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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解决建筑设计节能问题，选取四户不同空间形态和模式的民居，对其室内外空气温、湿度及

壁面温度进行定量实测和分析，并结合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ｅｒ 软件进行模拟验证，研究建筑空间模式与室内热环境的

关系。 分析表明：建筑中某一单元的南边房间数量越多，室内的温度越低，北侧房间越多，温度越高；阳光间与

相邻房间之间的隔断在白天不利于室内温度上升，在夜间有利于维持室内的温度；直接受益式房间的进深越

小，温度越高，当房间位于东南侧，该现象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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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地处海拔 ３ ６５０ ｍ 的河谷冲积平原，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 年日照时数 ３ ０００ ｈ［１］，
有“日光城”的美称。 该地区冬季日温差较大，白天

基本在 ０ ℃以上，１ 月可达 ６～７ ℃，夜间温度可低至

－１１～ －１２ ℃，日平均气温约为－６ ℃ ［２］，属于寒冷气

候区。 ２００３ 年以前，西藏自治区被划归为非采暖

区，建筑热工设计执行西南地区设计标准，围护结构

保温水平较低，绝大部分城镇建筑冬季室内热环境

质量较差。 ２００３ 年以后，ＪＧＪ ２６—９５《民用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３］，建筑设计须包

含节能设计。 空间是建筑的核心和根本，空间设计

是建筑师在设计阶段能够把控与掌握建筑设计的有

效手段。 而空间设计往往只注重使用功能、视觉感

受等因素，忽略了它对能耗的影响。 如能在初始阶

段就注重空间组织与室内热环境的关系，则在建筑

创作阶段可为后续节能设计奠定良好基础。
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对建筑空间与能耗的关系有

过类似的研究：Ｌｉ 通过模拟得出建筑朝向、房间进

深、房间北向开敞度与能耗的关系［４］；聂倩对拉萨

碉房进行室内热环境测试，并提出节能的改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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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５］；黄凌江通过对传统民居和新式民居室内热环

境的测试和对比分析，就拉萨新式民居室内热环境

舒适度提出了改进措施［６］。 上述学者很大程度上

推进了拉萨当地建筑节能的研究工作，然而文献

［４］偏重于运用模拟的方法探讨空间与能耗的关

系；文献［５］虽有实测但结论部分是基于理论推测；
文献［６］则着重于技术角度探讨节能。

本文选取拉萨地区四栋典型的不同空间模式民

居建筑，对其室内外温度、围护结构表面内外温度和

室外气象条件进行实地测试。 在空间界面、工况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同一建筑中不同房间测试数据进

行对比，并结合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ｅｒ 模拟软件模拟验证，
研究空间模式及其组织关系对室内热环境的影响规

律，以期为拉萨地区居住建筑空间设计节能提供

参考。

１　 测试对象

１ １　 西藏大学教师公寓

该小区（图 １）位于拉萨城关区西藏大学内，建
筑层数 ４ 层，测试住宅所在楼层为 ４ 层，框架结构体

系，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层高为 ２ ８ ｍ，墙体为 ０ ４ ｍ
厚混凝土实心砌块。 南面开大窗，窗高 ２ １ ｍ，北面

开窗较小，窗高 １ ６５ ｍ，均为铝合金单层玻璃窗。

图 １　 西藏大学教师公寓

Ｆｉｇ． １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 ２　 幸福苑小区住宅

该小区（图 ２）位于拉萨慈觉林新区西南角，属
于政府新建安置房。 该小区建于 ２０１７ 年，建筑层数

９ 层，居住人群主要为中等收入居民。 测试民居所

在楼层为 ９ 层，框架结构体系，三室两厅一厨一卫，
层高 ２ ７ ｍ，建筑面积 １５０ ｍ２，围护结构为水泥砖。

图 ２　 幸福苑小区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Ｘｉｎｇｆｕｙｕ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３　 石材房子

该建筑（图 ３）位于慈觉林新区南部的次角林

村，建于 ２００９ 年，层数 １ 层，层高 ２ ８ ｍ，建筑面积

１１８ ｍ２，室内外高差 ０ ３ ｍ，墙厚 ０ ４ ｍ，无保温层，
单层铝合金窗户，屋顶为混凝土预制板，屋面设防水

层且表面撒土。

图 ３　 石材房子

Ｆｉｇ． ３　 Ａ ｓｔｏｎ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１ ４　 智慧城独栋别墅

该小区（图 ４）位于慈觉林新区，建筑所在小区

的西边和北边是沿街商业，内有多层住宅和独栋别

墅。 测试别墅建于 ２０１９ 年，建筑层数为地下 １ 层，
地上 ３ 层，地下层层高 ２ ７ ｍ，一、二层层高 ３ ０ ｍ，
三层层高 ３ ３ ｍ，建筑面积 ３６５ ０４ ｍ２。 建筑为框架

