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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公共绿色建筑技术策略研究
                ——以广阳岛功能建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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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公共建筑建设规模呈现显著增长，建

筑质量也逐步提高，建筑种类也日益丰富，办公建筑、

学校建筑、文体建筑、医疗建筑、商业建筑和其他建筑

等如雨后春笋般快速生长。同时，这几年，我国绿色建

筑的思潮也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发展，绿色建筑开始

得到大力的提倡和发展[1]，对绿色建筑的建设要求，也
从能够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发展到而且具有一

定的美观性和质量保障[2]。
重庆作为典型的西南山地城市，对绿色建筑、绿色

建筑产业的发展也十分重视。重庆市于 2004年开始推
广绿色建筑，并先后依据国家标准制定发布了 2006
版、2009版、2014版、2020版符合自身地域特点的《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DBJ50/T-066），并制定发布了《绿色
低碳生态城区评价标准》（DBJ50/T-203—2014）、《低碳
建筑评价标准》（DBJ50/T-139—2012），点面结合推动
城乡建设的绿色低碳发展[3]。截止 2015年，重庆依据评
价标准体系累计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 710.63万m2，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 4747.62万 m2[4]。2015—2020年，累
计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 1730.72万 m2，绿色生态
住宅小区 5695.15万 m2[5].这表明重庆地区在过去十五
年中绿色建筑政策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建筑规模也实

现跨越式增长。但是经研究发现，重庆居住绿色建筑今

年来发展较快，但公共绿色建筑发展尚较慢，其建筑规

模与建筑质量比沿海发达城市相差较远。所以本研究

以重庆地区广阳岛功能建筑为研究对象，探讨山地公

共绿色建筑绿色技术策略，对于重庆公共建筑绿色发

展有较大意义。

1 项目介绍
1.1 项目区域介绍

广阳岛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绿岛，位于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区，其气候特征春季回温较早，夏季炎热

较长，秋多绵雨，冬无严寒，地区高温在 3—10月均可
以产生，5—9月为高温出现集中期，7、8月为高温频发
期，其中 8月的高温日数最多[6]。本次研究对象为广阳
岛内、岛湾内所修建的 4个公共建筑，分别是长江生态
文明干部学院、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长江书院、大河

文明馆。其分布如图 1所示。
1.2 项目公共建筑情况
（1）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选址于岛内高峰山东北

侧采石尾矿区，项目为大跨度木坡顶山地会议酒店建筑

群，定位为大河文明国际峰会场馆、国家重要外事活动

承载地，项目为绿色三星建筑，局部打造超低能耗、健康

建筑。占地面积 271.74亩，总建筑面积 7.5万 m2（计容建
筑面积 5.7万 m2），其中地上 6.3万 m2，地下 1.2万 m2。
（2）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选址于广阳湾滨江区

域，定位为习近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研究、教育

培训、宣传推广的示范基地。项目为绿色建筑，占地面

积 332亩，总建筑面积约 12万 m2（计容面积 8.7万m2），
其中地上面积约 11万 m2，地下面积约 1万 m2，停车位
707个。
（3）长江书院，选址于广阳岛西岛头山顶采石尾矿

区，项目为全金属现代仿古山地文化建筑群，定位为长

江流域文化展示、学术文化沙龙活动、国际合作会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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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重要场所，项目为绿色三星建筑，占地面积约 100亩，
总建筑面积约 2.2万 m2（计容建筑面积 1.8万 m2），其
中地上 1.8万 m2，地下 0.4万 m2。
2 绿色技术策略
2.1 场地设计绿色策略
2.1.1 合理规划选址

