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

节能环保·第 07卷·第 04 期·2022 年 DOI: https://doi.org/10.26789/jnhb.v7i4.995

Application of Green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in Electri-
cal Design of Civil Buildings
Liang Zhang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experi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iding concept 
in all walks of life, which shows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ll walks of life, we must follow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of gre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n the electrical design of civil buildings, so as to realiz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electrical design and subsequent use of civi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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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体验，在各行各业中都成为了重要的指导理念，这就表明在各行各业的发展过程中，必
须要遵循绿色节能的环保理念，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化发展。为此，论文将探讨绿色节能技术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的应
用，使民用建筑的电气设计以及后续使用实现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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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建筑的电气设计过程中，针对一些大型商用

的建筑在设计的过程中已经有较多的绿色节能技术体现，但

是对于民用建筑而言，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却面临一系列问

题。为了更好地深入应用绿色节能技术，就必须要对民用建

筑的电气设计进行深入的探索，尽可能地给予一些可行性的

帮助和指导，针对民用建筑在电气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妥

善解决。

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与绿色节能技术的现状

2.1 针对民用建筑的电气使用思考
民用建筑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在节能

技术方面的着手点与大型办公和商用建筑的角度不同，很多

公共设施在设计节能系统是通常是通过唤醒的方式来实现

节能环保。例如，通过声控来唤醒灯光，利用红外感应来实

现对水龙头的节能，这些节能技术在民用建筑的电气设计过

程中并不能够使用。民用建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损耗

主要来源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对于热水的使用和一

些常见家用电器的电能损耗。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

其中最为普遍的便是热水循环系统和以空调为主的电器所

造成的能源损耗，民用建筑在能源损耗方面更加具有季节

性。因此，绿色节能技术要重点从热力循环和家用电器的角

度来进行应用 [1]。

2.2 民用建筑的电气使用损耗
中国在建筑节能方面的相关体系构建还相对较为落后，

主要集中在对于大型容量电机的一些节能工程中，对于民用

建筑的节能设计只有 1986 年颁布的相关规则民用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但是这些规定也明确指出，节能工作在电气方面

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而民用建筑在节能设计方面也需要进

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为民用建筑的节能设计提供推动作

用。目前中国已经针对民用建筑，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构建

了一系列的节能环保体系，由于部分内容颁布教版，在目前

的民用建筑过程中，依然普遍存在的部分能源损耗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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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的能源损耗控制问题，在具体

落实的过程中相关的力度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引导和技术

改革，在民用建筑的节能环保技术应用落实过程中，要考虑

到居民的实际需求，更要考虑到节能环保的多个创新角度，

利用先进的技术来避免能源的日常损耗。

3 绿色节能技术应用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的
原则

3.1 适用性
民用建筑的电气系统设计，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首

先要考虑到居民在居住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和需求，因此针对

民用建筑的电气系统设计而言，绝不能破坏居民的居住条

件。一方面电气系统在设计的过程中要考虑到配合整体建筑

所提供的使用功能，另一方面要结合建筑特点来进行设计，

这样便能够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例如，在设置照明问题时，应当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求，在

色差、亮度等用户的实际需求方面应当适应，既要将绿色节

能技术应用于民用建筑的电气设计中，又要考虑到居民在日

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整个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到绿色节能技

术的适用性，尽可能地对电气系统进行优化，要保证用电设

备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在这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使

