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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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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绿色建筑旨在通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本文研究绿色

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涉及采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建材、优化通风与采光设计、合理布局室内空间以减少空

气流通死角、以及运用绿色施工技术减少施工污染等方面。这些技术旨在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提高空气质量，创造

更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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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居住环境

的舒适度与健康性要求也越来越高。绿色建筑作为未来

建筑领域的重要趋势，其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显得

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

的改善途径，通过科学的技术手段，营造更加健康、舒

适、节能的室内环境。同时，本研究还将结合国内外成

功案例，总结经验教训，为推动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

改善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概述

1.1  绿色建筑的定义与特点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

节约资源（如水、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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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特点在于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双重关注。它

通过各种环保技术，如节能材料、太阳能利用等，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绿色建筑还注重提

升建筑物整体的环保性能，如通过合理的建筑设计，实

现自然通风、采光等，以减少对人工能源的依赖。

1.2  室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
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好坏，受多种因素制约。

其中，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是基础且关键的因素。适

宜的温度和湿度能够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而清新的

空气则是健康生活的保障。此外，照明、噪声和电磁辐

射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良好的照明设计不仅能提

升室内空间的美感，还能保护视力；而噪声和电磁辐射

的控制，则有助于创造一个宁静、安全的生活环境。最

后，室内装修材料与家具的选用同样至关重要。环保、

无毒的材料和家具，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释放，保障居

住者的健康。

2��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研究

2.1  温度与湿度控制技术

温度与湿度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适宜

的温湿度条件能够显著提高居住者的舒适度和健康水

平。（1）自然通风与热回收系统。自然通风是一种既经
济又环保的温湿度调节方式。通过合理设计建筑布局、

开口位置和大小，以及利用风压和热压效应，可以实现

室内外的空气交换，有效降低室内温度，同时改善室内

空气质量。热回收系统则能在排出室内热空气的同时，

回收其中的热能，用于预热进入室内的新风，从而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 [1]。（2）高效节能的空调系统。在需要
人工调节温湿度的场合，高效节能的空调系统是不可或

缺的。这些系统通常采用先进的压缩机技术、制冷剂循

环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在保证室内环境舒适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消耗。此外，地源热泵、辐射

供冷供热等新型空调系统也逐渐得到应用，它们通过利

用地下浅层地热资源或辐射方式传递热量，进一步提高

了能效比和运行稳定性。（3）智能温湿度调节系统。随
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温湿度调节系统已成为

绿色建筑领域的一大亮点。这些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监

测室内温湿度变化，并根据预设条件自动调节空调、加

湿/除湿设备等的工作状态，以确保室内环境始终保持在
最佳状态。此外，智能系统还能根据居住者的行为习惯

和需求进行个性化设置，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2.2  空气质量改善技术
室内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居住者的健康水平，因

此，采取有效的空气质量改善技术至关重要。（1）高效
空气净化与换气系统。高效空气净化与换气系统能够有

效去除室内空气中的微粒、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同

时引入新鲜空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这些系统通常采

用多层过滤技术，包括初效过滤、中效过滤和高效过滤

等，能够针对不同粒径的颗粒物进行有效拦截。此外，

部分系统还配备了负离子发生器或光触媒等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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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进一步分解室内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和异味。（2）室
内污染源的控制与治理。除了采取空气净化措施外，从

源头上控制室内污染源同样重要。这包括选用低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VOC）的装修材料、家具和装饰品，减少
室内有害气体的释放；合理规划室内布局，避免家具摆

放过于密集，以减少室内空气流通的障碍；以及定期清

洁室内环境，减少灰尘和微生物的积累[2]。（3）绿色植
物在室内的应用。绿色植物不仅能够美化室内环境，还

能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

化碳、释放氧气，同时能够吸附空气中的微粒和有害气

体。在绿色建筑中，合理配置绿色植物不仅有助于提升

室内环境质量，还能促进居住者的身心健康。

2.3  照明与噪声控制技术
照明和噪声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合理

的照明设计和噪声控制措施能够显著提升居住者的舒适

度和工作效率。（1）自然光利用与智能照明系统。充
分利用自然光是绿色建筑照明设计的重要原则。通过合

理布局窗户、天窗等采光口，以及采用反光板、光导管

等辅助装置，可以有效提高室内自然光照的均匀度和照

度。同时，智能照明系统能够根据室内光线变化自动调

节照明设备的亮度和色温，以满足不同场合和时间段的

照明需求，同时实现能源的最大化节约[3]。（2）噪声隔
离与吸音材料的应用。噪声污染对室内环境质量同样具

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了营造宁静的室内环境，绿色建

筑在设计和施工中通常采用噪声隔离技术和吸音材料。

噪声隔离技术包括设置隔声墙、隔声窗等，有效阻断室

外噪声的传入；而吸音材料则广泛应用于天花板、墙面

和地面等部位，能够吸收和反射室内噪声，减少声音的

反射和传播，从而降低噪声污染。（3）室内照明与噪声
的综合设计。在室内照明与噪声控制方面，绿色建筑注

重综合设计，以实现最佳的室内环境质量。这包括合理

规划室内空间布局，避免照明设备和噪声源过于集中；

选用低噪声、高效率的照明设备和家用电器；以及采用

声音掩蔽技术，通过播放轻柔的背景音乐等方式，掩盖

室内微弱噪声，提高居住者的舒适度。

2.4  室内装修材料与家具的环保选用
室内装修材料和家具的选择对室内环境质量具有直

接影响。在绿色建筑中，环保、无毒的装修材料和家具

是保障居住者健康的关键。（1）低VOC（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材料的选用。VOC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之一，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因此，在绿色建筑室

