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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传统民居敞厅夏季热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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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靠近皖南的赣北地区，通过总结赣北传统民居的类型特征，选取三种不同类型的传统民居

在夏季进行温湿度与风速的实测。测试数据表明，虽然相较于室外，敞厅内部温度有所降低，但是远达不到

最佳热舒适性的需求。根据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形态、历史因素及“过白”现象分析，笔者认为，赣北传统

民居属于江西“祠宅合一”民居形式的衍化，敞厅的祭祀性远大于生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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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of the Open Hall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Northern Jiangxi Province in Summer

JIA Shanghong，CHEN Jiaxin，XU zhenyu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04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houses in northern Jiangxi，and select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houses to measure the temperature，humidity and wind speed in summer.The test data show that although the internal 

temperature of the open hall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utdoor，but far from the best heat comfort requirements.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negative form，historical factors and "over-whitening" phenomenon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residences in northern Jiangxi，the 

author speculates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northern Jiangxi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utdoor buildings Tong folk 

house belongs to the evolution of Jiangxi "ancestral temple and house integration" residential form，and the sacrificial nature of open 

hall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life.

Key words：Ganbei traditional dwellings；temperature；relative humidity；negative shape；Temple House integration

1  赣北传统民居类型特征

赣北即江西以北地区，在地理上包含九江和南

昌两市。文中所指的“赣北”同时包含赣东北的上

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在风土谱系上，由于鄱阳湖

流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又是雷礼、雷发达的故乡，

因此该地区的风土建筑也呈现出相似性。赣北传

统民居又被称作“土库”，原是用来做为储藏货物的

仓库，但随着人们对于居住的需求，其功能逐渐由

储藏空间转化为居住空间 [1-2]。

赣北地区毗邻皖南，同时包含古徽州的婺源

县，其所辖地区的传统民居与徽州传统民居均为天

井式住宅，但又有所差异：

（1）在平面特征上，赣北传统民居多为不规则

形，徽州传统民居则为规则形，但两者的基本组成

均是以天井、敞厅（堂屋）为中轴线，两旁布置房间。

通常赣北传统民居末端会设置开口较小的虎眼壁

天井院，而徽州传统民居则多是楼梯，两者以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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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为基型，发展出多进多路的平面形式。

（2）在空间特征上，由于徽州土地稀缺，传统民

居多向纵向发展，呈现出高深的天井院，二层既能

储藏也能居住。而赣北地区土地较为富饶，传统民

居多沿中轴线横向发展，使其内部空间更加宽阔，

二层则由于高度限制，多作为储藏使用（表 1）。

（3）在营造禁忌上，赣北传统民居普遍存在

“过白”现象 [3]，过白是指位于敞厅后部第五根柱

子回望，能看到上厅的屋脊与敞厅的屋檐之间的天

空，同时也保证先人的牌位能望到天空，也是人们

对于祖先崇拜的一种表达形式。徽州传统民居受

到土地限制，很少出现“过白”，多存在与祠堂之中。

赣北与徽州均处于夏热冬冷地区，民居在营建过程

中主要考虑如何在夏季遮阳抗热。

在既往研究中，徽州传统民居的天井通过“烟

囱效应”能够起到很好的降温效果。而对江西传

统民居热环境的研究中，文章多是集中在赣南地区

的客家民居，而对赣北民居的研究较少。仅在江西

传统天井民居被动式研究方法中，北京工业大学的

李季对比了天井式传统民居与现代民居热环境的

表 1 赣北传统民居与徽州传统民居对比

类型 赣北民居 徽州民居

立面

一进院典型平面

敞厅（堂屋）

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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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4]。因此，笔者选取三种不同类型的赣北传统

