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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提出了高层建筑城市生态学的概念 ,在回顾高层建筑发展历史的基础上 ,指出高层建筑的城市生态问题 ,关

系到城市居住区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结合国外高层建筑的建设 ,提出了可行的方案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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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被认为是研究环境中主体和有机物之间

的一门学问。它不研究生物和主体自身 ,而是研究

它们在其背景中所表现出的功能之间的关系 ,用生

态的推理作为研究框架 ,建筑物自然被认为是城市

环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不仅仅被认为是个人的

私有财产。高层建筑城市生态学是城市生态学中重

要的影响因素 ,它专门研究城市中由于高层建筑的

出现而引发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评价

一座建筑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据它们的单体设计

和效用 ,而是基于它们是否有一个好的居住区。这

对于高层建筑行业具有特殊的挑战意义。当越来越

多的城市矗立着密集的高层建筑的时候 ,一个重要

的问题是 :它对生态模式有何影响 ,由于它的高度和

体量 ,一幢高层比起中高层或低层建筑来很可能对

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产生的影响大得多。那些大楼

搅乱了现已存在的各种功能关系 ,或者它很难适应

当地住宅区的环境。事实上与日俱增的城市楼堂馆

所 ,其数量应该适当被压缩 ,或者采取必要措施限制

高层建筑的迅猛崛起。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讨高层建筑的发展给城市所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起重要作用的生态环境

因素的深刻理解 ,对于那些建设高楼大厦的决策者

们 (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发展商以及政府官员) ,

应该给人们提供美好的城市环境 ,建设更适于居住

的城市。

1 　高层建筑的发展历史

高层建筑可以形容为 :一般是以框架等结构形

式建造的多层建筑物 ,配备有高速电梯 ,并将不平常

的高度与在低层建筑中那样平常的房间结合而成。

总之 ,它是城市的一种物质的、经济的与技术的综合

表现。高层建筑是在城市中得到独特发展的条件的

回应。它们是对土地不足、人口剧增和地价昂贵的

自然回应。

高层建筑影响一座城市环境的平衡。对设计师

而言 ,高层建筑对其环境质量的影响 ,对城市及其周

围的影响和建筑本身的功能方案一样重要。高层建

筑或摩天大楼尽管受到欧洲模式与理论的影响 ,其

演进的历程可归纳为表 1。

高层建筑的突出地位具有形象与场所的特殊标

志性。Prescott 说“高层建筑开始作为孤立的建筑

物 ,并可以从形式上看作是视觉世界中具有未知其

价的一根独立石柱。象征性石柱的起源可以历史地

追溯到独立的埃及方尖碑。罗马人的图拉真圆柱

(公元 98 年) 发展了自己的形式。它变成了西方纪

念物的雏形 ,如纳尔逊柱 (公元 1843 年) 。今天高层

建筑的象征性价值降低了 ,它已归于建筑形式的相

关体系了。”纽约帝国大厦在摩天大楼的发展中独领

风骚几十年 ,它曾经是一些世界显赫人物出头露面

的首选场合 ,成为一些纪念品的首选图案以至为那

个时代的时尚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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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层建筑发展

时间 表现形式 代表建筑或建筑师 历史意义及特征

公元 6 世纪 源于中国的日本多层佛塔 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的方塔、土耳
其和印度的细尖塔

