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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规划节能、建筑单体节能、建筑构造节能三方面的探讨 ,完善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并在

有限的条件下将建筑功能与艺术及技术三者更好地结合 ,以达到创造低成本 ,高效率的节能居住建筑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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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 ,就是在满足居住舒适性要求的前提下 ,合理使用能源 ,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达到节约能

源、减少能耗的目的。据了解 ,目前我国住宅建筑使用的能耗约占全国总能耗的 26%左右 ,同时建筑能源利

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 1 /3左右。预计到 2020年底 ,全国住宅建筑面积将新增 250亿至 300亿 m
2。如果延续

目前的耗能状况 ,每年将消耗 1. 2万亿 kW时电和 4. 1亿 t标准煤 ,接近目前全国建筑能耗的 3倍。建筑节

能已是迫在眉睫。

1　规划节能设计

在以往的规划设计中 ,设计师考虑的往往是容积率、日照间距、空间形态、景观视线以及建筑与周边环

境协调等问题 ,而很少从节能的角度来指导设计 ,节能设计只有在单体方案设计阶段才有所重视 ,从而产生

了许多单体设计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 ,提倡建筑节能首先应该重视规划节能。规划节能是指在规划设计

当中充分考虑建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以节能作为指导规划设计的主要原则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实现从总

体上为建筑节能创造先决条件的设计方法。

影响居住区气候环境及建筑舒适性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太阳辐射和空气流动。因此 ,通过降低太阳

辐射、增强建筑的自然通风效果是规划节能的主要方向。由此 ,建筑朝向、建筑间距以及建筑的相互组合关

系将是规划节能设计的重点。首先 ,建筑的主要朝向应迎合当地夏季的主导风向 ,以重庆为例 ,重庆属于夏

热冬冷地区 ,夏季的主导风向为东南风 ,故建筑朝向以南北向、南偏东 15°以内、南偏西 15°以内为宜。这样

建筑物在夏季所受到的太阳辐射也相对东西朝向的建筑要少很多 ,可以节省夏季空调的用量 ;而在冬季时 ,

建筑受到太阳辐射产生节能效果 ,并有利于居住区内的自然通风。具体应注意 : ①在节约土地资源的前提

下增加建筑之间的间距 ,这样有利于居住区内的空气流动 —风量增大、风速提高 ,从而使建筑物与空气的热

交换增加 ,有效降低建筑物的温度 ,降低建筑能耗。②按照夏季盛行风向作为建筑的主要朝向 ,排列建筑物

应遵循南小北大、南低北高的原则 ,确保居住区内建筑对自然风的共享性 ,同时也使北面高大的建筑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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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建筑群节能设计

　 (上为平面 ,下为剖面 )

工的风障 ,这样的建筑群体在夏季能迎合南风、引导空气穿越 ,冬季又能阻挡寒冷

北风的侵袭 ,较好地适应了气候的变化。③减少采用封闭式建筑组合 ,确保建筑

群的“风道”的畅通 ,建筑群的入风口和出风口应结合主导风合理设置 ,使空气流

通 (图 1) 。

另外 ,绿化和水体可以改善小区的微气候。设计时 ,应结合住宅小区规划布

置绿化和水体 ,以此进一步改善室内外的物理环境 ,减少热岛效应 ,改善局部气

候 ,保证小区内的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气流速度和热岛强度等各项指标符合健康

舒适和节能要求。

2　建筑单体节能设计

目前在居住建筑设计中 ,为了达到土地容积率的最大值 ,新建的住宅多为一

梯 6户、一梯 8户 ,甚至一梯 10户以上都有。这样导致建筑单体平面凹凸过多 ,

建筑体型系数过大 ,同时在实际使用中通风不畅 ,对建筑节能不利。因此 ,在建筑单体节能设计过程中应尽

量降低建筑体型系数、缩小窗墙面积比和保证建筑的通风顺畅。

(1) 降低建筑体型系数。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与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之比。减少建

筑物体形系数 ,也就是减少建筑物外表面积 ,减少外围护结构面积 ,减少建筑形体的凹凸。由于室内外有温

差 ,夏季室外高、室内低 ;冬季室外低、室内高 ,建筑外表面积越小 ,则空调的能耗越小。因此 ,体形系数越

小 ,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越小 ,对建筑节能越有利。也就是说 ,在建筑节能方面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 ,进深大的建筑比进深小的好 ,长的建筑比短的好 ,高的建筑比矮的好 ,外表整齐的建筑比外表凹凸变化

的好。在夏热冬冷地区合理的建筑体形系数为 :条式住宅的体形系数不应超过 0. 35,点式住宅的体形系数

不应超过 0. 40,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进行建筑创作时 ,除考虑建筑的平面布局和建筑造型外 ,还必须适当控制

建筑物的体形系数 ,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2) 缩小窗墙面积比。所谓窗墙面积比是指窗户洞口面积与房间立面单元之比值。因一般经窗户传递

