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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环境洞察力的布吉斯部落当地智慧型居民设计（配
套设施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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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望加锡 国立望加锡大学工程系

摘 要：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根据布吉斯人的环保智慧，确定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配套设施的布局和建筑形式。此次

调查选取了 300 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在 Bone、Soppeng、Wajo 等 3 个地区进行。研究变量为配套设施，形式为 :(1)
化粪池，(2) 污水和脏水，(3) 临时垃圾填埋场，(4) 空地，小型，中型住宅，大型。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分

析采用定性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布吉斯部落当地智慧的小、中、大型住宅类型配套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形式为 :(1)
化粪池的位置位于前院，形状为矩形结构，由砖或钢筋混凝土结构组成，装有浸渍池，(2) 下水道和雨水的位置，在

院落一侧通向排水，形式为明渠式砌体施工，(3) 垃圾处理的位置，同时临时填埋，在前院，形状为矩形砖或混凝土

结构，以及 (4) 开放空间的位置，位于房子的前院和侧面，形状自然，以砖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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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layout and form of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for small, medium and 
large types of homes based on the local wisdom of the Bugis who a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e locations of the study 
are three districts, namely: Bone, Soppeng, and Wajo, by choosing 300 households as respondents. Research variables are 
supporting facilities, in the form of: (1) septictank, (2) sewerage and dirty water, (3) temporary landfills, and (4) open space, 
small, medium-sized residential houses, and big. Data collection by questionnaire, and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are qualitative 
descrip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yout and form of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for small, medium, 
and large residential types based on local wisdom of the Bugis Tribe, which were environmentally sound were: (1) the location 
of the septictank was located in the front yard, the shape of a rectangular construction from brick or reinforced concrete 
construction equipped with impregnation tank, (2) the location of sewerage and rainwater, in the yard of the side leading to the 
drainage, the form of open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masonry, (3) the location of garbage disposal while temporary landfills, in 
the front yard, the rectangular shape of a brick or concrete construction, and (4) the location of open space, located in the front 
yard of the house and the side, natural in shape and bounded by masonry. 
Keywords: Residential house; Local wisdom; Supporting facilities; Environmental insight; Bugis tribe

1. 引言

发展和人口增长会对提供健康、安全和舒适的住房

产生影响。2009 年关于环境保护和管理的第 32 号法律

原则上规定，在建造住宅时，需要理解的是根据需要利

用环境并维护环境，使其持续可持续 [1]。培训师表示，

在建筑过程中，不要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根

据需要利用的 [2]。穆罕默德·阿迪（Muhammad Ardi）

的多西阿迪斯（Doxiadis）表示，人类有空间、空气、

温度等需求，并在需要居住建筑时寻求庇护，以此作为

社会服务的手段 [3]。

当地的智慧离不开住宅的建造或设计。马尔菲表示，

地方智慧是环境伦理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一群人的过

程和学习获得的一套知识 [4]。Jundiani 解释道：从词源

上讲，当地智慧由智慧和当地两个词组成。地方意味着

区域性和智慧与谨慎相等。换言之，当地智慧可以理解

为当地的思想、价值观和观点，这些观点具有智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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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充满知识，具有良好的价值，并为社区成员所嵌入

和遵循。地方智慧是一种具有智慧特征、充满智慧、具

有良好价值并被社区成员嵌入和遵循的地方思想。同时，

根据社会福利部发布的框架，地方智慧被定义为对生活

和知识的看法，以及以人们活动形式的各种生活策略，

以解决与满足其需求相关的多种问题 [5]。Effendi 等人指

出：更具体地说，可持续环境是一种平衡、韧性和相互

关系的条件，使人类能够满足其需求，而不超过支持生

态系统的能力，并能够再生，以继续满足未来的需求 [6]。

此外，穆罕默德·阿迪解释说，可持续的环境将形

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将创造多

样的生命形式 [5]。根据前面的描述，本研究的目的是确

定配套设施的建设位置和形式，即：（1）污水池，（2）

污水和雨水，（3）临时垃圾填埋场，以及（4）开放空间、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基于布吉斯部落的环保智慧。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如下。在第 4 号《住房和定居点

年法》中，人们说，房屋是一种用作住宅以及家庭组建

手段的建筑 [7]。Haryanto 表示，从广义上讲，房子不仅

是一座建筑（结构），而且是一个满足体面生活条件的

居住场所，从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房子可以理解

为一个避难所，与家人一起享受生活、休息和娱乐 [8]。

Frick 和 Widmer 在穆罕默德·阿迪中指出，住宅

是满足体面生活条件的人的居住场所，当某人被介绍

到社会中适用的规范和习俗时，他们会开展自己的生

活，并进行社会化过程 [3]。穆罕默德·阿迪（Muhammad 

Ardi）等人基本上表示，住宅是定居点的一部分，是人

类赖以开展生活的环境，配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服务

基础设施，是整个城市的一个子系统 [5]。

Tasdyanto 和 Hamzah 表示，当地智慧是知识的来源，

是动态掌握、发展并由特定人群传递的，这些人群与他

们对周围自然和文化的理解相结合 [9]。Adyana 基本上认

为，地方智慧是一种地方优势，它依赖于一群人拥有的

价值观、规范、道德、知识、技术和行为，传统上被制

度化，用于克服生活和生活问题 [10]。Hamzah 解释说，

在人类生活的整个历史中积累和形成的当地社区的知识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成为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基

