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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build-
ing came into being. How to improve the gree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a problem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building theory, 
expounds its importance in today's society. Start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theory, 
it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building theor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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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建筑业的不断发展,生态建筑理论也应运而生。如何提高建筑的绿色化、生态化，是
建筑工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本文通过介绍生态建筑理论的概念，阐述其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性，从
生态建筑理论的特征入手，对生态建筑理论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进行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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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在急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环

境、资源、生态等方面造成伤害，如果不对这些问题

予以正确的关注，就会对我国经济体系和发展脚步产

生诸多消极影响。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生态建

筑理论在建筑中的实际应用也逐渐成为主流，如何秉

持生态、环保的理念设计、建造建筑工程，是建筑行

业接下来主要关注的问题。 

2 生态建筑理论的概念及重要性 

2.1 生态建筑理论的概念 

生态建筑理论是德国学着海格尔在 1869年提出的，

他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作为基础，对资源的可再生

和不可再生进行分析。生态建筑了理论发展到现在，

本质上就是将环保理念深入到建筑工程中去，使建筑

和所处环境之间进行有机结合。在建筑工程设计、建

造过程中，不可再生资源被过度消耗，这对人文环境

的伤害是巨大的，如何使建筑工程在减少损害资源环

境的前提下顺利完成，是生态建筑理论的本质。 
生态建筑的概念定义极其广泛，总的来说，就是

将生态原理和建筑学理论共同结合到建筑设计中，合

理运用建筑技术和科技手段，使建筑和环境有的融为

一体，使建筑不光能够满足人类的居住需求，也能为

人们提供舒适环境。生态建筑理论可以优化室内华景

并且提高居住品质，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生态建筑理论不仅仅能保证

建筑的形象和风格，更主要的是强调了设计思想和技

术。生态建筑理论最核心的思想内涵就是绿色环保，

降低能源消耗，保证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 

2.2 生态建筑理论的重要性 

根据建筑学领域的专家所做统计，随着全世界范

围内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建筑工程所造成的自然资

源的消耗占整体消耗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多数建筑

工程的相关用地对周围环境和资源造成了不可逆转的

影响。如何将生态建筑理论和传统的建筑工程相融合，

已经成为了全球人民关注的热点。 
生态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基调，各种

社会问题凸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

活，同时对各行各业的发展产生了阻碍，如何将生态

理念和各行各业的发展进行有机融合，是当今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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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中之重。建筑行业作为国家经济体系中的领头

行业，在建筑工程的设计中，应当把生态理念与之结

合，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 
生态建筑同传统建筑之间有很大不同，生态建筑

的特征更为鲜明。生态建筑，顾名思义，建筑以生态

为前提，通过对周围自然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防

止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生态建筑理论和建筑工程相

融合，可以让居民和自然的关系更为紧密，居住环境

更天然、舒适，更为重要的是其特有的环保性。生态

建筑理论已经成为我国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主要理

念，实现这种建筑类型对我国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有

重大意义。 

3 生态建筑理论的特征 

3.1 以人为中心，以自然为本 

生态建筑理论的基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建筑工程的本质是满足人们对于生产、生活的需要，

而生态建筑就是将建筑工程再次升华，使建筑工程不

光满足人类需求，也能具有环保意义。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观战略下，生态建筑理论将保

护身心健康和爱护自然环境进行融合，建筑工程将自

然资源最大化利用，保护自然资源中的不可再生资源。

然而，生态建筑理论中“以人为中心”并不是将人作

为主要受益对象，对自然资源进行损耗、提取，对不

可再生资源随意使用。相反，以人为中心的本质是以

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满足当代人类需要、保证后人

发展为首要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保证生

态建筑的顺利完成。 

3.2 明显的地域特征 

生态建筑理论的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域性特

征明显，这里的地域性特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物质

领域，二是人文精神领域。 
生态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实体，从生态建筑理论的

本质来看，将人与自然进行和谐统一是其目的所在，

基于此，生态建筑必定满足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貌等

自然因素的制约条件，与物质领域相适应，为人类提

供恰当的生产环境。 
精神文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重要前提，而生

态建筑在设计理念上一定要与当地的历史、人文要素

特征相适应。 

3.3 经济、社会、自然三者结合 

生态建筑理论可以减少开发成本，从大自然进行

取材，帮助缓解建筑开发商经济压力，同时，生态建

筑的地域特性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摩、居住，

从自然取材，造福于社会。生态建筑的本质就是经济、

社会、自然三者的有机结合。 

3.4 能耗降低 

生态建筑理论可以帮助建筑在建造过程中，减少

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在居住过程中，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损害。生态建筑可以给人们带来更舒适的居住体验，

