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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生态位原理探析及其生态位策略研究
———日本东京中城规划设计案例分析

李积权 ( 福建工程学院，福州，350108 )

【摘要】如同自然生物体的产生、生长、成熟和衰亡一样，一栋城市建筑 通 常 要 经 历 从 材 料 的 开 采、加 工 运 输、规 划 设 计、建 造、

使用维修、更新改造，直到最后拆除、废弃物处置的整个“生命周 期”过 程。城 市 中 的 建 筑 活 动 涉 及 材 料、技 术、能 源、社 会、经

济、文化等诸多因素，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以城市建筑为生态元，视影响城市建筑的各种自然和社会要素为生态因子，引入

生态位概念，探析城市建筑生态位原理，构建城市建筑生态位; 举例分析，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生

态位策略，为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实践方法，从而打开研究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的新视角。

【关键词】生态位; 城市建筑生态位; 生态位策略; 东京中城

【中图分类号】TU023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 A 类科技项目( JA08167 )

城市建 设 是 一 个 关 乎 人 类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大

问题，缺乏生 态 科 学 的 规 划 设 计 理 念，必 然 造 成 在

大兴土木 的 同 时 也 带 来 新 的 建 设 性 破 坏。我 国 正

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的二三十

年内这一趋势仍将持续，外延增长式的城市发展模

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城市发展模式

面临着转型的抉择。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发展

模式应该如何转型? 已成为决策者和城市规划建设

者迫切需 要 思 考 和 解 决 的 问 题［1］。生 态 位 理 论 是

生态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

建设均具 有 重 大 的 指 导 意 义。本 文 从 生 态 位 角 度

探讨城 市 建 筑 规 划 设 计 策 略，试 图 遵 循 生 态 学 原

理，为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实践

方法，解决人类盲目的城市建设活动所造成的诸如

环境、资源、能源和社会等问题。

1 生态位理论概述

1. 1 生态位基本概念

生态位( Niche) 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是有关生

物种群栖息生存时空界定的概念，回答了种群的生

存状态、方 式、演 变 过 程 和 途 径 等 问 题。在 生 态 系

统中，每一物 种 都 有 自 己 的 生 态 位，并 以 此 保 持 系

统 的 正 常 运 行［2］。 1910 年，美 国 学 者 约 翰 逊

( Johnson RH) 最 早 使 用 了“生 态 位”一 词，认 为“同

一地 区 不 同 物 种 可 以 占 据 环 境 中 不 同 的 生 态

位”［3］。从“生态位”概念的提出至今已经历了 100

多年，在生态 位 理 论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过 程 中，由 于 研

究的目的和环境不同，不同的学者对生态位理论和

方法及其定义都有着不同的见解。按照时间顺序，

生态位主要有 3 种定义: ( 1 ) 1917 年，美国学者格林

尼尔( Joseph Grinell) 运用植被覆盖、栖息地、非生物

因子、资源和被捕食者等环境中的限制性因子来描

述物种生 态 位［4］。使 用 生 境 生 态 位 来 定 义 生 物 种

群所占据的 基 本 生 活 单 位，他 强 调 生 物 的“住 所”，

侧重从种群 的 空 间 分 布 和 对 环 境 适 应 的 位 置 角 度

进行解释，因而又特指空间生态位。 ( 2 ) 1927 年，埃

尔顿( Charles Elton ) 从 生 物 功 能 或 营 养 的 角 度，提

出生态位是指生物群落中有机体的功能和位置，强

调物种与其它物种间的营养关系，被称之为功能生

态 位 或 营 养 生 态 位。 ( 3 ) 1957 年，哈 奇 金 森

( Hutchinson GE) 认 为 生 态 位 是 生 物 单 位 生 存 条 件

的总和，提 出 了 多 维 生 态 位 或 超 体 积 生 态 位 的 概

念，认为生态 位 是 多 维 资 源 的 超 体 积，每 种 生 物 对

资源和环 境 变 量 的 选 择 范 围 是 多 维 的。哈 奇 金 森

的生态位概 念 实 际 上 是 指 种 群 在 以 环 境 资 源 或 环

境条件梯度 为 坐 标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多 维 空 间 中 所 占

据的位置［5］。多 维 超 体 积 生 态 位 因 其 偏 重 生 物 对

环境资源的 需 求 而 比 空 间 生 态 位 和 功 能 生 态 位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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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映生态位的本质含义而被学界所接受，为现代

