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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配式被动房
      ——建筑发展新趋势

导读：装配式建筑是指建筑的部分或全部构件在工厂预制完成，然后运输到施工现场，
将构件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组装而建成的建筑。我国目前已出台混凝土、钢结构和木
结构三种装配式建筑标准。被动房一般理解为按照德国 PHI(《德国被动房标准》) 技
术体系建造的低能耗建筑，指通过提高建筑保温隔热性能和气密性，采用自然通风、
自然采光、太阳能辐射和室内非供暖热源得热等各种被动式技术手段，实现舒适的室
内环境并将供暖和制冷需求降到最低的建筑物。装配式被动房，将上述两者的技术优
势相结合，实现了有机统一。

1. 背景介绍
国际经验表明，装配式被动房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相加，远少于普通建筑总成本。

目前我国的装配式被动房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专业化分工尚未形成，先期成本较
高，空间式被动房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发布单位 时间 文件名称

国务院

2016 年 2 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9 月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2017 年 1 月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2017 年 2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2017 年 9 月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住建部

2016 年 12 月 《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

2016 年 12 月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 

2017 年 1 月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2017 年 3 月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7 年 3 月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体系和工程案例汇编》

2017 年 3 月 《“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

2017 年 8 月 《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十三五”专项规划》

2017 年 9 月 《2017 年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编制工作计划》

2017 年 11 月 《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报告（2017）》

已定稿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征求意见中 《关于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

近两年国务院和住建部有关装配式和被动式建筑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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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决方案
被动房一般理解为按照德国 PHI 技术体系建造的低能耗建筑，即通过提高建筑保温

隔热性能和气密性，采用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太阳能辐射和室内非供暖热源得热等各种
被动式技术手段，实现舒适的室内环境并将供暖和制冷需求降到最低的建筑物。在我国
已有相当多的被动房建设实践，并证实在气候环境相近地区，被动房式建筑设计及建设
标准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住建部也已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制
中国的被动式房屋技术文件。

装配式和被动式是绿色建筑的两个主要方面和两大主要特征，也是未来建筑的两大
方向。国内外多年的实践证明二者的一体化将是发展趋势。从生产模式看，装配式建筑
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技术创新看，被动式房屋技术可以提高建筑能效。要实现高标
准的绿色建筑，装配式和被动式必然会结合起来。

案例一：
作为典型的被动房，尼伯格别墅实现了极好的建筑隔热，能量主要由已经存在的能

源提供，即主要由人体热量和家用设备产生。圆形的建筑外轮廓实现消除冷桥，并减少
围墙面积，降低热量耗损。能耗损模拟表明，这套房子每年用于加热的能量消耗仅为
25kWh/ ㎡。在这种被动房中，气密性是减少热量损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尼伯格别墅
在进行气密性测试时，创下了瑞典的新纪录——50Pa 气压下达到 0.038l/s·㎡。而瑞典
的被动房气密性标准是 0.3，之前的纪录是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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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利用对可再生能源的储电或储热技术，除了解决住宅的取暖

和制冷能量消耗外，可以为热水、照明和做饭供能，推进住房向全
面零能耗和碳中性方向发展。欧洲有些国家的建筑能耗已经占
全部能耗的 40% 左右，如能实现零能耗和碳中性，对欧洲的整体
能源转换、尽快放弃化石能源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
义。

案例三：
山东建筑大学教学实验综合楼工程是国内首个钢结构装配

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室内温度一年四季可保持在 18℃-24℃，
能耗仅为普通节能建筑的 1/10-1/4，建筑节能率约为 92%。该
综合楼被列为山东省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试点示范项目。
这一建筑在被动房的基础上又创新加入了“钢结构 + 装配式”。
一方面，“钢结构”本身具有自重轻、强度高、施工快捷、管线布置
方便、施工环境污染少的优点。另一方面，“装配式”施工又保证
了构件质量，施工操作方便快捷，建筑施工企业可缩短施工工期，
并有效减少了周转料具、人工、材料成本的支出。

案例四：
项目总建筑面积 420m²，由 12 个 3m×6m×3m 的标准空

间模块和独立连廊组合成四合院，具有健康、低碳、多用途、有文
化特色等 8 大特点。设计研发目标为：从材料构件加工、构件组
装到现场组装空间模块，全面实现工厂化制造、机械化装配的工
业化建造方式。预制构件和空间模块在位于南京的工厂生产组
装完成，在施工现场进行空间模块间拼装，过程简易快捷。

从典型的装配式被动房案例可以看出，在节约能源、减少资
源浪费、减少排放、降低成本等各方面装配式被动房优势明显、潜
力巨大，具有非常可观的前景。

3. 成效
装配式被动房在材料、技术、工艺等方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

熟，并在全球快速普及，已成为新一代建筑发展的趋势。
早在两年前，德国等国家已经实现了新建建筑全部为装配

式被动房，欧盟 27 个成员国也将在 2020 年全部采用这一技术。
在国内，装配式与被动式建筑已从两年前的示范引导，逐步走向

 德国被动房 3.0

山东建筑大学综合实验楼项目
-我国首个钢结构装配式被动房

东南大学“梦想居”未来屋示范
项目 -新一代装配式被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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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推广普及阶段，一大批与之相配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装备不断涌现，促进建筑设计、施工、建材、设备行业的全面
升级换代。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目前我国的装配
式被动房发展已经在技术水平上实现了与国际同步。

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建筑商和建材企业正积极投入到装配式
被动房的建设推进中，希望能赢得下一个十年的市场机会。以万
科、远大、中建等为代表的优势企业早已布局装配式和被动式建
设行列，更多企业也正在纷纷涌入。

4. 结论与启示
装配式被动房作为下一代建筑，有着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第一，装配式建筑的生产和安装分离带来更精细的行业分工，意
味着整体经济增加值的最大化。第二，提前预制和更短的建筑工
期带来较快的资本周转速度，在当前货币趋紧的大环境下，利于
建筑施工企业和开发商的生存发展。第三，装配式建筑的劳动组
织方式，将农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需求，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
当下，体现出巨大的优势。第四，装配式被动房在生产环节和后
期使用环节都大大降低了污染和能耗，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对于国内建筑龙头企业来说，应当发挥整合资源的优势，以
工程总承包模式实现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加快配套产业链建
设，逐步以点带面协同推进装配式与被动式产业化。具体分解，
一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也就是工厂预
制，现场装配，进一步提高构件集成水平，出台研发、设计、生产
和安装标准。二是普及和推广新一代被动房，因地制宜，逐步提
高节能标准，尽快接近、达到甚至超过 90% 以上的国际节能标准。
中国新兴集团正在按照上述路径，集成“钢结构”+“混凝土”+“装
配式”+“被动房”的相关技术和产业资源，参与行业标准和技术
规范制定。并力争在 3 年内，建成覆盖国内主要城市群的综合性
装配式被动房产业基地。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发展被动式房屋等绿色节能建筑，提
升建筑质量和品质，是建筑业在新时代的使命。多地政府已出台
配套的政策，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和低功耗绿色建筑，高效节能
的装配式被动房势必借政策的东风实现快速发展。

 德国被动房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