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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建筑是一门交叉学科。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高校

图书馆, 需要建筑师、图书馆专业人员、自动化专业人员等有

关方面的通力合作。绿化植物不仅能美化环境 , 调节温、湿

度, 而且能净化空气、消声减噪。为读者创造一个优美恬静、

绿树成荫、绿草如茵、花香四溢的良好阅读环境是图书馆建

筑环境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图书馆建筑绿化的设计方法

现代图书馆强调建筑绿化设计。多层次立体绿化能较

好地解决建筑用地与绿化面积的矛盾, 使绿色在三维空间中

得到延伸, 使人们可以获得良好的心理美感, 给读者创造一

个良好的学习及工作环境。

1 .1  图书馆馆内绿化 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和灰尘是危害书

籍及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自然的生物气候来调

节馆内小气候, 能够减少有害气体和灰尘, 形成安静、有趣、

充满生机的小环境。馆内环境的绿化在形式上可采用点、

线、面相结合的方法。

1 .1 .1 点式布局。点式布局经济、简便、灵活, 既可以有规

律的绿化, 又可以灵活点缀。盆栽是图书馆室内最普通、最

常见的装饰形式。其优点是植物可在室内随意调整位置, 使

室内空间的层次结构变化自然, 以取得较好的绿化装饰效

果; 还可将花盆、碗点缀于梁、网架等构件上。

1 .1 .2 线式布局。可以选用形态、色彩、质地、大小等视觉

形象相同或相近的绿色植物来绿化一线建筑构件, 以强调一

致的韵律感。例如, 在室外的樘口、窗台、栏板等处布置绿

化, 不仅美观, 而且使绿色在立体空间中得到延伸。

1 .1 .3 面式布局。现代化的大中型图书馆尤其适合设置室

内庭园。庭园实际上是建筑范围内的园林。它将室外庭园

引入室内, 利用建筑物巧妙地布局围合成空间院落, 不仅可

以避免外界的干扰, 于闹中求得一块幽静的小天地, 而且还

能使得图书馆各部分功能分区合理、联系方便 , 创造出建筑

与庭院相互渗透、融合的整体空间环境。一座现代化的图书

馆建筑并配以建造庭园 , 既可以丰富图书馆建筑空间, 美化

图书馆环境 , 又可以为读者提供休息场所, 避免长时间阅览

引起的疲劳、枯燥、单调感。特别是大面积阅览区段插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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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园的手法, 还可以解决区段中部的采光通风问题。

1 .2  图书馆建筑墙面绿化 墙面绿化实际上是一种垂直绿

化。垂直绿化是利用攀缘植物的攀附特性来装饰建筑及构

筑物以美化空间的一种绿化形式。垂直绿化投资小, 占地

少, 栽培容易, 绿化效果明显。

在现有垂直绿化植物中, 爬山虎具有对环境和土壤的适

应性强、生长迅速、攀缘能力强和病虫害少的优点, 因此在城

市垂直绿化中把它作为垂直绿化的主要植物材料。

1 .3  图书馆建筑屋顶绿化 随着现代建筑工程的结构现代

化和建造技术的发展, 屋顶绿化在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了。

它是当今城市绿化和建筑相结合的空间多层次发展的新技

术。进行绿化的屋顶不仅不占用土地 , 不增加建筑面积 , 为

绿化提供了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场所 , 而且绿化装饰建筑、

美化城市、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建筑群或

房顶层有树木花草等绿化植物覆盖 , 能起到冬季保温防冻、

夏季降温避暑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室内外的小气

候。此外 , 屋顶花园还为读者提供休息、游览的场所。

1 .4  图书馆地下空间绿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开发地

下空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修建地下停车场。上坡地覆盖

绿化, 加强了建筑与景观的结合 , 增加了人与自然的联系, 使

得原来极为有限的绿化面积变大了, 提高了环境质量。

1 .5 图书馆建筑周围绿化  在注重图书馆内部物理功能的

同时, 图书馆建筑设计还要注重图书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

调, 注意周围用地的绿化, 力求用较大面积的绿化来衬托图

书馆建筑, 创造一种宁静、高雅的文化建筑气氛。

( 1) 在图书馆外围, 建立整齐的防护林带线。防护林宽

度可根据污染源而定。树种选用对有害物质抗性和吸附力

强的柳杉、丁香、红柳等。这样既能对空气污染、汽车噪声和

风沙进行防护, 又美化了图书馆外部环境。切忌在书库周围

种植白蚁喜食的松、柳、桃、白杨等树木。

( 2) 在图书馆周围大面积的铺植草坪。绿地面积总和相

当于图书馆占地面积的22 ～28 倍。

( 3) 在图书馆周围 , 选点设立花圃、花坛。花坛可以是几

何的植床 , 也可以由各式各样的盆花组成。应选择适宜各季

生长的花卉品种, 力争做到鲜花常开、四季长青。

( 4) 在建筑墙面的墙基进行基础栽植。选用低矮的、生

长缓慢的灌木及花卉 , 做到与墙面绿化配合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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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书馆建筑与绿化关系的处理

( 1) 在总体规划( 包括平面、竖向) 时 , 应将绿化纳入总

体方案。建筑、绿化可以相互因借 , 扬长避短 , 使构图完整,

景观更加完美。

( 2) 图书馆建筑设计要注意节约土地。建筑物和道路

的布置应尽可能地保护现有的绿化植被, 不能破坏已有的

生态环境。另外, 图书馆建筑周围的绿化切不可影响室内

的通风与采光。

( 3) 应考虑用于绿化的土地空间是否适宜即将栽植花

木的生长。应为绿化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 如自然通风、日

照、排灌、朝向及土壤深度 , 否则若植物生长不良, 则再好的

创意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3  图书馆建筑绿化的日常管理

植物的管理问题比较专业 , 建议与花卉租摆公司签定

租摆协议 , 每月进行一次更换。遇到重大活动, 可临时增加

一些花木 , 保证图书馆环境优雅 , 做到自有花园与盆景租摆

相结合, 使层层有绿色 , 室室有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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