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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中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实践

张 静

北京光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非常巨大的物质财富，伴随着发展而来的是设计材料的滥

用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随着倡导低碳生活及推行可持续发展，使人们对原本设计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反思，绿色设计理

念也逐渐在设计领域受到推崇，同时绿色设计也逐渐进入民众的生活，为民众带来更环保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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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优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建筑技术的飞速发展，

建设项目的规模、体量都逐步扩大，工程建设消耗的资

源及能源也相应增加。为满足现代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建设项目的配置日渐提高，例如机电系统方面，暖通配

置除传统空调、新风以外，空气净化功能也逐渐成为刚

需，给排水配置上，不少高端项目已尝试配备中央净水

系统，为用户提供高品质饮用水，用户日常饮水无需再

安装净水设备；室外景观方面，除传统绿化造景以外，

高质量的声光效果、互动体验都已是项目标配，越发完

备的系统配置意味着更大的能源消耗。在绿色建筑设计

理念下，将通过科学设计布局，有效利用项目自身的内

外环境资源、利用先进施工技术、选用环境友好材料

等，实现工程项目建设及后期运营过程中的节能减排，

提高材料、资源的利用率[1]。

2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应用

墙体的绿色设计理念

墙体的作用是隔离外界，在现代建筑中，墙体与屋

面相同，需要具备良好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尤其

是外墙，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所以通常需要设置保温

材料。而且外墙上的门窗同样需要具备保温节能特点。

如今在外墙的施工中运用了“保温一体化”技术，能充

分保证房屋保温体系的整体性，同时窗户采用“断桥铝+

真空玻璃”材质，达到节能减排的绿色建筑设计要求。

这些技术的使用能有效减少冬季室内热量的流失，从而

节约能源的消耗，而夏季通过将外界温度隔离在墙外，

保证室内温度的凉爽，能减少空调的使用，符合当前绿

色建筑理念[2]。

自然光的综合利用

人们在挑选房屋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采光性

能，应尽可能多的利用自然光，采光设计不仅仅是绿色

节能的需求，同时也是用户最基本的需求。人们在居住

使用的过程中，希望房屋能有更多的阳光照射进来，增

加居住的舒适度，这就需要采用绿色建设理念对房屋

加以设计，由于现代建筑的高度和占地面积非常大，所

以经常会出现阳光的遮挡。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房

屋间距的同时，对房屋的角度、布置位置进行统一的规

划，从而达到降低房屋之间采光影响的目的，保证每个

楼层每个房间都能获得良好的采光效果。

多种资源的整合利用

能源利用是绿色建筑的主要研究方向，能源相对于

材料来说更为珍贵，所以随着科技发展，绿色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成为了人们研究的方向。如何使用更多清洁绿

色的能源是绿色建筑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很多绿

色建筑一方面减少资源消耗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利用太

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来实现房屋的能量供给。例如很多

民用建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电池板，满足室内的

热水和照明，能有效节约电能的消耗，传统的燃煤取暖

被集中供热取代，通过灵活取暖等方式，满足人们居住

舒适度的同时，减少能量的消耗[3]。

节能型建筑材料

除建筑材料本身的性能之外，在选择建筑材料的时

候，应该本着因地制宜原则，选择产地在附近的优质原

材，方便运输的同时，能节约在运输中消耗的资源，同

时在设计建筑物的时候，优化建筑结构，积极推广绿色

环保可循环再利用的新型建材，如钢材、木材等，钢材

可回收再利用，木材是可再生资源，零污染、零能耗，

节约能源，避免资源的无端消耗。

太阳能的运用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太阳能技术已经比

较成熟。在绿色建筑的理念下，应当合理利用太阳能，

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率，同时，太阳能的使用零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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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零排放，在绿色建筑中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现阶

