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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筑环境模拟软件是住宅建筑节能设计的一个有力的辅助工具，通过对住宅建筑模

拟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说明合理的、有代表性计算输入参数是进行模拟计算的重要前提，

并提出了一套较为合理的计算输入参数。本文利用模拟软件 DeST-h，通过对位于上海、北

京的两栋住宅建筑进行优化设计，介绍了利用模拟手段辅助设计的方法，并指出在不同的气

候地区，相同节能措施的节能效果差别很大，需要利用模拟软件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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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environment simulation software is a powerful tool for energy-saving 
desig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Research on simulation method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reasonable, representative input data is important precondition of simulation, one series 
reasonable input data is given. Design process of two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by DeST-h is given in this paper to illustrate the method of design with simulation and 
point out that in different climate area, the effects of same energy-saving way are different, which 
should be analyzed by simulation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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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住宅类建筑相对于公共类建筑，其采暖空调系统一般为暖气片、家用空调器、燃气炉等



等，这些设备形式较为简单，产品技术、性能检测方法等都比较成熟完善，因此，不同住宅

建筑间能耗的差异主要是由围护结构方案的不同引起的，另外，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一般也

不考虑采暖空调系统的具体形式，所以，住宅建筑的节能优化设计主要指围护结构的优化设

计，包括建筑几何结构的设计和建筑构件材料的选择。 
在设计一栋建筑时，要了解建筑的热性能，即无法进行测试，简单的理论计算也无法对

复杂的建筑进行有效的分析，所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建筑环境模拟软件进行模拟计算。

设计人员首先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然后利用模拟软件分别计算得到其热性能指标，如全年

能耗等，根据此指标选择节能效果较好的方案，这样结合设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计算机的计

算能力，使得设计出的建筑在满足人的舒适度要求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地作到节省能源。 
在对住宅建筑进行模拟计算时，如图 1 所示，需要将建筑的围护结构信息和气象参数、

住户居住行为参数（包括室内发热量、室内外通风量、空调设备使用方式等用户对建筑的使

用方式）输入到模拟软件中，得到建筑的热性能指标。因此，统一的，有代表性的气象参数

和住户居住行为参数（本文统称为计算输入参数）是对不同的围护结构方案进行评价对比时，

所必需的计算平台。 

 
图 1  住宅建筑能耗模拟方法 

本文首先对利用建筑模拟软件对住宅建筑围护结构进行优化设计的方法进行了探讨，然

后根据两个实例具体说明如何采用模拟计算方法来优化住宅设计。 

二、计算方法的研究 

2.1  概述 
前文提到，设计人员通过模拟计算得到不同设计方案下住宅建筑的采暖空调能耗，比较

选择节能效果较好的方案，在模拟计算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确定合适的计算输入参数，

本节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气象参数一般采用典型气象年的数据，即根据多年的实测数据通过数学方法处理得到具

有代表性的一年的逐时数据，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2005 年 4 月出版的《中国建

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1]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根据中国气象局提供的实测数据，

整理得到了可用于建筑能耗模拟的全年逐时数据，其数据可以满足住宅建筑能耗模拟的需

要。 
住户居住调节行为对住宅的能耗指标会有很大的影响。住户居住行为对住宅室内热环境

的直接影响是产生室内发热量；同时，住户开窗、关窗的调节行为会改变房间的自然通风状

况，相应导致房间室温的变化；此外，采暖空调设备的开启运行同样影响住宅室内热环境的



状况。这些参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住宅的能耗，但不同住户的居住调节方式是不同的，

在设计阶段进行模拟计算时，只能设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居住调节方式，作为计算用的标准

工况，得到该建筑的能耗情况。 
 目前国内现行的《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提出了一套住宅建筑模拟计

算用的输入参数（表 1 中的计算模式 1）[2]，清华大学的简毅文博士[3]在对大量住宅进行实

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新的计算输入参数设定方法，另外笔者在上海调研了 96 户住宅的

住户居住调节行为，在文献 3 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修正，给出了一套计算输入参数（表 1
中的计算模式 2）。文献 3 中还提出，采用不同的计算输入参数，在对住宅建筑的节能效果

进行评价时，会得到不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利用模拟软件 DeST-h，分别采用两种计算

