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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出发，研究城市环境设施设计的思路和方法。方法方法 借用生物学

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环境设施、人、城市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城市环境设施

设计的整合化、人性化、生态化3个原则，提出了6种设计方法，即形态整合化、功能整合化、心理人性

化、行为人性化、技术生态化和文化生态化，并将其应用于长沙市环境设施设计实践中。结论结论 把共生

理论引入城市环境设施设计，能节约资源，体现人文关怀，达到人机共生，希望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有所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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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in biology，it studi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 By borrowing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biology，it discusse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

cilities，human and urba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it summarizes three urban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 principles：

integralization，humanization and ecologicalization，proposes six design methods：formal integralization，functional integra-

lization，psychological humanization，behavioral humanization，technology ecologicaliz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icalization，

and applies those methods into the Changsha city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 practice.It makes the symbiosis theory into

urban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design，which can save resources，reflect the humanistic care，achieve man-machine symbio⁃

sis，in the hope of giving a reference of realizing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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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紧缺、环

境污染、文脉失落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使人与城市

环境和谐共存、协调发展，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

点。作为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设施的品质

直接关系到城市环境的整体质量。它不仅为人们的

生活提供服务，为提高城市功效作出贡献，而且能够

体现出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程度、地域文化特色以及

历史文化脉络，因此，城市环境设施设计应多方位、多

角度地考虑与之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物质和精神

因素、自然和人文因素、艺术和技术因素，使之处于一

个动态的平衡共生状态。这里将以共生理论为切入

点，研究城市环境设施设计的原则和方法，探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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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1 共生理论与共生关系

1.1 共生理论

“共生”的概念源于生物学，最早由德国的真菌学

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它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

形成的彼此依存、协同进化的紧密关系。自然界是一

个共生体，其中的动物、植物、人类之间需要通过这种

互利互促的关系，适应自然环境地变化，完善自身的结

构功能，从而得以在这个适者生存的自然界中繁衍[1]。

不可否认，“共生”是世间万物普遍存在的方式和

状态，它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广泛存在于社会

系统中。目前，共生理论已经渗透到社会的诸多领

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与“共生”相似的哲

学观，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儒家思想。这些

思想主张将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融合在一

起，达到人—物—环境的和谐共生。这个世界之所以

美，正在于它们的有主有从，互补互济，共生并存[2]。

人—物—环境的和谐是设计对美追求的最高目标。

基于共生理论的设计应从物质和精神上关注人的需

求，从矛盾中求统一，在创造中求生存，打破感性与理

性的界限，弥合艺术和科学的人为分野，共生互补[3]。

1.2 共生关系

自然界的物种间存在着繁复的共生关系。根据

共生生物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可分为互利共生、偏利

共生和寄生；按组织化程度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

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4]；依照共生的位置可分为内

共生和外共生。环境设施的设计始终围绕于协调人

—设施—环境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存在，设施在

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

三者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利共生关系。而互利共生中，

按照对共生关系的依赖程度不同，又可以分为专性共

生和廉性共生。专性共生是指共生生物需要借助共

生关系来维系生命，其中一方或双方不能独立生活。

廉性共生是指共生生物生活在一起对相互都有利，即

使分开仍可单独生活。

2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环境设施设计原则

笔者通过分析设施与设施、设施与人、设施与环

境之间的共生关系，认为在城市环境设施设计中应遵

循以下原则，以实现人—设施—环境三者间的和谐共

生。人—设施—环境的共生关系见图1。

2.1 整合化原则

城市中的环境设施虽然常为独立的物体，但是有

些设施在形态或功能上存在微妙的廉性共生关系。

设计师可以通过寻求设施间的最佳共生平衡点，发掘

两者间的关联共性进行设计，将资源和能量进行合理

整合，使得双方都能够充分利用，并形成一种互补互

济的良性循环，以达到共生双赢的目的。

2.2 人性化原则

城市环境设施作为人的活动载体，是为满足人类

生理和心理诉求而存在的人为构造物。设施需要人

来创造，人需要设施为其提供服务，设施与人是彼此

依赖、相互依存的专性共生关系，因此，环境设施的设

计应以人为本，在注重设施基本物质功能的同时，关

注人的心理及行为特征，找到人与设施之间的最佳契

合点，达到“人机共生”。

2.3 生态化原则

任何一种生物想要在自然界中生存，必须与其生

存的外部环境相适应。城市环境设施不是孤立于环

境而存在的，它是城市环境的构成者和创造者，与城

市环境存在紧密的专性共生关系。如同自然界中的

生物一般，它必须与所处城市的自然、人文环境相协

调，因此，在设计城市环境设施时，要从生态的角度出

发，使环境设施的造型结构、材料工艺、比例尺度、文

化内涵融入周围环境，从而营造和谐统一的城市环

境，实现人—设施—环境的互利共生。

图1 人—设施—环境的共生关系

Fig.1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facilities-environ-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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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环境设施设计方法与

