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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宅建设无论从数量和水平上，都可用“突飞猛进、日

新月异”八个字形容。其中，城市住宅建设涌现出了不少优

秀的作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先进的住宅建设理念为引

导，并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考察一些好的住宅小

区，大都坚持了三个观点，即生态观点、经济观点、文化艺

术观点。兹分述如下。 一、关于生态观点 （一）生态观点释

义 所谓生态，简而言之就是生物种的生存状态。生物种能否

生存，依赖于周围的环境条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好，物种

就能生存发展。生态环境差，物种就会萎缩甚至灭绝。对整

个生物种而言，其生存环境是指周围各种非生物因素和条件

的总和。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

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其中，特别是研究自然界中各种非生物

因素和条件对生物的影响，例如，正常（无污染）的或反常

（有污染）的水体、大气、固体废弃物、土壤、岩石、光、

热、建筑材料以及其它非生物因素和条件，对生物的正面或

反面的影响。而对于人类这个高级生物而言，其生存环境则



是指非生物因素和条件与除人类以外的生物因素的总和。因

此，也可以说，生态学是研究如何使人类健康生存和可持续

发展的一门学问。 （二）住宅建设中生态观点的确立 从世界

范围看，住宅建设中生态观念的确立，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

阶段： （1） 节资、节能阶段。自80年代开始，由于深刻认

识到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以及一部分资源、能源在大量使

用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严重性，世界各国纷纷强调资源、能

源的合理利用和综合利用。一些发达国家组织起来，共同探

索住宅和其它建筑节资、节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在此

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绿色建筑挑战”行动，即通过采用新

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实行综合优化设计，在满足使用要

求的基础上，使建筑所消耗的资源、能源为最少。中国鉴于

资源、能源的人均占有量很低，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大力倡导

“节水、节能、节地、治污”的方针，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2） 注重生态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

