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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居住建筑室内自然通风对于提高室内空气品质、改善夏季室

内热环境以及降低空调开启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对室内外自然通风设计的定量要求比较模

糊，关于建筑自然通风完整的、简化的、量化的计算方法，尚在

基础理论研究中，未有可直接应用的成果。由于没有衡量自然通

风效果的量化条文，建筑师在设计时常常依据个人经验，采取定

性方法组织自然通风，其效果无法保证，甚至很多时候会因为提

高容积率而牺牲居住建筑自然通风效果。本导则的编制基本思路

是整合现有的设计规范，结合课题组的设计经验，编制出一个定

性和定量的设计导则，能覆盖规划、单体、平面、户型和房间各

设计对象，弥补现有标准规范的不足，辅助自然通风设计。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是：1.总则；2.术语；3. 自然通风性能等

级标识；4.自然通风设计引子索引；5.住宅自然通风设计导则；6.

宿舍自然通风设计导则。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目 录

1、总则………………………………………………………………1

2、术语………………………………………………………………2

3、自然通风性能等级标识…………………………………………3

4、自然通风设计因子索引…………………………………………6

5、住宅自然通风设计导则…………………………………………9

5.1 方案阶段…………………………………………………9

5.2 扩初与施工图设计阶段…………………………………29

6、宿舍自然通风设计导则………………………………………35

参考文献…………………………………………………………41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1

1.总则

1.1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建筑节能政策，辅助本地居住建筑自然

通风设计，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广州地区居住建筑（住宅和宿舍）自然通风设

计。

1.3 居住建筑自然通风设计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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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1 风压通风

利用建筑的迎风面和背风面之间的压力差实现空气的流通。压力

差的大小与建筑的形式、建筑与风的夹角以及建筑周围的环境有关。

2.2 房间换气次数

以房间为考察对象，指 1 小时内通过房间的室外空气体积量与房

间体积的比值。单位为次/小时。具体计算公式为：

房间通风换气次数=房间各迎风面开口平均风速×开口有效面积/（房

间地面面积×净高）

2.3 户型通风换气次数

以户型为考察对象，指 1 小时内通过户型的室外空气体积量与房

间体积的比值。单位为次/小时。具体计算公式为：

户型通风换气次数=户型各迎风面开口平均风速×开口有效面积/（户

型套内面积×净高）

2.4 空气龄

指空气进入房间滞留的时间，它主要作为衡量室内空气的新鲜度

和换气能力的指标。某点的空气龄越小，说明该点的空气越新鲜，空

气品质就越好。

2.5 准静风区分布

指在自然通风条件下，室内风速小于 0.5m/s 的区域。在自然通风

模式下，过低的风速会恶化室内热环境，所以应尽可能避免过大的准

静风区。

2.6 穿堂风

在风压作用下，室外空气从建筑物一侧进入，穿过内部，从另一

侧流出的自然通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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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通风性能等级标识

3.1 自然通风性能评价与节能率评估的研究思路

自然通风性能的量化描述是联系设计导则与节能量评价的重要桥

梁。在设计导则的指引下，居住建筑的室内自然通风性能得到优化和

提升，自然通风性能等级是对其量化描述和评价的重要指标。通过等

级的量化指标，可以为建筑能耗分析提供输入条件，继而得到自然通

风性能提升后对全年能耗降低的贡献。这是本设计导则和节能率评估

关联研究的思路。

3.2 目前可用的室内自然通风性能指标

根据工程实践和文献调研，目前可用的评价室内自然通风的效果

主要有三个指标：室内准静风区分布、通风换气次数、空气龄。

（1）室内准静风区分布

室内准静风区是指风速小于 0.5m/s 的区域。在自然通风模式下，

过低的风速会恶化室内热环境，所以应尽可能避免过大的准静风区，

特别是在人员的主要活动区域应尽量避免过低风速区。根据文献的推

荐，在夏季主导风向和平均风速下，主要功能房间的准静风区面积不

超过房间面积的 40%时，可以说明户型通风效果达到良好等级。

（2）通风换气次数

对于各种户型来说，通风效果的优劣可以采用通风换气效率来衡

量。通风换气效率是指在一定的建筑围护结构条件下，通过自然通风

作用，从建筑室内带走热量，提高室内空气品质的能力。通风换气效

率可采用通风换气次数来衡量，表示一个小时内可以将室内空气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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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数。目前工程中常采用 20 次/h 以上的通风换气次数来衡量是否

