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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设计的过程中自然考虑到方案的可实现问题，通过这

个方案的设计，认识到在实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生态设计在建筑设计之外，最多涉及的问题是技术和

材料问题，它们对于生态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建材方面，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国情的绿色

材料，比如木材，本来是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材，它是

自然光合作用的产物，力学性能良好，易于加工，在废弃后

可以自然腐烂分解，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国外也有成

熟的木建材产品和木结构住宅体系。并已有大量建成建筑。

但我国森林资源几十年来遭到恶性破坏，不得不限制木材的

使用。而竹材在我国极为丰富，我们也有利用竹材的传统，

大到竹楼，小到竹筷，在日常生活中竹制产品随处可见。竹

子是一种速生植物，力学性能也比较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生态材料。我们是否应该对竹材加以研究开发，充分发挥它

的长处。使之能够形成体系，广泛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

新型材料的出现也为生态目的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比

如在节能方面，新材料不断涌现。 其中，TIM 材料

（Transparent Insulated Material 简称TIM），由K泰瑞霍兰德博

士（Dr. K. TerryHolland）领导研制，90 年代付诸实际应用，

是一种透明的绝热塑料。目前也用于建筑，使用TIM的建筑

据统计每年可节约能耗的200 千瓦小时／米2（kwh/m2）,已能

完全或部分地取消常规采暖。 门窗是建筑保温的薄弱环节，



玻璃材料的保温技术是生态建筑节能的关键之一。随着现代

化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一领域陆续出现了吸热玻璃、热反射

玻璃、低辐射玻璃、电敏感玻璃、调光玻璃、电磁波屏蔽玻

璃等各种新型玻璃材料。设计人可将它们组合成复合的构造

形式，来达到生态建筑的保温和采光要求。 在建筑中利用太

阳能为建筑提供能源，既无污染，又无噪音，并可替代常规

能源。太阳能光热和光电材料在国外的建筑中也有一定的应

用。但由于价格的效率的制约，在建筑中一直不能得到推广

，尤其是太阳能发电，目前仅在一些试验性的生态建筑中使

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要改进技术，大幅度降低成本

。建筑中，当今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就是创造透明的太阳能

光电池，用以取代窗户和天窗上的玻璃。世界各国的试验室

中正在加紧研制和开发这类产品。日本的一些商用建筑中，

已试验采用半透明的太阳能电池将窗户变成微型发电站，将

保温--隔热技术融入太阳能光电玻璃，预计10 年后将取代普

通玻璃成为未来生态建筑主流。 智能控制和计算机模拟技术

也是实现建筑生态所需的技术条件。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我

们可以预先以数学模型模拟建筑在建成后的气流状况和室内

温度、湿度和采光等情况，并反馈于建筑设计当中，对设计

提出优化和改良。智能控制则可以根据室内外的环境状况对

通风采光进行自动模糊控制，使能源的利用和室内环境达到

最优化。 除了技术和材料问题之外，生态住宅所触及的不仅

是建筑本身，还有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 思想方面，尽管当

前大家对环保和生态的意识已有所加强，然而，当真正涉及

到个人利益时，还是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一方面是

经济因素，一方面是人的素质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假以时



日，当前，可以以强制手段作为过渡措施。 目前，许多房地

产开发商所感兴趣的是生态住宅或生态住区这块招牌，而对

于提高住宅的具体性能，如加强保温、改善通风、采用更加

高效的能源系统等方面并不肯投入。这除了观念上的问题外

，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错误地认为生态住宅就意味要采用大量

昂贵的新技术、新材料。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生态住宅的

发展。 经济方面，生态住宅由与在舒适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

要求较高，在造价上一般要高于普通住宅。它的效益多体现

在社会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则一般要在使用过程的较长

期才能得以实现。在目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市场经济

条件下，显然处于劣势。此外，许多生态技术还不完善，在

目前以开发商为龙头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中，多数开发商们都

不会冒风险采用不成熟的技术，甘愿走老路。有的生态技术

手段较成熟，性能也可靠，但国产化水平低，价格让人却步

。 政策方面。生态住宅所触及的范围较广，需要各方面协调

配合，由于我国的管理制度，条块分割的现象依然严重。电

力、燃气、采暖、城建各部门互不协调，许多技术措施难以

实施。由于生态住宅效益多体现在社会效益方面，经济效益

也体现在使用过程中，投入者得不到当前的回报，国家应制

定相关政策，鼓励生态技术的采用，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落

后的管理体制也对生态技术的运用造成阻碍，例如在我国，

通过改善墙体、门窗的性能，建筑师可以很容易地设计出比

原有节能标准节能的住宅。但实际的运作情况是“节能住宅

”并不节能。其原因是居住小区的冬季供暖方式、收费标准

并没有随之改变，用户对供暖量无法调节，采暖量的多少与

其经济利益也毫无关系。在供暖量不变的情况下，良好的保



温材料使得居室温度偏高，用户只好通过开窗通风来降低室

温。“节约”下来的能量就这样又散失到室外，而小区采暖

燃料的供应量则依旧居高不下。 生态住宅涵盖社会的各个层

面，需要许多相关产业和实际技术作为支撑，同时也可带动

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生态住宅发展的初期，需要国家以

一定的政策刺激这些相关产业发展，将住宅发展和相关产业

的发展纳入良性循环，然后借助市场的推动力，以经济杠杆

为主，推动生态住宅产业的发展。国家应加大科研投入，发

展生态技术。在增强国内生态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力度的同

时，选择性地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生态高技术。由于生态住

宅回报的长期性和社会性，国家可以投资做示范建筑单体或

小区建设，引导生态住宅的良性发展。 可以预见，经过了理

论介绍的热潮和社会的炒作之后，人们对生态住宅的认识将

更加轻清楚、务实。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和相关法规的

健全，贯彻生态原则的住宅将不断涌现。在此期间，政策的

引导将起到重要作用，这需要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前瞻性

，并能够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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