生态位理论奠定基础［6］。
1. 2 生态位要素

生物生存离不开其所在的环境，构成环境的各

种要素是环境因子，环境因子中对生物生长、发育、
生殖、行为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是

生态因子，所有生态因子构成了生态环境。生态元

是从基因到 生 物 圈 内 任 何 一 种 具 有 一 定 生 命 力 或

生态学结构和功能的组织单元，是构成上一层次生

态系统的 基 本 组 分。生 态 位 理 论 普 遍 认 为 在 生 态

空间中所有的生态元均具有相应的生态位，在生态

因子的变化 范 围 内，能 够 被 生 态 元 实 际、潜 在 占 据

利用或适 应 的 部 分 就 是 生 态 位。因 此 生 态 位 主 要

由生态元 与 生 态 因 子 两 个 要 素 构 成。生 态 因 子 的

变化范围称为基础生态位，被生态元实际占据利用

或适应的部分称为实际生态位，潜在占据利用或适

应的部分称为潜在生态位，实际生态位与基础生态

位的接近度体现了生态位适宜度，常用生态位宽度

测度表示［5］。

2 城市建筑生态位

如上所述，生态位是一个既抽象又内涵丰富的

生态学名 词。它 不 仅 已 经 渗 透 到 了 现 代 生 态 学 研

究的诸多领域，成为了生态学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

研究内容之一，而且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
农业、工业、教 育、管 理 和 城 市 建 设 等 领 域，并 取 得

了积极的研 究 成 果，促 进 了 人 类 生 态 文 明 的 发 展，

形成了强 有 力 的 理 论 分 析 和 实 践 工 具［5］。在 城 市

规划、建 筑 设 计 领 域 也 已 开 始 探 讨 这 一 概 念 的 应

用，栗德祥教授指出，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包括建筑

领域都可 以 看 作 生 态 元。对 于 建 筑 与 空 间 的 研 究

就是挖 掘 生 态 因 子 因 素，以 合 理 应 用 现 实 的 生 态

位，努力开拓 潜 在 的 生 态 位，使 原 来 不 被 生 态 元 适

用和利用 的 部 分 转 变 成 现 实 的 生 态 位［7］。张 峡 丰

博士开展了城市建筑生态化的生态位评价研究，将

超体 积 生 态 位 与 系 统 论 结 合，利 用 层 次 分 析 法

( AHP) 构建 了 以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化 为 目 标 的 生 态 位

宽度 主 观 评 价 体 系，并 对 评 价 方 法 进 行 了 初 步

探讨［5］。
2. 1 城市建筑生态位的界定

城市建筑虽然不是传统定义上的生命体，但任

何城市建筑 都 要 经 历 从 材 料 的 开 采、加 工 运 输、规

划设计、建造、使用、维修、更新改造直到最后拆除、
废弃物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表现出类似于

