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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5_87_E7_A9_BA_E9_c57_644814.htm 摘要：建筑节能设计

是中国目前和未来建筑设计的方向。建筑节能是一个系统工

程，从建筑材料和制品的选择与生产、建筑规划与设计、建

筑施工技术与管理、建筑设备设计与选型，到建筑物在使用

过程中自然能源开发与利用，采暖、空调、照明等设备的能

耗节省，各个环节相互协调和紧密联系。分析了中国目前的

住宅建筑的节能设计现状，找出其在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节能设计原则和技术措

施。 关键词：建筑节能；节能设计；节能措施 一、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含义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1、节能的重要性

。中国建筑能耗约占全国总能耗的30％，建筑物保温隔热性

能很差，再加上供能系统的低效率，致使建筑物要达到规定

的舒适度，单位面积所需的能耗比同纬度发达国家高出3～5

倍。因此，生态住宅进行节能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节能设计的内容。建筑节能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建筑材料

和制品的选择与生产、建筑规划与设计、建筑施工技术与管

理、建筑设备设计与选型，到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自然能源

开发与利用，采暖、空调、照明等设备的能耗节省，各个环

节相互协调和紧密联系。 节能设计的原则在整个建设活动中

，通过综合衡量生态住宅小区各个方面，在不破坏原有环境

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自然资源耗费，将环境、气候等综合

因素转化为高品质的空间、高舒适度的环境和完美的建筑形

式。 二、居住建筑环境规划节能设计原则 （一）建筑规划节



能设计 （1）应优化建筑布局，提高住区风环境质量，达到

夏季通风良好，冬季局部最大风速不超过5m／s，建筑物前后

压差不大于5Pa，这样有利于减少住宅冷风渗透量，从而减少

住宅冬季采暖负荷，达到节能的目的。 （2）合理的建筑规

划设计，应注意尽可能争取到建筑物合理的间距、最有利的

朝向，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主导

风向，使建筑物冬季可以增大太阳辐射热，夏季可以减少太

阳辐射热，且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一致，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 （二）建筑物节能设计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建筑单

