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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项目围绕地域性绿色文化建筑在被动式设计策略上的研究，分析国内外相关发展背景，探讨被
动式设计策略上的创新点与项目特色，并深入阐述绿色建筑理念，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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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passive design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green
cultural buildings，analyzes relevant development backgrounds at home and abroad，explores
innovative points and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in passive design strategies，and deeply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s，contributing to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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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发展背景
1、背景

1.1 国际背景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绿

色建筑和可持续建筑已成为当今及未来的主流。特别是 2000

年后，欧洲和北美等地区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管理方面

不断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和标准，如美国的 LEED（Lead

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和德国的 D

GNB（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chhaltiges Bauen）等。

这些标准强调建筑的能源效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人居

舒适等特性，使绿色建筑得到快速发展。

1.2 国内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

提出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为我国绿色

建筑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创新点与项目特色
1、创新点

目前有关绿色文化建筑设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

果，但是关于被动式技术如何有效地介入完整的设计过程并

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缺乏将定量分析作为指导绿色文

化建筑设计的辅助性工具纳入设计过程的研究。我国很多绿

色文化建筑在项目实践中采用的被动式设计策略缺乏创新，

缺乏对当地材料的合理应用，缺少对于文化建筑使用功能的

针对性
[3]
。

因此本项目的创新特色在于：

1.1 高舒适度

通过置入大面开窗、合理的布局朝向、冷热空气的分配、

模拟不同的风环境等被动式策略，改善室内居住质量。被动

式绿色文化建筑可在没有采暖设施的条件下，在冬季为人们

提供温暖的室内环境，将室内温度维持在 20℃以上
[2]
。结合

定量分析提出了从整体控制、平面组织到空间设计的分层级

的被动式文化建筑绿色设计方法
[1]
。这是一种将“绿色”作

为设计概念，结合计算机模拟技术，把被动式策略有效融入

常规设计过程的新的绿色设计方法。在减少能源消耗的同时，

满足人们需求，提高舒适度。

1.2 因地制宜

建筑材料的选取要符合当地环境及气候特征，就地取材。

如梁家山村的清啸山居民宿改造，将原夯土房上拆下来的土

料，重新夯筑作为墙体，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夯土材料的可回

收再利用特性，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乡村匠人的智慧和精湛的

传统建造技艺。再如虎峰山·寺下山隐民宿改造中，为保护

原夯土老墙，用极具现代感的钢结构和玻璃架空在老夯土墙

上，新建侧翼体量，实现了民宿中新老材料的对话。

1.3 提升建筑的使用效率

乡村文化建筑的建造和改造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和公益需

求，空间在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同时，也要保护当地环境。文

化建筑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能帮助村民

了解外面的世界。与此同时，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使

其收入构成多样化。游客满足了乡村体验，村民提升了文化素

养，农村增加了就业岗位，如此便能让文化建筑使用率最大化。

2、项目特色

2.1 置入地源热泵调节室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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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源热泵调节系统
以岩土体为冷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埋管换热系统、

建筑物内系统组成的空调系统。在冬天，1千瓦的电力，将
土壤或水源中 4-5 千瓦的热量送入室内。在夏天，过程相反，
室内的热量被热泵转移到土壤或水中，使室内得到凉爽的空
气。而地下获得的能量将在冬季得到利用

[4]
。如此周而复始，

将建筑空间和大自然联成一体。以最小的低价获取了最舒适
的生活环境。

2.2 电子变色玻璃
电子变色玻璃工作原理是电致变色效应，即在玻璃表面

加上一层电解质和一层氧化物导电薄膜，施加电压时使其发
生氧化还原反应，从而改变玻璃的颜色和透明度，既保证室
内光线充足，又能保护隐私，还可以有效阻挡紫外线和降低
室内温度，减少空调和照明系统的能耗。

2.3 风环境优化
建筑高处的窗作为排风口；中部的窗能够提供均匀的吹

风感；低处的窗则相对通风换气效率较低。通过不同高度窗
户的组合可以结合风压及热压作用，使室内得到良好的自然
通风

[5]
。

如下图：

图 2 不同高度的窗的组合对气流的影响

图 3 结合开启方式的优化的侧窗形式示意图
2.4 BIPV 的光伏电池组件
BIPV 系统的关键组件是光伏电池。由于它资源丰富，无

需运输，是可再生的绿色能源。因此，我国对于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在绿色建筑技术上的应用研究力度是比较大的，太
阳能蓄热、太阳能采暖、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建筑一体化都
是常见的太阳能运用方式。光伏电池发电的原理主要就是利
用硅的光电效应形成空穴电子对，在内电场作用下形成电流。

图 4 BIPV 的光伏电池原理

2.5 双层屋顶

屋顶位于建筑物的顶部，建筑内部的热气流上升，形成

“热压通风”，从而带走室内的热量。同时，屋顶部分也可以

运用一些自然条件对其进行降温隔热。双层屋顶的隔热原理

是利用中间夹层的气流流动来带走热量，从而达到降温的目

的，儿隔热效果的好坏与空气夹层的风速和高度是相关的。

实验表明，随着通风夹层的增高可以提高隔热效果，但超过

250mm 之后，效果不再明显。

几种屋顶通风组织方式：

图 5 通风方式示意图

2.6 冷顶策略

结合当地太阳日照角度，对屋顶采光进行合理设计，通

过建筑顶部三角形尖顶减去，做屋顶花园。夏季时太阳日照

时，会遮挡照射在屋面的日照，是室内温度降低。冬季时，

可用玻璃 将此空间封闭，形成玻璃房，白天储存热量，夜晚

热量散到室内。

三、绿色建筑理念
3.1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绿色建筑理念强调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在设计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建筑材料

的选择、施工过程的管理以及运营阶段的能耗控制，确保建

筑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环境的友好性。例如，选择可再生材

料和低碳材料，不仅有助于减少建筑的碳足迹，还能提高资

源的循环利用率。

3.2 人居环境的改善

绿色建筑不仅关注建筑本身的性能，更关注人居环境的

改善。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设计，可以提升居住者的舒适

度和健康水平。绿色建筑应注重室内空气质量、自然采光和

声环境等因素，创造一个宜居的生活空间。例如，设置适当

的绿化和水体，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能改善微气候，提升

居民的生活质量。

3.3 社会责任与文化传承

绿色建筑还承载着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设计

地域性绿色文化建筑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

尊重历史和传统，体现地方特色。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居民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还能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结论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下，地域性绿色文化建筑的

被动式设计策略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策略不仅蕴

含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更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和

深远的意义。通过结合当地环境、文化和科技创新，地域性

绿色文化建筑能够有效降低能耗，提升人居环境，推动可持

续发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策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积极推动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

宏伟目标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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