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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绿色建筑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说它古老，这是因为绿色建筑缘于人类先祖依赖自然、敬畏

自然而选择的一种保障生存、满足居住功能的建造方式和方

法。它以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为前提，以实现和谐、共

生为原则的生存哲学和人类价值观为基础。说它是全新的命

题，是因为当今人类面临全球生态恶化、环境破坏、资源危

机、人口膨胀、物种灭绝等威胁人类存续的外部环境灾难带

来的严重挑战。绿色建筑正在成为一种当代人类社会应对生

态环境危机挑战和反省自身行为结果的重要修正和选择。 对

绿色建筑体系的具体研究与实践是推广应用的根本，在长期

从事绿色建筑、生态景观、生态规划研究、教学与实践过程

中，我们不但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也通过多专业、跨

学科专家团队交叉合作，以严谨创新的示范与实验工程，不

断探索和验证应用绿色建筑科学体系的完善途径。 实践一：

生态室内设计、研究与示范工程 室内作为与人关系最为密切

的建筑空间，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活、工作、心理感受问题，

当然也就直接关系到人对资源、能源及空间占有与使用的效

率与规模问题。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创业大厦15层

进行科技创新成果集成研究与应用展示。生态室内研究包括

室内空间系统、能源系统、水系统、材料系统、墙体与新风

系统、植物系统、光系统、智能系统和文化传承等，并进行

建筑室内系统功能集成组织与设计。通过与能源专家、水环



境专家、材料专家、植物专家及智能技术专家及施工机构密

切的学科交叉与实施方案合作研究落实，将辅助、配合专业

的提供模式转换为全程合作、评估与选择的优化团队协作模

式。 实践二：绿色建筑技术策划、研究性设计施工及生态聚

落与绿色民居模式 1.示范工程杭州北秀蓝湾绿色建筑技术咨

询 对于人类的建设行为来说，对环境影响最大的不是城市的

标志性建筑，而是城市中普通居民生活工作的居住与办公建

筑，以及在城乡统筹一体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及村落建筑。前

者数量占城市建筑总量的九成以上，对能源及资源的消耗量

大，造价低，为经济适用建筑。后者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与自然环境紧密融合，其能源、资源的消耗模式与大城市截

然不同。建设部生态住宅示范工程杭州北秀蓝湾住区中，以

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完成适宜生态住宅技术的集成。 建立经济

适用的绿色住宅技术体系标准首先要制定绿色建筑产品的评

定标准，包括：建筑的适用性、场地与环境、能源技术、水

资源技术、材料与资源、建筑的运营管理。并结合住区所在

地特有的文化，在原有建筑市场售价不变的基础上，在一定

量的投资增加额度下，依据标准，综合将适宜生态技术体系

集成，改造优化原建筑设计方案。 2.研究项目北京九渡河生

态村落与绿色民居模式研究 在中国欧盟环境管理合作计划项

目怀柔生态规划的基础上探讨生态村落规划与山区绿色民居

模式研究。九渡河生态村落与绿色民居模式研究的技术路线

为：在特有的现状自然基础环境及历史人文环境的基础上进

行生态分析，进行生态村落体系规划，研究生态建筑与系统

周边资源、生态村落的生产生活、农业商业与环境的关系，

完成生态村落人居系统模式设计、绿色系统模式设计及源系



统模式设计。 实践三：北京屋顶绿化技术与材料的研究与试

验工程 屋顶绿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屋顶花园、

空中花园、植被屋面等，分别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屋顶花

园、空中花园，注重美观价值，追求观赏性和园林造景效果

。这种花园投资大，施工成本高，加大了建筑结构的载荷要

求，施工难度高，这无疑会增大资源消耗，提高人工养护成

本，不宜以生态功能为目的进行推广。植被屋面更加注重生

态效益，从构造上采取轻型材料，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建筑结

构的要求与破坏，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建筑的节能的效率。屋

顶绿化适宜的构造材料、植物和种植方法，使植被屋面从一

开始就遵循节约、简约的原则，达到一次种植免维护、成本

低、适宜推广的要求，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力的客观现实

。 北京屋顶绿化的构造技术、种植基质和植物材料的选择是

科研的关键所在，应遵循朴素实用、本地化、适宜性、效率

优化及景观丰富多样化原则。创新为屋顶绿化构造体系，蓄

水层与过滤层材料、乡土砾石的发掘与加工，边坡构造节点

设计、种植基质配置和植物材料的选型。 实践四：城市设计

层面的生态景观的研究与实践控制 绿色建筑的建设生态景观

设计与生态规划是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和科学体系，是落实

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详细规划的科学设计方法。以往落

实规划多从使用功能和交通组织以及开发建设角度着眼，生

态系的完整性、安全性和适宜性在空间结构及时空关系上科

学地把握不够，导致控制不利、管理无据的被动处境。这直

接影响着城市发展和村镇建设，尤其为绿色建筑与绿色民居

建设的选址、规模控制与建造结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管理规

范。 海淀区国家湿地保护公园保护性规划结合景观生态学、



植物学、地质学、水文水资源学，利用建筑学的景观设计理

论和方法，依照生态规划的成果，进行适合生态系统功能、

资源结构以及环境条件的科学规划设计。依照规划设计的理

论技术规范，明确限定湿地生态等级分区、环境构成、功能

构成和系统组织。 实践五：科学规划保障绿色建筑的落实与

推广 随着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展开，注重生态保护与社会

和谐发展正在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国策与发展

战略，科学规划正在被探索与逐步落实。作为中国欧盟环境

管理合作计划项目，针对科学规划的创新体系研究与应用，

生态规划的研究与编制工作成果，正在为规划的科学编制提

供核心指导依据，成为编制规划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并

应用到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详细规划以及城市设计编制

的全过程系统工作中。 以生态规划为科学基础、前提条件，

本着和谐共生、健康安全、科学求是、永续发展的宗旨，应

用建筑学理论作为技术核心，依照生态规划提供的核心指导

依据，通过紧密探索与合作，共同完成各项规划编制与设计

的理论研究、技术方法确定和编制内容的落实。这次落实生

态规划与规划设计编制工作是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张下，

多机构、多专业、交叉学科共同探索规划理论与技术路线的

首次创新，被业内称之为落实国家科学发展观的“科学规划

的北京模式”、“怀柔模式”。 从有关绿色建筑到生态规划

应用的多项科研与实践中，充分证明生态规划是绿色建筑推

广应用的科学基础和法律保障，而绿色建筑是实现生态规划

指导并优化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科学分配与使用的重要科学

途径之一，通过对国内外有特点的绿色建筑评估标准的研究

与国内标准的编制研究，尤其是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生态人



居环境标准体系》（2002年）及《浙江省绿色建筑标准》

（2005年）的研究与编制工作，绿色建筑的作用明显的表现

出不但是有利于人类建设节约型社会、生态型社会和宜居型

社会，也有利于修复、恢复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长期的扰动

与破损，更有利于人类主动地减少人类行为对自我生存的生

态环境破坏，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理念，真正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科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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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