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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严寒地区村镇住宅冬季采用分户乡土式采暖方式，采暖期达半年之久，采暖能耗很大．为了提出
国家标准《村镇住宅节能设计标准》中有关严寒地区的节能体型系数的控制性指标，本文在严寒气候区实测了

５７户村镇住宅，通过数理分析，得出了体型系数的实际情况；针对影响严寒地区住宅建筑体型系数的平、剖面
形式，面积大小，栋深组合长度等因子进行分析，提出了减少体型系数的各种因子参数控制范围；提出了按照层

数不同，分别确定体型系数的结论，一层住宅建筑体型系数宜＜０７５，二层住宅建筑体型系数宜＜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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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建筑体型系数是我国现行各类城市建筑节能

设计中均需要控制的一个参数指标．对于村镇住
宅的建筑节能设计，其体型系数也应该是一个需

要控制的参数指标．本文针对严寒气候区村镇住
宅体型系数与耗热量指标进行研究．
１１　体型系数与耗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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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面积是直接
对外散热面，维护结构外表面积的传热量和传热

阻成正比，外表面积越大传热越多．
体型系数对建筑能耗影响较大，其数值在０３

的基础上每增加００１，能耗增加２４％～２８％；每
减少００１，能耗约减少２３％～３％．严寒地区如果
将体型系数值变小，会使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变得



很小，使得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在现有的技术条

件下实现有难度，同时投入成本太大［１］．本文利用
ＤＯＥ４软件通过增减北京地区多层建筑模型的层
数得到不同体型系数的建筑模型，并计算不同体型

系数建筑的耗热量指标．由图１可以看出体型系数
与建筑耗热量指标呈线性关系．故应在综合考虑农
村住宅居住现状和耗热量值控制的前提下，提出合

理的体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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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体型系数与耗热量指标

１２　现行标准规定
我国现行严寒地区低层居住建筑的体型系数

限值规定如下：国家现行节能标准规定，体型系数

限值≤０５［１］；辽宁省现行节能标准规定，体型系
数限值≤０５５［２］；吉林省现行节能标准规定，体型
系数限值≤０５［３］；黑龙江省现行节能标准规定，
体型系数限值≤０５［４］．这里低层（≤３层）的居住
建筑在条文解析中指出是别墅、托幼、疗养院，不

含村镇住宅．
　　村镇住宅建筑耗热量指标和传热系数限值应

与城镇低层居住建筑有较大差异．如何确定适合
严寒地区农村居住建筑的体型系数，是当前村镇

住宅建筑节能标准研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
１３　严寒地区村镇住宅平房率高

２００６年第六次全国农业普查中的数据显示，
东北地区村镇住宅户均拥住宅面积８０３ｍ２，楼房
占２２％，平房占９６８％，其他占１％［１］．调查户中
平房率 ９０％．低层建筑的耗热量指标比多层高
１０％～３０％［５］，低层建筑中平房耗热量指标因其体

型系数大，能耗更大．长久以来，由于受到经济发展
水平的制约，农村住宅多以自建为主，缺乏规范指

导，节能意识不足，导致能源浪费严重．

２　实态调查分析
通过入户调研、发放问卷、现场测绘等方式，

调研了黑龙江、吉林、辽宁３省共３１户，收集到了
大量的农村住宅的基础数据．通过测绘、计算分析
比较，得出严寒地区村镇住宅体型系数值约为

０５７～０９０，见表１．其中平房住宅的体型系数值
为０５７～０９０，二层住宅的体型系数值为０５８～
０６２．与２０１０年８月执行的《严寒和寒冷地区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三层以下建筑，体型系数

