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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设计策略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Strategy in Region Where Has Hot 

Summer and Cold Winter 

撰文   田炜  陈湛  戎武杰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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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夏热冬冷地区夏季酷热、冬季寒冷、潮湿多雨等气候特点，提出与这些气候条件相适应的自然通风、采

光、遮阳、立体绿化、保温隔热及雨水回收等建筑设计策略。结合崇明陈家镇生态办公楼解析了为实现这些技

术措施可采用的建筑空间、形体、构件、景观设计手法。

夏热冬冷  绿色公共建筑  被动式设计

0  引言

夏热冬冷地区涉及到长江流域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图1），因为处于中国南、北方交界区域，兼有寒冷地区与炎

热地区的气候特点，夏季炎热，太阳辐射强，而冬季则较为阴

冷，雨量多，全年相对湿度较大，气候条件相对较差，因此，夏

热冬冷地区一直也是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实施的难点与重点区

域，要在控制能耗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高建筑品质，需要特别针

对这一气候区的气候特点，寻找到适合的、有针对性的绿色建筑

设计策略。

1  气候特点与适用策略

1.1 夏季高温强辐射

夏季高温强辐射的特点要求建筑的设计策略以隔热降温为

主，包括建筑围护结构的防热隔热设计、建筑的遮阳设计、立体

绿化设计以及环境降温措施如人工湿地、环境绿化等。

1.2 冬季阴冷

夏热冬冷地区没有采暖设计，但从气候条件看，其冬季完

全有采暖的必要，而且现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多自行采用空调等措

施，所以这一区域建筑也必须做好围护结构的保温，控制建筑体

形；而且针对阴冷的特点，建筑需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冬季阳光以

提高室内的舒适度水平，这要求与夏季遮阳需求间寻找平衡。

1.3 潮湿多雨

防潮也是建筑面临的一大问题。除了争取日照外，加强自然

通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捷径。尽管这一区域夏季炎热、冬季阴冷，

但其过渡季节较长，温度适中，气候宜人，也特别适合采用自然通

风。另一方面，降雨丰富的特点也为雨水的回收再利用提供了有利

条件。

通过对气候特点的分析可以导出在这一区域适用的绿色建筑

策略，然后根据这些策略寻求建筑设计上的实现方式，对实现建筑

的地域性特点、提高品质与室内舒适度，减少建成后的能耗有着事

半功倍的效果。夏热冬冷地区的适用绿色建筑策略可以归结如表1

所示。

2  适用策略的设计方法

这些策略落实到建筑设计中，就体现在建筑体形的推敲、空

间的组合、围护结构设计、构件细部与景观绿化等各个层面上。

2.1 保温隔热

保温隔热要通过建筑体形设计控制体形系数、建筑空间与功

能的设计、围护结构的设计与材料的选择来实现，同时配合以屋顶

绿化做好屋面的隔热与保温，减少屋顶的传热。如张江集电港总部

办公楼改造项目，在两栋办公楼之间增设了中庭（图2），将两楼

连成一个整体，减少了两楼东、西外墙，形成冬季温室，起到很好

的保温作用，同时对围护结构增设了内保温，并特别注意对节点的

处理，避免出现冷热桥（图3）。

2.2 建筑遮阳

建筑遮阳形式包括建筑形体的自遮挡设计，如世博文化中心、

上海莘庄综合办公楼等；也可以利用玻璃材料的复合形成玻璃自遮图1 夏热冬冷地区区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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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如世博中心。由于需要营造轻盈通透纯净的建筑形象，不能在

