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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我国特色的观测设备
,

推动我国的原创性研

究
,

我国的太阳物理研究必能很快地走向国际前列
,

为天文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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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

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的科学化与再生

刘加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

西安 71 00 55 )

〔关键词 〕 传统民居
,

生态建筑经验
,

再生

1 基本情况

199 6 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会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受国内建筑

学科的几位资深院士的建议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申请指南中发布了《绿色建筑体系与住区模式》

重点资助项 目
。

由周若祁教授和刘加平等人领导的

课题组
,

以《黄土高原绿色建筑体系与基本聚居单位

模式 》为题提出申请并于 同年 8 月通过答辩获准资

助
。

199 7 年 1月
,

刘加平
、

王竹两位教授在延安向

陕西省和延安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汇报了拟建立

《枣园
一

黄土高原绿色住区示范基地》的建议
,

获得陕

西省政府立项和经费支持
,

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

同

年 2 月
,

刘加平教授作为交流教授赴日访问
,

邀请 日

方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并与 日本大学吉田烽教授签

署了合作研究协议书
。

同年 9 月
,

吉田煤教授作为

交流教授访问中国
,

期间进一步落实了双方共同研

究的具体事项
,

实地考察了枣园示范基地
,

回国后
,

组织了由数名教授参加的研究小组
。

合作研究 于

199 8 年进人实施阶段
,

日本大学方面 以该 内容为

题
,

申请并获得日本国文部省学术振兴会为期两年

的资助 ( 2 〕 I 〕万 日元 )
,

致使本合作研究正式成为中

日两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自 199 8 年 8 月至 2田 1 年 1月
,

日本大学理工学

部先后 5 次派出由关口克明教授为领队的调查团访

问中国
,

与刘加平领导的课题组组成联合调查组
,

对

传统窑居和新型窑居建筑的夏季和冬季环境性能进

行了现场客观测定 和主观问卷调查
。

同时
,

中方曾

5 次派出 10 名教授和研究生访问 日本大学理工学

部
,

就新型窑居的建筑设计方案以及新型环境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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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技术在窑居建筑中的应用与日方进行研讨
。

经过

四年多的艰苦工作
,

2朋 1年 4 月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对中日联合课题组的研究成

果进行了评审
,

给予了充分肯定 ; 200 2 年 6 月
,

合作

课题组向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汇报了合作研究成

果
。

2 传统窑洞民居及研究

窑洞 民居是传统建筑
,

不能一概而论地视为穴

居 ( CAV E )
。

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在 19 35 年发表的《晋汾古

建筑预查记略》专著中
,

曾将土窑 (穴居 )和砖窑 (石

窑 )区分开来
。 “

砖窑
,

乃是指用砖发券的房子而言
。

虽没有向深处研究
,

我们若说砖窑是用砖来摹仿崖

旁的土窑
,

当不至于大错
。 ”

砖窑或石窑保持了土窑

所具有的
“

冬暖夏凉
”

的长处
,

既具有同样的保温隔

热能力和 良好的热稳定性
,

但基本上克服了土窑的

潮湿
、

塌陷等短处
。

因此
,

在秦晋两省
,

黄河两岸
,

“

无论贫富
,

什九都有砖窑或土窑
。 ”

到 目前为止
,

黄

土高原地区的传统窑居建筑依然保持着完整 的体

系
。

学术界对窑居建筑的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
,

起因于窑居建筑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

面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和其众所周知 的
“

冬暖夏

凉
”

热环境特性
。

后因某些政治原因
,

很多人纷纷加

入
“

研究
”

