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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好数智建筑节能减排路如何走好数智建筑节能减排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一座可感知、有温度、会思
考的建筑是什么样的？

刷脸进门、进电梯，室内温
度和照明能实时调节，电器运
行和能耗情况后台一屏就可获
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建
筑楼宇和园区装上了“智慧大
脑”，给其使用者和管理者带来
了不少便利。

在“双碳”目标下，如何让
科技、建筑、低碳三者有机结
合，正成为业内新课题。

从互联网人到“新建筑人”

2月末的上海，天气还有些
阴冷，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
气氛热烈，一场以楼宇科技为
话题的大会火热召开，不少业
内大咖齐聚在此，为楼宇建筑
智慧低碳转型发展建言献策。

孟涛本是一位互联网人，
但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大会上见
到孟涛时，他的身份变成了美
的楼宇研究院的院长。

刚进入建筑行业时，孟涛
就感受到了行业特性的差异。

“互联网人和建筑人的思维方
式截然不同。”孟涛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建筑人强调法规、
交付等词汇，但互联网人更注
重体验和迭代。”

几年工作下来，建筑行业
发生的变化，孟涛看在眼里：

“模式变了。”
他具体解释称：“地产行业

和建筑行业从以前靠融资拿地
的模式，逐步向重视服务和运
营转变。我想，促使这种转变
的关键，就是科技和数据。”

模式的变化，首先带来了
人才结构的改变。如今，在建
筑业，像孟涛这样的“新建筑
人”数不胜数，大多都是具有大
数据、算法工程、人工智能等专
业知识背景的人才，他们的工
作渗透到了建筑规划设计、建
造施工、服务运维等环节。

除了人才结构的变化，还
有生产方式的转变。数据变成
了钢筋水泥之外建筑组建的新
要素。数字化的咨询、设计、采
购、建设与运营，正在唤醒越来
越多“沉睡的楼宇”。

“数字化是手段，并非目
的。我们要明确的是，新技术到
底要改变什么。”孟涛说，“归根
结底，要么降本增效，要么安全
舒适，要么低碳环保或者提高
投资回报率，根本是要利用数
字手段创造更多的用户价值。”

智慧建筑管“生”也要管“养”

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

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
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智慧建筑
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建
筑开始和科技“联姻”。但从实
际情况看，从单一的智能化系统
跃升成为智慧建筑绝非易事。

记者了解到，一个单体建
筑包含电气、暖通、安防、能源
等系统，想要完成设备、空间同
时向智能化转型，涉及建筑类
型、工程建设、智能硬件、软件
系统、用户需求等变量。在落
地过程中，仅调试周期或可长
达半年，调试后未达效果的案
例也比比皆是。

对于智慧建筑赛道的复杂
性，孟涛深有感触：“多年实践
下来，我们也总结出了智慧建
筑在落地过程中的几大痛点。”

他具体表示，首先缺少顶
层规划，建设目标不清晰。工
厂、园区、酒店、医院等不同主
体需求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规划设计阶段就应该将需求前
置，尽可能站在客户角度，创造
客户价值。

孟涛还提到，在项目落地
过程中，业务融合也带来了新
的管理挑战。智慧建筑缺乏能
够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行之有
效的项目管理体系。“数据标准
不统一、工作流程标准缺失等，
是很多智慧建筑项目的常态，

项目整体管理的效率仍需大幅
提升。”他说。

此外，业内的共识是，智慧
建筑建设周期长、环节多，系统
之间彼此独立，无法实现真正
的互联互通和数据资源共享。
这极大降低了智慧建筑的建设
效率、影响了投入使用后的用
户体验。

更重要的是，传统建筑专
业人才对智慧建筑平台和应用
缺乏基本的了解与专业知识储
备；反之也类似，平台及应用软
件开发人员对传统建筑行业的
基本建设程序和特点理解也比
较浅显，双方团队如何高效协
同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式之一，就是构建一套科学合
理、可落地的智慧建筑建设系
统方法论。”孟涛提醒，“不是把
项目交付了、款项收到了，就大
功告成了。智慧建筑人要有一
个态度，那就是建筑是可‘生
长’的，管‘生’也要管‘养’。”

开发全新智能化系统

建筑业是碳排放大户，节
能减排任务艰巨。在以往的观
念里，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会助
力建筑减少碳排放。那么，智
慧建筑是否真的更节能？

