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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水平显著提高,建筑数量明显增多,这为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但是建筑行业作为能源消耗大户,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所以,有必要在建筑设计中积极应用建

筑节能技术和理念,在确保能源安全性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利用价值,减少

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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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已成为

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既是促进社会进

步的基石,也是改革经济结构、发展新时

代科技的重要方向。作为建筑大国,我国

的城市化建设处于推进发展阶段,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都使建筑工程数量以几何级数增加,

这其中对能源的大量消耗,恰恰是我们

国家高速发展的巨大阻力。在建筑工程

设计中将节能理念重点凸显,在建筑材

料选择中将环保原料应用起来,在楼宇

施工中将绿色工艺引进来,才能使建筑

物的节能效果得到全面保证,达到建筑

工程各环节全面节能、降低排碳量的行

业发展目标,才能实现降低居民生活开

支和保护地球环境的双赢。 

1 建筑方案设计中的节能理念 

(1)节约土地资源在设计建筑方案

时,建筑的空间设计应该由以往的粗放

型转变为密集型,在建设建筑的过程中,

应该尽可能降低建筑垃圾和有害物质的

排放量,尽量避免污染土地资源,并 大

化地利用土地资源。 

(2)节约水资源在建筑方案设计中

渗透节能理念,一定要做好节约用水,水

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重要资源。各行各

业都必须秉承节约用水的理念,在设计

建筑方案时,不管是生活用水还是建筑

用水、绿化用水都必须合理地加以利用。 

(3)节约材料建筑方案设计中的节

能理念主要体现在建筑材料上,在设计

的过程中,一定要优化建筑材料配置,

大化地利用建筑材料,对于一些可循环

使用的建筑材料,应该尽量重复使用,并

不断扩大可再生建筑材料的使用,以此

达到节约建筑材料的目的。同时在选择

建筑材料时,还应该考虑建筑材料的环

保性。 

2 建筑工程设计中的节能建筑

设计分析 

2.1重视环保节能材料应用 

建筑工程设计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

综合实践活动,其因科技的发展而发展,

建筑设备、施工以及建材技术也处在不

断发展以及创新的状态中,这种上升的

趋势要求建筑工程设计在新时代的实践

中,要更加重视通过融合科技实现节能

理念,提升节能效果,而节能环保材料的

应用是实现建筑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的

重要环节。在化工技术、纳米材料持续

发展和改进的大环境下,建筑用材逐渐

向坚固、美观、轻盈、节能的新趋势发

展,促进了墙体隔热与保温技术的快速

研发,出现了保温、阻燃性能好的新型材

料,实现了建筑在保证气体流通的前提

下,保温、隔热水平的显著提高。墙体是

影响建筑同外界交换热量的主体,也因

其面积占比较高而成为建筑能源消耗的

主要部分。外墙在建筑设计时既要确保

具有坚固实用的基本功能,又要对节能

和隔热性能进行全面考量,因此在建筑

施工中要保证砖块压实并排列整齐,在

选择墙体材料时要将环保性、轻质性纳

入衡量标准,从而在设计及施工阶段体

现建筑节能理念。填充材料的应用。防

冻剂在空心砖中填充后,可显著提高墙

体的保护功能,同时提升墙体的保温、隔

热性能,降低室内温度的变化幅度,达到

节能减排的目的；矿物毡和玻璃棉在屋

顶和地板结构中的使用可显著提升传热

性能。墙体材料的选择。近年来,为追求

外观对人的吸引效果,许多大型建筑物

对玻璃幕墙情有独钟,但玻璃幕墙反射

所产生的噪光,会导致人产生眩晕、暂时

性失明,常常引发事故,因此其产生的光

污染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促使墙体

材料选择向更科学、更优化、更环保的

方向发展。在满足隔热和采光效果的同

时,达到经济、健康、节能相融合的效果

成为建筑行业新的发展方向。 

2.2提升建筑设计中水资源的合理

运用 

水乃万物之本,也是万物之源,同时

还是无法再生的资源,当前全球范围内

的水源呈明显减少的趋势,我国具有广

阔的土地资源,但却面临着分配水资源

不均 的情况,并且国内水资源人均占

有量极少,所以合理运用水资源对于推

进国家发展意义重大,提升水资源的应

用效率势在必行。水在人们生活中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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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设计人员在设计建筑时,必须对

