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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在的文脉上，建设经济上合理的、符合生态的、有助于

社区建设的建筑方向，即基于共同关注人、自然的新的设计

理论和价值观，在满足建筑基本功能和技术要求的基础上，

既要综合考虑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在建筑生命周期内加强物

质、能量的循环再生，减少对环境的消极影响，也要追求建

筑的个性化和文化品位，创建宜人的空间环境，从而实现建

筑与人、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生态要素；建筑形态；

建筑环保与节能 1、从生态要素到建筑设计：对建筑形态与

外观的影响 建筑出现伊始，无论“穴居”或“巢居”，都是

与自然环境相对立的人类的庇护所，却时时刻刻体现着与自

然的交流和对话。生态因素对于建筑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建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

地的太阳辐射、热、光、阴影、降雨、水文、风、植物、地

形等自然条件参与了建筑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从方方面面影

响着建筑的功能和外观。 建筑不是大地的“领主”，建筑的

造型语汇是自然风景的直接反映，任何建筑最重要的关系是

与自然的协调。建筑的形式、布局、室内外空间组合应与不

同时（季节、时令）空（场地）充分联系起来，力求建筑自

然采光，自然通风、自然控制温湿度。百考试题－全国最大

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气候是重要的自然环境要素。设计师

在了解建筑所在地区的温湿度、风力风向、太阳辐射、降水

等气候要素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后，因势利导，通过适当的



建筑体量和空间组合，建筑朝向，建筑材料，表面色彩等选

择来满足人体舒适感。对于炎热地区，遮阳、通风、隔热是

提高建筑空间舒适程度的重要手段，形成了深檐、骑楼、敞

廊、通透、架空等设计语汇。对于寒冷地区则以保温、纳阳

为主，形成双层墙（窗）、日光廊道，围护结构蓄热，封闭

等设计语汇。而对于温带地区，则需建筑空间具有可转换的

灵活性，即空间有开与闭，内与外的双重性。中东地区传统

的双院式住宅小而荫庇的庭院比大的庭院凉快，从而形成空

气压力差，引起空气对流。即从小庭院（凉）到大庭院（热

）的穿堂风，而两院间过道中的水槽又可以冷却微风。 土地

是建筑的载体，建筑适应于土地成为其存在的条件。土地通

过地质条件、地形地貌影响着城乡、建筑的布局和形态。地

形地貌从形态上直观的影响着城市布局与建筑形态。在中国

陕西、甘肃、山西等黄土高原地区，窑洞作为一种特有的建

筑形式，既符合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又体现了独特的地质

特点。黄土高原的条条冲沟，块块坡地上挖掘而成的黄土窑

洞，既不占耕地，还可防止水土流失，冬暖夏凉，适于人们

的居住要求。对地形地貌的尊重可以说是对土地“文脉”的

一种延续。地下空间的开发是对土地的创造性利用，不仅提

高土地利用率，还意味着较低的运营费用和能源消耗。中国

古老的“覆土建筑”窑洞就是早期开发地下空间的居住地设

计。 自然界为建筑的营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一般建筑通常

采用当地资源：木材、石材、土等等。北京的紫禁城、雅典

卫城、福建的客家土楼分别是由这三种材料建成的建筑中最

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植物材料可以利用

。芦苇、麦秸以其柔韧的特性与黏土结合在一起制成土坯砖



，可砌筑既坚固耐久又保温隔热的建筑材料，在许多地区。

茅草是很理想的屋面材料。在非洲的有些地方，甚至用牛粪

作为屋顶的覆面材料。竹子的应用就更为广泛了，既可以直

接用作建筑的结构材料，也可以加工成各种构件。 2、从建

筑运营到生态环境：建筑环保与节能两重性 作为城市人工环

境的主体建筑，其内外部的物流、能流、信息流的利用效率

和程度关系到城市代谢质量水平。建筑从建设到使用需要不

断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消耗地球资源，同时又对

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欧洲，约有半数的能源消费被

用于房屋的建造和维护。可以说建筑对资源耗竭，环境恶化

等问题有直接的影响。而因势利导-合理利用生态因素建造房

屋。既可以有效的减少建筑运营时所需的能量损耗，节约资

源，又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避免污染环境。下面就从

节能、环保两个方面分析建筑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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