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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部门逐步重视公共建筑低能耗设计工作。为确保公共设计的最优化，要根据具体
情况以建筑所处的区域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为参照，做好低能耗节能设计，规避一些潜在安全隐患。论文主要针

对该项工作简要分析，以期提供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gradu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low-energy 
consumption design of public building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ptimization of public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regional 
location of the buil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 a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to do a good job of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saving design, to avoid some potential safety risks. This paper mainly briefly analyzes this work to provide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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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建筑行业的持续性发展，房屋建设规模逐步扩大，

住宅性房地产投资已达到年均三千亿的标准。由于国内的建

筑单位面积采暖功能能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值，节能压力较

大，主要源于工业化生产方式致使社会受众面临着一系列的

问题。例如，资源环境问题、人口与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发展

问题等等。地球环境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破坏，存在着不可再

生资源枯竭的危险，因此，做好可持续性建筑建设具有一定

的优势，也是国内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

2 公共建筑低能耗设计问题

2.1 物理环境角度

2.1.1 光环境背景下

光环境作为人类日常活动正常开展的首要条件，应当给

予住宅提供良好且充足的光，确保室内的光环境可以有效减

少社会群体本身的视觉疲劳感，消灭一些细菌，提升人类的

身体免疫力。一般情况下，高层建筑允许两个方向进行采光，

因此，大多数建筑朝向基本为东西朝向或者是南北朝向，对

于普通的一梯两户住宅建筑而言，南北朝向的建筑对于每一

户的影响并不大；而在一梯多户的建筑中，南北朝向并没有

任何优势且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整体的采光环境较差，故要

尽可能多获取一些太阳光线、保证每一户居民至少有一个房

间是南朝向的且有日照。如果朝阳发现没有被其他高层住宅

遮挡，楼层较高的住宅享受到的日照时间是远远高于低层住

宅的 [1]。对于塔式高层住宅而言，很多时候某一些住宅的房

间基本上都会晒着太阳，高层住宅的光环境会在外部环境影

响下形成一片阴影，如果住宅之间的距离过短，基层用户的

窗户会受到阴影的遮挡，导致该区域的采光时间较少，直接

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

2.1.2 风环境
住宅中的良好通风，会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主要源于

活跃的风场能够及时地进行空气对流，排放居住环境那存在

的一些污浊空气，保证环境生态治理。在居住的适应性等各

个层面上，风对于高层居住环境的舒适性的影响大于低层住

宅，受到高度的影响大。高层住宅本身受风速、风向以及气

流等因素的影响，建筑物不同面都受到风压力，会产生明显

性的偏移和震动，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人体会出现不适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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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周边环境也有重要影响，一旦风遇到高层建筑阻挡时，

