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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西安市 100户居民住宅的测试和问卷调查 ,分析研究了该地区空调设备的

使用情况 、人们对住宅热环境的主观感觉 、自然通风房间与空调房间的舒适性及住宅的声 、光

环境 。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夏季室内热环境是住宅综合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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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residential bui lding indoor environment
in Xi’ an and usage of ai r condi 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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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sts and questionnaires of 100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Xi’ an , analyses and

resear ches the usage status of air conditioners , subjec tive sensat ion of occupants on the rmal environment ,

comfort of n atur al ventilation rooms and a ir conditioned rooms , and noise and light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 t indoor thermal environment in summer is an impor tant fac tor influencing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such a zone.

Keywords　X i’ an , r esidential building , thermal environment , air conditioning , investigation

★ Xi’ 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Xi’ an , China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50508035), 陕西省自然
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02E209)

1　调查背景

我国寒冷地区虽然冬季较长且寒冷干燥 ,属于

供暖地区 ,但夏季仍然比较炎热 。长期以来 ,人们

在夏季以通风降温为主要降温方式 ,加之这一地区

的炎热季节比较短 ,人们对夏季的高温具有较强的

忍耐力 ,而近年来 ,由于生活水平提高 、城市热岛现

象加剧 、空调设备快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寒冷地

区的空调设备普及率快速增长 。

人们在不同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要求下 ,对建筑

环境 、物理环境和生态环境都会提出不同的要

求
[ 1]
。在住宅特定的环境和建筑形式下 ,人们会产

生特定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特点。通过调查获得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及数据 ,将有助于根据现状问题有

针对性地改善热环境 ,指导建筑设计 、技术及设备

的优化。

2001年 8 月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与日本东北

大学合作对西安市 100户住宅的夏季室内环境状

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据统计 ,100户被调查住宅分

布在 10个以上住宅区。

2　热环境调查结果
[ 2]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及城市热岛现象的影响 ,寒

冷地区夏季气温呈上升趋势 ,夏季室内炎热已明显

影响室内的居住环境。调查结果显示 ,认为房间超

出热舒适范围的占 88%。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 ,对寒冷地区夏季室内热环境的舒适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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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高的要求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夏季防热问题是

突出的。

2. 1　家用空调设备使用情况的调查

在 100户被调查住宅中 ,家用空调的普及率达

到 83%,可见 ,即使在寒冷地区 ,空调设施已由奢

侈品变成了必备品。

住宅夏季空调设备的开启是由住户根据要求

随机控制的 ,由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可知 ,住宅空

调设备的使用表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夏季不同

时间空调使用率调查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　夏季空调使用率调查结果

从图 1可看出 ,住宅空调在 7月下旬的使用最

为集中。7月中旬 、7 月下旬 、8 月上旬 ,空调的使

用率都非常高 ,达到 90%左右。说明现有的住宅

在这段时间里仅靠自然通风(配合电风扇使用)基

本上不能满足人们的热舒适要求 ,空调已经成为必

不可少的降温手段。

6月上旬至 9月上旬期间 ,不同住户的空调使

用情况有所不同。其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

因素 。客观因素主要是建筑热特性的影响 ,不同的

住宅形成的基础室温的差异;主观因素主要是指在

相同的热环境参数下 ,个体所表现出的热感觉差异

及对空调的接受程度的影响。

在夏季一天中空调使用时间的统计结果如图

2所示。

从住宅空调使用时间的统计上看 ,空调使用集

中在中午和晚上 ,住宅室内热环境的优化 ,特别需

图 2　夏季空调日运行时间统计结果

要解决的就是优化这段时间的室内热环境问题。

2. 2　关于住宅的总体热环境主观感觉调查

夏季主观感觉最热的房间统计结果如图 3 所

示 ,对房间空气湿度的主观感觉统计结果见图 4。

图 3　最热房间调查统计结果

图 4　房间湿度调查统计结果

图 3显示 ,认为家中最热的房间是卧室的住户

的比例非常高 ,但从对其中 10 户住户的实测的客

观结果来看 ,卧室的室温与客厅的室温并没有太大

的差别 ,因此 ,造成卧室成为最热房间的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 。对于住宅设计来

