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无论是在城市建设还是乡村更新中，都面临着如何在满足

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同时，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地

域要素如何运用在绿色建筑设计中。在很多人看来，传统的、地域的

都是“老”的。但事实上，这种老并不意味着“过时”，“老”中往往

蕴含着一代代人经过旷日持久地试错、亲身体验而逐渐积累的“经验”，

这些经验最终将建筑的功能、对特定气候条件的回应、对建造地理环

境的适应，与建筑的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建筑成为坚固、适用、

美观，同时又承载人类文化的生活空间。当下，人们谈到绿色建筑时，

往往习惯性地将其与高技术、现代化等名词联系起来，认为绿色建筑

离传统建筑似乎相去甚远，殊不知各个地区的传统地域建筑中，往往

地域类型的建构
— 2018SDC 竞赛作品“自然之间”

设计解析

Constructing a Regional Architectural Prototype
An Analysis of “Nature · Between” for Solar Decathlon China 2018

abstract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entry of  “Nature · Between” 

for SDC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housing prototypes on 

three levels: volume, field and concept, as a respons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rototypes in green build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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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2018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作品“自

然之间”为契机，针对住宅建筑类型，从

“体”“场”“意”3个层面进行分析，对绿色建筑

设计中地域类型的建构问题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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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简单又实用的绿色智慧。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建造一栋零能耗住

宅，让人们了解到，很多传统地域空间原型和本土的建筑材料、建造

技艺也可以运用到绿色建筑中，传统建筑中的智慧可以同现代技术很

好地结合起来。事实上，绿色建筑设计本该如此。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居住环境品质的要

求也在提高，设计者需要对传统地域建筑中的智慧进行相应的转化和

改进，使之适应当代建筑建造和使用特点。

由厦门大学、法国 Team Solar Bretagne 和山东大学的师生组成

的“家”联队 (TEAM JIA+)，以 2018 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

为契机，立足闽南地域建筑环境和气候特征，选择了位于厦门市一城

中村中的真实地块作为方案的原始基地进行建筑设计 ( 图 1)。竞赛要

求每个赛队在规定的 20 天时间内建造一栋面积为 100~200m2 的零

能耗住宅
[1]
。考虑到比赛需要，我们通过搭建 1:1 大小的简化构架将

原始场地内保留的老房子形象再现到了德州赛场，以此来表达新建建

筑同基地内原有老房子的空间关系。

本作品以“自然之间”为主题，该主题一是关注自然 ( 包括能源 )

与人的关系，二是关注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设计从住宅建筑

类型出发，通过具体的案例对绿色建筑设计中地域类型的建构问题进
1 项目原始基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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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应。整个建筑的设计、项目管理、施工

均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指导下历时两年半

完成 (图2~6)。在最终的比赛中，“自然之间”

作品获得了综合奖第三名，并获得了 10 个

单项中“居家生活 (home life)”项的第一名

和“电动通勤 (commuting)”项的并列第一。

在本作品中，地域类型的建构重点在于

选择合适的形体，营造舒适的场所空间，达

到温馨的“家”的目标，设计主要体现在

“体”“场”“意”3 个层面。

1  “体” 的建构——形体选择和生物质材料

的运用

“体”，指建筑的实体部分。“体”首先

在于建筑形体的选择，尤其对于太阳能住宅，

形体与光伏板收集太阳能效率有关，同时也

要考虑建筑所处环境，形体选择是方案设计

重要的先决步骤。此次设计中我们选择坡屋

顶，一是考虑到建筑所处环境中有一定坡屋

顶闽南大厝
[2]
老宅，这样新建筑与老建筑有

形式上的关联，可以取得视觉的一致性
[3]
；

二是基于光伏一体化的考虑，坡屋顶利于光

伏板与太阳的入射角的关系优化，获得太阳

能高效率收集，但考虑到全年照射和地域差

别以及建筑实际高度的限制，此次设计中建

筑坡屋顶坡度采取 20º，达到综合平衡效果。

除此之外，坡顶形成的屋顶空间也可借鉴传

统民居空间被加以利用，丰富了建筑空间的

多样性以适应建筑行为的多元性。

其次，“体”既是营造建筑空间环境的

结构基础，也是建筑室内空间同室外环境产

生联系的主要介质。建筑室内同室外环境进

行热量交换主要通过围护结构进行，围护结

2 项目建成整体鸟瞰
3 东南向外景

4 西立面局部
5 南立面夜景

6 建筑平面、剖面

构的热工性能以及对建筑空间的围护方式

从根本上影响着建筑的能耗和舒适性。“体”

的建构是实现零能耗绿色建筑的基础。

在材料的运用上，作品强调建筑材料的

“在地性”。设计中主要运用了稻草、木材、

竹材和木屑 4 种源自本土的生物质材料作

为建筑主体的主要建造材料，力求在营造舒

8 组合格栅构成示意

7 墙体模块构成示意

木屑

OSB 板

OSB 板

木龙骨

OSB 板

(B1 级 )

