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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思想在住区设计中的体现 

齐丽艳 ， 周铁军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通过对居住区建设中居住环境的健康性和社会环境的健康性两方面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建设健康 

住 区应关注的要点，即：影响室内外环境健康性 因素 、自然环境的亲和性、健康环境的保护、社 会环境的 

健康性及居住 者心理等，进而提 出融入健康设计思想的居住建筑是未来住宅发展 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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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ment of Health in the Residence Design 

QI li—yan，ZHOU Tie—ju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ealth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 dur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a residenc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that should be noticed，then puts forward the points of view 

that healthy residence is a developing tendency of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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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 

好的适应力。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原来定 

义的基础上扩展了健康的范畴，将“道德健康”纳入其 

中，强调一个人不仅应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且要对他 

人的健康负责，道德观念和行为应合乎社会规范，不应 

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上述表述中 

可以看出只有满足生理、心理、道德和社会适应四个层 

次的健康，才算是完全的健康。对健康广义的理解，使 

得健康住宅的理念也得到了发展，从过去重点关注居 

住环境的健康性拓宽至对社会环境健康性的关注。 

致力于全面提高住区环境建设质量水平的需要， 

仅仅用“绿色”、“环保”、“生态”、“节能”等概念来表 

达住区环境建设应当达到的和可能达到的质量水平， 

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只有融入健康设计思想的居住建 

筑才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因此，本文拟从住区居住环 

境健康性和社会环境健康性两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1 居住环境的健康性 

居住环境的健康性涉及到室内外影响健康、安全 

和舒适的各项因素。这些因素中，一方面是与居室相 

关的物理量值，如温度、湿度、通风换气、噪音、光和空 

气质量等等；另一方面是心理量值，如平面空间布局、 

私密保护、视野景观、感官色彩、材料选择等。除上述 

因素外，自然环境的亲和性和健康环境的保护也是维 

持居住环境健康性的必要条件。 

1．1 影响住宅室内外环境健康性的因素 

健康的居住环境要求室外环境的日照、自然风与 

水源充足、植被保护合理、无噪音污染、并有防灾救灾、 

增进人际交往的条件、无障碍设计等。室内环境则要 

求在满足居住空间标准的基础上，达到采光充分，良好 

的私密性，内部空间灵活，节省建材，合理提高住宅的 

热舒适度、光舒适度和声舒适度；在功能上要求公私分 

区、动静分区；并对住宅的可修改性和水、暖、电等设备 

的管道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 

除满足上述各项要求外，健康住宅还特别强调室 

内环境的空气质量，要求在设计中做好通风换气，提高 

自然通风效率。如何能够使室内达到良好的通风效果 

呢?首先应在规划和建筑布局上注意针对当地气候条 

件，有效组织和疏导气流，保证良好的风源。其次在单 

体空间上，窗的开启方式有利于向房间导入室外风，保 

证常开的房门、户门、外窗、专用通风口等直接或间接 

地向室外顺畅地排风。如位于重庆北碚的天奇花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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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规划和建筑设计上，着力于适应嘉陵江和用地周 

边森林禁伐区形成的局地气候，利用局部气流，从营造 

良好的小区微气候、小环境着手，疏导基地和建筑群体 

通风。小区内的群体空间布局，采用南北间距宽阔，东 

西间距紧凑，前后错列、斜列，前短后长、前疏后密等方 

式疏导气流，形成东西畅通的气流走廊，在单体设计 

上，南北向房间门窗互相对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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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楼梯间和通风竖井组织气流，满足 1．5次／h换气 

