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建筑学·

109

浅议工业建筑设计的美学与节能要素

陈 莺

在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人们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建筑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从最初的只要，满足居住

需求就好，到雕梁画栋，再到如今高楼大厦，不同的时代中对于建筑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在满足居住和生产需求下，

现代建筑更融入了美学与节能型元素，但在严肃的工业建筑中这点体现并不是很明显，工业建筑可发挥空间不及民用

建筑，本文简述在工业建筑中的美学与节能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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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经济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推动，历史上四次工业革

命，每一次都带给世界巨大的发展，而工业在我国经济

转型中，也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背景下，工业迅速发展，工业建筑设计则是为工业的发

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1 工业建筑发展

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工业建筑开始在英国出现，后

逐渐扩展到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当中，到了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间，苏联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

建设[1]。相比之下我国直到五十代才开始大量建造各种类

型工业建筑，而工业建筑设计与普通民用建筑设计有着

巨大的差距：“工业建筑的内部功能（即工艺流线）及

单体之间的工艺关系取决于工艺专业。”

在工业建筑方面，从平面设计以及空间构架上更注

重功能性以及实用性、建筑造型设计、空间艺术布局方

面[2]。在传统观念以及资金、进度、材料等多方面影响

下，设计师似乎总是没有机会在工业建筑上结合功能、

企业等要素参考建筑美观性。大多数的工业建筑中，不

论时间、地点，建筑风格出乎意料的相似，设计师就只

是单纯通过图纸将配电室等功能房设计出来，流水线作

业一般，几乎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工艺设备、流程，甚至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种设计有哪些优缺点，当

然也有人认为工业建筑设计中，不需要太多的花哨，浪

费资金。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观念不断转变，对于建筑的

认知也越来越多样化，再加上建筑技术与材料的革新，

工业建筑的视觉效果以及心理效果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

来，不再是单纯地将工作建筑当成生产设备的包装间，

而世界资源紧缺是全时间人民关注的问题，建筑节能成

为热门讨论话题，这些客观条件的转变都让工业建筑设

计不再像最初那般，需要更多的改变和突破。

2 设计师与业主之间的沟通

工业建筑设计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工业生产，因此

在设计过程中，建筑内部空间规划以及建筑质量的考量就

和普通民用建筑有了本质的区别，大多数设计师都是根据

建筑种类、使用目标和自身经验来对建筑进行设计，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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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作品就是传统概念中的工业建筑，和大多数建筑有一

定相同性，个性方面并不突出，没有什么张力[3]。

与普通民用建筑相比，工业建筑设计更具独立性，

与业主交流沟通并不紧密，但现实情况是，不同企业有

不同的企业文化，建筑作为企业的载体，也是企业文化

的重要一点，所以建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文化

需求，企业传承文化在工业建筑设计中都应该被体现出

来，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设计，即使使用目的相同，也可

以根据不同设计师的不同风格，在色彩、材料等细节方

面突出企业的特色文化。

本着以人为本的概念出发，工业建筑作为工作场所，

建筑过于冰冷，不具备人们长期生活环境所需的方便、舒

适、安全等条件，也不符合人们精神状态的需求。

建筑设计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着重大的影响，合适

的空间规划、色彩运用，更能提高工人的工作热情及积

极度，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大多数

传统工业建筑设计都达不到这点要求，设计师与业主缺

乏沟通，无法掌握有效数据，无法在有限的基础条件设

计出更合理舒适的环境和空间。

3 传统工业建筑设计与思考

传统工业建筑设计

工业建筑最终建筑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使用用途

的约束，在建筑形体组合方面，受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

等因素影响，比如当今快速发展的石化行业，建筑有抗

暴要求，作为抗暴建筑，钢筋混凝土的设计无法给设计

师太多的发挥空间。不过即使是同样的建筑，在同样的

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方案，并不能单纯为满足生

产需求而进行建筑设计，对于人而言劳动条件的改善同

样十分重要，很多人受限于造型，环境、生产工艺方面

的要求不能充分将美与节能融入建筑设计中，但抛开受

限条件，其实仍旧有很大的发挥空间[4]。

建筑色彩设计与构成

建筑色彩设计与建筑造型相辅相成，虽然是两套独

立的设计系统，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色彩作为人

体器官第一接触信息，是其他条件无法取代的，无法改

变的建筑造型甚至可以通过色彩调整，达到欺骗视觉的

效果，进而弥补“建筑设备化”造成的造型单一问题，

相比于外部设计，工业建筑内部更少受到生产条件、工

艺流程的限制在色彩构建方面要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不同的功能分区中，色彩运用也有很大的表现力，

