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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虽然我国有丰富的资源,但是,随着消耗量

的增加,会导致我国资源处在紧缺状态。不断的开发利用会导致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受到影响,资源浪费

是建筑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提倡绿色建筑理念,做好整体规划,提高结构性能,降低建筑资源消耗。建筑

业要想持续稳定发展,就应该在节能环保方面多下功夫,要有新设计意识,以绿色低碳节能为设计理念。

鉴于此,文章就绿色理念的建筑规划节能设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绿色建筑；建筑规划；节能设计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1 建筑绿色理念概述 

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习惯发生

改变,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环境。以往发展过程中,需要

建筑工程不考虑环保问题,致使工程完

成之后留下很多环境问题。随着时间推

移,环境问题已经对人们生活产生很大

干扰,环保问题开始逐步受到重视,绿色

理念地位逐渐上升,并延伸到各个领域

之中,建筑行业在这个理念的影响下,建

筑各个环节的环保性逐渐提升,建筑材

料的污染性大大降低、能耗减少。也要

分析建筑行为隐含的危险因素,以合理

的方式开展建筑活动,让建筑的使用功

能顺利发挥作用,进而让人和自然之间

能够和谐相处。 

2 绿色节能建筑设计的重要性 

工业改革以来工业社会的发展对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城

市化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社会发展水平

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于环境

的污染和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严重。如

果持续发展下去会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

成严重的威胁,在此时代发展背景下,绿

色节能理念和相关技术的应用发展势在

必行。基于绿色理念的建筑节能规划设

计是建筑行业响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

要途径,能够循环利用部分资源,降低对

于地球资源浪费和消耗,推动我国资源

节约型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绿色节能

理念和节能材料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合

理应用,能够保证建筑物质量的同时实

现环保节能的时代发展要求。 

3 绿色建筑规划设计的基本

原则 

3.1整体性规划原则。如果建筑物是

由环境及开发体系所组成的一个有机体

系,在对其加以设计的时候,要尽可能的

确保生态环境效益 大化。在规划设计

建筑时,要充分尊重周围的社会和自然

环境；除此之外,在设计之前还要对当地

区域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以期设计出

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建筑物。同时,还要充

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及新型环保材料,降

低建筑对周围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 

3.2宜居性规划原则。建筑物设计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居住、办公和生产,因此

其规划设计过程中应当坚持宜居性原

则。在建筑规划节能设计过程中,首先应

当充分考虑现有的资源条件,充分利用

有限的资源保障和提升建筑宜居性。其

次,对于建筑通风道、采光度以及采暖降

温而言,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必须对其进

行人性化设计。比如,污水、生活垃圾处

理,居住环境的舒适感等等,都在规划设

计范围之内。 

3.3节能性规划原则。节能型原则是

建筑规划设计中 重要的原则,在制定

建筑规划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地体

现节能的具体要求,这也是现代化建筑

发展的趋势。同时还要进行资源和能源

的开采和应用,有效提高控制资源、能源

的方法和效率。另外,在现代背景的影响

下,首先要做好节能工作,就是在建筑规

划设计的时候,采用太阳能板,将风能转

化成电能；其次还要尽量引进国外的新

技术,达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3.4和谐规划原则。建筑是人们主要

居住的场所,所以建筑生命周期的每一

个环节都有能源的消耗,能源的消耗在

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前提下,还需要和

社会以及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协调发

展。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就是低能耗、

低污染,所以绿色建筑生态节能设计的

原则也必须使社会、人类和自然三者可

以和谐共同发展,只有严格遵守这一和

谐原则,才能达到绿色建筑的真正目的。 

4 绿色理念的建筑规划节能

设计 

4.1节能建材的使用。随着科技的不

断发展,建筑行业也有了一些新的技术

与资源,提升了建筑材料的利用率。施工

企业应当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选

用适合的环保材料,还应当汇总当地的

资源情况,进行新能源的挖掘,保证节能

建筑材料的充足供应,确保节能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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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建筑的特性相匹配,保证节能建筑