对西方的哥特与文艺复兴建筑都有重大意义

19 世纪 古典和哥特的复古主义者又利用了
高层建筑的符号和象征力量

中世纪美国市政厅的塔 ,英国议
会大厦的塔

工业建筑中的高构筑物 ,随着工业革命而得到稳步发展 ,
同时 ,教堂的钟楼和尖塔继续反映着宗教的象征意义

19 世纪 (下) 现代化的“方格式”外观的出现 William Le Baron Jenney ,Mies Van
der Rone ,SOM

开创了高层建筑的先河

摩
天
大
楼
时
期

1 功能阶段 美国家庭保险大楼 受经济和商业利益驱动通过运用历史样式来寻求美学上
的解决办法 ,是学院派高楼设计的体现

2 折衷阶段 美国保险大楼 信奉技术更为合理性表现的建筑形式
3 现代阶段 格罗皮乌斯、密斯、可布西耶 彻底改变了美国城市的轮廓线

4 后现代阶段 香港汇丰银行 多元论的并包阶段 ,包括各种建筑风格 ,其中有后现代主
义与晚期现代主义 ,同时以某些技术方面的非凡进展为标
志

2 　高层建筑和城市生态环境特性

(1)从城市环境的价值取向分析 ,高层建筑密度

无疑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有强烈的负效应 ,高层建筑

除以巨大的体积占据城市空间外 ,因其本身往往聚

集大量活动的人流、车流而需要较大的外部空间 ,高

层建筑用地的高容积率是用较低的建筑密度换来

的。从城市空间环境来看 ,优美舒适的城市空间形

态 ,首先要控制好建筑的外部空间尺度。一般来讲 ,

建筑物体量的形式是决定其干扰性及其大小的重要

因素。建筑体量愈大 ,外部空间应愈大 ,对已有环境

的影响也愈大。高层建筑处于城市环境中 ,会影响

到光线、日照、阴影 ,甚至于空气流动 ,造成倒灌风和

突然阵风。风速随着楼层高度呈指数倍增加。高层

建筑一旦建起来 ,街面上正常的微风轻拂可能会变

成险恶的狂风。这在严冬季节是令人不堪忍受的 ,

两幢高楼之间所形成的峡谷效果会使正常风速增强

3～4 倍。由于高度的关系 ,超高层建筑易受到巨大

的侧向风力。有些塔楼可能在其底部造成强力的下

行风和不舒服的旋风 ,是很令人讨厌的。在高层建

筑的设计阶段最好进行风洞实验 ,以便用协调其形

式的方法尝试保持最小的环境干扰性。

(2)有时高层建筑会在各种风的作用下产生噪

声 ,使得城市声环境受到不利的影响。

(3)城市设计还包括高层建筑物对城市街区及

其周围的小气候环境的影响。诸如在阳光照到街道

上的主要时间段内 ,高层建筑投下的阴影可能极大

地改变该区域的性质 ,影响小气候以及遮断视景。

对室内温湿度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 :美国伊利诺斯州中心 17 层高的大楼中庭

曾引起巨大的噪声问题和气候控制的难题。大通间

的办公室几乎每层都有 ,而且都与中庭连通 ,这就造

成了极强的噪声干扰 ,使得有许多上班人员无法集

中精力工作。在气候控制方面 ,当大厦落成后第一

个夏天的某时 ,室内气温高达 4313 ℃,甚至更高 ,以

至有些工作人员竟把家中露台上用的太阳伞拿了

来 ,使自己的工作地方能舒适些。而在冬天则相反 ,

室温有时会降到低于 1516 ℃。工作人员在如此低

劣的气候条件下感到很难有效地做好工作。伊利诺

斯州花了 2 000 万美元进行工程技术方面的修整并

控告了建筑师及其事务所。

另外 ,必须对高层建筑综合病症、室内空气污

染、能耗、玻璃幕墙的光污染等“高层疾病”进行有效

的研究 ,采取可行的对策 ,使高层建筑这个“城市巨

人”健康地成长。

但很多人在评价建筑设计的审美效果时 ,往往

对建筑本身的构图效果考虑的多 ,对挤占的环境空

间考虑的少。这是高层建筑存在问题的重要根源。

在大多数城市生态景观中 ,通常可找到对一些

居民来说带有象征价值的特色建筑物或小品。

在研究波士顿市中心土地使用的情况时 ,Walter

Fireg发现市中心商业区大片土地被当做非商业用

途 ,如建成停车场甚至当墓地来使用。他从理论上

指出 :情感和象征主义在空间分配上 ,起着重要作

用。他还指出 ,在波士顿市区腹地 19142 万 m
2 的土

地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很好的商业开发 ,波士顿的山

地上还保留着一个高级居住区 ,而它的附近是最繁

华的商业区。

基于有价值的生态特性的感知效果 ,如天际线、

视觉、运输方式或者历史和文化上的重大事件 ,市民

们可能会对高层建筑的发展有所反映。与欧洲社会

相对应 ,可以发现人们拒绝接受在他们的市中心建

高层建筑 ,而美国人喜欢把摩天大楼放在中心商业

区。高层建筑如何最大程度地适应周围的城市环境

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

旧金山是监理部所在地 ,针对这一问题 ,20 世

纪 80 年代后期该市采取了一项新的区域性法规 :在

市中心区建设超过 7177km2 的大建筑物时 ,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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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限高 ,体量和数量也必须有所限制。该项法规

