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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明珠闪耀世博绿地----------------新型遮阳设施的应用

世博绿地包括世博庆典广场、综合服务中心、龙门吊休闲广场和

休闲吧等。

综合服务中心、龙门吊休闲广场和休闲吧都是利用现有工业遗产

和建构筑物改造利用而成，是过去城市记忆与现在都市时尚生活的有

机结合。世博庆典广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上海蓬勃发展和新时

代海派文化的体现。

庆典广场位于场地中部，在世博轴与黄浦江相接的区域。它以世

博轴为依托，与演艺中心建筑相邻，是世博会核心绿地中最大的人流

集散场地，担负着会展期间 4 万人的容量。但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

会后人流骤减带来的场地利用挑战。

庆典广场延续了景观设计的整体风格，舞台、观众台等功能被抽

象为大小不一的“泡”，各种“泡”的材质、色泽均不相同，“泡”间场地基

质由再生环保聚合物透水材料铺设。

庆典广场的遮阳采用了一种新型的遮阳设施——— 一种类似

“竹灯笼”的“泡”。这种“泡”由竹片编制而成，内部有氦气填充的透明

空中漂浮体，形状与广场中的铺地形状相似。这样的设计既起到了遮

阳的作用，又不会遮挡观演视线。若干个大小各异的“竹灯笼”使得整

个庆典广场显得生动活泼。另一方面，这些设施世博会后可随时拆除，

拆下来的竹子粉碎后可用作绿地的肥料。

上海别墅的绿化景观设计

近年来，由于上海人口的不断暴增，房地产业也随之迅猛的发展

起来。房产商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为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善作出了不小

的贡献。时下私人庭院用地最为流行的设计模式有 3种：

①生态观光型模式。

它遵循地带性植被的生物学规律，应用植物生态位互补、互惠共

生的生态学原理，科学配置人工植物群落，体现植物景观的文化特色

和地方风韵。

生的生态学原理，科学配置人工植物群落，体现植物景观的文

化特色和地方风韵

②生态保健型模式。

这种模式依据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的光合作用功

能和某些树种分泌植物杀菌素的生物特性，运用拟生造林学的

原理，配置出生态保健型的人工植物群落。

其结构要求加大复层立体绿化，突出生态保健功能，兼顾

景观质量的要求。群落结构主要为释氧、分泌杀菌素效应强的，

地带性特色明显的树种集合。

绿色植物不仅可以缓解人们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而且植

物释放的负离子及抗生素，还能提高对疾病的免疫力。据测试，

在绿色植物环境中，人的皮肤温度可降低 1～2℃，脉搏每分钟

可减少 4～8 次，呼吸慢而均匀，心脏负担减轻。另外，森林中

每立方米空气中细菌的含量也远远低于市区街道和超市、百货

公司。另外，还可以构建芳香型生态群落。以上海为例，香樟、

广玉兰、白玉兰、桂花、蜡梅、丁香、含笑、栀子、紫藤、木

香等都可以作为嗅觉类芳香保健群落的可选树种。因此，植物

配置中的生态观还应落实到人，为人类创造一个健康、清新的

保健型生态绿色空间。

③生态环保型模式

此模式主要针对交通流量大或周边环境有较大污染的别墅

区，强化森林植被吸收有害气体、吸滞粉尘、削减噪音等生态

环保效应，减轻环境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植物配置主要强调发

挥森林植物的生态环保功能，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主，适当考虑

景观效果。选配主要树种时，既得考虑增强林带的生态环保功

能，又得兼顾生态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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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

城市的保温节能

近 30 年来，各国在建筑设计、施工、新型建筑保温材料的

开发和应用、建筑节能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建筑节能产品的认证

和管理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但节省了大量的能源，也取得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国外建筑节能和保温材料的发展，对我们这

