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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对传钝建筑与技求进行再认识，认为更新、发展适应气供的 

传钝建 筑 与技术是 全球化 起 势下解 决地城 性 问题的有 效方 法 ，通过 分 析提 出在 中 国西部 

发展 过程 中更 新、发展传 统技 术有利 于创造 出西部特 色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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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下对传统技术的再认识 

1．1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环境 

当新世纪来临的时候，人们在惊叹20世纪取得的伟大进步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气候异常的厄 

尔尼诺现象、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人类的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环境问题 

再次成为举世一目的焦点。]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开发世界委员会报告“人类共同的未来 中提出： 

“所谓可持续性的开发，是指在不损害将来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能够满足现在需要的开 

发 ，强调发展的长期性，而创造“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生存及其发展的环境”是可 

持续发展对建筑的要求。在当前西部建设进程中，由于西部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环境容量极为有 

限，如何保护和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实现西部可持续发展对建筑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些基于生态学原理的建筑理论、方法和实践，诸如生态建筑、绿色建筑、 

节能建筑等，尝试建立“建筑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最优配置。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传统建筑 

和技术在新理论体系下的价值及其应用。 

l_2 传统技术的再认识 

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如何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而对传统抱有偏见 但是当 

我们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来剖析传统建筑与技术，不难发现传统建筑的许多方面就体现了可持 

续发展的精神。任何事物的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传统技术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人们在适应环 

境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形成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改变，某些技术变得不合时宜，但不能以偏代全，全盘 

否定传统技术的合理性。从科学观点来看，传统建筑技术所依据的往往是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可持 

续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与历史割裂，而是历史在当代的延续和再认识。现在许多建筑由于片面依靠设 

备技术，不仅增加能量和资源的消耗，且造成室内环境质量差而成为“病态建筑一，使自由呼吸新鲜 

空气成为现代人的渴望。 

相对于现代建筑，传统建筑和技术的出发点是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追求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统一，因而传统建筑技术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实质——环境意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充分利用气候环境因素——尽可能利用气候条件进行自然采光和通风。倒如在干热气候地区 

的中东古城中随处可见的庭院式住宅，由于街道狭窄、庭院空间的高度大且外墙上不开窗，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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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称为“风口”的简单装置以获得风力达到降温效 

果。面向西北主导风向的风口(图 1)是位于屋面上带有 

45。斜顶的突出开口，它将风通过风道引入地下室的“午休 

室”，风压以及进入室 内后与永不见天 日的界墙接触而冷 

却的对流空气迫使空气下降；而在风井内的陶质水罐由 

于冷气流与蒸发作用而冷却，使进入房间的空气湿度有 

所提高；水罐中的水在滴至多孔碳层时还可进一步蒸发 

散热．蒸发需要的潜热来自水分和空气从而使之冷却。整 

个风口装置简单易行，运用的都是常见材料，但却处处可 

见热工原理的利用。同样的效果．使用机械设备不仅程序 

繁琐，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能源。相比之下，传统 

技术并非没有优势可寻。 

我们现在的迫切工作不应再拘泥于 

讨论传统建筑技术存在的必要性，而应关 

注如何进一步更新和发展传统建筑中合 

理的内核，使之与当代的先进技术相适 

应，从而发挥新的作用。印度建筑师柯利 

亚设计的圣雄甘地纪念馆(图 2)就是充 

分运用了传统建筑技术的特点，实现了传 

统与现代的良好结合；P·弗雷姆与 R· 

艾迪生设计的朗朗剧院(图 3)吸收了传 

统建筑的形式和材料，为当地村民和城市 

观众创造了一个倍受欢迎的环境；又如弗 

罗伦多家庭别墅(图 4)、谭(译音)宅(图 

5)等作品都体现了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 

的完美结合。而近期清华大学设计中心楼 

(图 6)的设计实践中也提出了诸如 

缓冲层策略、利用自然能源策略等 

设计策略，设计了热缓冲中庭【边 

庭)、防晒墙和架空屋顶 

2 全球化趋势与建筑的 

地域特征 

二十世纪是人类全面飞速发 

展的时代，工业经济被知识经济取 

而代之，在垒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 

势日益明显的同时，各国的特色文 

化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建筑作为 

图 1 中东地区住房标准“风口” 

圈2 圣雄甘地纪念馆(印度) 

3 期朋尉院(巴布亚新几内亚) 

文化的一种载体方式，同样面临着如何保持地方特色、体现地域特征的问题。由于现代建筑的发展， 

人们过分依赖设备系统和其他方式，城市的建筑特色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趋同。“技术和生产方式 

的全球化愈来愈使任何传统的地域空间相分离，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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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趋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 

