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5 

Building Development 

建筑学中绿色建筑设计的发展趋势分析 
 
黄达 
广西鸿运设计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4i2.3115 
 
[摘  要] 随着资源损耗的加重与生态环境污染的恶化,绿色建筑成为主流趋势。如何将绿色建筑理念融合到实体建筑设计中,成为业内人士致

力探究的新课题。基于此,本文简要介绍了绿色建筑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原则,并综合论述了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要点,旨在为相关工程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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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过度损耗与生态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主要因素。在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绿色建筑凭借其节能

环保特性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推崇。积极推行绿色建筑设计,有利于优化

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减轻生态环境污染。 

1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应用要点 

1.1强调节地、节水与节电。将绿色建筑理念融合到建筑设计中,有助

于全面规划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缓解资源供应压力。首先,

在保证区域原始地貌特征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施工现场,从而改进工程项

目建设质量,减轻生态环境污染,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其次,根据实地情

况,调整场地规划与建筑布局,具体包括总平面布局、建筑功能分区与流线

等。最后,在建筑给排水系统设计中,设计人员要合理利用中水循环系统,

控制水资源的过度损耗,增设雨水采集系统,以实现雨水的循环利用,增大

资源利用率。 

1.2优选节能环保材料。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材料的性能直接决定了绿

色建筑设计理念的落实效果。在选择建筑材料的过程中,应秉承因地制宜

的原则,综合考量区域环境特征及材料市场发展状况,在保证材料性能优

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压缩材料运输成本。 

再者,设计人员要全面掌握各类材料的性能特征,以便突出节能环

保特性。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是建筑行业新时期的核心发展理念,在设计

过程中,要拓展应用各类新型建筑材料,以满足现代化建筑设计的多元

化要求,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例如,可选用加气混凝土、复合板材、黏

土空心砖、矿物纤维材料、合成高分子方式卷材、生态水泥、铝塑门窗、

PVC门窗等。 

1.3完善门窗结构与采暖系统设计。在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中,门窗与采

暖设计至关重要。在建筑门窗结构设计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突出绿色节能特

性,需合理控制单体空间与整个建筑空间的通风与采光条件,模拟光环境与

风环境,选择最适宜的设计方案。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各类门窗结构的保温隔热、遮阳隔音和防

水抗潮效果越发成熟化,而优越的物质条件也为设计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发

挥空间。设计人员要结合施工要求,合理控制门窗结构规格,优化结构密封

防渗处理。在采暖设计中,采暖空调要以热源为基础,构建完善的采暖空调

系统,避免阳光直射,以此强化门窗结构的节能效果。再者,设计人员要综

合分析建筑空调装置规模、用途、冷热负荷变化特征、气候环境条件等关

键因素,选择合理的空调冷热源,确保采暖设计效果。 

1.4优化墙体设计。在建筑室内空间采光设计中,应综合考量建筑构

造形式与光照强度等关键因素,以期降低太阳光辐射量,强化光照效果。

针对不同区域,选择对应的设计方案,采用玻璃窗或遮阳挡板,削弱光照

辐射效应。由于各地区的气候环境条件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优化墙体

设计,满足环境要求。在南方地区墙体设计过程中,需严格遵照技术标准

规范,控制外墙散热,优化通风性能,且调整墙体结构比例。对北方地区

来说,低温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在墙体设计时,要合理利用新型混凝土保

温材料。 

与传统保温技术相比,绿色建筑理念强调就地取材,优化资源配置,在

增强建筑保温效果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单体建筑方

案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高效利用可再生清洁型能源,以此维系生态系

统的平衡,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进步。 

2 预测绿色建筑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2.1因地制宜。在绿色建筑规划设计过程中,结合区域地理环境特征、

气候环境特征与自然环境特征,明确设计思路与设计方式。相关人员应借

助改造通风散热方式的途径,降低环境因素对建筑设计的不利影响。例如,

在光照充足的部位,装设太阳能设施,将太阳能转化为必要的电能或热能,

降低能源损耗。在常年低温区域,优选保温性能良好的墙体材料；在常年

高温区域,在建筑外围结构增设遮阳板,减轻光辐射效应。 

2.2优化调整植物群落,维系生态系统平衡。创建绿色空间的重点内

容是依托植物群落结构与功效的关系,最大限度的降低植物群落的维护

成本,保证植物群落生态效益最大化。城市绿色空间要模拟自然植物群

落形态,保证树种与花卉种类的多样性,提高植物群落的层次感和美观

度。可将城市的地理山脉作为生态设计的前提条件,确保自然景观与人

工景观的协调性,推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

进步。 

2.3充分利用可再生清洁型能源。充分利用可再生清洁型能源也是加

强建筑工程节能效果的重要举措。可再生清洁型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风

能、地热能、潮汐能等。依靠可再生清洁型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既可以增

大能源利用率,又可以维系生态系统平衡。但相关人员要充分考虑对可再

生清洁型能源的依赖性问题,以免设计工作过于盲目。 

3 结语 

伴随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落实,绿色建筑

已成为行业主流发展趋势。全面推广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有助于优化能源

组合,发挥资源的最佳利用价值,进而减轻生态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建设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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