结构体系，围护结构为 ０ ２ ｍ 厚加气混凝土砌块，保
温层为超薄薄铝保温板（ ＳＴＰ 板），屋顶为倒置式

ＳＴＰ 屋面，屋顶结构板为 ０ １ ｍ 厚混凝土面板，窗户

为隔热金属型材配 ６ ｍｍ 高透光低辐射玻璃（Ｌｏｗ⁃Ｅ
玻璃），未来居住人群为高收入者。

图 ４　 智慧城别墅

Ｆｉｇ． ４　 Ｖｉｌｌ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２　 测试方案

２ １　 测试仪器

测试内容包括太阳辐射总强度、室外空气温度、
不同房间室内空气温度。 太阳辐射强度测试采用国

产 ＴＢＱ⁃Ｄ１ 型 辐 射 仪， 仪 器 灵 敏 度 为

１ ２０８ μＶ ／ （Ｗ·ｍ－２），测点布置在被测建筑屋面，四
周无遮挡，３０ ｍｉｎ 记 录 １ 次。 墙体壁面温度采用台

湾群特 ＣＥＮＴＥＲ－３０９ 数字温度计，精度为±（０ ２％
读数＋ １）℃，空气温度利用 ＲＣ－ ４ＨＣ 自记式温度

计，精度为±０ ５ ℃，１５ ｍｉｎ 记录 １ 次，室内空气温度

测点设在房间中部，距地面 １ ２ ｍ；室外空气温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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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置于屋面背阴处。
２ ２　 测试条件

西藏大学教师公寓测试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８：００—２６ 日 １８：００，测试参数包括室外空气温、
湿度，南向房间和部分北向房间的空气温、湿度，南
向阳台封闭成阳光间，建筑内外门窗均关闭，测试期

间无人居住，无热源。
幸福苑小区住宅测试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０—１６ 日 ９：００，测试参数包括室外空气温、湿
度，南向房间和部分北向房间的空气温、湿度，南向

阳台封闭成阳光间，建筑内外门窗均关闭，测试期间

无人居住，无热源。
石材房子测试时 间 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８：００—１７ 日 １８：００，测试参数包括室外空气温、湿
度和典型房间的空气温、湿度，测试期间有人员居住

活动，建筑外窗关闭，外门设有门帘，在 １０：００—１９：００
开启，其余时间关闭。 有厨房热源，无供暖设备。

智慧城独栋别墅测试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４：００—１９ 日 １６：００，测试参数包括室外空气

温、湿度，南向房间和部分北向房间的空气温、湿
度， 顶、地面和壁面温度。 测试期间无人员居住，
无热源。

３　 测试结果和分析

３ １　 室外气象参数

由图 ５ 可知：拉萨市冬季日温差较大，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测试期间日平均温度约为－２ ３ ℃，白天最高温度

为 ４ ７ ℃，夜间最低温度为－８ ８ ℃，全天太阳直射

辐射强度平均值为 ４１７ Ｗ ／ ｍ２，太阳散射辐射强度

６０ Ｗ ／ ｍ２，最大值出现在 １４：００ 左右，为 ７９１ Ｗ ／ ｍ２，
测试期间天气晴朗，日照强烈；２０１９ 年 １ 月测试期

间日平均温度约为－１ ℃，白天最高温度为 ７ ８ ℃，
夜间最低温度为 －８ ６ ℃，测试期间拉萨市太阳辐

射可持续 １２ ｈ，全天太阳直射辐射强度平均值为

４４７ Ｗ ／ ｍ２，太阳散射辐射强度 ５５ Ｗ ／ ｍ２。 最大值出

现在 １５：００ 左右，为 ８５３ Ｗ ／ ｍ２，测试期间天气晴朗，
日照强烈。
３ ２　 室内热环境与建筑空间模式关系

３ ２ １　 房间室内热环境与建筑南北房间数量的

关系

　 　 由图 ６ 和图 ７ 所示的石材房子平面和典型房间

温度变化曲线可知：在测试期 ２４ ｈ 内佛堂的室内空

气平均温度为 ２ １ ℃，会客厅的为 ２ ２ ℃，花房的为

１ ９ ℃，卧室的为 ２ ℃，客厅的为 ０ ３ ℃，储藏 １ 的

为－２ １ ℃，厨房的为－１ ８ ℃。

１—室外空气温度； ２—总辐射量； ３—散射辐射量。
图 ５　 测试结果

Ｆｉｇ ５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６　 石材房子平面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