方面的工作有借鉴作用，现将节能与保温材料在建筑节能上的利

用做些简介

一．保温材料在墙体及围护结构中的应用：

1. 为了提高建筑墙体的保温性能，隔断在砌块之间形成的空心

通道的气流，在各空隙中填加膨胀珍珠岩、散状玻璃棉或散

状矿物棉等松散填充绝热保温材料。

2. 在建筑物的围护结构中，不论是商用建筑还是民用建筑，一

般采用轻质高效的玻璃棉、岩棉、泡沫塑料等保温材料。

二．保温材料在屋顶上的应用

1.用于尖顶的较多。在尖顶的阁楼空间紧接屋顶的下面，装配供空

气流通的通道，这样既能解决空气流通的问题，又可起到一定的

保温隔热作用。

2.在天花板上，一般都要铺设玻璃棉或矿物棉毡、垫，或在此空间

内直接吹入松散的保温棉。而有的则直接吊装有玻璃棉或岩棉等

保温材料和装饰贴面复合而成的天花板。

三．保温材料在地面中的应用

国外的大部分建筑都有地上室和地下空间，居住和活动空

间的地板并不是直接暴露在外界环境中，这就为生活空间的保温

创造了有力条件。在建筑物的一楼地板下，仍然需要填充高密度

的保温材料，同时，在地下室的混凝土地坪、地基与土壤之间铺

设一定厚度的刚性和半刚性保温材料。

在德国有个零能量住房，所需能量 100%靠太阳能。零能量

住房向南开放的平面被设计成扇形平面，可以获得很高的太阳辐

射能，墙面采用储热能力较好的灰沙砖，隔热材料和装饰材料，

阳光透过保温材料，热量在灰沙砖墙中存储起来。房屋白天通过

窗户由太阳来加热，夜间则通过隔热材料和灰沙砖墙来加热。

从屋顶绿化看发达国家如何加强城市生态管理

““““火炉””””变““““氧吧””””

近年来，大气变暖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大气变暖

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都市热岛效应，它

占了全球变暖 70%的份额。

在夏天 36℃的高温下，太阳光辐射在钢筋、水泥、沥青、

玻璃的表面，到了午后 2时左右，其表面平均温度高达 70℃以上 。

同时，空调被大量使用，炎热而污浊的空气被排到室外，形成恶

性循环，使城市气温变得更高。 被硬化了的城市，使得雨水迅速

流失，很少能够渗透到土壤中补充地下水，从而造成城市地下水

位严重下降，同时也造成城市排水系统压力过大，降低了城市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因此，利用现有建筑物进行屋顶绿化，是拓宽狭小的绿化空

间，增加绿化量和绿化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提升城市整体绿化水平的有效手段，也是当今世界土地资源

日趋紧张情况下，加强城市绿化管理的发展方向之一。

国际立体绿化促进组织秘书长王仙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屋顶绿化节能环保的作用非常明显，夏天黑色沥青屋面温度

高达 83℃，表面光细石混凝土屋面温度高达 48℃，而有植物栽培

的屋面温度仅为 30℃。种植屋面有利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为

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室内“大氧吧”。此外，屋顶种植通过植物蒸腾

作用有利于减缓大气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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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立体绿化促进组织秘书长王仙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屋顶绿化节能环保的作用非常明显，夏天黑色沥青屋面的温度可高

