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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社会生产力与科技进步的协同驱动下,人居生活品质持续获得跃升。伴随着生态文明意

识的增强,低碳发展模式已从理论认知转化为建筑领域的实践。并且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现代建筑

正经历着升级转型。设计转型不仅契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居需求升级,更通过能源结构优化与碳减

排路径创新,为建筑产业绿色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基于此,本文聚焦低碳背景下的建筑设计技术演进进

行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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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driv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quality of living of human settlements continues to jump. With the awakening of the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paradigm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oretical 

cognition to the time criterion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rn architecture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The design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upgrading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rough energ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ath innov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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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双碳”战略目标驱动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绿色建筑

发展形成深度耦合机制。结合我国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相关数

据发现,在2022年,我国新建的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已经超过90%,而我国累计的绿色建筑面积已经超过了100亿平

方米。现如今我国的建筑行业依然作为高排放行业,伴随着低碳

理念的提出和落实,当今我国建筑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及

机遇。因此为了能够将绿色建筑落实到实际中,需要从建筑设计

的环节严格落实绿色低碳理念,为我国经济建设增长和环境保

护做出贡献。此外在城市中,低碳建筑的出现,也能够减少住宅

建筑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类长

期稳定的发展。 

1 现阶段分析低碳节能背景下节能建筑在发展过程

中的主要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建筑施工中要对低碳环保理念进

行体现,尤其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也开

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无论是环境,还是生态等方面的关注,也变

得极为强烈。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能够促进生态系统长期有

效的运行,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受自然带来的威胁,就要不断

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材料节能设计,把一些低碳以及节能等材料

科学合理的运用到建筑施工中,全面降低高耗能资源,整体降低

施工成本,积极改善人们的生存生态环境,推进建筑行业的稳定

运行。在低碳建筑设计实践中,需系统评估当地资源优势,使建

筑形态既满足美学诉求,又能有机融合地域文化特征,实现文化

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2 分析现阶段低碳建筑在设计过程中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低碳理念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应用已从理论倡导逐

步转向实践探索,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从设计、施工到运

营,低碳建筑的推广既体现了行业的技术进步,也反映出部分企

业理念的滞后性。而对于现如今的建筑行业来说,多数的企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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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对技术进行创新,全新的设计理念,保证建筑施工中绿色节能

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然而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有一部分

企业没有认识到低碳设计的重要性,仅仅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低

碳节能的设计。比如：在施工的过程中也会使用一些质量不合

格的材料,虽然能降低企业的施工成本,但无法保证建筑的整体

安全性,严重的话还会对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当前部分建

筑施工企业仍存在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亟需

强化低碳设计理念在工程建设中的贯彻实施。在推进绿色建筑

发展过程中,企业应当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通

过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工程建设全过程,不仅可以实现企

业营收的合理增长,更能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这种平衡发展模

式要求：首先,工程建设各方必须严格执行绿色施工标准,确保

项目全生命周期符合环保要求；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绿色建筑评

价体系,推动行业技术创新；最后,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

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这种发展路径既能满足当前建设需求,

又能为行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在低碳发展理念指导下,现代建筑设计应

当建立系统性的可持续发展策略。首要任务是优化能源结构体

系,优先采用光伏发电、地源热泵等清洁能源技术,逐步替代传

统化石能源。通过精细化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

能耗监控与优化,在保障功能需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能源

消耗。 

设计阶段需贯彻全流程低碳理念,重点把控以下关键环节：

其一,建立基于BIM技术的能耗模拟平台,对建筑围护结构热工

性能、设备系统能效等进行多方案比选；其二,推行装配式建造

技术,通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降低施工损耗；其三,建

立材料碳足迹评估机制,优先选用再生建材、低碳混凝土等环

保材料。 

空间设计层面应充分考虑地域气候特征,通过计算机模拟

优化建筑朝向、窗墙比等关键参数。合理组织自然通风路径,

利用中庭、风井等空间构件形成被动式降温系统。同时整合立

体绿化体系,既改善微气候又提升碳汇能力。 

为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议构建“设计-施工-运营”全链

条的碳排放管控体系。设计单位要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施工

单位需建立材料追溯机制,运营阶段则应配备智慧能源管理平

台。通过多方协同,最终实现建筑性能提升、运营成本降低、环

境效益显著的多赢局面,为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3 分析优化低碳概念下的建筑设计技术措施 

