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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对大量住宅建筑典型外墙的理论研究与实地调研,统计分析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住宅建筑的外围护结构的营建体系,通过时间上

横向对比与空间上的纵向对比,基于气候的差异回应,从墙体材料、构造方式多角度分析其营建特征及发展变迁,并试图针对当下墙体营建趋同

化问题提出一些地域差异性的墙体营建思考,以期为现代营建技术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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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围护体系作为建筑内部与外部空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重要

媒介,也是建筑形式丰富度的表现,在建筑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而我国

当下现行的建筑工业化、标准化建造以及过度追求形式表达使得建筑逐

渐失去本土化及特有的文化属性,尤其与气候的关联性大大减弱,导致

建筑地域性差异丧失。对此,本文梳理了从古至今的民居围护结构营建

情况,试图从传统民居外围护结构营建技术入手,发掘其在气候适应性

方面的营建技术,对比当下住宅的外墙营建,为绿色营建技术的传统转

化提供一个可能的途径。 

1 研究区域及其气候特点 

我国面积辽阔,不同地域的地理条件与气候差异甚大,本文涉及区域

有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以及夏热冬暖地区(图1)。其中,寒冷地区的代

表性城市为北京、天津、河北；夏热冬冷地区的代表性城市为苏州、南京、

上海；夏热冬暖地区的代表性城市为广州、深圳、珠海等地。 

 

图1  主要研究的气候分区 

2 传统民居的典型外围护墙体构造 

传统民居讲究“就地取材”,材料大致分为砖、石、木、土,由于地域

差异还会出现一些当地特色的材料,其中木材主要作为房屋的承重框架体

系而被使用,墙体大致分为砖墙、夯土墙、石墙以及混合墙体。 

2.1京津翼地区典型墙体 

冬季防寒是北方传统民居面临的首要问题,建筑多以控制墙体厚度、

选用合适的建筑材料来调节温度,以此达到保温的效果。从材料的分类来

看墙体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砖墙：传统民居的砖墙基本都是实心粘土

砖,早些年间为青砖。例如传统四合院墙体主要为360mm实砌砖墙,山墙部

分一般分为三段,下段三分之一为下碱,中段三分之一为上身,上端弧形三

角部分为山尖
[1]
(图2)。(2)石墙以及组合墙：石材因其热惰性大、耐久性

好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在民居中(图3)。为了提高石墙的热工特性和安全性,

外层为石材,内层配合使用砖或土坯,或者地基墙身采用石材,建筑的转角

处、窗下墙边缘采用砖砌。(3)土墙以及组合墙：按施工方法和结构形式分

为土筑墙和土坯墙。土筑墙采用木框架,中间编制草绳或柳条,外抹黄泥构

成墙体；土坯墙是土坯砌筑而成,但经常与砖一同构筑形成砖土组合墙体
[2]
。 

 

图2  干摆,丝缝做法 

 

 

图3 石头墙,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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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长江中下游地区——空斗墙 

此地区建筑的御寒性能较北方而言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对于夏季隔热

却是不可忽视的。经过资料搜集与调研数据分析,该地区传统民居大部分

墙体采用空斗墙
[3,4]

,尤以皖南地区最为常见。 

空斗墙墙身厚度在240mm~500mm不等,饰面为白色涂料,外墙的内侧一

般设有约为30mm的木板隔墙,木板隔墙与外墙之间形成一个约50～100mm

左右的空气夹层以此来提高墙体的热工性能。建造方法为：勒脚部分多用

密实的石材或平砌青砖实滚砌筑,高50~100cm不等。墙上面部分采用空斗

砌筑法,根据砌筑方式的不同,分为有眠空斗墙和无眠空斗墙两种形式。墙

中常内填灌泥土或碎砖,这种做法不仅能增加墙体的整体性和保温性能,

同时能避免破损墙体遭受鼠害。此外,“灰白”色调的墙身吸热小反射太

阳光线强,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墙体温度升高过快。 

2.3珠江三角洲地区典型墙体 

 

