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3 第5卷 第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3,5(2) 

4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低碳概念下的建筑设计应对策略分析 

杨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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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行业作为我国重要基础建设的行业，也意味着其损耗量之大，随着低碳环环保理念的出现，在建筑设计时如何合理运用

低碳概念，来减少建筑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的污染，因此文中遍围着低碳概念下建筑设计方面要如何应对展开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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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industry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lso means that its loss is large.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 to reasonably use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o this paper will carry out detailed research on how 

to respond to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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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各个行业都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其中建筑行业最为明显。但在全球经

济生长的同时，生态环境却持续的恶化，后来出现了低碳

生活理念，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低碳生活的重要性，在这样

的背景下，发展低碳建筑设计显得特别重要。而在我国经

济产业链中，建筑行业作为我国重要基础建设的建筑行业，

是一个高消耗、高排放的建材行业，因此社会对这方面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建设时减少环境污染是我们要思

考的。 

1 我国低碳建筑发展状况 

低碳建筑广泛认为是在建筑过程中对建筑材料、建筑

设备以及施工等整个建筑工期内，有效的减少化石能源的

利用，强化节能效应，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低碳

生活的目的。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人们低碳生活的意识也

在日益增强，因此在建筑行业中使用低碳、节能的理念内

涵也突显出来，进一步促进我国建筑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而且低碳和建筑节能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降低能耗，也就

是减少能源的消耗，进而减少环境污染，强调建筑材料对

建筑过程的积极影响。相对比下，低碳建筑则更注重效能

的应用，有效减少在建筑过程中致使周边环境出现消极的、

恶化的影响。因此在建筑方面，许多相关行业皆采用了低

碳环保的理念后，推动着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但在大力

发展低碳建筑的道路上坎坷不平，因为很多人为了追求建

筑物外表的美观和使用，忽略了建筑的效能，加上使用低

碳建筑成本上的增加，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低碳建筑的发展，

但在低碳环保的背景下，发展低碳概念建筑设计是必然的。

相关的建筑设计人员不仅要站在人的角度出发设计出舒

适的的居住环境，还要考量建筑过程给周边环境带来的消

极影响，应运用创意创新的设计方案来减小热岛效应带来

的作用、达成能量的多级应用，减少建筑能量的损耗，所

以合理的考察施工现场和优化建筑施工技术有利于降低

建筑材料使用量和建筑工程量
[1]
。 

2 我国低碳建筑设计理念和要求 

2.1 建筑设计的低碳要求 

低碳要求顾名思义就是建筑施工过程以及完成的建

筑物时，实现低能耗建筑原则、居住空间安逸原则、环境

和谐原则，也就是绿色建筑、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以

减少建筑过程中化石能源的使用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以达成节能减排，降低环境污染，从而让居民生活环

境更绿色、更舒适。低碳概念背景下的建筑应对策略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①实现组合优化。在低碳生活的背景下，在建筑物设

计进行前，要引入低碳建筑设计的理念，保障环保绿色的

建筑，并且在建筑不同阶段设计内涵中做到组合优化并加

以改进。从实际情况出发，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建设新

型的建筑。例如对水能、风能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清洁

能源合理利用到建筑中去。充分发挥出能源优化的利用，

提高生态建筑设计水平，有效降低建筑自身污染和能耗。 

②实现能源节约。随着节约能源概念的提出，在建筑

设计中要以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源损耗、减少

环境有害物排放为实施重点，从而真正达到能源节约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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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近些年来设计人员逐步认识到建筑墙体节能优化

