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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政策红利
稳步推进绿色建筑布局 

走进位于市区石鼓山下的石鼓

观山堂小区，绿意盎然的生态景观、

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光导照明

系统、雨水收集再利用等技术，处处

体现了“绿色”概念，诠释着绿色建

筑的要义。

这是我市唯一一个三星级绿

色建筑小区，建设完全按照三星级

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在运行使

用阶段倡导绿色物业管理及节能

运行体制，力求实现从设计、施工

到运行的全过程绿色建筑管控。小

区工作人员介绍，楼内的供热、供

冷和使用的热水来自被誉为“土壤

空调”的地源热泵系统；绿化用水、

道路冲洗使用的是雨水收集系统

净化后的雨水；地下车库照明使用

光导照明系统，即使是阴天，也可

以利用太阳光进行室内照明；所有

门窗采用隔热断桥铝型材和中空

玻璃，具有节能、隔音、防噪、防尘、

防水等功能，能够更多地减少能量

的损失。这些创新技术的加持，使

得建筑在为人们提供健康和高效

的使用空间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

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

随着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绿色低碳节能已成为建筑业的

新风向。为加快绿色建筑的发展步

伐，我市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宝鸡市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2020

年-2022 年）》，提出了我市的绿色

建筑创建目标，并从绿色建筑的立

项、规划、监管、评价、验收等多方面

入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引导

本地企业实施绿色建筑工程，鼓励

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发展高星级绿色建筑。同时，为激

发绿色建筑主体的积极性，我市为 3

个绿色建筑典型项目争取省级奖励

补助资金676.75万元。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自

2021 年起，我市市区范围内新建建

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市

住建局认真落实《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管理办法》，组织专家对 12个项

目进行线下评审，对 3个受疫情影

响的项目进行了线上评审。全年新

开工绿色建筑总面积 191.1 万平方

米，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60.89%。通

过政策引导、典型引路、资金补助等

措施，我市打造了宝鸡大剧院、宝鸡

市文化艺术中心、天玺台小区等一

批高质量绿色建筑代表项目，全市

绿色建筑占比稳步增长。

“搭积木”式建房
引领绿色建筑新趋势 

建筑业是践行“双碳”的主战

场，而装配式建筑则是建筑业未来

的发展方向，随着装配式建筑技术

日渐成熟，建筑物的建造过程也慢

慢变“绿”。

市建筑节能和勘察设计服务中

心副主任李峰介绍，装配式建筑是

指将建筑用构件（如楼板、墙板、楼

梯等）在工厂进行标准化批量制作

后，再运输到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

连接方式拼装而成的建筑。简单来

说，装配式建筑项目就像“搭积木”

