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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住 生 态 初 探

姜 象 鲤

北京 师范大学环科所

居住生态是专门研究城市居民与其居住

环境关系的
,

它是城市生态的组成部分
,

因为

居住是城市四大功能 居住
、

工作
、

康乐和交

通 的最重要部分
。

年联合国在温哥华召开了 《人类居

住生态会议》
,  年又在马尼拉召开以

“

人

类城市面临的挑战和前景
”

为主题的学术讨

论会
。

年来
,

居住生态的研究已引起国内

外环境科学和建筑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

为城

市居民创建一个安全
、

卫生
、

方便
、

舒适和优

美的住宅和住宅区是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的

主要任务之一 。

住宅问题是 当代世界重大社 会 问 题 之

一
,

解决
“

房荒
” 、

改善和提高居住环境质量
,

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艰巨的 任 务
。

为

此
,

联合国宣布  ! 年为《国际住房年》
,

以

后每年 月第 周的星期一为 《世界住房

日》
,

以唤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重视
。

一
、

居 住 标 准

在探讨住宅和居住区生态时
,

我们认为
,

首要间题是确定居住标准
,

即每人平均居住

面积
。

如果斗室容身
,

居住环境再好
,

也会

感到索然无味
。

在探讨和解决居住生态问题

时
,

还要坚持
“

先内
,

后外
”

的原则
,

即先解决

住宅生态问题
,

保证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基

本居住生活获得满足
,

再解决居住区生态问

题
,

保证每个居民享有家园气息的
、

生态健全

的
、

有利生产
、

方便生活的居住环境
。

目前
,

国际上通用的居住标准分为三级

每人一个床位是最低标准
,

每户一套住宅是

合理标准
,

每人一个房间乃是舒适标准
。

居

住标准应该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保持 一 致
。

到本世纪末
,

我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标准和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目标一样
,

也是
“

小康水

平 ,’ 基本实现每户一套住宅
,

有较齐全的设

备
,

能满足各类家庭
“

住得下
,

分得开
”

