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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脆弱，居民大部分的生活燃料都是取自树木、草皮、牛

粪，寻找新型燃料和替代性能源成为珠峰地区急需解决的一

个难题。怎样才能够改善珠峰地区民生质量，又避免破坏生

态环境，实现珠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呢？5年来，始终关注珠

峰地区民生改善的“地球第三极珠峰大行动”一直在寻求问

题的答案。 据国家住宅工程中心副主任仲继寿介绍，2008年5

月，“地球第三极珠峰大行动”的“杜邦民生改善科考计划

”在拉萨启动，科考队锁定了风能、太阳能、沼气能等珠峰

地区最丰富的3种能源。研究发现：风能和沼气的使用要求比

较高，推广的难度不小；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在当地的普及

还存在技术和成本上的困难。不过，西藏自治区科技人员进

行的被动式太阳房试验工作却给了科考队员们一个启发：能

不能设计一种房子，人住的地方由太阳能供暖，实现温室作

用，让太阳能为农牧民创造“阳光生活”呢？ 在“杜邦民生

改善科考计划”在北京召集的第二阶段专家会议上，专家认

为高原地区更适合多种方式的太阳能综合利用，但是当地的

气候资料、经济状况和传统民居的特性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20天后，由国家住宅工程中心太阳能建筑研究所总建筑师

曾雁与志愿者组成的“杜邦民生改善科考计划”第二阶段科

考队奔赴珠峰地区，从材料、工程等方面为当地太阳能建筑

的设计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当地传统建筑日照情况、房屋

结构等数据的测量，一个“高原生态节能建筑”的构想浮现



在科考队员的脑海里。 曾雁说，与传统民居不同，“高原生

态节能建筑”多出了一个附建在主体房屋南侧、专门用来收

集热能的被动式阳光间。打开通风窗，被动式阳光间的热量

可以传入相邻的房间；关闭通风窗，又可以起到隔热和保温

作用。除此以外，房屋南向还有一个空气集热器和两个卵石

蓄热太阳能炕：前者利用阳光加热空腔中的空气收集热能，

与室内空气形成自然循环，提高室温；后者利用太阳能加热

卵石缓慢蓄热，而卧室顶上的大面积相变蓄热天窗则改善了

建筑深处的采光性能，使建筑获得更多的太阳能热量。有了

这个高原生态节能建筑的构想，材料专家对相关建筑材料进

行了试验测试；国家住宅工程中心的专家则开始对建筑物进

行了整体设计。 2009年1月初，一栋“高原生态节能建筑示范

工程”设计并建造完成。相信在2009年，“地球第三极珠峰

大行动”将推动高原生态节能建筑在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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