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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型复杂项目的绿色建筑实践

——深圳证券交易所项目可持续技术实施简介 
Green Building Approach in Large Complex Project：
Sustainable Technology in SZSE Project
撰文  吴超  洪波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项目着眼于设计、建造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针对大型复杂项目的技术实现，提出了一系列有特

色的绿色和可持续策略，并使绿色设计理念有机贯穿于整个设计及建造过程中。

大型复杂项目  全生命周期  绿色  可持续设计  技术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1 项目概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一座集办公、国际会议中心、展览空间、股票

交易及上市大厅为一体的综合性超高层建筑。建筑高度 245.8m，总

面积 26.7 万 m2，地下 3 层，地上 46 层，其中 7~9 层为抬升裙楼，

采用巨型悬挑钢桁架结构，东西向悬挑达 36m，属于大型复杂超高层

项目（图 1）。 

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项目在设计之初即定位为按照国家绿色建筑

最高标准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和运营。设计团队着眼

于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特点，针对大型复杂项目的技术现实提出了一系

列有特色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策略，使绿色建筑设计贯彻于整个设计

及建造过程中，将落实节能环保理念与实现大型复杂项目的建筑美学、

工程技术的目标整合为统一的方向。  

2 绿色建筑设计 

深交所项目的绿色设计考虑了对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并从提

高使用者的舒适度和便利性为出发点进行探讨和实践。本项目的设计

在土地节约利用、公共交通、建筑环境优化及监控、景观绿化等方面

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为绿色建筑设计在超高层办公建筑中的应用

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2.1 土地节约利用 

本项目在设计之初进行了环境影响分析、评估及项目选址合理性

分析，本项目的建筑体型通过设计一个抬升基座（裙楼）来解放传统

建筑裙楼在地面上占用的大量空间，同时还支撑和创造了另一个空中

的绿化空间，再辅以层次丰富的绿化措施，拉近了市民与建筑的距离，

体现了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和美好的人文关怀。 

2.2 公共交通设计 

本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在充分解决建筑大量人流短时间集散问题的

同时，也有效地利用了对外交通，距主要出入口 500m 范围内，共有 3

个地铁出入口和 3 个公交站点。场内交通实现人车分流，能方便快捷

地进入相应的停车场和到达建筑首层的各个入口。方便的交通鼓励了

大楼工作人员积极采用步行、公交为主的低碳出行方式（图 2）。 

2.3 建筑环境优化 

对建筑进行室内外风环境、声环境、光环境、热环境等的模拟分

析和优化，为使用者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风环境的模拟，是以深圳

市的气象参数为边界条件，选取项目周围主要建筑建立模型进行分析。

在设计时，通过对不同高度平面的风压图的分析，大楼全年建筑南北

向风压差在 6~8Pa 之间，大部分办公区都采用开敞办公间，可利用南

北向风压差，保证了良好的自然通风，有效地减少了空调的使用。 

声环境的模拟以场地噪声实际测量结果为依据进行分析。根据模

拟结果，室外交通主干道侧通过种植高大乔木及绿篱式灌木，起到场

地和心理隔声作用；大楼外围护结构采取中空玻璃、加气混凝土砌块

墙等隔声措施以满足降噪要求；对室内高大空间进行精心的声学设计，

避免声学缺陷，得到合理的混响时间，形成良好的声环境（图 3）。 

光环境的模拟，是以日影分析和日照时数分析为依据，通过合理

的规划布局和建筑间距，减少对周围居住和教育类建筑的影响；通过

图1 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实景图 图2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区域交通图 图3 深南大道侧绿化隔声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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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较“深”的内凹式窗洞和灰色压花玻璃外包梁柱，有效地避免对

