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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建筑行业飞快发展中,大量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应用其中,在提升建筑工程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也对新时期的

建筑节能环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节能环保成为主流,而建筑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首当其冲,如何打造

节能型建筑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重视。故此,建筑设计中应渗透节能环保理念,引入清洁能源,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同时,

降低资源损耗与环境污染。本文就建筑设计中建筑节能的有应用进行探究,提出有效应对措施,以求推动现代建筑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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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旋律,建筑行业首当其冲,

直接关乎到人们生活质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建筑工程

规模随之扩大,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大,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为了推动建筑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和破坏,应注重建筑的节能设计,遵循节能环保原

则,选择清洁型能源和节能技术,降低建筑能耗和污染,打造

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建筑。故此,绿色建筑才是建筑行业未来

发展的主要趋势,充分契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营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 

1 建筑节能设计的重要性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建筑节能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和重视,打造绿色节能型建筑,成为建筑企业的主要

任务。建筑节能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墙体、门

窗以及围护结构等多方面设计,在满足工程质量和安全基础

上,减少建筑能源损耗,围护生态平衡。建筑节能包括通风和

照明节能,采暖与供暖节能设计,多层次来开发和利用可再

生资源,打造节能型建筑产品[1]。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建筑工程设计显得尤为关键,设计

人员除了保证设计合理性,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同时,还要

注重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带给人们更加舒适、自然的通风和

采光,满足节能环保战略要求。设计阶段如果出现问题,将会

阻碍后续施工活动更有序展开,造成资源浪费,增加施工成

本,同时还会破坏生态环境。当前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步提升,

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建筑行业渗透节能环保理念,

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缓解能源紧张的问题同时,

推动现代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建筑节

能设计涉及到的内容众多,需要设计人员具备高水平的专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 

2 建筑节能设计现状剖析 

纵观当前我国建筑节能设计现状来看,理念陈旧,所选

择的设计方法单一,未能将节能环保理念落实到实处,不仅

影响到建筑节能效果,反而会出现严重的资源损耗与环境污

染,影响到建筑整体质量和节能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2.1组织管理不到位 

就市场上绝大多数建筑企业,在建筑设计中主要考虑的

建筑实用性和安全性,如何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却很少将

节能环保与内容纳入其中,导致建筑节能设计水平不高,相

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2]。建筑工程设计行业尽

管不断发展和改进,但是对节能理念的理解却存在很大不足,

设计人员实际工作中受到很大的束缚,加之节能意识薄弱,

设计停留在表面,极大的影响到建筑节能设计效果。部分施

工单位采用传统设计模式,节能设计深度不足,不利于建筑

节能效果发挥。 

2.2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不健全 

在建筑节能设计中,由于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不

健全,导致节能设计始终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的落实到实

处,施工单位的响应积极性不高。即便是部分企业开始尝试

建筑节能设计,但是由于缺少法律的强制要求,致使施工企

业敷衍了事,节能设计深度不足,建筑的能耗问题仍然十分

严峻[3]。所以,应该注重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出台,约束

节能设计工作展开,同时将节能环保理念渗透在施工各个阶

段。如北方冬天气温较低,需要长时间供暖,能耗大、污染严

重,应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监管,改善此类问题。 

2.3节能设计技术水平滞后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节能设计技术水平还

较为落后,其中暴露出很多低级问题。部分设计人员节能意

识薄弱,施工人员未能养成良好的节能习惯,施工过程中对

节能型技术认知不高,无法熟练运用,可能出现施工遗漏,阻

碍施工活动有序展开[4]。 

3 建筑节能设计的方法 

3.1采用绿色建筑材料 

在建筑节能设计中,一个重要内容则是绿色建筑材料的

引用,选择环保、通风和隔热性能良好的绿色建筑材料,可以

在满足建筑居住要求的同时,减少建筑能耗和环境污染问题。

选择绿色汉堡建筑材料,尤其是门窗和墙体,采用绿色建筑材

料,减少普通材料的能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结合建筑总体规划

来高效利用建筑材料,规避材料浪费和损坏问题[5]。绿色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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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保证材料良好的通风性能,可以改善室内空气流速,降

低其流感,提升室内居住舒适度。绿色保温建筑材料,较之普

通隔热材料体积更小、更便捷,保温效果良好,减少采暖能

耗。绿色隔热材料,绿色隔热材料可以发射外界强烈紫外光

线,减少光污染,并降低室内外热量交换速率,有效阻隔热量

传播,提升室内的保温隔热效果。绿色建筑材料外观透明,

是改善室内温度的有效材料[6]。 

3.2照明系统节能设计 

照明系统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能耗较高的

环节,传统的照明技术局限性较大,照明时会产生一定热量,

增加室内温度,出现额外的能源浪费问题。夏季室内温度较

高,会增加空调使用时间,电能浪费问题较为明显。节能设计

中,依托于现代化照明设计方法,优化建筑室内布局结构,折

射室内光线,将更多光线引入室内来代替照明,减少照明电

能损耗。在楼道内采用节能照明技术,选择合适的节能灯具,

满足楼道照明需要的同时,减少建筑电能损耗[7]。 

3.3建筑墙体节能设计 

建筑墙体节能设计,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

墙体保温性能,可以减少室内热量流失速度,减少不可再生

资源的消耗。在建筑墙体节能设计中,可以选择多功能复合

墙体与加气混凝土方式,提升建筑墙体整体的热能阻滞效果,

迎合建筑节能环保要求。建筑幕墙设计,采用玻璃与大理石

材料,保证建筑整体美观性的同时,还可以反射光线,减少对

眼睛的刺激。幕墙节能设计中,使用陶瓷板代替,在满足设计

需要的同时,减少幕墙总成本,提升墙体的使用性能和使用

寿命。 

3.4节水系统设计 

建筑设计中,对于水资源的节能降耗十分重要,建筑施

工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后期建筑投入使用中,同样需

要消耗水资源。为了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应该注重节水措施

的应用,优化节水系统设计。建立中水回收系统,将中水回收

处理后,投入到清洁、消防和绿化灌溉等领域。日常生活中

的洗漱水和洗菜水均可以回收利用,用于日常的清洁环境和

冲洗马桶。中水处理系统,将其中大部分杂质清除干净,并使

用生物手段对其中的细微灰尘进行处理。在节能环保理念渗

透下,对水资源有效回收处理,减少能源损耗。当前中水回收

处理系统凭借突出的优势,在广大公共建筑中应用,实际效

果较为显著。如,采用太阳能热水器,满足采暖和发电需要,

彰显绿色节能重要性,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建筑节能设计中,注重对旧建筑材料回收和利用,减少

材料随意丢弃污染生态环境。通过对建筑就材料分类堆放,

渗透绿色建筑理念,优化建筑设计,对旧建筑材料合理开发

和利用,降低建筑成本,满足节能环保需要的同时,最大程度

上降低施工成本,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4 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现代建筑行业飞快发展带来的挑战,在

建筑设计中渗透节能环保理念,引进节能环保型技术和材

料,推动建筑改革,降低材料损耗的同时,提升建筑质量和

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对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减少资源浪

费与环境污染,全面提升建筑技术水平,推动建筑行业健康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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