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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建筑的概念及特点

生态建筑主要是指在建筑设计中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其中，

通过对建筑结构的优化、建筑材料的选择以及建筑技术的创新

等，在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基础上，能够减少资源消耗、

降低污染排放，从而实现建筑设计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

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态建筑具有鲜明

的生态性。生态建筑是在建造过程中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

融入其中，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来创造一种和谐、

平等、自然的居住环境。其次，它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例如采

用节能型材料，对建筑物进行合理布局、节能设计等，生态建筑

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相关技术来进行设计，因此，在使用过

程中能够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可

以根据当地气候、地理条件等因素来选择适宜的生态材料和节能

技术等。在进行建筑设计时，需要对各个部门进行协调配合，从

而实现整体上的功能优化和效果提升。例如可以通过对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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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于建筑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因此，生态建筑设计应运而生。

生态建筑设计是在建筑设计中融入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利用和科学设计，充分体现了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之

间关系的认识。它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产物。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也在

大力提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生态建筑设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自然生活环境和人类社

会生存环境要求。

进行合理设计来提高建筑物整体质量，也可以通过对室外环境进

行有效规划来改善室内环境，还可以通过对自然光的充分利用来

达到节能效果。最后，生态建筑具有整体性特征，因此在设计中

需要将其与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来进行设计，从而

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二、生态建筑设计理念下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生态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是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出发，通

过合理利用自然环境，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 [1]。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该从整体出发，尽可能地

保持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从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

建筑设计应该在考虑整体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保持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生态建筑设

计理念在建筑设计中应用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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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碳原则

建筑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与人们生活

密切相关。因此，在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时，应该遵循低碳原则。

所谓低碳原则就是指在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时，尽可能地利用可再

生能源和资源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2]。人们生活中产生的大部分废

物都是通过能量来完成转化和消耗的，这些废物在消耗完之后就

会成为废弃物，而这种废弃物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来说都是

一种污染和负担。

（三）节能原则

生态建筑设计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采用最先进、

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来降低能源消耗。节能原则是生态建筑设

计中重要的一项原则 [3]。所谓节能原则就是在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时

要充分考虑到能源消耗问题。首先是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其次

是要将传统意义上的高耗能设备进行改良，从而实现设备效率最

优化。

（四）适应性原则

生态建筑设计要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要求，对其进

行合理规划和布局。同时还要根据当地气候特点以及周边环境来

确定建筑物规模和风格以及样式等。比如在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干

燥，因此在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时应该采用保温性能良好、能耗

低、美观大方的墙体结构体系 [4]；而在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潮湿，因

此在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时应该采用通风效果好、美观大方的窗户

结构体系 [5]；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应该采用人车分流、提高公共交通

运输能力以及保证居住小区内部道路畅通等措施来减少对周边环

境造成不良影响。

（五）因地制宜原则

生态建筑设计是对原有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的改变和适应。因此在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当

地自然环境特点以及人文历史情况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规划布局

方案 [6]。比如在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时应选择能够充分利用自然阳光

和土地资源、利用地形地貌特点等有利因素来提高建筑物朝向和

采光性能的布局方案；同时还应该根据当地人文历史情况选择合

适的文化风格和建筑风格来满足当地人们的文化需求等 [7-9]。

三、建筑设计中生态技术的应用

（一）生态技术应用的主要内容

在当前生态技术应用过程中，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第一，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

中，其需要对自然能源进行全面的利用，尤其是太阳能、风能

等。这就需要建筑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设计过程中积极对自然能

源予以全面的利用，从而有效降低建筑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能耗

问题 [10]。第二，雨水资源利用技术。而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

提升整个城市水资源的利用率，并且还能够实现整个城市生态系

统的平衡，从而为居民生活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比如太阳能、

风能等能源技术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整

个城市居民对于新能源利用的重视程度，进而为居民生活提供更

为优质的服务 [11-14]。

（二）有效利用太阳能

在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对太阳能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是

