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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的研究

王旻悦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公共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的研究，旨在提高公共建筑的环保性能、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规划阶段，注重土地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能源消耗降低和适应性设计；在建筑设

计阶段，选择合适的结构形式、优化建筑功能、选用绿色建筑材料和优化施工工艺；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注重雨水收

集利用、水资源分类利用和节约用水；在室内环境质量方面，注重自然采光和通风、室内空气质量监控和室内装修材

料选择。同时加强管理和维护，保证绿色建筑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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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共建筑的数

量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然而，传统的公共建筑设计往

往忽视了对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大量的能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绿色建筑设计成为了当前

公共建筑设计的重要研究方向。绿色建筑设计旨在通过

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提高公共建筑的能源利用效

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1��绿色建筑设计的原则

1.1  整体性原则
绿色建筑设计应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建筑物与周

围环境的关系。在设计中，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要注

重建筑物的美观、实用和安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整体性原则强调在公共建筑设计中，应当从全局出

发，全面考虑建筑物与城市规划、周边环境以及其他建

筑物之间的关系，确保建筑物能够融入城市整体规划

中，同时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

1.2  系统性原则
绿色建筑设计应该从系统角度出发，将建筑物视为

一个完整的系统，综合考虑其设计、建造、使用和拆除

等各个环节。在设计中，要注重优化建筑物的结构、功

能和能源利用等方面，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和经济性。

系统性原则要求在公共建筑设计中，应当将建筑物视为

一个完整的系统，综合考虑其设计、建造、使用和拆除

等各个环节[1]。同时，要注重优化建筑物的结构、功能和

能源利用等方面，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和经济性。通过

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降低建筑物的能耗和排放量，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

1.3  适应性原则
绿色建筑设计应该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

件，因地制宜地设计建筑物。在设计中，要注重利用当

地的自然资源和条件，如地形、材料、能源等，尽可能

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适应性原则强调在公

共建筑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

环境、文化传统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设

计。同时，要注重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条件，尽可能

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建

筑物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还能够彰显地方特色和文化

底蕴。

1.4  创新性原则
绿色建筑设计应该注重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采

用先进的绿色技术和设备，提高建筑物的能效和环保性

能。在设计中，要注重创新思维和技术的应用，如智能

建筑、生态建筑等，推动绿色建筑设计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创新性原则强调在公共建筑设计中，应当注重技术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采用先进的绿色技术和设备可以提

高建筑物的能效和环保性能同时还可以推动绿色建筑设

计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未来的公共建筑建设提供更多的

可能性。

2��公共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方法

2.1  规划阶段
在公共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在规划阶段具有

重要的作用。规划阶段是整个建筑项目的起点，需要从

整体上考虑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确定绿色建筑设计的策

略和目标。规划阶段需要对公共建筑的可持续性进行评

估。通过调研和分析，评估场地的自然条件、土地利用

状况、环境敏感性等因素，确定建筑的可持续性目标和

可行性。考虑建筑和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以达到最佳

的环境效益。在规划阶段要考虑建筑的能源效益。选择

合适的建筑朝向和布局，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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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等，减少对传

统能源的依赖。合理设置节能设备，如智能照明、高效

空调等，降低能耗。在规划阶段需要考虑水资源的利用

和管理。评估场地周围的水资源情况，确定水的循环利

用策略，如雨水收集和利用、废水处理等。考虑采用高

效节水设备和措施，如低流量水龙头、节水冲水系统

等，降低用水量。还要在规划阶段考虑建筑的环境保护

策略。合理选择材料，优先选择可再生、环境友好的材

料，减少对环境的损害。考虑减少排放和废物的产生，

提供合适的垃圾处理和回收设施。在规划阶段要考虑室

内环境质量。确定合适的室内空间布局和通风设计，确

保室内空气的质量。选择环保、低VOC的建筑材料，减
少室内有害物质的释放。提供良好的室内照明和舒适的

温湿度条件。

2.2  建筑设计阶段
在公共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设计阶段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并提供一个能够充分满足使用需求和提升人们生活

质量的建筑。在建筑设计阶段，绿色建筑设计注重选择

和使用环境友好的材料。这包括使用可再生材料、生态

友好材料和低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材料，以减少
对环境的毒害和减少碳排放。此外，还可以采用回收再

利用的材料，减少资源的消耗。在建筑设计阶段要注重

能源效益。采用高效节能的建筑设计和设备，如采用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对能源进

行管理和优化。同时，还可以考虑建筑的采光设计，最

大程度地利用自然光，减少对人造照明的需求。在建筑

设计阶段要关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收集和利用雨

水、净化废水和灰水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在室

内，选择节水设备和措施，如低流量水龙头、节水冲水

器等，降低用水量。在建筑设计阶段还应注重建筑的生

态环境保护。通过设计绿色屋顶和垂直绿化，增加绿地

覆盖面积，并提供适宜的地面通风系统，提高空气质量

和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还要合理规划停车场和交通系

统，减少车辆排放对环境的污染。绿色建筑设计在公共

建筑的设计阶段非常重要。通过选择环境友好的材料、

关注能源效益、合理利用水资源、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可以实现公共建筑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人们提供一个优

