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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建筑在国家“双碳“战略下向全周期设计（LCA）转型发展，跨学科、跨专业交叉融合成为绿色建筑设计主流方式。本研究结合中国长沙高层绿色

建筑教研项目实践，提出以建筑师主导、跨专业联合平台建设为手段的设计模式，探讨该模式下协同不同专业开展设计的整合性对策。研究采取比较研究、文

献资料法初步整理和梳理了建筑师主导绿建设计流程的当下发展趋势及主要障碍。该文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一是探究整合性设计流程视角下设计师

主导性介入的设计环节和技术支持局限，其二是思考创新实训及通专结合视野下跨专业研究团队与协同技术等方面的联合平台建设策略和适宜性评价。研究成

果也为发展跨专业建筑设计教研一体模式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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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building development is being transformed to the Life Cycle Approach (LCA)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Double-carb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design practice of a green high-ri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ject in Changsha, China, we put forward an architect-led 

design mod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disciplinary and joint working platform, then we discuss the integrative measures of cooperating 

with different majors under this mode. This study has conducted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review.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clude 

the current research trends and main obstacles in the architect-led green building design process, and the integrative design strategies from  

two perspectives are given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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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在国家“双碳”战略下向全寿

命周期设计（LCA）①转型发展，也使得绿色

建筑设计需要深入探索跨学科、跨专业交叉

融合的方法及实践路径[1]。基于此背景，本研

究结合中国湖南长沙高层绿建设计项目的教

研实践，提出以建筑师主导、跨专业联合平台

建设为手段的设计模式，分析其研究背景、创

作思路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其未来实践提供

参考。

1  绿色建筑整合性设计策略探索

当前，培养具有创新与研发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已成为绿色建筑教育的重要内容。另

一方面，建筑业低碳发展也倒逼设计师能力

提升，进而实现从建筑全周期源头控制碳排

的目的。

1.1 绿色建筑研究趋势和低碳转型现状

（1）绿色建筑研究趋势分析

为探明绿色建筑低碳[2]发展研究脉络，

本文采用比较和文献查阅法来分析过去5年

内绿色建筑及“双碳”议题，使用文献计量

软件（VOSviewer）分别针对关键词“绿色

建筑”与“全寿命周期”以及“Low-Carbon 

Building”与“LCA”在中文文献库（知网）

和WoS（Web of Science）外文文献库进

行分析。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检索聚类图谱

（图1）显示，学界重点关注的是探讨建筑设

计与评价标准、绿色建筑工程类型与技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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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之间互相推动及融合关系。特别是数

