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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9_B2_E5_BB_BA_E7_c57_646883.htm 本文就绿色建筑设计

以及在实践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主题，建筑

技术科学的发展，赋予建筑室内外物理环境全新的涵义。绿

色生态建筑GreenBuilding在西方国家蓬勃兴起，近年来，随

着全球能源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

推广，绿色建筑设计越来越引起广大建筑工作者的重视。 1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及其原则 1.1绿色建筑设计理念 1节能能

源资源：充分利用太阳能，采用节能的建筑围护结构以及采

暖和空调，减少采暖和空调的使用。根据自然通风的原理设

置风冷系统，使建筑能够有效地利用夏季的主导风向。建筑

采用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平面形式及总体布局。 在建筑设计

、建造和建筑材料的选择中，均考虑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处置

。要减少资源的使用，力求使资源可再生利用。节约水资源

，包括绿化的节约用水。 2、回归自然：绿色建筑外部要强

调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和谐一致、动静互补，做到保护自然

生态环境。 3、舒适和健康的生活环境：建筑内部不使用对

人体有害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室内空气清新，温、湿度

适当，使居住者感觉良好，身心健康。 4、绿色建筑的建造

特点：对建筑的地理条件有明确的要求，土壤中不存在有毒

、有害物质，地温适宜，地下水纯净，地磁适中。 5、绿色

建筑应尽量采用天然材料一建筑中采用的木材、树皮、竹材

、石块、石灰、油漆等，要经过检验处理，确保对人体无害



。 6、利用可再生资源：绿色建筑还要根据地理条件，设置

太阳能采暖、热水、发电及风力发电装置，以充分利用环境

提供的天然可再生能源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世界各国对建

筑节能的关注程度正日益增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建筑使

用能源所产生的C02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来源。节能建筑成

为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建筑也应运而生。 1.2绿色设计

建筑原则 绿色设计是一种集成设计，即设计方法集成和设计

过程集成，它具有较强的多学科交叉特性，其设计应综合考

虑生态、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关注环境保护和材料资源的回收和重用，减少废弃物

，贯彻环境保护的原则。 1、遵循生命周期设计原则二设计

综合考虑人居环境的调研、规划及设计、建筑的施工与使用

、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材料回收与处理等生命周期中各环节

对环境及人的影响的设计方法。 2、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思

想：人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追求高效节约不能降低生活

质量，牺牲人的健康和舒适性为代价，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

思想。 3、利用并行工程技术，强调整体的生态设计思想：

把并行工程设计的技术运用到人居环境的设计中，综合考虑

人居环境的绿色设计中的各因素，并在设计过程中随时在各

环节间进行信息交流和反馈，实现多因素、多目标、整个设

计过程的全局最优化；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要遵循生态化原

则，要节约能源、资源、无害化、可循环。 2、绿色设计存

在的问题 目前“生态景观设计一一绿色设计”已经成为设计

界的时髦口号，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管理层错误地认为“

景观即绿化”“绿化即绿色”.至此出现许多问题，使实践中

的“绿色设计”并不乐观。 2.1概念区别不清楚 目前理论界和