达 83℃，表面光细石混凝土屋面温度高达 48℃，而有植物栽培的屋

面温度仅为 30℃。这样将实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的情形，为人们

提供一个舒适的室内“大氧吧”，减缓大气热岛效应。

政府强推绿

据介绍，一些发达国家营造新的建筑群时，在设计楼房图纸时

就考虑到了屋顶花园项目，造园水平越来越高。

德国是对屋顶绿化技术研究及普及较早，也是屋顶绿化政策环

境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屋顶绿化率达到 14%。为了加强养护管理，

德国采取了政府和业主共同出资进行屋顶绿化的办法，政府补贴

25%的绿化经费。在城市重点地区内，为确保屋顶绿化，对建筑所

有权者实行 5年内固定资产减税 50%的特例措施。

韩国首尔对建筑屋顶的绿化工程费也给予一定的支援。从2002

年起，首尔市对绿化公共性质的民间建筑物的屋顶，依据首尔市《有

关绿地保护及促进绿化的条例》，实施了支援 50%有关建筑屋顶绿化

费用的措施，鼓励民间绿化屋顶。

多伦多市为解决“热岛效应”，在城市建筑屋顶上种上绿色植物，

以改善环境质量。而在瑞士日内瓦，已有 7%的食品来自屋顶种植。

日本东京市政府早在 2001年就出台了相关管控政策，提出“屋

顶绿化设施配备计划”，规定凡是新建建筑物占地面积超过 1000平

方米者，屋顶必须有 20%为绿色植物覆盖，否则要被处以罚款。目

前，该市屋顶绿化率已达到 14%。 在一些大楼顶层上，除了有人养

蜜蜂，还有人种水稻，屋顶上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看了让人心旷

神怡。

屋顶绿化的核心技术就是荷载。荷载决定了屋顶绿化的类型。

每平方米不低于 70公斤的承重，即可实施超轻型屋顶绿化；而空中

花园的荷载要求每平方米 300公斤以上。北京目前实施的“空中花

园”，大部分都在每平方米 500公斤以上。

屋顶最易产生热岛效应，城市需要植物进行隔热吸热，因此屋

顶绿化被提上了日程。在我国，屋顶绿化的普及可从政府部门的屋

顶开始，在公共建筑、医院、学校、机关率先实施，逐步带动全社

会行动起来。同时，可制定一系列配套的激励政策，如绿色建筑标

准、建筑项目环境评估体系、税收、低息无息贷款、政府补贴、建

筑绿地率折算比例等有利于屋顶绿化发展的政策，加强城市生态管

理，促进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



业界信息

哥伦比亚鲜切花产业面临危机

哥伦比亚花卉培植公司销售总监欧仕嘉日前指出，在严峻的经济环境影响下，哥伦比亚鲜切花产业已经面临巨大危机。哥伦比亚

是世界上重要的鲜花出口国之一，鲜花种植面积 6000 公顷，其中月季 3000 公顷，康乃馨种植面积 1200 公顷，还有部分菊花、六出花 、

非洲菊生产。哥伦比亚鲜花是典型的外向型发展产业，产品出口比例在 95%以上，出口市场以美国为主，还有欧洲、日本等。

哥伦比亚鲜切花主打产品如月季、康乃馨，约有 75%出口到美国。受金融危机以及美元不断贬值影响，哥伦比亚鲜切花出口受损

严重。据悉，去年同期 1美元可兑换 2900 哥伦比亚比索，而现在 1 美元只能兑换 1600 比索。欧仕嘉说：“汇率变化几乎剥夺了所有

的利润，花卉消费也受到影响，哥伦比亚下半年的出口额明显下降，鲜花总销售量减少了约 20%。”

其次，哥伦比亚的劳动力、水电等支出费用不断增加，这使得本来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鲜花生产雪上加霜。此外，哥伦比亚

的月季切花出口也遇到激烈竞争，肯尼亚、厄瓜多尔等国花卉业迅速成长，不断瓜分市场。”

哥伦比亚国内消费过少以及出口目标市场集中，是导致哥伦比亚花卉产业风险过大的主要原因，危机让从业者认识到，必须开拓

更多新的市场来降低风险。

韩国吹起““““怀旧风”””” 用传统缓解现代压力

最近在韩国，人们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方法来缓解现代生

活方式带来的压力，掀起了“怀旧风”。这一轮“怀旧风”正是把传

统形式注入新的设计并同时保持原来的特色。

Lim Geo Dang (“森林生活”) 就是一个新生活方式的示例。木

盒子漂浮在混凝土柱上，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韩国建筑空间特质：

开放性联系。家具和饰面尽量低调，充分配合空间和自然环境。

裸露出的混凝土结构基础和松木完成面相融合，表达出一种古典

与现代的联姻。建筑的概念“开放性联系”也贯穿着庭院的设计。

入口通道、楼梯和平台都融合进庭院中，内、外庭院联系着不同

的房间和楼层，这样的格局在传统韩国建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个两户合住带地下室的公寓各层合计共有 8 个庭院，这些

庭院在纵横相交，靠几步台阶将其相互连接。顺着这些庭院漫步，

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建筑内穿行的一条主线，围合与打开、上下错、

层使得空间有着流动性并无限延续。

首层的内庭院连接起居室、厨房、餐厅、浴室和车库，从起

居室的落地窗可以俯瞰到地下层的庭院。

地下层是工作室和客房，非常安静私密。尽管位于地下，两

个房间之间的露天小庭院全天都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房间选

用的都是传统半透明纸做的可提升拉门，夏天把这些门固定到天

花板上就可以发挥窗户的作用。

而二楼包括家庭室、主卧室、婴儿室、图书走廊和浴室，公

共层则有很大窗户，面向窗外美丽的景色。

在 Lim Geo Dang，庭院并不仅仅只是联系的空间，时间在此

流逝，生命开始呼吸。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在等待迎来送去一个

一个房间。这独特的新旧融合完美地体现了韩式的“新古典”。



专题介绍——学术论文篇

土地逃离土地————————商品化、城市化和景观设计

2008 年我们经历了奥运、雪灾、汶川地震，经历着经济的极大困惑和低迷……如果经历了这些，却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意义的思考