立面上设置遮阳构件，因此在玻璃材料上进行遮阳处理，其北侧的

折线型玻璃幕墙采用中空双银Low-e玻璃，遮阳系数0.4，而在南

侧则使用中空金属网夹层双银Low-e玻璃，遮阳系数不超过0.2。

除了自遮阳，任何构件，如百叶、外挑的楼板、突出的墙

体、太阳能利用中的光伏板等，通过设计也均可用于遮阳。还可以

结合垂直绿化对墙体进行遮阳。如图4所示为沪上·生态家建筑中

综合应用的遮阳措施，包括建筑架空、体形内凹所形成的形体自遮

阳，屋顶架起的太阳能光伏板、竹制遮阳构件遮阳，立面特别是西

墙采用绿化模块遮阳措施。

2.3 采光日照

更多地争取日照与采光可采用的设计方法有很多，比如建筑朝

向选择、体形设计、设置中庭、下沉式空间、天窗设计及细部的导

光构件等。在建筑中往往多个层面共同设计，如图5所示为世博中

心为争取更多自然光结合中庭、采光天窗与下沉空间的设计。而张

江集电港总部办公楼更是将争取采光的措施与通风措施相结合，设

计拔风天井的同时配以天窗，如图6所示，同时解决采光与通风。

2.4 自然通风

自然通风的设计更需要建筑大到空间排布、景观水体与绿化

设计，小到开窗的优化、导风构件的设置等多层次的配合。在空间

层面上，可利用架空、半地下空间、导风空间等的设计实现，应用

最广的莫过于利用中庭空间热压拔风，如在世博中心、沪上 生态

家（图7）等建筑中的应用。

在构造设计上，有如开窗形式的优化、通风塔的设计等方

法。如图8所示为世博中心折线形玻璃幕墙的可开启窗设置，是在

考虑到保证幕墙立面的纯净完整效果下实现的自然通风构造设计。

图2  张江集电港总部办公楼中庭示意 图3 张江集电港总部办公楼保温做法

图4 沪上 生态家综合遮阳措施

图5 世博中心采光天窗、中庭与下沉

空间结合的采光手法示意

图6 张江集电港总部办公天井设置

图7 沪上 生态家拔风中庭 图8 世博中心开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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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边环境配置上，水景、绿化设计是常用形式，可以冷却

来流空气，加强通风所需的热压。如图9所示沪上·生态家的下沉

式水景设计。

2.5 其他策略

立体绿化策略包括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及环境绿化。其构造

形式上的不同设计可以形成各种不同效果，特别是垂直绿化，可以

结合建筑设计立意，形成立面设计的一个亮点。如图10、11所示

为不同的垂直绿化形式。

雨水回收虽然主要是给排水专业的一整套系统设计，但也需

要在建筑方案的设计中考虑其屋顶雨水收集的设置、景观绿化与生

态湿地如何将收集、净化处理及使用雨水等环节协调好，关系到建

筑顶平面、环境景观的设计。对实现夏热冬冷地区适用建筑策略的

设计方法总结如表2所示。

3  设计方法的应用案例——崇明陈家镇生态办公楼

上述设计方法在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都市院设计的崇明陈

家镇生态办公楼案例中（图12）有较好体现。该建筑位于上海市

崇明区，建筑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夏热冬冷地区的气候，以体形简

洁、细节丰富、色彩鲜明为主要形象设计特点，契合绿色要求，已

获得绿色建筑设计二星级认证。

3.1 体形设计

体形设计为3个完整的方形体块，东西侧为主要办公区域，中

间扭转的长方体为门庭和交通空间，如图13所示。3个形体架空于

水面之上，浑然天成。造型的简洁能够控制建筑的体型系数，中部

体块的扭转又使建筑明确的建筑体量在规则中不失变化。

3.2 空间设计

空间设计上将办公空间设为开敞的大办公室，减少室内隔

断，并在开敞空间中部设计了竖向的拔风天进，使大进深的空间中

通风组织更加有效，水平风路的组织更为有序，如图14所示。

在办公空间东西两侧设有南北通廊，在过渡季节能够加强穿

堂风，而在冬夏两季形成双层界面，起到保温与隔热的作用。同时

功能排布上将楼梯间、辅助用房设在建筑东西两端，减少建筑主要

功能空间的东、西晒（图15）。

结合建筑的底层水景设计，在底层设计了局部架空空间，能

够吸纳自然风。由于建筑朝向为南偏西，与东南向的主导风向不一

致，建筑师结合造型创新性地引入了导风墙元素，使夏季主导风能

够被引导进入架空空间（图16），加强了建筑的自然通风效果，

同时导风墙也作为一个活跃的造型因子，以灵动的造型和鲜艳的色

彩与主体建筑规则的形体与统一的色调形成对比，使建筑的个性

图10 沪上 生态家立面绿化及细部 图11 申都大厦立体绿化

图12 崇明陈家镇生态办公楼 图13  体形组合

图9 沪上 生态家下沉式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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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新性得到提高，丰富了立面色彩与造型（图17）。

