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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普通百姓越来越关注的话题，而生态建筑更是身处其中的

每个人尤其是很多建筑师所不断追求的目标。然而，什么是

真正的生态建筑？ 日前，日本(株)RIA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上

海分公司总代表曹炜对记者谈了他的理解：“建筑物的节能

、生态，并非都必须要用最贵、最新的技术和材料，因为高

科技材料在其生产过程中都要耗费大量的能源，一次性投入

巨大而收效甚微，而且今后日常的维护费也是相当昂贵。可

是还有不少人喜欢拿这些东西来炒作，人们有时也愿意为这

种所谓的节能、生态而买单。”曹炜认为，我们倡导的生态

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意识，也可以称它为“人文生态”；我

们今天充分享受着工业革命果实，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才是构建生态建筑的第一要素。 现在大多数建筑都

是封闭状态，采用中央空调与人工照明，能耗巨大。如何脱

离空调的高能耗与不适感呢？日本的设计师已经开始了探索

的脚步，如在建筑屋顶和外墙上设计如人类皮肤的汗腺一样

的透水孔，通过透水孔渗水来降低室内温度，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效果。而曹炜在他们设计的虹桥临空办公楼群中也有很

多节能措施：中庭的烟囱效应可有效调节室内温度和空气，

同时也给巨大的办公空间送入了一大片自然的阳光，省去了

白天办公室的大部分照明用电；东面和南面每层相互交错的

杯线形阳台设计不仅可以让人们在需要的时候充分享受到阳

光和新鲜空气，还能有效遮阳，且方便保洁人员清洗玻璃；



而西面和北面的以实墙体为主的设计则能有效抵御夏日的斜

阳和冬日的寒风。 现在我们通常的地下车库几乎是全封闭的

，一天24小时都得开着灯与排气扇，既浪费能源，环境质量

又很差。而曹炜设计的一个住宅小区，有一个一千多个车位

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地下车库，在车库顶板上开了一些透光

的，通风的天窗，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节能与生态这个问

题，并且在梅雨季节里地下车库都不会潮湿。 现在政府花不

少钱来搞平改坡，因为尖楼顶能让人联想到欧美的城市风景

，减少混凝土屋顶因夏日强烈阳光照射热胀冷缩后产生龟裂

而造成的渗水。但同样的目的，日本等先进国家则采用推广

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的方法，维护成本其实并不高，同时还

可以净化城市空气和有效降温。据介绍，东京的城市建筑屋

顶绿化达到8%就可降低城市中部气温一度。 又如曹炜设计的

获得“2006中国住宅双节双优奖”的金外滩住宅项目，商业

群楼顶上的土丘设计不仅能避免楼顶反射热能、保温性能良

好，还能蒸发水汽，微风一吹，清新的空气就会扑面而来。

曹炜说这么好的举措并未被重视，这可能与屋顶绿化还不能

百分百地计算进绿化率有关，也与建筑设计师的节能意识不

无关联。 当然，建筑节能的方法还有好多，曹炜说：“如墙

体设计，我们通常使用的材料是砖砌或混凝土，厚度30公分

左右，尽管很厚，隔音、保温效果却很差，远不如预制的空

心墙或是石膏板做的隔墙保温性能好，因墙体比混凝土墙薄

得多，也提高了房间的使用面积；同时因其材料的保温隔热

性能良好，又大大地提高了居住的舒适度，且避免了不可再

生资源的浪费，便于工场化施工，效率也要高得多，但在中

国除了办公建筑外没有人愿意在住宅上尝试。” 曹炜说：“



我们祖先有很多历经千百年历史验证的生活智慧，其中不乏

有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和借鉴的节能生态经验，为什么不

积极地加以利用呢？比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坐北朝南，冬暖

夏凉。我们应当努力去思考那些传统建筑形式给我们带来的

启示。今天，中国建筑产业已处在一个发展的瓶颈时期，这

些年建筑的量非常大。随着人们生活品味的提升，随着建筑

材料的高端化发展，以及地球能源的过度开采，全球能源的

紧缩，我们已经到了认真思考如何使我们的居住环境既舒适

又低能耗的时候了！” 曹炜表示，未来的建筑应该是能给人

们提供良好的人文生活环境的生态建筑，他期望除了有关部

门能推出更好的支持节能设计的相关政策，更希望建筑设计

师等建筑业相关人士能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努力思考，积

极探索，通过力所能及的节能设计来引导消费主流，提升人

们的环保意识，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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