设计的重要性，对其进行科学合理规划以提高建筑物的性

能，从各个方面分析围护结构提高建筑物的通风和温度交

换功能，以及对自然光的应用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性能。 

③实现绿色环保设计。建筑物要想实现绿色环保的理

念，必须在其建筑过程和材料的选择上自然的、污染环境

小的材料，即低能耗、清洁材料，其中天然材料最佳，比

如石块、砂料、黏土等，尽量避免使用含有害物质的材料。

在建筑材料要运用前必须严格执行原材料的质量检查，并

且在不同的施工阶段也要根据对应的情况处理天然材料，

确保材料在使用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没有产生危害。同时

还要重视建筑物湿度和温度，避免受到周围环境气象降水

或者干燥的影响，导致建筑物使用周期缩短，优化室内通

风和采光条件，践行绿色生态原则，实现低碳生活。 

2.2 建筑选址的整体布局 

当一个建筑工程在进行设计时，有关负责单位必须要

到施工场地了解当地整体的环境因素，比如场地和周边地

质、地貌、气候、水文等情况，搜集施工场地周边自然环

境的资料信息，再根据这些资料信息进行分析、研究、最

终确保建筑物良好的整体布局，因此整体环境因素对建筑

物的作用不容小觑，这也是为什么在进行建筑施工时必须

要了解当地环境情形。只有掌握了周边环境的情况才能在

大程度减少建筑工程期间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损害，还保持

了人文化的居住条件，这需要相关设计人员作出优化的设

计方案以及内部细节等，从而确保整体建筑的结构形体、

朝向、规格、内部等情况达到用户舒适的居住环境。在营

造良好的施工环境同时还提高了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2.3 优化建筑内部结构 

优化建筑结构空间是为了大限度实现建筑产品可用

空间，在建筑过程减少建筑材料的能耗以及建筑垃圾的产

生并降低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从而实现了低碳环保设

计的真正意义。这种类型的设计即缓解我国城市人口量与

土地之间的矛盾，又有利于更多的土地进行开发。一般的

建筑工程在进行设计时，大都会遇到建筑复杂性和建筑层

次性，因此相关设计师应立足于具体的实际情况，比如建

筑工程项目材料的选取和采购，施工方案设计等方面，打

破传统的建筑布局方式，并结合自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资源，进一步优化建筑结构功能的布局。建筑户型的灵活

性和适应性对于住宅设计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提高建筑

物使用周期和减少施工现场建筑产生的垃圾以及降低环

境污染都是大有裨益的。此外，在建筑设计时要跟周围环

境做到相协调、相呼应，其目的是为了建筑与周边自然环

境的融入，尊重当地生态环境，实现建筑和环境的和谐发

展，经济才能更进一步推动。从以上可以看出建筑结构优

化的着力点、核心不仅在于建筑的本身，还需要结合周围

的环境，只有科学的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和创新，才能满

足建筑功能各方面的需求。 

2.4 选用自然、绿色建筑材料 

随着人们经济的发展，实现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的一

体化是必然的趋势，这种设计不仅充满了人性化的风格，

还提高了建筑资源的利用率。而且在建筑设计时应考虑使

用低碳理念，因为这种环保的策略通过建筑材料的节能减

排，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还降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因

此积极使用自然、绿色建筑材料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

在过去传统的建筑行业中，建筑材料和相关设备等含有许

多有害物质，比如甲醛、苯系物和 TVOC 等对环境和人类

健康产生了直接的危害。同时新型环保建筑材料比起传统

建筑材料上具有较多的优势，新型建筑材料污染少，作用

功能多，材料消耗少等优点。而且过去为了满足工程建设

的需要，相关设计人员在建筑中使用建材量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结果致使建材排放出很多污染物，对环境环保和人

身安全产生了威胁。所以，必须选择以生态节约型的新材

料作为建筑材料首选，实现材料资源可循环利用，比如新

型墙体材料、保温隔热材料以及防水密封材料等。这些新

型材料达到了“健康、环保、绿色、舒适”4 个目的，对

环境负荷小且有利人类健康，相关设计人员还可以利用建

筑工程周边环境、资源等条件相结合，使材料资源充分发

挥提高利用率，降低建材损耗，在保证人体健康的同时还

保障了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 

2.5 设计中兼顾自然采光和通风 

设计中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是指利用太阳自然光照和

通风条件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迫

于环境日渐恶劣的影响下，全球科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自然

资源技术对建筑的作用，新能源产业的发现使低碳建筑在

原来的发展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升高度。在建筑设计中做好

通风和采光设计是高舒适度低能耗住宅的节能型设计。不

仅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

源和能源的消耗量了。因自然采光不需要过于复杂的作业，

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必有光照，但为了避免建筑工程的产品

过热或者太阳过度辐射时，科学地对建筑产品进行通风设

计，首先要提高建筑门窗的气密性，再利用自然风引进屋

里来改善室内散热要求时，还避免室内出现热量的散失。

在建筑设计采光上，可根据建筑门窗的朝向并结合实际需

求来对其进行调整，例如室内环境需要扩大窗户面积来增

强光线能力和足够的通风，而卫生间环境在保持通风的同

时又要缩小窗户的面积。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建筑设计布

局显的多么重要，否则不仅住户感到身心不适还会损害人

类的身体健康。由于当前我国建筑住宅部分窗墙较小，在

窗墙设计方面要考虑各种因素，比如朝向问题，冬夏季光

照问题、季风问题等因素进行布局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了建筑能耗。比如屋子窗户开在南面，可以扩大窗

