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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绿色建筑设计意图需全过程监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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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建筑的设计意图能否在建筑中得到落实需要实践的检验"研究首先调查了澳大利亚悉尼常

年月平均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基本气候状况!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某教学办公楼所采

用的自然通风#蓄热实体#自然采光和遮阳控制等以被动式为主的绿色建筑设计方法$然后对该建筑使

用阶段所反映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回顾!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为了实现

绿色建筑设计意图!并确保达到预期设计效果!需要注意对绿色设计策略和技术在初步设计#施工图设

计和交付使用等建筑活动全过程中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和指导"

关键词!绿色建筑!设计!全过程!监控!指导!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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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实

施%以及国家对节能和环保等问题的高度重视%建筑界

开始广泛关注绿色建筑的设计和研究&一些'绿色建

筑(项目开始在各地设计并建成%各类绿色建筑评估)

评价标准和体系也逐渐出台&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

绿色建筑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向

此类建筑发展较早的国家学习%包括从其实际工程中

借鉴成功的经验和汲取失败的教训&本文以澳大利亚

新南 威 尔 士 大 学 "

;29 7.589-:5;

<

%0 (9F Q%,;2

U/&9:

#

#DD"

年代后期建成的一栋绿色办公和教学建

筑为例%探讨绿色建筑在实际工程设计*施工和使用过

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和问题&

#

!

项目背景介绍

新南威尔士大学校园环境近十年来经历了被称为

'在澳洲境内任何其他校园都无法比拟的(非同寻常的

变化过程&为了保证设计建造高质量的校园建筑%该

校制定了严格的设计方案"包括设计竞赛方案#评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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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许多一流设计公司赢得了设计任务%一批优秀建

筑师的作品因此得以实施&建筑环境学院所在的教学

办公楼瑞德中心"

J29Y9H19.;-9

#就是其中之一"图

#

#%它是由
RZJ

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完成的一栋校园

绿色建筑&

图
#

!

新南威尔士大学瑞德中心外景

"由
RZJ

建筑事务所摄影师约翰
'

高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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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该建筑中攻读博士学位%了

解并经历了其内部空间的改进过程&以下结合悉尼当

地气候状况%介绍这栋校园建筑的绿色设计特征%并探

讨其使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设计师和管理者

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

!

悉尼气候状况

建筑的绿色设计%离不开对其所在环境自然气候

的了解和充分利用&悉尼市位于南半球最大的岛屿国

家澳大利亚的东海岸%而新南威尔士大学位于悉尼市

东部著名的库吉"

1%%

3

99

#海滩步行距离之内&在温和

的海洋性气候环境下%该地区常年温差不大%夏季月平

均气温在
)#

"

)![

之间%冬季月平均气温在
#!

"

#M

[

之间$月平均降雨量在
#!"

"

AKEE

之间 "表
#

#&

因为冬季气候比较温和%悉尼的建筑一般并不特别考

虑供暖&在夏季%虽然月平均气温不是很高%但日辐射

十分强烈%日间最高温度可达
!)

"

!A[

%因此必须考

虑隔热降温&由于其热源主要来自直接太阳辐射%空

气本身温度并不很高%因此遮阳和通风往往是夏季建

筑降温的主要措施&

由于大洋与陆地日夜温差的变换%悉尼地区盛行

风向在每一天的不同时刻会有变化%而且冬季和夏季

也有所不同&例如夏季上午
D

时的主导风向为南风%

而到了下午
!

时则可能改为东北风或东风$其常年主

导风向在上午
D

时为东北风%而到下午
!

时则可能改

为西北风"表
)

#&因此在建筑的通风设计中%一般并

不特别关注某一个方向%而是对所有方向的通风和避

风措施都加以考虑&

表
#

悉尼的气候状况"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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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 夏季 秋季 冬季 春季

注!其一年四季所在的月份和北半球国家正好相反

表
)

悉尼地区风玫瑰图"资料来自澳大利亚气象局网站#

%

M

&

夏季 冬季 常年

上午
D

点

下午
!

点

注!澳大利亚气象局提供的风玫瑰图中风的速度和方向由
*

个

'风棒(表示%'风棒(的颜色从浅到深表示风速从低到高%

'风棒(的长短表示该方向风的发生频度"由百分数表示%从

内向外第
#

环为
#"]

%第
)

环为
)"]

%第
!

环为
!"]

%以此

类推#%最长的'风棒(所指的方向%为主导风向&

!

瑞德中心的绿色设计

瑞德中心位于新南威尔士大学肯森顿"

9̂.:5.

3

;%.

#

校区东西向主干道的南侧"图
)

#%主入口位于建筑北侧&

该建筑主要采取了自然通风*蓄热实体*自然采光和遮

阳控制等以被动式设计为主的绿色设计策略和技术&

图
)

!

