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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与公共建筑，制定并强制推行更严

格的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四节”）标准。无论是绿色建筑

还是生态建筑，基本的设计目标是一致的，不仅要重视节能

环保，更要以人为本，更多依赖科技产品创新，提升产品质

量，创造更高价值；新思维、新材料、新构造、新设备的运

用是改变建筑形态，改善人类栖居的前提。在刚刚结束的由

中国新人居论坛组委会主办，北京欧德威能新型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协办的“建筑节能高层论坛”上，参与了清华大学节

能楼等优秀生态建筑项目设计的清华大学栗德祥教授阐述了

生态建筑设计的七大要点。 第一，要遵循系统化的原则，整

体大于各个部分之合。就是说设计要强调整体优化，集成创

新，而不是各种高档节能产品的叠加。 第二，要遵循生态位

的理论和生态实际性的原理。在建筑建设过程中，实际上每

一项都可以作为一个生态单元，或者是生态元，都有一个适

应的生态位，设计如果对位了，就可能持续发展，如果错位

了，就可能萎缩，甚至于消失。比如说垃圾，垃圾就是放错

了时间和地点的资源，从这个角度讲是不存在垃圾的，只是

放的位置不对，放的时间不对的问题。设计师就是要注意寻

找适宜的生态位，如果是错位状态，就要想办法把他复位，

这个是在生态设计中的一个原理。当然，还有生态位的重叠

问题，如果重叠了，就要采取措施来进行生态位的分离。这

样就避免了恶性竞争和浪费。 第三，要建立整体的生态建筑



观，其中有四个要点。一个就是建筑跟环境，它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建筑本身和它的场地，和外在环境有一个互动的关

系，有一个能量交流的关系。因此设计就不能够只考虑室内

，只考虑个体，不考虑环境。再一个就是从时间来讲，要建

立全寿命周期的观念。第三个就是从空间上来讲，要注意空

间置换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块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通

过我的建设破坏了这个环境，就是空间置换会对环境产生压

力。 第四个就是资源有限性，要节约、高效的使用资源，这

是一个全面的生态建筑观。第四，要树立生态有限的观念。

这个观念要从不同的尺度来看。从城市尺度来讲，应该表现

在建立自然生态安全网络，需要考虑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

扩散，稳定性，抗力性。这个系统实际上是作为人类的一个

生命支持系统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系统，人类生存就受到

威胁。这个问题社会重视得还不够。从住区的尺度讲，是场

地的生态和问题。一个场地不光要好看，最主要的是要加强

植物的生态功能。比如要增加绿量、做人工湿地、结合对污

水的处理进行景观的设计等等。从建筑尺度来讲，就是要做

生态化补偿。也就是说建筑建成后，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怎

么样用生态化的办法来补偿。补偿可以从三个方面，一个是

在室外建设有绿地或者人工湿地。建筑上要做垂直绿化或者

是屋顶绿化，在建筑内部要做生态核，包括生态中庭、空中

花园和生态仓等等。生态核主要解决自然通风问题，同时，

要营造一个植物的群落，增加人和自然的接触，来改善室内

的空气质量，保障人的健康。 第五，要因地制宜，被动优先

。因地制宜，是指不同气候区建造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采取

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被动优先就是首先用被动的方式，就



是通过建筑师用自然的方式解决室内的舒适度的问题。如果

这个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再借助主动式的控制系统。从经济

上来讲，被动式节能最省钱，同时也能营造一些地方性的特

点，把地方的文化也融进建筑 第六，要讲学科交叉，多方共

建。搞节能建筑也好，绿色建筑也好，不是一个专业能解决

的，必须跨专业、或者是跨行业的共建，才有可能。所以，

现在建设一栋建筑，一定要有多专业的合作单位一起来配合

。 第七，要建设新的生态文化，引导绿色消费。仅仅从设计

角度采取措施，解决节能建筑的问题，大概只能解决50％多

一点，剩下的40％多是要靠引导绿色消费来解决，要依靠引

导人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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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