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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要保挣陕速平稳的GDP增长，将面临巨大的资源约
束瓶颈和环境恶化压力。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中国的未来之路。在建筑领域，传
统建筑方式依然存在着高能耗、高污染的弊端。因此，发展绿色建筑刻不容缓，绿色建筑也是建筑领
域内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在中央所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的形势下，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作
为大型公益性建筑，自然要树立节能减排的新典范。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自2005年开始进入筹划阶段
，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听取了各方专家的意见后，明确指
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基于上海市的地域特点，在兼顾建筑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将新馆建设
成为上海标志性的绿色建筑之一！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工程建设得到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获
得科委2007年度科技攻关资助，科研课题题目为《自然博物馆生态节能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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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绿色博物馆建筑的探索: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节能技术研究为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建筑领
域的生态节能技术，以具体的研究与实践。发展节能与绿色建筑，探索解决建设行业高投入、搞消耗
、低效益的根本途径。《绿色博物馆建筑的探索: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节能技术研究为例》通过系统研
究国内外最新绿色建筑的理论、案例，得出切合上海自然博物馆项目适宜的技术措施。同时为长江三
角洲地区同类型的建筑的建设提供了示范性的参考样板，以减少同类建设的研究成本，节约社会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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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浪潮，国际上绿色建筑市场异常火热。而我国的绿色建筑也开始起步
，一方面是国家宏观政策推行节能减排的结果，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绿色GDP理念认识的提高也促进
了绿色建筑的落实。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在建设之初，绿色建筑即为其目标之一。本章的主要内容就
是研究国内外绿色建筑的发展和现状，特别是上海地区的绿色建筑技术和管理情况。为接下来的深入
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同时明确课题研究目的。　　一、绿色建筑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1.绿
色建筑的基本定义　　自上世纪后期，随着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人口膨胀和自然资源衰竭等国际问
题的产生，各国得出的共识是：若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世界将无法维持到21世纪中叶。在这样的背
景下，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
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
个健康和富有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可持续发展”最广泛采纳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
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　　绿色建筑是可持续发展在
建筑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上对绿色建筑的定义有些不同，但是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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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毕设参考书目，至少非常系统并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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