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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不断进步, 世界的环境问题

成为萦绕人们生活的最大的阻碍, 为了达到既有利用环境,

又有利于人体健康的目的,于是人们提出绿色建筑的理念。

绿色建筑是综合运用当代建筑学、生态学及其他技术科学

的成果,把住宅建造成一个小的生态系统,为居住者提供生

机盎然、自然气息深厚、方便舒适并节省能源、没有污染的

居住环境。反映了生态优先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精神,

加强绿色建筑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 加快推广和普及

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也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内容。

1绿色建筑的重要性

地球是具有有限的封闭资源系统, 绿色建筑的本质是

在建筑活动的全生命周期内, 在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提高资

源的利用效率的前提下,建设健康环保的人居环境,保证建

筑的适用性,体现对用户即人的关心,增强用户与自然环境

沟通,让人们在健康、舒适、充满活力的建筑中生活和工作。

而研究生态建筑的目的就在于处理好人、建筑和自然三者

之间的关系,将建筑看成一个生态系统,通过组织(设计)建筑

内外空间中的各种物态因素,使物质、能源在建筑生态系统

内部有秩序地循环转换,获得一种高效、低耗、无废、无污、

生态平衡的建筑环境。从而使建筑物达到更为舒适、更为人

性化、更为节能的目标,在满足人们差异性需求的基础上,做

到对能源的高效使用,实现对生态的有效保护。

2绿色设计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

2.1进行科学的选址

在民用建筑的设计过程中,应该要从选址、规划、技术

应用等方面入手, 立足于民用建筑的主要功能规划和定义,

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外部条件对民用建筑的影响,尽量选

择宜居性区域作为民用建筑选址的首选。探寻节能技术应

用于民用建筑的设计新途径, 做到对绿色建筑设计的全面

理解,更好地推进设计工作向集约化、科学化、可持续、绿色

方向发展。

2.2进行合理的规划

民用建筑设计人员应该在全面把握地质资料、气候特

点、环境因素、资源状况的技术上进行科学而认真的规划,

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 应首先考虑建筑周边的资源能

否利用到建筑中, 这样不仅可以使得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而且对于建筑的节能环保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 同时要根

据地方气候特点,因地制宜,使建筑群的规划布置和建筑物

的平面布置有利于自然通风, 注意尽可能争取最有利的建

筑朝向,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使建筑冬季可以增加太

阳辐射得热,夏季可以减少太阳辐射得热,且与当地夏季的

主导风向一致。还要特别注意建筑的体型系数,因为它与建

筑的热工性能密不可分,在具体设计时减少建筑外墙面积、

控制层高,减少体形凹凸变化,尽量采用规则平面形式。这样

可以降低整个建筑 8%的能耗使用。在整体设计中保留自

然水域面积,增加植被绿化,减少硬化地面,形成局部小气候,

积极适应建筑物所在地的环境条件, 保持当地的文脉和传

统,减少负面因素带来的影响和不便。

2.3合理利用建筑节能技术

2.3.1建筑主体

(1)要在设计中合理规划建筑物之间的分布形态和间

距,使自然风能够顺利流通,增加建筑的采光系数,保证室内

一定的温、湿度,创造良好的视觉环境及声环境,在提升民用

建筑舒适性的同时,降低民用建筑的能耗。

(2)注重对外墙保温节能材料的使用,针对民用建筑容

易出现热桥和散失的屋面、外墙、梁柱等结构进行保温处

理,以此来提升建筑的保温效果,做到对能源损失和消耗的

全面抑制。通过使用绝热维护材料,可在现有的基础上节能

50%～80%。

(3)在设计中还应该利用节能门窗结构,通过高分子材

料实现门窗的防风、隔热、阻声等功能,更好地实现节能和

绿色环保目标。

(4)地面的设计要考虑地面保水、绿化、降温等问题,尽

量少铺设不透水的混凝土、花岗岩等,因为混凝土及花岗岩

等材料减少了雨水的渗透,容易产生“热岛效应”,不利于节

能。

2.3.2空调、制冷与采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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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建筑是综合运用当代建筑学、生态学及其他技术科学的成果, 我们在在设计中要把握好民用建筑的发展趋