到扼杀。如何追寻在过去的岁月里成 

为人们所珍爱的城镇之魂?”这是国际 

建协第 20届大会在“北京宪章”中提 

出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人们深思的 

问题。 

虽然人们对建筑有很 多的理解 ， 

诸如“建筑是空间”、”建筑是凝固的音 

乐”，但建筑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人 

们遮风避雨的地方，总是置身于特定 

的环境与之发生联系而无法脱离于环 

境。环境是建筑的天然标志，不可或 

缺。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 

环境 而综观历史，除了地理条件之 

外，气候是自然环境中唯一最具有地 

方特征的因素。社会、经济、政治以及 

人们的视觉品位都在变化，但气候条 

件几乎投有大的改变。因此，注重气 

候的建筑更能适应它的环境和文脉。 

柯利亚关于气候在设计中所起的作 

用曾经有一段论述：“在深层结构层 

次上，气候条件决定了文化和它的表 

达方式，它的习俗，它的礼仪。在本源 

的意义上，气候乃是神话之源。因此， 

在印度和墨西哥文化中，开敞空间的 

玄学属性乃是随着它们所依赖的炎 

热气候。”由此可见，气候不只是影响 

建筑的一个自然因素，还与文化息息 

匿 4 弗罗伦多家庭别墅(菲律宾) 

相关，柯利亚甚至提出 r“形式追随气候 的口号。 

但是到了现代，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机械化设备 

的大量使用，设计过程中气候因素被忽略，建筑师 

把采光、通风、It照、西晒等同题都丢给了设备工程 

师来处理，不仅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也使建筑 

脱离气候环境，缺乏地域特性，建筑就象是没有根 

的大树被到处移植。如何体现建筑的地域特征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人们仍然可以从适应气候的传统建 

筑之中获得有益的启发。 

图 5 谭宅(印度尼西亚) 

3 中国西部地区研究更新传统技术的意义 

图 6 清华大学设计中心楼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56 ，人口占 

人口的 23 ，行政区域包括西北、西南地区十个省区市及新握建设兵团。但西部地区大多地 

边穷地区，地理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薄弱， 农牧业为主，人13整体素质不高。随着 

http://www.cqvip.com


36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第23卷 

放的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提上了议事日程，1999年 l1月党中央明确提出“国家要实蓝西部大 

开发战略”。 

伴随经济建设重心向西部的转移，必将在该地区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如何在促进经济 

发展的同时，合理开发西部、改善生态环境，这是每一位建筑师必须面临的问题。需要特别重视的是 

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不能重蹈东部早期建设中的爱辙，使传统建筑的精华消失在隆隆的推土机声 

中。 

气候的差异导致了太阳辐射、温度、湿度、风、降雨量、降雪量等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建筑的形成 

与发展。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复杂，气候类型非常丰富，涵盖了寒带、温带、干燥地带和热带四个 

主要的气候类型，人们在适应气候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传统建筑风格，既有陕北高原的 

窑洞建筑、草原的帐篷建筑、西双版纳的傣家竹楼，又有以气势恢宏的布达拉宫为代表的藏式建筑， 

许多传统建筑非常有特色，是西部地区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虽然传统建筑的某些形式或功能与人 

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相冲突，但还是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4 西部地区适应气候的传统技术更新 

传统建筑与人类的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面临着时代的挑战 传统建筑与技术产生于生产力低下 

的自然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对建筑提出了更高、更多、更新的要求，原有的形式和技 

术需要不停的更新、发展。发展适应气候的传统建筑作为一个发展方向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引 

入建筑，走适应和利用场所气候因素的道路，通过技术手段和设计手段结合来达到实现人居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一望无垠的草原，白雪皑皑的雪山，风光绮丽的热带雨林⋯⋯这都是大自然赋予 

西部的特色环境，对该地区传统建筑的改革应本着结合气候的原则，从环境布局、空间建构及细部 

构造等多方面人手，从而创造出体现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建筑。下面就结合两个实例分析西部传 

统建筑技术的革新问题。 

4．1 “天青花园”住宅节能示范小区——夏热冬冷地区 

重庆晨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高湿、冬季阴冷潮湿，是典型的夏热冬冷地区，气候条件恶 

劣。加上重庆地形复杂，山地居多，因此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占天不占地”、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参差 

错落的山城建筑——干栏式建筑形式，并产生了“顺、爬、靠、跨、台、错、连、吊、拖、校、穿、挑”等一系 

列与地形相结合的处理手法。但是传统民居多为一至两层，内部功能简单，无法适应现代建筑大规 

模建设的需要，尤其重庆地少人多，建筑密度大，气候对建筑的搀工要求高，建筑师一直在探求问题 

解决的方法。 

近期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节能示范工程一一重庆北碚“天奇花园”住宅小区，重庆建筑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们在设计过程中针对重庆地区夏热冬冷的气候特点，并结合西部地区经济发 

