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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住宅环境水平的要求也与时俱进。这就给建筑设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的房屋建筑设计多为高耗能建筑，造成国家的资源消耗负担加大，因此绿色建筑应需而生。在

建筑结构设计中融入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可以降低建筑的资源消耗，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顺应了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从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潮流，同时也是建立创新性国家的必然组成部分，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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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的概念

绿色建筑的定义是：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

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建筑本身不仅是能源消耗大户，同时也对环境有着重

大影响。据统计，全球有 50%的能源用于建筑，同时人类从

自然界所获得的 50%以上的物质原料也是用来建造各类

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人、建筑、环境是建筑发展的永恒主题，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人们越来越关注

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绿色设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2 绿色建筑设计的必要性

努力发展绿色建设，充分体现了我国时刻在遵循可持

续发展的原则。坚持节能的理念，注重经过科学的设计、采

取高新技术进行的新能源的开发，同时注重在老式建设中

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利于更好地减少我国过分依赖

矿产资源，从而减少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亲近绿化自然、

保障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模

式，努力做到环境和建筑、科技和人文的和谐统一，做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绿色建筑设计符合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建筑设计是建筑全寿命

周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它主导了后续建筑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和资源的消耗。绿色建筑是将可持续发展观引入建

筑设计的结果，要实现绿色建筑设计，设计师不仅需要以可

持续发展的思想来反思传统设计理念，还需要掌握多层次、

多专业、多学科的整体设计模式。

3 绿色建筑设计的要素

绿色建筑设计的特征是节能、环保和可持续性。绿色建

筑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能够实现建筑设计的人性

化。

3.1 节约能源

节约能源是绿色建筑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绿色

建筑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各种能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比

如对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的利用，可以充分利用太阳光来

照明和取暖，从而减少对电力的消耗；采用集中供暖系统来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3.2 生态环境

要做好建筑居住区域的绿化设计，给建筑的居住者一

个具备足够绿地和园林的生活环境，确保它们能够得到净

化的空气；要减少建筑玻璃外墙的折射以及建筑外路灯等

光源所造成光污染；通过合理设计来降低居住区的噪音水

平。

3.3 绿色环保

绿色建筑所采用的装修必须遵循“健康、低污染、可重

复利用、节约资源”的原则。装修和装饰的设计除了能够保

证房间具有足够的容量来装下大自然的光线与色彩；还要

尽可能多地采用铁、竹、藤、石等无污染和原始的材料，避免

对化学合成材料的使用；要努力创造一个质朴、充分自然情

趣的生活空间；要尽可能地利用自然光源，以减少对电能的

消耗。

3.4 可循环性

可循环是绿色建筑的设计核心。在进行绿色建筑设计

时首先要尽可能地避免破坏建筑周围的生态环境，要使建

筑的使用者或居住者能够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并促进它

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接触与交流。绿色建筑设计中所采用

的各种新技术、新手段同样要遵循上述原则，要促使建筑与

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

3.5 土地资源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所以在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

严禁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侵占，要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技术

手段来最大限度地节约土地资源。例如，为了节约耕地资

源，绿色建筑使用环保砖来替代传统的粘土砖。

3.6 水资源

对水资源的节约与可持续利用同样是绿色建筑设计所

必须具备的要素之一。在进行绿色建筑整体规划时，就应该

制定出建筑节约用水的详细方案，并通过采用先进的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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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备来促进水的循环利用。

3.7 垃圾回收

设计绿色建筑时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来有效处理

各种垃圾和固体废弃物。

4 现代绿色建筑设计方法和选择

4.1 绿色建筑理论。城市开发建设应与当地自然环境、

资源、社会、人文等背景相结合，在加快建设的同时，创造性

地保护和利用已有条件。

4.2 环境绿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深深地感受

到环境对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绿化不单是可以创造空

间，还可以美化环境，创造良好的生活氛围。在人居环境住

宅区的设计中，一定要注意绿化环境设计，创造出良好的微

气候，应该将绿化量化标准引人设计规范。

4.3 整体环境设计。整体环境设计不是针对某一个建

筑，而是建立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从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出

发，从场地的基本条件、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条件、动

植物生长状况等方面分析设计的可行性和经济性，进行综

合分析。

5 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策略

5.1 居住环境和气候条件

绿色建筑是一种气候适宜性建筑，遵循气候特点设计

出低耗能建筑。以徽派建筑为例，徽派建筑大多为两层结

构，一楼住人，二楼堆放稻草和粮食，粮食和稻草就成为隔

热层，建筑上层与下层、内部与外部温差相差 5度之多。徽

派建筑的地窑是把季节性的热能储藏在地下，然后用温差

为建筑取暖或降温，达到节能的效果。

5.2 环保节能材料和高新施工技术

绿色建筑是一个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智能的、可调节的

生态系统。因此对建筑外层的材料和结构有严格要求。一方

面作为能源转换的界面，需要收集、转换自然能源，并且防

止能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外层必须具备调节气候的能力，

以消除、减缓、甚至改变气候的波动，使室内气候趋于稳定。

以此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高新技术在建筑中的广泛运

用。

5.3 自然、建筑和人的和谐统一

绿色建筑要求尽量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破

坏，尽可能采用有利于提高居住品质的新技术、新材料。因

此设计前要有合理的选址与规划，尽量保护原有的生态系

统，减少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要充分考虑自然通风、日

照、交通等因素，尽量使用再生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

用。要尽可能采取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能等自然能源，

尽量减少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排放，采用生态技术实现

废物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等。

6 结束语

绿色建筑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

污染严重的今天，减少污染、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社会发

展的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绿

色建筑愈来愈受到世人的青睐。因此，绿色建筑是顺应时代

发展的潮流和社会民生的需求, 是建筑节能的进一步拓展

和优化。以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指导绿色建筑

的健康发展，提高绿色建筑设计水平，推进节能与绿色建

筑，通过节源节能，解决资源问题、缓解生态矛盾，实现绿色

建筑和自然共同生存、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此为出发

点，才真正有可能保证建筑的低能耗建造、运营，实现绿色

建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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