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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习近平主席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下，建设

生态文明型社会成为国民的共同目标，随着国民素质和收入的

不断提高，大家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对建筑行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生态建筑观作为一种新

型建筑理念，迎合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收到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所谓的生态建筑观就是一种将建筑设计与

周围环境相结合，做到开发的同时最大程度上保留该地区的生

态环境的观念。生态建筑，顾名思义既讲究生态，也讲究建筑，

二者相互结合、共存。近年来随着生态建筑观念和相应的建筑

技术的成熟，生态建筑观在建筑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生态建筑观的具体内容

与其说生态建筑观是一种新的建筑观念，还不如说它是

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对建筑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在中国

共产党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走出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人民从追求吃饱穿暖变成了

寻求精神文化的熏陶，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绿水青山不如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因此对建筑的要求也朝向安全舒适、

保护环境、绿色美观、低碳等方面发展，而生态建筑观就是

为满足这些需求而生的产物。生态建筑观对建筑设计和施工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比如说原料来源要尽可能追求到“原生

态”，并非说要用野外树木石头，而是要保证原料质量高、

无污染、可回收 >��。生态建筑观包含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思想，遵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容纳了生态学和建筑

学的一系列知识面，堪称现代建筑理念的典范。

3�生态建筑观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3.1�指导建筑的选址与布局

建筑在前期的设计工作中，首先考虑的就是选址和布局，

中国建房子自古以来都讲究一个风水，所谓的风水其实就是

环境对人的影响。就好比中国的长寿之乡—巴马，位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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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宪章》中有一段话：“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利用自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口爆炸，农田被
吞噬，空气、水和土地资源日渐退化，环境祸患正威胁人类。”生态建筑观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通过在建筑设计过程
中融入生态观念，加入生态元素，拉近大自然与人的距离，尝试从建筑中找到共同生存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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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百岁老人分布率最高的地区。那里的

人之所以能够长寿，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当地的气候环境，巴

马属于亚热带气候，植被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是一座天然

氧吧，当地居民由环境所养，得天独厚，自然能够延年益寿，

这也说明了生活环境的重要性。而建筑师借助生态建筑观能

够更合理地研究建筑布局，通过对周围植被、地理环境和空

气指数等一系列因素进行审核参考，得出建筑布局的科学方

案，从而做到建筑宜居 >��。建筑师或设计师要根据周围现有

的天然条件，如树林、河流、特殊地貌等，不可一味地将之

抹除，应该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尽可能地加以设计和改造，将

原有的树林通过打理规划变成具有艺术风格的园林结构，纳

入建筑群当中，减少后期人工种植的成本。

3.2�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生态建设观就是在追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比如在南

方地区雨水资源丰富，这些水资源是可以加以利用的，通过

将一些没有太大建筑意义的位置设计成蓄水池，在雨季将降

水收集起来，当成后期消防灭火用水水源之一，也能够用来

浇灌建筑区内的植被，这样的设计极大地提高了水资源的利

用率，降低了相应的成本。也可以设计布局人工湖泊，在提

高建筑水源储备的同时还可以美化住宅建筑环境，增强住宅

建筑的观赏性。而在北方，晴天居多，可以通过房顶太阳板

铺设或者选用集合太阳能板的窗户、外墙瓷砖等，合理利用

太阳能，为整个建筑打造独立且完善的循环电路系统，虽然

在初期投入上成本会有所增加，但从长远看每年能够节省的

电力资源带来的反馈是非常值得的。太阳能属于清洁能源，

太阳能发电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符合保护环境绿色发

展的要求。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做到能源利用零排放，降低

能源消耗的社会成本，就是对生态建设观最好的践行。

3.3�将绿植与建筑有机结合

现如今，人们对建筑的审美已经不再停留于追求欧美风

格，“空中花园”成为建筑界的新宠儿，所谓的“空中花园”

其实就是人为地将建筑与植被结合，将整个建筑由里到外打

造成高植被覆盖的状态。在现在很多流行的短视频平台，一

些类似的建筑受到了网友的广泛好评，并且一路走红成为“网

红打卡点”，这就说明绿植与建筑的有机结合符合当今人们

对住房建筑的审美要求。从生态建筑观的角度来看，建筑外

墙有大量的绿植覆盖，不仅能够提升建筑的美感，更重要的

是这些绿植能够净化建筑所在局部空间的空气，提高含氧量，

为住户带来更好的呼吸体验。此外，绿植的覆盖还能通过植

被的光合作用，吸收白天大气中的紫外线，减少建筑受到阳

光直射，避免室内夏季因长期太阳直射造成室内温度急剧升

高的现象。而且在冬季也能起到一个保温作用，就像给建筑

穿上一件“外套”，能够避免室内温度的流失。

3.4�提高建筑的再利用性

生态建筑观追求的是生态环境与建筑的最佳融合，而人

造环境也属于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过去，对于陈旧的建筑

大多采取爆破拆除的方式，将之抹去之后再在原有的位置重

建，但爆破往往会产生大量烟尘，对周边的大气造成严重的

粉尘污染，而且在拆除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所有污染物的安全

处理，一些污染物甚至会被当成碎石碎砖一类建筑材料用来

填充地基，这样一来土地也会遭受污染，再经过大气循环，

遭殃的将是该区域内的所有生命存在。而且很多建筑材料完

全可以回收利用，但在拆除过程中绝大多数会被破坏，这样

一来就会增加社会的资源消耗，加重对环境的破坏，因为所

有的材料都来源于自然，所以提高建筑的再利用性迫在眉睫。

对于一些只是外部老化、风格落后但整体住房质量并没有安

全问题的建筑，应该根据建筑的整体构造加以改造，优化建

筑的内部功能，再根据需要选择复古风格还是现代建筑风格，

完成建筑外部修缮，这样一来就可以赋予建筑“第二次生命”，

还能节省一大笔资源，减少建造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提高

建筑的再利用性还可以从建筑材料着手，通过使用可反复利

用的建材，这样一来几十年后该建筑需要拆除时，还能够得

到大量可使用的建材，为后来人节约建筑资源。建筑资源都

来源于大自然，木材来自森林、钢铁来自铁矿、砖石来自石矿，

每一栋建筑的林立我们生存的地球就有多处受到创伤，所以

对建材的节省就是在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4�结语

人类无论如何发展，都离不开与之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

从工业革命至今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相应的也造成了大自

然的严重破坏。建筑作为人类发展的外在体现，也背负了对

生态环境的“债务”，将生态建筑观应用于建筑设计其实就

是我们的“自我救赎”，尽可能地利用建筑设计来修复生态，

让建筑化身为“钢铁森林”，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做到人、建筑、

生态环境三者的有机统一，以生态建筑观为笔，绘人类的大

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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