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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传统的建筑行业中，建筑对于能源的消耗是巨大

的，而且消耗的主要是不可再生能源，这在能源大量消

耗、能源储备减少的今天，已经成为我国节能环保工作

中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其对于

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在日益加强，甚至它还能影响国

家经济的方向与格局。因此，将各种新能源运用在建筑

行业中，可以让建筑设计中的能源耗损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相关的部门要对新能源进行积极开发与利用，让新

能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并让能源的消耗减少，进而让

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有效提高。

1　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新能源的优势

1.1 降低建筑中的能源耗损。

在规定的节能施工过程中，对于墙壁的建造，施工

人员必须先加热墙壁，使之能够有效地防止能量的短时

间快速减少。另外，在设计中建造指定过程中的设计，

还应系统考虑并分析建筑物通风的影响，并多运用太阳

能源，增加其使用效率，对每一个房间内地温度进行灵

活调节，进而让能源消耗的总量得以有效降低。

1.2 使用简单，推广方便。

新能源在使用方式上，也是十分简单方便。对于太

阳能，一方面安置太阳能发电板，用来收集太阳能进行

发电，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太阳产生的热量，为温室提供

所需要的热量；水力方面，利用水力发电机组，将河川、

湖泊等位于高处具有势能的水流至低处，经水轮机转换

成水轮机的机械能，水轮机又推动发电机发电，将机械

能转换成电能；风力方面，风力发电的原理，是利用风

力带动风车叶片旋转，再透过增速机将旋转的速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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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促使发电机发电。依据风车技术，大约是每秒三米的

微风速度，便可以开始发电；潮汐能是利用大海湖泊水

位涨退产生的动能进行发电；地热能是利用地下热量；

地热发电是利用地下热水和蒸汽为动力源的一种新型发

电技术。

1.3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在现今的建筑施工中，要想让能源得到有效的节约，

要从基本点着手，有效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在具体的

现实工作中，工作人员要采用适时合理的方式应用于加

热和冷却系统，并高效有序地完成收取费用的收费过程。

另外，在指定的过程计量期间，还可以在每个楼层的供

水温度下采用必要的可调节技术，并且可以同时以混水

或者换热的方式完成每个建筑物必须要完成的工作，这

样做的好处是，灵活调节不同的楼层的水温变化。同时，

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还可以最小化集中供热模式的损

失，从而节省一些不必要的成本。我国北部地区，冬天

的集中供热是普遍的取暖的方式 [1]，但在集中供热期间，

大量的热损失与能耗会产生。有效降低热损失，在具体

建筑能源的使用效率上实现更大突破。

1.4 清洁能源，无污染。

对于大部分传统能源来说，在其使用的过程中都会

造成或多或少的污染。比如，石油：泄露的石油漂浮在

海面上，迅速扩散形成油膜，油类可粘附在鱼鳃上，使

鱼窒息，抑制水鸟产卵和孵化，破坏其羽毛的不透水性，

降低水产品质量。油膜形成可阻碍水体的复氧作用，影

响海洋浮游生物生长，破坏海洋生态平衡。在石油的使

用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散布到空气中会

产生致癌物质和破坏臭氧层。

2　新能源在建筑节能与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2.1 门窗节能设计。

建筑物的外门窗节能设计是建筑节能设计中另一个

重要的方面。门窗设计的合理程度同样也会直接给人们

造成不同的使用效果，室内气温的控制需要依赖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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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窗设计，建筑物能耗不断增加的可能就是由于不合