达到良好等级。

（3）空气龄

空气龄指空气进入房间滞留的时间，它主要作为衡量室内空气的

新鲜度和换气能力的指标。某点的空气龄越小，说明该点的空气越新

鲜，空气品质就越好。目前空气龄指标与自然通风效果没有明确的等

级划分，部分工程应用推荐：在夏季主导风向和平均风速下，房间的

平均空气龄不超过 180s 时，说明房间通风换气能力较好。

3.3 本导则采用的室内自然通风性能指标及标识等级

对以上可用的三个自然通风评价指标，室内准静风区分布和空气

龄可以非常形象的反应在户型平面上，比较直观，但是它需要进行计

算流体力学模拟（简称 CFD）才能获得。在规划设计阶段，换气次数

这种最通用、最直接的指标用于各设计因子优劣的评价更容易为设计

师所接受。

由于每一个设计因子都会对自然通风状况（也就是通风换气次数）

产生影响，因此设计导则提出“户型通风换气次数”来评价主要设计

因子对自然通风的影响。户型自然通风换气次数按照下式计算：

户型通风换气次数=户型各迎风面开口平均风速×开口有效面积/（户型

套内面积×净高）

对于夏热冬暖地区，在夏季主导风向下，平均室外平均风速一般

在 1.5-2.0m/s 以上。通过合理的室内外通风设计，窗口开启扇平均风

速可达到 0.3-0.5m/s 以上。按照外墙可开启面积不小于地面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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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计算，在夏季主导风向和平均风速条件下，室内通风换气次数达

到 20 次/h 不难实现。因此设计导则将 20 次/h 通风换气次数定位为夏

热冬暖地区优良级别的自然通风工况。为了更直观的表示自然通风性

能等级，建立类似家用空调能效标识的自然通风性能等级标识图，以

颜色来区分自然通风等级，如下表 3-1 所示。

室内通风换气系数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计算：（1）CFD 模拟；（2）

通风网络法计算。对于 CFD 模拟，应同时进行室内外流场的模拟计算，

以得到准确的室内流场分布，进而计算各房间和整个户型通风换气次

数；对于通风网络法，建筑迎风面和背风面风压差可以参照《广州地

区居住建筑自然通风节能量评价导则》推荐的方法计算，再利用通风

网络模拟软件计算各房间和整个户型通风换气次数。

表 3-1 自然通风性能等级标示

自然通风性能等

级

当量通风换气次数n（次

/h）

优 n≥60

良 20≤n<60

中 2≤n<20

差 n＜2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6

4、自然通风设计因子索引

根据住宅设计管理的实际流程，归纳出不同阶段影响产品自然通

风性能的设计因子，如下表 4-1:

表 4-1 影响自然通风性能的设计因子

设计

阶段
设计因子 子设计因子 重要性 说明

方案

阶段

组团布局

平均迎风面面积比 必要措施
住宅小区组团的排列方

式
组团排列方式 必要措施

首层架空比例 必要措施

建筑单体平

面形态

建筑形态 必要措施
建筑单体的体型和平面

布局
最大连续面展开宽度 必要措施

天井面宽与进深 必要措施

建筑单体朝

向
必要措施

建筑单体长立面的法向

方位

单元户型平

面布局

一梯一户布局 必要措施

共用楼梯间的户型组合

方式

一梯两户布局 必要措施

一梯三户布局 必要措施

一梯四户布局 必要措施

一梯六户布局 必要措施

功能房间平

面布局

两房平面 必要措施

套内功能房间格局三房平面 必要措施

四房平面 必要措施

房间开口相

对位置
必要措施

房间开口(含内、外开口)

的位置

房间通风路

径
必要措施

各户型至少有一间房间

可以形成有效的通风通

道

扩初

与施

工图

阶段

外窗可开启

面积
必要措施

房间外窗（透光门）的可

开启面积

迎风面阳台

构造
辅助手段 迎风面阳台有利于导风

外遮阳形态 辅助手段 遮阳构造的选择

导风窗 辅助手段 悬窗和转窗的应用

家具布置 辅助手段
家具布置与室内自然通

风状况相协调

其它导风措

施
辅助手段

树木、灌木、挑檐、导风

板等导风措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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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4-1 列出的设计因子，按照其对室内自然通风性能的影响程

度，分为必要措施和辅助手段两个层面，其中必要措施是设计师必须

加以考虑的，每一个设计因子都将对室内自然通风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对于辅助手段，设计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性考虑，这些设

计因子可以一定程度上局部改善室内空气流态，但不会对室内自然通

风性能产生关键影响。

按照住宅设计管理和建筑设计的实际推进程序，影响自然通风性

能的各设计因子及其导则与设计基本流程各环节的对应关系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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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流程 自然通风设计

导则

选择物业类型 明确户型需求

规划设计

建筑单体方案

设计

建筑单体初步

设计与施工图

组团布局

建筑单体平面

形态

建筑单体朝向

单元户型平面

布局

房间开口相对

位置

房间通风路径

外窗可开启面

积

迎风面阳台构

造

外遮阳形态

导风窗措施

家具布置

其它导风措施

可开启面积控

制

细部构造设计

广州市居住建筑自然通风设计导则技术措施控制流程图

辅

助

手

段

图 4-1 自然通风设计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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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宅自然通风设计导则

