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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园各管上演争奇“斗”绿

——聚焦世博场馆立体绿化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环境日

趋恶化，在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的城市里，立体绿化应运

而生。据统计，上海世博会近 240 个场馆中，80%以上做

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和室内绿化，真的是可谓“馆馆争

奇‘斗’绿、处处标‘立’绿”。

法国馆内硕大悬空的绿柱，高达 20 多米，环绕整个

室内空间，绿柱在成型的立体容器内植入适应上海气候条

件的多样绿色植物，如瓜子黄杨、细叶针茅草、玉簪等；

新西兰馆的屋顶其实是一个半地下建筑的屋面，整个屋面

是一个完整的坡状屋顶花园，从高原植被、沙漠植物到食

用蔬菜等应有尽有；卢森堡馆外墙层层叠叠沿口的花卉和

观叶植物柔化了不锈钢组成的建筑，屋顶上的植物也全部

种植在不锈钢围成的树坛中，主体植物材料是观叶植物红

叶石楠、红叶李、花叶蔓长春和草花矮牵牛；香港馆顶层

是一个微缩的湿地和林地，以 40多株乔木(大多为南方的

榕树和本地的桂花)组成密林；中国馆地区馆屋顶是一个

“新九州清晏”园林；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沪上生态家的墙

面绿化采用了爬藤绿化和立面模块绿化两种不同工艺的

墙面绿化，屋面则是轻型的草坪式绿化……

立体绿化不仅可以对人产生良好的心理效果，带来美

的享受，而且能改善环境，净化空气，美化城市，同时对

建筑物本身起隔热节能和降低噪音的作用。世博园内各场

馆的立体绿化不仅为“低碳”世博增添了色彩和科技魅力 ，

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生态建筑和城市绿化提供了一个个精

美绝伦的“范本”，未来我们的城市也必将因“立体绿化”

而变得更加生态、更加宜居。

世博园上演绿色技术秀 建筑“能呼吸”“会喝水”

主题馆东西立面壮观的绿化墙所吸引。在这面达 5000

余平方米的生态墙上，整齐地密布着 4种绿色灌木。作为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绿化墙，其可以看做是上海世博会“绿

色建筑”技术的缩影。绿化墙使用植物的枯枝落叶等有机废

弃物作为土壤和肥料，并将废纸加工成栽培植物的环保型花

盆。世博园绿化墙集中了多项先进的生态环保技术，所以其

成本不及海外同样技术的十分之一。

在世博会永久建筑“一轴四馆”中，像绿化墙一样的生

态技术俯拾皆是。其中，世博中心北立面采用透明的双银

LOW-E 中空玻璃幕墙，实现自然采光；雨水收集系统和透水

混凝土的使用，使雨水不仅不会蓄积成患，反而通过渗入地

底有效地防止了地面沉降；主题馆屋面建设的 2.8 兆瓦太阳

能发电网，是世博历史上装机总量最大的光伏发电系统，每

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800 吨…… 通过这些生态技术

的应用，世博会永久建筑就像会“呼吸”的生物一样，最大

程度地降低了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减少、再利用、循环，这三个词是进行世博建筑设计 、

施工的原则，”参与世博建筑设计的副总建筑师傅海聪表

示。在倡导低碳环保、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宗旨下，建筑不再

对立于自然，而是和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

下面就是世博园中比较新颖的植物应用：

上海世博园参观英国馆展示的未来植物——“会抓罪

犯的植物”。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是将罪犯的 DNA 植入植物体

内，只要遇到相同的 DNA，植物就发出“欢呼声”。

上海世博园英国馆参观未来植物——能“看病”的花

儿，这种花儿遇到不同病毒会变色。这些未来植物并不是空

想出来的，而是来自英国顶尖科学家们正在进行的科研项

目。



水城鹿特丹谋求与水共生

作为一个四分之一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的国家，

荷兰人数百年来一直在与不断升高的海水争夺生存空

间。有“水城”之称的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也不例外 ，

大到数百米高的防水堤坝，小到屋顶上的一株绿植，远

到未来的浮动房屋，鹿特丹从“防水治水”发展到谋求

“与水共生”之道。

浮动房屋将成鹿特丹新标志

鹿特丹展馆的讲解员 Hamayun Noorzai介绍说，鹿

特丹位于海平面以下六米，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恶化，

海平面进一步上升，鹿特丹将成为地球上第一批被海水

淹没的城市之一。鹿特丹以其牢固的堤坝和防水工程著

称，但Noorzai 强 调 ，“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未来时态，是

适应气候变化，面对海平面上升采取的未来生存措施。”

