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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地区人体热舒适与热适应现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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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考察不同季节人体对室内热环境的适应性和冬季外窗冷辐射对人体局部热感觉的影响，对哈
尔滨市冬季、春季采暖期间教室内热环境与人体热感觉及热舒适进行现场调查．在对环境参数进行测试的同
时，对受试者的热感觉进行主观调查．结果表明：冬季室内热中性温度与测试期间室内平均温度接近，春季采
暖末期热中性温度明显低于室内平均温度．靠窗组受试者的局部冷感觉明显高于对照组受试者．人体肩部和
后背更易感到冷，头部更适应冷环境．在偏暖的环境中，冬季比春季人们更容易感到热．说明人们对哈尔滨漫
长冬季的室内热环境和寒冷的室外气候已经充分适应，冬季室内温度过高，人们会感觉更加不适．宜充分利
用人对热环境的适应性适当降低冬季和春季采暖末期室内温度，既舒适又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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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室内热环境的
热舒适性要求越来越高，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能

耗也随之增加．冬季降低室内采暖温度可以节约
采暖运行费用，但室内采暖温度的降低不应以牺

牲人体热舒适性为代价．研究表明，室外温度越
低，人对于冷环境的适应性就越强，对偏热环境的

适应性就越差．因此，冬季不宜将室内温度维持过
高，这样既不舒适，又浪费能量［１］．冬季居民的热
中性温度与室内平均室温接近，说明人的热经历

对热中性温度有显著影响［２－５］．不同季节人的热



中性温度不同［６－８］．人体与热环境是交互作用的
结果，人的热经历会影响人体热反应，而人体也会

通过生理调节、行为调节和心理调节主动适应热

环境的变化［９－１０］．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人体对热
环境的适应能力，合理设定该地区不同采暖阶段

适宜的采暖温度值得考究．此外，严寒地区冬季外
窗冷辐射对人体热感觉影响较大，但其对人体不

同部位热感觉影响差别尚需系统研究．

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哈尔滨市采暖期间

冬季与春季教室的室内热环境与热适应性；考察

冬季冷辐射对人体局部热感觉的影响．采用随机
抽样调查的方法，冬季与春季选择同一所教学楼．
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受试者距外窗距离、教室朝

向、楼层等因素．本次调查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１
年１月冬季、２０１１年４月春季两个阶段进行．冬
春季节均处于采暖期．冬季和春季测试期间的室
外日平均气温分别为－２４３～－１５１℃和４０～
２００℃．现场调查包括对哈尔滨市某大学校园教
室内热环境参数进行测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热感

觉与热舒适问卷调查．冬季和春季各收集了２００
份调查表．
１１　环境参数测量

本次测试中使用的仪器主要有Ｔｅｓｔｏ４２５热线
风速仪，ＴＥＳ１３６０温湿度计和热电偶温度计．其
中，热线风速仪用于测量空气温度和风速，温度测

量精度为 ±０５℃，风速测量精度 ±００３ｍ／ｓ．
ＴＥＳ１３６０温湿度计用于测试空气相对湿度，测量
精度为±２％；热电偶温度计用于测试围护结构表
面温度，测量精度为±０２℃．

根据房间或区域面积确定测点数．测点布置
距离外墙、外窗应大于或等于０５ｍ．本次测试测
点布置是根据房间面积大小，分别取１～３个测
点．测点均匀布置在教室内，若取３个测点，则分
别布置在房间的前、中、后３处．测试期间受试者
皆处于坐姿，每个测点的空气温度、空气流速分别

在距离地面０１、０６、１１ｍ处测量，取平均值．相
对湿度在距离地面１１ｍ处测量．

窗户、外墙的温度分别测试５个点，取其平均
值；内墙和地面在其中心位置各测试１个点；由于
测试条件有限，屋顶温度没有测试，取地面温度

值．平均辐射温度是采用房间各个墙面、外窗、地
面的温度平均值，按其对应的面积加权计算．
１２　主观调查

请受试者填写调查表并对教室热环境进行主

观评价，内容包括：１）背景调查，如性别、年龄、在
哈尔滨市居住时间等；２）着衣量和活动量调查；
３）总的热感觉，采用 ＡＳＨＲＡＥ７点标度；４）后背、
肩膀、头部、手、脚、腿局部冷感觉；５）湿感觉，采
用７点标度；６）改善室内热环境的措施调查，如
开门窗通风、增减衣服等．

２　客观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人员背景

冬季男性为１４６名，女性为５４名，受试者的
平均年龄为１９７岁，在哈尔滨市居住的平均时间
为３３ａ．春季男性为１３８名，女性为６２名，受试
者的平均年龄为１９８岁，在哈尔滨市居住的平均
时间为３６ａ．
２２　新陈代谢率

