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4 

Building Development 

回应气候的珠三角地区民居研究 
 
张钤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DOI:10.32629/bd.v4i2.3095 
 
[摘  要] 分析了珠三角地区传统和近现代自建房气候适应性的特点,阐述了研究建筑气候适应性的意义,并对珠三角民居今后的建设提出一定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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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建造方式、标准化建构得到了飞

跃式发展,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原本根植于文化土壤的建筑逐渐失去了

自身应有的文化品质尽管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绿色营建外部条件——寒

来暑往的“气候条件”变化甚微,是研究传承文脉的绿色建筑的较为稳定

的前提条件之一。从回应气候的角度对建筑进行设计则是一种基础的朴素

建筑节能设计策略。在这种背景下,针对珠三角地区民居的气候适应性研

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1]
 

现在已有部分关于湿热地区建筑设计经验的理论研究,如林俊
[2]
等

人在文章中谈到岭南传统建筑的通风、遮阳隔热等,麦华等探讨了现代

岭南建筑气候适应性策略分析
[3]
,但尚未有人准确科学的研究过珠三角

地区回应气候的建筑的优势以及可为后人借鉴的内容。本文以珠三角

传统民居和近现代自建房为研究对象,通过资料查找、实地调研及软件

模拟的方法,收集珠三角地区传统建筑、自建房相关资料,具体阐述珠

三角传统民居中的生态思想和节能理念和对当地气候的回应,发掘其

中的文脉传承特点, 终探讨传统民居中的绿建理念对现代建筑的借

鉴意义。 

1 珠三角气候特点以及不同时期民居气候特点 

1.1气候特点 

珠江三角洲,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入海口处。岭南长夏无冬,

珠江三角洲近百年来已无降雪记载,
[4]
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中的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温暖湿润,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全年不见霜

雪。黄珍珠,秦鹏等人统计了广东省1960-2007年的平均气温变化,气温还

在持续升高。
[5]
且相对湿度非常大,夏季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远超过

40~60%的人体舒适相对湿度,如何保持良好的通风以使民居更好的除湿和

散热,是建筑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 

1.2珠三角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回应气候实例研究 

传统民居中的回应气候的理念,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的指导,但其源自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建设实践,正是当下人们所研究理论的源泉。本文选取

两个有代表性的建筑研究。 

1.2.1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的镬耳屋 

镬耳屋是岭南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耳状建筑具有防火,通风性能良

好等特点。火灾时,高耸的山墙可阻止火势蔓延和侵入；微风吹动时,山墙

可挡风入巷道,进而通过门、窗流入屋内。通过突出屋顶的山墙保护屋顶,

减少暴雨台风对屋顶的影响；利用出檐有效防止暴雨台风对屋面的影响；

在山墙的凛条与析条端部加钉封檐板,防止雨水从木端侵入。
[6]
珠三角气

候,高温潮湿,雨热同期,引风入巷、入屋,不仅可以带走多余的热量,还可

以加快物体表面水分蒸发并带走多余的水分,这也是镬耳屋为了应对多雨

岭南气候的构造上的防潮设计。 

  

 

 

图2.2  镬耳屋——来自360图库      图2.3  1858年英国《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2.2广州市荔湾区的西关大屋 

