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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窗洞元素作为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对现代建筑设计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当前，窗洞设计存在安
全性差、能耗较多、南北方设计同质化、缺乏创新等问题。通过使用新型材料，不断改善窗洞的稳定性；合理规划

设计，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选择合适的窗墙比等措施，适应不同的建筑需求；使用新型材料和生态美学设

计理念，使窗洞元素更加适合时代要求。只有综合考虑窗洞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才能使传统窗洞元素在现代

建筑设计中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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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
撞更加频繁，一些中国建筑行业从业者受到西

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传统美学理念逐渐发生改

变。部分设计者抛弃传统设计元素，盲目追逐

西方设计，随意堆砌西方元素，并未考虑其是

否适应中国国情，导致作品社会认同感低。部

分设计者崇尚传统设计价值，排斥一切外来设

计，建筑设计难以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造

成艺术作品华而不实。建筑除满足基本需求外，

还应重视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随着全球变暖

等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人们开始反思生态环

保问题，符合生态美学的传统设计开始受到设

计者的重视。其中，窗洞设计作为极具中国特

色的建筑元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装饰性，

完美演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窗洞元

素在建筑中的使用，丰富了建筑的文化内涵，

拓展了建筑的空间层次，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

用率。但在设计中，由于部分设计者对窗洞元

素研究不彻底，导致该元素在建筑中应用的缺

乏实用性。基于此，设计者应不断优化设计方

案，采用新型环保材料，提升窗洞设计的安全

性，并增加节能设计，以使其在不同地域条件

下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一、生态美学理念下城市窗洞设计的

实际价值

　　传统建筑更加追求 “天人合一”的设计理

念。作为建筑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窗洞不仅

仅是通风透光的通道，更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

价值。窗洞作为连接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桥梁，

完美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设计理念，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窗洞元素的使用，作

为装饰元素，通过图案表现建筑的文化内涵，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延伸了建筑

空间，丰富了建筑的空间层次感，展现若隐若

现的自然景色；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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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采光，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窗洞通过

艺术的表现手法，将建筑美感发挥到极致，更

加符合绿色建筑标准，提升了建筑的舒适性，

保障了建筑的生态环保性能。

（一）窗洞设计丰富建筑艺术内涵

传统建筑中的窗洞不只是采光通道，更是

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窗洞中丰富的图案元素

为居住者提供了审美体验，屋内外景色交相呼

应为建筑带来了别样风情。窗洞设计的艺术价

值常通过图案和文化内涵来体现。传统窗洞图

案多样，包括莲花、梅花、喜鹊等动植物造型，

体现着建筑所有者高尚的道德修养；抽象的纹

饰和文字符号，则蕴含了建筑所有者对平安喜

乐的精神追求。现代城市设计中对传统窗洞纹

饰进行加工，以现代手法表现其精髓，形成符

合现代审美的新型装饰元素。例如，日本表参

道商业街的 ＴＯＤＳ旗舰店，其建筑立面采用抽
象的树形窗洞结构，摒弃了传统树形形象入微

的表现方式，仅以树干勾勒造型，为玻璃外立

面增添现代活力。另外，窗洞设计往往遵循传

统思想，无论是天圆地方的儒家思想，还是道

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亦或是梵我合一的佛教思

想，都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界限，为有限的建

筑艺术赋予了无限的审美体验。

（二）窗洞设计加强建筑空间渗透

窗洞设计区别于墙的封闭性，既满足了私

密性的要求，又将空间进行了延伸，增强了建

筑的意境美感。窗洞设计通过空间的渗透，营

造了建筑的层次感，展现了一幅韵味无穷的画

卷。窗洞以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直观地展现

独特的艺术感悟，丰富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建

筑的层次感难以通过对空间的简单分隔实现，

需要借助窗洞使人们产生视线延伸。例如，传

统园林设计中，以墙实现空间的划分，以窗洞

实现空间的渗透，以变化的空间组成打破实际

空间的局限，将自然景观融于建筑，建筑又成

为景观的一部分，打造情景交融的空间统一，

景观资源得以拓展。窗洞设计以对景、框景等

方式，营造含蓄的动态画面，给人一种 “言有

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受。例如，深圳万科第

五园利用窗洞分隔空间，内外景观通过窗洞延

伸，如画的景观在光影变换中独具美感。窗洞

作为虚实相接的要素，在建筑与景观之间起到

过渡的作用，将内外空间进行连通，丰富了建

筑的空间层次。

（三）窗洞设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传统建筑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