理门窗设计而导致的。北方地区，冬天严寒，夏天也会

有一段时间的酷暑，要是室内和房屋门窗的结构设计得

不合理，对于热量的影响也就无法准确地估计。在过去，

北方寒冷地区为了保证建筑物的采光效果，多采取双层

窗的做法，即外墙设置两道门窗，双层窗之间的空气层

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隔声的效果 [2]，但墙体厚度也相

应增加不少，通常是南方地区的两倍。在新型材料层出

不穷的今天，中空玻璃窗的出现，取代了传统的做法，

伴随着断热型材的加持、惰性气体代替普通空气，门窗

的保温隔热性能越来越好，墙体厚度越来越小建筑立面

效果也越来越丰富。因此，门窗整体的结构设计中更是

具备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2.2 风能的应用。

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洁净能源物质，合理利用风能

使其发挥出最佳的效果，能够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也能够为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建筑设计过程中，

相关人员应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充分及时了解当地历

史气候风向以及近期的气候情况，借助设备和技术有效

利用风能，尽可能实现循环利用，达到保温或降温等目

的。夜晚可将适当的冷风引入建筑物，使其与房间内的

热空气进行交换，达到降温的目的。建筑物的外部墙应

采用具有一定隔热效果的材料，使其发挥出自身的蓄冷

功能 [3]，保证室内的温度保持在一个适宜的范围内。针

对炎热地区，可以在夜间加强通风，使房间内的温度保

持在一个较低且适宜的范围，能够减少电能的消耗和碳

排放。

2.3 在墙体设计中的应用。

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外围护结构墙体的保温隔热

占据了比较大的范围和面积，现今，最常见墙体的保温

和隔热措施就是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外墙外保温和内保温

设计。这种设计是在现有的土建墙体上，增加一层保温

材料减少建筑物能耗的损失，如同冬天的人们为了保温

穿上棉服的效果。在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多以外墙外保

温措施为主，外保温的好处是不占用室内使用面积，保

温效果好，但缺点是：1. 保温材料需要通过粘贴和螺栓

锚固的方式进行施工，保温材料和安装材料在风雨、气

候的影响下会逐年产生老化，导致保温材料的脱落造成

安全隐患。2. 外保温材料性能等级要求较高，部分地区

燃烧性能等级需达到 A 级才能使用，这种规定虽然规避

了保温材料易燃带来的隐患，但同时也增加了建筑成本

3. 外保温是需要计入建筑面积的，会占用规划面积的部

分指标 [4]。在长江以南地区，因气候多雨，外保温显然

不再适合，进而产生了内保温的设计与施工。内保温的

优点是无需考虑保温材料的脱落对于安全的影响，且不

计入建筑面积。缺点也显而易见：建筑整体保温效果不

如外保温，占用建筑室内使用面积等。目前，市场上的

保温材料不断开发创新，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将外墙的

装饰与保温结合在一起，根据建筑物的高度采用不同的

施工工艺，相信会逐步取代传统的保温设计。

2.4 地热能的应用。

地热能是一种与太阳能相似的清洁能源，具有无污

染的特点。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通常借助热交换仪器将

地表以下的土地层的温度转换为建筑物内冬季的热源，

使得建筑物室内能够以此作为取暖或生产用电或热水的

基础，通过使用地热能达到供电等目的，能够减少煤

炭或电能的消耗。例如，在我国的部分高校中，通常

使用地热能提供采暖和热水，为高校解决较多的供热

与供水成本。在校内利用地热能 [5]，能够为学生和教

师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可

能性。

2.5 变频空调系统的应用。

空调是目前人们较为常用的一种设备，具有制冷和

制热等多种效果，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但传

统的空调设备耗能较大，与目前的节能目标不一致，建

筑企业应当充分考虑客户的需求，创造更便利的条件。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可选择变频空调或变风量系统，主

要通过改变其频率或送风量调整建筑物内的温度和湿度，

消耗最少的能量达到所需的温度。利用变频空调或变风

量系统，能够使空调的制热和制冷成本明显降低，最大

限度降低耗费的能源 [6]，达到节能的目的。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能源耗费，对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建筑行业应

重视自身的经济利益，重视新能源的利用，将新能源和

新技术巧妙地应用在建筑设计中，有利于履行建筑行业

环境保护的责任，也能够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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