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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提升过程中，绿色和节能减排成为建筑工作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之一，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中添加

绿色理念，使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文章对绿色建筑的设计特点及施工措施进行研究，分析出生态性、安全舒适性和先进性三

项绿色建筑设计特点，并总结出节约能源、节约建材、应用绿色建材以及节省用水四项绿色建筑施工措施，希望文章能够为

建筑设计和施工工作者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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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ee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have become one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for construction workers. Adding green concept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a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sign features and construction measures of green buildings, analyzes 

three green building design features of ecology, safety, comfort and advanced nature and summarizes four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measures, such as energy conservation, building materials saving,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water saving,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help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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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行业是一项消耗大量能源和材料的生产类行业，在施工环节中以能源和材料为基础，在生产的同时，产生相

应的废料和垃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在人们环保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发现建筑设计环节及施工环节可

实施针对性管控，以此实现绿色建筑的效果，因此对绿色建筑的设计特点和施工措施进行分析，便引起相关专业人士

的关注，对其添加绿色化，促进建筑行业良好发展。 

1 当代绿色建筑技术的设计特点分析 

1.1 生态性特点 

对绿色建筑设计环节中生态性特点实施分析时，应先在绿色建筑生态性基础上进行研究。在建筑的设计环节到施

工环节皆以绿色环保为中心理念，并在施工环节中尽可能减少能源、水和材料的使用量，且大量应用环保、可回收建

材，使建筑施工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降至最小化，这就是绿色建筑生态性的特点。将该特点应用至绿色建筑的设计环节

中，应以节能能源为重点，合理设计建筑布局规划、建筑选型等工作，针对建设的围护结构设计、材料选择以及设备

选用等问题，需以绿色环保为标准，保证该项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加大通风和采光等设计因

素的考量，提升建筑使用寿命，使该项建筑设计所具有的生态性特点突出并实用，以此达到绿色建筑的标准。 

例如：在进行住宅建筑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其规划为南向布局，利用采光好和通风性等特点，使室内环

境和温度得到有效控制，减少空调等家电对能源的消耗，突出生态性特点。 

1.2 安全舒适性特点 

在提倡绿色建筑的情况下，还要保证该项建筑的安全舒适性特点，提升其经济价值的同时，确保该项建筑具有一定

的实用性。在此问题中，设计者可依照绿色建筑理念对其安全舒适性问题进行处理，在建筑物内或周围以植物做为装饰，

让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绿化建筑环境，增加建筑室内的空气净化度，进而实现安全舒适性的特点。除此之外，添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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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元素还能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发展，用植物装饰和室外花园的设计，填补建筑开发时所造成的环境破坏。 

例如：对建筑外部环境实施绿化，应先对建筑规划地的各项资源进行了解，通常情况下没有经过设计施工的区域，

其植被分布和自然景观分布皆属于不均匀状态，所以设计人员应根据设计主题和理念，清晰明确的划分出设计环节的

主流和支流，根据建筑规划地现有的资源，对其尽可能利用，并远离周边污染源头，在满足经济实用性要求的同时，

使其具有一定的美观性，以自然环境装饰建筑，使其具有安全舒适性特点。 

1.3 先进性特点 

在绿色建筑中体现先进性特点应积极使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在建筑物内布置相关的电子通讯和自动化技术，使绿

色建筑与智能化建筑得到共同发展。绿色建筑智能化技术并不是单指某一项技术，而是由多种技术组合而成，且具有

较为完善的智能化系统。该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对建筑内部的各项电气实施调节，使能源消耗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在保证建筑内拥有良好舒适环境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能源消耗，进而起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利用建筑内部系统

的先进性，使其环保绿色作用发挥至最大化。 

例如：对电力和照明系统的调控。供电系统和变电系统会根据负荷中心的实际情况，判断出合理的电缆断面，减

少电缆长度的同时，降低电缆线路的损耗，节省材料成本，减轻废旧材料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能够凸显出先进性，

