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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建筑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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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首届中国智慧城市与建
筑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烈云，湖北省
政协副主席、中南工程咨询设计集团董
事长张柏青，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设
计分会副会长、秘书长陈轸等应邀出席。

本次论坛旨在将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广至勘察设计及工程
领域，迈向智慧建筑新时代。论坛吸引
了华为、腾讯、法国达索等知名企业，
以及建筑设计、工程业主、施工企业、
运维企业、工程软硬件企业和高等院校
等 300 余人参会。论坛由中南工程咨询
设计集团、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设计
分会、中国建筑学会数字建造学术委员
会主办，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大A工程网承办，湖北省勘察设计
协会、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协办。

此次论坛以“共建智慧建筑，共创
美好生活”为主题，围绕“智慧城市和
智慧建筑”以主题演讲的方式开展深入
交流和探讨。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郭晓岩，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总建筑师李钫，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园区解决方案部部长翟勇，腾讯科
技有限公司腾讯 CSIG 事业群腾讯云微
瓴战略合作总监刘莫闲，法国达索析统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亚太区建筑、城市与
地域开发行业高级顾问朱小羽，上海费
哲设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刘军，华
体创研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东旭
等8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

论坛由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
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霆，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杨剑华、总建筑师李春舫
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工
程中心主任马名东主持。

演讲嘉宾们从产业变革、智慧园
区、数字孪生、智慧运维、智慧建造、
智慧技术等方面分享了关于智慧建筑的
独到见解，分析了智慧建筑相关技术案
例、科技研发与行业导向，提出应从培
育全新观念、储备专业知识，利用设计
先导、降低整体成本，优化技术环境、
提供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展智慧建筑创造
美好生活。

此外，由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牵头成立的中设
协建筑设计分会智慧城市和建筑研究推
进工作部在12月19日举办了工作部工作
会议，共话成立一年来各委员单位在智慧
城市与建筑领域取得的工作进展和经验

成果，并共同制定 2020 年工作部发展计
划，推进智慧建筑高质、高效、高能发展。

据悉，工作部成立一年以来，各委
员单位完成重点行业项目共计 479 项，
包括智慧建筑示范工程项目共 304 项；
智慧建筑标准编制或科研立项共31项，
以及智慧建筑技术研发共8项；行业推
广合作项目共计34项。

作为工作部主任委员单位，中南建
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实践莆田冰
雪智慧小镇、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等一系
列智慧建筑项目。其中，莆田冰雪智慧
小镇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有
滑雪馆、滑冰馆、冰雪嘉年华、商业
街、水上乐园、电竞馆、冰雪主体公寓
及配套设施等体育休闲旅游项目。由于
不同冰上运动的冰面温度要求不同，设

计者打造全息数字化运营平台，在相当
于30个篮球场大小的冰面上对每平方米
的冰面实现矩阵式独立控温。场馆运营
具有灵活性，在非赛季整块1.2w方的冰
面即可以为冰上表演提供大秀场，赛季
又可以根据赛事分成多块不同温度要求
的冰面区域。

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智慧建筑
项目中，设计师充分利用现代声光电技
术实现展厅的信息发布、远程会议等功
能。利用先进的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实
时监控室内空气质量（CO、CO2、PM2.5、
温湿度等），并对这些环境进行调节控制。
建立统一的设计管理平台，对整个大楼进
行三维可视化集中管理。利用射频技术、
视频技术、入侵传感器、智能分析等手段，
实现大楼安全事故的预判、发现、处理、总
结。 （宁叶子）

共建智慧建筑 共创美好生活

首届中国智慧城市与建筑大会在武汉召开

经过 10 多年的推动和发展，江苏
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累计达3.33亿平方
米，规模居全国前列。近日在江苏南京
开幕的第十二届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
大会上，该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江苏持续推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相
关工作，累计发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177项、标准设计59项，涉及建筑节能、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

本届大会以“发展高品质绿色建
筑 推动美丽宜居城市建设”为主题，
通过学术报告、技术研讨等互动形式，

聚焦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未来建筑
等11个议题。

会上，江苏省住建厅科技发展中心
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就“支持江苏低碳
发展第三期项目”签署合作备忘录。借
鉴德国在建筑节能及低碳城市方面的
理念和经验，双方将于 2019 年至 2023
年开展第三期项目合作，重点对适应该
省地区气候特点的超低能耗建筑、产能
建筑等展开技术研究，打造适宜的示范
项目，为江苏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
提供支持。

