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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设计中的绿色建筑设计的发展趋势探究

苏 宁①

（江西省人防工程设计科研院，江西 南昌 330002）

摘要：随着建筑行业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对建筑设计的环保性与宜居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
以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分析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学设计中的应用形式，针对绿色建筑设计
在建筑学设计中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致力于将绿色建筑设计有效应用于我国建筑学的各个环节，顺应时代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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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开

始寻求高质量的居住环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

要性得以显现。绿色建筑设计既满足建筑行业发展、

城市建设和人们需求，又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质量建筑，有效节省资源，减少建筑工程对环境的

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1 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学设计中的应用
在建筑行业的发展与运行过程中，资源消耗量不断

增大，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我国需要对

各个城市的发展建设进行严格控制，实现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应在建筑施工建设过程中运用绿色设计理念，从

而形成多样化的绿色设计内容。

1.1 节能应用

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学设计中的应用，首先是绿

色建筑设计的节能应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绿色建筑设计中的节能生态因素产生较大的兴

趣。在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结合城市

的地形条件、建设规划、具体的设计方案图纸等，对

建筑物整体的通风、采光、保暖等性能进行合理规划

与设计，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充分结合绿色建筑设计理

念，全屋采用绿色照明设计方式，根据城市日平均照

射时长来增加自然光的照明作用，为建筑内提供凉爽

舒适以及明暗适中的居住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遵循绿

色建筑设计理念。

1.2 仿生应用

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学设计中的应用，还包括建

筑仿生设计技术，其本质是将建筑学与仿生学进行有

效结合，为满足生产需要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需求，从

而应用于建筑设计领域的先进技术。模仿自然界中各

种生物的生长习性、颜色变化、功能构造等方面，与

建筑设计进行完美融合，从而有效提升人们居住环境

的舒适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目前情况来

看，建筑仿生技术已经成为绿色建筑设计未来发展的

方向。例如：中国国家大剧院是典型的蛋形建筑，如

图1所示。

图1  中国国家大剧院

1.3 地域应用

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学设计中的应用，还可以通过

地域应用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设计人员对

不同城市的气候与地域进行深入分析，采用适合的技术

进行针对性的建筑设计，例如：在全年平均温度较低的

北方城市，可以创新绿色环保的供暖方式，充分考虑建

筑外墙的保温效果；在全年平均气温较高的南方城市，

则需要考虑自然资源的节约，完善建筑隔热、遮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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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收集等方面的功能。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绿

色建筑设计的地域应用技术不成熟，还需要加强这方

面的技术创新与研究。例如，年平均降水量较多的城

市可以采用雨水收集回收利用的方式，提高城市的水

资源利用率，具体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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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雨水收集回收利用工艺流程

2 绿色建筑设计在建筑设计中的发展趋势
2.1 凸显因地制宜原则

在未来绿色建筑设计的发展过程中，将逐渐体现

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合理性与适应

性。由于不同城市的气候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在各个城

市开展绿色建筑设计时，应充分结合其气候特征与生态

环境开展针对性设计，提升绿色建筑设计的实用性。因

此，因地制宜原则在建筑工程的设计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例如：在常年气温较高、光照强度较强的区域进

行建筑设计时，可以充分发挥遮光板、太阳能发电板等

新能源的应用价值，在建筑顶端安装太阳能遮阳发电

板，使其既可以起到遮阳作用，又可以将太阳能有效转

化为其他能量，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如图3所

示。在北方平均气温较低的地区进行建筑设计时，可以

充分发挥具有保温性能材料的价值，在建筑外墙施工中

加入保温性能好、隔凉、隔热的墙体材料或者铺设保温

板，提升建筑整体的保温性能，给人们提供适宜的居

住环境。

图3  超低能耗绿色建筑

2.2 绿色材料得到普及

建筑施工材料是完成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材料的发展与应用对建筑质量与功能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因此，在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整

