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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城镇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本研究基于我国城镇建设中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实际，

深入剖析了太阳能光伏、雨水回收利用、高效保温材料等绿色建筑技术在城镇建设中的应用场景。研究表明，目前我

国城市建设中的建筑技术的应用还面临着许多难题，通过引入绿色建筑技术，可以极大地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城

镇居民生活质量。通过综合研究，文章旨在探寻适合于城镇建设绿色化和低碳化的发展策略，促进城镇建设和生态环

保的协调发展，为国家“双碳”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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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re is a huge pressure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in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solar photovoltaics, rainwater recycling and utilization, and efficient insulation 

materials in urban construc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technology in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By introducing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it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urban residents. 

Through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green 

and low-carbon urban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ual carb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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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城镇建设中如何运用和开发绿色建筑技术已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建设能源消耗不断上升，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在我国，由于建筑行业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

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绿色建筑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节能减排方式，它可以为居

民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居住和工作条件，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2,3]。随着光伏发电、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的大量使用，以及新的保温隔热

材料的出现，城镇建筑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但是，当前城镇的绿色建筑技术还存在着成本高和公众认知度低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城镇

绿色建筑技术的现状、应用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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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镇绿色建筑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我国的绿色

建筑也迅速发展起来。到2024年，城镇的绿色建筑已呈现出较好

的发展势头。截止2023年底，我国城镇绿色建筑总规模已经达到

118.5亿 m2，2023年新增加的绿色建筑面积达20.7亿 m2，达到

94%[4]。到了2024年，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行绿色建筑技术。比

如，河北承德市在2024年民用建筑已经实现100%绿色标准。同

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也在2024年进行了修改，修改中增加

对绿色建筑节能减排的指标要求。总之，在国家的鼓励与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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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下，城镇建筑正在加快朝着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国城镇绿色建筑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

要表现在标准体系不完善、质量管理不规范、缺少高水平人才、

应用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等方面 [5]。

二、绿色建筑技术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

（一）太阳能技术

太阳能技术是绿色建筑中最主要的节能技术，它能够将太阳

辐射能转化为电能或热能，从而满足建筑内部用电、供暖和制冷

等需求。与传统建筑相比，采用太阳能技术的建筑物具有更好的

保温隔热性能，并且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耗 [6]。目前，我国已经

成功研发出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温室大棚以及

光伏发电系统等多种应用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根据

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能源利用方式，比如对屋顶安装太阳能热

水器、通过外墙进行外遮阳处理，或者对玻璃幕墙进行贴膜处

理 [7]。此外，还可以通过设置太阳能采暖设备来提升室内温度。

由于太阳能属于可再生资源，因此其使用效率较高，但是受到天

气因素影响也较为明显。为了提高太阳能使用效率，相关人员还

应加强对其控制。在寒冷地区，可以适当减少玻璃幕墙面积，这

样可以有效避免太阳能热量损失。另外，还可以通过调整窗户朝

向来优化采光效果。

（二）雨水收集系统技术

雨水收集系统技术是绿色建筑技术中重要的节水措施之一。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雨水作为一种免

