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3)2022,4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21

住宅建筑设计中节能减排设计分析

蔡 波

中衡卓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  401122

摘 要：住宅用地在众多的建筑用地中占有较大使用比例，在住宅建筑中采用节能减排的设计，可以有效降低住宅建筑对环

境的污染，在保持住宅建设实用性的前提下，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使用可降解的建筑材料，在建造建筑的过程中，

也不会进一步加大环境的负担。建筑行业可以处于长期、持续、良性的发展状态。住宅建筑和人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采用

节能减排设计的建筑，相比较于其他的建筑，更能够获得赞誉和好感，也会得到同行的认可。因此，分析在住宅建筑中加入

节能减排设计设计，是当前住宅设计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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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科技技术步入全媒体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件小事将会得到无限放大。而住房建筑一直是一个讨论热

度高居不下的话题，不仅是民生话题总是离不开住宅建筑的

身影，而且在环保话题中也坐拥一席之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常是伴随着大量的能源消耗，虽然中华大地地大物博，但

是我国也面临着能源危机。建筑行业是参与大量能源消耗

的一员，但是也是一支能够凭借一己之力的节能减排的潜力

股。购房群众对节能减排的住宅建设要求，是指在不影响周

遭社区基础建设的基础上，整合利用已有的资源，有效降低

住宅建筑的耗能，提高建筑材料的利用率。合理的节能减排

设计，不但可以提升居住者的幸福度，而且可以有效地改善

环境。

1  住宅建筑设计的标准规范

住宅建筑设计针对不同的服务人群来设计，所对应的

建筑规范存在着不同的差别。设计标准中参考基础的地形结

构、水文特征，再结合有害物质、电磁辐射、噪音、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医院、学校、交通）等进行设计。尤其注意针

对老年住宅有一定的规定：老年住宅冬日日照不得低于2h的

标准；在旧区改建项目内的住宅日照标准可降低，但不低于

大寒日日照1h的标准。

2  住宅建筑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住宅建筑无法满足住户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爱护地球的理念渐渐深入人

心，国家对住宅建筑的的节能要求逐渐提高。首先，住宅建

筑中水电消耗量大，增加了住户的生活成本，也并未在在住

宅建筑设计中贯彻执行节能减排的措施，让住户对整个建筑

行业的信心减退。其次，多数大面积建筑，存在采光不足的

问题。房间中没有日照，这样的住宅明显与大多数住户的意

愿相悖，无法满足住户需求。最后，考虑排水设计方面，卫

生间的干湿分区处理状况。卫生间中应该将洗和浴的部分进

行分开处理，在淋浴之后将卫生间中的洗衣机、座便器打

湿，会为住户产生多余的烦恼。

2.2  周边环境与住宅建设相违和

修建住宅建设是一种人为改造现象，因此在整个设计过

程中必定要考虑周边的环境，让住宅建筑与周边的环境相互

适应、相互调节。使住宅建筑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住宅建

筑的设计理念需要充分考虑建筑周边的环境的特点，使其与

周边环境形成一致。一件糟糕的建筑设计破坏了周边自然环

境的融洽性。相反，优秀的住宅建筑不但能够提高区域环境

的整体美观性，而且还能够给住户带来舒适宜居的感受。

3  住宅建筑节能减排设计的要点分析

3.1  节能减排建筑设计的原则

3.1.1  保护环境原则

节能减排建筑设计的核心意义就是保护环境，这点也

适用于整个住宅建设行业。在开始动工以前，住宅设计师首

先要对建筑区域的土地认真勘测，整理出详尽的数据。根据

详尽的参数，再利用专业的建模工具，制作出供参考的3D模

型。最后再制定具体的住宅建筑节能减排设计。依照建筑材

料、外观评定该建筑的整体设计理念。保证周遭环境最大程

度上维持原生态的水平，降低施工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3.1.2  低耗能原则

低耗能是指在人们的住宅建筑中，在不干扰正常的住宅

基本使用的情况下，与之前的住宅能源消耗节约一些能源消

耗量。热能损耗是住宅建筑中能量损耗的主要原因，这一点

在传统建筑设计中体现的更为明显，是整个住宅建筑节能减

排设计中的痛点。如果将节能减排设计严格按照低耗能原则

设计住宅建筑，良好地控制建筑地整体热能总数，与普通住

宅所消耗的能量比较，总量消耗变少了，但是依旧可以维系

良好的住宅生活环境。

3.1.3  节约能源与资源再利用原则

节约能源与资源再利用原则，强调住宅建筑的建设将消

耗大量的资源，如果将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例如：住宅建

筑中使用太阳能、风能这些可以循环利用的资源，以合理的

方式保护自然能源。现阶段，我国的人口总数依旧呈现总体

增长的趋势，能源的需求量依旧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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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纸的时候，应该慎重考虑到这个问题，重视能源使用

