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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对民族特色建筑的研究逐渐增多!对传统建筑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验证建筑物空间和形态与地区

气候条件之间是否具有良好的适应性%通过对广西桂林地区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和普通居住建筑建筑参数$气象数

据的实地测量!采用
<7@1

;

-DR+1%=7,

模拟软件对其建立模型!并进行
0N<

仿真!模拟得到建筑物内部的热环境以及全

年室内温度!最终计算得出建筑物内部全年热舒适度指标%经对比仿真结果得出!干栏式建筑内部热环境和热舒适

度指标明显优于普通居住建筑!干栏式建筑更加符合广西地区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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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热环境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舒适%与建筑能耗和污

染物排放息息相关)

)

*

&建筑热环境研究的实质内容是以人

体热感觉和环境适应性为核心的热舒适性研究%解决满足人

体热舒适要求的建筑热环境构建问题&人们一直在努力改

善居住环境%开发新技术等%但在对新材料(新设计等创新技

术进行不懈追求的同时)

'

*

%驻足回望历史%同样发现在资源

和技术条件相对有限的条件下%由祖先创造的各地传统民

居%已能运用各种朴素的营造手段%应对不同地方的地域气

候%建筑宜居环境)

!

*

&如过内的陕北窑洞%傣族竹楼%北京四

合院%广西干栏式建筑等&它们以各种无需耗能的因势利导

的营造方法%体现着对各自地域环境的尊重以及对地域气候

的良好适应)

C

*

&遵从当地气候是建筑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气

候的各项因素直接影响建筑布局(功能(形式(围护结构等%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筑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干栏式建筑广泛分布于西南部%这与南方地理环境(气

候条件有关)

"

*

&干栏式建筑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地面的处理

工作%放火烧荒后即可建房%且满足了居宅防潮抗洪%解决了

气温高(通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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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干栏式建筑测量与数据计算

<=<

!

干栏式建筑实地测量

干栏式建筑多出现于我国西南地区%特点鲜明有利于当

地气候%本文测量地点是广西区桂林市龙胜县下属各村落

#龙胜县中洞村(下洞村等$%当地建筑依山而建%朝向多为东

南(南%建筑物一层由立柱支撑%大多无围护结构&所测房屋

各项基本信息如表
)

所示&

<=B

!

干栏式建筑窗墙比

干栏式建筑大多南向墙有窗%东西北墙皆无窗%这是因

为南方时间长天气炎热%减少东西向窗%可减少白天所得热

量降低室内温度%干栏式建筑多移山而建北部靠山因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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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窗户高(长和窗墙比数据如表
'

所示&

表
<

!

建筑物实地测量数据

房屋 层数 楼层高度"
:

屋顶高度"
:

建筑进深"
:

建筑长度"
:

建筑面积"
:

'

3 '

一层
'&(

!

二层
'&F B&C F&A )'&C ))A&"A

R '

一层
)&F

!

二层
'&> B&! >&) )(&A >"&>A

0 '

一层
'&'

!

二层
'&> B&! F&' ))&" )("

< '

一层
'&)

!

二层
'&B B&( >&B )(&F FC&>A

9 ) '&B "&! >&" ))&C FA&F

表
B

!

建筑物窗户数据与窗墙比

房屋
南墙窗户尺寸 窗户面积"

:

'

窗长"
:

窗高"
:

南 东 西 北

窗墙比

南

3 F&C) )&!B )'&>F) ( (&!"F

R >&)' )&!" )(&FA' ( (&!AF

0 >&C' )&!" ))&!AB ( (&!"'

< >&'! )&!F ))&CC( ( (&!>F

9 >&!' )&!> ))&C>' ( (&!B!

B

!

选择与建立建筑物模型

经过现场实地测量%所测村落内干栏式建筑物和普通居

住建筑内部格局基本相同%房屋内部大致为一客厅(两卧室%

一神台(一厨房&经过综合分析房间
3

具有典型干栏式建筑

特性%故选取房屋
3

作为模拟对象%与同一地区居民建筑
9

进行对比&本文选用
<7@1

;

-DR+1%=7,

软件作为仿真工具%其

具有
!<

建模(温度模拟和
0N<

模拟等功能)

B

*满足本文研究

需要%因此本文使用其对房屋
3

和
9

分别建模%建立模型命

名为模型
3

和模型
9

%建立模型如图
)

和图
'

所示&

图
<

!

干栏式建筑模型图

图
B

!

居住建筑模型图

C

!

模型内部热环境
0̂ !

仿真

热环境是指由太阳辐射(气温(周围体表面温度(相对湿

度与气流速度等物理因素组成的作用于人%影响人的冷热感

和健康的环境&人的生活和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室内

环境与人体关系密切&室内环境的热特性是室外气候与内

部热源通过建筑围护结构进行热交换与热平衡的结果&本

文使用
<7@1

;

-DR+1%=7,

软件对广西龙胜地区干栏式建筑模型

3

和
9

建模%并计算建筑物内的热环境&龙胜地区当日气象

参数为!测量日期为
'()!&A&!(

'测量时间为
)"

!

)(^)A

!

)(

'

天气为多云'风速为
)&":

"

@

'风温为
!(&Ae

'建筑内外表面

温度分别为
!C&Ae

和
!)&'e

%空气湿度
BCd

%室内平均温度

为
'F&Ae

等&龙胜地区干栏式围护结构所使用建筑材料为

杉木%由/传热和传质基本原理0

)

>

*中查得杉木属于软木%热物

性参数如下!密度为
")(U

;

"

:

!

