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知识点一、建筑节能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一）建筑节能

1.外墙节能技术

（1）外墙外保温系统。

外墙外保温工程是指将外保温系统通过施工或安装固定在外墙外表面上所形成的建筑构造实体。

适用范围广、保温隔热效果好、保护主体结构、改善室内环境等优点，但一旦出现裂缝等质量问题时维修比

较困难。

（2）外墙内保温系统。

外墙内保温工程是指内保温系统通过设计、施工或安装，固定在外墙内表面上形成保温构造。

取材容易、施工方便等优点。

缺点是饰面层容易出现开裂、不便于室内二次装修和吊挂饰物、占用室内使用空间、容易引起热桥、热量损

失大等。

（3）墙体自保温技术。

结构保温一体化技术在建筑中主要用于框架填充保温墙以及预制保温墙板。

适用范围广、夹心保温等优点；

对于寒冷、严寒地区的墙体会偏厚，框架及节点部分仍易产生热桥现象。

补充：

热桥是指处在外墙和屋面等围护结构中的钢筋混凝土或金属梁、柱、肋等部位。因这些部位传热能力强，热

流较密集，内表面温度较低，故称为热桥。

（4）外墙夹心保温技术。

两片墙之间留出空腔，随砌墙随填充保温材料。

夹心保温做法可用于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

【多选题】外墙外保温工程的优点有（ ）。

A.出现裂缝易维修

B.保温隔热效果好

C.保护主体结构

D.改善室内环境

E.适用范围广

答案：BCDE

解析：此题考查外墙外保温工程的优点。外墙外保温工程是指将外保温系统通过施工或安装，固定在外墙外

表面上所形成的建筑构造实体。它具有适用范围广保温隔热效果好、保护主体结构、改善室内环境等优点，

但一旦出现裂缝等质量问题时维修比较困难。

2.门窗节能技术

建筑门窗具有采光、通风和围护作用，在建筑艺术处理上有着很重要的装饰效果。然而在日常生活中，门窗

造成的热能损耗占房间总热能损耗的 60%~70%，甚至更多、可见门窗是最容易造成能量损失的部位。在进行建

筑节能设计时，对门窗的节能处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控制窗墙面积比、改善窗户的保温性能、提高窗

户的隔热性能、提高门窗的气密性、选用适宜的窗型等方式提高门窗的节能性能。



3.屋面节能技术

①正置式与倒置式屋面

②架空通风屋面

③种植屋面

④蓄水屋面

1）正置式屋面。

隔热保温层在防水层的下面。

是传统屋面保温方式，对保温材料的要求标准较低，价格便宜，但存在施工复杂、使用寿命短、屋面易漏水

等缺点。

2）倒置式屋面。

保温层设置在防水层之上的屋面。

构造简单、避免防水层破坏、长期稳定的保温隔热性能与抗压强度、持久性与建筑物的寿命等同、施工快捷

简便、检修方便简单等优点。

【多选题】与正置式屋面相比，倒置式屋面的优点有（ ）。

A.构造简化

B.对采用的保温材料无特殊要求

C.避免防水层破坏

D.施工快捷简便

E.检修快捷简便

答案：ACDE

解析：倒置式屋面是指将保温层设置在防水层之上的屋面。其构造由结构层、找坡层、平层、防水层、保温

层及保护层组成。这种屋面对采用的保温材料有特殊要求，应使用具有吸湿性低、耐气候性强的憎水材料作

为保温层，并在保温层上加设钢筋混凝土、卵石、砖等较重的覆盖层。与正置式屋面相比，倒置式屋面具有

构造简化、避免防水层破坏、长期稳定的保温隔热性能与抗压强度持久性与建筑物的寿命等同、施工快捷简

便、检修方便简单等优点。

4.建筑遮阳技术

有效的遮阳措施包括：绿化遮阳、结合建筑构件的遮阳和专门设置的遮阳。

（二）可再生能源利用

1.太阳能利用技术

（1）太阳能光热利用。



1）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热水系统是利用太阳能集热器，收集太阳辐射能把水加热的一种装置，是目前太阳热能应用发展中最