生命体那 样 的 产 生、生 长、成 熟 和 衰 亡 的 过 程。早

在 20 世纪初，世 界 著 名 建 筑 大 师 赖 特 ( Frank Lioyd
Wrignt) 在谈到有机建筑时曾称之为“活”的建筑，意

指“建筑与 一 切 有 机 生 命 相 类 似，总 是 处 在 一 个 连

续不 断 的 发 展 进 化 之 中”。在 日 本，以 丹 下 健 三

( Kenzo Tange) 为代表的 新 陈 代 谢 派 的“生 命 系 统”
建筑观同样将生命过程的特点引入至建筑现象中，

认为建筑与有机生命体一样，处于不断的生长变化

的过程中［8］。建 筑 在 其 整 个 生 命 周 期 内 始 终 与 外

界存在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流，并对环境产生各种影

响。建筑的 这 种 类 生 命 特 征 要 求 人 们 在 进 行 建 筑

活动时，可以 从 生 物 学 的 观 点 出 发，视 建 筑 为 有 机

整体，研究其 内 外 的 物 质、能 量 循 环 利 用 与 再 生 机

制，应用生态 技 术，解 决 以 往 城 市 建 筑 活 动 所 带 来

的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等问题。
基于上述 分 析，借 鉴 生 态 学 的 生 态 位 原 理，可

以将城市建筑生态位定义为: 在建筑所处的城市自

然与社会环境背景下，城市建筑生命体从所在的自

然与社会环 境 中 所 能 获 得 的 各 种 自 然 资 源 和 社 会

资源的总合，包 括 各 种 资 源 的 类 型、数 量 及 其 在 空

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它反映了城市建筑生命体在环

境中的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城市建筑

在其生命周 期 物 质、能 量、信 息 流 动 过 程 中 所 扮 演

的角色，是城市建筑生命体与其所处的城市自然与

社会环境 互 动 适 应 后 的 客 观 状 态。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

究城市建筑 生 命 体 在 其 所 处 的 自 然 与 社 会 环 境 中

的作用和 功 能。城 市 建 筑 规 划 设 计 研 究 便 可 视 为

在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背景下，建立城市建筑生

态元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生态因子的适应关系，探讨

如何构建城市建筑生态位。
2. 2 城市建筑生态位的基本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知，城市建筑生态位的概念源于

生物物种的生态位概念，其实质是城市建筑给人类

生存和活动所提供的生态位，是城市建筑生态元提

供给人类的 或 者 是 可 被 人 类 所 利 用 的 各 种 生 态 因

子和生态 关 系 的 集 合。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从 一 个 侧

面反映了人类生存的状况和诉求，与生物生态位相

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2. 2. 1 城市建筑生态位的多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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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由建 筑 构 成，城 市 建 筑 承 载 着 人 类 生 活，

