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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用建筑通风
室内外计算参数的思考

重庆大学　付祥钊☆　陈　敏

摘要　分析了我国民用建筑通风现状，认为现有的通风室内外设计计算参数不尽合理。

建议重新确定通风室内外设计计算参数，根据室内热舒适要求确定通风室内设计计算温度。

从划分建筑环境工程节能季节入手，确定城市通风季节，进而确定通风时段，根据通风季节通

风时段内的室外空气干球温度的最大值确定通风室外设计计算温度。

关键词　通风室内外计算参数　通风时段　通风季节　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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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民用建筑通风的重要性

通风，是指把建筑物内污浊的空气直接或净化

后排至室外，再把新鲜的空气补充进来，从而营造

良好的室内空气环境和保护大气环境［１２］。通风分

为卫生通风和热舒适通风。为了保证人们的正常

工作和生活，所有民用建筑时时刻刻都需要通风。

对比分析通风与供暖空调发现，供暖、空调只是部

分时间、部分建筑的补充需要，对于民用建筑，通风

不仅是建筑的基本需求，还是建筑节能的关键。通

风能减少供暖空调系统的运行时间，降低建筑能

耗。通风的重要性大于供暖空调。

２　民用建筑通风现状

２．１　民用建筑普遍存在通风不良的现象

在社会调查中，“通风不良”是主要的不满意因

素之一，社会反映强烈；“开着窗空调”的现象也屡见

不鲜：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卫生通风不良。

有些酒店、商场等人员密度大的场所，由于热舒适通

风设计不良，在过渡季节甚至冬季仍需启动制冷机。

在ＳＡＲＳ和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等流行性疾病肆虐的时

候，很多民用建筑由于开窗面积不够或气流组织形

式不合理而缺乏应对疾病的基本通风能力。

２．２　民用建筑通风落后于供暖空调

无论是在工程技术研究方面，还是在工程实践

方面，民用建筑的通风都落后于供暖和空调。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理论和技术研究

通风工程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度落后于供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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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通风技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也落后于供暖空

调。对于供暖空调系统，温湿度具有可调性，人们

可以通过控制、调节室内温湿度使室内热湿环境满

足要求。但是，人们却无法调节室内空气的新鲜

度。虽然舒适空调本来包含卫生通风的功能，但工

程设计人员往往只重温湿度，不重通风。在温湿度

上精益求精，在空气清洁上敷衍了事，甚至在有些

时候，供暖空调系统成为了室内空气污染源。

２）标准规范中的要求

在相关标准规范中供暖空调的条文多是具体

的、可操作的，而通风方面的条文多是原则性的或

不适用的。例如，通风量是民用建筑通风工程重要

的参数，但通风量的确定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关于最小新风量，ＧＢ５００１９—２００３《采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３］（以下简称《规范》）第３．１．９条

规定：民用建筑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按国家现行有

关卫生标准确定。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工程方法

确定新风量，这条强制性条文在实施的过程中就缺

乏可操作性。又如，虽然通风设计要求清洁气流从

室内人员呼吸区到污染源再到排风口，但实际设计

普遍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３）负荷计算

目前供暖负荷计算有完整的、系统的计算理论

与方法，计算供暖热负荷时通常考虑围护结构温差

传热、冷风渗透以及日射得热的影响，其中围护结

构温差传热长期以来按稳态方法计算，理论上已经

很成熟。空调负荷计算也有完整的、系统的计算理

论，采用动态计算方法确定空调冷负荷。而通风负

荷的计算则缺乏系统的计算方法，计算数据不完

整，连换气次数等经验数据也欠缺。

３　通风室内外计算参数存在的问题

３．１　民用建筑没有通风室内空气计算参数

《规范》中给出了民用建筑供暖、空调和生产厂

房通风设计的室内计算参数，见表１。

表１　室内计算参数

供暖 舒适空调 生产厂房夏季工作地点温度／℃
冬 夏

民用建筑主要 温度／℃ １８～２４ ２２～２８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３２ ≥３３