5.1 方案阶段

5.1.1 组团布局

设计取值建议 技术导则说明

◆ 夏季平均迎风面积比反映了建筑物对通风的阻挡。通过

调整建筑体型、建筑间距等设计参数，可以改变夏季平均迎

风面积比。对于夏热冬暖地区，该值要求不超过 0.70。

迎风面积比是建筑物在设计风向上的迎风面积与最大可能

迎风面积的比值。

平均迎风面积比是居住区或设计地块范围内各个建筑物的

迎风面积比的平均值

迎风面积比=Fyf/Fyf,max

◆ 迎风面积比体现

了建筑群对通风的

阻挡效应，是一个比

较直观的衡量室外

通风的设计因子。通

过调整建筑体型、建

筑间距等设计参数，

改变迎风面积比，从

而获得良好的室外

自然通风效果。

◆ 小组团的设计优先采用错列式、斜列式和行列式的组团

设计，避免采用大规模的围合式设计。

A错列式 B 斜列式

C 行列式 D 围合式

◆ 行列式、斜列式

和错列式布局有利

于建筑之间形成比

较通畅的空气流动

通道，营造良好的室

外风环境，同时也有

利于各单体建筑上、

下风侧形成有效的

风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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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住宅小区组团设计宜沿夏季主导风向采用“前低后

高”的方式，即上风侧布置别墅和洋房，下风侧布置高层。

对于高层住宅小区，宜将塔式建筑布置上风侧，而将行列式

建筑布置在下风侧。当住宅小区规模较大（如单体建筑超过

20 栋）时，宜利用小区室外风环境模拟手段指导小区组团

设计。典型的自然通风良好的大型小区组团布局如下图：

“前低后高”的小区大型组团布局设计

◆ 对大型的住宅小

区，应将高度较低的

联排别墅或洋房布

置在夏季主导风向

的上游，错列的多层

或高层行列式布置

在下游，这样可以使

得气流越过低层建

筑，深入小区下游，

减轻高层对下游组

团的通风影响。错列

的点式高层布局对

室外通风影响较小，

而行列式布局对下

游建筑群室外通风

具有一定的负面影

响，因此宜将错列的

点式高层布置在主

导风的上游，而将行

列式的住宅布置在

下游。

◆ 高层住宅宜采用架空设计，若首层为公共建筑则可以考

虑利用转换层架空。

首层架空 转换层架空（空中花园）

◆ 架空层的设计主

要用于改善近地面

的空气流态，架空层

的高度不宜小于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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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架空率：架空层中，净高超过 2.5m 的可穿越式通风部

分的建筑面积占建筑基地面积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通风架空率 k=(a1+a2+a3)/a
当夏季主导风向上建筑物迎风面宽度超过 80m 时，该建筑的

底层通风架空率不应低于 10%，其它情况也不宜低于 10%。

◆ 合理确定建筑间距，沿夏季主导风向宜采用“前低后高”

的处理方式，建筑间距在满足《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标

准与准则》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前后单体建筑间距比值宜大

于 1.0（其中 H为主导风上游建筑单体的高度）。

 

H 主导风向 

≥ 1.0H 

沿主导风向建筑间距最小值确定

◆ 沿主导风向走

向，过小的建筑间距

容易造成下风向区

的单体处于上风向

区单体的气流漩涡

区中，不仅会影响室

外通风效果，还会影

响下风向区单体周

围的风压分布，从而

对室内通风产生不

利影响。

5.1.2 建筑单体平面形态

设计取值

建议

◆ 优先采用塔式建筑，建筑立面高宽比不应小于 3:2。建筑平面

包括一梯一户、一梯两户、一梯三户、一梯四户及一梯六户布局。

◆ 板式建筑宜选用长条一字型、┍型和∩型的配置形式，在满足

《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标准与准则》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最大

连续展开面宽度不宜超过 80m，且不应超过用地红线宽度的 70%。

板式建筑宜设置空中花园、镂空洞口等开口，开口应面向夏季主导

风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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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多肢建筑的开口天井，其面宽和进深应满足《广州市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标准与准则》基本要求。为获得通风改善效果，面宽

不宜小于 6m，进深不宜大于 8m。如进深加大，应按照超出 8m的进

深部分加大面宽，以获得较好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效果。对于封闭

天井，最小净宽不宜小于 13m。

技术导则

说明

◆ 塔式建筑对空气流动阻挡较小，有利于建筑上、下风侧立面形

成有效的风压差，可以满足更多户型的自然通风需要，但塔式建筑

的体形系数相对较大，不利于节约用地。

◆ 集合住宅宜选用长条一字型、┍型和∩型的配置形式，且其开

口应面向夏季主导风向，这样可以保证多数户型的上、下风侧立面

形成有效风压差，为室内通风创造外界条件。

◆ 塔式建筑宜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上风，大型集合住宅宜布置在

夏季主导风向下风侧。

5.1.3 建筑单体朝向

设计取值

建议

◆ 单体建筑面向夏季主导风向的偏转角度宜大于等于 45°，不应

小于 30°

90°
45° 30°

技术导则

说明

◆ 建筑的朝向应以合理组织、应用外界风环境，创造舒适室内热

环境为目的。尽可能地使建筑朝向面向夏季主导风向（其偏转角度

宜大于等于 45 度，对于大型建筑小区，可根据小区风场模拟合理

选择朝向），或尽量提高建筑表面接受夏季主导风向的覆盖面积，

从而可以为室内自然通风提供良好的外界条件。

◆ 夏热冬暖地区夏季主导风向多为东南风和南风，单体的朝向宜

控制在南偏东 45 度～南偏西 15 度范围内。这一点与建筑节能是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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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单元户型平面选择

