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3

编 委 会
                  

                  

主      编      马金东   付   琳

副 主 编      白新睿   韩   斌

编      委      桑   亮    李   雪   孙国华  邓春蓉



5

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公众是保护大气环境、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的实践
者。以“同呼吸、共责任、齐努力”为导向，公众从自
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共同
营造绿色生活、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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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节水行动”
南水北调 节水优先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于2013年11月正式通水，中

线一期工程于2014年12月正式通水。至此，南水北调东
线、中线一期工程全面实现通水目标，取得重大阶段性
胜利。

南水北调给北方地区提供了水资源的增量，但水资源
的增加不代表水资源的富足。我国北方地区资源性缺水非
常严重。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100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
认的人均水资源量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南水北调工
程通水后，离贫水线依然还有很大的差距。南水北调要通
过水资源的增量，逐步减少地下水超采，将城市长期挤占
的农业和生态用水退还。所以，南水北调之水弥足珍贵，
通水以后，更要加强节约用水。要进一步强化节水意识，
节约利用好每一滴宝贵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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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我们要以推进“蓝天”、“碧水”、“绿地”保护为总目

标，促使全民增强环保意识，自觉行动起来，珍惜资源，保

护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伴随着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

活的追求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同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活

动对环境产生的破坏也日益严重。为保护环境，降低影响，

“绿色生活”概念应运而生。绿色生活是指通过倡导居民使

用绿色产品，倡导民众参与绿色志愿服务，引导民众树立绿

色增长、共建共享的理念，使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

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让人们在充分享受绿色发展所带来

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实现广大人民按自然、环保、节俭、

健康的方式生活。

倡导绿色生活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朝阳区是全国

第一批社区教育示范区，在社区教育理念普及，实践探索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倡导绿色生活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

努力，通过“千课下基层”的形式，为基层免费开设健康生

活、科学饮食、服饰选择与搭配、居室设计与安全、节能环

保、绿色出行等系列课程，普及绿色生活的理念与知识。在

朝阳区教委支持下，朝阳社区学院组织相关的专家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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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2015年7月

共同编写《绿色生活》系列丛书。丛书分为吃、穿、住、行

四个分册，围绕居民日常生活起居入手，向社区居民传播绿

色生活常识和技巧，唤起人们对于低碳环保的重视，从而养

成节约节俭的生活习惯。丛书编写体例上，以“一问一答”

的形式呈现，每个知识点配备相关图片或漫画，形式多样，

增强可读性、实用性，具有便于记忆的特点。从而倡导“让

环保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重现

蓝天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绿色生活理念。为建设绿

色、文明、健康、和谐的新朝阳做贡献！

在本丛书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

朝阳区环保局和朝阳区文明办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也

得到了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的帮助，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由于丛书编写者知识有限，文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

广大读者朋友予以批评指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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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的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提出
的。国内外有关绿色建筑定义的版本很多，含义
相近，但侧重各异。根据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50378和《绿色建筑技术导则》，绿色建
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
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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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所谓绿色建筑的“绿色”，并不是指一般
意义上的立体绿化、屋顶花园，而是指建筑对环境无害，能充分利用
环境自然资源，并且在不破坏环境基本生态平衡条件下建造的一种建
筑，又可称为可持续发展建筑、生态建筑等。绿色建筑追求自然、
建筑和人三者之间和谐统一，其核心内容是尽量减少能源、资源的消
耗，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尽可能采用有利于提高居住品质的新技
术、新材料。绿色建筑的选址、布局十分合理，尽量减少使用人工合
成材料，充分利用阳光、自然通风等资源，节省能源，为居住者创造
一种接近自然的感觉，同时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1. 什么是绿色建筑

延伸阅读：我们对绿色建筑有哪些误区
误区一：绿色建筑只是销售噱头
诚然，我国当下建筑界对于绿色建筑

的认识还并未走向成熟阶段，早期出现在
视野中的多是一些实验性建筑。同时，一
些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利用人们对绿色
建筑概念的混淆不清，随意为自己开发的
建筑戴上“绿色”的头衔，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但是，绿色建筑并非销售的噱头，而是有国家制定的相关标
准。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及《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绿色建筑”等级由低至高分为
1~3个星级。审定项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并颁发证书和标

