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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与测绘信息

城乡规划设计中的生态建筑研究

樊淑敏①

（兰陵县城市规划设计室，山东 临沂 277700）

摘要：在国家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号召下，在城乡规划设计中应融入生态建筑，并加深生态建筑在城乡规
划设计中的研究。基于此，本文结合生态建筑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作用，分析生态建筑在城乡规划设计中存
在的问题，从设计过程、设计理念等角度提出提高生态建筑建设质量的策略，以期提高城乡建设水平与城乡
居民的生活品质，为今后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的应用和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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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筑（ECO-build，ECO）是指将建筑本身

看作一个生态系统，通过合理设计和布局建筑内外空

间的物态元素，使建筑中的物质、能源在生态系统内

部有秩序地循环运转，营造生态平衡、低能耗的建筑

环境。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城市周边的生态环境受到

影响，不仅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建设，还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城乡规划设计

中，为建设生态城市，控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减小能

源消耗，提高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应落实生态

建筑的设计与建设，利用生态建筑引导和发挥城乡规

划的正向作用。

1 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的作用

建设生态建筑可以节约能源，使建筑低能耗运

行，同时由于其使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绿色型、环保

型材料，生态建筑的室内环境质量比传统建筑更好。

基于此，将生态建筑应用于城乡规划设计中有以下作

用：第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城乡规划设计

中，通常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资源分布情况和地理气

候环境进行设计，但最主要的设计目标是减小对周边

原有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基础上减小

能源的消耗，使城乡规划设计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生

态建筑就是将建筑本身作为生态系统的建筑类型，在

应用于城乡规划设计时，能使建筑与生态环境融合到

一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1]。第二，为城乡居民

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建筑的价值在于为住户

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生态建筑本身能耗小，产生的

污染也较少，并且建筑材料的选择更为绿色、环保，

将其应用于城乡规划设计中，能为居民提供一个健康

的生活环境，使居民的生活更加舒适。

2 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存在的问题

虽然生态建筑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应用具有积极

作用，但受生态建筑建设质量、设计瓶颈、设计理念

等因素影响，在实际的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的

应用仍存在一些问题。从生态建筑在城乡规划设计的

应用范围看，受当前政策和国情的影响，各地区的

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使各地区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理解程度不同，同时对生态建筑

的优势不够了解。生态建筑的建设成本比传统建筑的

建设成本更高，对施工技术有一定的要求，导致生态

建筑在各地区建设时公众认可程度不同，无法在城乡

规划设计中全面覆盖[2]。从生态建筑在城乡规划设计

的应用程度看，由于各地区的资源分配不同，大型城

市的资源普遍多于乡镇，在城乡规划设计中，这种资

源的失衡导致生态建筑在建设时达不到预期的质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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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某些城乡规

划设计未结合地区的具体情况开展，在设计过程中主

要依据设计人员的想法和理念进行设计，这种未结合

实际的设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被浪费，致使

生态建筑的建设质量较差。第二，施工人员未对生

态建筑的建设有清晰的认知，导致在生态建筑的施

工环节，很多建筑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没有实

现资源合理利用的目的。第三，城市化的加速建设

使城市逐渐向乡镇蔓延，在乡镇拆迁过程中，若未

进行合理规划，将导致生态建筑的建设难以达到最 

佳效果[3]。

3 提升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质量的策略

3.1 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协调生态设计过程

建筑的设计本身是为服务人们生活，因此，在设

计时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城乡规划的

要求，使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以人为本的

理念要求城乡规划设计中应更多考虑居民的身心感

受，结合当前人们对住宅和生活环境的需求，应设计

内部环境舒适、外部环境优美的生态建筑，从而丰富

人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在城乡规划中，生态环境建

设是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应用生态建

筑可以提升生态环境建设质量，使城乡规划更为科

学、合理。基于此，应协调生态设计过程，使生态建

筑融入城乡规划设计，有关部门应明确城乡规划设计

与生态建筑之间的关系，结合当地规划需求和地理特

征等设计重点，建立完备的城乡规划设计制度，同时

制定生态建筑在其中的应用方法和规范，为后续的城

乡规划设计和生态建筑的应用提供参考[4]。此外，由于

生态建筑涉及知识面较广，为保证设计质量，在城乡

规划和生态建筑设计中，除设计人员外，还应聘请此

方面的专家或研究人员，进一步提高生态建筑设计系

统的完整性，使生态设计过程更为科学、合理。

3.2 分析传统设计经验，创新生态发展理念

城乡规划设计的目标是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

的发展服务，同时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传统的设计理念更多考虑整体发展，但受技术和能力