的要求

和各方面生活需要
,

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

住宅的生态指标除居住面积外
,

还包活

居室容积
、

净高和进深
。

居住容积要求每人

占有 一 时
,

使室内 浓度不超过最高

容许浓度
。
居室净高在于保证居室 有 必 要

的容积
,

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

通风和采光条件

良好
,

一般居室净高应不低于 一
。

居



室进深是外墙内表面至对侧内墙内表面的距

离
,

它同日照
、

通风
、

采光有密切关系
。

一般

居室单面采光时
,

进深最好是地板至窗顶高

度的 一 倍
,

对面采光可增至 一 倍
。

二
、

住 宅 生 态

住宅在较小的空间承担着居住生活的多

种功能
,

与其他建筑物相比
,

其利用率是较高

的
。

居民对住宅环境的需求
,

往往是因人而

异的
,

它跟居民的文化程度
、

职业
、

爱好
、

风俗

习惯等因索有关
。

但大多数居民对住宅环境

主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

住宅类型 住宅种类繁多
。

低层住宅

一 层 有独立式花园住宅
、

两户并联式花

园住宅
、

联排式住宅
、

庭院式住宅等
。

多层的

一 层 有直条形单元楼
、

旅馆式住宅
、

联

立式住宅等
。

高层的 一 层 有直条形和

塔式公寓楼
。

超高层的 层以上 有矩形

和塔式摩天大楼等〔 。

我国人多地少
,

经济落后
,

在住宅类型选

择上
,

平房和低层住宅占地太多
,

不宜再发

展
。

超高层住宅造价高
、

耗能大
、

市政公用设

施复杂
,

与周围自然环境完全隔绝
,

人们主观

感觉也不舒服
,

也不宜推广
。

我国城镇比较

适宜普遍采用的住宅类型是 斗一 层的直条

形单元楼和 一 层的直条形和塔式 公 寓

楼
。

最近几年
,

我国有些科学和文艺工作者
,

重彩浓墨地宣传四合院和小胡同的生活气息

和人情味
,

并指责单元楼或公寓楼造成了人

际关系的淡薄和冷漠
。

有人甚至断言
“

在

城市单元楼里长大的少年
,

在性格上常常有

孤僻的特点
,

他们不善于交往
,

有的还有自私

的毛病
。

在四合院 大杂院 里成长的幼儿比

囚于单元楼里的幼儿善于交往
”川 。

这些议论

仅是凭主观感觉
,

泛泛而谈
,

并没有从环境

社会学和环境心理学上进行认真的
、

科学的

对比调查和研究
。

我们认为
,

人和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

科 学 , 卷 期

人是环境的主人
,

住宅是为人服务的
。

人塑

造了环境
,

环境反过来会对人有影响
。

但我

们坚信
,

只要人们认识到单元楼和四合院的

利弊得失
,

就会兴利除弊
,

把单元楼或公寓楼

建设成符合人的心理需求
、

能与周围的人彼

此联系
、

邻里关系和睦
,

具有凝聚力
、

和谐气

氛
、

安全稳定感和归属亲切感的居住环境
。

住宅户室和布局 我国住宅建设目标

是
,

要使每个家庭享有一套住宅
。

因此
,

我国

住宅建设要保证每户是独门独户的
。

我国住宅的户室类型主要有三室户
、

二

室户和一室户三种
。

我国家庭人口构成和变

化趋势正逐渐向小型化发展
,

住宅户室类型

应以二室户为主
,

每户建筑面积
, ,

使用

面积
, ,

居住面积 一
, 。

但在最近几

年
,

为满足待婚青年和婚后无房户的需要
,

可

适当建设部分一室户住宅
,

但从长远 目标来

看
,

一室户住宅在设计上要考虑将来改建的

可能性
,

以节省改建费用
。

住宅居室布局要有灵活性
,

住宅隔间最

好是活动的
,

居室可根据需要扩大和缩小
。

我

国的单元楼和公寓楼
,

居室都是永久和固定

不变的
,

这不是合理的做法
。

最近几年
,

苏联

和 日本都在建设居室可自由变动的住宅
,

使

居室布局能适应家庭成员的变化
,

在不改变

室内工程设施位置的基础上
,

用可以移动的

隔间材料把住宅任意隔成所需要的间数和大

小

室内设施 住宅室内设施有供水
、

供

电
、

供热
、

供气
、

排水
、

排粪
、

排垃圾等设备
。

这

些设备对住宅环境质量和居民健 康 影 响 极

大
。

供水设备要求水源充足
,

水质符合饮用

水水质标准
。

我国城市以集中式给水为主
,

全国有 多座城市缺水
,

严重缺水的有

多个
,

许多城市不得不远距离引水
,

如引滦人

津
、

引黄济青
、

西安黑河引水工程等
。

有些城

市水源遭污染
,

水质差
,

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

准
,

不得不将水源取水口上移
,

如上海黄浦江

上游 引水工程
。

我国城镇注宅普遍没有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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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在住宅内安排一个 一 的洗澡间

是非常需要的
。

供电设备要求电压稳定
,

不

任意停电
,

室内电源插座安置合理
,

使用安全

方便
。

我国城镇集中供热面积和用气人 口的

普及率均比较低
,

目前城镇居民大部分是使

用小煤炉
,

燃烧原煤
。

家庭燃煤是我国大气

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

住宅室内空气污染

比室外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威胁和危害更

严重
。

根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北京的调

查监测
,

平房和无
“

双气
”

暖气和煤气 楼房
,

室内空气 和可吸人颗粒物含量均高于有
“双气

”