OSB 板

(B1 级 )

稻草板

组合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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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板和墙体构造大样

10 稻草墙 2D 模块预制、吊装过程

a  稻草板，b  组合龙骨内填充木屑，c  组合龙骨，d  墙体模块组装，e  组装完成的墙体模块  
f  墙体模块运输，g  地板模块吊装，h  墙体模块吊装

12 主入口竹屏展廊 ( 过渡空间 )11 廊院内竹遮阳百叶

a b c

d

f g h

e

适、健康、高效居住环境的同时，在建筑材

料层面落实低碳环保的理念，并结合施工管

理、后期使用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低碳环

保。木材主要用作建筑结构构件和装饰构件。

本次竞赛要求各个赛队在 20 天内完成作品

全部建造工作，为了实现快速建造，并同现

代工业化建造体系接轨，本设计选用了新型

轻木结构，并采用二维模块 (2D module) 装

配式建造 ( 图 7)。二维模块可以满足较为灵

活的建筑空间需求，又便于运输，能够适应

偏远地区的路况，并实现在施工现场快速装

配。为了达到墙体保温的厚度要求，同时节

约木材，墙体结构龙骨采用了“组合龙骨”，

组合龙骨空腔内填充木屑以阻隔热桥 ( 图 8)。
稻草填充于墙体结构框架内，主要用作墙体

保温材料。在设计上，保温材料同结构构件

紧密结合，实现结构和保温材料的一体化设

计，便于制成模块化墙体 ( 图 9)，同时，稻

草等农作物秸秆的运用也为农作物废料的再

利用提供了一种思路 ( 图 10)。此外，建筑

的装修材料还大量运用了由木材、竹材等加

工而成的构件，作为建筑内外饰面或景观构

件 ( 图 11、12)。
为了便于装配式建造，建筑设备和管线

采取集中布置的策略。如北侧屋面下的空腔

作为设备层，集中布置空调风盘和新风设备；

给排水管道被集成进卫生间和厨房间的隔

墙；为了不影响室内效果，设计中充分利用

内饰面板与结构层的龙骨空腔布置新风管道

( 图 13)。此外，各种电器线路也被集成进墙

体模块，并通过快速接头进行连接。整个建

筑设计通过 BIM 技术进行优化。

2  “场”的建构——主被动结合的建筑环境

调控

“场”一方面指建筑的场所，同时又代

表了场所中由风、光、雨等形成的建筑空间

环境。要营造一个舒适、健康、高效的场所，

就要充分利用好自然中的风、光、雨，并将

主动技术同被动技术结合起来。建筑要达到

净零能耗的要求，除了充分利用太阳能，还

需要尽可能降低建筑的使用能耗
[3]
。

对于“场”的建构，我们关注建筑内部

环境同外部环境的关系，尤其是过渡空间的

处理，以及传统建筑的气候适应智慧与现代

技术的结合，充分利用被动式设计策略降低

建筑能耗。住宅平面和剖面形式参照了基地

内闽南大厝的平面和剖面形制，形成紧凑的

空间格局，并结合建筑功能进行了变化。如

在剖面上，住宅南北侧屋面上下错开，南北

屋面间增加一排北向高窗，部分窗扇可电动

开启，可利用热压和风压原理促进自然通风。

组合龙骨

12mm 桦木胶合板

18mm OSB 龙骨

18mm OSB 板 ( B1 级 )
防水透气膜

60mm 稻草板×6
18mm OSB 板 ( B1 级 )
防水透气膜

38mm×38mm 垂直木龙骨

38mm×38mm 水平木龙骨

25mm 防腐木

9mm 强化木地板

12mm OSB 板

38mm×38mm 木龙骨

18mm OSB板 ( B1级 )
60mm 稻草板×6
OSB 板 ( B1 级 )
防水透气膜

组合梁

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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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筑设备及管线 BIM 模型
14 建筑技术策略分析
 ( 民居的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结合 )

