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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2_546942.htm 对于城市灾害的分类

，建设部早在1997年就将“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

破坏”列为城市主要灾害源；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全

球安全格局有了新变化，研究城市灾情，再不能仅从自然灾

害、一般人祸上着眼，而必须包括恐怖事件在内的诸项新灾

害源。历史的看：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其主要灾类可归纳

为“旱、涝、蝗、震、疫”，20世纪90年代以来减灾科技专

家又将它拓展为“气候、污染、交通、火灾、地震、生物”

几大类。显而易见，我们在认知北京灾情时，已将生物灾害

、环境公害视为致灾源。 那么，如何重新认识城市规划设计

潜伏的致灾隐患呢？建筑物的安全，应该说一直是规划设计

界所关注的。无论是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一直实践着

按国家规范及设计标准完成项目设计，可以这么说，常规条

件下项目设计是安全的。然而，对于人们尚不知晓的灾害，

过去的规范在客观上就存在欠缺。进一步讲，由于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大城市已愈发脆弱。过去安

全的系统可能会失稳，过去完善的设施可能会成为摆设或不

安全的。 从城市防灾规划设计视角上看，城市建筑的安康设

计是必须坚持的第一原则。 国内外与建筑有关的灾害事件无

休无止，而建筑的卫生设计，在城市管理的层面长期被忽视

，应该令人们猛醒，“吃一堑，长一智”，重要的是促使住

宅及居住区规划设计“心中有数”。虽然，不应该仅仅从一

个香港淘大花园，就全盘否定住宅设计的质量与水平；但冷



静思考会发现，建筑在许多方面被非典上了一课，我们并未

在总体上真正建立起城市减灾与城市安全的意识。为此未来

安康住区设计要求建筑师要有新观念；所以说，要提高建筑

规划设计者的安康意识，建筑防灾学与建筑卫生学是必补之

课。 建筑卫生学是从医学和卫生学的观点出发，将有关医学

、卫生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建筑设计的各个阶段，从而使最终

完成的建筑环境能达到符合相应的医学、卫生学要求，以保

障人们有健康卫生的生产、生活、工作环境，避免造成“病

态建筑”或引起人们患“建筑病”。公共建筑的卫生学问题

，以防止细菌、病毒流行、交叉感染为重。住宅是人一生2/3

时间停留的场所，如何保证空气清新、日照充足、微小气候

适宜。内外环境安静、整洁，生活舒适方便，也有相应的建

筑卫生学要求。“以人为本”，建造“健康”“绿色”的人

居建筑物成为当今国际科技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健康建筑是

建设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是在满足建筑基本要素的基础上，

提升健康要素，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障居住者生理、心

理和社会等多层次的健康需求，营造出舒适、安全、卫生、

健康的居住环境。室内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室内环境的

好坏和人类对其适应的程度决定了人体健康状况的水平。世

界卫生组织（WHO）警告，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摩

天高楼的建造与空调设备的普遍使用，增加了某些疾病的传

播机会，必须引起特别的关注。 根据调查，由于建筑物及其

内部设备造成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或疾病，种类达几十种。

根据其对人体的危害，疾病的性质，致病的病源等，大致可

分为三大类：即急性呼吸道传染病（SARS），过敏性疾病（

包括过敏性肺炎、加湿器热病等）以及“病态建筑物综合症



”。空调系统对于室内空气品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

以排除或稀释空气中各种污染物；又可以产生、诱导和加重

空气污染物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不良的室内空气品质。从卫

生学角度来讲，空调系统不仅要保证热舒适，更要保证人体

健康，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热舒适是不足取的。 SARS之后，

一位艺术家感慨地说：“病毒触及城市肌理，规划缺少人文

关怀”。笔者同意此说。事实上，SARS所警示的住宅及环境

健康问题，要求建筑师、工程师必须从住区及住宅设计两大

层面上，去重新审视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在居住环境的规

划上，首先要切实选好不存在污染源的场地，切不可贪图廉

价的土地而把住区建设在垃圾场或废气排放点附近。其次要

保护好场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诸如绿林、清水、青山等的保

存利用。还应保证有效的日照与通风，从SARS蔓延的教训看

，阳光普照、空气流通是阻断传染源的最佳条件；但不少城

市为了“有效”利用土地，竟然降低日照标准。住区内有足

够的绿地与健身设施也是保障健康的条件之一，需注意树种

的选择和水体的流动；否则，花絮飞扬或污水滞留也能造成

病菌的传播或繁殖。追求过高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与安康人

居环境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会形成人口密集、空间堵塞、环

境恶化。还应关注住区各种废物的处置，要合理布置垃圾收

集站、污水处理场等。住宅设计中要将功能合理划分，公私

、动静分区是保证居民心理健康的有效措施，而洁污分区是

生理健康的保证条件，但在设计实践中有时却被忽略。住宅

设计规范要求，不同功能空间应有直接采光与自然通风，并

