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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中自然采光与通风的优化策略分析

庄英路
山东鲁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 要：本研究聚焦于建筑设计领域，深入剖析自然采光与通风的优化策略。通过多维度探究，阐述了在建筑设

计各环节，从选址布局到围护结构设计等，如何有效利用自然采光与通风，以提升建筑室内环境质量、降低能耗。研

究表明，合理运用这些策略，既能为使用者创造舒适健康的空间，又能契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建筑设计实践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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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建筑设计理念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人们对建

筑室内环境的品质要求愈发严格。自然采光与通风作为

衡量室内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不仅直接影响使用者的

舒适感与健康状况，还深刻关联着建筑的能耗水平。传

统设计往往忽视这两者的潜力，而今，随着绿色建筑理

念的兴起，优化自然采光与通风设计已成为建筑领域亟

待探索的重要方向。

1 自然采光与通风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

在建筑设计中，自然采光与通风扮演着极为关键的

角色。自然采光宛如空间的灵魂画师，它能赋予室内空

间丰富多变的视觉效果。日光透过窗户洒入，随着时间

推移，光影在室内游走、变幻，营造出灵动且富有层次

感的氛围，极大地丰富了空间体验。从使用者的身心健

康角度来看，充足的自然采光宛如心灵的滋养剂，能有

效改善情绪，驱散阴霾，使人心情愉悦，进而提升工作

效率与生活品质。研究表明，长期处于自然采光良好环

境中的人群，心理压力明显降低，工作积极性更高。通

风则是室内环境的净化卫士，它对维持室内空气质量起

着决定性作用，能够及时排出室内的异味、湿气以及各

种污染物，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流入。同时，通风还

是热舒适调节的能手，通过合理的气流组织，夏季可带

走室内热量，冬季则能辅助调节室内温度，营造出宜人

的室内气候。尤其在当下，良好通风更是有效降低疾病

传播风险的有力保障，为人们的健康筑牢防线，打造舒

适、健康的室内空间环境[1]。

2 影响自然采光与通风的因素分析

2.1  建筑选址与场地规划
（1）建筑选址宛如为建筑奠定根基的关键一步，

对自然采光与通风有着深远影响。地形地貌是不可忽视

的因素，比如处于山地的建筑，若选址在向阳的山坡，

可充分接收阳光，通风也会因地势引导而更加顺畅；相

反，若位于山谷等低洼地带，阳光易被山体遮挡，通风

也会受阻，空气难以有效流通。周边建筑的遮挡情况

同样重要，当建筑周边有高大建筑林立，且布局不合理

时，会像一道道屏障，阻挡阳光的倾洒，导致室内采光

不足，通风也会受到干扰，形成空气滞留区。（2）在场
地规划中，建筑布局方式有着不同的采光通风效果。行

列式布局较为常见，这种布局使建筑有较好的朝向，每

栋建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充足的阳光照射，通风也

能较为顺畅地进行，空气可沿着建筑之间的间隙流动，

形成良好的穿堂风。而围合式布局，中央形成的庭院空

间在采光方面独具优势，阳光可从多角度反射进入建筑

内部，增加采光面积；在通风上，庭院可作为空气缓冲

区，引导气流进入建筑，但如果围合过于紧密，也可能

导致通风不畅，需要合理设计开口大小与位置。

2.2  建筑朝向与体型系数
（1）建筑朝向宛如为采光与通风指明方向的舵手。

不同朝向决定了采光时间与通风方向的差异。在北半

球，坐北朝南的建筑在冬季能最大程度接收阳光，保持

室内温暖，而夏季又可通过调整遮阳设施避免过多阳光

直射，且通风方向也较为适宜，能引入夏季的主导风。

在寒冷地区，这样的朝向有利于减少冬季热量散失，降

低供暖能耗；在炎热地区，朝南的建筑可利用自然通风

带走热量，保持室内凉爽。若建筑朝向不佳，如朝西，

在夏季会面临西晒问题，室内温度会急剧升高，增加空

调制冷负担，且通风效果也可能不理想。（2）体型系数
与自然采光通风紧密相连。体型系数是指建筑物与室外

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的比值。当体型

系数较大时，建筑外表面积相对较大，热量容易通过围

护结构散失，且不利于自然采光，因为过多的外墙面积

会阻挡阳光进入室内核心区域，通风时也会因过多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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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渗透导致能量损失。反之，合理控制体型系数，使建筑