字技术及协同平台研发的BIM[3]（建筑信息模

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应用近

年来成为我国建筑低碳转型重要策略和技术

路径[4]（表1）。设计团队以BIM模型为支点来

协调全周期（LCA）设计中不同阶段各专业要

求，实现建筑集成化设计向数据管理阶段转

换，进而为碳排预测和评估提供技术结合的

接口。总体上中国自2020年双碳战略开展以

来，学界较多关注理念认知层面的城市低碳

发展策略和建筑设计，而国外学者侧重于相

关低碳技术与工程应用创新，研究趋势分析

如表2所示。

（2）绿色建筑设计低碳转型现状

受2020年全球疫情影响，人们日益重视

碳循环等健康人居和环境人文有关的议题

（表2）。当前绿色建筑低碳发展的主要障碍

大致可归纳为：其一，建筑师相关知识和技能

储备不足，无法引领建筑碳排量化评价与整

合技术应用；其二，建筑设计结合低碳技术

研究和创新实践的方面研发基础薄弱，有关

工作被多个专业或平台分割，或直接让渡给

其他工程技术专业，建筑师在全周期设计的

作用被边缘化；其三，建筑师与工程师尚未对

协同的工作模式及平台技术达成统一共识，

当下涌现的有关数字技术及其平台使用门槛

高，不符合建筑专业设计思维和职业习性，不

利于行业转型[1]。随着国家鼓励发展基于BIM

的信息化、在线化建筑设计协同平台和数字

技术，面向设计师的BIM技术开发和应用也

受到学界关注。

1.2 绿色建筑整合性设计策略与模式

近年来建筑学科的设计思维被广泛运

用，成为应对复杂性问题的有效方法[5]。建筑

工程各学科可以藉此形成协作和设计沟通的

一个通用技能基础[6]。依据绿色建筑工程实

训培养特色和设计专业思维优势，本研究首

先提出跨专业整合设计的几条工作策略：①

建筑师主导设计决策进程重在保证项目建设

预期目标及其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导向；②构

建问题导向下“通专合一”的绿色建筑知识体

系、数据库和思维工具；③搭建面向绿色建筑

“创研一体”的跨专业协作团队组织模式；④

强化绿色建筑协同技术（数字化）迭代和协作

平台建设的全周期设计服务目的和效应[3]。

面对低碳发展，绿色建筑设计团队内各

工程建设阶段 典型技术产品及产商

设计阶段（基础技术）

国 内 （ 开 发 ） ：北 京 天 正 （ 建 筑 ） 、 北 京 理 正 （ 工 程 ） 、 盈 建

科 、 探 索 者 （ 结 构 ） 、 北 京 构 力 （ P K P M ） 、 品 茗 （ H i B I M ） 等                                                                                           

国外：AutoCAD、Revit、Benteley研发的设计软件、Graphisoft旗下

ArchiCAD等

施工运维（应用开发） 品茗（PMS）、广联达（全周期）、斯维尔、鸿业科技、上海宏望等

管理平台（平台技术） 广联达（BIM5D）、品茗（智慧工地）等

BIM咨询服务（公司） 鲁班软件等

关注重点 内容

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路径 从建筑全生命周期、生态绿化和高质量等方面指引人居环境优化、更新

结合人文的环境行为学
关注环境行为主体体验及其健康、安全等环境人因议题，尊重其地方文化

属性、行为习性

绿色建筑研究精细化发展

低碳建筑是绿色建筑研究深化与细分，可持续设计问题由理论层面定性探

讨转入的定量方法、技术应用及设计精细化、数字化方向（BIM技术建筑

应用）

复杂性设计与绿建评估对策

关注城市综合体、高层、医院等功能类型复杂设计创新，关注生态景观、

空间形态、社区活力培建、人文特色、治理组织模式等多方面、多目标的

人居环境品质综合性优化路径、设计方法，强调评估适宜量化策略及价值

引导

表1   绿色建筑工程中典型性BIM应用技术

表2   绿色建筑设计研究趋势

图1    关键词检索聚类图谱

图2    绿色建筑设计五类整合模式（从左到右为模式一~模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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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有着各不相同的评价标准及具体工作目

标。工程技术专业强调全过程设计的科学决

策，关注方案落地性和建筑图纸深度，注重低

碳技术优化和数字化迭代。绿色设计及低碳

研究方面注重碳循环计量导向的建筑全周期

工作流程，确保评价精细化和建筑整体性能

效。建筑师（及建筑设计学科）着重于项目中

多元参与主体的需求统筹及组织协同，探索

创造性解决设计棘手问题来保证项目实施的

价值取向，也迫切需要协同技术及平台发展的

支持。按以上分类，本研究提炼出五种整合性

设计模式（图2）。

一般依照建筑技术及有关行业人才发展

水平，整合设计策略和协作模式也表现不同。

如图2所示，模式三的设计整合度最高，但中

国目前建筑行业的人才和制度建设阶段却离

这种协作要求还有差距。而由建筑师引导设

计研究为主体模式四则具有相对灵活的协作

方式和周期性的整合流程，工作架构层级清

晰，因此模式四的构建思路成为本文讨论重

点。此外建构整合性设计流程需要面对两大

挑战，其一就是：如何既保持建筑师主导设计

创作的项目龙头位置又要满足设计过程的精

细化和性能评价量化的科研创新趋势[7-8]。下

文将结合项目实例来进一步讨论。

2  整合性设计流程下建筑师主导性介入机

制——以长沙G大厦层毕设项目为例

项目所在区域 属 湖 南长沙市雨花区的

“高铁新城”内。地块周边基础设施条件完

善，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项目定位为

“城市门户”的副功能区，要为新区的活力

营造及其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同时项目规定

初期建筑概念需结合《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二星级设计要求，包括后期概念的深入贯