—■—佛堂； —●—卧室； —▲—花房； —▼—会客厅；
—◀—储藏室； —▶—客厅； —◆—厨房。

图 ７　 石材房子典型房间温度

Ｆｉｇ． ７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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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石材房子中佛堂和卧室均位于南北向第二个

房间，其南向都仅有一个房间，所以卧室和佛堂温度

差别不大，同时储藏 １ 位于南北向的第四个房间，其
南侧有 ３ 个房间，虽然它与佛堂、卧室同为北向房

间，但是储藏 １ 的温度较佛堂和卧室低很多，会客厅

和花房都为南向房间，其北向都只有一个房间，因此

其温度也相差不大。
由图 ８ 和图 ９ 所示的智慧城别墅平面和典型房

间室内温度曲线可知：次卧 ２ 和次卧 １ 房间开间进

深一样，次卧 １ 的平均温度为 ４ ４ ℃，次卧 ２ 的为

３ ６ ℃，工人房的为－１ ３ ℃，书房 １ 的为－０ １ ℃，
衣帽间的为 ０ ８ ℃，次卧 １、２ 的南向开窗面积为

５ ４ ｍ２，在房间面积、窗墙比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因为次卧 １ 北边房间的数量大于次卧 ２ 北边房间数

量，所以它的室内温度高于次卧 ２。 因此房间的温

度与该房间同跨南北方向房间数量有直接关系。

ａ—半地下室平面； ｂ—一层平面； ｃ—二层平面； ｄ—三层平面。
●温、湿度测点。

１—坡道； ２—储藏间； ３—半地下室入口； ４—平台； ５—玄关； ６—厨房； ７—卫生间； ８—工人房； ９—盥洗间； １０—餐厅； １１—客厅；
１２—露台； １３—书房 １； １４—次卧 ３； １５—起居室； １６—次卧 １； １７—次卧 ２； １８—封闭阳台； １９—衣帽间； ２０—书房 ２； ２１—主卧； ２２—阳台。

图 ８　 智慧城独栋别墅平面　 ｍ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ｖｉｌｌａ

　

—■—客厅南边； —●—工人房； —▲—次卧 １； —▼—次卧 ２；
—◆—书房 １； —◀—北露台； —▶—衣帽间。

图 ９　 智慧城别墅典型房间温度

Ｆｉｇ． ９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ｏｏｍｓ ｏｆ ａ ｖｉｌｌａ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为了对以上结论进行验证，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ｅｒ
模拟软件进行了建筑能耗模拟分析，对独栋别墅二

层平面进行简化，建立了 ２ 个对比模型进行模拟

分析。
图 １０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除空间分隔不同外，其

余参数均相同。 在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ｅｒ 中计算拉萨 １１ 月

至次年 ３ 月采暖时期全部房间的能耗，建筑总能耗

　 　 　 　

ａ—模型 １； ｂ—模型 ２。
图 １０　 建筑模型信息　 ｍ

Ｆｉｇ． １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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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分房间能耗模拟数据如图 １１ 所示。
由图 １１ 可知：当增加建筑南北向的房间数量

时，整个建筑平均温度有所下降，总能耗略微提高，
南向房间能耗均减少，北向房间能耗略微增加。 次

卧 １ 的能耗大于次卧 ２，书房 １ 的能耗大于次卧 ３，

可得当建筑空间布局对称的情况下，东边房间温度

高于西侧房间温度；次卧 ４ 的能耗小于次卧 ５，因为

次卧 ４ 的北边房间数量比次卧 ５ 的多；书房 ２ 的能

耗大于次卧 ６ 的能耗，因为书房 ２ 南边的房间数量

比次卧 ６ 多。

ａ—建筑总能耗； ｂ—南向房间能耗； ｃ—北向房间能耗。
图 １１　 建筑总能耗和部分房间能耗

Ｆｉｇ． １１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ｒｏｏｍｓ
　

　 　 因此当功能房间处于南向时，可增加其北侧房

间数量，当北侧有功能性房间时，应减少其南向房间

数量。 如图 １２ 所示，当楼梯或者房间放置于次卧 ３
的同一跨南侧（图 １２ｂ）时，会降低次卧 ３ 的室内平

均温度，增加房间及整个建筑能耗，不利于节能。

ａ—布置 １； ｂ—布置 ２。
图 １２　 空间布置方式与能耗关系

Ｆｉｇ． 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３ ２ ２　 房间室内热环境与阳光间对房间开闭程度

