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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集合住宅绿色建筑的沿革及浅析
尹三维（深圳市欧博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本文首先对新加坡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相应的当地建筑风格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剖析目前新加坡在建筑通风和遮阳中运用到的绿色

措施，并在最后探讨新加坡集合住宅绿色建筑的发展对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帮助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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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的爆炸式发展， 城市的规模越来越
大，新建建筑的数量已经远超欧美国家，建筑能耗已经成为了
全国能源消耗的大户，为了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与节能建筑是
十分必要的。纵观绿色建筑的发展历程，新加坡作为东南亚诸
国中较为发达的国家， 其绿色建筑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为领
先的水平，对我国的绿色建筑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作为
一名建筑行业的从业者， 有义务和责任剖析其绿色建筑发展
的成功之处， 所以本文从首先从新加坡当地的建筑风格和环
境进行分析，探索其绿色建筑的发展之路。

1 新加坡的自然环境和组屋
众所周知东南亚地处赤道附近，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整个片区的常年笼罩在高温和湿热的环境当中， 并且国土面
积狭小，周围是广袤的海洋和岛屿，在城市生活的由于人口密
度较大，和城市热岛效应，总会感到城市中格外的湿热。 通风
遮阳成为了热带建筑在设计过程中始终需要注意的问题，在
古代新加坡的建筑大多采用底层架空和坡屋顶的方式来改善
室内外的热工环境，到了近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范围
的波及，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和技术取代了传统的竹、木等自
然建筑材料，在保留原有建筑形制和人文传统的前提下，创造
了更多的绿色建筑形式 ， 新加坡常见的集合式住宅 HDB
FLATS-组屋就是新加坡政府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大力兴建
的一种住宅形式， 其设计和营造过程中所运用到的绿色建筑
设计思想与手法是新加坡绿色建筑的集大成者， 为新加坡在
外界树立田园城市、花园城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新加坡建筑的自然通风与遮阳
2.1 新加坡建筑的自然通风

目前现代建筑的自然通风基本上分为两种形式， 一个是
利用“空气浮力”，另外一种是风力通风。所谓的“空气浮力”通
风，指的是较轻的热空气因为比重的原因会产生上升力，而冷
空气因为比重较大而下沉， 这样就会在冷热空气之间产生流
动，从而达到空气自然流通，实现换气的效果，典型的案例是
室内楼梯间、竖向天井等部位产生的“烟囱”效应，室内较热的
暖空气通过竖向内天井或是楼梯间向上流动， 带动室内的气
压降低，使得外部较冷的高气压空气流动入室内，从而达到换
气效果。这种通风的方式往往需要建筑内外具有较大的温差，
以及类似与“烟囱”的空间构造。 另外一种利用风力进行自然
通风的方式是利用当地的自然主导风向以及轻巧的建筑构造
来实现自然通风， 这种方式也是地处热带的新加坡较为常用
的方式。当受风面遇到空气流通而过时，利用架空或者开放性
的空间对气流进行挤压，使其气压增大，同时背风面空气没有
受到挤压气压较低， 这样在背风面和迎风面形成了不同的空
气压强，从而加速了空气的流通以达到通风的效果。

除去新加坡以外，风力通风或者说是风压通风，在整个东

南亚地区都是较为常用的通风方式， 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形式
已经不再局限于常见的“南北通”，例如在多层住宅中较多的
利用坡面屋顶和天花的间隙来提高室内通风的效率和阻隔太
阳辐射造成的室内气温升高， 其利用的原理是由于接近屋顶
处的气温相较于其他地方的室内空气， 在阳光照射的情况下
会较快的升温，进而从“老虎窗”排到室外，形成房间顶部的低
气压从而拉动室内空气的快速流通，降低室内的温度。另外一
种常见的风压通风方式，就是采用底层架空的形式，通过架高
楼面层的方式来加强底层通风减少室内的“返潮”现象，并且
降低了地面热辐射对室内温度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南方地区
采用的“干阑式建筑”，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将底层空间变成了
理想的休憩场所。
2.2 建筑遮阳

说起热带建筑，首先进入脑海的可能是海边的度假小屋，
用棕榈叶铺垫的屋顶，深远的挑檐，形状多变组合灵活的坡屋
顶。新加坡作为典型的热带国家，其传统建筑都具备以上几种
特点，甚至于有些建筑并没有外墙但是一定会有屋顶。由于新
加坡的气温常年处于较高的水平， 太阳的高度角长期处于较
大值，太阳光的直射是导致建筑室内温度提升的主要因素，所
以为了保证良好的室内体验， 除了加强外墙面的保温隔热处
理， 更重要的是保证屋面可以有效地降低太阳直射传递的热
量。所以出挑的屋檐不仅可以遮蔽直射的太阳光，为居民提供
更多的阴凉空间，其破面屋顶更可以有效的较少屋顶的积水，
缓解雨季屋面的荷载。在一些双向或西向采光的房屋，更是会
加大西向屋檐的出挑长度， 或者直接在墙面上采用竖向遮阳
板或垂直绿化来降低阳光直射， 这种立面的遮阳的处理手法
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立面设计语言。

