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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层建筑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王　立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建筑系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随着高层建筑技术的迅速发展 ,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市空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然而高层建筑与城市环境的融合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本文从城市环境与高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层面上分析了高层建

筑对环境的影响。并针对高层建筑对城市的负面影响提出应对五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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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层建筑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十八世纪

末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的空前繁

荣,城市范围逐步扩大,为了在较小的土地范围内建

造更多的建筑面积, 建筑物不得不向高层发展 ———

这是高层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次,地域炫耀财富也

使得建筑越建越高, 一幢高层还可以是一个城市的

形象, 如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已在 911恐

怖袭击中倒塌) , 人们就很自然的想到美国纽约, 谈

到中国的金茂大厦也就想到了中国上海 。

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场所是建筑, 建筑是由空间

系统(建筑空间和开敞空间)构成的一个有机体。这

个有机体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地区, 历史, 社会, 经

济,文化, 和科技的影响,从而形成城市形态可见的

物质形态环境和不可见的精神环境, 这种城市独有

的特征就是城市的总体环境。城市总体环境是自然

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展。这里主要通

过对高层建筑在城市环境的影响及与各个因素的关

系进行分析。

2　高层建筑对城市环境的正面影响
( 1)高层建筑能够解决人口增长与用地紧张之

间的矛盾 。

随着人口数量的剧增,加大了土地开发的速度,

建设用地相应趋于紧张。高层建筑正好可以少占上

地,使人们居住 、生活的空间朝竖向发展。据估略统

计, 30层的建筑比 5 层建筑节约用地 40%以上, 空

出来的土地对生活环境有着深远的意义。节约和空

出的土地可以增加公共设施和城市绿化, 同时可以

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使城市的空间环境更加

优美 、健康,适宜人们生活 。

( 2)高层建筑可以使人们联系与交往更加便捷 。

高层建筑由于其具有竖向空间叠加的特点, 所

以使内部人员联系与交往缩短了交通距离。电梯便

捷的解决了竖向交通联系,加快了建筑功能之间的

联系 。加之,高层建筑往往成群成片, 使大量的单位

都可以集中办公;大量的高层住宅群集中建设生活

配套设施, 使得小片区内的生活功能非常齐全, 为人

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了就近的方便。能够缓解一部分

市政交通压力 。

( 3)高层建筑可以形成城市风景。

高层建筑可以使城市天际线产生视觉趣味, 天

际线的错落有致为城市的天空勾画了优美的轮廓。

同时中心城区往往会由高层建筑的穿插 、组合形成

城市主立面,它能够反映三维的城市空间,以及整个

城市风貌的特点。城市天际轮廓线,是城市规划宏

观把握中必不可少的参照,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与

美学的体现。

高层建筑不仅仅有着以上优点,还有节约城市

市政工程的投资 、高层地下层通常是城市的防空避

难所等特点。因此高层建筑对环境有着积极的影

响。然向随着人们对建筑认知的深入,高层建筑在

赞誉的光环笼罩下也存在着对环境不可忽视的负面

影响 。

3　高层建筑对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

3.1　高层建筑对人的心理感受的影响

高层建筑的外观与体量改变了过去城市街道的

肌理与尺度 。从前街道的尺度亲切 、宜人,处处体现

了人的尺度,让人感到建筑与人的亲近;而现在高层

建筑的巨大尺度完全打破了过去的人本尺度, 使街



道显得非常狭小 。

3.2　高层建筑对光环境的影响

①壮丽的天空被高层建筑遮挡。现在城市中心

区高层建筑非常密集,且高层建筑的数量不断增加,

人们在林立的摩天大楼的缝隙之中穿梭 、生活,使得

人们欣赏蓝天已变得特别困难 。 ②阳光被遮挡。高

层建筑不仅挡住了人们的视线, 还挡住了阳光。高

层建筑因为其巨大的体量往往遮住了周围较低建筑

的阳光,人们开始抱怨高层建筑侵犯了采光权。从

这个角度来说, 高层建筑已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

健康 。同时高层建筑会产生较大的阴影区, 阴影区

对广场 、道路等都有着很不好的影响, 更有甚者可能

会改变地区的小气候 。③、玻璃幕墙的光反射污染。

有些高层建筑为追求自身的造型等效果, 采用了较

大面积的镜面幕墙, 这些高反射幕墙的反光对周边

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光污染。尤其是在夏天, 幕墙

的光污染就更严重。这些反射幕墙不仅干扰周围居

民的生活,而且影响道路行驶与安全。

3.3　高层建筑对风的影响

高层建筑过于密集会改变了地区环境, 从而产

生另一个方面的不良影响 。风碰到高层建筑会因气

流的收缩而产生负压, 随之出现涡流 、气流和阵风。

这些突然改变的气流,会使行人感到很不舒服,甚至

会将很重的东西刮起,这是很危险的;也会对建筑的

入口产生影响, 使得入口产生负压区等 。

高层建筑不仅仅存在着以上问题, 同时还有会

影响声音环境 、热环境等,因此高层建筑这些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高层建筑而言应该

从它的利与不利两方面共同考虑,发挥它的最有利

面降低它的不利面。

4　降低高层建筑对城市环境负面影响

的五点建议
　　虽然高层建筑对环境有着诸多的负面影响, 但

是其优点也是非常显见的,由于人口增长这一必然,

使得今后必然建设更多的高层建筑, 因此必须采取

相应的措施加疏导, 使城市环境更适合人们生活的

需要。高层建筑很多的环境问题都是由于密度过大

和建筑越来越高造成的, 所以, 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

其高度和密集度, 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其对环境

的负面影响。

( 1)在特定的地区禁止建造高层建筑。为了不

破坏整体的城市景观,不破坏绿化环境和历史古迹,

政府在长期规划时应严禁在特定的城区建造高层建

筑。 ( 2)在城郊大片空地周围 、河滨或主要公共活动

中心,则可有密度要求修建 。 ( 3)限制高层建筑选

址。高层建筑景观效果除其单体的设计构思外, 还

取决于选址的是否妥当。对于规划而言, 高层建筑

的选址应考虑尽可能的避免高层建筑密集;应考虑

将高层建筑布置在城市开阔地段,将一些有代表性

的高层建筑布置在城市突出的地形或地段, 成为标

志性建筑;应考虑提高建设的综合效益,选址符合城

市建设的长期规划。 ( 4)控制高层建筑的体量及高

度。建设应保证城市生态有良好的日照条件;保护

历史景观, 和周围建筑之间的协调关系;保证城市街

道人流聚集和停留场所不被风改变地块气候;高层

建筑的建设应符合城市经济发展,不应盲目求新求

高。( 5)积极倡导合理的城市设计的思想。在高层

建筑所在的环境中, 高层建筑应与其他建筑相协调,

给人以亲切,平易的感觉 。高层建设应根据城市规

划和城市设计的要求, 考虑整体环境设计。高层建

筑对城市环境有着现实的意义和不足,应该在理性

开发的基础上使其走向健康和成熟,努力创造和谐

的城市生活环境。

6　结语
高层建筑是城市空间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同

时高层建筑也影响着一座城市环境的平衡。建筑不

能脱离环境,不能脱离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优秀的

高层建筑必定与所处的城市空间有着共生的关系,

不会借势去统领城市空间,不会去破坏城市空间的

和谐;优秀的高层建筑是一个能创造人性的场所,要

考虑使用者的需要, 以城市的公众利益为追求目标。

高层建筑发展必须在城市的发展中取得平衡, 才能

创造出更好的城市景观和适合人们生活的环境, 才

能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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