础 [11]。

环境卫生离不开房子。居住环境中的卫生设施通常

称为住房支持设施。根据大卫的说法，环境卫生是一种

试图控制自己不受所有人类身体因素的影响的尝试，

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不利于人类健康和寿命的身体发育
[12]。Notoatmodjo 指出，环境卫生是一种环境健康状态，

包括住房、污水处理、清洁水供应等 [13]。Franceys 和

Reed 指出，环境卫生是人类废物（化粪池）、液体废物

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处理废物不会危及个人和社会 [14]。

Khairil 指出，生存环境包括生物或生物环境以及非

生物或无生命环境。简单地说，环境中有自然资源、人

力资源和人工资源 [15]。Adnani 将环境分为 3 个部分，即：

（1）生物环境（2）物理环境和（3）社会环境 [16]。世

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促进

发展）是为了满足当前需求而进行的发展，而不必减少

后代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17]。Mesaki 解释说，在随后的发

展中，不仅在自然资源方面，而且对人类也是可持续的
[18]。

2. 研究方法

研究地点为三个地区，通过有目的的抽样方法选择，

即：Kabupaten Bone、Soppeng 和 Wajo。300 人的研究对

象也采用目的抽样法进行了选择。关注的变量是为小型、

中型和大型房屋设计和建造配套设施，包括：（1）化粪池，

（2）临时垃圾填埋场（TPS），（3）污水系统和雨水，

以及（4）开放空间。研究工具包括：（1）小型、中型

和大型化粪池房的位置和施工形式问卷；（2）小型、

大型和中型化粪池房 TPS 施工位置和形式问卷，以及（4）

针对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开放空间建设的位置和形式

的问卷调查。通过向受访者发放四份问卷进行数据收集。

使用的数据分析是定性描述分析，然后进行设计过程。

3. 结果和讨论

3.1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分隔槽位置

关于 Septitak 的位置的受访者数据见表 1。

表 1.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化粪池位置。

从 300 名受访者获得的数据描述如下。280 名受访

者（93.33%）表示，根据布吉人的当地智慧，小型化粪

池（54 型和 60 型）的位置在前院。共有 20 名受访者

（6.67%）表示，化粪池修在房子前面的院子里。受访

者认为布吉人的当地智慧的根本原因是：（a）如果有

一次化粪池箱充满粪便或功能不正常，前面很容易排水；

（b）易于控制和维护；（c）来自化粪池的污浊空气没

有气味，因为它们被大量的外部空气中和。在布吉人的

当地智慧中，没有禁止在房屋的后面和侧面放置化粪池

箱。完全不允许在住宅楼（地板下）放置隔水槽。根本

原因是：（a）粪便不再被允许与房屋的居住者在一起（一

个地方），（b）在房屋中产生异味，以及（c）难以维护。

从技术和环境角度来看，这似乎符合布吉人的当地智慧。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小型、

中型和大型住宅的化粪池发生地位于房屋的前院，即房

屋前部的侧院。如果家里有一个以上的厕所，而且相隔

很远，那么它可能会造成不止一个败血症。

3.2.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污物和雨水排放位置

响应者关于污水处理的数据见表 2。

表 2.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污水和雨水排放的处理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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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00 名受访者获得的数据描述如下。共有 293 名