说 ,应着重考虑卧室的室内热环境 ,比如将卧室布

置在夏季主导风向位置 ,卧室通透 ,注意遮阳设施

的应用等 。其次 ,认为厨房是最热房间的比例达到

24%,客观测试表明厨房确实是住宅中室温最高的

房间 。

图 4显示 ,西安地区住宅室内湿度主观感觉基

本上为“适中”和“干燥” ,其中适中的比例高达66%,

而感觉潮湿的人只有 7%,非常潮湿的只有 1%。

2. 3　自然通风房间与空调房间舒适性调查

住宅的空调设备是住户根据主观热感觉控制开

关的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在装有空调的住户中有

49%的人表示只有在热得无法忍受时才开空调。

问卷调查还显示有 75%的人在感到热并且皮

肤发黏湿润的情况下 ,仍选择保持自然通风状态 ,

而不启用空调降温。对不使用空调的原因进行了

调查 ,如图 5所示 , 100份问卷显示其中有 61人表

示原因包括有希望良好的新鲜空气流通。

从调查可以看出人们对住宅热环境控制方式

的生理要求和环境心理特征 。通过被动式的手段

改善住宅的夏季室内热环境 , 不是单纯的节能问

题 ,住宅的夏季热环境并不是依靠空调设备就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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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使用空调的原因调查结果

全解决的 ,被动式方法有助于改善住宅环境质量 ,

提高生活环境的舒适度。并且由于住宅在功能 、空

间形式 、使用特点上都有着显著的特殊性 ,而人们

在自己家中的心理状态 、行为模式和在其他任何建

筑型式中都有着较大差别 。人们在住宅中 ,特别是

在自己的家中 ,心理方面的因素表现为更加追求自

然 、放松的心理感受 。另外经济因素也会影响人们

对住宅空调的启用控制 ,在选择保持自然通风的人

中 ,有很多人表示希望节约用电。

3　关于声 、光环境的调查统计

3. 1　白天室内光线主观感觉及满意率调查统计结

果(见图 6 ,7)

图 6　室内光线主观感觉调查结果

图 7　室内光线满意率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 , 对光环境的不满意率为

18. 5%,小于 20%,绝大多数住户表示白天家里的

光线明亮 。

窗墙面积比增大会增加冬季供暖和夏季空调

能耗 ,现有的规范对其作了明确的限定
[ 3]
。本次调

查的住宅的窗墙面积比基本上都满足规范
[ 3]
的规

定 ,根据调查结果 ,大部分住户认为白天家里的光

线明亮 ,再加大窗户面积就不一定有利于光环境的

舒适度。盲目加大玻璃窗面积不仅会带来建筑能

耗的增加 ,同时也不一定会对光环境 、建筑美观等

产生好的效果 。

3. 2　对室外噪声在意程度及室内声环境满意率的

调查统计结果(见图 8 ,9)

图 8　外部噪声影响的调查结果

图 9　室内声环境满意率调查统计结果

很多的住户表示对外部噪声在意 ,对于室内声

环境的不满意率为 30. 6%,许多住户反映道路噪

声等外部噪声的影响是对住房不满意的重要原因

之一 。解决噪声问题对改善室内环境 ,特别是对于

改善离外部噪声源很近的住宅的室内舒适程度具

有重要的意义 ,采取一定措施控制室外噪声对室内

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控制外部噪声的最有

效的措施就是采用隔声性能良好的窗户 ,但这样控

制噪声会影响自然通风 ,在既需要自然通风 ,又需

要控制外部噪声的房间 ,可以通过机械排风设备进

行通风。

4　结语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住户对住宅室内外

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1 世纪住宅的发展目标

体现了以人为本 、以社会为本 、以科技为本 、以可持

续发展为本的思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需要建筑

行业各学科人士的努力和配合 。把握现阶段住宅

物理环境的状况 ,对改善住宅环境质量 ,分析住宅

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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