夏热冬暖地区常见单元户型平面布局，包括一梯一户、一梯两户、

一梯三户、一梯四户以及一梯六户的自然通风性能等级如不同单元户

型平面格局自然通风性能等级索引图 5-1 所示。索引图是在对大量的

单元户型平面布局进行模拟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不同单元户型平面

布局自然通风性能的定性与定量比较结果，可作为建筑师在进行单元

户型平面布局选择与组合方案决策时的工具。

各种新增的单元户型平面布局，也可以在计算机模拟分析的基础

上，判定其自然通风性能等级，并增加到自然通风性能等级索引图中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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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不同单元户型平面格局自然通风性能等级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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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典型单元户型平面布局（一梯一户）

设计取值建议

◆ 优选方案：楼梯间布置在下风侧。

户 1

楼梯

间

◆ 不利方案：楼梯间布置在中间或上风侧，应该尽量避免采用。

户1

楼梯
间

技术导则说明

◆ 一梯一户是较理想的自然通风户型布局，将楼梯间布置在下

风侧有利于增加户型的进风覆盖面积，避免对下游主要功能房间

自然通风的遮挡。

注：颜色表示该户的自然通风等级标识，下同。

5.1.4.2 典型单元户型平面布局（一梯两户）

设计取值建议

◆ 优选方案：两房平行布置，中间为楼梯间，且楼梯间宜布置

在下风侧，如图：

户1 户2

楼梯

◆ 次优方案：两房采用对角布置，其节能和自然通风性能均比

优选方案差，无特殊情况不采用。

户2

户1

楼梯

技术导则说明

◆ 一梯两户是最理想的自然通风户型布局，各户型均能形成流

畅的穿堂风。楼梯间布置在下风侧有利于增加户型的进风覆盖面

积。

优 良 中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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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典型单元户型平面布局（一梯三户）

设计取值建议

◆ 优选方案：宜迎向夏季主导风向采用倒品字型布置，前后户型

之间宜留出 3-5m 间隔。

 

户 1 户 2 
楼

梯

间 

户 3 

◆ 次优方案：三个户型面向夏季主导风向均能保证较大的进风面

积，但户 3无有效出风口面积，自然通风状况相对较差。

户1 户2

户3

楼梯间

◆ 避免方案：三个户型的直角布置方式只能保证一户的良好自然

通风，尽量予以避免。

户2

户3

户1

楼梯
间

技术导则说明

◆ 一梯三户宜采用倒品字型的户型布置方案，使得三个户型面向

夏季主导风向均有较大的进风面积和出风面积，前后户型宜留出

3～5m的间隔，以保证前端户型的顺利出风。

◆ 对板式结构的一梯三户布置，三个户型面向夏季主导风向均具

有较大的进风面积，应重点考虑中间户型的出风口面积和位置。可

以在楼梯间布置可开启外窗，当户 3入户门开启时可以利用楼梯间

外窗形成一定的穿堂风通道，以改善中间户型的自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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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 典型单元户型平面布局（一梯四户）

设计取值建议

◆ 优选方案 1：宜面向夏季主导风向采用前小后大的总体布置

方式，前后户型之间宜留出 3～5m的间隔。

 

户 1 户 2 
楼

梯

间 

户 3 户 4 

◆ 优选方案 2：以楼梯间为中心四个朝向各布置一个户型，此

方式虽然具有良好的自然通风特性，但是体形系数较大，对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要求增加。

户1

楼梯
间

户3

户2

户4

◆ 次优方案：四个户型面向夏季主导风向均能保证较大的进风

面积，但户 2和户 3无有效出风口面积，自然通风状况相对较差。

户1 户4

户2 户3

楼梯

◆ 避免方案：如下两种一梯四户的布置方式只能保证 1-2 户较

好的自然通风，应该尽量予以避免。

户1

楼梯

户3

户4

户2
户1

楼梯

户3

户4

户2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18

技术导则说明

◆ 优选方案 1：前向两户采用小户型，后向两户采用大户型，

前向两户不会对后向两户的自然通风不会产生大的遮挡作用。前

后户型宜留出 3～5m的间隔，可以以保证前向户型的出风面积。

◆ 优选方案 2：以楼梯间为中心四个朝向各布置一个户型，使

得每一个户型都能保证足够的进风和出风面积。但是此方式建筑

体形系数大幅度增加，东、西向建筑面积也显著增加，不利于建

筑节能，对建筑热工参数的要求相应会提高。

◆ 次优方案：四个户型面向夏季主导风向均具有较大的进风面

积，应重点考虑中间两户的出风口面积和位置。可以在楼梯间外

墙布置可开启外窗，当户 2 和户 3入户门开启时可以利用楼梯间

外窗形成一定的穿堂风通道，以改善中间户型的自然通风。

户 1 楼梯间 户 4

户 2 户 3

5.1.4.5 典型单元户型平面布局(一梯六户)

