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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重视对建筑地域性的理解，重视借鉴传统建筑的精华，是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在住宅设计中应积极挖掘和发展西部各地的地
域特征，重新认识西部传统民居的价值，保存和借鉴传统民居中的绿色内涵，这是西部地区住居的可
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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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地区
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信息交流的日益广泛，世界范围
内多层次、多向性的建筑发展及彼此间的渗透、影
响，使得地域建筑文化的趋同化日益扩大。 与此同
时，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紧缺、传统和民族
性的丧失，当代建筑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
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存，地域文化与外来文
化的共存，决定了建筑的发展方向——具有地域特
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建筑。

近几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西部地区的经
济快速发展，西部住宅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广大西
部，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新兴的小城镇，以及日益
富裕起来的农村，住宅的建设呈增长态势。但在这些
大规模的住宅建设中，不顾西部地域、气候、环境、人
文、经济条件、居住行为等的特点，而采取等同于东
部沿海地区的住宅设计手法，违背了西部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雷同、僵化、反环境、反传统的缺陷，将会
使西部逐渐丧失和环境的依托关系，丧失特有的地
域性特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迷失自我。 冷静分析，
这种一刀切的设计手法，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建筑取
向。近10年全国各地比较流行的“欧陆风格”就是一
种在全球化背景下超越了地域性差异的建筑取向标

准。 应当看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住宅建筑必将
能够大大超越环境与地域的限制而创造出更为经

济、合理的建筑形式。 同时，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
模式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和对现代
化居住方式的需求，这就使得各地区的人民必须改
变他们的传统世界观、价值标准和风俗习惯。但是全
球化并不意味着一体化或单一化，并不意味着对地

域性的否定；全球化应建立在对民族性、地方性尊重
的基础上。 “地区建筑不仅仅是地区历史的产物，一
成不变，恰恰相反，地区的建筑更与地区的未来相
连”。民族性、地域性的发展应与世界性相结合，传统
的继承应与新时代的发展相结合，这样才能在真正
意义上体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广袤的西部地区，有着共同的几千年黄
河文明的积淀。 同时，民族众多的西部地区，在几千
年的文明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在
一方水土上的世代耕作居住、繁衍生息，更稳固、紧
密了其独特的文化与地域的关系。 因此，在西部，地
域特征尤为突显。今天西部各地，虽然全球化趋同使
地域界线逐渐削弱，日益众多的人的生活越来越联
系在一起；但地域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技术
的缺陷、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地区差距依然存在，
各地区依然还保持着各自的地域特征。 这种独特的
地域特征，是人类社会宝贵的遗产、财富。 保存和尊
重地区特色，符合全世界各种民族文明应多元共存
的可持续发展观。 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挖掘和发
展西部地域特征，尊重和鼓励住居文化的多样性，已
成为住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众多、风俗习惯各异的西部地区，地理条件
十分丰富、复杂，在长期经济不发达、气候环境恶劣
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因材制用的传统民居成为广大
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最广泛、最普遍的住居形式。西部
的传统民居是各地区各民族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

晶，因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形式。这些民
居出于明确的功能目的，大多采用天然的材料和适
宜的低技术来满足人的基本舒适度要求。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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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取材，利用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赋予民居特有的
形象特征及适宜的室内气候，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自
我代谢的循环系统，与大自然保持着长久的和谐。随
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兴起，其中蕴涵的许多原生的
“绿色”经验，及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朴素的绿色住居
思想和生态技术，使得近几年来开始重新认识传统
民居。结合新的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在住宅中体现
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住宅建筑的发展方
向。现代建筑应扎根于当时当地的环境，突出地方个
性；而乡土建筑则应在保留地域性特征的同时，充分
利用全球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创造出符合现代需要，
满足现代功能需求的“现代”乡土建筑。

可喜的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已有一批建
筑师致力于西部住居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如近几
年，对黄土高原窑洞建筑的再生研究，就是很好的尝
试。 窑洞民居因为符合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貌特征和
气候条件，而成为黄土高原人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建
筑形式。黄土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地貌构成，它易于
挖掘，便于就地取材。 其细孔结构，在黄土高原半干
旱气候区易于在外表面形成硬壳，而在内部仍然保
持湿度，隔热和保温效能非常好。因此这种土壤很适
于人们居住，冬暖夏凉，经济实用。 这种采用当地材
料，运用适宜的传统低技术，以最方便最经济的手
段，造就温和适宜的室内气候，是一种朴素的绿色思
想，在今天广大还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是非常值得借
鉴的。 但传统窑洞也存在着室内光线差、通风不良、
空间不合适、无法满足现代化的生活的缺陷。继承优
点，针对缺陷，结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通过一系列
科学技术手段改善窑居的物理环境，如通过采用被
动式太阳能采暖技术改善室内的潮湿环境；通过机

械通风系统改善窑洞的通风不良。 通过对室内空间
的改进、重新组织，使其更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求。
这种新型的窑居形式，在陕北一些地区建成后，已成
为该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它不仅满足了当地居
民对现代高质量的生活需求的渴望，同时又尊重、体
现了当地的地域特征，为黄土高原的可持续发展的
住居形式提供了良好的模式。这些研究表明，发展西
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住居形式是有其必要性和可行

性的。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无论是人口密集的城

市，还是新兴的小城镇及富裕起来的农村，其发展都
是日新月异的。 在日益扩大的住宅建设中，城市住
宅、小城镇住宅及乡村各地的住宅形式因根据住宅
所处环境、地域、气候、用地、规模、造价、住户居住行
为、生活习惯等的不同而因地制宜、因材制用的发展
多样的形式。 应注重发掘、继承优秀的西部传统民
居，重视对传统民居地域性的理解，重视地方场所的
文化脉络；同时，应结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注重
保存与借鉴传统民居中朴素的绿色建筑思想与技

术，挖掘其潜在的、原生的绿色内涵，结合人们对现
化生活的需求，使传统民居的精华得以延续和发展，
这是今天西部大开发中住宅建筑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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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软件滤波方案根据工频干扰的规律用软件对

其进行了有效抑制与衰减，采取了很好的效果。
3．2．3 数据管理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于管理生产过程中采集的大量测

试数据。 M icrosoft 公司的 ACCESS 数据库存储数
据。这样可以高效、安全方便地对数据进行查询打印
等处理。 在 VB里面使用 ADODC 控制与数据库进
行连接，用 DataGrid网络控件进行记录的显示。
3．2．4 界面控制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来动态显示各个参数变化情况，
监控现场的动态图形显示，整个界面清晰简洁，视觉
效果好。

4 结束语
该系统是针对矿井环境复杂、采集测试数据误

差大而研制开发的。 它解决了矿井通风参数测试现
场监控的一大难题，是一种新型、实用、物美价廉，适
用于矿山安全生产、监控指挥生产的好产品。因此系
统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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