而且还能衬托出绿色建筑的理念。 

2 针对绿色建筑的施工措施分析 

2.1 节约能源 

在开展建筑施工之前，管理者应对各项建筑施工工艺和所涉及到的设备进行综合考量，以节能环保为重点衡量标准，在

对各项工艺和设备对比后，挑选出技术成熟且使用能源量较低的施工工艺，以及能源消耗量小且满足施工需求的相关设备。

在开展施工过程中，管理者还需对各项能源使用量的情况进行实时掌控，及时发现能源消耗问题，并给予有效处理，确保整

体施工皆能到达节约能源的效果。针对施工设备，需定期对其实施保养，避免由于保养不善，而出现加大能源使用量的现象

发生，在设备停用时，应对各种用电施工设备及时切断电源，对各项施工阶段加强节约能源管理，以此达到预期效果。 

此外，施工人员还可根据建筑实际情况，对设计人员提出绿色环保建议，对建筑设计做细微调整，使该建筑在使用

过程中也能体现出节能效果。例如：通过使用水平向遮阳板和垂直向遮阳板，在外部表层空间中形成一个外表“空腔”，

通过该种空间布置，不仅有效解决建筑空间的遮阳问题，同时还能实现夏季中减低室内温度，以此体现出节能效果。 

2.2 节约建材 

针对绿色建筑节约建材问题，施工管理者应积极淘汰较为落后的传统施工工艺，部分传统施工工艺具有人员需求

量与材料使用量较大特点的同时，其施工效果也较差，因此积极选用先进施工技术，不仅有效提升施工人员生产效率，

而且还能起到节约建材的效果，对轻质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减少自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节约材料。选取优质建材

进行使用，例如：具有高强度和高性能的混凝土，进而降低水泥和混凝土的使用量，以此达到节约建材的成效。再如：

在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的大量采用工业废渣做为施工材料，不仅提升废料使用率，而且还减少工业垃圾污染，使建筑

材料与建筑成本得到有效节省，还能解决工业固体废弃垃圾所造成的污染问题
[1]
。针对使用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问题，

传统建筑施工里水泥与混凝土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而且由于普通混凝土强度和性能参数较低，所以在混凝土

搅拌时，会掺杂大量水泥，用以提升混凝土的强度和性能。基于此，对绿色建筑施工运用绿色高性能混凝土，减少材

料投入量的同时，还能对其粉尘污染问题和水泥浪费问题给予有效控制。 

2.3 大规模的应用绿色建材和可再生能源 

为确保绿色建筑施工环节更加凸显出环保、节能效果，施工人员应当加大提升绿色建筑材料以及相关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率，重视能源与材料的充分利用，以此实现绿色建筑、环保、节能策略的最终目标。比如：传统能源电力，则

完全可以利用新型绿色能源进行补给。新型绿色能源有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空气源热泵等。通常情况下，太阳能

作为人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新型绿色能源，施工人员在进行建筑施工时，则可以充分将太阳能与绿色建筑施工融合在

一起。例如：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为施工人员所使用，或者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为住户所使用，空气源热泵现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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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普遍应用在宾馆、住宅等集体型用水单位等。而在研究绿色建材使用率时，施工人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比如：经济成本、安全因素、低碳环保、可持续性等，进而可以大量使用环保材料，其不仅可以降低建筑垃圾的污染

情况，同时环保材料具有一定的再利用性，以便间接节省相应的经济成本，进而体现出节能性和绿色建筑的效果
[2]
。 

2.4 节省一定施工用水 

水不仅是保障人类正常生活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建筑施工中的关键资源之一，为保证绿色建筑施工过程中，水

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省，施工管理者应加强各施工环节中的水资源管理，在减少资源浪费的同时，还能降低成

本投入量，提升经济收益，因此在绿色建筑施工中严格管控水使用情况便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在施工现场安装小流量

水资源设备的方式，在满足各施工设备正常运转需求的同时，对水量实施有效控制。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制度，让施

工人员在用水事宜加以注意，督促其随手关闭水龙头以及节约用水。还可以在施工现场装置废水处理循环系统，让废

水得到再生，实现水资源可重复利用的情况，以此达到绿色建筑施工环节节约用水的效果，使绿色建筑理念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和意义
[3]
。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设计环节中根据生态性特点、安全舒适性特点和先进性特点实施设计，将所涉及的材料与能源

的消耗量控制在最小化。在施工环节中，加强节约能源、节约建材、节约用水和应用绿色建材的管理，在减少环境污

染的情况下，还能降低建筑施工的总体成本，进而提升其经济效益，使环保问题和经济问题皆得到有效解决，在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还能促进建筑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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