问题。 节能减排建筑设计理念给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是也是“跳一跳”就可以够到。在住宅建筑内部设计

新的节能减排的资源循环使用系统，提高建筑物的实用性，

减少能源的浪费[4]。

3.2  节能减排建筑设计要点分析

3.2.1  土地资源应用最大化

尽管土地沙漠化得到了治理，但是土地资源依旧是宝

贵的财富。如何合理地规划土地的使用，将土地资源利用

率达到最大话，是建筑节能减排设计的一个问题。如今，

高层建筑和小户型的配合设计也是为了合理化地运用土地

资源。第一层考虑的因素是，尽可能地减少住宅建筑地土

地资源的占有量，凸显出节能减排设计的优势，来应对土

地资源稀缺的问题。第二层考虑的因素是响应因地制宜的

国家政策，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建造住宅建筑，设计

出独具一格的建筑。合理贯彻节能减排的设计理念，保证

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3.2.2  朝向设计

住户在选购的住宅时，必要考虑因素其一就是——建筑

的朝向规划。合理的采光设计、建筑的整体形态、容积等因

素都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结合周边环境准确安排建筑朝向。

自然光和自然风这样的自然资源，好好利用，可以减少住宅

建筑内部的照明设备、空调、暖气等设备的使用频率，从而

从细节上做到节能减排。利用自然环境做出最符合该住宅建

设的综合朝向设计。

3.2.3  采光设计

在进行采光设计的时候，微妙地平衡自然采光和人工照

明。光照部分多数以自然光源为主，减少人工照明设备的使

用频率。自然光源有着属于它独一无二的优势，让人的身心

健康得到裨益，更快速地缓解人的疲惫感，也不存在电能辐

射对人体造成的负面影响。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具有杀菌的作

用，能够杀死室内和床上用品的螨虫等，净化室内环境和调

节人的心情。不突兀引入自然资源途径存在多种，首当其冲

地是透光玻璃和安装窗户反射装置。这两种装置可以作为广

电照明系统地重要组成部分，为住宅建筑的节能减排工作，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能够进一步达到住宅建筑节能减排的

目的。为了实现生态节能减排的目的，还可以提高LED发光

二极管的使用率加以实现。整个使用过程中，能够彻底解决

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并且LED发光管也是绿色生态光源的重

要象征。综上所述，以上两种采光策略能够有效提高住宅建

筑内部自然光线的利用率，有效改善采室内光环境这也是建

筑内部采光设计的主要努力方向。

3.2.4  通风设计

“南北通透”是住宅通风选择的标准之一。首冲其次，

是考虑自然风的利用，节省了电力和机械资源，将住宅建筑

节能减排的目的发挥到极致，同时住户还能够享有微凉爽快

的自然风。将住宅建筑的上部加入风口设计的元素，让住宅

建筑的中间部分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风可流动的垂直空间，

可以快速提升建筑物整体的通风功效。考虑到室内通风效

果，设计人员将依据住户的身高、睡眠习惯设计出风口，控

制室内与室外的空气对流效果。

3.2.5  雨水收集系统应用

雨水收集系统主要分为雨水收集和二次利用，同时实现

节约能源和水资源循环使用的目的。雨水是比较干净的天然

水资源，用于绿化浇灌、道路清洁、车库清洁等途径。雨水

收集的主要来源是屋顶和水泥地面等部位[3]。

3.2.6  选用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是消耗大量能源的产物。同时由于这些材料

是化学合成产物，会长期暴露于风霜雨雪之中。当材料外层

的保护膜被腐蚀脱落时，里面的化学物质会和外界空气发生

化学反应，释放出有害的气体，例如：甲醛。一些混凝土还

会释放出氡气。这些气体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环境污

染，而且还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因此，在节

能减排的住宅建设设计中，必须选择绿色环保、低碳低耗能

的建筑材料。同时还应该尽量兼顾室内和室外的建筑美观

性，也要确保周围的生态环境不会遭受太多的破坏。

4  住宅建筑设计中节能减排的应对对策

4.1  以市场需求为主导，满足住户需求为先

住户对于建筑住宅的需求变换多样，但是首要要求依

旧是舒适安全，但是节能减排，绿色居住的想法也是不可忽

视。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房屋设计者一定要充分考虑市

场需求，做详细的市场调研，最终设计出符合住户心理预期

的住宅建筑，这样才能推进建筑行业的前行发展。例如在室

内设计中，房间结构排布因人而异，但是基础使用功能相差

无几。采光设计应放在首要位置，最大限度地让每个房间得

到充足的光照。可以通过在客厅设计上降低窗户底层这一措

施，扩大光照面积。通过这些细致的设计带给住户更好的入

住体验，满足住户的需要。

4.2  参照周边环境提供完备的公共设施服务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环境的设计原则。充分利

