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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理的居住建筑通风设计不仅可以提高室内空气品质、满足人体的热舒适要

求,而且可以降低建筑能耗。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我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

计的研究现状与标准规范,探讨了现有标准规范不全面、技术指标不统一、技术术语

内容界定不明确、标准精细化不够、通风设计研究缺失、研究深度不够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设计研究与标准规范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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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Thinking of Ventilation Desig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China in Hot Summer and Warm Wint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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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asonable residential building ventilation desig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indoor air quality, meet the human body's thermal comfort requirements, but also reduce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standard specifi-
cations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ventilation design in hot summer and warm winter area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discusses the incomplete specifications of existing standards,
inconsistent technical indicators, unclear definition of technical terminology, insufficient
refinement of standards, and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search purpose and insufficie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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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depth of ventilation design,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
vide reference for design research and standard improvement.
key words:Hot summer and warm winter area;Residential building;ventilation design

0　 引　 言

我国夏热冬暖地区是指最热月平均温度满足

25 ~ 29 ℃,最冷月平均温度大于 10 ℃且日平均

温度≥25 ℃的天数为 100 ~ 200 d 的区域,该地区

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明显,没有夏热冬冷地区

的高温酷暑,全年也基本不需要采暖,建筑气候条

件较好,有近一半的居住者日间全天通风开

窗[1]。 对于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而言,良好的

通风设计能够有效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减少空

调等机械设备的使用频率,节约建筑能耗。 本文

对近年来我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计的

研究现状与已有标准规范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夏

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计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期为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计研究与标

准规范完善提供参考。

1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计
研究现状

　 　 居住建筑的通风方式分为自然通风、机械通

风和二者相结合的复合通风。 为了提高通风效

果,土建类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从总平面规划面

设计、单体建筑设计、换气次数、通风方式与措施

等方面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 笔者对于我国近年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计主要研究现状做

了如下梳理总结。
1. 1　 总平面规划设计

自然通风具有改善热舒适性、提高室内空气

品质和节能的优点,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规

划与总平设计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居住小

区总平面规划中,建筑布局或单体建筑形体改变,
都会导致建筑周边空气流动状态发生变化,从而

影响 建 筑 室 内 自 然 通 风 效 果。 黄 宏 鹏[2] 用

Autodesk CFD 软件模拟了广州某地块多种规划布

局方案对应的自然通风的效果,适合使用点式或

行列式布局;樊小婧[3] 数值模拟了广州市某高层

住宅小区的室外风环境,建议塔楼朝向南偏东

30° ~ 60°、建筑错落分开不互相遮挡。 卢春梅[4]

用 PHOENICS 软件模拟分析了某高层住宅小区

的风环境,结果表明南宁居住建筑规划设计中应

使建筑的纵轴尽可能和东南向垂直单体总平布置

应形成南北朝向的布局,以错列式、行列式布局优

先,开敞的东南面有利于将城市主导风引入住宅

区。 李日毅等[5] 的研究表明,广州市点群式布局

的住区开口较多有利于自然通风,周边式布局的

住区对气流有所阻挡不利于自然通风。 黄志

祥[6]利用 PHOENICS 软件,系统定量分析了广州

市不同建筑密度及容积率下建筑底层架空对住区

自然通风的影响,结果表明建筑底层架空对住区

风环境有较好的改善作用,其中对高建筑密度、低
容积率住区的风环境状况改善更为有效。 赵士怀

等[7]基于福建省气候特点,研究提出了住宅小区

获得最佳自然通风效果的建筑迎风面积比、架空

率、小区围墙的可通风面积比、绿地率等指标。 刘

西等[8]借助 CFD 模拟技术,对南宁市内廊板式住

宅设计进行了自然通风优化设计,通过连通迎风

面和背风面的风廊、设置导风板等措施可使内廊

板式住宅的自然通风情况得到较大改善。 唐

毅[9]通过对广州某小区的夏季风环境模拟得出:
利用消防车道作为住宅小区的进风口可以改善高

层住宅后侧行人高度处静风区的风环境,高层住

宅首层架空以及合理的架空层相对位置能有效的

消除静风区,提高夏季风环境中的舒适度。
1. 2　 单体建筑设计

自然通风主要是因为建筑围护结构开口处在

室内外有压差形成了空气流动,通常由风压、热压

作用或两者综合作用而产生。 在住宅单体建筑设

计中,影响自然通风的因素主要有建筑物的进深、
迎风方位、门窗开口面积和开口方式、户型布局

等。 金恬[10]通过对夏热冬暖地区生态住宅的研

究提出,建筑平面进深不应超过楼层净高的 5 倍

(一般以小于 14 m 为宜),方便形成穿堂风,对于

大进深的户型,可以通过阳台的设计引入穿堂风。
罗建河等[11]模拟得到,为确保岭南高层住宅室内

良好的通风效果,建筑的主要朝向应尽量迎向主

导风向,并确保室内通风通道顺畅,自然通风开口

面积应满足要求且方便调节。 许建福[12] 通过风

洞测试得出,福州住宅进风口位置改变会对室内

气流流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出风口位置改变并

未对室内气流流场产生影响,住宅合适的风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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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地面 1 ~ 2 m 处。 严淑珍[13]用 CFD 模拟了岭