≤０５０）相比，近乎所有的村镇住宅在体型系数
上不达标．
　　对黑龙江省住建厅组织的新农村设计图（有
的已实施）进行计算，见表２．

表１　实态调研农户情况统计

农户所在地区 层数 面积／ｍ２ 层高／ｍ 体型系数 栋长／ｍ 栋深／ｍ
黑龙江铁东村 １ １０７４８ ３００ ０５７ ８８５ １２０９

哈尔滨市郊区朝鲜东明村１ ２ １７７９５ ３００ ０５８ ８７５ １０１７
吉林省八家子新村 ２ １９０００ ６００ ０５８ １０００ ９５０

哈尔滨市郊区朝鲜东明村２ ２ １１１８２ ３００ ０６１ ７３０ ７６７
黑龙江克东县新兴村 ２ １８７２９ ６２０ ０６２ ７５０ １２５０
黑龙江省哈尔滨近郊 １ ８３５３ ２８０ ０６２ １１７０ ７．００

黑龙江省黑河市幸福乡之路村 １ １２１００ ３２０ ０６９ １５３０ ７９４
吉林梨树郭家店１ １ １０４９６ ３００ ０７０ １２８０ ８２０
黑龙江克东县光明村 １ １１８７５ ３００ ０７０ １２５０ ９５０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任海吉家 １ ９６５３ ３１５ ０７１ １２６０ ７３８
黑龙江英勇铁东村 １ １３９１４ ２８０ ０７１ １５６０ ８９０

吉林省松源市大河基地 １ １０９１７ ３００ ０７３ １３６４ ８００
吉林省松源市达里巴村 １ ７８４９ ３６０ ０７３ ９４５ ８３０
黑龙江牡丹江民主村 １ ５５９０ ２８０ ０７３ ９７６ ５７３
黑龙江肇源县新站 １ １０６９６ ３００ ０７３ １２３０ ８７０

吉林省蛟河市东荒地村１ １ １１６００ ２８０ ０７４ １４５０ ８００
吉林梨松源灯笼山 １ １０２４８ ３３０ ０７４ １０７０ ９５６
黑龙江大庆石油 １ ９８７４ ３００ ０７５ １３００ ７６０

黑龙江黑河市海口镇常胜村 １ １０８００ ２９０ ０７５ １４４０ ７５０
吉林梨树万发乡 １ ９９２８ ３００ ０７６ １４６０ ６８０

黑龙江大庆市高台子镇西太平村 １ １０１００ ３００ ０７６ １０２０ ８７０
黑龙江大庆小东村 １ ８９１１ ３００ ０７７ １２７３ ７００

吉林省蛟河市东荒地村２ １ ７０００ ３５０ ０７９ １０００ ７００
哈尔滨市郊区朝鲜东明村３ １ ８１５４ ３００ ０７９ １２００ ６７７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胜利村 １ ８１００ ３３０ ０８２ １２４０ ６５０
哈尔滨市郊区朝鲜东明村４ １ ８１５４ ３００ ０８３ ９８０ ８３２
吉林梨农安前塘家 １ ６０９０ ３２０ ０８５ １０５０ ５８０
吉林梨树郭家店２ １ ５９５９ ３００ ０８７ １０００ ５９０

齐齐哈尔市甘南县甘南镇 １ ５８３２ ２９０ ０９０ １０８２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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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村住宅体型系数统计

