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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摘要：本文介绍了当代生态建筑的概念及生态建筑在建筑

设计上的重点和常用手法。指出建筑师应树立正确的生态建

筑观，在建筑立项、整体规划中应注重与环境的协调化，方

案设计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应体现对环境的尊重，可以运用

多种生态观念处理好环境、建筑、经济效益三者的关系，通

过创造性的劳动使建筑作品保持技术的领先和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性。 关键词：绿色 生态建筑 建筑设计 节能 绿色作为新

世纪环保的主旋律，正日益被广大民众和建筑师所关注。工

业的高速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前进，带给社会空前的繁

荣和经济发达，另一方面，也给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

的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建设”、“绿色革命”等词

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文章报刊，体现出人们对自身生存空间的

危机感和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生态建筑即是在这种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产物。 生态建筑这一称谓自60年代以来就已存在

，但在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概念定义，日前，建筑界普遍认同

生态建筑应是可持续发展的。1994年第一届国际可持续建筑

会议上，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有效利用资源和遵守生

态原则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健康的建成环境并对其保持负责

的维护。 生态建筑观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与环境的协调化 生态建筑在建设立项和整体规

划时首先要重视选址，即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要协调。设

计应遵循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因景制宜，合理恰当地



处理好环境、建筑、经济效益三者的关系，处理好新、旧建

筑的矛盾，合理预测和控制，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可

以让单一的建筑去破坏整体环境，应该让自己的建筑去“服

从环境”，而不是让环境迁就建筑。注重利用、保留与协调

的关系，将自然景观与人造建筑有机的统一、融为一体。另

一方面，建筑设计中要为将来的发展留有余地，要“既能满

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 在做汾河公园绿化、美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时，我们将回

归自然做为设计主题。具体体现为“不破坏现有植被，依山

造舍，就势建馆，不因经济利益而建设大的活动场馆，突出

自然风光，建筑只作为其中的一个点缀，将那些必要的人工

建设痕迹淡化到最低点，人造山石、卵石铺小路，仿真泥木

墩、石砌条凳、矮小的红色坡顶小屋，在葱郁的绿色中若隐

若现，信步公园，大自然的气息迎面扑来，使人意趣盎然。

2、方案设计应个性化 生态建筑设计的宗旨即注重环境，与

环境相适宜，但不等于抹杀了设计方案的个性。生态建筑更

应注重自身形象的设计，才能更好地使其融于环境。“建筑

的目的在于创造完美” 。建筑师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如何用

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使建筑作品保持技术的领先性和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性。生态建筑要求能够良好地把握设计尺度，将建

