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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司长、著名建筑专家窦以德谈住宅建筑规范 公共建筑节

能标准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执行。而有关住宅节能、省地、

环保、安全及质量一系列方面的《住宅建筑规范》也已进入

最后修编阶段，有望年内推出。建设部勘察设计司原副司长

、著名建筑专家窦以德近日表示，这是一部强制性规范，涉

及面更广，影响更大。仅从征求意见稿来看，除汇集了已颁

布的有关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外，也有许多内容颇具新意，为

以前规范所没有。他预料，这部规范一旦颁布实行，将对住

宅建设领域从规划设计到开发建设，乃至物业管理及建材生

产都会带来很大影响。 节能不是新问题 窦以德说，我国从上

世纪80年代就将节能列入政府议事日程，并且制订了相应的

行政措施与技术管理体系。记得那时国家计委曾发文认定，

建筑能源消耗在国民经济运行能源消耗中占据半壁江山达数

年之久，并要求相关部门就此采取措施，实现建筑节能。这

表明节能一直是我们的国策。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如是。特别

是那些比较富裕的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

都真切感受到了能源危机，于是痛下决心，把节能问题逐一

落到实处。例如在德国，其为节约因采光、供热所消耗的能

源，特意强调建筑要避免大进深，尽量做到自然通风、采光

，这些都写在了德国的建筑规范中。 建筑外围护结构岂能“

画这张皮” 近年曾多次参与一些国家康居示范工程之类项目

考察，并参与推广住宅节能产业化工程技术的窦以德认为，



目前有些现象值得深思。例如，开发商总怕多花钱、多费事

，增加了成本，又怀疑这些“努力”不被市场和消费者认同

，一谈建筑节能就踟躅不前、瞻前顾后；而不少建筑师则对

此没多大兴趣。实际上建筑作为一个合格产品，其不单是要

好看，更要好用，即一定要达到标准的建筑物理性能。而在

各种性能指标中，对人的使用影响最大的就是声、光、热的

性能，而这其中，参与社会生产大循环的主要性能就是热。

这些年来很基本、很重要的建筑性能，多年来反倒坐了冷板

凳，本是建筑热性能的重要组成部件的建筑外围护结构，在

许多人眼中（包括建造者、建筑师和城市管理者，甚至一般

市民）都成了描摹建筑形象、美化建筑的一层皮，为了画这

张皮，可谓倾尽心血，并引发了多年学术争论，而其最基本

的功能，如隔热、保温、防水、隔声等等反倒为人所忽视。

这也是造成今天政府痛下决心要抓建筑节能，而我们在技术

上并无可操作实行的成套系统的原因之一。就连要编一本针

对性强、指标既先进又可行的技术规范，也是捉襟见肘，这

也是没有长期扎实地进行科研投入的结果。 “换言之，建筑

本应就该这样建造，本应具备这些性能，只是由于多年来我

们工作的疏忽，认识的错位，颠倒了主次，模糊了本质才致

于此。”窦以德与同行交换意见时经常把这些不合格的建筑

比为有残疾的产品，暂且不谈高性能，但至少该是健康的。 

期待中国建筑新气象 西方近年来出现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

的生态、绿色建筑等诸多理论、流派主要也源于对地球上人

类生存环境的全面反思而兴起。窦以德指出，如果我们今天

能集中精力在“不得不为”的建筑节能大题目下，在建筑科

学研究方面实实在在下番功夫，其结果不但可以达到节能的



目标，为国分忧为民造福，说不定中国建筑的一种新气象也

就随之而生了。之所以这样想，皆由于国情所限，中国必须

执行较其他一些国家更为严格的节能标准。中国地域辽阔，

既有需保温隔热的地区，又有干热湿潮需通风遮阳的地区，

而这都是建筑师们大有可为之处。总之，这些都可能使我们

从一个关键方面找到中国现代建筑设计创作的新路径，而不

必只是在“画皮”上做文章，这是因实行建筑节能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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