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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立面发展趋势研究

——节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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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既往建筑项目中外立面设计与施工环节中资源过度损耗问题，基于节能设计与施工理念
提升建筑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同时，以建筑行业领域为中心，以外立面为主题，结合适当的绿色
节能技术，助力早日达成“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需要加强以节能、环保为方向，落实建筑外立
面用材、设计思路、施工技术、使用等各方面的节能、环保、安全。本文基于具体案例，对以节能为导向
的建筑外立面发展趋势开展研究，明确多种节能化发展方向的实际效益，以期为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一定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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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发展的趋势下，

各种创新性建筑项目应运而生，与其相对应的是越来

越高的建筑耗能以及越来越昂贵的建筑材料成本。为

满足建筑行业绿色发展需求，同时满足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目标，需要在建筑行业的设计、施工、运

维、开发等各方面融入更环保、节能且安全的新兴概

念、材料、技术等。

1 建筑外立面设计、建造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1.1 气候影响

不同地区气候特征会受其地理区域条件、水域河

流分布、太阳辐射、大气环流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

响，建筑外立面的设计与建造应顺应不同的气候特征

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在该方面，相关设计师可以借

助传统的挑檐与花格窗等建筑形式，利用挑檐起到庇

荫遮雨、组织通风、调节室内温度效果等作用。借助

花格窗以及与建筑所在地日照情况相契合的遮光玻

璃，达成透光、保温等效果。基于气候影响对外立面

进行优化设计，减小取暖、制冷等需求的电力损耗，

同时提升建筑整体的审美性[1]。

1.2 基地影响

建筑所在地的基地环境，对整体建筑的布局、外

立面形式等皆有影响。所谓基地环境，便是指建筑所

在地的地形、地貌、基地形状、方向、周边环境等综

合条件。基于此，在落实节能化建筑外立面设计与建

造工作中，应提高对基地环境的关注度，针对实际情

况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外立面设计与建造工作，杜绝生

搬硬套及格式化的外立面建设模式，减小资源损耗，

避免同质化建筑外立面形象。在传统建筑外立面建设

工艺中，以天然地形为外立面，抵挡风沙、具备保温

功效的窑洞式建筑，或者位于云南，以竹子为外立面

原材料，具备防蚊虫、防潮湿效果的干栏式竹楼外立

面等，皆有一定参考价值[2]。

1.3 经济性影响

经济效益是相关企业开展建筑建设项目的根本

诉求，同时开发商提供的经济成本直接影响建筑

外立面设计与建造的质量、效率。部分传统建筑

项目，片面追求物质层面的享受以及成本层面的

制约，这种建筑只能为建筑商带来短暂的经济效

益，同时造成城市建筑风格相差甚远、审美无法

统一的问题。要想借助外立面设计建造可持续性绿

色建筑，便需要以更长远的视角看待建筑外立面

建设问题。现代社会中可运用的低成本、高效率的

外立面建造措施有很多，例如天窗采光、百叶窗采

光、地热供暖制冷等。在同等经济条件下，相关设

计需要在细节层面开展改变，确保达成建造中期

以及后期大幅度节能降耗效果，创造更高的经济 

收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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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审美性影响

