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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也逐渐恶劣，更多人开始关心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我国也提出了绿色

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这两种理念的推动下，绿色建筑逐渐进入人们的眼内，这种建筑模式更加注重绿

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传统建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高能耗，高物耗现象，而绿色建筑

低碳，节能，绿色环保，降低能耗物耗的特点必然会使其在建筑模式的角逐中胜出。同时，绿色建筑工程符合

了我国“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资源

的利用率，还对提高我国建筑施工管理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1 绿色建筑的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的大力发展，建筑行业也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发展的同时传统建筑模式的弊端也显露

出来，造成了巨大的能源浪费，环境的急剧恶化和能源的匮乏等问题接踵而来。绿色建筑就是我国应这些严峻

问题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它相较于传统建筑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减低能源消耗和物质消耗，同时减小建筑废

料污染和伴随着建筑而生的光污染，同时还能改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节能建筑最主

要的特点就是节约能源，减少了各种资源的浪费，也极大的保护了其他资源，减少 CO2 的污染，减缓了温室效

应的变化，保护了地球生态环境，减少了建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绿色环保建筑可以提供使人类生活更舒适

的环境，并且可以促进生态平衡，完美的符合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2 绿色建筑规划和设计存在的问题
2.1 缺少持续发展理念

由于我国近年经济发展迅速，很多地区和企业为了增大业绩忽视了工程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贯彻可持续发展

理念。在绿色建筑设计规划上，设计工程师应该采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坚决贯彻下去。应当将节能减排和保

质保量结合在一起。而现阶段，我国对于绿色建筑的认识还停留在建筑外表面，这种行为只是为了“面子工程”，

甚至为了使建筑外表面看上去绿色环保，反而产生了大量的能源与物质消耗。更多是盲目的跟风对自然环境改

造，使“自然环境适应建筑”，而不是“建筑适应自然环境”，这不仅对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起了反作用，

还使一些工程师盲目跟风。导致更多设计师在实际设计中缺少可持续发展理念，而采用“赚钱多，破坏环境更多”

的设计理念，不将落实绿色建筑放在中心。并且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传统的建筑模式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和资源

的超量消耗，认为不需要改变现状，同时，由于传统建筑行业所需设备，所学技术基本齐全，而使工程师重新

学习绿色建筑，重新采购设备钱财消耗过大，很多企业并不想改变传统建筑模式，应用绿色建筑模式，甚至不

想使用绿色建筑材料。

2.2 人才和政策的问题
虽然我国对于人才的培养人日益重视，但几乎都局限在传统的建筑模式，对于绿色建筑模式新型人才的培养

并没有过多重视，而传统建筑模式施工管理人才对于绿色建筑，低碳环保方面的重视不足，缺少这方面的能力。

由于现今社会对于绿色环保不太重视，绿色建筑人才在薪酬，工作上比传统建筑模式人才较少，这也是导致了

很多建筑人才没有选择绿色建筑这一方面的原因。同时，我国对于建筑是否低碳环保，是否绿色方面没有硬性

要求，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虽然我国已经在政策法规的制定上考虑的绿色建筑的必要性，但还不足以满足社会

发展，建筑模式变革，技术改进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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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个行业飞速发展，建筑行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建筑材料，资源的短缺。针对这种现象，人们提出了绿色建筑

的概念。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建筑师提高了对绿色建筑规划设计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困难，但是为了秉承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必须克服这些困难。根据不同的困难，提出与之相对应的解决办法，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资源无谓消耗，和创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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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未凸显当地特色
建筑是一个城区，甚至是一个城市的标志。绿色建筑在工程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城市的特色，但现实中，很

多建筑都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的特色，城市的风格全都一样，没有在建筑风格上体现出一个城市的人文内涵，

没有本城市独有的特色建筑，没有凸显出当地特色。虽然现在人们意识到了建立城市特色文化的重要性，但是

因为人文内涵，设计师不足等因素很多城市建筑没有体现出良好的地方特色。甚至一些设计师在设计时过分的

追求独特，特立独行，忽略了实用性，也不重视当地的特色文化，导致不仅没有建立特色建筑，反而成了社会

的笑柄。这些都会导致绿色建筑内涵严重不足。

3 解决绿色建筑规划设计问题合理措施
3.1 设计要因地制宜，确保规划的合理性

绿色建筑的设计需要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与风俗习惯，历史和当地文化特色。这样的设计才能展现出当地的

文化，这样才算是一个城市的特色建筑。在建筑设计时，需要依据建筑周围的风格，符合周边建筑的风格，不

要显得十分突兀，同时建筑大规模、排列都要合理，应当错落有致，建筑与周围的环境应当合理的结合在一起。

3.2 绿色能源的利用
绿色节能建筑较多数都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例如：利用太阳能

光电系统来维持建筑日常用电，利用太阳能将冷水加热，转为热水作为生活用水。建筑表面采用多功能材料，

通过多功能组织来进行呼吸，维持建筑内的温度。建筑表面加装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能来提供日常照明所

需要的能源。

3.3 绿色建筑节水
绿色建筑设计规划中，节约水资源一项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采用雨水收集，中水回收利用等环保系统。充分

回收水资源，如雨水，生活污水，做好水资源的再生及循环利用。同时做到因地制宜，保证方案的经济性和战

略实施性。例如：在地面采用渗水铺装材料以加强雨水渗透，保持当地水土环境又减少灌溉用水。在屋顶设计

管道和引流设施，收集雨水，再进行水资源的回收利用。

3.4 绿色建筑节材
绿色建筑在资金投入中与传统建筑相比，资金大大幅投入在建造阶段保温外墙，太阳能电池的购入与搭建等

技术措施上，而收益主要是在使用阶段节约能源耗费上，环境价值是绿色建筑节材的间接表现，需要对环境污

染进行量化从而将环境价值转换成经济价值。

3.5 节约土地资源
节约土地资源，是绿色建筑规划的重中之重。土地是人类的根基，严禁在绿色建筑设计规划时对土地资源浪

费。在规划时，需要考虑到耕地资源，绿化资源等一系列因素，要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来节约土地资源。例如，

为了节约耕地资源，绿色建筑使用环保砖来替代传统的粘土砖。

结语
绿色建筑就是应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而产生的。它的本质是通过充分循环利用资源，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

无谓的能源消耗物质消耗，来达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为了保护我国甚至全球生态环境，需要大力推动绿色建筑

的发展理念。设计建筑时，需要全面的了解当地的人文、地理、气候等因素，采用低碳环保的建筑材料，创造

出符合当地特色的绿色环保建筑。并提升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知，让人们意识到，绿色建筑是符合低

碳环保的新型建筑模式，加强人们的绿色意识，增加绿色建筑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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