在同时举办的绿色建筑高质量发
展科技创新报告会上，南京市儿童医院
河西院区、南通市通州区市民中心等
18个项目获评2019年度江苏省绿色建
筑创新项目。南通市、镇江市等6地入
选该省2019年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城
市，南京大地建设集团等 27 个公司获
示范基地称号，苏州太湖御玲珑住宅楼
等20个项目被评为示范项目。会上，江
苏省还对近年来在绿色建筑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6个集体和11位个人予
以通报。 （邓华宁）

江苏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累计达3.33亿平方米

美国可持续绿色建筑LEED-NC铂金级认证于近日揭晓，长三角路演中心
枫溪会场获得铂金级认证的殊荣。在2014-2019年度认证范围内，中国区仅两
个项目获得铂金级认证。该项目是由上海建工金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
计、建设、运营的一个城市更新项目。

长三角路演中心枫溪会场之所以能高分入选，主要是在更新改造过程中尊
重工业厂房历史，结合现代的设计手法进行再创作。通过环保节能等科技手
法，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赋予了老厂房可传承的历史文化价值、艺
术审美价值、生态文明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 金枫

日前，北京市制定并印发《北京市绿
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适用技术推广目录
（2019）》，推广适用技术共 91 项，包括绿
色建筑适用技术26项以及装配式建筑适
用技术65项。

此次推广的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
适用技术，是指可靠、经济、安全、成熟且
在绿色建筑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环境
保护和装配式建筑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先
进性，在产品性能指标或施工技术方面有
一定创新，经国内和北京地区试点工程使
用，易于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适宜技术。

本次推广的绿色建筑适用技术，包括

在北京世园会项目应用的室外陶瓷透水
路面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应
用的轻钢龙骨石膏板多层板式复合墙体
系统等。

本次推广的装配式建筑适用技术，包
括在北京朝阳区定向棚户区改造项目应
用的预制空心板剪力墙结构、在北京首钢
园区冬奥项目应用的可拆式钢筋桁架楼
承板以及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
项目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保障基地
首期人才公租房项目应用的钢筋套筒灌
浆连接技术等。

（李嘉瑞）

北京推广91项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适用技术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印发《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修
编）》等五项海绵城市技术导则，为该市的
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指导手册”。

这五本“指导手册”分别是《青岛市海
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修编）》《青岛
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
技术导则（修编）》《青岛市海绵型建筑与
小区建设技术指南》《青岛市海绵城市设
施运行维护导则》《青岛市海绵城市建设
植物选型技术导则》五项海绵城市技术导
则。其中，《青岛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
导则（修编）》规定了青岛市海绵城市建设
的总体目标，即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25%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
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青岛市雨水资源化
利用率2020年达到6%以上，2030年达到

8%以上；青岛城区内涝防治标准为50年
一遇，到2020年防洪堤达标率达到95%，
到2030年防洪堤达标率达到100%等等。

其他导则中，针对海绵城市的不同建
设方面，也做出了相应要求。如，《青岛市
海绵型建筑与小区建设技术指南》中要
求，青岛市辖区内的新建、改建、扩建建筑
与小区建设项目，应配套设计和建设相应
规模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工程或设施。

《青岛市海绵城市建设植物选型技术导
则》中要求，海绵城市植物选型设计施工
应充分结合青岛市地理气候特点，选择符
合对应海绵设施环境特点的植物品种，充
分考虑植物耐淹、耐旱、耐盐碱等性状；海
绵城市植物选型设计，应与项目整体景观
设计相协调，将海绵设施景观融入整体景
观效果中。

（傅春晓）

青岛海绵城市建设有了“指导手册”
广州地铁21号线即将建成开通。日

前，该线金坑站被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授予“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
书”，达到中国绿色建筑评估标准中的最
高级别，成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正线首
个获此证书的车站。

金坑站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为地上
车站，车站总用地面积 15680 平方米，
绿地面积为5793.134平方米，绿地率为
36.95%。该站采用了雨水综合利用系
统、海绵生态设施、节能设计、太阳能
光伏发电、高效制冷空调、高效节能设
备、节水灌溉、二氧化碳浓度和室内污
染物监测系统、节水器具、可再循环材
料利用、BIM应用等技术，极大地提升
了车站的绿色效能和乘客的乘车体验。

运用被动式节能生态理念。车站设

计充分利用现有的周边环境和自然条
件，采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避免了
采用大量高效节能设备的高成本。建筑
最大特点是借鉴了轻巧、通透、朴实、
自然的岭南建筑特点——骑楼、老虎
窗、增加绿化及开敞空间等处理手法，
引风入站台，缓解夏季“热岛效应”，改
善站台热舒适性，提高空气品质，提升
空间舒适度。

