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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简介

home+是一个74m2，为1～2个人居住而设计的住宅。因其能源来源于太阳能，它能被移动到世界各

地。一体化设计体现的组件多功能性与清晰的陈设展示是设计与技术结合的主要话题。

home+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模块与间隔的循环组合体现了东西立面的韵律感；室内南北向的通透

空间；高出屋顶通风塔（也是home+的核心）。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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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气候理念

2.1 建筑特性

设计的初衷就是要得到一个紧凑、隔热、小体形系数、南向以便使太阳辐射可控的空间。夏季门廊

将阻挡太阳高度角数值偏大的光线；冬季由于太阳高度角较小，阳光则可以射入室内。这种高隔热的性

能通过真空隔热板和三层玻璃窗得以实现。

由于室内空间密闭较好，相应地减少了热量损失。木结构和其他天然建筑材料将建筑能源最小化。

所有应用的建筑材料都将接受涵能测试，以便与其他材料进行比较。

剖面

隔间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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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被动式技术

在高度隔热的建筑中，通风控制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得到最佳建筑能耗，根据空气质

量、温度与不同季节处理的结果，建筑被动式通风分为3个阶段：

当周围空气温度在15°C~21°C之间时就需要进行预热。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冬季日，空气

通过底部的薄玻璃进入，在玻璃隔间中被加热，此时外层玻璃窗口关闭，热空气则上升从内层玻

璃开口进入室内。玻璃隔间中的植物通过蒸腾作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同时改善了空气质量。

当环境温度适中，保持在18°C~24°C时，交叉通风启动，通过完全打开的隔间窗口交换室

内外空气。在炎热的夏季，这种方式也用于建筑围护结构降温。

表皮系统

墙体、屋顶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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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塔是被动式空调概念的重要部分，以下是对其详述：

（1）通风塔设计与运行原理

通风塔置于室内卧室区与生活区之间，起到间隔与通风的作用。南、北主导风向决定了其高度与朝向。

当风速足够大，通风塔将其捕获，条件适宜时，在不适用任何机械设备的前提下，通过下吸蒸腾作用，由底

部平开窗进入室内，从而起到增强通风、降低温度的作用。其左右的空间称为“太阳烟囱”，用来排放吸入

的空气，完成整个循环。玻璃顶比其他空间要高，内部设置吸收板来吸收太阳辐射。通过辐射热传递来加热

烟囱中的空气，热空气将室内浊气带出室外。

（2）通风塔的工作原理

蒸发冷却的条件十分苛刻，过热或湿度过大（超过55%）通风塔都不会正常工作。尽管如此，这种蒸发冷

却在春、秋季，夏季大部分早晨甚至全天合适的气候条件下都能正常运行。

冷却能力与当时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有关。通风塔与太阳烟囱未被使用其间，内部玻璃处于关闭状态，而

太阳烟囱中外的薄层玻璃则始终处于开放状态，释放热空气。

日照与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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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块化

我们注意到通风塔是home+最主要的设计特色，也是针对像马德里一样气候的地区的特别处理方

式。Home+之后的发展就是通过调整通风塔，在其他地区也能实现如此的作用，比如沿海地区可以利用

风轮，寒冷地区可以变成热水箱或烟囱等。

通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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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热质量、相变材料和一体化屋顶

我们不能低估热质对居住舒适性的贡献，而通过使用能够吸收更多热量的相变材料，这种作用得到了加强。房子装备

了20m2的相变材料屋顶（1cm厚），由盐的水化物和石墨按照比例混合，石墨提高了材料的导热性。相变材料熔点为22°C，

潜热用于制冷和取暖，缩小室内温差变化。1 500kg/m³的密度也增加了建筑的热质。夏季，相变屋顶通过光伏热收集装置辐

射制冷。总之，热质、通风塔、空气预热或交叉通风使建筑在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处于舒适状态。（译/李昭君）

太阳能烟囱

装配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