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它是在特定自然与

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其相关影响因素构成了复合的

生态系统，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体 现 出 多 维 度、超 体 积

的特征。由于人类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因

此，作为人类 居 所 的 城 市 建 筑，其 生 态 位 不 仅 可 以

反映出自然生物生态位的基本特点，而且还具有社

会生态位 的 基 本 特 征。它 可 以 从 自 然 与 社 会 两 方

面分解，在此基础上还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比

如在自然维 度 方 面 可 以 从 城 市 建 筑 所 处 的 气 候 条

件、地形 地 貌、生 物 环 境、物 质 资 源 等 方 面 进 行 考

察; 在社会维 度 方 面 可 以 从 政 治、经 济、文 化、技 术

等方面加以研究。因此，城市建筑生态位可以做出

相应的解析: 分解为城市建筑自然生态位和城市建

筑社会生态位。依据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城市建

筑社会生态位还可分为建筑文化生态位、建筑经济

生态位和建筑技术生态位等多维度向量，这种多维

性与城市建筑的各属性密切相关，体现了人类城市

建设活动的多样性需要。
2. 2. 2 城市建筑生态位的重叠与分离

生态位重 叠 一 般 是 指 不 同 物 种 共 有 的 生 态 位

空间或生 态 位 之 间 的 重 叠 现 象。当 两 个 或 多 个 物

种对资源位或资源状态共同利用时，就会涉及到资

源数量的分享、共存程度及竞争等问题［2］。生态位

分离是指物 种 为 了 减 少 对 资 源 的 竞 争 而 形 成 的 在

选择生态位时存在某些差别的现象，是指两个物种

在资源序 列 上 利 用 资 源 的 分 离 程 度。生 态 位 分 离

是物种进化 的 基 本 动 力，亦 是 生 物 多 样 性 变 化、群

落结构变化与演替的主要原因，是物种共存的充要

条件［6］。
在城市建筑自然生态位方面，由于人类活动空

间范围的不 断 扩 大，占 据 了 原 生 物 物 种 的 生 态 位，

造成自然生物生态位与城市建筑生态位重叠，人类

的强势作用 必 然 对 原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造 成 一 定 程 度

的干扰和破坏。而且，人类的群居和对土地资源的

高度利用也造成了各建筑生态位的相互重叠，重叠

程度越高，可 利 用 的 环 境 资 源 越 匮 乏，对 资 源 和 能

源的需求 竞 争 就 越 激 烈。无 序 的 物 质 与 能 源 使 用

状况，必 将 带 来 大 气 水 体 污 染、热 岛 效 应、交 通 堵

塞、垃圾围 城 等 一 系 列 城 市 环 境 问 题。因 此，建 筑

的合理规划 与 布 局、城 市 规 模 的 适 当 控 制、城 市 中

的绿地保护与生态系统修复、可持续的能源供给系

统和物资循环利用等是促进各生态位分离，达到相

互共生的基本要求。
在城市建筑社会生态位方面，当今世界文化的

全球化现象导致建筑文化生态位的重叠，城市建筑

地域特征的 丧 失 与 国 际 样 式 建 筑 风 格 的 泛 滥 造 成

千城一面的消极化后果。因此，必须遵循生态位分

离的原理，强 调 建 筑 的 气 候 与 地 域 文 化 特 征，传 承

不同地域特有的建筑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丰富

世界建筑文化宝库，这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2. 3 城市建筑生态位的扩充与压缩

生态位扩 充 指 的 是 由 于 生 物 单 元 无 限 增 长 的

潜力所引 起 的 态 和 势 的 增 加。生 态 位 扩 充 是 生 态

系统发展的本能属性，生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即是其

生态位扩 充 的 具 体 体 现［9］。如 果 出 现 外 来 种 群 侵

入并发生竞 争，这 种 竞 争 会 导 致 生 境 压 缩，而 不 会

引起食物类型和所利用资源的改变，这种情况就称

为生态位压 缩［10］。人 类 生 态 位 的 扩 充 是 指 人 类 社

会的发展状态和对环境的影响或支配能力( 即态和

势) 相 对 于 生 物 圈 中 其 它 生 物 种 类 的 态 和 势 的

提高［11］。
城市建筑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之一，

它不仅要侵占大片的土地，而且在其生命周期内将

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

重大影响。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的 扩 充 实 质 上 是 人 类

生态位扩充的表现形式之一，其扩充的结果一方面

必然以消耗其它生物与环境资源为代价，带来了人

口、粮食、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促使

人类要不断 提 高 其 与 自 然 相 协 调 的 能 力［11］。人 类

在不断扩充其自身生态位的同时，还应依靠科技进

步、生态修复和资源有效利用等手段主动提高环境

的生态承载力。因此，城市建筑生态位的扩充必须

以提高环境资源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和降低能耗

等一系列有 利 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措 施 为 前 提，否 则，

城市建筑生态位就会受到压缩，建筑可利用的各种

资源逐步减 少，同 时 生 态 位 宽 度 变 窄，从 而 导 致 建

筑生命体的品质下降，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2. 3 城市建筑生态位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生态位原理适用于普遍的

生命现象，它 不 仅 适 用 于 生 物 界，同 样 适 用 于 人 类

及其相关 活 动。人 类 的 城 市 建 设 要 得 以 可 持 续 发

展，在城市建筑规划设计阶段就必须根据生态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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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积极采取 生 态 位 策 略，构 建 可 持 续 城 市 建 筑 生