建筑物和构成物等众多项目在不同区域可以用色彩区

分，如屋顶、墙壁、门窗等等方面，使用色彩作为功能

分区的标志。

在工业建筑中内部，好的色彩设计对于长期在其中

工作的人员有着正面的影响，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不容

易出现问题，舒适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工

作条件，不会频繁产生疲累感，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和安全生产。

简单的色彩设计涉及到了心理、生理、色彩、设计等

多种学科的运用，对于设计人员有着较大的挑战难度。

配套绿化设计重要性

绿化设计不仅是在工业建筑设计中有着重要用途，

在民用建筑中同样运用广泛。在不同的工业建筑中，都

会有这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如余热、震动、噪音、有害

气体等，绿化设计不仅能美化环境，同样还能降低工业

生产带来的缺陷，有效地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平衡社

会生态发展，促进生产工作的进行。

美好的工作环境能刺激人的感知，让大脑始终处于

清醒状态，思维更加敏捷，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

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隐形收益在最后成果上并不次于

看得见的生产指标。

4 工业建筑与传统建筑的美学应用

皖派建筑：作为我国六大建筑派别中，设计风格最

为突出的传统建筑，是南方民居的代表。皖派建筑设计

独特之处在于尊贵，作为传承前年的徽派民居，青瓦

白墙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的马头墙与环境相辅相成，在

皖派建筑中，又以徽派建筑最为出名，徽派建筑中的民

居、祠堂、牌坊都是其特色建筑，也是当地风俗文化之

精华。

但在针对性较强的工业建筑中，传统徽派建筑并不

适用，在设计之初结合工业建筑特色融合徽派建筑中山

墙面与坡屋顶的组合，加上体积较小的裙房建筑，用披

檐屋顶形成直线呼应马头墙设计，在大体量工业建筑中

将传统徽派设计另外组合创新，保留粉墙瓦黛的设计色

彩，墙壁大面积留白，屋顶适当做黑色瓦屋面，既保留

了传统设计美感，又有设计的新突破。

京派建筑：历史悠久的建筑风格经过时间的打磨更

具历史底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合院，北京作为

封建社会时期的都城，大量的贵族建筑代表当时全社会

最顶级水准，艺术表现力也是最强的，在京派建筑中不

论是色彩运用还是建筑布局与装饰都最大限度地展现了

其艺术性。

除此之间建筑艺术还体现在建筑形态上，大多古老

的京派建筑都遵循着严格的比例法则，如天宁寺塔，

十三层塔檐逐层收减，有着潜力的规整节奏，密檐之下

门窗也有自身的组合规律，塔刹与塔基通过疏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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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组合，设计构成独特的韵律，巧妙又平衡。

严谨的工业建筑利用京派建筑中的构架，对檩、

柱、梁等仿制，搭配独特的彩漆设计更显风骨，再以磨

砖、碎砖对墙壁加以装饰，在工业建筑中保留京派建筑

特色，打破传统又保留了传统建筑的历史底蕴与美感。

5 工业建筑中的节能要素

节能设计必要性

随着时代快速发展，“能源危机”是世界各国都将

面临的问题，而节约能源的使用已经成为当代发展必须

任务，建筑节能则是我国目前节能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从设计到投入使用设计在诸多步骤，相比普通建

筑，节能建筑有点在于投入少，产出多，所以改善当前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问题已经成重中之重。

建筑节能材料运用

工业建筑材料是节能问题一大难点，随着科学进步，

出现了高弹性模量、轻质、绿色的环保材料，具有高耐久

性，主要作为新工业建筑的主要材料，如智能混凝土就大

大减小了传统材料的污染与浪费，并且具备成本低、性能

高、材料质量强等优点，可以大面积进行使用。

工业建筑关于设备的节能设计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当中，解决生产设备带来的能源

浪费也是当务之急，主要涉及空调、照明、配电、电梯

等多方面需要进行节能设计。

空调作为耗能最大的部分，几乎占据60%的建筑耗

能，完善空调节能系统可大幅度减少消耗。

部分建筑的节能技术运用

单层工业厂房是工业建筑中使用非常广泛的建筑，

受建筑结构影响，单层工业厂房屋面与墙体设计类似，

部分建筑会出现超出情况，因此在保温设计上就要注意

材料的选择，如密度小导热系数高材料和浅色装饰面，

更有助于建筑保温设计。

结束语：

虽然相比民用建筑设计，在工业建筑设计方面，设

计师为配合上游工艺，在设计方面受限较大，思维受到

很大干扰限制，但好的设计不会因为被动条件而限制，

在工业建筑设计阶段，融入美学和节能设计存在很大

的必要性，不仅是对企业文化的彰显，也会提升美的享

受，其次把握工业建筑工艺需求，加入节能设计则是时

代发展浪潮中不可避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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