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兴能在绿城郑州参加第二
十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
和大会一起交流、学习，共同谋划推
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
径。”5月13日，郭建军对记者说。

“在推进建筑业工业化发展上，我们
公司先后投资建设了巩义、新密等多个构

件生产基地，牵头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装配式建筑综合吊装智能装备，自动
化、模块化的工业优势逐步形成。”他举
例说，在推进建筑业智能化发展上，该企
业搭建了集施工、运维为一体的物联网
平台，实现全过程、全在线的智慧建造管
控。在推进建筑业绿色化发展上，打造了

集光、风、电为一体的湄洲岛零碳示范岛。
“此次大会是绿色建筑领域知名

度最高、专业性最强的博览会，是一
场推进建筑业低碳绿色发展的学术
盛宴，我们将用绿色筑城、智造赋能，
为助力中部崛起、建设美丽中国增光
添彩！”郭建军充满信心地说。

用“绿色”筑城 让智造赋能
——访中建七局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建军

“入行几十年来，我比较深刻的体
会是：工程和人一样，生病了都需要

‘医院’的医生治病开方。”昨日下午，
王复明谈起建筑工程时，向记者聊起
有趣的“坝道工程医院”建设缘起。

“我们科研团队面向土木、水利、交
通等相关行业，依照人类看病的医院搭

建了各种‘科室’；同时，按照结构的类
型设计了‘专业科室’和‘技术科室’。”王
复明告诉记者，“坝道工程医院”是在
2017年以探索性研讨会的形式成立的，
属于产科教融合共享平台，没有想到经
过几年发展，现在已在全国23个省（市）
陆续成立70多家分院，参建单位超过

240家，逐步形成了“跨行业、跨地区、网
络化”的“工程医院体系”。

据王复明介绍，经过近 20 年的
联合攻关，“坝道工程医院”平舆综合
试验场已建成国内第一个地下生态
智能储粮示范仓，可实现粮食储存全
周期智能化管控。

基建生病可找“工程医院”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河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王复明

昨日，江亿以“城乡能源供给系
统”为主题，向记者详细讲述绿色低
碳发展之路。

他介绍，城乡能源供给系统主要
是电力供给、热力供给以及燃料供
给。能源革命的核心是改变能源结
构。现在的能源系统是燃煤、燃油、
燃气构成的碳基能源系统；未来的能

源系统是风、光、水、核＋生物质燃料
的零碳能源系统。

如何获得零碳燃料？他认为，可
以从农业秸秆、林业枝条、牧业粪便；
城市绿化垃圾、厨余垃圾；木材和农副
产品加工的剩余物（木屑、谷売、甘蔗
等）；种植生物质燃料（芦竹等）获取。

江亿分析说，城乡能源系统低碳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终端用能的全面
电气化；集中与分布相结合、风光电
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基于热泵技
术，充分利用人类活动排放的余热，
新型零碳热力系统；尽可能减少对燃
料的依赖，建立基于生物质商品燃
料、弃风弃光电力制氢的新型燃科供
给系统。

改变能源结构 让城乡能源供给系统低碳前行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江亿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
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5
月 13日，在谈到城市发展路径时，叶
青如是说。

如何实现向绿色低碳转型？叶
青认为，从思维突破来讲，应从工业
思维转向生态思维。工业思维是以
物为核心的技术进步、体系创新，生

态思维是以人为核心的性能整优、动
态调节。

她分析说，建筑是城市的“山”。
绿色建筑是城市的“青山”。“绿色建筑
是在全寿命周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和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绿色建筑价值何在？“通过树立
节能减排、集约用地、节约资源等的
节约理念提升建筑质量，从而让生活
方式改变，进而从建筑与城市共享、
建筑与生命共享等方面重塑人居价
值观。”叶青认为。

“未来，绿色低碳将成为每个人
的生活方式。”她充满希望地说。

“点绿成金”让人们在城市生活得更好
——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董事长叶青

“我认为，从城市建设和交通方
式入手，建立一种全新的绿色城市
发展模式，是助推城市向绿色转型
的关键。”5月 13日上午，戴礼翔就

“绿色城市基础设施”话题分享了他
的真知灼见。

“改善绿色城市基础设施旨在
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绿肺’让城市
更健康。”在戴礼翔看来，绿色基础设
施自身有着突出的节能降耗优势。

“新城市模式可从改变行为、改
变环境、改变城市的路径出发，伴随

改变政策、施行政策继而改善生活，
比如办公空间和城市交通就是改变
城市网络、建立社会复原力中很重
要的两点，增加公共交通、增加绿化
是其中的重要措施。”戴礼翔说，城
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城市环境
改善及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发展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其
重要目的是要把自然生态空间和城
市生活空间从形态上耦合并发挥作
用，保证城市过程和生态过程的相
互适应。