设计取值建议

◆ 优选方案：前小后大的“王”或“亚”字型的布置方式可保

证前向两户和中间两户较好的自然通风状况，且前后户型之间天

井的净宽和净深度应满足广州市城市规划审批技术标准与准则

（建筑篇）第六节居住建筑天井 6.2 的相关条款。

◆ 次优方案：此种一梯 6户方案是南方地区目前较多应用的一

种户型布局，可以保证户 2 和户 3 大部分空间良好的自然通

风，而户 1无有效出风口面积，自然通风状况相对较差。

外窗

优 良 中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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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方案：当前南方城市较多数量一梯六户布局自然通风状

况较差，特别是部分户型既没有面向夏季主导风向保证必要

的进风面积，也完全没有穿堂风的形成条件。如下图所示，

应尽量予以避免：

户1

户2 户3

户4 户5

户6楼梯
间

楼梯

户3 户3

户2 户2

户1 户1

户1 户1

户2 户3 户3 户2

楼梯
间

户5 户6

楼梯
间户3 户4

户1 户2

技术导则说明

◆ 优选方案：一梯六户的布置很难同时保证所有户型的良好自

然通风，条件容许前提下宜避免大规模采用一梯六户的布置方案。

选用时，前向两户采用小户型，中间两户采用大户型，则前向两

户不会对中间两户的自然通风不会产生大的遮挡作用。前后户型

之间宜留出 3～5m 的间隔，可以以保证前向户型的出风面积。

◆ 次优方案：可以在楼梯间后部两侧布置可开启外窗，当户 2

和户 5 入户门开启时可以利用楼梯间外窗形成一定的穿堂风通

道，以改善中间户型的自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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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功能房间平面布局

5.1.5.1 功能房间平面布局( 两房)

设计

取值

建议

◆ 室内间隔和空间布局应有利于形成平面通风网络，宜将起居室和主卧

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上风侧，而将厨房、卫生间布置在下风侧。如下两种

布置方式即是理想的两房通风格局。

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两房格局和通风性能

（注：图中右侧为主要功能房间自然通风等级标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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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两房格局

◆ 下图所示的两房格局将两个卧室置于上风侧，而客厅置于下风侧。导

致客厅进风口受限制，客厅自然通风覆盖面积太小，室内准静风区面积偏

大。因此该格局其自然通风性能相对较差，条件许可时避免采用

自然通风不理想的两房格局

技术

导则

说明

◆ 自然通风应首先考虑客厅、卧室和书房等主要功能房间，因此宜将客

厅和主卧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上风侧，而将厨房、卫生间布置在下风侧，

厨卫的门窗可作为有效出风口。

◆ 客厅是各功能房间的转换空间，且处于常开放状态，将其布置在夏季

主导风向上风侧可以有效联通其它功能房间。

◆ 两房布局因为房间较少，相对容易实现自然通风，应将客厅和主卧均

布置在上风侧。

◆ 厨房和卫生间作为室内的主要污染来源，其外窗不宜布置在上风侧，

避免其作为进风口。

5.1.5.2 功能房间平面布局（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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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取

值建议

◆ 室内间隔和空间布局应有利于形成平面通风网络，宜将起居室和主卧

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上风侧，而将厨房、卫生间布置在下风侧。如下三种

布置方式即是理想的三房通风格局。

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三房格局 1

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三房格局 2

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三房格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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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两图是自然通风不够理想的三房格局，格局 1将两个卧室置于上

风侧，客厅布置在下风侧，导致室内通风通道非常狭窄。而格局 2将客厅

阳台置于北向，而将厨房和卫生间等附属房间置于上风侧，导致迎风面开

口面积偏小，厨卫外窗关闭时更进一步限制了进风面积，室内总体通风状

况不理想。

自然通风不理想的三房格局 1

自然通风不理想的三房格局 2

技术导

则说明

◆ 自然通风应首先考虑客厅、卧室和书房等主要功能房间，因此宜将客

厅和主卧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上风侧，而将厨房、卫生间布置在下风侧，

厨卫的门窗可作为有效出风口。

◆ 客厅是各功能房间的转换空间，且处于常开放状态，将其布置在夏季

主导风向上风侧可以有效联通其它功能房间。

◆ 三房布局可以演变出多种形式，建议将客厅和两个卧室布置在上风

侧。

◆ 厨房和卫生间作为室内的主要污染来源，其外窗不宜布置在上风侧，

避免其作为进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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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功能房间平面布局（四房）