南 2 种典型户型风环境,提出了 5 项改善自然通

风的户型设计措施。 李佗等[14] 选取广州某高层

住宅区的 6 个典型户型,通过通风量计算,总结出

能改善自然通风效果的户型类型。 石峰等[15] 用

CFD 模拟了厦门高层住宅中间户型的几种典型

形式的风环境,结果表明,非封闭内天井和凹口均

对室内风环境有较大提升,封闭内天井会降低局

部楼层室内风环境的质量。
1. 3　 换气次数

居住建筑的通风换气次数过低将无法满足基

本的健康通风需求,但换气次数增加也会使建筑

能耗增加。 秦翠翠[16]基于通风降温,建立了可用

于住宅通风设计的最佳通风换气次数预测方法,
并模拟计算了广州市 10 ~ 21 m2 的双人卧室,当
通风节能变化率下限分别取 10% /次、5% /次时,
最佳换气次数分别为 11. 95 ~ 13 次 / h、21. 95 ~
23 次 / h,通风节能率分别为 18% ~ 30% 、35% ~
55% 。 杜巍巍[17]通过采用 Dest-h 软件模拟,确定

了广州地区住宅不同功能房间的最佳换气次数,
主、次卧室为 12 次 / h,客厅 8 次 / h。 周海稳[18] 通

过对广州地区卫生间湿度排除情况的现场实测和

数值模拟得出:满足人们对居住环境具体要求的

换气次数标准是 10 次 / h,卫生间的相应换气次数

指标必须达到 10 次以上,高等级的生间为了快速

排除淋浴后的高湿空气其换气次数甚至达到

60 次 / h、80 次 / h。
1. 4　 通风方式与措施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气候条件好,自然通

风的利用是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 只有当自然通

风不能满足室内空气品质要求时,才采用机械通

风或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 赵士怀

等[7]的研究提出了福建住宅建筑具有最优节电

效果的“自然通风+风扇调风”与“风扇调风+空
调”通风运行新模式。 秦翠翠[16]研制了由空调机

和通风机组成的住宅空调通风系统,较好的解决

了广州地区住宅的卫生通风和舒适通风问题。

2　 通风设计标准规范

本文汇总了国家、建筑工程行业和夏热冬暖

地区地方政府三个层次的 16 个建筑规范标准中

有关居住建筑通风设计相关的条款,其主要内容

可以分为总平设计、单体建筑设计、开口面积、通

风方式与措施、换气次数等方面,具体总结见

图 1。
对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计而言,不

同标准规范中存在很多共性的内容,如规划设计

应有利于室内的自然通风;通风方式基本一致,即
住宅应能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室内卫

生要求时,应设置机械通风;厨房通风开口有效面

积≥地板面积的 1 / 10、并不得小于 0. 6 m2。 不同

标准规范其相应指标或要求存在一定差异,如
《广东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 / T 15—
133—2018)中首次明确居住建筑“宜采用数值模

拟技术定量分析与优化建筑自然通风设计”,而
在其他标准中仅有诸如建筑平(立)面设计应有

利于自然通风、应对建筑微环境进行预测等定性

的规定。

3　 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本文在认真梳理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

风设计研究成果和现行标准规范条款的基础上,
对照绿色建筑和健康建筑要求,整理如下问题并

提出自己的建议。
3. 1　 标准与规范

目前适应于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通风设计

的标准规范较多,除强制性国家标准(GB)和推荐

性国家标准 ( GB / T)、建筑工程行业建设标准

(JGJ)、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CECS)标准都

有相关条款外,夏热冬暖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

和海南省也相继发布了地方标准(DBJ、DBJ / T、
DB / T)。 这些标准中内容重复较多,但存在如下

几个方面的问题,使得设计人员在执行标准时存

在困难。
3. 1. 1　 标准规范不全面

我国目前除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发布的《住
宅通风设计标准》外,还没有更高层次的关于居