民用设备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实现节能环保。

3.2 经济性
民用建筑的使用人群大多都是普通的百姓和住户，因

此在建筑节能的设计过程中也不宜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样会

导致住户的经济压力变得巨大。在办公或商用的大型建筑中

可以投入较大的经济资源来实现节能技术的应用，但是民用

建筑的投入为加大群众的经济投入，对于用于居住的普通居

民而言，这样的方案很明显是不合理的。因此，在设计的

过程中要尽量地保证设计方案，能够满足住户的经济效益，

避免让普通住户承担建筑节能设计方面的资金投入。因此，

在设计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选择具有节能效用的设备或

材料，避免中国民用建筑在电器设计的过程中造成浪费；

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缩减电气系统，在安装过程中的管道

和线路浪费，为民用建筑在电气设计过程中的经济效益提供

保障。

3.3 节能性
绿色节能技术的核心便是技术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的节

能性，在应用建筑的电气设计过程中，一定要从多个角度来

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尽可能地是电气系统的最终方案，能

够达到更高的节能性。前文提到由于民用建筑在电气设计过

程中的适用性和经济性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会受到很大的

限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对于节能环保理念的考虑和

应用。此时，我们需要从民用设备的实际需求出发，将一些

节能减耗的设备或线路系统应用在民用建筑中，其中可以从

材料线路优化和使用设备等角度来出发，保证用户在日常居

住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对于能源的损耗。

4 绿色节能技术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的应
用措施

4.1 配电系统和设备的优化
在民用建筑的电气设计过程中融入绿色节能技术，先

要对配电系统和相关的用配电设备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4.1.1 配电线路的优化

民用建筑过程中可以对电气线路进行损耗的降低电流，

在经过电路时，由于电阻的影响会造成一定的损耗，因此在

线路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一些线路设铺设较长或是纵

横交错的地方进行改善。当然线路在优化的过程中，要充分

考虑到线路在传导电流时影响功率损耗的原因，从不同的角

度出发对线路进行优化，尽可能地利用优化的线路来实现较

少的功率损耗降低在电气线路供电过程中的线路损耗。在电

气线路的功率损耗过程中，有相关影响元素的包括线路的电

导率线路的总长和线路截面。

首先，第一个角度要选择电导率较低的导线，目前在

设计过程中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损耗的导线是铜芯导线。

其次，在线路长度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缩短

导线的长度，这样便能够降低电流在较长的线路中运行而导

致的能源损耗，除此之外变压器应当置于线路的中心位置，

这样能够有效缩短各条线路的供电距离，实现直线型的线路

铺设。

最后，一个角度要尽可能地扩大导线的横截面，如果

线路的长度较高时，我们就需要选择截面较大的线路，这样

便能够保证线路在供电的过程中能够减少损耗并且保证供

电时的稳定性。

4.1.2 配电设备的优化

要想使得民用设备的电气系统在电力供应的过程中能

够进一步地减少能源损耗，我们还要从配电设备的角度出

发对系统进行优化。其中，最高效的优化设备就是变压器，

市场上有诸多型号的变压器，很多变压器厂商为了谋取。例

如，打着绿色环保的旗号进行销售，但是本身却不具备这样

的效果，因此在选用变压器时一定要进行深入研究。在选择

变压器时，首先要对变压器的功能进行测试，绿色节能的变

压器在电气系统中进行测试时，损耗量大约占到损耗总值的

25% 以内。当确定所选择的电压器后，便要采取一定的方

式来使得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能够进一步地减少损耗。

变压器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会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负

载超出额定功率；二是负载低于额定功率。前者会使得变压

器的运行效率变低，还会影响用户的日常用电，甚至会减少

变压器的寿命，后者则会有效降低变压器的损耗，但是也会

影响正常的运行效率，为此我们一般会将变压器的负载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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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额定功率的 75% 左右。

除此之外，要考虑到民用建筑居民使用电的实际情况

来考虑变压器的容量。一般而言，较大容量的变压器在实际

使用时应当选用二到三个总容量等于实际容量的需求，而不

选择过多或过少的变压器来实现用电需求。也要考虑到民用

建筑的居民用电存在时间段的供应偏差，针对这一问题应当

对供电负荷进行更加均匀的分配，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能源

损耗控制。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引入 PLC 技术来实现对供电系统

的自动化控制，满足居民用电实际需求的前提下，降低居民

用电，由于电压负载分配不均匀而导致的能源损耗 [2]。

4.2 照明系统的设计与标准
照明系统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项系统，也

是民用建筑中能够有效节约用电的系统。在应用绿色节能理念

对民用建筑进行照明系统的设计时，我们需要从用光效率和节

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来选用合适的光源 [3]。其中，白炽灯的光

效率约在 8~15w；荧光灯的光效率约在 35~50W，且拥有 80%

左右的节能率；高压钠灯的光效率约在 60~117W 之间，节能

率约在 82% 左右；金属氯化物灯的光效率约在 67-~108W 之间，

节能率高达 85% 左右。因此，金属氯化物灯和高压钠灯在光

效率和节能率方面明显效果更好。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选择光透率和光利用率较高的

