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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装配式建筑、地源热泵

绿绿色色新新能能源源建建筑筑热热潮潮全全球球涌涌动动

本报记者 王杰

“被动房”：

无需供应能量，
就可冬暖夏凉

“被动房”最初是指这样一
种建筑：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
建筑不需要采暖设备，仅通过
太阳能、人体的热量和围护结
构保温，就能实现较舒适的室
内环境。如今“被动房”即低能
耗建筑，是指基本无需主动供
应能量的生态建筑。

1990年，德国达姆施塔特
克兰尼斯坦区成功建造了世界
上第一栋被动房试验建筑。此
后德国就大力发展“被动房”。
目前，德国已有2265个建筑项
目获得被动房认证。

“被动房”通过高隔热隔
音、密封性强的建筑外墙和充
分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
生能，使采暖消耗的一次能源
不超过15千瓦/平方米。在德
国，“被动房”消耗的外部能源
一般只有普通房屋的10%，办
公楼每平方米一年的消耗为50
度电的能量，仅相当于其他办
公楼的四分之一。

德国“被动房”的墙体用砖
表面上看与一般红砖无异，但
其隔热保温性能极佳。窗户采
用三层特制玻璃，木质窗架中
有特别的隔热材料，保温和透
气性极好，这大大降低了冬季
和夏季采暖、制冷的能耗。

中国首座“被动房”则率先
落地青岛。该项目将一座旧办
公楼墙体换作全新真空玻璃幕
墙，然后对幕墙和门窗进行气密
处理；还将原来的门窗全部更
换，改用符合“被动房”标准的真
空玻璃门窗。此外，还新建“被动
房”特有的新风系统，保证整座
建筑的居住舒适度。

装配式建筑：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安全更节省时间

装配式建筑，简言之，就是
“搭积木式”造房子、流水线上
“生产”房子。把事先在工厂流水
线上制造完成的门窗、墙壁等零
部件拼装到一起组建成房屋。

早在1968年，日本就提出
了装配式住宅的概念。1990年
开始采用部件化、工厂化的生
产方式，不仅生产效率高，住宅
内部结构也可以适应多样化的
需求。日本通过立法来保证混凝
土构件的质量，针对装配式住宅
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标准，
解决了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和多
样化需求这三者之间的矛盾。

装配式建筑中，柱与柱之
间的连接采用“钢筋套筒连接
技术”。该技术先在工厂将套筒
(一种用于连接钢筋的配件)的
一端与钢筋通过螺纹进行机械
连接并固定，钢筋的另一端在
施工现场使用高强度材料进行
灌浆连接(把浆液压送至建筑

物裂缝，可以提高建筑物的抗
渗性和稳固性)。这一技术在地
震频发的日本经过多年试验，
被认为安全可靠，可以在高层
建筑中放心使用。

采用装配式建筑能大大节
省建筑时间。在日本，接近70%
左右的住宅均采用工业化建造
方式，预制率到达60%-70%。
国内大城市中，北京和上海，住
宅预制率可达40%-70%。

上海浦江瑞和新城5 . 15万
平米的保障房，是我国首个高
预制率住宅项目，预制率达到
50%-70%，已于去年竣工。北
京首个“住宅产业化”超六成的
工程——— 通州区马驹桥公租房
将于今年10月交付，整个工程
的叠合板、楼梯、阳台板和部分
内外墙，约60%的零部件实现
产业化预制。经统计，工地上的
沙尘和渣土分别减少38%与
46%。

地源热泵：

消耗1KW的能量，
得到4KW的热量或冷量

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建筑
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太阳能、
地源热泵、生物质能(主要指沼
气)、水能风能等方面。

其中，太阳能、地源热泵为
应用主流。太阳能利用主要分
为太阳能光热应用与太阳能光
电应用。光热应用有太阳能热水
器、采暖、制冷三个系统；太阳能
光电应用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
光生伏特效应，将光能直接转
变为电能的一种技术。

目前，我国太阳能应用广
泛。北京、江苏、安徽、山东等21
省50市出台了强制在新建建筑
中推广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相关
法规或政策。为鼓励光伏发电，
我国政府实行电量补贴政策。

