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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子》一书《权修》篇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　木；百
年之计，莫如树人。
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　这是管仲为富国强兵而重视培养人才的名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即源于此。
它的意思是说培养人才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既　十分重要，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奏效的事。
“百年树人”并不是非得100年才能培养出　人才，而是比喻培养人才的远大意义，要重视这方面的工
作，并且要预先规划，长期、　不间断地进行。
　　当前我国建筑业发展形势迅猛，急缺大量的建筑建工类应用型人才。
全国各地　建筑类学校以及设有建筑规划专业的学校众多，但能够做到既符合当前改革形势又　适用
于目前教学形式的优秀教材却很少。
针对这种现状，急需推出一系列切合当前　教育改革需要的高质量优秀专业教材，以推动应用型本科
教育办学体制和运作机制　的改革，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并且有助于加快改进应用型本科办学模式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多元化特色的教育体系。
　　这套系列教材整体导向正确，科学精练，编排合理，指导性、学术性、实用性和可　读性强，符
合学校、学科的课程设置要求。
以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专业培养目标　为依据，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普适性，尽量满足
同类专业院校的需求。
教材内　容大力补充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成果。
注意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搭配比例，结合目前教学课时减少的趋势适当调整了篇幅。
根据教学大纲、学时、教学内容的要　求，突出重点、难点，体现建设“立体化”精品教材的宗旨。
　　以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振兴建筑类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建筑类高校　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为己任，为发展我国高等建筑教育的理论、思想，对办学方针、体　制，教育教学内容改革等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主张。
希　望这套教材能够真实地体现我们的初衷，真正能够成为精品教材，受到大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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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可分为6个部分。
第1部分是生态建筑基本知识和原理，包括第1章“生态学基础”和第2章“生态建筑概论”。
第2部分是生态建筑选址和场地设计分析，包括第3章“生态选址及其分析”和第4章“可持续场地设计
”。
第3部分是生态．建筑设计，包括第5章“气候适应性设计策略”、第6章“建筑的仿生设计”和第7章
“生态景观设计与规划”。
第4部分是生态建筑技术，包括第8章“节能与能源有效利用技术”和第9章“节地节水与材料循环利用
”。
第5部分是生态建筑实践与评价，包括第10章“生态建筑实践”和第11章“绿色生态建筑评价”。
第6部分是附录部分“气候分析工具与方法”。
　　本书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建筑学、城市规划和环境艺术等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
关专业的设计与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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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生态学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和自然保护等问题
引起的关注，“生态”一词成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的常见词汇。
可以说，没有哪一门学科像生态学这样，在几十年问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发展与普及。
当今的生态学不仅和许多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相融合，形成许多交叉的边缘学科，如海洋生态学、工
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等，而且和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相结合，出现了诸如生态经济学、社会生态学
、生态哲学等分支学科。
生态建筑学正是这许多新分支学科中的一门。
在学习生态建筑和进行生态建筑活动时，生态学的基础知识和原理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生态建筑学的
理论根基，本章将对这些必备的基本知识做简要介绍。
　　1.1　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　　1.1.1　生态学的产生　　生态学是生物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生
物学中孕育出来的一门分支学科。
近代科学产生后，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从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植物地理学家、水生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对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至于人这种特殊生物的知识已有相当的积累。
随着后来对物种起源和进化以及其他方面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生物体与环境之间有着重要的依存关
系。
一方面，生物必须从环境中获取食物、水等才能生存，环境对生物个体或群体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
方面，生物的活动也在某些方面改变着环境，如动物的排泄物和遗骸增加了环境中的营养成分，植被
的覆盖使原先裸露的土壤表面变得湿润、阴凉。
因而，人们认识到，只研究生物有机体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等还不能全面认识生物，生物与环境两者
不能分开，必须进一步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加以研究。
　　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E.Haeckel）首次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它标志着生
态学这门新学科的正式诞生。
“ec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0ikos”和“logos”，前者是“家”或“住处”之意，后者为“学科”
之意。
“生态学ecology”与“经济学（economics）”的词根“eco-”相同，经济学最初是研究“家庭管理”
的，因此，生态学有管理生物或创造一个美好家园之意。
赫克尔最初给生态学（ecology）下的定义是“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
物与有机和无机环境的全部关系。
此外，还包括与它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动植物之间的友好或敌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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