除了大部分向上和两侧穿过外部区域，其他情况下会在不同

高楼之间进行风力冲撞，形成通道效应和转角效应 [2]。

2.2 空间环境角度

2.2.1 梯间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由楼梯平台直接电梯进到用户房间中，

比较常见的包括一梯二户、一梯三户等，其住宅形式比较安

静，宜居，可随意在组织单元户内开展活动，每一户基本上

有着朝向好的房间，楼梯的利用效率高，通风困难。

2.2.2 外廊式
这种模式的居住房间基本上朝向好，但走廊阴冷，住户

之间的干扰项强，均摊公共面积大，经济效益小。室外走廊

缺乏防护，本身不安全。尤其是冬季，其走廊与室外温度一

致，冷空气长驱直入，保温性差。

2.2.3 内廊式
该种形式少见，主要源于单侧内内廊式住宅基本上属于

双侧的房间住宅，其住宅东西向在布局中可保障走廊本身的

住户有着较好的朝向，但走廊采光差、私密性差，只适合独

居者或者租房客居住。其中多层住宅平面设计在布局中，有

着较好的建筑居住环境以及室内环境，每一户的日照、采光

以及通风条件都是保障居住环境以及室内环境的条件 [3]。

3 公共建筑低能耗设计举措
3.1 调整平面设计形态

对于公共建筑而言，多层建筑与高层建筑之间的平面形

态存在着差异，这主源于不同建筑住宅受力状态差异所导

致，其中多层建筑本身受到的荷载量为受到竖向荷载与水平

荷载共同作用，而高层建筑则是受到风荷载和地震荷载共同

作用，这两种荷载致使高层建筑的剪力以及弯矩和其他建筑

不同，加之高层建筑的平面应力不均匀，抗侧力的结构刚度

会受到水平载荷合理共同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直接导

致公共建筑的低能耗设计本身策略上要有所更改。随着黏土

砖的被禁，多层建筑的结构设计本身会脱离砖混结构，且会

形成以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一体结构体系标准，在这种情况

下，多层住宅本身平面结构形态存在灵活性。由于住宅平面

设计者而言，住宅本身的灵活性要求住宅结构与城市气候之

间息息相关，若是平面本身不够规整、棱角凹凸，会使得建

筑结构不够完善，导致节能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的标准。

3.2 增强公共建筑的使用效率
公共建筑中的活动场所需要及时注重如何进行风障设

置，以期改善建筑周边的风环境，这样可以应用风障直接阻

挡寒风，尤其是在冬季风向上主导中，建筑物、围墙以及绿

化带本身便有阻挡寒风的作用，可以营造一个号的避风港

湾。在 10 米范围内，乔、灌木林可使风速被减弱 1/2，若是

直接将绿化带将某一个区域直接划分为小的空间结构，会导

致防风效果难以达标。在降雪量大的区域中，如果直接将积

雪压实，那么可以设置一堆雪障，这种雪障可以直接阻挡寒

风。由于冬季本身会限制人们的户外互动以及公共区域，，

若是将部分活动安排在特定的社区中心，可在被覆盖玻璃顶

盖的公共空间中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让社会受众更加欢

迎。一般来说，该种类别的公共建筑活动空间并不需要设置

采暖系统，主要源于玻璃顶盖本身的温室效应可以改善公共

建筑区域的舒适性，从而直接在建筑庭院绿地中建设为可用

于居民休息的凉亭，提高冬季的公共建筑本身的质量。

3.3 了解空间结构的置换性
现代化的住宅功能本身划分十分详细，其在空间以及套

型上对于功能的转换依旧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般来说，住

宅空间本身的互换概率小。套型可通过有效的布置以及综合

设计，在保障双方独立的状态下，增强公共建筑结构的套型

之间的联系性，以便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不同居室

之间联系上所存在的联系在布局中可以应用多元的方式改

变某一个空间和其他空间的关系，增强建筑结构的灵活性以

及实用性，利用轻质材料作为室内结构的分隔件，确保其能

够节省材料、利用建筑空间，减轻荷载量，致使使用面积有

效扩大，增强室内空间的灵活性以及实质性效果。

3.4 实现管线设备的集中性
公共建筑结构本身的灵活性受到结构和管线等因素的限

制，要求设备之间有着协调性。另外，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升，居住舒适性开始被不断重视，致使设备管线被更换的

概率并不大。若是想要增强公共建筑结构的适应性，势必要

确保管线设备的集中，将设备管线敷设在地面架空层中，保

障水平管道的联结正常化，巧妙的公共建筑结构的管线协调

起来，减轻能耗的具体消耗量，规避一些列潜在的安全风险。

4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相关部门逐步重视公共建筑低能耗设

计工作。为确保公共设计的最优化，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了解从不同环境层面中低能耗设计本身存在着的不足之处，

尤其是公共建筑本身的光环境以及风环境等，更是要以增强

公共建筑的空间使用效率，明确空间结构是否存在着可置换

性，只能够应用多层次手段在保障管线协调的基础上，做好

建筑结构的能耗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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