　房间宜采用 风速／（ｍ／ｓ） ≤０．２ ≤０．３ 允许温差 １０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６～２４℃ 相对湿度／％ ３０～６０ ４０～６５ 工作地点温度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３５ ３５

高温作业休息室 ２６～３０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规范》中明确规定了民用

建筑主要房间供暖室内计算温度，以及舒适空调的

室内计算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但缺乏民用建筑

通风室内计算参数。

３．２　通风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对民用建筑通风不实

用

《规范》规定的通风室外计算温度主要用于工

业建筑，冬季通风室外空气计算温度应为累年最冷

月平均温度，夏季通风室外空气计算温度应为历年

最热月１４：００的月平均温度的平均值。按照《规

范》确定的代表城市通风室外计算参数见表２。

表２　代表城市通风室外计算参数

重庆 上海 北京 哈尔滨 昆明 广州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３２．４ ３０．８ ２９．９ ２６．８ ２３．１ ３１．９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相对湿度／％ ５８ ６９ ５８ ６１ ６５ ６６

夏季室外平均风速／（ｍ／ｓ） ２．１ ３．４ ２．２ ２．８ １．８ １．５

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５．２ ３．５－７．６－２４．７ ４．９ １０．３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ｍ／ｓ） ０．８ ３．３ ２．７ ３．２ ２．０ ２．４

　　从表２可以看出，６个城市中只有哈尔滨和昆

明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低于２７℃，北京接近３０

℃，重庆、上海、广州都超过３０℃。哈尔滨、北京两

地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分别为－２４．７℃和－７．６

℃，即使是位于夏热冬暖地区的广州，冬季通风室外

计算温度也只有１０．３℃。由此可见，上述通风室外

计算参数不能用于热舒适通风。因为热舒适通风的

前提是室外空气温湿度适宜，如果在上述气候条件

下对民用建筑进行热舒适通风，不仅不会改善室内

热湿环境，还会严重恶化室内热湿环境。对于卫生

通风，采用上述室外计算参数也是不恰当的，计算出

来的冷、热负荷会大于实际冷、热负荷。同时，《规

范》确定的通风室外计算参数也不宜作为判断城市

通风季节和建筑通风时段的依据。《规范》中规定的

通风室外计算参数只适用于需要消除余热、余湿的

生产厂房的室外气象条件，并不适用于民用建筑。

４　确定民用建筑通风室内外计算参数的思路

４．１　民用建筑通风季节的室内热环境条件

对于民用建筑，通风季节室内热环境应满足的

最基本要求是可居住。保持人体处于舒适的状态，

能正常地生活、工作、学习和休息，是通风季节室内

热环境的基本要求。本文采用的热舒适性模型不同

于空调热舒适标准所基于的模型，也不是气候学领

域的生物气象模型。空调领域的热舒适性标准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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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空调环境下的热舒适模型，并不适用于通风环境。

