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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策略研究

刘福友
宁夏恒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Ǔ宁夏Ǔ固原Ǔ756000

摘Ȟ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下，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命题。其不仅

关乎生态平衡的维护，更是实现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研究发现，自然地理、技术水平、经济成本及文化观

念等因素显著影响二者的融合。为此，通过因地制宜设计、绿色技术应用、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与文化传承创新等策

略，可有效促进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同发展，为营造宜居、生态的人居环境提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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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建筑行业作为资

源消耗与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亟需探索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生的发展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建筑设计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重要性分析

出发，探讨自然地理、技术、经济、文化等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因地制宜设计、绿色技术应用等系统性策略，

旨在为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

指导。

1��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要性

建筑作为人类栖居与活动的空间载体，其设计与自

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不仅关乎建筑的可持续性，更深刻影

响着生态系统平衡与人类生存质量。在全球环境问题日

益严峻的当下，建筑与自然的协同发展已成为塑造宜居

空间的核心议题。自然环境为建筑设计提供了物质基础

与灵感源泉。从地形地貌到气候条件，从植被覆盖到水

文特征，每一项自然要素都深刻影响着建筑的选址、形

态与功能布局。山地建筑顺应地势起伏形成错落有致的

空间层次，既减少土方工程对地貌的破坏，又能最大化

利用自然景观；滨水建筑通过退台式设计或架空处理，

保持水流通道畅通，降低对生态廊道的干扰。这种对自

然环境的尊重与呼应，使得建筑能够有机融入场地，形

成独特的地域风貌。和谐共生的建筑设计能够有效降低

能源消耗与环境负荷。通过合理的朝向设计与空间组

织，建筑可充分利用自然采光与通风，减少人工照明与

空调系统的使用频率；采用本土材料与低能耗建造技

术，既能降低运输碳排放，又能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将

自然元素引入建筑内部，如垂直绿化、屋顶花园等，不

仅能改善室内微气候，还能增强人与环境的情感连接，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构建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建筑与

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更是对人类健康与福祉的保障。研

究表明，接触自然元素有助于缓解压力、提升认知能力

与创造力。当建筑设计充分考虑自然景观的渗透性与可

达性，将自然景观引入生活空间，人们得以在日常活动

中感受四季更迭与自然韵律，获得身心的滋养与治愈。

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使得建筑超越了单纯的功能

属性，成为承载生命活力与精神寄托的场所。

2��影响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因素

2.1  自然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条件作为建筑设计的基底，从宏观地貌到

微观气候，全方位塑造着建筑形态与功能布局。复杂多

变的地形地貌直接限定建筑选址与建造方式，在山地

环境中，建筑需顺应等高线进行退台处理或采用吊脚楼

形式，以减少对自然山体的破坏，如重庆洪崖洞依山就

势，层层叠叠的建筑群落既延续了地形的起伏韵律，又

形成独特的城市景观；在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建筑则

可采用规整的布局方式，但需考虑地下水位对基础工程

的影响。气候条件更是建筑设计的关键考量，寒冷地区

建筑需通过厚重的墙体、小开窗以及紧凑的布局减少热

量散失，像北欧的木屋多采用厚重的原木墙体与尖顶设

计，既保温又利于积雪滑落；炎热地区则通过大屋檐、

通透的空间与自然通风设计降低室内温度，东南亚的高

脚屋便是典型案例，底层架空利于空气流通，宽大的屋

顶有效遮挡阳光。地质条件影响建筑基础选型，地震频

发地区需采用抗震性能良好的基础结构，滨海地区则要

应对盐碱腐蚀对建筑材料的挑战，这些自然地理要素从

根源上决定着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程度[1]。

2.2  技术水平因素
建筑技术的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建筑与自然环境和

谐共生的实现程度。材料技术的革新为建筑设计提供了

更多与自然互动的可能，高性能的隔热保温材料可降低

建筑能耗，新型透光材料既能保证室内采光又能减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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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传导，如双层Low-E玻璃幕墙的应用，在实现良好视野
的同时有效控制热量交换。结构技术的进步则突破了传