民居，在夏季开展为期半个月的热环境测试与民居

测绘，以探求赣北传统民居敞厅的热环境。

2  实验方案设计

本次实验对象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

古镇。江西省地处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夏季

时间较长，7 月均温为 28-29.8 ℃，极端气温几乎在

40 ℃以上。

实验地点：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古镇

实验时间：8 月 8 日—8 月 22 日

实验设备：便携式气象站、温湿自计仪、微风测

速仪、测距仪。

测量数据：温度、相对湿度、风速

测量方法：选取连续晴朗的天气，进行 24 小时

连续记录，每 10 分钟记录一次。

天气状况：本次实验选取夏季最热天气段，连

续 15 天的持续晴热高温。

3  实验样本选取

河口古镇位于铅山县北部，东临鹅湖镇，北临

信江（图1）。古时作为贩纸的贸易码头，经济繁荣。

如今镇上还保存着较完整的明清古街与民国时期

民居（图 2）。笔者进行走访后，根据建筑保存的

状况以及村民建议，选取三处不同朝向的传统民居

进行对比研究 [1]，并且在古镇附近四层住宅楼屋顶

设置气象站。

样本 1：典当边弄徽绍重黎

典当边弄徽绍重黎始建于清末年间，其内部保

留了原有的结构与空间布局，是一栋典型的二进院

赣北传统民居。建筑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二进敞厅

局部通高，建筑朝向大致坐南朝北，外墙采用空斗

砖砌筑进行围合，内部是典型的穿斗式木结构，天

井与敞厅均为青石地面，正房、厢房内部则是铺以

木地板，木地板下面留有间隙用以防潮通风。

由于二进敞厅太师壁倒塌（表 2 中红色部

分），因此本次选点主要集中在保存较好的一进天

井院周边，为了对比传统民居敞厅与各房间及室外

的热环境，在此宅中选取 5 个测量点，分别是位于

一进敞厅中后排、东侧正房、西侧正房、西侧厢房

以及位于西侧厢房正上方二楼，持续测量 24 小时 

（表 2）。

样本 2：方家楼弄景阳凤台一进院民居

方家楼弄景阳凤台是当地一处由三种不同形

制的宅院围合而成传统民居组合，颇有北方合院形

式。该民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其中一进院传统民

居是典型的赣北传统民居基型，坐东朝西，平面主

要沿上厅（包含敞厅与后厅）、下厅、天井组成的中

轴线展开，两侧布置正房、厢房、下房及后房，中轴

线上的天井分为两种，即一个“泗水归堂”天井和

一个虎眼壁天井。除了敞厅通高外，其余封闭形体

空间均为二层。

图 1 河口古镇与信江

图 2a 河口古镇          图 2b 河口古镇         图 2c 河口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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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院传统民居选择 5 个测量点，分别是位于

