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8 

Building Development 

绿色建筑及被动式建筑创新及应用 
 

米硕成 

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4i7.3434 

 

[摘  要] 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各国对于建筑资源的需求不断地增多,储备资源不断减少的现状,使之各

国把目光投放在绿色环保建筑方向,这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非常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方针道路,也大

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被动式建筑主要是指通过节能设计,依靠自身优越的保温

性能及气密性,综合利用建筑物可获得的包括太阳、照明、人体、电器散热等所有自然得热方式,以及余

热回收新风系统,从而达到同时实现较高的居住舒适性和较低的能源消耗。本文将结合金隅嘉业的项目

对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被动式建筑创新和应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 绿色建筑；被动式建筑；设计管理；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我国国内大力发展大气污

染治理、绿色建筑等相关低碳产业,建筑

节能任务以量化指标层层分解到各级政

府部门,为了配合国家完成节能减排的

目标,以摈弃传统采暖方式为特色的被

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脱颖而出,成为

各级政府中节能绿色建筑管理部门的主

要扶持和发展方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科综函[2014]22号文件”中明确指

出了工作重点：“加强中德超低能耗绿色

建筑技术研究和试点示范,促进建筑节

能与绿色建筑深入发展”,总结中德秦皇

岛和哈尔滨示范工程经验,有序扩大试

点范围和试点建筑种类。 

1 绿色建筑及被动式建筑相关

背景 

欧盟是当今全球仅次于美国的能源

消耗大户,其中建筑能耗比重较大,占欧

盟总能源消耗的40%,建筑领域温室气体

的排放已达到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30%左右,因此欧盟更加关注超低能耗建

筑的发展。1991年德国在达姆施达特市

建立了第一个被动式住宅,此后,它所采

用采用的技术已经在一系列的建筑中得

到了应用,这些房屋都具有高效的隔热

层、隔热窗、热回收功能。德国被动房

研究所是国外最早成立了研究被动式超

低能耗建筑的研究机构,由“被动房之

父”Wolfgang Feist教授创建,是现今研

究被动房技术最权威的机构,其研究内

容涵盖被动房设计/咨询人员技术培训,

被动房建材产品认证,并进行被动式建

筑技术研发及产品在全球的推广,被动

房产品标识认证等。全世界在低能耗建

筑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技术体系,各国的

不同体系各有自身特色,但主要方向都

是围绕建筑的绿色节能、舒适性,以解

决人们对居住和工作环境更高需求为

目标。 

2 绿色建筑及被动式建筑的创

新和应用 

德国被动房技术被引进国内之后,

通过国内外专家研究人员不断努力,发

展出了国内目前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体系

雏形,但是在不同气候区的方案设计、实

施技术、材料的本地化仍然面临许多挑

战。虽然国内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已有近

百个,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借鉴国外

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设计和施工,

往往要进行大量的本地化设计及技术推

广。虽然应用国内的材料,国内的施工人

员,却没有应用于国内统一的施工图集

规范和施工指导规范。超低能耗建筑技

术在国内推广发展这一过程当中,住建

部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以张晓玲副处长为

代表的一批有技术基础的团队承担了在

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具

体项目能耗计算、方案设计、施工培训

等工作,但是其自身的能力有限,主要服

务内容都是与德国能耗署中具有超低能

耗被动式专业技术咨询机构合作,这一

团队近几年在国内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成果辉煌,参与

了多个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建

筑的全过程,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内

容还有国内以政府身份宣传超低能耗

建筑技术,帮助示范项目实施单位与国

外专业技术机构和材料厂商对接,组织

超低能耗技术学习、培训和行业交流,

组织有能力的研究机构进行国家规范

的编制等。 

从2014开始,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开始深入超低能耗建筑的研究与探

索。金隅中央研究院,即北京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总院开始跟踪国内外与超低能耗

建筑和被动房建筑相关技术研究进展和

现状,先后参与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建委

关于超低能耗集成技术研究等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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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国内外超低能耗建筑进行了大量的

项目研究工作。在此工作基础上,集团股

份公司确定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西砂西区公租房12#楼作为超低

能耗示范建筑工程。 

西砂西区12#超低能耗示范工程由

金隅嘉业北京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北京

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建都设计研

究院分别作为技术指导、设计部门参与

该项工程,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对示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施工内