等因素限制，很多设计方案难以得到落实，而生态建

筑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人与自然与资源之间的

失调问题，虽然其应用给城乡规划设计带来挑战，但

也为城乡规划发展提供契机。因此，在城乡规划设计

中，应在传统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增添生态建筑的理

念，创新生态发展理念，利用生态建筑的应用弥补以

往城乡规划设计中的不足；在此过程中，设计人员应

结合以往的设计经验，利用互联网学习新的设计观念

和设计方法，了解人们对生态建筑的需求和期望，在

原有设计的基础上提高设计水平，使生态建筑能切实

应用于城乡规划设计[5]。从城乡规划生态设计的发展历

程看，虽然目前生态建筑的设计与应用尚不成熟，但

通过对当前生态建筑设计案例的整理和分析，仍然能

获取一些经验和教训，设计人员可利用此类案例，总

结城乡规划设计中应用生态建筑的经验，进一步完善

生态发展理念，同时结合生态建筑设计失败案例的教

训，分析设计失败的原因，反思自身的设计经验和理

念是否存在问题，并在反思的过程中优化自身设计理

念。此外，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的应用和建

设不仅需要考虑建筑本身的质量，还应结合当地的具

体地理、气候条件，重视建筑的选址问题，保证城乡

规划中生态建筑的设计符合地区规划要求，为区域发

展提供助力。

3.3 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建设生态高技建筑

为保证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的舒适性，建筑

应通风良好、光照充足，从设计角度看，通风问题可

利用设备完成，但光照需从具体的设计图纸入手，考

虑到生态建筑注重资源节约，在实际设计中，应尽量

利用自然条件保证通风和光照的良好效果。因此，

在城乡规划设计中，应用生态建筑时需提高对自然条

件的利用率，从生态建筑的平面设计和立面设计入

手，通过合理规划建筑设计，发挥自然条件对建筑舒

适度的积极作用，使居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基于

此，可建设生态高技建筑，利用当前各种高新技术提

高生态建筑的建设质量，为生态建筑的发展提供技术

支持。生态高技建筑主张重视建筑微气候，在设计中

应满足以下原则：第一，居民对建筑舒适度的感知主

要取决于建筑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如果建筑内的温度

和湿度不符合人体需求，将影响居民的生活感受。因

此，生态高技建筑设计的首要原则是保证建筑内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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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湿度符合人体舒适度要求[6]。第二，建筑采光主要

是利用自然光源和室内照明设备，考虑到能源节约和

成本节约问题，应尽量使用自然光源，在设计中应考

虑相邻建筑间隔和建筑布局设计，保证建筑内部采光

的良好。同时，应在保证建筑保暖性的前提下，注意

其通风情况，减小中央空调的使用率，进一步降低能

耗。第三，生态高技建筑的设计涉及多方面知识，设

计时应结合实际情况，确保设计方案的合理性，经过

专业人士的多次审核再投入使用，以此提高生态高技

建筑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应用质量。

3.4 有效运用新型能源，实现资源节约构想

目前的生态建筑设计无法完全不消耗能源，只能

减小能源的消耗，应结合城乡规划设计中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目标，有效运用新型能源，贯彻落实环保理

念。目前在生态建筑中常用的新型能源有太阳能、风

能、地热能等，利用新型能源可以实现资源节约的目

的，其应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太阳能热

水。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已有广泛的应用，其

可以有效减小电能和煤炭的消耗。在太阳能的使用

中，可在生态建筑的楼顶安装集热板，结合建筑的地

理位置测算最佳屋倾角，利用集热板收集太阳能，并

将收集到的太阳能用于楼内的热水供应。同时，考虑

到建筑的美观性设计，可对集热板进行二次改造，

使其外形更加美观，以此提高建筑整体的外观观赏 

度[7]。第二，地下水空调。我国幅员辽阔，部分地区

的地下均蕴藏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如果生态建筑所处

地区的地下水资源丰富，在进行城乡规划设计时，可

有效利用地下水资源，将地下水作为主要的换热介

质，实现地下水空调的设计。该设计不仅能节省电

能，还能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达到生态保护的 

目标。

3.5 应用绿色建筑材料，提高环境保护质量

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生态建筑的建设应使用绿色

建筑材料，可利用建筑材料使建筑更绿色、环保。同

时，绿色建筑材料在使用时不易产生污染物，可以提

高生态建筑周边环境的质量。为妥善使用绿色建筑材

料，应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在建设生态建筑时，由

于部分城乡规划设计在老城区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导

致很多生态建筑的建设位置在居民区，而施工会影响

周边居民的生活、休息。因此，在城乡规划设计时，

应安排设计人员对建筑周边情况进行调查，在满足居

民生活需求的前提下优化生态建筑设计方案。第二，

在应用绿色建筑材料时，应对施工流程进行控制，使

绿色材料的使用符合规范，减小建筑材料的浪费，进

一步提高材料利用率[8]。第三，注重对绿色建筑材料

的安全性检查，使建筑材料兼具安全性和环保性。例

如，在建筑保温方面可采用新型保温隔热材料，在保

证材料环保的前提下，选择质量更好的建材。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建筑是当前城乡规划设计中的主

流，在设计过程中应结合生态建筑的理念和方法，进

一步优化城乡规划设计体系，使其与生态理念相融

合，同时结合传统的设计经验，创新生态化的城乡规

划设计理念。在规划生态建筑的过程中，应合理利用

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辅以新能源的运用，使用绿色

建筑材料，建设环境生态、资源节约的生态高技建

筑。应进一步提升城乡规划的生态化设计质量，构建

生态、建筑、环境高度协调的城乡规划模式，使生态

建筑发挥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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