量的要求。又如健康住宅建设试点工程重庆阳光华庭 

(三期)采用基于流体力学的模拟计算软件，对住区风 

环境进行模拟计算，提供可视化的模拟结果，也取得了 

良好效果，提高了设计的科学性。 

健康住宅要求控制使用含有有害物质的建筑材 

料，避免放射性污染物氡，化学污染物甲醛、氨苯、苯氯 

乙烯等的污染。其中室内装饰材料要求更高，绿色观 

念更强。同时，对噪声、粉尘、辐射的控制更加严格。 

北京奥林匹克花园(一期)采用挤塑聚苯乙烯板，北京 

金地格林小镇采用重密度玻璃棉作为楼面的垫层，减 

少了户与户之间的噪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2 自然环境的亲和性 

创造条件让人们接近自然、亲和自然是健康住宅 

的重要任务。对自然的亲和，要求在设计建设时尽可 

能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尊重地形地貌、树木植 

被、河流水源，扩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对自然的情 

感。绿化是创造优良社区生活环境的重要条件，在居 

住环境中，广植花木不仅可以怡情养性，还可以促进土 

壤生物活化。绿色植被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改善小气 

候，降低温度。为此应鼓励绿化，提倡大量种植阔叶乔 

木和小乔木、针叶木等，增加立体绿化和植物立体配 

置，发展阳台、屋顶绿化，保持人和自然的高接触性。 

除此还应在规划中增加土壤面积，增加透水铺面和雨 

水截留设计，保证基地有良好的渗透性和保水性能，能 

够保留和收集雨水。 

1．3 健康环境的保护 

住区的环境保护包含住区内视觉环境的保护、污 

水中水的处理、垃圾的收集处理和环境卫生等方面。 

住区视觉环境的保护，主要是指小区不仅要卫生、 

清洁、美观，而且在景观和色彩上要明亮、整齐与协调， 

既具有住区的个性和感染力，又兼备文化性和传统性。 

对污水和中水的处理，要合理规划水环境，提供安 

全卫生的水供应系统和处理再利用系统，优化水资源 

结构，节约用水。在环境方面，尽量减少废水、废气、固 

定废物的排放，实行废物管理，作好垃圾的分类和袋装 

化工作，回收废物中可以利用的材料，并采用技术实现 

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使其得到再生利用。 

2 社会环境的健康性 

社会环境的健康性包括住区社会功能、住区心理 

环境、公共卫生体系、文化养育体系、保健体系、健康保 

险体系、业主健康行动、健康物业管理等方面。对健康 

住宅来讲，住区除了提供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外，还应 

为居住者提供如下的社会功能：(1)提供物质上和精 

神上的互助；(2)提供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交流；(3)提 

供行为上和道德上的约束；(4)提供闲暇的消遣和健 

身保健等设施。 

2．1 创造个性化的住区 

个性化的住区具有能够令人愉悦的色彩，享有恬 

适的自然环境，能够减轻围合空间的压抑，尊重人们对 

交往空间的要求，确保个人空问的隐私。具有预防犯 

罪的环境，日常安全的环境和体育健身的环境。因此， 

规划设计应注重引入完善的康体保健设施，引导和培 

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倡导公众参与，为人们的交往创造 

机会。北京奥林匹克花园(一期)将体育设施融人景 

观设计，且均以社区居民的参与性、观赏性为主，强化 

交往空间，兼顾竞技比赛。在布置上，注重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的原则，即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集中布置， 

日常、简单的则在小区广泛分布。在体现奥林匹克文 

化精神和社区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可以起到活跃交流 

空间的重要作用。 

2．2 关注居住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现代城市快捷的生活节奏，残酷的竞争机制使人 

际关系变得冷漠，作为人们的栖息之所，独立单元房、 

高层住宅楼就像绝缘材料，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产 

生了不町忽视的负面效应。现代住宅引起的心理健康 

问题，应该从积极营造邻里交往的社会环境人手。在 

规划设计中采取如下的措施：(1)增强领域感。通过 

私有的、半私有的、半公共的和公共的领域的建立，既 

利于保障居住者的私密性，又利于加强邻里关系和提 

高防范性；(2)增强邻里交往，营造休息娱乐的空间， 

促使邻里关系由彼此熟悉面容_÷见面打招呼 彼此聊 

天一共同活动，建立起互助友爱的情意；(3)积极参加 

户外活动。通过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户外活动空间， 

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吸引居住者参加。 

2．3 关注住宅的安全设计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设计安全都是一个强制性 

的规定，建筑师在注重住宅时尚美观性的同时，应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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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客家民居的西式化反映了客家人较强的兼容 

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先进的结构与材料，使之适 

应原有的生活习惯，不淤泥于固有形式。但同时应看 

到这种西方建筑文化对民居的影响只是一种建筑形式 

对另一种建筑形式外观上的影响，是少数客家人自发 

引入的，没有官方的强迫性与带动性，也没有专业的设 

计师研究设计与推广西方化的传统民居，因此，尽管当 

时欧美的古典复兴与折衷主义的建筑已遍地生花，但 

在中国这一偏远的山区，很难具有某种风格的衣钵传 

授，更不会去大量普及。这种现象说明：只有当一种文 

化对另一种文化深入侵蚀，使得生活习惯产生本质的 

改变，才能全盘照搬这种民居形式，使得内部功能发生 

明显转换，但这是很难发生的。不过，梅州传统客家民 

居的这种西式化丰富了民居的外观形式，结构上也有 

一 定的进步，印证了西方建筑文化在近代对中国沿海 

山区传统民居的影响程度，并能为今天的传统民居研 

究提供更多的比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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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住宅设计的安全问题。 

住宅安全一般指室内的防灾、防意外事故及防范 

问题。住宅安全设计应从住宅可能发生的危险源人手 

去构建安全环境，如同今天已成功的进行了住宅节能 

设计，住宅无障碍设计一样，应将安全防范的技术及管 

理问题纳入住宅设计标准，使住宅安全设计体现出本 

质安全的含义，以最大限度提高居家安全度。目前北 

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已经开始现代高科技如多媒体安 

全防范及综合减灾物业管理系统，与小区安全设计相 

结合，以确保住宅安全的可靠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建筑师在进行建筑规划与设计时不能只偏重于空间的 

形态、形式、视觉等方面的研究，而应从人的健康角度 

去研究探索问题。健康住宅不是利用高新技术建成的 

建筑物，而是利用现有的对环境和健康有益的材料建 

成的，相信经过各行业人士的共同努力，健康住宅是可 

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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