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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短缺、能源危机、

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在

此背景下，作为人居环境营造的重要手段，环境艺术设计

也面临着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将绿色理念

融入环境艺术设计，不仅是设计领域自身发展的需要，也

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

一、环境艺术设计中绿色理念的内涵

环境艺术设计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运用艺术设计

的方法和手段，整合各种环境要素，创造出满足人们物

质和精神需求的空间环境。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环境艺术设计领域提出了“绿

色设计”的概念，旨在实现人、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

塑造更加健康、舒适、生态、环保的人居环境。而这一

切都离不开绿色理念的引领和指导。

简言之，绿色理念强调以生态环保、节能减排为目

标导向，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

艺术设计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营造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传承和弘扬优秀的地域文化，

从而实现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环

境艺术设计中的绿色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尊重自然，顺应生态。环境艺术设计要尊重

场地原有的地形地貌、水文特征、生物多样性等，最大

限度地保护原有的生态环境，减少对场地的破坏和干扰，

实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设计要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场地的自然条件，合理布局建筑和景观，创造

宜人的生态环境。

其二，节约能源，降低消耗。环境艺术设计要注重

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要优化建筑布

局，利用自然采光、通风等被动式设计策略，最大限度

地减少能源消耗。另一方面，要应用先进的节能技术，

如可再生能源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减少资源浪费。

同时，要合理选材，优先采用本地化、可再生的绿色生

态材料，减少材料运输和加工过程中的能耗。

其三，健康舒适，以人为本。环境艺术设计要以人

的健康和舒适为中心，营造有益身心健康的环境。要优

化室内采光、通风、温湿度等环境品质，提供舒适的视

觉、听觉、嗅觉等感官体验。要选用无毒害、无污染的

绿色环保材料，如低 VOC 涂料、天然材料等，减少室内

环境污染。要科学组织空间布局，提供便捷、安全的出

行环境和必要的健身休闲空间，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国内外绿色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现状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推广，将

绿色理念融入环境艺术设计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

识和行动。纵观国内外绿色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

大致经历了从探索到成熟、从理念到实践、从点到面的

发展过程。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

起，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关注建筑的节能环保问题，

并逐步将绿色理念引入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丹麦建筑师

延期·盖尔提出“交往空间”理论，强调以人为本，重塑

城市空间尺度，改善城市环境品质。美国景观设计大师

劳伦斯·哈普林倡导“生态设计”，主张利用场地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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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将绿色理念融入环境艺术设计已成为设计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在阐释

绿色理念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绿色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现状，并从生态性、节能性、健康性、文化性四个

维度，提出了环境艺术设计中绿色理念的应用策略。在生态性方面，要因地制宜，尊重场地环境，合理利用当地材

料资源。在节能性方面，要采用被动式设计优化建筑布局，应用主动式节能技术。在健康性方面，要改善室内环境

品质，选用无害环保材料。在文化性方面，要传承地域文化特色，融入时代审美需求。本文以期为环境艺术设计领

域贯彻绿色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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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创造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观环境。这些先驱者的

设计实践和理论探索，为绿色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进入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议题，绿色环境

艺术设计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科技进步的推

动下，节能环保技术不断完善，绿色建筑、生态城市、

海绵城市、低碳社区等一大批可持续发展项目在欧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涌现。如德国弗莱堡的索拉城，

完全采用太阳能发电，实现零碳排放；在美国西雅图的

生态屋社区，利用雨水收集、下水道热能回收等技术，将

能耗降到最低；在日本东京的大手町合作大厦，应用光导

管、雨水利用、屋顶绿化等技术，打造节能环保的办公空

间。这些成功案例为全球的绿色环境艺术设计树立了标

杆，展示了人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相比之下，我国的绿色环境艺术设计起步较晚，但

发展速度惊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建筑能耗和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大力推动

绿色建筑、生态城市等建设。2006 年，建设部发布了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绿色建筑标识制度。2012 年，住建部、发改委颁布了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提出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建筑。在

