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AT  2020 / 05

李院健康好宅设计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yuan Well Housing Design

健康好宅应是让人越住越健康的载体，是居住

者的安全庇护所，是有助于隔绝病毒传染的居所。

健康好宅设计包含物理性、生物性、社会性、化学

性、心理性及公平性等环境影响因素。本文举例说

明了经实践验证的影响因子及其所对应的设计技术

要点。

1 物理性环境影响因素设计技术要点

1.1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需配合基地自然环境、用地条件、小

区环境及文化背景等环境影响因素。

住宅基地位于台湾新北市北纬23°，坐西北

朝东南方位，东南向全天接受日照，夏季带来西

南向的凉风，冬季吹进东北向的冷风。北侧后方

紧邻两栋25层高楼住宅，对基地产生压迫感

（图1），东南侧临12m道路，西南侧临8m道

路，呈角地位置。

设计策略是将北侧既有25层高楼作为阻挡冬季

冷风的天然屏障，使得住宅冬季无北向冷风，夏日

迎向西南凉风环境。外观设计考虑角地特性，将12

层住宅楼设计成双正面的精致雕塑体，区别于其后

的高层建筑外观，从而化解其量体压力，创造一栋

“背后靠山”的建筑（图2）。

1.2 室内分区设计

分区设计住宅室内空间并分别安装设备及控

制系统，满足各区不同活动所需的通风换气、采光

照明、噪音控制及温热环境的要求。室内空间划分

为日间活动与夜间休息两区（图3），约各占住宅

面积的50%，两区的通风换气、灯具照度、噪音限

制、冷暖空调系统分开控制，以满足使用者白天和

夜晚的不同需求。具体如下：

（1）通风换气

房间安装可开关气窗与景观窗，随时通风换

气。客厅、餐厅、厨房等日间活动公共空间以对流

通风为主，卧室等夜间休息空间以临窗通风为主

（图4~6）。各区视需要以自然通风或并用机械通

风的方式维持室内0.5m/s的空气流速，排出污染空

气，引入新鲜空气，同时兼顾良好的景观视野。

（2）噪音控制

住宅平面设计为1层1户，四周没有与邻居共享

的外墙，没有噪音干扰问题，外墙设置气密窗阻隔

室外道路噪音。客厅、餐厅、厨房等日间活动空间

与夜间睡眠的休息空间分区，使两区噪音不会互相

干扰。各区噪音限制如表1所示。

（3）采光照明

分区控制室内6:00~18:00活动空间与夜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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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住宅噪音限制

住宅分区 起居区域（白天） 睡眠区域（夜间）

平均噪音等级 40dB（A） 3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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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光线照度及方式，使不同时区的照度不会互

相干扰，稳定日夜生理时钟的空间照度（图7），

不仅能够提高夜间睡眠质量，还能节约用电。

（4）温热环境

钢筋混凝土材料产生的热滞留效应导致夏天室

内西面、南面成为温室空间，需大量冷气解决过热

问题，维持17~28℃的温热舒适范围和30%~70%

的相对湿度。由于睡眠时的需求温度较高，将各楼

层客厅、餐厅、厨房的公共活动空间与卧室、浴厕

等睡眠休息空间的冷暖空调系统分区并分别控制温

湿度，特别将两区冷暖气系统的室外压缩机分别收

纳在东南向立面嵌入的热浮力通风塔内（图8），

将产生的污染热气经热烟囱向屋顶排出，避免热气

污染周围环境。

热浮力通风塔内热气依热层效应自然上升，屋

顶的金属包覆板受日照加热，加强拉拔塔内热气至

屋顶烟囱排热（图9）。通过CFD模拟热浮力通风

塔的热空气流动，在正面风速2.2m/s与气温28℃的

状态下模拟推升热空气上窜效应，室内各层分离式

空调主机交换室内排热默认仿真温度40℃的热源，

设定屋顶金属包覆管道受阳光加热至50℃时，产生

明显的烟囱效应（图10）；温度热气流轨迹图显示

建筑物高层部分有拉拔风流动的作用（图11）。通

过风速、温度场变化方向与物理数值的可视化，确

认此温热环境设计方式的可行性和可信度。

1.3 建筑外立面设计

建筑外立面设计需考虑日照方位角与高度角，

减少夏天南面与西面的日照热，节约冷气用电；西

北面开设足够数量的窗户引入光线，维护居住者日

照权，减少长年照明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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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FD 模拟推升热空气上窜效应

11  CFD 模拟的热气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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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具备基本遮阳与避雨功能的露梁结

构，外加立面遮阳。西北面开窗率高（图12），需

与既有高楼之间留足楼间距，使冬至日至少有1h以

上的有效日照；东北面将楼梯和电梯门厅的防火区

划空间作为隔热中介空间；西南面太阳入射角低，

特别设置深阳台（图13）；建筑东南面与西南面紧

邻街道，设计双正面建筑（图14）；东南向日照时

间长，设置热浮力通风塔收纳所有的空调室外机，

使整栋建筑外观都不出现任何室外机，创造整体美

观的都市建筑。

2 生物性环境影响因素设计技术要点

住宅入口设置中介空间，避免病菌、污染粉

尘等流入室内。本项目每户设立独立门厅与电梯、

楼梯厅前室合并，并安装气密大门作为缓冲中介空

间，可过滤污染粉尘、污染空气及微粒物进入室内

（图15）。另配备换鞋、清洁衣帽的除尘工具等，

避免污染物进入室内。

3 心理性环境影响因素设计技术要点

3.1 交流空间

打造以“全家交流为主”的空间格局，营造温

暖、愉悦的交流空间。

（1）客厅、餐厅与厨房连通，餐桌可兼作

办工桌，安装合适的通风照明设备，营造一家

人一起用餐、做功课、工作及讨论的交流空间

（图16，17）。

（2）大门与客厅、餐厅、厨房空间保持开

敞，能随时通过视线交流，女主人备餐时可以与出

入大门的家人打招呼，表达关心（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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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卧附设通风良好、窗明几净、色彩温