窑洞的行列
,

期间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

研究窑洞的运动
。

回顾这段历史
,

发现研究窑洞建

筑空间形态的多
,

研究其产生和演变的社会经济及

文化背景的少 ;研究窑洞冬暖夏凉及力学特性的多
,

研究如何发展和改进的少 ;按研究者的意愿进行试

验研究的多
,

而综合考虑当地多因素
、

将新技术与传

统窑洞 民居有机结合进行理论与试验研究的少 ;定

性研究或半定量研究表面现象的多
,

定量研究内在

规律和发展过程的少 ; 理论成果多
,

应用推广成果

少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西部地区乡镇居住建筑

规模不断加大
,

人们对居住环境条件的需求 日益提

高
。

但黄土高原地区人居环境的现实状况则难如人

意
:
大多数居民依旧采用传统的方法在建造传统窑

洞
,

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中青年人开始
“

弃窑建房
” ;形

体简单
、

施工粗糙
、

品质低下
、

能耗极高的简易砖混

房屋在黄土高原乡村已随处可见
,

人均能源和资源

消耗成倍增长
,

生产生活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量

急剧增大
,

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每况愈下
,

极有可能重

复发达地区人居环境所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

路
。

产生如此扭曲的建筑文化现象有其复杂的社会

根源
。

首先
,

尽管黄土高原地区传统窑洞民居具有
“

冬暖夏凉
”

等多种生态特性
,

是典型 的与环境
“

共

生
”

的乡土建筑
,

但因其空间形态单一
、

通风不良引

起 IA (Q 室内空气质量
:
浮尘

、

c 姚
、

C O
、

氛辐射 )较差
、

建立在较为原始生产力水平之上的材料加工和建造

方式
,

以及在概念上把质量低劣的土窑与砖石窑居

的混淆
,

致使人们把传统窑洞民居视为贫穷
、

落后的

象征
,

是终将被淘汰的洞穴或
“

生土掩体
” ,

在英文中

也被译作
“
C~ I场 e ll in 邵

”

(穴 居 )
。

其次
,

虽然国内

外对传统窑洞 民居的研究工作已历经几代
,

但研究

内容主要集中在传统窑居的空间形态及其历史演

变
、

现有窑洞居住环境条件的简单改善等方面
。

至

于如何将现代建筑理论和技术与传统窑居生态建筑

经验有机结合
,

创造适合于黄土高原居住建筑形态

方面
,

成果甚少
。

3 合作研究目的
、

内容和成果

由中方提出
、

双方共同研讨确定了中日国际合

作研究的目的
: 以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

导
,

以绿色生态建筑的基本原理为依据
,

以现代建筑

科学技术为手段
,

以传统黄土高原窑洞民居为案例
,

通过挖掘整理传统民居 中的生态建筑经验
,

研究创

造出既适应现代生产生活方式
、

具有现代建筑气息
,

又继承了优秀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的新型居住建

筑体系
。

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内容有
:

3
.

1 传统窑居生态建筑经验的科学化 与技术化研

究

传统窑居中的生态建筑经验包括它固有的建筑

节能特性
、

适应地区气候特性
、

使用当地廉价低能耗

健康建筑材料特性以及保护基地周边自然环境特性

等
,

为此
,

开展的具体研究工作包括窑居建筑热稳定

性的定量化测试
,

窑居建筑冬
、

夏季室内热环境及

MP
V

-

1) I〕 I〕指标定量化
,

窑居建筑室内光环境及采光

系数的测试评价及改良措施
,

窑居建筑室内 IA Q 测

试评价
,

窑居建筑炉灶
一

火炕热能再生利用效率测试

以及窑居建筑的细部构造等
。

3
.

2 新型窑居建筑的设计
、

工程试验和科学评价研

究

研究创作出适合于黄土高原地区的新型居住建

筑体系
,

是课题研究的最终目的
。

为此
,

经过专业人

员大量的设计创作
、

与众多窑居住户和工匠的商讨
、

科学的模拟分析和评判
,

确定了最终实施方案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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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人了被动式太阳能利用技术
、

