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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时代环境下,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日趋增加,以及土地资源的频繁开发,高层办公与住宅建筑成为一种新的趋

势。高层建筑具有容积率大,节省土地资源等特点,能够有效缓解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与住房拥挤等问题,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路径。但是高层建筑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能源消耗高、采光通风不畅等,很容易引发光污染,所以怎样减小高层建筑

能源消耗成为了有关学者探究的焦点。本文以绿色生态理念作为出发点,对高层办公建筑设计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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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对建筑行业的

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建筑设计工作,必须要根据现

实情况对设计方向进行优化与调整,积极寻找建筑设计新的

突破点。现阶段,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取得了优异成果,但是严

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所以怎样促进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

谐发展成为了关键。而绿色生态建筑设计理念的形成,为这

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其能够节省土地资源、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最大程度上发挥建筑的价值。对此,研究绿色高

层办公建筑设计具有现实意义。 

1 绿色建筑概念解读 

从本质上分析,绿色建筑指的是于建筑全寿命周期之内,

最大程度上节省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减少污染,为居

民创造绿色、生态、健康的生活空间,实现与自然生态环境

的和谐发展。绿色建筑不但可以高效使用自然资源,还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事实上,绿色建筑实

现了与自然环境的科学协调,在设计中合理减小环境污染系

数,实现建筑开发与自然环境健康发展的双相平衡。此外,

绿色建筑还可以为居民提供绿色、生态、舒适的生活空间,

实现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 

2 绿色设计基本理念 

2.1 自然资源利用理念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绿色、生态的环境成为人们生

活与工作的一种追求,所以对高层办公建筑有了新要求、新

目标。而绿色设计是把建筑学与生态学等学科进行有机融合,

不但侧重于建筑空间结构的舒适性,也追求于建筑自然资源

的高效利用理念,比如高层办公建筑应充分利用自然采光与

通风,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使办公人员可以在健康的环境

之中进行工作。 

2.2 自然与科技材料融合理念 

从绿色高层办公建筑方面分析,规划——设计——施工

——运营——回收利用是建筑完善的“生命周期”。针对传

统建筑,是很难实现净零能耗的根本目标。而绿色建筑能够

把自然和科学技术进行有机融合,最大程度上营造富有生

机、活力以及健康的室内外环境。比如使用“汉麻混凝土”,

其是一种新型天然材料,原材料为农作物秸秆,不但能够防

止秸秆因焚烧而对空气造成污染,还能够为当地带来第三产

业,实现农业循环发展；使用“发电玻璃砖 Solar Squared”,

其属于一种可再生能源,于玻璃墙内部设置许多微小的太阳

能电池,并把玻璃块进行无缝对接,从而形成玻璃窗,不仅采

光性比较好,而且内部还能够设置隔热膜,防止阳光直射致

使室内温度升高,其能够实现节能增效。新型建筑材料与科

学技术,能够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建筑施工工

艺、技术的发展,能够实现传统建筑材料的升级、创新。总

而言之,更多节能、环保、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未来有可能

会实现建筑施工的净零能耗目标。 

2.3 建筑与信息智能融合理念 

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以

及 BIM 技术等,这些技术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成

果,所以信息技术和建筑行业的有机结合成为了一种新的发

展方向。其中突出表现为建筑设计的标准化、施工的机械化

以及组织管理的智能化等,有效提高了建筑行业的生产效

率、水平以及能力,最重要的是实现了节能减耗,有效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比如装配式建造,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手工砌

筑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施工周期,而且在节水节材、节省

能耗、减小噪声污染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物联

网技术的有效使用,借助于射频识别、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红

外感应器等信息化设施,根据约定协议把各个物品和互联网

进行有效连接,实现信息交换与通讯。此项技术需要于设备

之中建立系统监测点位,只需业主用网络 Web、手机 App 端

进行登录就能够实现系统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以及管理

等,从而实现“管控一体化”。 

3 高层办公建筑绿色设计研究 

3.1 外围护结构设计 

如今,玻璃幕墙已经成为高层办公建筑装饰的一种发展

趋势,但是玻璃幕墙在隔热、通风以及气密性等方面并不具

备任何优势,其突出作用就是减小能耗,营造良好的办公环

境。通过对高层办公建筑工程进行分析,针对夏热冬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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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气候环境,实现全玻璃幕墙的 50%节能存在比较大的困