柔的温馨小空间，可设躺椅、茶几、音乐等供夫妻

谈话交流，增进夫妻感情，使双方在美好的心情下

入眠（图19，20）。

3.2 视觉空间

通过选择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元素进行室内

空间色彩及质感的设计，将绿色引入室内，创造舒

适的视觉空间。本项目室内装修以木材及与大地和

谐的环境元素为主，尤其注重引入绿化来缓解视觉

疲劳。居住者长期处在绿色环境中，不只眼睛的感

绿视锥细胞能获得感应（M型），连同两旁的感蓝

（S型）和感红视锥细胞（L型）也都会对其产生色

彩反应（图21，22），是减轻视神经负担的最健康

的色彩。

3.3 空间风水

配合物理环境与风水堪舆，依据顺应自然规律

延伸出的趋吉避凶观念合理设计空间格局，营造健

康、好气运的住宅空间氛围。

（1）住宅坐西北朝东南，平面形状平整方

正、不缺角，顺应自然规律安置“三要”——户

门、厨房、厕所，大门布置在吉方用于收纳气场。

同时尊重业主意愿，设计安心的健康好宅。

（2）住宅尊重文化习俗，业主、施工、监理

三方选择黄历2017年8月10日13:15黄道吉时，举

行开工典礼。

3.4 静心纾压空间

现代人在生活压力下免疫力降低的情形十分普

遍，回家需要至少6m2的室内外空间做静心纾压活

动。本项目设置的静心纾压空间结合音乐设备、洁净

的空气、适当的照明、舒适的温热环境、绿化景观、

自然光线、温暖的色彩、视觉隐私（图23，24），

另配备疗愈功能设备如铜锣、颂钵等，供居住者进

行正念瑜伽、音乐纾压、音声疗愈、静坐静心、心

灵修炼、正向思维等修行活动。静心后能够转化脑

波、纾解压力（图25，26），泛音具有改变细胞能

量、调整基因图谱、补充能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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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图 19，26 来源于网络；其他图表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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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性环境影响因素设计技术要点

以“终生住宅”（Ageless House）的概念落

实住宅老龄化设计，满足居住者的终生居住需求。

本项目室内格局采用弹性设计概念，依据未来家庭

成员生命周期的使用需求弹性分配空间，成为终生

居住的家（图27）。

老人房附设的更衣空间可在未来改装成看护

房，这里与老人床榻相邻、视线相通，方便照顾。

主隔间及冷暖气等主要设备不做改动，仅做弹性调

整。将老人房与主卧相邻，可以互相照应又各自保

有私密性。由于老人房平日需要的温度较高，可将

其布置在较温暖的南面，并独立设置温湿度及灯光

照度。老人房到浴厕途经的通道与进出口均需进行

无障碍设计。

5 公平性环境影响因素设计技术要点

设计空间效率比高的经济住宅，提高消费者的

购买力。本项目的住宅空间效率比（净空间面积与

总楼地板空间面积之比）高达80%，尽量缩短室内

步行走道的长度与宽度、减少冷暖空调电器管道布

线长度与数量、控制出风口数量、节省施工费及未

来使用维护的费用（图28）。

6 结语

（1）在物理性环境影响因素方面，因为日夜

空间活动不同，将日间公共活动空间与夜间睡眠空

间及设备分区设计，使各区的温热环境、光环境、

声环境及通风环境都能达到健康舒适的个体需求和

节约能源的目的。

（2）台湾夏天需要大量空调冷气，住宅南向

得热最大，外墙常常挂满空调室外机，污染热气直

接散热至周围房屋与道路，不仅成为公共负担，还

影响城市形象。本项目在东南侧外墙设计热浮力通

风塔，收纳所有室外机，将污染热气排到屋顶。该

设计经CFD软件模拟，证实可行可信，兼具都市美

化的效果。

（3）健康住宅设计依地理位置、城市形态

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使用的技术具有差异性。

例如，亚热带住宅需要在采光与温热的平衡中找

到合适的开窗方式、城市商住混合的噪音限制、

混凝土产生的热负荷效应、室内分区的面积规模

等。三代同堂、适老化及保养修行等观念亦需特

别关注。

（4）现代社会尤其重视心理性环境的舒适

性，如空间格局、色彩质感、音乐适配、风水堪

舆、黄道吉日及静心纾压等影响设计的因子，对居

住者身心健康的影响愈见显著。

（5）住宅应与宇宙大环境的频率相适应。当

大环境突发传染性疾病时，健康住宅具有减少传染

的基本功能。实践显示，住宅分区设计有益于实现

个体环境的舒适化、节约能源、减少病毒传染。

（6）推动健康好宅，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

经济有效的设计和公平公开的购买资讯，使房地产

的发展惠及广大群众，而不应只是高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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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作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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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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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弹性使用空间设计

28  提高空间效率比的标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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