图4  单层墙自摄 

 

图5  双层墙 

该地区建筑对气候适应性方面重点体现在通风和防潮方面,对于墙

体的营建更多也是考虑隔热防潮。墙体主要包括土墙、草泥砖墙这几种

类型：(1)青砖墙有单层墙和双层墙两种形式,前者为实体墙,厚度在

200mm左右,墙根处会粉刷高约50~80mm的抹灰作勒脚(图4)；而双层墙构

造是墙内分段留空,类似于空斗墙(图5)。(2)土墙的厚度一般为400mm,

主要有夯筑墙(图6)和土坯墙。其中夯筑墙常用的基本材料为红土壤、石

灰和砂；用草泥砖砌筑而成的墙,属于典型的土坯墙,墙厚为260mm,其原料

是稻谷收割完毕后的田泥夹杂着砂石和捣碎的植物纤维(图7)。有些地区

还会采用青砖和草泥砖搭配的构筑方式,既增加了墙体的强度,也起到了

防潮作用。上述这些墙体基础多用条石或大块卵石,避免了雨水对墙体的

冲刷,此外墙基周边还会设置排水沟,确保不会因积水而破坏墙体
[5]
。 

 

图6  夯筑墙构造做法 自绘 

 

图7  草泥砖墙构造做法 自绘 

通过对传统民居墙体的分析,发现其在选材上都遵循就地取材的普遍

规律,但从构造方式、色彩、厚度等方面都体现出对基于气候的营建思想。

从墙体厚度上来看,人们通过调节其厚度来营造相对舒适的室内环境,北

方为了抵御严寒天气墙体偏厚重,而南方为加强散热墙体则相对较薄。从

墙体构造类型来看,空斗墙虽然在南北方均有出现,但南方地区利用其空

气间层隔热,寒冷地区则需要与生土结合提高其保温性能；夯土墙虽然在

寒冷地区和广府民居均有出现,但其构造方式却有极大差异。这些差异化

的营建方式既充分发挥了当地材料的特点,又具有良好的生态性能,体现

了鲜明的民居建筑的地域性特点。 

3 工业化体系下的民居外围护结构营建方式 

3.1建国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居外围护结构 

建国后国家经济开始恢复,全国开启了建设时代,建筑不再受限于传

统的体系但同时也未受到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是在有限的

经济条件下建造尽可能多的可使用建筑。这一时期的墙体大多为砖混结构,

除了厚度差异其他构造方式大致相同,在墙体材料选择上主要有红砖墙、

水泥砖等,这类砖体现了就地取材的思想。 

当然也有少数地方基于本土气候环境有一些特殊墙体,例如寒冷地区

的草板夹心墙
[6]
。不同于单一的砌体实心砌筑,这类墙体将不同材料进行

分层形成复合墙体,利用了当地麦田的秸秆制成厚草板作保温层,预留的

40mm的空气层不仅增强保温效果,而且有效地保护了草板；但存在的缺点

是由于施工技术难度较大,墙体厚度过于厚重,影响室内使用空间,因此并

没有被广泛使用。 

3.2当代住宅外围护结构营建 

从八十年代起,我国相继颁发和细化了一系列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随

着节能意识的提高,保温构造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复合墙体作为能满

足较高绝热要求成为了主流墙体,南北住宅气候性营建差异基本消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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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建筑设计呈现模块化、产品化。 