住建筑通风设计专门标准规范,居住建筑通风设

计的国家规范只能依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

准》 ( GB 50352—2019)、 《住宅建筑规范》 ( GB
50368—2005)、 《住宅设计规范》 ( GB 50096—
201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 50736—2012)等。
另外,已有标准与规范尚待补充完善。 如

《广东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首次明确居

住建筑“宜采用数值模拟技术定量分析与优化建

筑自然通风设计”,后续有《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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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住宅通风设计标准》中提出了通风模拟的相

关要求,其他标准规范对此仅提到应对建筑微环

境进行预测等定性的规定或没有此项内容。 又

如,面对较为突出的室内外环境污染问题,目前只

有《住宅通风设计标准》有相关规定。 再如,对住

宅自然通风还没有相关的设计或验收标准对通风

换气次数提出要求,住宅通风设计指导性需要

加强。

图 1　 住宅通风标准与规范

Fig. 1　 Residential ventilation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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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技术指标不统一

现行标准规范中存在技术指标不统一的问

题。 如:对于农村居住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农
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规定大于外墙面积

的 30% ,而在《农村单体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中规定大于外墙面积的 45% 。 又如,《民用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规定北向、东西向、南向的窗墙比

分别不应超过 0. 25、0. 3、0. 35,而在《夏热东暖地

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北向、东西向、南
向的窗墙比分别不应超过 0. 45、0. 3、0. 5。
3. 1. 3　 技术术语内容界定不明确

如在规定居住建筑通风开口面积时,存在

“通风开口有效面积”、“自然通风开口面积”、“直
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通风开口面积”等不同

描述,笔者以为用“自然通风有效开口面积”较为

合适,这样在建筑设计时不易产生歧义。
3. 1. 4　 标准的精细化不够

标准中存在部分内容精细化不够,实际应用

时通风效果出现偏差。 如:可开启外窗是自然通

风的关键部件,在夏热冬暖地区自然通风设计中

尤为重要,现行标准只明确了可开启面积要求,但
对于外窗形式、朝向、个数、位置等因素没有要求,
规定不明确。
3. 2　 通风设计研究

通风是保障居住建筑室内空气品质和人体热

舒适的重要技术措施,夏热冬暖地区气候条件较

好,关于自然通风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良好的自然通风,需要在住宅设计阶段充分考虑。
作者梳理了近年来与我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

自然通风设计相关的研究成果,发现存在如下方

面不足。
3. 2. 1　 通风目的有缺失

归纳起来,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自然通风

目的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1)降温排热。 夏热冬

暖地区夏季长、太阳辐射强烈,中心城市“热岛效

应”明显,但其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又
为住宅自然通风降温排热提供了有利条件;2)改
善室内空气品质。 住宅装饰装修、烹饪油烟、电气

设备等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颗粒物污染和

微生物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自然通风无疑是创建可接受的室内空气品

质的有效手段;3)节能减排。 家用空调的越来越

普及使能耗不断增加,夜晚等时段良好的自然通

风可以降低能耗。 但是,近年夏热冬暖地区居住

建筑自然通风设计的研究主要基于风热环境优化

方面,通风节能研究也有较多成果,而基于控制室

内空气污染物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3. 2. 2　 设计研究深度不够

如上所述,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自然通风的

需求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专业技术人员能够更好地

响应规划和设计。 例如,尽管已有许多研究者利用

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
模拟、风环境评价体系等手段研究得到了通风与

设计的因果关系,但大部分研究结果和设计实践

之间仍然存在差距,此外,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微气

候数值模拟之间的工作流程相对繁琐,这些都有

待进一步开展研究。 在建筑开口设计方面,高层

住宅往往从底层至顶层都采取相同的开口模式和

开口尺寸,但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室外风速增

大,相同通风量要求时有不同的有效开口尺寸,因
此,深入研究高度、开口面积和方式与通风换气量

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

4　 结　 论

综合梳理分析近年我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

筑通风设计研究文献资料和现行标准规范相关条

文,得出以下结论。
1)为了提高通风效果,人们从总平面规划设

计、单体建筑设计、换气次数、通风方式与措施等

方面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还存在通风目的有

缺失、设计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需深入开展基于

控制室内空气污染物的通风设计研究,而通风设

计的 CFD 模拟、风环境评价体系等研究结果和设

计实践之间的吻合性以及诸如建筑开口与通风换

气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很有必要深入研究。
2)目前适应于我国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

通风设计的标准规范较多,但存在标准规范不全

面、技术指标不统一、技术术语内容界定不明确、
精细化不够等问题,发布关于夏热冬暖地区居住

建筑通风设计专门标准规范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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