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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持续 的 生态 建筑 的设计细 则

重视对设计地段 的 地方性
、

地

域性理解
,

重视地方场所的 文化脉络

增强 适 用 技 术 的 公众意识
,

结

合 建筑 功能要 求
,

米 用 简 单 合 适 的 技

术

树立建筑材料蕴能蚤和循环使
用 的 意识

,

在 最 大 范 围 内使 用 可 再 生

的 地方性 建筑 材料
,

进免 使 用 高 度 能

蚤
、

破坏环境
、

产 生度椒以及带 有放射

性 的 建筑材料
,

争取重 断 利 用 旧 的 建

筑材料
、

构件
针对 当 地 的 气候 条件

,

采 用被

动式 能源 策略
,

尽全应 用 可再生能源 ,

完 善 建 筑 空 间使 用 的 灵 活 性
,

以 便减 少 建筑体全
,

将 建设所 霄 的 资

源降至最 少

减 少 建 筑 过 程 中 对 环境 的 损

害
,

进免破坏环晚
、

资源浪 费以及建材
了良费

。

— 年美 国 国 家公 园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可 持续 发展设计指导 原 则 》

年
,

德国博览协会

为迎接 年 月在汉诺
威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

决定扩建其组

委会办公楼
。

业主提出的设计要求是

提供一个 “
高效的工作场所

” ,

以及能

够诊释博览会主题
“ 人

·

自然
·

科

技 ” 的具有革新概念的 能源使 用 计
划

。

接受该项 目的正是始终致力于可

持续的生态建筑设计研究的慕尼黑著

名建筑师托马斯
·

赫尔佐格
。

业主 的 主 动 意 识加 上 建筑

师
、

结构工程师
、

设备工程师
、

科研机
构的通力合作

,

产生 了一个基于普通

造价
、

低能耗
、

高舒适度的建筑
,

它所
采取的一系 列技术措施

,

代表了 当前
世界上可持续的生态建筑的技术发展

水平
。

首先
,

博览会办公楼将预算控制

在德 国 高层办公楼的普通造价水平
,

工程的土建
、

设备
、

室 内装修的每

造 价 为 马 克
,

折 合 人 民 币 约

元
。

设计师将用于建筑节能技术
的投资与简化空调设备的投资相中和

,

改变了 以往节能建筑造价高昂的形象
,

加之建筑投入使用后的能耗降低所带

来的显著的经济效益
,

使节能建筑的

推广普及不再是政府部 门和前卫设计
师的一厢情愿

,

转而能为众多业主接

局曾在室 内鉴定出 几十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

其中以 甲苯
、

脂肪烃类化合物最为突出
。

关于材料对人体的安全性间题
,

各国学者都在进行研究
,

建筑师则应该在设计中尽量选用符

合健康标准的绿色材料
。

总之
,

原则是新时期建筑创作中不得不重视的

一大因 素
。

是
“

循环使用 ” 之意
。

循环使用主要是根据生态

系统中物质不断循环使用的原理
,

尽量节约利用稀有物资和
紧缺贾源

。

这在废水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
,

目前在我

国 出现的中水利用 系统即是一例
。

中水是指生活废水经处理
后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

,

并能在一定范围 内重复使用 的非饮
用水

,

中水可以用于厕所冲洗
、

园林灌溉
、

道路保洁
、

汽车

洗刷及景观用水
、

冷却用水等
,

可以大大缓解用水紧张的情
况

。

此外
,

对人体排泄物的循环处理也是一个重要例子
。

一

般常把人体排泄物作为废物排除
,

其实如果处理后常可用于

农业和 园艺
,

达到循环使用 的 目的
,

这在农村是经常使用 的

方法
。

楼的盗洗室则通过不锈钢滑管把人体排
泄物收集在垃圾箱 内

,

然而根据生物学原理在垃圾箱
内放置红虫

,

在这些虫的生物作用下
,

固体排泄

物的体积将缩小到其原来的 左右
。

盗洗室 内的液体排泄

物和污水则是一种含氮丰富的液体派生物
,

设计师将其以

的 比例稀释后让其流入 英寸深的沟 内
。

沟 内放置有
石头与植物

,

当液体流经时
,

石头和植物的根须以及其中的

微生物能过滤掉液体中的不洁成分
,

测试显示 这些经处理
后的液体的清洁度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

。

上述诸例表明
,

原则 已经在建筑设计中得到 了

运用
,

而且可以相信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它的运用将更

加普遍
。

第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
“

北京宪章
” 中指出 “

可持
续发展思想正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

· ·

一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是以新的观念对待 世纪建筑学的发展
,

这将带
来又一个新的建筑运动

。 ”
原则正是试图把可持续发展理

论与建筑创作相结合的尝试
,

这既是时代的需要
,

也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
。

它给建筑师的创作带来新的机遇与天地
,

同时

也是在新世纪向建筑师们提出的新要求
。

总之
,

原则将有助于我们在新世纪创造一个符合可

持续发展理论的美好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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