墙体在保温处理上趋向成熟,主要有内保温复合外墙、夹芯复合外墙、

外保温复合外墙。在构造上,北方根据不同建筑的特点,可使用外保温、内

保温和夹芯保温等三种构造方式,其中以外保温构造为主,而南方多采用

加气混凝土砌块单一材料墙体加保温层的构造方式
[7]
。但是无论南北方,

墙体外层都不再是主体材料的真实表达,多是以贴面砖、粉刷为主；从材

料和墙厚来看,高性能的保温隔热材料的普及使其对地域差异的影响已经

微乎其微。 

综上分析可知建设初期住宅建筑的本土化逐渐弱化,在气候回应上仅

停留在墙体的厚度层面,虽然有结合当地环境就地取材的新型墙体出现,

但是由于施工难度大也未能得到有效推广。改革开放后墙体材料已经不再

受限,围护结构由于保温板的使用让外立面语言更加“丰富”,而这种“丰

富性”取决于最外侧的面层,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装饰和风格的表达,无法

到达传统建筑材料所“建”即所得的丰富性。围护结构营建在热工性能方

面与气候的关联性大大减弱。 

4 基于回应气候的围护结构营建体系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风格化的市场需求和千篇一律的设计模式已经

使得围护结构失去地域差异性表达,我们无法像传统民居完全通过天然材

料的“性能”来体现回应气候的立面语言,但是基于当下的生活模式和发

展节奏,我们又该如何传承传统民居基于气候的营建呢？ 

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传统营建的文脉传承,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归到传统

风貌的建造,但并不意味着地域差异性将完全消失,这要求建造者在设计

中持有正确的气候差异性营建观念。所谓的差异表现不能囿于风格形式上

的不同,从传统民居的营建中可以看出热工性能、结构力学、耐久性等因

素共同造就了丰富的立面语言,通过合理地选用材料和构造方式减少建筑

能耗,延长了建筑使用寿命。纵观中国古代建筑,许多建筑形式语言也都从

这写要素中合理地回应了地域气候,因此回应气候的营建策略是需要从这

些要素中提取可转化为现代营建的技术途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基于现有的营建体系去寻找个性化设计,一个标准

化的墙材构造可以通过结合当地气候特性进行巧妙设计,从而避免模块化

带来的单一性问题。传统民居中不乏个性化构造设计,例如草泥砖墙的建

构。现代建造中也有少数案例,如南部有些地方结合传统“空斗墙”的原

理,采用了双重空心砖加空气间层的构造设计,而且有试验测算这类墙体

在相同厚度及表面处理情况下比普通240砖墙节能效果高20%
[8]
；又比如北

方某小区采用一种复合空气夹层的外保温方式,这种墙体构造方式是在保

温层与外挂石材间增加一个约100mm的空气夹层,其在整个立面上下联通,

通风口设在顶部,通过巧妙设计达到夏季降温冬季保温的效果
[9]
。因此,要

加强这方面的探索,才能在独立于装饰风格之外寻求一条真正的地域性表

达道路。 

5 结语 

建筑围护结构的形式和语言虽然受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的结果,但是

无论古今材料和技术如何改变,建筑回应气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是不言

而喻的。由于气候条件的相对稳定性,许多古人采用的营建策略至今仍然

是可以吸收借鉴的,但是需要结合现代技术、材料以及生活方式进行转化

和提升。 

[参考文献] 

[1]马炳坚.北京四合院建筑[M].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2]程海达.北方寒冷地区传统民居的外墙材料与气候适应性探析[C].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中国生态城市研

究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

览会论文集——S01绿色建筑设计理论、技术和实践.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中国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中

国城市科学研究会,2015:256-260. 

[3]李娟.皖南传统民居气候适应性技术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12. 

[4]汪珍珍.皖南地区传统民居围护结构的节能技术研究[D].西安科技

大学,2014. 

[5]余健华.岭南传统民营造技术研究[D].重庆大学,2006. 

[6]周春艳,金虹.北方村镇住宅围护结构节能构造优选研究[J].建筑科

学,2011,27(08):12-16. 

[7]苑博.南北方居住建筑墙体保温构造技术比较研究[D].湖南大学建

筑技术科学,2006. 

[8]司鹏飞,南艳丽,李博文,等.南方地区传统民居外墙构造及热工性能

计算分析[J].科学技术与工程,2014,14(22):264-269. 

[9]王慧.寒冷地区建筑围护体系节能设计研究[D].大连理工大

学,2009. 

作者简介： 

赵惠惠(1996--),女,山西襄汾人,汉族,硕士,研究方向：建筑技术

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