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4 

Building Development 

建筑节能设计在建筑规划中的要点解析 
 
萧常沁 
浙江迪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4i2.3066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建筑工程规划设计中实施节能建筑设计,是当前建筑规划设计的主要发展趋势。良好的

建筑节能设计,对于建筑工程的应用性能提升、应用能耗降低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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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能设计在建筑规划中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建筑规模和数量的快速增加,建筑资源消耗也日益严重,

每年建筑垃圾地产生会造成资源大量浪费。要改变能源消耗和能源短缺

的严竣形势,必须对建筑标准进行节能规范。如何合理有效的节约能源,

加强能源集约利用,促进建筑的节能降耗,成为建筑领域研究的一项重

要课题。节能建筑指的是以低碳节能环保为基础,在低能耗、资源节约

和节能环保的前提下,使建筑能更好的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高效利用

各种资源,保障人们生活的安全、健康与舒适。节能建筑能合理科学的

利用各种原材料和土地等资源,通过控制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使自然

环境得到保护、建筑环境达到可持续发展,提高建筑的整体性能和品质。

因此,加强建筑规划设计中的节能设计,成为当前建筑规划设计的重中

之重。 

2 建筑工程节能设计在建筑规划中的要点分析 

2.1建筑规划中的建筑工程节能设计需要科学选址 

建筑规划中的建筑选址要紧密联系建筑物的实际功能。能否做到科

学、合理地选址,将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空间的日后使用情况,且与周围环境

有着重要关联。例如建筑选址应尽量避免“霜洞效应”的发生。冬季时,

冷空气气流通常会聚集在山谷、低蛙地的凹形地带及沟底,导致“霜洞”,

终造成建筑某些部分的气候变得较恶劣,所以建筑选址应尽量不选这种

地形。此外辐射干扰也会给建筑环境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地块周边若有

较大面积的高层建筑或玻璃幕墙,均会以反射形式促进地块局部气温的升

高,进而导致小片区域的温室效应。城市中的光源,如果使用过量,就会形

成光污染,这也会对人类的正常活动造成较大的影响,且严重影响到了人

体的身心健康。因此建筑选址应尽量避开以上区域,也可以采取有效的绿

化手段消减这些因素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2.2建筑工程节能设计需要合理布局 

建筑规划中的建筑布局需要结合平面和空间两方面进行合理规划。平

面布局形式有：行列式,错列式,周边式,混合式,自由式等,在不同的气候,

地理等条件因素限制下可选用不同的平面布局形式达到节能,例如：在严

寒地区和部分寒冷地区,在考虑房间日照和通风因素时,适合周边式的布

局形式；在空间方面要考虑高层建筑物对低层建筑物的影响,当一栋建筑

物远高于其他建筑时,由于气流的影响,在建筑物之间容易形成高速风及

涡流,从而加速热量的损失。通过对建筑群平面和空间布局形式的合理设

计运用,形成优化微气环境的良好界面,建立气候防护单元改善外界环境,

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做到节能。 

2.3建筑工程节能设计需要合理选择建筑朝向 

建筑朝向是指建筑物正南立面的法线与正南方向的夹角,朝向的选择

涉及到建筑物的地理特点,气候环境,建筑用地等等情况。在寒冷季节获得

更多的日照,房间内避免寒风侵袭；酷热季节减少太阳辐射,并有良好通风,

同时也要照顾到其他建筑物的需要。 佳朝向和适宜朝向都能够满足建筑

工程节能设计的基本要求。 

2.4建筑工程节能设计需要合理应用建筑物体形系数 

建筑物体形系数(S)是指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F)(不

包括地面,不采暖楼梯间隔墙和户门的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V)的比

值即：S=F/V(1)体形系数越大,表明单位建筑空间受到外界气候环境冷

热作用的外围护结构面积越大,越不利于节能。有研究表明：建筑物体

形系数每增加0.01,耗能热量指标增加2.5%左右,所以从降低建筑物能

耗的角度出发,在满足使用功能,建筑平面布局,建筑美学的前提下,建

筑物的体形系数越小越有利于节能,节能型住宅体形系数在0.25到0.28

之间较为合理。 

2.5建筑工程节能设计需要规范建筑间距 

建筑规划中的建筑物间距要结合当地的日照情况,日照标准,建筑

工程节能设计原则及防火规范等因素综合考虑,建筑的间距要根据当地

在冬至日的太阳高度角进行合理的计算,计算出的间距要保证住宅室内

有一定量的日照,还需要有一定的日照时间来提高室内的温度,减少空

调的能耗,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在规划中还可以适当加大部分建筑物

间的间距,形成休息平台或形成绿地,对改善建筑物之间的通风有良好

的效果。 

3 结束语 

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涉及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等多方面,

只有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加大技术创新,将更好的节能技术应用到建

筑施工中,并在设计规划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系统、科学指导施工,才能提

升节能建筑的品质,促进节能建筑的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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