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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绿色建筑规划对于减排有
怎样的重要性？

吴硕贤：先从能源来谈，我们国家
发展了很多的核电，但是核电占能源的
比例只有3%多，还达不到4%。但是我们
建筑的运行能耗，也就是我们平常的空
调、采暖等电器的日常运行能耗就占到
总能耗的 25%，跟核电的比例一算就知
道建筑的能耗很高。而且建筑能耗不光
是运行能耗，还包括建筑材料以及建材
的运输过程，如果加上这一块，那应该
占到半壁江山。

我们知道建筑上的一砖一瓦、一铁
一石都是能源的固化物，在它的生产和
制作过程当中都要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
碳。比方说，每生产 1 公斤的水泥要排
放出0.8公斤的二氧化碳，每生产1公斤
的钢会排放出2.23公斤的二氧化碳。每
生产 1 平方米的瓷砖会排放 7.38 公斤的
二氧化碳。所以我们每平方米中等住宅
楼所使用建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达到
300公斤。而且建筑物的建造和日后拆除
过程中还将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建筑本
身是资源跟能源的固化物，所以我们要
减碳就要重视少拆除既有建筑，现在也
提倡要限高，对高层建筑要加以限制。

关于城市规划中的绿化，大家都知
道这些树木绿化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固定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根据气候变化委员
会的认定，森林中每立方米的木材量每
年可以固定0.95吨的二氧化碳，所以绿
化也是所有减少二氧化碳对策中最有效
最经济的办法。其中，生态复层二氧化
碳的固定量最高，达到每平方米是1200
公斤，也就是指大小乔木、灌木和花草
密植而成的绿化区。阔叶大乔木次之，
大概达到每平方米 900 公斤。其他乔木
再次之，大概是每平方米 600 公斤。而
草坪、花圃的土固碳量最低，每平方米
只有 20 公斤。我们做城市绿化的时候，
要注意乔木跟生态复层，少搞一些草坪
花圃。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在要达到碳达
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的建筑跟城规
非常重要。我们推行绿色建筑本身可以
减少大量的碳排放，节能，同时推行绿
色建筑还能提高我们居住的品质，要朝
着向健康居住、健康建筑来发展。

问题二：绿色建筑规划设计应该遵
循哪些理念？

吴硕贤：应将“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列为城乡规划的重要哲理，在城乡

规划中发挥指导作用。“大音希声”是指
音乐中的停顿跟静谧，“大象无形”就是
指留白。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通过理解
音乐这种流动的艺术中“希声”的重要
性，我们可以推及在建筑学与规划学这
种空间设计规划的艺术中，无形跟留白
的重要性。从微观来讲，建筑的“无”
就是我们跟实体相对的，这个实体就是
墙、柱、楼板等等。正是这种建筑空
间，成为我们生活的空间、容器。高明
的建筑师非常注意“图底关系”，一张建
筑的平面图通常用黑颜色或者是蓝颜色
标记地基、墙体等实体，称为“图”，用
留白的方法来表现空间成为“底”。所以
我们的建筑师如果他很高明的话，不仅
要设计这些实体，而且要设计空间。

从中观和宏观来讲，我们在城乡规
划中要注重留白的手法。所谓的城市中
留白就是要注意留出足够的户外空间和
未开发建设的土地和空间，并合理加以
分布。这些留白留在什么地方，留多
大，他们在空间上怎么样分布，这也跟
作曲家在考虑他乐谱的休止是同样重要
的。所以我们的规划师如果高明，他不
仅要规划这些建筑实体、建筑群，还要
规划留白留在哪里，留多大，空间的布
局是什么样的。这样我们空间的艺术有
践律、有节奏、有美感。

这些未开发的空间可以是山峦和河
川、池塘，可以是森林、公园和田地，
他们具备防灾减灾的功能，可以作为城
市泄洪储水的区域，可以补充涵养城市
的地下水，也可以作为灾害发生的避难
地。这是我们提倡“海绵城市”的缘
由，为什么有些城市一下暴雨就洪涝，
这跟留白不够是有很大的关系。

