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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建筑的现状分析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绿色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其中包括绿色建筑的场地问题，水问题，材料问题，室内环境，室外环

境等。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绿色建筑能促进建筑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  

 

我国绿色建筑的现状分析 

 

马新淇 郭锦 杨天文 

1、前 言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在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宽敞、明亮、方便的居住和办公环境的同时，也伴随着环境资源

的急遽消耗、大气层中CO2 的大量增加而导致的全球大气温室效应。目前，建筑物所排放的C O2量已经超过

制造部门并且仍然在增长。为了降低能耗，许多建筑采取了减少通风量，尤其是减少新风量并增加房间密闭

性等措施。加之许多建筑中的空调通风系统长期运行管理不善及室内建筑装饰材料散发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气体的增加，导致室内空气质量恶化，使得“病态建筑综合症”问题不仅在建筑界，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广

泛关注。正基于此，“绿色建筑”成为二十世纪末、新世纪初全球建筑业思考并追求的理想建筑。 

 

2、绿色建筑的兴起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建筑的要求已不仅局限于遮风避雨的层面

上。人类对于居住环境舒适度的追求以及对建筑环境不加节制的开发与建设，使现代建筑不仅疏离了人与自

然的天然联系和交流，也给环境和资源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清醒地

意识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高速文明发展史是难以为继的。耗用自然资源最多的建筑产业必须改变发

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于是节能建筑作为绿色建筑的前身应运而生。经过几次革命性的发展后，发达

国家的节能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于是人们又把目光扩展到建筑全过程的资源节约、改善室内空气质

量、提高居住舒适性、安全性等更广的领域。在这期间，各类有关绿色建筑的活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各

种新建筑名称也繁花似锦般地涌现。直到1992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使

“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在世界范围达成共识，绿色建筑才渐成体系，并在不少国家实践推广，成为世

界建筑发展的方向。 

 

3、绿色建筑的基本内涵 

    所谓“绿色建筑”的“绿色”，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立体绿色、屋顶花园，二室代表一种概念或象征，

指建筑队环境无害，能充分利用环境自然资源，并且不破坏环境基本生态平衡条件下建造的一种建筑，又可

称为可持续发展建筑、生态建筑、回归大自然建筑、节能环保建筑等。 

    

    绿色建筑的室内布局十分合理，尽量减少使用合成材料，充分利用阳光，节省能源，为居住者创造一种

接近自然的感觉。  

   

    以人、建筑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利用天然条件和人工手段创造良好、健康的居住环境的同

时，尽可能地控制和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使用和破坏，充分体现向大自然的索取和回报之间的平衡。 

 

4、绿色建筑与环境 

    4.1 绿色建筑的场地问题 

    地球上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的70.8%被海洋覆盖，剩下的陆地除去南极，北极，沙漠，戈壁等人类

不可能生存的地方，人人均可使用面积不到2.331公顷，而这其中大多数土地是要用来耕作的，因此，能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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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土地是少之又少。以我国为例，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21.3m2。所以绿色建筑的场地问题就是节约土

地资源和避免破坏周围环境的问题。 

 

    绿色建筑的场地规划和设计并不是把建筑设计强加于场地上，而是通过辨别场地的生态特征，考察场地

的生态容量是否足够修建建筑，并且决定该场地是否适合于计划的用途。同时在设计中通过各种方法使建筑

与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通过利用自然场地的特征来增加人类的舒适度，同时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例如，绿色建筑的场地选择原则是尽量使用已有的建筑场地，宁可翻新也不要重建，这样可以节约土地资

源；在确定建筑朝向的时候考虑能在夏天利用阴影和空气流动来纳凉，在冬天利用太阳能来取暖。另外对于

建筑物的周围环境要求要有洁净的空气、水源与土壤,不致受到不良自然环境的危害,也不易遭受自然灾害的

侵袭。 

 

    4.2 绿色建筑的水问题 

    地球上水的总量约为14亿立方公里，其中淡水只占总水量的2.53%，且主要分布在南北两极的冰雪中。目

前人类可以直接利用的只有地下淡水平线、湖泊淡水和河床水，三者总和约占地球总水量的0.77%，除去不能

开采的深层地下水，人类实际能够利用的水只占地球上总水量的0.2%左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地球上的

水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节约使用和加以保护。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正在寻求各种节水方法和措

施。建筑行业耗费世界水资源的1/6，因此，减少建筑业的水资源消耗，将大大的节约地球上的水资源。 

 