具经济价值、技术最成熟的产品。

2）太阳能采暖系统。

太阳能采暖系统是指将分散的太阳能通过本阳能集热器转换成热能将冷水加热，然后将热水输送到发热末端

来提供建筑供热需求的一种采暖系统。

（2）太阳能光电利用。

1）太阳能光伏系统。

太阳能光伏系统由太阳能电池组件、控制器、蓄电池（组）、逆变器等组成，是利用太阳能电池组的光伏效应，

将太阳光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

2）太阳能制冷系统。

太阳能制冷系统是利用光伏转换装置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后，再用于驱动半导体制冷系统或常规压缩式制冷

系统实现制冷的。

2.地热能利用技术

地热能是指由地壳抽取的天然热能，这种能量来自地球内部的熔岩，并以热力形式存在，是引致火山爆发及

地震的能量。

这种能量产生的热量会使地下水加热，最终加热后的地下水会渗出地面，直接取用这些热源，并抽取其能量，

形成地热能。

【2020 多选题】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包括（ ）。

A.风能

B.空调系统热回收系统

C.地热能

D.生物质能

E.太阳能

答案：ACDE

解析：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知识点二、建筑节地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土地是城市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城市土地利用问题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土

地资源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存在严重浪费等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土地质量下降、土地生产力降低，人均

土地资源数量减少，耕地数量急剧减少、后备资源不足等，土地开发利用难度大且效率低等。现阶段大城市

边缘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均是以较低的容积率、高于国家标准很多的人均用地指标为前提。

（一）建筑节地

适当建造多层、高层建筑，适当提高公共建筑的建筑密度，住宅建筑立足创造宜居环境确定建筑密度和容积

率，同时降低建筑密度。

（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1）地下交通工程。

（2）地下居住空间。

（3）地下商业工程。

（4）地下市政系统。

（5）地下停车场。

知识点三、建筑节水与城市雨水利用

城市雨水利用

1.收集与传输设施

城市中典型的集水面一般可分为屋面、地面、水面三类。



2.雨水滞蓄

包括滞留和蓄存。

滞蓄区域包括建筑屋顶、绿地塘坝、洼地、湖泊、人工地下落水池等

3.雨水回用

可回用于工业用水、生活杂用（如冲洗厕所、洗衣、洗车、消防用水等）、构造水景观、绿地灌溉、地下水回

灌等

【单选题】下列不属于雨水回用基本要求的是（ ）。

A.城市雨水作为辅助供水水源，并能自动切换到其他水源

B.采用生活饮用水作为其他供水水源时，采取防止雨水进入饮用水管道的措施

C.城市雨水回用系统无须与生活饮用水系统分开设置

D.应设置水表计量各水源的供水量

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雨水回用要求。雨水回用基本要求包括：

城市雨水作为辅助供水水源，并能自动切换到其他水源；

采用生活饮用水作为其他供水水源时，应当采取防止雨水进入生活饮用水管道的有效措施；

城市雨水回用系统应与生活饮用水系统分开设置，用不同颜色、符号标识；

应设置水表计量各水源的供水量。供水系统管材不应使用对水质造成污染的材质。

知识点四、建筑节材与绿色建筑设施设备

（一）建筑节材

建筑节材主要技术路径

（1）可取代黏土砖的新型保温节能墙体材料的工程应用技术。

（2）散装水泥应用技术。

（3）采用商品混凝土和商品砂浆。

（4）轻质高强建筑材料工程应用技术。

（5）以耐久性为核心特征的高性能混凝土及其他高耐久性建筑材料的工程应用技术。

（2）散装水泥应用技术。

散装水泥是指不用包装，直接通过专用装备出厂运输、储存和使用的水泥。城镇住宅建设工程限制使用包装

水泥，鼓励排水管、压力管、水泥电杆、地铁与道路用混凝土构件等水泥制品全部使用散装水泥。



【单选题】为达到风机水泵类节能目的，推广使用（ ）已成为节能工作的重点。

A.定频器

B.变频器

C.新风换气热回收装置

D.转轮全热热交换器

答案：B

解析：风机水泵类负载多是根据满负荷工作需用量来选型，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时间并非工作于满负荷状态。

