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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万通低碳建筑标准研究》内容丰富，分二篇，十四章节，内容包括总则、术语、低碳建筑标准评价
指标、布局与设计、住区环境规划、外围护结构、机电系统、采光与照明、可再生能源、建筑施工与
装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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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外，建筑物朝向会影响建筑物周边及其自身的自然通风状况，从而直接影响建筑
物能耗和室内热环境质量。 3.2.2目的 良好的朝向可以使建筑有效利用冬季太阳能辐射，降低建筑在夏
季所受太阳辐射，同时可以改善夏季室内的自然通风条件。 3.2.3控制措施 （1）影响住宅朝向的因素
主要有地理纬度、当地环境、局部气候特征、建筑用地条件等。朝向选择具有地域特征，需要考虑冬
季日照和防风、夏季防晒和自然通风、降雨、利用地形和节约用地等。 （2）从冬季保温和夏季降温
的目的进行综合考虑，在选择住宅朝向时，还要重视当地的主导风向。对于单幢住宅，建筑物房间与
主导风向垂直时的自然通风效果最好，而对于住宅建筑群，住宅建筑长轴方向与主导风向垂直时，各
幢住宅之间易形成涡流，不利于自然通风，因而，把建筑朝向与主导风形成一定的角度，以便改善后
排建筑的自然通风条件。 3.2.4评价方法 在建筑用地许可条件下，建筑主朝向选取是否充分考虑冬季日
照、夏季防晒，建筑主朝向以南向为主的，得1分。 兼顾冬季防风和夏季自然通风，在南向基础上进
行微调，调整幅度不超过±45，得1分。 3.3群体布局 3.3.1条文解释 群体住宅布局主要是由我国严寒和
寒冷地区风环境特点决定的。 我国严寒地区多数处于主导风向区（单盛行风向区），少数处于季风区
。主导风向区主要是新疆和内蒙古北部地区，一年四季基本是同一方向的风，风频率一般在50％以上
，风向概率一般都在20％～40％，冬季盛行风向的频率大于夏季；其余地区，主要是东北三省的严寒
地区处于季风区，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 我国寒冷地区多数处于季风区和主导风向区，
少数地区处于无主导风向区。我国东部的寒冷地区，例如，华dL：；}n华东地区，处于季风区，风向
基本稳定，冬季盛行北风、西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新疆南部和西藏的寒冷地区属于主导风向区，
冬季偏西风频率大于50％，夏季偏东南风频率约15％；陕西北部和宁夏等地区属于无主导风向区（无
盛行风向区），全年风向多变，各风向频率相差不大且都较小，一般都在10％以下。 冬季的室外防风
和夏季室内的自然通风可有效降低住宅运行的能耗。 严寒A区和8区冬季采暖所占全年能耗的比例很高
，主要考虑冬季防风，以降低采暖能耗。 严寒C区和寒冷地区冬季采暖所占全年能耗的比例较高，冬
季防风是这些地区降低采暖能耗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夏季增加建筑物的自然通风效果，尤其是夜间
的自然通风，可以使得建筑物的夏季耗冷量指标降低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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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通低碳建筑标准研究》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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