材料能够发挥出其 大的作用,真正实

现建筑行业的节能环保。当前的建筑行

业已经将太阳能、地热等进行了广泛的

普及,在建筑设计环节也应当将节能因

素考虑在内。因此,应该加大对节能建

筑材料的利用,缓解社会对于能源的使

用压力,努力营造一个节能、环保的建

筑环境。 

4.2绿色环保设计。对于建筑节能规

划设计而言,必须要做好污水处理工作,

优化设计污水管道,尤其是市政排水管

道系统中沉淀池的设置,加强污水的沉

淀处理,确保污水排放符合规定的标准。

同时在设计中应科学控制噪声,选择绿

色建筑中所用的风机、水泵等设备时,

必须要选择低噪声型的设备,并在设备

设置中合理运用减震器或减震垫,或者

是将回风管消声器安装在空调设备中,

减少噪声和振动等问题。当然在垃圾处

理环节,应该采用袋装化的分类处理方

式,将绿色建筑节能中产生的垃圾统一

运至垃圾处理站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

垃圾的随意堆放,营造绿色、整洁、干净

的居住环境。除此之外,绿色建筑节能设

计中会产生诸多废气,而地下车库是产

生废气的主要地方,所以要合理设置废

气管道,将其设置于架空层顶进行排放。 

4.3混凝土设计。建筑计划的节能设

计的绿色计划必须基于特殊的工作方法

来实施。墙体的绿色节能设计主要是在

选择材料时要注意的问题,使用导热和

新型墙体材料可以提高墙体的导热性,

从而保持室内温度稳定性并减少能耗。

组合隔热的主要形式是内部和外部隔热

以及内部和外部隔热混合以及节能墙。

这就要求在实际施工中,要使墙的施工

质量 大化。隔热效果可以通过安装隔

热层来实现。这将减少能耗。 

4.4合理选择建筑物的朝向。如果没

有对建筑物的朝向进行合理设计,会增

加建筑的能耗,因此,在对建筑进行节能

设计时,需要对建筑的朝向进行合理选

择。我国的传统建筑是以南北朝向为主

的,以南北朝向为主的建筑能够充分发

挥其节能环保的效果,可以在 大程度

上对能源进行利用,减少能源的浪费。但

是现阶段,对现代建筑进行设计与传统

的建筑理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特别

是对建筑的朝阳设计,除了要考虑到建

筑的整体朝向之外,还要考虑到建筑周

边环境、辐射度以及风向等对建筑物能

耗产生的影响。因此,尤其是对高层建筑

进行朝向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对建筑物能耗产生的影响。 

4.5建筑采光、通风节能。居住区建

筑首先要充分考虑热舒适度,居住建筑

必须要有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 有

效的途径就是要保证合理的建筑间距和

科学的排列方式,建筑布局应当依据夏

季主导风向,具体设计方法可以有以下

几种：首先在保证容积率情况下,加大建

筑间距,创造良好的建筑采光通风条件,

同时可以提高居民良好的户外游憩环境

和景观体验。其次,考虑建筑立面和顶部

的处理,适当增加建筑迎风面开窗面积,

加大落地窗,提高建筑使用空间采光的

同时引入新鲜空气和创造夏季散热通风

条件,保证合理的经济性的前提下,抬高

建筑吊顶,增大建筑内部空间的通透性。 

4.6建筑布局的节能设计。整个建筑

规划的制定是施工单位应充分考虑的一

个问题。这要求在规划建筑物时对特定

建筑物类型,建筑物的地形特征和保护

条件进行适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朝

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节能计划。建筑布局

的节能设计包括很多方面,例如：提高建

筑密度,增加绿地面积,合理建立天然水

面等。施工团队还必须充分考虑用户的

需求,充分利用美化环境,消除环境噪音,

创建开放空间并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设计

建筑物。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建筑物的节能设计规

划中,通过整合绿色理念,可以提高建筑

物整体的规划设计质量,并为建筑物的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在绿色理念的实

际应用中,就要充分调查研究和实际的

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不能以套用公式的

方式运用绿色理念,只有因地制宜才能

发挥绿色规划设计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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