容进行重点跟踪和总结。除此之外,该项

目中大部分关键的建筑材料来源于集团

内部材料生产企业。西砂西区12#楼示范

工程于2016年11月初完成样板间建设和

施工培训,尽管此前已经对工程的设计、

建设人员进行了大量理论及设计培训,

但是在实际施工培训过程中暴露了很多

问题,设计图纸经反复修改仍然存在问

题,例如：如何选择超低能耗建筑用的合

格的系统材料,细部节点如何提供切实

可行的设计方案,施工过程中系统材料

之间匹配性问题,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施

工衔接等等,这些问题都成为施工中影

响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的隐患。 

为了使集团股份公司房地产相关企

业在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更加

规范和标准,为了使建材企业能够作为

系统供应商提供优质材料和安全可靠的

系统,非常有必要对集团西砂西区12#示

范工程建筑的设计和工程管理内容进行

整理,形成一套设计方案系统多样化、施

工流程规范化的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图集

和施工技术手册。 

3 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3.1应用节点图集。在西砂西区12#

楼的实施推进过程中,及时修改和完善

12#楼超低能耗建筑节点设计图纸。收集

并整合了其它现有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的材料体系以及细部节点的设计案例和

图纸资料,对岩棉保温材料、砂浆粘结材

料、被动窗等主要超低能耗建筑用建材

及施工进行研究,对其中的原理和节点

实施原则进行了总结,并编制了一套可

以为超低能耗建筑设计提供参考依据的

应用节点图集。图集的编制,为今后集团

开展超低能耗建筑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

设计依据,为集团建材在超低能耗建筑

中的应用总结出了合理的节点方案。 

3.2超低能耗用A级岩棉条外保温

系统研究。岩棉条的保温与防火性能较

好,但岩棉条的自重较大、吸水率较高,

使得国内的超低能耗高层建筑中,尚无

使用岩棉条作为主要保温材料的先例。

课题主要研究建筑高度50米以内的全

现浇剪力墙结构超低能耗建筑中岩棉

条外保温系统方案。采用λ≤0.045 

W/(m·K)、抗拉强度≥130kpa、酸度系

数≥1.9、250mm厚岩棉条；系统采用粘

锚结合、以粘为主,层间加托架的双网体

系。在底层抹面加强网布施工完成后立

即进行了锚栓的打眼、安装,在底层抹面

砂浆还未硬化的状态下进行锚栓施工,

这样可以避免原施工方法对抹面层的破

坏,而且锚栓施工完成后与抹面层结合

更加紧密,整个系统将更加安全、耐久、

稳定。 

3.3施工技术和管理手册编制。本项

目开展过程中,深入研究了超低能耗技

术理论基础,包括超低能耗建筑关键技

术内容,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基础原理、影

响超低能耗建筑的保温体系、新风系统、

气密性、门窗系统无热桥设计等。针对

超低能耗建筑现场施工技术及管理进行

了跟踪与总结,并形成超低能耗建筑施

工技术管理手册。主要内容包括：施工

人员准备,材料准备,工具准备,施工图

纸和设计交底,细部节点施工培训、施工

现场管理重点等内容。施工技术管理手

册的编制,为后续集团股份公司在超低

能耗建筑施工领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

验,在施工组织及现场施工管理方面总

结出关键的管控重点,可以为今后的超

低能耗建筑开发提供施工管理指导。 

3.4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本项目开展

过程中,调研了国内北方地区超低能耗

示范项目,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项目

的投资成本、运行成本及收益计算等方

面进行了基本分析。总体来讲,超低能耗

建筑项目较普通节能建筑的成本会有所

增加,其中秦皇岛在水一方项目成本增

量约700元/㎡,哈尔滨溪树庭院项目的

成本增量在1000元/㎡左右。在北京建设

超低能耗项目,考虑到可能在实施时考

虑要增加太阳能、地源热泵等再生能源,

人工等成本也相对外地要高,所以在北

京的超低能耗建筑增量成本会略高一些,

金隅西砂西项目12#楼超低能耗建筑的

增量成本在1300元/㎡左右。超低能耗建

筑项目建设成本增加的同时,带来了可

观的收益。按照散热器采暖和分户空调

保守估计传统住宅的采暖空调运行费用

为：采暖费用每平米30元收取,该项目每

年采暖费用约18万/年；按照每年每平米

8.8元制冷电费计算,电费合计52800元/