内装修中，应优先选用低VOC的涂料、胶粘剂、地板等
材料。这些材料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释放的有害气体较

少，有助于降低室内空气污染水平。（2）环保家具与
装饰品的选择。除了装修材料外，家具和装饰品的选择

同样重要。在绿色建筑中，应选用经过环保认证的家具

和装饰品，以确保其材质安全、无毒。同时，优先选择

可再生材料制成的家具和装饰品，有助于减少资源消耗

和环境污染[4]。（3）室内装修材料的循环利用与再生利
用。在绿色建筑室内装修中，注重材料的循环利用和再

生利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回收和再利

用旧建筑材料，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浪费，还能降低建筑

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此外，选用易于拆解和回收的装

修材料，也有助于提高材料的循环利用率。

3��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的应用案例

3.1  国内外绿色建筑案例介绍
3.1.1  案例选取原则与标准
在选取绿色建筑案例时，我们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和标准：一是案例应具有明显的绿色建筑特征，包括节

能、环保、可持续等方面；二是案例在室内环境质量改

善方面有显著成效；三是案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推广

价值。基于这些原则，我们选取了典型的绿色建筑案例

进行介绍。

3.1.2  案例的建筑特点与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措施
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分中心。该建

筑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知识城，是一座集科

研、展示、交流、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型科研设施。其建

筑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设计植根岭南气候特征，

以玲珑云塔为理念，通过开放通透的建筑形态回应岭南

特有的气候特征；通过多维立体的景观空间营造出人性

化的交流场所。在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方面，该建筑采

取了多项措施，如设置温度、湿度、照度、CO2浓度、

PM2.5浓度传感器并实时显示，确保室内环境舒适；采用
新风系统与全空气空调系统，均设置空气过滤，有效控

制室内污染物浓度。

3.2  案例的室内环境质量评估与分析
3.2.1  评估方法与指标体系
对于选取的案例，采用了现场观察、直接测量和问卷

投票等多种方法进行室内环境质量评估。评估指标体系包

括空气温度、相对湿度、空气流速、室内空气质量（如

CO2浓度、PM2.5浓度等）、光照强度以及噪声水平等。
3.2.2  评估结果与改善效果的对比分析
通过评估发现，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粤港澳大湾

区分中心在室内环境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控

制了室内温湿度、CO2浓度和PM2.5浓度等关键指标，提
供了舒适健康的室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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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案例的经验与教训总结
3.3.1  成功经验与推广价值
案例的成功经验在于充分考虑了当地气候条件，采

取了多种绿色建筑技术和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措施。这些

经验对于推动绿色建筑和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世界气象中心的设计理念和技术

措施，为类似气候条件下的绿色建筑提供了有益借鉴。

3.3.2  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尽管案例在室内环境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

仍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在世界气象中心的

设计中，可以进一步优化建筑布局和通风系统，提高自

然通风的效率。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

施，不断提升绿色建筑和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的水平。

4��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的挑战与对策

4.1  技术挑战
（1）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标准的不统一是绿色建

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推广过程中的一大障碍。由于

各国、各地区的技术标准和评估方法存在差异，导致在

实际应用中难以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这不仅影响了技

术的有效推广和普及，也给监管和认证带来了困难。缺

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使得不同项目之间的比较和评估变

得困难，也限制了技术的创新和发展。（2）成本较高，
影响推广与普及。尽管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

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其高昂的成本却成为了推广和普及

的一大难题。从材料选择、施工安装到后期维护，每个环

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导致许多项目因为预算限制

而无法采用这些先进技术。成本问题不仅限制了技术的推

广，也使得一些潜在用户因价格高昂而望而却步。（3）
缺乏专业人才，限制技术发展。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是绿色

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瓶颈。目

前，这方面的人才相对稀缺，专业教育滞后于技术的发

展需求。这导致在实际项目中，缺乏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人才来支撑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同时，由于行

业吸引力不足，难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此领域。

4.2  对策与建议
（1）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与认证体系。为了推动绿

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的标准化发展，我们需要

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和认证体系。这可以通过制定国家

层面的标准规范、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建立第三方

认证机构等方式实现。统一的评估标准和认证体系将有

助于提升技术的认可度和公信力，为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奠定基础。（2）通过政策扶持降低技术应用成本。针对
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应用成本较高的问题，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持来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具体措施

包括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激励政策，

鼓励企业和个人采用这些技术。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

技术研发和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3）加
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技术水平。为了解决专业人才

匮乏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在教

育方面，可以增设绿色建筑和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相

关专业课程，培养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同

时，可以通过与国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技术水平。此外，还

可以通过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绿

色建筑事业。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的研究

与实践，不仅关乎居住者的健康与舒适，更是推动建筑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过综合运用多项先进技术

与策略，我们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面对未来更

加多元化的需求与挑战，我们仍需不断探索与创新，深

化技术集成与应用，以实现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全

面优化。相信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绿色建筑室内环境

质量改善技术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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