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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科研成果。
生态建筑学作为当代一项热门课题，它是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之一，书上系统地分析了研究生态建筑
学的意义，生态建筑学的概念，生态建筑学的思想，生态建筑学的理论，生态建筑学的设计方法，当
代城市生态建筑学理论，城市生态设计理论与实践，绿色建筑理论，生态建筑的室内环境设计理论，
生态建筑的地域性与科学性，生态技术，以及生态建筑学的拓展──建筑仿生学。
本书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总结，宏观与微观都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可以作为从事生态建筑研究与
城市生态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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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觉，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理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研究
会副会长。
1953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1956年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师从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曾赴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讲学多次。
主要著作有《现代建筑理论》、《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中国近代建筑总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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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生态建筑学的新课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
建设已呈现日新月异的大好局面，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许多小城镇得到空前的发展，它反映
了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正在走向现代化。
　　然而，就在这些城市高速建设的过程中也同时蕴含着潜在的危机，那就是生态环境中的平衡问题
，现已到了不能不引起重视的地步。
　　1.1 城市建设面临的生态危机　　各地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与集镇的
改造与开发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单位对城市规划法治意识淡薄，因此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和越权审批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目前，经济发达地区所产生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清楚地看到：　　（1）土地资源
浪费严重。
目前许多城市在发展中，都设置有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一般都是宽打窄用，甚至连乡镇也都辟出大片
良田以待开发，虽然中央已一再强调不要一哄而起，但各地仍是我行我素，少建多批土地的浪费现象
相当普遍。
在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中，有关方面对土地价值认识不足，土地供应量也过多，不仅迫使城市无止境地
扩大，拆迁安置问题也相当困难，同时基础设施也难以在短期内配套，这样既制约了新建房屋的发展
，也影响了原有城市居民的生活设施。
据有关方面资料表明，广东省从1990～1993年平均每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为16.60万亩。
而江苏省平均每年的建设占用农田约为20万亩，约合全省农田的1.4％，10年用地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县
的土地了。
长此以往，本来就处境困难的农业经济，在不断减少土地的情况下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土地是不能生长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报复。
此外，在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两侧，路边店有增无减，现已自发形成长龙，不仅占用大片农田，更影响
了正常的车速，甚至车祸之事也不乏其例。
这些情况都有待有关部门去认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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