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科技创新  |  Technology Innovation

文／冉湖茂  重庆市酉阳县建筑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409800

建筑规划设计中节能建筑设计

【摘要】新时期建筑规划设计工作明确要求规划设计人员应该按照新发展理念实现对建筑规划设计体系相关内容的节能改

造设计。在具体实现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除了需要贯彻落实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之外，还应该加强对建筑规划

设计及节能理念落实问题的关注力度，以切实增强节能建筑规划设计效能。针对于此，本文主要结合新时期节能建筑规划

设计背景，对节能建筑设计要点以及优化管理措施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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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saving building design in building planning and design

【Abstract】building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new era clearly requires that planning and designers should 

realize the energy-saving transformation design of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building planning and desig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planning and 

design personnel should not on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that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energy-saving concept,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saving building planning and 

design.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mainly combin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background of energy-saving 

buildings in the new era,and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energy-saving building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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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坚持创新驱动、促进节能发展，已然成为新时期建筑

工程规划设计领域予以重点贯彻落实的目标内容。明确

强调建筑工程规划设计工作应该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以

及能源节约等角度，加强对节能设计理念的推广应用。通

过不断优化设计体系内容以及减少能源消耗、污染问题，

确保节能施工目标顺利实现。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传统

规划设计模式已经难以适用于新时期建筑工程发展背景当

中。针对于此，从事建筑工程规划设计的相关人员必须树

立高质量发展意识以及创新发展理念，主动结合新技术以

及新理念，科学构建节能建筑规划设计体系。并通过合理

应用节能设计措施，保障建筑工程项目节能设计效能以及

可行性价值得以持续增强。

1、节能建筑规划设计实施背景分析

节能建筑规划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视为绿色建筑理念

的延伸内容表现。其中，所谓的绿色建筑主要是指在建筑

生命周期内相关人员可通过充分利用各项资源，如比较常

见的土地资源、能源资源以及水资源等，促进建筑与大自

然和谐共处，保障建筑工程项目建设质量以及生活环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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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环保标准而采取的一种建筑形式。区别于常规建筑

工程项目，节能建筑规划设计更加侧重于强调建筑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以及能源节约问题，通过采取一系列方法措施

满足居住者以及使用者相关需求。近些年来，随着低碳环

保以及节能环保等理念的贯彻落实，如何建造具有低碳环

保以及节能环保特点的建筑工程项目已然成为我国建筑行

业企业予以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 [1]。

结合当前发展情况来看，在绿色建筑理念的推动作用下，

节能建筑规划设计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从事建筑工程

项目规划设计的人员必须主动结合新时期发展背景以及新理

念要求，重点针对当前建筑工程规划节能设计问题进行创新

优化与合理改进。其中，规划设计人员应该主动结合节能低

碳等建设理念，对建筑工程规划设计阶段全所涉及到设计要

点内容进行精准梳理与改进优化，以切实增建筑工程节能设

计效益，进一步满足建筑工程建设需求。总体来看，大力发

展节能建筑规划设计工作已然成为新时期建筑行业企业主流

的发展趋势，必须加以重点贯彻与落实。

2、建筑规划设计中节能建筑设计理念落实方法及设计

措施分析

2.1 贯穿全过程节能设计理念，改进优化建筑布局形式

基于节能设计理念下的建筑规划设计工作应该着重关

注建筑布局形式的优化设计问题。在具体设计过程中，节

能建筑布局设计应该注重建筑物布局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协

调发展，避免布局形式不合理而引发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实施过程中，设计人员应该深入建筑施工场地对建筑物所

在位置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同时，观察建筑物周边是否存

在物体遮挡问题，以避免对建筑物采光效果造成不良影响。

设计人员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应该主动强调可持续发展理

念以及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加强对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目