一样盖房子，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

时，能够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和降低

成本。

日前，记者在位于蟠龙新区的

蟠龙·观山堂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几

栋钢结构建筑已经拔地而起。与传

统建筑施工现场不同的是，这里没

有耸立的塔吊，见不到大规模的建

筑模板，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件成品

梁、板、楼梯等预制构件。工人们操

控吊车吊起一个个预制构件，像搭

积木一样拼装在一起，建筑的主体

结构就显现出了雏形。

“项目建设所用的建筑构件在

工厂的流水线上成型之后，再运到

项目工地现场装配。施工现场没有

明显扬尘，不但整洁安全，而且用工

也很少。”项目经理杨非介绍，建筑

物的主体框架、楼板、屋面、内外墙

全部采用了装配式构件，装配率超

过 85%，构件的标准化设计、工厂

化生产不仅使工程质量得到有力保

障，相比传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

筑，建筑工期缩短 50%以上，减少

粉尘和建筑垃圾达 80%以上，碳排

放量降低 35%以上，主体建筑材料

85%以上可回收再利用。

推广装配式建筑，是建筑工业

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按照中、省装配

式建筑发展相关要求，我市积极行

动，先后制定了《宝鸡市装配式建筑

建设发展实施细则（暂行）》《关于进

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单体装配率要

求的通知》等文件，明确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报建的建设项目预制装

配率达到30%以上。

市住建局按照文件要求将装配

式建筑纳入建设工程审批环节，采

取调研督导、外出考察、示范引领、

基地建设等工作措施，有效地提升

了我市装配式建筑占比。2021 年，

我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项目53个，

总建筑面积 110.66 万平方米，新开

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24.61%。

“迈”向超低能耗
绿色被动房破茧欲出

 
建筑的碳排放主要通过建材生

产、建材运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营、

建筑维修、建筑拆解、废弃物处理 7

个环节构成全生命周期的排放。数

据显示,建筑全生命周期排放中,

运行阶段占最大比例,约为 60%-

80%。因此，推动建筑的绿色运维意

义重大，而超低能耗建筑在后期运

维上有独特的优势，正成为建筑节

能的发展趋势。

那么，超低能耗建筑是什么样

的呢？ 9 月23 日，记者来到我市

重点培育的首个超低能耗建筑项

目——宏昇·如意茵香科技智慧生

态康养社区一探究竟。

“超低能耗建筑也称为‘被动

房’，是一种兼顾极佳的室内舒适度

和超低的建筑能耗的解决方案。它

能在不用暖气，极少使用空调的超

低能耗情况下，保证室内处于恒温、

恒湿、恒氧、恒静、恒洁的舒适健康

生活环境，比现行国家节能标准再

节能 30%以上，节能率达到 90%左

右，年均每平方米能耗低于 65千瓦

以下，相比传统建筑年减碳量达到

73.25 公斤/ 平方米。”宏昇·如意

茵香科技智慧生态康养社区的工作

人员介绍，被动房有一套技术体系，

是其房屋冬夏恒温的奥秘所在。

首先是高性能的建筑围护结

构。普通住宅楼保温层普遍用的

是 5 厘米厚的泡沫板，而被动房的

保温采用的是新材料模塑石墨聚

苯板，其保温层的厚度是普通保温

层的 5-6 倍，采用双层错缝拼接，

减少了建筑冷热桥的产生和气密

性的渗漏，就像给房子穿了一层厚

“棉袄”。除了墙壁，被动房的房顶、

地面也都覆盖了厚厚的保温层。其

次，被动房采用了大量的“被动式

门窗”，这是一种气密性非常好的

门窗，采用三层双中空玻璃，内充

惰性气体，玻璃表面镀LOW-E 低

辐射膜，可吸收更多热量和光线，

隔热防寒作用比普通玻璃提升了

不少；窗框是铝包木的，不仅美观，

隔热性能也较好；外围护还采用了

透气膜、隔气膜，保证建筑的气密

性，最大限度减少房屋室内外气体

的交换速度。这是在冬季防止室内

热量丧失、在夏季防止室外热气进

入室内的重要一环。此外，还有高

效热回收新风系统、气密性设计、

无热桥设计等新技术，大幅度提升

了建筑用能系统的效率。使得被

动房室内温度常年保持在 20℃ -

26℃人体最舒适的温度，相对湿度

保持在 40%-60%，室内空气始终

处在活氧状态，为人们提供了健康

舒适的生活环境。

记者了解到，宏昇·如意茵香科

技智慧生态康养社区项目已取得中

国建筑节能协会颁发的《超低能耗

建筑设计标识证书》，并被陕西省住

建厅确定为建设管理技术应用试点

示范项目。目前，项目一期 12万平

方米正在如火如荼加快建设。下一

步，市住建局将工作重心下移、力量

下沉、保障下倾，在项目一期试点积

累经验的基础上，将该项目二期打

造成陕西省首个近零能耗建筑示范

区，为宝鸡市建筑行业实现碳中和

探索出基本思路和实施路径。

聚焦             目标     走好绿色建造之路

没有取暖设备，寒冬也能过上温暖如

春的生活 ；

不用混凝土现场浇筑，盖楼就像“搭积

木”，省时又省力 ；

不消耗煤炭，“土壤空调”节能减排 ；

……

如今，在我市，这些建筑领域的新理

念、新技术一一成功落地，越来越多的“绿

色建筑”走进我们的生活，在助力节能减排

的同时，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行业之一，建筑业

的绿色化转型升级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环保相关精神，大

力发展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

筑，探索近零能耗建筑等多样化发展模式，

积极推动建筑业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步

伐，向“双碳”目标快速迈进。

碳双
——我市积极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鲁淑娟

蟠龙·观山堂进行钢结构吊装施工

石鼓观山堂小区处处充满绿色生态美

宏昇·如意茵香科技智慧生态康养社区项目工作人员介绍墙体保温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