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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自然通风设计浅析 

马卫亭 

(西安华建建筑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建筑物的节能可以极大程度上减少能源的消耗,而目前的自然通风就是一个重要的节能方式,本文指出自然通风的技术原理,并针对如

何在建筑的设计当中使用自然通风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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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风不仅仅能减少通风设备在建筑中的使用，并且在室外

空气温度较低时，通风能够降低室内环境温度，从而减少空调设备

的使用。从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角度考虑，自然通风应当在

建筑领域受到大力推广。 

一、住宅建筑设计中实现自然通风的策略 
（一）风压 

在自然通风的设计过程中，风压通风是较为重要的方式之一，

所谓风压通风，即是借助住宅设计的有利地点和周边环境，集合当

前住宅的合理格局设计，利用室内外的温差，实现通风效果。因此，

针对几个位置较好的住宅建筑，可以实现无空调设计，完全借助风

压来实现自然通风，但是在风压通风的使用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即是对于地下停车场和地下室等都无法进行风压通风，因此针对地

下室和地下停车场需要进行相关的通风设计，以保证通风，提高住

宅整体的居住质量。 

（二）热压 

自然通风需要动力，主要的流通方式即是通过室内外的压强来

完成自然通风，而对空气流通来说，热压可以完成空气流通，借助

室内外的空气差，推动空气进行流动，保证室内外的空去循环。 

但是在热压的使用上，需要做到室内外具有一定的温差，所以

易受限制，因此想要进行相关的热压应用，设计者应加强设计方式，

提高热压使用效率。 

二、自然通风整体设计 
自然通风与传统的机械通风不同，自然通风是通过气压的改

变， 为空气增加流通的动力，在自然通风中，首先需要对建筑物

的结构进行合理的设计，其次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建筑物的周

边环境，所以说需要通过气候、环境、建筑物三位一体的综合考虑，

再能完成相应的通风整体设计。 

（一）确定气候的自然通风 

在实施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者第一点是需要了解所在地区的

气候情况，可以和所在地区的气象局进行联系，收集所在地区的气

象参数，在对资料进行合理分析，然后结合相关信息进行建筑设计。 

（二）确定建筑微环境的自然通风 

对于建筑住宅来说，想要实施全面的自然通风，需要对建筑物

微环境进行合理观察，所观察的具体包括建筑物周边的植被、其余

建筑物和城市的地形。在观察过建筑物周边的微环境后，需要对建

筑物的内部结构进行合理分析和布局，排除建筑物的周边环境，在

建筑设计中，需要将建筑物的内部设置和建筑物高度等问题进行综

合考虑，以此完成建筑物的自然通风设计。 

（三）根据设计要求和设计参数选择通风设备和确定通风设备

的安装位置与大小 

其次要了解到建筑物的周边环境，考虑住宅建筑的具体高度等

问题，结合所有可以影响自然通风的因素，统计相关的参数，选择

合适的通风设备，其次结合所在建筑物的位置等因素，建设住宅的

窗户、风口的形式和安装位置，保证建筑物的整体自然通风效果。 

（四）控制系统的设计 

对于自然通风而言，说道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自然通风多为

动态因素，所以在自然通风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其动态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当前的自然通风系统设计中，需要针对自然通风的因素进行

控制系统设计，控制系统有着2点作用，首先保证了自然通风的效

果，其次通过控制系统，可以达到随意控制自然通风的情况，在当

前的自然通风控制中，分为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2种方式，两种控

制方式也有着不同的作用，手动控制可以满足不同人员的需要，自

动控制即是满足人们的舒适性，对于自然通风控制来说，其提高了

自然通风的使用效率，增加了自主能动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五）评估设计方案并作修改 

对于设计方案而言，并非每个设计方案都符合施工条件，所以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需要做足准备，将可以影响到自然通风的因

素考虑到当中，其次准备充足的设计方案，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

需要制订相应的评估标准，对自然通风的方式、连接通道、控制系

统等都进行综合的考虑和评价，整理和统计相应的设计方案，对设

计方案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其是否符合当前的空气流通效果，达到

使用要求。 

三、自然通风在现代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一）住宅的朝向和间距 

所谓自然通风，即是利用自然力量完成的整体通风效果，对于

自然通风而言，在建筑物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2点问题进行设

计，首先自然通风的因素无法控制，所以只能根据其主要情况进行

设计，当前建筑多为高层建筑，楼层较高的住宅不易受影响，但楼

层较低的住户则容易出现问题，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整小区

进行合理设计，将建筑物进行合理的分布，使其尽量不要出现阻挡

情况，其次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所在地区问题，不同地区，其

气候问题不同，因此也会出现不同的风向流动等问题，因此在建筑

物的设计中，需要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设计建筑物的朝向，不可

以反方向或避免方向流动设计，只有结合两代男优势，才能完成相

应的自然通风设计。 

（二）建筑室内通風方法 

（1）应确定窗户的形状及面积，可根据整体住宅建筑的面积

进行合理划分，如厨房内部通风窗户应保证在整体住宅地板面积的

1/10左右，同时应尽可能选用外推旋转窗、平开窗等具有良好引导

作用的窗型，尽可能减少推拉窗的使用。 

（2）在选取窗户位置时可在引导风向与建筑成一定角度的前

提下进行设置，同时设置导风板，促进室内空气的良好流通。 

四、结束语 
自然通风是建筑物通风环节的一项绿色低碳设计，在优化建筑

物的通风功能，提升人们生活环境品质的同时，其本身所具有的节

约能源减少污染的特点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设计者要综合考虑建

筑设计中关于自然通风的各种影响因素，规范合理的进行自然通风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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