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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每一个设计师责无旁贷的责任。很难想象，一个从来

不关注生态和环境问题，从来不有意识地吸收生态、环境等

相关专业的知识的设计师，能够提出注重生态的设计理念来

。 室内设计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一直具有相当独立的地位

，这种独立完全源自于它所具有的专业特征，造型手段和艺

术表现规律、以及实现的技术条件。然而，当室内设计一旦

脱离开传统的设计方法，走进整体的环境艺术设计中来，其

作为室内设计的独立性就要受到置疑了。本文将以有机建筑

的设计理论和生态建筑的设计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对于

室内设计所应持有的、现代的设计观念和方法，对于室内设

计本身的形式美规律和设计手法等不作为本次讨论的话题。 

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到底什么样的室内环境

是一个好的设计？未来的室内设计到底何处去？经过了多年

的实践和探索，其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都得到提升和发展

。但是在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中，由于其他相关边缘学科（

生态学、社会学等）的介入，室内设计的艺术设计到底能在

未来的室内设计中占多大的比重？是否还继续唱独角戏？这

里论述的概念可能会有与现在人们意识中传统的室内设计的

概念不同。 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和社会都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旧的世界格局仿佛在一个瞬间崩溃，而新的世界格局仍

在迷离模糊之中，全球的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

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也是如此，因为人类的经



济行为和科技进步而有很大的改变：一方面似乎变得更加适

合人的居住和生活，另一方面又对原有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

坏。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室内设计的未来发

展趋势，如何尽可能地节省自然资源，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环境；如何建造出适合居住的室内环境。 90年代以来，我们

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从传媒支配的、

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的新时代，结束了原来某些

文化权威性的支配地位。在我们的文化中，那种“回返”传

统（文化的和自然的）的大趋势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

现象，回归是一咱稳重朴素的美学，是对世俗化日常生活的

兴趣，也是对社会和自然的法则、伦理的肯定和尊重。人们

都逐渐变得冷静和成熟起来，开始重新思考自身，为自己定

位。今天所谓“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新古

典主义”、“高技术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简约主

义”等等已不再是我们设计师所关心和讨论的话题，设计师

们更关切的是未来的室内设计将走向何处。 1．中国室内设

计的现状 在当前国际发展大环境的条件下，中国的室内设计

将处于何种地位？将如何发展？这都是我们所要思考和探索

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种设计和技术都相对落后于发

达国家的现实中，有很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有很多课题有

待研究。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摆在面前的事实是近两百年

来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财富，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全方位的变化。但工业化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森林、生物物种、清洁的淡水和空气，以及可耕种

的土地，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保障在急剧地减少，

气候变暖、能源枯竭、垃圾遍地⋯⋯。如果按过去工业发展



模式一味地发展下去，这个地球将不再是人类的乐园。现实

问题迫使人类重新认真思考今后应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

式？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还是注重科技进步，

通过提高经济效益来寻求新的发展契机？作为一个室内设计

师，我们必须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思考。 人类的

生存环境，是以建筑群为特点的人工环境，高楼拔地而起，

大厦鳞次栉比，形成了建筑的森林。随 着城市建筑向空间的

扩张，林立的高楼，形成一道道人工悬崖和峡谷。城市是人

类文明的产物，但也出现了人类文明的异化，人类驯化了城

市，同时也把自己围在人工化的环境中。高层建筑采用的钢

盘混凝土结构，宛如一个大型金属网，人在其中，如同进入

一个同自然电磁场隔绝的法拉第屏蔽室同失去了自然的电磁

场，人体无法保持平衡的状态，常常感到不安和恐慌。随着

人类对环境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中自然景观的

重要，优美的风景、清新的空气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

改善人的精神生活。不论是建筑内部，还是建筑外部的绿化

和绿化空间；不论是私人住宅，还是公共环境的幽雅、丰富

的自然景观，天长日久都可以给人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满

足了人们对环境的基本需求后，高楼大厦已不再是环境美的

追求，回归自然成了我们现代人的追求。现在，人们正在不

遗余力地把自然界中的植物、水体、山石等引入到环境艺术

设计中来，在人类生存的空间中进行自然景观的再创造。在

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使人们在生存空间中最大限度地

接近自然成为可能。 另外，我们在建造中所使用的一部分材

料和设备，如涂料、油漆和空调等，都散发着污染环境的有

害物质。无公害的、健康型的、绿色建筑材料的开发是当务



之急。我们现在的施工现状是木工、油工、瓦工、电工、等

一直涌入，电锯、电锤等声音齐鸣，烟尘飞舞，刺激的气味

弥漫空中，秩序混乱。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环境总体污染中

，与建筑业有关的环境污染占总比例的34%。在建筑业对环

境造成的污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因为室内装修材料的生

产、施工与更新造成的。目前，我国室内装修投资在工程总

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室内设计所带来的资源和能源

的高消耗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也越发严重，譬如，每年室内装

修消耗的长期成材木材占我国木材总消耗量的一半左右（这

还不包括进口木材）。这些都是我们将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异常严峻。因此，绿色材料会逐步取代

