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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度’’法在独院式住宅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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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宅平面设计多为直觉和感性设计，由此产生的设计方案往往在住宅的朝向、采光及节能等方面 

存在 着不足 ，从 而造成住宅使 用功能方面的问题 ，这种现象在低 密度住 宅的设计 中尤为突出。针对独院 

式、并联式 、联排式等低 密度住宅的平面布局特点，提 出住宅内不同位置处依据朝向、自然采光及节能保 

温等因素的“优势度”概念，并根据房间不同朝向，自然光源数量及不同围护 内墙数量等因素，分别为每 
一 个 区域赋于优势度分值。建议平面设计 以各区域综合优势度排序为依据 该方法有助于建筑师将直 

觉和感性设计转为理性设计 具体案例应用表明了方法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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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Design Strategy for Isolated House Based on Predominanc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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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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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lan design ot’residential building is usually based on intuition，SO there are often shortcomings in room orien— 

ration，natural lighting，ventilation and energy saving，causing some problems in its function．A concept of Predominance 

Score is suggested for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building according to the room orientation，natural lighting，ventilation and 

f—nergy saving．Based on the low—density characteristics of isolated house，the suggested Predominance Score(PS)is as— 

signed to each specific zone based on room orientation，amount of natural lighring sources and number of inner walls etc． 

I'hen，the plan design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PS．This strategy will help architects to make decision on 

let：hnical analysis rather than on intuition．A case study shows the validation of the suggested strategy． 

Keywords：architectural design；low —density dwelling house；Predominance Score；orientation；lighting；thermal is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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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业内人士通常将建筑容积率低于0．9的住 

宅称为低密度住宅 J，这其中主要包括独院式住宅 

(建筑容积率通常低于0．4)、并联式住宅、联排式住宅 

等层数不高于3层的低层住宅 J。虽然低密度住宅在 

现今的国内住宅市场还不是主导型结构，但是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低密度住宅的需求将呈上 

升趋势 ]。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基地面积，创作出 

较理想、实用的低密度住宅，已成为具有一定前瞻性的 

研究课题。 
一 个设计理想的低密度住宅，一定是一个兼具各 

方面设计优势的综合体。如：合理的面积分配、最优化 

的平面设计、良好的通风组织、舒适的 自然采光及朝 

向、富有个性的立面效果等0 。笔者结合近年的工程 

实践，提出低密度住宅“优势度法”平面设计布局原 

则，建立了具体的量化指标体系，使这一工作具有了一 

定的可操作性。 

1 低密度住宅“优势度法”设计布局概述 

综合优势度法是考虑住宅中各房间的朝向、自然 

采光、功能分区及节能保温等因素，给出的相关量化指 

标体系 ]。国内不同的地区，各季节的风向大相径 

庭，各个地区对朝向及内外墙热工的要求也不尽相 

同 6̈]，各地区适用的综合优势度量化指标也有所不 

同。这里结合工程实践，通过相关热工计算，提出适合 

我国北方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及寒冷地区)地域特点 

的综合优势度量化指标，参见表 1。 

将基地中每户基地划分为若干块，按照综合优势 

度量化指标分别计算每块在该层中所占的分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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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高低(即：综合优势度)分别布置起居室＼主卧室、 

