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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层 建 筑环 境 问题 探 讨

韩 伟 强
海城市建设学院设计所

当前高层建筑迅速发展
,

在城市规划
、

建筑设

计
、

结构设计等诸方面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课题 大

量新建高层给人们的工作
、

生活
、

娱乐带来了极大

的影响 国内外从事城市规划
、

建筑设计的专家们

对高层建筑的前景有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从世界范

围来看
,

城市人 口不断增加
,

科学技术迅速进步
,
特

别是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中
,

高层建筑在一定时

期
,

一定范围内还将迅速发展 然而
,

大量建造高

层建筑以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是决不能忽视

的 本文就高层建筑的环境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加以探讨
‘

一
、

高层建筑迅速发展的原因

在本世纪中
,

高层建筑的出现如雨后春笋遍及

世界各地
,

其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房屋破

坏严重
,

战后经济恢复
,

发展迅速
,

城市人口激增
,

房

屋用地越来越紧张
,
而高层建筑则占地面积较少

,

在

一定程度上又能较多地增加建筑面积
,

扩大城市空

地
,

有利城市绿化 高层建筑还可使道路
、

管线设备

相对集中
,

节约市政设施费用
,

此外
,

建筑的高 氏结

合可丰富城市面貌 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
,

科

学技术日新月异
,

大型电子计算机又为高层建筑提

供了科学的计算基础 在社会生活和工作方面
,

现

代生活节奏之快
,

工作效率之高是以往任何时代都

不能比拟的 这种快节奏
,

高效率的生活和工作使

得人们希望有集中的办公地点
,

居住区与生活区尽

可能靠近
,
以便节省上

、
下班路途的往返时间

二
、

当前高层建筑的发展动向及存在问蔽

在国内
,

从七十年代起高层建筑在一些大城市

如上海
、

北京
、

广州等地先后迅速发展 但我国目前

高层建筑的功能主要还是住宅
、

旅馆
、

办公楼等类型

的建筑
,

单体功能比较单一 如上海  年完工的

层上海联谊大厦主要作为外商的办公场所  

年完工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共 层
,

主要是用来接待

国内外游客
,
属旅游宾馆 上海于 年完工的潜

樱北路 层住宅是居住建筑 当然也有少量其它类

型的高层建筑
,

如 夕 年完工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是我国第一所全开架的高层图书馆 在国外
,

高

层建筑发展较早
,

目前
,
高层建筑正在向综合性发

展
,

如 年完工的 层美国芝加哥约翰汉考克

中心大厦要在 公顷的土地上安排 。。
,

的

建筑面积
,

其中六到十二层为可放 。辆车的汽车

库
,

六层以下及四十四到四十五层的高空门厅内设

有商店
、

游泳池
、

棒球房等公共设施
,

十三到四十一

层为办公室
,

四十六到九十二层是有七百个单元的

公寓
,

九十三到九十七层为餐厅
、

了望厅及电视台

在这里
,
人们生活和工作问题都可在大楼内得到解

决 年完工的 层香港合和中心大厦
,
总建筑

面积为
, ,

总高度为
, ,

主体为圆形结

构 七十年代建造的日本东京
“
阳光城”采用“城中

之城”的设计方案 这是一个以某个高层建筑为主

体的巨大建筑群
,

它区别于单体的高层综合型建筑
,

而是包括四组建筑 阳光大厦 层 舶来品商场

层 文化会馆 层 旅馆 层 总建筑面积共达
’ ,

满足了该地区人民的生活
、

工作
、

娱乐等

各种需要

尽管这样
,

从目前来看
,
国内外高层建筑的环境

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

如久住高层建筑的人容易得心

脏病
、

咽喉炎
、

眼晴也容易患炎症 经常在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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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孩子比一般孩子智力差
,

