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城镇建设

76 -  2021.9 -  77    

  |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除保证合理的日照、通风、保温条件外，还要考虑
环境要求以及建筑的服务功能是否能满足师生正常的学
习、工作、娱乐。在总平面图的布置上，根据人车分流
的原则设置4个出入口，考虑到农科大楼停车需求，在
建筑的东边设置主要的机动车停车场，场内铺设植草砖
或者透水砖等新型材料。楼前主要出入口预留大面积广
场，为学生创造一个文化和社会活动空间，广场内设喷
泉、座凳、树池、绿植等景观元素，并设计建筑照明。
大面积的庭院穿插在建筑之中，不仅提供更好的景观视
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绿色建筑”的一种直观体
现，如图1所示。

3.2  平面分析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在继承前人经验

的基础上，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建筑形式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社会生活，功能性对于建筑形式的影响得以更为充分
的体现，正切合美国建筑师沙利文提出的“形式随从功
能”的观点。

本次设计的农科大楼平面形式上结合功能，平面
分为5个功能区：本科教学实验区（包括本科生教学实
验室和准备室）、教授实验区（包括教授实验室和准备
室）、教授办公区（教授办公室）、标本展览区、院系
办公区和与会议单元。实验房间进行模数化处理，尽量得
到相对规则的房间尺寸，有利于实验设备的摆放和布置。

5个区之间彼此由连廊或者大厅联系，功能流线合
理，满足日常老师和学生使用要求。室外大平台充当休
闲娱乐场合。楼梯分布在建筑两端，电梯紧靠楼梯，交
通流线合理，师生活动便利。建筑之间围合产生的庭院
空间作为师生活动休闲场所以及自行车停车位，满足功
能需求。

3.3  立面热源处理分析
农科大楼主体建筑大范围朝向南北，建筑之间满足

日照间距要求。在立面处理上，设计需要依据模型体块
推敲后定稿。体块交接在立面上表现为整个立面的分割
与分隔，视觉上显得轻巧与灵动。立面外窗面积占比较
大，遵循节能可持续原则，统一使用节能门窗；为了降
低室内电器制冷制暖负荷，实现有效遮挡夏季太阳直接
辐射、冬季阳光照射不被遮挡的设计目标[3]，西向房间
统一做遮阳处理，立面水平出挑，增加可调节外遮阳卷
帘以遮挡太阳直接辐射，冬季升起外窗能获得太阳的热
辐射，实现功能的同时也保证了立面的整体视觉效果不
被破坏。

3.4  空间景观分析
建筑最基础、最核心的价值是建筑的空间性。本

次设计的农科大楼，实验室空间与庭院空间是设计的重
点。庭院要结合建筑的空间布局来设计，起到辅助的功
能，两者相得益彰，互相补充，最终达到自然美与和谐

图1  总平面图

生态节能型实验楼设计研究
——以长江大学农科大楼概念设计为例

 

□ 江   冲

[摘   要] 本文以长江大学农科大楼概念设计为例，以生态性、功能性、可持续性为设计原则，分析设计方案，探讨在实验楼设计中
如何将建筑和自然景观相结合，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同时实现环保和生态节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学习、交流与休闲娱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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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人们对
建筑的能源消耗问题缺乏足够重视，在高校建设中亦是
如此。据统计，建筑物消耗的能源大约占全国总能源消
费的三分之一。近几年，建筑能源消耗问题开始被建筑
设计师们所关注，在规划校园的同时，会更多地考虑生
态、节能、可持续等问题，不仅仅把重点放在整体规划
和设计美观上。只有尽可能地降低建筑物的资源和能力
消耗，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有机结合。下面以长江大学农科大楼概念设计为例进
行探讨。

1  项目概况
项目地块处于长江大学西校区，位于原农学院实验

田基地，与西校区紧密相连。长江大学农科大楼作为长
江大学入选中西部“小211”工程的援建项目，具有整
合西校区农科各专业的作用，能够提高农科各专业的教
学水平和提升长江大学的学校形象，因此对建筑功能和
外观形象有较高的要求。

结合场地的调研分析，建设用地地势平坦，无
不良地质现象，大致呈规则矩形，可建设用地面积
33384m2，基地的东侧为各学院教学楼、图书馆以及风
雨操场，西侧为农学院试验田基地，北邻荆秘路。

2  设计原则
在进行农科大楼设计之前需要充分了解大楼设计

的相关规范。总平面设计、交通组织流线、道路分级组
织、各功能性用房的位置选择及平面布局等，都应该在
满足安全、实用、美观要求的同时，以生态、功能、节
能可持续作为设计的指导思想，通过建筑设计与景观设
计结合创造出自然和谐的校园环境。