建筑本身也更加节能。生态建筑理论将建筑工程中的

能耗降低，保证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行。 

4 生态建筑理论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4.1 不同自然环境与建筑相融合 

生态建筑理论的地域性特色，可以帮助建筑工程

和周围环境相融合，通过不同的设计理念，有效利用

自然资源，减少对原生态资源的破坏。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对建筑布局、房间朝向、地形地貌的影响。一是

将建筑融入环境，让人们可以在建筑中享受自然环境，

二是将自然引入建筑，让建筑和自然有机结合，实践

生态建筑理论。 

4.2 高效利用能源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强调环保的同时，也要

在周围自然环境中找到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使其发

挥强有力的辅助作用，如：沿海城市的建筑，可以利

用潮汐能、太阳能、风能，设计师可以在房屋顶端安

装风车和太阳能电池板，让使用者可以高效利用从自

然中获取的能源。 
在生态建筑理论和建筑工程的结合上，节能理念

也要充分落实，各种节能技术都应该应用到设计方案

中，比如将电能换成太阳能，将房屋的外墙、屋顶中

添加太阳能板，同时也可以在墙内添加材料，增加其

保温性能，达到房屋内部冬暖夏凉的效果。这样既能

减少例如北方的煤炭、天然气等矿石能源的消耗，也

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4.3 通风环境设计 

对于居住建筑来说，通风是其设计过程中必须重

点考量的因素，居住建筑首先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才能保证空气流通，人们才能够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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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居住建筑的通风设计与生态建筑理论相融合，

可以把建筑内部设计为南北通透，形成空气对流，加

速空气流通，保证居住建筑的通风环境。在选址方面，

在设计中应当勘察合理的风向位置，有效利用当地主

导风向，保证通风环境的舒适成都。对通风环境进行

模拟时，要考虑居住建筑的遮挡作用，避免因其自身

的构造对风速产生影响，但也要注意设计建筑布局，

防止形成风口，遇到寒流之后风速过快，不适合人居

住。 

4.4 减少热岛现象 

热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区域内人口流量

过大，进而影响气流的流动。热岛现象严重影响人们

的生活，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设计人员可以在

居住环境中建设风景园林，种植大量植物，也可以建

造人工喷泉或者人工湖等水环境，美化居住环境的同

时，也能减少热岛现象。也可以结合当前国内最新第

四代生态居住建筑理论，打造空中花园，形成“垂直

别墅”。通过绿植的种植，一方面回归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有效降低热岛现象的发生

几率。绿植在生长过程中，可能起到美化环境、净化

空气的作用，提升人的居住品质，使居住环境不局限

于一种形式。 

4.5 生态建筑理论应用时应注意的因素 

在生态建筑理论设计时，要注重建筑与周边环境

的协调性，一方面要强化建筑与环境的相得益彰，另

一方面还要促进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既要注

意居住的质量，也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强化与自

然的平衡。 
传统的建筑业存在着明显的高污染、高损耗等问

题，生态建筑理论包括了多个学科领域内始终贯穿生

态学理论，有效的达到生态建筑理论的运用。同时，

可持续性生态建筑的建设应当依法完成，建筑物应当

受到法律的保护。 

生态化建筑就是要为人们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舒适健康的生存空间，在建筑设计中生态建筑

理论的运用显然要周到、细致的考虑到人文环境的影

响，生态化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当把风土人情、地域文

化以及人们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更好的

融入进去，使建筑在生态建筑理论中更好的反应出当

地的风俗文化和地域特色。 
经济基础是所有上层建筑的基础。建筑设计中要

完全的高效应用生态建筑理论，经济水平占据很大一

部分。针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采取最优

方案，可以就地取材进行设计，经济水平的滞后对于

生态建筑的实现起着直接决定的作用。 

5 结论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能源恶化问题，生态建筑

的发展是必然的，生态理念使我们都应该提倡额。生

态建筑的发展不仅仅需要政府的支持，投资方的配合，

专业人士的合作。作为一个新兴的建筑形式，还需要

不断地积累经验、创造研究技术体系并用于实践，将

生态建筑理论变为现实。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大力

普及和发扬生态建筑理论，使大众有健康的生态建筑

理论思想，实现人类社会、建筑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和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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