还将对 251 栋有文物和艺术价值的濒临毁坏的建筑

进行保护。

与旧金山市不同 ,Philadelphia 市当时已经决定

打破传统 ,允许升高城市的天际线。该市委员会已

批准了建设两栋 65 层办公大楼 ,它们将比 William

Penn 法令的限高 152m (500ft) 还高出 112m ,该工程

尽管被市民们称为“Bill Penn 的鼻子”,并进行了一

番艰苦的努力进行劝阻 ,但最后该项工程还是被通

过。这个最高大楼将在那里拔地而起。一项不成文

的法律要求开发商对大楼的限高为 150m(491ft) ,使

Penn 的雕塑成为这个城市显眼的纪念性建筑物。

要建造 8 块摩天大楼区 ,规定那里的高度为城市天

际线 ,市长 W. 威尔逊以及该市委员会声称 ,它将把

几百万美元的新资金注入该商业区 ,并且提供几千

个就业岗位。因此 ,城市对新的商业的培植 ,将需要

摒弃传统的观念。

洛杉矶市在探索城市特色时 ,通过了一项“建筑

限高 13 层”的法律 ,其目的是将城市的发展与环境

的保护结合起来 ,强调城市的特色建设。东部城市

高楼林立 ,似乎俯视着这个城市。可是这样一个法

律 ,可能会导致特大城市竟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商业

区域或核心。该法律曾经被废止 ,许多新颖闪亮的

大楼在市中心拔地而起 ,有的高达 62 层。这有助于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并给那些一度衰落的地区带

来新的活力。可是现在繁华闹区众多的劳动大军正

在使交通和停车场出现严重的问题 ,批评家们指出 :

要暂时延缓高层建筑的发展 ,扭转交通瘫痪的局面。

一些官员想在商业区恢复“建筑限高 13 层”的法律 ,

考虑到这一法律一旦重新生效 ,将使一些建筑物在

摩天大楼面前变成了侏儒。

参照上述的城市现状 ,纽约市总是鼓励摩天大

楼的发展 ,并将此作为城市经济的一个活跃部分 ,可

是城市官员们经常遭到反对建造巨大建筑物人士的

批评。尤其是马萨诸塞州中部城市的规划 ,如时代

广场 ,其基本问题是如何保护该州的传统特性 ,评论

家们担心一些剧场和特殊的商场将消失。甚至连同

明亮的灯光以及活跃的街道生活也将随之而去。至

此 ,时代广场的规划已经修改多次。

3 　大楼及其住宅的生态学

住宅区可被定义为城市的子社区 ,虽然社区生

态与城市生态的功能有共同的一面 ,但居民更关注

社区的好坏对他们生活的直接影响。在一幢高层结

构的建筑物的近邻 ,人们对它是否能够提升个人的

生活质量而做出相应的反映。

一个影响这种反映的基本因素与街道印象有关

联 ,出了家门 ,街道则变成了社区环境最重要的部

分。然而在很多情况下 ,现代高层建筑已经使街道

环境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 ,有些场所变得不是那么

舒适。纽约街道生活事业部主任威廉 H. 怀特解释

道 :凡是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 ,社会的互相影响和最

终的社会认同感将被严重地削弱。例如 ,他把“底特

律文艺复兴中心”和“亚特兰大奥尼第一共产国际”

都看作是反街道、反住宅区的典型。它们的结构都

被建成独立于它们环境的样式 ;面向街道的一面墙

没有设置门窗 ,几乎是混凝土或砖的硬面。

另外很多高层建筑有利于汽车交通。人们却忽

略了这样一种事实 :大量老的城市住宅区最初的设

计比较适应于步行者 ,即所谓的步行街。

在休斯顿市中心 ,一个人可以驾车从高速公路

到中心停车场 ,然后通过天桥步行到达另一座塔楼 ,

工作一天 ,然后再将车停在车库 ,完全不需要在休斯

顿大街上步行。在休斯顿市中心的街道上 ,既没有

很多的杂货店 ,也没有很多的行人 ,只有一些不下车

就可购物的零售店 ,对于步行者来说 ,那些不时闪烁

的灯和信号在提醒人们注意车辆。

按照 Downs 的观点 ,其它与居民区有关的一些

因素如下 :

(1)一些重点地方的公共设施的撤消 ,如医院、

教堂、学校、公园以及购物中心 ; (2)高低收入之间的

转换 ; (3)街道路面上的负效应 ,如大面积的阴影、旋

风或者拥挤加剧 ; (4)短暂使用频率的提高 ; (5) 综合

使用的下降 ; (6)汽车交通流量的增加 ; (7)建筑物维

护及外观的特性 ; (8)在居民区能够完成各种事务。

高层建筑设计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寻求解

决环境与气候的问题 ,如巴林在麦纳麦的联合海湾

银行。它采用厚重的混凝土外墙 ,开着深凹的窗户 ,

在巴林炎热的沙漠气候中作为遮阳和热调节之用。

由于担心自然资源的耗尽 ,天然及合成材料的再利

用 ,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保护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建