西关大屋,俗称古老大屋,是中国广州西关(荔湾)一带兴建的富有岭南

特色的传统民居。西关大屋多为砖木结构、青砖石脚、高大正门用花岗石

装嵌。其平面布局向纵深展开,中轴线自南向北厅与厅之间以小天井隔开,

天井加上小屋盖,依靠高侧窗采光通风。通高的天井产生热压,形成烟囱效

应向上拔风,从而强化了一层的自然通风效果。而建筑二层则依靠高处采光

通风天窗,实现风压通风。陆元鼎在《南方地区传统建筑的通风与防热》一

文中提到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在传统的建筑中反映出外封闭而内开敞的特

点。
[7]
大屋两侧各有一条青云巷,取“平步青云”之意。天井、厅堂、青云

巷共同构成了西关大屋自然通风系统,增强了室内空气流动性,良好的通风

有利于保持室内阴凉干爽,改善了岭南恶劣的气候环境对人体舒适度的影

响。广州西关大屋主要功能房间地面大量采用优质田泥制作的大阶砖,墙脚

使用大青砖,两种材料具有良好的吸湿和防潮作用,表面极少凝结水。 

西关大屋的门廊装修,设矮脚吊扇门(又叫脚门)、趟栊、硬木大门三重门

扇。趟栊是一个活动的栏栅,用13或15条坚硬的圆木条(一般为红木或硬木)构

成,横向开合故称趟栊。脚门和趟栊有通风和保安的功能,是适应岭南炎热多雨

的气候而特制的建筑构件。旧时没有空调,如果只是设置一个门,一旦关上,就没

有办法进行通风,这对生活在炎热天气中的广州人来说,是非常不适的,但是为

了安全防盗起见,门又不可能不关闭,趟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图2.4 西关大屋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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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趟栊门 

1.2.3珠三角传统民居气候适应性分析总结 

适应气候是建筑产生的根源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为了适应

珠三角湿热气候,需要综合解决遮阳、隔热、通风、防潮和防雨等问题,

而传统民居经过几千年的实践积淀,凝聚了无数前人的智慧,在气候适

应性方面形成一面旗帜。
[8]
加强自然通风效果,要同时兼顾总体布局和

平面布局,山墙引风入巷,天井、冷巷、通风门窗以及连廊等来组织自然

通风,可以认为天井-冷巷-通风门窗组成的通风系统,是此类建筑回应

气候的灵魂所在。街道系统以东西向为主,所以建筑的平面布局主要是

南北向的,有利于通风和采光。遮阳隔热是应对炎热必选之路,民居布局

密集,内部巷道窄、空间小,采用高墙大屋檐遮挡阳光,巷道内的建筑之

间也相互遮挡,形成阴凉的效果,减少太阳辐射,而天井形成的院落面积

较之北方四合院也很小,主要用于自然通风散热,不会造成过热现象。岭

南地区的湿热气候使得传统建筑的防潮设计与技术成为影响使用者健

康和舒适的重要因素
[6]
。空气防潮关键在于阻止湿空气入屋, 硬山、出

檐、封檐板等都能有效抵挡雨水侵蚀,同时,墙体采用防潮材料,室内加

强通风除湿,甚至采用底层架空、石材柱子等,都是岭南建筑有效应对潮

湿环境的重要策略。 

1.3珠三角地区近现代自建房研究 

作者在集筑工作室团队的带领下,前往广州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当

地居民自建房的信息,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图2.6是所调研建筑中的部分

立面图。 

 

图2.6  广州自建房立面图(来源：集筑工作室) 

根据附表1、2,自建房虽然和传统民居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一

些适应气候的技术却传承了下来。如附表1,为了应对湿润多雨的气候,

多数房子都沿用挑檐,且山墙出挑,采用有组织排水的形式,基本所有的

房子都有雨水管,防止雨水沿着墙面流动破坏墙体,入口抬高以减少地

下水位在雨季上升带来的地面渗水现象。根据作者调研情况来看,自建

房的间距依然十分小,建筑之间相互成荫,减少阳光对墙面的直射辐射,

窗户多开在东西立面,且为竖直长条窗,以减少阳光对室内的直射辐射

得热量。 

 

图2.7  广州城市窗墙比 

 

图2.8  广州农村窗墙比 

2 结束语 

文章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和近现代自建房建筑适应气候

的技术的研究,总结了珠三角地区应对湿热气候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文中提到珠三角地区民居所采用的的几种回应气候的策略：(1)建筑

防热散热；(2)建筑通风；(3)建筑防雨；(4)建筑防潮除湿,很多都是从古

至今一脉相承,积淀了前人几千年的建造经验,也是珠三角地区民居建筑

的精髓所在。现阶段新建住宅建筑采用得比较多、比较成熟的可持续技术

是建筑防潮除湿、建筑防热、建筑通风和建筑防雨。珠三角地区新建住宅

建筑能采用的可持续性技术看起来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受科技、经济发展

水平和住宅开发模式地影响,真正能够投入应用的非常少。
[9]
希望随着工

业化建造方式、标准化建构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珠三角建筑能够保

留其根植于文化土壤的建筑自身应有的文化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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