建筑外立面需要与所处环境达成审美层面的协调

统一。在该条件的影响下，需要相关设计师兼顾现代

美学、城市风貌、建筑结构稳定性等各方面诉求，真

正做到将建筑融于所处环境中，构建和谐统一的风景

线。基于此，需要设计师灵活调整外立面的美学设

计，根据其所处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例如，借

助绿色植物幕墙弱化自然环境中现代建筑的突兀感，

同时起到净化空气、遮蔽阳光的作用，在提升建筑审

美性的同时减小空气净化、室温调节等现代生活需求

产生的电力损耗。

2 建筑外立面的节能化发展方向

2.1 节能幕墙

2.1.1 呼吸幕墙

所谓呼吸幕墙，是指由内外两层幕墙结构连通中

部空气层共同构成的建筑外立面围护结构。根据建筑

需求的不同，呼吸幕墙分为箱式窗、箱井式幕墙、廊

道式幕墙以及多层楼式幕墙四种类型。呼吸幕墙不仅

具备调节光照、阻挡噪声等功能，而且利用热空气向

上浮动的原理，借助内外两层幕墙上方的通风口，与

幕墙中间空气层形成联动，隔绝外部空气对室内环境

温度产生的影响，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其结构如图1

所示。

通风器 气流方向

图1 呼吸幕墙结构

2.1.2 光电幕墙

本文所研究的节能幕墙指以太阳能光电幕墙为

主，集太阳能发电、隔声、隔热、装饰多元功能于一

体的新型建筑幕墙。其主要运用光电转换原理，利用

幕墙外的光伏板将白天吸收的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同

时将生成的电量用于建筑照明、建筑供暖制冷等各项

基础工作中。太阳能节能幕墙不仅能自主完成光照发

电，直接为建筑提供电力，而且能有效避免墙体屋顶

等外立面温度过高等问题，有效减小空调制冷负荷，

以及建筑设计、建造及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损耗[4]。尽管

太阳能光伏板的造价较高，但相较于单独为光伏板提

供的支撑结构与幕墙相结合的建筑设计，建造支出较

为低廉，同时更具美观性，可以代替传统建筑环节中

昂贵的外部装饰材料，具备较高的发展价值。

2.1.3 绿色植物幕墙

现代绿色植物幕墙不同于传统建筑外立面上的爬

山虎、牵牛花等“寄生植物”，其是与建筑外立面相

辅相成的存在。其主要运用独立的生长支撑结构、灌

溉系统以及种植基础，可以引导植物依照设计者的需

求在适当的建筑外立面上建立自然生长的现代化绿

色种植系统。与传统的垂直绿化相比，绿色植物幕墙

不仅具有更轻薄的体积以及更丰富的植物种类，而

且具有建设简便、干净整洁、美观性高等一系列优 

势[5]。同时，因为绿色植物幕墙的自身质量并不高，因

此其并不会对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安全性造成影响。

绿色植物幕墙可以利用植物的蒸腾作用，对建筑室内

环境起到调节温度、湿度等作用，同时可以将室内空

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转变为氧气，大量吸附建造作

业、生活工作中产生的粉尘颗粒物，起到净化空气、

美化环境的作用。除此之外，高密度的绿色植物能达

成隔绝噪声、抵挡紫外线的目标，广泛地适用于各个

区域的建筑项目需求，具备较好的发展优势。

2.1.4 流动水幕墙

基于物理学的角度对流动水幕墙进行分析，可以

明确流动水会在空气挤出的过程中产生一定水蒸气，

该过程亦属于吸热后散热的能量转换过程。水幕墙在

建筑领域具备较长远的历史，但在既往的建筑结构

中，部分水幕墙仅具备提升环境美观性、降温等作

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幕墙被赋予新的功能，

将水幕墙置于酒店、商业楼等建筑外立面中，能有效

起到净化空气、增加室内湿度、降低噪声、吸收太阳

辐射等多重功能，有效减小建筑能源损耗。流动的水

幕墙能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安静、舒适的生活、工作环

境，同时可以有效提升建筑外立面的审美价值[6]。

2.2 建筑外立面生态材料

2.2.1 传统材料的沿用

本文提出的沿用传统材料指在保留传统建筑材料

质量高、功效好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一定技术手段

对其进行生态优化调整，摒弃传统材料造价高、污染

大等缺陷，同时赋予传统材料除菌、防霉、防火、节

能等更多元化的功能。现阶段经过生态优化的传统材

料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生态水泥与混凝土：对传统水泥原料、水泥

生产加工工艺等进行优化，制造出具备更高强度、透

气性、隔声性等生态优势的新型绿色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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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优化玻璃：主要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

