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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生态博物馆拟建于中国瓷都泉州市德
化县城郊的森林，周边环境优美，基地位于森林
公园半山部位，基地内部地形高差复杂，有两
个山脊和两个山坳。基地内部可远眺德化的城
区风貌，视线极为开阔。项目东侧与陶瓷博物
馆毗邻、与西侧森林公园内的佳美塔相望，基
地南侧可俯瞰德化县城，北侧为森林茂密的山
地。该博物馆以陈列展示戴云山自然保护区生
态建设成果为主，辅助以其他专题展览，兼顾
社会和公共中型综合博物馆为主，具有一定的
综合性、地域性和现实性，同时配套相应服务
办公设施（图1）。

1 设计策略

生态博物馆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有其
鲜明的主题性及示范性，在适应自然地形及气
候上应有特别的关照；泉州地区有独特的地域
文化和建筑特色，作为文化建筑也应有所体
现；同时也要考虑的实际的运作成本，因此确
定的建筑策略为：

1.1 自然气候的适应

德化地处闽南地区，自然气候以湿热为主，
但由于地理位置比较靠近内陆，且多为山地，因
此与近海一带又有些不同的地方。生态博物馆的
总体应适应地形地貌，尊重环境；建筑单体形态
应采取了对自然要素：光、热、雨、风的关照处
理，关注气候。环境处理也必须合乎生态原理。       

1.2 地域的转化

由于博物馆是文化建筑，在建筑形象的控制
上基本尊重闽南的地域文化。无论是形式的提
取，还是材料与色彩的应用均应与地域有所关联
同时又有时代精神转化。博物馆采取化整为零的
手法削减博物馆体量，使之适合山地。这也是地
域建筑介入地点环境的一种表达。

1.3 经济的考量

博物馆以适宜技术的技术观解决了地域建筑
适应地域气候，无形中降低了建筑的维护和日常

的耗能与费用。另外，在功能上分为办公和展览
两部分，可以分期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建
筑一次性投资的生产资本的压力。

2 具体设计

根据设计策略，设计重点处理了总体关系、
地域形式的现代转化、适应气候的技术措施、建
筑功能的处理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化整为零、依山就势

基地位于国家森林公园内，此时的建筑不应

该成为主角，而是要适应地形与基地融合，建筑

对环境的介入应削弱建筑自身的体量感。建筑位

于两个山脊和两个山坳之间，地形陡峭复杂。方

案尊重地势，对基地做较少的开挖，尽可能保存

原有地形地貌，保护基地原有生态，使建筑与自

然得到 好的呼应。尊重地势也体现建筑本身的

主题，表达对生态的尊重。设计没有采用大部分

博物馆大体量的做法，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设计

手法，同时结合院落和台地空间，组织建筑的各

个功能。将博物馆分为若干部分，使之体量减

小，掩映在树林当中，有机地融入自然环境之

中。设计并不消极地利用建筑与山体结合的部

分，而是在这些灰色地带设计了层层跌落的平

台绿化和跌水，可以将人流引入山谷中，活跃

气氛。

2.2 形象地域、现代表达

建筑的形象借鉴闽南的传统建筑形式，通过
现代建筑语汇表达，在造型上抽象传统建筑的屋
面形式；空间组织上沿用传统建筑的院落围合；
在色彩上沿用闽南特有的红砖文化；在技术上应
用适合当地自然气候的架空、格栅等形式。建筑
既富有现代气息，同时又具有地域特色，是传统
地域形式的现代表达。博物馆的屋脊抽象闽南建
筑的翘脊，立面开窗均是对通过闽南传统建筑的
提炼而设计的。另外，在建筑色调的控制上，采
用了闽南传统的红砖材质，较好地表达了对建筑
浓厚的闽南地域特性的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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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基地周围大致环境（远眺县城）