彻与多专业协同落实，都是考察项目预期目标

完成的重点。项目设计时长为15周，属湖南大

学建筑工程类本科毕业设计创作与“真题假

做”的教学研究。

2.1 建筑师主导性综合设计流程分析

全过程、全周期设计需严谨的科学设计

决策和项目策划[3]。而功能高度复合化的绿色

高层建筑设计流程极其复杂（图3）。为保证

项目进度可控性，设计团队首先拟定了整合

性设计策略和流程，明确各阶段任务并引入

BIM模型作为多专业配合的技术依据之一。

设 计师还需同步展 开项目功 能策 划。

长 沙 G 大 厦 的 前 期 设 计 经 过 多 次 场 地 调

研和评审团汇报，基于调研 数 据建 筑师采

用设计要素的综合关系图谱（mapping）

法 来辨 析 设 计定位 [9]，譬 如本文设 计案例

的侧重点在探索生态人文维度的高层空间

（图6），随即将目标细化并转化 为项目设

计任务清单（表3）。在前期策划中设计者会

依据定位对绿色人文价值进行在地性的重新

解读，反思绿色技术堆砌的弊病。经多方比

对，该建筑方案采取整合地方性“儿教”产业

集群来打造未来长沙绿色文化IP空间策略，

而方案基调也确定为用绿色大厦设计来续写

“绿-野-仙-踪”童趣空间的长沙故事，以

此来探讨一种“以人为本”的绿色生活社区

竖向混合布置的新范式（表3）。

2.2 数字赋能建筑师主导性设计和介入环节

构建

由于设计协作中不同专业的认知差异需

要磨合达成共识，因而项目进程中明确设计

介入路径则格外重要。就G大厦设计而言，本

研究发现几个设计环节需重点关注：①方案

初期，建筑师实验性设计理念会受到制约，

大胆方案需专家团队支持并进行可行性研

讨，如何把控工作流程复杂度以及工程造价

额度成为协作要点；②设计进程中建筑师较

多关注方案推敲和创意比选，因此协作中设

计师需分阶段划分工作重心（图4），利用数

字技术协同各专业工作时序，提高精细化设

计程度要成为协作推进的基石[10]；③推动团

议题
功能定位与设计介入任务要点

策划 目标 需求 结果 技术关键 绿建反思 设计策略 概念提炼

功能

定位

人与自然融合

高层生活方式

亲生命设计引

入文创空间

教育文创性绿

色生活新高层

在地体验儿

教文创垂直

社区

绿色生境营造、生物

多样性可食花园

欲望控制及低碳范式

引领

塑造有机空间 

提升碳汇

“绿-野-仙-踪”童趣

空间在地性叙事

人文 

策略

工作环境健康

绿色可感知性

公共艺术融入

开放社区

健康环境疗愈

空间综合体

垂直生态高

层绿色生活

实验

生态健康环境开放空

间、空间可变

生态思维

生活实验

打造用心社区 

健康范式

反工作机器的公园式

办公      [野之事]

经济
自然教育为主

健康文创产业

绿色文创IP及

教育产业集群

辐射周边住区

及激活产业链

“儿趣” 创

意空间街区

式布局

共享景观与共创低碳

产业
健康价值取向

嵌入有趣创意 

带动地方产业活力

亲子垂直社群产业新

驱动器    [仙之趣]

形式
连绵性

无障碍形态

识别性媒介、 

限高100m

被动式设计及

环境资源利用

分区分层垂

直文创空间

生态

形式的能量转化

可视化

走向热力学空间非线

性理性

体现 

自然能量形式化

街区体验式空间及游

径布局    [踪之游]

绿评
绿建预评估指

引技术应用

二星以上绿建

标准生态高层

符合国家2019

版绿标要求

绿建预自评

估得分为：

80.8

性能驱动设计及预评

估分析

引导

技术应用

节制技术

绿色堆砌

侧重于落实健康与宜

居指标    [绿之引]

时间

量化

全周期碳循环

设计调适协作

低碳设计协作

平台及团建

碳汇碳排长周

期研发及规划

减碳碳汇

景观系统

BIM协同设计模型

数字化技术

设计师主导

全流程

量化需求、

平衡长短期目标

性能分析模型+BIM协

同平台

表3   长沙绿色高层定位与整合设计介入要点详解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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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项目定位及设计目标上取得共识，建筑

专业成员需前置性能设计评价和绿建预评估

环节来沟通设计理念、比选建筑形式和筛选

适宜技术，实现设计与性能评价联动[3，7]。本

研究建议其中设计预评估和性能化设计、模

拟（包括BIM模型）等要素作为参与项目的各

专业“通用”知识及工作技能，显然数字赋能

低碳设计的未来对相关“研究型”人才培养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从设计师角度看，数字技术赋能可以划