灯罩来保障其能够更好地实现照明效率。在实际照明的过程

中，我们还可以应用 LED 和太阳能等先进的节能灯比例，

尽可能地是整个民用建筑的照明能够实现节能环保，并合理

地利用声控光控等技术来实现照明系统的节能减耗，在满足

用户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减少照明系统的用电损耗。

4.3 动力系统的优化与选择
民用建筑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会需要用到一定的动力

系统和动力设备，最常见到的动力设备是供暖系统，而动力

系统和动力设备中也会浪费大量的电能，这是民用建筑中可

以进行优化和调整的。

首先，我们在对动力设备进行选择时，尽可能地选择

高效节能的电动机，要考虑到电动机在实际使用时的效果和

功率因素选择 Y 或 Y2 系列的高效电机。这类电机在实际应

用之后能够有效地降低电能损耗，而且还能够提高对于动力

提供的实际效果，在应用该电动机进行电力系统的优化时，

可以实现耗损量减少 25% 左右，效果可以提升 5% 左右。

其次，我们可以采取无功补偿装置，对一些供电较远

的电机或是工作时长较长的电机设置不长极致这样的方式，

能够有效地对供电设备提供一系列的用电补偿，减少供电设

备在实际运营过程中造成的能源损耗。除此之外，一些电机

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属于低负荷运行的设备，此时高压的供

电系统对于设备的运行而言会造成大量的能源损耗，此时我

们可以采用一定的切换装置来实现轻载降压运行，以达到电

能节约的效果。

最后，民用建筑中的制冷系统也应当进行及时的调整，

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求，对制冷系统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要

尽可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提高空调系统的实际效果，缩短空

调制冷系统的管道。

5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过程中运用绿色节能控
制策略

5.1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优化绿色节能控制制度
在开展民用电气设计过程中，需要注重开展建筑节能

管理工作，通过合理运用绿色节能管理制度的方式，有利于

充分了解和掌握民用电气设计相关标准和要求，充分意识到

民用建筑经济设计工作的重要性。在对民用建筑绿色节能实

施过程中，需要注重顶层设计环节，注重推广和应用绿色节

能技术，可以不断提升民用节能建筑整体重视程度，可以更

好的落实相关政策产业，并节约技能技术相关成本，可以很

好的对环境节约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并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一份贡献，从而全面提高资源整体可利用率。

5.2 注重加强到导线的电阻率、截面积
在开展民用建筑电器设计工作时，对于室内的电气设

备的用电来说，应对电流传输期间所产生的损耗进行充分的

考虑。在开展照明布线设计环节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实

际情况做好科学的布局。为了不断提升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水

平，在应用绿色节能技术时，工作人员需要在选择输电材料

过程中，应对较大截面积的导线材料进行科学的选择，具体

原因主要是：面积达可以更好的进行电力传输工作，实际符

合电压以及热稳定等相关需求。降低电力传输期间产生的损

耗，能够有利于实现节能目标。

6 结语

总的来说，在民用建筑的电气设计过程中，要想融入

绿色节能技术，就必须要对民用建筑的电气使用情况进行深

入思考，结合民用建筑的用电情况来进行优化设计。在具

体设计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电器使用过程中的适用性、经济

性和节能性，从配电系统和设备开始进行优化。除此之外，

应当考虑到照明系统动力系统在使用时的能源损耗，有效地

降低民用建筑的电气系统，也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实际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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