受访者（97.66%）表示，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

小型住宅（54 型和 60 型）的下水道和雨水的位置位于

房屋的右侧和左侧，通向较低的前部，即排水沟。共有

7 名受访者（2.34%）表示，如果院子足够大，下水道和

雨水的位置在通向房子侧院子的后面。布吉斯部落当地

智慧方面的受访者的潜在原因是：（a）脏水和雨水容

易流入住宅管道，（b）脏水或雨水不会淹没房屋庭院，

（c）脏水及雨水不会淹没房子下方，（d）不会使庭院

变得泥泞，（e）不会产生恶臭。从技术角度来看，小型、

中型和大型住宅的排水系统和雨水的位置符合布吉斯部

落的当地智慧。因此，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可

以得出结论，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污水和雨水排放

口位于住宅的右侧和左侧。污水和雨水排放的方向是向

前的，即在土壤或土地标高的下部，或通向排水渠或排

水系统的入口。

3.3. 临时垃圾处理（TPS）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

位置

关于临时填埋场的响应者数据见表 3。

表 3. 临时、小型和大型临时垃圾处理（TPS）的位置。

从 300 名受访者获得的数据描述如下。共有 296 名

受访者（98.66%）表示，基于布吉人的当地智慧，小型

房屋（54 型和 60 型）TPS 的位置位于房屋的前面。

TPS 位置，离房屋建筑有点远。共有 4 名受访者

（1.34%）表示，如果大庭院位于房屋一侧，则 TPS 的

位置为房屋。TPS 位置，离房屋建筑有点远。根据布吉

斯当地人的智慧，将 TPS 放置在院子前面，远离房屋

建筑的原因如下：（a）家庭垃圾，无论是干的还是湿

的，都很容易在 TPS 处理；（b）TPS 处的垃圾堆经常

会产生恶臭，尤其是在雨季；（c）当垃圾在投票站焚

烧时，会导致烟雾和烟雾很容易分解。从这一描述中，

可以理解，从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角度来看，TPS 确

实非常明智。TPS 中的垃圾不会在屋内散发气味。同样，

当垃圾燃烧时产生的烟雾不会进入室内，因为它分解很

快。这是由于投票站的位置与房屋前面的居民街道直接

相关。此外，TPS 与大量的外部空气有关，它有可能将

烟雾快速分解到更广阔的空间。从技术和环境角度来

看，TPS 的位置在院子的前面，远离建筑物。技术原因

是，TPS 的垃圾很容易被垃圾管理人员带到最终填埋场

（TPA）。从环境方面来看，如下所示：（a）固体废物

易于控制；（b）如果没有垃圾收集器将垃圾带到垃圾

填埋场，则垃圾可以燃烧；（c）TPS 的位置与广阔的空

气直接相关，因此烟雾和气味可以通过更大的空气量轻

松中和。因此，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可以得出

结论，小型、中型和大型 TPS 的位置位于院子的前部，

远离房屋建筑。这样的位置易于控制，方便了垃圾工人

的工作，并且对环境安全。

3.4. 绿色空地（空地）的位置中小型和大型住宅

被调查者关于绿地位置的数据见表 4。

表 4.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绿地（空地）类型的位置。

从 300 名受访者获得的数据如下：共有 177 名受访

者（59%）表示，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小型住

宅（54 型和 60 型）的开放空间位置位于正面（房屋的

正面）。共有 123 名受访者（41%）表示，开放空间的

位置在房屋的一侧（侧庭院）。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

智慧，受访者在房屋的正面和侧面放置空地的原因是：

（a）使空气易于进入房屋；（b）为新鲜空气提供者提

供空地。从技术和环境方面来看，开放空间的位置，即

房屋的正面和侧面。原因或考虑因素如下：（a）提供

新鲜空气的开放空间；（b）开放空间作为生态系统或

生态系统发挥作用，作为社会设施发挥作用；（c）开

放空间发挥娱乐功能，不难维护和清洁。从布吉斯部落

的技术、环境和当地智慧方面来看，开放空间显然具有

相同的位置和功能。根据前面的描述，可以得出结论，

基于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小型、中型和大型房屋的

开放空间位于房屋的正面、侧面或庭院。其功能如下：

（a）开放空间，提供新鲜空气；（b）开放空间功能，

生态系统；（c）开放空间作为社会和娱乐设施。

3.5.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分隔槽的施工形式

受访者关于化粪池结构形式的数据见表 5。

表 5. 小型、中型和大型分隔式住宅的建设形式。

从 300 名受访者获得的数据如下：共有 286 名受访

者（95.33%）表示，小型房屋（54 型和 60 型）的化粪

池建筑形式为矩形，采用砖石或混凝土砌石。墙壁和地

板是防水抹灰的，覆盖物是混凝土结构，施工深度约为

2 米，配有渗水结构，放置在房屋前部。共有 14 名受访

者（4.67%）表示，毒水池的形状为圆形、混凝土结构

和混凝土覆盖层。从布吉人的当地智慧来看，小型、中

型和大型住宅污水池的建造形式是矩形的，采用混凝土

砌筑。墙壁和地板采用防水抹灰，覆盖混凝土结构，施

工深度约为 2 米，配有防渗结构，放置在前院。答辩人

的理由是：（a）人类排泄物或粪便必须有一个好的地方，

（b）长方形意味着土地、水、空气和风，因此这些人

类排泄物也必须回到其来源，即自然。从技术和环境的

角度来看，污水池施工的形式如下：（a）砌体或混凝

土砌体施工，（b）防水抹灰墙和地板，（c）混凝土结

构覆盖层，（d）或多或少 2 米的施工深度，以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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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防渗结构。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从布吉斯