15 室内外景观 ( 左：内天井景观，中：结合雨水回收的室外景观水池，右：落水铁链 ) 16 自然之间：外廊的空间过渡

北向高窗也使室内获得更加柔和均匀的自然

光线 ( 图 14)。
建筑布局采用了热缓冲空间的策略

[4]
。平

面上，传统的厅堂被后移，变成了餐厅；而

在餐厅前的主入口处，结合玄关设置了“内

天井”，内天井上空开天窗，周边各个房间

朝内院开窗，作为热缓冲空间发挥热环境调

节的功能。冬季可以利用天窗形成室内温室，

同周边空间形成对流，辅助加热周边空间。

内院地板中填充的相变材料可以使内院更好

地蓄热，并保持热稳定；夏季天窗打开，并

进行遮阳处理，可以利用天窗的烟囱效应促

进周边房间自然通风。同时，建筑南侧结合

雨水回收系统布置室内外景观，改善局部微

气候 ( 图 15)。建筑南侧的廊道作为室外环

境与建筑主体的过渡空间，形成南侧的“廊

院”，一方面可以作为半室外空间供居民休

憩，另一方面也作为另一种形式的热缓冲空

间，调节房屋外墙不同季节和时间的辐射得

热 ( 图 16)。另外，屋面的光伏板同结构层

之间有高约 15cm 的空腔，形成通风间层，

能有效降低屋面的太阳辐射得热，同时也有

利于光伏板散热，提高光伏板的发电效率。

建筑的围护结构采用了可变表皮的设计

策略
[5]
。建筑围护结构上的百叶、内天井天

窗、北侧高窗、窗帘等都能进行电动控制，

可根据气候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控制模

式，调节建筑微气候。例如，建筑南立面增

加了由电动控制的铝百叶和手动控制的竹百

叶组成的可变表皮系统，电动铝百叶通过调

节百叶的角度形成不同的遮阳形式，而手动

调节竹百叶的开启角度，可以引导气流并形

成不同的空间效果。为了实现空调和建筑天

窗、百叶、窗帘和灯具等设施的联动，实现

建筑可变表皮的智能化控制，团队还打造了

房屋智能控制系统，通过智能控制平台将不

同品牌、不同控制方式的建筑设备和构件整

合成一个整体，对主动式调节手段和被动式

调节手段进行整合和优化，使房屋的室内环

境调控更加的智能，同时也更加节能，最终

实现零能耗的目标
[6-7] (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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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控制

IP 层

数据链路层

终端设备

FTEXIT

KNX/EIB 以太网 Modbus

OPC XML-DA
OPC UA

WEB 云端控制

云端数据存储

L-KNX 协议对接

RF 射频信号发射器

电动车充电桩

风盘控制器

空气源热泵
空气传感器

PM2.5 监测器
可调灯光 不可调灯光 窗帘电机

烟雾报警

气象站

电动天窗

电动百叶

L-GATE 信号整合

L-IVS 控制面板

17 智能控制系统控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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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渐进式的更新模式

18 邻里之间：廊道、合院的聚合

19 客厅与厨房
20 餐厅
21 客厅与阁楼、餐厅 ( 多元的空间类型 )

方式，新和旧将在逐步的循环更替中保持共

存的状态 ( 图 22)，建筑的地域性也便在这

种渐进的更新中得以延续。本作品以 SD 竞

赛为契机，是中国城乡建设复杂大背景下的

一个具体尝试。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尝试，

为当下中国的城乡更新提供一些技术基础和

一种思路，即：关注传统智慧、结合现代技

术、适应现代生活，以点带面，以此来激发

大家对更多可能性的探索，这也是国际太阳

能十项全能竞赛的意义所在。

设计单位 TEAM JIA ＋

设计团队

厦门大学、法国 Team Solar Bretagne、山东大学

项目指导  中法联合指导  
建造单位 TEAM JIA ＋

基地面积 625m2

建筑面积 182.5m2

建筑层数 2 层

建筑高度 7.72m
结构形式 新型轻木结构

设计研发时间 
2016 年 3 月-2018 年 7 月

建造与竣工时间 
2018 年 7 月 11- 31 日

3  “意”的建构——对和谐家庭生活的关注

建筑是为人服务的，绿色建筑中技术固

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技术要服务于人。如何

通过技术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实现“自

然之间”的栖居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问题。所以，“意”的建构在于实现人的和谐。

人与建筑之间的和谐在于健康、舒适，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于可持续，而在家庭中，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于和睦家庭关系的建

立。这就需要建筑空间更好地服务于家庭成

员之间的交往，同时又要满足各自的私密性

需求。设计定位为一个三口之家，同时新的

家庭又要和老房子中的祖父祖母共同生活。

新建筑通过一个合院同保留的老建筑联

系起来，合院在为原有老建筑提供较好采光

通风的同时，也成为两个家庭成员的休憩空

间 ( 图 18)。新建筑中的餐厅正对合院，两

扇大玻璃门可以打开，使餐厅空间和合院空

间紧密相连，形成新老建筑间的对话。餐厅

内的大餐桌可以供三代人一起使用。

新建筑内厨房和客厅相连，并通过透明

玻璃隔开，让中国传统住宅中藏在角落的厨

房变得更加开放，家庭成员在炒菜做饭期间

也可以交流。阁楼内的儿童房同客厅也相互

连通，方便家长对儿童进行监护。室内庭院

同时与餐厅和客厅相邻，为室内增加了一份

绿意，让家庭成员可以更直接地接触自然 ( 图

19~21)。

4  结语

中国的城乡更新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自

然之间”作品所探讨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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