周边建筑和周边行人造成光污染；通过抬升裙楼内设采光天井、主要

出入口及塔楼设置中庭等，保证良好的自然采光，满足视觉和心理舒适，

节约能源（图 4）。 

热环境的模拟以深圳日照强度对建筑能耗影响分析为依据，通过

有效的遮阳系统来改善建筑热环境。在设计时，塔楼采用外设梁柱构

造的外遮阳系统结合可控制开启面积的内遮阳帘；抬升裙楼采用内呼

吸的双层幕墙加可调节电动织物卷帘内遮阳；抬升裙楼以下部位则由

抬升裙楼提供外遮阳。在降低建筑能耗的同时，避免了过强的日光对

办公人员视觉和精神上的影响（图 5）。 

2.4 景观绿化设计

本项目的景观绿化设计不仅是为建筑营造良好的视觉环境，更是

提高大楼整体绿色节能的重要环节。设计避免了简单的草地加水景的

做法，而采用了包括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坡地绿化等多种方式的立

体绿化布置。立体绿化既能有效地增加绿化面积，改善屋顶和墙壁的

保温隔热效果，又可以节约土地，体现本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和特色

植物景观，形成富有层次的城市绿化体系。 

首层地面的绿化设计主要包括室外广场的透水性地面和北花园坡地

式园林。广场铺设的带纹理的嵌草石材地面形成的透水性地面既打破了

大面积硬质铺地的单调，又利于雨水下渗地下，不但使地下水位得到一

定程度的恢复，防止海水向陆域的渗透，而且可提高水环境质量改善区

域的总体生态调节能力（图 6）。广场北侧高低起伏的坡地式园林设计，

则是本项目回馈给城市的公共花园，它与北侧冷却塔外墙上设计的垂直

绿化景观墙相呼应，在改善周边环境的同时，也与简洁方正的建筑造型

形成呼应（图 7）。 

抬升裙楼的屋顶景观采用了当代手法结合中式剪纸元素展现建筑

的人文追求。软景植栽选择了包含五大植株种类的乔木、灌木的复层

绿化，形成艺术与功能相融合的景观空间，同时有效地改善了屋顶的

保温隔热效果。与空中花园相呼应，在 11 层、22 层、33 层和 45 层

的塔楼中庭也利用悬吊花柱的形式进行了垂直绿化的布置，共同营造

多元化的立体绿化效果。本项目整体绿化设计的应用，不但可为使用

者提供遮阳、休憩的良好条件，还可以吸引各种动物和鸟类筑巢，改

善建筑周边的生态环境（图 8）。 

2.5 建筑环境监控系统 

建筑环境监控系统包括室内空气质量监控和室外环境监视两个方

面。室外环境的监视主要是为了将相应数据提供给控制中心，然后由

楼宇设备管理系统对室内环境的温度、湿度、CO2、空气质量进行监控

分析，并以自动通风调节等方式保证室内空气质量的良好健康。室内

空气监控系统通过在主要功能房间安装室内污染监控系统，利用传感

器对室内主要位置进行温湿度、CO2、空气污染物浓度等的数据采集和

分析；并同时检测进、排风设备的工作状态与室内空气污染监控系统

关联，实现自动通风调节，保证室内始终处于健康的空气质量水平。

3 节能技术设计 

本项目在暖通空调节能、电梯制动力回收以及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利用等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有效降低了大楼运营使用时的整

体能耗。项目运营取得的成效将使之成为绿色建筑关键技术应用集成

窗口，向社会展示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建筑技术的概念和技术。 

3.1 暖通空调节能技术 

深圳气候温湿度大，空调季节长，因而在暖通空调设计上合

理选择运用绿色节能技术，包括冰蓄冷技术、排风热回收技术、

全空气空调系统全新风运行和可调新风比技术、空调系统分区供

冷技术等。 

冰蓄冷制冷技术是利用城市深夜电力“削峰填谷”，转移电力高

峰负荷，平衡电力供应。既能够减少制冷主机的装机容量和功率，节

省空调设备投入的费用，又可以利用峰谷分时的电价差。 

排风热回收技术则是在大楼进、排风设备中，选用可实现全热交

换的转轮热回收装置，对大楼排风进行冷量回收，预冷新风。全空气

空调系统全新风运行和可调新风比技术则是在大楼各层空调机组设置

图4 营运中心大厅自然采光效果图 图5 大楼外设梁柱构造遮阳实景图

图6 室外透水地面面积统计图 图7 垂直和坡地绿化设计 图8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抬升裙楼屋面绿化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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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变频器，可根据空调冷负荷要求调节送风量，在春秋季可节约近

60％的能耗。 

空调系统分区供冷技术通过对大楼内不同使用要求和不同朝向的

房间，划分不同的空调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提供精确的能源供给，

有效地节约能源。 

3.2 电梯制动力回收技术 

由于本项目是超高层建筑，大楼共设置了 52 部垂直升降电梯来解

决垂直交通运输的问题。设计时电梯采用永磁同步电机和能源反馈装

置，根据电梯工作时向上运送与向下运送的工作量大致相等的特性，

将制动时机械能产生的交流电（再生能源）转化为直流电，并利用一

种电能回馈器将直流电电能回馈至交流电网，供附近其他用电设备使

用，起到节约电能的作用，一般节电率可达 15％~50％（图 9）。 

3.3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利用技术 

本项目中对太阳能的利用包括太阳能热水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两方

面。本项目作为大型公建，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结合方面进行了大

胆的实践。 

项目对太阳能热水的利用主要是在员工用淋浴间、公共卫生间、

厨房等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的区域。设计时由太阳能热水为一次热源，

备用热源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供应，热水箱内置电加热器作为空气源

热泵辅助加热设备。太阳能集热板设置于塔楼屋顶钢架，不占用任何

使用空间。太阳能热水系统年有效吸收的辐射量约 19 万 MJ，占建筑

生活热水全年消耗量的 11.7%，节省了成本。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设置是与建筑一体化同步设计的，分为塔

楼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和抬升裙楼屋面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单晶硅板

的设置充分利用塔楼钢结构区域、屋顶设备机房屋面区域、抬升裙楼

花园东西侧遮阳亭顶、女儿墙外围地面、出屋面楼梯顶等建筑“边角”

区域，既考虑了与建筑形态的和谐统一，也通过日照模拟分析得出合

理的安装位置。光伏系统年发电量约为 96 200kW·h，电能输出供给

大厦本身负载使用，有效节约了运营成本（图 10）。

4 综合效益分析 

深圳证券交易所项目以绿色建筑综合技术为出发点，遵循可持续

发展原则，体现绿色平衡理念，通过科学的整体设计，实现我国绿色

建筑示范工程所倡导的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及环境保护等要求。

同时结合项目自身特色，在“节能减排”、“资源低消耗”、“健康

舒适的建筑环境”三方面提供示范效果。

具体效果预测分析如下：每年节电约 298.219×10 万 kW·h 时，

相当于节能 1 073.52t 标准煤；减少 CO2 排放 2 812t；建筑外墙和内

隔墙 100％采用绿色材料；建筑室内空气品质达标率 100%；过渡季节

实现自然通风，室内外热环境良好；建筑自然采光效果良好，主要功

能空间实现 95% 的室内自然采光。

5 结语

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项目的建成和获得国家级绿色建筑设计三星

的认证，体现了绿色建筑理念与建筑美学及工程技术的完美结合，在

这一过程中，深圳证券交易所作为项目的业主单位也体现了极高的社

会责任感，为在这一美学及技术要求上高标准的项目中完美地实现可

持续建筑技术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项目的绿色

建筑设计过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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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电梯能源反馈装置系统意象图 图10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设置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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