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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柳中宁

　　

[摘要]根据我国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落实我国相关政策,需要提高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降低建筑碳排放,营造良好的建筑室内环境,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民用建筑是建筑行业领域中关键的组成部分,对建筑行业持续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同时,民用建筑和人

们实际生活息息相关,故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全面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地域气候环境进

行民用建筑节能设计,以提高民用建筑能源利用效率.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民用建筑节能设计的影响因

素,分析节能设计应用原则,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详细探讨民用建筑设计中节能设计的具体应用,旨在推动

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节能设计;民用建筑设计;应用

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品质提高，环保

意识增强，更加注重民用建筑功能的完善性和使用

的舒适性，并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设计要求。 节能设计在民

用建筑中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深入探讨节能设计在

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并分析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的重要性体现

(１)节约资源：通过节能设计，可以有效减少建筑对资

源的消耗，从而节约自然资源。 (２)保护环境：节能设计能

够有效降低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对改善环

境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３)提升舒适度：合理的节能设计可

以提高建筑的保温、隔热、通风等性能，为居住者提供更加

舒适的生活环境。 (４)经济效益：节能设计可以降低民用建

筑的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的影响因素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但是我

国建筑设计领域的发展还不够成熟。 首先，建筑节能设计

实施时间相对较短，技术应用不成熟。 其次，民用建筑节

能设计中相关专业人才不足，设计人员缺乏专业化、系统化

培训，难以充分发挥各项节能技术的最大应用价值。 另

外，建筑节能设计中存在能源利用单一等问题，缺乏对新能

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应用，且新能源运用过程中技术不完

善等，导致新能源利用率较低。 结合民用建筑工程的实际

情况看，当前民用建筑主要通过地产开发商投建，在一定程

度上优先考虑经济效益，可能会忽略社会效益，由于节能设

计中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成本较高，导致施工企业偷工减

料，从而对节能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带来不良

影响。

民用建筑设计中节能设计应用原则

(一)因地制宜原则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需要相关设计人员遵循因地

制宜原则，结合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设计场地。

通过优化建筑的总体布局，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减少不必

要的能源消耗。 同时，根据工程所在地的地理位置进行分

析，选用适宜的节能材料，提高节能设计效果，进一步节约

成本。 设计人员在选择场地的过程中，要综合考察项目区

气候和地质等条件，保证节能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合理的项目选址，能够保证民用建筑具有良好的日照和通风

条件，减少对空调和照明设备的应用，降低能耗，达到建筑

节能设计的目的。

(二)合理选择节能材料

节能材料的选择对整个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效果具有直接

影响，应得到建筑设计人员的高度重视。 通常情况下，节

能材料需要具有经济性、节能性和耐候性，在保证节能材料

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减少节能材料应用成本。

另外，节能材料应与节能设计核心理念相符合，有效控制整

个民用建筑工程造价，获得理想的节能效果。

(三)坚持本土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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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设计主要是指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

需全面分析并了解项目所在地的建筑特点、居民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将其和节能设计进行有机

融合，进一步符合居民的审美。 另外，民用建筑节能设计

中设计人员要综合考虑建筑体形系数等多方面影响因素，保

证设计的合理性，不能盲目追求建筑设计视觉美感，而忽视

设计的核心目的和功能性。

节能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分析

下面以吴忠市红寺堡区某住宅小区中一栋沿街五层商业

楼为案例，详细介绍节能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分析。

(一)整体设计布局

该项目位于红寺堡区，规划范围用地面积１０７７２９．３８m２，合

计１６１．６０亩。 总建筑面积１７８３９１．３２m２，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为１６０７６０．３１m２，地下建筑面积１７６３１．０１m２。 地上为２９
栋住宅楼，１栋商业楼， 地下主要为车库和设备用房。 商

业楼单体建筑面积为４７７６m２，共有５层，地上５层，地下１
层。 主要功能为地上一层商业、二层办公用房、三至五层

宾馆用房，地下一层为小区地库。

本项目在规划方案设计前期，因住宅楼需要有较好的朝

向，尽可能地做到坐北朝南，以获得良好的采光。 商业楼

则需沿街面东西向布置，遮挡了一部分低层住宅的采光。

为了满足建设方实际需求，发挥土地的最大价值，设计人员

多次进行现场调研，通过深入了解建筑环境和用户需求，多

次调整设计方案，为后续各项设计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在建筑节能设计中，设计人员在保证建筑防火间

距的前提下，通过日照分析软件进行日照分析，在满足建筑

采光和通风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合理缩小楼间距，

同时提高地下空间的利用率。

(二)墙体节能设计

建筑外墙面积约占围护结构面积的５０％，其重要性显

而易见，通常采取的节能措施是加强建筑墙体的保温隔热措

施。 常见的墙体节能设计多种多样，具有各自的应用优势

(应用优势见表１)，需要设计人员结合工程状况和规范要

求，在设计环节合理开展墙体节能设计工作。 商业楼属于

人员密集场所，本工程在墙体节能设计中，按照建筑防火规

范要求，设计人员合理选用建筑墙体材料，结合工程实际情

况，墙体材料采用容重较轻、传热系数较低、蒸压加气混凝

土砌块，墙体外侧粘贴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的热固复合聚

苯乙烯保温板，严格控制外挑的楼板、梁、柱等热桥部位的

节能设计，防止热桥部位由于冷风渗透而产生结露现象。

表１　各项保温材料性能指标表

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而增加的

重量湿度允许增量[Δw](％)
导热系数 W/(mK)