设备的楼房
。

使用小煤炉的平房封火

后
,

室内关窗
,

测定室内的 浓度超过国家

标准 一 倍
,

如果打开一个小窗户测定
、

,

其

浓度也超标 一 倍 。

另外
,

室内吸烟
,

厨

房炊事油烟等
,

对居民的健康危害也很大
。

厨

房内最好安装排风扇
,

居室内可安装负氧离

子发生器
,

以净化室内空气
。

排水排粪设备

要求坚固耐用
,

不淤不漏
。

住宅垃圾要求及

时收集和尽快运出
。

任何一幢住宅
,

都必须体现居民居住生

活的需求
。

近几年
,

家用电器在我国城乡开

始普及
,

而我国的住宅设计和建设
,

在室内设

施布局上没有考虑电冰箱和洗衣机的合理位

置
,

特别是洗衣机
,

水源
、

电源
、

排水没有统一

安排
。

室内装修 住宅除了功能上适 用 外
,

还力求在艺术上美观
。

室内装修是住宅美化

的一种手段
,

它给人们一种悦 目和愉快的感

觉
。

我国民用住宅传统的建筑饰面材料和作

祛是 刷石灰水和使用墙粉
。

但随着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以及建筑装饰材

料成本的降低
,

许多新型建筑装饰材料
,

如塑

料壁纸
、

玻璃纤维贴墙布
、

石膏板
、

钙塑板等

也会在住宅中逐步推广使用
。

旧 照
、

采光和通风 太阳光不仅可杀

菌防疫
,

还有抗拘楼病作用
,

同时也能使室内

温暖和改善居民的情绪
。

为了保证住宅室内日照
、

采光和通风的

需求
,

必须合理选择住宅的方向
,

使居室冬季

能获得较多的 日照
,

而夏季尽量让太阳光少

照入室内
,

以防室内过热
。

在低纬地区
,

住宅

方向还应考虑有利于室内通风
,

保证住宅 内

有穿堂风
。

根据我国气候特点
,

我国住宅可 以

广泛采用南北方向
,

居室设在南面
,

厕所
、

厨

房
、

走道等放在北面
。

尽量不盖或少盖东西

方向的住宅
,

避免冬不暖
,

夏不凉
。

住宅间距是指两幢住宅前后 之 间 的 距

离
。

为了满足住宅室内日照
、

采光和通风的

需要
,

减少视觉和噪声干扰
,

以及从防火
、

抗

震考虑
,

一般住宅间距至少应是建筑物高度

的 倍
。

三
、

居 住 区 生态

住宅环境和居住区环境既是 相 互 独 立

的
,

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

两者共同构

成居住环境
。

影响居住区生态的因素有

规模和密度 居住区规模
,

即它最合

适的人口数是多少
,

各国没有统一标准
。

居

住区规模太小
,

不可能有完善的市政
、

公用和

服务设施 规模太大
,

市政
、

公用
、

服务设施会

成倍地增大
,

可能导致居住区支离破碎
,

不能

形成统一和谐的有机整体
。

居住区规模决定

于人口 密度和居民到居住区各项服务设施的

距离
。

一般要求居民到居住区任何一项服务

设施都在步行距离的范围内
,

最远距离不要

超过 一  ,

即步行 一
。

居住区密度分毛密度和净密度
。

它是一

项相对指标
。

例如
,

在一公顷土地上
,

布置

户两层的住宅
,

密度较大
,

空地较少 如

果修建 一 层的公寓楼
,

则密度较小
,

空地

较多
。

为此
,

英国提出用每公顷土地上的人口

和居室数来表示居住区密度
。

居住区密度标

准
,

各国差异很大
,

我国大多数地区居住区净

密度控制在 人
。

控制居住区密度的

目的是保证住宅有日照
、

采光
、

通风条件
,

居

住区有绿化
、

美化和从事各种室外文娱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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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空间
。

如果密度加大
,

势必使各幢住

宅之间的间距缩小
,

绿地
、

道路和与住宅配套

的公共建筑用地减少
,

必然降低了居住环境

质量
。

公共服务设施 它的种类很多
,

通常

可分为文教卫生体育设施
,

商业
、

饮食业和服

务业设施以及金融
、

邮电和行政管理设施等
。

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原则是
,

对居民

日常活动需要的设施进行相对集中
,

而对这

些集中点进行有机的分散
,

这样才能方便居

民
,

为居民服务
。

道路和交通 在居住区建设中
,

必须

合理布置居住区对外道路交通和居住区内步

行道路网
,

以保证居住区内外之间有方便的

交通联系
。

在居住区内不允许城市交通干道 穿 越
,

只能在居住区周围通过
。

在平原地区
,

居住

区道路最好不要用严格的几何形状布置成直

线形
,

而应该用流畅
、

自然的曲线形
,

产生一

系列变化的景色和封闭的透视
,

比直线形有

无限透视的道路要好
。

步行道路网要设计成

使人感到亲切的尺度
,

最好采用体现自然特

征的曲线
,

使用当地的铺装材料
,

不要与车行

道路交叉
。

六十年代后
,

无论欧美还是苏联东欧国

家
,

都完全摒弃了住宅正面沿街布局的方法
,

在主要街道两旁
,

不再布置围墙式的住宅
。

沿

街排列的住宅
,

无论从居住环境质量
,

还是从

城市建筑景观方面来看
,

都是不可取的
。

绿化和美化 居住区绿化和美化
,

是

整个城市绿化美化的组成部分
。

绿地使居民

接近大自然的景色
,

长期生活在
“
城市沙漠

”

的居民
,

更渴望大 自然的美景
。

居住区绿化美化
,

要因地制宜
,

要充分保

留和利用原有的 自然景色
。

在绿化方式上
,

不

仅要有乔木
、

灌木和草本植物
,

而且要有常绿

树
,

要四季花草不衰 不仅要发展地面绿化
,

还要搞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 不仅要有花草

树木
,

在可能条件下还应该有山有水
,

有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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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
,

