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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水泥基材料对于设计领域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方法 通过对水泥基材料形态的易

塑性、质感的多样性、混合的兼容性、性能的耐久性、文化的特质性的分析，以及就材料科学与相关

科技的发展对水泥基材料设计应用的影响。结论 水泥基材料已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对于水泥基材料的

感官认识和应用范畴，跨越建筑工程领域的应用局限。越多越多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已经开始将其材料

应用于工业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造型艺术等领域。随着水泥基材料与设计领域联系的深入，

将推动水泥基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和相关工艺技术的研发，也为水泥基材料在设计领域更为广泛和多

样化应用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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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Values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SUN Lei 
(Chongqi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12, China) 

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development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in the field of art design. It analyzes 
the plastic morphology, abundant texture, integration with other materials, stability of performance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
tics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its influence of science development on the design and the application. Ce-
ment-based materials have broken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on its recogni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civil engi-
neering. More and more designers and artists have begun to use it in industrial design, interior design, fashion design, plastic arts 
and other field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ement science and design research, it will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e-
ment-based material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it will also provide more feasibilities for using cement-based materials in the 
oth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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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视觉艺术和设计领域各个门类发生

了种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美学思潮的转变和设

计理念的创新，也是对材料的敏锐感知和再认识的

结果。水泥基材料在近些年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

已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对于其 “灰色”、“冰冷”、“无

生气”的感官认识，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水泥基材

料的设计应用已经打破了工程建筑类的范围局限，

创新并多领域地展现其独特的设计应用价值。 

1  水泥基材料与认知 

    水泥基材料的的核心组分——硅酸盐水泥，含

硅酸盐水泥的混合物被统称为水泥基材料。典型的

水泥基材料，如混凝土，其英文"concrete"根出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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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单词"concretus"，有集中、浓缩的涵义，是表示“生

长在一起”的动词"concrescere"的分词形式，因此混

凝土的本意就是“不同材料的结合物”。 
自 19 世纪被发明以来，成为用量最大的人造胶

凝材料。20 世纪 20 年代发明于美国的清水混凝土又

称装饰混凝土，是设计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水泥基

材料品种。因其极具装饰效果而得名，它属于一次

浇注成形，表面平整光滑、色泽均匀、棱角分明、

无碰损和污染。随着材料配制和制备工艺的进步，

清水混凝土开始逐步进入建筑设计领域。佩雷、柯

布西耶、安藤忠雄等诸多建筑设计师对清水混凝土

的设计应用进行了各种开创性的尝试。20 世纪 70 年

代清水混凝土技术进入了中国。最近几年国内水泥

基材料科学快速发展，材料抗弯能力、抗冲击性能

均能够承受更高的外加荷载。同时，科技的进步还

赋予了水泥基材料更多的优越性能，愈来愈展现出

其良好的设计应用价值。 

2  水泥基材料的设计特性 

材料的设计特性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

特性是人们通过视觉、触觉、嗅觉等感官形成的感

知特性，包括质感、情感以及艺术感等。客观特性

则主要包括材料的物理、化学、力学以及加工工艺

等天然属性[1]。尊重材料本身的属性，发现材质本身

的特质是设计过程中所强调的[2]。用设计的视角去观

察和分析材料的设计特性，解读材料传达给人们的

感官体验,正是对于水泥基材料设计价值所探讨的。 

2.1  水泥基材料形态的易塑性  

形态简单来讲是指物体的造型和式样，是设计

对象实现设计意图的物质呈现模式[3]。材料作为设计

造型的载体 [4],对材料的合理应用是形态创造的基

础。水泥基材料作为一种具备流态特性的成形材料，

可以进行任意复杂形态的塑造。同时，作为模塑成

形的材料，通过模具造型、硬化体后加工等各种技

术，水泥基材料已经跨越了结构材料限制，展现出

形态塑造的优良特性。正如全球华人十大青年建筑

师获奖者崔彤所描述的：“混凝土的可塑性在有形

与无形、自然与人工、过去与未来之间，通过类似

工业化手艺恢复了一种记忆[5]。”巴黎设计师 Dzmitry 
Samal 利用混凝土材料的形态塑性设计了一系列的

男士腕表，见图 1（图片摘自中国设计网），粗旷的 

 
图 1 腕表 

Fig.1 Watches 

线条和混凝土独特质感，展示出设计师所要表达的

硬朗、凝重和现代的设计美感。 

2.2  水泥基材料质感的多样性 

     拓展材料的设计应用范围，提升材料质感的表

现能力，丰富设计表现语汇在现代设计活动中已经

得到广泛的尝试和认同。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和设

计师创作需求的多样化，水泥基材料已经由单一粗

糙、灰色、冰冷的质感，发展成为质感色彩丰富多

样并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材料。水泥基材料和相关技

术已经可以满足不同设计门类和设计师创作对于质

感的需求。超强的耐打磨特性，使其质感具有良好

的可控性，设计师可以根据设计需要呈现出精美复

杂的布艺纹理效果，见图 2（图片摘自拉法基官网）。

水泥基材料丰富的质感表现也将激发艺术家更深层

次的创作灵感。 

 