知识点五、室内环境控制与室外环境设计

（一）室内声环境控制

1.噪声的传播控制 从噪声源、传播途径和接受者三个方面分别采取有效措施。从声源控制噪声是最根

本的措施

2.掩蔽噪声 利用电子设备产生的背景噪声来掩蔽令人讨厌的噪声，来解决噪声控制的问题

3.吸声减噪 可在建筑物内装置吸声材料以改善室内听闻条件和减少噪声的干扰。

4.建筑隔声 可把发声的物体或把需要安静的场所封闭在一个小的空间内。

5.建筑隔振与消声 减弱振动强度外，在振动传播途径上采取隔离措施，用阻尼材料消耗振动的能量并

减弱振动向空间的辐射

【单选题】解决噪声污染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 ）。

A.从声源控制噪声

B.掩蔽噪声



C.吸声减噪

D.建筑隔声

答案：A

解析：从声源控制噪声是最根本的措施，但使用者一般都难以对噪声源进行根本的改造。在声源处即使只是

局部减弱辐射强度，也可使中间传播途径及接收处的噪声控制工作大大简化。

（二）室内光环境控制

（1）一般照明。

在工作场所内不考虑特殊的局部需要，以照亮整个工作面为目的。

在工作面形成均匀的照度。

（2）分区一般照明。

按功能进行分区，再对每一分区做一般照明。

（3）局部照明。

某一指定点的高照度要求，在较小范围或有限空间内，采用距离视看对象近的灯具来满足该点照明要求的照

明方式称局部照明。

（4）混合照明。

由一般照明和局部照明合成的照明方式称混合照明。

【单选题】在大型厂房内，当有工作区与交通区的照度差别，不同工段间也有照度差异时，应采用的照明方

式是（ ）。

A.一般照明

B.分区一般照明

C.局部照明

D.混合照明

答案：B

解析：此题考查照明方式的选取。正常使用的照明系统，按其灯具的布置方式可分为一般照明、分区一般照

明、局部照明、混合照明四种方式。其中，采光设计时先对房间按功能进行分区，再对每一分区做一般照明，

这种照明方式称分区一般照明。例如在大型厂房内，会有工作区与交通区的照度差别，不同工段间也有照度

差异；在开散式办公室内有办公区和休息区之别，两区域对照度和光色的要求均不相同。

（三）室内热湿环境

室内热湿环境控制方法可分为被动式方法和主动式方法。

1.室内热温环境控制的被动式方法

主要是做好太阳辐射控制和自然通风这两项工作。

基本思路是使日光、热、空气仅在有益时进入建筑。

2.室内热湿环境控制的主动式方法

采用机械和电气手段，即主动式方法改善室内热湿环境。

包括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

“四度”：空气温度、湿度、气流速度和洁净度。

（四）室内空气品质控制

①堵源，即围护结构表层材料选用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有害气体释放量少的材料;

②节流，即切实保证空调或通风系统的正确设计、严格的运行管理和维护，便可能的污染源产污量降低到最

低限度;

③稀释，即保证足够的新风量或通风换气量，稀释和排除室内气态污染物，这也是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基本

方法;

④清除，即采用各种物理或化学方法，如过滤、吸附、吸收、氧化还原等，将空气中的有害物清除或分解掉。

（五） 室外环境设计



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进行供暖、供热、发电采光、通风；

有效利用水资源，设置水循环利用系统；

充分考虑绿化配置，软化人工建筑环境；

利用其他无害自然资源等。

保护自然是绿色建筑室外环境设计的基础，也是建造绿色建筑的核心。

【多选题】在室内空气环境品质中，空调的基本要求是空气参数中的“四度”，“四度”是指（ ）。

A.空气温度 B.空气湿度

C.气流速度 D.洁净度

E.空气压力度

答案：ABCD

解析：此题考查室内热环境主动式控制相关内容。在室内空气环境品质中，空气温度、湿度、气流速度和洁

净度（俗称“四度”）通常被视为空调的基本要求。

本节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