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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代木构建筑

摘 要 以HUF 生产的木构建筑体系为例， 从历史传统、风格特点、空间构成等方面介绍了德国现代木结构建筑如何

在传统、舒适、生态方面进行整合， 进而探索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型木结构建筑， 为现代建筑创作的多

元化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木构建筑 现代木构体系 生态节能设计 木结构工业化

1 传统木构建筑继承与发展

德国传统建筑中有一种非常著名的“木构桁架建

筑”（Fachwerkbauten），特别是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

（Schwaben）地区，这一建筑遗产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木制建筑以其温暖自然、易于加工、表现力

丰富等特色，在住宅建筑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和发展。特

别是如今的城市被钢筋、水泥、石材所包围，木构住宅在

西方国家更加深受人们的青睐。传统的木构建筑，包括中

国的民居和宫殿，虽然造型优美，艺术上登峰造极，但它

们毕竟不能满足今天人类的广泛需要。如何继承传统，发
德国传统的木构桁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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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构桁架建筑能够很好地融入大自然风景之中  HUF木构建筑在大中型公共建筑领域应用

挥现代化制造工艺和材料特长，应用生态节能技术，创造

满足现代人类需求的新时代的建筑，是东西方建筑师面临

的共同挑战。

2 德国新型木构桁架建筑的形成

德国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城市重建过程中对各种功

能的建筑需求量巨大。人们努力探索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

建筑体系，对不同类型的木构建筑体系进行了大量尝试和

建设实践。这其中HUF（贺府）公司的木构桁架建筑体系

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HUF木构建筑体系最初获得成功与声誉的项目是1958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德国馆。建筑位于

一片坡地之中，场地上分布着众多高大乔木，总面积约为

20 000m2。德国馆由八栋方形的二、三层建筑围合而成，

内为院落，建筑之间由连廊连接。HUF负责展馆的木构工

程，项目展示了工业化、装配化建筑的优势，并获得了比

利时皇家奖章。

此后HUF木构建筑体系不断完善，建筑师Manfred

Adams做出了突出贡献。发展到今天，已经集成了德国木

构建筑方面所有最新的科技成果。从木构的材料加工、现代

化的外维护结构、遮阳保温设备、卫生间上下水、室内的隔

声，到先进的能源系统，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锯末条燃烧

技术和艺术音响系统等，形成了全面完整的生态节能技术体

系。设计师始终把建筑艺术美感与人性化环境的结合放在首

位，使木构桁架建筑能够很好地融入自然之中。

3 木构桁架建筑的特点

HUF木构桁架建筑风格的形成深受德国包豪斯设计风

格的影响，摒弃多余的装饰材料，依靠清晰明确的建筑结

构形态、简洁的比例关系、大面积的虚实对比，形成HUF

木构桁架建筑独特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建立在

现代建筑工艺对木材有效加工利用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充

分发挥和扩展木材优美、自然、温暖的特性，创造出一

种飘逸通透、优美灵动的风格。特别是在住宅类产品中形

成了通透、简洁、大方的建筑形象，深受欧洲各国追求简

约、自然建筑风格的人士青睐，在德国、瑞士、英国等国

家也颇受好评。

4 结构体系与内部空间

HUF木构桁架建筑体系由于采用了木构梁柱结构体

系，没有任何承重墙，使得室内空间自由而通透。室内空

间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连通，打破传统建筑的封闭和拘

谨。起居室、客厅、餐厅空间相互连通，大面积玻璃窗将

室外风景引入室内。开放楼梯间解决垂直交通功能，同时

也成为室内的亮点。门厅贯通三层的中庭空间，阳光从天

窗透射而下。由于采用现代化的遮阳技术，室内光线明亮

柔和，而室内温度也不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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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间自由流动，通透明亮，大面积玻璃窗将室外风景引入室内  中庭空间，阳光从天窗可直接透射而下，室内光线明亮柔和，温度不会过高