势,更好地运用绿色策略和绿色设计形成对设计工作的有效把握,进而创建建筑设计的新体系,使建筑物达到更更为人性化、

更为节能的目标,在满足人们差异性需求的基础上,做到对能源的高效使用,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地和

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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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热源水泵及换热机组,避免低负载运行,提高

采暖、空调系统运行时的实际能效比热交换装置采用国际

先进设备,换热效率高,同时换热机房内配备热计量装置；利

用自然通风技术,合理组织建筑物室内气流路径,热源系统

以及通风系统采用直接数字控制系统进行实时监测与控制

机组或热交换器、水泵等设备实现连锁启停,对供、回水温

度及压差进行控制或监测, 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及故

障报警等。

2.3.3电力、照明系统

(1)供、变电系统的主变电站应靠近本项目的负荷中心,

尽量减少电缆长度,合理确定电缆断面,降低线路损耗,节约

电能选择低损耗效率节能型变压器, 其空载损耗低于国家

规范(GB/T 10228-2015)标准值 14%-18%变压器选用无功

功率自动补偿装置,并保证配电的功率因数均在 0.95；凡大

于 100kW的电动设备,应分别独立就地安装无功功率补偿

装置变电站设置滤波装置,确保供配电系统不受谐波干扰。

(2)照明系统节能措施建筑内部照明系统选用高光效、长

寿命、显色性好的电光源、各种节能灯管、绿色灯管、紧凑型

电子节能灯等高效节能光源及电子镇流器。建筑物泛光照

明和区域场所照明采用金属卤化物灯和高压钠灯等节能型

电光源, 并严格控制装饰性景观照的能耗各照明灯具采用

高效率灯具, 单灯就地补偿根据功能分区和使用要求的不

同,照明系统采用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和自动控制相结合合

理选用灯具及开关数量,并采用分区域控制、避免单个开关

控制灯具过多、便于开关灯数控制的节能。

2.3.4给排水系统

(1)所有卫生洁具用水效率不低于 2级,卫生器具要求

采用一次冲水量小于 6升的节水型大便器产品和陶瓷片密

封水嘴；洗脸盆、洗手盆、采用陶瓷片等密封耐用、性能优良

的水嘴。

(2)本工程热水采用分散供热,生活热水由阳台壁挂太

阳能热水供应及燃气热水器热水供应, 热水供应系统由每

户单独供应。

(3)生活水泵选用高效率型。

(4)建立民用建筑信息给排水系统,准确把握水的流向

与回收大量的事实证明,对雨水和中水进行回收以后,可以

实现水资源的二次循环使用,大大节省了能源的消耗,降低

了民用建筑的运行成本。

2.3.5设备选用

选用节能型电动设备,节能采暖系统的水泵,通过安装

变频调节装置调节水泵的转速, 实现水泵机组实际运行效

率不低于 85%,通风系统中配置的风机同样应用变频技术,

一方面降低系统的开关损耗,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系统低频

运转时的能耗

将绿色的设计应用到整体规划中, 要根据民用建筑所

处的周边环境,依据水文和天气资料,合理设计和规划绿色

建筑技术的应用。

3结束语

绿色建筑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将绿色概念融入

到建筑中,不但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还可

以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 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

量,促进人与自然地和谐相处。它强调建筑设计与生态相结

合,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建筑的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是建筑

与环境保护的完美结合。从这一角度而言,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建筑设计也是一项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设计科学,我们

在设计中要把握好民用建筑的发展趋势, 更好地运用绿色

策略和绿色设计形成对设计工作的有效把握, 进而创建建

筑设计的新体系,为建筑整体的节能、绿色、高效发展铺筑

坦荡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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