“水泥混凝土是人类历史上使
用体量最大、建造用途最广的人造
材料。其品质和性能提升，是重大
工程结构体系创新和安全耐久的重
要支撑。”5月 13日，缪昌文院士向
记者简述了“低碳水泥基超材料”发
展现状。

“水泥基仿生超材料突破水泥
基材料既有性能和功能局限，实现力
学性能数量级提升，可满足能源工
程、国防工程、极端环境和前沿领域

等不同场景需求。”他总结了四个
“多”，分别是“多材料组合—多尺度
序构—多功能融合—多场景应用”。

高原特殊环境下重大工程面临
混凝土“脆性大、易开裂、韧性差”的
难题，为此，缪昌文介绍：“仿生高强韧
混凝土揭示了‘砖—桥—泥’仿生增韧
机制，实现水泥基材料强韧化统一。”

展望水泥基仿生超材料，他认
为先进超材料能够助力建设“低
碳—智能—韧性”的未来城市。

倡导建立“绿色城市”发展模式
——访世界绿色建筑协会（WGBC）原主席、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建筑与可持续设计学院院长戴礼翔

水泥基超材料 助力低碳发展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绿色建筑联盟主席、东南大学教授缪昌文

“城镇聚落和建筑形态与人类
生产生活和自然形成之环境载体直
接相关，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把握好自
然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当今面
临的挑战。”5月13日上午，王建国就

“面向双碳目标的绿色城市设计探
索”这一话题开宗明义。

他认为，绿色城市设计与双碳行
动密切相关。他指出，绿色城市设计
的核心是“生态优先”和“环境承载力
前置”和“全生命周期运维”的理念。

王建国从实践应用层面剖析
了绿色城市设计的要点。“气候变
化和自然条件是当今城市建设时
特别需要关注的挑战，双碳目标提
出了面对未来的城市发展降碳递
归需求，我们须在有限资源、有限
时间和边际成本可控范围中，通过
科学探索、技术进步和人类行为自
省节制推进中国城乡建设领域的

‘碳达峰行动’及远期的碳中和目
标实现。”他说。

绿色城市设计与双碳行动密切相关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科学
研究会副理事长王建国

“此次会议选择在郑州召开，我
觉得特别有意义。郑州是一个正在
快速成长的特大城市，弘扬绿色低
碳的城市建设理念对于郑州未来发
展具有特殊意义。”5月 13日，徐林
开门见山地说。

“绿色建筑是行业发展大趋势，
郑州的绿色发展经验将对未来城市
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徐林建
议说 ，城市在建筑规划初期就应纳
入绿色低碳理念、建立建筑碳足迹计
量体系、利用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低碳

建筑进步，通过城市更新和建筑节能
改造来提高绿色低碳水平。

他还分析说，大家围绕建筑业
的绿色低碳发展形成了诸多共识。
一是在城市建筑的规划设计阶段，要
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标准和要求，嵌
入到规划设计的各个环节。二是要
构建建筑业的碳足迹计量体系。三
是要把科技进步和新质生产力作为
推动绿色低碳建筑建设的核心要
素。四是要把城市更新和建筑节能
改造作为绿色低碳改造的重要战场。

“通过多年跟踪，我们对全球众
多城市碳排放有了长期积累的数据，
将各城市的碳排放、碳中和进行了架
构。”5月13日上午，吴志强给大家阐
释了一个新名词——CQ城市碳商。

CQ是什么呢？CQ就是对每一
个城市的碳排、碳中和进行大量的
诊断。“我们对全世界设立碳中和、
净零、气候中和目标的 69个国家和
地区及其 700 多个城市进行了跟
踪，可以看到每个城市碳商的换算

结果，也可以看到每个国家、每个城
市的碳排和碳商的排行榜变化情
况。未来还可用人工智能来评价城
市双碳，通过碳商知道城市的排行
榜，知道哪些城市处于什么发展阶
段。”吴志强分析说。

“中国在碳排放管理上表现出
色，有 43个城市 CQ等级处于良好
状态。”他说，从郑州碳排放曲线趋
势图来看，它非常清晰地在走一条
快速下降的曲线。

仇保兴以“老旧小区自主更新”
为关键词，聚焦“自主更新”与政府
包办更新、自主更新三种模式以及
制定落实自主更新项目绿色低碳激
励政策这三方面展开分析。

老旧小区为何要自主更新？在
仇保兴看来，首先，总体协调成本
低，地方财政可节省70%的资金，其
次，市民全程参与质量监控有保障，
再次，可逐幢优选设计方案，多样性
丰富，让美丽宜居小区可期。

仇保兴认为，自主更新三种模

式包括原拆原建；原拆原建基础上
优化提升；整体拆除、重新设计。同
时，建立绿色低碳激励性规制，可进
一步调动广大市民自主改造的积极
性，可众筹创新方案，调动各方积极
性落实建筑绿色低碳持续发展。

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做到“有
效落实”才是关键。仇保兴建议，每
个自主更新项目都需要经培训的责
任设计师协同建筑节能、可再生能
源、给排水等方面的专家全程指导
和沟通协调。

