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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题旨在研究能源循环以及利用模式，进而分析出五
里界地区适用的能源模型。   

• 通过对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资源等几类新能源的特点，及
其所需条件和限制因素的分析，结合五里界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现状
条件，总结出五里界地区适用的新能源类型与利用形式。

• 通过城市结构及交通组织的分析，提出能源节约的空间规划战略；对一些重
点领域进行研究后，总结出五里界地区适用的能源节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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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大利亚哈利法克斯案例分析

澳大利亚哈利法克斯

占地 2.4公顷

户数 350-400户

类型 以住宅为主，同时配有商业和社区服务设施

层数 2-5层。

材料
取用乡村地区需要回复的退化或受到侵蚀的土地，制成400毫米厚的夯实土墙，发

展了夯土建筑技术。墙体设计成可使用数百年，并起到储热、吸声隔声的作用。

能源节约

屋顶花园上有一千多个太阳能收集器，可供热水、取暖、制冷或给蓄电池充电。收
集雨水并输送到地下水池，与过滤的污水而得到的中水混合，可灌溉屋顶花园、维
护生产性景观植被。在区内设置堆肥厕所使富含有机质的污水不全部流入下水道，
可谓区内植被提供肥料，同时还可制造沼气。

开发模式
社区驱动，即一种社区自助型开发方式。开发由社区控制，社区的规划、设计、建
设、管理和维护全过程都有社区居民参与。

管理机构

通过邀请个人和作为重要组织的代表加入而组建管理组。管理组协调组建土地信托
公司、生态开发公司和社区委员会3个组织。土地信托公司或土地银行购买土地、

控制财政；生态开发公司是社区基本的开发实体，取代传统的开发商；社区委员会
代表区内的租户、拥有者和使用者，处理社区内部冲突及需求，利于居民参与设计、
维护和管理。

居民参与

成立“赤脚建筑师计划”队伍，每一个可能成为本项目的居民都可以参与其中。一
系列赤脚建筑师计划评议会、设计讨论会传递有关计划、开发及设计方方面面的信
息，每一居民都可参与计划最后的详细设计，同时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学到城市生
态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应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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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伦敦贝丁顿村案例分析

英国伦敦贝丁顿村

占地 1.65公顷

户数 82套公寓和2500平方米的办公和商住面积

住宅模式 零采暖

保温技术

建筑形体紧凑，以减少总散热面积。建筑屋面、外墙和楼板都采用300毫米厚的
发泡聚乙烯或厚矿棉，减少表面热损失。窗户选用内充氩气的3层玻璃窗，窗框

采用木材以减少热传导。建筑门窗的气密性设计和混凝土结构，都保证了建筑的
保温性能。

热量获取技
术

退台的建筑形体减少了互相遮挡，已获得最多的太阳热能。每户面南的玻璃温室
在冬季可吸收大量太阳辐射热量，在夏天可将其打开变成开敞阳台，组织建筑散
热。充分利用建筑内部灯具等各种设施、人体及其活动和生活用热水产生的热量。

能源提供

整个小区的生活用电和热水的供应由一台130千瓦的高效燃木锅炉来提供。木材

的来源包括周边地区的木材废料和临近的速生林。交通工具的能源需求由太阳能
电力来满足。

建筑材料获
取

该项目制定了建造材料“当地获取”的政策，减少交通运输，使用大量回收或是
再生的建筑材料。项目完成时，起52%的建筑材料在场地56.3千米范围内获得，
15%的建筑材料为回收或再生的。95%的结构用钢材是再生钢材。

水资源节约
利用

项目采用了多种节水器具，并具有独立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和雨水收集系统。小
区内将近五分之一的日用水量可由雨水和回收水获得。生活废水在小区内的生物
污水处理系统净化处理后，可用于冲厕所和浇灌花草。停车场用带孔地砖铺砌，
增加渗透，减少径流。

交通策略

小区内生活工作混合模式，减少了交通需求。小区内拥有良好的公交网络，并且
限制机动车停车场。实行步行者优先政策，提供步行路，设置良好照明系统，童
车和轮椅的停靠路线，道路的形状使得车速被迫降低到步行速度。实现汽车共享，
降低私家车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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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瑞典马尔默案例分析

瑞典马尔默

户数 27套

占地 0.17公顷

密度 158户/公顷，开发完成后约为72户/公顷

公共交通
行人与自行车有优先权，住户的300米内有公交车车站，大约7分钟一辆车，将整个城区

的主要路段相连接。

停车场
没有地下停车场，居民的汽车停车位置在居民住在区外指定的停车区域或是在Bo01其他
位置的地下停车场。停车场设计为每户有0.7米宽的使用大小。

建筑类型 公寓
建筑高度 3-6层

废弃物处
理

厨房、水槽具有废弃食品处理器和集中真空废物斜道水槽系统。在废弃食品处理器中，
有机废弃物运到地面用分开的管道处置运到地下集合槽中。污物从管道带向地下集合槽
中然后与其他有机废水带入沼气植物中。通过对氧的吸收，有机物转化为沼气用于产出
热能、电能和燃料。