前端的下厅，位于中部的敞厅，位于末端的后厅，位

于南边的正房，以及位于二层南侧廊位置，持续测

量 24 小时（表 2）。

样本 3：方家楼弄景阳凤台二进院民居

景阳凤台中的二进院与徽绍重黎的二进院形

制大致相同，它们的平面布置都是基于一进院形式

衍化而来。其轴线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进天

井院，景阳凤台两进的敞厅空间均保存较好，且坐

北朝南。沿中轴线选取4个测量点，分别位于下厅、

一进院敞厅、二进院敞厅、后厅，持续测量 24 小时

（表 2）[5]。

4  测量结果分析

通过不同时间段的测量，我们获取了室外与三

个样本的温湿度并绘制成三组图进行研究。

4.1 徽绍重黎热工环境

8 月 10 日，室外平均温度与相对湿度达到

31.9 ℃与 69.3%，最高温度与相对湿度为 37.8 ℃与

79.2%，最低温度与相对湿度为 28.4 ℃与 42.4%，昼

夜温差一般，相对湿度相差较大，白天热舒适性较

差。室内最高温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二层 35.8 ℃，

敞厅和西侧厢房均是 34.8 ℃，东侧正房 34.4 ℃，西

侧厢房 34.2 ℃，与室外最高温差在 2-3.6 ℃。这表

明，民居一进院的整体隔热较差，主要是由于一进

天井开口较大，使得热辐射容易传入室内，造成室

内温度较高。各测量点的最低温度差在1.5-2.1 ℃，

略高于平均温度差 0.1-0.5 ℃，建筑的保温效果并

不好，预计寒冷天气对内部环境影响较大，这是因

为建筑内部用薄木墙分割，其保温性与密封性能均

欠佳。白天二层温度介于室外与敞厅之间，可以降

低一层敞厅温湿度的波幅，在夏季能起到热缓冲层

表 2 三种不同类型传统民居测点标注

徽绍重黎 方家楼弄一进院 方家楼弄二进院

敞厅

一层平面图测点

二层平面图测点



第 3 期 21贾尚宏，等：赣北传统民居敞厅夏季热环境研究

的作用，但二层本身受室外温湿度影响波动较大，

将影响室内热舒适度（图 3）。

比较室内各个测量点与室外相对湿度波动关

系，室外与二层的最高温度出现在 14：00 左右，接

着是西侧厢房 15：40，敞厅、东侧正房与西侧厢房均

在 17：00 左右，二层与天井厢房约有 1.7h 延迟。这

是由于厢房位于天井处，相较于其他房间更容易得

热。二层与一层出现 3 h 延迟，这与民居屋顶及墙

面的蓄功能有关，屋顶附上薄瓦热容小，太阳热辐

射很快传至二楼，而外墙热容较大，对热传递有延

迟作用，赣北传统民居夯土墙约有 3 h 的延迟（图

3）。

综合室外及室内空间温度与相对湿度的对比，

不难发现，坐南朝北的传统民居尽管能够抵挡部分

太阳辐射，但是天井起到的降温效果有限，敞厅在

白天温度集中在 34 ℃左右，温度波动较小，一层各

房间与敞厅平均温差约在 1 ℃，其中东侧正房因为

住户使用，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波动，综合一层各房

间比较，敞厅热环境较差 [6-7]。

4.2 景阳凤台一进院热工环境

16 日室外平均温度与相对湿度达到 31.6 ℃与

62.6%，最高温度与相对湿度为 39.4 ℃与 90.6%，

最低温度与相对湿度为 26.1 ℃与 33.5%，昼夜温差

一般，相对湿度较大，白天热舒适性较差。室内最

高温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二层 37.3 ℃、下厅 36.3 ℃、

敞厅 35.9 ℃、南侧正房 32.3 ℃、虎眼壁天井 32℃，

与室外最高温差在 2.1-7.4 ℃，这表明民居整体隔

热一般，其中敞厅与虎眼壁最高温度相差 3.9 ℃，

这便是受到天井开口大小的影响。各测量点与室

外的最低温度差在 2.1-4.4 ℃，高于平均温度差 

0.3-1 ℃，建筑的保温效果不好。虽然白天二层温

度大部分时间相对较高，有一定的隔热作用，但是

从温湿度波动上看，除了虎眼壁天井与南侧正房

外，其余房间受室外温湿度波动影响较大，这是由

于传统民居朝向原因所导致（图 4）。

比较室内各个测量点与室外温度波动关系，

室外温度峰值出现在 15：50，二层温度峰值出现在

16：30，有40 min延迟，这是受到了维护结构的影响；

下厅温度峰值出现在 16：10，有 20 min 延迟，这主

要是受到民居朝向影响，阳光能够射入下厅，使得

厅内温度明显升高；敞厅温度峰值出现在 15：20，提

前 30 min，这是因为在 15：20，阳光通过一进院天井

射入敞厅，造成内部迅速升温；南侧正房与虎眼壁

天井温度峰值出现在 16：30，有 40 min 延迟，南侧

正房主要是受到朝向影响，而虎眼壁天井则是由于

开口较小且靠着厚墙，减缓了热传递作用（图 4）。

综合室外及室内空间温度与相对湿度的对比，

坐东朝西民居主要受到朝向因素影响，其中一进天

井开口较大，敞厅白天平均温度达到 33 ℃左右，温

度波动较大；虎眼壁天井由于开口较小，白天平均

温度维持在 31 ℃左右，温度波动较小；正房白天平

均温度在 31.8 ℃，温度波动较小。

图 3 徽绍重黎温湿度对比

图 4 景阳凤台一进院温湿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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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景阳凤台二进院热工环境