因调查时受试者主要坐着看材料和回答问题，

故新陈代谢率定为６４Ｗ／ｍ２．在调查过程中，详细
记录了受试者的衣着情况，并按照文献［１１－１２］，
计算受试者所穿服装的热阻值．调查中受试者的
座椅 一 般 为 木 椅 子，其 附 加 的 热 阻 值 为

０１５ｃｌｏ［１３］．冬季和春季受试者服装热阻平均值
分别为１０４ｃｌｏ和０７７ｃｌｏ．
２３　室内环境参数

对室内环境参数的统计结果见表１和表２．其
中：ｔａ为室内空气温度，ｔ为外窗表面温度，ｔｒ为平
均辐射温度，ｔｏ为操作温度，为相对湿度，ｖ为空
气流速，Ｉｃｌ为热中性服装及座椅的热阻．

表１　冬季室内环境及服装热阻参数

量值 ｔａ／℃ ｔ／℃ ｔｒ／℃ ｔｏ／℃ ／％
ｖ／

（ｍ·ｓ－１）

平均值 ２２８０ １１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１５０ ２９８０ ０１２
标准偏差 １３２ １０９ ２０９ １４０ ８４７ ００２
最大值 ２５００ １３５０ ２３００ ２３４０ ４３２０ ０１９
最小值 ２０４０ ８６０ １６５０ １８６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４

表２　春季室内环境及服装热阻参数

量值 ｔａ／℃ ｔ／℃ ｔｒ／℃ ｔｏ／℃ ／％
ｖ／

（ｍ·ｓ－１）

平均值 ２５４ ２１９ ２４３ ２４９ １９５ ０１６
标准偏差 　０７０ 　１４７ 　０６５ 　０６０ 　２７６ ００６
最大值 ２６５ ２４１ ２５１ ２５８ ２４８ ０４１
最小值 ２３５ ２０１ ２２７ ２３５ １２２ ０１０

　　冬季与春季相比，室内空气温度平均值分别
为２２８℃和２５４℃；相对湿度分别为２９８％和
１９５％；风速分别为０１２ｍ／ｓ和０１６ｍ／ｓ；操作
温度分别为２１５℃和２４９℃．冬季外窗表面温
度为８６～１３５℃，平均值为１１２℃；而春季外
窗表面温度为２０１～２４１℃，平均值为２１９℃．
冬季外窗平均温度比春季的低１０７℃．且冬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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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表面温度显著低于其室内空气温度；而春季外

窗表面温度与其室内空气温度差别不大．

３　主观调查结果与分析
３１　热感觉

以空气温度作为室内热环境评价指标，冬季

对ｖ≤０１５ｍ／ｓ的样本（占样本总数９７５％）进
行回归分析，以空气温度０５℃为组距，统计在此
区间的热感觉投票，并计算平均值［２］．然后进行
数据回归统计分析，得到冬季平均热感觉投票值

和空气温度线性拟合的结果见图１，线性回归方
程为

ＶＭＳＴ ＝０２４０２ｔａ－５４３１５，Ｒ＝０８６．（１）
式中：ＶＭＳＴ为平均热感觉度．令 ＶＭＳＴ ＝０，可得热
中性温度为２２６℃．

由于春季室内的温度较高，人们希望有点风，吹

风感投票很低．对２００份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春
季平均热感觉投票值和空气温度线性拟合关系为

ＶＭＳＴ ＝０１５２９ｔａ－３３２２９，Ｒ＝０６８．（２）
　　计算可得热中性温度为２１７℃．用Ｆ检验对
回归方程（１）、（２）的显著性进行分析，可得冬季和
春季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０００５和０１，说明线性
回归方程是显著的．用ｔ检验对冬季和春季的热中
性温度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可得ｔ０ ＝８３７，远远大
于２５８（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１时对应值），说明冬季
与春季的热中性温度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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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随季节变化热感觉与空气温度的关系

３２　热适应
人对热环境的适应性与季节性密切相关，

图１为冬季和春季平均热感觉随室内空气温度变
化．可见，冬季的热中性温度为２２６℃，与冬季室
内平均温度２２８℃相近．而春季的热中性温度为
２１７℃，与春季室内平均温度２５４℃相差较大．
冬季与春季相比，室内温度低２６℃，但冬季热中
性温度比春季的高０９℃．
　　由于哈尔滨冬季采暖期长达６个月，人们在