世界各国在住宅建设中愈来愈重视住宅小区生态环境的营造

和保护，建设了大量以“生态”、“绿色”、“健康”为理

念的住宅小区。即把住宅小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

来进行规划、建设。它的主体是“人”。小区内的非生物因

素和除“人”以外的生物因素的总和，是“人”这个主体的

居住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住宅”、“绿色住宅”、“健康

住宅”，都是旨在创造一种能够保持住宅小区生态系统的平

衡状态，而不破坏其生态平衡的居住环境，创造一个能够保

持和改善人类赖以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社会空间。无疑，

这是住宅建设理念上的一个很大进步。比之前一阶段，无论

在居住环境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根本性上都是



一个新的深化和提高。 （3） 环境量化阶段。由于发现很多

住宅小区的建设，还只是停留在绿化、美化的表层，把“绿

色”等同于“绿化”，而尚未涉及“生态”、“绿色”、“

健康”的深层次丰富内涵。于是，近年来各国纷纷提出小区

环境的量化指标，研究制订评价体系。这些体系突出了三大

主题：一是节约资源和能源；二是创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

境；三是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生存，住宅小区与周围环境

的亲和融合。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

想，要求更加关注“人”这个住宅小区的主体，把服务和有

益于“人”的健康和舒适作为住宅建设的根本。 （三）住宅

建设中生态观点的应用 许多优秀的住宅小区在规划建设时，

对住宅生态环境（室内环境）和营造和小区生态环境（室外

环境）的营造都给予同等重视。 1、住宅生态环境（室内环

境） 居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室内生态环境的状况

，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是最举足轻重的。其要点是： （1）住

宅标准。包括：①具有符合生态要求的人均居住面积。②具

有完善的橱卫、煤气、供水、供电、供热、智能等设备。 

（2）住宅类型和内部的结构布局。①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

确定建造何种类型（如别墅、公寓、高层、多层等）的住宅

，体现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生存。②住宅内部结构布局，

主要是功能区布局的优化配置、各个功能区面积的合理分配

、私密性等，以求得既实用又舒适。 （3）声环境。①房间

与房间之间的隔音良好。在有的小区，这是一个很大的污染

问题。②消除周围的噪声污染。例如有的小区在临噪声污染

源侧建立隔音墙，或在规划上把多层、高层、排屋、公建进

行有机排列组合，形成外围高、中间低的态势，从而对外部



的噪声过滤阻断。③解决家用设备的噪声污染。 （4）热环

境。①夏天遮阳消暑隔热。朝西的房间应统一设置遮阳装置

或种树遮阳。②冬天采暖保温。尤其是北方采暖地区，要实

现对每个房间暖气能够单独调控。 （5）光环境。①有良好

的采光和日照。国外已研制成“太阳光照装置”，以解决大

进深住宅日照或因遮挡而没有直接日照问题。②防治周围对

视觉有害的光污染源，如玻璃幕墙等的光污染。 （6）空气

环境。①良好的空气质量。②良好的通风条件。③防治周围

的大气污染物。 （7）水环境。①清洁的供水水源。②开展

水的综合利用和重复利用。 （8）装修环境。采用不造成污

染的绿色装修材料。据最近一项调查表明；有八成的居民认

为，甲醛、笨及放射性物质是室内首要的有害物质；有九成

的居民认为，最主要的室内空气污染是装饰装修材料（包括

家具）。据悉，有关部门将颁布对人造板、内墙涂料、木器

涂料、胶粘剂、地毯、壁纸、家具、地板革、混凝土外加剂

、有放射性的建筑装饰材料等十种建筑装修材料的污染控制

标准。 2、小区生态环境（室外环境） 室外环境不仅是居住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会影响到室内环境。本着健康、

舒适的原则，对其要求主要是： （1）好的环境质量和环保

设施。具有清洁的空气、水体、土壤，并远离排放污染气体

和污水的工厂；有污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临近噪声源

的应有噪声隔断设施；使用原排放有害物质工厂厂址、或堆

放有害物质的仓场作小区的基地的，应对土壤进行处理，如

无法处理则不得用作基地。 （2）绿化、景观设施。小区景

观的规划设计，应首先着眼于满足生态平衡的要求，为营造

良好的小区生态系统服务。品评小区景观优劣应把握的尺度



，按其重要性可依次排序为：生态尺度、舒适尺度、美观尺

度。生态尺度是品评小区景观水平的根本尺度。而舒适、美

观，则是与小区的档次相匹配的。不同档次的小区，都无例

外地要求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应在满足生态要求的

基础上求舒适、求美观。例如，我们之所以主张小区绿化应

采取“乔木、灌木、草坪立体绿化，以乔木为主”的方针，

是因为乔木的造氧、遮荫、美化功能都很好。不仅乔木比灌

、草更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有更好地生态效益，而且高大

乔木所形成的林荫大道、林荫广场亦更宜于居民外休憩和观

赏。杜甫诗云：“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茂林、修竹

皆是佳景，舒适、美观可以兼得了。 （3）用智能技术。建

立宽带网络、家庭智能控制系统、家庭办公系统、安全防范

系统（临控、报警、对讲、巡更）、小区信息平台等。进而

结合生态环境的要求，应用智能技术对环境质量进行调控。

如对节能和能源转移效率的调控；对小区内污染有害物质的

排放和该类物质进入小区环境的调控等。 （4）休闲、娱乐

设施。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休娱设施。中青年居民忙于事业

，早出晚归，无暇享受小区的种种设施。从某种意义上说，

小区是为老人和孩子们建造的，因为他们在小区活动的时间

最长。充分规划设计好适合他们需要的室内、外活动场地，

可能会成为未来住宅小区销售的新卖点。 （5）社区文化设

施。营造小区的文化氛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3、防止一

种倾向。 即在小区景观、绿化美化上做足了文章，但却没有

切实地在营造住宅内部生态环境上下功夫。外表看很漂亮，

但室内环境却不如人意，甚至很差。例如日照、通风、使用

功能、结构布局、户内活动线，以及私密性等的设计方面，



不符合生态和实用、舒适的要求。其中也包括了渗、漏、裂

等建筑质量通病。对此，居民辄有烦言，甚至引发纠纷。 因

而必须强调，首行是营造好住宅内部的生态环境。随着居民

居住消费意识的进一步成熟，终究会把与他们相伴时间最长

的室内环境，作为购房时选择比较的主要视点，作为认定住

宅品牌的首要条件。针对目前一些小区的状态，有必要大声

疾呼更加重视室内生态环境的营造，切实避免误入华而不实

的歧途。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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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