质、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空间。

2.3  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管理在公共建筑设计中是绿色建筑设计的重

要方面之一。合理管理水资源的使用和循环利用，可以

减少对水资源的需求，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

发展。在公共建筑设计中，需要采取节水措施。通过选

择高效节水设备和措施，如低流量水龙头、节水冲水器

等，减少用水量。还可以采用雨水收集和利用系统，将

雨水用于冲洗厕所、浇灌绿化等，减少自来水的使用。

公共建筑设计可以考虑灰水处理和利用。灰水是指洗衣

机、洗碗机、淋浴等产生的污水，经过简单的预处理后

可以再次利用于冲洗厕所、浇灌植物等。通过设置适当

的灰水处理系统，可以实现灰水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公

共建筑设计还可以考虑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通过采用

先进的废水处理技术，将废水净化处理后，可以再次用

于冲洗、灌溉等非饮用水用途。这样可以减少用于非饮用

水用途的自来水消耗，达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在公共

建筑设计中，还可以合理规划雨水的排放和收集系统[2]。

通过设置适当的雨水排放和收集系统，将雨水引导到花

坛、花园或雨水花园，滞留并渗透到地下，达到雨水的

自然补给和地下水的保护。这种雨水的收集和利用系统

可以维持生态平衡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公共建筑

设计中，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通过采用节水

措施、灰水处理和利用、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以及雨水

收集系统，可以实现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循环利用。

这不仅有助于减少自来水的使用、降低建筑的水资源消

耗，还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冲击，实现公共建

筑的可持续发展。

2.4  室内环境质量
提供良好的室内环境，对于人们的健康和舒适至关

重要。公共建筑设计需要注重通风系统的设计。通过合

理设置通风口和排风设备，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循

环。通过增加自然通风或安装高效的机械通风系统，减

少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提高室内空气质量。公共建筑

设计要选择环保、低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建筑
材料和家具。VOC是一类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
响的化学物质，如甲醛等。通过选择低VOC材料和家
具，减少对室内空气的污染，提高室内环境的质量。合

理利用自然光照，降低对人造照明的需求。通过选择适

当的窗户设计、天窗和采光顶棚等，最大程度地利用自

然光，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性和能源利用效率。公共建

筑设计还要关注温湿度的控制。通过合理设计和设置供

暖、通风和空调系统，调整室内温度和湿度，提供舒适

的室内环境。温湿度的控制不仅对用户的舒适性重要，

也对建筑内部的空气质量和材料的长期保存起到重要作

用。在公共建筑设计中，提供良好的室内环境质量非常

重要。通过通风系统的设计、选择低VOC材料、合理利
用自然光照和控制温湿度等措施，可以提高室内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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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供舒适的室内环境。这将有利于用户的健康和舒

适，提升公共建筑的使用体验和可持续性发展。

3��绿色建筑设计的技术手段

3.1  节能技术
绿色建筑设计是一种以环保、节能、高效、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的设计理念。它强调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

到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合理的设计手段，实现建筑

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绿色建筑设计的核心是节能技术。

节能技术是指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采用各种有效

措施，降低建筑物的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些措

施包括：优化建筑形式，减少建筑表面的热量损失；采

用高效隔热材料，提高建筑物的保温性能；利用自然光

和自然通风，减少人工照明和空调的使用；采用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绿色建

筑设计还注重建筑材料的选择。应优先选择可再生、可

回收、低污染的建筑材料，如竹材、木材、混凝土等。

同时，还应尽量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保护生态环

境。绿色建筑设计还关注建筑物的使用寿命。通过采用

耐久性强、维护成本低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延长建筑物

的使用寿命，减少因拆除旧建筑而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绿色建筑设计是一种全面考虑建筑与环境关系

的设计理念。它通过采用节能技术和环保建筑材料，实

现建筑物的高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3.2  环保技术
绿色建筑设计中的环保技术是为了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减少资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采用太阳能光伏

板、风能发电等再生能源技术，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

赖，降低对环境的污染。通过收集和储存雨水，用于浇

灌植物、冲洗厕所等非饮用水用途，实现对水资源的回

收和循环利用。选择符合环保标准的建筑材料，如使用

可再生材料、低碳材料等，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

境污染。在建筑设计中考虑废弃物的处理和回收利用，

如建筑废料的再利用、废水的处理等，减少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通过评估建筑的碳足迹，计算并控制碳排放

量，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如节能降耗、使用环保建材

等。注重建筑周边的生态环境设计，如建设绿化屋顶、

绿色园区、生态湿地等，增加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

护。环保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建筑对水资源的使用、降

低能源消耗、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为人们提

供更健康、舒适的室内外环境。所以，环保技术在绿色

建筑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3  可再生能源技术
可再生能源技术在绿色建筑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旨在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安装太阳能光伏板在建筑物上，将太阳辐射转化为

电能。这种技术可以为建筑设备和照明系统提供电力，

并减少对传统电力的需求[3]。利用风力驱动风力发电机，

将风能转化为电能。建筑物可安装风力发电机或建筑集

成风力发电系统，利用风能进行电力供应。可以利用生

物质作为燃料，例如木材、废弃物或农作物残渣等，进

行发电或供暖。生物质能源技术可以提供热能和电能，

同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还利用地下的温度稳定

性来提供供暖和制冷，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地热能

系统可以通过地热泵技术将地下的热能转化为建筑物所

需的供热或供冷。通过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色建筑

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降低碳排

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可再生能源技术还具有

长期可持续性和资源可再生性的特点，有助于推动可持

续发展。综合运用以上技术，可以为建筑提供清洁、可

靠和经济高效的能源供应。因此，在绿色建筑设计中，

可再生能源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结束语

绿色建筑设计是当前公共建筑设计的重要研究方

向，它不仅可以提高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舒适度，还可

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

时，绿色建筑设计还可以提高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舒适

度，为人们创造更加健康、舒适和美好的生活环境。未

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绿色建筑设计

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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