设计

取值

建议

◆ 室内间隔和空间布局应有利于形成平面通风网络，宜将起居室和主卧

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上风侧，而将厨房、卫生间布置在下风侧。如下

两种布置方式即是理想的四房通风格局。

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四房格局 1

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四房格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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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导则

说明

◆ 自然通风应首先考虑客厅、卧室和书房等主要功能房间，因此宜将客

厅和主卧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上风侧，而将厨房、卫生间布置在下风侧，

厨卫的门窗可作为有效出风口。

◆ 起居室是各功能房间的转换空间，且处于常开放状态，将其布置在夏

季主导风向上风侧可以有效联通其它功能房间。

◆ 厨房和卫生间作为室内的主要污染来源，其外窗不宜布置在上风侧，

避免其作为进风口。

5.1.6 房间开口相对位置

设计

取值

建议

◆ 平面开口相对位置应有利于穿堂风的形成，宜优先采用穿堂型和错位

型的方式，次优采用垂直型和侧穿型的方式，避免采用侧过型、正排型和

逆排型三种开口方式。

◆ 门、窗洞在立面上的相对位置，宜将进风口布置在较低的位置，即进

风口不宜开高窗。

技术

导则

说明

◆ 房间开口相对位置选择的主要原则是能使空气能够引向主要人体活动

空间，并保证适当的风速。在平面相对开口位置上，侧过型、正排型和逆

排型为单侧通风，无法形成有效的穿堂风，应尽量避免。而垂直型、错位

型、侧穿型和穿堂型四种相对位置可以形成较流畅的穿堂风，室内空气流

速分布较为理想。相对位置索引见表 4-1。

◆ 宜将进风口宜布置在较低的位置，采用“低进高出”或“低进低出”

的竖向布置方式，使得室外自然风流过房间时能够直接掠过人体，以改善

人体热舒适状况。

◆ 对面积较大的功能房间，条件许可时可考虑第三面墙上做第三个开口

（主要作为出风口），可进一步增加房间的风速覆盖面，减少涡流区。此措

施可结合 4.2.14 条导风窗的应用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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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门、窗洞口相对位置及其对通风的影响

名 称 图 示 通 风 特 点 通风性能等级 备 注

穿堂型

1 有较广的通风覆盖面

2 通风直接、流畅

3 室内涡流区较小，通风

质量佳

优 建议采用

错位型

1 有较广的通风覆盖面

2 涡流较小，阻力较小 优 建议采用

垂直型

1 气流走直角转弯，有较

大阻力

2 室内涡流区明显，通风

质量下降

3 下部比上部通风好

良 少量采用

侧穿型

1 通风直接、流畅

2 室内涡流区明显，涡流

区通风不佳
良 少量采用

正排型

1有出风口，进风口

2 典型的通风不利型

3 室内只存在一定气流

扰动

中 尽量避免

侧过型

 1 室外风速对室内通风

影响小

2室内空气扰动很小

3 无法创造室内良好通

风条件

差 尽量避免

逆排型

1有出风口，进风口

2 最不佳洞口方式

3 仅靠负压作用吸入空

气

差 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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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房间通风路径

设计

取值

建议

◆ 当房间由可开启外窗进风时，能够从户内（厅、厨房、卫生间等）或

户外公用空间（走道、楼梯间等）的通风口或洞口出风。

◆ 房间通风路径上的进风口和出风口不应在同一朝向上。

◆ 当户门设有常闭式防火门时，户门不应作为出风口。

◆ 每户至少应有一个居室房间通风开口和通风路径的设计满足自然通风

要求。

◆ 对于每一套户型的有效通风路径，宜提高房间外窗进风口的有效面积。

作为进风口的外窗通风开口，建议有效开启面积不应小于房间面积的 10%

或外窗面积的 45%的二者大值。

技术

导则

说明

◆ 一般住宅房间均是通过房门开启与厅堂、过道等公用空间形成通风路

径的，在使用者本人私密性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开启房门形成通风路径是可

行的。因此， 套内的每个居住房间只能独立和户内的公共空间组成通风

路径，不应以居室和居室之间组成通风路径。

套内各房间通风路径示意图

◆ 单元内的各户只能通过户门独立地和单元公共空间组成通风路径，不

应以户与户之间通过户门组成通风路径。当单元内的公共空间出于防火需

要设为封闭或部分的空间，已无对外开口或对外开口很小时，也不能作为

各户的出风路径。

◆ 考虑到广州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区，室外来流受季风、海洋与山地形成

的局部风及城市形态等影响，居住建筑任何朝向的外窗均有迎风的可能，

因此不严格也不可能要求所有房间的外窗均迎合当地主导风。设计房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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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路径时，应尽可能保证每套至少有一个房间的外窗迎合当地主导风向，