体设计的绿色、环保和节能等性能，充分做好绿色材

料的选择与采购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绿色材料的

应用价值，有效降低资源与成本的消耗。在绿色材料

的选择过程中，既要考虑材料的绿色环保性，又要考

虑其节能性与可循环利用的功能，充分提升绿色建筑

材料的利用率。例如：在传统的建筑工程中，通常选

择钢筋水泥和管材作为建筑的主要施工材料，水泥、

石灰等材料的大量使用会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

响。因此，在目前的建筑工程中已经运用大量可再生

及低能耗的材料替代污染性强的材料，运用无害、可

降解的材料替代对人体有害的油漆、胶体材料，从而

有效节约时间与资金成本，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

2.3 再生能源广泛应用

绿色建筑设计主要运用太阳能、风能、热能等可

再生能源，结合建筑工程实际情况与需求，将这些技

术最大限度地运用到建筑设计中，使其替代原有能源

的消耗，充分深化节能减排的环保建筑理念，提高建

筑设计内容的合理性与适应性。同时，不仅要合理

运用可再生能源，还应该对建筑废物、废水等进行处

理，实现废料、废水的循环利用，并有效控制施工扬

尘及噪声，减小对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周边住宅

的影响[2]。

首先，对垃圾废物、污水的循环使用。由于建筑

施工过程中容易产生垃圾废物及建筑污水，因此在绿

色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将垃圾废物进行合理的分类、回

收，同时设置排水沟、洗车池等设施，实现水资源

的循环使用，如图4所示。其次，相关设计人员可以

在施工现场设置垃圾废物分类回收点，将可回收垃圾

废物进行处理并循环使用，有效减少垃圾废物胡乱丢

弃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科学、合理的

污水处理系统可实现对建筑废水的高效处理，使用进

气管、液体位置监测仪等先进设备对废水进行集中处

理，经过净化可以重新投入使用。
收集雨水

绿化、降尘、清扫

污水处理设备化粪池厨房用水

过滤净化

污水管道

隔油池 提升泵

补水

补水

冲洗卫生间生活用水收集

图4  建筑工地污水循环系统



·009·

施工技术与工程实践

对建筑扬尘、噪声进行合理控制。在建筑施工过

程中，扬尘和噪声是最常见的污染，需要对其进行充

分控制。一方面，对运输垃圾废物及渣土的车辆进行

覆盖，对颗粒态材料进行集中密闭存放，促进施工现

场周围的绿化建设，有效减小扬尘对环境的破坏。另

一方面，在施工现场四周设置噪声监测点，按照《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 —2011）

进行监测，具体噪声限值如表1所示。
表1  施工现场噪声限值表

施工阶段 主要噪声源
噪声限值（dB）

白天 夜间

结构阶段 混凝土罐车、地泵、振捣棒、钢结构施工磨光机等小型机械、电锯等 70 55

装修阶段 电锤、电锯等手持电动工具 60 55

2.4 打造绿色建筑布局

在绿色建筑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中，将越来越讲

究建筑的经济合理性，致力于打造绿色建筑布局，通

过建筑平面设计与建筑采光、通风设计两方面体现绿

色建筑设计理念。

（1）建筑平面设计。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平面设

计工作时，需要确保建筑朝向与布局的合理性，依据

“坐北朝南”的设计理念，保证建筑施工完成后能在

室内获得充足的阳光，为人们提供舒适的宜居环境。

同时，还应合理利用建筑周边的生态绿化资源，提供

良好的生态环境，如图5所示。

图5  绿色环保建筑设计理念

（2）建筑采光与通风设计。绿色建筑设计需要对

建筑周边的环境质量进行合理控制，使建筑的采光与

通风情况满足人们居住的需求，从而促使绿色建筑设

计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确保建

筑保持自然通风，维持室内良好的空气质量，使居住

者处于舒适、健康的环境中。同时，由于现在高层建

筑数量逐渐增多，在对较高楼层进行建筑设计时，需

要避免热辐射与阳光辐射对室内造成的影响，结合不

同城市的日照时间及气候特点，对建筑的采光进行合

理布局。

2.5 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在绿色建筑设计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遵循生态环

保、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应用大量先进技术与新

型建筑材料，从而促进整个建筑行业的经济发展，推

动行业的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随着我国在绿色建筑

方面的政策及行业标准逐渐完善，需要建筑设计企

业对绿色建筑设计相关内容加强创新和优化意识，在

设计内容时合理应用新型材料，开拓设计师的设计思

路，打破传统的设计观念。同时，由于新型材料被大

量使用，建筑行业朝绿色化、环保化、可持续化的方

向发展，转变整个行业的运营模式，促进行业的经济

发展。此外，吸引越来越多的专业性人才可使社会对

绿色建筑设计人才加大培养力度，形成学校、社会和

企业三方面的良性循环机制[3]。

2.6 制度规范不断完善

为使绿色建筑设计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各级地

方政府部门应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制定配套的法

律法规与地方性鼓励政策，为建筑企业运用绿色施工

材料及技术提供有力的保障。我国应加大对绿色建筑

设计方面的资金投入，鼓励建筑企业运用绿色施工材

料与技术，同时根据鼓励政策弥补企业在这方面的成

本支出，促进绿色建筑设计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

在绿色建筑设计的实践过程中，必须遵循绿色建筑设

计制度与规范，管理部门对建筑设计工程进行检查，

及时查缺补漏，有效促进绿色建筑设计稳定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设计已成为现阶段推动建筑

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首要任务，其对整个建筑行业

甚至整个社会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可再生能源

的广泛应用能减少能源的浪费，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建筑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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