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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从建筑设计的角度解决太阳能一体化的应用问题。
书中提出了太阳能与建筑系统整合设计的目标、内涵和思想，从高层住宅可利用的太阳能技术系统的
类型、选择原则到规划方案入手，分析高层住宅群体布局、高层住宅建筑单体的剖面和平面组织与太
阳能系统的整合设计。
并针对目前高层住宅的屋顶、墙体、阳台等外界面现状，探讨开发外界面区域的可能途径，研究太阳
能采集器与建筑外界面整合的形式、程度与构筑的标准方法。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建筑太阳能利用的研究和实践的积累，不仅对推动我国生态型高层住宅具有
积极的意义，同时为建筑师在太阳能建筑创作中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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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2.2建筑群体布局 建筑间距由各地区日照标准的要求决定，例如上海地区要求冬
至Ft满足居室日照时间不少于1h，而太阳能集热板要求日照时间不少于4 h，高层住宅底层竖向墙面较
难满足这一要求，随着高度的增加，屋面需要安置太阳能的面积加大，而管道的输配长度也在增加，
难以满足所有住户均好利用太阳能的要求。
现有的日照时间标准并没有考虑太阳能的接受时长问题。
在太阳能系统设计前，要对采用太阳能的建筑界面进行采集辐射量的计算，确保太阳能的最有效的利
用。
不同楼层建筑外界面接收阳光的不同，使得太阳能集热器安装部位不同，从而建筑利用太阳能的情况
也不同。
因此，交房标准不一样致使住户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对太阳能利用程度的思考。
 2.2.3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选用 上海市建筑标准设计《民用建筑太阳能系统应用图集》（DBJT 08—1 10A
一2008）推荐高层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集中供热水系统、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和分散供热水系
统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
表2—3为上述五个实例选用的太阳能系统。
 对于集中供热水系统和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因集热器均集中设置在屋面，故要求屋面必须具有足
够的面积来放置集热器。
随着住宅楼层的增加，住户和使用人数相应增加，所需集热器面积也会越来越大，单靠集中供热水系
统和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两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满足系统设计对集热器面积的设置要求。
如果只在高层部分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而在低层部分采用电热水器或燃气热水器，又会给开发商带
来交房标准不一致的难题，同时也会引起业主的质疑。
随着住宅层数的增加，顶部住户可以采用单机入户系统，底部用户采用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
但这种太阳能热水复合系统会造成建筑立面的不协调，需要建筑师和设备工程师协作设计。
尤其在设计之初的方案阶段，需要进行太阳能系统的规划设计论证。
 对于分散供热水系统，如集热器分散设置在各户南阳台栏板或卧室窗间墙处，因每户集热器面积是一
定的，所以集热器的设置不受住宅楼层增加的影响，适用于高层住宅的不同楼层。
但在建筑规划中，建筑的前后间距是根据日照标准确定的，所以高层住宅的低层区，可能被前面建筑
遮挡而达不到太阳能热水器日照4 h要求，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补偿损失，如增加集热器的面积、增加
真空管的根数、加设反射板提高集热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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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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