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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院原首席总建筑师中国勘察设计大师 何玉如 经历了“

非典”的劫难之后,大家都在反思我们住宅设计应该怎样做,才

认真去理解“健康住宅”的含义。但也有少数开发商借此推

出所谓“防非典住宅”之类的炒作。 我向来对这种炒作不以

为然，什么风尚啦，什么阳光啦，什么亲水啦，什么绿色啦

， 好听的词大概用得差不多了，然而不少住宅区是名不副实

的。就象中国餐饮文化中的某种现象一样，许多佳肴，其菜

名让你一头雾水，不知是什么内容，等到菜一上桌，才知道

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而已。 听说非典肆虐时期，北京许多居

民纷纷投奔到近郊的亲友家，郊区的住宅一下子人满为患，

热闹非凡，成了极好的“避难处”。近日我应邀去看了由著

名住宅规划专家白德懋总设计师规划设计的龙泽苑小区，其

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实在让人称羡不已。如果单从表

面上看这一类的住宅小区，住宅以多层为主，容积率较低，

住宅楼之间的间距大，既有中心绿地，又有组团绿化；既有

水池也有居民健身活动的场地等等。这样的小区北京也有不

少，只是营造的特色不同而已。 但是真正引起我好感的，是

龙泽苑小区种种的高科技含量。例如多层住宅结构采用短肢

承重结构，户型空间灵活，这给住户变更布局带来极大的方

便。还有大面宽，大玻璃窗，窗地比大，室内阳光充足；管

道集中于竖井，使室内的家具布局更加方便；还有中水的回

用，并只用于浇灌，以避免污染恭桶；垃圾的生化处理等等



，当然这些做法在其它的小区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然而

众多的高科技含量中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它的东区，中美住宅

合作示范工程中的风环境设计。 良好的住宅通风是世界卫生

组织提出的“健康住宅”15条具体标准之一。“非典”更使

全民重视它的重要性。但是对于通风设计，建筑师往往只停

留在平面布局中的空气对流，所谓有没有“穿堂风”，只是

粗略的认为一梯两户的板式住宅通风条件好，一梯三户单元

中，中间户较差。塔式住宅不如板式住宅 等等。没有进一步

的量化，更没有进行整个小区的风环境设计。要知道，单体

设计中尽管有空气对流的途径，但是处在小区中如果迎风面

与背风面风压差过小形成不了有效地对流，所谓“有堂无风

”。如果小区中存在通风“死角”，就会造成漩涡，污染物

聚集。室外的空气质量差，这样越是开窗通风，室内的空气

质量越差。这些都是属于风环境设计的范畴，本来这也是住

宅规划设计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近年来的住宅建筑设计往往

被“节省”掉了。 龙泽苑率先做了这方面的设计是非常可贵

的，它引进了“数字风洞”进行了夏季风、冬季风的模拟计

算，依此来验证和调整总体布局。在仔细阅读了它的结论之

后，我认为在非典以前就认真地考虑了健康住宅中的通风因

素是真正务实的态度。我更希望将来进一步做实测来验证，

同时把“数字风洞”也进行到单体平面布局中，因为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发现，在同等的环境下，有的房间冬暖夏

凉，有的房间就差一些，能够找到它的科学依据就会是我们

的设计进入“自由王国”。 风环境设计是科学的实实在在的

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但愿我的小文不要被利用为一种新

的炒作内容。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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