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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宅建筑设计中节能环保的重要意义

1.1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能源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基础性能源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 1/3,其

中北方采暖城市居住面积只占全国城市居住面积的 10%,

但建筑能耗却占到 40%。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建筑每平方米采暖能耗约是发达国家的 3倍。为此,住

宅建筑设计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循“以人为本,节能环保”

的基本准则,进行住宅建筑的科学合理性设计,尽量避免有

损耗大量能源的情况发生, 才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稳定

地发展。

1.2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住宅建筑完工后, 在取暖和制冷方面会消耗大量的能

源,在此过程当中势必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污染。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日益提高, 我国生态环境及环境保护问题上升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强化住宅建筑设计中的节能环保设

计是我国生态环境发展的必然趋势。

1.3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要求

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对于我国这类发展中国家而言是

非常重要的,为此,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我

国现有的能源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利用, 达到节约能源的

目的。因此,住宅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节能环保问题便显得

至关重要。

2住宅建筑设计中的节能环保问题

2.1房屋建筑设计节能环保意识不强

住宅建筑设计是复杂的系统工作,在此过程中,对整体

环境把握不足, 容易忽视周边环境而形成对环保不重视的

问题。建筑业中长期对住宅建筑配套设施如周边绿化景观

的设计较为关注,而忽视对住宅主体结构的设计,未根据周

围实际环境,没有结合光照、通风、朝向等对房屋进行恰当

的设计,未能对房屋进行系统规划。环保意识不强,导致住宅

建设后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造成对房屋使用过程中资源的

浪费。

2.2建筑节能环保发展较为落后

节能环保的建筑设计理念虽然在我国得到发展, 并且

建筑设计的节能环保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 但作为

一项复杂的工作,其发展较为落后。一方面是节能环保理念

未能得到普及, 一些业主在节能环保方面使用的环保材料

和建筑结构未能接受；另一方面表现在建筑业的节能环保

材料未能得到很好地发展,不利于其形成统一的良性系统；

同时,一些建筑设计公司对节能环保未能准确掌握,设计和

建设中对环境造成危害,不利于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2.3不能实现协调发展

从我国的住宅建筑设计现状来看, 节能环保设计中更

注重对建筑形式的追求, 以住宅的造型和外观来主导设计

方向,而忽视了建筑的整体因素,缺乏建筑的的地理环境、气

候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多方面的考虑。另外一种倾向是在节

能项目上只以节能指标为目标将节能构件设施生硬的放置

而忽视了节能设施的建筑化、艺术化表达.

3住宅建筑设计中的节能环保设计措施

3.1优化建筑平面布局

住宅建筑设计过程当中, 要对整体上住宅建筑的平面

布局情况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在达到建筑外形美观的同时

将资源的损耗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为此,便会对建筑物的朝

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建筑物进行单体设计、进行群体总

平面布置的过程当中, 尽可能地促使住宅空间内部能够达

到冬季日照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能源,促使住宅室内

热环境得到改善。

3.2尽可能地利用自然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自大自然的能源,例如太阳能、风力、潮

汐能、地热能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是相对于会

穷尽的不可再生能源的一种能源, 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

而且资源分布广泛,适宜就地开发利用。一般状况下,南北朝

向属于最佳的建筑朝向, 主要是由于在炎热的夏季可促使

建筑空间内实现自然通风,减少通风设备的使用,这样就能

够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在寒冷的冬季便于采光,极大地缩

短了人工照明的使用时长。此外,可在住宅建筑屋顶安装太

阳能电池,将白天搜集到的太阳能储存起来,晚上输出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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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们环保思想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节能环保问题逐渐上升为住宅建筑设计的重点。为此,我们要顺应我国节

能环保的基本发展方针,住宅建筑设计过程当中,采用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在现代化建筑中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呈

现出来,达到最佳的使用成效与视觉效果。对此,本文针对住宅建筑设计中的节能环保问题进行相关探究,望能够对同行业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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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照明；地热可用于很多方面,地热发电技术、地热制冷技

