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导读

� 上海景观动态 上海的地暖消费 低碳经济 可照明隔音屏

� 关于城市 “通风走廊” 北海道的绝热材料 生态透水路面 伦敦城市“菜园”

� 业界信息 中美两国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的比较

� 专题介绍 废旧厂房的改善

上海掀起地暖消费热潮

地板辐射式采暖简称地采暖，是通过埋设于地板下铝塑复合管或导电管加热管道，

将地板表面温度加热至 18至 32℃，然后暖空气均匀地向室内辐射热量，从而达到采暖

效果。

优点:

室内空气流速小，减少了空气中的扬尘和浮游病菌，保持了较好的空气清洁度，能

较好保持室温均衡。

不占室内使用面积由于使用地采暖，管道全部埋在垫板以下，便于室内装修和家具 、

电器用品的布置，又可节省装修费用，更不会影响装修效果，并且有利于隔声和降低

楼板撞击声。

使用方便、节能幅度大地采暖能够随意调温，方便业主设置合适的室内温度。相比

传统的取暖方式，地采暖方式能够降低 10%－20%左右的能耗。大幅度节能使得地采

暖运行比较经济。如果以一户一年燃气采暖费 3000元(按 100平米，每平米 30元采暖

费)计算，地采暖用户每年可节约 800元左右。地采暖的使用寿命在 50年以上，节约

的采暖费非常可观。

可照明隔音屏障首现外环高架

外环线同济路段已经有 76米的路段安装了该新型的隔音装置，它由上屏、中间屏

和下屏三部分组成，其高度和常见的高架声屏障并无明显不同。

上屏装上了太阳能电池组件和一组照明灯，上屏白天接收太阳电能后，输送到下

屏储存起来。中间屏是大面积透明玻璃材料。下屏内部有蓄电池组、逆变和控制装置。

白天时，上下屏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输出电能并储存。入夜后，照明灯自动接收来

自下屏的授电并照亮道路。整个声屏障同时具备“吸声隔音”和“发电照明”的多重环保、

节能功能。

这样的隔音屏障完全依靠太阳能照明，将“绿电”首次引入了高架，节省了能源。

据悉，上述 76米太阳能声屏障试验段，每年可发电 2500度，相当于年减排二氧化碳 2300

公斤，同时，新型防噪板在施工投入成本方面也有优势。

低碳生存阻止上海变“海上”

最近 30 年，上海海平面上升了

115 毫米，年均上升 3.83 毫米，明显

高于全球海平面 1.8 毫米 /年的上升

速率。

“低碳”，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

低碳倡导人们在生活、生产中，尽量

减少“碳”排放，这是节能减排、减

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废气排放的具体

化。

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 、

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在发展中排放

最少的温室气体，同时获得整个社会

最大的产出。“低碳经济”提出的大

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严峻挑战。

在适应“减碳”的同时，还要从湿地 、

森林、农田等储碳“高手”中积极寻

找做“加法”的空间。

据了解，上海拥有包括农田等在

内的近 3200 平方公里湿地资源，占

陆域总面积的 50%，湿地的存在对于

全市节能减排具有重大的意义。因

此，可以加大对崇明东滩、九段沙、

南汇边滩等重要湿地的修复和保护

力度，增强湿地的固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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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

