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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设计已走上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轨道#建筑师们正通过可持续发展视野#利用低碳

绿色建筑设计技术#构筑人类健康'舒适的生存环

境#最大化的降低自然环境负荷#以期与自然环境

共生共存#使建筑成为真正的生态栖息地( 这是 %!

世纪建筑设计创作的主题#它使以空间布局和形体

塑造为特征的传统建筑设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绿色'生态的低碳理念#引导着建筑设计师们

未来的创作方向( 对设计师而言#在设计中依据相

关的低碳技术理念#细化创作思维#优化设计方案#

成为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低碳绿色建筑与低碳绿色设计理念

低碳绿色建筑# 是指紧密结合自然条件及用

户需求#采用一系列先进材料和机械设备#运用控

制技术#使楼宇系统最佳化#在为用户提供健康'舒

适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大大减少能耗'水耗以及

废水处理成本#

-!.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

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

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建筑(

-%.

低碳绿色设计理念的核心#就是 +四节一环

保,#即+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境保护,( 节

能#就是通过城镇供热体制与供热制冷方式改革#

以公共建筑的节能降耗为重点#总体推进建筑节

能&节地#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合理布局#提

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和节约程度&节水#就是要降低

供水管网漏损率#重点强化节水器具的推广应用#

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积极推进污水再生利用'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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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用&节材#指积极采用新型建筑体系#推广应用

高性能'低材!能"耗'可再生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保护环境#指培养市民群众的

环保意识#逐步实现居住区生活垃圾按照+分类分

拣,袋装化进行归集处理#逐步采用垃圾生化处理

技术(

+四节一环保,的提出# 要求设计师进行方案

创作时# 在满足功能' 空间和造型的前提下# 强

化设计中的低碳技术因素# 实现艺术与技术的完

美融合(

##二#低碳绿色设计理念对城市建筑设计的综

合提升

##低碳绿色技术对于建筑功能的提升是毋庸置

疑的#但是仅仅依赖技术推动力#解决问题的成本

和负面效应也在上升#如果技术无法和创作本身融

合#只是成为了一种装饰技术手段#则无法发挥低

碳绿色技术的正面作用(

-$.低碳绿色建筑的实现#

需要来自多个维度的思辩#具体来讲#只有把低碳

绿色设计理念融入低碳绿色技术中去#才可以使城

市建筑设计得到综合提升(

!一"低碳绿色设计理念对建筑设计师提出的

新要求

低碳绿色设计理念的植入#对习惯于传统设计

创作模式的建筑师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若想

在建筑设计创作中成功融入低碳绿色设计理念#建

筑师要注意以下几点素质的培养%

!B进化传统设计创作模式( 建筑师必须将建

筑与低碳绿色技术进行同时'同步设计#即完成传

统线性设计向集成化设计的转变与进化( 随着集

成整体设计的形成#建筑与工程设计可以同步实现

最优化(

%B重视跨专业的交流与学习( 建筑师单兵作

战'闭门造车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建筑设计创

作#重视的是跨学科'跨专业间的学习和交流( 传

统的设备'材料和技术等专业#基本上是和设计创

作脱节的( 这就要求建筑师将设计创作过程与设

备和技术的相关知识充分交织整合起来#从而形成

全新的'综合的优化建筑性能策略(

$B引入建筑模拟与评价工具( 低碳绿色设计

思维的量化#需要有定量评价#否则没有可信度与

科学性( 随着低碳节能理念的全球普及#有越来越

多的针对低碳建筑开发的模拟仿真评价软件诞生#

如3T:P?TP'+?RAP'9?FAL> Y=A;@?O等( 掌握并使用这

些工具#才能促使建筑师和工程师真正合作#并为

相应的建筑设计方案提供指导与评价( 建筑师应

有选择性的学习并掌握至少一种模拟软件#通过模

拟与评价#使设计更有深度(

!二"低碳绿色设计理念在城市建筑设计中的

具体运用

!B基于气候差异性的空间塑造( 继+形式服从

功能,'+形式唤起功能,之后#当今的设计观已转

变为+形式遵循气候,( 一个方案在一个地区也许

是经典之作#搬到另一个地区#由于气候的不同#则

很有可能会成为最蹩脚的模仿(

同一类型的功能建筑#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性

使得设计策略截然不同#这就要求设计创作应充分

结合当地气候及地域特征# 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

采光'自然通风'被动式集热制冷#减少因采光'通

风'供暖'空调所导致的碳能耗和污染( 比如#在北

方寒冷地区#冬季保温是重点#设计时应着眼于被

动式集热技术如何与空间布局更好的融合&南方湿

热地区夏季防热是重点#设计因着重考虑在合理的

利用遮阳和自然通风的基础上#完善功能布局和空

间的形体塑造(

印度建筑师查理斯0柯里亚的帕雷克住宅!见

图 !"完美的诠释了气候和建筑共生的关系( 柯里

亚在这个设计中#强化了适应印度当地气候的+管

式住宅,的设计理念#将住宅剖面设计成类似烟囱

的通风管道#形成连续的自然通风#以调节不同时

节的微气候(

通过狭长的平面布局#和庭院的竖向有机闭

合#住宅内部形成两个不同的相互并置的剖面# 分

别来适应冬夏两季( 夏季剖面室内庭院呈下大上

小的 -形#使内部空间与炎热外界隔离#有效减少

热季和雨季烈日照射的面积和强度#同时也能形成

良好的空气吹拔效果#特别适合炎热天气的午后使

用&相反#下小上大的2形冬季剖面#使室内向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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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敞#供炎热天气的夜间或凉季的白天使用(

-G.

