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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规划与节能设计密切相关,规划设计要从建筑物所在地的地理,气候,日照等条件出发,将节能设计、建筑设计、

能源三者有效结合在一起,使建筑获得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并且建筑工程建设中建筑规划的科学合理节能设计不仅有利于成

本的降低,而且可以有效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建筑节能的重要性以及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原则及其

要求,对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要点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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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节能的重要性 

建筑节能主要是指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新建、改造和使

用过程中,执行节能标准,运用节能技术、工艺、设备、材料

和产品,提高保温隔热性能和采暖供热、空调制冷剂热系统

效率,加强建筑物系统的运行管理,利用可再生能源,在保证

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供热、空调制冷制热、照明、

热水供应的能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程度的提

高,对能源需求日趋增多。使得能源短缺越来越严重,而建筑

能耗在社会能耗中占比很大,所以建筑节能对于建筑业的可

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目前我国能源产量与需求相比缺口很大,

其中建筑在我国能耗中占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如果现代

建筑都采用节能措施,对能源紧缺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 

2 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原则分析 

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过程中,为了保障节能设计的有

效性,必须遵循相应的原则,主要表现为：(1)以人为本的原

则。现代建筑是为了居住者的需要,而节能设计是在减少能

源消耗的基础上,保障居住者的健康使用,主要表现为：节能

设计必须保证室内空气质量、噪音晃电磁场辐射等符合相关

环境要求。选择材料时应选用低毒或无毒材料,减少木制品、

地毯、涂料等对人类健康不利的材料。节能设计需要自然采

光,满足居住者的视觉需要,同时达到节能效果。(2)因地制

宜原则。节能设计目的主要是为了达到建筑节能,因此在其

设计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进行科学合理设

计,从而达到建筑节能目的。我国地域辽阔,同时地区之间的

地形与地质构造及气候都会存在诸多不同。因此在节能设计

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及当地其它条件,

减少建筑因采光、通风、供暖等导致的能耗和污染。(3)保

护环境原则。保护环境是建筑节能设计的主要原则,对建筑

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建筑施工以前,设计师必须对施工

场地进行大规模数据勘查,然后整理出详尽的信息,再制定

环保方案,由材料、结构和外观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避免有

害建筑的出现。 

3 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要求分析 

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要求主要表现为：(1)最大限度

降低不必要的能源耗损。建筑工程的科学规划可以达到最小

资源消耗,同时保障建筑内的冬暖夏凉。但是现在大多居民

楼特征是冬冷夏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建筑的

围护结构隔热性能不佳。由于其隔热层的不足,当处于冬天

时,室内的热量容易挥发掉。而在夏天时,室外的高温又可以

迅速传入室内。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加重的就是室内供暖与

制冷成本,同时也就加剧了整个建筑对于能源的消耗度与依

赖度。所以,要想达到绿色节能提高建筑的宜居性,做好建筑

的围护结构隔热设计就相当重要。(2)不断提升建筑节能效

率。太阳能、风能等都是属于可再生资源,绿色节能理念下

的建筑规划应立足于开拓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渠道,提高可再

生资源的利用范围。第一、提高自然光线采光利用率。自然

光线是对眼睛与皮肤伤害最小的光线,天然的节能效果是完

全满足建筑规划中对于绿色节能的要求的。所以在进行设计

时,应利用尽可能的一切施工工艺与手段,把自然光多引入

建筑物内。第二、提高对于太阳能的利用率。太阳能作为最

广泛最持续的热源供给,应用对于建筑绿色节能来说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太阳能应用将

遍及建筑的供电与供暖方面。第三、扩大风能的利用。风能

可以转化为电能与热能,应用时多以提高建筑的通风透气性

为主。通过合理布局与设计,以提高建筑的自然通风度,达到

宜居度的提升与建筑能耗的降低。 

4 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要点分析 

4.1 科学选址。建筑规划中的建筑选址要紧密联系建筑

物实际功能,能否做到科学、合理地选址,将直接影响到建筑

物空间的日后使用情况,且与周围环境有着重要关联。例如

建筑选址应尽量避免“霜洞效应”的发生。冬季时,冷空气

气流通常会聚集在山谷、低蛙地的凹形地带及沟底,导致“霜

洞”,最终造成建筑某些部分的气候变得较恶劣,所以建筑选

址应尽量不选这种地形。此外辐射干扰也会给建筑环境带来

较大的消极影响。地块周边若有较大面积的高层建筑或玻璃

幕墙,均会以反射形式促进地块局部气温的升高,进而导致

小片区域的温室效应。城市中的光源,如果使用过量,就会形

成光污染,这也会对人类的正常活动造成较大的影响,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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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到了人体的身心健康。因此建筑选址应尽量避开以上