用已有的自然条件，降低建筑成本。在住宅建设周围提供大

量的绿地，建造娱乐休闲场所，满足住户户外休闲的需求。

同时，住宅的选址尽量远离噪音污染区，选择空气质量优良

的区域。

4.3  具体节能减排设计措施

装配式建筑设计通常采用预制构件在工地上装配而成

的建筑。这样的建筑有利于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环保建筑

设计。节能减排建筑设计方向为屋面节能、墙体节能、门

窗节能。

4.3.1  屋面节能

屋顶是建筑物的外围，室内室外的温度差很大程度上是

由屋顶所决定。屋顶所减少的温差耗能，远远超于外墙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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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以，增加住宅建筑保温隔热的功能，设法提高对抗夏

季室外高温，冬季室外严寒的能力，尤为重要。这样可以从

根本上减少住宅建筑内部空调设备和地暖设备的使用频率。

在整个建筑结构中，房屋所占面积比例小，但是所有能源消

耗达到总体的8%-10%。由此看出，增加屋顶部分的建筑投

入，对总体建筑造价影响较小，但是节能效益显著。以下二

种方法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倒置式屋面。倒置式

屋面是指，将以往屋面构造中的防水层与保温层颠倒，保温

层位于防水层之上。建筑材料中常见的保温材料多为水泥膨

胀珍珠岩、矿棉、岩棉等非憎水性材料。这类材料吸湿后，

其导热功能会急速增加，所以一般的保温屋面外都会增加防

水层，在其下面增加隔气层，导致价格增加。第二个原因

是，防水层暴露于空气中，导致防水层使用寿命会变短，还

需在外面对加一层保护层，增加建筑造价。第三个原因是，

保温层中的含水量容易受天气或工期等一些不可违抗的因素

改变。如果，采用排气屋面，既会影响屋面的使用和观瞻，

又会人为地破坏防水层地整体性。排气孔地防雨盖容易被碰

落或掉落，从而雨水会灌入孔内[2]。由此，倒置式屋顶有效

避免了上述问题，可以多加采纳应用于住宅建筑设计之中。

（2）屋面绿化。如果住宅建筑屋顶拥有良好地绿化条件，

周围的环境温度会下降0.5-4℃。最终住宅建筑物周边环境

每每下降1℃，建筑物内部空调容量也可降低6%，夏季的时

候从屋面进入室内的热量会达到总热量的70%以上。绿化的

建筑表面最高温度和没有屋外绿化的表层温度可相差20℃以

上。种植屋面的植被层中的叶片、冠层能够遮挡和反射来自

太阳的辐射，植物的蒸腾、光合作用可调节环境中的湿热平

衡，使屋面净辐射量减小，实现自然降温。而种植土是一种

多孔被动蒸发材料，能够在发生天然降水或室外热空气的作

用下产生热湿迁移。冬季，植物枯萎，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

面积，降低了风速。种植土则处于自然干燥的状态，在屋顶

发挥保温的作用。因此，屋面绿化更能优化住宅建设的使用

功能。

4.3.2  墙体节能

墙体是住宅建筑外围结构的主体，因此，墙体的节能设

计与节能减排的功能性产生直接的联系。当今阶段，钢结构

的保温外墙多数采用依托于原有梁柱结构设计，，外墙体采

用复合夹心板材料，这种材料的墙板具有一定的保温、隔音

功效，但是存在小部分材料能够回收，无法回收的部分将成

为污染环境的建筑垃圾。而自承重自保温装配式建筑外墙不

仅解决了上述问题，更是拥有高性能的抗震性、防水性，可

以达到100%的回收再利用。应用于住宅建筑设计中节能减

排设计分析是合适的选择。

4.3.3  门窗节能

由于住宅建筑性质不同、住宅建筑所处的气候环境条件

差异来制作设计窗、墙，并且对住宅建筑的墙窗比具有一定

的要求。住宅建筑的采光和地暖空调的节能减排会因为窗户

面积率的改变而改变，不同气候区，对于材料效果的影响大

不相同，不同地区窗墙比应依照地区进行设计。如果身处于

寒冷地域和酷暑地域，设计中大面积运用玻璃门窗和幕墙，

建议使用遮阳措施

5  结束语

简而言之，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住宅建筑中实

施节能减排工作，为祖国的青山绿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

项工作理应受到各位设计师的重视，在确保住宅建筑日常使

用功能正常使用的基础上，提升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的环保

功效，从而实现对我国现有能源的高效利用，缓解社会资源

紧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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