为该房间能形成有效的室内穿堂风创造条件。当房间外窗不能迎合主导风

时，应按照窗口设计通风路径。

◆ 在确定房间自然通风路径时，应避免对外的进风口和对外的出风口在

同一个朝向上，造成通风无效。因此规定进风口所在的外立面朝向和出风

口所在的外立面朝向的夹角不应小于 90°。

进出风口所在平面的夹角示意图

◆ 考虑到为提高容积率，现实中不可避免存在一梯六户以上的平面布局。

对于这种多户型布局方式，很难保证户型内可以利用房间窗口与套内公共

空间形成通风路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楼层的公共空间设计为开放式，

使得各户型可以利用房间窗口和楼层公共空间形成通风路径，如下图所示

的 A、B、

户型。

一梯多户套内通风路径组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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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扩初与施工图设计阶段

5.2.1 外窗可开启面积

设计

取值

建议

◆ 对于生活起居区域，如卧室、书房、起居室、厨房、卫生间等，外窗

（包括阳台门）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房间面积的 10%或外窗面积的

45%。

技术

导则

说明

对于户型的主要房间，例如卧室、书房、起居室等，其外窗的面积相对较

大，通风开口面积应按照不小于该房间地面面积的 10%要求设计；对于卫

生间、户外公共活动区域（不具备消防疏散功能）等外窗，通常面积较小，

很难满足做到地面面积的 10%，因此，卫生间和户外公共活动区域（不具

备消防疏散功能）的外窗，其通风口开口面积应按照不小于外窗面积的 45%

设计。对于厨房，自然通风口面积不应少于其地面面积的 10%，且不得少

于 0.6 平方米。

◆ 这里的通风开口面积是指有效开口面积。当平开门窗、悬窗、翻转窗

的最大开启角度小于 45°时，通风开口面积应按照外窗可开启面积的 1/2

计算。当外窗开启扇还作为自然排烟口时，开启设置还应满足现行的消防

规范要求。

◆ 对于每一套户型的有效通风路径，宜提高房间外窗进风口的有效面积。

作为进风口的外窗通风开口，建议有效开启面积不应小于房间面积的 10%

或外窗面积的 45%的二者大值。

◆ 具有消防疏散功能的区域，如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地下室等，

外窗设计应先满足现行的消防规范要求，再考虑自然通风的可能性及通风

效果。

5.2.2 迎风面阳台构造（辅助手段）

设计取值建议

◆ 在夏季主导风向的迎风面合理布置阳台，并与阳台门以及阳

台推拉窗相配合，使得外挑阳台实现捕风和导风作用。

室内

前向阳台

◆ 夏热冬暖地区没有冬季采暖要求，其阳台不宜过度封闭，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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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栏杆、或者栏杆玻璃结合的镂空阳台，尽量避免封闭的实体

阳台。若阳台采用玻璃进行封闭，应保证 45%以上的可开启面积，

且正对阳台门或窗的位置能够完全开启。

良好捕风和导风作用(栏杆) 栏杆与实体阳台相结合不阻碍通

风

封闭阳台应保证足够开启面积 全封闭阳台不利于通风

技术导则说明

◆ 当夏季面向主导风向设有外挑阳台时，阳台即形是一个良好

的导风构件，它能够适当增加进风口的风速，并均匀来流速度和

方向。

◆ 目前 1.5m 外挑封闭式阳台是一个最好的导风窗，它的三个

方向都装有推拉活动窗扇玻璃，只要某一个或两个方向能进风，

就能利用迎风面窗口与房间的窗户相结合把不同方向的风导入

室内，进行通风换气。

5.2.3 外遮阳形态（辅助手段）

设计取值建议

◆ 水平外遮阳构件对外窗进风的空气流动状况将产生一定的

影响，进而影响到室内垂直方向的空气流态，宜选用有利于自

然通风的水平外遮阳构件。

技术导则说明
◆ 当进风窗水平外遮阳沿窗口紧连在墙上时，空气受到遮阳

板的挤压后容易向上流动，使得近地面处的空气流速降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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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进风窗采用水平外遮阳措施时，宜优先考虑采用与窗上

方留有空隙等技术措施，不但能改善室内垂直方向的空气流态，

使得空气更多地流向地面人员活动区，还可以提高遮阳效果。

空隙150 高出300

a 遮阳板紧连在墙上 b遮阳板与窗上方留有空隙

5.2.4 导风窗的应用（辅助手段）

设计取

值建议

◆ 当住宅内部开口布置使得房间局部通风不畅时，可增加小型的横式

悬窗和立式转窗进行导风，改善局部空气流态。导风窗即可以作为进风

口，也可以作为出风口。

技术导

则说明

◆ 导风窗主要可以应用在：由于建筑条件的限制或者私密性的影响，

外墙局部位置无法大面积开窗，同时又希望改善局部的空气流态时。为

了保证私密性，可以采用一些百叶通风窗或磨砂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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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可增加