主人口＼次卧＼书房＼餐厅、多功能房＼厨房＼卫生问＼工 

人房＼储藏室、车库＼晒台、楼梯等，经过组合优化，使户 

型的总体布局更趋合理。 

表 1 综合优势度量化指标 

注：无 自然呆光区不设分值，为最不利区。 

2 “优势度法"设计布局在独院式住宅设计中 

的应用 

独院式住宅指有独用的庭院和独立出入口的住 

宅，最具代表性的是别墅。这类建筑四面临空，平面组 

合灵活，内部房间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其面宽多为 

l2～15 m左右。 

郑州市某住宅小区中一典型户型，基地为方形，任 

务书主要要求如下：建筑面积为200—300 m ，层数2 

— 3层，房间包括起居室、餐厅 、主卧、多功能房、次卧 

(3间左右)、卫生间、车库，阳台2～3个等。根据基地 

特点及任务书的要求，将基地划分为九块，详见图1。 

图 1 基地划分 
●  

根据表1，计算每块的优势度分值，绘出其优势度 

分析图，见图2。这里以A、G、I为例，加以说明。A区 

位于东、南两向，朝向分值为4+2；采光面可设在东、 

南两向，采光分值为2；A区为两面内墙，内墙保温分 

值为0。三项综合优势分值为8。G区位于西、南两 

向，朝向分值为4+0；由于西晒的原因，采光面只能设 

在南向，采光分值为 1；G区为两面内墙，内墙保温分 

值为0。三项综合优势分值为5．I区位于西、北两向， 

朝向分值为0+0；由于西晒的原因，采光面只能设在 

北向，采光分值为1；I区为两面内墙，内墙保温分值为 

0。三项综合优势分值为1。其它各区计算方法相同， 

这里不再赘述。 

优势度分析结果显示，A区为最佳区，其次分别为 

F、G＼B、C、D＼H、I区，E区为非自然采光区，是最不利 

区。作为一层平面，最佳区A区，最宜布置起居室；F 

区次之，处于中间地带，宜布置为主入口或卧室；B区 

与G区等值，可布置为主人口、卧室、餐厅；C区可设为 

厨房或卫生间，若为厨房，则与次人口相连；D＼H区设 

为厨房(若为厨房，则 次入n相连)、TJ．牛间、T人房 

矗蜘IL，I 

●来 
●保 温 

口练制 }值 

图2 优势度分析 

或储藏室；I区设为车库。将楼梯设在最不利区，借助 

其它采光区增加天然采光。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图 

3中的平面组合形式。 

经综合对比，得出图4优选方案。 

注：()内为该区优势度， 
从 1至7递减。 

图3 平面组合形式 图4 优选方案 

根据图4绘出一层平面，见图5。 

1起居室 

2餐厅 
3厨房 

4／It? 
5工人房 
(储藏室) 
6车库 
7卫生问 
8老人房 (客卧) 

图5 一层平面 

同理，对二层平面各区进行分析，得出图6中的平 

面组合形式。 

根据任务书中建筑面积及房间数量的要求，对图 

6作以下调整。将 F区与E区合并，E＼F区朝向分值 

为4，采光为1，内墙保温为2，总分值为7。考虑与一 

层平面的协调，依然用于楼梯间，从分值看出，显得过 

于浪费，这也是该方案的不足之处。根据任务书设计 

需要，将A区改为阳台，则 B区分值有所变化：朝向由 

2变为4+2，采光由2递减为 l(或依然为2，两面采 

光)，内墙保温由2递减为1，总分值由6增为8，依然 

为各区中的最佳区。调整后各区布置见图7。 

根据图7绘出二层平面(图8)。 

一 竹 一 

墼 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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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卫生问 

； r r j 
G( 卧室 F(2)卧室 ： H 击 篁： 

r ． ． ． 一 ⋯  

沣：()内为该区优势度， 
从 1至7递减。 

图6 平而组合形式 图7 调整后各区布置 

图8 二层平面 

楼梯问 

卫生问 
f台 

主卧 

步入式衣帽阃 
主卫 

多功能房 
晒台 

卧室＼}；虏 
储藏 

3 结束语 

从以上方案设计可以看出，“优势度”法在独院式 

住宅设计中的应用效果明显，有助于建筑师由直觉和 

感性设计转为理性设计。低密度住宅“优势度法”设 

计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师构思平面布局提供量化 

指标，由于其综合考虑了住宅中各区的朝向、自然采光 

及节能保温等因素，所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及普遍适 

用性。平面分区可根据基地长宽尺寸灵活确定。“优 

势度法”原理对于并联式、联排式等低密度住宅同样 

适用，对于多层住宅及中高层住宅平面布局也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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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义提倡城市自然环境和人类现代生活特征相结 

合，以传承地方特色、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性关怀的 

人居环境，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化模式。 

2)人们应当从人本主义角度探讨城市建设，进而 

用人本思想来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保持人、自然和城市 

人居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3)中国城市开发区存在追求宏阔、壮观的边缘城 

市主义倾向，导致了非人性化的城市人居环境，应该借 

鉴新城市主义理论，指导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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