绿化本身的固碳很重要，我们留白
就是要给这些绿化腾出空间。我们也讲
了建筑的实体(这些墙、楼板、柱子)都是
能源跟资源的固化物，我们对这些建筑
的实体要加以控制，非必要不要建得太
多，也不要大量拆除。

这些留白的空间还具备保护环境的
功能，有助于缓解温室效应、防噪降噪
形成安静的区域、防尘净化空气；还具
备生态功能，可以作为有利于生物生长
和迁徙的处所和廊道，有助于微生物的
多样性，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同时这
些留白给居民提供旅游休闲锻炼身体的
处所，以及给青少年提供接触自然的场
地和机会。这点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城
市的青少年跟过去我们小时候不一样，

很少有接触自然、接触动植物的机会，
这样对他们的人文情感的培养和扩大知
识面很不利。现在我们学生要减负，也
要提供他们接触自然的机会。

有了这些自然空间和未开发的土
地，我们的城市将更低碳、更环保、更
宜居、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我曾
经去看过西南有一个新大学的校区的规
划，已经建成了，有 5 千亩的土地，我
看了以后觉得规划有点问题。5千亩地给
了它以后，它一次性规划就把建筑都星
罗棋布摆得满满的。这样户外的空间显
得有点分散，将来可持续发展的余地都
没有了。因为他把地都占了，只有一些
零碎的空间。我认为他这个建筑群应该
比较集中的布局，多留出一些留白跟空
地，将来他可以有二期、三期的发展。

关于景观设计，应该将“渐入佳
境、流连忘返”列为景观环境设计的重
要法则。我们看到不少的广场户外空间
的环境景观设计，有一些为了追求视觉
的效果，为了追求宏大的气派，采取过
于暴露、直白的设计，将面积很大的户
外公共空间设计得让人一览无余、毫无
悬念。这些广场景区的户外公共活动空
间，或者以喷泉、或者以大型雕塑作为
视觉中心，采取规则的几何图案划分空
间、布置行道树，使得视线的穿透性极
强，毫无私密性而言。由于缺乏引人入
胜的设计，没有设置能让游客在里面探
幽索隐、自得其乐的设施和活动地点，
因此缺乏人气。我们很提倡“节地”，但
是这些属于不是很节地的设计方案，几
百亩一览无余，一去几分钟看完了，大
家就不愿意在这里逗留。

问题三：绿色建筑规划中应该如何
打造“声环境”？

吴硕贤：现在我们的人居环境比过
去恶劣得多，我们公交的发达，我们的
电气设备的发达，使我们产生了很多高
分贝的噪声源，像交通噪声、工业的噪

声、电器的噪声等。所以我们的噪声分
贝比过去高得多。现在在各地环境保护
的投诉案件中，经常是噪声的干扰占第
一、第二位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人居
环境声环境的改善问题，重视听觉关
怀。怎么样改善我们的人类声环境呢？
首先我们在室内要改善我们的声环境，
包括音乐厅、歌剧院、报告厅、会议中
心，住宅也是要重点保护改善声环境的
处所。

对声环境的改善，总的来讲就是八
个字，就是“佳则收之，恶则屏之”。首
先我们在城乡规划当中要做好防噪声的
规划，这里面的一个原则是，无论是宏
观或者是中观或者是微观，我们都要注
意区分热闹区、缓冲区跟安静区。我们
现在不可能把所有高噪声的这些设备都
去掉，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规
划设计里面注意区分声音的梯度，就是
不要到处吵。吵的地方让它吵，有过渡
区、缓冲区等等。我们有不少噪声的预
测软件，可以很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噪声
图，包括空间、高度和广域的噪声度。
另外，还要做好室内声品质的设计。