这种“未来策略”最好的展现就是馆内呈现的“浮

动房屋”。其形状就像一个足球，但主要的建筑结构由

最牢固的三角形架组合而成。房屋高约 12米，最大的

一栋直径有 24 米，它的底部是一种类似泡沫的材料，

帮助固定房屋，这三栋房屋连接在一起，加上它独特的

圆形结构，增加了房屋在水面的稳定性，里面的人不会

因为风浪或潮汐而感到不适。这种未来房屋将是可持续

的，建筑房屋的材料选用了比玻璃轻 100倍的轻型环保

材料，供热和通风系统将依赖太阳能和潮汐能，即使是

冲厕所的水也将通过内部系统净化后排出。

吸水能力强维护简单的绿屋顶

荷兰的气候夏季多雨，而且常常遇到暴雨，淡水资

源非常珍贵，所以要尽可能地利用好雨水。水广场和绿

屋顶就是两种创新的解决方式。

水广场，下雨时用来收集雨水，变成临时水库。雨

水通过水广场汇集到地下的水库，经过处理可以用来冲

厕所、建游泳池，等等。

“绿屋顶”就是在建筑的屋顶上种植一种名为 fat
plant的植物，因为这种植物吸水能力超强，在暴雨时

节吸收雨水，保护屋顶意义重大。绿屋顶有三个好处，

一是吸收雨水，保护屋顶建筑；二是在夏天保持屋内凉

爽，起到隔热的效果；第三点，就像上海和很多其他城

市一样，鹿特丹的街道上也有很多粉尘，这种植物可以

吸收粉尘，净化空气。这种植物的维护成本也很低，基

本上，只要有雨水，它们就能生存。

同样是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也是沿海城市，环境

保护和空间开发任重而道远，我们也应该学习先进新颖

正确的方法来完善环境保护和修复。

巧妙杰出的设计——南非世界杯将启用玻璃屋顶球场

南非世界杯坚不可摧的足球场：该球场 4700 吨的玻

璃屋顶由对称地环绕着球场的 72 根放射状钢带支撑，使

其在大风之中也能屹立不倒。世界杯在本月开幕后，崭新

的开普敦足球场里面的 60970 名忠实球迷会声嘶力竭地

为他们喜爱的队伍呐喊助威。而工程师们运用巧妙的工程

设计，使得住在附近的本地居民不会听到什么大的动静。

这座露天的足球场临近开普敦奢华的绿点(Green Po

int)区，该区的居民曾经关注过人群产生的噪音问题。为

了让球场外的球迷们的声音降到最低，一支名叫

“Schlaich Bergermann”，来自德国的建筑设计团队为

这栋建筑装上了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屋顶。这个 40 多万平

方米的屋顶由 9000 面 10 厘米厚的玻璃嵌板组成，环绕在

看台上方，玻璃下方则由特氟隆和玻璃纤维网支撑。以上

这些设计可以把人群的噪音反射会球场和座位，而这样一

来，不仅不会使得噪声从体育场顶部的空洞逸出，还会使

得助威声更加猛烈。

这个外部构造很像中国奥运会鸟巢的露天足球场，不

仅设计优秀，还能把场内的呐喊声与外界分开，使周围居

民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在这个露天足球场里面的球迷可以

尽情的呐喊欢呼，抬头看到的依然是明媚的天空，仿佛是

真正露天的一样。同时比赛也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这个

露天足球场的设计可谓是举世无双。真正达到了设计的精

髓。能够把实用性和美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人叹为观

止。



城市拓展地下空间的奇迹——巴黎下水道

城市的地下空间是组成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

科学合理地规划利用地下空间，不仅可以给城市居

民的生活提供极大便利，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降低污

染、拥堵等城市问题。巴黎下水道于百余年前规划

建造，其工程之宏伟、设计之精巧，堪称奇迹，至

今仍然在繁华的巴黎城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实上，巴黎下水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下水道，而

