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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8A_80_c55_88005.htm 针对传统设计模式很难适应生态

节能建筑设计要求的现状，五合国际借鉴国外经验，引入了

“整合设计”（IDP）理念，即在设计最初方案阶段生态节能

的专业人员就开始介入，提出初步的生态节能方案，并在后

续的设计中综合建筑、规划景观、结构、暖通空调、给排水

、建筑电气与楼宇控制、室内设计等各个专业，通过有机整

合和密切协作，综合采用成熟的高新技术及产品，形成一整

套生态节能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建筑

整体能量平衡系统的设计，设计人员用计算机软件系统对未

来建筑的室内外热工环境、能量平衡进行模拟计算，为下一

步各专业的深化设计提供依据。 四方面入手提高住宅舒适度 

合适的热工环境、空气质量、声环境与光环境是人们对住宅

舒适度的基本要求。因此，提高住宅的室内环境舒适度就要

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室内热环境的改善，主要通过

控制空气温度、室内物体表面温度、相对湿度以及空气流动

速度来实现。这不仅需要采用现代构造技术与材料，精心推

敲细部构造设计，同时需采用高性能门窗，特别是高性能玻

璃产品。 充足的新鲜空气原本是住宅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是

高舒度指标，但由于城市环境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

住宅通风成为居住生活舒适度的标准之一。如何满足健康的

新风换气量、过滤风沙尘埃成为住宅通风设计要解决的问题

。 对于噪声的隔绝，需要针对不同噪声特点，采用多种技术

构造解决。如可以采用高质量融声墙体系统或建筑构造上设



置绝缘层的方法。 随着居住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人工照明光

环境的舒适性、个性化、艺术品位及安全、节能等要求也日

益突出。影响光环境的因素不仅是照明强度，还包括日光比

例、采光方向、光源显色性、色温以及避免色眩光等。因此

提高住宅光环境的舒适性，需要对住宅光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 室内舒适环境研究新动态 在全球范围内，住宅产品生态节

能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是调动一切技术构造手段，达到低能

耗、减少污染并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二是在深入研究室内

热工环境（光、声、热、气流等）和人体工程学的基础上（

人体对环境生理、心理的反映），创造健康舒适而高效的居

住环境。 传统的中央空调系统，主要致力于控制室内温度、

湿度、噪声等物理指标。为达到室内一定的供暖和制冷要求

，以空气为介质，需将新风量3-4倍的室内空气循环使用，重

新加热或制冷并与新风混合再送回室内。不仅导致能耗的增

加，同时易产生噪声、风感等不适感觉，也增加了疾病交叉

感染的可能。 当前，欧洲新型生态空调系统则采用室内调温

与新风系统分离的方式，即楼板辐射与置换式新系统。技术

的研究和应用最初源于大型办公建筑，而将公建中成熟的技

术系统应用于住宅之中，需要解决住宅设计中一些特殊的问

题。 舒适节能高新技术体系应用 五合国际在深入研究国际先

进技术基础上结合在中国的实际工程实践，归纳总结了适合

中国国情的八大方面十八大住宅生态舒适节能高新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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