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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岭南文化基因 建造绿色设计精品
广东发布建筑标准设计通用图集《传承岭南建筑文化的绿色建筑设计》

文 / 刘洁 曹伟龙

建筑·艺术

建筑文化与建筑技术， 一直是建筑设计中的两个核心要素。 近
日， 经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 由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主编的广东省建筑标准设计通用图集 《传承岭南建筑文化的
绿色建筑设计》 （以下简称 “图集”） 正式发布。 图集聚焦规划布
局、 建筑单体及技术体系三个层面， 探析岭南传统绿色营建模式，
及传承岭南建筑文化的现代绿色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 为深度融合
岭南地域文化与现代绿色建筑科技提供专业指引。

“这不是一本常规的样式图集，而是对
岭南传统绿色营造法则的一次转译、 传承
及展示。 ”作为图集的总设计师，广东省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院
总建筑师、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陈雄介
绍道，“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
体， 凝聚岭南文化精髓， 彰显岭南文化风
貌。 在人文传统、生活习俗、地理状况、气候
特点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造就了不同时期
的岭南特色建筑。 ”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
多雨，在没有现代科技辅助的时代，岭南
先民通过在建筑设计的平面布局、空间组
织、立面造型、材料装饰等方面融入“绿色
智慧”，以匠心巧思打造宜居生活环境，至
今仍然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以广府民居传统梳式布局为例， 村落
朝向主要受地形和水域环境等客观因素控
制，选址注重因借地形地利，整体布局多采

取前低后高、背山面水形式，适应常年主导
风向规律。 据介绍，这其中蕴含了顺应自然
思想指导下的防涝排水、夏季引风、冬季防
风等朴素的绿色科技思维； 梳式布局中的
冷巷在提供通行空间的同时， 与三间两廊
中的敞厅、 庭院共同完成组织和诱导通风
降温， 而庭院在外向封闭的三间两廊中又
向居住者提供了接触自然的空间， 形成怡
人的生活环境， 这均与当代绿色建筑所倡
导的健康节能、舒适和谐的要求相一致。

据了解，近现代岭南建筑受到西方现
代建筑科学技术的影响，结构体系和建造
技术发生重大改变，出现了夏昌世先生等
立足岭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早期现代主
义建筑师，创造性地融合了岭南传统建筑
文化与西方现代建筑建造体系，发展出适
应地域气候的近现代岭南建筑。 至今，夏
昌世现代建筑遮阳原理和技术仍在众多
当代建筑中得到应用。

随着低碳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绿色
住宅成为人们追求的新时尚。 建筑不只
是用来居住、交往的场所，更是人们在满
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 能享受健康绿色
生活的地方。 “十三五”时期，广东省城镇
新增绿色建筑面积超过 5 亿平方米 ，
2020 年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
到 63%，实现绿色建筑跨越式发展。

“绿色建筑设计不是简单的技术堆
砌与片面追求高技术。 ”陈雄认为，针对
我省气候条件、 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水
平， 要因地制宜在建筑设计和建筑构造

中采用合理的技术措施， 既要保证居住
环境的健康舒适， 又要降低建筑能耗和
环境影响。

在现代岭南建筑中，涌现出一批具有
代表性的绿色建筑设计案例。通用图集收
录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珠海
横琴保利国际广场、软件园高唐新建区软
件产业集中孵化中心三期等 7 个现代典
型绿色建筑设计案例，并特别介绍了建筑
采用的绿色建筑设计方法。

作为湿热地区首个绿色三星大型公
共交通枢纽建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承和弘扬
岭南文化基因，同时提升绿色建筑设计水
平？岭南传统建筑绿色科技经过几千年探
索积累，拥有一套完整的空间组织机制和
配套的匠作技艺体系。现代绿色建筑向传
统学习，难以全盘照搬或局部嫁接，应回
到适应地区气候和地域文化的本原，寻找
不同时期岭南建筑设计在被动式绿色节
能实践中应用的普遍规律。

从传统村落梳式布局到现代居住区，
从竹筒屋的冷巷到广州市气象监测预警
中心的边庭，从岭南园林的造园技艺到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岭南花园
设计…… “如果我们把规划-建筑-技术
这一从宏观至微观的视角与时间线叠加，
就会发现不同时期所形成的聚落及建筑
均在气候适应、生活空间、地方材料与装
饰等方面具有浓郁特色，都突出体现了与
自然的融合、与环境的适应、与不同文化
的交融，形成了生态性、和谐性、文化性和
技术性的统一，体现出一种适应、兼容、务
实、求新的创作方向及特点，而这些就是
岭南建筑的文脉及其传承。 ”陈雄解释道。

针对当前许多绿色建筑 “绿而缺文”
和“绿而不美”的问题，他认为，从建筑文
脉中汲取其蕴含的设计及营建智慧并加
以总结，可以为广东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
绿色建筑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手段，

从而提升绿色建筑创作中的文化性和美
观性。 对于建筑行业相关从业者来说，陈
雄提出建议，应全面认知岭南文化、深刻
理解岭南建筑发展脉络，把握岭南建筑特
点；提升绿色建筑设计意识，从规划阶段
应考虑绿色建筑设计，建筑师在建筑策划
阶段应做好绿色建筑设计策划并贯穿整
个建筑设计过程，后续关注建筑全生命周
期运维管理；要时刻保持创新精神，创新
应用传统技术的同时放眼未来，立足岭南
文化与气候，擅于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开
创新的岭南建筑绿色空间设计手法等。

近年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坚
持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新时期建
筑方针，引导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师积极
参与繁荣建筑创作，增强文化自觉，设计
建造符合文化传承、功能优先、融合环境、
环保节能等要求的建筑产品，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提升建筑设计水平， 广东积极培育
勘察设计标杆人才，共有 25 名优秀勘察设
计人员获得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荣誉称
号， 陆续组织开展了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认定、省传统建筑名匠认定，同时探索实施
建筑师负责制， 激励优秀设计人才发挥专
业优势和技术主导作用， 促进设计理念有
效实施， 发挥设计在工程建设中的先导性
作用，推动勘察设计迈向高端化发展。

因地制宜打造绿色建筑设计精品

创新引领 “绿而美” 建筑设计

专题

东莞可园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岭南花园

深入挖掘岭南传统建筑绿色智慧

佛山三水乐平镇大旗头村

冷巷天井/庭院

▲ ▲

三间两廊民居▲

▲

二号航站楼 ，采用 “长大带形天窗+渐变
旋转式吊顶”采光设计，解决湿热地区长、
大、高空间采光和防眩光问题；采用“大屋
檐+张拉膜综合遮阳”和“大屋檐+可调百
叶综合遮阳”设计，解决湿热地区夏季太
阳光辐射强、辐射时间久的问题。 项目负
责人表示，航站楼内部设置了可供旅客休
憩的富有岭南特色的屋面内庭院———岭
南花园，充分发掘岭南地域特征及传统文

化特色，利用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了岭南传
统文化特色，还综合采用多种绿色建筑技
术，创造出高效、健康、节能、舒适的新型
绿色机场建筑，促进人与自然、环境与发
展、建设与保护相平衡的航站楼体系。 值
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于 2015 年荣获“国家
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2020 年荣获
“国家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和全国
绿色建筑创新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