输入参数，对同一栋住宅建筑进行模拟，并对其结果作了分析。 

表1  两种不同的计算输入参数 

项目 计算模式 1 计算模式 2 

气象参数 典型气象年 典型气象年 

室内发热量 
室内照明：0.0141kWh/m2.d 

室内人员、设备：4.3 W/m2 

按不同房间类型给出动态变

化数据 

室内外通风模式 1 次/小时 根据室内外热状况变通风量 

空调控制温度 18℃~26℃ 18℃~26℃ 

空调容忍温度 18℃~26℃ 15℃~29℃ 
空调设备 
使用方式 

空调运行模式 连续运行 间歇运行 

其他 
空调能效比：2.3； 
采暖能效比：1.9； 
厨卫不控制温度。 

空调能效比：2.3； 
采暖能效比：1.9； 
厨卫不控制温度。 

计算模式 2 中室内发热量的数据参加文献 3。 
在研究及测试中发现，以夏季为例，一般用户会在室温较高（称为“容忍温度”）时开

启空调，而当空调开启后，房间温度会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温度水平（称为“设定温度”）。换

句话说，用户并非在室内温度超出设定温度时就会开启空调，而是会有一定的忍受范围，超

出该容忍范围才会开启空调，而当开启空调后，房间温度就会保持在设定温度的范围内。以

夏季为例，设定温度为 26℃，容忍温度为 29℃，即当房间温度低于 29℃时，空调不开启，

当高于 29℃时，空调开启，并将房间温度控制在 26℃以下。根据调研及测试的结果，在模

式 2 中，将房间的设定温度定为 18℃~26℃，容忍温度定为 15℃~29℃。 
调研中发现，在过渡季和夏季，住户往往倾向于首先通过开门、开窗等调节行为实现房

间的自然通风、尤其是夜间通风以改善住宅室内热环境；只有在外温较高的条件下，住户才

关闭门窗、运行空调设备以降低室温、满足自身的热舒适要求。为了反映住户开关窗的行为，

模式 2 设定了如下的通风换气模式：在夏季夜间及过渡季，设定一个风量的变化范围（关窗

风量（渗透风量）～开窗风量），当外温低于室内温度，适于开窗通风时，认为用户开窗，

室内外通风换气量为开窗风量，当外温高于室内温度，不适合开窗时，认为用户关窗，风量

为关窗风量；在用户肯定不开窗的其他时间段内，风量为关窗风量，这种根据室内外温度来

确定通风量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用户通过开门窗来调节室内热环境的行为。 
关窗风量和开窗风量的大小与当地的气象条件、建筑周围的地形及建筑本身的结构密切

相关，难以给出确定的数值。文献[3][4]中通过测试和调研得出，住宅的关窗风量可取为 0.5
次/小时，开窗风量可取为 10 次/小时。文献[5]中也指出，上海市一般气密性为 3 级的住宅



平均换气次数为 0.35 次/小时，而上海市有 62%的住宅的气密性比 3 级的差，所以在模式 2
中，关窗风量取为 0.5 次/小时，开窗风量取为 10 次/小时。 

另外，一般住户都不会一直保持空调开启，在模式 2 中，空调开启的时间段如表 2： 

表2  各房间空调的开启时段 

房间类型 开启时间段（工作日） 开启时间段（周末） 

客厅、书房 18：00-24：00 8：00-24：00 

卧室 22：00-次日 7：00 全开 

厨卫 无 无 

 

2.2  计算模型 
以上海地区某住宅楼为计算对象，该住宅楼共 8 层，一层为商场，二层及以上为住宅，

每层 4 户，一层空房间层高 3.6m，住宅层高 2.8 m。该住宅有两种户型：三室一厅一厨一卫，

建筑面积 89.99 m2；二室一厅一厨一卫，建筑面积 69.86 m2，住宅层平面图如图 2 所示，其

建筑围护结构参数如表 3。 

表3  模拟建筑围护结构参数 

围护结构名称 围护结构材料 传热系数（W/ m2.K） 

外墙 混凝土墙+聚苯板外保温 1.4 
屋面 加气混凝土保温屋面 0.8 
分户墙 混凝土空心砌块 2.7 
楼板 钢筋混凝土 3.0 
外窗 断热中空玻璃窗 3.1 

 

 
图 2  模拟住宅建筑平面图 

2.3  计算结果分析 

2.3.1  计算结果比较 
针对此建筑，分别采用表 1 给出的两种计算模式，采用 DeST-h 进行模拟计算，其计算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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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模拟结果与调研数据的比较 
图 3 中给出了计算模式 1、2 的计算结果和实际调研数据的比较。结果给出的是该建筑

