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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建筑室内互动设计探索

张 衢①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14）

摘要：虚拟现实技术（VR）是一种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模拟系统。在近年来的室内设计中，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实施创作，是逐渐形成的设计创作方式，对其展示的视觉效果、产生的作用较为明显。另
外，虚拟现实技术是具有展现力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新型沉浸式技术，将其应用于室内设计，空间效果更
具张力，空间更真实，设计风格更鲜明。基于此，本文主要探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建筑室内互动设计情
况，分析虚拟现实技术建筑室内互动设计特点和类别，结合主要原则，以现代建筑室内设计中清水混凝土装
饰元素为例，分析其设计要点和方法，借助室内空间和 VR 传感设备的交互、调整，以此促使人们提前获得
身处其中的实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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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具备交互

性、想象力、沉浸感等特征，融合人机交互、可视

化、计算机图形学、光电传感等学科和技术。借助手

持或穿戴体感设备，头盔式双眼显示器，实现实时成

像的三维沉浸式视角，利用传感数据实现多通道人机

交互体验，建立和场景中虚拟角色体感映射[1]。虚拟现

实技术在近两年逐渐进入价格合理、高度沉浸的市场

化应用阶段，在医疗、文化、行业管理、教学仿真等

领域中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数字孪生、可视化等研究

领域的关键技术手段，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和较

高的关注度。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城市景观、场馆、设

施、建筑等规划和展示领域，可丰富仿真层次和展示

内容，增强设计方案的互动和前瞻性，不仅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而且拓宽自我展示渠道和灵活性，为建筑

室内互动设计优化、保护方案、可行性、合理性等提

供决策支持。

1 虚拟现实技术建筑室内互动设计特点和类别

1.1 设计特点

其一，符合VR室内交互设计契合市场需求的特

点。虚拟现实技术在2016年开始在我国市场发展，其

能促使使用者体验极具真实感、沉浸式的场景，用户

基于这样的场景可在家中感受博物馆或教育浓厚的文

化气息，感受游戏、电影的刺激感。起源于美国的虚

拟现实技术，近些年在我国的技术水平越发成熟，研

究热度持续增加，应用领域越来越广[2]。有关专业咨

询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实施室内设

计的企业相对较少，一般可大致划分为像酷开VR这样

做硬装为主的公司，像指挥家、豪斯VR、华锐视点、

美屋365等直接利用VR进行家装设计的公司，像家装E 

站、美窝、土巴兔等基于公司基础上直接搭建的VR家

装技术，共三种家装企业设计平台。在室内设计中，

当前阶段虚拟现实技术的前景较为乐观，面对现阶段

较为激烈的室内设计的市场竞争力，想要置身于行业

的前端，最关键的就是要与时代同步，紧跟科技发展 

脚步。

其二，符合VR室内交互设计契合空间尺度的特

点。在实际进行室内设计的过程中，空间尺度是其关

键组成部分，人体工程学在空间尺度中发挥显著作

用，对其正确运用实施空间尺度的排列设计，将给予

用户更舒适直观的感受和体验。设计师基于传统室内

设计，结合自我经验与设计理念，参照人体工程学的

特点进行室内空间设计，主要以全景图、效果图、施

工图等为呈现形式，等到落地后用户方可在此空间感

受其尺度效果，若加以调整，将产生过多的金钱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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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成本[3]。因此对该常态，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带来