英文里面对应景观有一个词，声景
是 Soundscape，是诉诸于听觉的风景。
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声景定义，是指个
体、群体或社区所感知的给定场景下的
声环境。这个定义，声景把客观的声环
境跟我们不同人群感知到的声音联系到
一起。有客观的环境要素，有人的要
素，有社会的要素。

声景的营造成为我们应对城市噪
声、提升城市公共声品质的一个积极的
手段。我们过去对噪声都是强调从物理
上把它削减控制，现在我们认为这个声
音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要区分不同的场
合，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人所喜欢
听到的这些佳音来改善这些噪声。例
如，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央火车站站前
广场，他们用一组不锈钢的雕塑作为声

屏障，同时设计一些流水的声景，提供
流水声还有建造喷泉，用悦耳的水声掩
盖交通的噪声。在柏林的Nauener Platz
广场也实施了声景干预设施，包括用石
笼墙做声屏障。还设置了音频岛，帮助
民众摆脱交通噪声的干扰。瑞典马尔默
市也开发了声景干预项目，安装了扩音
器增加森林的声音，用了常春藤覆盖的
屏障。

问题四：绿色建筑规划中应该如何
打造“光环境”？

吴硕贤：光景可以分为自然光景与
人工光景两大类，自然光景是由自然光
源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光景，包括日
光、月光、星光、极光、荧光以及磷光
等等。人工光景是指主要由人工光源在
一定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光景。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LED 灯和激
光、三维全息投影、激光水幕电影、音
乐灯光喷泉等新手段不断出现，我们创
造光景观可能性更大，这方面也有很多
可以创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在
保护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技术推
陈出新，创造更加美好的人居环境和景
观。

提倡光景也有节能减碳的意义。过
去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夜景照明，很多
人叫“光亮工程”，这种工程有一点问
题。当然对促进夜生活商业繁荣有一定
的作用，但是它过于强调亮度，这样一
方面会干扰我们人跟动物的生理节奏，

因为我们过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动物也是基本上这样。晚上我们比较喜
欢暗的环境，如果太亮昼夜不分对人的
健康有影响，还造成光污染。这对节能
也不利，发电在能源里面占很大的比
例。所以如果要尽可能地节能减碳的
话，就要尽可能减少人工光，多用自然
光。

过去的照明设计还有一个问题是，
很多地方“千城一面”没有特色。我们
现在强调光景就是要把光作为一个景观
的元素来欣赏。所以这个景观的元素他
就跟地方的特色、跟民俗的传统有很大
的关系。我们要设计出独特的光景，就
要挖掘传统，我们民俗的传统。比如，
位于台北市东北郊区50分钟车程的九份
镇，就提出“越夜越美丽”的旅游发展
战略，当地的百姓沿着蜿蜒的山路，张
挂错落的灯笼，形成温馨怀旧、流光溢
彩的夜景来吸引游客。离日本大阪79公
里外的和歌山城，也利用当地的特产竹
子，发展起“竹灯夜”，在山城中心点亮
8千多盏竹灯，摆放各种美丽的图案，形
成令人印象深刻的独特光景。

建筑中的光景有很多，光景也是建
筑设计里很重要的手段。比如，日本建
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代表作“光之教堂”，
在实墙上开设十字形的窗洞，让阳光从
洞中射入，这是日本最著名的建筑之
一。

（中建材）

如果绿色建筑不推行，减碳是减不下来的

日前，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颁发 《关于印发 （2018 年上
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标准设计编
制计划） 的通知》（沪建标定{2017}
898 号），从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上海
市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以
下简称 《规程》） 正式实施。

《2018 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
筑标准设计编制计划》的通知》，是由上
海市地矿工程勘察 （集团） 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
位受命对原上海市建筑工程规范《地源
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DG/TJ 08-
2119-2013 进行系统修订。编制组专家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认真总
结了近20年来上海地区地源热泵工程实
践经验和最新相关科研成果，对原规程
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该《规程》主编单位：上海市地矿
工程勘察 （集团） 有限公司，华东建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上海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地质
调研研究院，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
限公司，上海亚新成是建设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限
公司，上海巨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地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匡
迪电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新宜能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据悉，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一