序号 农户所在地区 层数 表面积／ｍ２ 体积／ｍ３ 体型系数

黑－１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２１６．００ ２９１５０ ０７４１
黑－２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２５６５０ ３６４３５ ０７０４
黑－３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２２０５０ ２９９５９ ０７３６
黑－４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２８５７２ ４２５１８ ０６７２
黑－５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２０７２１ ２７８１３ ０７４５
黑－６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１５３３３ １７５６４ ０８７３
黑－７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１８７６７ ２４１８４ ０７７６
黑－８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１８１５０ ２２１６１ ０８１９
黑－９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２７３５０ ４０６３９ ０６７３
黑－１０ 黑龙江哈尔滨 １ １８９０８ ２３３４３ ０８１０
黑－１１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３８２５０ ５９１１９ ０６４７
黑－１２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４７５０ ３４８１０ ０７１１
黑－１３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１６００ ２９１５０ ０７４１
黑－１４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５６５０ ３６４３５ ０７０４
黑－１５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２０５０ ２９９５９ ０７３６
黑－１６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００８１ ２６４２２ ０７６０
黑－１７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３５４３ ３２５１８ ０７２４
黑－１８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４７５０ ３４８１０ ０７１１
黑－１９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４５４３ ３４７６３ ０７０６
黑－２０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２８２２４ ４４０３１ ０６４１
黑－２１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２ ３９１８６ ７０９１５ ０５５２
黑－２２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２ ４５６４２ ７７４７４ ０５８９
黑－２３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２ ５６５２６ ８９１０６ ０６３４
黑－２４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２ ５０６２５ ８８３３５ ０５７０
黑－２５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２ ４２５５６ ７８４３８ ０５４０
黑－２６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２ ４４７７２ ７７５７４ ０５７７
黑－２７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２ ７６５８４ １５２４７７ ０５０２
黑－２８ 黑龙江齐齐哈尔 １ ３２９０６ ４９９３３ ０６５９

　　通过调研和图集数据分析，得出统计结果：４６
户一层住宅体型系数平均值为０７４；１１户二层住
宅体型系数的平均值为０５９．

３　体型系数控制对策
严寒地区村镇住宅体型系数的确定不能照搬

城镇低层建筑的值．在尊重现状和保证农户使用
前提下，应通过对住宅的平面面积、平面形式、房

间的长宽比、屋面坡度、层高和层数等相关影响因

素的分析，慎重对待．
３１　面积和平面形式紧凑

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对４０６５６个乡
级行政单位，２２５９２万个住户农村居民的生活条
件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东北地区农村居民平均
每户拥有住宅面积约８０３ｍ２［６］．从现状调查看，
严寒地区村镇住宅的面积普遍偏小，栋深一般为

７～９ｍ．
北方传统农宅平面多为三至五开间的坐北朝

南的“长方形”．针对现代农民的生产生活变化，
在继承传统平面功能的基础上，合理扩大栋深形

成紧凑型平面布局，并减少相应的凹凸变化，可有

效降低体型系数．
在试做方案中，设定建筑物的高度和面积一

定，发现栋深越大，体型系数越小，而且减小幅度

比较大，即栋深每增加２ｍ其体型系数就可降低
１％～２５％．因此，村镇住宅增加建筑物的栋深，
可以较大幅度减小体型系数．

通过对村镇住宅平面形式的调研分析，提出：

当建筑面积 ＜１２０ｍ２，建议设计为一层，栋深为

８～９ｍ，栋长为１０～１６ｍ；当建筑面积 ＞１２０ｍ２

时，建议设计二层．
３２　层高和层数调整

２００６年全国农业普查显示，我国村镇住宅多
采用２７～３０ｍ层高．

严寒气候区地处我国北方，地广人稀，且多为

经济不发达地区，从空间的使用、造价、室内环境质

量及节能等多个角度分析，一层的村镇住宅符合现

有国情．且当住宅层高从３ｍ降到２８ｍ时，平均
每套住宅综合造价可下降４％ ～４５％［７］．针对以
上两点，在保证农户居住舒适度和采光性的前提

下，以降低层高、增加层数为原则进行调整，同时结

合不同层高对造价与体型系数的影响，将单层建筑

的层高设定为２７～３０ｍ，双层建筑的首层设定为
２７～３０ｍ，总高度为５７～６０ｍ．这种层高限定，
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３３　保温层宜设在吊顶上

