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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全国绿色建筑基地第一次工作交流会在重庆召开 

 

为了保证绿色建筑基地的业务有序开展，

基地有效运营，推动地区绿色建筑发展的功能

作用得以发挥，中国绿建委于 9月 12日在重庆

召开了全国绿色建筑基地第一次工作交流会议。

绿建委李萍副秘书长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北方

地区、华东地区、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绿色建

筑基地的依托单位代表参加了工作会议。会议

得到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和重庆大学的高度

重视，市建委节能处李克玉副处长、重庆大学

科技处王开成副处长、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

员会主任、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李百

战院长出席了本次会议。此外，西南地区基地联合

单位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和重庆市建筑节能协

会的代表，以及基地成员单位重庆百波太阳能设备

有限公司、重庆筑巢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重庆汇贤

优策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德易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企业代表积极列席了会议。 

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李百战主任首先代表

东道主向参会的各位来宾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并对

全国绿色建筑基地第一次工作交流会在重庆召开

表示感谢；李克玉副处长和王开成副处长分别致辞，

分别介绍重庆市和重庆大学在建筑节能、绿色建筑

方面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李萍副秘书长对召开基

地工作会议的必要性做了说明。 

会上，各基地的代表依次做工作汇报。从基地

成立授牌至今，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和努力，四个基

地凭借发挥各自优势，在基地的组织机构建设、宣

传、运营和“5 个中心”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

成绩。 

在基地的建设方面，各基地根据实际情况和条

件，积极探索组织构架。为保证基地长期高效运作，

南方基地以深圳国际低碳城作为依托，采用深圳国

际低碳城会展中心和深圳建科大楼联动方式进行

运营；华东基地成立了成立理事会，联合成员单位

筹集专项资金分期投入到基地运营中；北方基地和

西南基地分别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和重庆市

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为牵头单位，通过政府部门和

行业协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效开展基地建设工

作。为扩大影响力，四个基地均组织了区域内成员

单位一同参加今年三月份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届国

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并设展台，华东地区基

地在展示现场专门举办了基地推介会。在示范项目

展示方面,北方基地对区域内的绿色建筑项目进行

了梳理和总结，根据技术特点筛选出了 12 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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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绿色建筑项目编制成册；北方基地和华东

基地还为绿色建筑项目参观制作了参观路线图，以

引导参观人员对展示项目有更全面的了解；西南基

地也在着手筹建重庆、四川、云贵三个示范中心，

形成具有特色的示范项目参观路线。国际交流方面，

各基地借助已建立的交流合作机制，与美国、德国、

英国、法国、丹麦、荷兰、葡萄牙、澳大利亚、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驻华组

织、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交流和技术研讨。 

本次会议还针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工业和信

息化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就基地如何配合开展业务活动，以及绿色建筑发展、

评价标识工作、基地建设的可持续性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通过热烈的讨论，参会代表达成以下共

识： 

1. 基地的建设模式不求统一。各基地借助依

托单位不同的优势与特点，各自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条件，吸引周边地区参加区域活动，通过运用市场

手段来营造基地品牌，完善基地建设。 

2. 充分发挥基地五大功能作用，加强基地工

作的宣传。通过开展各项专业活动，为区域内政府

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团体或个人提供技术服务，有

效地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绿色建筑发展，形成基

地运行的良性循环。 

3. 建立基地工作会议制度，每年召开两

次工作会议，即：年中工作交流会和年底工作

总结会。及时总结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借鉴、

互相学习。 

4. 各基地间加强交流，互相支持，搭建

好绿色建筑基地运行的大平台。 

5. 各基地做好相应准备，将国家启动的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工作与基地的绿色建筑技

术和产品展示中心有机结合，做好绿色建筑适

宜技术和产品在地区内的推广。 

对于基地的建设和绿色建筑相关工作，与

会代表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出台

有效措施鼓励、引导开发商、建设方选用绿色

建材认证产品，大力宣传绿色建材标识认证；

绿色建筑的标识评价工作进行改革，将标识评价设

在项目竣工验收阶段，以保证绿色建筑项目各项技

术措施得到落实；推广绿色建筑应强调以建筑师为

核心，注重传统技术的提升，增强设计单位的分析

能力，革新专业组构，实现无增量成本或低增量成

本的绿色建筑，从而有利于绿色建筑的推广；加大

绿色建筑的宣传力度，对消费者宣传绿色建筑应注

意强调提高舒适度、有利于身体健康，使用百姓易

懂、易接受的理念和宣传语句进行宣传，促进市场

需求形成，逐步转变由市场需求来推动绿色建筑的

发展。 

各基地下一步工作将继续完善基地组织机构

建设，探索基地长效运行机制；按计划办好各种研

讨、培训活动；完成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介绍资料的

编制、绿色建筑技术产品展示和推荐目录的编制，

做好宣传推广；调研绿色建筑运营典型案例，总结

分析实践经验，为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 

会议最终形成会议纪要，并初步建立了全国绿

色建筑基地工作联系制度，为推动基地工作的有序

推进开启了良好开端。 

 

（绿建委秘书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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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洛科威集团国际研发中心办公楼改造项目 
 

