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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的太阳能热水器一体化设计策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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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宅建筑的设计与太阳能热水器的运用之间缺乏有机、整体的衔接是目前住宅建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不仅影响了建筑形式的美

观，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本文正是对此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试图获取值得借鉴的成果。根据太阳能热水器分别在住

宅不同的安装部位作住宅建筑的太阳能热水器一体化的策略探讨，并进行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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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安装部位的一体化策略 
在住宅建筑与太阳能热水器的一体化设计中，特别是外观上，

对于太阳能热水器这而言，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集热器的安装位置

及其方式，而储水箱等其它一些附件尽管也需要被考虑，但并不会

对一体化设计的建筑外观起到太大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要讨论

的主要是集热器的安装位置。 

1.1 平屋顶 

优点：集热器的安装角度较自由，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纬度和

太阳高度角而 定，使之平面能在满足造型需要的情况下，尽量与

太阳光辐射方向成垂直状态，以便能够更好的吸收热量。另外，在

允许增加投入成本的情况下，安装可活动式支架，则集热器的朝向

亦可在一天中随太阳光辐射的角度变化，从而加大热量吸收率；由

于一般平屋顶都是可上人屋面，集热器直接安放在屋顶，更便于维

护和检修。 

缺点：为避免前排集热器对后排的太阳辐射的遮挡，安装时南

北向上的集热器之间需空开一定的距离，从而难免会减少集热器的

数量和总面积。 

集热器平铺在屋顶上 

优点：能将集热器布满整个屋面，达到数量上的最大化； 

能实现集热器对建筑形体影响的最小化，使建筑立面的设计更

为自由；集热器可同时作为屋顶层的外保温材料； 

便于日常的维护和检修。 

缺点：由于集热器是平放在屋面上的，一般都会与太阳光辐射

方向有较大的夹角，由此对集热器的吸热效率会有一定的影响。 

集热器与住宅建筑屋顶的棚架或飘板结合 

优点： 

集热器处于建筑的最上面，被遮挡最少，且易于连片布置，因

而集热效率高；作为建筑的一个装饰性构件存在，更易于和建筑造

型融合；集热器安装在棚架或飘板上, 对建筑结构、防水、保温不

会造成破坏，施工简单；不仅能使建筑屋顶美观，更可以作为屋顶

花园的遮阳板，供人在其下休憩，实现一举两得的效果。 

缺点： 

有些飘板由于孤悬于空中，远离屋顶层，会给日常维护和检修

带来一定的不方便；由于受力面较大导致固定不够牢靠，需要充分

考虑被大风吹刮等外力因素而可能会造成的安全隐患问题。 

1.2 坡屋顶 

集热器搭建在坡屋顶上，与屋面坡度一致 

优点： 

由于在大多数的住宅建筑设计中，坡屋面本身与水平面所成夹

角一般为 30°～45°之间，因此与之斜率一致的集热器平面，为发

挥其集热性能提供了先天的条件；可将储水箱等蓄热装置放于坡屋

顶下的空间，使功能与形式得到更加完美的统一。 

缺点： 

上坡屋顶的屋面检修及维护太阳能热水器设备不方便，也不安

全；由于坡屋顶的屋面只有朝南的那一半才适宜安装集热器，所以

会使得总的集热面积相对较小，从而使得这种方式的一体化设计在

住宅建筑中的应用范围比较受限制，一般在局部热水系统或低、多

层住宅的热水系统中应用较多。 

集热器嵌入坡屋顶，与屋面成为一体。 

优点： 

兼有搭建在坡屋顶的优点之外，同时与住宅建筑的一体化效果

更好。 

缺点： 

构造较为复杂。由于构造的原因，不能大面积的替代原先屋顶

建筑构件，所以集热器的面积必然更加受限制，所以该一体化的方

式应用范围也同更加的狭窄，一般在低层或者独栋的住宅中较为常

见。 

集热器与坡屋顶的檐口结合。 

优点： 

集热器的角度可较为自由的调节而不会对影响立面的造型构

成太大的影响，集热效率高；可兼作顶层窗户的外遮阳构件，同时

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 

缺点： 

可利用的面非常有限，尤其不适合于在高层住宅建筑上安装，

一般多应用于低层或者独栋的住宅。  

集热器的最佳集热角度，主要取决于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与纬

度。据相关的研究表明，一般而言，集热器平面与水平方向的最佳

夹角等于当地纬度±10°；当该系统侧重在夏季使用的时候，其角

度应等于当地纬度-10°；而当其侧重在冬季使用的时候，其角度

应等于当地纬度＋10°。 

于是，当我们设计一个需要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并选择将集热器

放置在屋顶上的坡屋顶住宅建筑时，我们应首先根据当地的气候条

件和纬度，计算出能够发挥最高集热效率的集热器安装角度，然后

再将这个角度作为该住宅建筑土建时坡屋顶倾斜度设计的参考值。 

二、结语 
其实，在住宅建筑与太阳能热水器的一体化设计中，还有很多

值得关注的东西。譬如，建筑师不应该把目光仅仅只是停留在建筑

图纸上，而更应该主动去和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厂家进行沟通，增进

相互间的了解。这样，建筑师会获得更多前沿的产品信息，同时也

能让厂家为我们提供更合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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