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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生态建筑设计在建筑工程中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能够有效提高资源的再利用

率，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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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激增，人们对

资源的使用量也不断提高，现有的自然资源逐渐减少，自

然生态系统逐渐失衡，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功能逐渐降低，

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生态建筑设计作为一种全新的设计理

念，将生态的观点引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中来，能够减少建

筑工程中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增加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率，

增加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生态建筑设计
生态建筑设计不同于以往的建筑理念，是站在生态的

角度上进行的建筑设计思考。把建筑看做一个庞大的生态

系统，而不是简单的理解为单一的个体，强调与周围生态

环境的相互联系和有机融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

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不断加快，城市居民增多，对于住

房的需求也不断增多，为此，建筑设计人员把扩大建筑容

量放在建筑设计的首位。于是，满足于人们生活的居民楼、

满足于人们工作的办公楼、满足于人们娱乐购物的商业楼

等等建筑工程拔地而起，形成了壮阔的人类城市景观。在

这同时，城市也挤压了生态空间，城市的植被面积不断缩

小，空气净化能力逐渐降低，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差，从

而又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使得人们不得不

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并要求建立起更加优质的生态环

境。生态建筑设计的理念从绿色可持续的角度出发，降低

建筑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的成本，降低不合格材料的使用率，

保证最大化的使用现有能源，发挥能源和材料的价值，减

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减少建筑给环境和生态造成的负担。

从而为打造一个绿色低碳的生活空间，提高人们的居住质

量，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1]。

2 生态建筑设计在建筑工程中应用的原则
2.1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建筑工程建设出来的成品主要就是供人居住和使用，

人是建筑工程的重点，生态建筑设计应该以人为中心，体

现以人为本的原则。现代人们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和环境生态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

建筑设计要从人的角度出发，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

求，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2.2 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差较大，生态

建筑设计要结合不同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建筑设计，

开展建筑工程。例如在陕北等地区一定要结合当地日照强、

缺水干旱的特点，并且要注意建筑的保暖性。传统的窑洞

设计就是利用了当地特有的环境特点。生态建筑设计还要

考虑当地的经济情况，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引进一些先进

的生态技术，提高建筑与环境的契合度。

2.3 坚持节能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资源大国，人口的平

均资源占有量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随着工业迅速发展，

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突出，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结构，自然

生态的承载能力不断的下降，可利用的资源逐渐减少，生

态环境急剧恶化。对资源利用的重新思考逐渐得到人们的

重视，资源节约和保护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在建

筑工程中开展生态建筑设计要充分考虑到节能原则，保护

我国现有的生态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可以更多地使

用可分解可再生的清洁资源，同时要对建筑工程中所使用

的建筑材料进行绿色处理，针对不同的材料采取不同的处

理方式，防止在处理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另外还

要合理使用一些清洁能源，例如风能、太阳能等资源，改

变传统建筑对电能的过度依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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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过程 发展阶段 对环境的影响 对策

