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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时代转入到了信息时代,有建筑业的权威曾说过:21世纪的高

消费就是回归大自然,回归乡土.就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

点: ㈠应该走客车学发展的建筑设计道路 具体来说就是在进

行建筑设计时首先要研究生态环境状况,考虑解决好与周边环

境的协调,解决好自然能源的利用,自然材料的合理利用.采光

照明设计,内部空间物理性能调节设计,建筑装饰,装潢,室内设

计中景可能的多利用自然元素和天然才智,创造出自然质朴的

生活工作环境,建筑应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开发资源和材料再生

利用, 按“绿色建材”概念装修房屋，改变人们现存的世俗审

美观判断标准不搞病态空间，不搞过渡装饰，减少视觉污染

，减少人力，物力的滥用和浪费，使建筑更贴近自然，使能

源利用和景观创造都达到新的高度。 ㈡努力做好面向未来的

设计 建筑设计应具有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的两面性，设计在

满足物质功能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满足精神功能的要求，要

创造出风格，意境和情趣来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形象简洁

，造型亲切，经济透明，功能多样，材料自然，无毒无害和

可再生性以及细部设计要达到细致入微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 21世纪的建筑设计是个大问题，它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1． 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设计道路 21世纪是

信息时代，更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运用高新科技，探

索生存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按照国际社会

所承认的原则进行设计。 ① 对涉及的地方性，地域性理解，



重视地方场所的文化脉络； ② 运用技术的公众意识，结合建

筑功能要求，采用简单合适的技术； ③ 树立建筑材料蕴含能

量和循环使用的意识，在最大范围内使用可再生的地方性建

筑材料，避免使用高温能量，破坏环境，产生废物以及带有

放射性的建筑材料，征求重新利用旧的建筑材料和构件； ④ 

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采用别动式能源策略，尽量应用可再

生能源； ⑤ 完善建筑空间使用的灵活性，以便减少建筑体量

。将建设所需的资源降至最少； ⑥ 减少建筑过程中对环境损

害，避免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以及建材的浪费； 2． 重

结构体系将要以框架结构为主 众所周知目前大量已有的住宅

均以砖混结构为主，这种建筑结构体系有很多的缺点如抗震

性能差，总高度受到施工限制，机械化程度难以提高，作业

量大，施工质量难以保证。住宅采用框架结构之后有利于新

型墙体材料的推广应用，提高了住宅的抗震性能，并可以为

住户提供自由分割的空间，丰富住宅的立面造型，使用面积

系数也可提高自重，比砖混结构的轻，单位面积造价与砖混

结构持平，由此可见，框架结构是住宅在承重结构体系上的

一大发展。 3． 住宅的寿命将要大大的延长，超耐久性住宅

将要大量出现目前，住宅的使用寿命按其设计方案来说一般

是在50年左右，人们用几十年以至终身的积蓄来购买一栋房

屋，在使用之后就要报废，这种现实的现象实在是有点太残

忍了，所以人们很迫切的要求提高住宅的耐久性，现在超耐

久型混凝土的研究正在兴起，在不远的将来有望使混凝土的

耐久性达到几百年以至上千年，当住宅采用框架结构之后，

就可以采用超耐久型混凝土从而大大的提高住宅的耐久性，

实现我们拥有超耐久型住宅的梦想，其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 4. 建筑时空的延续性 关怀自然，就是