传统的建材而成为建筑材料市场的主流、标准化的、装配式

的、充满秩序的施工场面将必然替代现在混杂、无序的场面

。这样才能改善环境质量，又能提高生活品质，给人们提供

一个清洁、优雅的环境艺术空间，保证人们健康、安全地生

活，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达到高度的统一。 回

溯以往，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和享受，

人们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索取，使自然环境在很大的程度上

遭到了破坏，建成的环境也大都缺乏人性，使人们越来越远

离自然，这就是人类为求得自身的发展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但在问题逐渐暴露以及人类自我反省的延伸下，人们已经认

识到设计已不单单是解决人自身问题，还必须顾及到自然环

境，使人类的设计不仅能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也能推动自

然环境的改善和提高。 2．建成环境的启示 实例一：柏林国

会大厦改建（资料引自《世界建筑》2002年第四期） 柏林国

会大厦始建于1894年，原名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在二战期间



被严重破坏。德国统一以后，对该建筑进行了重新改建

。1992年经过公开的国际竞标，德国政府指定英国建筑师诺

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作为改建国传授大厦的设计主待人

。通过对竞赛方案的修改，福斯特完善了原有的设计。完善

后方案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仅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外形，而且

使它变成了一座生态建筑，使看上去貌似简单的玻璃穹顶具

有丰富的内涵。 柏林国会大厦的改建使人们对生态建筑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并进而达到生态平