筑”等问题在今天已变成重要的建筑问题。

4 　未来的考虑

未来的情况很可能是 ,高楼的建设在高度、比例

和功能上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不仅大楼盖得越来

越高 ,而且其周围的环境在很多方面将被重新构成。

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可作为开发商们行动纲领的依

(下转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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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技术以及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发展 ,

智能住宅相关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导致了人们在住

房需求概念上的变革。从以往追求居住的物理空间

和豪华的装修向享受现代化精神内涵与浪漫生活情

趣的方向发展 ,从而追求更高的层次与境界。因此 ,

尽管智能化住宅在我国刚刚起步 ,但潜力巨大 ,必将

成为 21 世纪住宅发展的主流。

智能住宅的先进性、开放性、高效性、功能性、舒

适性及安全性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智能网可实现

网上购物、家庭办公、证券交易、远程医疗及家庭教

育 ,足不出户便可实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用户智能

控制器 ,具有三表读数和报警功能 ;用户可视对讲

机 ,有效杜绝无关人员进入各单元 ;VCD 视频点播 ,

可在家中点播影视歌曲 ;电脑系统还可以根据温湿

度及风向等情况自动调节窗户的开关 ;若看电视 ,电

话铃响了 ,则电视音量会自动降低 ;若有陌生人进入

房间 ,各种测试系统会发出特殊警告。

213 　向生态化发展

20 世纪兴起的将在 21 世纪得到大发展的可持

续发展理论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生态住宅正呼之而

出。它为居住者创造生机盎然、自然气息浓厚、节省

能源、没有污染的居住环境。这一问题得到了管理

层、开发商、设计师的普遍认同。

目前开发的小区环境普遍较好 ,绿化率、容积

率、建筑密度都较适当。房型设计中对通风、采光更

加重视 ,不少设计宁可降低容积率 ,也要让居民有更

好的自然阳光和对流空气。使室内视野可见室外生

态环境 ,并使绿色向室内延伸。过去的一梯四户、六

户点式和蝶式设计基本被淘汰。客厅基本以南向为

主 ,并做到与餐厅的南北通风 ,这对居住者减少能源

耗费大为有利。

同时 ,建筑材料也向绿色发展。一些含毒建筑

涂料正在得到遏制。那些无害无污染、可以自然缓

解的环保型建材正在推广使用。如日本研制的生态

产品有可净化空气的预制板、可调节室内湿度的壁

砖、抗菌自洁玻璃和吸收氮氧化合物的涂料等。

随着 21 世纪新经济和网络社会的出现 ,人们居

住理念的改变。新住宅将营造网络时代的居住空

间 ,实现传统精神的升华 ,建设人文关怀的精神家

园。崇尚自然、健康、美好的居住环境是人们共同的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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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1) 通过大量工程为不同的人群提供各种需要 ,

这种需要将被认为是全部规划过程的一部分。(2)

承认住宅区象征性的附属物在决定空间的分配和土

地使用包括开放空间、视觉、天际线以及历史和文化

方面的生态作用。(3) 旧建筑不仅为新建的小型企

业提供场地 ,而且可以打破视觉的单调性 ,使建筑的

社会特性和历史特性长期共存。(4) 提供住宅区在

居住、购物、娱乐、休闲等方面的功能 ,以及扩展到人

身保险业。(5)对一些大的建筑物 ,在规划设计时要

说明街道的功能 ,同时要考虑到阴影、旋风、拥挤堵

塞等现象 ,还要尽量提供使人愉悦的环境 ,使街道保

持生机 ,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从而吸引人们加入步

行者的行列。(6) 加强各种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护 ,

提高住宅区的服务功能。如学校、医院、托儿所、交

通及娱乐中心。

5 　发展趋势

随着计算机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基于

信息的“比特城市”概念的产生 ,将改变着人们对城

市及高层建筑形象的认识。“SOHO”即在家办公、

“无纸化办公”、“5A 智能大厦”、“E2businesses (电子

商务)”、虚拟图书馆、虚拟电影院 (VOD) 等信息技术
革命的出现 ,将使社会以信息流代替物质流的趋势

得以实现。

W.J . Mitchell 就曾大胆预言 :“工业革命产生了

摩天大楼 ,而信息革命则将淘汰摩天大楼”。许多美

国的大公司将其总部大楼建在中小城市 ,有的搬到

郊区。这种举动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个实事 :一方

面人们只需要通过网络与他们保持联系 ,而不必知

道其“物质性”的总部在何处 ;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

郊区生态环境优于城市。因此 ,高层建筑的形象在

不久的将来将会被网站的主页形象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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