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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绿色理念下的建筑设计策略

蒋天骄

杭州江南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5

摘  要：近年来，低碳理念成为当下建筑领域的主流趋势。应用低碳理念能够极大地节约能源，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

护。因此，低碳化成为我国建筑行业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然而，仍然有部分建筑类企业过于重视自身发展的短期利益，并

未将低碳化建筑设计理念融入建筑工程设计中，使得设计工作存在明显的盲目性，进而产生巨大的资源浪费。据统计，当前

我国建筑行业所消耗的能源占国家能源消耗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依托低碳理念来展开建筑设计及施工就显得极为重要。

同理，这也要求建筑设计人员充分结合我国现行的相关技术，引入相应的低碳理念，以此来实现节能环保的效果。在具体设

计时，要求充分涵盖建筑选址、规划与设计等多方面，整个过程深度!"节能环保理念，由此来全面推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进程。具体讨论如下。

关键词：低碳绿色理念；建筑设计；有效策略

引言：人们对环境重视程度的提升，促进了低碳绿色概

念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应用低碳绿色理念可以提升建筑设

计的环保性，改善建筑的整体功能；低碳绿色理念与建筑设

计的融合，能够达到低能耗、高收入的建筑目的，促进建筑

设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结合低碳绿色理念建筑设计的

优势，对设计需要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探讨，然后对低碳绿色

理念下的建筑设计策略展开了探讨。

1  低碳绿色理念的建筑设计优势

1.1  满足绿色环保的设计要求

通过对传统建筑的细致观察不难看出，其多半采用单一

的建筑模式，这就导致建筑物本身的设计特点不够突出，与

周围环境的融合力度不足，对低碳绿色设计理念的呈现程度

较低。近年来，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提升了人们的环境保护

意识，所以，人们对当代建筑设计的环保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低碳绿色理念下的建筑设计工作能够促进建筑风格的多

样化发展，使建筑的设计理念较为突出，更能彰显地域文化

和人文特色，给人们带来更强烈的视觉冲击，从建筑形态上

体现我国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低碳绿色理念下的建筑设计能

够满足人们对建筑的多种使用诉求，并能将环保理念全面贯

彻于建筑设计中。低碳绿色理念顺应了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

规律，符合当下国家倡导的绿色环保要求[1]。

1.2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相应的调查结果显示，传统的建筑设计模式对各种能源

的消耗较大，部分建筑材料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在种种原因

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建筑垃圾难以得到有效处理，这就给当

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低碳绿色理念与建筑

设计的有机融合，不仅可以满足绿色环保要求，而且能实现

对建筑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施工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并

能对大量的污染物进行有效处理，实现建筑过程零污染、低

排放等目标，促使建筑设计行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  建筑设计中低碳理念的特征

2.1  整体性

建筑行业发展需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建筑工程

要具备全面性特征，同时会在多方面影响环境。在建筑工程

施工过程中，各个环节都可能会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在

建筑设计中融合低碳理念，有利于保护城市环境。设计人员

需要在多方面融合绿色低碳理念，突出建筑设计低碳理念的

整体性，通过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有机协调绿色环保理念，

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2.2  宜居性

建筑施工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因此需要保障建

筑活动的宜居性，在建筑设计中，设计人员一方面需要考虑

建筑环境因素，促使建筑有效融入到周围环境中，有效控制

环境污染问题，保障环境保护效果。另一方面在设计过程中

需要做到以人为本，根据功能性要求考虑人们居住的各方面

因素，进一步提高建筑宜居性。

3  低碳理念下建筑设计方法

3.1  科学搭配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

基于低碳理念的现代建筑设计工作应当最大限度地选

用自然采光作为建筑物的主要采光手段，并将自然风作为建

筑物的主要通风手段。与此同时，还可通过翻转、改变窗户

开口的形状以及改变其他设计方法来引入更多的自然资源

（风、自然光）。对于后期使用者来说，合理利用自然光和

风能显著减少人工照明和制冷设备运行所带来的能源消耗和

污染，从而更好地节约能源，实现低碳化设计的目标。

3.2  优选符合低碳理念的建筑材料

低碳理念下的现代化建筑设计需要尽可能地使用节能环

保类材料。在传统建筑设计当中，建筑材料是导致污染和能

源消耗的主要因素。有些传统材料的不当使用会给环境带来

影响。例如，加气混凝土使用不当会挥发氮气，质量不合格

的人造板和油漆会释放甲醛等有毒类气体。这些有毒气体的

释放，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严重影响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基

