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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影的权衡——寒地城市居住区景观日照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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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阳光是生命之源，她给万物以生机活力。居住区景观日照环境宜“适可而止”，满足人类最低阳光需求即可，避免过度光

照对人造成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居住区建筑更要合理布置，满足活动场地最佳采光，“多多益善”，激发人们情绪。 

关键字：寒地；居住区；日照；建筑外环境 

  阳光是生命之源，她给万物以生机活力。所以，在人们思想中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认为日照越

多越好，特别是过去认为到达地面的阳光中的紫外线是“健康线”对人体有益，但是人们却忽视了其对人体不利

的一面。日光也具有双重性，来自阳光的紫外线既有益又有害。当前，特别是臭氧层破坏严重的区域，对其有害

方面更应关注！那么，那么居住区景观日照环境应该怎样权衡才能在保证使用需求的同时又不对人造成伤害使我

们研究分析的问题。  

  1、阳光的机理极其对人的影响  

  太阳辐射的各种光线，包括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等。可见光有改善感觉、提高情绪和劳动效率的作用；

而不可见光中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与人类的健康紧密相关。射线照射人体时，红外线有强烈的热效应，使深层的组

织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直射的紫外线以其强烈的杀菌消毒，促进伤口愈合等作用而显得更为重

要。  

  阳光是清洁的，更是不竭的。对于日照的积极作用我国古代医学已有定论，近现代的科学家们对其机理及应

用的研究亦日趋成熟。但日照的负面影响还是在近年来才得到了重视，据有关资料显示：随着臭氧层空洞的扩

大，紫外线的危害日趋严重。法国的皮肤癌患者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澳大利亚7年里皮肤癌患者增加了两

倍。而紫外线还是医学界公认的导致眼疾的第一杀手。此外过量的紫外线降低了皮肤免疫功能，促进皮肤过早老

化等等。严酷的现实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科学家要求人们尽力避免每天10：00~16：

00时的日照，我国各大城市近年来也开始每天公布紫外线辐射强度指数，告诫市民注意出行的时间及采取相应的

防护措施。由此可以看出日照的负面影响在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日益深刻，其造成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2、寒地城市居住区景观日照环境  

  2．1气候因素对环境影响  

  我国北方寒地地区冬季漫长、日照时间短、降雪量大，严酷的气候因素给寒地居民的户外活动造成了极大影

响。以往的寒地城市居住外环境建设不注重微气候条件的改善，住宅布局采用适合南方城市的行列式，没有形成

避风、封闭的院落空间。尽管这种住宅布置朝向良好，但对于冬季时间较长的北方地区来说，不利于屏蔽冬季寒

冷的盛行风；密集的高层建筑群产生更大的风效应，在冬季降低了行人的热舒适度，而利于防风的庭院绿化又较

少，没能形成有效防御寒冷气候、具有微气候调节能力的外环境。  

  规划设计的同时进行合理的“气候设计”，即通过对开放空间中气候要素分布状况的建筑形态和方位、绿化

位置和种类等形态要素的进行设计，有目的的控制居住区开放空间中的“风”、“阳光”，为市民提供相对舒适

的小气候环境。如由于建筑阴影引起的日照不足，以及涡旋气流引起过大风速带来的不舒适性。改进的方法可以

考虑在风口处增加防风的乔木带，并将主要活动设施外移，以改善冬季的日照状况。在设计中要考虑到日照、朝

向、阴影、烟、废气污染、风等小气候环境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居住区的建筑布局，尽量采用能形成封闭性较强

的院落空间的手法，如“L”型、“U”型和“口”型，其中“口”型要做好入口过街楼的防风处理，同时要满足

消防要求，避免连接过长，产生消极作用。我国大部分寒冷地区冬季盛行风向多为西北风，夏季多为偏南或偏东

风，合理选择院落开口方向，可以获得冬季防风夏季通风的效果。如院落开口朝南，在北侧布置连排式住宅，而

在南侧布置点式住宅，北高南低，以形成开敞的院落空；多层和高层建筑穿插建设，风的影响要比均为多层或高

层建筑区域小得多，适当布置高层建筑群房，可将风导向群房屋面以减少风对地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高低错

落，引导风向的布局效果。  

  2．2日照环境分析  

  对于居住区，建筑密度对居住质量影响很大。而日照、自然采光对居室意义很大，并且进一步影响到居室的

微气候，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建筑物的配置、间距或者形状造成的日影形状是不同的。对于行列式或组团式

的建筑，为了得到充分的日照，必须考虑南北方向的楼间距。在我国一般民用住宅中，要求冬至日的满窗日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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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低于1小时，有的国家则要求更高。最低限度日照要求的不同，建筑所在地理位置即纬度的不同，相应的建筑

物南北方向的相邻楼间距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和最低限度日照要求来确定建筑物南北方向相

邻的楼间距。寒地地区居住区建设要考虑建筑室内基本采光的要求，又要满足室外活动场地在寒冷气候条件下的

日照需求。  

  室外场地往往处于高层之间，建筑阴影之下，要完全避免高层建筑落影的影响不大可能。但是通过场地的合

理布局，可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外部空间，比如步行道可以采用不对称的布局方式。在冬季，由于道路积雪，室

外道路应保证行走安全并提高行走的舒适度，所以应该将人行道布置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一般东西向的阴面人行

道由于日照时间短，全天大部分时间处于阴影中。因此可以将人行道设计成为非对称式，即南北向宽、东西向窄

的形式，在不增加街道宽度的情况下，使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阳光，有利于提高冬季行人的舒适度，并有利于初

春冰雪融化。  

  此外，可以通过合理的外部空间组织尽量减小不利影响，将对日照要求高的部分，如入口小广场、公共活动

场地等置于较好的区域，停车场、后勤场地等置于日照差的地段，这样在高层建筑外部空间本身的范围内较好的

解决了日照问题。另外可以通过准确的掌握建筑外部空间领域不同时间的阴影变化，利用阴影的时间差特点,结合

外部空间使用的高峰时间、冷落时间，安排各种不同用途的场地，高效率的利用日照条件。开发充满阳光的未用

空间。由于高层住宅体量大，地面层的日照变得越来越少，而屋顶空间则充满阳光，因此，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

部分屋顶空间。  

  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夏季普遍高温，寒地地区夏季干燥炎热的气候特点，居住区活动场地日照环境要求呈

现出不同的态势。夏季，烈日烈日当头，紫外线辐射强烈，人们过度暴晒与阳光下会遭到很大伤害，因此，环境

设计要求有必要考虑，以构筑物和绿化的形式对强烈的阳光予以遮挡或过滤，给人提供舒适的活动空间和阴凉的

休息环境，从而避免了紫外线的伤害。  

  3、结论  

  权衡以上几方面叙述，居住区景观日照环境宜“适可而止”，满足人类最低阳光需求即可，避免过度光照对

人造成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居住区建筑更要合理布置，满足活动场地最佳采光，“多多益善”，激发人们情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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