怎样节省水资源给予重视,以此来提升

水资源的应用效率,降低水源无畏耗费。

在设计建筑中,设计人员需要对水循环

体系与回收污水体系充分利用,有效处

理污水,做到一水多用,保障人和自然更

加协调的发展。 

2.3节能在建筑材料设计中的体现 

在进行建筑方案设计时,必须认识

到节能在建筑材料设计中的重要性,建

筑材料的选择是建筑项目建设过程中必

不可缺少的一项重点内容。不同的建筑

材料可能会建设或者装饰出不同的效

果。并且选择不同建筑材料建设完成的

建筑,其成本也有所不同。设计人员在建

筑方案设计中贯穿节能理念时,应该在

维护建筑结构的同时,尽量选择使用具

有较高节能环保性的施工材料,这样不

仅可以减少建筑成本费用的支出,而且

可以避免污染周边环境。例如：在设计

建筑混凝土砌块环节时,可以选择使用

粉煤灰砌块或者矿渣等,这些材料都是

由一些可再生的废料制作而成。为了保

障建筑的使用寿命和节能效果,可以根

据建筑自身的需求,选择使用一些由当

地生产、加工的建筑材料,这样不仅可以

降低运输成本费用的支出,而且可以降

低运输过程中能源的消耗。 

2.4建筑节能在建筑平面设计中的

应用 

建筑平面设计应充分满足家庭构成

和生活习惯的要求。建筑平面设计涵盖

诸多内容,如功能设计、采光通风设计、

舒适度设计和功能布局设计。为增强设

计的效果,首先,在平面设计中要准确

把握设计原则,不仅要确保建筑的安全

性与稳定性,而且也需适当缩小外围护

栏的面积,以减轻夏季热辐射,扩大冬

季的光照面积,降低空调运行过程中的

能源消耗。再者,热环境设计中,工作人

员需充分发挥太阳能的作用,减少其他

能源的消耗,尤其是一次性能源的消

耗。厨房、卫生间和过厅等应布置于建

筑北侧,而卧室和客厅则布置于建筑南

侧,以此有效改善建筑热环境设计的整

体水平。不仅如此,温度阻尼区也可有

效控制和减少热损失,工作人员可在设

计中结合实际设置封闭楼梯间,也可封

闭屋面入孔。 

2.5节能在建筑运营管理中的体现 

建筑物正式投入使用,开始运营后,

就会产生一些费用。据相关统计数据,

在我国建筑运营过程中,空调和采暖方

面的花费开展占总体费用的 65% 左右,

与建筑能源生产增长速度相比,两者之

间差距较大。为此,设计人员在设计建筑

方案时,必须在建筑运用管理设计中重

点体现节能设计理念,以此解决这一难

题,有效地减少建筑日后在运用使用过

程中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切实提高人们

的生活质量,并解决现阶段全世界能源

都比较紧张的问题。在建筑运营管理设

计中贯彻落实节能设计理念也是建筑行

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设计人员在设

计时,一定要灵活部署建筑的各项功能,

全面考虑日后运营中所产生的能源消耗,

一方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另

一方面减少建筑运营成本费用支出。 

3 结语 

总之,基于全全世界范围能源紧缺

的状况下,建筑中应用节能设计和人们

的生活紧密相连,设计人员在设计建筑

的过程中,必须在其设计中融入推进发

展、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发展理念。

在设计中结合具体状况进行建筑的科学

设计,结合具体状况融合节能设计观点

与科学方案,在确保居民自身安全的同

时,在建筑设计中有效地融合节能设计,

提升可再生资源的应用效率,减少过于

依赖不可再生的能源,保证人和自然更

协调的发展,保证整体生态系统的均衡

发展,从而实现建筑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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