8 月 19 日，室外平均温度与相对湿度达到

33.8 ℃与 62.2%，最高温度与相对湿度为 39.1 ℃与

72.6%，最低温度与相对湿度为 29℃与 34.4%，昼夜

温差较大，相对湿度较大，白天热舒适性较差。室

内最高温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二进敞厅 37.1 ℃、一

进敞厅 36.9 ℃、虎眼壁天井 36.8 ℃、下厅 36.7 ℃，

与室外最高温差在 1.4-2.4 ℃。这表明，民居整体

隔热较差，主要是由于前后两进天井开口较大，使

得热辐射容易传入室内，造成室内温度较高。各测

量点与室外最低温度差在 1.2-2 ℃，略高于平均温

度差 0.1~0.6 ℃，建筑的保温效果不好，预计寒冷天

气对内部环境影响较大（图 5）。 

比较室内各个测量点与室外温度波动关系，室

外最高峰值出现在 15：00 左右，下厅、一进敞厅、二

进敞厅温度峰值几乎都出现在 15：00 左右。这是

由于两进的天井开口均较大，使热辐射更容易进入

室内；虎眼壁天井温度峰值出现在 15：40，有 40 min 

延迟，这与天井开口大小与墙体结构有关（图 5）。

综合温度与相对湿度对比，坐北朝南的赣北传

统民居温度都较高，下厅、一进敞厅、二进敞厅温度

白天集中在 36 ℃，与室外平均温差相差无几，虎眼

壁天井温度最低，白天温度集中在 34 ℃。因此，对

于典型朝向的民居，其敞厅热环境较差。

4.4 三种类型民居热工环境对比分析

综合以上三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赣北传统民

居在夏季热环境有以下特征：民居二层作为热缓冲

层，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热作用，使得各方间温度变化

有一定的延迟。在功能上，二层一般不作为居住空

间，仅作为储藏空间使用。天井院四周的屋檐能起到

遮阳的作用，为敞厅带来一定的降温，但是效果有限。

主要是由于天井开口过大导致，而开口较小的虎眼

壁天井，则有明显的降温效果。一层正房与厢房均属

于室内空间，两者在白天温度均低于敞厅，其中正房

长边面对敞厅开门，短边面对天井，受敞厅热环境影

响较大，而厢房则长边面对天井开门，受室外热环境

影响较大，因此正房的降温效果优于厢房（图6）。

5  影响传统民居敞厅热环境的因素

传统民居在夏季防热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一是

通过围护结构即屋面与墙体；二是通过通风带走热

量 [5]。屋面伸出的屋檐对建筑有很好的遮阳作用

（图 7），墙体则是延缓建筑内部得热（图 8），由于

镇区传统民居布置紧凑，避免了对墙体的直射，因

此传统民居的热环境主要靠遮阳抵御热辐射，通风

带走内部热量。根据上表数据（图 9、图 10）。

图 7 赣北传统民居遮阳结构

图 8 赣北传统民居围护结构

图 5 景阳凤台二进院温湿度对比

图 6 各民居天井、敞厅与室外温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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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室外平均风速

图 10 室内一进天井院与室外风速对比

在 8 月 11 日受台风影响风速较大，其余平均

风速在 0.5-0.8 m/s 区间浮动，室内天井的平均风

速均不到 0.1 m/s，这也使敞厅的热量很难被带走，

由于敞厅通过天井空间与室外直接联系，天井的遮

阳与通风对传统民居敞厅热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了研究天井对赣北传统民居热环境的

影响作用，在此需要引入三个涉及天井的物理量，

即负体形形态、高宽比与口底比 [8]。

负体形形态具有气候调节作用，主要包含传统

民居内部的半室外空间，包括敞厅空间、天井空间、

檐下空间。当负体形体积与上界面开口占总体积

较大时则吸收热量，反之则屏蔽热量（图 11）；高宽

比是指天井底部到围合成天井开口的垂直高度（h）

与天井开口宽度（d）的比值，高宽比越大，天井抵

挡太阳热辐射的作用越强，理论上也能使热压通风

效果更强（图 12）；口底比则是负形体上界面周长

与下界面周长的比值，口底比主要影响着天井的通

风环境（图 13）。

5.1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形态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推测出，赣北传统民居中