、

销售的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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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其中，一星级和二星级项目由地方政府审定，三星级则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定。

误区二：“绿色建筑”一定是高成本
绿色建筑近几年才逐步被公众了解和认

识，很多人误以为绿色就代表着先进的技术和
前沿的科技，由此将“绿色”与高价和高成本
画上了等号。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相对于
普通建筑，“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的确较

高，但从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来看，其成本并不一定会比普通建筑
高，甚至还会有所降低。而从综合生态效益、居住舒适度考量，
“绿色建筑”更具高性价比。

误区三：绿色建筑必须和国际接轨
推广绿色建筑不必强调与国际接轨，每个国家、地区在气候、

环境、资源、经济及文化诸方面均有不同。必须紧紧结合这些因
素，因地制宜思考和行动，采取不同的节能标准、节能措施和节能
技术，因此“因地制宜”的原则尤为重要，不必强求统一。

误区四：绿色建筑一定是新建筑
提倡绿色建筑并不是只建设新建筑物，还涵盖了对于老建筑

和已有建筑的绿色改造，使原本的建筑通过相应的节能环保措施达
到“绿色”的相关指标，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
的。例如就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等生活要素来说，在现有住宅
建筑物的节能改造中，可以从购买水卡、电卡，插卡取用能源，对
供暖计量实施改造等方面开始执行。

误区五：绿色建筑一定要高新尖技术
有人认为，做绿色建筑必须引进高新技

术和产品，才能做到更节能。其实，绿色建
筑的本质是建筑适应气候、建筑适应功能。
高技术只是实现绿色建筑目标的手段之一，不是唯一途径。它利用
一些节能技术或者设备，但不是高新尖技术的实验室，最终目标是
用最简单的方式、最小的环境代价，建造最适宜的生活环境。

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采用传统技术策略或适宜技术策略（如
采用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及被动式的保温、隔热和缓冲层设计措施
等），完全可以实现与高新技术策略相同的效果。例如，对于住宅

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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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节能而言，不是只有安装可调节遮阳装置才能实现的。多数情
况下，也可以通过安装固定遮阳装置（如南向）达到相同的节能效
果。此外，很多时候通过控制建筑的窗墙比、合理设计保温遮阳措
施等，完全可以达到比全玻璃幕墙条件下采用双层玻璃幕墙更节能
的效果。

绿 化 屋 顶 不 仅 美 观 ， 而 且 有 许 多 实 用
之处。

传统沥青屋顶不利于散热保温，夏日屋
顶最高温度能超过65OC，加剧城市的热岛效
应。如果在城市建筑屋顶种上绿色植物，土壤
和植被能有效吸收阳光热量，植物叶面蒸发还

能降低周边气温，并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据
统计，绿色屋顶夏日白天温度比传统屋顶低30%。到了冬天，绿色植
被则起到隔离作用，有助于保持室内热量。这种冬暖夏凉的“绿色空
调”能使建筑物的冷暖气开销减少一半。

绿色屋顶的另一个好处是利于排水。当
雨水落在传统屋顶上，它会从建筑物的屋檐
直接流入下水道，毫无被吸收、过滤。绿色
屋顶则能有效吸收水分，对雨水加以过滤。
流过绿色屋顶的雨水减速后，被部分吸收，
从而分担了下水道的排水负荷，延长了城市
排水系统的寿命。经过绿色屋顶过滤的降雨
变得更干净，重返河流、湖泊和水库，减少污染。

绿色屋顶还能遮挡紫外线辐射，缓解骤冷骤热和积水损坏屋顶的
状况，从而延长屋顶寿命。尽管花费不低，但从长远看来，屋顶绿化
对业主个人和整个城市来说都很省钱。

更重要的是，绿色屋顶还能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生态岛屿，为
各种鸟类和昆虫提供栖息之所，如挽救正在大量消失的蜜蜂种群。

