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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7．1．1 本标准采用采光系数作为采光标准值(见《建筑采

光设计标准》GB／T 500332001)。采光系数虽是相对值，但当

各采光系数标准值确定后，该地区的临界照度也是一个定值

，因此，室内的天然光照度就是一个确定值。采用采光系数

作为采光的评价指标，是因为它比用窗地面积比作为评价指

标能更客观、准确地反映建筑采光的状况，因为采光除窗洞

口外，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窗洞口大，并非一定比窗洞口

小的房间采光好；比如一个室内表面为白色的房间比装修前

的采光系数就能高出一倍，这说明建筑采光的好坏是由与采

光有关的各个因素决定的，在建筑采光设计时应进行采光计

算，窗地面积比只能作为在建筑方案设计时对采光进行估算

。 在进行采光计算时，对于以晴天居多的Ⅰ、Ⅱ、Ⅲ类光气

候区，北向房间除应考虑GB／T 500332001中规定的各种计算

参数外，还需要考虑由对面建筑物立面产生的反射光增量系

数。侧面采光的北向房间，当室外对面建筑物外立面为浅色

时，反射光增量系数Kr，并加在GB／500332001的5．0．2条

侧面采光的计算公式中。 7．1．2 第1款保留原条文，将原规

定0.50m改为0.80m，因为《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

中将民用建筑采光计算工作面定为距地面0.80m，低于该高度

的窗洞口在采光计算时不考虑。 第2款原标准和《建筑采光

设计标准》GB／T50033对本条均作了相应规定，故此条文保

持不变。 第3款平天窗采光与侧窗采光相比具有较高的采光



效率，按照窗地面积比表1对平天窗和侧窗采光所需的窗地面

积比进行比较，可以得出： Ⅰ、Ⅱ、Ⅲ、Ⅳ、Ⅴ采光等级所

需的侧窗面积分别为平天窗的2.4、2.4、2.2、2.6、2.3倍。这

说明在达到相同采光系数的情况下，所需的平天窗面积比侧

窗小，即平天窗的采光效率高，平天窗与侧窗相比较，取2.5

倍的有效窗面积比较合适。 7．2 通 风 7．2．1 建筑物室内

的CO2、各种异味、饮食操作的油烟气、建筑材料和装饰材

料释放的有毒、有害气体等在室内积聚，形成了空气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物主要有甲醛、氨、氡、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总挥发性有机物、细菌、苯等

，这些污染导致了人们患上各种慢性病，引起传染病传播，

专家称这些慢性病为“建筑物综合症”或“建筑现代病”。

这些病的普遍性和它的危害性，已引起世界各国对空气环境

健康的关注。这也使得建筑通风成了十分重要的建筑设计原

则。 建筑通风主要是通过开设窗口、洞口，或设置垂直向、

水平向通风道，使室内污浊空气自然地或者通过机械强制地

排出室外，净化室内空气或实现室内空气零污染。我们应通

过建筑通风设计贯彻执行国家现行关于室内空气质量的相关

标准。 建筑通风另一作用是通风降温。夏季可以通过建筑的

合理空间组合、调整门窗洞口位置、利用建筑构件导风等处

理手法，使建筑内形成良好的穿堂风，达到降温的目的。 为

此，建筑物内各类用房均应有建筑通风。建筑内采用气密窗

，或窗户加设密封条时，房间应加设辅助换气设施。 7．2．2

从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的角度以及当今社会人们追求自然

的心理需求，建筑通风应推崇和提倡直接的自然通风。人员

经常生活、休息、工作活动的空间(如居室、厨房、儿童活动



室、中小学生教室、学生公寓宿舍、育婴室、养老院、病房

等)应采用直接自然通风。其通风口面积的最低限值是参照了

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省建筑法规中的有关规定。 厨房炉灶

上方应安装专用排油烟装置是依据中国人的饮食操作而产生

严重的油烟污染所必需的。我国城镇居民住宅厨房均应自行

购买并安装专用排油烟装置，并将排油烟装置与垂直或水平

排烟道可靠连接。 7．2．3 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的建筑冬季

均需采暖保温。采暖期内建筑物各用房的外窗、外门都要封

闭，而且要封闭整个采暖期，一方面是冬季室内污染相当严

重，另一方面又不能开窗换气造成热能大量损失。因此，严

寒地区居住用房，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厨房应设置竖向或水平

向自然通风道或通风换气设施(如窗式通风装置等)。 7．2．5 

由于空气是流动的，只有科学、合理地组织气流流动，才能

达到排污通风的作用。厨房、卫生间的排污、通风目前我国

已有了明确的技术规定。而当前对住宅厨卫进风的技术和装

置尚无明确规定。厨房、卫生间的门的下方常设有效面积不

小于0.02m2的进风固定百叶或留有距地15mm高的进风缝是为

了组织进风，促进室内空气循环。 7．3 保 温 7．3．2 建筑物

围护结构的外表面积越大，其散热面越大。建筑物体形集中

紧凑，平面立面凹凸变化少，平整规则有利于减少外表散热

面积。为此，《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JGJ 26对采暖建筑的体形系数规定如下：“宜控制在0.3

及0.3以下；若体形系数大于0.3，则屋顶和外墙应加强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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