年。采暖空调全年最大运行费用不高于

23.28万。通过被动房可以节省不少于

17.4万元的运行费用,运行费用节省

75%。其它附带的效益还有减少了户外热

力管线的投资,减轻了物业人员对管网

系统的维护工作量。房屋由普通75%节能

标准的房屋改为超低能耗被动式之后,

用户不用再安装空调,可为每个用户节

约4000元的空调费用。同时由于被动房

要求精细化施工,采用保证质量的保温

系统和防水系统,可以保证保温体系和

屋面体系与结构同寿命,可避免因屋面

漏水、保温脱落等增加的运行维护工作

量,可节省大量的材料和人工费用。 

4 技术创新点 

4.1西砂西区12#楼超低能耗建筑是

金隅集团股份公司第一个开发建设的超

低能耗建筑项目,也是北京市超低能耗

建筑首批示范项目。本项目也是国内首

批公租房超低能耗示范项目。 

4.2本项目中涉及到的超低能耗建

筑关键材料、部品,多为集团自主研发生

产,通过合理进行节点设计及施工管理,

本项目成功应用岩棉作为外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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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首个采用全岩棉保温系统的高层

超低能耗示范项目。 

4.3通过从超低能能耗建筑前期的

方案设计阶段开始,到项目实施及后期

的交用运营,全过程进行跟踪与管理,对

超低能耗建筑的开发全流程积累了大量

的经验。 

4.4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节

点、施工技术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总结,

编制超低能耗建筑节点图集、超低能耗

建筑施工技术管理手册,对超低能耗建

筑独特的节点方案及施工管控重点固化

形成标准。 

5 取得的科研成果 

5.1超低能耗建筑节点图集1套。 

5.2超低能耗建筑施工技术管理手

册1套。 

5.3西砂西区12#楼项目被评为北京

市超低能耗建筑首批示范项目。 

6 社会效益及推广应用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在国内迅速发展,

是房地产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掌

握新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的设计、施工、

监理等技术要点是为集团掌握超低能耗

建筑技术,抢占行业市场先机提供保证。

通过实现超低能耗住宅建筑材料在建筑

设计、图集、实施过程的应用体现,将促

进公司材料板块产品性能的提升,促进

公司产业链的进一步深度融合。 

通过超低能耗住宅建筑设计、施工

手册具体内容的研究和规范化,掌握超

低能耗建筑集成技术,培养超低能耗建

筑设计、施工、材料、检测与评价、运

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队伍,超低能耗相

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将带动集团新材

料产业产品升级转型、促进房地产高端

产品发展,对公司房地产板块的良性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已有近

百个,但是都是在借鉴国外技术和经验

的基础之上进行设计和施工,往往要进

行大量的本地化设计及技术推广,虽然

应用国内的材料,国内的施工人员,却没

有应用于国内统一的施工图集规范和施

工指导规范。因此,总结和归纳本地化的

施工图集和规范是目前超低能耗建筑技

术研究的重点。本项目通过全过程重点

管控,对超低能耗建筑关键节点设计方

案、施工技术管理进行总结,编制的超低

能耗建筑节点图集及施工技术管理手册,

为集团股份公司积累了大量经验,也为

集团今后在超低能耗建筑开发建设领域

抢占了先机,提升集团房地产建设产品

质量。12#楼超低能耗建筑顺利申报并被

评为北京市首批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也大大提升了集团品牌的影响力。 

同时,本项目开展过程中,通过大量

的试验研究、方案的反复调整、优化,

提升了集团岩棉、砂浆、被动窗、新风

系统等材料及部品的性能,并实现将这

些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的材料部品优化组

合,成功的应用到超低能耗建筑的实施

当中。这将更有利于促进金隅集团产业

结构调整,为集团建材在超低能耗建筑

领域获得重要市场,给集团相关产业带

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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