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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传成编著的《大空间建筑通风节能策略》结合大空间建筑环境和空间组合特点，提出利用辅助小空
间的混凝土、土壤等大热质材料的“蓄冷”性，或大空间下架空层，作为大空间的新风冷源；结合大
空间高大自然温度分层的特点，提出下送风、地板冷辐射、吸热屋面等加强温度分层的通风节能策略
。

本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高速铁路高架客站为案例，提出利用混凝土高架桥、空间整体立体化特点的通
风节能策略，并与现阶段使用的空调能耗做对比模拟，验证策略。
介绍了8个研究性铁路客站设计的通风部分，从设计方法上强调技术作为建筑创作的出发点，空间形
式与通风策略有机结合。

《大空间建筑通风节能策略》适应于建筑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阅读，也是关
注绿色建筑、建筑节能人士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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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传成1974年出生，武汉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学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博士
。
曾工作于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现为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建筑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

主持多项大空间建筑设计，其中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的南京火车站、龙岩火车站分别获铁道部优秀设
计一、二等奖。

主持多项大空间建筑节能、绿色设计策略等课题，参与铁道部重点课题——“铁路大型客站建筑节能
综合技术研究”。
主要致力于”大空间建筑设计”、“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市”等方向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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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但是目前有效利用和分析热分层存在一定的限制，缺乏热分层共性特征及其理论的研
究，数学模型不足，不能形成公认的设计方法。
在室内热分层流动机理及其与节能、室内环境的内在关联性的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这种局面是由特定地研究每一种空气分布系统造成的，其根源在于缺乏对室内热分层共性特征的把握
。
故本书所采用的是实测及模拟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典型高大空间——某厂房和武汉火车站作为研究对
象。
两者既有着代表了高大空间的共同特点，又在尺度、空间形态、空间划分、气流组织等方面有明显的
区别。
将两者的温度分层状况进行总结分析，能进一步掌握大空间温度分层的特征，同时将模拟结果与实测
进行对比也能够对计算机模拟手段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现有的大空间建筑，如高架铁路旅客站、影剧院等，其下部都附着有大热质的空间，如高架桥、地下
综合交通设施等，这些大热质空间的温度常年保持稳定，而利用温度分层的置换通风方式，提高了送
风温度。
目前针对大空间建筑大热质下部常年稳定的空气和置换通风结合的通风模式与建筑设计的结合研究还
处于起步阶段，有待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针对这种能耗较大的建筑，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有效的设计策略，充分利用大空间建筑的温
度分层这一特性，结合大空间建筑下部的大热质与环境温度差值和置换通风方式，来降低大空间建筑
的整体能耗，提高大空间建筑的热舒适性，减少建筑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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