过窗洞设计将自然资源引入建筑，提高了对资

源的利用效率。窗洞作为建筑的重要构件，其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满足人们采光通风的需求。

建筑设计布局时，首先在了解建筑所在环境风

向和光照情况，对窗洞朝向、大小等做出合理

布局，实现对自然光线和自然风的充分利用。

其次，尽量将对光照等需求量大的场所安排在

向阳面，通过窗洞实现理想的采光，减少对电

力的消耗。例如，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图书

馆根据不同空间的采光需求，在阅览室立面设

计大且进深的竖向窗洞，增加采光量；而在书

库、办公室等光照相对较少区域，适当减少窗

洞大小，实现对自然光线的充分利用。最后，

通过窗洞设计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加快温热空

气的交换，降低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苏

州博物馆新馆通过不同方位窗洞设计的光影结

合，在满足采光需求的同时，保障了室内外空

气的流通。

二、生态美学理念下城市窗洞设计中

存在的问题

　　窗洞作为建筑的重要组成元素，体现着人
们对采光通风的基本需求。随着人们的审美需

求不断提升，对于窗洞设计的要求不单单是满

足实用性，更加关注其装饰价值。在中国综合

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人们逐渐重视对民族

特色文化的传承，更加倾向具有东方魅力的建

筑设计。但由于中国建筑设计长期受西方影响，

设计者对传统元素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能很好

地发挥窗洞设计的优势，造成设计作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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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差、不符合节能减排要求、未考虑地域差异、

缺乏创新意识，传统美学的意义难以发挥。因

此，平衡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的关系，充

分发挥城市窗洞设计的综合价值，成为影响建

筑行业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窗洞设计降低建筑承载

现代建筑设计常以开窗洞方式满足居住者

采光通风需求，但窗洞设计的不合理会破坏墙

体稳定性，进而影响建筑的承载力。砌体结构

因其耐久性良好，成为中国民用房屋的主要形

式，但墙体开洞会降低其抗侧承载力，导致砌

体结构被破坏。例如，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强震区，
砖混结构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窗洞墙体破坏

严重。密肋复合墙体抗震性能较砌体结构较为

量好，但学者陈国新、阿热帕提·艾斯凯尔等

人研究发现，开窗洞密肋复合墙体的承载力与

未开洞相比，墙体承载力明显降低，洞口率对

墙体承载力影响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开窗

洞墙体在受力载荷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裂缝不

断变宽，最终混凝土破碎，钢筋变形，墙体被

破坏。在实际建筑施工中，部分人一味追求窗

洞大小，对墙体进行不合理改造，忽视墙体的

抗震性能，给使用者造成安全隐患。例如，

２０１４年，哈尔滨市济华医院私拆承重墙进行窗
洞改造，导致建筑结构被破坏，地面坍塌出４ｍ
深坑。因此，在窗洞设计中，建筑的安全性能

不容忽视。

（二）窗洞设计增加能源消耗

绿色节能建筑旨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基础上，

提升人们的居住舒适性。窗洞可通过热压风压

等方式调节室内环境，但大量研究发现，窗洞

也是建筑能耗的主要因素之一。建筑的采光通

过窗洞实现，窗洞的朝向、高度、尺寸等都会

影响采光效率。部分建筑不考虑窗洞实际功能，

造成建筑采光性能差，过多依赖人工采光，增

加电能消耗。部分设计者只关注建筑能耗，忽

略光线过强造成的炫光现象，影响采光质量。

同时，过大的窗墙比增加热传导，降低了冬季

的取暖消耗，增加了夏季的制冷消耗。例如，

南京地区人们偏好明亮的居住环境，注重采光

通风和广阔的视野，为迎合居住者的需求，一

些开发商不断增加窗洞大小，造成夏季南北窗

能耗巨大，增加了空调的使用频率，与节能环

保理念相悖。室内通风状况是空气质量的关键，

窗洞位置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室内的空气对流。

例如，窗洞设计遵循南北通透，保障开窗时良

好的通风效果，减少机械通风的能源消耗。

（三）窗洞设计忽略地域差异

建筑设计容易忽略因地制宜原则。中国地

域广袤，南北方文化、气候、风俗都有明显的

差异，南北方窗洞设计也有所不同。各地区因

气候环境的差异，设计者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选择科学合理的窗洞，综合考虑照明、取