北海道利用木材纤维生产绝热材料

日本《林政新闻》报道，北海道将在日本国内率先采用以木材纤

维为原料的 100%天然材料生产绝热材料。木材纤维绝热材料的制造方

法是：用热磨机将木片磨成纤维状后，吹入热风使其漂浮，再加入胶

粘剂使其与纤维混合漂浮，然后降温，压制成型。胶粘剂要使用天然

材料生产的。通过加大压力，也可生产结构用板材。木片原料使用北

海道的库页冷杉、落叶松及东北的柳杉等针叶树。

由于生产技术采用不使用水的干式制造方法，所以没有干燥工序，

也无需进行废水处理。据该公司介绍，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费量仅为

玻璃棉的 1/7。不用担心产品有害健康，而且便于回收利用。但是，因

为主要原料是木材，所以将另外采取防白蚁措施。

这种材料的绝热性能与玻璃棉相同，而且因为完全利用木材生产，

所以有适度的柔软性，在柱子之间可以镶嵌得严丝合缝，而且还可以

用锯将其截断，做成需要的任何形状。

城市要规划建""""通风走廊""""
优势：（1）将城市郊区的自然气流引入城市内部，为炎热的夏季城

市通风创造良好的条件，

（2）缓减市区热岛效应

（3）在冬季则可降低风速，发挥防风作用

方式：一是构建“绿色廊道”，即沿城市主要道路、公路、铁路、河

流、湖泊等周边规划一定宽度的绿带，即城市的带状绿地。

二是建设被誉为城市“绿色项链”的环城林带。

运用：慕尼黑：规划建设了五条城市通风走廊，让焚风（一种干热

的地方性风）从城市中穿过，并把城市中既有的脏空气带出去，效

果非常好。

伦敦：环城林带宽度达到 13—24公里不等，涉及面积达 2000

多平方公里，对养护城市也起到良好作用。

上海：以黄浦江、苏州河等为主建设了滨水绿带，在 2010年

远景规划中，更是准备紧贴外环线道路，蜿蜒环绕整个上海市区一

圈建立环城林带，全长达到 97公里。

生态的透水路面

现状

硬化路面不透水且吸收、储存并反射太阳的热量，可使地

面平均温度升高几度。这会增加城市夏季的炎热，减少城市生

活的舒适感，同时增加城市生活中为降温付出的能源消耗。

国际上流行用透水性办法来覆盖城市的路面。例如在德国，

人们正在将以前铺设的一些硬化路面改为透水性路面，以增强

城市的生态效果。

具体办法有以下 6种：

1铺杂草地。这种杂草地由腐殖质和杂草组成，草皮较厚，适合

于多种露土的遮盖。

2铺露草方格砖。混凝土通透蜂窝砖的中间用腐殖质填上，草地

种子生长其中，可保证 40％的绿色面积，适合于露天停车场或

自行车道路面。

3铺地砖草皮拼接型路面。地砖与地砖之间留出一定距离，之间

用泥土连接，草生长于泥土上。这样的路面，草和植物生长的

绿色连接部分约占 35％，适合于公园和人行道路面。

4铺鹅卵石／碎石路面。路面由大小较为均匀的鹅卵石或小石头

散落铺成，通透性强，不长杂草，适合于房舍周边、人行道边

难以绿化的露土地面等。

在中国园林中，碎石盖路方法的使用非常广泛，现在在欧洲国

家的公园和校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此法。

5铺路使用透水性地砖。这种砖有许多渗漏性孔，连接处由透水

性填充材料拼接，适合于人行道、步行街巷的地面。

6使用孔型砖加碎石地面。这种地面由四角带孔的地砖铺成，孔

中撒入小鹅卵石或小碎石以保证雨水顺利通透，好处是不生杂

草，地面的热反射大大低于全硬化路面。

伦敦城市菜园 绿化温饱两不误

一直以来，城市绿化都离不开花花草草，但是最近伦敦却另辟蹊径，发起了一项名为“首都种植”的计划，打算用城中废弃的土

地来种植瓜果蔬菜。当然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绿化城市，而是为了加强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协作。 伦敦市长鲍里

斯·约翰逊出席了这个计划的启动仪式，他表示，政府将在伦敦市内开发 2012 块闲置土地，分配给热衷于此项计划的园丁或者社会团体 ，

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园停车场，只要你愿意将它改造成菜园，政府就会全力支持。为此，伦敦发展署还将提供 8.7万英镑特别基金，作为

财政支持分配给计划参与者。此项活动也将作为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献礼工程。

假如你有参与热情却不懂种植技术也没关系，伦敦政府会为所有人提供技术支持，如何选种，灌溉，都将变得轻而易举。约翰逊认

为，这项计划可谓一举多得，城市菜园能让伦敦更绿，更美，令人身心愉悦，又能提供物美价廉的食物，减少英国对于进口食品的依赖，

还能教育下一代珍惜食物，减少运输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也许这将会给金融危机阴云笼罩下的伦敦人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据悉，伦敦南部的布伦海姆花园居民区已经宣布加盟；里士满地区一所监狱也将种植监狱食堂所需的蔬菜，并准备对囚犯进行园艺

培训。



业界信息

中美两国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的比较

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的涵义：在景观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尽量降低项目前期的投资以及中后期损耗，能耗，维护等管理运营方

面的投资。但是，保证景观的质量与作用效果是低成本景观的前提，多方面的牺牲提倡所谓的廉价景观是不可取的。所以，要设计出

低成本的景观真正的难度在于权衡断气投资和长期利益。不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和自然生态为代价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并