的关系

由图 １３ｂ 可知：幸福苑小区南向阳台（阳光间）
平均温度为 １０ ８ ℃，开敞卧室的为 ８ ７ ℃，而与阳

光间有玻璃窗户隔断的封闭卧室则为 ８ １ ℃，即房

间与阳光间通过玻璃隔断或直接开敞，两者平均温

度差别不大。 由温度变化斜率可以看出：阳光间温

度上升和下降速度都是最快的，开敞卧室温度上升

速度比封闭卧室和主卧都要快，夜晚温度下降的速

度也比主卧和封闭卧室快，封闭卧室温度上升和下

降的速度都是最慢的。
由图 １４ｂ 可知：西藏大学宿舍主卧的平均温度

ａ—住宅平面； ｂ—南向房间室内温度。
—■—封闭次卧； —●—客厅； —▲—开敞次卧；

—▼—主卧； —◆—南阳台。
图 １３　 幸福苑小区住宅平面及南向房间 ２４ ｈ 室内温度变化

Ｆｉｇ １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ｌ ｆｌｏｏ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ｎｇｆｕｙｕ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ｒｏｏｍ ｉｎ ２４ ｈ

　

为 ７ ７ ℃，次卧的为 ７ ２ ℃，主卧外设封闭阳台（阳
光间），之间有铝合金单层玻璃隔断，次卧和客厅为

直接受益式房间。 由图 １４ｂ 温度斜率可以看出：白
天次卧和客厅的温度升高速度比主卧快，夜晚温度

下降速度比主卧快，主卧开向阳光间的玻璃门尺寸

为 １ ８ ｍ×２ ７ ｍ，次卧南向窗户尺寸为 １ ８×２ １ ｍ，
虽然主卧的房间开敞度大于次卧的开敞度，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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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宿舍平面； ｂ—典型房间温度。
—■—次卧； —▲—客厅； —▼—主卧； —◀—南阳台。

图 １４　 西藏大学教职工宿舍平面和南向房间 ２４ ｈ 室内温度变化

Ｆｉｇ． １４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ｒｏｏｍｓ ｉｎ ２４ ｈ
　

阳光间的缓冲作用，使得主卧在夜间温度降低的速

度小于次卧。
由此可见，在白天直接受益式房间的南向开敞

度或间接受益式房间对阳光间的开敞度与室内温度

正相关，但夜晚热损失也较大，阳光间和与之相连的

房间之间的隔断阻碍房间的得热，同时也阻挡房间

内热量的流失。 因此白天打开阳光间窗户和门使阳

光间与房间连通，晚上关闭窗户和门使阳光间与房

间隔开，如图 １５ 所示。

ａ—白天； ｂ—夜晚。
图 １５　 白天和夜晚房间与阳光间开敞度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５　 Ａｎ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ｓｕｎ ｒｏｏ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ｎｄ ｎｉｇｈｔ

　

３ ２ ３　 南向房间室内热环境与其进深的关系

表 １ 是“藏大”职工宿舍次卧和南向封闭阳台

的一些参数比较。 尽管次卧和封闭阳台房间开间和

南向开窗面积几乎一样，但是房间的进深次卧为

４ ３ ｍ，封闭阳台为 １ ５ ｍ，次卧平均温度为 ７ １ ℃，
封闭阳台平均温度都为 ９ ５ ℃。 因为在南向开窗面

积和房间开间相同的情况下，进深小的房间，太阳直

射量的面积比例越大，得到的相对太阳辐射越多，因
此房间温度越高，如图 １６ 所示。

表 １　 典型房间温度和房间平面尺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ｍ ｐｌａｎ ｓｉｚｅｓ

