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技术与应用 

 37 

工程技术与发展 

 

解析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技术优化结合 

陈滔  李超越  吕永美指导老师 

江西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摘  要】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在当前形势下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这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对我

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我们的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空气质量日益下降、各种资源逐渐匮乏，这些问题逐渐让每个人意识到生

活质量和周遭环境的亟待改善。从建筑层面来看，绿色建筑的发展能够作为城市环境改善的其中一个环节，建筑的绿色环保也已然成为该

行业前进的目标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回到现实中，绿色建筑设计在我国的发展前景虽然明朗，但目前的一些建筑设计现实却仍然存在许多

弊病，开展工作时往往缺乏果敢的决策者和高效的执行力，工作中常常存在职能混乱等问题。本文中针对一些建筑设计领域未来绿色建筑

设计的展望和目标，提出现阶段下该行业的一些不足之处，从而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旨在促进我国绿色建筑领域的未来获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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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领域，作为从业人员的目标除了建设适宜居住的空间环
境外，还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建筑设计的考虑范围内，这也就是
绿色建筑设计的内涵所在。从个体角度出发，将人的体验和感受作
为建筑设计的首要目标，不仅要让建筑设计处处体现出宜居的特
点，还应当将环境保护纳入考量，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才能切实
的将环境保护落到实处。为了更好地破解建筑在设计上和技术手段
中的相关性，并在居住需要、室内体验以及设计细节等之间找到中
间点，进而能够让建筑整体富于观赏性的同时，又能够确保建筑室
内体验的舒适感。这一特性满足了绿色建筑的要求，并且从某种程
度上说，能够更好地保障各类建筑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无论如
何，在将绿色建筑设计作为目标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绿色指标，如
何将建筑的功能与形式完美融合，如何将经济性技术手段加以利用
等等问题都是设计中的根本，也是一个建筑设计公司所期望解决从
而提高行业内核心竞争力的指南。 
一、绿色建筑优化设计 
（一）规划阶段 

在规划时，设计者需要观察建筑周围的资源特质，同时建筑所
在地区的气候特点也同样重要，在周围环境情况观察记录后，同样
也需要运用软件模拟技术，在朝向等基础的建筑设计上确定具体方
案，从而实现自然资源条件与环境结合最优方案设计。另外，在规划
时序问题上，需要注意在建筑施工前期应当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规
划，并且需要和多方协调，从而作出各方满意并且认可的规划方案。 
（二）气候条件和适应优化 

当前建筑领域中对绿色建筑设计的热度空前，设计师通过不断
学习各个地区在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下的优秀建筑案例，分析在气
候条件差别巨大的情况，设计者如何能够通过建筑设计将气候特色
充分与建筑本身相融合。这一问题往往需要设计者从过的角度和层
面进行考量，例如建筑的室外环境特点、建筑本身的构造理念、建
筑所处地区的人文特色等等都在这一考察范围之内。 

事实上，当一栋建筑被人们冠上好建筑的名号时，这一建筑必
然是秉承了环保理念的，并且，这一建筑还需要结合当下地点的人
文风情，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相融合，再利用设计者的巧思将其通过
一定的建筑艺术形式加以表达。 
二、设计与技术优化结合 
（一）太阳能利用技术 

在一栋建筑中，太阳能的利用不可谓不重要，以我国现有的绿
色建筑为例，骑在太阳能资源上的热能利用充分体现出了绿色建筑
的内在含义。在现在技术中，太阳能往往与新型蓄热材料相搭配，
辅以绝热材料，最终能够使建筑内部没有过多热量渗入，同时在需
要热能时其储量能够满足所需，既可以在白天艳阳高照时段防止热
量将建筑内部的不断输送，又可以在夜晚需要热量时及时输送。另
外，还可以利用建筑的设计规划增强建筑内部的通风性能，从而满
足建筑居住者的宜居要求。 

（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通过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等一系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设计者可以充分结合建筑周边环境特点，开发出与建筑所处区位相
协调的光电存储设施。为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资源，可以在建筑的
屋顶以及外墙面设置太阳能板，从而利用太阳能进行发电，可以供
建筑内部、地下空间的电能使用。 
（三）集成技术 

这一技术在绿色建筑中尤为关键。在一般的建筑中，由于各个
部分虽然具有相关性，但同时也具有各自独立的效能，但在绿色建
筑设计中，各种技术的应用应当尽可能发挥其最大效能。因而，要
让各个部分完全协调，在构建居室内各类装置时，要确保其联动性。
能耗体系的建设应当无一遗漏的对建筑内外各个电器参数加以管
控，譬如空调、地热、排风扇等各种设备的信息要做到实时更新，
并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建筑内部耗能电器汇总，进而进行建筑的节能
优化设计。 
（四）可持续生态技术 

该项技术的重点就在于对于可再生材料的再利用，主要应用于
绿色建筑的外部环境创设。建筑外部景观的设计可以从水体布景、
植被绿化等等展开，在外部地面道路铺设和灯光夜景等景观的设计
上，可以利用建筑物本身设计中的节能技术，为外部景观提供电力。
路面材料的选择可以进一步储备自然资源，进而为建筑物的生态条
件创造打下一定基础。在其他小微景观的设置上，需要将地区文化
和历史相融合，并且满足建筑周边人居活动的需求。在这一基础上，
进行绿色立体网络设计，墙面利用分层技术，充分采光，并利用各
个层次进行花卉种植，从而让普通墙面与绿化完美融合，既满足了
绿色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满足物质景观的观赏性能。 
结论： 

总而言之，绿色建筑设计需要考虑多方面，在进行此类建筑设
计时需要比普通建筑设计增添更多细节考量。在绿色建筑设计的过
程中，一幢建筑性能的优劣与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状况息息相
关。现阶段，我国各大城市对于环保的呼声愈发高涨，在绿色建筑
设计的呼声愈来愈恶搞的当下，作为一名从业者，理应需要不断追
求如何将人居环境与绿色生态完美融合。这一现实需求并非意味着
昂贵建材的使用，而是通过对建筑环境的充分考察后，设计者能够
最大化开发自然效益，让建筑从自然中来，回到自然中去，最终让
建筑本身与自然和谐相处，让城市获得长足的未来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荆可歆. 解析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技术优化结合[J]. 建筑设
计管理, 2016(3):92-96. 

[2]罗贤杰 . 解析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技术优化结合[J]. 绿色
环保建材, 2018. 

[3]及有龙. 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技术优化结合解析[J]. 住宅与
房地产, 2017(17):123. 

陈滔学号 2016032866；李超越学号 2016030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