部落的当地智慧方面来看，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类型

的化粪池建筑形式是混凝土石头建筑，并配有渗水建筑。

建筑形状为矩形，建筑深度约为 2 米。

3.6. 小型住宅（54 型和 60 型）污水和雨水下水道

的施工形式

表 6 中显示了被调查者关于污水渠和雨水施工形式

的数据。

表 6. 小型住宅（54 型和 60 型）污水和雨水下水道的施工

形式。

从 300 名受访者获得的数据如下：共有 297 名受访

者（99%）表示，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小型、

中型和大型房屋的下水道和雨水施工形式为明渠、砌筑

防水灰泥或混凝土施工。共有 3 名受访者（1%）表示，

污水和脏水的形式是无施工的明渠。受访者选择明渠形

式建造防水灰泥砖对或混凝土结构的根本原因是：（a）

施工形式易于操作且易于维护；（b）将家庭废水和雨

水排放到安全性较低的环境中；（c）家庭废水不会产

生恶臭，（d）雨水不会淹没庭院，（e）细菌无法繁殖。

从技术角度来看，下水道和雨水下水道的建设形式是砖

或混凝土结构的明渠。这种结构经久耐用，易于维护和

控制。从经济方面来看，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到这项建

设。就环境可持续性而言，该建筑经久耐用，不会污染

居住环境。从卫生方面来看，该建筑提高了公共卫生的

程度。房子的物理环境看起来会干净健康，社会环境也

会更好。根据上述描述，可以得出结论，小型、中型和

大型住宅的脏水和雨水的形式是明渠。建造防水灰泥砖

对。

3.7. 小型、中型和大型临时垃圾场（TPS）的施工形

式

关于临时填埋场建设形式的受访者数据见表 7。

表 7. 小型、中型和大型临时垃圾场（TPS）的施工形式。

从 300 名受访者获得的数据如下：共有 280 名受访

者（93.33%）表示，基于布吉斯部落当地智慧的小型

TPS 房屋（54 型和 60 型）呈矩形永久形状。砖或混凝

土对的施工，尺寸 0.60 x 0.60 x 0.6 米。共有 20 名受访

者（6.67%）表示该表格是半永久性的。简单的结构，

即用过的木材、用过的卓木、用过塑料桶等。受访者选

择永久性建筑的根本原因是：（a）家庭垃圾，无论是

干的还是湿的，都易于在投票站处理；（b）易于维护；（c）

不太复杂，易于清洁。从技术和环境角度来看，永久形

式的 TPS 易于制造和保持，对环境安全，易于控制，垃

圾管理人员更容易收集垃圾，因为垃圾已被放在一起。

从经济方面来看，TPS 可以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从

卫生方面来说，它可以提高公共卫生的程度。在此基础

上，可以得出结论，基于布吉斯部落当地智慧的小型、

中型和大型房屋 TPS 的形式是永久的。从技术角度来看，

这很容易做到。从经济方面看，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参与。

从环境方面来说，它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3.8. 小型住宅（54 型和 60 型）的开放空间建设形

式

受访者关于开放空间建设形式的数据见表 8。

表 8. 小型、中型和大型开放式住宅建筑类型。

从 300 名受访者中获得的数据如下：共有 294 名受

访者（98%）根据当地智慧陈述了小型住宅（54 和 60 型）

的开放空间形式。受访者选择自然开放空间形式的根本

原因如下：（a）开放空间的生态功能，它提供新鲜空气、

储存地下水等，可以种上能结果实的树。从技术和环境

方面来看，开放空间的形式，通常自然位于房屋的正面

和侧面。原因或考虑因素包括：（a）提供新鲜空气的

开放空间；（b）开放空间作为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发

挥作用，并作为社会设施发挥作用；（c）开放空间易

于维护和清洁。从布吉斯部落的技术、环境和当地智慧

来看，开放空间显然具有相同的形式、位置和功能。在

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基于布吉斯部落当地智慧的

小型、中型和大型房屋的开放空间形式是自然的，几乎

没有砖或混凝土结构。开放空间具有很大的生活功能，

具有生态、社会、娱乐和经济功能。

4.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是：1）化粪池建筑的位置是基于布

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都在房子

的前院。建筑是一对矩形砖或混凝土，并配有永久性建

筑，2）根据布吉斯部落的当地智慧，小型、中型和大

型住宅的下水道和雨水位置位于房屋的右侧或左侧，通

向前方，前方位于土地的下部或通向排水系统。这种建

筑形式是一对防水灰泥砖，3）根据布吉人的当地智慧，

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的临时填埋场（TPS）的位置位

于房屋院子的前部，远离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是一对砖

或混凝土，以及 4）基于布吉斯部落当地智慧的空地的

位置和形式，小型、中型和大型住宅是房屋的前院。形

式基本上是自然的，一小部分是构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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