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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绿色建筑改造探析
Localized Green Building Reform

撰文   查金荣、蔡爽、吴树馨   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   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关键词

以苏州星海街9号厂房改造为例，探索将旧厂房改造为创意研发空间的实践经验。介绍了结合气候策略，运用普通易行的

设计手法进行的本土化绿色设计实践，以及将生态、节能、经济性与“四节一环保”融入整个绿色建筑设计的过程。

因地制宜 被动节能 本土化 绿色技术

工业园区星海街9号（原美西航空厂）位于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首期开发的南部工业区，随着工业园区

16年的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首批进驻区内的工业生产企业逐渐东迁，留下的原厂房如果直接拆除，势必

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希望通过对旧建筑的更新改造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并融入高效、健康、人性化的

使用空间，改造后的厂房将作为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新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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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后对比

总平面

设计人员

建筑：查金荣、蔡爽、吴树馨

结构：戴雅萍、袁雪芬、廉浩良

暖通：钱沛如、袁泉

给排水：陈苏

电气：华亮、王韦

工业建筑改造与再生专题·生态性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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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造理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强调天人合一、适宜朴素的理念，设计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出积极因素来指导建筑的绿

色改造。在江南民居中，各种被动式的遮阳、通风、隔热措施都有充分体现：天井与内院利用温差改善通风，

顶层储物阁楼具有隔热缓冲作用，走廊能遮风避雨并兼具遮阳作用，等等。

设计初期对苏州本地气候特点进行了分析：苏州位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温暖潮湿多雨，季风明

显，四季分明，冬夏季长，春秋季短。无霜期年平均233天。典型年平均温度约为15.5℃，夏季平均温度约为

25.8℃，有利于自然通风。因此，因地制宜地运用低成本、低资源消耗的设计手段从而达到理想的绿色生态效

果是最佳的改造方式。

2  绿色生态技术

2.1 建筑的三重空间与外环境  

 厂区总用地面积约为1.8万m2，改造前厂房为单层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近似一个80m×80m的正方形，

中部的采光与通风效果很不理想。改造后的建筑由内至外分为三重空间——内庭院空间、办公空间、外廊休息

空间。在建筑物中部，设置了两个“Z”字形的开放式庭院，保证每个房间都有各自可开启的外窗，使得原本闭

塞的空间有了流畅的自然通风。

内院

一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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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空间是建筑的内部使用空间，主要作为办公和会议使用。大部分为大空间办公，采用灵活隔断，

避免了今后重新调整装修时的材料浪费和建筑垃圾产生。针对不同类型的房间对采光的要求，设计将食堂、会

议、接待、打印、储藏等对日照要求相对较低的房间放置在一层，而将设计办公室安置在二层，便于各设计部

门工作中的沟通，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重空间是建筑的外廊。设计在原有外维护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圈宽度为2.4m的露天外廊，在二层

形成一圈休息平台，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一个休憩与沟通的场所，同时外廊也是一个生态性综合遮阳系统。

在整体的外环境处理上，东侧沿星海街主干道景观以喷泉为中心，沿路以园林绿化的方式布局，选择易于

成活和管理的本地树种，进行乔灌木的复层绿化，实现月月有花，季季有景。在场地西北侧利用下沉篮球场的

土方平衡，堆坡种植大型常绿植物，遮挡冬季的西北风。建筑屋顶上，选择种植藤蔓类植物和生态蔬菜，不仅

可以增加建筑的保温性能，还能提供绿色蔬菜。此外，在选配植物种类时，注重土地的透水、透气，强调建筑

层面上的垂直和水平绿化，对场地硬化部分进行充分的绿色生态补偿，既实现了优美的景观效果，又改善了建

筑的小气候环境。改造后，绿地面积达到4 300m2，水体面积约为111m2。

二层平面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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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轴测

外廊

竖向遮阳系统

在建筑东西走廊外部设置仿木竖向遮阳，遮挡阳光直射。底层通过种植大

型乔木遮挡西晒。走廊种植槽内的植物也可顺着竖向百叶攀附到建筑物的

上部，强化绿化遮阳效果。

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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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体改造   