    绿色建筑设计有雨水搜集措施，通过选用合适的屋顶材料或在屋顶建造水箱搜集雨水，经过处理后作为

灌溉水源或饮用。对于室内用水产生的中水，通过中水回用系统，用于冲洗厕所等非饮用的用途。统计表

明，利用中水冲洗厕所便器、浇洒等杂用可节水30％一40％。这些节水措施可大大的节约建筑物内的用水总

量,缓解目前大城市的用水压力,对淡水资源起到了保护作用。对于建筑物产生的下水，采用就地处理系统就

地处理。一些建筑设计有双重配水管线，可将再生水用于冲洗厕所。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绿色建筑的居住

小区要求有污水处理设施，以保证小区的生活废水能够达标排放，保护水环境。 

 

    4.3 绿色建筑与材料 

    传统建筑材料不仅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产生很多环境问题。例如，大量产生的建筑废料，装修材

料引起的室内空气污染导致一系列的建筑物综合症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建筑材料

引起的建筑室内外空气污染的问题。绿色建筑在材料的使用上考虑两个要素：(1)将自然资源的消耗降到最

低；(2)为建筑用户创造一个健康、舒适和无害的空间。通过在材料的选择过程中进行寿命周期分析和比较常

规的标准（如费用、美观、性能、可获得性、规范和厂家的保证等），尽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绿色建筑

提倡使用可再生和可循环的天然材料，同时尽量减少含甲醛、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材料的使用；和人造

材料相比，天然材料含有较少的有毒物质并且更加节能。只有当大量使用无污染节能的环保材料时，我们建

造的建筑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还应该大力发展高强高性能材料；以及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有

机物的生物处理；尽可能地减少建筑废弃物的排放和空气污染物的产生，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例如：The 

University of Denver College of Law (DUCOL)在修建其大楼时，在设计中使用可循环材料作为屋顶，天花

板等的材料，不仅减少了建筑物对环境的污染，而且大大降低了建造成本。 

 

    4.4 绿色建筑的室内环境 

    建筑发展到今天，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它的目的仍然是：为人类创造一个舒适健康的生活、生产空

间。人们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建筑物内度过的，所以室内空间的环境对人们的舒适、健康是至关重要

的。绿色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概念，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4.1 空气质量 

    室内空气质量是很多复杂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其影响因素包括：（1）建筑材料、家具和设备；（2）

建筑围护结构；（3）通风系统；（4）室内的清洁与维护；（5）建筑物内人的数量；（6）家用电器产生的

电场和磁场。不良的空气品质会引起人体疾病，例如建筑物综合症（SBS）、大楼并发症（BRI）和多种化学

物过敏症（MCS）等。绿色建筑在设计中对污染源进行控制，使用环保型材料，提倡合理使用自然通风，这样

不仅可以节省更多的能源，更有利于室内空气品质的提高。要求在建筑物建成后通过环保验收监测，确保建

筑物内空气质量达到人体所需要的健康标准。 

 

    4.4.2 光环境 



    传统建筑中照明的能耗占总能耗的40％～50％，在能源越来越“贵”的今天，传统建筑的设计已不能满

足人们的节能要求。绿色建筑在设计中对卧室、书房、厨房等的照明质量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通过引进无污

染，光色好的自然光作为光源，结合合理的设计能节省50％～80％的照明能耗。舒适健康的光环境同时包括

易于观看、安全美观的亮度分布、眩光控制和照度均匀控制等。绿色建筑设计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调节强

光，从而不影响阳光的高品质。尽可能地利用太阳光以节约能源，不仅减少了能耗和对石化燃料的依赖，而

且有助于提高室内人员的工作效率。 

 

    4.4.3 声环境 

    人类修建建筑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自己的居住环境与外界隔离开来，避免室外声环境和室内声环境互相影

响是很有必要的。背景噪声的水平及谈话的隐蔽性对居住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声环境方面，绿色建筑将

各个户型作为对象，强调了来自室外、其它住户（同层或者上下层）的噪声防护问题，对室内不同空间的噪

声控制提出了控制指标，并对内部建筑结构提出相应的要求，如隔墙、各个房间的门等也提出隔声的要求。

客厅内有娱乐活动和嬉戏时产生的“噪声”一般在65dB以上，所以对于卧室和书房来讲，这类房间的门隔声

指数要求在30dB以上，具体的数值可以经过对室内噪声控制标准的对比并结合当地更多的调查研究来确定。

另外，为了使门的隔声性能得到体现，也明确提出安装施工当中的密封性要求。绿色建筑在项目的规划阶段

就将声环境融入设计中，通过对背景噪声进行评价及各种有效措施，为居住者提供良好的音质，创造一个良

好的学习和休息环境。 

 