是在适用范围中增加了“地下水地源
热泵系统”。二是术语中增加了“浅层
地热能”“岩土体”“含水层”“地下水
换热系统”“直接式的下水换热系统”

“间接式地下水换热系统”“热泵计划
系统”“水源井”“抽水实验”“回灌实
验”等术语。三是增加了地下水换热
系统工程勘察内容，补充和完善了地
埋管换热系统、地表水换热系统工程
勘察相关内容。四是增加了地下水换
热系统工程设计内容，补充和完善了
地埋管换热系统、地表水换热系统工

程设计相关内容。五是增加了地下水
换热系统工程设计内容，补充和完善
了 地 埋 管 换 热 系 统 、 地 表 水 换 热 系
统、机房系统工程施工相关内容。六
是增加了地下水换热系统工程设计内
容，补充和完善了地埋管换热系统、
地表水换热系统、热泵机房系统工程
验收内容。七是增加了地下水换热系
统运行监测和管理内容，细化和完善
了 地 埋 管 换 热 系 统 、 地 表 水 换 热 系
统、热泵机房系统运行监测和管理内
容。八是对附录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完
善，增加了平面热源法测定岩土热物
性参数、工程验收记录表。

上海新版《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 张玉明 通讯员 丁帮平

11月29日，由上海市建设协会工程
检测专委会主办的“推进工程检测数字
化和智能化分享会”在上海市徐汇区苍
梧路田林路的中建八局越界 3.0 项目召
开。会议由该专委会主任武浩主持，上
海市建设协会党支部书记、荣誉会长黄
健之到会并讲话，充分肯定在施工现场

直观交流检测设备的分享形式，希望通
过推进工程检测数字化和智能化，杜绝
检测过程中数据不真实的情况，提高工
程检测的技术水平。

根据该专委会年初制定的工作计
划，有重点地组织交流互动活动、拓展
成员单位业务联系，专委会成员单位

——上海霄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请
缨，承办在其提供扬尘检测设备的中建
八局越界3.0项目，举办现场会，分享检
测设备应用情况。

上海霄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致力于为环保、建筑、废水、油烟、石
油化工、钢铁等领域提供检测分析仪
器、信息化软件应用、运维服务、检测
服务、咨询服务及环境治理装备的创新
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智能供应商。他们为
客户搭建全方位、全要素的生态环境检
测网络，构造“监测、监管、监察”三
监联动、“测、算、管、治”融合一体化
平台，为不同业务、不同层级客户提供
生态环境管理及运营服务。他们在中建
八局越界3.0项目提供的整套扬尘监测，
得到使用方的充分肯定。

新近加入专委会的无锡东仪制造科

技有限公司，也在现场介绍了企业产
品。东仪制造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是
材料试验及各类环境性能测试仪器的制
造商，也是具有国际化设计基因的实验
设备和检测实验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近
年来，东仪制造推出了一系列领先的新
技术和新产品，譬如全自动砼抗渗实验
仪、自动化检测机器人等。特别是优化
电器结构、震动能量吸收、免基础、变
频设计、杜绝噪音污染、插拔式链接等
六大创新技术应用，让与会者耳目一新。

分享会上，20多名与会者开展了热
烈的交流互动。大家希望平衡好数字化
和智能化对传统管理手段的关系，加大
推进工程检测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力度，
积极发挥专委会各成员单位的特长作
用，更有效地做好新时代建设工程检测
工作。 （李兴龙）

推进工程检测技术水平上台阶
——上海市建设协会举办工程检测数字化智能化分享会

日前，全球特种化学品知名生产商诺力昂位于天津南港的
世界级创新型有机过氧化物生产基地宣布全面投产，以满足亚
洲地区包装、油漆和涂料以及建筑行业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一基地拥有三个生产设施，还配备了安全、能源效率和环境保
护领域的最新技术。