3.1对低碳建筑材料进行合理的应用 

对于建筑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合理的选择节能环保的建筑

材料,保证材料自身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让材料和建筑

之间得到相互融合。而对于一些新型低碳的建筑材料而言,通常

情况下为环境友好型和生态节能型的材料,这类材料进行制造

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选择使用绿色工艺方式,采取这种方式能

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一些不可再生材料的使用,也能够有效降

低建筑垃圾的出现。除此之外,对于这种类型的材料而言,低能

耗和无污染是其最大的一个优点,因此在开展建筑设计中,要合

理的对这种类型的材料进行应用,例如可以选择使用一些生态

水泥和绿色玻璃等材料,这样能够降低对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

也能起到良好的节约目的,保证对低碳建筑材料实现科学合理

的运用。 

3.2对建筑墙体进行低碳设计 

在开展建筑工程设计的过程中,外墙保温工作好与坏,和工

程的保温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常情况下,保温层主要是在墙体

的内部或者是外侧部分,但是结合其施工便捷性来分析,外侧进

行保温施工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复杂性,目前在建筑保温施工中,

主要选择使用内墙保温方式,采取这种方式能够有效降低热桥

问题的出现,与此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墙体保温层占用

建筑面积。除此之外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空心砖作为十分普遍

的一种施工材料,这种材料的保温性十分良好,已经被广泛的应

用到建筑施工中,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开展建筑设计中,

需要对墙体缝隙以及热阻值等进行详细考虑,如果存在不良的

情况下,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及时处理,保证提高墙体的

整体性能,同时能显著提升建筑的整体节能效果,还能为建筑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3.3做好门窗的低碳设计 

在建筑中,门窗作为一个核心的内容,整体的节能效果和建

筑存在着直接关系。因此在建筑工程中,必须要做好门窗节能设

计工作,通常情况下,双重塑料单匡门窗的整体热传导系数相对

比较低的,所以在建筑门窗设计中被广泛的进行应用。同时在设

计的过程中,还要对每个位置的密封性和传热系数引起重视。 

3.4分析建筑顶部的低碳设计 

对于一些建筑屋顶而言,其长期处于在阳光的照射下,温度

将会逐渐上升,为了能够保证用户居住的舒适性,则需要对保温

和隔热处理引起足够重视,使其能够充分的显示出低碳设计理

念。然而在进行建筑物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有效的预防

寒气的进入,避免阳光直接的照射,一般情况下会结合实际情况

增加隔热层,保证其建筑存在良好的保温性能,这样也能够满足

抗压的实际需要。 

3.4.1对建筑朝向进行合理的设计 

开展建筑工程设计的过程中,朝向和节能之间存在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需要对日照的朝向进行充分结合,使其让建筑在冬

季时接收到阳光的照射,避免冷空气进入,而夏季可实现通风,

降低阳光照射的影响。但是在对朝向选择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

上述要求,根据建筑物的文化和地质情况,控制空调使用的数量,

保证实现节能的目的。 

3.4.2对空间利用效率进行提升 

在现阶段低碳设计的背景下,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保证建筑

物的空间利用效率得到全面的提升。此外合理的利用建筑物的

空间,也能够提高建筑物整体面积,尤其是对于一些居住人群较

多的建筑,在实现空间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可以对住房的

面积标准进行严格控制,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损耗,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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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建筑空间循环利用,保证建筑物使用年限的增加。首先在进

行建筑工程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对空间利用效率进行不断地提

升,有效的降低建筑面积的实际需要,合理的进行能耗控制。其

次有效地应用可再生能源,在进行户型设计的过程中要对建筑

空间的灵活性给与满足。 

3.4.3做好建筑设计和环境间的相互协调 

在现如今的低碳建筑理念发展背景下,在开展建筑设计的

过程中,需要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详细的考虑和分析,让建筑设

计和环境之间能够相互融合,二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对

建筑设计时,必须要对附近的水源情况进行掌握,保证其建筑物

附近具有洁净的水源,不仅能够对附近环境起到良好的净化效

果,也能够让水源和建筑之间相互融合。除此之外,低碳环保建

筑设计中,绿色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同时在建筑设计

的过程中,绿色占据着较大的比例,通过提高建筑物的绿色覆盖

面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满足城市日后绿色低碳发展的

需要。同时在对建筑附近交通设计中,还要做好科学考虑,满足

人们日常出行,将低碳环保设计理念合理地融入到建筑设计中,

具体的区域木本植物种类丰富度还需要满足下表的需要。 

表1 居住区域的木本植物种类丰富度要求 

住区规模/万m2 住区应达到木本植物种数

≤5

5~10

≥10

40

50

55

 

3.4.4合理的应用可再生能源 

一是要合理选择节能系统。对于我国不同区域而言,建筑物

在能源损耗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开展低碳建筑设计中,

工作人员要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能源供

给方式,使其能够促进再生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升。与此同时

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还要结合因地制宜的原则,例如：我

国的北方地区中,由于气温是比较低的,采暖占比能耗较大,因

此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建筑在设计的时能够做好保温设计。二

是开展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还要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合理划分,制

定出科学有效地利用方式,保证建筑物能够实现低碳设计。而建

筑工程在进行建设施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要详细的对可再

生能源进行考虑,例如结合使用太阳能以及风能等,通过不断的

优化应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4 结论 

综上,对于现代化建筑施工来说,必须要将低碳理念落实到

工程建设实际中,并且还要将其引入到设计环节中,通过对工程

附近的环境进行详细调查以及分析,在此基础上合理的选择节

能方式,保证资源及能源得到合理的应用,进而避免施工建设过

程中出现能源浪费的问题,促进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全面提升。但

是在实际进行工程建设施工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符合

节能的地方,需要进行持续的改进和优化,与此同时还要坚持生

态环境保护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才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

展提供出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能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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