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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绿色建筑概念的提出过程 ,从实例出发,介绍了国内外绿色建筑的发展概况, 指出绿色建筑是当今世界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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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概念的提出

20 世纪中叶 , 都市里大量兴建高层和超高层建筑, 出现

了全封闭的、完全靠空调和人工照明来维持室内环境而与自

然界隔绝的人造生物圈。在这样的人造生物圈内, 能源被大

量地使用。科学家预测, 即使用最合理、最经济的使用方法 ,

20 世纪最后30 年所消耗的矿产资源, 将比整个文明史以来

所消耗的大3～4 倍。20 世纪70 年代的石油危机, 使得发达

国家不得不以牺牲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水准为代价, 节制使

用能源。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建筑室内空气品质的劣化、

员工工作效率的降低和各种现代病的出现, 如建筑物综合

症、大楼并发症和多种化学物过敏症等。于是, 室内空气品

质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兴建健康建筑成为潮流。住宅业

是世界上消耗资源名列第一的产业。据统计, 我国建筑消耗

已占全国总消耗的25 % , 住宅每平方米能耗是同等条件下发

达国家的3 倍。我国又是一个缺少水资源的国家, 人均水资

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 4 , 中国660 座城市中已有400 座城

市被联合国列为缺水城市, 北方水短缺现象日益严重, 全国

城市缺水总量达60 亿 m3 ; 工业和生活“三废”排放以及农业

生产中化肥农药对地下水的污染等人为因素已使全国约

50 % 浅层地下水无法使用, 长此以往必将给中国的城市发展

和人民健康带来忧患[ 1] 。于是, 学者们提出绿色建筑( 生态

建筑、可持续建筑) 的概念。绿色建筑概念的提出 , 说明人类

的建设活动进入理性阶段。绿化建设是利用生态的想法( E-

cological thinking) 来创造人们的生活及工作空间。这样创造

出来的健康而舒适的空间, 不但不增加投资, 反而更能节能、

减少运行费用, 并改善空间用户的生产效率。现代建筑对环

境问题的响应是从20 世纪60 ～70 年代的太阳能建筑、节能

建筑开始的。绿色建筑就是资源有效利用( Resource efficient

buildings) 的建筑。有人把绿色建筑归结为具备4R 的建筑 ,

即Reduce , 减少建筑材料、各种资源和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

Renewable , 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材料;Recycle , 利用回收材料和

中水, 设置废弃物回收系统;Reuse , 在结构允许的条件下重新

使用旧材料。

2  国内外绿色建筑发展概况

2 .1 国外  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的最新调查数据表明, 美国

约有121 例通过认证的绿色建筑, 有1 400 例正在规划或建

设之中, 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增长。纽约对城市建筑标准做了

增补, 要求所有2006 年1 月1 日以后新建或改建的公共建筑

要达到能源与环境建筑认证系统( LEED) 认证的前2 个标准 ;

将建在世贸中心双塔旧址的自由之塔有一部分将是绿色建

筑, 其电力的20 % 将来自风力; 在军队里 , 空军和海军要求所

有建筑物都应该是绿色的。政府对绿色建筑的认可也促进

了它的发展。另外 , 不少发达国家根据各自的特点, 按照绿

色建筑的理念进行了实践示范。如英国建筑研究组织( BRE)

的环境楼( Environmental building) 为21 世纪的办公建筑提供

了一个绿色建筑样板( 图1) 。该大楼最大限度地利用日光 ,

南面采用活动式外百页窗, 减少阳光直接射入 , 既控制眩光

又让日光进入, 并可外视景观; 采用自然通风 , 尽量减少使用

风机; 采用新颖的空腔楼板使建筑物空间布局灵活, 又不会

阻挡天然通风的通路; 顶层屋面板外露 , 避免使用空调; 白天

屋面板吸热 , 夜晚通风冷却 ; 埋置在地板下的管道利用地下

水进一步帮助冷却; 环境建筑配备47 m2 建筑用太阳能薄膜

非晶硅电池, 为建筑物提供无污染电力。20 世纪90 年代末

BRE 还和Integer 等众多公司合作, 结合可持续发展、智能科

技及创意建筑的3 大原则, 在BRE 内建造了著名的Integer 绿

色住宅样板房( 图2) 。该建筑外窗设有可遥控的百叶窗, 户

内门窗上部还设有可调节风口, 坡屋顶面采用玻璃幕墙架空

封闭, 其顶面开设天窗和安装2 个约1 m2 太阳能热水装置 ,

两端天沟设置雨水集中管, 并通过中间水循环管道再生利

用。其底部设有一层可开启银白色隔热遮阳绝缘层。建筑

物基础混凝土采用再生骨料, 外墙和地板为旧房回收废料 ,

墙体保温采用由废纸纤维制成的保温材料。

图1 英国BRE 的环境楼

英国诺丁汉国内税务中心由7 个不连续建筑组成( 图

3) , 采用轻质遮阳板和自动控制的遮阳百叶 , 使整组建筑既

能充分利用白天的自然光, 又可以有效地遮挡室外的直射光

线。自然通风从四周外墙处进风, 然后将污浊的室内空气利

用楼梯间角楼的烟囱效应向外拔风。楼板局部外露, 利用混

凝土的热惰性积蓄太阳热能。整个建筑群利用垃圾焚烧热

量作热源管网供应。

丹麦KAB 咨询所设计的斯科特帕肯低能耗建筑(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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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效保温围护结构; 智能系统对太阳能和常规供热系统