材料生产与准备 原材料开采 地表破坏、地方生态平衡破坏、粉尘污染等
提高生产效率，尽量采用能够保持生态平衡的

生产方式

材料加工 各种废气、废热、粉尘、固体垃圾、化学垃圾等 减少材料用量，使用低污染材料

材料运输 各种废气、废热、粉尘 减少交易环节及二次运输

建筑施工 材料与设备准备
采购、运输、储藏过程中的损耗及其所耗费的能

源

尽置选用地方材料，减少准备过程中的能源消

耗和污染

施工技术
结构造型与施工方法所产生的噪音、粉尘、交通

堵塞等环境问题

提高工业化和标准化水平，尽量采用通用性好

的预制技术

施工管理 施工时间长对环境影响大
提高施工效率，注意材料回收与再利用，减少

土方量

建筑使用 家庭装修
家庭装修浪费大量资源和财力，形成新的室内污

染，甚至降低建筑整体使用寿命

提高居住建筑成套设备水平，尽量降低家庭二

次装修程度

日常使用
如建筑保温隔热措施不利将会增加采暖、空调费

用，增加城市热量排放

提高建筑热工水平，减少对空调的依赖，加强

自然采光通风

建筑循环 建筑维修

建筑正常寿命依赖于结构和设备的耐用性，频繁

维修将增加投资，降低建筑寿命，从而加大对环

境的影响

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充分考虑设备的耐用性以

及维修的便利性

建筑报废再利用 建筑垃圾、粉尘、能源消耗 可持续城市更新，加强旧建筑再利用

表 1 建筑工程中的原材料分类

3 生态建筑设计在建筑工程中应用的策略
3.1 建筑体系的生态化设计

生态化的建筑设计首先可以应用到建筑工程的体系设

计中。设计人员对建筑体系进行设计时，要充分结合不同

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因地制宜地进行生态建筑设计，

考察当地的地形地貌、地质特点，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

植被类型进行设计优化，设计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施工

方案，利用当地的现有资源，设计科学合理的建筑工程方

案 [2]。

建筑设计人员要保证建筑的外部与周边环境相互联

系，达到高度统一。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设计人员可以

采用不同的建筑外层设计。例如，可以将建筑外层设计为

双层结构，使用隔热玻璃和多孔洞通风层，增加建筑外层

的利用率，增加建筑内和建筑外部的空气流动，又能够降

低外界环境对建筑内部的影响。还可以使用中空玻璃，中

空玻璃的隔热性能较好，可以有效降低冷辐射的作用；当

室外温度为 -10℃时，室内单层玻璃窗前的温度为 -2℃，

而中空玻璃窗前的温度是 13℃；在相同的房屋结构中，当

室外温度为 -8℃，室内温度为 20℃时，3mm 普通单层玻

璃冷辐射区域占室内空间的 67.4%，而采用双层中空玻璃

（3+6+3）则为 13.4%。 还可以使用双层玻璃，双层玻璃

能有效减弱噪音，使最后进入室内的噪音只剩 5% 左右。

生态化建筑设计应用到建筑体系之中，能够有效提高资源

的利用率，保证建筑体系科学稳定。建筑设计人员要不断

优化原有的建筑设计方案，保证建筑体系设计科学合理，

建筑工程符合地方的自然环境，提升建筑工程生态水平。

图 1 建筑外层双层结构

图 2 中空玻璃

3.2 室内空间的生态化设计

室内空间设计是整体建筑工程中重要的一部分，直接

影响着人们的居住感受。建筑物有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

一般建筑室内设计不受室外的影响，生态建筑设计强调室

内和室外相互结合起来，与周边的生态环境相互配合。例如，

我国大部分建筑中都有室内外空间一体化的设计，一般使

用的是墙壁消除的方式，让更多的光进入到室内中来，增

加室内的光照量，提升室内温度，又能减少冬季室内空调

和暖气的使用率，从而节省能源，体现生态建筑设计的理

念。另外还可以在室内种植盆栽植物，让植物起到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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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调节作用。例如，橡树吸收甲醛量为 1.19mg/m3，并且，

橡树在 48 小时内的抗甲醛能力达到最大值，吸收率能达到

77.8%，具有显著的抗甲醛能力 [3]。还可以在室内布置一些

生态鱼缸，增加室内空气湿度，改变室内沉闷的环境，为

室内环境增加一份生机。

3.3 生态节能技术的合理运用

建筑设计人员可以利用生态节能技术进一步地实现

生态建筑设计。在运用生态节能技术之前，建筑设计人员

要对建筑工程的结构特点进行详细地了解，同时建筑设计

人员要遵循可再生原则，保证建筑资源的可再生利用，减

少建筑工程出现废弃物。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是生态建筑设

计的特色，利用技术手段，将废水集中起来进行二次处

理，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水资源的浪费。假如

一独立住户每年的平均耗水量为 360617L，每天耗水量为

988L，使用水箱收集和二次利用之后的是水量可供 13345-
31138 座独立住户使用。另外，建筑工程中还可以安装雨

水收集系统，将自然中的雨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这部分

水资源可以作为田地的灌溉水源，从而实现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4]。

图 3 水资源循环利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建筑发展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势态，但同时也增加了对

生态环境的威胁，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生态建筑

设计逐渐被人们重视。生态建筑设计人员要不断加强生态

意识，在建筑设计中更多地融入生态理念，促进建筑与生

态环境相互融合，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进行建筑设计，

促进人们居住环境与生态环境的融合，提高人们的生活质

量，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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