标的定位分析 [2]。

需要注意的是，设计人员还需要从城市可持续发展以

及功能区演变等角度方面对当前节能建筑规划设计问题进

行合理改进与优化调整。除此之外，设计人员应该立足于

建设区域气候条件，对建筑地址以及布局结构形式进行综

合评估分析。根据当地自然条件以及气候特点对建筑布局

设计体系进行合理调整与优化，期间，设计人员可结合当

地风向特征对布局规划设计体系进行适当调整。一般来说，

必须保障风向特征与布局规划一致，目的在于促进热量流

通效果，全面改善建筑物热环境体系。

2.2 梳理完善节能建筑规划设计体系，重点突出节能

设计要点

为确保节能建筑规划设计体系得以健全完善，规划设

计人员必须明确强调节能设计优化要点问题。在具体推进

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应该主动结合节能设计理念以及以

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对当前节能建筑规划设计体系存在的

短板问题进行及时补齐。在补齐优化过程中，规划设计人

员应该主动立足于建设区域地理环境以及城镇发展特点，

对当前建筑节能设计所存在的薄弱问题进行及时处理，以

防止在后续施工建设期间出现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负

面问题。举例而言，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应

该主动结合建筑功能以及环境因素，重点突出建筑节能设

计方法以及相关理念内容 [3]。

期间，规划设计人员应该结合室外环境条件，重点针

对建筑布局设计以及绿化设计等问题进行统筹部署。在此

基础上，利用相关计算法则对建筑所涉及到的环境污染量

以及化石能源采暖成本等问题进行计算分析。根据分析反

馈结果对室内通以及照明能耗量等数据内容进行精准计

算，实现对节能设计方案的改进优化。除此之外，在健全

完善绿色建筑规划设计体系的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应该

主动结合国家所颁布的与绿色建筑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

时期绿色建筑发展趋势以及发展要点问题进行详细掌握。

需要注意的是，在节能环保设计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应

该主动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施工设计，通过不断减少不可

再生能源的消耗量，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2.3 明确节能建筑单体规划设计重点，实现节能建筑

运行目标

2.3.1 门窗及建筑幕墙节能规划设计

关于门窗以及建筑幕墙的节能设计问题，建议规划设

计人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对门窗及建筑幕墙节能设

计的贯彻落实，具体如下：

一方面，规划设计人员应该适当选择门窗比以及门窗

类型。结合以往的规划设计经验来看，通常情况下，门窗

所涉及到的能耗问题较大。当窗墙比相对较大时，可能会

严重加剧建筑能耗问题。针对于此，建议规划设计人员应

该对门窗类型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在选择优化过程中，规

划设计人员需要坚持按照少建筑、多层夹层玻璃的设计原

则，对现场所选用的窗户类型进行合理配置与应用。同时，

还需要注重强调小开口以及大固定运动的选型原则，减少

窗户能耗问题出现。除此之外，在门窗原材料的选择上应

该重点强调节能环保问题。如尽量选择具有绿色节能环保

特点的门窗进行施工应用，如可以选择塑钢复合门窗、中

空玻璃等新型玻璃环保材料进行施工应用。需要注意的

是，所选择应用的门窗必须具备良好的密封性能以及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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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确保门窗使用寿命得以延长 [4]。

另一方面，规划设计人员应该对建筑幕墙形式的选择问

题予以高度关注。从客观角度上来讲，建筑幕墙主要起到遮

阳以及隔热的功能作用。在具体设计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

应该主动结合建筑幕墙使用功能以及建筑物实际需求，优先

选择具有节能环保特性的幕墙结构进行施工使用。如可通过

采用中空双层中空玻璃达到良好的隔热效果，同时中空双层

中空玻璃可大幅度减少夹丝玻璃内部所产生的空气对流现

象，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除此之外，在遮阳方案设计优化

方面，建议规划设计人员应该结合建筑物朝向位置等影响因

素，采取科学合理的遮阳方案进行施工建设。

2.3.2 屋面节能规划设计

绿色建筑屋面节能规划设计基本上可以视为前期规划设

计的重难点内容。在具体设计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需要重

点围绕屋面细部节点密闭处理、保温闭合系统以及干法施工

等重难点规划设计内容的妥善处理。其中，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可优先选择使用防水材料减少屋面渗漏水问题出现，达