费且可再生的水资源，其收集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8]。雨

水收集系统主要由收集、储存、处理和回用四个部分组成。

在城镇雨水收集中，屋面雨水收集和地面雨水收集是常用的

两种方法。前者作为一种新型的集雨方式，即在建筑的屋顶上安

装一条收集雨水的管线，把雨水引入到地下的蓄水箱中。地面雨

水收集主要是利用路面、广场等硬质场地的降雨，经排水管道进

行收集储存。

在利用之前，一般要对收集的雨水进行净化。常用的净化设

备有过滤器，沉淀池，以及生化设备。经处理后的水有很多用

途，例如绿化灌溉，道路喷洒，景观灌溉等。在部分缺水的地

方，雨水收集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供水手段 [9]。在某些多雨

地区，采用雨水收集系统技术可以有效地缓解洪涝灾害。但是，

目前城镇雨水收集系统技术的普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雨

水收集系统的修建与维修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并且要对其进行定

期的清扫与维修，才能保证其良好的工作状态。另外，由于城镇

雨水中含有一些杂质，因此雨水在回用前必须进行相应的净化，

这样就增加了系统运营的难度和费用。

（三）外墙保温技术

为了改善绿色建筑技术的节能效果，外墙保温技术是不错的

选择。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建筑节能要求的日益严格，城镇住宅

中的外墙保温技术得到了更多地推广应用。外墙保温技术是指在

建筑物的外墙上增设隔热材料，以达到降低建筑能耗的目的。

这种技术的优点是保温效果好，不影响建筑内部空间的使用面

积 [10]。常见的外保温材料包括聚苯乙烯泡沫板（EPS）、挤塑聚

苯乙烯泡沫板（XPS）和岩棉板等 [11]。内保温技术是在建筑外墙

内侧添加保温材料。这种技术的优点是施工方便，但会占用一定

的室内空间。内保温材料通常包括聚苯乙烯泡沫板、玻璃棉等。

在一些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中，内保温技术被广泛应用 [12]。

三、绿色建筑技术的发展对策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

建筑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居民对绿色建筑还没有形成正确认

知，导致绿色建筑推广力度不够。虽然近年来政府开始大力提倡

绿色建筑发展，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但由于民众环保意识不

强，加之缺乏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因此对于绿色建筑的实施也不

够重视，从而影响了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效果。

为了更好地推动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需要加大宣传

力度，普及相关知识，改变传统观念，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为

绿色建筑技术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13]。首先，可以利用网络平

台、电视等媒体渠道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制作公益广告、宣传片

等方式向公众传播绿色建筑技术应用的重要性，引导人们树立科

学的绿色发展理念。其次，要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街道，通

过发放宣传单、宣传册等形式进行宣传，使居民了解绿色建筑

的具体含义以及优势，进而提高居民参与绿色建筑技术的积极

性 [14]。

（二）强化管理制度

总之，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生活环境有了

更高的要求，为了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各城镇应大力发展绿色

建筑技术，有效解决资源浪费严重、污染严重等问题，为人们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要想促进城镇绿色建筑技术的发展，还

需要加强管理工作。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应当设立专门机构

负责监管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保证各项管理制度落

实到位。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绿色建筑技术的发展 [15]。另一

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对不同地区进行分类

评价，以提高评价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完善激励政策

从目前来看，我国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范围不够广泛、发展速

度缓慢，很多城镇建筑还没有体现出绿色建筑的特点和优势，无

法发挥其节能减排的作用。为促进城镇绿色建筑事业的快速发

展，相关部门应制定完善的激励政策，有效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建

筑技术的积极性。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为绿

色建筑企业提供相应的补贴资金，减轻企业生产经营压力，避免

出现亏损现象 [16]。

第二，通过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健全政府投资引导机

制。对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城镇建筑，在确定其产权归属后，政

府可以采取回购或补贴的方式，鼓励这些建筑单位安装节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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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提高能效水平 [17]。

第三，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制定具体的建筑节能法规标准，

规范和约束不同类型建筑的能耗水平，严格限制高耗能建筑的建

设，努力降低建筑能耗总量，推动绿色低碳建筑发展。此外，还

要不断完善城市能源管理体制，将建筑能耗指标纳入到城市能源

统计体系当中，全面掌握建筑能耗状况，同时要加强对高耗能建

筑的监督检查工作，督促其采取节能改造措施 [18,19]。

（四）注重技术创新

在绿色建筑应用过程中，要注重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具

体如下：（1）不断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国家应进一步明确绿

色建筑的内涵、特征及评价标准等内容，制定科学的绿色建筑评

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提高绿色建筑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加强先进技术的应用推广。为了有效推动绿色建筑技术的研

发工作，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专业人员，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国内绿色建筑技术

进步 [20]。同时，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直接购买国外专

利，以便在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竞争力。

四、结语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

间。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然而随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建筑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传统建筑业技术难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绿

色建筑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将绿色建筑技术融入城镇建设之中，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政策体

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步提升，绿色建筑技术必将

在城镇建设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推动我国城镇建设迈向绿

色、低碳、智慧的全新发展阶段，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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