3 集合住宅的绿色建筑措施
同样受气候条件制约，集合住宅（组屋）的建筑形式也在

通风和遮阳等设计上仍有东南亚传统建筑文化痕迹。 榜鹅
（Punggol）新镇位于新加坡的东北海岸，是近些年来政府以全
新理念来规划和设计的组屋区（如图 1）。 以此为例，就能看出
即使是当前的建筑也不能摆脱传统的影响， 因为传统的绿色
思想环保有效、适应自然，符合当代发展的需要。

图 1 组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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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国大多数的封闭小区不同， 组屋一般采取开放的运
营模式，也即没有特定的出入口限制和封闭围墙，使得整个居
住区的内部庭院可以更好的开放向城市， 间接的加大了城市
绿地的使用效率， 使来往的市民和游客更加了解和认同自己
的城市和文化。 如前文所述，组屋建筑密度很大，绝大多数新
建组屋为保证小区广场和绿化空间的连续来架空底部， 只有
结构和竖向交通系统落下，另外根据通风原理，架空的底层能
起到除湿降温的功效。 架空的高度并不统一，但多数为一层，
这是基于结构稳定和保证面积的考虑。 除了这些外，休闲、集
会、婚礼和一些社区活动等也都在这里举行。太阳相对于地球
以年为周期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运动。 新加坡由于地处赤道附
近，使得这里的建筑一年中南北面轮流都会获得充足的日照，
而且持续时间大致相等。 也是由于靠近赤道， 太阳高度角极
大，阳光基本平行于南北立面，对其作用很小。 因此对日照的
控制主要集中在东西两侧。 黎明前由于地球向宇宙进行了一
夜的热辐射的原因，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候，太阳这时的出
现会使气温减缓下降并缓缓上升， 所以东侧的日照对人们的
生活并无不利影响；相反，下午 14 时左右，太阳辐射和地面辐
射达到平衡，是一天最热的时候，之后温度会逐渐回落。 太阳
西落时的辐射会减缓这一降温。另外，西落时太阳高度角的减
小会把阳光较深的引入室内，使室内温度不降反升，让人难以
承受。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防止西晒是新加坡住宅采光的关
键，对西面窗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而这种遮
阳措施的设计形式和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新加坡传统建
筑的文化特征和人文特点。

另外在新加坡， 组屋的公共配套设置一般采用开放式的
设计形式，让这些原本人流聚集的场所更加贴近自然环境，营
造舒适空间体验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流前来， 从另一方
面强化了功能空间的作用。 另外良好的通风设计是降低空调
耗能的最有效手段，据有关研究表明，单面开窗的空间进深超
过 6m，双面开窗的空间的进深超过 12m 的，都不利于自然风
力通风，算上内部有部分小空间采用机械通风的（如卫生间、
浴房等），自然通风的极限进深也不应超过 14m。 正是由于这
一理论，组屋建筑多数为板式，以争取更有效的通风。

4 展望与启示
组屋作为新加坡居住建筑的代表形式， 其出现不仅是解

决了城镇人口的住房问题， 更是为炎热的热带成了增添了活
力与生机。 这种在城市一隅中出现的绿色建筑或绿色场所总
是备受居民的欢迎， 其不仅能在炎热的夏季带来凉爽舒适的
环境体验，更使得使用者的心情变得预约，通过建筑设计和营
造改善人们的生活。 希望通过本文对于新加坡绿色建筑的分
析，为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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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住宅建筑设计中的绿色建筑设计应用
黄洁静（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10）

【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建筑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绿色生态

理念的建筑设计是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应用。目前，基于绿色生态理念的建筑设计是目前建筑设计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本

文阐述了绿色建筑设计的要点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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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快速发展，建筑业得到了良好的

发展机会，在建筑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不
容乐观的问题， 建筑工程的建设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
环境压力的进一步加剧。对城市来讲，反映其经济与文化的就
是建筑，对城市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还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绿色经济的影响， 绿色建筑能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
加以转化，给城镇的居民提供优良生活的环境，对发展绿色的
经济更为有利。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注意到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对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绿色生态和绿色建筑越
来越被重视，绿色建筑顺应时代潮流，顺应人民生活需要，这
是建筑节能的体现。

2 绿色建筑简介以及发展绿色建筑重要性
2.1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

绿色建筑给人类供以舒适、 健康与安全的生活与工作的
场所，并于建筑全生命的周期里（生产与运输建筑材料、规划
与设计及施工、原材料的回用及维护和拆除等全过程）对资源

达到高效的运用（包括土地、能源与材料及水），促使建筑物对
环境造成的影响处于最小程度上。 绿色建筑是现代的建筑学
与生态学以科学综合应用而成， 将住宅打造为小型生态的系
统，“绿色”的根本就是物质的系统“始终”相连，经创建建筑体
里外自然的水分、空气与能源以及其他物资循环的系统对绿色
建筑加以设计。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是以绿色建筑为目标的建筑
设计，是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设计，是人们追求的建筑设计。
2.2 发展绿色建筑设计重要性

（1）绿色建筑设计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呈现出绿色的
理念，经总体科学合理化设计，融合了自然采光与通风、绿色
的配置、低耗、绿色的建筑材料与智能化管控以及对太阳能、
地热与中水的运用。 另外，其具备合理化的选址与规划、高效
的使用资源、有效的节能与环境氛围舒适安全、排放的废物降
低及功能合适灵活六个特征。 不但能够达到人类心理与生理
上的要求，并且耗能比较合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降至最低。

（2）绿色建筑设计的高速发展能够引领相关的环保行业不
断进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 由于建筑行业隶属支柱性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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