有机过氧化物是生产各种聚合物必不可少的原料，PVC（聚
氯乙烯）和复合材料行业将聚合物应用于窗框、人造大理石、涂
层树脂和医疗包装材料等产品。天津基地生产的诺力昂产品品
牌包括Trigonox和Perkadox有机过氧化物和Butanox过氧化甲
乙酮。

诺力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harlie Shaver 表示：“亚洲是
诺力昂的重要增长市场，诺力昂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在
天津新建有机过氧化物基地是公司发展的重大里程碑。我们在
亚洲发展由来已久，这项战略投资表明了我们致力于持续增长，
并专注和本地区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可持续的创新解
决方案，满足当下和未来的社会需求。”

该基地配备了先进的废水和其他环境处理系统，拥有世界
领先的安全工艺，可降低废料和废气排放。生产装置的设计将
进一步提升效率，减少水和能源消耗。

诺力昂执行副总裁兼技术解决方案业务总裁Johan Land-
fors 表示：“我非常高兴我们现代化的有机过氧化物生产基地落
户天津，而且我们在这里引入了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这项投
资彰显了我们在产品和制造工艺上的技术领先地位、与本地区
聚合物行业共同发展的决心以及长期支持亚洲客户的承诺。诺
力昂致力于进一步改善环境足迹，提升安全性能，符合当地政府
严格的安全和环境标准。”

在亚洲，诺力昂在中国的宁波和天津、日本和印度生产有机
过氧化物。近期，诺力昂还宣布了位于宁波的新建生产设施投
产，为聚合物和复合材料生产两种关键中间体。

据悉，诺力昂在全球各行业中都依靠其必需品解决方案来
生产日常所需，如个人护理用品、清洁用品、涂料、建筑材
料、农产品、食品和药品等。凭借诺力昂近 400 年的悠久历
史，全球 7900 多名员工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客户、业务增
长、安全、可持续性和创新的共同承诺，诺力昂始终保持着强
韧的财务业绩。诺力昂的业务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旗下拥
有众多行业领先的产品品牌。 （记者 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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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全绿色建材市场体系，增加绿色
建材产品供给，提升绿色建材产品质量，
促进建材工业和建筑业转型升级，最近，
河南省汝州市加快工作步伐，多措并举推
进全市绿色建材认证。

召开全市绿色建材会议，积极宣贯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
的通知》和《河南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
施方案》，加强绿色建材产品标准、认证、
标识相关政策的解读。

鼓励建材生产企业向绿色产品生产
转型，鼓励已获得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的建
材生产企业申请绿色建材产品认证。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新闻媒体的作
用，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绿色建材产品宣
传活动，提高全社会对绿色建材产品认证
的认知度。

建立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做好
入库绿色建材产品的监督管理。对符合

工程建设要求的绿色建材，根据自愿原则
采信，及时向社会发布推荐。

定期开展绿色建材产品生产、认证、
使用情况调查评估，对获证产品定期进行
公开评价。

加大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活动监管力
度，依法查处认证活动中的违规行为，通
过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及绿色建材评价标
识管理信息平台公布涉企行政处罚信息。

加强绿色建材产品推广应用，积极引
导消费者增强绿色消费理念，科学选用获
得认证的绿色建材产品。鼓励工程建设
项目使用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中的
产品。

据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汝州
市区域内的政府投资工程、重点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
建设项目，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其
他建设项目，都将使用获得认证的绿色
建材产品。 （徐勇利）

河南汝州加快推进绿色建材认证

编者按：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硕贤在深圳

创新发展研究院作“绿色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声与光”演讲，“为了进一步

建设美丽中国、留住乡愁，提升我们人居环境的品质，我们认为一个重

要的途径是重视向传统学习，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同时

与时俱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做到洋为中用。”吴硕贤分享了他对于绿

色建筑规划设计的诸多思考和理念，提出了如何打造绿建中的“声环

境”与“光环境”等问题。以下是对吴硕贤演讲内容的整理，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