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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简述了新型竹建筑在云南的实践，分析了竹建筑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前景，认为新型竹建筑 

的推广应用，不仅将对中国热带森林资源的保护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将促进 

竹产业的发展，提高竹产业出口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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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some innovative practices on bamboo building 

architecture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new prospects of bamboo building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extension and use of new bamboo 

building architectures ca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onserving tropical forest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 exped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and enhancing the export competition capacity of 

bamboo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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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材具有强度大、韧性好、耐磨损、纹理通 

直、色泽高雅等多种优点，具有硬阔叶树材的 

诸多优 良特性 ，是建筑等行业的理想材料。当前 

我国实施天然林 保护政策 ，硬阔叶树材的数量 

急剧减少，进口材增加，价格涨幅很大，“以竹代 

木”，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前景。 

竹建材应用 的实践 

竹材力学强度较高，其抗拉强度和抗压强 

度平均为木材 的二倍 ，而且富有较好的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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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 。云南应用新型竹质材料改进和建造展示 

用竹楼民居已有成功实例。 

1991年 中国第三届艺术节期间 ，在昆明海 

埂云南 民族村建立 了一栋傣族 民居 ，其围护结 

构(墙体、隔板和楼板)选用了云南自产的竹编 

胶合板。由于时间和经验不足才没能在承重部 

分采用全竹结构(尹仲文，1995)。 

1999年，“中国 99昆明世 界园艺博览 会” 

在 昆明举办 ，由西南林学 院竹类研究所和云南 

省竹藤产业协会负责设计和施工的“竹类专题 

园”，为全面展示我国丰富的竹类资源，富有特 

色的竹文化和竹类研究开发的成就提供了机 

会。园内除引种竹种达318种，建成了世界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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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竹 园外 ，还建造了一座竹 园中最引人注 