自然通风降温技

术等
,

在新型窑居建筑的建造前后
,

完成了新型窑居

太阳房动态热过程模拟与测试评价
,

新型窑居太阳

房各项物理环境特性指标的比较测试
,

新型窑居建

筑太阳能利用率测试评价
,

地冷地热通风系统性能

测试评价
,

室内空气质量 (认Q )综合测试评价
。

同

时
,

进行了住户对新型窑居建筑的主观评价 (问卷调

查 )调查研究工作
。

研究理论成果包括建立了传统窑居建筑物理环

境评价指标体系
,

通过系统分析新型窑居太阳房的

热过程理论
,

得出了新型窑居建筑设计方法
、

零辅助

能耗窑居太阳房热工设计方法以及新型窑居建筑绿

色性能评价指标体系
。

合作研究为双方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

包括建

筑环境工学博士 6 名
,

其中日方 1名
,

中方 5 名 ;建

筑环境与建筑设计工学硕士 20 名
,

其中日方 5 名 ;

双方共同公开发表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 60 余篇
,

出

版学术专著 3本
。

洞显得貌不惊人
,

但却因此更加珍贵
,

因为它富有创

意
,

体现了中国现代建筑的精神
。 ” “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在研究发展新型窑洞建筑方面的成就
,

对于西方

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

亦将是极具价值的贡献
”

(华盛

顿州立大学 ntI ern et 网站 )
。

4 应用前景

中日合作课题组经过几年的努力
,

运用社会学
、

人类学
、

历史学
、

绿色建筑学
、

建筑技术科学的原理

和方法
,

在延安枣园建成了黄土高原绿色住区示范

基地
。

新型窑居建筑的建成使用
,

标志着陕北黄土

高原地区传统窑居住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

证明了地方传统民居与现代绿色建筑原理

和绿色建筑技术相结合
,

是中国优秀传统民居建筑

的发展方向
。

目前
,

来自各个阶层
,

从偏远山区的窑

洞居民
,

到延安地区的政府机关干部
,

都络绎不绝地

来到延安枣园村
,

参观
、

考察新型窑居建筑
。

毫无疑

问
,

蕴涵于中国传统窑洞 民居的优秀建筑文化和生

态经验
,

将随着新型窑居建筑继承下去
。 “

从新型窑

洞的建成
,

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
,

中国现代建筑已开

始寻找到其文化与地理的根系
。

在北京和西安
,

西

方格调的新建办公楼栉比鳞次
,

相比之下
,

这些新窑

5 体会与建议

5
.

1 建筑学科学研究的特点

建筑学是诸多工程科学中
,

兼有社会科学和艺

术学属性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

建筑设计对现代建筑

科学技术的运用
,

对其适宜性的要求远远大于技术

本身的先进性 ;我们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技术研究成

果
,

包括自然能源利用技术
、

节约资源技术等
,

但由

于适宜性较差
,

在建筑设计中很少被使用
。

建筑又

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

不同社会经济技术发

展水平
、

不同的地理地质与气候条件
,

其建筑形式完

全不同
。

地区建筑学已成为建筑学的前沿
,

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提出
,

拓宽了建筑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

领域
。

因此
,

建筑学科开展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
,

需要有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
,

才

有可能取得成果
。

5
.

2 建筑学国际合作研究的目的和 内容

发挥各 自的优势
、

取长补短
,

是国际合作研究的

一般规律
。

对于建筑学科来讲
,

这种规律体现的更

为明显
。

综观我国建筑学科的研究水平
,

整体来说
,

还落后于发达国家 ;我方的优势在于
,

在我们国家快

速的发展过程中
,

有许多实用性很强的研究课题
,

而

且我们还具有一大批了解自己国情的研究队伍
,

包

括教授和研究生 ;我们的劣势则是缺乏先进的研究

思想和方法
,

我们的建筑教育
,

一直是重表现
,

轻内

涵
。

同时
,

我们还缺乏先进的测试仪器和设备
。

我

们的优势和劣势
,

恰好是对方的劣势和优势
。

利用

国外先进的建筑观
、

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

利用我

们的研究条件
,

研究适合于我国国情和不同地区特

点的建筑
,

是中国建筑学科发展的永恒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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