更紧凑，可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还能优化采光通风效

果，让阳光更有效地进入室内，通风路径也更顺畅[2]。

2.3  建筑围护结构设计
（1）门窗作为建筑围护结构的重要部分，其位置、

大小、开启方式对自然采光通风影响显著。门窗位置决

定了光线的入射角度和通风路径，合理设置门窗位置，

可引导阳光均匀照亮室内空间，避免出现采光死角；同

时，能让通风沿着预设路径流动，提升室内空气置换效

率。门窗大小直接影响采光量与通风量，较大的窗户可

引入更多阳光，但在寒冷地区需考虑冬季热量散失问

题；合适的通风口大小能保证充足的新风量，又不会导

致室内温度波动过大。门窗开启方式也很关键，平开窗

通风效果较好，可形成较大的通风面积，而推拉窗则在

采光视野上有一定优势。（2）墙体、屋顶等围护结构的
保温隔热性能与采光通风存在协同关系。在保证采光通

风需求的同时，需兼顾保温隔热。比如采用新型透光隔

热材料，像低辐射镀膜玻璃，既能有效阻挡热量传递，

又能保证较高的透光率，让室内获得充足阳光的同时保

持舒适温度。在墙体保温方面，使用保温性能良好的材

料，可减少冬季热量散失，夏季热量传入，配合合理的

通风设计，能营造出冬暖夏凉的室内环境。

2.4  室内空间布局
（1）室内空间划分与隔断设置宛如为自然采光通风

绘制路线图。不合理的空间划分，如将主要活动空间设

置在采光通风较差的区域，会严重影响使用体验。而合

理划分空间，将卧室、客厅等对采光通风要求较高的功

能区布置在靠近窗户的位置，可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通风

资源。隔断设置同样重要，采用通透的玻璃隔断或镂空

隔断，可减少对光线和气流的阻挡，让采光通风路径更

加顺畅。（2）通过合理布局室内功能区，能促进采光通
风在室内的均匀分布。例如，将厨房、卫生间等产生异

味和湿气的区域设置在通风良好的位置，通过自然通风

及时排出污浊空气；在客厅等公共区域，避免摆放过多

大型家具阻挡光线和气流，确保阳光能照亮每个角落，

空气能在室内自由循环，从而营造出舒适、明亮、空气

清新的室内环境[3]。

3 自然采光与通风的优化策略

3.1  基于采光通风需求的建筑选址与布局优化
（1）在建筑设计伊始，充分考量当地气候、地形

等条件，科学选择建筑场地并合理规划布局，是高效利

用自然采光通风资源的关键。不同地区气候差异显著，

例如在炎热地区，应着重考虑通风散热需求。选址时，

优先选择通风良好的开阔地带，避免处于山谷、盆地等

空气易滞留区域。像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夏季高温多

雨，建筑若建于江边、海边等临水区域，借助水陆热力

性质差异形成的水陆风，可有效促进空气流通。（2）
利用风玫瑰图规划建筑朝向与间距极具科学性。风玫瑰

图能直观展示当地不同季节风向频率及风速。依据风玫

瑰图，将建筑主要开口（如门窗）朝向夏季主导风向，

可引入充足的自然风。以北方地区为例，冬季寒冷且多

西北风，建筑朝向宜选择坐北朝南，在阻挡冬季寒风的

同时，最大程度接收阳光。在确定建筑间距时，需综合

考虑采光与通风要求。适当增大间距，不仅可减少建筑

间相互遮挡，保证充足采光，还能让气流顺利穿过，形

成良好通风效果。如在住宅小区规划中，合理规划楼栋

间距，确保每栋楼底层住户在冬季也能获得一定时长日

照，同时保证夏季通风顺畅。

3.2  优化建筑体型与围护结构设计
（1）优化建筑体型与围护结构设计是节能减排、提

升居住舒适度的关键。建筑体型系数作为衡量建筑能耗

的重要指标，其大小直接关系到建筑的热量传递损失。

因此，设计合理的建筑外形，使其更加紧凑，是有效降

低体型系数、减少能耗的重要途径。（2）在公共建筑
设计中，采用集中式布局，将功能空间合理整合，可以

减少不必要的凹凸与悬挑部分，从而降低体型系数。例

如，某大型图书馆的设计，就将借阅区、阅读区、藏书

区等功能空间集中布置在一个长方体建筑内，通过合理

规划内部交通流线，既减少了建筑外表面积，降低了热

量散失，又便于自然采光与通风的设计。（3）围护结构
的设计同样重要。门窗类型、玻璃材质以及遮阳设施的

选择，对采光通风与保温隔热平衡起着关键作用。平开

窗因其通风面积大，适合对通风要求高的空间；而推拉

窗则因其密封性好、采光视野佳，更适合用于卧室等空

间。在玻璃材质方面，低辐射镀膜玻璃（Low-E玻璃）
因其能有效阻挡红外线和紫外线，同时保证良好的透光

性，成为节能建筑的首选。（4）遮阳设施的应用也至关
重要。活动百叶遮阳可以根据不同季节需求调节阳光入

射量，实现采光通风与保温隔热的良好平衡。在一些高

端住宅项目中，采用三层Low-E玻璃搭配电动遮阳百叶，
既保证了冬季的室内温暖，又有效降低了夏季的空调能

耗，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3.3  利用中庭、天井等空间促进自然通风与采光
（1）中庭、天井等建筑内部空间，在自然通风与

