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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与气候的关系

 人类对建筑与气候的关系的理解可以归纳为“防”与“用”；

 如何正确的利用自然气候条件，并保证建筑设计既安全、经济和实用，又
有合理的布局，是研究建筑与气候关系的主要目的；

 建筑对不利气候的“防”是建筑的基本功能；

 建筑对自然气候资源的充分利用则体现了建筑的进化。



可持续建筑技术 气候与建筑

4 跨学科的可持续建筑课程与教育体系

建筑的起源、目的、设计的过程

 建筑的起源

建筑的产生是从对不利气候的“防”开始的

洞穴——树屋——建筑

 建筑的目的（ G•勃罗德彭特）

提供舒适的环境，可以根据需要来调节其温度、湿度、照明和其他条件；

避免有害的外在干扰及保护一些特殊活动；

提供以激发人们情感、想象、宗教等方面的象征符号。

 建筑设计的过程（ V·奥戈雅 ）

气候→生物（舒适）→技术→建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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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建筑、设备的关系

室外气候条件

建筑设计与微气候

自然通风、自然采光、
被动式制热制冷

辐射加热、机械通风、
机械制冷

温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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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气候类型下建筑技术的可用性

冰层 冻土 丘陵
大陆
性

温带
地中
海式

亚热
带

热带
热带
草原

温带
草原

沙漠

被动式设计策略 主动式设计策略

自然通风 0 0 1 4 6 6 7 7 7 7 7

机械通风 5 5 3 3 3 4 5 6 6 6 6

夜间通风 0 1 2 3 5 6 7 7 7 7 7

空调制冷 0 0 0 1 1 3 5 5 5 5 6

蒸发冷却 0 0 0 1 2 3 2 2 5 6 7

水源热泵 0 0 0 4 3 5 6 6 7 7 7

大型建筑蓄热 3 4 4 6 5 6 2 2 3 5 6

小型建筑蓄热 3 3 2 2 3 3 5 5 6 4 4

机械供暖 7 7 7 7 6 4 0 0 2 4 1

太阳能采暖 2 3 6 6 7 6 0 0 2 3 0

地热采暖 7 7 7 6 6 5 0 0 0 3 0

太阳能光伏／热水 6 6 6 5 5 4 0 0 1 2 0

绝热/气密性 7 7 7 7 6 5 0 0 1 3 4

遮阳 0 1 3 4 5 6 6 6 6 7 7

人工照明 6 6 4 4 4 3 3 3 2 2 2

自然采光 6 6 6 6 6 6 5 5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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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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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候类型气温、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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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辐射
总辐射

空气温度
最高
平均
最低

相对湿度
上午9点
下午3点

长沙 北京 乌鲁木齐

温带季风性气候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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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带季风气候

 季风是一种盛行风向随季节发生明显变化的风。

 出现在北纬35°~55°左右的亚欧大陆东岸，包括我国华北和东北、朝鲜
的大部、日本的北部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

 冬季这里受来自高纬内陆偏北风的影响，盛行极地大陆气团，寒冷干燥；

 夏季受极地海洋气团或热带海洋气团影响，盛行东和东南风，暖热多雨，
雨热同季；

 年降水量1，000毫米左右，约有三分之二集中于夏季（夏季炎热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

 全年四季分明，天气多变，随着纬度的增高，冬、夏气温变幅相应增大，
而降水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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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热带季风气候

 分布在北纬25°~35°亚热带大陆东岸，它是热带海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
团交替控制和互相角逐的地带。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秦岭淮河以南、热带
季风气候型以北的地带，以及日本南部和朝鲜半岛南部等地。

 冬季不冷，1月平均温普遍在0℃以上；

 夏季较热，7月平均温一般为25℃左右；

 冬夏风向有明显变化，年降水量一般在1000毫米以上，主要集中在春、
夏季，冬季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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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带大陆性气候

 主要分布在南、北纬40°~60°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内陆地区和南美南部。

 由于远离海洋，湿润气候难以到达，因而干燥少雨，气候呈极端大陆性，
气温年、月较差为各气候类型之最。而且，越趋向大陆中心，就越干旱，
气温的年、日较差也越大，植被也由森林过渡到草原、荒漠；

 终年受大陆气团控制，干旱少雨。冬季严寒，夏季炎热，气候变化大。年
降雨<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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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气候分区

 英国学者斯欧克莱在《建筑环境科学手册》中根据空气温度、湿度和太阳
辐射等因素，将地球上的地域大致分为四种不同的气候类型区：干热气候
区、湿热气候区、温和气候区和寒冷气候区。

 尽管这种分法比较粗略，但在研究城市、建筑与气候关系通常采用这种分
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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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热气候区

 干热地区大约在赤道南北15-30°之间的亚
热带纬度范围内，包括亚洲的中部和西部地
区、中东、非洲、美洲北部和南部以及澳大
利亚中部和西北部地区。我国新疆吐鲁番盆
地一带，以及川西攀枝花地区、川东长江谷
地、云南元江谷地以及海南岛西部的部分地
区也属于这一气候区。

 气候特点：

 干旱、高盐碱化

 夏季大面积高温和强烈的太阳辐射，昼夜
温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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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热气候区

 特点：

 厚重墙体

 开小窗

 减小通风

 平屋顶

 联排成片、互相
遮阳

吐鲁番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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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湿热气候区

 主要包括两种气候类型：一类是夏季湿热，
但有短暂寒冬的次湿热气候区（包括我国南
方地区、长江流域局部地区）；另一类是典
型的赤道气候类型区（沿赤道两侧的狭长区
域，纬度0~15°之间）和热带海洋气候区
（南非、澳大利亚的东北部）。

