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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护岸等生态设置最大限度地过滤雨水，再传输至湖内
（见图5）。这些生态设置提高了水体内部和周围环境
的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通过自然渗透形成良好
的雨水处理系统，既降低了雨水溢流进湖体的污染量、
有效减轻水体的污染情况，又具备良好的景观功能，起
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5  结语
基于低影响开发理念的静思湖滨水景观设计的目的

是通过构建完整的水环境管理链条，以达到恢复静思湖
原有的水文机制，恢复其自然生态修复能力，增强湖泊
的自净能力，对整个生态链产生最低负面影响。当前国
内对于LID的研究过多地关注城市的雨洪控制方面，对整
个滨水水环境管理方面尤其是校园滨水环境管理方面没
有形成一定的系统。但值得注意的是，低影响开发技术
理念的提出为校园滨水环境问题、滨水空间的合理开发
提供了一种新的开发思路与路径。本文以广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静思湖为研究设计对象，针对其原有的水质、
水岸环境问题，引入LID技术，试图将低影响开发作为一
种生态水处理手段应用于校园滨水景观设计当中，通过
透水性道路系统、植草沟、下凹式绿地、植被缓冲带、
生态驳岸等措施的布置与设计，将静思湖滨水环境有机
联系成一个整体，建构一个完整的雨洪管控系统，以期
为当代校园滨水景观的构建与维系提供一种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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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初雨径流示意图

浅析居住空间景观设计中的古典园林元素

□  于胜男

[摘   要] 针对现代居住空间景观设计中存在的缺乏意境、风格混乱、施工粗糙等问题，提出当代景观设计师应在居住空间景观设计
中采用古典造园理念，通过对古典园林设计法则的重新认知和探寻，运用现代手段诠释古典设计理念，将当代居住空间景观设计方
法与古典园林理念相结合。

[关键词] 居住空间；景观设计；古典园林

我国古典园林技术推崇“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
艺术境界，由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治》一书中首提。
古典园林景观以满足人们生活居住和欣赏游览等需求为
目标，将人工雕琢的环境和原有生态环境相融合，是一
门融合了建筑、美术、园林、文学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表现形式。我国古典园林景观设计通过有意识地对自然
环境加以改造、加工和提炼，从而塑造出一个小范围
的、浓缩的、精炼的自然环境，使其兼有静态和动态景
观，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1]。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居住空间成为
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居住空间的环境
要求也日益提高。居住空间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同
时也是集休闲、欣赏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因此，居住
空间的景观构成要素和以往有了较大的改变，我国出现
多种国外居住区景观设计风格，如英式大草坪、法式植
物雕塑、意大利阶梯喷泉等，成为房地产项目的卖点。
现代居住区的景观设计既不能照搬欧美风格，也不能完
全依赖中国古典园林样式，需要巧妙、合理地在居住区
景观设计中融入中国古典造园艺术，再现传统文化的同
时，又体现了时代特色。如何在居住空间中体现古典园
林元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1  古典园林的造园要素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物质载体，中国古典园林客观真实地再现了
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政治背景、经济繁荣程度和工程技
术水平，并展现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演变历程，蕴含了诸子百家思想、山水诗画技艺等传统
艺术，凝集了古代工匠、学者的勤劳和智慧。与西方园

林艺术相比，中国古典园林更好地表现了对自然生态环
境的尊重和对良好生活环境的追求。

1.1  追求神韵
我国古典园林艺术讲究以山水植被为基本要素，其

中，以自然的山水为根本，植物为点缀。但并不是简单
的按比例仿制这些景观要素的自然形态，而是人为地加
工、调整、剪裁、结合，以追求“一峰山太华千岳，一
勺水江湖万里”的神韵境界。

1.2  诗情画意
诗情画意是中国古代造园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古典园林艺术的精髓在于其所创造的美妙意境，这也
是古典园林艺术的基本特征。

美妙的意境是经过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构思和创
作，创造出形象化的园林环境以及其所展现出的思想和
韵味。它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弦外之音，言外
之意”，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而中国古典园林和
文人墨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园内常有字画、碑帖
等，更增加了园内的诗情画意。