而现有基于生物气象模型的生物气象指数对于我国

气候差异较大的特点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本

论文采用了文献［４］提出的建筑节能季节舒适度模

型———犃犜模型。该模型是基于热平衡原理提出来

的，将影响人体舒适度的３个因素（温度、湿度、衣着

情况）都纳入了计算公式中，根据不同的室外日平均

温度考虑了衣着情况。当日平均气温高于２１℃时，

由于温度较高不考虑衣着影响，反之当气温低于２１

℃时考虑人体衣服厚度。利用犃犜 模型计算上海、

武汉、北京的犃犜值，并与地方热舒适模型计算的结

果相比较，结果显示犃犜 模型与各地人体体感温度

都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较气候学领域的生物气

象指数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结合３个城市的计算结

果，犃犜值在１５～２８℃时为舒适区；当犃犜＜１５℃

时，为冷不适；当犃犜＞２８℃时，为热不适。犃犜值反

映了人体的综合热舒适度情况。犃犜 值的简化计算

公式及适用条件如下：

犃犜＝
－１．４８１＋０．９１６狋ｆ＋０．９４９犲ｆ　（狋ａ＞２１℃）

８．１５２＋０．６６５狋ｆ－０．６４５犲ｆ　（狋ａ≤２１℃｛ ）

（１）

式中　狋ｆ为建筑在不使用供暖空调时室内的自然

温度，℃；犲ｆ为建筑在不使用供暖空调时室内的水

蒸气压力，ｋＰａ；狋ａ为室外日平均温度，℃。

因此根据可居住性条件，通风季节有效实感温

度在１５～２８℃之间。

通风季节室内热环境除了要满足人体热舒适

性要求，还要满足卫生学的要求。卫生学相关研究

表明，室温低于１２℃或高于３０℃，人体机能的正

常运行将受影响，尤其是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将不

正常，在这种环境中，人体容易受寒或中暑，无法正

常生活，典型情况是睡眠不好，或难以入眠，不能安

心学习和工作。同时，热环境质量还会影响学习、

工作效率。研究表明，在２５℃左右脑力劳动的工

作效率最高，室温低于１８℃或高于２８℃，工作效

率会急剧下降。同时，卫生学和医疗气候学的研究

成果认为，当温度超过２５℃且相对湿度大于７０％

时需要除湿；当温度低于１８℃且相对湿度小于

４０％时需要加湿。由于干球温度与相对湿度之间

存在耦合关系，选定一个新的参数———含湿量，根

据上述干球温度要求，含湿量犱ｉ≤１４ｇ／ｋｇ。

综合考虑可居住性和卫生要求，确定通风季节

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为：１２℃≤干球温度狋干球≤

２８℃，犱ｉ≤１４ｇ／ｋｇ且φ≥３０％。

４．２　合理划分民用建筑通风季节

根据通风季节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以干球温

度为第一判断参数、以含湿量为第二判断参数划分

通风季节。为了减小天气随机性与波动性的影响，

根据气象学中的定义，５日为一候，３候为一气，１年

２４节气、７２候，合称气候，候平均值满足１２℃≤

狋干球≤２８℃，犱ｉ≤１４ｇ／ｋｇ且φ≥３０％，则划为通风季

节。代表城市的通风季节划分结果见表３
［５］。

表３　代表城市的通风季节

重庆 上海 北京 哈尔滨 昆明 广州

起止日期 ０３ １２—０５ ２５，

１０ ０３—１１ ２６　

０３ ２２—０６ ０４，

０９ ２３—１１ ２６　

０４ ０６—０６ １９，

０９ ０３—１０ ２７　

０４ ２１—０９ ２７ ０２ １０—０６ ２４，

０９ １８—１１ １１
０１ ０１—０４ ３０，

１０ １８—１２ ３１　

时间／ｄ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９０ １９５

占全年比例／％ ３５．６ ３８．４ ３５．６ ４３．８ ５２．１ ５３．４

　　通风季节是基于城市层面划分的建筑节能季

节。一个城市的通风季节划分不仅与自然气候条

件有关，还受城市规划布局等自身条件形成的城市

微气候的影响。通风季节的划分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城市的通风节能潜力。城市之间的气候差异

造成了不同城市通风季节存在差异。

由于通风季节的划分指标为候平均值，而一天

内室外气候条件是逐时变化的，因此通风季节并非

每天２４ｈ都满足热舒适通风要求，而是包括全天

通风和间歇通风。当一天内室外逐时气候条件满

足通风季节要求时，为全天通风；当一天内只有部

分时间室外气候条件满足通风季节要求，其余时间

内不满足要求时，为间歇通风。室外气候条件满足

通风要求的那段时间称为通风时段。

４．３　确定民用建筑通风季节的通风设计日

确定民用建筑通风季节的通风设计日时应考

虑两个因素：一是室外气象条件能否满足室内热舒

适要求；二是节能性，避免出现通风设备容量偏大

的情况。

根据４．２节中通风季节划分结果，结合典型气

象年数据，得到重庆和北京地区通风季节室外空气

干球温度变化曲线，见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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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重庆地区通风季节室外参数变化范围