衡，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自然光源的利用 柏

林国会大厦改建后的议会大厅与一般观众厅不同，主要依靠

自然采光而且具有顶光，通过透明的穹顶和倒锥体的反射将

水平光反射到下面的议会大厅，议会大厅两侧的内天井也可

以补充自然光线，基本上可以保证议会大厅内的照明，从而

减少了平时的人工照明。穹顶内还设有一个随日照方向自动

调整方位的遮光板，遮光板的作用是防止热辐射和避免眩光

。沿着导轨缓缓移动的遮光板和倒锤形反射体都有着极强的

雕塑感，有人把倒锥体称做“光雕”或“镜面喷泉”。目落

之后，穹顶的作用正好与白天相反，室内灯光向外放射，玻

璃穹顶成了发光体，有如一座灯塔，成为柏林市独特的景观

。 （2） 自然通风系统 柏林国会大厦自然通风系统设计得也

很巧妙，议会大厅通风系统的进风口设在西门廊的檐部，新

鲜空气进来后经过大厅地板下的风道及充在座位下的风口，

低速而均匀地散发到大厅内，然后再从穹顶内倒锥体的中空

部分排到室外，此时侄锥体成了拔气罩，这是极为合理的气

流组织。大厦的侧窗均为双层窗，外层为防卫性的层压玻璃

，两层之间为遮阳装置，侧窗的通风既可以自动调整节也可



人工控制。大厦的大部分房间可以得到自然通风和换气，根

据空气的换气量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每小时可以达到1/2次

到5次。由于双层窗的外窗可以满足保安要求，内层窗可以随

时打开。 （3） 能源与环保 60年代的国会大厦曾安装过采用

矿物燃料的动力设备，每年排放二氧化碳达到7，000号吨，

为了保护首都的环境，改建后国会大厦决定采用生态燃料，

以油菜籽和葵花籽中提炼的油作为燃料，这种燃料燃烧发电

是相当地高效、清洁，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预计仅为44吨，

大大地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与此同时，议会大厅的遮阳和

通风系统的动力来源于装在屋顶上的太阳能发电装置，这种

发电装置最高可以发电40千瓦。把太阳能发民和穹顶内可以

自动控制的遮阳系统结合起来是建筑师的一个绝妙的想法。 

（4） 地下蓄水层的循环利用 柏林国会大厦改建中最引人注

目的当属地下蓄水层（地下湖）的循环利用。柏林夏日很热

，冬季很冷，设计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能源和地下蓄水层的存

在，把夏天的热能储存在地下供冬天使用，同时又把冬天的

冷量储存在地下给夏天使用。国会大厦附近有深、浅两个蓄

水层，浅层的蓄冷，深层的蓄热，设计中把它们充分利用为

大型冷热交换器，形成积极的生态平衡。 实例二：伊甸园工

程（资料引自（世界建筑）2002年第四期） 伊甸园工程位于

英国康而活的圣奥斯忒尔，是一所兼具教学、研究等功能的

研究所，除此之外，还具有展览功能，向公众开放，展示全

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对植物的依赖。该工程于1996年1月1日

开始设计，一期工程于2000年复活节完成，全部工程到2001

年复活节完成。 伊甸园工程由布置在精心设计的园林景观中

的相互连接、气候可以调整的多个透明穹隆。穹隆总面积达2



。2万,参观者可以经由访问中心在那儿，他们可以体验到由

微观摄影和高速摄影图片组成的植物世界抵达生物穹隆。 在

伊甸园工程中，尼古拉斯格雷姆肖（Nicholas Grimshaw）的

设计研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第一， 总图； 第二，生物穹隆

和其他附属建筑的单体。 总图设计中的定位和组织建筑群必

须满足以下要求：为了每一个生物穹隆中的园艺培植，需要

充分利用日光，确定建筑的定位；必须利用地形是深 坑的特

点，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为将来的扩建留有余地；为了完整

的建筑表现，建筑周围要相对开阔等等。通过研究，尽管各

个穹隆由于功能不同而尺度差异较大，设计小组将各种要求

综合在一起，创造出目前穹隆粘接在一起的总图布局方式，

给人一种有机体生机盎然的感觉。这样，受到控制的生物穹

隆内的环境就与深坑特有的不定形的形式融合在一起。 穹隆

表面的面层材料由一层透明的聚四氟乙烯薄膜嵌入三层的充

气垫制成这一做法性能良好，维护方便，在格雷姆肖的其他

一些作品中也频繁采用。充气垫利用小型电动马达提供充气

压力，置于气势顶部的传感器可以感知风、雪等荷载信息，

以便调整气垫压力，适应不同的荷载状况。为了使得生物穹

隆名副其实，以光合作用作为一种能量源泉，整个系统用太

阳能光电板提供能源。除了生物穹隆组合体以外，伊甸园工

程的附属建筑也采用了相同的设计哲学。 实例三：埃森RWE

办公大楼（资料引自《世界建筑》2002年第四期） 德国的埃

森RWE办公大楼由英恩霍文欧文迪克建筑设计事务所

（Ingenhoven Overdiek and Partners）设计，是一栋圆柱形的办

公大楼，矗立在其自带的湖水和绿色花园的环绕之中，25m

高的入口环形遮阳棚，使得该大厦整个形体在城市规划的意



义上向外扩展，成为一个公共空间。 节约能源是该建筑的一

个主要设计思想，它主要取决于建筑的形体及其所采用的设

备。圆形平面不仅有利于面积的使用，而且圆柱状的外形既

能降低风压、减少热能的流失和结构的消耗，又能优化光线

的射入。透明的玻璃维护体，使得建筑体中的各种功能清晰

可见：门厅、办公楼层、技术楼层、屋顶花园等。垂直的交

通网位于圆柱体外的长方形电梯筒内，使人们可以轻松地在

每一层辨别方向。塔芯的一部分布置设备管道，另一部分则

用做内部水平与垂直交通网的连接。固定外层玻璃面的铝合

金构件呈三角形连接，使日光的摄入达到最佳状况。内走廊

的墙面与顶部采光玻璃，使射入办公室的阳光再通过这些玻

璃进入走廊，这既改善走廊的照明状况又节约了能源。大楼

的外墙是由双层玻璃构成，通过内层可开启的无玻璃窗，办

公室内的空气可以自然流通。30层上的屋顶花园通过高矗的

玻墙防止高空的风力，从面得到保护。 大楼的技术设备是根

据各种不同的功能需要设计的，每个空间都可以按照各自的

愿望进行调节，如间断通风或持续通风、照明的亮与暗、温

度的高与低，以及遮阳的范围等等。楼层的水泥楼板上还安

装了带孔的金属板，使之达到能储存能量的目的。外墙双层

安全玻璃中的外层厚度为10mm，内外层玻璃间隔50mm，用

于有效的太阳能储备，同时也提供了节能性。这座大楼70%

的部分是通过自然的方式进行能风的，热能的节约在30%以

上，玻璃的反射系数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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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