对于此次调研村镇住宅来看，严寒地区村镇

住宅多为坡屋顶，其坡度１９°～３７°不等，坡屋顶
内设吊棚，吊棚上放置保温层．这种构造的保温层
所用材料可选种类多，易从当地获取，施工方便，

经济性好．本研究认为，这种做法在严寒地区村镇
住宅具有可持续性推广应用价值；通过计算分析，

本文提出坡屋顶住宅体型系数应以保温层以下的

空间参数作为计算参数．坡屋顶的保温层若利用
双层复合保温方案［８］和直接放在吊顶上的方案，

其体型系数均为

Ｓ＝Ｆ０／Ｖ０ ＝（２ｈｗ＋２ｈｌ＋ｗｌ）／ｈｗｌ，
式中：ｈ为层高；ｗ为栋深；ｌ为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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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研中的父子户住宅为例，其ｌ＝１６４ｍ，
ｗ＝８ｍ，ｈ＝３ｍ，屋面坡度α＝３１５°．当采用一
体化的屋顶双层复合保温模式时，体型系数 Ｓ＝
０７１．
３４　增加联排户数

对于多户联拼的住宅来说，当 ｈ、ｗ、ｌ为常数
时，Ｓ随户数ｎ的增大而减小．多户联拼住宅组合
设计，可以有效降低体型系数．通过实证进行推导

论断．
假设其组合户数为ｎ，Ｆ０ ＝２ｈｗ＋２ｎｌｈ＋ｗｌ，

Ｖ０ ＝ｎｈｗｌ即 Ｓ＝（２ｈｗ＋２ｎｌｈ＋ｎｗｌ）／ｎｈｗｌ＝
２／ｎｌ＋２／ｗ＋１／ｈ；

当村镇住宅为一层建筑时，令 ｈ＝３ｍ；ｗ＝
９ｍ；ｌ＝１２ｍ，Ｓ＝１／６ｎ＋５／９，当ｎ为如下值时，
体型系数见表３．

表３　平房拼联户数与体型系数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

Ｓ ０７２０ ０６４０ ０６１０ ０５９７ ０５９０ ０５８３ … ０５５０

　　当村镇住宅为二层建筑时，令ｈ＝６ｍ；ｗ＝
９ｍ；ｌ＝１２ｍ，Ｓ＝１／（６ｎ）＋７／１８，当ｎ为如下值

时，体型系数见表４．

表４　二层拼联户数与体型系数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

Ｓ ０５６０ ０４７０ ０４４４ ０４３０ ０４２０ ０４１７ … ０３９０

　　从表３、４可见，当户数ｎ增加时，体型数随之
减小；但是无论增大多少，且当序列 ｎ＞４后，体
型系数Ｓ随ｎ的变化就不是很明显了．

因此，对于村镇住宅，建议将独立式住宅设计

为联排式，且最好在４户以上，以达到最佳长度，

可以有效降低其体型系数．
根据目前农村居民常用住宅建筑形态，拟作

一层９０ｍ２、一层１２０ｍ２和二层８０ｍ２３种基本村
镇住宅建筑形式作为严寒地区村镇住宅体型系数

标准样本，具体指标见表５．
表５　３种基本住宅形式与体型系数

建筑面积／ｍ２ 栋长／ｍ 栋深／ｍ 层高／ｍ 表面积／ｍ２ 体积／ｍ３ 体型系数

９０ １０３ ８７ ３（一层） ２０３６１ ２６８８３ ０７５
１２０ １３３ ９．０ ３（一层） ２５３５０ ３５９１０ ０７１
１８０ １０３ ８７ ６（二层） ３１７６１ ５３７６６ ０５９

４　结　语
２０１０年８月起执行的 ＪＧＪ２６—２０１０《严寒和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三层以

下建筑，体型系数≤０５０．本文研究得出严寒地区
的村镇住宅与上述规定有很大区别，研究认为，村

镇住宅节能应建立专用的节能指标体系．关于体
型系数，建议严寒地区村镇住宅应按照不同层数

确定不同的体型系数限值．当建筑为一层时，建议
其体型系数限值宜＜０７５；当建筑为二层时，建议
其体型系数限值宜 ＜０５９．并建议村镇住宅的栋
深宜＞８ｍ，尽量做到３户以上联拼．利用好体型
系数这一约束条件进行村镇住宅设计，就为实现

节能把好第一关，也为村镇住宅形态设计多样化

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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