展的现实状况，采用适应气候的节能设计原则，吸取了传统建筑的优点并加以改进，使用适宜的节 

能技术t最大限度利用天然可再生能源，从而达到比原有建筑节能50 的要求。因此，该小区采取 

以“夏季自然通风+间歇式通风和冬季保暖 为主的被动式设计策略。冬季的节能措蓝包括采用适 

宜的建筑体形系数和窗墙面积比、以240Inrn厚KP--l页岩空心砖作为墙体主要材料、使用单框 

双玻的节能型塑钢窗等，而夏季节能措施则可划分为两大系统：通风系统和立体绿化系统。 

4．1．1 通风系统 

首先，在设计与基地的通风和热环境密切相关、决定建筑朝向的建筑总体布局时，选择适应气 

候的总体布局方式，疏导基地和建筑群体通风。重庆地区常年和夏季主导风向为北偏西 15。，为减 

少夏季空调运行时间和春、秋季不使用空调时达到舒适的室内热环境，小区规划中利用树木的位置 

和建筑的布置引导组织自然通风。在群体空间布局上采用前后错列、斜列、前短后长、前琉后密等方 

式以疏导通风气流。利用底层架空900 mⅢ的做法增强后排住宅的通风，同时具备了干栏式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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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潮功能。 

其次．在单体空间建构与节能设计时，借鉴传统建筑的通风系统。南北向房闻的门窗均相互对 

应，避免气流的转折和缩颈，保证水平通风的通畅和均匀。在垂直通风方面，利用空气的风压和热压 

作用，借鉴传统风塔原理，通过楼梯闻和通风竖井组织气流 另外，加大阳台的空间尺度．通过 敞” 

的传统方式．有利于房间的遮荫、通风和散热。 

4．1．2 立体绿化系统 

天奇花园立体绿化系统包括：地面绿化、屋顶绿化、西墙绿化、阳台绿化四个方面，通过增加绿 

化种植面积，有效调节环境温度。以西墙绿化为例．在西墙上设计了由柱子和圈梁组成的构架．并设 

置种植槽和集中喷灌系统，在绿化和墙面之间形成约 300 mm宽的间层。在夏天．当植物垂吊在构 

架上时。构架与墙面之间的间层就形成良好的通风并，从而加强西墙散热性能，避免直接种植的弊 

端(图 7)。 

综观整个设计，尽管运用的都是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手法．但由于有机地结合了现代的材料技术 

促成了其独有的风格。也正因为设计过程中考虑了 

气侯环境的因素，从而具有了地方特色。其独创的 

“阳光间 夏季利用藤蔓遮荫，冬季植物凋零又可保 

证充足的阳光．改变了通常住宅室内空间单调的弊 

病，体现了现代建筑室内空闻变化丰富的特点 

4．2 延安謇园绿色住区——特定地域环境 

陕西东西窄，南北长，形成了三个自然条件明显 

不同的区域，即关中平原、陕南多山区和陕北黄土高 

原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区民居在建筑布局、空 

间处理、建筑造型上各有特色。以陕北的窑漏建筑为 

例，它犹如在黄土中生长出来一样，与自然融为一 

体．可称之为中国的生土建筑。这里黄土土质好，土 

壤细而多孔，能保持湿度。易于挖掘，厚厚的土层能 

隔热保暖。室内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加上当地气候 

干燥．降雨量少，木材紧缺等原因，因此当地村镇居 

民利用山坡、沟壑靠崖沿沟挖掘窑洞民居，或就地取 

材砌筑独立式砖石拱窑。研究表明，窑洞建筑具有微 

气候稳定；防风防暴；隔声好；安静；有利于生态平衡 

及保护原有自然风景等优点 

圈 7 重庆天奇花回住宅小区立体绿化示意图 

但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传统的窑洞建 

筑诸如 自然采光和通风条件差、排水不畅、多雨季节泥土松软易塌陷等缺点，延安枣园绿色住区示 

范点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造和更新。在规划中提出了满足现代生活、符合绿色建 

筑原则的新型窑居的基本模式，其具体措施有：综合利用坡地，节约用地，区分生活和生产庭院；采 

取建筑构造措施，利用地沟通风解决窑居建筑内部的自然通风空调需求，并净化了室内空气质量； 

利用窑居建筑后部错层。解决后部采光、通风、防潮湿问题；室内功能分区明确，丰富了窑居建筑的 

空间，从而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使窑洞这一古老建筑具有了现代品质，得以再生。 

西部建筑类型异常丰富，传统建筑与技术的革新任重而道远 在此只是抛砖引玉．介绍其中两 

个实例。此外，云南昆明太阳能的利用、山地建筑对地热能的利用．以及新疆葡萄干晾晒房的改进 

等，都是从当地的气候环境出发．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能源．在不提高或少提高建筑能耗的前提下 

改善建筑的热工环境，使之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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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西部传统建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是从此销声匿迹还是再次焕发出旺盛 

的生命力，是完全被同化还是况仅固守原有的模式，这是每个有责任感的建筑师必须做出回答的问 

题。更新、发展基于地理环境之上，与当地气候相适应、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与技术决不能只是 

停留在口头之上，需要我们付诸于行动，为创造出富有西部地方特色的建筑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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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 e Devel opment and Study Oil Traditional Technol ogy 

ZHOU Hong—yan， ZHOU Tie—jun 

(F~cuh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t Chongqing 400045t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alls for further study o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view 

poi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newing and developir~g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fitting in with climat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regional problem in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It will 

also be useful for the creation of west China’s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Keywords：fitting in with climate；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technolog y renev~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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