 气候特点：

 年平均温度较高，湿度较高且相对稳定

 夏季高温，潮湿，昼夜温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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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湿热气候区

 特点：

 轻型木结构

 开大窗

 加强通风

 挑檐遮阳遮雨

 坡屋面

 建筑间距尽量大

湘西土家族吊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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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居堂屋前后开门

通风

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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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寒冷气候区

 夏天凉爽舒适，冬天（11月~3月）平均温
度低于0℃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高纬度区域
(纬度40°以上)。分布在冰岛、格陵兰岛、
瑞士、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中国以及阿
富汗、伊朗等北半球高纬度区域。

 气候特点：

 夏季凉爽舒适

 冬季（11月~3月）平均温度低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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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寒冷气候区

 特点：

 墙体热阻大

 开小窗

 紧凑

 连片

陕北民居



可持续建筑技术 气候与建筑

22 跨学科的可持续建筑课程与教育体系

建筑同时也因资源与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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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岳阳市张古英村传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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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民居建筑的适应性

 传统民居建筑总是在当地气候、资源、生活习惯等条件下经历数万年演变
发展而来的；

 热湿环境、光环境、卫生舒适要求中，传统民居一般重视热湿环境的改善，
光环境、卫生舒适等放在第二位；

 传统民居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建筑技术，可供现代建筑设计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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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回廊

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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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保温

保温兼顾隔热

隔热兼顾保温

重点隔热
部分地区保温
一般不考虑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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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为什么会影响到微气候？ 城市？ 密集？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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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与郊区气候特征比较

要素 与郊区比较 要素 与郊区比较

大气中污染物质

凝结核

微粒

气体混合物

多10     倍
多10     倍
多5-25  倍

温度

年平均

冬季最低温

夏季最高温

高0.5-3  oC
高1-2     oC
高1-3     oC

辐射

水平面上总辐射

紫外辐射

冬季

夏季

日照时数

少0-20  %
少30     %
少5       %
少5-15  %

相对湿度

年平均

冬季

夏季

小 6 %
小 2 %
小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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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与郊区气候特征比较

要素 与郊区比较 要素 与郊区比较

云量

云量

雾：冬季

夏季

多5-10  %
多100    %
多30      %

风速

年平均

极大阵风

无风日数

高0.5-3  oC
高1-2     oC
高1-3     oC

降水

降水总量

<5mm 雨量日数

降雪量：市中心区

市下风方向

雷暴

多5-15%
多10%
少5-10%
多10-15%
多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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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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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岛效应的成因  城市下垫面（大气底部与地
表的接触面）特性的影响

 城市里的自然下垫面减少

 人工热源的影响

 城市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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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星遥测热场分析

2000年热场分布 2001年热场分布 2003年热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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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风环境

迎风面漩涡 建筑物尾流 穿堂风

边角强风 增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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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规划及建筑设计中风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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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规划及建筑设计中风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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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密度与平均风速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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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环境策略

 风力过弱夏季就感到闷热，相反风力过强则身体就感觉到不适或者感到有
危险；

 因此对于建筑风环境来说重要的是要保证既不强也不弱的适度的清风；

 在小区规划时，重要的是把夏季风力弱的地区的低层住宅区用地控制在较
低的总建筑占地率上；

 中高层集合住宅区用地虽然对整个地区的通风有利，但对于冬季风力强的
地区需要采取提高总建筑占地率或者防风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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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的分类

建筑

民用建筑

工业建筑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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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的分类

 居住建筑

住宅类建筑：住宅、公寓、老年人住宅、底商住宅等

宿舍类建筑：单身宿舍或公寓、学生宿舍或公寓等

 公共建筑

教育建筑 办公建筑 科研建筑 文化建筑

商业建筑 体育建筑 医疗建筑 交通建筑

司法建筑 纪念建筑 园林建筑 综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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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建筑类型的内部得热

 两种类型建筑内部发热量有很大不同

 居住建筑：人员、设备密度低，内部发热量小

 公共建筑：人员、设备密度高，内部发热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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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因其内部发热量的不同，在应用保温、隔热、遮阳、
采光、通风等技术时应有不同的侧重点。

 例：

人员设备密度较高的公共建筑是否应注重保温？

冬季？夏季？过渡季？

夏季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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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某办公楼进行节能改造，经调查其内部发热量较大，达到36W/m2，拟采
用外保温节能改造。

拟用措施： 外墙增加100mmEPS保温

屋面增加100mmXPS保温

外窗增加双层中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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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改造结果并分析

项目 措施

热负荷 冷负荷 年空调能耗 年总能耗

kW 降低
% kW 降低% kWh 降低

% kWh 降低%

改

造

前

无保温

239 - 543 - 2167
22 - 4356

34 -

改

造

后

外墙

100mmEPS
屋面

100mmXPS

199 17.0 460 15.17 1972
86 8.97 4156

78 4.58

1）为什么冷热负荷降低较多，年空调能耗降低不多？

2）如果内部发热量更大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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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荷只是一年中选出的典型一天，计算需要的冷量或者热量，用来选冷热
源机组，其数值并不能说明能耗情况；

 冷热负荷降低较多，说明冷热源机组容量可减小，但其年运行时间有所增
加，导致年空调能耗降低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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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任何一种技术都有适用性的问题

气候、资源、建筑功能

 没有一种包医百病的“先进”技术

灵活组合、深入分析

 建筑千变万化，与批量化的产品不同

对症下药、量身定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