平均每平米的年采暖耗热量和空调耗冷量，其中面积按空调面积计算，不计入厨房、卫生间

和楼梯间等非空调区域，调研结果是根据实测的上海地区 200 户住宅的逐月耗电量整理出来

的（制冷能效比取 2.3，供热能效比取 1.9）。 
从图中可以看出，根据模式 1 计算得到的结果是调研数据的 4~6 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

因有以下几个： 
Ø 在模式 1 的设定中，室内外换气为 1 次/小时，仅相当于从门窗缝隙中渗透进来的风量，

没有考虑人通过开窗换气调节室内热环境的行为，增加了空调的运行能耗； 
Ø 空调设备为 24 小时连续运行，房间温度始终控制在 18℃~26℃的范围内，而在实际住

宅中，一方面空调都是间歇运行的，人不在房间内时不开空调，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的

结果来看，房间内的温度控制范围比上述范围要大的多，夏天在 29℃左右，甚至更高，

模拟 1 中的设定会大大增加空调运行能耗。 
从计算模式 1 的实际设定参数和计算结果来看，与实际住宅的情况相差较大，不具有代

表性，而模式 2 从实测数据中提取设定参数，计算结果与实际数据较为接近，更能够代表实

际住宅的使用状况，更适用于住宅能耗的模拟。 
 

2.3.2  住宅建筑评价结果比较  
两种模式的计算结果大小差距很大，但在优化设计的模拟过程中，设计人员更多的是关

心对不同方案的评价比较结果是否可信。接下来本文就采用两种计算模式，分别对不同的设

计方案进行比较。 
仍采用图 2 所示的建筑，要求比较单、双层窗对建筑夏季空调能耗的影响，两种窗的参

数如表 4，其它参数均相同。 

表4  单、双层窗传热系数 

 围护结构材料 传热系数（W/ m2.K） 



单层窗 普通 6mm 玻璃 5.7 

双层窗 断热中空玻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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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种计算模式下单、双层窗对夏季空调能耗的影响 
图 4 给出了两种计算模式下，分别采用单、双层窗后，建筑的夏季空调能耗的结果，从

图中可以看出，两种计算模式给出了不同的评价结果。在模式 1 中，采用双层窗后，空调能

耗提高了 8%，而在模式 2 中，采用双层窗会使能耗降低 10%左右。根据模式 1 的计算结果，

采用双层窗并不是一种节能的措施，模式 2 则正相反，究竟哪一个结论更可信，需要对计算

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 
从传热过程来看，相对于单层窗，双层窗的传热系数要小，因此在夏季外温较高时，有

利于隔绝室外的热量向室内传递，起到隔热的作用，但在夏季夜间或过渡季，外温相对室温

较低时，双层窗反而不利于室内向室外传热。 
图 5 中给出了计算模式 1 中，9 月 4 日单双层窗的逐时负荷差和逐时外温曲线，其中： 

W逐时冷负荷差＝单层窗建筑逐时冷负荷－双层窗建筑逐时冷负荷，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12:00－18:00 之间，外温高于 26℃（房间温度），负荷差为正数，

双层窗建筑负荷较小，说明双层窗起到了隔热效果，降低了负荷；在其余时刻，外温低于

26℃（房间温度）时，负荷差为负数，双层窗建筑的逐时负荷较大，说明双层窗阻碍了房间

向室外散热，反而增加了空调负荷，这说明双层窗是否有利于降低空调负荷取决于外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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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计算模式 1 中，单、双层窗建筑的逐时冷负荷之差（单层窗－双层窗）及逐时外温 

从图 6 中也可以看出，在 7、8 月份外温较高时，双层窗建筑的累计空调能耗较低，说

明双层窗起到了较好的隔热的作用，而在 5、6、9、10 月份，平均外温较低，双层窗建筑能

耗则较高，而从累计能耗来看，就造成了双层窗建筑的能耗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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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计算模式 1 中单、双层窗对逐月累计制冷能耗比较 

 
而在计算模式 2 中，双层窗建筑的能耗却要小一些，这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可变通风的设