老旧小区自主更新 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

让绿色低碳融入城市更新
——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

促进全球城市向绿色低碳转型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志强

记者 成燕 孙婷婷 安欣欣 孙雪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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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绿色建筑
的发展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
支撑。展会现场除了建筑节
能的新技术和产品外，也吸
引来了建筑设计乃至相关软
件公司露面。

来自北京的绿建软件，
主要业务即是为绿色建筑的
设计和评价提供软件技术服
务，研发的建筑物理模拟软
件包括风环境、光环境、声环
境和热环境四个模块，在现
场搭建了颇大的展厅。展厅
工作人员表示，绿色低碳已

经成为建筑行业未来方向，
他们正在不停地丰富完善软
件数据和相关标准，以适应
低碳、环保的大趋势。

建筑是否绿色低碳，与产
业链前端的建筑设计息息相
关。参展的多家建筑设计研
究院在宣传成功案例的同时，
纷纷各显高招，大卖建筑设计
的情怀，接地气的创意宣传，
瞬间拉近了和参观者的距离，
展厅内人流络绎不绝。
记者 侯爱敏 安欣欣/文
周甬/图

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同台展出

“绿色”筑梦 引领城乡建设低碳转型
第二十届国际绿建大会和中国建博会昨日在郑州开幕

城市成果展示区“一步一景”，集中展示各地在城市更新、
科技赋能建筑等方面的成果；品牌展示区让参展嘉宾足不出

“郑”，一站式感受绿色建筑产业发展和行业品牌魅力。5月13
日，2024（第二十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
产品博览会和中国(郑州)建筑产业与智能建造博览会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漫步展厅，只见琳琅满目的环保建材新产品
同堂竞技，前沿的绿色新技术、低碳建筑新理念热烈碰撞，合奏
出一首激昂动人的建筑业绿色低碳发展交响曲。

博览会展出面积超2万平方米，不仅展示了国内外绿色建
筑、智能建造、绿色新型建材、城市更新等新技术成果，还有智
能建筑与物联网、住宅产业化新产品和应用实例等，全面覆盖
整个绿色建筑“产业链”。

绿色建筑在郑州、在河
南的发展，可谓由来已久。

郑州展馆内，从建筑科
技、智能建造、绿色低碳等多
个方面展示了我市在建设发
展中的“绿色”成绩单。近年
来，我市积极打造“设计之都”，
深入挖掘和利用郑州丰富的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将历史文化
融入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中。

河南住房城乡建设绿色

低碳发展成果展厅全面展示
了我省自1997年至今助推绿
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历程。今
后将加快“四新”技术转化，
持续推进标准河南、设计河
南建设，创建“六大”标准化
工程，推动好房子、好小区、
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

河南各地市均在博览会现
场设置展馆，讲述绿色低碳在
各自城市建设发展中的故事。

城市建设“绿色”成绩单亮相

展览会现场，绿色低碳的
新技术新材料产品随处可见。

总部位于金水区金科智
汇谷的河南安筑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用工业废料粉煤
灰，自主研发而成的漂珠耐
火隔热板。产品广泛应用于
高温管道、石油冶炼、水泥窑
炉以及建筑安全的防排烟风
管、耐火电缆槽盒、钢结构防
火保护、防火门芯等领域。

曾经被就地焚烧、造成
环境污染的秸秆，在新技术
的加持下，也已变废为宝。

以秸秆为原料之一的聚乳酸
已经是用途广泛的生物新材
料，安徽丰原生物技术公司
现场宣传的这项生物技术，
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

以水泥和粉煤灰为材
料，汇集若干其他材料和技
术制成的塑化板，可以显著
降低空气对流传热，保温隔
热效果显著。郑州工大高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摆在现场
的这款产品，目前已在我市
和其他地市的建筑项目中使
用，展览现场也备受青睐。

新技术新材料产品扎堆

“机器人搭载智能检测
与分析系统，可进入城市排
水管道中执行智能检测任
务。”中建七局展厅讲解员
向记者介绍了其展厅内的
亮点项目之一。新密古城
项目、开封站改造项目、沿
黄高速数智化小型预制构
件自动生产技术……中铁
七局的多个“黑科技”模型

亮相展厅，不少参展嘉宾被
中铁七局郑州公司的“1000
吨运架设备”和世界首条高
铁预制箱梁钢筋骨架自动
化生产线所吸引。

随着各行各业对低能耗
建筑的关注，新风系统也将扮
演更为重要的戏份。远大科
技展区的空气体验舱成为参
展嘉宾的热门“打卡地”之一。

机器人担纲智慧城市主力

嘉宾参观展馆内的绿色建筑模型开幕式会场外 嘉宾参观展示的建筑安装焊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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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第二十届第二十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
中国中国（（郑州郑州））建筑产业与智能建造博览会建筑产业与智能建造博览会

大咖云集绿城 共话绿色低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