难。所以设计工作人员必须全面性分析,要适当的减小窗墙

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窗的传热系数,科学减少外窗遮阳

系数,从而实现节省能耗目标。与此同时,应该高度重视玻璃

幕墙的隔声设计,需要在满足玻璃厚度、气密性以及密封性

处理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对幕墙过渡位置的细部结构进行有

效的隔声处理,比如全部过渡位置和幕墙竖框间要设置减震

隔音措施,从而减小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声音。此外,还应

该重视静动空间布局,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室内噪声,

营造良好的室内环境。比如把储藏室与非噪声敏感空间设置

在离噪声源比较近的位置,使其成为噪声缓冲区域,这样不

仅能够简化噪声处理流程,还能够实现噪声的有效控制。 

3.2 自然采光与通风设计 

对于高层办公建筑设计而言,应该有效利用自然采光与

通风,这样不但能够降低空调负荷,在一定程度上节省照明

用电,还能够为办公人员营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提供工

作效率与质量,所以自然采光与通风设计能够有效节省建筑

能耗,其也是绿色设计的突出表现。而在高层办公建筑自然

采光与通风设计时,要以自然体系的有效使用作为立足点,

结合建筑物的具体需要选用相适的遮阳方式。比如绿化遮阳,

不仅美观,而且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在窗外种植树木,能够实

现低层空间的遮阳,但也需要注意一点,树木的种植不可过

密,以免影响自然通风。同时,可以在高层建筑外部设置遮阳

构件,例如建立遮阳板与格栅等,能够防止阳光直射,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室内温度、湿度等的有效调节；借助于采光

井、内天井等布局形式,扩大地下室空间的自然采光面积与

通风面积。上述设计不但能够节省资源,还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小机械设备造成的环境污染,提高建筑空间利用率。此

外,针对高层办公空间的设计,建筑中心要设置面积相对较

小的办公室,低矮隔间办公室则要设置在建筑的外围,从而

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办公区域的自然采光面积与通风面积。室

内也可以使用一些有利于沿外墙灵活布置的办公家具,提高

室内透光率,保证外墙位置照明均匀分布,同时避免强光或

强光引起的不适。 

3.3 建筑智能化设计 

根据有关调查可知,我国许多办公人员往往会忽略一些

行为,比如随手关灯、关窗,白天不开灯,下班关办公设施、

电梯等,看似是一些简单的行为,实则上是实现节能减耗的

绿色行为。高层办公建筑绿色设计中,需要使用智能化技术,

借助于感应器与控制系统实现室内环境实时监测、设备的运

行调整。比如窗户处于打开状态下,可以利用感应器实现暖

通空调系统的及时关闭；于大厅之中建立计算机大屏幕,对

建筑能源的具体使用情况、碳排放实时信息进行呈现,这样

不但能够鼓励办公人员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还能够使办

公人员深思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性,从而端正自己的态度,正

确使用资源。比如某科研公司生产的电梯 PORT 个性化智能

服务终端技术,能够使办公人员进行人机互交,从而为其提

供最佳的通行路线,这样不仅能够降低电梯等候时间,还能

够减少电梯运行造成的能耗。最重要的是电梯数据信息技术,

可以准确的显示出轿厢中人员数量与具体分布情况,从而为

消防救援提供有效依据。 

未来将会是一个智能化、智慧化时代,所以智能化技术

是高层办公建筑绿色设计的重点,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路径。 

随着城市的发展,高层办公建筑绿色设计成为了一种新

方向、新趋势。而绿色建筑设计并非是科技、理念等的简单

堆砌,而应是集成之后的整合设计与精细化设计。身为建筑

设计师,必须要学习与把握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在保证

高层办公建筑设计科学性、可行性的前提下,根据现实情况

完成外围护结构、自然采光与通风、智能化设计等,从而实现

建筑节能减耗的绿色目标,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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