反映迟钝 从 ,

年上海房地局住宅研究所调查的上海地区新建住宅

调查报告来看
,

人们普遍反映高层建筑附近的环境

较羌
,

室外活动场所较少 在高层建筑内部
,

则是大

楼噪声间题等尚待解决 目前
,

在房屋普遍紧张 的

情况下
,

人们能够有一套较好的房子就满足了
,

对高

层建筑存在的生理
、

心理等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

但是用不了多久
,

随着高层建筑的迅速发展
,

大量的

高层建筑环境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

有些间题 已经不

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生理
、

心理健康

一 高层建筑对人们生理影响向题

长期在高层建筑中工作
、

生活的人
,

由于高层建

筑比较封闭
,

自然通风条件下降
,

室内外空气中污染

物浓度增高
,
因而引起一些卫生问题 有些污染物

和病菌在建筑物体内使它们集中
、

繁殖而加剧 经常

在机械通风及人工照明条件下学习
,

工作和生活的

人易患眼病以及呼吸道疾病 因为通风管道用久了

常常是细菌的繁殖场所
,

大量新鲜空气通过管道系

统使得空调的负离子浓度锐减 从表面看
,
这种空

气是于净的
,

但其实质是不卫生的 再则长时间的

人工照明往往容易引起人的眼睛疲劳
,

久而久之
,

会

产生各种眼睛炎症使视力降低 另外
,

一般高层建

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时
,

钢筋网星罗棋

布
,

宛 如一个大型的金属笼 人在其中如进人一个

同自然电磁场隔绝的法拉第屏蔽室
,

而人体是一个

导体
,

身体内有复合分隔
,

包藏许多绝缘体
,

在自然

龟磁场作用下
,

体内各种带电质的点和介质成份按

一定规律游动及排列取向
,

保持平衡状态 一旦失

去自然电磁场
,

体内就无法保持电磁平衡伏态
,

往往

会使人感到不安和恐慌
·

二 高层建筑对人们心理影响问题

长期在高层建筑中学习
、

工作
、

生活的人往往容

易发生视线恐怖
,
感觉恐怖

,

噪声恐怖 在一般高层

建筑的阳台上或窗台前观看地面上的人
,

车辆时
,

大

多数人会有一种悬崖感 因为人在一般情况下观看

其他人
,

车辆或物体时
,

它的最佳视角为十五到四十

五度
,
在这个范围内看上去比较平衡 而一旦要在

离地几十米的高空往下看时
,

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

产生将要掉进深渊的感觉 再如
,

人们站在高层林

立的街区或站在高层建筑底下观看高层时
,

人们眼

睛的视角往往不是十五到四十五度
,
而是大于四十

五度
,

有时达到五十至七十度 这时的高层建筑犹

如一道高墙
,

阻挡了人们的正常视线
,

使人 感到非常

压抑或恐怖 这种感觉往往来之人们对高层 住宅

缺少居住气氛
、

单调
、

冷漠
、

乏味以及大多数高层设

计缺少传统建筑的特色 目前的高层住宅往往是大

家走一个大门
,

进大门以后乘一部电梯
,

侮户 人家的

大门又是同一个模式 在高层住宅中
,
公有空间 走

道 又往往近贴各户人家 的和有空间 客厅
、

厨房
、

卧

室
,

缺少过渡室昆
,

因此
,
使人有不安全感

,

不清静

感 这种居住建筑 与一般办公楼相差不多 另外
,

在高层建筑中
,

噪声恐怖也较严重
,

一般高层建筑 的

固体传声还没有很好地解 决 楼梯
、

电梯
、

走道往

往是噪声污染的根源 现代社会 工作 日益紧张
,

脑

力劳动比重增大
,

人们的神 经长时间处在 紧张状态

下
,

一天工作后
,

人们总希望清睁地休息一下 但紧

张地工作后
,

回家又受到住宅环境噪声干优
,

在在会

使人感到心烦意乱
,

血压升高

三
、

高层建筑的室 内环境设计

在高层建筑设计中
,

我们要想解决其存在的生

理
、

心理问题
,
须尽量采用 自然通风或采用空气负离

子技术
,

把一个空气电离器安装在通风系统中
,

借助

空调气候把大量负离子送到人们的呼吸带 尽量采

用 自然光或太阳光谱荧光灯
,

使得人们可以生活在

自然阳光或模拟自然阳光的舒适环境 中 在 高层

“
金属笼”内可安置人工电场系统

,

在室内天花顶棚

上附一个个金属天花板
,

接上 赫兹脉冲电源
,

可 以

模拟自然条件
,

恢复室内的电磁场强度 另外
,

我们

可以在高层建筑的阳台
、

窗台前留有一定的空间距

离
,

使人不易在高空中直接观看地面上的人和物 高

层建筑的门窗
、

垃圾井道
,

管道井
,

电梯井可采用邵

分隔声材料以解决一般的固体传声所带来的环境噪

声问题 在高层建筑中
,
我们如果采用升板结构戈

框架结构
,

每层楼面就可以灵活分隔
,

房间可大 叮

小
,

布置方便 高层楼面靠近窗户的光线一般比戊

层亮 因此
,

室内墙面
、

天花板如果采用白色涂料
,

反光较强
,

眼睛易疲劳 室内色彩可根据 层次区分

几个区域
,

如一至五层为暖色区 六至十层为冷色

区 再高几层为中间色区等
,

每个区域还可有一定的

色彩变化 总之
,

要尽量避免室内色彩单调感

四
、

高层建筑的室外环境设计

高层建筑的室外环境设计要着重解决其人口 与

四周道路
,

广场
、

人流
、

车流的关系 在设计中要注

意到一般高层建筑的人口应尽量设在道路交叉口或

城市主要干道边上 这样
,

可方便大楼的人流
、

车流

进出
,

如果发生火警
,

也可方便人们迅速疏散 一般

我们可在高层建筑的主要人 口前设计一块广场
,

广

场的大小可根据高层的人数与附近道路交道流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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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来定 在广场上可设置一定体量的建筑小