许多一线工作者对传统的“绿化”设计与绿色设计概念的区

别认识不清，在许多场合将二者混为一谈，由此导致实践中

的混乱。在一些标榜“绿色设计”的居住区的景观建设似乎

只需搞好绿化就万事大吉，毋需在费心思琢磨其它的构景要

素。因而不能在生态意义上起到积极的作用。而绿色设计含

义远较“绿化”更广泛且深刻，它更多地与生态系统、大地

景观、整体和谐、集约高效、生土技术等概念相联系。即便

仅就住区中的开敞绿地而言，整体网络体系必须与动植物群

体、景观连续性、城市风道、创造微观气候等诸多因素相吻

合，才真正具有绿色设计的意义。 2.2实际操作的矛盾 绿色设

计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未来而言的，因此只有从大地环

境整体上实现才能称是真正的实现，然而在现实中，宏观的

绿色规划常常在微观开发中被肢解，反之一些局部地段或单

项建筑对绿色设计的精心追求，却又被周围恶劣环境所消蚀

。另外，图纸设计与实际操作也存在矛盾，一方面甲方出于

造价的原因或是对图纸中景观设计的重要性的忽略和草率理

解，蓄意削掉了这一部分而代之以随意的绿化。另一方面，

也有些设计师为了美化图纸而在纸面上做了不符合实际的夸

张的、难以实现的配景。总而言之，绿色设计在整体实现与

局部操作间的矛盾难分难解。由此可以印证大力发展以建筑

、城市规划与风景建筑学为主干，多学科交叉共融的人居环

境，在混沌中创造整体的协调美，这是建筑学科发展的必然

趋向。 2.3利益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因一时的利益驱动一味地吸

引投资，引起土地利用的无序化；重要的敏感项目缺乏环境

影响论证，致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市场经济体系下，强制

性的手段和道德上的约束在转换成市场价格信息方面总是功



能极为脆弱，可以说，利益驱动的问题是阻碍绿色设计事业

上的一个显在的制约因素。 2.4理论与实际脱节 绿色城市、生

态社区的研究需要横跨多个学科系统，其理论建构并非易事

。而时下建筑界理论研究与实证操作的脱节则是另一个显在

的问题。这将在客观上不利于理论的发表以及在实践中的探

索和推广。 2.5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问题 这是一个在规划及建

筑领域内长期存在的问题，而由于绿色设计比以往任何理论

和思潮都更为明显地与伦理道德相联系，就使得当代规划师

和设计者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变得更为重要。绝对

的经营意识或者放弃责任的自我消解都不是事业所需，理想

环境的现实将在我们描绘的蓝图上展开，这取决于设计者的

思想、知识、判断和决策，也取决于我们的职业良知。 3、

绿色设计时要注意的五各方面 健康建筑的设计应当包括五个

方面：居住人的健康；能源效率；资源效率；环境责任；可

承受性。 3.1人的健康 人的健康涉及室内空气质量、水质量以

及诸如光、噪音和电磁场辐射等背景因素。 1、室内空气质

量 设计健康建筑应遵守以下原则：减少污染物：排除污染物

；用新鲜空气稀释室内空气。（1）减少污染物：（2）排除

污染物：（3）稀释室内空气： 2、水质量 湖河表面水以及和

喷泉等地下水受到工业和农业的污染，引起了人们对饮用水

质量的关心。要尽量采用市政水，无市政供水时才进行除菌

处理。除菌技术有氯化、碘化、蒸馏、陶瓷过滤器过滤、紫

外线照射、臭氧清毒。 3、光、声和辐射：（1）光：（2）噪

音；（3）辐射 3.2能源效应 提高房屋能源效率的措施主要有

：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改善围护结构；改进加热、冷却和

气候控制系统；降低电灯和设备的能耗等。 1、材料中的能



耗；2、建筑物的设计；3、加热、冷却和通风用能；4、可再

用能技术；5、电耗和高峰能耗；6、节能效果。 3.3资源效益 

有效的房屋设计可减少对工地、林木、煤炭、石油或与水有

关的原材料的需求，缓冲对环境的压力。有效地建造方法可

减少废料。 1、材料；2、建设废料的再利用；3、水。 3.4环

境责任 环境责任意味着优化宝贵资源的利用，降低材料和产

品的消耗。 1、散发物和燃烧副产物：2、废水和污水：3、现

场规则：4、废料的处置 3.5可承受性 1、可购性：2、建筑的

可行性：3、话应性：4、可上市性 相关推荐：#0000ff>绿色建

筑施工优化浅议 更多推荐：#0000ff>2011年注册建筑师考试成

绩查询时间汇总 #0000ff>2011年注册建筑师考后真题及答案交

流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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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