图２　北京地区通风季节室外参数变化范围

重庆地区室外日平均干球温度在热舒适范围

外的时间为１１ｄ，日最高温度在热舒适范围外的时

间为２０ｄ；北京地区室外日平均干球温度在热舒适

范围外的时间为７ｄ，日最高温度在热舒适范围外

的时间为３２ｄ。

从热舒适要求来看，确定通风设计日时，应采

用室外日平均干球温度。

由通风量来分析两种方法确定通风设计日的

优劣。由空气热平衡可知：

犙ｈ＋犙ｓ＝β犌犮狆（狋ｎ－狋ｗ） （２）

式中　犙ｈ为围护结构得热量，ｋＷ；犙ｓ为室内热源

散热量，ｋＷ；β为通风因数，一般房间可取０．７～

０．８；犌为通风量，ｋｇ／ｓ；犮狆 为空气比定压热容，ｋＪ／

（ｋｇ·℃）；狋ｎ为室内设计温度，℃；狋ｗ 为通风季节

室外计算温度，℃。

根据式（２），可得到民用建筑通风季节的设计

通风量：

犌＝
犙ｈ＋犙ｓ

β犮狆（狋ｎ－狋ｗ）
（３）

　　由式（３）可知，室内外温差越大，所需的通风量

越小。重庆地区通风季节日最高温度比日平均温

度高０．５～８．６℃，北京地区通风季节日最高温度

比日平均温度高２．８～１０℃。由此可知，采用平均

干球温度确定的通风量明显小于采用最高温度确

定的通风量。

综合热舒适要求和节能性两方面的因素，建

议采用日平均干球温度确定通风设计日，通风设

计日当天的室外日平均干球温度在１２～２８℃范

围内。

由于室外温度是逐时变化的，室外日平均温度

在１２～２８℃范围内，并不意味着全天２４ｈ室外逐

时温度都在此范围内。当某一时刻的室外空气温

度高于２８℃或低于１２℃时，此时室外气候条件比

较恶劣，不应进行热舒适通风。对于某一时刻而

言，如果室外空气温度在１２～２８℃范围内，则该时

刻可以进行热舒适通风。这些适宜进行热舒适通

风的时刻就形成了通风时段。

４．４　确定民用建筑通风设计日的通风时段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知，通风时段是根据逐时

的室外气候条件确定的。即某一时段内室外空

气逐时温度均符合１２℃≤狋ｗ≤２８℃，含湿量犱ｉ≤

１４ｇ／ｋｇ且φ≥３０％的条件，该时段适宜通风，为

通风时段。利用典型气象年的室外逐时气象数

据，得到了重庆市和北京市的通风时段。表４，５

为重庆市通风季节内的通风时段和非通风季节

内的通风时段。

从通风时段划分结果可知，重庆市通风季

节内通风时段共２４４４ｈ，非通风季节内通风时

段共８０９ｈ，全年通风时段共３２５３ｈ，占全年总

时间的３７．１％。通风季节内全天通风的时间为

７８ｄ，其余５２ｄ为间歇通风。重庆地区７，８月

部分夜间时段以及凌晨时刻，室外干球温度在

１２～２８℃范围内，但含湿量大于１４ｇ／ｋｇ，需要

先对室外空气进行除湿，才能送入室内进行热

舒适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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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重庆市通风季节内的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３月１２日 全天 ４月１５日 全天 ５月１２日 全天 １０月２８日 全天

３月１３日 全天 ４月１６日 全天 ５月１３日 全天 １０月２９日 全天

３月１４日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４月１７日 全天 ５月１４日 全天 １０月３０日 全天

０７：００—２３：００ ４月１８日 全天 ５月１５日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０月３１日 全天

３月１５日 ００：００—１４：００ ４月１９日 全天 １９：００—２３：００ １１月１日 全天

３月１９日 １４：００—１９：００ ４月２０日 ００：００—１３：００ ５月１６日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１月２日 全天