术、地源热泵技术、地热供暖技术等等；其中地源热泵技术

也是建筑节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地源热泵系统是从地温能

源中取热,提升温度之后为建筑物供暖和供热,解决居民采

暖和生活热水供应的问题。

3.3树立立体化绿化观念

立体绿化是指除平面绿化以外的所有绿化, 都称为立

体绿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绿化形式为：垂直绿化、屋

顶绿化、树围绿化、护坡绿化、高架绿化等,有人也将立体绿

化称之为：建筑绿化,因为大部分立体绿化都运用在建筑上,

而护坡绿化往往是用于堤坝防水, 防止泥土流失的一种绿

化方式。面对城市飞速发展带来寸土寸金的局面,而面对绿

化面积不达标,空气质量不理想,城市噪音无法隔离等难题,

发展立体绿化将是绿化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3.4使用节能环保型材料

在建筑工程中节能材料的作用是确保建筑节能质量的

关键所在。对此, 要尽可能地的挑选优化性的节能环保材

料。一般情况下,住宅建筑设计中施工材料的选择要遵循以

下基本准则：建筑材料的高质量、较低的经济成本、节能效

果显著、易于施工。

4节能环保在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住宅建筑的节能环保设计要运用到整个建筑设计过程

当中,其中包含有建筑基地的选择、建筑体块、建筑平面的

布置等多方面内容。接下来,本文侧重以下三个方面对住宅

建筑的节能环保设计问题进行阐述。

4.1墙体的节能设计

在整个住宅建筑中外墙体是主要的散热渠道, 为此,墙

体保温节能材料质量对整个建筑内部热量影响很大。高质

量的保温节能材料能够将供暖能耗降到最低的程度。为了

节能保温的需要, 引入有机保温材料如模塑聚苯乙烯泡沫

板、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硬泡聚氨酯等新型墙体材料。主

要包括砖、块、板三个大类,如粘土空心砖、掺废料的粘土

砖、非粘土砖、建筑砌块、加气混凝土轻质板材、胶粉聚苯颗

粒浆料发泡水泥保温板等等。由于有机保温材料的保温性

优异,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中广泛应用,形成了一种无机材

料与有机材料复合墙体；胶粉聚苯颗粒浆料是将胶粉料和

聚苯颗粒轻骨料加水搅拌成浆料,抹于墙体外表面,形成无

空腔保温层；聚苯颗粒骨料是采用回收的废聚苯板经粉碎

制成,而胶粉料掺有大量的粉煤灰,这是一种废物利用、节能

环保的材料。

4.2屋顶的节能设计

屋面的节能保温一般是通过将容量低、导热系数小,吸

水率低并且有一定硬度的保温材料铺设在防水层和屋面之

间实现的,按此种正铺法,可选择的保温材料很多,板块状有

加气混凝土块、水泥或沥青珍珠岩板、水泥聚苯板、水泥蛭

石板,聚苯乙烯板、各种轻骨料混凝土板等；散料加水泥等

胶结料现场浇注的有珍珠岩、蛭石、陶粒、浮石、废聚苯粒、

炉渣等；采用松散料直接或袋装设置在尖顶屋面下或吊顶

上部的有膨胀珍珠岩、玻璃棉、岩棉、废聚苯粒等；现场发泡

浇注的有硬质聚氯脂泡沫塑料和粉煤灰、水泥为主料的泡

沫混凝土等。此外,发展天然绿色无污染高性能植被屋面也

是节能的新趋势。

4.3门窗的节能设计

门窗也是建筑物热交换和热传导的主要通道, 因此成

为建筑热能消耗比较大的部分。因而,节能门窗的使用对于

建筑业的节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建筑门窗的节能除了从提

高玻璃和框扇本身的热工性能和尽量使用中空玻璃、

Low-e玻璃并保证玻璃的密闭性外, 还应该从玻璃和边框

接缝以及门窗框扇搭接处的严密程度着手, 因为搭接处严

密才能保证空气流通量的减少。根据门窗材质选用各种密

封条进行密封,保证外窗的气密性；对金属框门窗在保证足

够空间的条件下采用塑料、橡胶等隔热材料进行断桥处理,

断桥的长度及宽度均应保证, 并应保证其在安装配件时不

破坏断桥；外门窗四周与墙体连接处缝隙采用聚苯板或聚

氨酯等材料嵌填而不得采用水泥砂浆嵌填, 以保证其严密

性等。

5结语

现代化住宅建筑设计中对于节能环保问题要从建筑物

自身的角度入手来满足实际工程建筑的相关需求。住宅建

筑节能环保设计的核心是尽可能地降低对能源的损耗、降

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为此,我们要有效地利用先进

的科学技术、各类新材料,在满足人们建筑需求的同时,达到

节能环保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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