设计实践

根据上述设计原则，笔者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6

种设计方法，并针对长沙市的环境设施进行了一系列

设计实践，希望对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启示与

借鉴。

3.1 整合化设计

城市环境设施设计属于典型的产品设计，而产品

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对产品形态与功能的处理。将环

境设施的形态与功能进行整合化设计，能增加设施的

整体性和适用性、节约空间及制造成本，实现设施与

设施的廉性共生。整合化设计的关键是寻求设施间

的公共特征和共享组件，协调好整合对象的形式结构

关系和功能使用关系。由此，可以从形态和功能两方

面探索整合化的设计方法。

3.1.1 形态整合化设计

形态整合化是将两个或多个环境设施的形态结

合起来，化零为整，形成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新设

施。被整合的设施既可以单独存在，又可以组合成一

个整体使用。形态整合化设计要求设施与设施之间

形式上相互呼应或完整契合，并且存在部分相互借用

关系；材质上相同或相近，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比[5]。笔

者绘制的太平街公共座椅设计见图2，在长沙太平街

的观戏区公共座椅的设计中，笔者将湖南最具代表的

“金字山墙”、“吊脚楼”等民居建筑符号进行抽象概

括，提炼出一系列剪影轮廓作为两个座椅的共享边

界。互补共生的座椅不论是整合还是打散，都不影响

坐的功能。模数化的设计和轻质可回收塑料的运用

使其拥有多种组合形式，人们可以根据观戏人数的变

化和心理行为的需求自由组合摆放。经过整合，不但

增加了设施的适用性，为使用者带来了便利，而且还

能起到节约空间、节省资源的环保作用，充分体现出

整合的优越性。

3.1.2 功能整合化设计

功能整合化设计要求被整合的设施总体功能相

似，整合后既能保留独立时的产品功能，又能互相促

进功能，甚至产生新的功能，达到功能利用率的最大

化。例如，可将自行车的健身功能、椅子的休闲功能

与路灯的照明功能相结合，让人们在休息等待时，用

来健身娱乐。通过自行车内部与路灯相连的发电装

置，将健身产生的机械能转为照明用电，这样不但节

约资源，提升功能利用率，而且从共生功能中衍生出

生态内涵，使新设施更具环保功能。

3.2 人性化设计

城市环境设施是公共空间中承载人类活动的重

要载体，而人在空间环境中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心理活

动和行为活动。心理活动是指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

理解，行为活动是指人们在环境中的动作行为[6]。由

此，可从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切入，研究城市环

境设施设计的方法。

3.2.1 心理人性化设计

人对环境的认知是由感知、表象、记忆、思维等一

系列心理活动获取环境信息的过程。环境设施的使

用人群层次多样，结构复杂，涉及到老人、儿童、青年、

残疾人等多类人群，而每种人群对环境的认知心理都

不一样，因此，设计时应尽可能考虑不同人群的情感

需求和空间距离感受，确保群体之间的活动不相互影

响又相互关联，使环境设施自内向外透发出充满情感

力量的丰富意味，让人能够沉浸其中并激发出心灵的

共鸣[7]。

3.2.2 行为人性化设计

环境是围绕着人群的空间，而人是空间的主体，人

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人在公共空

间中的行为活动分为三大类：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

和社会性活动[8]。必要性活动不受环境品质的影响，而

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的发生频率与环境质量有着

密切的关系。人性化的环境设施能提高环境质量，激

发人的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促进人的交往，丰富

人的生活，因此，城市环境设施的设计要考虑人的行为

模式和适应尺度，设计出带给人们最大便利和满足的

产品[9]。笔者绘制的长沙公交候车亭设计见图3，笔者

专门为残疾人设置了等候区，体现了人人平等的人性

图2 太平街公共座椅设计

Fig.2 The Taiping street public seat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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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精神。形似水滴、高低错落、疏密相间的座椅，不

仅满足了不同人群对候车与休息等必要性活动的需

求，而且从心理上充分考虑了人的空间距离感受，促进

了社会性交往，较好地实现了“人机对话”。

3.3 生态化设计

任何对环境的破坏及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

都可以称之为生态设计。城市环境设施的生态化设

计是指用生态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规划环境

设施的整个生命周期，使其在满足功能属性的基础

上，服从和服务于城市整体环境，与周围的建筑形态、

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环境符号和谐共生。

3.3.1 技术生态化设计

技术生态化是要促使技术发展向着生态技术转

化，采用生态材料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生态工艺和

制造技术等具体措施设计城市环境设施，达到节能

环保的目标。如利用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选择

可再生、可降解的环保材料；运用可拆卸、可回收的

结构部件。

3.3.2 文化生态化设计

生态化设计不仅应在物质技术层面来考虑，而且

更应体现在在精神文化层面。环境设施根植于一个

城市，设计师可以通过概括、抽象、提炼、变形等手法，

把城市文化中隐含的特有文化元素转化为具体的可

视符号，并巧妙地将这些符号运用于环境设施设计中[10]，

以延续城市文化脉络，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笔者绘制的

太平街导示牌设计见图4，从湖南著名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提取基因，将其运用于长沙太平古街的导示牌

设计中。导示牌中部玻璃罩内，正面展示的是湘绣、

滩头年画、望城剪纸、铜官窑瓷器等极具湖湘特色的

传统工艺品，背面为工艺介绍。顶部使用的是铝箔太

阳能电池板，板上标明导示信息。电池板白天将太阳

能收集起来并转化为电能以供夜间照明，在节约电能

的同时，还可以避免管线施工对古街的破坏。这样不

仅延续了历史文化，再现了地域风情，而且还体现了

长沙生态城市的发展理念。

4 结语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

则下不断更新生长。环境设施作为组成城市的重要

细胞，它能否与所处的城市环境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

们互补互济、共生并存，关系到整个生命体的延续和

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将共生理论引入城市环境设

施设计，是将环境设施放置于产品设计外更大的生命

系统中进行研究，有助于构建人—设施—城市环境和

谐共生的设施系统，从而达到节约环境资源、实现人

机共生、延续城市文脉的作用。未来的城市环境设施

设计会向整合化、人性化、生态化的趋势发展，设计师

应在创造中求生存，在纷繁复杂的共生系统里探寻更

多的共生设计方法，以促进城市的有机更新，推动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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