1.3  建筑与美学的结合
园林艺术起源于先秦，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将

物质生活条件与对自然环境的精神审美结合。在自然生
态环境中，大量修建行宫别苑和亭台水榭，经过长时间
的尝试和积累，人工修建的亭台楼阁把自然界的山山水
水修饰得更具民族色彩和民族精神，具有锦上添花的
效果。

中国古典园林景观建筑形式丰富多样，但不论是皇
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不论是江南园林还是北方园林，
都能与周围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山水树木协调一致、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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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互相借取、互相渗透、互相映衬。有的建筑为所
处的自然风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的园林景观建筑
则成了自然生态景观中的主体、构图的中心[2]。

2  古典造园艺术对当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
2.1  灵感源泉
中国古典造园艺术是当代园林景观设计的灵感源

泉，其设计思想更是当代园林艺术的理论基础。中国古
典园林作为风景式园林设计的典范，是设计师和工匠在
特定的空间内，经过精心设计，运用高超造园手法，将
建筑和山、水、植被等加以配置组合，形成源于自然环
境又高于自然环境的有机整体，将自然美与人工美合理
地结合。

2.2  文化传承
园林景观设计师必须对国内优秀的风景园林景观案

例加以深入研究，挖掘出富有本土文化特征的景观元素
加以运用，才能设计出具有“中国味道”的风景园林景
观作品。园林景观艺术是直观体验性艺术，观赏者无须
接受专门的培训，就可以感受到园林景观的形式美。同
时，这种直观艺术受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可以使
观赏者耳濡目染地感受到当时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

3  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中常见问题
3.1  不尊重自然环境
许多居住区的园林景观设计和营造过程中对景观

的功能性考虑不足，更多地注重表现外表的美观。某些
开发商为了追求表面的气势和美观效果，达到增加成交
量的目的，不惜重金打造“面子工程”，为此增加了成
本，加重了购房者的资金支出，也使得后期的物业管理
面临巨大考验。如在北方城市小区中，建造大面积水体
并配备大量喜水植物，营造南方景观特色，以至于尚未
步入寒冬，树木濒临死亡，景观水池变成枯水池，毫无
美感。实际上，北方城市小区的景观设计应充分挖掘北
方地域环境和文化氛围特征，虽不似南方小桥流水、温
婉绵长，但具有大气豪迈、厚重沉稳的格调。北方植被
种类虽不及南方丰富，但在冰雪天气中给人坚贞不屈的
品格，也是南方树种所不具备的。因此，居住小区的景
观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设计出符合本地区环境
地貌、具有本地区文化氛围的居住景观。

3.2  缺乏神韵
现代居民小区已经成为居民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日

常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会设置充足的休闲活动空
间，如健身区、儿童游乐场地、休闲步道等，这些空间
普遍尺度较大，且多以铺装为主，相对缺乏可供三两好

友休闲小憩的私密空间。中国古典园林讲究曲径通幽、
移步易景、景致内敛的意境，使人们乐意在环境优美的
私密空间中停留。纵观当代住宅小区，大多是一马平川
的景观带，无论是主广场还是分支步道，置身其中的人
们都会被直接暴露在视线中，有的小活动区延伸到一层
居民房的窗前，给居民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3.3  施工时间短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传统建造

技术已经被机器化大生产式的快速施工技术所淘汰，当
代施工者依靠现代技术手段，使得传统建造技术失传，
其精髓更难以再现。现代居住小区中经常可以看到建筑
材料仿制木材建成的亭台水榭，虽然形似，却没有木材
的生动，传统工艺的风采不复存在。许多用传统手段建
成的古典园林至今还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使人们心驰神
往，而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建成的园林景观由于施工时
间短、施工粗糙，物业后期维护跟不上，往往经不住时
间的考验，越发显得呆板、破旧。

