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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以下简称环境署）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以下简称人居署）节能环保型办公楼正位于
这样的环境中——参天大树围绕，花朵芬芳绽
放。记者日前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采访第二届联
合国环境大会之际，恰逢世界环境日前夕，记者走进
这座绿色建筑，探寻其“取之自然”的建造良方。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赤道旁的“春城”之
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人居署总部就设在内
罗毕北郊，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将总部设在发展
中国家的联合国机构。建筑部门是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最大的贡献者，其中办公楼和家庭用能
导致的排放量就占其中的 1/3。此外，据预测，
建筑物相关的 CO 排放量将从 2004 年的 86 亿
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111 亿吨。考虑到这些挑
战，联合国 2011 年为环境署和人居署建设一个
新总部办公大楼，大楼不但最大限度地保证可持
续性，又不会降低1200名员工的工作环境质量。

从太阳能光板到办公楼墙壁粉刷的环保涂
料，联合国的新办公楼不但集中体现了众多的
环保理念，还将内罗毕气候的天然优势发挥得
淋漓尽致。办公楼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内
罗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将太阳能、循环水、
自然光利用最大化。

步入办公楼内部，记者仿佛进入一座植物
温室，简单朴实的石磨小砖铺就花园小径般的
办公楼主通道，主题分明的微型肯尼亚生态系
统展示在通道两旁延伸，半敞开式的楼顶结构
使东非高原的强烈阳光经过缓冲散射入楼梯内
部，对流通畅的建筑结构设计让人一进入办公
楼就感到气温瞬间降了几度。整栋大楼没有安
装任何空调设备，完全通过自然风流通调节温
度。内罗毕海拔近 1800 米、濒临赤道的绝佳气
候位置，日间气温平均为 25 摄氏度左右，夜间
也十分凉爽，干湿季分明让其气温全年宜人。

建筑设计最主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在设计
大楼前设计人员全面征求员工对办公室的意
见，保证所有在此上班者都能享受到开阔、通
透、交流无障碍的办公环境。此外，办公楼内部
设施安排也都力求达到“环保最优化”。

统计显示，照明在新办公大楼中的能耗占该
大楼总能耗的 20％，自然光利用最大化是这座大
楼的主要特点之一，大面积可调节角度的窗户、贯
穿3层楼的玻璃天井、感应式节能灯以及中控型照
明能耗监控体系的运用，使整栋办公楼与常规条
件相比可全年节省照明能耗70％。

这座绿色建筑从细节上秉承“建筑可持续
发展”的宗旨，全年雨水收集量平均达 750 万
升，电脑机房户外化可使其空调制冷成本节约
95％。走上楼顶，4200 块、总共 6500 平方米的
太阳能板如鱼鳞般将楼顶覆盖，错落有致地将
东非阳光充分吸收并即刻转化为绿色能源，日
均峰值发电量达 515 千瓦小时。据统计，大约
10 年后，这些太阳能板的购置成本可全部收
回，整栋建筑届时将实现“免费用电”。

联合国环境署办公楼展示了可持续建筑如
何能够为解决气候变化以及向低碳型和资源节
约型绿色经济迈进作出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邓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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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平 方 米 的
太阳能电池板为整栋大
楼提供电力供应，为办
公楼中的电脑、照明、餐
厅和大楼的其他设施提
供电能。

▲极具非洲特色的办公区。

▶办公楼中的节水龙头和厕所能
够减少水的消耗，同时，屋顶雨水收集
系统收集的雨水能够用于灌溉园景
区。因此，灌溉植物和草坪时将无需
其他淡水。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大
楼像一个烟囱，空气受热从地面开始
上升。这种自然通风系统不但保证了
舒适的室内温度，同时还能降低能耗。

▶办公楼为三层，中庭贯穿了整个大
楼，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

▲在联合国办公区内经
常有野生猴群光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