定，在外温高时它又能起到隔热作用，当外温较低时，可以通过增加通风量来降低室内温度，

相对于通过窗的传导热量，直接的通风换气所带来的换热效果显然要强很多，双层窗在外温

低时对负荷的不利影响也就可以忽略了，所以双层窗有利于降低空调能耗，从图 7 中可以看

出来，低温时通过开窗换气使得室内空调负荷很小。而计算模式 1 中，由于采用全年固定 1
次换气/小时的设定（相当于门窗关闭时的室内外换气量），导致在外温较低时，无法通过开

窗增加通风量来降低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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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计算模式 2 中单、双层窗对逐月累计供冷能耗比较 
以上就是如图 4 所示的两种不同评价结论的产生原因，其关键因素就是室内外换气量的

设定，从实际情况来看，夜间开窗通风是大多数人都会采用的一种室温调节手段，所以模式

2 中可变通风的设定更能够反应实际住宅的使用状况，其评价结果也更为可信。 
从上面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不同的计算模式对设计方案的评价有十分大的影响，甚至

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所以在利用模拟手段来辅助设计时，需要首先确定一个合理的计算

模式，即能够反映实际建筑使用状况的计算输入参数，模拟分析的结果才可信。根据前面的

分析可以看到，相对于计算模式 1，模式 2 的相关参数与实际情况更为相符，更适于作为模

拟分析的输入参数，作为建筑优化设计的计算平台。 
接下来，本文利用模拟软件 DeST-h，采用计算模式 2，分别对位于上海、北京的两栋

住宅楼进行优化设计。 

三、计算实例 

3.1  上海地区 

3.1.1  设计思路 
根据一个确定的原始建筑设计方案，提出一系列的节能改进措施，如增加保温、遮阳等

等。每提出一项节能措施，都利用模拟软件进行模拟计算，了解其节能效果，或者根据能耗

计算结果在几个不同的方案间进行选择。 

3.1.2  初始方案 
建筑位于上海，南北朝向，共 6 层，层高 2.8m，每层 4 户，边户为三居室，面积约为

90m2，中间两户为两居室，面积约为 70m2，建筑平面如图 8 所示，围护结构参数如表 5 所

示： 



 

图 8  建筑平面示意图 

表5  模拟建筑围护结构参数 

围护结构名称 围护结构材料 传热系数（W/ m2.K） 

外墙 混凝土墙 2.9 
屋面 混凝土屋面 2.7 
分户墙 混凝土空心砌块 2.7 
楼板 钢筋混凝土 2.9 
外窗 普通 6mm 单玻 5.7（Sc=0.85） 

该设计方案没有采取任何保温、遮阳措施，本文通过模拟分析，研究怎样采取节能措施，

以降低能耗。 

3.1.3  节能措施一：增加保温层 
在建筑的外墙和屋面增加保温层能够有效地隔绝室外热量向室内传递，是被广泛采用的

一种节能措施，目前常用的保温层材料有膨胀聚苯板和挤塑聚苯板，增加保温层需要确定保

温层的厚度，本文提出三种厚度方案，用 DeST-h 分别模拟得到其能耗进行比较，三种方案

如表 6 所示： 

表6  三种保温层厚度方案 

围护结构名称 围护结构名称 保温层构造 传热系数（W/ m2.K） 

外墙 20mm 膨胀聚苯板 1.4 
方案 1 

屋面 20mm 挤塑聚苯板 1.0 

外墙 40mm 膨胀聚苯板 0.93 
方案 2 

屋面 40mm 挤塑聚苯板 0.63 

外墙 80mm 膨胀聚苯板 0.55 
方案 3 

屋面 80mm 挤塑聚苯板 0.36 

三种方案与初始方案的能耗模拟结果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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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保温方案能耗模拟结果 
从图中看出，增加保温层对降低采暖能耗的效果非常明显，但对空调能耗的影响较小，

这是因为上海地区冬季（1 月份平均温度为 6.0℃）室内外温差较大，增加保温层能有效地

起到减小室内外热流的作用，但夏季室内外温差（7 月份平均温度为 29.2℃）很小，保温的

效果不是很明显。 
从保温层的效果来看，保温层厚度 20mm、40mm 和 80mm 对采暖能耗的节能率分别为

45%、59%和 69%，结合经济性考虑，选择方案 2：40mm 厚保温层较为合理。 

3.1.4  节能措施二：增加自然通风 
在外温适宜时开窗换气，利用自然通风降低室内温度，可以降低空调能耗，所以提高建

筑自然通风的能力也是一个有效的节能措施。下面本文在外围护结构增加 40mm 厚保温层

的基础上，来研究如何改善建筑的自然通风能力，从图 8 所示的建筑平面来看，虽然该建筑

是板式建筑，但由于内墙的隔断，使得开窗时通风不够顺畅，不容易形成“过堂风”，所以

可以在保持外围护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改变内墙的布局，使建筑的自然通风能力有所提