政策引导下，各地纷纷开展绿色环境艺术设计实践，涌

现出一批优秀案例，如上海世博园、天津生态城、深圳

低碳城等，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城市

环境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

三、环境艺术设计中绿色理念的应用策略

（一）生态性策略

1. 因地制宜，尊重场地环境

环境艺术设计要立足场地，尊重原有的地形地貌、

水文特征、气候条件、动植物资源等，最大限度地保护

和利用场地固有的生态本底。设计时要全面分析场地条

件，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设计，避免大拆大建、破坏生

态。以印度 Govardhan 生态村的设计为例。该项目位于印

度北部的一个缺水地区，设计师运用雨水收集系统和污

水处理系统，最大程度地节约和再利用水资源；利用当

地竹子等材料营造建筑，减少材料运输成本；利用太阳

能、沼气等可再生能源，实现建筑的零碳运行。整个村落

与周围的农田、河流、绿地有机融合，形成了一个自给自

足的生态系统，体现了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

2. 合理利用当地材料资源

环境艺术设计要合理利用当地的材料资源，减少材

料的运输距离和能耗，降低环境影响。要因地制宜地选

择当地常见、易得的材料，如石材、木材、竹材等，最

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的自然属性和美学特征。越南 Vedana

餐厅的设计师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材料，如石头、木头、

草编等，打造出一个原生态的就餐空间。墙面采用当地

的红土和石灰，呈现出粗犷的质感；屋顶由棕榈叶编织

而成，具有很好的隔热效果；地面用碎石铺就，与周围

的热带雨林浑然一体。整个餐厅的设计体现了返璞归真、

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二）节能性策略

1. 被动式设计，优化建筑布局

被动式设计是指通过优化建筑的布局、朝向、体形

等，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条件，如日照、通风、遮阳等，

达到降低建筑能耗的目的。环境艺术设计要因地制宜，

根据场地的气候特征，合理布局建筑，创造舒适的室内

外环境。马来西亚槟城的珍珠楼就是一个很好的被动式

设计案例。该建筑采用狭长的体形设计，从两端通过中

庭进入室内，形成穿堂风，有效降低了室内温度。建筑

外墙采用铝制百叶窗，根据太阳角度的变化自动调节，

减少太阳辐射，同时引入自然光线。建筑还设置了天井、

下沉广场等空间，促进自然通风，创造宜人的微气候环

境。珍珠楼的设计巧妙利用了当地的气候条件，最小化

了能源消耗，体现了因地制宜、被动优先的节能理念。

2. 主动式设计，应用节能技术

主动式设计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优化设备

系统、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环

境艺术设计要紧跟节能技术发展的步伐，将先进适用的

节能技术融入设计全过程，打造低碳、高效、智能的环

境系统。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 Commerzbank 大厦就广泛

应用了各种节能技术。大厦采用双层玻璃幕墙，内置可

调节的百叶窗，根据太阳高度和强度自动调节，有效降

低了空调负荷。办公区域采用智能照明系统，根据室内

的亮度水平自动调节灯光，减少不必要的照明能耗。大

厦还应用了热回收技术，利用排风中的余热为新风预热，

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屋顶设置光伏电池板，利用太阳

能发电，减少电网能耗。Commerzbank 大厦集成了多种

主动式节能技术，实现了能耗最小化，成为节能环保建

筑的标杆。

（三）健康性策略

1. 改善室内环境品质

人们 90% 以上的时间在室内度过，优良的室内环境

品质是人们身心健康的基础。环境艺术设计要采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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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优化室内采光、通风、温湿度、声环境等，

为使用者创造健康舒适的环境体验。日本 Toshima 区的养

老院就非常注重改善室内环境品质。每个房间都有充足

的自然采光和通风，并配备了新风系统，随时保持室内

空气清新。房间内铺设了仿真草坪，让老人有亲近自然

的感觉。公共空间采用开放式设计，增加老人之间的互

动交流。墙面和家具采用暖色调，营造温馨的氛围。随

处可见的绿植不仅美化了环境，也改善了室内微气候。

该养老院的环境设计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

为他们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温馨的晚年生活环境。

2. 选用无害环保材料

很多建筑装饰材料含有甲醛等有害物质，长期暴露

其中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环境艺术设计要优先选用

对人体无害、对环境友好的绿色材料，如低 VOC 涂料、

天然材料、可回收材料等，最大限度地减少室内环境污

染，保障使用者的身心健康。位于美国西雅图的 Bullitt

中心大楼就广泛使用了环保材料。大楼的结构材料主要

为 FSC 认证的可持续木材，室内装饰材料也都经过严格

的环保筛选，含 VOC 的材料一律不用，地毯、涂料、胶

粘剂等均为低毒或无毒材料。大楼还安装了先进的空气

净化系统，随时监测室内空气质量，一旦发现污染物超

标，就会自动启动净化装置。Bullitt 中心因其超高的室内

环境品质，荣获了“活建筑（Living Building）”认证，成

为可持续建筑的典范。

（四）文化性策略

1. 传承地域文化特色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城市的

灵魂所在。环境艺术设计要尊重城市文脉，挖掘和传承

地域文化特色，彰显城市个性。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

人文、民俗风情、建筑语言等，提炼文化符号，融入设

计之中。要因地制宜，用现代设计语言诠释传统文化精

髓，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位于重庆的洪崖洞

民俗风貌区就是充分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特色的典范。

洪崖洞依山就势，沿悬崖峭壁修建，是山城重庆“立体

城市”的缩影。设计师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地进行更新改造，将传统吊脚楼、街巷等重新整合，

打造多层次、富立体感的商业空间。建筑立面采用川东

民居特有的青砖、青瓦、飞檐等元素，并融入现代材料

和工艺，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洪崖洞的

设计既保护了城市遗产，又激发了传统民居的活力，成

为体验巴渝文化的著名景点。

2. 融入时代审美需求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不断更新发展。环境艺

术设计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使用

需求，以创新的设计语汇诠释城市精神。要以开放包容

的态度，吸收现代艺术、前沿技术等多元元素，将之与

传统文化巧妙融合，创造出体现时代特色、彰显城市活

力的环境空间。深圳的 OCT-LOFT 创意文化园就是将工

业遗存改造为时尚文化地标的成功案例。这里原是一片

老旧的工业园区，经过改造，废弃的厂房摇身一变，成

为集艺术、设计、媒体等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设计师采取“述而不作”的策略，最大限度保留厂房原

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工业特色，并巧妙地加入玻璃、

金属等现代材料，营造粗犷潇洒又不失精致时尚的后工

业风格。园区内随处可见的涂鸦墙绘、雕塑小品，展现

了先锋艺术的魅力。OCT-LOFT既是对深圳工业文明的传

承，也是这座创新之都不断突破、激情澎湃的时代缩影。

结语

纵观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绿色理念已经成为

一种新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导向。将生态性、节能性、健

康性、文化性等绿色元素融入环境艺术设计全过程，是

实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环境艺术设计不

仅要塑造美的环境，更要承担起引领生活方式变革、推

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设计师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

社会担当，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拓展环

境艺术设计的内涵外延，为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空

间和生活境域。让我们携手同行，以绿色理念为指引，

以环境艺术为媒介，描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

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为建设绿水青山、美丽中国贡献

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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