采光方面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庭如同一个天然

的通风竖井，巧妙利用热压通风原理，当室内外存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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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时，热空气上升从顶部排出，同时室外的新鲜冷空气

从底部涌入，形成一股持续的通风气流。在大型商业建

筑中，中庭的设计更是通过精心布置通风口的位置与大

小，进一步增强了热压通风效果，使得空气在建筑内部

得以循环流通。（2）天井则是连接周边房间与外部的桥
梁，它引导气流进入室内，有效改善局部通风状况。在

传统四合院建筑中，天井不仅是家庭活动的中心，更承

担着通风换气的重要职责。夏季，天井通过热压通风引

入室外冷空气，为室内带来清凉；冬季，则可通过关闭

部分门窗，减少热量散失，保持室内温暖。（3）在采
光方面，中庭、天井同样功不可没。它们将阳光引入建

筑深处，大大增加了采光面积。设计时，需综合考虑中

庭、天井的尺度、形式及与周边空间的连通方式。尺度

要适中，过大易导致热量散失过多或夏季过热，过小则

通风采光效果不佳。形式上，圆形中庭采光均匀，方形

中庭则更易与周边空间协调。连通方式上，应采用大面

积玻璃幕墙或通透隔断，确保与周边房间有良好的开口

连接，减少对气流与光线的阻挡，从而提升建筑整体的

采光通风效果[4]。

3.4  借助新型技术与材料提升采光通风性能
（1）新型技术与材料为提升采光通风效果开辟了新

途径。智能采光控制系统利用光传感器实时监测室内光

照强度，自动调节窗帘开合、窗户开启角度及人工照明

亮度。当室内光照充足时，自动关闭人工照明，拉开窗

帘；光照不足时，及时补充人工照明，确保室内光线始

终适宜。自然通风模拟软件可在建筑设计阶段，对不同

设计方案的通风效果进行模拟分析。设计师通过调整建

筑布局、门窗位置等参数，优化通风设计，提前预判通

风效果，减少后期改造成本。（2）新型透光、透气材料
不断涌现，如呼吸式幕墙，由内外两层幕墙组成，中间

形成空气夹层。冬季，空气夹层可起到保温作用，减少

热量散失；夏季，通过开启外层幕墙通风口，利用热压

通风带走热量，同时内层幕墙可保证室内采光需求。光

导纤维则可将室外阳光引入室内深处，解决传统采光方

式难以到达区域的采光问题，为地下空间、走廊尽头等

区域提供充足自然采光。

3.5  室内空间设计与采光通风的协同优化
（1）在室内设计中，合理布置家具、选择合适装

修材料与色彩对增强自然采光通风效果意义重大。家具

布置应避免阻挡光线与气流路径。例如，客厅中沙发、

茶几等家具不宜堆砌在窗户前，确保阳光能充分照亮室

内空间，气流可自由流通。在卧室，床的摆放应考虑通

风，避免靠近墙角等通风死角。（2）装修材料的选择影
响采光通风与室内环境。采用透光性好的材料，如玻璃

隔断、透光石材等，可增加室内通透感，让光线在室内

更好地传播。在地面材料方面，选择反光性适中的地砖

或木地板，既能反射部分光线提升室内亮度，又不会产

生眩光。色彩搭配上，浅色系能反射更多光线，营造明

亮空间氛围，如墙面采用白色、米黄色等，可增强自然

采光效果；同时，不同色彩对人的心理感受也有影响，

暖色调给人温暖感觉，冷色调则让人感觉凉爽，可根据

空间功能与使用需求合理搭配色彩，营造舒适宜人的室

内环境。

结语

自然采光与通风的优化在建筑设计中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通过对影响因素的深入剖析及一系列优化策

略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建筑室内环境质量，实现节

能减排目标，为使用者打造健康、舒适且可持续的建筑

空间。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设计理念的持续创

新，自然采光与通风优化策略将在建筑设计领域发挥更

为重要的作用，助力建筑行业迈向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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