目的，用竹子建造 的约 400 m 建筑 面积 的“竹 

子博物馆”。该馆是按照传统的傣族民居设计， 

而采用现代技术加工和处理的竹材和竹质材料 

建造的一幢放大的典型的傣族“干 阑式”竹楼 。 

该楼除了立柱和大梁主承重结构采用了松木之 

外 ，其他附承重和所有围护结构及装饰材料全 

部采用了国内和省内生产的各种竹质材料和经 

过防护处理的原竹与竹材，如竹层积材、竹胶合 

板 、竹环夹芯板、弦向和径 向拼接板、背覆席面 

板 、旋 切板、断面板、竹丝板等 5个系列 ，近 30 

个种类的新型竹质建筑和装饰材料 ，由于建设 

工期紧 ，同时考虑到该竹楼属超常体量和面对 

众多游客的超常承重量 ，才没能在承重部分采 

用全竹结构。实际上以现代化手段生产的“高强 

度层积材”作为承重性结构材料十多年前就应 

用于火车车厢、载重汽车底板和近年来用于 国 

际标准化的集装箱底板 ，作为竹楼承重性结构 

用材已没有问题。 

两幢供游览参观的大体量“干阑式”竹楼， 

在设计方案及神、形上完全反映了传统傣家竹 

楼 的风貌 ，建造上采用 了经现代科学技术加工 

处理 的竹材和竹质材料 ，其承重和持久性都完 

全达到现代建筑的要求。前一幢已经历了十余 

年风雨和人浪 ，安然无恙。后一幢更是平均每 日 

接待上千旅游、参观者登楼、拜访 ，至今无论在 

楼体承重结构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墙体 、门窗、 

楼板、壁板等围护及装饰材料的功能与效果 ，包 

括防虫蛀、防霉和抗冲击、磨损等方面 ，都超过 

了设计时的要求，特别在楼板、壁板 、门窗 的高 

弹性抗撞击、坚韧性耐磨损和细致的纹理、天然 

美观的色泽都体现了竹材在许多方面优于一般 

木材的许多优 良特性。两幢竹楼分别是“云南民 

族村”和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内按照典型的 

傣族干阑式竹楼设计，而采用新型竹建材建造 

的，既有现代建筑的质量要求，又保持了浓郁民 

族传统风格的最富特色的建筑。1999年 5月， 

国际竹藤组 织 (INBAR)成员 国大会专程 考察 

了世博园竹 园，与会的 20多个成员 国的 8O多 

名竹藤专家 和代表对 中国丰富多样 的竹类 资 

源，竹子园林景观和竹建筑艺术给予了高度评 

价，该 园于 2000年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瑞士苏黎世与昆 

明市结为友好城市之后 ，1984年委托昆明市建 

筑工程管理局在该市 自然奇观博览会上用原竹 

经防护处理和加工后建造了一座高达 38 m 的 

全竹结构的供展览用的大型竹楼。该竹楼在瑞 

士及西欧引起了很大反响 ，并在 1985年的第三 

届 国际竹子研讨会上被与会代表认为是“竹子 

高大建筑”的创举 。此后该局又于 1988年在德 

国毕梯海市恩茨河上建造了一座全竹结构的供 

行人及观赏的两跨拱型 吊桥 ，桥面长 55 m，单 

跨 22 m，高 7．2 m。竹桥建成后进行了静载实 

验 ，桥面在超过合 同规定 (300 kg·m )的压 

力下达到 330 kg·m ；主拱最大变形未超出 

理论计算值 ，残余变形几乎为零 ，即使在大幅度 

超载情况下，拱桥仍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从这 

个角度提示 了在合理 的结构条件下，全竹结构 

的承载能力是很强的。该桥似海鸥展翅欲飞的 

优美姿态展现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第九届花园 

展览会上 ，从未见过粗 大竹子 的欧洲 人惊叹： 

“中国人用 巨大的 ‘草’为我们建造 了一座漂亮 

的桥 。”此桥后被称为“欧洲第一竹桥”。 

其实，远在 1933年我国即向在柏林举行的 

第七次国际道路学会提出使用竹筋砼的详细报 

告。1956～1957年在黄河三门峡建成过十万平 

方米 以上的生产生活性竹建筑 。 

竹建材的发展及竹建筑工程的实践 已经证 

明，应用竹建材建造的竹建筑在安全性和质量 

上能够达到现代建筑的要求 。 

2 应用竹建材改进和发展傣族民 

居的前景 

用新型竹建材改进、提升传统竹楼民居，并 

推进环保型建筑产业化 ，不但是一个解决人类 

生存最基本 的居住条件 的重要问题 ，而且通过 

这一问题的解决，能够从几个方面较好地解决 

云南南部少数 民族地区与此相关的生态环境 ， 

社会经济和民族传统文化等问题，符合可持续 

发展战略方向，是云南实施建设绿色经济强省， 

民族文化大省的需要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1 价廉 

根据云南省竹藤产业协会和西南林学院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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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工程设计所 ，对应用新型竹建材的普通型干 

阑式的设计和工程预算表明，使用竹建材 比使 

用木材或砖混材料 ，每平方米造价约低 4O ～ 

50 (尹仲文 1995)。 

应用新型竹建材改善和发展傣族民居 ，首 

先是能够不增加 目前为提高居住水平而投入过 

多的负担，至少这种改造投入低于木材和砖混 

结构。在传统居住条件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的前提下 ，在竹楼与木楼和砖混楼之间 比较 ，很 