３月２０日 １２：００—２１：００ １６：００—２３：００ ５月２２日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 １１月３日 全天

３月２１日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４月２１日 全天 ５月２３日 １１：００—２３：００ １１月４日 全天

３月２２日 １４：００—２３：００ ４月２２日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５月２４日 ００：００—１６：００ １１月５日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

３月２３日 １１：００—２３：００ ０７：００—２３：００ ５月２５日 １４：００—２０：００ ０８：００—２３：００

３月２４日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 ４月２３日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 １０月３日 全天 １１月６日 全天

０７：００—２３：００ ０８：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４日 全天 １１月７日 全天

３月２５日 全天 ４月２４日 ００：００—１３：００ １０月５日 全天 １１月８日 全天

３月２６日 全天 １７：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６日 全天 １１月９日 全天

３月２７日 ０７：００—２３：００ ４月２５日 ０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０月７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０日 全天

３月２８日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 １８：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８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１日 全天

０７：００—２１：００ ４月２６日 全天 １０月９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２日 全天

３月３０日 １５：００—２３：００ ４月２７日 全天 １０月１０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３日 １０：００—２３：００

３月３１日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 ４月２８日 全天 １０月１１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４日 ０９：００—２３：００

０８：００—２３：００ ４月２９日 ０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０月１２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５日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

４月１日 全天 １７：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１３日 全天 ０９：００—２３：００

４月２日 全天 ４月３０日 ０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０月１４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６日 全天

４月３日 全天 ２０：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１５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７日 全天

４月４日 全天 ５月１日 ０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０月１６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８日 ０９：００—２３：００

４月５日 全天 ５月２日 ００：００—０８：００ １０月１７日 全天 １１月１９日 全天

４月６日 ００：００—１３：００ ５月３日 ０２：００—０８：００ １０月１８日 全天 １１月２０日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４月７日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 ５月４日 ０４：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１９日 全天 ０８：００—２３：００

０７：００—２３：００ ５月５日 ００：００—１３：００ １０月２０日 全天 １１月２１日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４月８日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２０：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２１日 全天 ０８：００—２３：００

０７：００—２３：００ ５月６日 ０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０月２２日 全天 １１月２２日 全天

４月９日 全天 ５月７日 ００：００—０８：００ １０月２３日 全天 １１月２３日 全天

４月１０日 全天 １６：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２４日 全天 １１月２４日 全天

４月１１日 全天 ５月８日 全天 １０月２５日 全天 １１月２５日 全天

４月１２日 全天 ５月９日 全天 １０月２６日 全天 １１月２６日 ００：００—０６：００

４月１３日 全天 ５月１０日 全天 １０月２７日 全天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４月１４日 全天 ５月１１日 全天

　　北京市通风季节内通风时段共２３３７ｈ，非通

风季节内通风时段共９６７ｈ，全年通风时段共３３０４

ｈ，占全年总时间的３７．７％。通风季节内全天通风

的时间为４４ｄ，其余８６ｄ为间歇通风。与重庆地

区相比，北京地区非通风季节内的通风时段集中在

７，８月的夜间及清晨。这是因为北京地区夏季部

分夜间及清晨时分，不仅室外干球温度在１２～２８

℃范围内，而且含湿量也小于１４ｇ／ｋｇ，符合民用

建筑热舒适通风要求。

４．５　确定民用建筑通风设计日的室外设计参数

根据民用建筑通风季节通风时段室外空气干

球温度确定通风设计日的室外设计计算参数。统

计分析重庆地区和北京地区民用建筑通风季节通

风时段室外空气干球温度，得到重庆地区通风设计

日内全天室外空气干球温度最高值为２０．３℃，最

低值为１５．２℃，平均值为１７．６℃；北京地区通风

设计日内全天室外空气干球温度最高值为２３．８

℃，最低值为１２．４℃，平均值为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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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重庆市非通风季节内的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日期 通风时段