干密度

(kg/m３)

压缩强度

(Kpa)
燃烧等级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１５ ０．０３９ ≥２０ ≥１４０ B２
G型０５０级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板 １５ ０．０５ ≥１４０ ≥１５０ A
G型０６０级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板 １５ ０．０６ ≥１４０ ≥２００ A

　　(三)门窗节能设计

门窗是民用建筑能耗损失较多的位置，在整个建筑能耗

散失总量中占据比重较大。 门窗节能设计主要指门窗传热

系数(见表２)、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窗墙面积比、外

窗可开启面积、气密性、凸窗设置等方面满足建筑所在城市

的气候分区的节能设计规范。 如设计不能满足节能设计规

范，应根据相关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围护结构性能权衡

判断。

本工程属于寒冷地区，在门窗节能设计时，合理确定窗

墙面积比，选用传热系数小、密封性能好、隔音性能好的７０
系列多腔塑钢中空玻璃窗和多腔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在

保证门窗能满足各功能空间有效采光和隐私的前提下，有效

减小门窗开口面积，获得理想的降低能耗效果。 为防止门

窗窗框和外墙接触部位产生冷风渗透，在室外窗框外沿四周

墙体粘贴３０厚热固复合聚苯乙烯保温板，门窗框与墙体之

间的缝隙采用聚氨酯等保温材料嵌缝，有效避免金属窗出现

冷桥现象。 通过加强周边的保温措施，优化窗框设计，改

善密封性能，有效提高了建筑的节能性能和环境的舒适度。

表２　外窗传热系数及技术要求表

方向 传热系数 K[W/(m２K)] 外窗的技术要求 气密性等级

东 １．９ 多腔塑钢中空玻璃窗(６中透光_owＧE＋１２A＋６透明) ６级

南 ２．８ 多腔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６透明＋１２A＋６透明) ６级

西 ２．４ 多腔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６中透光LowＧE＋１２A＋６透明) ６级

北 ２．８ 多腔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６透明＋１２A＋６透明) ６级

　　(四)屋面节能设计

屋面节能是建筑物围护结构节能的主要部分。 屋面传

热约占建筑物围护结构的６％～１０％，做好建筑屋面保温与

隔热不仅是建筑节能的需要，也是改善顶层建筑室内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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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屋面保温材料厚度直接影响屋面节能效果，厚度

越大，保温效果越好，但成本越高。 民用建筑大面积接受

太阳辐射，室内温度随之升高，对顶层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不

便。 设计人员需合理选用空气隔热技术，有效降低外界环

境对建筑温度的影响程度，控制建筑内部温度以符合人们生

活需求。 同时，应用建筑保温技术，防止建筑内热量散

失，降低能耗。 另外，在屋面隔热设计过程中，应合理选

用隔热材料，有效阻止热量传递到墙壁，保持建筑温度相对

稳定，最大程度减少加热和冷却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节省

成本。

本工程在屋面节能设计时，选用容重较轻、传热系数较

小、燃烧性能等级为B２级的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这样既

减轻了屋面的荷载，同时起到了保温隔热的作用。

(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应用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合理应用可再生能源和新型清

洁能源，可以提高建筑整体的节能环保效果。

本工程在屋面设计了太阳能热水器和生活水箱，通过集

热器吸收太阳辐射能，将光能转化为热能，为３至５层的宾

馆客房提供了生活热水。 这种能源转换方式十分清洁，减

少了传统能源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

(六)节约水资源、冷暖资源

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球

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许多地区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问

题。 同时，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的排放，

导致许多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受到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

源的紧张局势。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需要设计人员

更多关注水资源，减少水资源浪费的现象。

本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引入屋面和场地周边雨水回收系

统，集中收集雨水，借助净化措施，促进水资源再利用，提

高水资源利用率。 另外，在项目场地周边适当增加人工湿

地的设计，为现代城市建设发展增加绿植，改善当地生态环

境。 同时，项目在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冷暖资源的高效

应用，在节能设计方案中引入建筑智能化设计，借助智能化

技术，针对性管控民用建筑内部能耗问题，确保室内温度始

终保持在适宜的状态，增强建筑环境的舒适度。 一方面，

应用电梯智能控制系统，根据交通流量模式控制电梯；另一

方面，应用室内空调智能控制系统，通过温度传感器感知室

内的实时温度，并与用户设定温度对比，自动调节空调的制

冷、制热或通风模式，使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舒适范围内。

(七)合理应用自然采光

民用建筑室内的采光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更多注

重门窗设计，根据气候分区，合理设计落地窗、大窗低台等

形式，提高自然采光效果。 另外，设计人员需要更多关注

建筑间距。 设计前期需要全面调研和掌握本地的日照状

况，合理设置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确保不同建筑之间不会互

相影响采光效果。 同时，设计过程中要确保建筑外观设计

效果，减少反光材料的应用，避免出现光污染，对室内采光

产生不良影响。

本项目属于寒冷地区，考虑到建筑节能效果，不宜采用

落地窗及低台窗，设计过程中适当提高了窗台高度，减小窗

户宽度，并采用封闭式阳台窗，进一步保证采光充足，在减

少冬季冷风渗透的基础上，能够让室内和室外景观相交融，

增强室内的空间感，提高建筑舒适度。

结束语

民用建筑设计中运用节能设计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

然要求。 合理的节能设计，能够有效降低民用建筑的整体

能耗，缓解能源紧张问题，达到理想的节能环保效果，提高

人们生活质量，进一步推动现代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实现我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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