生理上和心理上已经逐渐适应了哈尔滨漫长冬季

的室内热环境；而哈尔滨的春季短暂，春季由于天

气渐渐变暖，而室内供热量未及时进行调整，导致

室内温度过高，人们尚未适应偏热的环境．人们期
望室内温度低些，热中性温度相对较低．
　　由图１可见，当空气温度低于２４２℃时，冬
季热感觉低于春季热感觉；而当空气温度超过

２４２℃时，冬季热感觉高于春季热感觉．这说明
在偏暖的环境中，冬季人们更容易感到热．由于哈
尔滨市冬季室外温度低，人们对哈尔滨市寒冷的

室外气候形成一定的适应性，如果室内温度过高，

人们会感觉更加不适．本文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提供了该地区冬季和春季热适应的证据．开门
窗、喝热水、活动是受试者首选的调节方式，冬季

加衣服、春季减衣服也是选择频率较高的方式．
３３　冷辐射对人体热感觉的影响

由于冬季测试期间外窗表面的平均温度为

１１２℃，明显低于春季外窗表面平均温度２１９℃，
而且冬季外窗表面温度显著低于其室内空气温

度；而春季外窗表面温度与其室内空气温度差别

不大．因此，本文仅分析冬季外窗冷辐射对人体热
感觉的影响．按照冬季受试者与外窗的距离，对样
本进行分组统计分析．其中距外窗 ０７～１４ｍ
（距外窗的平均距离为１２ｍ）设为１组，样本数
为１０５个，占样本总数的５２５％．其他样本作为
对照组，样本数９５个．

图２为局部冷感觉分布频率图．可见靠窗组
受试者的局部冷感觉明显高于对照组受试者的．
将两组数据相同部位冷感觉的频率相加，从高到

低依次为：肩部（１２８８％）、后背（１２７８％）、脚
（１１５３％）、腿 （１１５３％）、手 （８５７％）、头
（４７６％）．原因是肩部和后背对冷感觉比其他部
位更加敏感，而头部更适应偏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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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局部冷感觉分布频率

４　讨　论
４１　室内热环境指标的选取

哈尔滨市冬季室外气温低，外窗、外墙冷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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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体热感觉影响较显著．而操作温度反映了人
体与空气对流换热以及人体与围护结构辐射换热

的综合作用，宜采用操作温度作为室内热环境指

标，综合评价室内空气温度和辐射温度对人体热

感觉的影响．哈尔滨市春季和秋季室外气温逐渐
升高，外窗、外墙冷辐射对人体热感觉影响不明

显，采用空气温度作为室内热环境指标，简单、便

于操作．以操作温度作为室内热环境评价指标，对
冬季ｖ≤０１５ｍ／ｓ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冬
季操作温度和平均热感觉线性拟合方程为

ＶＭＳＴ ＝０１０５３ｔｏ－２１５３５． （３）
　　热中性温度为２０５℃（以操作温度表示）．
热中性温度体现了人体对热环境的适应性，故热

中性操作温度应与室内操作温度的平均值相近．
在哈尔滨地区，由于冬季外窗、外墙冷辐射的影

响，操作温度一般比室内空气温度低．因此，计算
得到的热中性操作温度２０５℃比热中性空气温
度２２６℃低．
４２　与哈尔滨市其他现场研究比较

近２０ａ哈尔滨市冬季热舒适现场研究统计
结果见表３，其中 ｔｗ为室外空气平均温度．可见
２０００年冬季是近４０ａ最寒冷的冬季，测试期间室
外气温为－２９５～－１５５℃；２０１０年冬季测试期
间室外气温为 －２４３～１５１℃，较冷；２００９年冬
季测试期间室外气温为 －１６８～１０５℃，较暖．
室内空气温度平均值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７４７℃提高
到了２０１０年的２２８℃，提高了约５３℃．１９９０年
热中性温度为１７６９℃；２０００年热中性操作温度
为２１５℃；２０１０年热中性操作温度为２０５℃，
热中性空气温度为２２６℃．

表３　哈尔滨市冬季热舒适现场研究结果

调查时间 ｔａ／℃ ｔｎ／℃ ｔｗ／℃ Ｉｃｌ／ｃｌｏ

１９９０年冬季［１４］ １７４７ １７６９ －９９ １７４

２０００年冬季［２－５］ ２０１ — — １３７

２００９年秋季［６－８］ ２０６ ２５１ １５９ ０７７

２００９年冬季［６－８］ ２１６ ２０４ －３６ ０８８

２０１０年冬季 ２２８ ２２６ －２１１ １０４

２０１１年春季 ２５４ ２１７ １２０ ０７７

　　由于２０ａ前冬季采暖期间室内空气温度普
遍较低，为１７４７℃，人们期望提高冬季的室内空
气温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２０００年冬季采暖
期间平均室内空气温度提高到２０１℃，由于人的
热适应性，此时的热中性温度也比１０ａ前提高了
约３８℃．到２０１０年，冬季采暖期间平均室内空
气温度提高到２２８℃，热中性空气温度又上升了