图1b 基地周围大致环境（北依山林）

图2 总平面图

图3 通过桥的引导进入博物馆

图4 建筑与山地之间的积极处理，与环境融为一体

图5 建筑对山地的介入

图6 闽南传统建筑的屋面意向

图7 由闽南传统建筑衍生而来的屋顶意向

图8 开窗形式与屋脊形式是对闽南传统建筑窗棂与燕尾脊的变异

图9 挑檐深、“两层皮”的遮阳、控制开窗面积是该建筑形态的地域性表达

图10 双层屋顶隔热可为未来使用清洁能源设备提供空间

图11 用绿化和水景对小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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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注生态、适宜技术

设计中突出生态主题，采取适应生态的技术

和建筑处理手法维护生态系统中元素、廊道、

块、区域等层次关系：循环利用自然汇水生

态水源，高差地形处理成山水台地院落，保持

建筑介入环境对生态系统时对山林水系的关

照，保持生态廊道的联系，小环境中设计了利

于藤类植物生长的建筑构件。植物生长起来后

使建筑掩映在绿色中，植物的生长及院落绿化

几环境水池的蒸腾作用也可以降低主入口广场

的热辐射，从而改善环境生态。在第一个山坳

上方设置一桥梁，以山地汇水疏导，同时引导

人流从东南面的平地走向博物馆基地，也有心

理上的过渡变化。

遮阳处理：在展示区域部分的立面限制一定

的开窗面积，以减少日辐射对室内的影响，同

时使用现代材料重新阐释闽南文化，层层叠落

的坡屋顶，现代的构架处理，形成大片阴影，

有利于遮阳处理。而办公区域由于采光的需

要，在部分开窗外多加一层格栅，达到遮阳效

果。屋顶挑檐部分也特意强调，加深了挑檐的

深度，使建筑造型对气候作出回应，具有明显

的地域性。特别是在办公区域的屋顶设计了双

层屋顶：坡屋顶和平屋顶。这样做的好处增强

了建筑的隔热效果，并预留出屋顶空间可以为未
来使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设备提供放置空间，为
业主提供了选择性。

通风处理：展示区域和办公区域之间用廊道
联系起来，使人们可以再其之间自由通行而不受
天气干扰。在展示区域的竖向交通核部分，设计
利用了“烟囱效应”，加强了室内外的空气流
通，比如在展馆的主要交通楼梯间拔高，形成热
压通风塔，并在室外沿外墙部分设置了一定宽度
的水池，使进入室内的空气可以因为水的蒸发，
运用热力学的原理产生气流，较好地解决通风问
题，建筑周围设计的水池，可以在通风的同时冷
却气流气改善建筑周围的小环境，有效地达到降
低室内温度，较好地改善了室内的空气质量。

其实，对自然环境的回应使建筑的能耗下
降，即是在降低今后建筑维护的费用。由于通
风、遮阳等适宜技术的应用，使建筑在夏天的
使用过程中，降低了空调的使用率，从而降低对
电能耗的依赖，而这也恰恰呼应了建筑本身的主
题：生态博物馆。

2.4 功能分区、流线清晰

建筑根据功能分区，各功能相互独立互不干
扰，通过连廊联系，有机组成，形成整体，便于
业主管理。便于管理的建筑体系即是考虑到适宜

技术与社会相容性原则的一种表现。

结   语

建筑所处的环境、建筑性质特点不同，建筑
所采取的设计策略有所不同，德化生态博物馆设
计关照自然环境，关注适宜技术，理解地域建
筑，对建筑地域性表达作出尝试，这对当前建筑
地域性创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
（注   第一作者亦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

生。该项目获2010福建省优秀建筑创作奖二等奖，

合作者有：陈孙宝、庄晓恒、王恺等）

资料来源：
图6：厦门大学闽南民居调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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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建筑剖面（从对山地基地的适应，到对太阳的采光，再到利用楼梯间的“烟囱效应”

加强通风能力，都是对地域气候的表达）

图13 建筑平面

图14 建筑二层平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