小型导风窗 

增加导风窗以改善室内流态的措施

5.2.5 合理导风措施的应用（辅助手段）

设计取值建议

◆ 合理利用单体建筑周边的灌木和树木的导风作用，避免植

被对进、出风口的直接遮挡

◆ 在适当的位置上可采用挑檐、导风板等建筑构件的导风作

用，引导室外空气更多的进入室内，提高室内风速，改变室内

空气的流向，改善室内的自然通风状况。

技术导则说明

◆ 住宅周围恰当的种植树木和灌木具有遮阳阳光、导风和挡

风的三重作用，合理利用单体建筑周边的灌木和树木的导风作

用，可引导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并减少其遮挡风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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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不利通风方案

◆ 当空气掠过房间屋顶和表面时，通过挑檐和导风板可人为

构造正、负压区，从而引导空气更多的进入室内。

挑檐和导风板的导风作用

有利通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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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合理的家具布置（辅助手段）

设计取值建议
◆ 基于功能房间开口相对位置，配合合理的布置家具，使得主要

人员活动区域能够避开准静风区，提高人员在室内的热舒适性。

技术导则说明

◆进行夏季住宅平面的自然通风分析后，或者根据房间开口相对位

置大致推算出室内主要空气流动路线。平面通风状态可作为室内家

具摆设的参考依据，可使得人员的主要活动、休息区均处于较好的

自然通风区域，从而改善人员在室内的热舒适性。而弱风区、涡流

区以放置大型的固定家具为主，避免了人员的活动。

合理的家具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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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宿舍自然通风设计导则

根据《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宿舍均纳入居住建

筑进行节能设计，目前各大中专院校、工厂和寄宿中学均建设有大量

的集体宿舍建筑。

由于使用人员和功能要求的不同，集体宿舍的内部格局和住宅建

筑有很大不同，目前广州市常见的集体宿舍有双边内走廊和单边外走

廊两种形式，而双边内走廊由于用地紧凑，其应用更为常见。由于集

体宿舍更多考虑是用地的集约性，人流交通的便利性，内部功能的紧

凑性，基本上忽略了其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性能。

下图 6-1 和图 6-2 是目前常见的集体宿舍内部布局，基本都采用

上下铺，而大中专学生集体宿舍基本形成了上铺为寝具，下铺为收纳

和书桌台的标准格局。

图 6-1 当前常见的集体宿舍内部格局（上下铺）

门连窗，应保证

足够的可开启

面积，开启面积

不小于房间面

积的 10%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仅

限
阅
读



36

图 6-2 当前常见的大学生集体宿舍（四人间，下铺为写字台和储物柜）

在内部平面布局方面，目前集体宿舍常见形式包括如下三种：双

边内走廊、单变外走廊以及两者的混合模式。宿舍内部格局基本上是：

入户门联通内外走廊，卫生间和洗漱台均布置在阳台侧。

图 6-3 常见双边内走廊集体宿舍

双边内走廊受到

对 面 宿 舍 的 阻

挡，即使同时开

启入户门和阳台

门也难以组织较

好的室内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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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常见单边外走廊集体宿舍

图 6-5 双边内走廊+单边外走廊混合模式集体宿舍

在建筑总体形态和规划布局方面，集体宿舍目前有一字形，L 形、

半围合和全围合四种形式。如以下图所示：

单边外走廊在开启入户门

前提下，可实现良好的穿堂

风。如在走廊侧增加高窗可

以进一步改善。

走廊宜布置为开放式，避免

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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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一字型、半围合和全围合集体宿舍

图 6-7 一字型、L形和半围合集体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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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前集体宿舍内部标准化格局的前提，实现更好的自然

通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如下表所示：

表 6-1 集体宿舍建筑自然通风设计因子和实施要点

序号 设计因子 实施要点

1 建筑朝向
宜设计为南向或东南向，有利于直接面向广州夏季和过度

季的主导风向。

2 建筑体形

宜设计为一字型、L 型或半围合式，考虑到广东的东南风

主导风向，L型的短边侧宜布置在东侧，长边布置在南侧。

而半围合式开口宜布置在东侧，可以让东南风顺利进入半

围合式建筑内部，避免采用全围合式。

3 内部格局

宜采用单边外走廊，或单边外走廊+双边内走廊的混合模

式。双边内走廊宿舍即使门窗全部开启，但是受到对面宿

舍的阻挡，很难形成有效的室内自然通风。

4
阳台侧开启

方式

目前集体宿舍标准格局是：阳台侧的面宽很大部分被卫生

间和洗漱台占据，因此阳台有效通风和采光面积均受到限

制。为改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阳台门宜采用门连窗的

形式，门窗均可开启，尽量增加玻璃采光面和自然通风可

开启面积，净开启面积不小于房间面积的 10%。

5 布置高窗

宿舍走廊侧可布置高窗，在关闭走廊入户门时，也可以保

证一定的南北对流通风面积，改善室内自然通风。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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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宿舍走廊侧开高窗可以改善室内自然通风

走廊侧开高窗有利于

改善室内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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