体节能设计主要通过构造、技术手段创造舒适的室内环境，

减少能耗，减少排放。应尽量增加房屋进深，控制其体型系

数，减少外表面与室外空气的接触就能减少散热，降低建筑

物采暖能耗。一般来讲，体积大、体形简单的建筑以及多层

和高层建筑，体形系数越小，节能效果越好。对夏热冬暖地

区，居住建筑平面布置，必须保证使一套住房内不同方位的

房间有流畅的气流，卧室、起居室应为进风房间，厨房和卫

生间应为排风房间，形成有利于夏季凉爽的穿堂风。这种采

用生态设计手段创造环境微气候的思想，是节能设计的重要

手段。 1、外墙保温隔热节能设计。冬季通过外墙散发的热

量，约为建筑物总散热量的20％，夏季通过外墙壁吸收的热

量约为建筑物总吸热量的30％。因此，外墙采取保温隔热措

施非常重要。外墙应采用传热系数小、蓄热能力及强度较低

的砌块墙体，如加气混凝土砌块；或采用新型节能复合墙体

材料，使建筑物外墙热工性能满足规定的节能标准。如外保

温、内保温、夹心保温和内、外混合保温。推荐采用外保温

技术，因为无论从保温效果还是从外墙饰面安装牢固度和安



全性考虑，外保温都是最好的外墙保温方式。据有关资料，

采用该技术，可使外墙传热系数降低到0.5W／m2℃。 2、阻

断热桥节能设计。热桥是热量传递的捷径，不但造成相当大

的冷热量损失，而且会有局部结露现象。因此在设计施工时

，应当对嵌入墙体混凝土梁柱，预制板接缝、外墙角、檐口

、勒脚、外门窗、阳台板、突出圈梁及构造柱等位置采取保

温隔热措施，将其热桥阻断，达到较好的保温节能效果。来

源：www.examda.com 3、屋面保温隔热设计。屋面能耗在围

护结构总能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应当重视其保温隔热

效果。屋顶应采用高效保温隔热屋面，一般而言，屋面的传

热系数小于外墙的传热系数，可根据屋面的形式，选用不同

的保温材料，其传热系数、热惰性指标应满足当地规定标准

；也可采用架空形保温屋面或倒置式屋面等方法达到提高屋

面保温隔热性能的目的。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可采取屋顶绿

化屋面、蓄水屋面、浅色坡屋面等措施来降低夏季太阳辐射

热，以达到节能效果。来源：www.100test.com 4、外门窗系统

节能设计。外门窗是建筑物热交换、热传导最活跃、最敏感

的部位，其保温性能和气密性能对采暖能耗有重大影响，是

墙体失热损失的5～6倍，因此应该是节能的关键部位，是改

善室内热环境质量和提高建筑节能的重要环节。为了减少外

门窗能耗，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可以通过提高门窗的气密性

、采用适当的窗墙面积比、加窗玻璃层数、采用百叶窗等措

施来提高门窗的保温隔热性能。 5、遮阳设施节能设计。遮

阳设施设计，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建筑遮阳是

传统的节能技术，通过降低太阳辐射过热和眩光改善室内环

境气候，提高室内热舒适性和视觉舒适性，最终达到节能目



的。遮阳设施分类方法很多，从安装位置分为外遮阳和内遮

阳。 三、居住建筑节能设计中有关技术的探讨来源

：www.examda.com 1、关于小区总平面的环境设计。经验表

明，建筑单体的居住舒适度和建筑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位

于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小区由于周围楼房林立，加之中心区的

地价高，开发商为了保证必要的利润，小区内建筑的密度也

大，因而徐州市中心区的几个居住小区，与城市边缘区的几

个居住小区比较，夏季不仅室外气温要高（1℃2℃）而且无

风闷热。 2、大进深的住宅有利于节能节地。目前的住宅设

计。为了采光的需要大都进深较小，通常在10m左右。炎夏

季度受太阳的辐射热影响较大，室内温度很快就上升到接近

室外温度，在夏热冬冷地区空调的使用率逐年上升。现行建

筑设计节能标准中规定了建筑体形系数的最大限值，其目的

也是为了减小阳光的辐射量。而减小体形系数的最有效的方

法就是适当加大房屋的进深。加大房屋的进深还有利于节省

建筑的用地，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节约土地资源也是我

们应尽的责任，因此希望我们的建筑师能向传统民居学习，

多设计一些现代的大进深的住宅。 3、合理设计住宅的朝向

。在小区建设中，住宅往往可以选择适合当地的最好的朝向

，一般是南偏东。这既有利于夏季主导风（东南风）的进人

，也有利于防止太阳的西晒，减小阳光的辐射热。但是在中

国的中小城市，在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当道路为南北向时，

临街的房屋则成为了东西向。次要道路两旁的建筑物通常只

能一层、二层为商业建筑，以上各层通常都是住宅，西向的

住宅整个下午都被太阳炙烤，因而对建筑节能十分不利，我

们应重视和解决这一问题。 4、建筑的绿化。多种一些树冠



面积大的乔木是十分有利的。但目前很多开发商为了省钱房

前种的乔木来遮阳光只有小酒杯粗，十年、二十年都难以长

成。建议乔木应首选速成的树，树冠面积的树种，最好是移

植已生长多年的高大的乔木。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有条件时

要尽量保留原有的树木。除了室外绿化以外，建议要重视建

筑屋顶面和墙面的绿化。特别是东西山墙可以种攀缘植物。

此外平屋顶上可开辟屋顶花园，也可以吸收大量的太阳对屋

顶的辐射热，有利于建筑节能。 5、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中

国近几年来，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正在逐步普及，一些品牌

和性能好的太阳能热水器，在中国可以做到年平均220天可以

供应热水，只有连续阴雨天才需要启动电力热水。利用太阳

能热水器不仅可供给热水节能。而且夏季有利于降低屋顶的

温度，建立一个节约型的社会，关系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和发

展，建筑节能的重点应该是住宅。 6、合理面宽与住宅层数

设计。一般来说，根据人的职业、年龄特征等，平均每天

约1/3～1／2的时间是在住宅内度过的，因此，住宅设计需要

考虑空间健康因素和生理健康因素。它包括清晰的功能分区

、适宜的空间尺度和无障碍的室内布置。起居、饮食、洗衣

等公共活动区，称之为动区；睡眠、学习、个人清洁卫生等

私密性活动区，称之为静区。平面布置除了要求动静分区外

，还要考虑它们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具体地说住户处应设置

一小门厅便于出入的人有存衣、换装、整容的地方，也使外

人不能窥视户内的活动与布置，保证家庭的私密性。 合理的

功能空间面积取决于必要的设备、设施、家具布置所需面积

、人体占有面积、生活或操作所需面积，将其综合进行合理

组织，求得一个符合居住行为的空间尺度。现行规范规定居



住层高一般不得低于2.50m（净高2.40m，《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1999）。根据这一规定，开发商已将其用到极限了

再经装修，加上吊顶、吊灯、吊扇、铺上木地板等，余下的

净高约只有2.00m～2.20m，再与宽大的空间相比岂不比例失

调？所以，对动区如大开间客厅，这样的宽高比确实使人感

到压抑，空气也不流畅，甚至有不安全因素（如吊扇），又

如何谈得上生态型、健康型、高舒适度、高功能配置呢？ 住

宅建筑层理想值：规范GB5009699（1-0.3）把住宅分为四档：

低层（一至三层）、多层（四至六层）、中高层（七至九层

）、高层（十层以上）。考虑城市规划、街景、用地规模、

投资、建设周期、抗震设防烈度以及不同时期建筑思潮等多

种因素，建筑层理想值很难形成统一标准。低层住宅有其使

用便利、投资少、周期短、管理简便等优势。而高层由于使

用系数偏低、设备复杂等等，往往不易被人们所接受。许多

设计需要在保证日照距离的前提下，提高高低层住宅的密度

，使之达到规划要求的用地指标，缩短了住宅间距，成为高

密度住宅区。 四、结语 我们的能源有限，需要大家共同去研

究，不断去探索，设计师应当在人居环境建设中积极承担推

动者和先行者的责任，为中国住宅建设的理性发展贡献力量

。只要我们勇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既

能把“节能省地型”工作做好，又能设计出高品质住宅，对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意史深远。 相关推荐：居住小区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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