采用高强度钢筋。建设中，车站全
部采用高强度钢筋（三级以上钢筋）。并
采用可再循环材料，包括钢材、铝合金
型材、玻璃，建筑材料等。可再循环材
料重量为3861吨，使用重量占所用建筑
材料总重量的10.39%。

引入光伏发电。屋面安装了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共 628 块多晶硅双玻组

件光伏发电板,4台组串式逆变器，装机
容量163.28kW，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占总
用电量比 2.42%。建筑外墙均采用矿
棉、岩棉、玻璃棉板进行保温，外窗采
用隔热LOW-E中空玻璃进行保温，节
能率为 53.35%。同时，车站光源采用
LED灯盘，均配紧凑型荧光灯、LED等
节能型光源。

实现雨水循环利用。车站选用的卫
生器具节水效率均达到1级，有效减少
用水量，节约水资源。而车站的雨水收
集系统也将收集屋面雨水，雨水经雨水
管道收集后排至室外雨水管道，经室外
初期雨水弃流井完成初期雨水弃流后，
进入雨水蓄水池。车站收集的非传统水
源量6789.5立方米，可满足本车站内绿
化灌溉、道路广场冲洗、冲厕用水全部

用水量。
安装海绵生态设施。据介绍，车站

广场及人行道路采用透水铺装，透水铺
装面积比例为 100%；车站还设置了
3100.41 平方米的下凹式绿地和溢流设
施。通过海绵生态的设计，在适应环境
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
具有良好的弹性。

据了解，作为“绿建三星”车站，
金坑站将大大提升后期的运维效能，据
初步估算每年可节约运行费用约 350 万
元。 （李天研）

打造绿色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建筑典范

国内首个国内首个““绿建三星绿建三星””地铁站落户广州地铁站落户广州

今年，《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19版正
式实施。从 2006 年的第一版，到 2014 年
版、2019年版的出台，历经十多年的“3版
2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规范和引导我
国绿色建筑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
个别城市到全国范围，从单体到城区、到
城市的规模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巧合的是，在上海建科集团位于上
海的莘庄的园区内，有三栋不同时期设
计的绿色建筑，分别反映了我国绿色建
筑发展的三个阶段，也被称为绿色建筑
1.0版、2.0版和3.0版。

从1.0到2.0，再到3.0版，上海建科建
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建筑师
张宏儒和他的团队用十多年的时间完成
了华丽的“三级跳”，如今回看这三栋浓缩
了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史的典型建筑，当初
的一幕幕还历历在目，令人心潮彭拜。张
宏儒说，“绿色建筑从最开始主要是对工
程技术目标的追求，已经走向了把建筑作
为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载体。”

1.0版：以技术为导向

2002年之前，我国的各种媒体上还
找不到“绿色建筑”的字眼。那一年，
上海建科集团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生态
建筑”的研究，并在其莘庄园区打造一
幢以研究展示绿色建筑理念和技术为目
标的示范建筑。工程于2004年建成，后
获得原建设部首届“绿色建筑创新奖”
一等奖，并成为我国首个绿色建筑“三
星级”标识项目，因而被业界公认为我
国绿色建筑1.0版的经典。这幢生态示范
楼集成了国内外十大先进的绿色建筑技
术，例如低能耗外围护、太阳能技术、

智能空调系统、雨污水处理与回用技
术、绿色建筑材料等。

作为当时主持设计该项目的建筑师，
张宏儒略有些遗憾地说，1.0版的绿色建
筑更多的是以技术为导向，从建筑学角度
的创作还不充分。虽然当时在建筑设计上
也设定了“工作俱乐部”的主题，通过共享
绿化中庭、屋顶花园景观、休憩交流空间
等设计体现出对使用者的工作文化和身
心健康的关怀，并采用了自然通风采光、
夏季遮阳、冬季日晒、植物遮阳等一些被
动式策略，但由于当时的建筑学还没有充
分吸收可持续的绿色设计理念和方法，主
要是以设计配合技术目标的实现，因此设
计对技术的运用还不够有机。尤其是当时
的许多绿色建筑项目，负责设计的建筑师
都对绿色技术和相应的设计方法比较陌
生，不能将其有机地融入整体建筑设计之
中。所以不少1.0版的绿色建筑甚至只是
简单地堆砌技术，在后期运营中会发生各
种技术之间不太“融洽”的情况，造成了整
个建筑并不能真正实现高效的“实惠”。

2.0版：以设计为主导

吸取了 1.0 版的经验与教训，2007
年，张宏儒和他的团队参与了一幢“很
实惠”的绿色建筑。在离此前的生态示
范楼几十米处，“莘庄综合楼”将绿色设
计和建筑作了更好的结合，以设计为主
导，以被动式策略为核心，结合适用、
高效、成熟的技术手段，实现新一代更
具建筑表现力的绿色建筑2.0版。