有儿童游乐场所和老年人活动的场所
。

最近几年
,

我国居住区建筑小品和雕塑

发展较快
。

它们装饰和美化了居住环境
。

一

大批题材新颖
、

造型优美
、

色彩和谐的雕塑
,

为居住环境增添了异彩
,

把居住环境打扮的

更加优雅俊俏
,

富于生机和活力
。

建筑艺术问题 居住区建设
,

除了考

虑功能外
,

还要考虑美观
,

即建筑艺术效果
。

建筑艺术是一种空间艺术
,

它那奇特的

造型
,

流畅的线条
,

错落的结体
,

绝妙的组合
,

与自然环境配合得浑然一体
,

给人以无限的

遐想
。

建筑艺术是自然美景和人工艺术有机

结合的产物
,

是一种生动活泼
、

与自然景观和

谐的建筑景观
。

居住区的布局和结构
,

必须根据自然环

境来决定
,

要充分利用自然景观为建筑景观

增添色彩和气氛
,

使居住区具有个性
,

而有别

于其他居住区
。

居住区规划
、

设计工作者
,

理

应充分利用小地貌
、

河流
、

树木等自然景物
,

不轻易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 自然景物
,

以获

得居住区之间的视觉差异
,

其目的就是取得

一个明显的景观
“

流
” ,

借以与存在于其中的

居住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

这些自然景物象是
“

钉子
” ,

居住区的规划图就是挂在这些钉子

上面
。

每个地区的 自然景观不会是雷同的
,

即使是一般人看来极不显眼的景物
,

保留和

利用它们
,

居住区的个性就显示出来了
。

我国的居住区住宅高度和体 型 十 分 单

调
,

没有个性
,

缺少美感
。

居住建筑
,

从体型
、

高度
、

平面布局
、

立面式样到内外空间组织
、

装饰和色调等
,

也应该做到科学技术和艺术

技巧的统一
,

实用功能和审美作用的统一
,

真

正做到
“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

居住区采用一种住宅类型行列式或周边

式布局
,

必然造成一种单调枯燥的居住环境
。

解决办法是混合修建
,

即用不 同类型的住宅
,

设计成连续的面
,

在个体上是变化的
,

在整体

上是统一的
,

每种住宅类型是其相邻类型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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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期

。 一 土 , 。 一 。。, 一 及
护

令 , 。。

一 , 交
。 , 。是 的水 环

境容量
,

其环境比容 户一 砂
。

水体流动沿程只有衰减
,

没有混合

稀释的柱塞流体系

对于这样的体系
,

在稳态条件下
,

其平衡

方程是

。 。

一
。一

万

式中
, ‘。是 进入水体后的混合浓度

是体积流速
,

或流量 “
是流速 留是环境容

量
,

环境比容

户
。

一
一

二

沿程有湍流扩散的体系

在这种体系中
,

其稳态条件下的质量平

衡方程是

留 口 。 一
。

式中
,

环境比容

器一 、盖
‘

告去

一 一 。

喘
一 ‘

喘群
是扩散系数

。

实施合理的地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是

进行环境的科学管理和控制水环境污染行之

有效的措施
。

通过该标准的实行控制水环境

污染
,

是在合理利用污染物水环境容量前提

下
,

实行总量控制的方法
。

在环境规划中的应用

有机污染物水环境容量的研究是进行水

环境规划的基础工作
。

只有弄清了污染物的

水环境容量
,

才能使所制订的环境规划真正

体现出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

使工厂的

布局合理
,

污水处理设施经济有效
。

水资源综合开发
、

利用规划

水环境容量是水资源综合开发
、

利用规

划中必须考虑的内容之一
。

众所周知
,

水资

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
。

对水资源的

综合开发利用
,

不仅要考虑它所提供合格水

质的足够水量
,

而且还应考虑接纳污染物的

能力
。

因此
,

在进行水资源的综合开发
、

利用

时
,

应该弄清该区域水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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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

混合修建不仅将单体建筑设计成完整

的独立的建筑空间
,

而且要使它在居住区内

与其他建筑相互发生关系
,

成为居住区的有

机组成部分
。

单体建筑好像土地上生长出来

的植物一样
’, , ,

彼此协调
,

成为建筑群体的一

员
,

而居住区的建筑景观就是由这些建筑群

体所构成的
。

任何一幢建筑的类型
、

色彩
、

质

感不仅是属于某一幢建筑的
,

而是属于整个

居住区的
。

通过形式
、

体量
、

尺度
、

韵律
、

材料

和色彩的变化和对比
,

将赋予居住区的建筑

景观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亲切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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