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建筑，是对那些为人类活动提供空间的、

或者说拥有内部空间的构造物进行规划、设

计、施工而后使用的行为过程的全体或一部

分。装饰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一种需要，装饰符

号具有人类文化艺术的重要特征和标记，它的

寓意和象征性往往大于应用性。

　　生态学是研究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与其物理

和生物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系统科学，是关于生

命、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科

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特别是人

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生态学在自

我完善的同时，表现了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强

烈参与，成为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

梁，也成为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传统建筑装饰向现代建筑装饰、可持续发展建

筑装饰的转变，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生态文

明”时代在建筑装饰艺术领域理论创新与实践

创新的结果，有着深厚的生态学理论基础。生

态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手

段，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 

二、建筑装饰的属性
　　建筑装饰是为保护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完

善建筑物的物理性能、使用功能和美化建筑

物，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或饰物对建筑物的内外

表面及空间进行的各种处理过程。建筑装饰，

又指以装饰、美化建筑和建筑空间为目的而设

置的造型艺术品，它既具有造型艺术的某些特

点，又具有建筑艺术的某些特征。建筑装饰是

对一定环境中的建筑物进行装饰的，这主要体

现在形态、造型结构、表情、气氛、质地、明

暗和色彩等方面。建筑装饰的空间特性包括建

筑装饰自身的空间性和装饰适应于建筑的空间

特性。建筑装饰的工程属性是由其固定形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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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而形态由内部结构、构造及面层决定。

这涉及到它的施工工艺和材料的选择及运用，

所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建筑装饰的工程特

性。

　　建筑装饰的功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强化建筑的空间序列，按不同空间的等级和规

格设置不同效果的装饰艺术品；强化建筑时空

环境的意境和气氛；参与建筑的时空构成，使

之成为建筑造型和空间处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美化建筑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直观的视觉美的

享受；保护建筑主体结构的牢固性，延长建筑

的使用寿命；增强建筑的物理性能和设备的使

用效果，提高建筑的综合使用效果。

　　建筑装饰艺术的地域性首先包括本土的地

域环境、自然条件、季节气候；其次是历史遗

风、先辈祖训及生活方式；再次是民俗礼仪、

本土文化、风土人情、当地用材。地域性建筑

装饰不等于地方传统建筑的仿古、复旧，地域

性特征依然是现代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功能

上，在构造上都遵循现代的标准和需求，仅仅

在装饰艺术形式上部分吸收地域文化的动机而

已。

三、建筑装饰的可持续内涵
　　建筑装饰是时代的写照，是艺术、文化、

经济、科技高度集中的反映。经济学角度——

在环境得以持续的制约条件下，使环境资源的

利用效益达到最大化；社会学角度——在生存

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改善

人类生活质量；生态学角度——寻找一种最优

生态系统和土地利用空间形态，以支持生态的

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环境持续性达到

最大；科技的角度——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

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尽可能减少资源和其

他自然资源的消耗。总之，其内涵都强调在人

类发展过程中应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生

态环境，为后代维护、保留较好的资源条件，

使人类得到公平的发展，既要求实现经济高效

发展的目标，又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环

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

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

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使人类的发展控

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因此，可持续发展强

调了发展是有限制的，没有限制就没有发展的

持续。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样强调环境保护，但

不同于以往将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对立的做

法，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从人

类发展的源头、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四、建筑装饰的生态可持续性
　　建筑装饰的生态可持续性就是在建筑装饰

过程中对环境给予最小作用力，即最少的资源

消耗、最少的废物排放、最简洁的工艺流程和

最优化的循环利用，包括建筑装饰设计的可持

续性和建筑装饰材料利用的可持续性。

　　建筑装饰的可持续性也就是建筑装饰的生

态性，它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最基本的层次

是物理的生态性，即利用材料本身的低能耗等

环保特性，以及结构构造手段的经济简约，减

少污染量的累积；高层次的生态性是指设计视

觉的生态性，包括环境色彩、质感，尤其是空

间意境与建筑及建筑环境的和谐。

　　材料利用的属性：建筑材料是对一定环境

中的建筑进行装饰，而建筑环境是通过建筑材

料来表达环境的氛围与意境的。这是由材料自

身特质和人们对空间的习惯印象决定的。材料

利用的内、外功用性：装饰材料的主要机能和

目的在于表达装饰，表达最终的空间形象——

即外部功用性。而外部功用的实现依赖于其内

部功用性，审美不是它的目的，结构机能是其

主要意义所在。材料利用的创新性：材料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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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利用与创新并不矛盾，而是对材料特质绝