统建筑的形态限制，大跨度空间结构使得建筑可以跨越

自然地形障碍，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分割，例如悬索结构

与网架结构的体育馆，以轻盈的形态覆盖大面积空间，

对场地原有生态影响极小。施工技术的提升也至关重

要，装配式建筑技术通过工厂预制、现场装配的方式，

减少了施工现场的噪音与建筑垃圾，降低对周边自然环

境的干扰；绿色施工技术如雨水回收利用、扬尘控制等

措施，将施工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智能技

术的应用使建筑能够更精准地适应自然环境变化，智能

遮阳系统可根据阳光角度自动调节，自然通风控制系统

能依据室外温湿度优化室内气流组织，这些技术的综合

运用让建筑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更加智能、高效。

2.3  经济成本因素
经济成本在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实践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从建筑全生命周期来看，初期建设成

本直接影响着设计方案的选择，采用生态友好型材料与

技术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投入，如使用再生混凝土、光伏

一体化材料，虽然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但市场价格相

对较高，开发商可能因成本压力而选择传统材料。运营

维护成本同样不可忽视，自然通风、雨水收集等生态系

统的后期维护需要专业技术与资金支持，若成本过高，

这些系统可能无法持续有效运行，导致建筑生态性能下

降。从经济效益角度，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带来的

长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尽管绿色建筑在节能、提升居

住舒适度方面有显著优势，但在房地产市场上，其溢价

空间受市场供需关系、消费者认知等多种因素影响，难

以保证开发商获得稳定的经济回报。项目资金的限制也

会压缩用于生态设计的预算，迫使设计师在满足功能需

求与追求生态效益之间做出权衡，经济成本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着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实现程度[2]。

2.4  文化观念因素
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无形力量，深刻影响着建筑设计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蕴含着独特的

生态智慧，东方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反

映在建筑上，便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顺应，江南水乡

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对景等手法，将自然山水融入建

筑空间，实现建筑与自然的有机融合；西方文化在早期

更倾向于改造自然，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逐渐转向对

自然的保护与共生。现代消费文化也对建筑设计产生影

响，消费者对个性化、标志性建筑的追求，有时会导致

建筑过度追求形式创新，忽视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如一

些造型奇特的地标建筑，虽吸引眼球，但可能破坏城市

天际线与周边自然景观的整体性。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

衡问题也值得关注，在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过程中，若

一味模仿而不结合现代生态需求进行创新，会导致建筑

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反之，过度追求

现代化而摒弃传统生态智慧，又会失去文化特色与自然

的情感联系。文化观念通过影响设计师与使用者的价值

取向，塑造着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

3��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策略

3.1  因地制宜的设计
（1）地形地貌作为建筑设计的基底要素，需通过精

密的场地分析进行深度挖掘与利用。在山地建筑设计

中，采用跌落式布局巧妙顺应等高线走势，可最大程度

减少土方工程对原始地貌的破坏，同时塑造出富有层次

感与韵律美的建筑形态。滨水建筑则可巧妙利用退台式

设计，让建筑体量随水岸线自然过渡，形成连续且和谐

的景观界面。（2）气候条件直接影响建筑的空间组织与
形态生成，通过被动式设计策略实现气候适应性。在寒

冷地区，紧凑的建筑体型结合南向大窗增强太阳辐射得

热，外围护结构采用厚重保温材料减少热量散失；炎热

地区则通过架空层、遮阳构件与通风廊道的组合，促进

自然通风并降低太阳辐射热。（3）场地的植被、水体等
生态要素是构建建筑与自然共生关系的重要媒介。在景

观设计中，可深入挖掘其价值，将原生植被群落纳入设计

体系，精心保留古树名木并围绕其巧妙布局建筑；利用自

然水系打造生态湿地系统，既实现雨洪管理功能，又形成

独特的景观空间，强化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联系。

3.2  绿色技术应用
（1）可再生能源系统的集成应用是实现建筑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核心路径。太阳能光伏板与建筑表皮的一体