地源热泵技术也是现状建
筑的发展主流，它是一种利用
浅层常温土壤或地下水中的能
量作为能源的高效节能技术。
其由水循环系统、热交换器、地
源热泵机组和控制系统组成，
冬季代替锅炉从土壤中取出热
量，以30℃-40℃的热风向建
筑物供暖。夏季代替普通空调
向土壤排热，以10℃-17℃的
冷风形式给建筑物制冷。通常
地源热泵消耗1KW的能量，用
户可以得到4KW以上的热量
或冷量。

在美国，地源热泵空调系
统占整个空调系统的 4 0%。
1998年美国能源部颁布法规，
要求在全国联邦政府机构的建
筑中推广应用地埋管土壤换热
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

目前，我国北京、河北、辽
宁、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也
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如北京市
对新建的再生水(污水)、余热
和土壤源热泵供暖项目的热源
和一次管网建设给予补贴；河
北省对公共建筑采用地源热泵
系统的项目，所需资金纳入各
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江

苏、湖南、重庆等制定水资源费
用的减免等优惠政策。

全装修：

拎包即可入住，
还能减少建筑垃圾

眼下，国内房产市场上新
房多以毛坯房的交付形式为
主。而早在半个世纪前，国外就
已开始推行商品住宅全装修模
式，目前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
阶段。

全装修，即指房屋交钥匙
前，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全部
铺装或粉刷完毕，厨房与卫生
间的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完成。

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行业
发展部测算，二次装修使得住
户可能产生两吨垃圾，其中有
85%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资

源，全年如果有2000万户进行
装修改造，一年有4000万吨垃
圾污染环境。

日本的住宅全装修始于上
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住宅需
求急剧增加，为了简化施工，提
高产品质量和效率，日本的大
众住宅从外部结构到室内装
修，采用一体化流程，由开发商
统一建造和装修。因此，在市场
上不存在毛坯房的概念。

1969年，日本制订了《推动
住宅产业标准化5年计划》，分
别制订了“住宅性能标准”、“施
工机具标准”、“设计方法标准”
等硬性规定，使得住宅有了统
一的装修标准，所以整个住房
产品开发过程是非常透明的。

日本的商品住宅，是经过
基本装修的商品，基本装修包
括墙体、天花板、地板、地面等

室内表面及门窗等制品，换气、
给排水等设备，厨房、卫生间热
水系统生活器具，供电控制盘、
插座、安全警报等。

在美国，开发商建造的房
子是需要做好精装修再交付客
户的，并在建筑细节中体现了
强烈的人性化和个性化特点。

智慧城市：

足不出户，
享受各种服务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
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
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
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
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智慧城市的建设在国内外
许多地区已经展开，并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为了打造“智慧国
家”，新加坡政府将在全国各地
安装摄影头和传感器，收集国民
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庞大数据。
一旦系统建设完成，每个公共场
所的环境卫生、人群密度和交
通动向，政府都能一手掌握。

此外，政府还能用这些资
料预测某些事件，如传染病将
如何蔓延，新建摩天楼如何影
响电信信号或风向，购物中心
若发生火灾，消费者将如何反
应等。

智慧社区，则是将“智慧城
市”概念引入社区。智慧社区是
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集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
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
智慧化生活环境。

其涉及智能楼宇、智能家
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
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
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
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

山东省孝直智慧社区便是
我国智慧社区发展样板之一。
孝直镇将辖区内64个行政村规
划为一个镇驻地社区、七大中
心社区和四个基层社区，建成
后可容纳居民6 . 4万人，腾空
土地1 . 8万亩。居民打开电视，
便能查询水费、电费，点击按
钮，即可进入社区警务平台。

如今，新能源建筑的技术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潮流，以
日本、德国、美国为代表的各个国家在被动房、装配式建筑、太阳能
利用等方面走在前列。新能源在资源利用中的比例较大，我国在这
方面的发展迅速，但依旧任重道远。

装配式建筑

德国被动房，屋顶为太阳能板。

太阳能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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