不仅如此，配合构造设计，在架空空间与建筑实体交汇处设

置了竖向通风井的捕风口，与上部的通风天井相连，利用热压使导

风墙导入的自然风被竖井捕捉，输送到二、三层空间（图18），

同时也加强了底层的通风。

结合架空、水景与体形的扭转，形成形体间的相互遮挡，类似

民居中的冷巷，能够形成自遮阳，同时有利于热压通风（图19）。

3.3 围护结构设计

充分考虑建筑的自遮阳、窗和墙的保温隔热性能对建筑累计

总负荷的影响，兼顾冬夏季保温隔热与过渡季的自然通风，并考

虑经济成本因素，对不同窗墙比、保温层厚度设置进行比较分析

（图20，21），以确定围护结构节能方案。最终窗墙比南向为

0.43，西向为0.22。外墙采用50mmEPS外保温，平均传热系数

为0.7W/(m2 K)，屋面采用50mmXPS外保温，平均传热系数为

0.5W/(m2 K)，建筑南、东、西外窗采用双银Low-e中空玻璃与

隔热型材，遮阳系数0.5。北向为中空充氩气隔热型铝型材，遮

阳系数0.76。

3.4 构造设计

构造上考虑与竖向通风井相连，增加高出屋面的通风井（图

22）。原设计为8个，经过模拟分析与设计优化，最终确定为2

图14  空间水平风路组织 图15 缓冲空间设计

图16 水景、架空与导风设计 图17 导风墙实景效果

图18  拔风井设置 图19 空间冷巷设计

图20 窗墙比0.7到0.5对负荷的影响 图21 墙体厚度对负荷的影响



    63

个，每个有效通风面积25m2，优化后高出屋面6.3m，四周安装通

风百叶，百叶底端高出屋面2.7m，高度1.8m。百叶可根据室外气

象条件和室内运行模式调节开口。

二楼的空间通过设置在三楼通风塔下方的公共休息平台与通

风塔连接，增加了通透性和自然通风效果。同时为充分发挥通风塔

作用，室内各水平区域和垂直区域之间增加了可控的通风井百叶与

隔墙上的通风百叶设计。如图23所示。

在遮阳构造方面，原设计考虑由建筑楼板外挑2m形成自遮

阳，但通过模拟发现这会导致室内采光系数降低。经过优化，外挑

尺寸减小为1.2m，同时配合设置活动的遮阳百叶，共同满足采光

与遮阳要求（图24）。

3.5 景观设计

在建筑南侧设计了景观水系（图25），既对环境空气起到降

温效果，改善了微气候，还能增加通风的热压差，同时也方便建筑

的雨水收集利用。

建筑设计保留了江南水乡的建筑特点，在与环境相协调的

同时，综合节能率达到了75%，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为12~20次/小

时，过渡季节室内平均温度为25.8℃，较为舒适。

4  结语

针对夏热冬冷地区的气候特点，保温隔热、自然通风、遮阳

等是较适用的技术策略，需要从体形塑造、空间排布、细部窗洞一

直到构造节点细部、周边景观等各个层面进行设计。设计时需要考

虑综合效果，如在设计遮阳的同时考虑其对冬季争取日照的影响，

关注各项技术的相互联系，各项技术及设计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形

成一个整体。

绿色节能策略的实现往往也是推动建筑造型、功能设计的重

要因素，应将其作为积极的设计因子加以考虑。由于导风、遮阳与

采光兼顾、保温与隔热并存是夏热冬冷地区气候特点对设计策略的

要求，建筑设计因此更多体现出了地域性和丰富的内涵。在此过程

中借助性能化分析手段，直观、量化地推敲设计对室内外环境的影

响，以推动设计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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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通风井 图23  通风百叶设置

图24 遮阳设置 图25 水景设计

第一作者简介

田炜，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绿色

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绿委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建筑学会绿色建材与节能专业委员，上海城乡

建设与交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参加村镇建筑节能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建筑设计应用研

究、超高层住宅建筑的发展策略研究、世博会建筑科技应用及发展趋势分析、申都大厦绿色建筑示范工程设计研究等

多项国家与省市级重大课题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