关怀人类本身，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就在于此。因此

，“以人为本”的住宅建筑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强调其自然方

面的因素，由其自然性引发出其在时空中的循环延续，进而

成为一个整体，使得建筑生命周期（life-cycle）构成设计工作

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住宅建筑中时空的延续性，就是要

求在住宅创作中，在遵循自然因素的前提下，从传统居住形

态中汲养分，提取要素，结合当代住宅科技特点和居住需求

，创建的再现建筑地域空间文化特点，以寻求住宅建筑的个

性表达。这种延续形式的传统居民范式中的要素运用现代建

筑语言创新的再现，其再现可以是局部或全部，有形的或无

形的，均可兼而有之，目的就在于给传统居住形式一个延续

和生存的空间，并使之与时代同步与传统居住文明相辅相成

。 5.住宅建筑时空的全面性 “以人为本”的住宅建筑，时空

的延续性使其具有了某种低于建筑空间文化的特质，实现了

抵御建筑空间文化创新的再现，丰富了当前颇为雷同的居住

模式。然而，仅有时空的延续性，并不能符合现代人的要求

。为此，还必须考虑其时空的全面性。在完成了人性空间与

自然空间的合理结合之后，需将适合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人类

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些必要因素考虑到其中，主要包括住宅建

筑的舒适性，适应性，生态性，信息性，文化性，智能型等

等。 ①住宅建筑的舒适性 住宅建筑的本质就是为人服务，首

先就要讲舒适性，也就是说住宅建筑要寻求一种在符合购买

面积，户型的基础上，使得各功能空间有合理有效的安排，

各得其所，分区明确，并使各功能的空间有诗意的尺度，比

例，方便家具的布置和人的活动，同时要保证各功能空间的



相对私密性。为满足室内环境质量，各功能空间要采光充足

，通风良好，使用率高，并体现一定的艺术性和超前性。对

于外部空间的环境，居民交往的空间创建也是居住舒适性的

重要体现，应力求把原有的生活纳入进来，作为居民生存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要结构明朗，形象纲举目张，群体

设计要多种围合，变化多变的私密，半私密的空间，配合如

一，广场，绿地，小品，通透环廊等构成统一景观，做到安

全宁静，温馨而利于交往。 ② 住宅建筑的适应性 主要表现在

多样性和可变性两方面，多样性：由于住宅市场需求的多样

性，住宅开发建设单位要避免“贫富皆宜”的单一项目而要

有一定的特殊，适合多种目标群体，赋予个性化的项目，来

满足日益多样的市场需求，可变性：由于功能的多样性和技

术的可行性，使居住空间的灵活可变得以实现，其可变性一

般是以“户”为设计单位，按基本间定型的厨卫等定型设计

，居室部分采用活动式隔断灵活分隔，即每户的平面围护结

构不变，管道基本固定不动，厅室隔断按一定模数灵活不止

，分户墙可以固定，也可采取取消分户墙而根据实际购买需

求取舍的售楼方式，据此，住户的室内布置就可以各尽其能

，各取所需，设计布置一个温馨而有个性的家，如此自然提

高了居住建筑的使用效率，使住宅建筑易于改造而拥有更长

的使用寿命。 ③ 住宅的生态型 如今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渴望

回归自然，希望更多地与大自然接触，但住宅建筑仅有绿色

还不能说其具有生态型，住宅的生态型是以绿色为基础涵盖

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理念。首先就绿色本身而言，

要达到国家有关标准，并具有完整的包括设计，施工，物业

管理等多个环节的生命周期评价，且要和所有城市的整体环



境质量相结合。 生态的建筑设计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 1. 尊重设计地段内的土地,环境,及植被的特点,因地制宜. 2. 

整体,全面的考虑设计区域内部与外部环境关系. 3. 强调人与环

境的和谐共存,不可分割. 4. 设计过程的多学科综合性 为实现

这些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有效途径: (一)开发地下空间 解决城

市用地紧张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向城郊发展,会导致耕地面积减

少,生态平衡破坏,城市化程度增加.二是向高空发展,往往导致

人口密度增加,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更加拥挤,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1. 节省土地资源,减少对城市土壤的破

坏,减轻地面上住宅,交通生产和生活服务,社会活动的相互干

扰. 2. 节约能源,土壤具有隔热和蓄热的双重功效.据测地下建

筑比地上建筑可节省热能25~80%. 3. 有利于生态平衡,不破坏

植被,不侵占农田,有利于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改善小气候. 4. 防

尘,防毒.地下空间无大气污染. 5. 利于储存蔬菜,水果,粮食.地下

环境相对湿度适宜,避免鼠害虫害. 6. 抗震性能好,维护费用低.

(二)物质能量循环利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利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各种生态住房,低能耗住房大

量兴建.将来的房屋建设对能量的利用将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1. 自然能(太阳能,风能等)的直接利用直接利用各种技术装置