洛科威国际研发中心办公楼建于 1979 年，建

筑面积 3626 平方米。办公空间、能源性能和室内

气候远低于丹麦目前的办公建筑标准。 

办公楼改造的目标是提升建筑能源性能达到

丹麦 2015 年新建建筑低能耗等级，成为 1 级办公

空间。（丹麦办公建筑的标准能耗指标 2010 年 72 

kWh/㎡.a；2015 年 41kWh/㎡.a；2020 年 25 kWh/

㎡.a。）一个可选方案是拆除旧建筑，建一个新的。

但是，由于既有建筑师重混凝土结构，采用前方案

成本高，对环境影响较大。 

该办公建筑改造前采用电采暖，标准双玻窗，

空调系统没有热回收，地下室有车库，造成大量热

损失，每年耗能 264kWh/㎡。改造后能耗降低到 38.5 

kWh/㎡，相当于节能 85%。 

改造工程包括：新的围护结构，更换新窗，楼

板保温；采用地源热泵供热供冷系统；太阳能热水

和光伏板发电；机械通风热回收；办公空间用移动

玻璃墙灵活隔断；一半绿地有屋顶覆盖，形成两个

中庭。 

该建筑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能耗： 

 外墙采用 395mmRockwool弹性岩棉保温体

系（U值 0.08W/㎡ K） 

 屋面 500mm岩棉保温，铺设铝板 

 车库顶板附件 180mm硬岩保温（共计

300-750mm Rockwool 岩棉保温，U值

0.06W/㎡ K） 

 新 3玻窗，U值 1.10W/

㎡ K（Outrup 窗采用高密度

Rockwool岩棉填充窗框，U值

0.75W/㎡ K，玻璃 U值 0.704/㎡

K） 

 LED 照明 

 机械通风带热回收

（84%）,制冷—室内气候 A级 

 建筑上部开窗自然通风 

 自动外遮阳 

 地源热泵（2 X 17kW），15口 150m竖井 

 86㎡太阳能集热器供应热水（产能 3 kWh/

㎡.a） 

 170㎡太阳能光伏板（产能 17 kWh/㎡.a） 

改造工程总投资16700dkr/㎡（约合2255欧元）。

有关提供能源性能的直接成本约 9700dkr（约合

1300 欧元）。部分附加成本涵盖了超前的节能技术

改造成本，占项目总成本的 58%。 

项目的主要特点在于地块环境建设（包括公园

和公共空间）先行，将公园作为项目的亮点，目的

要让公众了解和知晓该地区是一个即能居住又能

生活的乐土，同时从商业开发上保证这片土地的增

值，以便吸引私人开发企业的进入。设计中公园还

承担了区域的雨水净化处理功能。在总体规划时强

调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保证居民能在 5分钟之内到

达公交站点；在非主要街道上尝试生活街道的概念，

把不同功能的道路混合在一起。在项目开发中，注

重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对每个建筑达到最低的绿色

建筑要求（包括绿色屋顶），每个项目要达到 LEED

标准的要求。项目的难点在于原工业用地（煤场和

化工厂）的土壤修复，开发商将所有挖出的土运到

指定地点进行处理（保证有害物质不要影响其它地

方），然后再循环利用。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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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又解决了回填土的来源，使二级开发商 的施工成本得以降低。 

 

（根据丹麦建筑节能现场考察整理） 

 

哥本哈根残疾人机构大楼 

 

残疾人机构大楼是一栋办公建筑，位于哥本哈

根市以西约 20公里，地上 4层地下一层，建筑面

积 12600平方米，310 个工作位，始建于 2011 年，

2012年完工，造价 1.8亿丹麦克朗，为当地一般办

公建筑造价的中等水平。该建筑按照丹麦 2015年

能源等级标准设计建造，建筑能耗比一般办公建筑

节能 35%。现主要有 20个残疾人组织机构在建筑内

办公，并组织各种残疾人培训活动。建筑一层和地

下室为公共服务空间，有小卖部、会议室、福利中

心。 

该建筑为一栋现代化办公建筑，充分体现可达

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由于其功能是为残疾人服务，

因此采取了很多无障碍设计措施，有很多创新，是

一栋很有借鉴价值的示范项目。 

根据业主的要求，项目设计在可持续性方面优

先考虑了可达性、运行费用和财务状况、室内气候

和环境。坚持人人平等的理念，充分考虑失明、失

聪、肢体残疾等残疾人的特殊需求，鼓励方便他们

独立自主。设计者力求优选采用“低技术”，而非

“高技术”解决方案，尽量降低造价。 

该建筑外形类似海星，这样的造

型减少了外立面的长度，创造了较短

的内部连通环境，使得建筑周边不同

方向的房间都有很好的自然采光和

不同的视觉景观。建筑的主入口前两

个方向建有步行道直通主入口，并提

供了非常方便、充足的停车场。 

建筑外围护结构由一个外部太

阳筛选系统组成，包括外立面的钢架上安装的竖向

遮阳板和可独立操作的水平自动控制百叶窗，幕墙

包括 80厘米高的护墙和护墙上直达顶棚的 3层玻

璃窗。北面没有安装水平可移动百叶。 

建筑内部设有开敞式五角形中庭，通向每个方

向的楼道墙面涂有不同颜色，方便用户和来访者辨

别方向，同时每层中庭的走廊都安装有扶手栏杆，

中间地面铺有盲道，失明人也能够方便的找到要去

的方向、电梯。用户和来访者不仅可以用颜色辨别

不同的楼层方位，还可以通过声音或种植的不同植

物的气味来辨别。楼内电梯全部采用“直通”电梯

设计，即从一侧进入，从另一侧出去，不需要在电

梯内转换方向，对残疾人十分方便。 

建筑内设有紧急安全隔离区，隔离区用防火门

封闭，在一层按下墙壁上的开门按钮可直通室外。

在每一层的楼梯转弯扶手上都安装有突出的圆球，

用圆球的个数表示出所在楼层。在电梯间的墙壁下

方安装有方便轮椅乘坐者使用的电梯控制开关。

  （根据丹麦建筑节能现场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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