户面积或安装落地窗，会让室内采光更好并加速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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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当屋子窗户开在北面，北方吹来的风往往比较冷，

因此窗户面积不宜过大甚至要缩小窗户面积，还要使用保

温隔热性和密封性的材料，避免房间热量过渡流失。风能

和自然采光是源源不竭的绿色资源，这即符合了国家节能

减排的号召，避免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为人们提供了更加

健康、更加舒适的环境体验。 

2.6 建筑设计应利用可再生能源 

鉴于低碳建筑设计中的“低碳”设计，说明相关设计

人员要重视建筑产品可再生能源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

建筑综合低碳设计的概念。尤为在较高的建筑物建筑绿色

节能设计中，合理优化利用可再生能源，那么开发有关可

再生能源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就很关键了。因天南地北的地

形地貌，也意味着不同区域建筑的能耗特性普遍存在差异，

所以相关设计人员应从当地实际的环境因素出发，优化可

再生能源的配置。例如东北地区因地理位置问题，冬天温

度常年处于零下，非常寒冷，所需要的取暖热量也比较高，

特别是煤炭能源的使用占比更大。因建筑物墙体在对应材

料下有隔热保温的作用，因此设计师要注意保温技术以及

节能材料的选择，并想尽一切办法发掘出新的能源，在利

用可再生能源来加强建筑物节能时，还了降低严寒地区的

碳排放并提升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在建筑物使用周期

内，要从全方位角度出发，分析研究可再生的非化石能源，

具体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水能和海洋能等自然绿

色的资源，将建筑物本身实际情况与自然环境的相融合，

确保可再生能源应用到建筑设计各类内容中，从根源上实

现绿色低碳建筑设计以及负碳排量，产生环境效益的同时

促进建筑和周边环境的和谐互动。 

2.7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 

墙体节能：墙作为建筑外围护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有

保温、隔热、防水、防潮和承重等功能。在建筑节能的要

求下，应而在墙体施工中对复合墙体技术和空心砖墙等设

计技术进一步的使用。同时还可以对墙体建造双层通风幕

墙或选用浅色平整的材料，从而实现墙体节能， 

窗户节能：窗户作为建筑围护组成部分中耗能占比最

大的部分，也是建筑围护节能的关键部位，因此门窗节能

设计至关重要。在设计窗户节能时，要充分考虑采光、通

风、隔声以及朝向等对窗墙比严格判定，可以通过各种玻

璃的传热特性以及各种具有气密性、保温性、抗风性等材

料，大限度满足窗户节能的要求。 

屋面节能：屋面节能是通过对建筑物屋顶的表面屋进

行改善进而阻止热量的传递。屋面的节能措施主要体现在

保温、隔热以及遮阳方面，一般都是以生态技术和智能技

术来实现建筑节能，比如绿化、架空通风以及太阳能集热

屋顶等技术予以处理。在对屋顶表面隔热时，应尽量保持

屋面面积不宜过大；在屋面有坡度时，可以采取屋面绿化

以及一体化隔热等技术，还有利用爬藤植物在屋顶层遮阳

也是建筑屋面节能的措施
[2]
。 

3 制定低碳建筑的标准 

低碳建筑的核心起源于低碳生活，因而在我国低碳建

筑方面起步较晚，没有完整的系统制度，相关政策、监督

机制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低碳建筑的

发展，因此寻找一条低碳建筑持续发展的道路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加强发达国家间的低碳经济合作，借鉴

国外发展低碳建筑的实践和经验，再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

出低碳设计原则和技术规范等多方面内容，构建出符合我

国低碳建筑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方标准测评体系，为我国低碳

建筑的发展提供进一步支撑。乃至制定低碳建筑行业的法律

法规、来推动和鞭策低碳建筑的发展。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和

建筑物使用周期内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对低

碳建筑发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实现我国建筑全生命周期的

低碳化，从而推动建筑更低碳更绿色更快速的发展
[3]
。 

4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到了全球气候的变

化，而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是能源业，

因此我国未来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目

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形势从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那么建筑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

践行低碳时应首当其冲。在我国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

推动节能减排形势下，低碳建筑设计也应响应国家的号召，

大力发展绿色的、健康的建筑设计，在建筑工程时全程做

到低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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