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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 要：论文以新能源生态住宅实验区规划为承载实体，

初步探讨了我国城市绿色住区的生态技术应用，并选取其中

某几方面的绿色技术问题加以说明。通过对生态技术集成应

用的探讨，希望使我国未来城市住宅建设更加科学化、技术

化、生态化。 关键词：生态技术 集成 能源利用 中水回用 光

纤日光照明 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耗竭状况下提出

的可持续发展，现今已成为全球各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共同

行动纲领。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生产增长点的住宅建设迫

切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研究其开发建设，特别是生态型

绿色住区的开发建设，它将是21世纪住宅建设发展的重要趋

势。新能源生态实验区是我们进行可持续发展住宅和生态技

术集成化研究的承载实体。它位于中国东南部某城市，规划

占地11.27公顷，人口毛密度约250人/公顷，容积率1.04，较低

的容积率及人口毛密度为小区生态环境的创造提供了良好条

件。 生态建筑发展从对环境的被动适应转向自身的主动调节

，从注重单个建筑与所处环境的协调到建筑作为整体的系统

协同发展，从最初由生态观念出发寻找与建筑的契合点到建

筑自身发展对生态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技术发展在生态建

筑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在生态住宅实验区设

计中注重提高生态科技含量，采用“绿色技术”，同时也注

意开发、应用适用性的技术，主要包括：1.太阳能-地热能供

暖冷却系统；2.利用太阳能解决室外路灯照明；3.通过溢流井



管道系统的雨水回用；4.朝阳面主动式太阳能集热器结合建

筑设计；5.太阳能跟踪及光纤传导技术；6.设置地下车库，开

设通风墙，强化组织自然通风对流；7.无土栽培技术；8.垂直

绿化技术；9.轻质、抗震的新型结构体系CL体系；10.轻钢结

构多层住宅及木质小别墅；11.无害、健康、节能的绿色材料

，如小区道路生态混凝土的应用等。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

加以说明： 自然能源热利用太阳能-地热能供暖冷却系统 生

态住宅体现在能源问题上就是在形成舒适的人居环境时尽量

采用自然可再生资源，减少能源消耗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目前能源利用走向开发新的替代能源和对环境无污染的绿

色能源过程。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在对太阳能、地热能、生物

质能、风能和地下水资源在生态住宅中的应用进行广泛研究

，出现了不少太阳房、地热房、风墙等自然采暖、采光、自

然降温的生态建筑以及有机质垃圾自我消化及资源化技术。 

对自然能源的热利用研究已较广泛，考虑到能源利用在我国

现阶段住宅小区建设中的现实可操作性以及实验区地域环境

特征，设计中我们主要提供太阳能热风供暖和通风系统，太

阳能热水供给系统，结合建筑设计安装，同时提供一种太阳

能、地热能结合的复合供暖冷地系统。前两种子系统在我国

生态住宅设计实践中已有所见，而太阳能、地热能复合供暖

冷却系统却未见研究。新能源生态住宅试验区具有丰富的浅

层地下水资源，据测定在地下20m兴处地下水温度稳定

在16-180C左右，且水质纯净无明显污染。因此在实验区的别

墅区和1-2层楼住户，将采用这种新型的充分利用太阳能、地

热能和地下水资源的太阳能地热能复合系统，它的工作原理

所示。这种系统将具有良好的全年空调与24小时供热水功能



，同时为住户提供常年生活用热水（30-600C），并提供夏季

每户约3KW的制冷功率和冬季约1KW的采暖功率。 自然能源

利用太阳能跟踪及光纤传导技术 自然能源光利用直到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才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采集太阳光用于照明近