好的诠释。

五、建筑装饰艺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与分析
　　建筑装饰艺术设计的两种误区：一是肓目

追求豪华、奢侈，没有特色空间的设计，缺乏

对特定空间的创造；二是对简约的曲解，认为

简约就是简单，导致材料的罗列与堆砌。

　　污染严重：包括气体与声音污染；放射性

污染，建筑装饰材料中石材、陶瓷以及建筑物

的围护结构材料中具有放射性；光污染及热岛

效应，光污染是由于外墙热反射或玻璃幕墙的

位置及方向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夏季使用空调

而造成局部热岛效应也会造成热污染。

　　灾害隐患：装饰上大量应用由可燃、易燃

的材料、木材和有机聚合物制成的易燃织物、

胶合板、纤维板、聚氯酯泡沫塑料等材料。

这些高分子材料在火灾发生时极易起火，产生

大量热量和毒气、烟气、烟尘等，造成严重危

害。

　　资源浪费：一是建筑物由于各种原因进行

重新装修时原有装饰材料的重复利用率低下；

二是由于设计不合理，施工水平低而造成的浪

费；三是即使利用可再生产资源，消耗过快，

大大超过资源的更新速度而造成浪费。

　　现代建筑装饰发展中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

原因主要表现为：只顾眼前利益，不计后果，

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攫取；为了局部利益或个人

利益，置国家法令和社会利益于不顾，非法或

非道德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受科技水平所

限，无法先知其后果，或虽知其后果，但在目

前科技水平下仍无法克服其负作用的行为。

　　生态建筑装饰已成为国际设计界的主要发

展方向，国际生态建筑装饰评价的五类指标

为：一是环境：对水、土地、能源、建材等自

然环境资源的消耗；对环境的负担，包括对

水、土地、空气等的污染，对生物物种多样性

的破坏等。二是健康：建筑室内外环境质量。

三是社会：主要考虑生态建筑装饰的经济性及

其使用管理等社会问题。四是规划：包括建筑

场地的环境设计、交通规划等。五是设计艺

术：意在改进生态建筑环境性能的手法等问

题。建筑装饰与健康问题是设计界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将绿色植物、水体、山石等自然景素

引入到建筑空间中来，是实现建筑生态推向人

类更高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一种非常

有效的方法，也是体现建筑生态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主题的途径之一。

六、建筑装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绿化是改善建筑装饰生态环境质量极为重

要的一部分，它涉及到听觉、触觉、视觉及安

全、心理等方面。探讨绿化设计在建筑装饰

中的功用是非常有必要的。绿化从短时间来看

会导致环境设计和装修工程投资增加，成本上

升，但从长远看，是值得的，是我们生活、生

存理所当然的前提。绿化设计是维护建筑装饰

生态环境平衡的最有效的、直观的方法。它要

求设计师，有绿色环保设计的新观念，为人类

创造更加纯洁、健康、优雅的生存环境。

　　加强生态建材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积

极开发绿色建筑装饰材料。发展有机装饰建

材，逐渐提高可再生利用的有机建材的比重。

　　选用绿色建材或低污染、无毒材料。绿色

建材又称生态建材、环保建材和健康建材等，

是指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少用天然资源和能

源，大量使用工业城市固态废弃物生产的无毒

害、无污染、无放射性，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人

体健康的建筑材料。

　　改善室内外通风状况，充分利用朝向、湿

度，合理安排各种功能改善室内通风状况，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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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通风不仅提供新鲜的空气，还可以带走室

内的挥发性有害气体和其它怪味。

　　改善光环境，创造绿色照明。空间视觉环

境和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照明是由天然照

明和人工照明所构成，二者既可单独表现，又

相辅相成。在自然光线无法满足需要时，要采

用最佳朝向和人工照明。

七、结语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人们向往自

然，喜欢用自然材料，渴望住在天然绿色环境

中。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区、地理气候条件的差

异，各民族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的不一样，在

建筑装饰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国是多

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地区特点、民族性

格、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素养等因素的差异，使

建筑装饰设计也有所不同。保护和建设好生态

环境，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可持续

发展的建筑装饰，直接关系着建筑装饰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关系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资源

有效重组利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大

事。建筑装饰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正是按照生

态学的原理，综合处理人、建筑、艺术和资源

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人工环境和自然环

境的合理循环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在建筑装

饰引发的一系列变革，最终使建筑装饰艺术走

向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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