相比1.0版，新的综合楼外观极具新
意，仿佛一个逐层向外旋转挑出的“盒
子”，这样的设计出于遮阳和自然采光的

考虑，使得向南的窗户在夏季避免日
晒，在冬季则依然能享受阳光。同时，
考虑到整个园区的格局与单体建筑的和
谐关系，设计时既完成了对整个园区的
矩形围合，也形成了一个更近人的对内
尺度。相比 1.0 版技术主导，2.0 版在设
计之初就考虑了时代精神、企业文化、
城市脉络、建筑传统、空间效率、被动
式技术等各方面的融合。

张宏儒认为，绿色建筑的意义在于
它是“建筑”，而不仅是通过技术组合与
计算出来的“房子”，绿色的“建筑”从
概念开始就是直接从“绿色”的土壤中

成长出来，而不是后来“修补”成符合
某种标准的绿色建筑。

3.0版：以精益建造为目标

日前，作为生态楼与综合楼的全新
升级之作，莘庄10号楼伴随着《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3.0版的实施闪亮登场。

张宏儒指出，3.0 版的建筑品质优化
提升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精细化建造成
为该项目的一大目标。作为上海市首例工
程总承包项目，10号楼从项目、设计组织、
施工管理等多方面探索一条适合目前多
方合作实施精益建造的先进路线，其中包

括建筑采用工业装配式设计，大部分构建
工厂预制，增加施工数字化、精确度；采用
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同时保障两者之间
的平稳过渡、无缝衔接。

张宏儒介绍说，10号楼有办公和会
议两大功能，考虑到办公楼可实现标准
化的装配式建造，因此设计时就将主楼
全部作为办公楼，更好地实现集约化生
产、工业化建造。而非标准化的会议中
心则被安排在辅楼，在施工时也不会与
装配化建造的办公楼交叉影响进度。

此外，更关注场地空间与生态性能
也是 10 号楼典型的 3.0 特征。10 号楼的
建筑形体设计遵循“和而不同，兼收并
蓄”的原则。通过采用首层部分架空的
灰空间设计手法，在满足功能布局的条
件下，增强建筑底部通风环境，局部改
善夏季湿热气候，延长过渡季，提高空
间使用舒适度。同时，考虑最大限度地
利用地下空间，将实验办公用房置于地
上，打造高品质、大空间工作场所，食
堂及健身中心置于地下 1 层，改善了原
本局促的就餐环境。还设置了下沉庭
院，将自然风、光、空气引入地下一
层，为地下部分提供舒适的光环境、风
环境以及良好的视觉感受。

3.0版后，还会有4.0版吗？

刚刚竣工的绿色建筑3.0版已让人惊
喜，但张宏儒说，当初设计10号楼时还
融入了“生态反哺”的超前绿色理念，
但现实中实现得还不多。为此，他期待
着在不久的将来，绿色建筑4.0版能逐步
实现“生态反哺”。

张宏儒解释说，“生态反哺”设计理

念旨在向树学习，模拟自然界“所有东
西皆为养分，皆可回归自然”的循环机
能原理，运用到人类活动过程中，使生
产及生活物质得以不断循环，从而消除
传统意义上的“废弃物”观念。而“生
态反哺”建筑与园区指的是一项建设活
动，从开始进行到建成后的长期使用过
程直至可能的拆废及清除，可以对所在
小环境，对建设、运行和使用者以及全
球大环境带来积极影响。

在湖南醴陵陶子湖城市公园的规划
设计中，张宏儒正在尝试实现他的“生
态反哺”理念。通过利用地形和自然水
系、结合蓄洪与下游灌溉功能，打造出
303亩人工湖体及周边公园。同时为了提
升城市环境空间质量，特别是人工湖的
生态环境，设计团队提出在湖中种植不
同水草并养殖鱼类。原来，水质变质的
原因是太富有营养，通过水草可以转移
营养，同时也能为水质做自然沉淀，而
水中的鱼通过吃水草能对营养再次进行
转移，最后将鱼捞起，水质自然变清。
这一自然水体净化过程在张宏儒看来，
就很好地诠释了“生态反哺”理念，也
为日后其他建筑的生态设计提供了参考。

除了“生态反哺”，张宏儒认为，与真
正的使用者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也是绿色
建筑4.0版值得期待的特点。目前评测建
筑是否绿色主要靠测试数据、专家评审，
但建筑的实际使用者却参与不多。“我设
想，今后建筑师能在项目之初聆听使用者
的需求与想法，他们能直接参与设计，并
在运行时给出实际的感受。”

让我们期待着 4.0 版的绿色升级之
路，继续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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