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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目前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

心副主任童悦仲曾经指出，“国内住宅的平均寿命仅仅为30

年。”而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

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我国建筑的实际寿命与设计通则的要求尚有相当一段距离。

建筑“短命”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导致的： 一是建筑质量。

以中体博物馆为例，它是在北京举办亚运会时兴建的，但

到2005年，85%以上的地板和墙体已出现贯通性开裂，承重钢

梁断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这座建筑竟获得过“特别鲁

班奖”。这既暴露出施工方对质量不够负责任，也暴露出有

关部门对建筑质量把关的不严格，否则，也不至于将荣誉授

予这样一个存在严重问题的工程。 二是规划设计。相当一部

分建筑物不是由于质量而是由于规划不合理，结构不合理，

或者由于旧城改造等原因拆毁的。规划者和设计者如果眼光

放远一点，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就不至于导致如

此之多的建筑″短命″。 建筑“短命”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一座建筑动辄需要花费数千万乃至数亿元，需要耗费大量宝

贵的资源，也需要大量人力夜以继日地辛苦劳作，如果一拆

了之，一切投入都将付之东流，还凭空增加了许多难以处理

的建筑垃圾，这无疑是极大的浪费。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

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一些建成仅几年的建筑，甚至就在没有

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被断然拆毁。有学者指出，我国已经成为



全球最大的建筑浪费国。 与我国建筑的“短命”相比，一些

国家的建筑则非常长寿。比如英国，其建筑平均寿命在世界

上居首位，可达到132年，在英国，“百年老屋”随处可见。

在英国，不仅建筑质量受到高度重视，规划、设计也经过详

细论证。同时，他们还注意对建筑物的维护、加固和病害处

理，以延长建筑使用年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事实证明，

延长建筑寿命就是最大的节约。有专家指出，假如我国建筑

寿命延长10年，节约的资源就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包括社会

资源、综合资源如人力物力、建造房屋的各种资源、水泥、

钢材生产、水、电、矿物质、机械的折旧费用等，而且还能

减少建筑垃圾的数量，这种节约可不是节能百分之几所能相

比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建筑“短命”现象非常

严重。有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或法规，严厉禁止没有质

量问题的建筑提前被拆毁，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浪费。同时，

也应该对那些因质量问题″短命″的建筑的相关责任人秋后

算账，严厉追究责任，使质量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延长建

筑寿命，节约资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