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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正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中心话题。
自1 99 8年以来，香港的公共和私有产业均一直对可持续发展及相关政策予以极大的关注。
2002年，香港建筑师学会（HKIA）、香港工程师学会（HKIE）、香港园林建筑师学会（HKILA）和
香港测量师学会（HKIs）联合组建了香港环保建筑专业议会（PGBc）。
PGBC是一所旨在通过专业参与来改善建设环境的非营利性研究和学术机构。
在中国，作为中国大陆最为繁华和发达城市之一的上海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上海也已经开始通过兴建生态建筑办公楼示范楼和组建上海绿色建筑促进会等
措施来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开始通过PGBc和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合作，即通过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专业服务发展援助计划发起的“第一届沪港论坛暨可持续建设展览会”，来共同实现两座城
市所面临的类似目标。
　　此次活动由技术交流会和展示会两部分组成。
在技术交流会上，来自香港的12位专家[分别由3位职业建筑师、工程师、园林（景观）工程师和测绘
专家组成】展示技能和传授经验。
此外，5位主题演讲人（分别来自日本、英国、台湾、香港和上海当地的政策机构）针对国际发展趋
势发表其各自的看法。
本书汇编了上述专家针对各自专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和进展所撰写的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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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沪港绿色建筑研究与设计案例》汇编了上述专家针对各自专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和
进展所撰写的主要论文。
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正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中心话题。
自1 99 8年以来，香港的公共和私有产业均一直对可持续发展及相关政策予以极大的关注。
2002年，香港建筑师学会（HKIA）、香港工程师学会（HKIE）、香港园林建筑师学会（HKILA）和
香港测量师学会（HKIs）联合组建了香港环保建筑专业议会（PG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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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讲求人本健康之永续建筑　　若以建筑的功能性来看，健康舒环境的营造，对人而言才是最重要
的，人体六感六识即是一个百年不关机的感应器（图17），环境有些微的异动都会反映在人体的感知
上，不健康的环境对人体可能产生立即或潜在的影响，所以永续建筑应建构存一个以人为本的健康建
筑上，才是真正永续。
观察国际间所谈之生态建筑、绿建筑、健康建筑，其实皆包含在永续建筑的范畴内，而以健康建筑为
最根本要素。
　　生物内在特性之健康成长　　从生物学角度以及细胞生理成长角度来微观之，无变动与刺激的环
境，人体生理调适对应机能会逐渐减弱，甚至会造成无法顺应变动之状念，这与顺应自然足相互契合
的，因为环境是变动的，而环境变动对于人体生理影响，从免疫机能角度出发即为解答。
就生物内在特性之健康成长需求上，年周期变动降低，但每日必须有刺激之变化量值振荡起伏，而反
映至人体生理上，长期之顺应特征之变动量值合于生理顺应，但短期之变动却可刺激人体生理之健康
对应。
从生理健康角度来看长短周期变动量值，此即为亚热带区域永续建筑与健康生活的起点（图18）。
　　另外从健康危害避免角度而言，室内环境除生理顺应与变动刺激外，另外的重要课题即为室内生
活环境足否具有短期健康危害之因子，造成身体机能无法对应而导致健康危害之状态，此部分于国际
上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而相对应之建筑设计与室内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特性之探讨也较完整，可将其
分类为下列四方面：　　1.耐久性无机建筑构件应用；　　2.建筑物理环境对应（声、光、热、气流、
水）；　　3.建筑化学环境对应（一般性污染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致癌有机物）；　　4.低有害微
生物滋长之室内装修。
　　此四项亦即为健康居住与生活环境之必须满足的基本要项，最后再从美观角度着手，达成兼顺健
康、舒适、美观，且必须兼顺水续之能源、资源应用以及生态环境确保之要项。
　　此种从外在地理条件与气候特征出发考量之健康建筑对应，回馈至生理反应与人体健康必备之条
什，而后再从建筑室内健康环境所需之材料要项、物理环境控制要项、化学污染控制要项以及生物污
染控制要项出发，达成兼顾气候变动与健康对应之健康生活，最后州步号量永续发展之要项，同步满
足省能省资源、外在生态环境确保以及美观调适等要素，如此方能真正称为水续的健康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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