态位，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 3. 1 生态位构建理论概述

所 谓 生 态 位 构 建 是 指 有 机 体 改 变 或 修 复 其

自 身 环 境 的 过 程［12］，其 实 质 是“有 机 体 在 其 所 处

环 境 中 的 自 然 选 择”［13］。在 自 然 界 可 变 资 源 环

境 中 ，所 有 的 有 机 体 都 具 有 修 复 它 们 生 存 环 境 的

能 力。有 机 体 不 仅 是 自 然 选 择 的 被 动 承 受 者 ，而

且 也 是 修 复 环 境 的 主 动 工 程 师。有 机 体 通 过 它

们 的 新 陈 代 谢、活 动 以 及 它 们 的 选 择 ，能 够 部 分

地 创 建 和 部 分 地 毁 坏 自 身 的 生 态 位。从 深 层 意

义 上 讲 ，有 机 体 能 够 通 过 生 态 位 构 建 活 动 ，规 律

性 地 改 变 环 境 中 的 生 物 与 非 生 物 选 择 源 并 且 在

进 化 中 产 生 反 馈 信 息［14］。 Jones 等 的 研 究 表 明 :

有 机 体 能 够 修 改 它 们 的 环 境 并 且 部 分 地 控 制 其

所 在 生 态 系 统 中 的 部 分 能 量 流 和 物 质 流［15］。有

机 体 的 这 种 修 复 作 用 对 其 能 量 流 与 物 质 流 的 控

制、生 态 系 统 恢 复 力 以 及 物 种 营 养 关 系 等 有 着 深

远 的 影 响［16］。生 态 位 构 建 不 仅 反 映 在 自 然 界 动

植 物 有 机 体 的 生 存 与 进 化 过 程 中 ，而 且 适 用 于 人

类 的 自 身 活 动 ，因 为 人 类 活 动 对 自 然 及 其 自 身 的

生 态 环 境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 和 支 配 作 用。
2. 3. 2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构 建 策 略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构 建 是 依 据 生 态 位 构 建 理

论 ，从 生 态 学 的 角 度 研 究 城 市 建 筑 有 机 体 的 生 态

位 构 建 过 程 ，使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元 与 其 相 关 的 生 态

因 子 之 间 建 立 良 性 互 动 的 发 展 态 势 ，修 复 因 人 类

不 合 理 的 建 筑 活 动 所 造 成 的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破 坏。
可 持 续 的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构 建 是 人 类 面 对 全 球

日 益 恶 化 的 生 存 环 境 所 采 取 的 一 种 积 极 策 略 ，是

人 类 社 会 主 动 依 靠 自 身 的 智 慧 构 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城 市 人 居 生 态 环 境 的 过 程。基 于 人 类 的 自 然

与 社 会 的 双 重 属 性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的 构 建 必 须

考 虑 建 筑 所 处 的 城 市 自 然 条 件 与 社 会 状 况 等 因

素 ，从 自 然 和 社 会 两 方 面 构 建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可 以 通 过 人 为 构 建 而 不 断 改 善 ，

保 持 城 市 建 筑 与 自 然、社 会 的 相 互 和 谐 ，促 使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 朝 着 有 利 于 改 善 人 类 生 存 环 境 的