且获得更好的效果。

结论：

1. 公园、校区、住区等入口景观节点设计规模应以满足使用功能为准，不应盲目扩大，设计不应该凌驾于自然之上。

2. 风景区、公园和绿地山径、园路的铺设应精良保持原始地貌特征，注意体现蜿蜒曲折的自然野趣，也需要人工铺装的情况下，考

虑选用沙砾、碎石、木屑、碎瓦片、碎贝壳等一系列平价环保材料

3. 校区和住区环境的设计中，取消或者尽量减少铺设硬质广场的面积，增加可持续的自然绿提和水体景观，减少硬质水池、廊柱、

雕塑等非生态化元素的使用

4. 绿化只在应该进一步扩大想吐植物的选择范围，简化、软化绿地便捷，提倡乔灌木和花卉的自然搭配。

中国 美国

公

园

入

口

国内景观项目多盲目提高成本追求高质量。2007年

晋江市八仙山公园主路口广场景观工程造价 181 万；

2005年南昌市建造的贤士湖公园南大门。门前饰以花样

繁多的花坛喷泉、假山雕塑之类，车辆则挤在大片的硬

质铺装广场上。投资方应该将华而不实的公园入口的建

设成本节省下来，用于建造真正为民所用的绿地和休息

设施，多一份平民化的人文关怀。

美国无论国家公园、州立公园、市级公园还是镇级公园，

其入口处通常都是一个简单自然的过渡空间——例如林带

与灌木分隔并设置一个信息详尽的指示牌，将车流引入园

内，或在靠近入口处以绿化带或起伏地形来修饰。将公园的

边界适当软化开放，让平日无暇入园的过路行人、车辆也有

机会在视觉上欣赏到绿色，让人们尽可能多的接触自然。

山

径

园

路

纵观全国名山大川与公园绿地，山径多是石块、石

板与水泥混凝土板等硬质铺装，一些山路都是单调的水

泥路面，而园路多以花岗岩、地砖为主，消费昂贵，人

造的感觉多于自然本身带来的美感。与美国的相比都很

大差异。

美国风景区内的山径大多由田然的山土、沙砾铺设而成，

偶见少量的石块，园路材料也多是沙砾、碎石、木屑、碎瓦

片、碎贝壳等。这些天然材料在与人的亲和性及生态透水性

等方面都远远超过硬质铺装，使人们的自然之旅始于足下。

校

园

住

区

广

场

反观国内，许多小区的景观主要几种体现在其欧陆

风情的环境景观，超大规模的中心文化广场、大面积的

观赏草坪、模纹花坛、罗马柱廊、欧式风车雕塑等，没

有几个能有效缓解城市压力，为居民带来健康的享受

的。

美国的各个住区、校园内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硬质广场，

除建筑、交通用地外，其余均为软质绿地，材质在功能和生

态方面都经得起推敲。师生们可以流连于草地绿荫之中，或

休憩、或游戏、或健身。这些绿地造价不高，而且容易养护 。

绿

地

栽

植

国内对绿地与边界交界处的处理多采用硬质砖块和

水泥：植物尽量密集。而且不惜耗费大量成本在中珍惜

树木和外来树种，这样一来后期的维护成本相当高，结

果还不尽如人意，植物或短期死或带来新的害虫病、或

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各种周期短、耗费人力、艳俗娇

饰、生态效应低的花坛更是屡见不鲜。

美国的植载和道路边缘的收口方式都是粗放的，植物与

路面衔接自然，最常见的做法为铺上 7-15cm 厚的锯木屑、

稻草等作为表层覆土。这种表层土经讲解后可以为植物提供

丰富的营养，而且能明显得和缓解水分蒸发与土壤干燥。此

外，在植物配置上讲求自然不做作，不可以造型和布置，但

色调却是协调统一的。



专题介绍——学术论文篇

废旧厂房的改善

一．废旧工业厂房区改造的意义

1经济意义 废旧工业厂房区改造在成本上，节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建造成本和节约大量的公共营造成本。

2节能意义 如果在原地新建一座相同的建筑，其浪费的和额外消费的能源＝建筑现蕴含的能源＋城市基础设施能源＋拆卸所需的耗

能能源，而这些都可以通过改造节省下来。

3环境意义 废旧工业厂房区当年在建造时已伴随有二氧化碳，氧化硫，氧化氮等温室气体和毒化物的排放，若重建势必会造成新的

污染而加剧温室效应，传统的拆除过程往往还伴随城市噪音和空气污染。更重要的是，拆卸后的建筑垃圾不可为自然降解。

4文脉意义 有些厂房建筑的立面是其他建筑所没有的，如锅炉厂、钢铁厂等，保留这些特色立面，可以很好的保持历史性地段建筑

文化的延续性。

二。废旧工业厂房区可实践模式

1城市开放空间模式 将废弃工业厂房，工业废弃地改造为城市开放空间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厂房空间向里推进往往是由于外部条

件的变化而引起的。日本金泽的图书馆便是应用水平扩展改造旧建筑的成功范例，该建筑工厂是把烟草工厂改为书库，接在旁边新

盖了一座非常现代的新馆。

2旅游度假区模式 废旧工业厂房区旅游是在工业主题旅游中新兴的研究方向，需推行积极的市场策略，保证活动的场所的实用性。

3博览中心模式 对于废旧的工业厂房或者工业遗产，政府部门应该成立相应的工业文物保护机构，负责对工业文物的调研、保护、

管理及开发和利用工作，并建有保护工业文物遗存的展览馆等。

4创意产业园（中心）模式 近代老工业建筑早期租金较便宜，又地处市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厂房、旧仓库背后所积淀的工业文

明和场地记忆。加上厂房开阔宽敞的结构，可随意分隔组合，重新布局，可借鉴 8号桥创意产业园。

5住宅模式（1）从厂房建筑到复式单身公寓 （2）从厂房建筑到城市廉租房

三。废料利用和污染处理

场地上的废料一些对环境是没有污染的，可以就地使用或加工，一些废料是污染环境的，要经过技术处理后再利用。在废料

和污染处理中，原则是就地取材、就地消化。在污染严重时，要对污染源进行清理，污染物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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