暖、制冷等能耗区别，提高建筑的生态效益。

例如，南方地区夏季普遍高温，过大的窗洞设

计无疑会增加热辐射，降低居民的舒适性；而

北方地区冬季采暖需求较强，窗洞位置不合理

容易导致热量的散失，增加采暖能耗。另外，

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孕育了不同的窗洞艺术风格，

北方窗洞纹饰较为复杂抽象，内涵天地万物；

南方窗洞纹饰则较为写实，造型多变。部分设

计者缺乏整体规划，将不同地域文化元素混用，

给人张冠李戴的感觉，更加难以体现窗洞的艺

术价值。因此，不同地区需要选择适宜的窗洞

设计，防止照抄全搬，难以满足居住者实际

需求。

（四）窗洞设计缺乏创新应用

传承传统文化元素，对民族文化复兴具有

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许多中

国元素被设计者广泛应用，但多数设计停留在

模仿阶段，缺乏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其中，部

分设计者并未秉持对传统的尊重，对传统元素

进行随意更改，磨灭了窗洞的文化价值；更有

甚者缺乏对传统窗洞价值的解读，随意堆砌文

化元素，难以体现窗洞对建筑的意义。窗洞设

计既要坚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要与现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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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理念相融合，为艺术增添新的生命力。例如，