高，新的建筑平面如图 10 所示。 

 
图 10  调整后的建筑平面 

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将开窗时的室内外换气量由原来的 5 次/小时提高到 10 次/小时，

计算结果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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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增强自然通风后的能耗结果 
改变布局后，自然通风能力有所提高，在夏季夜间和过渡季外温较低时，有更多的室外

空气进入室内，降低了室内温度，并通过围护结构的蓄热使得室内温度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

的水平，通过利用这部分“免费冷源”，使得空调能耗下降了 20%，但同时，由于改变布局

后，没有了厨房的缓冲作用，使得采暖能耗有所增加，但综合来看，还有有利于建筑节能的，

应该采用这项措施。 

3.1.5  节能措施三：选用 Low-e 镀膜双层窗 
相对于普通的单玻窗，Low-e 镀膜双层窗在保温性能和遮阳性能上都有所提高，具体参

数如表 7 所示，对降低能耗也有较好的效果。 

表7  单层窗与Low-e双层窗参数比较 

 传热系数（W/ m2.K） 遮阳系数 Sc 

单层窗 5.7 0.85 

双层窗 3.1 0.71 

在增加保温和改善自然通风的基础上，采用双层窗后的节能效果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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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采用双层窗后的能耗结果 
由于本建筑的外窗面积较大（南、北向窗墙比均为 0.6），所以提高窗的性能参数后，节

能效果非常明显，较低的遮阳系数使得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量减小，降低了空调能耗，虽

然同时会使采暖能耗会有所增加，但由于其传热系数很小，使得通过窗损失的热量大大减少，

所以综合来看，也降低了采暖能耗，应该采用双层窗。 

3.1.6  节能措施四：减小外窗面积 
一般来说，相对于墙，窗的保温性能要差一些，因此减小窗的面积也是一种节能的措施，

下面提出了三种方案，分别单独减小和同时减小南、北窗的面积，如表 8 所示： 

表8  减小外窗面积的方案 

 南窗窗墙比 北窗窗墙比 

初始方案 0.6 0.6 

方案 1 0.6 0.4 

方案 2 0.4 0.6 

方案 3 0.4 0.4 

在前三项节能措施基础上，三种方案与初始方案的模拟结果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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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减小外窗面积后的能耗结果 
从能耗结果来看，只减小北窗的面积时，减小了冬季的热损失，也使得进入室内的散射

辐射量有所降低，所以采暖空调能耗均有所下降；只减小南窗的面积，虽然减少了热损失，

但使得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量也有所减少，综合起来使采暖能耗有所增加，空调能耗降低；

同时减小南北窗的面积，从计算结果看，也使采暖能耗增加，空调能耗减少。从建筑的整体

节能效果来看，应该采用方案 3：同时减小南北窗面积。 

 

3.1.7  节能措施五：增设水平遮阳板 
夏季太阳高度角较高，水平遮阳板可以遮挡相当一部分的太阳辐射，有利于降低空调能

耗；冬季太阳高度角较低，遮阳板遮挡的辐射量比夏季要少，对采暖能耗的增加不多。在南

窗上分别增加一块 1m 宽的遮阳板，其能耗模拟结果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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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增加水平遮阳板后的能耗结果 
增加水平遮阳板后，每平米的年采暖能耗能耗增加了约 0.5kWh，年空调能耗下降了

2.0kWh，而且增加遮阳板有利于减少太阳辐射造成的烘烤感，所以增加水平遮阳板是可以

采取的一项节能措施。 
综上，通过增加保温、改善自然通风、选用双层窗、增加遮阳板等节能措施，大大降低

了建筑的能耗，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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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采用各种节能措施后的节能效果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模拟计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将设计人员各种创意的节能

效果量化出来，为其提供参考的依据，从而使设计尽可能地达到最优。 

 



3.2  北京地区 
在北京地区，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在初始方案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各种节能措施，利

用模拟软件进行计算校核。但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气象条件不同，所选取的节能措施也应有

