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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社会效益是一种

节能降耗的效益要求，我国在各项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加

强对工程项目的管理，尽量采用一些节能的措施，但是目前

我国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仍然没有认识到节能措施的重要性，

但很多项目建设过程中仍然出现了资源浪费的现象，这对我

国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建筑节能的主要内涵

建筑节能主要是指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加入各种各样的

节能减排措施，将各种节能环保理念应用到建筑工程的建设

过程中，充分对目前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优

化，减少对各种资源的消耗和浪费，其次，在建筑过程中，还

可以应用到各种可再生绿色环保的原材料，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有效降低了资源衰竭对我国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在建筑过程中应用各种各

样的环保材料不止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优势，而且

还能更好的满足当代居民的日常需求，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

平和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绿色环保理念的追求越

来越强烈，因此，在对各种物的建设过程中，加入各种节能环

保措施，更符合人们目前所追求的价值导向，对于建筑企业

的发展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而我国现阶段对于各种建筑

行业节能减排措施的应用，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

在建筑工程中应用这些节能措施，还可以降低赋税，在很大

程度上节约了企业的成本，让企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需要

发展的方面，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3.建筑节能的重要性

在上文中已经对我国建筑节能的内涵进行了相关的论

述，但是在我国实际的建筑过程中，有很多企业并没有认识

到建节能，对企业，对居民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

响，在建筑过程中仍然采取传统的建筑方式，对我不社会所

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为了促进建筑节能措施的运

用，一定要对建筑节能的重要性进行明确。

3.1 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传统建筑业的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材料大部分

都是对环境拥有很大破坏的，而且有一部分原料是一些不可

再生能源，而这些资源已经面临着枯竭的问题，如果这些资

源一旦枯竭，那么对建筑行业来说将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但

是在建筑过程中采取一些可再生的绿色环保的材料，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这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对于建筑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几次在建筑过程中降低建筑材

料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也可以为我国建筑企业的发展营造

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为我国建筑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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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3.2 提高建筑工程的建设水平

在我国实际建筑工程中，运用各种节能环保的材料和设

施，不止可以对环境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还有利

于提高建筑物的建筑物的建设效率，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建

筑有害物质，对建筑工人所造成的影响降低因为建筑工人身

体因素所导致的工程延期现象，提高建筑工程的效率，而且

根据相关调查发现，节能环保措施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建筑项目的质量，对于建筑企业来说，相当于提高了该

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3.3 建筑行业的发展大势

目前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节能环保措施的应用，而我国在

各行各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开始运用各种节能环保的措施，

对于风能，太阳能，核能，潮汐能等绿色无污染，可再生资源

的运用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比较成熟，应用范围也是非常广

泛的，目前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绿色，节能，环保，

在以往房屋建筑过程中所消耗的大量材料和能源中，有大部

分的原材料都是被浪费掉了，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

如今，随着知识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于资源节约的意识更

加强烈，也对建筑物的各种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当

前人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建筑物的绿色节能及环保的效果，所

以在建筑行业工程设计过程中，合理的应用各种节能措施已

经成为建筑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某一个建筑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不能或者不肯加入各种节能措施，那么该企业最终会

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4.建筑节能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上文已经论述了建筑节能措施的重要性也明确指出了

建筑节能是建筑设计以及建筑行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因

此，各个建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围绕建筑节能这个选

题来不断的优化企业的建筑设计，以下就是对我国企建筑企

业进行设计过程中，如何运用建筑节能而提出的一些参考意

见。

4.1 建筑节能在建筑布局设计中的应用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地居

民的具体需要，要基于这个条件来对建筑物的结构进行有效

的设计和不断的完善，手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

两座建筑物之间的间距，重视独立建筑的布局，这样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让建筑物拥有更好的采光和通风，降低建筑物运

用过程中减少店里的使用。最后在建筑体型的设计过程中，

要不断的协调用户之间的需求，再结合节能设计，一般来说，

在体现设计过程中，要以简单结构为首选，复杂的结构并不

常见，并且节能体型系数不得超过 0.3，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

度扩大建筑近深度。

4.2 建筑节能措施在建筑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建筑平面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业主的具体需求，以及业主的生活习惯，但是在建筑平

面设计过程中，由于涵盖的方面以及因素过多，比如说功能

设计，采光通风设计，舒适度设计和功能布局设计，所以建筑

平面的设计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相关的设计

符合消费者的具体需求，所以在实际过程中，首先要把握一

些设计原则，要充分的保证建筑物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可以

适当的缩小外围护栏的面积，减少夏季的热辐射，扩大冬季

的光照面积，突然减少建筑物对于暖气空调的使用，可以达

到最大程度上的节能。其次，在热环境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

要重视对太阳能的利用，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太阳能这

个可再生资源，降低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按照不同

地区的光照分布来设计厨房卫生间和客厅等，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控制和减少热损失。

4.3 建筑节能在建筑照明设计中的应用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自然光的采光是最节能的一种方

式，因此，在建筑物设计师要充分考虑自然光照，对于建筑物

的因素，要充分考虑建筑物的实际角度，要确保建筑物可以

最大程度上对自然光照进行利用。其次，在光源选择方面，优

先选择节能的光源，如特别是对于一些体积比较大的建筑

物，选择节能的光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对于电力

的消耗，不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5.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加入各种建筑节能措施，

对建筑行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即使在

这个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技术难题，建筑类企业也要不断的应

当而上，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各种解决措施，在保护我国自

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本文也就建筑

节能设计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给有关部门一点启示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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