2.1  生态性原则
此农科大楼设计以庭院景观设计为重点，需要遵循

生态原则，达到净化空气、调节气温、增加湿度、吸收
噪音、增强观赏性的目的。

2.2  功能性原则
针对使用人群不同，空间尺度也会相应调整。高校

科研实验建筑属于功能型较强的建筑[1]，因此本次设计
要坚持做到建筑形式美的同时，重点考虑建筑的实用功
能。本项目根据建筑周边现状，合理布局，功能分区明
确，营造一个功能合理、流线自然的建筑空间。

2.3  可持续性原则
高校建筑运行的可持续性将对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2]。实验楼是一所高校综合实力的
象征，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新建实验楼，如果能让
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贯穿于实验楼的设计和建设中，
将会广泛而长期影响我国生态节能建筑的建设理念。建
筑节能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应该成为设计的重点。

3  设计方案
3.1  总平面图分析
建筑的总平面由场地组织、建筑单体布置、交通组

织、绿地划分等组成，从总体上对建筑进行布局，是总
平面设计中最关键的步骤。在设计之初，先梳理建筑与
建筑之间的关系、建筑和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再确定
场地基本的形态，从而更好地为师生服务。

主体建筑大范围朝向南北，充分利用天然采光。建
筑与建筑之间满足日照间距要求，开阔的庭院空间也是
实验室和其他空间日间采光的主要来源。这样设计不仅
能有效节约能源，还保证了光照的充分。

[作者简介] 江    冲，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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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BIM正向一体化设计应用研究
 

□ 梁承龙    刘   芳    彭   来

[摘   要] 本文对某学校实训基地装配式大楼项目采用BIM技术正向一体化设计应用进行研究。该项目以“装配式BIM数据集成应用”
作为信息化实施重点，开展了预制构件参数化设计、绿色建筑指标分析、安全疏散设计等10余项BIM集成应用。其应用结果表明，
利用BIM技术对装配式建筑开展多专业协同正向设计、参数化设计、预制构件三维可视化设计，能较大程度提高装配式建筑的设计
精度。BIM设计数据的集成，还有利于进行装配式建筑的建筑性能分析、装配施工现场的精细化管理。由此可见，BIM技术在装配
式项目正向一体化设计过程中的应用，为建筑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提供了精细化设计的实施保障。

[关键词] 装配式建筑；BIM；正向设计；参数化设计；装配式深化设计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清晰目标。目前我国建筑业总产值约占GDP的
25%，建筑业碳排放量约占全国总量的40%，未来可实
现减排节能的绿色建筑大有可为，将带来生产方式、业
务模式革新。

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
指导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钢结构和现代木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力争用10年
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装配式
建筑可通过工厂集约化生产、现场机械化安装实现节约
资源、降低能耗，明显减少碳排放量，随着碳减排政策
持续推进，预计装配式建筑将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实施
载体，中长期发展趋势有望得到强化。

BIM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筑信
息模型，简称BIM技术）通过多种计算机三维软件模拟
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并实现信息数据流的传递和各
种性能的模拟与优化，得到众多工程师和学者的青睐[1-4]。
BIM技术应用于装配式建筑正向设计，可实现对预制构
件的参数化设计、模数化拆分、信息化出图，可较大程
度提高装配式建筑的设计质量，减少返工，提高施工管
理效率。

正向设计，是以BIM模型作为出发点和数据源，其
通常包含方案设计到施工图纸设计全过程。同传统的二
维设计相比，BIM正向设计质量相对比较高，非常强调

专业的协调性，表达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在各类工程
中都有应用。通过在建筑设计当中开展正向设计，可以
有效减少劳动力和信息交换。通过开展正向设计，还可
以让设计人员充分对自己的设计意图进行表达，避免在
绘图的过程中浪费大量的时间[5]。

1  项目概况
1.1  工程项目概况
该项目地处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东段，总投资1

亿元，总建筑面积63000m2。设计以“绿色职教”为理
念，根据地形采用“U”型庭院建筑造型，外立面采用
棕红色饰面砖，使建筑在青山环抱中凸显热情暖意。主
楼顶部设置全玻璃幕墙的大学生空中活动中心，增强远
眺视野及通风效果，起到顶层隔热的作用。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交通运输实训基地综合实训大楼项目效果图

为响应国家号召，该项目采用了“三板体系”预制
装配式结构，运用“BIM正向设计+信息化施工管理”

[作者简介] 梁承龙，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讲师、工程师。
刘    芳，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工程师。
彭    来，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讲师、工程师，硕士。

美的效果，如图2所示。
绿色设施景观和绿色建筑为校园带来实在的生态效

益的同时，也使校园成为一个绿色教育基地和可持续发
展设计理念的“播种机”[2]。在农科大楼的设计上，景
观集中分布在广场和庭院，运用院落式布局，营造出丰
富多变的高品质空间[4]。在庭院中打造景观节点，形成
半开放空间，放置景观小品、水景、绿植、灯具等，增
强公共空间的层次感。绿色植物为农科大楼带来生机与
活力，学生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满园春色，也能听到潺
潺流水，形成良好的学习和休闲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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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设计效果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