年来成为许多国家研究重点，欧盟已将近十年太阳能供暖研

究和发展预算的85%转向了日光照明技术方面的研究。建筑

光纤日光照明装置是将自然的太阳光在不进行热、电和机械

等能量转换的前提下，经收集后由传光纤传输至建筑的，它

保留了太阳光的大部分自然特性。这项研究拓宽了传统太阳

能、电利用研究领域，开辟出日光照明技术分支，使太阳能

利用呈现多元化立体化格局。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历经

近五年潜心研究，科研人员进行无数次实验，成功研制出了

光纤日光照明装置样机。该装置由聚光采光器，机械传动装

置，太阳光跟踪传感器，光信号反馈处理电路以及传光光纤

五部分组成。 光纤采光应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科学研究

证实，在没有自然光线的情况下，人的工作效率会大大降低

，常年得不到阳光照射的人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现有电

光源照明灯具产生的电磁辐射和镇流产生的噪声对人体有害

，常年生活和工作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会经常感到疲劳。而光

纤采光能满足人们对日照条件、光学环境等生理和心理健康

的需求。同时它具有节约能源的特点，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

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30-50%，其中照明能耗又占商业建筑能

耗的30-60%。实验表明，耗用10瓦电能的该系统能创造相当

于75瓦白帜类的照明效果，可节约大量的人工能源。光纤采

光装置设计时可在地面、屋顶、侧面安装，直接利用太阳光

在室内采光，产生出不同的照明艺术效果。这种系统也广泛



应用于地下建筑中，在住宅设计领域减少了采光要求对建筑

的限制。原有住宅建筑设计中，为满足户户朝阳要求，一梯

六户、八户的平面多做成蝶型、蛙型或其它异性平面。无论

是异性平面还是过多的凹凸都不是结构所希望的，采用光纤

采光系统后，避免了因采光因素不得不牺牲5-10%建筑面积的

做法，住宅设计更加合理。新能源生态住宅实验区的地下停

车库和部分别墅暗卫生间设计中采用了这种系统。 该装置不

仅能为人类创造和谐的、与自然共生存的生活环境，而且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节约大量能量，极大地推动住宅建筑业的发

展，并可望在广泛的领域内得到应用。 结合污水处理、中水

回用的循环水系统 新能源生态实验区基地北面原有一条自然

的水渠，设计中我们考虑将其扩大成人工河道，并与中心绿

地三个主要景区中的瀑布、流水及叠泉形成循环水系。将小

区污水收集起来，经西边覆土建筑中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大

厌氧/好氧（A/O）工艺处理（图4）。厌氧池采用升流式厌氧

颗粒污泥床（UASB），并采用三相分离器使污水中有机物酸

化水解以提高可生化性，部分降解COD，达到甲烷发酵段[注

：3]。该步产生一定量的沼气（供少数居民使用），同时去

除病原菌及寄生虫卵。厌氧出水上部清液进入生物接触氧化

池，内装纤维布填料易于挂膜，曝气充氧降解COD，出水基

本达到排放要求。A/O出水流入小区北面河道，北面河道同

时作为污水处理的生物稳定塘，封闭循环，历时4-6天可进一

步改善水质。河道内培养水莲花等水生植物，放养观赏性鱼

类，形成良好的食物链，同时形成景观河道。经景观河道过

滤后的水用泵打到小区瀑布及喷水池，既美化环境又节省用

水，还可进一步充氧改善水质。稳定塘部分出水经过滤后进



入清水池作中水回用，又可供给浇灌绿地、喷洒道路、冲洗

厕所等。 垂直通风墙井系统： 为改善多层住宅楼的室内小气

候，降低能耗，提高居住环境的空气质量，我们设计了一种

以建筑处理为主要手段的垂直风墙井系统，以强化组织住宅

的垂直自然通风，这是一种原则上不需要能源驱动的被动式

（Passive）系统。 垂直通风系统设有超过建筑高度的墙体风

井，利用井顶、底部的空气热压差为动力，组织单向垂直自

然通风。同时把进入通风井的空气进行地热降温处理，不仅

可以提供室外的新鲜空气，而且可以降低室内的空气温度。

在冬季，则可以利用地热对室外的新鲜空气加热，是一种以

夏为主、冬夏皆宜的热工措施。 垂直通风墙井系统由室外降

温风道，楼地下空气和垂直通风墙井三部分组成。室外新鲜

空气由引风口引入地下降温风道，降温后进入住宅楼的地下

空气室（图5）。在地下空气室对空气进行一步降温，同时进

行净化和除温处理。垂直通风墙井下口置于地下空气室，形

成一排通风墙体，利用热压差把清凉新鲜空气抽入通风井。

通风井墙由素泡沫混凝土预制构件构成，内壁光滑，并联成

墙（图6）。单元楼中每户均设有自己独立的通风井道，相互

并不干扰。垂直通风井在所服务的住户层中间被分隔成上下

两段，风口用百页遮挡。清凉空气同每个通风井的下段单向

向上流动，进入一户人家，而室内浊热空气被吸入上段通风

井后排出屋顶之外。为避免出风口空所倒灌，出风口设置风

帽。同时通风井高出屋顶部分，选用吸热材料，提高出风口

的温度，以增加风井的热压差。设计中可考虑将这种通风井

墙代替建筑的部分隔墙，位置与起居室或主卧室相邻，并尽

量避开结构的梁板，使它成为建筑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以上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集成应用实践中有关生

态技术探讨的很少一部分内容，生态住宅设计中的技术利用

措施很多，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只能选取其中很少但较具有

特色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提供大家讨论。 生态住宅是适

应21世纪的新型住宅，它将是更加科学化、技术化、生态化

和人性化的住宅。技术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它

有效的为生态建筑的决策提供依据，加深建筑对自然规律的

理解。科学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推动建筑社会功能的根本变化。技术发展引导和推动着

建筑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又给建筑技术以新的刺

激力和推动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