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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探析
张　强，孔倩倩

（上海砼森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山东 淄博 255030）

摘　要　绿色建筑设计的核心内容是控制碳排放，实现建筑零碳化的目标，以建材的健康化、低能耗、高利用率

为主要手段，采用生态环保、节能减排、身心舒适等设计原则，延长绿色建筑的使用期限，提高绿色建筑的使用

频率和使用效率。在民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用绿色建筑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减轻环境负担，而且能够

提高建筑的经济效益和人们的居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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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作为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旨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在建筑设计中，

绿色建筑设计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艺方

法，实现能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效果，从而提高居住

舒适度和人体健康水平。绿色建筑设计是未来城市建

筑空间规划体系中全过程、多层级的人工和自然空间

要素及系统管控工具，有必要对其应用进行详细梳理，

以为当代城市绿色建筑设计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1 绿色建筑概述

绿色建筑是指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中，以最小化

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为目标，通过节约资源、减少能源

消耗、降低碳排放、提高室内环境质量等手段来设计、

建造和运行建筑的一种可持续发展建筑形式。绿色建

筑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包括土地、能源、水和原材

料等。通过高效的设计和技术手段，最大程度地减少

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例如，利用被动式设计原则，通

过采光、通风、隔热等手段减少能源的使用，同时还

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来供应建筑的能

源需求。绿色建筑通过采用节能技术和设备，减少建

筑运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包括供暖、供冷、照明和

电力等 [1]。其中，采用高效的建筑外保温、节能门窗、

节水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等措施，可以减少建筑能源

需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建筑的温室气体排放。

绿色建筑致力于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运用碳

减排技术和低碳材料，例如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回

收技术减少能源消耗，选择环保材料以降低温室气体

的排放，减少对全球气候的不良影响。绿色建筑关注

室内环境的舒适性、健康性和安全性。通过优化室内

空气质量、采用环境友好材料、降低噪声和提供充足

的自然光照等手段，可以创造良好的室内环境，改善

居住者的生活质量和办公员工的工作效率。绿色建筑

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建筑垃圾的合理处理。通过选

择可回收材料、采用可拆卸构件和拆除可回收建筑等

措施，减少建筑废弃物的产生，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

的再利用，降低环境的负荷。

2 绿色建筑设计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是节约资源。绿色建筑设计要在不影响建筑

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使用不可再生资源，例如

节约建设土地，并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同时，

也需要考虑到建筑生命周期中的可维护性，为人们带

来一个更健康舒适的环境。此外，在建筑运营中的可

维护性设计也同样十分重要，包括节水设备的应用，

以实现对水资源的节约。其次是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通过对先进设备的运用来对能源利用率进行提高，从

而达到节约资源的效果 [2]。最后，要尽可能地减少环

境污染。绿色建筑，顾名思义就是要保护环境，所以

需要控制建筑建设中的废弃物排放，并在设计中体现

对周边土壤、水源的保护，避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减少环境污染。

3 绿色建筑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3.1 工程概况

某建筑为高层民用住宅建筑，地下两层设计有地

下车库与其他常规建筑结构，地上 3栋由低层商业用

房及住宅所组成的高层建筑。其中 #1栋与 #2栋塔楼

均为 31层，整体地上建筑高度为 96.75m，#3栋塔楼

为 21层，地上建筑高 63.75m。上层住宅建筑设计采用

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地下两层建筑及低层商

业用房皆采用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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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平面设计