起居室、客厅、餐厅空间相互流动连通

木构桁架体系通常采用坡屋顶，运用高水准的保温隔

热构造，使得坡屋面下方的空间可以被有机地组织到整体

设计中。 坡屋顶下方可布置书房、儿童房、制作室等丰富

有趣的空间。地下空间则通常结合自然坡地设计大面积外

窗和室外庭院，并且可以布置健身、泳池等设施。

5 个性化需求与工业化生产

住宅产业始终面临着工业化生产的大众性与业主的

个性化需求的矛盾。HUF木构体系每栋建筑都是在建筑师

与业主密切沟通的基础上单独设计的。HUF体系建立在基

本元素组合构成的基础之上，某种程度上类似LEGO积木

体系，而建筑上所有部品与连接构造都是通过多年积累改

进、优化细部构造、专业设备加工而形成的研发产品，保

证了建筑部品的优秀品质和可接受的价格。业主能够从参

与自己梦想之宅的设计中获得巨大乐趣。

地下空间结合自然坡地设计大面积外窗和室外庭院，布置健身、泳池等设施

HUF木构建筑体系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继承了传统木构

建筑的精髓，将大量优秀的工匠手艺、构造、施工技术挖

掘整理，逐步转化为工厂化的生产、现场组装，并不断融

入最新建筑科技成果，最终形成了舒适、健康、环保的高

品质技术成果。

6 高舒适度低能耗的生态建筑技术

HUF木构建筑采用了独自开发的“air conomy”采暖

和空调技术，精细控制室内温度、湿度和空气流动速度，

达到人居的理想舒适状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技术解决

方案不管从视觉美观上，还是技术体系上都是与建筑设计

及细部密切结合、量身定制的，使技术系统的应用更加人

性化，为住户提供更加舒适健康、生态环保的居住空间。

主要的技术体系包括：

（1）保温隔热：高效保温隔热屋面构造，U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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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舒适度低能耗技术解决方案，从视觉美观、技术体系上都是和建筑设计及 室内空气循环控制系统
细部密切结合、量身定制

智能化控板制面air conomy系统技术细部

0.14w/m2k，空气声计权隔声量45dB；高效保温隔热外墙

结构，U值为0.19w/m2k，空气声计权隔声量45dB；特殊

加工处理的木构桁架体系，在提供灵活通透的建筑空间结

构的同时，也构成了很好的外维护结构保温隔热材料；大

面积高效的辐射保温节能玻璃，U值为0.7w/ m2k，G值为

50％，透光率69％。

（2）声音控制：特殊研发的木质隔声楼板，空气声计

权隔声量50dB，撞击声强度系数56dB；舒适卫生间隔声系

统；室内声学体系与个性化的音响系统。

（3）热量控制：隐蔽式/辐射式采暖制冷系统；高效

热回收系统；地源热泵技术；生物质高效低排放供热体

系；太阳能零排放体系。

（4）采光通风：精确控制的室外遮阳系统；视觉柔和

光环境控制系统；精细控制的新风与回风系统；开放式厨

房排烟及新风系统。

7 局限性与系统应用多样性

木构建筑体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木构防火

性能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高层建筑和有高防火要求的大

型公共建筑中的应用，同时根据木构材料力学的特点，结

构的跨度和强度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由于木构材料加工

的特点，房屋结构以直线、点阵结构为主，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其空间的表现力。但经过现代化工艺加工处理后的

木材的使用范围和性能已远远突破了人们传统观念中木材

性能与木构建筑所能达到的水平。现代化的工业加工工艺

使木材的性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而同时又保持并发挥了

其自然、温暖、舒适、个性化的优点。

HUF所采用的木构部件都是经过现代化技术加工制

造的，满足严格的质量与环保要求。木材不宜像传统木构

建筑那样直接采用整根圆木使用，因为整根木料会因为含

水性、空气湿度变化等因素发生弯曲、变形、开裂。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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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屋面结合一体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 瑞士山野湖畔朴素自然的现代木构住宅

木构建筑体系可以满足商业、办公和其他公共建筑使用要求

木材需要经过干燥处理，按纹理锯成木片，再用特种强力

胶粘合等工艺形成胶合木，长度方向可拼接，企口错缝连

接，这种胶合木的力学性能和防火性能有了很大提高，因

而可以用于大型结构工程的使用，欧洲现代木构建筑在体

育馆等大型公共建筑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HUF室外环境下使用的木材都采用了专门研制的5层防

护装饰涂层。它可以透出木材的纹路，抵御恶劣天气和紫

外线辐射，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同时又具有呼吸功能，可

平衡木材的湿度，避免胶合木变形。

8 结语

木构建筑是人类建筑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

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遍布在全国各

地的木构建筑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中

国大量传统民居具有非常丰富、优秀的文化和技术遗产，

其中包含了很多有效的被动式生态节能技术。研究和开发

具有传统民居风格，并满足现代舒适节能要求的中国新式

木构建筑体系，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市场经济前

景。以丰富多彩的传统木构建筑为基础，结合现代科技与

工业化精细加工生产能力，建立在微机电脑基础上的数据

收集与管理体系，完全有能力提供满足现代人类生存需要

的、可持续发展的个性化生存空间。

德国HUF木构建筑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案

例，这种建筑体系的样板展示建筑正在北京进行建设，青

岛海信公司也已第一次将这种产品批量化定制引入了中

国，这对我们学习其先进的经验，探索中国现代木构建筑

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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