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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建筑设计是国土空间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探讨

了生态建筑设计的三大原则：可持续性、生态平衡和人本主义并分析了这些原则在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镇开发

边界内的详细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中的应用。通过实践案例分析展示了生态建筑设计的成功应用及其创新点和可持续性策

略。最后讨论了生态建筑设计面临的技术和经济难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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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imed at promo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building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architectural design: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balance, and humanism, and analyzes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in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hips, detailed planning within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and practical village planning. Through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architectural design, its 

innovative points, and sustainable strategies are demonstrated. Finally,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faced by ecological 

architectural design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possib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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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建筑设计作为一种注重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理念，旨在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对环境

的影响，创造一个更加健康、高效和舒适的建筑环境。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建筑设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

可以改善城市和乡村的环境质量，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因此，深入探讨生态建筑设计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生态建筑设计的原则 

1.1 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强调建筑应采用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

利用的设计策略，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一原则要求在

建筑设计中采用高效的能源利用系统，例如，利用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高效的建筑绝热材料减少能源消

耗。建筑设计还应该使用低碳材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此

外，建筑规划还应当着眼于水源的高效使用与再生，积聚

降雨以供灌溉及日常用途，并对污水进行净化与再次运用。 

1.2 生态平衡原则 

在生态平衡的准则下建筑设计必须尊重自然环境、保

护生态系统且推荐生物多样性。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这

意味着建筑应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例如保护原有

的植被、水体和土壤。建筑的布局和形态应与自然环境相

协调，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筑设

计需综合考量融入绿色植物和水体等自然元素塑造生态

景观，营造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之所以增进生态系统的物种

丰富性
[1]
。 

1.3 人本主义原则 

以人本主义原则为核心强调建筑设计需聚焦于人的

需求，旨在提升居住与日常生活的舒适度增进生活水平。

这意味着建筑设计必须重视居住者的舒适性和健康，例如，

保证充足的自然采光和通风，维持室内环境空气的洁净度

以及恒定的气温管理。同时建筑空间应灵活多变满足不同

居住者的需求和喜好。此外建筑设计还应顾及到居住者的

心理和情感需求，创造具有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空间增

进居住者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建筑设计应用 

2.1 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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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是生态建筑设计应用的重要领域。将生态建筑设计理念

融入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可以实现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创建宜居健康的城市环境。 

在总体规划与设计中需要注重整体的生态系统构建，

例如，绿地系统、水系系统和交通系统的布局等。绿地系

统应根据生态网络的原则，以公园、绿带、生态走廊等形

式来构建连续的绿色空间，提供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同时

也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水系系统的规划应考虑雨

水的收集、利用和净化，设置雨水花园、渗透式停车场等

设施来实现雨水的自然渗透和循环利用并减少城市洪涝

风险。交通系统的规划应倡导绿色出行，要设置自行车道、

步行道和公共交通设施来减少汽车依赖降低交通污染
[2]
。 

在绿色建筑的规划与设计中，要重视建筑与自然环境

的和谐融合，所以建筑的选址应考虑日照、风向和地形等

来实现自然采光、通风和节能的效果。建筑的形态和布局

应保留原有的植被和地形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设

置生态廊道可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建筑材料的选择

优先使用低碳、可回收和再生材料，减少建筑的碳足迹，

注重环保和可持续性。此外，建筑的能源系统应采用可再

生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等，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实现

建筑的能源自给自足。 

在实施过程中，要密切监控生态社区和绿色建筑的建

设和运营，确保规划设计的目标得以实现。为了社区和建

筑的维护和管理，必须使用绿色清洁产品和实施垃圾分类

收集等绿色和可持续的方法。在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应用生态建筑设计理念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的生态

环境质量，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为居民创造一个健康、舒

适的生活环境。 

2.2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是生态建筑设计应用的

又一重要领域。绿色工厂和生态工业园区的设计需要综合

考虑工业生产的需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生态工业园区的规划中首先需要明确工业园区的

发展定位和产业方向，合理布局工业功能区、生态绿地和

公共服务设施。工业园区的道路系统要以电网或环形的形

式进行规划，以提高交通效率减少污染物的扩散。工业园

区应规划中央绿带、生态湿地和雨水花园等足够的绿地和

水域，以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增强工业园区的

生态服务功能。 

在绿色工厂的设计中，在建筑选址、设计、施工和运

营全过程中要考虑环保和节能措施。建筑选址应避免对生

态敏感区域的影响，利用自然地形和风向减少能耗和污染

物排放。建筑设计应采用高效节能的建筑材料和构造，如

双层玻璃幕墙、绿色屋顶和外墙保温系统。工厂的能源系

统必须使用太阳能光伏板和风力发电机等清洁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此外，工厂的废水和废气处理设施应达到国家

环保标准，实现污染物的减排和资源的回收利用
[4]
。 

在生态工业园区的设计中要将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

复作为重要内容。工业园区内的绿地和水体应与周边的自

然环境相连通，形成生态廊道并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工业园区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应使用生态建筑设计的理念

来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另外，工业园区应建立环

境监测和管理系统，定期对园区内的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

评估来确保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2.3 实用性村庄规划 

实用性村庄规划是生态建筑设计应用的重要领域之

一，尤其是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生态改造方面。这个过程

涉及到对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改善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传统村落保护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详细的历史文