品使之形成良好的空间效果

我们在高层建筑的总体设计时
,

还要注意到每

幢高层在阳光照射下都有阴影部分 一般可在阴影

部分的地段上安排一些附属建筑或其它次要 建筑
,

如停车场
,

汽车库等 另外
,

假如在名胜古迹周围修

建高层建筑
,
要注意保护该地区原有历史

、

文化环境

特点
,

其高层建筑的高度要严格控制 在传统材料

和新材料之间
,

在色彩和质感之间可进行综合协调

如在高层建筑外墙上采用镜面玻璃把附近的传统历

史建筑反射在镜面之中
,

使得新
、

旧建筑较好地协调

起来 高层建筑的体型还可采用与传统建筑相同的

体型
,
以取得新

、

旧建筑的协调
、

统一

科 学
。 。

室内外环境 每个区域可相对作为几层楼面上人们

的室内外活动场所 这样
,

不但可增加高层建筑的
室外活动场所又可丰富高层建筑的立面 造型 另

外
,
在高层建筑周围布置绿化

,

应尽量选用较大体

型的乔木或其它树木以及雕塑等一定体量的建筑小

品

六
、

未来高层建筑的环境设想

五
、

高层建筑的绿化设计

人离开了树木就如生活在沙漠之中 绿化不但

能使空气新鲜
,

色彩丰富
,
而且还能协调人与建筑的

关系 人是活的
,

建筑物的表面材料如水泥
、

石头
、

砖头
、

木材
、

塑料
、

金属
、

玻璃等都是死的物体 而绿

化是具有生命力的植物
,
它可以在人与物之间起到

某种过渡作用
,

使人感到周围环境并不是死气沉沉
,

而是充满生机 那么
,
如 河搞好高层建筑的环境绿

化呢 我们可在设计中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空中

花园—
空中花园一般指高层台阶式绿化 每层都

有室外平面绿化
、

庭园绿化和垂直绿化
,
远看犹如一

个绿色的山坡
。

这样既可改变高层建筑的室外环境

又可为该地区的周围环境增添景色
,

改善局部气侯
,

美化城市 高层中庭室内绿化—
主要在高层

建筑的室内形成一个室内大花园
,
可丰富室内环境

,

改善室内局部气候
、

色彩 一般可用紫藤
,

爬山虎之

类绿化
,

也可把绿化水池和其它小品密切结合

分层式绿化
—

在高层建筑中用水平绿化把其划分

成几个区域
,
在每个区域中

,

可用假山
、

树术等丰富

未来高层建筑的室内外环境要 与 自然 密切 结

合
,

自然通风
,

采光以及绿化
、

水池
、

假山等都应得到

综合利用 室内外环境可以相互渗透 在风景优美

的山区
,

高层建筑可与山地密切结合
,

利用山地坚硬

的岩石作为高层建筑的夭然地基 在辽阔的海边亏高

层建筑也可与海洋有机结合
,
利用海水形成天然水

他或天然瀑布
,

还可把高层建筑的局部设在水面以

下
,

作为观察海洋动物的水晶宫 未来高层建筑已

不单是解决城市用房紧张的唯一途径‘ 随着科学技

术的日益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

未来高层

建筑将是一个综合性的小城市
,
人们的一切需要都

可在这里得到合理的解决
,
如工作

、

学习
、

居住
、

看戏

以及各种体育活动等等 高层建筑还可以与道路
,

桥梁紧密结合 在高层建筑中建造地下汽车库
、

电

影院
、

仓库等 在地面以上建造商店
、

旅馆
、

学校
、

体

育馆
、

医院等各种建筑物
。

火车
、

汽车可在高层建筑

中行驶 飞机
、

空中客车可在高层建筑的屋顶停靠、

降落 高层建筑将给人们带来诸多的方便和无穷的

乐趣

目前
,

高层建筑在国内还是起步阶段
,
但高层建

筑的环境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
,

改进的 只要我打

认真对待
,

加以重视
,

高层建筑将会受到人们普遍地

欢迎

未来高层建筑的前景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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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
,

我国比较系统地进行土壤环

境容量的研究
,

其中包括大量的重金属土壤

质量基准工作
,

为我国政府标准化部门提供

了丰富的资料
,

对于尽早制定我国的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
,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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