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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绿色理念已成为许多行业发展的重要概念。因此,绿色建筑的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设计

中,不仅满足了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且完善了它。建筑设计的综合水平使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具有非常

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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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概述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促进了建筑设计中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在今天的建筑项目中,绿色建筑概念的应用非常普遍和

庞大。也就是说该项目主要建在人口众多,城市化发展迅速

的地区。建筑工程设计工作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规模。在项

目建设中需要投入大量资源,项目建设中使用的材料和技术

将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充分结合了建

筑材料、方法和时间设计出 环保的施工方案,显着提高了

绿色建筑设计的环境效益。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有利于实现节约资源的目标。建设项

目的建设和施工是一个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型项目。此外

建设项目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需要高质量的建筑材料作为

支撑。因此,在建设项目建设中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优质资

源稀缺与工程建设资源需求大的矛盾。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倡

导在提高建设项目施工质量的基础上利用低投入、高质量的

资源减少资源消耗,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建筑设计的

综合效益。 

2 建筑设计中绿色建筑设计原则 

在绿色建筑设计中设计原则直接关系到设计的成败。在

设计中要坚持共生、渗透、以人为本、积极利用新能源的原

则。下面我将简要讨论绿色建筑设计中的几个原则分析和阐

述以供参考。 

2.1 共生原则 

共生原则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的一个原则,它表达了文

化、精神、物质和空间属性的具体内涵。在提出绿色建筑设

计理念后共生原则也应用于建筑设计。如今,共生原则已成

为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建筑设计中的共生原则主要是指建

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三者放在同

一水平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生关系。更多的自然因素融

入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从而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更加舒

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2.2 渗透性原则 

在建筑设计工作中,绿色设计理念在绿色元素中更为突

出。因此在设计中应始终遵循渗透性原则。在设计中有必要

长期渗透绿色设计理念,同时在设计方案中合理应用绿色元

素,采用环保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例如,塑料金属复合管,

生物乳胶漆和节能灯可用于设计中。在此过程中采用半成品

密集施工技术和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

意的一点是渗透性原理,它可以应用于建筑设计,建筑和施

工完成的多个阶段以更积极地实施绿色概念。 

2.3 以人为本的原则 

人是社会发展 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有较强的主观能动

性,因此也成为促进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在绿色建筑设计中人们还应该充分关注人的地位和

作用。在设计中积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以确保建筑设计的

整体思维充分满足人的各种要求和要求,这一原则将绿色建

筑的基本设计理念与人的主体性结合起来。绿色建筑设计的

基本内涵得到了认真全面的介绍。 

2.4 积极利用新能源原则 

如今我国资源短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建筑设计中绿

色建筑设计理念的应用应不断增加。同时应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加强新能源的应用。通过有效合理地利用新能源可以更有

效地缓解资源短缺带来的问题。为了有效地加强建筑设计的

环保和节能充分提高其环境效益。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

建筑设计师应积极贯彻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充分利用

太阳能、地热能和风能有效降低建筑能耗。 

3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用途 

绿色建筑设计的概念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理念的。它也

被广泛用于建筑设计,这个理念也贯穿于建筑设计的每个环

节,对建筑设计的 终效果非常显著的影响。受此影响设计

师应认真研究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用途,不断提高绿色建筑

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3.1 建筑选址中的应用 

建筑物的位置在建筑设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

必须在建设初期完成的重要工作内容。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城

市化发展水平得到了显着提高。建筑选址评价在建筑设计中

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中协调区域环

境和功能的思想是核心思想理念。也就是说在选址过程中,

应根据拟建区域的环境指标和拟议建筑本身的功能,考虑建

筑物的选址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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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建筑选材中的应用 

在建筑设计中,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建筑工地选择和施工

的具体位置和空间,另一方面要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合理

利用建筑材料和施工资源完成项目建设目标。在设计工作中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主要选用一些环保性强的建筑材料。与传

统建筑材料相比新型环保建筑材料不仅降低了投资成本,而

且充分保证了建筑的使用。它增强了建筑的美观性同时提高

了建筑的能源效率,从而显示出其巨大的优势。 

3.3 在建筑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更好地优化建筑结构设计。同时还需要在建筑设计中充

分整合建筑工地的气候,地形和各种自然条件对设计的影响,

反过来又提高了设计的合理性。此外,如果在设计中无法有

效考虑周围建筑物的高度,将对拟议的建筑物和周边地区的

其他建筑物产生显着的负面影响。在工程设计中设计师需要

结合当地的风向来完成设计工作。如果主风向为西南风在工

程设计中建筑物的朝向可以设置为西向西 15 度,以确保建

筑物的通风效果,自然风可以有效地用于调节室内温度和减

少空调的使用,从而减少电能消耗达到环保的目的。同时在

建筑设计中有必要充分考虑拟议建筑与同一城市建筑的不

同楼层之间的隔音效果。此外,为了提高设计质量可采取合

理有效的隔音措施,减少对居民的噪声干扰,提高建筑环境

的舒适度。 

3.4 降低环境负荷的影响 

如今,许多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反过来又增

加了环境负荷,增加了环保工作的难度。因此,在绿色建筑设

计工作中应科学选择建筑材料。也就是说,设计师需要选择

对环境影响 小的建筑材料。目前有许多材料可供使用,其

中许多是对环境没有重大影响的材料。在材料选择上要选择

耐用性和综合性较好的材料,充分体现绿色建筑设计的核心

理念,促进我国建筑设计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例如,生态混

凝土和绿色水泥可以用于项目的建设,这些材料都是非常常

见的绿色建筑材料。另外,在项目建设中要科学选择施工过

程,即选择高环保的施工工艺,从而有效减少环境负荷对工

程设计和施工的不利影响。 

3.5 延长建筑的生命周期,制工程成本 

在绿色建筑设计中,要积极采用高度针对性的设计方法,

不断提高建筑物的使用效率。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还可以有效

地延长建设项目的生命周期。如果您选择在工程设计中具有

良好耐久性的建筑材料,它将有效地延长项目的生命周期。

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选用优质环保建筑材料,防止后期频

繁更换建筑材料有效降低施工成本。 

在现有的建筑设计阶段,建筑材料更换存在更明显的问

题,主要是由于对材料成本的过度投入。为了更好地降低成

本投入,许多建筑公司一般不选择绿色建筑。但是从长远发展

的角度看,绿色建筑符合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未来建筑

设计和施工中 重要的。如果在实际项目建设中合理应用绿

色建筑设计理念,建筑风格只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6 节约空间,优化朝向 

建筑物内部空间的设计与建筑物的能耗直接相关。 因

此在建筑设计中建筑设计师应充分了解建筑内部结构的基

本情况,掌握建筑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从而完成建筑设计工

作。从建筑设计的基本内容来看,项目需要将建筑结构的长

度和宽度控制在 4:1 的比例。这需要在建筑设计中完全整合

建筑项目的具体位置,以完成建筑设计工作并实现绿色设计

的总体目标。 

4 结束语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是一种全新的建筑设计理念。在现阶

段的建筑设计中,绿色设计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具有

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设计人员在设计绿色建筑之前,应

更加准确地了解绿色建筑设计的内涵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建筑设计工作促进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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