴缸的尺寸及便器和浴缸结合的一种卫

生间形式。图12e是常见的集中式卫生空间形式，加上装修时需要的

55mm的装修厚度，卫生间净尺寸是2 310mm×1 910mm，面积是

4.41m2。图12f是在台面长度达到1 600mm以上的时候，才有可能布

置两个手盆。关于老年人卫生空间，这里考虑的是可自理的居家老

年人群，并给出了几种老年人沐浴空间以及便溺空间的形式供设计

师参考（图13，14）。 

3  结语

在现代住宅卫生空间的设计中，设计师通过对卫生空间的精细

化研究与设计，不仅能优化空间内的设备、器具的组合，合理敷设卫

生间内各种管线，还可以提高卫生空间的整体性能。卫生空间的精细

化设计有利于推进卫生空间内设备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推进整体卫生

空间的发展，从而加速住宅产业化的进程。

图11 元素分析法确定卫生空间的基本尺寸

图12 各种组合方式的空间尺寸

图13 供老年人使用的沐浴空间设计分析

图14 供老年人使用的便溺空间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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