的热量比同面积的墙体传递的热量要大 2～4倍 ,窗面积适当减小 ,可减小空调的能耗。但窗面积适当减小

会影响采光系数 ,因此这需要设计师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优化节能设计。

(3) 保证建筑的通风顺畅。目前建筑市场上的一梯多户的住宅平面形式和外立面窗户采光面积大都启

用面积小的处理方式 ,不利于建筑的通风 ,特别是在夏季 ,室内积聚的热量难以散失 ,必须采用人工通风或

空调降温 ,大大增加了建筑使用的能耗。

建筑通风设计应注重几个问题 : ①平面设计尽可能按有利于空气的贯穿进行考虑。窗户的朝向应有利

于形成穿堂风 ,从而增加房间内的空气流动 ,利于室内换气。②空气流动的平均速度取决于较小尺寸的开

口。为了增强室内穿堂风的效果 ,必须同时增大进风口和出风口。从通风的角度考虑 ,对于有利于建筑通

风的窗户应尽可能提高通风面积。这样也有利于室内保持较为稳定的风速 ,提高人体舒适度。

3　建筑构造节能设计

在居住建筑的内外空间布局和环境确定之后 ,如何强化外围护结构的隔热构造就成为实现舒适的室内

热环境的关键。使屋面、墙体、门窗等建筑部件具有良好的热工性能 ,即传热系数小 ,热稳定性高以及门窗

的气密性好 ,夏季太阳热辐射透光率小和热反射性能好等。

(1) 屋面的节能构造。在建筑物受太阳辐射的各个外表面中 ,屋面是接受太阳辐射时间最长的部位 ,因

此受辐射热也是最多的 ,相当于东西向墙体的 2～3倍 ,所以它的保温隔热也显得尤为重要。屋面节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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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点 : ①屋面保温层不宜选用密度较大、导热系数较高的保温材料 ,以免屋面重量、厚度过大。②屋面保

温层不宜选用吸水率较大的保温材料以防屋面湿作业时因保温层大量吸水而降低保温效果。③利用屋顶

种植花卉、灌木等植物形成生态型屋面。土壤导热系数小 ,有很好的热惰性 ,不随大气气温骤然升高或下降

而大幅波动 ,这样既可阻挡热源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达到保温隔热的效果 ,又可美化环境 ,改善城市气

候 ,做到一举两得 (图 2)。④在屋面蓄水 ,形成蓄水型屋面 ,也是屋面节能的有效措施。利用水蒸发可带走

大量的热 ,从而有效减弱屋面的传热量和降低屋面温度。此外 ,在屋面保温隔热层上做架空层 ,通过空气流

通来散热也是个不错的节能办法。

图 2　种植屋面节能构造

图 3　涂料外墙节能构造

(2) 墙体的节能构造。墙体是住宅外围护结构

的主体 ,是建筑室内外热交换的主要介质。建筑节

能 50% ,其中就有约 25%是通过外墙的保温隔热性

能来实现的。因此 ,墙体的设计是不容忽略的一个

方面。外墙除了应具有基本的承重、安全围护等功

能外 ,还应考虑选用保温隔热性能好的墙体材料 ,对

传热性好的墙体或墙体中传热性好的部位应加设保

温隔热层。目前 ,常用的几种外墙材料中 ,保温隔热

性能较好的是多孔粘土砖和加气混凝土砌块以及复

合墙体。复合墙体中绝热材料主要有岩棉、矿棉、玻

璃棉、膨胀珍珠岩、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加气混凝土

等。复合墙体保温隔热宜选用外墙外保温。外保温的绝热材料是连续外包的 ,能有效隔断具有热桥作用的

混凝土梁、柱等 ,而产生“断桥 ”作用 ,达到预期的节能降耗效果 (图 3、图 4)。

另外 ,也可以利用植物来调节气温。在日照强烈的墙面 ,种植植物来吸收太阳热量 ,减少传入室内的热

源。据报道 ,建筑西墙种植爬墙虎 ,在植被遮蔽 90%状况下 ,外墙表面温度可降低 8. 2 ℃,并有利于吸尘和

消音 ,减少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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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面砖外墙节能构造

　　 (3) 门窗的节能构造。建筑的门、窗是用来通行、

通风和采光之用 ,在建筑节能设计中也是重点处理的位

置。因为建筑的通风、采光好了可能其面积就要相应的

增大 ,这样与外界的交换就会变多 ,特别是最近几年在

居住建筑中比较流行的大落地窗和外飘窗 ,这些对室内

的保温和隔热都带来很大困难 ,外门窗是住宅能耗散失

的最薄弱部位 ,其能耗占住宅总能耗的比例较大 ,其中

传热损失为 1 /3,冷风渗透为 1 /3,所以在保证日照、采

光、通风、观景要求的条件下 ,尽量减小住宅外门窗洞口

的面积 ,提高外门窗的气密性 ,减少玻璃的辐射热透过

率 ,增加窗的热阻 ,减少外门窗本身的传热量。其节能

措施有 : ①提高外门窗的气密性。门窗如采用性能好

的密封条 ,可减少空气渗透 ,在使用空调时能有效减少能耗。②减少玻璃的辐射热透过率。如采用热反射

玻璃 ,在玻璃上贴反射性的镀膜等均有较好的效果。③增加窗的热阻。如采用双层玻璃 ,中间的空气间层

导热系数小 ,既增加热阻 ,有增加隔音效果。④窗的遮阳。根据窗的不同朝向 ,按太阳的不同方位角和高度

角采用水平式、垂直式、栏板式或综合式的遮阳或设置活动遮阳 ,能有效地减少太阳光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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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in housing energy conserv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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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uch three issues as p lan energy conservation, architectur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architectural construct energy conservation to comp lete housing energy conservation, combines architectural

function with art and technology under lim ited condi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architectural design can embody p rincip l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in every aspect and that housing architecture with low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 is adv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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