对于毗邻高速公路、机场和重型机械工厂的居民楼，绿色屋顶的
植被还能有效隔音。居民睁开眼睛就能享受绿色景观，闭上眼睛还能

2. 如何让屋顶成为绿色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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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仿佛密林中的静谧。
要让屋顶成为绿色花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勘察荷载。改造成种植屋面时，荷载必须在屋面结构承载力
允许的范围内。

（2）闭水试验。摸清防水现状，建好阻根防水层，采用二道或二
道以上防水层设防，最上道防水层必须采用耐根穿刺防水材料。

（3）排蓄水系统与养护管理。屋面排水系统确保通畅，挡墙排
水孔、水落口、天沟和檐沟不得堵塞，否则不仅自家遭殃还要殃及邻
居，影响邻里关系。

（4）植物选择。屋顶绿化的土层相对
要薄，因此最好选择须根较多、水平根系发
达的植物，以适应土层浅薄的要求，如观赏
草、地被植物、灌木等，尽量减少使用高大
的、有主根的乔木。土层厚度要控制在最低
限度，一般地被植物栽培土深16厘米左右；
灌木深40厘米至50厘米；乔木深75厘米至80
厘米。同时，考虑到屋顶的负荷量有限，若
要使用重量较大的乔木，种植位置应设计在
承重柱和主墙所在的位置，而不要种在屋面

板上。
（5）风力。与地面相比，屋顶花园往往垂直海拔较高，所以风力

大，特别是高层楼顶风力很大，所种植物应具有枝叶低矮或固着性好
的特点。加上屋顶种植土多采用轻质材料，所以高大乔木在屋顶的抗
风能力明显弱于在地面上，因此要采取加固措施以利于植物的正常生
长，且树冠不宜过大，树体应较矮。

（6）水分。屋顶种植层不存在植物通过毛细现象来利用土壤深层
水的问题，全靠短暂的人工灌溉及自然降水，
因此植物必须耐干旱。为了较长久地维持种植
层中的含水量，屋顶绿化经常使用保水性能好
的栽培基质。在这样的环境下，常造成浇水后
或大雨后的一段时间内土壤湿度较大，因而植
物要选择耐短期积水的品种。

（7）温度和光照。夏季屋顶因没有物体为
其遮挡阳光，加之环境相对干燥而造成炎热；
冬季，因无物体为其遮挡和抵御寒风而导致了更加寒冷的小环境，所
以植物应选择既耐热又耐寒，适应性较强的品种。此外，屋顶的光照
时间长、强度大，应选择喜光的植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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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阅读：古民居中的生态智慧

中国古人在建筑上历来讲求“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
节”。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常把“地”理解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
的统一，或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那么，我国民居中都有哪些
典型的生态建筑？

陕西窑洞
黄土窑洞是生态建筑的典范，材料不

需要焙烧，耗能少；耗煤只有砖混结构的
17%。它虽然是古代穴居的一种发展类型，
但取之自然，融于自然，是最符合现代建筑
原则的建筑类型之一，对本地、本土资源的
利用，适应气候，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彝族民居
具有生态建筑特色的云南红河州一带

的彝族民居被称为“土掌房”，层层叠叠建
于山谷山巅之上，民居墙体为夯实土坯，四
角木柱，屋顶木棂上夯土层。就地取材所形
成的居住空间，夏季凉爽。

广州骑楼
岭南地区建筑风格多样，是典型的地域

乡土民居。其中，广州骑楼最具代表性。它
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根据岭南地区湿热多
雨的气候而建，民居一般为小天井大进深、
布局紧凑的平面形式，其特点为隔热、遮
阳、通风散热，比现代建筑节能30%。

傣族竹楼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地区属于热带

气候，常年无雪，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达
21OC，干栏式民居是顺应这种气候特征而
形成的。底层架起，防止虫兽和洪水灾害，
同时增强通风效果。民居多用竹木为原料，

冬暖夏凉，是有效利用自然的杰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