所不同，本文采用位于北京地区的同样建筑（图 8 所示）进行优化设计，对此进行分析。 

3.2.1  节能措施一：增加保温层 
初始方案同前述建筑，保温层厚度采用 4 种方案比较，如表 9 所示： 

表9  四种保温层厚度方案 

围护结构名称 围护结构名称 保温层构造 传热系数（W/ m2.K） 

外墙 20mm 膨胀聚苯板 1.4 
方案 1 

屋面 20mm 挤塑聚苯板 1.0 

外墙 40mm 膨胀聚苯板 0.93 
方案 2 

屋面 40mm 挤塑聚苯板 0.63 

外墙 60mm 膨胀聚苯板 0.70 
方案 3 

屋面 60mm 挤塑聚苯板 0.46 

外墙 60mm 膨胀聚苯板 0.55 
方案 4 

屋面 60mm 挤塑聚苯板 0.36 

四种方案与初始方案的能耗模拟结果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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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不同保温方案能耗模拟结果 
由于北京处于寒冷地区，采暖能耗是建筑能耗的主要部分，保温层的作用非常明显，从

保温层的效果来看，选择方案 3：60mm 厚保温层较为合理。 

3.2.2  节能措施二：增加自然通风 
和上海地区建筑一样，改变房间内部布局如图 10，得到的计算结果如图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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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增强自然通风后的能耗结果 
与上海住宅类似的，采暖能耗有所增加，但与其不同的是，空调能耗下降的比例很高，

节能率超过了 54%，这是因为北京昼夜温差大，夜间温度很低，可利用的冷量也非常大，

因此，在北京地区，通风良好的住宅在夏季能耗会非常低，所以应该加强自然通风，采用图

10 所示的结构布局。 

3.2.3  节能措施三：选用 Low-e 镀膜双层窗 
采用如表 7 所述的双层窗后，节能效果如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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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采用双层窗后的能耗结果 
采用双层窗后，节能效果非常明显，空调能耗和采暖能耗也都有所降低，应该予以采用。 



3.2.4  节能措施四：减小外窗面积 
同样按照表 8 所示的三种方案减小外窗面积，与初始方案的模拟结果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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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减小外窗面积后的能耗结果 
从能耗结果来看，能耗变化的趋势与上海住宅是相同的，但由于北京地区采暖能耗所占

的比例非常大，减小南窗面积后会大幅增加采暖能耗，所以不能像上海住宅那样，同时减小

南北窗的面积，而应该采取方案 1：只减小北窗面积。 

3.2.5  节能措施五：增设水平遮阳板 
在北京住宅的南窗上增加 1m 宽的遮阳板的能耗模拟结果如图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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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增加水平遮阳板后的能耗结果 
增加水平遮阳板后，空调能耗降低了 0.4kWh/m2.a，但由于遮挡了一部分的太阳辐射热



量，使采暖能耗有所增加，从累计能耗来看，反而会增加能耗，所以不应该安装水平遮阳板，

可以考虑安装活动遮阳板，以保证冬季采暖能耗不会增加。 

 
逐步采用上述各项节能措施的效果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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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采用各种节能措施后的节能效果 
从这个例子同样可以看出，利用模拟方法可以有效的辅助住宅建筑的节能设计。需要特

别说明的时，对于北京地区的住宅建筑而言，与上海地区不同，采暖能耗占了整个能耗的绝

大部分，所以节能措施应该更着眼于降低采暖能耗，增强保温，在上海地区非常有效的一些

节能措施，如增加水平遮阳板，减小南窗面积等，在北京地区效果并不好，所以在实际的设

计过程中，不能简单的照搬，需要仔细地进行分析。 

四、总结 

模拟计算是优化设计的一个有效手段，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应该采用合理的计算输入

参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根据这些结果所做出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在

DeST 系列软件中，DeST-h 是专门用于住宅建筑模拟的版本，软件中根据住宅建筑的特点，

简化了空调系统部分的计算，包含有根据调研、测试数据整理得来的计算输入参数，能够很

好地对住宅建筑的能耗进行模拟，辅助住宅建筑的节能设计。 
另外，通过对上海、北京两栋住宅的模拟计算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气候地区，所应该采

用的节能措施是不同的，不能简单的照搬，而应该通过模拟计算等方法，对某项节能措施在

当地的适用性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使其真正起到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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