显然 ，无论于个人和国家 ，于环境和经济 ，于社 

会和文化 ，走“以竹还竹”之路 ，来提升和发展传 

统 民居是明智的选择，它能够被广大居 民接受。 

2．2 使用寿命长 

将竹建材应用于改善和发展傣族 民居，能 

够在不改变材料性质 (如使用木、砖混等)的条 

件下全面提升竹楼的质量和档次 ，增加 了功能 ， 

提高 了美观效果 ，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 ，使其具 

有现代建筑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竹楼民 

居目前存在的质量、耐久性和功能等缺陷(而这 
一 问题是造成竹 楼一 木楼一 砖混 楼的主要原 

因)。 

2．3 具有强烈的民族个性和时代的创新 

新型竹楼 民居的设计 ，在深入调查研究 的 

基础上，充分考虑 了当前不断更新的环境 和主 

流文化 ，其发生和演变过程对当地传统文化 和 

生态环境 的影响 ，从用材、结构、功能和使用包 

括造价等方面，充分体现出取其精华保持传统， 

弃其糟粕 ，提高质量 ，使新 型竹楼既能保护和延 

续 民族文化 ，又能从神 、形 、质上全面体 现创新 

思想 。 

2．4 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环境 的需要 

建一 幢 全 木结 构 的“竹 楼”约需 木 材 4O 

m 。
，而大量推广砖混结构 ，无 论水 泥还 是砖 的 

烧制都要消耗大量的燃柴或煤，而且还要挖粘 

土毁农田，造成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新型竹楼除基座等少部分使用水泥或少许木材 

外，其他部分均可采用全竹结构，可大幅度降低 

木材消耗 。如果在云南南部少数 民族居住 区 1／ 

4的农 户约 1OO万 户推 广 ，至少 可 节 约木 材 

4 000万 m。，相当于保护森林 36万 hm。。 

2．5 产业化发展 的前景 

以竹材为原料生产的各种竹建材，近 1O年 

来得到迅速发展 ，其发展结果不仅取决于资源 、 

生产工艺、设备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 

的应用范围。新型竹建筑将使用从原竹、竹材、 

竹胶合板、竹地板、竹层积材等各种结构和装饰 

用材，是应用竹质材料量最大、种类最多的开发 

项 目。竹建筑的发展可以作为竹产业发展的龙 

头，带动许多相关竹加工业的发展 ，并能促进竹 

子种植的同步发展 ，从而形成“资源培育一产品 

开发与生产一原材料使用”的 良性循环。能带动 

整个竹产业的发展 。因此 ，不断扩大竹建材的应 

用范围，是竹类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任务之一。 

云南 目前有不少现代化的木材和人造板加 

工生产企业 ，其设备和技术条件完全能够生产 

组合式的新型竹楼民居 ，具有产业化发展的前 

景。 

2．6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需 

要 

传统竹楼民居是云南南部广大少数民族地 

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和观赏价值 的建筑典范 ， 

不仅是一项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我 国建 

筑史上体现先民在特殊环境下用材 、结构与功 

能使用上完美结合 的杰 出代表 。 

根据云南 沧源崖画记录，竹楼 民居在云南 

南部至少有三千年左右 的历史，它为滇南少数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由于 

一 些不适 当的发展 策略 和受到 主流文化 的影 

响，云南的竹楼正面临着消亡。这与当前云南建 

设民族文化 大省、绿色经济强省和发展旅游支 

柱产业的战略目标是极不相符的。民族传统和 

自然生态景观是云南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今后旅 

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云南 1OO多万傣族群众 

及其它少数民族 ，世代居住在干阑式竹楼中，其 

建筑形象由于材料性能、结构与功能的要求，并 

受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 响而形成其独特风格 ，加 

上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成为云南极有价值的 

旅游资源(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风情+竹 

楼 一旅游资源)。 

2002年云南省成为中国前 6名旅游大省 ， 

这与云南具有的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多样化 

的生态环境类型是分不开。采用新 型竹建材应 

用现代建筑技术 ，保持竹结构，发展新型竹楼 民 

居，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旅游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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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潜力 

2000年 国际竹藤组织 (INBAR)专家组前 

往南美考察 ，在厄瓜多尔见到了昔 日的木材加 

工厂，现在专门生产组合式竹楼，供贫困居民居 

住 。该 国地处赤道过去热带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 

乡村居 民的传统民居均用热带木材建成的类似 

干阑式竹楼 的高脚木楼 。由于多年来对木材 的 

大量 出口和国内消耗 ，近年来森林资源大幅减 

少 ，木材价格上涨 ，一般平民无能力购置木楼住 

宅。与此同时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对该国的森 

林采伐和木材加工生产进行 了限制和干预 。一 

个昔 日生产兴旺的木材加工厂由于这两个原因 

生意冷落下来 ，然而一个老板注意到了大批平 

民包括沿海由国外涌人的大批难 民面临居住的 

问题。后在厄瓜多尔农业大学一位建筑学教授 

的启发和指导下 ，选用了在这个森林 富有国并 

不起眼的一种大型丛生竹—— 瓜多竹(Guadua 

angustilfolia)作材料经加工后生产出了组合式 

竹楼 民居 ，受到广大居民的极大欢迎 。每 日到厂 

排队购屋者达几百人，产品远远供不应求(据预 

测每年需求量达 15O×1O 套 ，而 目前年生产只 

有 15 000套 ，年需求量 为年生产量 的 100倍) 