是“市政工程地下部分”。被法国人称为“地下城市”
的巴黎下水道，还兼有其他各种功能。

巴黎人花了 126年的时间才修建起的下水道，

按沟道大小，可分为小下水道、中下水道和排水渠

三种，每天有 120亿立方米的水经此净化排出。有

趣的是，下水道下部流动的是废水，上部则排列着

粗细不同的管道，其中包括饮用水、非饮用水甚至

还有通讯设施管道。

巴黎的下水道一般位于马路下方，基本上都是

石头或砖混结构，十分坚固。主体内部十分宽敞，

平均宽度在三米以上，高度也在两米以上。实际上

就是一个宽敞的地下隧道。现在，下水道像河一样

可以行船。同时地下空间也是巴黎文化与创意的聚

集之处，并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诸如电

影院、酒吧、水族馆、闭路电视等大众娱乐设施都

纷纷到地下世界安营扎寨。而巴黎下水道这项伟大

的杰作，既是工程技术与法国文化的结合，也是现

代巴黎作为“魅力之都”的有机组成部分。“巴黎下水

道博物馆”如今成了巴黎所有旅行指南推荐的必游

景点之一。

巴西建筑大师规划便携式摩天楼可随意组合

巴西建筑大师费利佩·坎波利纳却颠覆传统,大胆构

想出一种适合于不同地貌和自然环境的“便携式摩天

楼”。

100100100100个单元构成摩天楼

这种外形另类的摩天楼外框是一个中空的金属框

架结构,内部由 100个移动式单元组成。它采用模块化构

造,墙壁由可循环利用的刨花板制造,玻璃窗是隔音隔热

的,外墙和屋顶则被绿色植物覆盖。它的水暖系统也是太

阳能的,电力则来自位于屋顶的风力发电机。每个单元由

两个“集装箱”组成,一个套着另一个,可以像望远镜套筒

那样前后伸缩。每个模块内客厅、饭厅、浴室和卧室一

应俱全,堪称精装小户型。

随意叠加任意组合

摩天楼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可以让独立单元

上下移动的电梯,可根据住户的需要作出调整;其次是一

座装着楼梯的高塔——移动单元塔,预留有安装电梯和

蓄水池的空间,每层设有 6个安放槽,以便每个单元独立

地转移和输出;最后是高塔与高塔之间的网格状结构,其
功能是安放移动过来的住宅单元。

每个移动式单元就像标准化的集装箱,它们的搬进

与搬出,都由轨道控制。可以在不打扰邻居的状况下自由

搬家。由于这些移动式单元可以任意组合、叠加、拆卸

和移动,而将它们一个个地捆绑到一起,便构成了一座便

携式摩天楼。当层层叠加起来之后,即使将每个单元以垂

直线为轴心旋转 20度,也不会阻挡邻近单元的视野。

最大胆的创意

或许未来某一天,都市蜗居族可以带着自己的蜗居

四处跑,住在任何想住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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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的生态的完善规划

城市公园是以城市生态保护和恢复为目的的一种城市绿地类型，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因年岁延长等相关因素的制约，产生“综合性老化”的现象。逐渐出现植物

群落层次单调、品种单一、生物多样性低，管理粗放、土地利用率低，环境功能单一、景观特色不

足等一系列问题。

一、城市公园生态的完善规划指导思想

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依托，确立游乐与休闲两大主题，以满足市民游憩需求为目标，协调人与自

然的和谐；充分利用公园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逐步完善建成特色明显、生态效益显著的城市生态

公园；管理维护与建设并重，动态发展，建造以游乐为主，集文化、休闲、游览、科普和生态为一

体的综合性现代城市公共绿地。

二、城市公园生态的完善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突出公园景观规划与大众行为相结合的原则，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营造空间

尺度适宜、环境优美、公共设施配套齐全、具有凝聚力和特色的人文景观。

2、功能原则：突出城市综合性公园的娱乐、休闲、文化、健身和生态功能，把维护居民身心健康、

维护自然生态过程作为园林的主要功能。

3、使用本土植物原则：城市公园是地方风情体现的好地方，使用本土植物进行景观的设计，即强调

了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也保护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

4、景观多样性原则：加强植被抚育，丰富林相，突出植物景观，辅以必要的休息、观赏及服务设施 ，

达到生态多样、视觉多样和景观多样的效果。

5、整体与连续性原则：城市公园不是一个独立的游乐空间，而是城市绿地系统乃至大地综合体的有

机部分，应作为人类生活空间和自然过程的连续体来完善和管理。

三、城市公园生态的完善规划建设

1、努力营建保健型植物群落：人类在有限的生命期间能与绿色植物混成一体，吸收氧气、香气和负

离子，以防治疾病、增强体质，无疑是现代人的生活追求，而城市生态公园是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和

广大市民强身健体的重要场所。因此，营建保健型植物群落对城市生态公园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2、构建稳定、美观的植物群落： 植物种类选择以乡土植物为主，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乡土植物，

因地制宜地合理增加所缺层次的树种，使之能快速形成结构稳定、层次合理、观赏性强、舒适怡人

的植物群落。

3、提高公园绿地的水土涵养能力：尽可能提高公园下垫面（铺装）的透水透气性，采用分散排水方

式，减少影响绿地水土涵养能力的密闭性铺装，使天然雨水直接渗透进土层，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

单位面积内绿地植物总量的承载力，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

4、减少并控制环境污染源：严格控制公园内所有废气、废水源和噪音源，在公园周边建立隔音林带 ，

减少人为的粉尘污染，减少光污染。在公园的建设中，提倡采用环保型建筑材料，不使用对环境造

成污染的材料，减少建设过程中人为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