4  传统造园艺术对现代居住区的影响
4.1  理解古典园林的内涵
要设计具有中国元素的居住区景观，必须从观念

上彻底改变，不能完全依赖新技术、新材料，更不能对
现代西方园林的成功典范照搬照抄，要学习中国古典园
林景观艺术的造园理念和设计手法。第一，要以在悠久
的历史和传统地域文化中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和审美习
惯为导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背景；第二，在经济
飞速发展的今天，结合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
惯，并以此为基础；第三，在当代居住小区中建造古典
园林景观，不是对传统园林形制进行材料适用性与工艺
可能性上的修改、模仿和借用，而应从理论沿袭、文化
传承、结合当代等方面出发，在当代居住小区园林景观
设计中传承古典景观设计理念。

4.2  尊重自然原则
大自然是园林景观设计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资源，因此，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遵从“天人合一”的思
想，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和谐合一。尊重自然是中国古
典园林艺术文化的核心精髓，采用尊重生态自然的客观
规律来造园，以自然景致为主，强调设计师对大自然的
深刻理解和艺术化的表现。这与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现代
主义园林景观设计发展方向较为接近。因此，在设计居
住小区的园林景观时，要充分考虑区域生态状况，尽量
保护基地原有的植被数量和品种，而不是一味地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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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桂北干栏式民居热工优化的冬冷夏热地区
生态建筑设计

□  钟继敏

[摘  要] 桂北传统干栏式民居夏季通风透气，具有排湿隔热效果；冬季气密性差，保温效果不佳。为了比对分析桂北干栏式民居
热工性能的优劣势，设计了四种生态建筑。建筑A为传统干栏式民居、坡屋顶、木质外围护结构；建筑B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平屋
顶；建筑C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坡屋顶、外围护为自保温砌块；建筑D条件与C相同，但多设置了百叶系统。经过斯维尔能耗模
拟分析，得到一种较为理想的冬冷夏热地区多层生态民用建筑形式：带有隔热顶层，隔热顶层开窗并设置百叶系统，外墙采用
自保温砌块。

[关键词] 生态建筑；干栏式民居；热工性能

1  介绍
广西干栏式民居因势随形、错落有致，虚实结合、

布局灵活，底层架空、轻盈通透。目前多分布于多山的
桂北、桂西北、桂东北地区，壮、侗、瑶、苗、毛南族
均普遍采用。具有底层架空排湿隔热、顶层挑高通风透
气、披檐突出遮阳挡雨等特点[1]。桂北属于冬冷夏热地
区，包括桂林、柳州、贺州、河池等近广西一半的区
域。这些地区冬季寒冷、夏季湿热，既需要考虑夏季排
湿隔热，又需要考虑冬季采暖保温。桂北干栏式民居充
分利用建筑的自身条件，能很好地实现遮阳、通风、排
湿要求，满足夏季热工性能要求。但对于当地湿冷冬季
气候，还不能实现良好的防寒保暖效果。如图1所示。

如何合理利用干栏式民居隔热的优点，解决其冬季
不保暖的缺点，实现冬暖夏凉的室内热工环境？这是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希望通过对桂北传统干栏式民居
热工性能改良，开发一种被动式节能、适应夏热冬冷地
区的新型生态建筑模型。探索适合桂北居住建筑的低技
节能技术，可为发展广西绿色生态居住建筑另辟蹊径，
既可应用于桂北既有民居改造、新建居住建筑，也可推
广应用于我国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

建筑保温隔热属于建筑节能研究的重要内容，世界
各国纷纷制定了建筑热工性能方面的政策法规及标准。
1967年美国开始将有效温度指标ET纳入美国采暖通风空
调工程师协会，以确定室内热舒适区的范围；1976年德

国颁布了《建筑物热保护条例》；2000年法国
提出了提高建筑热工性能的措施；1972年丹麦
科技大学Fanger教授建立人体热平衡方程，并
由此提出热舒适理论，形成用以确定室内热舒
适度的评价指标“预测平均评价PMV”和“预
测不满意百分比PPD”；我国也先后颁布了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
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性能计算规程》（JGJ/
T 151—2008）等；2017年广西颁布《广西壮
族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对新建、既
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推广做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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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桂北现有传统干栏式住宅通风保温效果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