(竺肇华等 ，2000)。 

厄瓜多尔利用竹子为穷人盖房 ，每座 23～ 

25 rfl 的竹房只需 360美元，可持续使用 2O年 

以上。这为我国每年各种 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量 

难 民的安置 问题提供了解决经验。由于近两年 

来订材需求量大 ，而对天然竹林的经营管理技 

术还很落后，竹林生产力较低，导致过度砍伐竹 

林衰败，资源急剧下降。天然竹林的面积已经由 

1985年的 16 000 hm 锐减到 目前的 6 000 hm 

(竺肇华 ，2001)。原来不值钱的竹子价格很快 

上扬 ，而引来许 多投 资者 开始种植经 营，3～4 

年就可采伐卖给厂家。一个即将倒闭的木材加 

工厂又开始了一项新的产业——竹建筑生产， 

不仅满足了平民住宅的需要，保护了生态环境， 

又带动了一项种植业 的发展 。为此，该厂老板在 

2000年获得了联合国难 民署(UNRP)和环境 

规划署(UNEP)的两个奖项。用以表彰该厂在 

解决难民住宅和保护森林而做出的贡献。 

在云南南部除西双版纳以外的许多少数民 

族地区仍十分贫困，有不少民族如佤族、拉祜 

族 、哈尼族、景颇族 、傈僳族 、怒族、独龙族等 ，贫 

困人 口至今仍居住 在简陋 的竹楼或茅屋 中，就 

近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可能象傣族一样去 

建造木楼或砖混住宅 。如果在这些地区因地制 

宜的发展优质、价廉如厄瓜多尔那样的普通型 

竹楼 民居 ，分档次 、分 阶段地去发展 ，是解决贫 

困地 区少数民族居住 问题 的一个较好途径 ，显 

然是一项积极意义的扶贫工程。 

新型竹楼的建设，将大量使用不同径级的 

原竹和标准竹件、竹拼墙板、竹胶合板、竹质地 

板、竹席竹帘、竹集成材等系列竹建材 ，可有效 

带动系列竹产品发展。另外 ，湄公河流域 经济 

区、南美的相当一部份 国家情况和西双版纳很 

接近 ，竹类资源较为 丰富，而竹产业 又较为落 

后 。云南是我国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大通 

道”，具有特殊的地理 区位优势。东南亚的菲律 

宾等国，火山爆发和台风等灾害频繁，但该区竹 

材加工技术水平较低，优质竹建筑的推广，亦具 

有较大的潜力 。 

云南竹产业的发展如果与内地先进竹产业 

地区的相关单位密切合作，采用内引外联的方 

式，提高竹建材的质量，把工作做到国外去，逐 

步走 向东南亚 ，走 向世界 ，将对 云南省输 出制 

品、劳务、技术都会带来好处 ，创造 巨大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4 结束语 

云南是最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居住 

着傣族、景颇族、傈僳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壮 

族、瑶族和苗族等 之O多种少数民族，2 000多万 

各 民族群众的历史 、文化 、生产 、生活与竹子结 

下 了十分密切的关 系，在居住 问题上表现尤为 

突出，用竹盖竹楼作为住所是各民族的典型建 

筑风格。竹楼外型美观、通风避热，适应热区气 

候，历经岁月保持不变，形成我国民居建筑特色 

之一，是一项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 

展的旅游资源。 

云南南部热带地区与厄瓜多尔有不少相似 

之处，该国在发展竹建筑的经历(下转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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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炭化前 的表面质量及竹片本身的生长年 

龄有关。 

炭化温度越高，炭化时间越长 ，炭化后色差 

值越大 。生长年龄较大、本身颜色较深的竹片在 

相同炭化条件下，炭化颜色较深 ，色差较大。 

(2)竹片的表面性状 与染料配方及染色工 

艺有关 。浓度大、温度高、染色时间长，染色颜色 

就越沉，色差值越大。 

(3)炭化竹片表面纹理依然清晰可见，平整 

光滑，比染色竹 片更能体现竹材的真实感。染色 

竹片则 可掩盖竹材某些 固有的表面缺陷，如虫 

害、霉菌等引起的色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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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6页) 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型竹 

建筑不仅可以改进提升傣族 民居 ，同时在滇南 

其他少数 民族地区亦有很好的推广前景 。以西 

双版纳傣族 干阑式竹楼为代表的云南少数 民族 

竹楼民居 ，是一项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极富 

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抢救这一即将走 向 

消亡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应用新型竹建材与现代 

建筑及科学技术结合，改进和提升传统竹楼民 

居，是保护、继承和弘扬云南这一珍贵的民族文 

化遗产的策略和方法。它既能从本质全面提高 

传统竹楼 民居 的质量 ，又能继承和保持干 阑式 

竹楼的传统风格，不割断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 

并达到大 幅度减少木材消耗，能够有效地保护 

森林资源 ，维护生态环境 ，同时可以较好地解决 

一 些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居住 问题，并形成新的 

生态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为云南建设绿色经 

济强省和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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