于低碳理念的现代建筑设计需要加强对木材、石灰、石材和

油漆等建筑材料的审查力度，以确保材料不会影响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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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健康。因此，可以应用节能环保材料，同时确保建筑物

内的良好通风，以确保建筑物内的空气清新，温度适宜[4]。

3.3  积极选用可再生清洁能源

低碳理念下，建筑设计人员应积极选用可再生能源，实

现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一方面，要求因地制宜地选择节能

系统，采用科学合理的能源利用方式，由此才能充分适应不

同地区的地域特点。例如，对于中国北方的城市，要重视建

筑本身所具备的保温性能，不断寻找建筑采暖的新能源，以

减少传统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基于低

碳理念的现代建筑设计也应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可

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质能、地热能、海

洋能等。设计者应在现代建筑设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合理利

用这些可再生能源，以有效替代传统能源，如在建筑物中安

装太阳能屋顶热水器、太阳能集热器等能量收集设备，有效

利用太阳能，实现真正的低碳建筑设计，从而实现建筑设计

的全面优化与完善。

3.4  科学合理地规划

建筑布局低碳理念下的建筑设计应保证规划设计的科学

合理性。一方面，要注意建筑与环境的有机融合。同时，还

应当尽可能地借助低碳理念的设计方法来全面推进建筑环境

的有机发展，或通过建筑环境的有利条件来助推建筑低碳设

计的最终实现。另一方面，基于低碳理念的现代化建筑设计

需要注意保证相应的绿化率，在此基础上全面恶化环境绿化

设计，最终依托合理配置，优化低碳建筑的环境[5]。

4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建筑设计中的整合与运用策略

4.1  建筑面积规划设计

在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便是节约用

地，为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做好土地资源节约工

作。在绿色建筑设计初期，可以结合建筑造价开展考量，尽

量节约土地资源，减小用地面积，将更多的土地用于绿化，

融入更多绿色元素。绿色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应该结

合当地的气候环境、地理地势、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条件等

各项内容进行分析了解，确定目标建筑物的具体使用情况，

结合建筑物的功能性要求，在城市管辖区域内选择合适的位

置进行进一步开发设计[6]。此外，为了有效节约土地资源，

必须要在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之下，贯彻因地制宜的设计原

则，转变传统不规范、不科学的网格规划模式，按照不同建

筑物的实际功能进行属性划分，合理规划建筑面积。依托原

本的地形特点，保持当地自然地貌要素。对工程建设区域的

植被特点进行分析，尽量减少工程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

的影响。明确建筑物建设周围的土壤条件、水质条件、环境

因素、动植物分布情况以及数量，做好建筑周边地质环境、

自然生态的探究分析，为建筑工程建设完毕的后续生态环境

建设奠定基础。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建筑设计环节当中运用最为广泛

的设计内容，便是优化平面布局设计。借助绿色建筑理念对

建筑物开展一些采光设计，能够成为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平

面布局层面应用的核心内容[7]。因为建筑物对于自然光的利

用程度，决定了整个建筑生态的平衡发展。做好建筑物采光

设计，不仅可以最大程度上利用自然光，而且还能够获取自

然光当中的热量，对室内进行大面积的杀菌、除潮、灭虫，

切实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所以在

实施绿色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严格按照地域环境，做

好建筑平面布局设计工作，确保整个建筑物的光照充沛，以

便于提升自然能源利用效率。

4.2  约建筑材料设计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当中明确提出了实现建筑材料节约，

归根结底在开展绿色建筑设计时，应该最大程度上实现建材

节约，杜绝不必要的建材浪费情况。在绿色建筑设计时，必

须要尽可能减少高成本建筑材料投入，还应该积极利用新

型环保建材，结合建筑工程建设的需求，选择具备隔音、保

暖、隔热的门窗材料，选取吸热玻璃、隔音玻璃、反光玻

璃、匀质板、岩棉板、石墨板、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等诸多具

备绿色生态性的建筑材料，在实现建材环性能需求的同时，

做好建材成本节约，减少造价成本，提升建筑物绿色属性[8]。

结束语：建筑行业能耗较大，同时还存在环境污染问

题，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融合低碳理念，合理选择设

计方案，不断丰富低碳理念的应用经验，有效控制建筑物能

耗，达到环境保护的效果，促进我国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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