进行智能调控, 保持热水温度恒定; 利用通风和夜间热补偿

技术减少住宅热损失 ; 采用水回用技术。通过这些技术措施

使小区煤气、水、电分别节约60 % 、30 % 和20 % 。

此外, 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办公

楼、美国匹兹堡的节约资源顾问中心( CCI) 、德国柏林的新议

会大厦、德国旋转式太阳能房屋、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柏林

Marzahm 区节能住宅、文德堡青年教育学院学生宿舍、丹麦科

灵市郊区住宅开发项目、澳大利亚悉尼的奥林匹克村、荷兰

Delfut 大学图书馆、日本九州绿色高层住宅等, 这些建筑通过

精妙的总体设计 , 结合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太阳能利用、地

热利用、中水利用、绿色建材和智能控制等高新技术 , 充分展

示了绿色建筑的魅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图2 英国Integer 绿色住宅示范房

图3 英国诺丁汉税务中心

图4 丹麦斯科特帕肯低能耗建筑

2 .2 国内  近年来, 我国绿色生态健康住宅的发展也取得

了一定成就。政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积极提倡绿色生态

健康住宅, 开发商也颇为关注 , 陆续提出了“绿色住宅”、“生

态住宅”和“健康住宅”等理念, 而购房者也将整个住宅小区

的绿色生态状况作为判断小区优劣的主要指标。从忽视绿

色生态因素 , 到以绿色生态为点缀, 再将绿色生态因素作为

一个重要的环节来重视, 绿色生态健康住宅的建设在短期内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我国, 绿色建筑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房地产发展比较成熟的城市已有了一定的雏形。

当代万国城是北京首家在小区环境规划设计、能源与环

境质量、小区水环境、材料与能源5 个方面达到《中国生态住

宅技术评估手册》标准的项目, 成为房地产业的绿色典范。

当代万国城落实当代多元主题筑屋文化, 其主题生活包含便

捷交通、一户一梯、非常亲水、完全日光、城市森林等多项实

际内容 , 并在京城首先引入“社区金融”概念。

为满足将上海建设成为适宜生活居住和发展创业的国

际型大都市的需求, 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03 年1 月29 日制

定了《上海市生态型住宅小区建设管理办法》, 并通过了世界

卫生组织( WHO) 倡导的建设国际健康城市全球战略上海

“三年行动计划”, 在全市开展绿色生态健康住宅小区的试点

建设, 引导创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实现社会、经济、环境、

公共效益的统一, 成为国际生态园林城市, 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

杭州的绿色建筑也在起步 , 如黄龙区域的公元大厦 , 设

计、选材、施工均参照欧洲高端写字楼的生态标准进行, 采用

了外遮阳板、低辐射率( Low- E) 中空玻璃、高智能变频环保空

调系统、智能节水龙头等多种新型绿色材料和设备, 可使业

主在使用中节省大量能耗费用。另外, 在建筑玻璃方面的新

技术也为绿色建筑推广贡献不小。太阳光的热能主要是可

见光热( 短波热) 和不可见光热( 长波热, 即红外线) 2 部分, 可

见光热占46 % , 红外线占52 % , 另有2 % 为紫外线。而一种

被译为“低辐射率”的Low- E 新型节能玻璃, 在夏天可放进可

见光( 阳光) , 同时把柏油马路、建筑物等放出的不可见光热

阻挡在外; 而在冬天,Low- E 玻璃则可放进可见光热, 同时把

室内的不可见光热反射回室内, 极好地保持了室内温度。中

空Low- E 玻璃能使外片与内片玻璃的热交换大大降低, 同时

还具有较好的透光率、安全性、隔音性能和舒适性, 而且具有

防雾功能。所以, 世界上许多高档的建筑物均采用这种玻

璃, 许多发达国家 , 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法律法规甚至对 Low- E

中空玻璃的使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3  结语

21 世纪, 人类共同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其中对于城市

建筑来说, 由传统高消耗型发展模式转向高效绿色型发展模

式尤为重要 , 而绿色建筑正是实施这一转变的必由之路, 是

当今世界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建筑的实践毫无疑问

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建筑师具有生态环保

的理念, 并采取相应的设计, 还需要管理层、业主都具有较强

的环保意识 , 从而引导建筑向节能、环保、健康舒适, 讲求效

益的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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