较大突破和进步。例如：设计师基于空间软装和硬装

陈列布局，按照人体工程学对天花、软装陈设、背景

墙、家具等进行布置，将物体与物体、人体、人与物

体的活动空间调整为最佳状态，以便在这样虚拟的场

景中，体验者可以实施交互漫游，用户在该过程中可

提前在虚拟场景中体验该空间，当发现问题时借助虚

拟现实技术宏观调控好室内方案的整体设计，同时注

意不断在设计过程中完善方案，以此有效改进和提升

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2 设计类别

其一，在空间体验中的应用。设计师一般需要考

虑诸多因素，以此设计优质的建筑室内设计方案。例

如：硬软装搭配，以及空间尺度和色彩等，均是室内

设计方案需要考虑的要素。其中的全景看房功能，无

法给予用户身临其境的立体感，主要呈现听觉与视觉

上的感知[4]。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可借助软件技术手

段，有效解决该问题，给人一种沉浸式体验，对具有

交互性、模拟仿真的三维虚拟空间进行构建，以此满

足用户的需求。

其二，建筑室内设计的预装修体验。在时代的发

展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同时社会经济飞速

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在每日生活的室

内环境中有特别的体验，显而易见，人们对室内装修

设计的要求逐渐提升。之前在进行建筑室内设计时，

一般委托公司实施硬装设计，室内软装用户自行搭

配，整体风格较为单调。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更容易

与设计师进行沟通并更改，不同于传统设计方式中用

户和设计师两者之间单纯纸面上沟通，市场饱和的室

内设计朝多元化发展，为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效果，

同时保证这样的室内设计方案更加高效、科学，节省

时间[5]。

其三，在样板间中的应用。在建筑室内设计中，

样板间的比重较高，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在样板间的有

效运用，实现和室内设计的有机结合，可明显缓解企

业资金问题，为开发商减少时间与金钱成本，用户借

助 VR 传感设备观看样板间，将大大节省时间成本，有

助于减少选择空间设计方案的时间。

2 虚拟现实技术建筑室内互动设计主要原则

其一，触觉反馈。在虚拟现实技术设计过程中，

触觉反馈技术是一项关键的技术形式，当建筑室内设

计已经获得虚拟场景视觉功能后，视觉加触觉感知系

统的结合，可带给用户真实的体验，成为不可或缺的

内容。所谓的触觉反馈技术，就是借助具备触点装置

和振动功能的手套，在触摸实际物体时，用户只需借

助佩戴的手套模拟触感，以便获得更真实的触觉感受

和体验[6]。

其二，三维模拟。在建筑室内设计中，三维模拟

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以真实的框架与场景环境为基

础，对预设计空间场景实施模型构建，以此直接呈现

现实环境中的布局，其主要目的是促使用户对不足的

地方提出意见，直接明了地看到室内空间布局[7]。另外

对设计师而言，他们能按照用户实际提出的建议加以

修改和调整，以此不断提高沟通效率，将沟通中出现

的偏差降到最小，节省时间，解决问题。

其三，交互。在通常情况下，在传统的计算机交

互技术中，多使用键盘、鼠标、电脑显示器“三件

套”完成。虚拟现实技术需要VR头盔、触感手套、三

维立体眼镜、操纵式手柄等能交互使用的设备，明显

脱离传统的束缚，和应运而生的新技术相结合，完成

交互过程。所以，将虚拟现实技术加入室内设计中，

将为设计师和客户带来更流畅的信息体验，为客户和

设计师提供更好的服务[8]。设计师可结合虚拟现实技术

在室内设计中实际应用情况，在基于了解 VR 技术的优

势与特点的基础上，掌握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和最新研

究成果，熟悉并科学、合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充分

发挥其在建筑室内设计中沉浸式动态体验和运用的空

间表现力，有效为室内设计行业添加前进动力，同时

不断提升工作效率。

其四，立体声合成与立体显示。按照传达时间、

能听到声音的强弱，以及声音传来的方向与距离等，

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虚拟现实技术中，借助立体显

示和立体声合成，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听力特点进行

模拟，以便在建立室内虚拟现实沉浸场景时，用户可

以切实感受到真实的声音效果[9]。

3 以现代建筑室内设计中清水混凝土装饰元素

为例的设计要点和方法

3.1 色彩选择

要想将清水混凝土应用于室内设计中，以室内墙

饰面为例，应考虑色彩以及其他三方面因素：其一，

例如在南方等炎热地区，偏于冷色本应是其基调，同

时饰面色彩需满足心理、生理要求。其二，需符合建

筑使用功能需求。假设纵长方向单面采光是居住建筑

居室的呈现形式，则需考虑室内照明度的要求、天然



·030·

施工技术与工程实践

光线的折射。此时的墙面颜色深度在通常情况下不宜

过大，且不应有过浅的地面颜色。其三，在确定完地

面、顶棚、墙面颜色后，需灵活调整室内有关家具、

织物、设备，确保使用期保持较长。经近距离仔细观

察可发现，在内墙饰面质感方面，通常较为纤细的质

感可用于有效避免挂灰积尘方面。

3.2 空间风格选择

在室内设计中，针对建筑结构及类型的不同，应

用清水混凝土装饰元素时需合理选择空间部位。例如：

在人居建筑中，可调整混凝土颜色，选择时应依据室内

具体需求，结合多种元素形成不同室内风格，利用木

材、皮革及织物的搭配，促使其设计更亲切、柔和。

可以发现，在此装修中，清水混凝土元素充分发

挥自身特点，使整体室内空间更加和谐。除此之外，

将清水混凝土装饰元素应用于住宅顶棚，能使其感觉

更为粗旷。若选择清水混凝土装饰元素用于公共建筑

顶棚中，可使管线延伸出顶棚，在混凝土中埋设照明

管线，然后配上灯饰，形成简约风格。

借助搭配组合玻璃、金属，以及清水混凝土，可

使室内更具技术美；若搭配石材、原木及清水混凝土

等材料，装饰效果将更加清雅。

3.3 技术角度选择

进行设计施工时，应用清水混凝土，需结合实

际，从技术角度出发，明确有关制作安装方式，最大

限度缩短施工工期、降低有关成本投入，为实现施工

综合效益最大化奠定基础。在清水混凝土装饰元素

中，以螺栓孔为例，作为其独特标志，同时从力学角

度出发，在实际设计中设置等分等距形式，用于满足

安全性要求。同时在很多材料拼接处，明确最佳施工

工艺方法，可利用不同处理细节实现。

3.4 空间层面选择

在如今的建筑中，混凝土是主要选择材料，但是

并不常用其结构，因此在设计室内清水混凝土装饰元

素时，能借助预制其装饰板或者采取浇筑的方式实

现。其中，浇筑厚度应控制在50 mm以上。若选择干

挂和制作打底基层方式于贴面处理上，同时选择预制

装饰板，前一种方式控制厚度为50 mm左右，后一种

为100 mm，和装饰板一起应用。基于该施工工艺技

术要求，所占据室内空间越大，使用面积就越大。

因此，在选择该装饰艺术时，应充分分析空间比例 

问题[10]。

4 结束语

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获得人们的支持，同时符

合时代发展要求，加上对室内空间的要求越来越高，

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随着人们工作时间的增

加，对高效率、快捷式生活方式的需求量增加，休闲

时间减少，将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建筑室内设计中，可

明显缩短设计师的设计时间，以及传统客户和设计师

对方案的沟通时间，转变客户与设计师的互动方式，

拉近设计师、客户和所需设计空间的距离，符合当代

需要，更直接、更高效，顺应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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