'热导率为
(&)'f

"

:

+

`

'比热容

)!>(*

"#

U

;

+

`

$&

<7@1

;

-DR+1%=7,

中的
0N<

模块对模型
3

和
9

进行模拟%得出模型当日内部热环境如图
!

和图
C

所示&

图
C

!

模型
+

内部气温分布图

)C)

第
!"

卷增刊 薛
!

兴!等'广西桂林龙胜地区干栏式建筑热舒适度的研究



 http://qks.cqu.edu.cn

图
D

!

模型
@

内部气温分布图

!!

由仿真结果可得出%干栏式建筑模型
3

的一层平均温度

约为
'>

"

'Fe

%二层内部温度平均越为
!(e

低于
9

模型内

部平均温度
)

"

'e

%模型结果显示模型
3

的内部热环境优

于
9

模型%仿真结果与现场测量结果一致&

D

!

建筑物内部热舒适度分析

人对热环境表示满意的意识状态即为环境的热舒适

性)

F

*

&研究表明%舒适度指数值为
"F

"

B(

时)

)(

*

%为舒适%随

着舒适度指数值的升高%人体感觉逐渐变热'当舒适度指数

降低%人体感觉变冷&通过输入桂林地区全年气象参数)

))

*

<7@1

;

-DR+1%=7,

软件可模拟仿真得出全年风速(湿度(气温等%

全年气温如图
"

所示&

图
E

!

模型
+

%

@

全年气温图

!!

由图可知干栏式建筑模型
3

的室内温度夏季低于普通

建筑模型
9

室内温度
)

"

'e

%冬季高于模型
9

室内温度约

)e

%因此干栏式建筑室内的热环境比普通居住建筑更优&

因模型
3

(

9

测量地点距离不远%空气湿度(风速等条件

基本相同%故假设两模型相对湿度和平均风速相同%输入全

年平均湿度和全年平均风速%将各月温度值代入人体舒适度

计算公式)

)'

*

!

@@#

.

#

)3>)>$

0

)>3)>

$#

(3>>

0

(3(('

+

$

0

#

$

1

!'

$"#

C"

1

$

$

1

!'L

0

)>3'

式中!

@@#

为人体舒适度指数'

$

为气温'

+

为相对湿度'

L

为

风速&

由各月温度计算得出模型
3

和
9

的舒适度指数值如图

A

所示&由图
A

可得%夏季(冬季干栏式建筑模型
3

内部人体

舒适度指数比普通居民建筑模型
9

更趋近于
"F

"

B(

%因此干

栏式建筑夏季与冬季比普通居民建筑更加舒适宜居&

图
A

!

模型
+

%

@

人体舒适度指标图

E

!

结
!

论

)

$模拟结果与现场测量结果进行比对得出%干栏式建筑

冬暖夏凉相对于普通建筑物热舒适性更佳%更符合广西地区

气候&

通过对干栏式建筑模型的研究得出干栏式建筑一层由

立柱支撑且无围护结构%增加了自然通风量%并减小室内空

气湿度%大大改善了建筑物二层内部热环境&

参考文献!

)

)

*张吉礼%马良栋%赵天怡
&

建筑环境热舒适性研究!进展与趋势分

析)

*

*

&

建筑热能通风空调%

'())

%

!(

#

)

$

)

'

*

0$,,7.05.,%7@D[&N$,: /$%%$S@4%1:.67

)

*

*

&3,4516746+,.%

Q74$,=

%

)F>(

#

B

$

&

)

!

*赵群
&

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及其模式语言研究)

<

*

&

西安!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

'(("&

)

C

*李仕国%王烨
&

中国建筑能耗现状及节能措施概述)

*

*

&

环境科学

与管理%

'((>

%

!!

#

'

$!

ADF&

)

"

*邱红
&

西部#新疆(西藏(云南$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文化与开发

)

<

*

&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

)

A

*曾志辉
&

广府传统民居通风方法及其现代建筑应用)

<

*

&

华南理

工大学%

'()(&

)

B

*

[$%7-..,`

%

b,.-@T7,

;

<&<7@1

;

-DT+1%=7,@7%7461$-/$,@:.%%

51

;

5S.

MV

,$

?

746@

)

*

*

&*$+,-.%$/[.-.

;

7:7-61-9-

;

1-77,1-

;

%%

'(()

%

)B

#

C

$!

')CD''!&

)

>

*英克鲁佩勒%等
&

传热和传质基本原理)

[

*

&A

版
&

北京!化学工业

出版社%

'((B

!

"A>&

)

F

*

3EcQ39& J57,:.% 9-21,$-:7-6 0$-=161$-@ /$, c+:.-

Z44+

V

.-4

M

#

3EcQ39 E6.-=.,= ""D)FF'

$ )

E

*

& 36%.-6.

!

3EcQ39

%

)FF'&

)

)(

*李俊鸽%杨柳%刘加平
&

夏热冬冷地区人体热舒适气候适应模型

研究)

*

*

&

暖通空调%

'((>

%

!>

#

B

$!

'(D'C&

)

))

*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料室%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

系
&

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

[

*

&)

版
&

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

)

)'

*肖晶
&

基于人体舒适度指数负荷特性分析方法的研究)

<

*

&

南

京!东南大学%

'(("&

"编辑
!

王秀玲#

'C)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