结合苏州的自然条件和既有现状，设计完全保留了旧厂房95%的主体结构，并通过在外部加设绿化外廊、

加层、内部开挖内庭院等方式使面积6 800m2、高8.4m的单层工业厂房成为总面积为12 673m2的绿色生态创意

空间。在原厂房局部14m高的空间里还设计了供员工休闲、锻炼的健身房和羽毛球场。

建筑外围设计大面积可开启落地玻璃以改善建筑的自然通风条件，运用计算机模拟分析软件，对建筑的自

然通风模型进行研究，制定了最合理的设计方案。采用合理的自然通风措施后，室内自由温度可比非自然通风

条件下降低2 3℃，平均减少室内极端温度时间570h，室内满意小时数增加720h，减少空调开启时间平均约

160h。

设计对原有建筑屋顶的11个天窗也进行了改造，设置了可开启电动天窗，改善了建筑内部的空气流通，同

时保证了设计空间的照明需求。根据办公楼占地面积大、层数少的特点，采用了日光照明系统，通过高效的光

导管和带有紫外线滤除功能的透光罩将日光引入室内，建筑内二层的走道、门厅、大开间办公室、会议室等场

所白天基本不需要额外的人工照明，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照明用电消耗。

2.3 外维护结构与生态遮阳系统   

建筑的外廊上部为铝合金遮阳隔栅，东、西立面增设竖向木饰遮阳板，阳台外围还设置了可移动式条形种

植槽。凌宵、紫藤等植物可以通过柱子和竖向遮阳攀爬至顶部的水平金属隔栅上，形成覆盖型的生态遮阳。到

了冬季，植物的叶子脱落后则会给室内带来充足的阳光。

建筑的外维护采用自保温的墙体材料，主色调为白色，可反射大部分热辐射。外窗采用断热铝合金型材和

中空隔热玻璃，减少了空调负荷。西侧外墙增加的绿色植物也加强了建筑的隔热保温效果。

2.4 雨水回用与太阳能

在进行给排水改造时，根据建筑类型及当地供水状况，充分利用城市自来水压直接提供生活用水，避免再

次增压的投入。同时保留了原厂区内的大部分主要给排水管道，设置雨水回用系统，用于景观植被的灌溉，并

且部分采取喷灌、微灌等节水高效的灌溉方式。雨水回用水采用分质供水：室外绿化浇灌用水采用雨水直接沉

淀、澄清后由变频泵直接供给，对于用水水质较高的水景补水、绿化滴灌用水、洗车用水则另在变频泵后过滤

供给，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达到23％。

建筑生活热水供给全负荷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因苏州属于太阳能资源一般区，所以选用了高效太阳能集

热板产品，设置太阳能预热储热水箱辅助智能即热燃气热水器，利用太阳能产生热水量不低于建筑生活热水消

耗量的50％ 40%（太阳能资源III类地区），满足建筑物内健身淋浴器及餐饮厨房的热水供应需求。

2.5 电气节能系统

通过合理的规划用电负荷，将原有厂房变电所内的变压器、高低压柜等设备全部保留；并且有效规划了线

路走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有的配电电缆。既节省了新设备采购的资金，又使将要废弃的设备得到了重新利

用，避免了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

日光照明系统

对屋面进行简易改造。利用透镜技术，高效的将太阳光引入

内部，进行光线漫射。为室内提供最纯净的自然光照。在无

需其他能源的前提下，以经济便利的方式，给室内带来足够

的照度。

日光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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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装有分项计量远传装置，对建筑内各种耗能环节如空调、照明、办公设备和热水能耗等实现独立按部

门计量，其信号传送至物业管理用房，物业定期记录，通过数据软件化管理做到能耗可测量，避免能耗的浪费。

2.6 暖通空调系统

办公楼中空调能耗约占建筑物全年能耗的50%，节约空调的耗能是本项目设计的重点，为此重点考虑了以

下三个方面：

（1）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进行建筑物降温处理，以延长过渡季节的时间，通过CFD现代模拟仿真技术得到各

