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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绿色环境设计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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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外，现代建筑环境设计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许多国家已将建筑环境设计作为建

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技术之一。现代建筑环境设计所追求的是使建筑的环境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

即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这种要求对建筑环境设计人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建筑环境设计师在

建筑设计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对居住环境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建筑环境设计应该适应当代建筑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满足人们

身心的舒适、健康、安全、美观、节能、可持续发展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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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of green environment design in modern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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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oreign countries, modern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al design has developed to a fairly high 
level, and many countries have taken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al desig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rchitecture and 
one of the basic technologies.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design seeks to make the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harmonious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at is, to coordinate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is require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designer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al designer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re also improving,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liv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increasing. The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design should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comfort, health, safety, beauty, energy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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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建筑环境设计是对建筑物室内空间及设

备设施、环境、建筑布局等设计的一种综合评价和

处理。它既包括了建筑总体规划设计，也包括了建

筑设计、景观设计等具体工程方案设计。建筑环境

设计主要包括建筑外部设计、建筑内部设计和建筑

空间设计等内容。它是对建筑设计方法及手段进行

综合应用的一个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对建筑环境

设计相关的内容应结合建筑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与分析。建筑环境设计是通过综合利用建筑内外空

间资源、建筑外部环境、建筑室内环境等因素对建

筑内部空间及设备设施进行合理设计、合理布置。

使建筑室内环境与建筑外部环境协调统一起来为建

筑服务，是建筑设计技术及其手段在设计领域必须

坚持的原则和要求。目前人们对建筑环境与建筑功

能是否合理、舒适与环境是否适宜等问题产生了严

重的分歧。对于建筑环境设计来说，其目标是在尊

重建筑科学发展以及建筑使用需要的前提下实现建

设项目对建筑设计目标、使用功能和景观环境资源

消耗方面进行综合配置与设计。对于建筑环境设计

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我国大多数建筑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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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深理解和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并

做出合理的调整。 
1 生态建筑的基本理念 
生态建筑主要的特征是：绿色、低碳、环保。

从一开始就强调建筑材料的选择，包括建筑和环境

材料的绿色环保产品。材料是建筑与周围环境关系

的中介载体，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要尽量减

少建筑物的热负荷。应选择低热负荷的建筑材料。

由于生态环境对生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生态环

境要求较高的生态材料应尽可能采用低热负荷材

料。避免使用有机材料或生物材料和热敏性较强的

合成材料，使用不利于生命活动作用和维护健康环

境的高热源或热交换器。避免使用有害重金属离子

或气体有害物质严重污染食品和人体健康等危害健

康安全的材料。 
2 建筑环境设计与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关系 
建筑环境设计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

题，人们对建筑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建筑

环境设计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

求，因此，建筑环境设计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

科，它不仅仅局限于建筑结构和室内设计，它还包

括环境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如建筑卫生、室内空

气质量等。现代人们居住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质量、

环境友好度都有了很高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对建筑

设计者而言有很大难度，也无法直接改变当前建筑

环境设计行业缺乏成熟技术、人才和资金等现状。

现代建筑环境设计主要包括对人身体健康问题影

响、对自然环境变化影响、对建筑结构的影响等。

这其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对建筑物

所处温度、湿度、空气、噪音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对建筑物通风与采光状况影响、对建筑采光与通风

状况等环境因素。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建筑

环境设计将更加注重人类心理健康关系，为人们的

生活提供更多、更好条件以提高生活质量。 
3 建筑环境设计的目标 
人的需要就是建筑环境的主要目的。建筑环境

设计是人和自然、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人只有对

环境具有需求，才能对建筑环境起到净化和调节作

用，因此必须使建筑环境符合人的需要。建筑环境

设计所达到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生态化强调的是在建筑设计

中将建筑与环境融合一体。随着现代建筑材料与结

构工程、装饰工程技术的发展，建筑环境设计所追

求的最终目标也越来越丰富与深刻。人性化建筑设

计强调将人、建筑与环境进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人

性化并不是单一维度上人性化设计和功能设置上人

情化与人性化设计的简单相加。人性化设计、人性

化服务、人化生产环境、人化居民生活方式在建筑

学上被称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表现之一。 
4 生态环境是什么？ 
生态环境，是指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及其影响

所形成的人工环境。在自然环境中，动植物是相互

依存而存在的。生物以自然界固有的方式对人类进

行着自身的进化后产生的适应性。生态环境是人类

生存的物质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系统：

如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的种类、数量、空间分

布、高度、密度等等；人类生态系统：如土壤、水、

大气、光合作用等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

产生的影响：如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土地资源减少、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人类自身及其他

生物因素：如家庭、企业、学校等等所带来的影响；

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土地利用变化、

植被破坏、大气污染等；人类自身所造成的影响。

生态环境对于建筑也具有积极作用。由于生物群落

结构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生物

学功能所决定的，因此在建筑规划中适当地安排自

然生态系统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5 目前我国建筑环境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中国的建筑环境设计仍然存在着许多问

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内大部分

建筑设计师对建筑环境设计存在着错误认知。建筑

设计师在进行建筑环境设计时，没有正确认识到建

筑环境设计是建筑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设计之前，需要充分了解该

建筑。其次，我国对于建筑环境设计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标准和规范。这就导致了设计过程中所涉及的

各个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最终导致对建筑

环境设计造成影响。此外，目前在我国建筑环境设

计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建筑材料选择缺乏

标准、建筑材料质量参差不齐等。这些问题对建筑

环境设计质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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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筑环境设计质量的提高。最后，我国建筑设

计过程中缺乏相关标准与规范。目前我国部分建筑

设计人员还不能很好地了解其中所包含的具体内

容，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常常只关注建筑材料是否合

理与否或者是否使用无毒或低毒性建筑材料而不考

虑建筑材料对人体健康状况是否造成危害 
6 室内设计技术发展趋势及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室内设计所依赖的各种

电子设备越来越多，如可视化建筑、网络通信平台

以及各种新型家具、材料等，其应用也在逐步深入。

通过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室内设计，不仅能够提高室

内设计效果和质量，还可以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

现代建筑设计师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并不断地

探索提高创新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室内设计

发展中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人才问题。随着计算机

网络技术逐渐成熟并成为趋势，使之为人们提供了

一个更加方便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因此，应

该把计算机应用于室内设计中。同时对电子材料有

更高要求。这一领域有很大前景且十分重要。 
7 生态设计的方法与内容 
根据人类对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绿

色建筑可采用生态环境评价法、自然景观优化法、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工

程优化法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根据植物物种、土壤

性质等不同的生态特性选用相应物种。尽量采用植

物的群落形态、色彩；使用不同种类和颜色的材料；

注意材料间的配合使用；尽量采用空间的组合方式；

对不同生态系统提出相应的生态控制指标或策略措

施；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对不同生态系的植物采

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保护。按照不同生态系统中植物

资源的需要进行合理配置：利用植物资源与当地生

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合理相互作用关系；根据植物种

类选择适宜种植于当地生态系统的植物；根据植物

资源对环境影响程度与植物生长繁殖能力预测植物

品种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对于景观优化应综合

考虑气候变化、建筑特征等因素综合考虑环境影响

因素。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策略需要采取有

效措施对植被、鸟类等进行保护。结合建筑物内绿

地、地面等进行绿化改造和美化工程。因地制宜采

用不同的生态方法和技术。在建筑设计中充分挖掘

自然因素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应用生态设计思

想和做法进行合理景观控制与建设；优化建筑空间

布局及结构形式来满足各种需要；综合考虑节能与

节地等目标提出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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