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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在高等院校体育建筑中的应用研究
——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东方红校区综合体育馆为例

陈龙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 410000

摘要：绿色建筑作为实现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其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着我国建筑

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东方红校区综合体育馆项目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绿色建筑技术

在高等院校体育建筑中的具体应用。项目通过构建“五位一体”的绿色技术体系，创新性地采用了“蓄渗分离”

型雨水管理、装配式建筑、本土化生态景观等技术措施，最终达到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研究表明，高等院校体

育建筑绿色技术应用应注重因地制宜和系统集成，为同类项目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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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2 年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要达到 70%的目标。

绿色建筑技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撑，涵盖了

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室内环境质量等多个技术

领域。通常所说的“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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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
[1]
。

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应综合考虑节能率、可再生

能源利用率等多个关键指标，科学地运用被动式和主

动式技术手段，充分运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和雨水

收集利用系统，以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建筑节能

率等多方面的技术要求。因此，在进行绿色建筑设计

时必须要将生态理念融入其中，使其能够为使用者提

供更加舒适健康的环境
[2]
。绿色建筑的技术手段众多，

如何在真实的项目中恰当地运用这些技术手段，并与

建筑功能相结合，确保绿色技术的实用性与建筑品质

能够和谐统一，无疑是绿色建筑设计面临的一大课题

[3]
。本文针对绿色建筑技术在高等院校体育建筑应用中

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

的深入分析，探索有效的技术应用模式。

1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东方红校区综合体育

馆，坐落于长沙市岳麓山大学城，总建筑面积约为

19000㎡，建筑高度 23.35米，是集教学训练和社会服

务于一体的多功能体育建筑。项目的建筑密度为

49.60%，而绿地率则达到 15.50%，为师生们营造了一

个功能完善且环境优良的体育活动场所。在设计之初，

项目就明确了绿色建筑一星级的目标，并制定了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 75%的严格要求。

面对高等院校体育建筑能耗高、功能复杂的特点，

设计团队不仅致力于提升建筑的绿色性能，更将满足

师生的实际使用需求置于首位。通过深入剖析项目特

性并对比多种技术方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系统化

的绿色技术实施方案，并将其落实。该工程实践充分

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将前沿科技与当地实际

情况巧妙融合，在保障建筑功能性的同时，也考虑到

了实用性，在确保建筑功能和使用舒适度的基础上，

力求让绿色技术在建筑中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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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所在位置

2 绿色建筑技术应用原则

当前，在建筑设计与施工领域，尤其是对于像高

等院校这样的教育设施项目而言，绿色建筑技术正日

益受到青睐。该项目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一项

目的规划与执行过程中，设计师们全面体现了绿色建

筑的基本原则，将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视为城市生态

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项目通过周密的设计，使

得每一寸空间及每项设施都成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以及促进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雨水，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在这里被赋予了新

的价值。屋顶的雨水被巧妙地引导至生态设施，滋养

着每一寸绿地；而透水铺装技术的广泛应用，使道路、

广场、停车场等区域都能有效地吸收和净化雨水，减

少了径流污染
[4]
。在该项目中，设计者特别注重绿色技

术的“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环境”五大功能的

结合。

该项目不仅是一个高品质的教育建筑项目，更是

一个绿色建筑技术应用的典范。它向人们展示了如何

在满足教学功能的同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

未来的校园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
。

3 结合项目特点的绿色技术应用分析

3.1 基于夏热冬冷气候的被动式节能技术应用

该项目位于长沙地区，属于夏热冬冷气候区，为

被动式节能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项目

充分利用了这一气候特点，采用了南北向的建筑布局，

确保了良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条件。建筑体形系数得

到有效控制，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严格按照《湖南省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执行。

外窗设计采用铝合金单框 Low-E 中空玻璃，可见

光透射比不小于 0.60，既保证了室内的自然采光，又

有效控制了热量传递。各朝向窗墙比均控制在 0.5 以

下，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达到 30%以上，这种设计使

得建筑在过渡季节能够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减少空调

系统的运行时间。屋面采用种植屋面设计，既美化了

建筑立面，又提升了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

3.2 创新性雨水管理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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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雨水管理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创新特色。

针对长沙地区降雨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项目

构建了完整的“收集-调蓄-净化-利用”雨水管理体系。

通过设置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雨水花园等多种绿

色雨水基础设施，形成了系统化的雨水处理网络。

图2 雨水综合利用流程图

下凹式绿地设计在建筑周边的团体绿化区域，有

效水深分别为 100mm 和 150mm，能够收集周边硬化

地面的雨水径流。雨水花园则巧妙地结合了景观设计，

大部分设置在有地下室的区域，覆土深度保持在 1.2

米以上，确保了植物的正常生长。这些设施的综合应

用使得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了 76.26%，远超

设计目标。

绿化灌溉采用喷灌技术，通过低压管道系统和特

制的灌水器，将水分和养分精准输送到植物根部，相

比传统的地面漫灌方式节水达到 70%以上。这种高效的

水资源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还为项目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3.3 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深度应用

