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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新能源利用

刘人杰 马 婧

新疆峻特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 库尔勒 841000

为切实满足消费革命战略客观需求，持续推进建筑节能设计进程已经发展成为有效贯彻与落实国家能源

生产目标的重要途径方式，同时也成为国家战略部署工作予以重点强调的工作内容。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传统建筑

设计模式已经难以适用于当前新时期绿色建筑背景当中，亟需开发与利用新型设计模式补齐传统建筑设计短板问题。

针对于此，本文主要结合实际经验，对建筑节能设计以及新能源利用措施进行总结与归纳，以期可以助推建筑节能设

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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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伴随着建筑行业与民众环保意识的持续强

化，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建筑行业企业对于节能设计的推

广应用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从客观角度上来看，大力

推进节能设计与生产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生

态环境恶化现象，促进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发展。目前，为尽早完成双碳目标，保障人类社会与生

态环境的共生共存，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建筑行业内部对

于绿色建筑发展以及节能设计部署问题进行了全方位规

划与深入推进。其中，为消除或者减少传统建筑设计方

式存在的短板问题，行业内部设计人员主动将新能源设

计理念以及方式应用于建筑节能设计工作当中，以期可

以持续增强建筑节能设计效能。*

1 新时期建筑节能设计发展以及趋势分析

为全力促进碳达峰以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我国

通过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工程建设模式实施

绿色化转型与升级改造。通过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

促进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持续提升，并实现超低能耗以及

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目标。近两年来，为持续响应可持

续发展战略以及节能环保政策号召，建筑行业领域重点

针对绿色建筑模式发展问题以及节能设计问题进行了统

筹部署。目前在十四五时期，为进一步助推绿色建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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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持续发展，国家政府部门重点针对十四五建筑节能以

及绿色建筑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1]。

如优先使用绿色节能材料进行施工建设、优先使用

新能源进行施工建设，以期可以减少传统建筑能耗问

题。除此之外，随着各行业领域生产作业活动的持续开

展，各行业领域对于能源的需求逐渐增长。其中，为缓

解能源增长需求与能源紧张局面之间存在的矛盾问题，

能耗问题相对严重的行业如建筑行业主动响应国家可持

续发展理念，通过开发与利用新能源以及相关技术内

容，不断增强建筑节能效果，更好地为能源开发利用以

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实现保障。

2 建筑节能理念在建筑设计领域中的应用实践分析

坚持以降低能耗为主要目标，适当调整建筑朝向

结合大量施工实践经验来看，建筑物朝向位置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与能源消耗问题是间存在密切关系。举例

而言，当建筑物朝向位置采光条件以及通风条件良好

时，可以有效减少住宅建筑物照明、空调等能耗设备的

使用。以高层建筑物为例，设计人员在规划设置高层建

筑物朝向位置期间，应该对高层建筑物与周围其他建筑

物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度研究与分析[2]。

根据分析反馈结果，对高层建筑物朝向位置进行合

理确定，以保障高层建筑物采光条件以及通风条件良

好。除此之外，关于建筑物朝向位置的规划设计应该坚

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进行针对性规划与设计，以切实

增强建筑朝向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目前，大多数建

筑朝向位置均以南北朝向为基准，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具体还是需要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以及建筑位置情况进行

合理规划。

注重保温隔热设计问题，全面优化墙体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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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保温隔热需求，设计人员可通过优化建筑外围

