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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全世界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能源的消耗量也在不断的增多，传统的生

活方式正在受到挑战和质疑，所以，人们越来越多的倡导节能环保，尤其在建筑行业，更是将低碳节

能等理念贯穿始终。文章就绿色建筑设计中的低碳设计策略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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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环保、绿色、节能等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人类保护大自然的意识日益强烈，

而低碳是一个面向全人类的话题。不论在建筑设计中还是在室内设计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它是以低

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2 绿色建筑设计中低碳设计的重要性  

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

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低碳建筑已逐渐成为国际建筑界的主流趋势。建筑在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几乎占到了 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领域。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道

路上， 对建筑进行低碳设计注定成为必然。低碳建筑设计主要考虑三点:一是节能，这个节能是广义

上的，包含了“四节”———节水、节地、节能、节材，主要是强调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二是减排，

强调的是减少建筑物排放的固体、气体、液体等环境污染；三是满足人们使用上的要求，为人们提供

“健康”、“舒适”、“高效”的使用空间，提高环境质量。 

低碳节能建筑明显地降低了能量的消耗。经相关人员研究表明，建筑物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消耗

能源大于 50%，同时生成 34%的污染物。低碳节能建筑能有效地减少能耗，据统计数据，低碳节能建筑

的耗能与一般的建筑相比能耗降低超过 70%。 

低碳节能建筑再现新型建筑艺术。传统的建筑采用的是商品化的生产技术设计和建设过程。低碳

节能建筑突出强调了将本地的文化和原材料融入建筑设计之中，不违背当地的自然和气候条件，展现

出本地风格并形成新的建筑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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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节能建筑适应四季之景。传统的建筑很多与自然环境是相冲突的，室内环境不流通，这对身

体的健康是不利的。低碳节能建筑设计内部与外部是连通的，根据气候变化，对室内环境进行自动地

过渡调节。 

未来绿色低碳是我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追求，低碳建

筑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和国家的关注，并已写进国家的发展规划中。因此，我们建筑设计师要不断的

注入低碳设计理念，学习低碳设计，运用新技术新理念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低碳建筑因地制

宜，采取适度的技术和产品，让技术和产品匹配，不只包括造价，还有各方面功能，更是用低碳理念

设计出来的。 

3 低碳节能建筑设计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低碳节能建筑设计应遵循现代开放、端庄朴实、简洁流畅、动态亲民的建筑形象，从选址到格局，

从朝向到风向，从平面到外向，从间距到界面，从单体到群体，都要采集天然能源，以利节能；注重

空间的阳光感、流动感与体量感；充分体现材质的轻重、粗细、虚实对比以及建筑设计中各类节能、

环保低碳建筑技术的应用。同时还应做到： 

a) 引入“低碳节能”观念，掌握节能技术，树立节能意识。积极利用低能耗资源和自然资源，

是搞好低碳节能建筑设计的关键。 

b) 低碳节能建筑设计的特点应符合整体设计与多元共融。结合当地文化内涵，发掘不同建筑类

型的特点，开发适合本地生态环境的新型能源和技术，整合并完善建筑功能，以满足使用者

对适宜的、高舒适居住环境的追求。 

4 绿色建筑设计中的低碳设计策略分析 

4.1 选材 

4.1.1 主体结构 

提倡采用钢结构体系取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国外研究表明，钢筋混凝土建筑的耗能量，为钢结构

建筑的 1.2 倍，其耗能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为钢结构建筑的 1.4 倍。可见钢筋混凝土建筑对地球环保

有很大的杀伤力，钢筋混凝土建筑构件的断面大，要消耗大量的砂石、水泥和水，导致国土流失。最

后当其寿终正寝，拆除解体时，其废弃的渣块屑又难以回收再利用，造成环境的大负荷，拆解中的扬

尘再次冲击环保。 

4.1.2 材料选用 

中国每年大量的能耗中，40%是建筑能耗，要真正实现节约能源，要建造可持续建筑；低碳的建材

对低碳建筑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要减少排放，二要节约能源。所以要通过低碳设计来实现

低碳技术和零碳技术乃至负碳技术策略，实现低碳、零污染、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目标。低碳建材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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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材相比，在内涵和目标上保持一致的，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绿色建材强调减少污染排放，低碳

则是减少碳的用量和排放。它更符合节能减排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题。 

4.2 内部环境设计 

4.2.1 声、光环境设计 

天然采光方面，整栋楼的设计为了增加日照时间，可以设计成波浪形或弧形。每个房间要考虑窗

的面积及方位。设置反射光板或光导管等天然光导入设备，建筑内装修可采用浅色调，增加二次反射

光线，通过这些手段保证获得足够的室内光线，并达到了一定的均匀度，由此减少白天的人工照明，

节省照能耗。夏季要有可收放的遮阳篷在夏季尽可能减少不需要的太阳辐射热进入室内，门窗设置还

要有利于自然通风，带走热量。冬季又有利于太阳光进入。 

针对声环境设计来看，设计师应考虑将卧室设置在背向噪声源的方向，这样可降低噪音 30dB，有

时可能和采光冲突，这就需要合理布局。采用隔音窗也能显著阻隔室外噪音；在住宅区沿路适当栽植

绿色植物，对降噪也有一定效果。在实际的声环境设计中，可以采用多孔吸声材料，用亥姆霍兹共振

原理组成的吸声构造。理想的做法是在建筑设计的同时进行音质设计，已达到人性化的温馨环境。 

4.2.2 水、热环境设计 

低碳建筑讲究节水，并且要考虑水质和水量两个问题。低碳建筑采用的节水方法有:选用有良好节

水型供水设施；安装收集雨水装置，建立污水处理系统，就地处理污水。小区景观用水要专门设计并

将其纳入全局一并考虑。热环境的实现尤其重要，小区的热供应应满足居民的舒适度的要求，并能实

现建筑节能和环保的要求。夏季空调的室内适宜温度为 22-27℃，冬季供暖的室内温度宜在 20-24℃。

可采用制冷、取暖、生活用热水联合供应的热环境技术。 

4.3 外部环境设计 

4.3.1 绿化设计 

首先，应将建筑空间与城市绿化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达成统一。其次，将建筑与绿化复合，做到

双方效益的最大化。建筑与绿化覆盖结合。再次，这种设计方式是一种人性化的方式去解决建筑与城

市的生态问题。最后，这种方式有利于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整合。绿化是与自然环境有机的结合，而

不是脱离地面而孤立存在的，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整体；同时，由于这种空间的连续性，建筑的可

达行增加了，人们也能够从一个外部环境轻松地进入建筑的上部空间，并享有这份空间提供的视觉与

心理上的轻松、愉悦。 

4.3.2 智能系统设计 

利用建筑智能化技术实现低碳建筑的目标，前景广阔。一方面是发掘现有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节能

降耗潜力，如通过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对建筑环境参数及空调、地热、给排水、照明、电梯等机电设备

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优化设备运行，减少设备开启台数和运行时间，节约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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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电厂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保护环境。通过建设方便、快捷的信息设施系统和信息化应用系统，使

用户足不出户即可进行信息交流和应用，减少人们出行的交通压力及 CO2 排放量，保护环境；另一方

面是紧密跟低碳建筑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发智能化技术在环保生态设施和系统中的应用， 如对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雨水及污水综合利用系统的监控与管理等，与环保生态系统共同营造高效、

低耗、无废、无污、生态平衡的建筑环境，为建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低碳建筑设计对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建筑师

需要因地制宜，选用最合适的技术、工艺和材料，政府相关部门需要规范相关的标准、机制，颁布激

励性政策，强化专业人才的培养，以进一步促进低碳建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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