到良好的防水效果。与此同时，在开展屋面绿色节能规划设

计时，规划设计人员需要重点围绕雨水过滤、雨水径流等重

点管控工作内容进行强调分析，避免雨水资源被大量浪费掉。

除此之外，规划设计人员应该加强对屋顶绿植优化布置问题

的重视程度。如可以采取垂直绿化模式，增加屋顶绿化面积，

保障小区内绿化合格率得以稳定提高 [5]。

2.3.3 墙体节能规划设计

关于墙体节能规划设计措施的贯彻落实，建议规划设

计人员可以重点围绕建筑墙体结构体系内容实施节能规划

设计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可主要围绕

内墙与外墙两个部分进行节能型设计。从客观角度上来

讲，内墙节能规划设计需要重点强调保温以及防风等设计

功能。而外墙节能规划设计则需要重点强调保障建筑结构

安全。针对于此，建议规划设计人员可通过合理使用混凝

土砌块墙体以及真空隔热板等节能型墙体结构形式，健全

完善绿色建筑墙体节能体系，确保墙体结构可以发挥良好

的保温隔热效果。结合应用反馈情况来看，现场施工人员

通过利用节能型墙体结构形式基本上可以有效降低能耗损

失问题，利于为居住者营造冬暖夏凉的室内环境。

2.3.4 地面节能规划设计

地面节能规划设计常常是建筑规划设计很容易忽略的

节能设计重点位置。如果规划设计人员未能从可持续发展

角度对地面节能规划设计问题进行重点强调与合理落实，

往往就严重增加能耗程度。针对于此，在前期规划设计过

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应该加强对地面节能规划设计问题的

重视程度。其中，在地面节能材料的选用上，可以利用新

型建筑材料达到良好的保温以及隔热效果。举例而言，规

划设计人员可以利用破碎玻璃 + 改性剂以及发泡剂的结构

形式，增强建筑地面节能施工效果。结合施工反馈情况来

看，利用上述节能结构设计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同时

也可以节约资源，具有重要的可行性价值 [6]。

2.4 重点强调能源节约规划设计问题，实现可持续设

计目标

2.4.1 节电节能规划设计

（1）合理选择照明系统。建筑施工现场所选用的照

明设备应该满足节能环保使用要求，在具体选用过程中，

应该结合不同施工区域对光照强度以及光照时长的需求进

行合理配置与高效应用。同时，应该尽量在满足照明需求

以及视觉设计需求的前提下，优先选择能耗相对较低且发

光效率良好的照明设备进行应用。举例而言，对于需要高

空悬挂光源设备的施工场景，建议规划设计人员可优先选

择应用高压纳灯或者金属乳化雾灯。相反，如果灯源高度

相对较低，建议规划设计人员可利用 LED 荧光灯进行照

明。结合以往的应用经验来看，LED 荧光灯能耗相对较

低且发光效率较高。

（2）合理利用太阳能 . 太阳能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

的重要类型，目前经过多年的开发与利用，已经成功进入

到建筑施工建设领域当中，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举

例而言，建筑给排水施工设计可通过利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完成对太阳能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电能消耗量的同时，

满足用户日常用电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发使用资源

的过程中，施工设计人员应该主动结合施工场地气候条件

以及环境情况，对太阳能热水系统等进行合理设计与应用，

切实满足居民生活用水需求 [7]。

2.4.2 节水节能规划设计

客观来讲，建筑工程给排水施工设计过程中，规划设

计人员既需要充分利用水压减少能耗问题产生，还需要注

重水质污染防治问题。结合以往的设计经验来看，建筑工

程给排水施工期间常常会面临水压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旦

出现此类问题，施工人员需要利用加压设施进行针对性处

理。然而传统施工现场所使用的加压设施存在明显的能耗

问题，不利于保障现场节水施工效益。

为及时解决这一问题，规划设计人员应该在前期规划

设计期间，优先选用新技术以及新装置设备进行施工设计。

如可利用变频调速加压供水以及管网叠压供水方式，增强

现场节水施工效益。其中，对于变频调速加压供水方式而

言，主要通过选用高效水泵并配备气压水罐方式，实现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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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变量运行过程。而管网叠压供水方式侧重于强调利用给