１１℃．近２０ａ随着室内空气温度的升高，服装热
阻由１７４ｃｌｏ下降到了１０４ｃｌｏ．
４３　冬季热适应模型

将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冬季
测试的室内平均温度和计算得到的热中性温度进

行回归分析，得到冬季热适应模型见图３．拟合方
程如下为

ｔｎ ＝０８９３４ｔａ＋１８８７２，Ｒ＝０８３７６．（４）
　　由表３和图３可见，在热舒适温度范围内，冬
季的热中性温度与测试期间室内平均温度呈线性

关系，即随室内平均温度升高而增加．说明人们以
往的热经历和热暴露对人体热感觉有很大影响．
由于哈尔滨冬季漫长，人们已经从生理上和心理

上充分适应其所处的热环境了．但当春季室内温
度明显超出热舒适范围时，热中性温度与室内平

均温度便不成正相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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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热中性温度与室内平均温度的关系

　　图４为服装热阻与室内平均温度的关系图．
图中的４个点分别表示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
和２０１０年冬季的测试结果．拟合方程为
Ｉｃｌ＝－０１５１４ｔａ＋４３８７，Ｒ＝０８９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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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服装热阻与室内空气温度的关系

　　可见，冬季的服装热阻与测试期间室内平均
温度呈线性关系，即随室内平均温度升高而减少．
这说明人们可采取增减衣物的措施主动适应室内

热环境的变化，这是行为调节的直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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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不同采暖阶段适宜的采暖温度
基于以上调查，２０００年冬季的热中性操作温

度为２１５℃．本次调查冬季的热中性操作温度为
２０５℃，下降了 １０℃；热中性空气温度为
２２６℃，上升了１１℃．

由于我国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中仅

对冬季采暖房间的空气温度有要求，而对平均辐

射温度没有要求，且实际应用中也不能控制辐射

温度，故本文重点分析以空气温度作为热环境评

价指标．冬季热中性温度的提高，主要由于近年来
冬季室内温度提高了．在热舒适温度范围内，由于
人的热适应性，冬季热中性温度与平均室内空气

温度很接近．由于哈尔滨冬季漫长，人们已经从生
理上和心理上充分适应其所处的热环境了．由前
面分析可知，当空气温度超过２４２℃时，冬季热
感觉高于春季热感觉．这说明在偏暖的环境中，冬
季人们更容易感到热．由于冬季室外温度低，人们
对哈尔滨市寒冷的室外气候形成一定的适应性，

如果室内温度过高，人们会感觉更加不适．这与文
献［１］的结论一致．

而在春季，由于室外温度提高，而供热量不

变，故室内空气温度较高，人们普遍感觉偏热，因

此人们期望室内温度降低，热中性温度偏低．此
外，由于春季室内空气温度比冬季的高，春季平均

相对湿度比冬季低１０３％，从而也引发了人们的
不适感．另一方面，冬季和春季由于室内过热，人
们主要通过开窗降温，既不舒适，又浪费能源．为
了节能降耗，同时也可充分发挥人的适应性，可适

当降低冬季和春季采暖末期室内温度．
由于秋季采暖前，人们心理期望室内温度高

些［６，８］，因此热中性温度偏高，建议采暖初期适当

提高室内温度．

５　结　论
１）冬季热中性温度为 ２２６℃，与冬季室内

平均温度 ２２８℃很接近．春季热中性温度为
２１７℃，而春季室内平均温度为２５４℃．

２）当空气温度超过 ２４２℃时，冬季热感觉
高于春季热感觉．在偏暖的环境中，冬季人们更容
易感到热．
３）靠窗组受试者的局部冷感觉明显高于对

照组受试者．人体局部冷感觉出现的频率从高到
低依次为：肩部、后背、脚、腿、手、头．
４）因冬季采暖中期和春季采暖末期室温过

高，既不舒适，又浪费能源．宜充分利用人对热环
境的适应性，适当降低冬季和春季采暖末期室内

温度．秋季人们心理期望室内温度高些，建议采暖
初期适当提高室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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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ＡＮＳＩ／ＡＳＨＲＡ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５５－２００４．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Ｓ］．Ａｔｌａｎｔａ，
ＧＡ：ＡＳＨＲＡＥ，２００４．

［１２］ＩＳＯ７７３０．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ｍ
ｆｏｒｔｕｓｉ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ＭＶａｎｄＰＰＤ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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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ＥＡ，ＯＬＥＳＥＮＢＷ，ＨＯＮＧＳ．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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