图 2  布艺质感的水泥外墙 
Fig.2 Fabric texture of cement-base external wall 

2.3  水泥基材料混合的兼容性 

混凝土材料宜古宜今，亦中亦西，具有很强的

“兼容性”,先天的“包容性”使其虽不如天然石材

矜贵，却有胸怀大度的风雅[6]。水泥与木材、金属、

树脂等以及其他无机材料（如玻璃和陶瓷）的工艺

处理可以形成不同特质和性能的复合材料体系。例

如混凝土与光纤材料的融合，利用导光材料的折射

穿透形成的透光混凝土，见图 3 （图片摘自混凝土

杂志），展现出材料新颖的光影效果。此外，诸如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29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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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透光混凝土 
Fig.3 Transparent concrete 

在白色硅酸盐水泥中加入矿物颜料，将水泥基材料

合理“染色”，呈现多样丰富的色彩效果。新材料提供

的可能性是今后产生新产品的一个推动力[7]。水泥基

复合材料体系的创新，也将进一步拓展水泥基材料

在设计领域的应用。 

2.4  水泥基材料性能的耐久性 

水泥基材料的性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极为稳

定的，具备很强的抵御外界侵蚀的能力，它所具备

的耐久性特征是很多材料无法比拟的。例如石膏，

一种质地细腻的材料，但强度较低并且不耐水；玻

璃钢，轻便但不耐久，紫外线能加速其老化；木材，

环保但易腐烂；金属材料，易产生锈蚀并且价格高

昂。与这些材料相比，水泥基材料既不会生锈也不

会老化，耐腐蚀，稳定性强，并且维护成本极低。

先进水泥基材料，其强度是传统水泥基材料的近十

倍，对环境条件无任何要求，耐久性可长达数百年。 
水泥基材料还具有优良的环保性。以装饰混凝

土制备的家具设计见图 4（图片摘自清水混凝土行业

网），放置于室内，与树脂、石材或石膏材料相比，

它具有使用寿命长、无异味、无辐射污染，可用水

直接清洗的优点。在追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今

天，水泥基材料必定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图 4  混凝土家具设计 
Fig.4 Concrete furniture 

2.5  水泥基材料文化的特质性  

不同材料通过对人的视觉与触觉刺激，会产生

不同的心理感受[8]。柯布西耶对“粗野混凝土”的运

用就是注重了材料情感的表达[9]。水泥基材料所具有

的朴实无华、自然沉稳的特性和其厚重、清雅的气

质，与东方“无为”思想精神高度契合。诚然，中国传

统审美体系中，材料审美是有等级差异和社会属性

的，习惯将材料的稀缺作为评价产品的贵贱的标准，

但随着设计领域对于水泥基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展

现，也将影响着国人对材料审美和观念的改变，例

如水泥基珠宝饰品设计，见图 5（图片摘自 AIVA 首

饰设计），而这种改变也会为水泥基设计应用提供

更好的发展空间。 

 

图 5  水泥基珠宝饰品设计 
Fig.5 Cement for jewel design 

3  水泥基材料发展与技术进步 

设计是技术发展的“通灵师”，技术是设计极

限的“开路人”[6]。水泥基材料在设计领域应用前景

促进着水泥基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和相关工艺技术

的进步。 

3.1  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多样化发展 

人们研究新材料以弥补传统材料的局限性，同时

探索和发掘传统材料潜在的应用及可能性[10]。在科技快

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材料科学的进步为水泥基复

合材料的种类研发及性能优化提供了条件。比如含纳

米二氧化硅混凝土、含纳米金属纤维混凝土的研发应

用见图 6（图片摘自筑龙网），极大地增强了水泥的抗

压强度和物理性能。另一方面，依托包括玻璃、树脂、

木材、金属等传统材料的创新，形成的水泥基复合材

料体系，在物理性能、功能性和艺术表达能力等方面

也都有很大的进步。例如透明混凝土、轻骨料混凝土

等材料的设计应用，体现了新型水泥基复合材料不可

比拟的性能。水泥基材料本质上是多种材料的聚合体，

因此随着各类新型材料的不断涌现，也必将继续推动

水泥基复合材料的革新和进步。 

3.2  水泥基材料相关成形制备技术的智能化发展 

近年来，水泥基材料的成形工艺与精细化制备

快速发展，3D 打印技术的逐步成熟使异形水泥构件

制备成为现实。在该领域，目前较为主流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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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欧洲地中海文明博物馆混凝土结构 
Fig.6 Musée des Civilisations de l'Europ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将水泥浆层层涂抹，堆积出丰富形状的水泥基材料

构件，但是这些构件的表面一般比较粗糙，有明显

的加工痕迹。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一种以粉末

3D 打印技术为基础的制备工艺可直接将水泥粉末成

形，制作结构造型极为复杂的水泥构件，例如通过

3D 打印制作的水泥材料景观小品见图 7（图片摘自

筑龙网）。该作品结构精密，表面几乎不具任何加工

痕迹。3D 打印技术的突破，将对水泥基材料在设计

领域应用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图 7  水泥 3D 打印的花朵景观小品 
Fig.7 3D printing technology for cement product 

 
水泥基材料科学与制备技术的革新，将赋予艺

术家和设计师更为丰富的设计灵感和创造空间，也

将展现水泥基材料应用的更多可能和惊喜。 

4  结语 

材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宏观上人

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微观上新产品的革新都有着材料演

变和进化的烙印[11]。水泥基材料所特有的朴素内敛的气

质，作为设计语言丰富着设计创造，水泥基材料在建

筑设计、工业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及造型艺术

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用。随着水泥基材料

与设计领域的联系深入，将推动水泥基材料科学的快

速发展和相关工艺技术的研发，也为水泥基材料在设

计领域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的应用提供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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