瑞德中心总平面示意+

)

,

!'#

自然通风

根据新南威尔士大学校园总体可持续发展纲领的

要求%瑞德中心总体上没有采用空调设备%只有少量有

特殊用途的房间"如计算机房等#除外&

自然通风是满足其室内热舒适性的主要策略%具

体手段包括!在建筑整体及每个房间两侧相对位置设

置门*窗等通风口%利用自然风压形成水平对流通风

"图
!

#&通过合理布置竖向通风口和楼梯间的位置%

以及采用通高空间"图
M

#和设置高出屋顶的拔风烟囱

等途径%利用热压形成竖向对流通风"图
K

#&在建筑

每个分区的不同空间%以及每个房间内的不同高度%分

别设计挡板和可调节的铝制或玻璃通风百页"图
A

#%

以便使用者控制和调节各空间通风换气的不同要求&

同时%每个房间还设置了屋顶吊扇%以便在必要时增大

室内空气流动速度%提高通风降温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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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打开教室对侧通风口百页以促进对流通风

图
M

!

设置通高空间以利内走廊的自然通风

图
K

!

水平通风百页和通往屋顶的竖向拔风烟囱

图
A

!

通过可调节的铝制或玻璃通风百页控制

每个分区和每个房间自然通风换气的效果

!')

蓄热实体

某些重质建筑构件%比如混凝土楼板*墙*柱和砖墙*

地面等%是良好的蓄热实体&瑞德中心的建筑设计将这

样的构建暴露在室内空气中%作为传递并储存热量的介

质%帮助自动调节室内热环境"图
?

#!在夏季白天%它们能

够吸收并暂时储存进入建筑内部过多的热量$到了夜间%

这些热量被释放出来并被自然通风带出建筑&在冬季%

这些构建能够储存白天的热量%并在较冷的夜间和凌晨

释放出来%使清晨时段的室内空间不至于过冷&

图
?

!

利用厚重的混凝土和砖墙等蓄热实体调节室内温度

!'!

自然采光'遮阳和景观

统计数据表明%新南威尔士州商业及办公建筑中%

照明能耗大约占建筑总能耗的
#

)

!

%而采暖*制冷和通

风三项之和约占
#

)

M

%可见自然采光技术和照明方面

的节能措施对当地建筑节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兼顾自然采光*遮阳和景观等多方面的需求%

瑞德中心北向办公室的外墙被设计为三段"图
*

#!上

段为高窗%它与窗台板形成的反光面*以及办公室和走

道之间半透明的内隔墙等相结合%可以尽量多地将日

光引入建筑内部&中段外部为实墙%既阻挡了外部热

量的传入%又为下段窗提供了遮阳$而内部是书架%其

高度正好便于存取图书&下段是透明玻璃%满足了坐

姿办公时对景观的要求&另外%外墙上还设置了遮阳

板%与固定*手动或自动控制的通风百页相结合%可以

更有效地控制阳光的直接射入量%并在必要时减少眩

光&这些设施尺寸和位置的设计%利用了冬*夏季太阳

高度角的不同%可以在增加冬季阳光射入量的同时阻

挡或减少夏季直射阳光进入室内&

图
*

!

办公室外墙三段式设计兼顾了

自然采光*遮阳和景观的要求

!!

在建筑的东*西立面%遮阳百页与光感探测器及智

能控制系统相连接%其页片方向可以根据太阳方位角

在一天中的变化进行自动调整"图
D

#&在教学空间%

系统设置为手动控制优先于自动控制%从而可以在必

要时"例如放幻灯时#将百页全部关闭以降低光照水

平&这些百页还与内部遮阳板协同工作%以控制下午

较低角度的太阳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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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东侧外遮阳板由智能控制系统自动调节角度

M

问题'经验和教训

在瑞德中心的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包括建筑师和

环境技术专家等#对该建筑室内热工*通风*照明等方

面性能进行了计算机模拟%预期效果不错&然而%当建

筑开始运行时%使用者却发现其内部环境并不像想象

的那么好&一些教师和学生抱怨办公室或教室夏季太

热*冬季太冷*部分室内空气不够流通*而部分办公空

间又风速过大等等&显然%建成的瑞德中心并没有达

到设计阶段通过模拟得到的预期效果&

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建筑师和环境技术专家小组

对该建筑设计*施工和使用阶段的每一个步骤和过程进

行了仔细的复查&结果发现%该建筑在从设计图纸到实

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不适当的变更&有些发生

在施工图阶段%有些发生在使用阶段&正是这些变更%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该建筑未能完全体现最初的设计意

图%因此也未能达到设计师预期的最佳环境效果&

M'#

设计阶段的问题

比较施工图纸和原设计图纸%设计人员发现一些

用于控制通风效率的隔墙和通风开口被取消或者移动

了位置&原来%施工图绘制人员%出于对"均衡*韵律

等#一般美学原则的考虑%擅自对原设计方案中的一些

'小地方("例如%窗开启扇的位置*选用百页还是玻璃

隔断等#进行了改动&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改动%直接影响了大楼的自然通风

效果%导致室内"尤其是夏季#舒适感下降%并间接影响

了使用者对整个大楼室内环境质量的评价&

M')