化调查和环境评估，这就需要对村落的建筑风格、历史沿

革、文化传统以及自然景观的有全面了解，以确定村落的

保护范围和重点。根据调查结果制定保护规划，明确保护

对象、保护标准和保护措施。在保护实施过程中要重视传

统建筑的修复和维护，采用原材料和传统工艺保持建筑的

原貌和风格。同样的对于村落周边的山体、水系、林地等

周边环境也要进行适当的保护和恢复来维持生态平衡
[3]
。 

在生态改造方面，要着重考虑如何改善村落的生态环

境和居民的生活条件。这需要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例如：

供水、排水和垃圾处理系统，在此基础上引入生态建筑设

计的理念，增加居民住宅建筑的保温性能、利用太阳能和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节能改造。另外，还应规划和

建设一定比例的绿地和公共开放空间，例如，公园、广场

和休闲步道等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增加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和稳定性。 

在整个实用性村庄规划和生态改造的过程中要充分

考虑居民的意愿和需求，鼓励居民参与到规划和改造过程

中来形成共识和合力。同时，要利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挖掘和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

带动村的经济发展，实现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3 生态建筑设计的实践案例分析 

生态建筑设计作为一种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理念，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和应用。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深入理解和尊重，生态建筑旨

在创造出既满足人类居住、工作等需求又能和自然环境和

谐共存的生活空间。在诸多生态建筑设计的实践及应用中，

某市城市综合体建筑规划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充分体现了

生态设计原则的应用、创新点以及可持续性策略的实施。 

3.1 案例背景：某市城市综合体建筑规划 

该项目位于贵州省某市区，通过高效的城市雨洪管理系

统、生态建筑设计与城市开放空间的系统整合，实现了城市

用地价值的显著提升。项目强调了对建筑生态性的重视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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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环境中的重要性，有效地将生态建筑和城市功能区域

的融合转化为提升都市居民生活品质的关键基础设施。 

3.2 案例中生态设计原则的具体应用 

该综合体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生态建筑的几大原则：一

是优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设计，强调通过增强地区水

体的自净能力来提供洪水调蓄和水质净化等生态服务；二

是采用自然化的设计，采用自然化的景观设计，如生态河

道和人工湿地，最大限度地模拟和恢复自然水文周期及生

态过程；三是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提升，通过恢复原

生植被和设置多样的生物栖息地，增加区域内的生物多样

性；四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居民提供包括观鸟、

生态教育、休闲等在内的多种生态体验活动，增强公众的

生态意识和参与度。 

3.3 案例的创新点和可持续性策略 

该城市综合体的设计创新之处在于其综合性和系统

性的处理方式。项目不仅关注单一的建筑设计，而是将建

筑设计、城市空间规划和生态恢复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

多功能的生态城市空间。这种综合性的设计思路有效地解

决了城市居住、商业和生态功能的融合需求，实现了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多赢。 

在可持续性策略上，该项目重视自然资源的节约和循

环利用，例如采用雨水回收系统和智能能源管理系统来降

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通过种植本土植被以减少维护成

本和水资源消耗。同时，该计划通过提供丰富的生态教育

和休闲体验活动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借此促进

社会对生态维护和持续发展观念的接受与支持。 

4 面临的难题和解决方案 

4.1 技术难题 

技术难题是生态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绿

色建筑材料和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难题。

尽管已经有一些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环保材料问世，但这些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成本是最为

突出的一点。许多绿色建筑材料和技术的成本相对较高，

这使得一些建筑项目在考虑成本效益时可能望而却步。此

外，一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受到技术门槛较高、应用

难度大等因素的限制。 

在解决技术问题时需要加大对绿色建筑技术的研发

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

金、支持科研项目等方式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在绿色建筑领

域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建立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规范绿

色建筑技术的市场应用也是解决技术难题的重要途径
[5
。 

4.2 经济难题 

除了技术难题，生态建筑设计还面临着经济难题。虽然

生态建筑能为社会和环境提供持久的效益但其建设和运营

成本通常较为昂贵，这给建筑业界成了相当的财务负担。尤

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鉴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和技

术根基尚浅，生态建筑的推行与广泛应用遭遇了更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生态建筑设计的经济难题必须依靠政府、企

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

优惠、补贴奖励等激励政策以减轻生态建筑建设和运营的

成本；企业以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生态建

筑产品的价格；社会可以提高环保意识支持和购买绿色建

筑产品和服务借此推动生态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 

4.3 政策难题 

政策难题是生态建筑设计领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鉴

于生态建筑设计涉及多个领域和利益相关者其发展经常

受到政策制定的影响。在某地区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导致生态建筑在实际项目中难以推广和应用；另一

些地区存在政策不明确、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限制了生态

建筑设计的发展空间。 

面对政策难题时政府必须优化相应政策和标准的制

定明确生态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构建健全的政策

框架，如：规划引导、财政支持、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政策，

以确保生态建筑设计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政府还可以鼓

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生态建筑设计促进全社会

的广泛协作与贡献。 

5 结束语 

生态建筑设计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关键途径，本文通过对生态建筑设计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

用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其在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然而，生态建筑设计的实施面临技术和经济方面的

难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制定有效的

政策和措施，推动生态建筑设计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广泛应

用，为建设绿色低碳、生态文明的城市和乡村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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