图 !#柯里亚的帕雷克住宅

柯里亚设计创作时#从印度当地建筑中提取精

髓#充分利用传统材料和传统构造#建立了一系列

适应当地气候的建筑空间和形态( 同样#中国有着

丰厚的地域建筑底蕴# 需要建筑师在设计创作时#

深入探索各地域的地理气候特征和人们传统的生

活习惯#以中国特有的建筑词汇和语法# 创造出具

有气候适应性的特色空间(

%B基于引导空间行为的低碳绿色设计策略(

不结合空间布局和设计#单纯的低碳绿色技术引入

没有任何意义#在设计创作时#设计师始终要明确

的是%技术是实现建筑的手段#是为方案创作服务

的#不能凌驾于建筑设计之上#本末倒置( 空间行

为是指通过空间布局激发或引导人们在建筑中的

行为#让人们在获得舒适感'愉悦感的同时#自发的

以更健康的方式使用建筑#享受建筑#从而达到低

碳绿色技术无痕植入的目的( 以南方地区为例#在

设计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量化(

第一#+切薄,建筑$$$引导人们体验技术的舒

适感( 现代建筑的体量不断加大#出现越来越多庞

大的城市综合体( 对于南方地区的建筑而言#大进

深会成为优化微气候的障碍( 让建筑在一定幅度

内变薄#以增大建筑空间与外界的接触面#更好地

引导室内空气的对流和自然光的渗透#让人们优先

利用自然条件满足内部的环境要求( 丹麦的 [18

事务所在设计台湾+科技娱乐设计中心,时!见图

%"#用一条螺旋形的走道#将建筑切薄#通过严密的

计算和建筑内部公共空间随机室外化!见图 $"的

处理#将遮阳'通风等低碳绿色技术自然的融入到

了设计之中#人们在建筑中行走'休闲#都能很自然

的感受到低碳绿色技术带给他们的舒适感(

图 %#科技娱乐设计中心外观

图 $#科技娱乐中心建筑技术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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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公共空间室外化$$$气候缓冲带的空间

物化( 现代建筑空间的本质就是方便人们交往'休

息'娱乐#因此#在设计中#建筑师会在建筑内部设

置公共活动空间( 随着低碳绿色建筑理念的引入#

公共空间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既是连接室

内外的过渡空间#同时也是气候缓冲带的物化空

间#因此#现在很多建筑的公共空间室外化#其目的

就是作为气候应变界面来自动调节建筑微环境的(

上述科技娱乐设计中心的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这

一点!见图 G"(

图 G#中心的入口及屋顶公共空间的室外化

同时#还可以利用温室效应和热压通风等技

术#与庭院空间一起#形成灵活的外围护界面#在保

持公共空间性质的同时#积极应对气候对建筑的影

响!见图 J"(

图 J#温室效应原理示意

$B基于集成化设计思维的设计创作( 随着低

碳绿色建筑理念在设计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传统的

线性设计模式!见图 '"单一性'缺乏交流'重艺术'

轻技术等弊病暴露无遗(

-J.技术的引入意味着设计

需要跨学科的交流#实现建筑节能需要各个专业的

设计人员同时工作#或者说必须采用环状#而不是

线性的协同工作模式#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设计初始

阶段就要树立起集成化设计的创作思维(

图 '#传统线性设计流程

集成化设计!见图 ""是一个将建筑作为整个

系统!包括技术设备和周边环境"从整个生命周期

来加以考虑和优化的过程#是一种多专业配合的设

计方法( 它把传统线性设计中#认为与建筑设计不

相关的主动式技术和被动式技术等#集合到一起考

虑#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高性能和多方面的效益( 这

种设计方法通常在形式'功能'性能和成本上把低

碳绿色建筑设计策略与常规建筑设计标准紧密结

合( 在建筑物寿命周期内#设计的集成越早进入设

计过程#它的有效性就越高(

图 "#集成化设计流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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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个零能耗社区 [39c39#清华大学

节能示范楼!见图 ^"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建成的#

这也证明了集成化设计的可行性( 集成化设计是

一种全新的设计模式#它对建筑师和其创作过程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同样也是未来建筑设计发的展

趋势(

图 ^#清华大学节能示范楼集成化设计示意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人与自然环境的矛

盾日益突出# 如何改善居住生活环境# 做到人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处# 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节约能源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 是建设生态文明

的基本方法( 根据统计数据#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

量占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_& 在我国#

当前建筑能耗已占到总能耗的 %"B̂_ ( 大力发展

低碳绿色建筑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还有

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 促进城

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在

今后的社会生活中#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一

项极为紧迫的课题#在建设人类良性生态家园的过

程中#低碳设计理念必会继承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

精华并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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