使用阶段的问题

由于该建筑没有采集中空调系统%使用者需要根

据天气和气候状况%随时对建筑的门*窗以及遮阳*通

风百页等自行调节&然而%瑞德中心的最初的使用者

从未经过任何培训%没有人确切知道在各种天气情况

下应当怎样操作%建筑性能才会达到最佳状态&大多

数人只是根据个人习惯进行操作&比如%有些人不知

道打开走道门上方的百页进行通风%有些人在通风口

上堆上了图纸和模型%有些人从不调整遮阳百页的角

度%有些人从不使用遮阳幕帘等%因此设计的通风和遮

阳效果很难达到理想状态&

M'!

应对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该建筑设计人员和建筑环境学院

的管理层共同合作%采取了两方面措施来应对和解决

以上问题!

首先是纠正对原设计的不适当变更&一些隔断被

移开了%一些隔断上的固定玻璃被换回原设计中所要

求的可调节通风百页等"图
#"

#&

图
#"

!

走廊隔断下部的玻璃被换成百页

其次是对使用者进行指导&设计人员编制了详细

的使用说明%对每一个房间的设计特点%以及为了保证

室内环境舒适%使用者应当注意哪些事项和进行哪些

操作等进行了介绍&例如%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夏季

对流通风%办公室的使用者应当如何将办公室和走廊

之间的通风百页完全打开%而教室的使用者应该如何

将教室对侧的通风百页完全打开%以促进空气在风压

作用下自然流动$当室外风速过高时%又应当如何转动

通风百页的开口方向%使之避开主导风向等等&这些

简要说明被印刷在美观*耐久且便于清洁的小块金属

板上%并固定在每个房间门旁靠近灯具开关的墙上%便

于每个使用者阅读*学习和掌握&

另外%学校和设计单位还共同编写了该建筑的完整

使用手册%根据需求发给使用者&该手册介绍了瑞德中

心各种设施*设备和内部空间的使用要求&例如%手册

提请使用者注意%瑞德中心没有采用中央控制的管理方

式%每个房间的人工照明都需要由使用者根据自然天光

的变化及各自具体使用需求进行调节%下班出门前还需

要检查门窗和通风百页等设施和设备的状况"例如%夏

季夜间%一般应当使通风百页处于打开状态等#%不能简

单地一走了之$另外%为了在走道等交流空间自然采光

和办公室空间私密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瑞德中心的办

公室和走道之间采用了半明度玻璃隔墙%这些玻璃不应

被任何杂物"例如设计图板*建筑模型等#遮挡%以免削

弱内走廊的自然采光效果等"图
##

#&

图
##

!

内走廊的玻璃不应被任何杂物

"例如图板*模型等#遮挡%以免削弱其自然采光效果

&下转
#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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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干栏式建筑的顶端&

+

?

,

M

!

结语

鄂西土家民居是传统山地建筑的优秀代表%它别

具一格的营建方式以及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审美特

色%记载了一个民族对宇宙自然*天地人生以及住所环

境的理性思考%它不仅是地域*民族文化及传统精神的

有形载体%同时也是协调自然与人关系的典型范例&

在我国%山地面积远远大于平原面积%出于拓展生存空

间或回归自然的需要%我们的城市与乡村将进一步向

山地发展&

+

*

,因此%研究和探讨鄂西地区土家族传统民

居的建筑特点与艺术成就%使之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将

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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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以上措施纠正了设计和施工阶段的问题%

并为建筑使用者做出了详尽的使用指导之后%这栋建

筑的绿色设计策略终于开始发挥作用%建筑的室内环

境质量基本达到了设计所预期的效果%问卷调查显示%

使用者对该建筑室内环境的满意率得到很大提升&

K

结论

从以上建筑使用阶段反映出的问题可以看出%建

筑设计人员的着眼点绝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设计阶段&

特别对绿色建筑而言%为了保证其最终环境性能能够

忠实反映设计意图%设计师必须从方案的早期开始%随

时跟踪和监控每项绿色设计策略和技术在建筑发展每

个阶段的落实情况%包括施工图绘制阶段*施工阶段*

验收阶段*直至使用阶段等&在使用前的各阶段%主要

需要监控设计方案的变更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并

尽早做出必要的修正以解决问题$在使用阶段%则需要

特别重视对建筑的管理和对使用者的指导&要让建筑

管理者和具体使用者都清楚地了解建筑的设计性能和

运作方式%并使其明白%他们可以)应该如何根据天气)

气候的变化和具体使用要求来控制和调节建筑内部空

间中的一些设备*设施和部件"门*窗*百页*灯光*风

扇*遮阳板等等#%从而真正实现绿色建筑在节能环保

的同时%创造舒适*健康室内环境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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