“我们调查发现，无论是在

国外还是国内，许多应用智能
化的建筑能耗反而更高。”在上
述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江亿提
到，通过冷热抵消的方式维持
室内恒温，传感器故障导致自
动转为高能耗方式运行，为满
足极端的设定要求全系统进入
极端状态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建
筑能耗变得更高。

江亿以两个研究数据举例
称：“空调启动时，参照预设温度
或是初始温度，能耗会相差
20%；空调控制是全自动开还是
非全自动开，能耗能差30%。”

“真正的智能化应能够判
断上述问题，确保给定的系统
条件下能耗不低于人工运行水
平。”在江亿看来，可根据动态
碳排放责任因子“碳”的变化灵
活用电，以此达到节能的目
的。比如，冰蓄冷、水蓄冷系
统需要根据负荷预测制冰或
蓄冷量，还要预测碳的可能变
化，低碳时蓄冷、高碳时放冷，
替代冷机。这就需要通过人工
智能的方式学习碳的变化规
律，根据一天内碳的变化提前
进行优化。

江亿认为，建筑智能化要
以人为中心，不仅要满足国家
和社会对绿色低碳的需求，还
要满足建筑使用者对空间舒适
性的需求，也要满足运行管理
者对便捷和高效运维的需求。
因此，开发全新的建筑智能化
系统势在必行。

“新系统能实现智能感知，
不仅要感知运行数据，更要感
知建筑和机电系统本身；要实
现分布计算，充分利用好末端
芯片的计算能力，实现前端计
算、计算前移；要利用大数据，
通过汇集各个建筑的运行数
据，提取经验，动态反馈到各个
建筑中，协助指导运行；要建立
与运行管理者和使用者的新的
交流方式。”江亿建议。

全国工商全国工商联联环境商会环境商会：：
合理合理规划危废处置能力规划危废处置能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2021年，全国危险废物集
中利用处置能力超1.6亿吨/年，
较2012年增长了4倍。”近日，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有关负责
人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相比于水泥窑协同处
理等协同资源化手段，专业的
危废处理设施可处理危废种类
更多，运营也更专业、更安全。

据了解，工业危险废弃物
对于生态环境影响很大，其处

理处置过程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然而，目前危险废弃物处
置行业的发展正受到水泥行业
无序发展的干扰。

记者注意到，根据新版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
物共包含46大类467种，而水
泥窑协同仅适合约15大类危
险废物的处理处置。

“由于水泥窑协同处置的
局限性，一些容易处理的常规
废物被水泥窑低价获取，而高
腐蚀性、难处理的废弃物全部

由专业危险废物处置厂来承
担，导致危废处置企业无法合
理调配焚烧来料。”上述负责
人提到，一些企业被迫接纳远
超其设计负荷的腐蚀性废物，
不仅造成焚烧废物菜单中含
硫氯极高，而且带来环境风
险。此外，由于水泥窑协同处
置会受到水泥行业波动、季节
的影响，与环境公共服务持
续、稳定运营的需求不匹配。

为保障危险废弃物处置行
业的健康发展，该负责人建议，

行业主管部门应在行业发展规
划上明确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定
位，强调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
要以集中焚烧处置为主，以协
同资源化处置为辅，同时加强
行业调研和项目布局规划。同
时，地方政府要加强行业调研，
合理规划危废处置能力建设，
在危废处置能力缺口较大、废
物类别较为合适水泥窑协同处
置技术，且具备水泥窑处置设
施的地区，规划配置一定的水
泥窑协同处置能力。

浙江湖州：
废矿坑变身产业园

近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舞阳街道下柏村的绿色建筑工业化

产业园内，工人在地铁管片、梁板生

产基地忙碌。该产业园利用废弃矿

山建设而成，主要生产装配式交通市

政预制构件、地铁管片、地下管廊预

制构件等新型材料，实现废弃矿山变

废为宝。

中新社发 谢尚国摄 领取记者证公示
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中

国城市报》社已对申领记者证
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
将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
行公示。

公示名单：杜英姿、曾华
锋、常亮、郭文治、何玲、刘蕾、
孟航、叶中华、张阿嫱、王楠、郑
新钰、全亚军、刘天瑞、李彤彤、
康克佳、杜汶昊、张亚欣、李竟
闻、张瑶、郭禹辰、李静雯、越
玥、余秋池、乔妙妙、李昔诺、刁
静严、邢灿、胡安华、巩静、孙雪
霏、李翔

公示时间：2023年3月6日
如对以上人员有异议，可

直接向《中国城市报》社举报，
电话：010-65367114。

《中国城市报》社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