方 向 发 展。如 表 1 所 示 ，城 市 建 筑 自 然 生 态 位 构

建 可 以 从 气 候、土 地、水 资 源、建 材、绿 化 以 及 废

弃 物 循 环 利 用 等 方 面 采 取 有 利 于 城 市 建 筑 与 自

然 环 境 共 生 的 生 态 位 策 略 ; 城 市 建 筑 社 会 生 态 位

可 以 从 经 济、文 化、技 术 等 不 同 层 面 加 以 研 究 ，构

建 可 持 续 的 社 会 生 态 位。

3 日本东京中城( Tokyo Midtown) 规划设计

的生态位策略

综上分 析，可 持 续 的 城 市 建 筑 规 划 设 计 过 程，

实质上是人 类 根 据 城 市 建 筑 所 处 的 自 然 与 社 会 环

境，结合城市自身发展需求，实施生态位策略，构建

城市建筑自然与社会生态位。具体地说，就是探讨

如何更加合 理 利 用 城 市 建 筑 的 实 际 生 态 位 和 积 极

开拓城市建筑的潜在生态位，建立作为生态元的城

市建筑与作 为 影 响 城 市 建 筑 存 在 状 况 的 各 环 节 要

素———生态因子之间的适应关系，提高城市建 筑 生

态位的适宜 度，优 化 城 市 建 筑 生 命 体 的 生 境 条 件，

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图 1 东京中城

2007 年 3 月 30 日在日本东京六本木地区开业

的东京中城是集旅馆、文化设施( 美术馆) 、商业、办

公、居住、医 院、公 园 等 设 施 为 一 体 的 城 市 综 合 体。
如图 1 所示［17］，它是一座由约占 40% 的公园绿地与

6 座建筑单体构成的综合性新型“都城”。该项目用

地面 积 约 102000m2 ，实 际 占 地 面 积 约 78400m2 ，总

建设面积约 569000m2 ，由 SOM、日建设计、安藤忠雄

等世界著 名 设 计 机 构 和 建 筑 师 设 计 完 成。东 京 中

城建成以来，以 其 在 各 方 面 所 表 现 出 的 优 良 业 绩，

已成功地印 证 了 该 项 目 的 开 发 是 一 项“城 市 再 生”
的典范，获 得 了 日 本 可 持 续 建 筑 奖、MIPIM ASIA
AWARDS 2007 SPECIAL JURY AWARD ( 最 优 秀

奖) 、2008 ULI Global Award for Excellence、2008 ULI
Awards for Excellence: Asia Pacific 等 众 多 优 秀

奖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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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建筑生态位构建

生态位 城市建筑生态位策略

城市

建筑

生态

位构

建

城市建筑

自然生态

位构建

城市建筑

社会生态

位构建

气候适应性

土地资源有效利用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建材本地化可再生利用

绿化系统维护与补偿

废弃物循环利用

文化生态位

技术生态位

经济生态位

太阳辐射控制与太阳能利用; 建筑朝向、形态、表皮气候适应性; 风能利用、天然采光与自然通风

原有地形地貌保护; 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 地热利用; 节地设计

自然水系保存、节水设备应用; 雨水收集利用、废水回收与利用

就地取材、使用可再生材料; 资源循环利用

植被多样性维护、生物生境保存; 人工绿化湿地系统补偿

废水、废热、废材回收与利用; 垃圾分类处理与利用

传统地域文化建筑载体的更新与保护

提高城市建筑文化承载品质，丰富城市建筑文化因子

构建适应地方多样性生活形态城市建筑空间

适应文化发展的城市建筑更新与可持续利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城市建筑空间规划设计

传统适宜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资源、能源综合有效利用技术的开发

构建绿色低碳建筑技术体系

城市建筑技术人才培养

控制与地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建设经费投入

建立低碳城市建筑经济激励政策与财税制度

降低城市建设劳动消耗和提高城市建筑物使用年限和价值

建立全寿命周期的城市建筑效益评价体系

为构 建 一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城 市 新 形 态。基 于

生态位及其构建原理，本项目的开发采取了以下生

态位策略。
3. 1 构建自然生态位规划设计策略

为实现 与 自 然 共 生、开 放 的 城 市 街 区 建 设 目

标，东京中城 在 绿 化 系 统 维 护 与 补 偿、水 资 源 高 效

循环利用、建 筑 节 能 以 及 日 常 使 用 管 理 等 方 面，采

取了积极的生态位策略，具体措施如下:

3. 1. 1 绿化系统维护与补偿

与首都东京城市中的其他建筑群不同，东京中

城最大的 特 点 在 于 拥 有 大 片 的 绿 地。约 占 建 设 用

地面积 40% 的 广 阔 绿 地 与 青 山 和 赤 坂 地 区 的 绿 地

相连，形成了绿色走廊( 图 2 )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

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基地树木的同时，还结合屋顶

建筑隔热，增设了 2300m2 的屋顶绿化。大片绿地的

形成不仅为 生 活 在 城 市 的 人 们 带 来 了 休 闲 和 避 难

的场所( 图 3 ) ，而且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维护城

市的生态系统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图 4 所示，在

2007 年 8 月对东京中城进行空中热成像拍摄时，结

果表明: 白天东京中城范围内的表面平均温度比外

围的平均温度低 3℃ ，夜晚时大约低 1℃［18］。
3. 1. 2 水资源循环利用

为实现城市水资源的循环有效利用，东京中城

采用了雨 水 收 集 与 污 水 处 理 再 利 用 系 统。拥 有 一

个容量约 4800m3 的 蓄 水 池 和 日 处 理 量 680m3 的 中

图 2 东京中城绿色走廊

图 3 多功能绿地开放空间

水处理设施，用 于 基 地 内 屋 面、地 面 的 雨 水 收 集 和

生活污水的处理。2008 年度 约 152000m3 的 生 活 污

水得到处理再利用。如图 5 所示［18］，在景观用水方

面，导入光 触 媒 技 术 以 净 化 水 质。此 外，还 广 泛 采

取了使用节 水 型 设 备、地 面 透 水 性 铺 装、透 水 性 管

沟等 有 利 于 水 资 源 利 用 和 改 善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的

措施。
3. 1. 3 建筑节能、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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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京中城热成像图

图 5 景观水资源循环利用

图 6 建筑外遮阳

图 7 天窗自然采光

东京中城在能源使用方面，采取了各项节能措

施。首先，如图 6 所示，根据太阳在建筑各方位朝向

日照强度及角度的不同，结合计算机遮阳效果能耗

模拟，中城的 塔 楼 建 筑 的 东 南、西 南 面 采 用 了 水 平

遮阳，东北和西北面采取了垂直遮阳。遮阳设施的

有效设置，使 该 建 筑 办 公 部 分 的 热 负 荷 系 数 ( PAL

值) 削 减 率 约 达 16%。其 次，采 用 了 Low-e 中 空 玻

璃窗，有效 减 低 了 建 筑 的 热 负 荷。此 外，还 采 用 了

太阳光智能感应的百叶遮阳系统，依据天候与太阳

的高度角不 同，自 动 调 控 百 叶 的 开 闭，一 定 程 度 上

减低了室内的空调负荷。在照明节能方面，除了采

用智能感应的高效节能灯外，如图 7 所示，还在大型

室内公共空间以及地下室积极引入自然光，以减低

照明能耗。屋面上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还能提供

10KW 的电量。

在利用设备节能方面，采取了热电联产系统和

水蓄热系统以及 NAS 电池的应用，有效改善用电结

构和负荷特性，通过利用深夜电力“削峰填谷”缓解

用电 高 峰。据 2008 年 统 计，削 减 峰 值 电 量 达

3700KW［18］。除上述节 能 措 施 外，在 日 常 的 使 用 与

管理方面，东 京 中 城 实 行 了 垃 圾 分 类 处 理、回 收 利

用制度。采取了物流统一高效管理运行模式，减少

进出东京中城的车辆，缓解交通压力。使用耐久产

品，光触媒净 化 技 术 的 应 用，减 少 了 化 学 药 剂 的 用

量，以降低 对 环 境 的 污 染。据 统 计，通 过 实 施 上 述

节能减排措施，东京中城从 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2

月削减了约 23% 的 CO2 排放量［19］。

3. 2 构建社会生态位规划设计策略

依据生态位构建理论，城市建筑同样是在社会

选择和社会生态位构建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

城市建筑的 社 会 生 态 位 构 建 可 视 为 主 动 地 适 应 和

改善社会环境，通过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的生态位策

略，营造 有 利 于 增 进 人 类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 城 市 环

境，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东京中城在建设与

自然共生的可持续低碳生态城市的同时，在构建可

持续的社会环境建设方面，采取了以下社会生态位

规划设计策略。

3. 2. 1 构建多功能复合型街区、创造新价值

项目主要开发商三井不动产公司，以融合各种

城市功能、创 造 新 价 值 为 规 划 设 计 理 念，着 手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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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尊重历 史、与 周 边 社 区 协 作、富 于 多 样 性 的 人