化设计，将光伏组件融入屋顶、幕墙等建筑构件，既满

足建筑的电能需求，又提升建筑外观的科技感；地源热

泵系统利用地下恒温层的热交换原理，实现高效的采暖

与制冷，显著降低建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2）智
能环境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网络实时监测建筑内部的温

湿度、光照、空气质量等参数，结合算法模型动态调节

空调、照明、通风设备的运行状态，在保证舒适度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降低能耗。例如，动态遮阳系统根据太阳

高度角自动调节遮阳装置角度，平衡采光与隔热需求；

智能照明系统依据自然光照强度自动切换人工光源亮

度。（3）生态建筑材料的选择是绿色技术应用的重要环
节，采用具有低碳特性的竹材、再生混凝土、夯土等材

料，既能减少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又能展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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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质感。例如，夯土建筑通过现代工艺改良，提升

其力学性能与耐久性，在保留传统建造智慧的同时实现

绿色可持续发展[3]。

3.3  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
（1）建筑设计阶段的优化决策对全生命周期成本具

有决定性影响，通过性能化设计方法，在建筑体型系

数、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设备选型等方面进行多方案比

选与经济分析。例如，增加外墙保温层厚度虽会提升初

期建设成本，但可显著降低长期运营中的采暖制冷费

用；采用预制装配式建造技术，虽然前期模具投入较

大，但能缩短施工周期、减少人工成本并降低后期维护

费用。（2）运营维护阶段的精细化管理是实现成本控
制的关键，通过建立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对机电设备进

行全生命周期监测与维护，优化设备运行策略，延长设

备使用寿命。例如，定期清洗空调滤网、校准传感器精

度，确保设备始终处于高效运行状态；采用智能计量系

统实时监测能源消耗，及时发现并解决能源浪费问题。

（3）建筑拆除与再生环节同样需要纳入成本控制体系。
在建设阶段，采用可拆卸式结构设计、模块化建造方

式，能让建筑构件更易拆卸与重组，大幅提高重复利用

率。对拆除后的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处理，将废弃混

凝土、钢材等加工成再生材料，降低建筑垃圾处置成本

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3.4  文化传承与创新
（1）传统建筑智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对

地域建筑特色的深入研究，提取其空间组织、构造技

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精华元素，并将其融入现代建筑

设计中。例如，江南水乡建筑的天井院落布局，经过现

代转译后形成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共享中庭空间；传统

木结构的榫卯连接技术，在现代胶合木建筑中得以创新

应用，既展现传统工艺之美，又满足现代建筑的力学要

求。（2）文化符号的抽象表达是实现建筑文化创新的有
效途径，通过对地域文化符号进行提炼、简化与重构，

将其转化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语言。例如，将传统建

筑的斗拱造型抽象为现代建筑的结构构件或装饰元素，

既保留文化意象，又赋予其新的功能与形式；利用传统

图案纹样进行参数化设计，生成具有动态美感的建筑表

皮。（3）场所精神的营造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层体
现，通过对场地历史文脉的梳理，将建筑与周边环境的

历史记忆、人文故事相结合，创造具有情感共鸣的空间

体验。例如，在工业遗址改造项目中，保留原有厂房的

结构框架与工业设备，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将其转化为文

化展览空间，既延续场地的历史记忆，又赋予其新的功

能与活力[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是实现建

筑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自然地理、技术、经济

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二者融合的进程。

通过因地制宜设计、绿色技术应用、全生命周期成本控

制和文化传承创新等策略，能够有效化解矛盾，实现建

筑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未来，需持续深化相关研究，推

动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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