现代窗设计受西方影响过于单调，通过窗景的

融合提升其艺术性。另外，对窗洞元素的使用

不能简单地发挥装饰效果，而应将其与时代精

神相匹配。盲目地古为今用，容易造成设计表

达混乱，难以与现代中国气息相匹配，更无法

体现其文化内涵和实用功能。因此，设计者要

转变设计方式，将传统文化内涵以现代手法进

行演绎，实现对艺术元素的创新加工。

三、基于生态美学理念的城市窗洞设计

研究

　　窗洞将自然资源引入建筑，实现建筑内外
的流通。如今，人们在追求窗洞实际功能的基

础上，同样关注其附属功能，力求全面展现建

筑的精髓，设计者应为设计出符合生态美学的

城市窗洞。

（一）窗洞元素在安全性能中的设计

窗洞作为建筑的基本元素，需要具备安全

性能。窗洞承受着自身玻璃和窗框的压力，同

时受到外界的风沙、雨雪等因素的影响。窗洞

不仅要负责室内外自然资源的流通，而且要阻

挡外界压力。因此，窗洞的安全性能是建筑窗

洞设计的关键。作为围护结构的一部分，窗洞

的意义在于防护外界对建筑的损伤。一方面，

窗材料多选择钢化玻璃，其抗风、抗打击能力

较强，即使出现破损，也不会完全碎裂，保障

了外窗的整体性；另一方面，窗洞的密闭性能

够在恶劣天气下阻隔外界雨雪风沙，减少环境

对室内的影响。此外，开窗洞的墙体整体性被

破坏，窗洞四角处容易发生开裂，尤其是开窗

状态下，其承重问题尤为重要。窗洞位置、大

小、窗洞肋柱截面等都是影响墙体承载力的关

键因素。学者陈国新、阿热帕提·艾斯凯尔等

人通过研究发现，在相同窗洞大小的情况下，

不同窗洞位置对墙体受力情况存在差异，其中

窗洞居中的墙体抗刚度最强；在相同窗洞位置

的情况下，窗洞越大对墙体抗侧刚度影响越大，

开洞率１７１％为临界值，大于１７１％墙体抗侧

刚度明显减弱；窗洞肋柱截面的增加，能有效

提高墙体抗侧刚度，肋柱在５０ｍｍ以下，对墙
体刚度增加较显著。由此可知，窗洞设计进行

科学合理的规划，能减少其对建筑主体的破坏。

（二）窗洞元素在节能环保中的设计

资源节约并非仅减少能源消耗，而是更加

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从建筑的角度来

看，窗洞面积越大，建筑采光通风效果越好，

但从节能角度来看，窗洞的热阻较小，能源消

耗较大。因此，需要综合建筑与节能的需求，

选择适宜的窗墙比。学者郝琛、傅绍辉等人对

门头沟体育文化中心的窗洞尺寸进行优化，根

据不同采光需求，优化设计合适的窗洞尺寸，

对建筑西侧适当调小窗洞，减少西晒对空调制

冷的消耗，保障建筑满足绿色节能的生产要求。

窗洞的自然通风效率能加速室内空气的优化，

减少机械通风的能源消耗，提升人体的舒适度。

学者李璐、陈昌勇对中小学校园室内自然通风

的研究发现，自然通风效果受窗洞尺寸、外窗

开启方式、风进出口高度差的影响，其中，窗

洞宽度为墙宽２／３时，室内自然通风效果最好；
悬窗和立悬窗通风效果强于平开窗和推拉窗，

且开窗角度能调节进风量；进出风口的窗洞高

度差在０６～１ｍ时，空气流通较为均匀，通风
效果最佳。窗洞的节能效应还与热传导有关，

首先，通过加强窗缝隙处的密封性，能降低室

内外冷热空气的能量交换；其次，导热系数小

的窗框和中空玻璃，能降低窗洞的热量传导；

最后，通过玻璃窗的透明薄膜，能降低室内外

的辐射传热，提高窗洞的综合节能效果。

（三）窗洞元素在不同地域中的设计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候条件相差较大，

节能设计切不可采用统一的标准，要有明显的

地域区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中将中国

建筑气候区划分为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夏

热冬暖、温和五大类地区。严寒和寒冷地区冬

季气温普遍偏低，对窗洞的保温性能要求较高；

夏热冬冷地区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常年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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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窗洞要满足通风及防寒降温的功能；夏

热冬暖地区夏季高温，易受台风暴雨威胁，窗

洞设计主要考虑降温防风；温和地区冬暖夏凉，

窗洞主要满足湿季通风需求。例如，青岛黄岛

路２６号属温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湿热冬季湿
冷，选择纵向的长窗及较小的窗墙比，既保障

了通风采光需求，又有效阻隔了寒风，提高了

建筑的保温效果；广东地区冬季采暖需求小，

夏季制冷需求高，选择合适的窗洞位置及高度，

同时增设遮阳板，改善了室内通风性能和温度。

不同地区的窗墙比对建筑能耗影响较大，较冷

地区能耗随窗墙比增大而减少，中间地区随窗

墙比增加先减小后增大，而温和地区窗墙比影

响较小。因此，较冷地区选择较大的窗墙比，

中间地区选择最优窗墙比，温和地区根据需要

自行选择。

（四）窗洞元素在创新应用中的设计

传统窗洞通过独特造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采用的材料更加凸显质朴本性。随着科技的进

步，现代新型材料的耐久性和环保性更具优势。

以玻璃替代木材作为窗洞的主要材料，更加清

晰地展现窗景的艺术魅力，减少对木材的消耗，

体现当前建筑绿色生态节能的设计理念。例如，

成都宽窄巷子窗洞将木头、竹子、石材等传统

材料与现代材料相结合，既保证了建筑的承载

性能，又为建筑增添了历史韵味。在多元文化

发展的当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为

窗洞元素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造型上，对

传统窗饰进行简化，以简洁的团案削弱建筑的

钝感；空间上，将窗洞立体化，增加建筑的视

觉层次感；颜色上，对窗景进行大胆配色，增

加空间的色彩互补。例如，浙江科技学院安吉

校区图书馆立体相错的窗洞设计，既丰富了建

筑的层次感，又满足了不足的采光需求；白色

的外型和浅色的玻璃材质，给图书馆增加了成

熟稳重的气质，室内木质的色调与白色的外墙

形成视觉冲击，中西方装饰色彩在建筑中得以

融合，为传统窗洞元素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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