水干管实现吸水加压过程。通过合理应用上述分区分压供

水方式不仅可以增强水压供给力度，同时也可以提高用水

安全度，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5 室外环境节能绿化规划设计

对于绿色节能建筑规划设计而言，室外环境节能规划设

计也可以视为绿色节能建筑规划设计体系的重难点内容。通

过合理规划与设计，基本上可以有效改善周边环境质量状况，

利于实现节能建筑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规

划设计人员需要对建筑四周绿化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如可以

在室外种植相应的灌木以及草坪，达到良好的化降温效果。

与此同时，规划设计人员应该对建筑立面绿化问题予以重点

强调。如可以在建筑墙面种植攀缘性植物如常春藤等，达到

良好的装饰绿化效果以及美化效果。除此之外，在屋顶绿化

规划设计方面，应该优先选择耐寒耐旱的绿植进行栽培种植，

以期可以达到良好的绿化效果以及保温隔热效果。

3、新时期节能建筑规划设计优化措施及发展建议分析

3.1 高度重视节能资源以及技术的开发利用问题

高度重视节能资源以及技术的开发利用问题基本上可

以视为新时期节能建筑规划设计的重点方向。针对于此，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行业内部研究人员应该科学引入新

技术以及新发展理念，实现对绿色节能建筑规划设计体系

的健全完善。

（1）规划设计人员可通过深入贯彻绿色节能理念，加

强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可通过加强对风力资源以及

太阳能资源等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减轻电能资源浪费以

及光能资源浪费等严重程度。其中，高层以及超高层建筑规

划设计，可通过引入风能资源适当取代传统空调规划设计方

法，减少能耗浪费的同时，实现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

（2）规划设计人员应该科学引进先进技术内容如地

源热泵技术以及雨水回收技术等，实现对传统技术短板问

题的有效补齐，促进节能建筑安全高效运行。举例而言，

通过利用地源热泵技术以及雨水回收技术，基本上可以实

现对废弃资源的开发利用，减少能耗问题的同时，减少污

染物排放。如可利用雨水回收技术对废弃的雨水资源进行

充分开发与合理利用，经净化处理之后可将雨水用于绿化

灌溉以及现场清洗等工作领域当中。

3.2 健全完善绿色建筑管理体系，保障节能规划设计

工作顺利开展

为促进节能规划设计工作高质量开展，绿色建筑行业

内部应该加强对绿色建筑管理体系的健全完善。从宏观层

面上，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主体单位应该坚持贯彻落实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新时期绿色建筑

管理体系所涉及的重难点问题进行妥善处理。

如可以从绿色建筑材料以及机械设备配置应用方面入

手，要求建筑行业企业应该加强对绿色节能物料设备等合

理配置与安全应用，减少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问题。除

此之外，建筑企业自身应该严格按照政府相关部门贯彻落

实的法律法规，按照相关技术规程要求，合理开展节能规

划设计工作，保障新技术以及新理念得以贯穿于绿色建筑

规划设计体系当中 [8]。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绿色建筑理念以及节能环保理念的深入

推进与贯彻落实，实现绿色建筑节能规划设计，已然成为新

时期建筑行业企业予以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于此，为

确保绿色建筑节能规划设计效果达到预期，建议在今后的发

展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应该严格遵循绿色节能设计理念，

从多个方面完成对建筑工程绿色节能设计的妥善处理，减少

资源浪费的同时，减轻环境污染程度。除此之外，为进一步

促进绿色节能建筑设计水平高质量提升，规划设计人员还需

要加强对新理念以及新技术方法的应用推广，以期可以从根

本上解决传统设计理念存在的滞后性问题。相信在全体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绿色节能建筑规划设计水平将会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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