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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值此清风送爽的初夏时节，在美丽迷人的滇池之滨，我们迎来了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省内建设系统
的领导，大家共聚一堂，出席“绿色乡土建筑与传统聚落更新”学术研讨会。
作为会议主办单位之一，我谨代表云南省建设厅，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会议表示诚挚的祝贺。
　　云南有2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云南乡土建筑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出丰富多彩的特性，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
云南乡土建筑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民族文化、建设新农村以及有特色的小城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然而，随着生活方式、技术要求和资源环境的变化，云南传统乡土建筑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不适应性。
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部分乡土建筑开始仿照城市的建造模式进行建造，在失去宝贵传统特色的同
时，居住质量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反而消耗了更多的资源，也增大了环境压力。
长此以往，可能在云南形成千镇一面、万村一面的后果，使云南失去作为民族文化大省本应具备的独
具特色的村镇风貌。
因此，在充分挖掘传统乡土建筑优秀传统的同时，引入绿色建筑理念，开展绿色乡土建筑研究与实践
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末，昆明理工大学(原云南工业大学)开始了傣族民居向现代小康住宅过渡的研究与
实践工作，在我省开创了乡土建筑可持续发展适宜技术研究的先河。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省在绿色乡土建筑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各级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国际非
政府组织通力合作，建成了数十个试点示范工程，研究实践成果涉及传统聚落更新、云南民居结构更
新、天然建筑材料可持续利用、太阳能建筑等领域。
2006年6月，本次会议的三家主办单位联合召开了首次绿色乡土建筑学术会议。
在该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绿色乡土建筑不仅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国内其他
地区乡土建筑可持续发展和聚落更新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本次会议即是希望构建一个更为宽广扎实的平台，在传统聚落更新、推广绿色乡土建筑等领域充分开
展交流研讨，使该项工作能持续地坚持下去，不断取得丰硕的研究与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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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住房建设要解决好几个重要问题从两个示范工程引出的关于云南农村住宅建设的思考原生态的绿
色智慧——为“绿色乡土建筑”学术研讨会而作陕北窑洞民居——绿色乡土建筑的典范传统聚落的更
新：在矛盾“之间”  云南偏远山区少数民族民居的发展与更新探索——丽江宁蒗地区彝族新民居设
计实践陕北窑洞民居建筑的变迁与保护探讨陕北乡村住宅形态变化与能源消耗问题初探泸沽湖地区旅
游开发现状分析及生态旅游模式的探讨装配式傣族新民居主体结构无损拆卸技术云南气候、材料、民
居热环境、可持续研究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策略研究——以楠溪江古村落为例传统建筑空间在旅
游开发中的保护与利用——西藏桑耶旅游小城镇的规划实践浅论继承发扬传统村寨藏居特色——以九
寨沟县漳扎镇自然村寨修详为例川西北土司官寨特色探析绿色乡土建筑设计初探——以绿色纳西民居
概念设计为例从乡土民居更新迈向乡村生态旅游本土化的初步探索——以景洪市曼景法村为例论生态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绿色乡土建筑与传统聚落更新学术研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