水资源循
环利用

中心的庭院被分为几个显著部分，包括未经耕作的实地芦苇叶草风景区，这些都是有可
循环雨水通过人工河流与池塘浇灌的。收集雨水重新循环用来浇灌花园；所有表面的第
二轮用水直接排放到周围的沟槽，然后带到中心贮水池再度清洗。清水直接排入海洋。
在地下室和附属建筑物的入口具有单独的废水处理室。

 能源节约

房屋上部的大部分地区装有光电版，为建筑物提供热能和制冷。太阳能可以制造出超过
房屋所需能源的一倍。过量的能源卖回瑞典电厂然后通过小区加热返回。建筑物所有玻
璃都是三层玻璃达到绝缘的目的。而最外边的一层则含有透明的氩气。通过空气在氩气
层中的流动，使整个室内变得暖和智慧墙穿越建筑物到每个单元，支持所有的能源和数
据同步传输电缆，并且使用户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检测用户所使用的能源。居民可以检
测到安全，传输和能量消耗，并且能够在远距离调节恒温器



能源专题   五里界生态城市能源模式分
析

1.零能耗与低能耗城市能源系统模式总结

（1）模式一

模式一的能源利用是以建筑为中心单元，综合运用各类技术，通过建筑节能和
建筑内部的物质循环来达到节能目的。与此同时，以小区为单位，也有用于节
能的基础设施作为辅助。这种模式以伦敦贝丁顿为代表。

模式一能源利用效率较高，输送浪费少。从居住角度考虑，生活居住舒适感更
强，同时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开发商的利益导向。 

但这种模式的技术至今还并不成熟，实现成本较高。



1.零能耗与低能耗城市能源系统模式总结

（2）模式二

模式二通过城市层面的循环使得能量流动互补，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在这个
循环中，热电联产厂、供热厂、资源再生中心、污水处理/沼气池等都是关键节
点。他们分布在城市中不同位置，是一种空间分布分散的能源循环模式。这种
模式以哈默比为代表。

模式二方法较为成熟、实用，而且成本较低，对周边环境依赖性不高。但由于
集约性不强，因此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能源专题   五里界生态城市能源模式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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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零能耗与低能耗城市能源系统模式总结

（3）模式三

模式三与模式二都是在城市尺度进行能源管理，但不同的是，此模式以资源管
理中心为中心，在空间上为集中式循环，以唐山曹妃甸规划为代表。资源管理
中心为城市能源循环的核心，对不同种类废弃物进行综合治理和再利用，维持
可持续循环。

模式三较为新颖，同时集约性强，能源可达到综合利用。但资源管理中心对场
地条件有较高要求。



能源专题   五里界生态城市能源模式分析 2.五里界地区能源系统模式分析

通过对评价表的总结，结合对于生态城市三种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适用于五里界
生态新城的能源模式。

在建筑层面，强调建筑墙体的高比热容的特性，以及对于雨水的回收利用。在城市
层面，电力通过周边调度，可以利用水电。周边农地的废弃作物可以用作沼气生产
以及部分供暖的材料，其余的供暖可以有地热满足。另一方面，垃圾和污水各有一
个处理中心，处理后将有用的材料做成再生制品，废物则可以通过农田系统作为肥
料消化。在整个循环中，只需要使用外部的水力发电，以及部分使用天然气来补充
沼气的缺口，其他能源均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能源专题 五里界生态城市新能源利用战略 1.新能源的发展现状

（1）太阳能

太阳能的转换和利用方式有光热转换、
光电转换和光化学转换。接收或聚集太
阳能使之转换为热能，然后用于生产和
生活的一些方面。太阳热水系统是目前
民用太阳能热利用的主要形式。太阳能
产生的热能可以广泛的应用于采暖、制
冷、干燥、蒸馏、温室、烹饪以及工农
业生产等各个领域，并可进行太阳能热
发电。

（2）风能

风能是太阳辐射造成地球各部分受热不
均匀，引起各地温差和气压不同，导致
空气运动而产生的能量。利用风力机可
将风能转换成电能、机械能和热能等。
风能利用的主要形式有风力发电、风力
提水、风力致热以及风帆助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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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能

1980年联合国召开的第2次国际小水电
会议，确定了以下3种小型水电容量范
围： 小型水电站，1000-12000kw； 

小小型水电站，100-1000kw；微型水
电站，100kw以下。我国农村中村级以
下办的小水电，多数属于容量为100Kw

左右的微型水电站。

（4）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是蕴藏在生物质中的能量，是
绿色植物通过叶绿体将太阳能转化为化
学能而贮存在生物质内部的能量。
生物质的生物化学转换，包括有生物质
—沼气转换和生物质—乙醇转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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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辐射

武汉位居我国中原腹地，北有秦岭山脉
为屏，属夏热冬冷的亚热带大陆季风气
候。但气温偏高不意味着太阳辐射总量
高，武汉市地处我国年太阳辐射总量的
贫乏区，年总量不足1200kw*h/m2或
5000兆焦耳/m2，并不利于大规模太
阳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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