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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筑能耗在社会总能耗中占比较大的比例，因此建筑节能不容小觑。本文分析我国目前的能耗现状，

介绍建筑节能的设计原则，并对建筑能耗进行分析，提出一定的节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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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social energy 
consumption, so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energy consumption status in China, introduc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alyze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buildings, and puts forward certain 
energy-sav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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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能源匮乏、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持续性的大量开采必将过

快消耗自然资源的储备，节能减排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建筑是城市环境中消耗能源最严重

的环节，建筑能耗在社会总能耗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也是城市碳排放量的主要源头之一[1]。建筑节能

被认为是我国实现 2030 年碳减排目标的关键领域[2]。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建筑总量迅速攀升，

促使建筑能耗不断增加，而能源效率不高导致建筑存在巨大能源浪费，节能降耗的工作日益紧迫。 
中国是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建筑业要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施

工。钢筋混凝土在我国建筑材料中占据压倒性的市场份额，而生产钢筋混凝土的原材料几乎全部是不可

再生的[3]，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建筑节能是我国现阶段节能减排的首要任务。 

2. 目前建筑能耗现状 

2020 年我国提出“双碳”战略目标以来，进一步促进节能建筑发展。2022 年 3 月，住建部印发《“十

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明确了 2025 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和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

筑建设目标。2022 年 6 月，有关部门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城镇新

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推动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鼓励建设零碳建筑和近零能耗建筑”[4] [5]。 
我国建筑能耗大，节能建筑比例小。建筑耗能应该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考量，建筑建设期的

耗能以及后续使用、维护以及改造、拆除的耗能。据调查，建筑耗能占社会总消耗能源的一半[6]。我国

既有建筑中，有 95%以上的建筑为高耗能建筑，据资料显示，如果建筑能耗降低一半，社会总能耗可以

降低 20% [7]。其绿色节能新技术多为渗水地面、围护结构及屋面保温隔热、中空低辐射玻璃及断热铝合

金档、雨水回收及中水回用、太阳能利用、地源热泵空调技术、节能灯具、小水量抽水马桶和节能水龙

头、智能化管理及控制系统等[8] [9]。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在全球能源日益紧张的环境形势下，中国必

须在有限的人均能源与资源条件下发展低碳建筑，走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更注重节约的低碳道路。不

能生搬硬套国外节能技术，需要发展适合本土的节能建筑。 
因此，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绿色节能。节能材料是节能建筑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既能满

足建筑工程需要，又能减少环境污染[10]。合理利用建筑节能材料不仅对生态和环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

是实现低碳、环保、绿色等的关键工作。 
同时，我国每年仍需要拆除大量的旧有建筑同时新建大量的住宅以及配套基础设施。旧建筑的拆除

会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由于我国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很低，处理建筑垃圾的方法一般是就地掩埋或在

空地堆放，这会造成极大的污染和浪费。因此，建筑垃圾的资源化重复利用是建筑企业转型和升级的一

个方向[11]。 

3. 建筑节能设计原则 

建筑节能设计原则的主要目的是节能，节能目标必须是贯穿在整个建筑周期的各个阶段，针对性更

加突出更有利于实现完整的节能建筑建设策略。为了实现技术和生态共同发展，不仅要提升改进建造阶

段技术，同时也要关注到建筑使用过程中的环保合理性。在尽量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创造适宜的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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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可持续建筑[12]。 
在节能建筑建设过程中，应当在有效使用能源和资源条件下，充分利用现有的市政基础设施，采用

环保材料，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废料。尽可能减少能源、土地、水、生物等资源消耗，提高资源的使用

效率。科学合理利用废弃的土地、原料、植被、土壤、砖 石等建筑材料，变废为宝，产生循环经济效益

[13]。节能建筑强调建筑建造和使用全过程的少废、少污，并要求建筑系统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

影响，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垃圾等污染物的排放[8]。 

4. 建筑能耗分析 

据推测，我国城市民用的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总面积到 2050 年将会增加 225 亿平方米，会让我国

节能减排的行动面临巨大挑战[14]。在建筑的构造方面有很多影响能耗的因素，包括建筑墙体结构、外墙

保温、外窗、屋顶结构、空调系统等。建筑运行阶段的能耗，主要集中在电、煤炭、天然气、石油等，

包括维持建筑环境的终端设备用能，如采暖、空调、热水供应、通风、照明、家用电器、炊事和电梯等

方面的能耗。而影响空调和采暖负荷的因素有：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特性、建筑物用途及使用情况、气

候条件等[15]。 

4.1. 围护结构能耗 

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热损失达到 70%~80%，因此必须要减少外墙能耗。选择合适的保温材料能有效

降低能耗。外墙的保温层越厚，建筑能耗越少。外窗的绝热性能关系到室内热环境质量并且能直接影响

到建筑能耗，外窗的能耗在整个建筑围护结构能耗占比能达到 40%以上。外窗的能耗损失是外墙能耗损

失的 3 倍，是屋面的 5 倍。而单层玻璃外窗在冬季的热量损失能达到 30%以上；夏季制冷能耗损失占 20%
以上[16]。 

4.2. 终端设备能耗 

建筑的空调系统能耗主要体现在冷热源设备上，由于季节、天气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空调系

统的冷热源设备会长时间处于部分负载运行状态。因此，夏热冬冷地区的能耗主要体现在消耗大量电能。

建筑电气工程的基础设备占能耗损失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建筑中使用变压器的配置不合理会导致电力损

耗增加；照明系统并未完全考虑到节能减排；通风系统自动化水平不高等[17]。 

5. 节能措施 

5.1. 使用环保节能材料 

建筑节能最重要的步骤应该是在建材准备阶段，从施工计划等源头上控制能耗。在计划施工准备建

材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能耗比较高的建材，应该尽量使用能耗比较低的有色金属建材或化工建材。选

择低能耗的材料代替高能耗的材料，使用绿色建材标识或者高性能节能标识的材料和设备，同时注重材

料的可再生性和可回收利用性[18]。外围护结构(外窗、外墙、屋顶、地面等)是建筑节能的关键，使用保

温隔热性能良好的保温材料，增加保温层厚度，和使用高密闭性的外墙材料，来减少能耗损失。 

5.2. 提高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合理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因地制宜使用太阳能光热、太阳能光伏、地源热泵

供暖供冷以及空气源热泵系统等，解决建筑空调采暖、热水供应及照明能源需求问题，替代一部分传统能

源，降低建筑整体能耗。利用自然风和太阳光，合理设计门窗等，充分利用太阳能，减少电力能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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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快推进建筑能效提升工程 

应加快制定出台中国建筑能效提升路线图，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结构及用能特征的差异性，建立

能效提升的梯度目标及主要参数指标，引导建筑能效标准的不断更新升级。建立能耗监测体系，实施能

耗限额制度。根据能耗限额制度和建筑能耗限额指标，督促机构开展节能减排改造，引导建筑节能工作

良性发展。 

5.4. 强化能耗管理制度 

优化建筑能耗技术管理，完善建筑能耗管理体系，实时监督和管理整体建筑能耗。建立规范的管理

制度，将庞大的建筑工程项目能耗管理细分化，模块化，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并建立建筑节能公示

平台，定期将建筑设备进行能耗排名，并逐步淘汰高能耗设备，选取超低能耗、新型环保设备。 

6. 小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筑能源消耗逐渐增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建筑能耗消耗。建筑

节能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必须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中贯彻节能减排理念，有

效控制建筑整体能耗，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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