设计平面施工图要严格遵循其所在居住街坊人均

住宅应用指标，合理规划功能型建筑物的容积率，充

分且合理地开发地下利用空间、停车库等。在制定设

计方案时，设计人员应结合建筑总平面布局，有效地

利用场地和景观形成可降低坠物风险的缓冲区，合理

规划植被的分布。本项目城市绿地和广场等公共场合

的开敞空间应步行可达。为了设计更为合理，还应在

室内设置无烟区、消防通道和盲道设置。此外，某项

目绿地率达到了规划指标的 105%以上，公共绿地满足

规定的日照要求、设计充足的游憩活动场所、供居民

共享的集中绿地，包括居住区公园、小游园和组团绿

地及其他块状、带状绿地，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和

当地环境标准。

3.3 建筑照明系统设计

某项目在高度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为最大程度

地发挥自然光源的价值，工程建筑空间布局大多应用

了“回”字形的空间布局形式，重点关注业主的采光

需求，将居住空间集中在临窗一层，将电梯、电井、

逃生空间等建筑配套的服务空间集中在中心区域。照

明设施方面，设计以直接照明的方式布置灯具，建筑

空间中需要长时间照明区域所采用的灯具及照明系统

电气配件都选择了性能指标优于国家一级能耗标准的

品牌。为保障建筑在投入使用后相关照明系统仍能发

挥较好的节能优势，工程设计在地下停车场、电梯间、

逃生通道等公共区域应用智能化照明监控系统 [3]。贴

合不同情境下整体建筑公共区域的照明需求，对照明

系统进行宏观的控制与细节处理。同时基于不同空间

的特点及使用需求设计了减光、声控、光感、人体感

应等多种照明模式与控制方式，尽量降低整体建筑在

照明需求方面的能源损耗。

3.4 建筑屋顶节能设计

（1）屋顶绿化设计，在屋顶种植植物，形成绿化

覆盖层，可以降低夏季屋顶表面温度，减少室内空调

负荷，实现节能降耗。（2）屋顶隔热设计，采用隔热

材料覆盖屋顶，可以有效阻止室外高温辐射进入室内，

减少室内空调负荷。常见的隔热材料有泡沫塑料、岩棉、

玻璃棉等。（3）屋顶通风设计，在屋顶设置通风设备，

可以加速室内热空气的排放，降低室内温度，减少空

调负荷。常见的通风设备有风口、排气扇等。（4）屋

顶太阳能利用，在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板或太阳能热

水器，可以利用太阳能发电或加热水，以减少对传统

能源的依赖。

3.5 绿色建筑气密性设计与热桥部位的处理

绿色建筑设计采取气密性措施，控制空气渗透率，

确保外围护结构的连续密封性，关键部位需采用密封

材料和配件隔绝传热，确保保温系统的完整性；在所

有门窗洞口及所有拼缝处进行特殊的构造处理，并根

据不同连接处的需求选用不同的密封系统，绿色建筑

设计的气密性单元边界均需通过设置水泥砂浆或无机

保温膏料的方式来增强气密性；通过设计与施工确保

建筑物完整包裹在保温层内，阳台、设备平台以及女

儿墙和外门窗洞口都是易产生热桥的区域，需要考虑

特殊构造来控制热桥，避免热桥以降低热损失、防止

潮湿和霉菌问题。建筑保温设计要考虑以下要点：保

温层应连续完整，避免传热和能量损失；墙角宜采用

成型保温构建，在建筑构件的连接处都应对构件进行

断热桥处理。

3.6 绿色建筑设计中能源系统设计和优化

首先，设计师需要根据建筑的使用需求和地理位

置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能源设备。例如，可以选择高

效的空调设备，以提高制冷和制热的效率；也可以选

择节能的照明设备，以减少电能的消耗。其次，还可

以采用可再生能源设备，如太阳能热水器和地热能供

暖系统，以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4]。最后，设计师还

需要实施能源管理策略，以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例如，

可以采用智能电网技术，通过实时监控和调整电力供

应和使用情况，以减少能源浪费；也可以采用需求响

应策略，通过调整建筑的用电时间和用电量，以适应

电网的负荷变化。

3.7 民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节水设计要点

（1）控制供水压力，根据给排水设计相关规范，

对给水配件及入户支管压力都进行了相应的限制，这

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进行考虑的，没有考虑到压力过

大造成的水资源浪费的问题，如果只为了应付规范要

求，那么很容易出现超压出流的问题，在用水时形成

水花飞溅现象，不但会产生大量的用水浪费，而且会

产生管道振动和水击现象，长此以往，对给水管网和

相关配件十分不利，可能会出现漏损问题，缩短了系

统的使用寿命。针对这个问题，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治

措施，不能仅仅从迎合规范的设计理念出发，而应该

注重节水设计，控制供水压力，例如某项目在给排水

设计时，将各用水点供水压力控制在 0.2MPa之内，如

果供水压力大于 0.2MPa，则会在入口干管上设置减压

阀，保证不出现超压出流状态，在满足使用需求的情

况下，大大减少了出水流量，获得了不错的节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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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管道漏损，管道漏损产生的用水浪费十分严