护结构墙体方式进行实现。结合以往的经验来看，外墙外

保温设计以及墙内保温设计基本上可以视为建筑外围护结

构墙体常用的改造方式。其中，建筑外围护结构墙体在改

造优化设计过程中，通常会通过增设一层保温材料以达到

保温隔热目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因南北方气候存在明

显差异，在建筑外维护结构，墙体改造方法的选择上应该

结合本地区气候条件以及实际情况进行合理选择与应用。

举例而言，外墙外保温设计更适用于长江以北地区，而墙

内保温设计更适用于长江以南地区。

以外墙外保温设计为例，为达到良好的保温隔热效

果，设计人员需要选择合适性能等级的保温材料进行施

工应用。并且出于防火问题的考虑，所选择的保温材料

在燃烧性能等级方面必须达到A级。除此之外，在保温材

料的铺设应用方面应该采取粘贴以及螺栓锚固方式将其

固定在外墙结构当中。目前，伴随着外墙保温装饰一体

化技术的深化推进，传统保温设计方式已经难以适用于

新时期绿色建筑发展背景当中。因此建议设计人员应该

主动将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技术应用于建筑外墙保温设

计工作当中[3]。

坚持贯彻降低能耗标准，实现门窗节能优化设计

目标

坚持贯彻降低能耗标准基本上可以视为实现建筑节

能优化设计目标的重要举措。结合以往的节能设计经验来

看，门窗节能优化设计始终是建筑节能设计体系的重点内

容。在具体设计过程中，为实现采光与室内保暖目标，设

计人员通常会使用双层窗技术也就是在外墙位置设置两道

门窗，起到良好的隔热隔声效果。但是这种设计方式往往

会导致墙体厚度增加，不利于建设成本效益。

近些年来，随着建筑节能技术的更新使用，中空玻

璃窗等新型材料逐渐应用于建筑门窗节能优化设计工作

当中。不仅可以满足门窗节能设计需求，同时也可以降

低墙体厚度，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除此之外，为保障

门窗节能优化设计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在今后的发展过

程中，设计人员应该坚持贯彻落实降低能耗标准，对新

工艺技术以及材料设备的使用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以期

可以更好地实现门窗节能优化设计目标[4]。

3 新能源在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开发与利用措

施分析

太阳能资源

太阳能资源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的重要表现形式，

当前建筑领域所应用到的太阳能供热水及供暖系统等均可

以视为太阳能资源的延伸应用表现。目前，太阳能资源在

建筑设计领域中主要可以通过采取混合式、间接式以及被

动式获取太阳能资源方式，达到良好的资源利用效果。以

太阳能制冷系统应用为例，该系统通过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或者热能形式，实现制冷过程。与传统光能转化为电能相

比而言，光能转化为热能所涉及到的能耗问题相对较少，

并且所涉及到的系统运行成本较少，具有重要的可行性价

值。最重要的是，光能转化为热能可以好地为居住者提供

制冷效果，减少太阳能资源消耗问题。

除此之外，从太阳能供热水以及供暖情况上来看，

大多数设计师在设计建筑物顶部结构时，通常会预留一

定位置，目的在于为后续安装太阳能集热装置提供空间

环境。一般来说，太阳能集热装置可通过自动吸收太阳

光储存利用太阳能资源。如可以通过利用太阳能资源为

建筑物内部提供热水服务以及供暖服务等。近些年来，

随着太阳能集热装置技术的转型升级与优化改造，大多

数建筑设计人员会将太阳能发电装置等新兴设备应用于

建筑屋顶结构当中。这样一来，仅可以减少电力资源的

消耗使用，同时也可以减少石化资源燃烧供热带来的不

利影响[5]。

地热能资源

地热能资源作为近些年来新兴开发与利用的清洁能

源，与太阳能资源不同的是，地热能资源不会受到天气

因素影响而出现效率不高的问题，整体稳定性相对较

高。结合当前地热能资源应用情况来看，地热能资源更

加适用于供热以及供暖系统当中，同时在土壤源热泵空

调系统等相关领域中也可以达到良好的应用效果。以供

热供暖系统为例，设计人员在应用地热能资源时，可通

过利用热交换仪器等重要设备将土地层资源温度转化为

热能形式进行安全应用。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为人们

生产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电力资源。与此同时，科学利

用地热能资源，可以为建筑物高效运转提供优质的供电

服务，并且可以减少煤炭等石化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空气污染等。

由此不难看出，地热能资源除了可以具备良好的开

发与利用优势之外，在节能环保方面也具有较强优势。

结合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在我国奥运村项目设计工作当

中就应用到了地热能资源。通过实现无污染转换操作，

可以促使奥运村中的游泳池水温保持理想状态，为运动

员提供良好的运动环境，实现绿色奥运理念目标。需要

注意的是，当前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效果尚未达到成熟

高度，因此在今后的延伸应用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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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问题以及相关技术发展问题的

重视程度。通过不断补齐当前技术短板问题，进一步推

进绿色建筑以及节能设计工作的健康持续开展。

风能资源

风能资源作为可再生且具有洁净性特征的能源物

质，通过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可以减少建筑能耗产

生，为我国节能环保政策的贯彻落实奠定良好保障。目

前，在建筑规划设计工作中，设计人员可通过主动结合

建筑项目地理位置以及周围环境特点，对当前气候变化

特征以及气候风向条件进行重点把握，以期可以为风能

资源的科学利用提供保障。结合当前应反馈情况来看，

科学利用风能资源可以达到良好的保温以及降温效果，

进一步为居民舒适生活提供保障[6]。

结论：总而言之，高质量开展建筑节能设计工作基

本上可以视为响应绿色建筑以及节能环保政策的重要体

现。针对于此，在今后的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设计

人员应该主动结合节能设计理念，对建筑节能设计体系

进行健全与优化。与此同时，设计人员应该对当前建筑

节能设计存在的短板问题进行及时补齐，以保障建筑节

能设计效果达到预期。此外，为持续深入开展建筑节能

设计工作，建筑设计领域应该加强对新能源的开发与利

用，减少或者消除建筑能耗问题。相信在全体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建筑节能设计效果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参考文献：

[1]刘丹 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新能源利用 中

华建设,2022(01):118-119.

[2]王强 建筑节能设计中的新能源利用策略分析

住宅与房地产,2021(09):109-110.

[3]唐家元 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新能源利用

建筑技术开发,2021,48(08):157-158.

[4]程兰 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新能源利用 智

能城市,2021,7(17):29-30.

[5]郭文 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新能源利用 科技视

界,2021(23):107-108.

[6]杨元君 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新能源利用

居舍,2021(23):8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