分为：一类是面向建筑师的模型推敲的性能

化设计软件（Rhino、Grasshopper等）[7]，另

一类为服务建筑工程全流程协同的BIM技术

（表1）。实践中，不同专业的设计目标会有各

自配套的软件，理想情况是团队成员在同种

设计软件中进行工作或者软件间数据交换有

简便接口，这方便降低BIM使用门槛和后续

工作的调修，减少设计误差，但目前此类便捷

高效的软件平台暂未得到开发与普及。总体

上，数字催生工作流程精细化，而增设的协调

工作和协作环节旨在进一步打磨设计方案，

赋能建筑师的理性决策过程，实现建筑技术

图纸的深化与完善（图5）[11]。

2.3 整合性策略下绿色高层设计跨专业联合

平台架构

（1）联合平台策略:“研究型”团队组织

与跨专业协同

整合性设计构建所面对的第二大挑战

是：设计流程如何既满足跨专业团队实践的

广泛性（通识性知识与技能）又保证各学科工

作的专业性。那么搭建“通专结合”的项目团

队是前提。湖南大学联合毕设团队是将斯维

尔软件公司的绿建分析专家纳入专家指导名

单，协助学生的绿建决策、分析模拟，补充技

术利用上的知识盲区。但要满足日益精细化、

数字化的绿色高层设计需求，应该将建筑工

程全链条嵌入到设计咨询活动中，形成联合

设计及研发平台[12]。就此本研究提出“通专合

一”“创研一体”的联合平台组织要素关系架

构（图6）。

在平台建设方面，重视协同技术的应用

及落实的研究型设计院模式值得借鉴[10]。针

对湖南大学跨专业联合毕设的实际情况，本

研究建议建筑学专业学生要根据项目任务提

前一学期完成建筑模型初步推敲，而其他工

程专业在BIM模型（Revit建模）基础上进行

图3    长沙G大厦毕设项目各专业工作组织模式

图4    项目设计中工作模型应用示意： 建筑-结构工作模型示意（左）与BIM平台建筑设计应用支持技术（右）

图5    两种绿色高层设计比对：建筑单专业设计提案（左）与多专业整合设计方案（右）

图6    绿色低碳建筑整合设计基本要素四相关系图谱（Mapping）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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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核算，结构电算完成后，在随后学期中工

作团队共同进行工程技术深化和施工组织设

计编制等工作。

（2）联合设计工作评价及分析

长沙G大厦设计方案的创意和难点在于

绿建策略与“儿教文创”的活力空间的紧密结

合（表3，图6），而强调变化的形态则增加了

建筑性能模拟难度。设计前期，建筑师需同时

与各专业沟通“童趣”主题下空间组织理念，

完成设计认知统筹的第一步。结构上由于大

厦主塔楼为流线型竖向收分，经多次协商和

BIM模型修改，建筑与结构专业最终找到斜

柱转换层的方式解决上下空间变化对结构稳

定性影响。与给水专业协作的重点在处理垂

直绿化和退台式屋面花园，最后给排水方案

通过中水系统落实水资源节约利用。总之，整

合设计流程中各专业的协作需多回合交流来

论证设计思路和理性决策，强调“通专合一、

创研一体”来达成共识，共同落实设计任务。

学生团队参与这种实训也是“全过程”设计项

目的准实践。

结语

2022年湖南大学跨专业联合毕设团队

（18名专家指导，13支学生设计小组，共计78

名成员）的问卷调研数据（回收问卷63份）显

示：49.2%的调研参与者认为多专业协作与

介入对本专业毕设有效果；30%的师生认为

跨专业联合项目具有挑战性，有25%师生提

出该类毕设项目完成有难度；30%师生参与

者认为跨专业设计协作拖延常规工作进度，

需延长设计周期（保证在12周以上）；而89%

的参与者认为联合设计提高项目协作和沟通

能力，期待进一步加强专业间交流。综上，多

专业联合设计与协作需打破各学科专业间壁

垒，而综合性设计流程要求能力更全面的设

计人才[8]。在当前建筑行业及教育转型之际，

跨专业联合毕业设计项目的教学模式也提供

了建筑学本科的“教研一体”式设计教学新

范式或新思考[5]……                                              

资料来源：

文中所有图表均为作者自绘。

注释

① 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即LCA

认证）根据ISO14040：1999的定义，LCA是一种

用于评估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即从原材料的

获取、产品的生产直至产品使用后的处置，对环境

影响的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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