    4.4.4 热环境 

    首先热舒适明显的影响着工作效率。传统的空调系统能够维持室内温度,但是,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室内达

到绝对舒适,容易引发出"空调病"问题,且消耗大量能源,增加氟里昂对臭氧层的破坏。而绿色建筑在设计中优

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设置室内温度和湿度的调控系统来满足不同个体对热舒适性的要求，不但保证人体

总体热平衡，还更多地考虑身体个别部位如头部和足部对温度的特殊要求。并善于应用自然能源，积极采用

太阳能来取暖，或用水墙来降温，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减少了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4.5 绿色建筑与室外环境 

    4.5.1 绿色建筑与能源 

    绿色建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节能。地球上的主要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量是有限的，国际

原油专家乐观估计在未来五年内将达到顶峰，接下来将下降。另外，由于石化燃料燃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正在使地球的气温逐渐上升，这样下去，地球的大部分陆地将会由于冰川的溶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

淹没。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采取必要的行动。采用可再生能源不仅能保证我们在未来的能源供应，还能使

引起温室效应的排放气体大大降低。 

 

    绿色建筑师们通过特殊的设计，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例如模仿动物巢穴建造的生态建筑。自然界的许

多动物是天生的建筑大师，居住在热带和亚热带的白蚁能通过特殊的建筑构造方式来保证建筑物内的热平

衡。绿色建筑设计师们通过模仿白蚁的建筑结构来设计绿色建筑，取得了很好的节能效果。另外，节能在建

筑设计中也可以通过自然采光，自然通风，使用保温材料以及多层窗等方式来实现。同时，在能源利用方面

使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供热、供冷和蓄热与昼光照明综合运用于建筑中可节省大量的能源，增加人们

的舒适感。目前被用于绿色建筑设计中并作为替代能源的还有，风能、沼气、水能、光电池等。建筑节能的

方式有很多，通过因地制宜的设计，使绿色建筑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能源情况相结合，能使绿色建筑的节能效

果达到最好。 

 

    4.5.2 绿色建筑与基地环境 

    绿色建筑在设计中追求和周围的环境融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绿色建筑要

求保持和开辟绿地,在建筑物周围种植树木以改善景观，并取得防风、遮阳等效果。在对建筑物周围进行绿化

时，不仅重视创造景观，而且重视环境与生态相融和做到整体绿化。即以整体的观点考虑持续化、自然化。

另外，对于绿色建筑来讲，要融入历史与地域的人文环境中：吸收包括当地建筑形式在内的建筑文化成就，

使当地建筑有其历史性和地域性；对古建筑加以保护，以及继承传统的技术等。例如中国陕北地区的传统窑

洞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如果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等国家，

他们大力发展本国传统建筑，不仅证明了建筑能和当地环境融洽结合，而且使建筑工程具有审美效果。 

 

5、结语 



    绿色建筑对于居住者和环境来说应该是可持续的，舒适的，健康的。绿色建筑的发展可以大大减少温室

气体及其他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它在建筑行业中的发展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行业对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它

相对于传统建筑来说是一种信念的飞跃。我们应进一步的研究更多绿色建筑的成功实例以便促进这一技术的

发展。随着绿色建筑技术资料的广泛流传，以及传统建筑不利因素的影响（包括污染、废弃物相联系的外部

费用的增多，以及环境资源的进一步消耗）变得越来越广为人知，绿色建筑措施将变得更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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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文径网络：文径 尹维维 编辑  刘真 审核) 

关于 绿色 建筑 现状 分析 的相关文章    

·不规则建筑物地基处理及基础设计探讨 2015-8-26 

·建筑工程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裂缝与控制技术 2015-8-26 

·浅析西安市建筑施工领域应急管理问题及对策 2015-8-26 

·浅谈建筑施工企业建立职业健康安全 2015-8-12 

·第五届中国中西部地区土木建筑学术年会回执表 2015-8-7 

·召开第五届中国中西部地区土木建筑学术年会通知 2015-8-7 

上一篇： 建筑节能与节能门窗 

下一篇： 从采暖期制定中探索节能减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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