重。随着建筑使用年限逐渐增加，管道老化日益严重，

漏损问题则更加突出，需要加强原因分析，从设计的

角度出发，采取行之有效的管道防漏措施。在管材选

择上，不同类型管材特点不同，适用环境不同，需要

根据管道安装位置和水质水温选择合适材质的管道，

减少漏损问题的发生 [5]。比如，铸铁管强度较低，易

腐蚀，容易引发漏水；不锈钢管强度较高，密封性较好，

发生漏水的概率比较低，但是容易产生电化学腐蚀，

从而引发局部穿孔漏水，甚至出现爆管现象；塑料管

质量轻，耐腐蚀性好，流动损失小，在给排水系统中

应用相对广泛，但是存在不耐温度变化的问题，高温

易变形，低温易脆裂。从管径上看，小口径管道更容

易发生漏损，要根据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综合需求科

学确定。

3.8 绿色建筑设计材料的选择和使用

绿色建筑设计施工管理还要求在选择和使用建筑

材料时优先考虑环保和可再生的材料。例如，可以选

择使用木材、竹材等可再生材料，或者使用再生混凝

土等资源利用率高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能够减少对

环境的破坏，还能够提高绿色建筑的使用寿命。同时，

应尽量减少使用含有有害物质的材料，如甲醛和苯等，

以保护人们的健康。在选择建筑材料时，还应考虑其

性能和价格，以确保建筑的质量和经济效益。

3.9 屋面防渗漏设计

对于绿色建筑屋面而言，其是位于房间主体最外

层全面暴露于空气的部分，气温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大，

特别是经过炎热夏季气温炙烤之后，转而雨季来临时，

经过大雨的冲刷，其表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裂

和脱落，进而会引发屋面渗漏的现象，降低屋面的整

体保温效果，导致室内温度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明

显，无法维持在恒定的温度上。然而，节能型建材的

运用，不仅能够有效节约工程建设成本，还可以革新

绿色建筑的施工技术，最重要的是能够有效保证屋面

的整体防渗漏性能。例如，在进行绿色建筑屋面的设

计建设时，工程建设人员可尝试在排水层与混凝土板

面的缝隙之间用混凝土砌块或轻骨料混凝土等吸热性

能较强的保温材料对其进行填充，从而有效提升屋面

的整体防渗漏效果，提升屋面的保温性能。另外，在

进行屋面创建的环节，工程技术人员可尝试扩大屋面

顶部绿色植被的覆盖面积，提高屋面的防渗漏保护，

同时，绿色植被的呼吸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室

内温度，对于周围空气的净化也有一定的帮助。研究

数据表明，具备一定数量绿色植被的楼层屋面，其夏

季的室内温度普遍比普通的居室温度低 2摄氏度左右。

3.10 门窗节能设计

在绿色建筑中，门和窗户是实现建筑空气转换和

流动的重要途径，也是建筑施工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

之一。众多工程实例表明，目前，门和窗户占到了建

筑物总能源消耗的 50%以上，这与建设部门对门窗的

工作特性不够了解有关。一般而言，在进行门窗的节

能设计中，采用的技术是填充墙缝、窗户、门等。在

门窗选用上，钢门窗具有更高的热传导率，而塑料门

窗和断桥铝的热传导率则比较小，而两层玻璃的热传

导率显著低于一层玻璃，所以可以采用 FRP和铝作为

门窗的节能构造材料。在施工过程中，要对遮阳系数、

可见光比和外窗气密性等进行预估，并与具体情况相

结合，合理地选择门窗的朝向，并按照建筑功能性需求，

挑选出具有优异使用性能的门窗，进而实现建筑节能

的目的。

3.11 绿化设计

绿化设计在绿色建筑设计节能处理的作用是直观

的，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更有效地对温度进行

调节，而在绿植的作用下，还可以有效吸收来自太阳

的直射光以及周围环境的反射光。绿色建筑设计的绿

化设计是一个整体的绿化系统，包括小区绿化、墙体

垂直绿化、楼顶绿化等多种内容，通过整体环境的处理，

实现楼体温度的调节，最终实现节能的作用。其中以

屋顶绿化与垂直墙体绿化对建筑温度的影响最为明显，

也最具效果，可以大幅改善整体居住环境。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设计已成为当前建筑设计的

热点和趋势，其应用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目标至关重要。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

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绿色建筑设计将会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和推广，为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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