１月１日 １１：００—１９：００ ５月２６日 ２０：００—２３：００ ９月１８日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１月３０日 １１：００—１７：００

１月２日 １２：００—２１：００ ５月２７日 ０４：００—０５：００ １８：００—２３：００ １２月２日 １２：００—２３：００

１月３日 ０８：００—１８：００ ０８：００—１３：００ ９月１９日 全天 １２月３日 ０８：００—１９：００

１月１４日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９月２０日 全天 １２月４日 ０９：００—２０：００

１月２８日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５月２８日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９月２１日 全天 １２月５日 ０９：００—２０：００

１月２９日 １３：００—１９：００ ５月２９日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９月２２日 全天 １２月６日 １０：００—２３：００

１月３０日 １１：００—１８：００ ５月３０日 ０７：００—２３：００ ９月２３日 全天 １２月７日 ００：００—０９：００

１月３１日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５月３１日 全天 ９月２５日 １１：００—２３：００ １２月１１日 １１：００—１６：００

２月２日 １３：００—２０：００ ６月１日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９月２６日 全天 １２月１２日 １１：００—１７：００

２月３日 １３：００—１９：００ ２０：００—２３：００ ９月２７日 全天 １２月１５日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

２月４日 １２：００—２３：００ ６月２日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９月２８日 全天 １２月１９日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月５日 １１：００—２３：００ ２０：００—２３：００ ９月２９日 全天 １２月２０日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２月６日 全天 ６月３日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９月３０日 全天 １２月２３日 １１：００—１９：００

２月７日 ００：００—０６：００ ６月５日 ０１：００—０６：００ １０月１日 全天 １２月２４日 １１：００—１８：００

０９：００—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２３：００ １０月２日 全天 １２月２５日 １１：００—１６：００

２月２４日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６月６日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１１月２８日 ０９：００—２３：００ １２月３１日 １２：００—１９：００

３月１０日 １３：００—２１：００ ９月１７日 ２０：００—２３：００ １１月２９日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３月１１日 １１：００—２３：００ ０７：００—１９：００

　　根据通风季节气象资料，参考 ＧＢ５００１９—

２００３《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中确定供暖

与空调计算室外温度采用的不保证总天数的平均

值的方法来确定通风设计计算日。按照“不保证小

时数”确定的各城市通风室外计算参数见表６。

表６　各城市通风设计计算日室外日平均干球温度 ℃
通风季节室外计算温度

重庆 上海 北京 哈尔滨 昆明 广州

不保证５０ｈ ２９．３ ２７．２ ３１．３ ３０．５ ２６．２ ２８．２

不保证７５ｈ ２８．３ ２６．６ ３０．３ ２９．９ ２５．９ ２７．８

不保证１００ｈ ２７．６ ２６．１ ２９．４ ２９．３ ２５．６ ２７．４

不保证１２５ｈ ２７．０ ２５．７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５．３ ２７．１

　　对比两种通风室外计算参数的确定方法，综合

考虑室内热舒适条件和经济性因素，采用典型气象

年数据得到的通风设计日通风时段室外空气干球

温度的最高值为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即重庆地区通

风室外计算干球温度为２０．３℃，北京地区通风室

外计算干球温度为２３．８℃。

５　结论

５．１　通风是民用建筑的基本要求，是改善室内空

气品质和建筑节能的关键措施之一。

５．２　目前民用建筑通风理论和技术都落后于供暖

空调，民用建筑的通风效果普遍不佳。

５．３　ＧＢ５００１９—２００３《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中的通风室外计算温度适用于工业热车间的

排热，不适用于民用建筑的热舒适通风，而且缺少

民用建筑通风室内计算参数。

５．４　建议按室内热舒适要求确定民用建筑通风室

内计算干球温度范围，为１２～２８℃。确定各城市

的民用建筑通风季节、通风时段，采用通风季节通

风时段室外空气干球温度的最高值确定通风设计

室外计算温度，得到重庆、北京地区通风室外计算

干球温度分别为２０．３℃和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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