筑平面设计、立面造型与周边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建筑

功能使用便捷，流线明快顺畅，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地貌

，将各个空间有机组合，利用各种设计手法、造景手法，使

整个建筑高低错落、疏密有致，与周边背景相呼应，将其统

一在大自然的“神妙”之中。 汉斯萨克塞在《生态哲学》一

书中称恰当的、生态的技术为针对具体情况的、合适的技术



“策略”。建筑设计因其所处环境，周边建筑的不同而可能

完全迥异。如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具备了这种朴素的生

态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如在南方多雨潮湿的林区，建筑

采用干阑式构造，使房屋下部架空，既可以使空气流通、减

少潮湿，又有安全感；在黄土层肥沃的黄土高原，多采用生

土技术建造窑洞，依山就势，节约耕地，较少地破坏地面植

被和自然环境，这两种建筑形式都是古代人民朴素的生态学

思想在建筑设计上的应用，属于传统的生态建筑。然而，若

是将两者反过来南方雨林建窑洞，北方高原建干阑式建筑，

反而使建筑成为不尊重环境的因素，既耗工费时又不易建设

，更体现不出亲切温馨的人情味，是反生态学的不科学建筑

，“建筑师必须对周围环境负责、立面造型与周围环境负责

，充分考虑周围的环境脉络” 。只有这样，设计出的建筑才

是生态的、富有个性的，才最具生命力。 3、室内空间绿色

化 生态建筑外与自然相呼应，内部空间的设计也应绿色化，

即通过精心的室内设计，将室外的绿色引入室内环境。建筑

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室内外空间一体化 通过建筑

设计，可以使建筑的室内外通透。这种设计手法在建筑创作

上最为常见。如建筑物内的共享大厅、内庭院，在其上部加

一个可调节的开启式屋顶，根据时间季节的变化，由计算机

或人工控制，达到室内温湿度的调节，又可使室内外空间连

成一体。另一种设计手法也被建筑师经常应用：将面向庭园

的墙面部分或全部打开，不仅让大众在室内获得更多的阳光

，新鲜的空气，而且将室外空间延伸到室内，既获得了良好

的景观，又扩大了使用空间。 3.2室内外景观一体化 使室内外

景观一体化，其实在中国古代园林造景中屡见不鲜。将室外



的景观直接延伸进室内空间，使室内小气候与室外大气候形

成鲜明的对比，既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又与自然息息相关。

常用的手法有引水入室、引廊入室及绿化栽植等。 3.3室内装

饰生态化 室内设计小品、装饰壁画设计等与自然紧密联系。

可以栽植盆景、花缸、壁画等，在充分借助视觉感观的同时

，还可以模拟大自然的声音效果、灯光效果与气味效果，使

大众宛如置身于大自然之中。 4、建筑技术生态化、节能化 

生态建筑是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建筑师应清醒地认识到人类

发展与环境持续的主要矛盾在于能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上。

建筑设计“要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减少对日益紧缺的不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获得适宜的居住环境”。生态建筑不仅应从

设计方案上考虑与生态相结合，建筑材料、施工、节能等方

面亦应处处体现生态化。 首先，建筑设计中要积极采用新技

术、新材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通过适度使用现有“地方

资源来满足地方需要，有助于减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

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建筑材料来达到建筑设计生态化。我

们应该更多地使用木材、天然石材、可再生能源建材等天然

节能型材料” 。注重技术的生态建筑的特点在于：利用计算

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固定的建筑结构，变成相对于气候

可以自我调整的围合建筑。如以绿色植栽代替分隔墙体，将

空间分隔，营造绿色墙或选用活树木来代替墙壁、梁柱，更

好地使建筑与景观一体化。 生态建筑应强调降低能耗，注重

在空间布局与物质能源消耗上的节约，即建筑限高，小体量

、结构简单、功能多样、低能耗、低维护费用等模式。外墙

保温技术日趋成熟，外保温采用挤塑板、聚苯板或涂刷保温

材料等，内保温采用复合墙体或加厚的废渣做成的轻质砌块



等单一材料；保温门窗主要采用铝合金或塑钢单框双玻、三

玻璃、中空玻璃等气密性门窗，屋面采用倒置式，以聚苯板

、水泥聚苯板等为主要保温隔热材料，既保温又延长了防水

层的使用年限；在节水方面，使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如节水水

龙头等，成规模小区推广使用中水系统，使废水造生利用；

供暖系统开发利用太阳能供热系统供热，利用现代高新技术

转化风能、水能等天然的清洁能源实现供冷，利用生态工程

建设沼气池处理生活污水，照明基础灯具，整流器，控光器

、调光设备、先进的传感器等，达到高效节能的效果。既净

化了环境，又实现了能源的重新利用；节地方面，通过对规

划设计的控制，积极推广低层高密度、高层高密度、集约式

住宅等设计方案，同时减少甚至停止粘土实心砖使用的规定

也是节地的重要措施之一。构造节能，在建筑细部上采用百

页窗、遮阳构架和传统的木板帘等手法，对于单体建筑出挑

的阳台、有顶的、敞开的外廊都可以起到遮阳节能的作用。 

绿色生态建筑的兴起是建筑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建筑师应牢记“人类不可能创造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只可

以“设计生态系统的环境和整个系统”。绿色的春风已吹遍

神州大地，保护生态、回归自然的绿色生态建筑将为建筑师

提供一片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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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