为传统玻璃赋予更强的遮光性、保温性、隔声性、光

电转换等性能。

（3）生态墙体材料：将既往建筑项目中的实心墙

体转变为空心、板类墙体，达成便于安装、提升建筑

稳定性和保温性等效果。

（4）生态涂料：摒弃传统涂料甲醛含量高、不易

干、防水性差、受潮易龟裂等问题，有效减少涂料中

的有害成分，在提升涂料环保性的同时增强其抗菌、

耐腐蚀、抗辐射等优势[7]。

2.2.2 开发天然材料

针对不同建筑外立面的实际建设需求，需要设计

师提高对石块、木材等天然建筑材料的关注力度，在

降低建筑外立面材料支出成本的同时，赋予整体建筑

原生态的审美价值，充分发挥天然材料自身的价值，

减小建筑建设、使用中的能源损耗。以美国加州的

多纳米斯葡萄酒厂为例，其建筑设计者选用当地盛产

的玄武岩石块为建筑外立面幕墙材料，同时结合密度

适宜的金属网，将大小不一的玄武岩石柱固定在建筑

外立面墙体上。在赋予酒厂独特审美性的同时，充分

发挥玄武岩石块白天吸热、夜晚散热的优势，有效调

节酒厂内部的温差变化，为葡萄果实、葡萄酒等提供

更适宜的储存环境，同时减小酒厂调节温度的电能损

耗，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2.2.3 个性化地域性材料

可根据不同建筑项目所在地的气候条件、地形地

貌等，就近选取更环保、节能的天然建筑外立面材

料。例如，西南部区域具备较为丰富的竹林资源，因

此在该区域范围内开展建筑建造项目时，便可以优先

选用竹板、竹筒、竹帘等作为建筑外立面的建设材

料，在提升建筑环保性、节能性的同时，赋予建筑更

多的地域审美特色与文化底蕴。除此之外，设计师还

需要结合不同建筑所在地的气候特征，选取更具针对

性与实效性的建筑外立面建设材料，例如，较为炎

热、潮湿的区域可使用透气性更高、散热更好的建筑

材料，冬季寒冷的区域可采用保温性更高、更坚固的

建筑材料。

2.2.4 可循环再生材料

材料的再生和循环节约较多原生性物质能源，能

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固体废弃物的科学回收，减小

环境的压力，减少末端的处理工序。现阶段可以使用

的可再生原料主要分为“工业后可循环再生材料（如

废弃聚苯乙烯板材、硅砂等）”“消费后可循环再生

材料（如废旧玻璃、废旧板材、废旧纸质材料等）”

以及“农业后可循环再生材料（如傈僳壳、玉米渣、

稻壳等）”。结合建筑实际需求对这部分材料进行处

理后，不仅能赋予建筑整体更具审美价值的外观，而

且能提升废旧垃圾的利用率，减小资源以及能源的 

损耗。

2.2.5 生态高新技术材料

得益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工业技术的快速发

展，各学科的交叉运用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出现较

多新型建筑技术与建筑工艺材料。如德国慕尼黑安联

球场建筑外立面使用的ETFE薄膜（由乙烯以及四氟乙

烯聚合制成），具有较好的透光性，与钢制建筑结构

结合使用后能承受较强的风、雨等外部荷载，构成椭

圆形球场的高强度结构体系，具备很强的研究与推广

价值。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合理的建筑外立面设计与施工不仅能

降低施工环节的材料支出与能源支出成本，而且能有

效提升建筑开发、使用过程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可以说，合理地开发与设计建筑外立面是减小建

筑能耗的核心，同样是助力建筑行业乃至整体社会绿

色发展的关键。在实际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外立面的

选材、设计师的理念、建筑人员的节能素养等都会对

建筑的节能性、安全性与质量造成影响。因此需要顺

应建筑外立面发展的具体趋势，将节能建筑理念落实

到项目的各项细节中，为未来建筑外立面领域的持续

节能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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