且还规定了无直接采光的厅的控制面积；但是有的住宅仍然

出现“黑”房间和大面积“暗”厅，有的把佣人房设计为无



窗的，这既不人道，还会成为污染源。规范强调一套住宅至

少应有一个居室能获得日照，不能因有空调而放弃日照，空

调不能替代日照紫外线的杀菌作用。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虽然

已经颁布，但在住宅设计中应考虑气流流向合理、密闭门窗

时能补充新鲜空气的功能，即所谓的“穿堂风”。 但是，城

市建筑的安康设计属于正在研究探索中的新事物，它既是现

有技术规范层面上的设计工作，又是新的设计理念，这就需

要纳入到城市防灾规划及安全设计方法论中。城市灾害学原

理就是亟待完善的，与建筑安康设计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

它是城市学与安全科学技术交叉后的新学科，所以其学科建

设应遵循如下原理： 一、应急决策原理 城市减灾对策有技术

性措施和社会性措施两大类，而城市灾害应急决策属社会性

措施。它强调城市要建成完整的防灾减灾网络及预警预案，

在灾害事故到来时能有效地指挥管理，使政府及公众有充分

的时间按预案要求有计划地避难、救灾，最大限度地减少伤

亡及控制灾情，应急决策即按应急法令办事。规划师、建筑

师尤其要按防灾要求制定应急规划，如现代化城市应急救灾

，必须具有便捷畅通的道路系统，并充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

空间等。这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还很欠缺，不少新区规

划也缺少此内容。 二、综合防护原理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任何严重城市灾害的发生和造成的后果都不可能是独立或

单一现象。因此，应从系统学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和评价，

使之具有总体和综合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城市防灾对

策和措施，这就是城市综合防灾。它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

。城市防护与减灾的综合性原理，本质上是要求建立统一的

城市综合防灾体制。对此，不论是对战争的防御，还是对灾



害的防抗，都要走上整体化和综合化的道路。鉴于两种灾害

有着多方面的共同性，又同样关系到城市总体抗灾抗毁能力

的提高，应进一步将城市的防护与防灾功能统一起来，形成

一个统一领导下的城市综合防灾体制。这将使城市在任何情

况都处于强有力的防灾体制保护之下，在安全的环境中得到

保存和发展。城市防护与防灾功能的统一，完全可能出现“1

＋1＞2”的结果。 三、可控性原理 有效的城市防灾减灾系统

属于大系统范畴，必须实行分层控制，并加强系统反馈机制

。其系统控制功能有：把握城市危险源的事故信息；把握灾

害事故危险分析技术，加强城市的本质安全化建设等。具体

讲，实现城市防灾减灾的可控制性要重视如下几点：(1) 事故

与灾害的计量，重在对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缺陷提出安全改进

措施；(2) 安全风险评价，通过评价可以发现城市系统中潜在

的事故危险；(3) 城市防灾减灾强调可控制性，它指危险本身

的一种固有特性，它反映了控制投入与系统总价值的比例关

系；(4)�安全控制是最终实现城市安全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措施

，安全控制要求从本质上去认知事故，从而使安全控制更具

有工程意义，城市设计的安全性、城市建设的安全性都成为

城市安全的基础保障条件。 现代城市的防灾规划，主要包括

消防、防洪（防潮汛）、抗震、防空及恐怖袭击等。由于城

市综合减灾的思路涉及防御灾害的工程措施，还包括灾害的

监测、预报、防护、抗御、救援及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保险

补偿等方面，所以必须要有在城市规划基础之上的综合防灾

规划。不仅要有各灾种独立的防抗系统，还要具备协调指挥

各灾种系统的能力，强化综合利用，这是城市综合防灾规划

的必需。具体而言，确定城市消防、防洪、防震、防地质灾



害、交通安全、公共安全、城市生命线系统等各项防灾及备

灾标准，合理确定各项防灾设施的等级规模，并进行科学布

局。 应急预案。人类防范事故的策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以

城市为例，从事后型的“亡羊补牢”到预防型的本质安全，

从单因素的就事论事到系统科学的方法论，从事故致因理论

到城市灾害学，都体现了当代城市在应对突发事件、危机局

面上的能力。城市减灾应急预案，即指面对城市突发事件如

自然巨灾、重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的应急管理、

指挥、救援计划等。它一般应建立在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之上

。它的几大重要子系统为：(1)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

；(2)强有力的应急工程救援保障体系；(3)综合协调，应对自

如的相互支持系统；(4)充分备灾的保障供应体系；(5)综合救

援的应急队伍等。建立城市防灾应急预案计划的基本思想有

两点：其一，必须建立城市的最大风险评价体系，这就要求

把握城市所有灾害状态及其隐患程度，从而模拟出城市在最

大危险图景下人员伤亡及其损失度；其二，城市应急预案必

须是多方案，必须有对应不同灾种的特性预案，必须是操作

性强，并能够分层、分级别管理实施的，否则将无从动作。 

要营造建筑的安全小气候，不仅在于建筑本身的安康设计，

更在于对周边环境到位的城市安全设计。从城市备灾角度看

，现在的中国城市应考虑设防灾公园，这绝不是要再建什么

新设施，而是要在做城市广场，城市公园时充分考虑其防灾

功能。 百考试题注册安全工程师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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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