如风车,太阳能收集装置,将太阳能,风能转化为人们生活的动

力来源。 2. 太阳能的间接利用生物能循环 1991年9月,美国利

桑那州沙漠进行的生物圈号计划,八个人与3800多个物种在一

个建筑物内生存了2年.室内有微缩的沼泽,海洋,草原,沙漠,热

带雨林等生态系统,空气,水,营养物质将在其中循环,以取得生

物能循环的经验,生物能循环的简单形式是立体种植，通过绿

化可以美化环境，利用空间，增加产量，同时又可以起到保



温节水，净化空气，调节室内气候等效果。 （三）加强绿化

设计 城市与建筑的绿化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绿色植

物有时放氧，净化空气，杀菌，调节空气等作用。还具有一

等的心理功能。要提高环境的绿化覆盖，增加绿地面积以外

，还可以立体发展，想空中拓宽，采取屋顶绿化，窗，墙垂

直绿化等手段，日本的“与环境共生的住宅”中。屋顶种植

有地锦植物和蔬菜，在提高绿化率的同时，加强了建筑的隔

热功能。有效的防止了热辐射，改善了夏季室内环境，阳台

上采用垂直绿化。同时装饰了中庭，用生物气候来调节室内

气候。 （四）建立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 1935年斯坦

力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对生物体的基本看

法，不能把生物体与它们的环境分开，在自然界中，生物系

统和环境系统相互作用构成的自然整体，就是“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及其栖息地组成的复杂的整体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果和功能，再发展中系统内各

种生物的因素和环境内因素按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保护原

因的环境的生态平衡是不可能的，虽然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

资源诗人们实践活动所必须遵守的，但保护是为了利用，合

理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就可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

平衡的目标。 （五）智能型建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科

技高度发达，通信技术迅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使智

能建筑应运而生，人们的梦想成为现实。 智能建筑是把现代

的高新技术---智能型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信，智能保安，

环境监控等技术与建筑艺术相融合在一起，通过对设备的自

动监控，对信息资源和对使用者的信息服务及其与建筑优化

组合，使人获得投资合理适合信息社会需要，并且具有安全



，高效，舒适，便利，灵活的建筑空间。 通俗的讲，智能建

筑就是一种有创造力的环境。在智能建筑里，人们可以获得

： （1） 安全，健康，节能，舒适宜人，能提高工作和生活

质量的环境，温度，湿度，照度可以自动调节，环境的色彩

，味道与背景噪音可随心所欲，尽量利用自然界的光，冷，

热，大气等，自动调节室内环境，最大限度的减少能源消耗

，创造更有人性的生存行为环境。 （2） 不同用户对不同环

境的要求，开放式的大跨度和大空间结构，允许拥护迅速，

方便的改变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3） 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与

办公条件，在智能建筑内，人们可以通过国际直播电话，可

视电话，电子邮件，声音邮件，电视会议，信息检索等手段

，获得全球性情报，信息，以空前的高速度与世界各地的人

们进行商贸活动。 未来的新世纪是一个注重生态,环保,追求

人与自然科学整体协调发展的社会。传统的粗放型工业生产

对城市和自然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

的得到遏制.未来的工业生产必须在生态环保方面加大力度,依

靠科技进步的力量,采用先进的技术措施,达到既能保证生产,

又具有自净能力,杜绝废气, 废料,有害化学物质对城市空气水

源,土壤,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时,尽可能利用工业生产中产

生的余热,对于可重复利用的废料实现循环利用,降低能源,资

源消耗.其中的环保措施如净化回收装置,空调洁净设施,采热

利用设备等. 在国外,一些工厂在保护自然,创造健康的工作环

境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生态环保意识不仅体现在建造阶段,

而且体现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生产中只能用生态的被降解的

原料,而最后的产品也要尽可能是再生产的,从而将生产带来的

负面影响力降到最小程度.未来的工业生产对生产工艺,工人专



业技能,生产环境,企业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其

中,室内的恒温,恒湿,洁净,照明,防火,保安等方面需要先进的技

术措施加以管理.现在,这些方面已开始逐步实现智能化管理和

监控,对供暖,空调,供电等设备专业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安全,高效,高质量,才能使产品

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企业才更具有发展前途.网络化,信息化时

代的到来,对传统的工业建筑设计观念提出了挑战.顺应时代,

研究新时代工业建筑的新特点,新模式,努力做到以人为本,创

造具有时代精神,人文关怀的工业建筑形象,是我们当代建筑师

的历史责任.我们相信,工业建筑一定会在有着高科技,多样化,

个性化的时代,重新绽放异彩,为城市景观增辉添彩。 如今，

世界大型建筑的主流是生态建筑和智能建筑，我国目前正在

建造和将要建造的大型综合建筑使用期限至少在50年以上，

都是面对21世纪的，无论是在建筑艺术上，还是在设备上，

都应有超前意识。随着生态意识的普及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入

人心，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建筑技术，科学技术的实际

水平，建设有前途的大厦将作为我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具体表

现，将带动建筑业的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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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