由于山地环境及气候变化十分复杂，选址原则总

体为“趋利避害”，远离风化、破碎岩层、断层、滑坡等问

题区域，靠近水资源较为丰富区域，如河流、湖泊、山

洪、泉水等地。同时由于山地区域存在着温差大、降水

多、风力强等特点，建筑选址也应注意朝向和防风措

施。此外，对废弃场地的选址与利用，也是绿色建筑选

址的一个独特亮点。废弃场地主要包括在工业、农业、

城市建设等土地利用过程中由于自然或人为作用所产

生的各种废弃闲置的用地，如工业废弃场地、矿业废弃

场地等，这些场地往往存在着资源过渡开采、生态系统

退化、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通过对这些场地合理的规

划选址，通过建筑、植物修复来达到场地生态的恢复，

重新建立新的生境平衡关系。

以长江书院为例，建筑选址于岛内原有采石废弃

场地，项目原场地表形成了以风化土为主、碎石遍布的

现状地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生态修复与项目建设，且

在项目设计之初，对现场红线范围内尚还存在，生长旺

盛、形态较佳的原有乔木位置进行了定位绘制、分类登

记，在施工进场前进行保护、移栽。

2.1.2 依据区域物理环境进行布局
室外物理环境包括室外光环境、风环境、声环境、

热环境等要素分类，通过对场地范围内物理环境的分

类模拟分析，找到建筑与场地物理环境最合适的空间

关系，进而确定建筑方位朝向、间距密度在场地内最优

解。例如，基于光环境组织建筑布局。建筑光环境包括

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建筑在场地设计中应借助光环

境物利模拟，根据太阳辐射量、日照时长分布，综合考

虑建筑的最佳朝向。基于室外光环境组织建筑布局，旨

在最大化利用室外光环境，提高建筑内部的舒适度和

能源效率。

例如，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会议酒店按照室内自

然采光系数进行计算分析，采用 PKPM建筑自然采光
模拟分析软件进行建模和采光模拟，对于采光系数的

计算，采用逐时、逐点照度模拟计算法，最终通过调整

会议酒店的建筑布局，调整建筑方位与太阳角关系，进

行模拟计算分析，最终确保国际会议中心会议酒店室

内主要功能空间 98.4%的面积比例区域，其采光照度值
不低于 300lx的小时数平均不少于 4h/d。
2.1.3 山地建筑合理开发地下空间

山地城市由于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地下不宜形

成大规模连片的地下空间，在建筑设计时需灵活布置

的地下空间、半地下空间，达到了节约用地的目的。充

分挖掘多种功能在地下空间的灵活使用，如停车功能、

仓储功能、垃圾回收处理功能、设备用房等功能。

例如，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依山而建，学院利用

山形水势、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建筑环境以步道系统

为脉络，以院坝、观景台等作为标志物，通过极具巴渝

特色的梯坎连接各个功能区。建筑地下停车场地充分

利用场地的高差布置形成台式地下停车库，最大化地

减少土方开挖量。

2.1.4 明确山地建筑基面设置原则
山地地形通常不平坦，因此，建筑基面的设置应该

考虑地形的起伏和坡度。建筑基面应与地形相适应，可

以设施多个建筑基面，以避免过多的地形改动和土方工

程。充分利用山地的起伏，将建筑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例如，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场地内部由于高差较

图 1 重点项目分布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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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设计采取“重保护、轻介入”的用地法则，分为南区

和北区。北区会议区划分为三个逐级升高的台地广场。

首层为礼仪广场，礼仪广场与六支路平接，主要用于会

议期间人流集散。二层为峰会广场，主要用于峰会期间

满足外方领导落客及中方领导人接见、合影需求。最上

一层为贵宾广场，主要用于峰会期间中方领导人落客

及特殊工况下外方领导临时落客需求。

2.2 主体设计绿色策略
2.2.1 参考空间用能标准进行空间序列排布

在建筑设计中空间序列需参考空间用能标准而排

列，首先需要确定分析建筑的空间用途，依次分析每个

空间的能源需求与使用时间等因素。根据国家或者地

区的相关标准，考虑建筑物的热效率、通风、照明和设

备等因素，确定每个空间的用能标准。根据不同空间的

用能标准与使用时间，对建筑的空间序列进行科学排

布，将高能耗空间与低能耗空间分割开来，以降低建筑

总体能耗。

例如，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设计中将面积较大的

会议厅、多功能厅集中靠前布置，面积较小的管理用

房、后勤用房、设备房则集中布置在后侧及夹层空间。

空间内部机电设备与结构相分离，更利于空间使用与

功能变化。

2.2.2 室内外之间增加半室外的过渡空间
半室外的过渡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将室内外

温差隔离开来，减少室内外热量交换，降低采暖与制冷

的能耗。过渡空间中可设置大面积玻璃窗，以增加自然

采光的光照强度，减少照明设备的使用。过渡空间能有

效减少室内外噪音与异味相互传递，同时可以设置景

观绿化以提升环境质量。

例如，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设计中，建筑为坡屋顶

挑檐结构，设计利用柱子结合挑檐构造形成柱廊空间，

作为半室外的过渡空间，形成的通风廊道，进一步促进

建筑自然通风。

2.2.3 无效空间的综合利用
由于建筑受限于山地地形地貌影响，后期设计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灰空间、架空层空间，其建筑的功能愈

加复杂、此类空间就越多，所以在协调各种复杂的功能

的作用上，无效空间的复合利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山地

建筑无效空间的利用中主要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出发。

种植乡土植物，在山地建筑灰空间、架空层中种植相宜

的植物，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等环境问

题，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自然美景和休闲场所。收集太

阳能，在山地建筑屋顶等无法利用的空间，可以安装太

阳能电池板或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为建筑物提供清

洁能源。有效利用雨水。在山地建筑灰空间中可以有效

利用雨水，安装雨水收集设施，将雨水收集后用于灌溉

植物或者冲厕所等，减少对地下水的依赖。

例如，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以“理水”为出发点，

在临近建筑排水口设置多个蓄水模块，便于收集屋顶

“无根水”，用于生活用水；在地表径流交汇处的低洼

地，设置雨水花园，收集、净化地表径流，削减洪峰，提

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3 结语
推动公共建筑绿色低碳发展，对于推动重庆本土

绿色建筑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充分分析了重

庆地区公共绿色建筑技术策略。总结如下。

（1）由于重庆地区山地环境及气候变化十分复
杂，在场地设计中应远离，尽可能选用废弃场地，通过

建筑与环境修复原有场地生境，真正从源头上做到绿

色建设。

（2）建筑布局中，开展如光环境、风环境、声环境、
热环境等模拟，找到建筑与场地物理环境最合适的空

间关系，同时注重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建筑基面的合

理选择。

（3）建筑设计中，依据空间用能标准进行空间序列
排布，加强半室外的过渡空间、无效空间的综合利用，

进一步降低建筑整体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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