项目在建筑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装配率

达到 50%以上，成为绿色建筑技术应用的重要亮点。工

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不仅提高了建筑质量，还大幅缩

短了施工周期，减少了现场湿作业和建筑垃圾的产生

[6]
。

现浇混凝土和建筑砂浆均采用预拌产品，确保了

材料质量的稳定性和施工的标准化。主要受力钢筋采

用 HRB400级，400MPa级及以上受力普通钢筋比例大

于 30%，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钢材的高效

利用。这种工业化的建造方式体现了绿色建筑技术与

现代建造技术的有机结合。

3.4 本土化生态景观技术应用

项目在景观设计中充分体现了本土化理念，植物

选择以本地适生树种为主，本地物种占全部物种的

70%以上。常绿树种选用香樟、五角枫、龙柏、广玉

兰等作为景观骨架，飘香植物配以七里香、桂花、含

笑等，观叶植物则选择了栾树、红叶李、鹅掌楸、银

杏等。

这种本土化的植物配置不仅降低了后期的维护成

本，还增强了植物群落的生态稳定性，形成了四季有

景、层次丰富的校园生态环境。绿化采用乔灌草结合

的复层结构，构建了立体化的绿色生态系统，有效提

升了项目的生态环境品质。

3.5 建筑材料的绿色化应用

项目在建筑材料选用方面坚持绿色环保原则，施

工现场 500km范围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

总重量的 90%以上，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材料运输过

程中的碳排放，还有效控制了工程造价。

所有建筑材料的有害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要求，确保了室内环境的健康性。可再利用材料和

可再循环材料的使用比例达到 10%以上，体现了循环经

济的理念。这种绿色材料的系统化应用为项目的环境

友好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4 技术应用效果评价

通过《湖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系统评价，

项目在各个技术维度均取得了良好成绩。节地与室外

环境得分 57.0分，节能与能源利用得分 55.7分，节水

与水资源利用得分 71.0分，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得分

53.3分，室内环境质量得分 40.2分，综合得分 55.3分，

成功达到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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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星级分数要求及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

星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分数要求 50 60 80

表2 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

表3 体育馆自评估得分表

评价指标 最低得分要求 控制项情况 实际得分 不参评分 加权得分

节地与室外环境 40 达标 57.0 0.0 57.0

节能与能源利用 40 达标 34.0 39.0 55.7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40 达标 49.0 31.0 71.0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40 达标 48.0 10.0 53.3

室内环境质量 40 达标 37.0 8.0 40.2

创新与提高 - - 0.0 - 0.0

表4评价结果

项目 结果

总分 55.3分

达标情况 满足一星级要求

各单项得分 均大于 40分

控制项 全部达标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项目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这充分验证了创新性雨水管理技

术应用的有效性。其他各项得分相对均衡，体现了绿

色技术系统化应用的综合效果。项目的成功实践表明，

绿色建筑技术在高等院校体育建筑中的应用具有良好

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长沙高新区重要的全民健身中

心，在满足校内教学训练需求的同时，向社会开放服

务。绿色建筑技术的综合应用预计将带来显著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为高等院校建筑的绿色发展树立了

典型示范。

结束语

该项目采用系统化的绿色建筑技术应用模式，通

过被动式节能、创新性雨水管理、装配式建筑、本土

化生态景观等技术的有机集成，成功实现了绿色建筑

一星级目标。项目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始终坚持因地制

宜和系统集成的原则，既保证了技术的适用性，又实

现了各项技术的协调配合。

在推进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必须紧密结

合实际情况，确保所选技术方案既切实可行又符合需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节地与室外环境 0.16

节能与能源利用 0.28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0.18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0.19

室内环境质量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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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时，在设计与实施阶段还需兼顾建筑的功能性、

美学价值及经济效益。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

对技术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与持续改进。唯有如此，

才能有效保障应用的质量，并为后续的建设与发展提

供根本性的指导方向。同时，应将绿色建筑技术与当

代施工方法相融合，以此实现功能性和环境友好性的

双重增强。

参考文献

[1]钱锋,罗宇,杨丽.中、小体育建筑节能设计思考——以芜湖县全民健身中心为例[J].建筑科

学,2025,41(04):101-109.

[2]孙胤睿,刘枫,张嘉沛,等.“双碳”背景下数字赋能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J].科技风,2025,(05):139-141.

[3]任天硕,罗鹏,刘秀华.走向低碳化的未来：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外寒地体育建筑低碳化设计比较研究及启示

[J].当代建筑,2024,(12):55-60.

[4]李瑜.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绿色建筑”化设计浅析[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3,3(03):160-162.

[5]孙彦亮.全专业性能化融合的体育建筑整体设计策略[J].建筑技艺,2022,28(04):100-102.

[6]翁英桓.浅谈体育建筑绿色设计策略研究[J].福建建设科技,2021,(06):131-134.


	引言
	1 项目概况
	2 绿色建筑技术应用原则
	3 结合项目特点的绿色技术应用分析
	4 技术应用效果评价
	结束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