区域,也可以采取有效的绿化手段消减这些因素带来的环境

污染问题。 

4.2 合理布局。建筑规划中的建筑布局需要结合平面和

空间两方面进行合理规划。平面布局形式有:行列式,错列式,

周边式,混合式,自由式等,在不同的气候,地理等条件因素

限制下可选用不同的平面布局形式达到节能,例如:在严寒

地区和部分寒冷地区,在考虑房间日照和通风因素时,适合

周边式的布局形式；在空间方面要考虑高层建筑物对低层建

筑物的影响,当一栋建筑物远高于其他建筑时,由于气流的

影响,在建筑物之间容易形成高速风及涡流,从而加速热量

的损失。通过对建筑群平面和空间布局形式的合理设计运用,

形成优化微气环境的良好界面,建立气候防护单元改善外界

环境,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做到节能。 

4.3 规范建筑间距。建筑规划中的建筑物间距要结合当

地的日照情况,日照标准,节能设计原则及防火规范等因素

综合考虑,建筑的间距要根据当地在冬至日的太阳高度角进

行合理的计算,计算出的间距要保证住宅室内有一定量的日

照,还需要有一定的日照时间来提高室内的温度,减少空调

的能耗,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在规划中还可以适当加大部

分建筑物间的间距,对改善建筑物之间的通风有良好效果。 

4.4 结合实际选择建筑朝向。建筑朝向是指建筑物正南

立面的法线与正南方向的夹角,朝向的选择涉及到建筑物的

地理特点,气候环境,建筑用地等等情况。在寒冷季节获得更

多的日照,房间内避免寒风侵袭；酷热季节减少太阳辐射,

并有良好通风,同时也要照顾到其他建筑物的需要。最佳朝

向和适宜朝向都能够满足节能设计的基本要求 

4.5 合理应用建筑物体形系数。建筑物体形系数(S)是

指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F)(不包括地面,不采

暖楼梯间隔墙和户门的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V)的比值

即：S=F/V(1)体形系数越大,表明单位建筑空间受到外界气

候环境冷热作用的外围护结构面积越大,越不利于节能。有

研究表明:建筑物体形系数每增加 0.01,耗能热量指标增加

2.5%左右,所以从降低建筑物能耗的角度出发,在满足使用

功能,建筑平面布局,建筑美学的前提下,建筑物的体形系数

越小越有利于节能,节能型住宅体形系数在 0.25 到 0.28 之

间较为合理。 

4.6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达到节能目的。具体表现为：(1)

利用自然资源即太阳能,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无污染的能源,在建筑规划中要充分利用太阳能。在建筑内

部规划中合理布局,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减少灯光的使用,节

约电力资源；安置太阳能加热装置,减少电力加热装置,将太

阳能转化为电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地制宜的利用风

能等资源,进行空气循环；北方冬季采暖采用集中供热方式,

利用地热资源进行供热,采取增加双层窗,减少屋内热量的

散发,做好供暖管道的保温工作,减少供暖途中热量的大量

散失,能够大大减少了煤炭资源的消耗,对全球气候变暖、缓

解空气质量有重要贡献。(2)通过设置反射光板或是在建筑

内装修采用浅色调油漆来增加二次反射的光线等手段,获得

充分的室内照明,从而有效减少白天的人工照明,进而节省

相关的照明能耗。而且可以将保温层加厚,从而减少暖气的

流失在保证住户舒适度的同时,实现低碳节能的理念。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不仅可以提高能源有

效利用率,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还能保护生态环境,并且

随着低碳环保概念的深入,使得建筑节能设计工作日显重

要。因此对建筑规划中的节能设计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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