生态技术应用的重要体现之一。由于太阳能资源的可再生性，其

不仅能够对建筑工程整体布局以及空间布局予以有效优化，同时

还能够使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资源的使用效率得以提

高。在对太阳能资源进行有效利用的过程中，可以将太阳能资源

应用于建筑工程中的各个方面，如采光系统、热水供应系统以及

其他制冷系统等。在进行太阳能利用的过程中，需要对相关技术

手段进行充分的运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将生态技术予以全面的融

合 [15]。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

太阳能资源对生态技术应用的重要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建筑

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所采用的相关生态技术予以全面的渗透。

（三）应用节能门窗

节能门窗是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是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将节能环保理念进行全面贯彻，从而实现建筑

节能环保效果的提升。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

需要对节能门窗予以全面的应用，其主要是指在建筑设计过程中

对窗户的大小、朝向以及玻璃材料等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从而

使窗户具备良好的采光性能、隔热性能以及隔声性能等，同时还

能够使建筑物在具备良好保温性能的基础上对空调能耗予以有效

降低。现阶段，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节能门窗主要包括

中空玻璃、LOW-E 玻璃、真空玻璃等。但是，在进行节能门窗应

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发展过程中对

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进行节能门窗应用过程中需要对节能

技术予以全面应用，从而有效实现我国城市建设工作开展过程中

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

（四）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自然通风是建筑设计中最为常见的生态技术应用方式，其在

对建筑周围环境进行优化设计的同时，还能够有效提高建筑内部

的空气质量，在进行自然通风工作开展过程中，还能够有效降低

建筑能耗。在进行自然通风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我

国实际的气候环境，还要考虑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具有的生活

习惯等相关因素。通过对自然通风技术应用方式进行合理的调整

和优化，能够有效提升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对于自然通风技

术应用效果的控制效果，从而实现建筑节能目标的实现，还能够

对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有效提升。在进行自然通风工作开展

过程中，还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物所处环境以及气候条件等相关因

素。因此，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自

然通风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具体措施予以合理制定。

（五）利用可再生能源

在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过程中，可以通过太阳能、风能、地热

能以及潮汐能等进行合理的利用。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实现建筑

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在具体的应用过程

中，可以通过对建筑物表面进行合理的设计，从而将太阳能的利

用效果进行提升；还可以将风能以及潮汐能等进行有效的利用，

从而将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得到提升，在这一基础上，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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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垃圾等予以回收利

用，从而有效提升整体资源利用效率，并将能源消耗问题得到有

效地解决。

（六）生态化室内环境

建筑室内环境是建筑物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不仅为

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是人们进行文化交流的场

所。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室内环境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将生

态技术予以全面应用，以此来促进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全面提

升。在进行生态化室内环境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自然因素

对于整个建筑室内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为人们提供更为舒适

的生活环境。因此，在进行建筑室内环境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

利用自然因素来降低建筑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能源消耗，通过采

用各种节能措施来提升整个建筑室内环境质量。

（七）生态化建筑设计的关键技术

生态建筑设计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建筑本身的结构特

征以及其周围环境进行全面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周边生态环

境予以合理的保护。并且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还需

要将整个城市规划设计、生态技术以及建筑工程三者之间的关系

进行有效的协调，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体生态环境予以充分保护。

目前，我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当中对生态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

探索，例如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将生态技

术应用于实际建设过程中。除此之外，在我国传统建筑当中，往

往也会将生态技术应用到其中。例如在进行住宅小区的建设过程

中，就需要对周围环境予以充分地考虑，并将整个小区的结构设

计以及功能布局等相关内容予以全面考虑。同时在进行住宅小区

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对景观设计以及绿化设计等内容予以充分

地考虑。此外，还需要对雨水回收系统等技术手段予以全面的应

用。并且还需要将太阳能、风能以及地热能等能源的应用方式全

面地应用到其中。

四、结语

生态建筑设计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产物，它能

够让建筑设计从传统的“以人为本”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这种设计理念使得建筑设计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在满

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还能够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建筑设计主要是运用现代科技和科学

理论，将传统的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技术、科学技术有机结合起

来，既能够充分发挥传统建筑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优势，又能有效

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在我国目前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

设的背景下，生态建筑设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能够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环保、节能和可持续发

展的生活环境。我国生态建筑设计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

上，充分结合我国国情，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提供技术支持。此外，我们还需要注重生态建筑设计与可持

续发展思想的结合。在建筑设计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提高资

源利用率，节约能源资源，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人类社会

和自然环境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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