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新型城市开放街区。为此，东京

中城通过对居住、工作、游乐、休闲等多重功能相互

融合、相互刺激、相互补充，形成城市功能空间的集

聚效应，从 而 创 造 城 市 的 新 价 值。如 前 所 述，东 京

中城由 6 栋 建 筑 构 成，汇 集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商 店、餐

馆、写字间、饭店、高级租赁式公寓、美术馆( 三得利

美术馆) 等设施。所有这些功能的复合集聚为城市

街区集结人气，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据媒体 报 道，仅 开 张 的 第 一 年，到 访 东 京 中 城

的人数 超 出 了 当 初 的 预 计，高 达 到 3500 万 人 次

以上。
3. 2. 2 以人为本，培育街区文化，构建多 样 化 生 活

空间

东京中城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理念，

健全的设施和周到的服务，使每位来访者都有宾至

如归的感 觉。东 京 中 城 在 打 造 新 的 经 济 商 业 圈 的

同时，还极力 营 造 新 的 文 化 生 活 空 间，注 重 商 业 与

文化结合，培育新的城市街区文化。在东京中城的

功能结构中，艺 术 设 计 机 构 占 据 相 当 的 比 例，其 中

包括三得利美术馆、21_21DESIGN SIGHT、东京中城

设计中心、富士 Xerox 艺术空间等，都是享誉全球的

艺术机构，由 此 东 京 中 城 被 誉 为“日 本 设 计 的 发 源

地”。文化设施的引入使东京中城在现代商业氛围

中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近一步提升了其文化的内

涵。利用 街 区 中 的 各 类 设 施，构 建 多 样 化 生 活 空

间，每年在此 举 办 各 种 社 区 文 化 活 动，街 区 的 文 化

生活因 此 变 得 更 加 丰 富 多 彩，有 效 地 增 强 了 人 与

人、人与社会 的 和 谐 关 系，促 进 了 城 市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见图 8、9 ) ［18］。

图 8 公园瑜伽活动

图 9 亲子环保教育活动

4 结 语

本文根据城市建筑所具有的类生命体特征，借

鉴生态学生态位原理，界定了城市建筑生态位的概

念，对其基本 特 征 进 行 了 分 析，并 将 城 市 建 筑 生 态

位纳入人 类 城 市 建 设 活 动 的 背 景 中 加 以 讨 论。通

过实例分析，阐述了城市建筑生态位构建及其生态

位策略，为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

法。在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人类共识的今天，城市

建筑生态位 原 理 探 析 及 其 生 态 位 策 略 研 究 无 疑 对

我国的低碳 生 态 可 持 续 城 市 建 设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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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Urban Architecture Niche Theory and Its Niche Strategy:

A Case Study o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okyo Midtown

LI Jiquan

【Abstract】Just like other natural organisms that have the process from generation，growth，maturity to decline，a urban building

usually experiences a “life cycle” from exploitation of material，process and transportation，planning and design，construction，

utilization，retrofit to demolition．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 the city is a complex ecosystem involving many elements，such as materials，

technology，energy，society，economy and culture． In this paper，the urban architecture was considered as an ecological unit，and all

kinds of natural and social elements having influences on urban buildings were taken as ecological factors，the niche concept was

introduced and the urban building niche theory was discussed． By analyzing the case，the strategies of urban building nich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na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were further explored． In consequence，a new thought and practice methods for

low carbon eco-city construction were provided and a new perspective for urban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was

presented．

【Keywords】Niche; Urban Archtecture Niche; Niche Strategy; Tokyo Midt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