和改变，那么，不幸犹甚！

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也是中国有了景观设计这个行业大致十年光景的时间点。所谓时光荏苒，当年的“八十年代的新一代”已

都人到中年，在歌曲中曾相约的期许依稀耳畔，只是“天也新，地也新”的想象被现实中节能减排的压力重压着，被江河污染和人地关系

紧张的矛盾桎梏着。即使是官方媒体，也大致客观地承认我们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付出环境和生态的不菲代价。

景观无疑是人们的观念和权力在土地上的投射。中国的当代景观其实就物化了我们脑海中的价值、审美和憧憬之物，我们景观面貌

呈现的丰富抑或混乱，正好描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元和矛盾。景观，如果我们有钱打造，或者购买的起，它实际了就摹拟我们的梦想。

逃离土地的景观

作家张炜说得很透彻，“中国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农村的孩子，只不过有人离开城市早，有人离开城市晚…”而抹去土地的痕迹，抹去

“土气”似乎也是许多人获得城市身份前后所忙碌着的一件大事，也是城市化起来的那些城所热衷的趣味所在。于是，悖论出现了，景观

作为土地的艺术、土地的美学，人们却要割裂和背离它与土地的联系。他们喜欢飞来的东西，外国的东西，皇帝的东西，无关这块土地

本身意志的东西，连同花草在内的一切都要洋的。景观成了意念搬运术，把地中海、加州和夏威夷拷贝来；把海枣、椰树栽上庭园，土

地已离开土地，成为当代意识迷药下的海市蜃楼。广泛的楼盘，充溢着此类景观设计，成为众多中国人不伦不类的家园。它们其实已经

坦白出了我们今天文明的处境，和我们内心的扭曲、畸零。

做为商品的景观

“迪斯尼”是成功的景观生意，迪斯尼不需要与巴黎、东京、香港或未来的上海，这些迪斯尼开办城市有什么真正的景观联系，对这

些城市而言，它自天而降或自美国而降。迪斯尼是无土栽培的奇异果实。它售卖模式化的梦想，我们可以宽容地说，迪斯尼本身没有问

题，问题在于今日社会的迪斯尼化。人们认为景观售卖起来可以赚大钱，而且这个景观再也无须理会人们足下土地的一切。

今天，迪斯尼化，已经在城市中各类地产和公园项目中泛滥开来，景观成为商品，并且加入消费控制的社会机制。景观的目的，就

是为了唤起购买，唤起消费，景观商品化是大地的商品化，是庸俗消费主义统治泛滥的必然结果。景观的商品化已无法逃避，商品化使

景观目的，景观过程连同景观设计本身都具备了浓重的商业特点。无视之或蔑视、斜视之都不是办法，我们需要辨析景观的土地属性、

文化属性，与商品性的矛盾抑或关联，需要打醒精神在这个已经几乎全面商品化的时代工作和思考下去。

迪拜啊，迪拜

天方夜谈，指的就是几近无法实现的梦想。拜迪，这个当代阿拉伯的天方夜谈，神奇魔毯的名字，正在当下中国官方的会议、论坛

和朝野各式人等的闲聊、清谈之间弥漫、弥漫。

迪拜，尺度惊人的人工棕榈岛，全球最豪华的海上酒店，奢侈品中心，还有永远要做第一、没人记住第二的酋长格言…这些，正给

我们的景观思想和面貌带来什么影响？ 对资源的深度依赖并深存资源枯竭后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对贫瘠景观的革命式改造以及沉湎于

梦想的力量。 迪拜体现出一种魅力甚至魔法，迪拜也体现出一种意志和精神，迪拜当然也体现出阿拉伯式的精明。 我们契合于忧虑恐

惧还是意志精神？我们会心于魔力抑或精明？ 在景观意义上，迪拜更象是实践“最新、最美的图画”，更象是商业版的“愚公移山”，迪拜

是在极致的景观贫瘠中张扬极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迪拜是一个极端化的个案。

想一想我们人定胜天的夙志，我们赶美超英，力争第一的豪情；想一想几年前，国内百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踊跃之状，中

国当下的迪拜情节颇为可疑甚至可悲。

景观之道，是土地之道，科技和人类的实力包括我们自身的国力增长，使天地在当代人眼中变薄了，人们在近年来膨胀中渐生诸多

不高明的错觉乃至幻觉。2008 年的天灾人祸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警觉人的真实处境，当土地逃离土地时，我们生存将失去根基，将丧失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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