的负体形约在 26%-32%，天井空间占比较小，约

在 2%-4%，侧重于阻隔外部热量进入室内，檐下

空间占负形体的 1/3。而徽州传统民居负形体约

在 30%-40%，天井空间约为 5%-8%，檐下空间约

占负形体一半。在对天井空间四周的遮阳上，赣

北传统民居较徽州民居较差，因此天井空间周边的

敞厅空间热环境相对徽州传统民居较差（图 14 与 

表 3）。

表 3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占比估算

徽绍重黎 方家楼弄一进院 方家楼弄二进院

平面形制 二进院 一进院 二进院

占地面积 461.55 m2 415.91 m2 565.23 m2

总体积 2 707.68 m3 2216.9 m3 3254.78 m3

负形体体积占比 31.85% 26.75% 30.98%

天井空间体积占比 3.5% 2.3% 3.9%

檐下空间体积占比 11.55% 8.85% 13.74%

敞厅空间体积占比 16.8% 15.6% 13.34%

5.2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高宽比

天井空间在负体形进行气候调控中起到核心

作用，天井空间的开口大小直接影响室内接受太阳

热辐射。相较于低矮的天井空间，高深的天井空间

能够更好的阻挡太阳辐射，顶部与底部形成温差，

理论上也能形成更好的热压通风。因此，较大的高

宽比有利于传统民居整体的遮阳与通风。由于负

体形的高宽比对不同类型空间所指不同，而天井的

高宽比尤为重要。

赣北传统民居通常包含四围合的天井与三围

合的虎眼壁天井，以围合天井上界面檐口高度计

算，根据数据推测前者高宽比范围约在 2.9-3.6，后

者高宽比约在 5.1-7.2，在白天虎眼壁天井空间温

度相对于前进的天井较低。通过资料可知，当高宽

比逐渐增加到 2 时，空气流速有显著提升；当高宽

比大于 2 时，室内风环境提升有限，遮阳效果增加；

当高宽比大于 4 时，烟囱效应显著（图 15 与表 4）。

表 4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高宽比估算

徽绍重黎 方家楼弄一进院 方家楼弄二进院

一进院天井空间 5.4/1.8=3.1 5.8/1.6=3.6 5.5/1.9=2.9

二进院天井空间 5.5/1.7=3.2 5.8/1.9=3.1

虎眼壁 5.5/1=5.5 5.8/0.8=7.2 5.1/1=5.1

 图 11 负体形大小与能量变换     图 12 负体形高宽比            图 13 负体形口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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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形态示意图

图 15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高宽比示意图

5.3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口底比

负形体的上界面开口影响室内太阳热辐射得

热，进一步使得上下界面产生温度差，继而产生热压

通风。对于单一形态的负体形，口底比在 0.3 时通风

最佳 [9]；对于复杂形态的负体形，徽州传统民居口底

比在 0.25-0.4 区间，其中口底比为 0.25 时通风量最

大。赣北传统民居的口底比约在 0.31-0.44 区间（图

16），口底比相较于徽州传统民居较大。由于两者

在平面与空间构成上具有同构性，因此可以推测，口

底比较大是造成室内热压通风较差的主要原因。

6  总结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人们饮食普遍在厢房内，

做炊事、洗衣则在后厅与其他附属房间内。白天人

们更倾向待在正房内，而不会选择待在较热的敞厅

中。既然赣北民居敞厅的热环境并不适宜人们生

活使用，那它在功能上是否存在其他象征意义？通

过文献查阅发现在赣南地区，存在着一种厅屋组合

式民居 [10]，“厅（敞厅）”作为祭祀空间，日常生活

与之完全分离，典型的平面是以天井院中轴线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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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作为祭祀空间，四周再围上若干附属房间，形成

一栋完整的房间，在平面构成上与赣北传统民居亦

存在同构性。此外，考虑到“过白”（表 5）作为赣

北地区的营造禁忌，也是祭祀空间的精神性表达。

因此，综合敞厅功能与过白现象，我们可以推测敞

厅并不只是服务于人的生活空间，其本质上更是一

种祭祀祖先的礼仪性空间，赣北民居则是“祠宅合

一”民居的衍化形式。

综上，对于民居营建的智慧，我们不能单一从

技术层面去思考，而要通过追溯历史，寻求匠人设

计的根源。正如赣北敞厅，它追求的祭祀空间的精

神性远远大于功能性。因此，研究设计、追溯历史、

技术求证三位一体的思考对于研究我国古民居的

营建内核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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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赣北传统民居负体形口底比估算

表 5 赣北民居敞厅“过白”

铅山县徽绍重黎民宅 铅山县景阳凤台二进民宅一进院 铅山县景阳凤台一进民宅

铅山县景阳凤台二进民宅二进院 铅山县油篓弄 42 号民宅 景德镇祥集弄民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