主要房间的空气龄较小，通过自然通风使空调使用时间每年缩短350h。

（2）考虑到办公楼内人员长期停留且滞留时间较长，在使用空调期间需设排风及新风系统，因此设置了

全热交换式新风换气机。在进行新风换气的同时能回收室内排风的温、湿度所包含的能量，可节约空调能耗的

10% 15%。此外，为了更进一步节约电能，在办公室内设置了CO2浓度探测器，根据室内的CO2浓度决定新风

机组的运行时间。

（3）根据设计院房间数量较多、人员加班频繁、空调利用率不高的特性，使用了变制冷剂多联空调系

统。系统运行时使用灵活，空调效果明显，节能性好，运行成本低。各办公区域温度可独立控制，综合性能系

数（IPLV）值大于国家规定的一级能效3.55；并且可根据各核算单位进行分别计量，便于能量的考核、管理。

3  室内环境

室内环境的设计在美观与实用的基础上，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体现在前期设计、材料选择及节能措施

等多方面。前期设计时，通过建筑、设备与室内专业的一系列协调准备工作，使设计一步到位，避免了不必要

的返工，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吊顶系统、给排水系统和天花板内部系统等配合调整设计。材料选择上，按照节

电动开启天窗

对原有天窗进行改造，将有机玻璃罩更换为可开启玻璃天窗，在保证设计空间的照明同时，利用空气温度

差形成的拨风效应，加强室内空气的流通，在天窗下部设置仿木百叶，减弱午间的直射太阳光。

西侧遮阳百叶

一楼大厅



    197

作者简介

查金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现任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总建筑师。

蔡  爽，毕业于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现任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创作所所长。

吴树馨，毕业于苏州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学院，现在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设计工作。

能环保的原则，地面采用了环保、可回收的亚麻地材，其由可再生的纯天然材料制成，健康舒适，易于清洁；

在原建筑墙体上采用负离子耐水腻子；所有施工使用的辅材均采用低VCO（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另外，设

计中还将土建施工过程中使用过的废弃木质模板重新加工利用，作为部分房间木地板铺设的基层材料。

4  结语

苏州星海街9号厂房改造采用了切合实际的绿色建筑设计方案，对较为成熟的绿色技术进行了系统集成，

而不是新材料、新技术的简单堆砌。同时在设计过程中，注重各种有效数据的收集、保存、整理，使之成为可

推广、可借鉴、可应用的绿色建筑，实现了一栋旧工业建筑的重生，最大化地节约了社会资源。

相对于老办公楼，新大楼的节能率提高了22％，每年可缩短350h的空调开启时间，每年可节约电费65万元 

（其中照明22万，太阳能3万，空调40万），节约水费4万元。

新老两栋办公楼能耗比较（用电量）

实际使用面积（m2） 用电量（度） 用电量（度/m2/月）

原办公楼 7 000 127 907 18.75

改造后新办公楼 11 000 131 251 11.628

建筑设计部办公室能耗比较（用电量）

使用面积
（m2）

照明与计算机
用电量
（度）

空调用电量
（度）

总用电量
（度）

用电量
（度/m2/月）

原建筑设计部办公室 761 4 510 10 321 14 831 19.49

改造后建筑设计部办公室 900 3 887 5 864 9 571 10.83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成规模的基础建设还将持续30 40年，甚至更长。建筑能耗占全社会终端

能耗总量的30%，建筑用能已经占到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5%以上。在世界能源供给结构转轨的大趋势下，

不考虑建筑节能而建造的房屋终究会被淘汰。作为建筑师我们希望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中实践绿色理念，并通过

自己的智慧与行动，推广建筑节能，创造生态城市，成为绿色生态建筑设计的先行者。

大厅小环境的营造 从大厅看向室内庭院

查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