段，在民用与公用建筑中，太阳能热水器有以下三种：

热水器，管板式热水器和真空热水器。这几种热水器的

使用，将有力促进太阳能技术的发展，同时将会在建筑

设计中形成有效结合。在日后的建筑设计中，应从多角

度出发，探寻更多新能源的利用，开阔新能源的利用市

场，追求技术上的创新[4]。

3 设计管理中绿色建筑设计理念采取的主要技术

玻璃幕墙和保温墙体

东立面和南立面采用双层皮幕墙及玻璃幕墙加水平

或垂直遮阳两种方式。双层皮幕墙按照室内室外的温度

差别，调节室外空气进出风口的开合，夏季室外空气

经过热的玻璃表面加热后升温，在幕墙夹层形成热压通

风，带走向室内传递的热量，冬季进风口出风口关闭

后，可减少向室内的冷风渗透。设置了水平遮阳和垂直

遮阳两种遮阳方式，每个叶片均设置单独的自控系统，

分别根据采光、视野、能量收集、太阳能集热的不同区

域功能要求进行控制调节，实现冬季最大限度利用太阳

能、夏季遮挡太阳辐射，同时满足室内自然采光的最佳

设计。

相变蓄热活动地板

围护结构由玻璃幕墙、轻质保温外墙组成，热容较

小，低热惯性容易导致室内温度波动大，尤其是在冬

季，昼夜温差会超过10℃。为增加建筑热惯性，以使室

内热环境更加稳定。具体做法是将相变温度为20～22℃

的定形相变材料放置于常规的活动地板内作为部分填充

物，由此形成的蓄热体在冬季的白天可蓄存由玻璃幕墙

和窗户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晚上材料相变向室内放

出蓄存的热量，这样室内温度波动将不超过6℃[1]。

植被屋面和光导采光系统

为提高屋顶的隔热保温性能，同时改善生态与环境

质量，采用种植屋面技术，结合防水及承重要求，选用

喜光、耐干燥、根系潜的低矮灌木和草皮，适合于北京

地区气候特征。屋顶同时设置光导管采光系统，利用太

阳光为地下室提供采光，减少白天照明电耗。

自然通风利用

室内环境控制系统优先考虑被动方式，用自然手段

维持室内热舒适环境。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特点，春秋

两季可通过大换气量的自然通风来带走余热，保证室内

较为舒适的热环境，缩短空调系统运行时间。

利用热压通风和风压通风的结合，根据建筑结构形

式及周围环境的特点，在楼梯间和走廊设置通风竖井，

负责不同楼层的热压通风。在建筑顶端设计玻璃烟囱，

利用太阳能强化通风。此外在建筑外立面合适部位设置

开启扇，使室外空气在风压通风的作用下可顺畅地贯穿

流过建筑。

目前在做的办公项目，其配套的会议楼，优化了开

窗面积，过渡季，开窗通风，夏季和冬季采用高效热回

收新风系统，分区域设置了新风机组三胎，带高效热回

收功能，全热回收效率70%。

湿度独立控制的新风处理方式

除去空气中的水分后再通过加热将空气温度回升，

由此带来冷热抵消的高能耗。此外为了达到除湿要求的

低露点，要求制冷设备产生较低的温度使设备的制冷效

率低，因而也导致高能耗。

溶液除湿方式能将除湿过程从降温过程中独立出来，

利用较低品位能源进行除湿，同时减少显热冷负荷，不仅

能保证室内环境质量，而且还能降低空调能耗[2]。

模块化的末端调节设备

办公室室内人员密度低，人员工作时间及活动区域

相对固定，个人的舒适要求不尽相同，采用冷辐射吊顶

或者辐射墙来消除室内的基本显热负荷，溶液除湿后的

新风通过置换通风来消除室内的基本湿负荷。工位送风

则提供每个办公人员个人活动区域的送风，通过调节风

口角度、出风速度来满足自身的要求。

高温冷水机组或直接利用地下水

配合独立湿度控制的新风机组，夏季冷冻水温度

18℃即可满足供冷的要求。采用电制冷，冷冻机COP可

达到9以上，高效节能。还能直接利用地下水，超低能

耗楼所在清华大学校园东区地表浅层水温基本稳定在

15℃，单口径出水量可达70m3/h，完全能满足供冷要求。

地下水通过板换换热后全部回灌，仅利用土壤中蓄存的

冷量，不会造成地下水资源的流失[3]。

太阳能利用

现在做的一办公项目，即采用屋面太阳能光伏板布

置，辐射面积900平米，全年发电量约10万Kwh，可减少

碳排放60.42。

无热桥设计

为提升项目品质并且做出有地区示范效应的建筑，

目标将此项目配套的会议楼以近零能耗建筑进行设计。

其中一项关键设计点即无热桥设计，采取了如下方式：

卫生间排风管和穿楼板水管等，确保聚氨酯发泡的厚度

不小于50mm保温；雨棚埋件节点位置采用了20mm隔热

垫处理。

智能化的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自动采集室外的日照情况，根据不同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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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方位，调节遮阳百叶的状态，同时根据室外气象参

数，决定外窗、热压通风风道、双层皮幕墙进出风口的

开闭。控制系统采集工作区各点的照度数据，调节百叶

的角度和人工照明的灯具。室内的新风量根据房间内的

CO2浓度和湿度来调节。其余能源设备、水泵、太阳能装

置等均根据负荷情况自动调节。

结语

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建筑

能耗问题越发受到关注。因此，开发单位作为项目建设

的主导者，其设计管理人员应比设计单位更加深入理解

绿色建筑的宗旨与核心理念，树立正确的绿色建筑设计

观念，从项目设计、施工技术、建筑材料、项目运营等

多方面入手，坚决贯彻绿色建筑的设计精神，减少工程

建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减少建筑能耗、打造环境友

好的高品质项目，切实落实绿色建筑精神，为社会可持

续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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