位置
平均温
度 ／ ℃

南向开窗

面积 ／ ｍ２
房间开
间 ／ ｍ

房间进
深 ／ ｍ

“藏大”宿舍次卧 ７ １ ３ ７ ３ ２ ４ ３
“藏大”宿舍封闭阳台 ９ ５ ３ ７ ３ ３ １ ５

图 １６　 房间不同进深太阳直射范围示意

Ｆｉｇ． １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ｒｏｏｍｓ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房间进深与室内温度的关

系，建立了几个具有相同开间、不同进深房间的建筑

模型来探讨此问题。
图 １７ 为拥有相同开间、不同进深房间的建筑模

型示意，Ｄ 代表房间进深；建筑模型其他信息见表

２。 计算案例中共有 ４ 个房间进深的计算模型，分别

是进深 ３ ３，３ ６，３ ９，４ ２ ｍ。 在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ｅｒ 中计

算拉萨 １１ 月至次年 ３ 月采暖时期全部房间的能耗，
建筑总能耗和部分房间能耗模拟数据如图 １８ 所示。

图 １７　 相同开间、不同进深房间的建筑模型

Ｆｉｇ． １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ｏｏ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ａ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由图 １８ 可知：随着房间进深的增大，南向房间

的能耗逐渐增大，并且东侧房间每平米能耗增加的

趋势要比西侧大，因此在建筑中房间进深应尽量避
免过大，尤其建筑东南侧宜布置小进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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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 □卧室。
图 １８　 南向房间能耗

Ｆｉｇ． １８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ｆａｃｉｎｇ ｒｏｏｍｓ
　

表 ２　 建筑模型其他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楼板厚 ／ ｍｍ 墙体厚 ／ ｍｍ 外窗玻璃厚 ／ ｍｍ
窗墙比

北向 南向
保温

１００ ３００（石材） 单（６）层 ０ ２ ０ ４ 无

４　 结束语

根据对拉萨地区五栋典型民居的冬季测试研

究，总结出以下几点空间模式与室内热环境关系的

结论，并提出相应设计策略：
１）房间所在建筑进深越大，房间南向布置房间

数量越多，该房间温度越低，反之，房间北向布置房

间数量越多，房间温度越高，所以在设计中根据功能

　 　 　 　 　

房间所处位置合理控制南北向的房间数量。
２）白天通过阳光间间接受益式的房间温度升

高比直接受益式房间慢，夜晚降温也比直接受益式

的房间慢。 因此，阳光间与房间之间的分隔选择可

开启的门窗或可移动式的隔断墙，在白天将其开启

使阳光间和房间连通，夜晚将门窗或隔断关闭。
３）房间在层高和开间一定的情况下，进深越小

房间的温度越高，东侧房间该现象更明显。 因此建

筑设计中，在满足功能、心理和视觉美学等条件下，
房间尽量设计为大开间、小进深。

参考文献

［１］ 　 李元哲． 拉萨市住宅利用太阳能采暖的可行性［ Ｊ］ ． 太阳能，
２００４（４）：３６－３８．

［２］ 　 李元哲． 拉萨市住宅建筑冬季室内热环境测试评价［ Ｊ］ ． 建筑

科学，２０１１（１２）：２０－２４．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

筑部分）：ＪＧＪ ２６—９５［Ｓ］．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 　 ＬＩ 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ｐａ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ｈａｓ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３３（４）：４５７－４６５．

［５］ 　 聂倩，张群，桑国臣，等． 拉萨乡村碉房民居冬季室内热环境测

试研究［Ｊ］ ． 建筑科学，２０１７，３３（１０）：２１－２５，４４．
［６］ 　 黄凌江，邓佳力，兰兵． 拉萨乡村传统民居与新式民居冬季室

内热环境对比分析［Ｊ］ ． 建筑科学，２０１２，２８（１２）：６１－６６．

（上接第 ４８ 页）
参考文献

［１］ 　 Ｐｆａｍｍａｔｔｅｒ 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 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４．

［２］ 　 郑晓贺． 当代建筑中生态缓冲空间解析［Ｄ］． 南京：东南大学，
２０１０．

［３］ 　 ＮＧＵＹＥＮ Ａ Ｔ， ＴＲＡＮ Ｑ Ｂ， ＴＲＡＮ Ｄ Ｑ，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Ｊ］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４６（ １０）：２０８８ －

２１０６．
［４］ 　 朱琳，徐峰． 中庭作为气候缓冲区的生态设计初探［ Ｊ］ ． 华中

建筑，２００７（９）：１０８－１１０．


	2
	拉萨居住建筑空间模式与室内热环境的关系研究_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