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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拟分析的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布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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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常见的错列式和行列式布局，使用日照和风环境模拟，分析两种布局方式在

冬季和夏季的使用效果，最终推荐采用错列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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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节能建筑的发展，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住宅建筑应该从规划、设计阶段进行节能设计，并制定相关节能设计

标准来规范建筑和热工设计。然而，国家和地方标准对于建筑布局规定较为宽泛，规划阶段的建筑布局大多依赖建筑

师的经验判断，仍需进一步计算来准确确定建筑布局��@。因此，本文针对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常见布局，使用仿真模拟

手段，进行日照分析和风环境模拟，进行优化选择。

二、基础算例

图1�标准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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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寒冷地区某南北通透板式高层住宅作为基础算例，标准层面积������P�，�单元联排，建筑面宽�����P，

进深���P，层高��P，共十八层。标准层平面见图�。

三、建筑布局

寒冷地区居住小区常见布局包括错列式和行列式，本章对其进行日照分析和风环境模拟。

（一）日照分析

首先对两种建筑布局的日照情况进行模拟测算，输入济南地区情况，通过Rhino中带有的JU�VVK�SSHU中sun�ower插

件进行日照模拟。楼间距满足济南当地规范要求，日期选取大寒日。模拟日照结果如图�所示。

图2�模拟日照图

根据统计计算建筑表面日照，错列式布局接受日照情况优于行列式，在大寒日�～��时中，错列式比行列式多获

得���%的日照时长。

（二）风环境分析

风环境模拟同样选取济南的地理信息，由于风环境的情况较为复杂，所以针对不同季节分别进行讨论。

选择济南冬季风场进行模拟，查阅资料可知，济南冬季盛行风向为东南向，平均风速为3.2�m/s。

模拟结果如图�～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冬季的盛行风场下，错列式的非迎风面的建筑的前后风压差相比

行列式较小，尤其在第三排建筑尤为明显。同时，对建筑表面风速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错列式建筑后排建筑由

于前排的遮挡，风速降低至2.5�m/s左右，而行列式后排建筑的表面风速并没有明显减弱。建筑前后风压和建筑表面风

速都会增强建筑冬季热散失，可以得出冬季错列式布局的小区由于冬季风造成的热损失会更少��@，不同排列方式的建

筑表面风压模拟结果见图�～图�。

图3� 行列式建筑表面风压

图4� 错列式建筑表面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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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错列式与行列式建筑表面风速

观察小区内风速情况，取水平高度����P风速进行分析，错列式小区的楼间步行区域风影区更少，风速约在

���～3.7�m/s之间，满足�～5�m/s的人体舒适区间。而行列式的风影区相比更大且西北处有较大片4�m/s的风速较高区

域，东南角建筑北面形成涡旋，风环境相较来说更差，不同排列方式的场地风速如图�所示。

图6� 错列式与行列式场地风速

在夏天，济南夏季频率最多的风向为西南风，风速平均为2.8�m/s，从结果可以看出，在行列式的非迎风面的表面

风压差相较错列式较大，二者均满足夏季、过渡季建筑前后压差大于����3�通风的要求��@。行列式和错列式结果区别不

大。对于小区内风环境，行列式有较大风影区，而错列式在西南处产生涡旋，二者人行区域风环境都不算优秀，但大

多面积风速仍在�～5�m/s之间，基本满足通风要求��@，不同排列方式的建筑表面风压模拟结果如图�～图�所示。

图7� 错列式建筑表面风压

图8� 行列式建筑表面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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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风环境模拟分析，冬季错列式布局在保温方面相对较优，夏季二者并无显著差异。

四、结束语

本文对寒冷地区某居住小区排列式和错列式建筑布局进行日照分析和风环境模拟，结果表明错列式布局接受日照

情况优于行列式，在大寒日�～��时中，错列式比行列式多获得���%的日照时长；冬季错列式布局在保温方面相对较

优，夏季二者并无显著差异。因此，本文推荐寒冷地区居住建筑采用错列式建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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