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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地区自然通风体育馆室内热舒适范围

李晋,卢频,郑海林
(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510000)

摘 要:以广州地区自然通风体育馆为研究对象,用问卷和实测的方式分别采集了建筑内运动人群

及观众人群的热感觉投票值和室内外热环境参数,初步建立了这两类人群的适应性热舒适模型和对

应的热舒适范围。并通过对比,分析了两类人群的适应性热舒适模型和热舒适范围的区别。研究结

果表明:自然通风体育馆室内运动人群的热敏感度0.3266要小于观众人群的热敏感度0.3799;运动

人群和观众人群的中性操作温度都随着室外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前者中性操作温度高于后者,差值

在0.80~1.48℃之间;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热舒适范围的上下限都随着室外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前者

热舒适范围的下限与后者相似,但是前者热舒适范围的上限比后者高,差值在1.86~2.4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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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orthermalcomfortrangeofnaturallyventilatedsportsbuildings
inthesubtropical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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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Guangzhou510000,P.R.China)

Abstract:NaturallyventilatedsportsbuildingsinGuangzhouweretakenasstudiedobjectinthisstudy,and
theparametersofindoorthermalenvironmentandthethermalsensationvotesofexercisingpeopleand
spectatorswerecollectedbyfieldmeasurementandquestionnairesrespectively.Theadaptivethermal
comfortmodelsandcomfortrangesofthesetwogroupsofpeoplewereinitiallyestablishedandthen
compar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thermalsensitivityofexercisingpeopleinthenaturalventilation
sportsbuildingis0.3266,whichislowerthanthatofspectators(0.3799).Theneutraltemperatureof
exercisingpeopleandspectatorsincreaseswiththeincreasingofoutdoorairtemperature,whichofthe
formeris0.80℃to1.48℃higherthanthatofthelatter.Andtheupperandlowerlimitsofthermal
comfortrangeofexercisingpeopleandspectatorsincreasewiththeincreasingofoutdoorairtemperature,

andthelowerlimitsofthermalcomfortrangeoftheformerissimilarasthatofthelatter,whiletheupper
limitsofthermalcomfortrangeoftheformeris1.86℃to2.48℃higherthanthatofthelatter.
Keywords:naturalventilation;sportsbuilding;thermalcomfort;thermalcomfortmodel;exercisingpeople



  提高建筑室内热环境和建筑能效已经成为建筑

相关领域的重要课题[1]。首先,为了提高建筑用户

的健康,适宜的室内热环境是必需的。室内热环境

是除光环境、声环境和空气质量环境之外的室内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当室内热环境质量较低

时,可能会出现疾病、生产效率低和不满意等问题。

此外,由于建筑的高能耗意味着资源的浪费,甚至会

加剧全球变暖[3],因 此,节 约 建 筑 能 耗 也 具 有 必

要性。

热舒适是室内热环境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

是一种“建筑内用户对建筑室内热环境是否满意的

主观评价”[4]。尤其对位于气候条件较为极端的区

域(比如在亚热带地区)的建筑,这个评价指标极为

重要。热舒适研究有助于创造良好的室内热环境,

在提高人们的健康和工作效率的同时保持合理的

能耗[5]。

目前,大多数热舒适研究集中在办公楼、教学楼

或居民楼等,其内用户处于静坐等低强度活动状态。

但除此之外,人们还在室内进行其他中高强度的活

动,比如在建筑内进行运动。过去人们主要在户外

进行运动,但近年随着来人们对皮肤癌和其他健康

风险认识的不断提高和体育运动项目类型的不断增

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室内进行体育运动,室内体

育馆日益流行。因此,人们对体育建筑室内热环境

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亚热带地区常年炎热潮湿,而且夏季持续时间

长,夏季体育建筑室内环境过热是该地区面临的主

要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地区体育建筑中最主

要的室内热环境调节方法有两种:空调调节和自然

通风调节。空调调节在该地区使用最为普遍,因为

它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个稳定舒适的室内环境。但

是,长期呆在全封闭空调环境下会给人体健康带来

诸多不良的影响,而且过度使用空调会导致高建筑

能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6]。自然通风调节被认为是

“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室内热环境调节方法”[6]。一个

优秀的自然通风调节方案可以在以被动方式维持一

个舒适、健康的室内热环境的同时减少建筑主动通

风和冷却系统的能耗”[6]。但是,由于自然通风建筑

内环境会随着室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该

类建筑不能保证全天每时每刻都能为运动人群提供

舒适的室内环境。某些时刻过高的室内温度甚至会

引发健康问题,比如头昏、脱水、中暑等症状[2]。为

了最大化自然通风系统节能效率的同时保证室内环

境的舒适,及时介入空调、风扇等主动调节手段成为

必须。建立自然通风体育馆室内用户的热舒适范

围,可以为这种协同调节手段提供理论依据,即为主

动调节手段选择合理的介入时间。

适应性热舒适模型是当前探究自然通风建筑室

内用户舒适范围的主要研究方法[7]。该方法之所以

被科学界广泛采用,是因为它考虑了人体对环境的

行为适应、生理适应和心理适应[8]。正是由于这些

适应性,自然通风建筑内,用户可以在更大的温度范

围内依旧感觉舒适[9-10]。因此,该方法预测的舒适

范围比其他方法预测的舒适范围更宽、更精确,从而

可以降低用于维持室内用户舒适度的主动调节系统

的能耗[11]。

相关模型已经被国际上的热舒适标准所采用,

作为预测自然通风建筑室内环境热舒适的工具。比

如deDear[12]和McCartney等[13]所建立的模型分别

被美国热舒适标准ASHRAE55和欧洲热舒适标准

EN15251所采用[4,14]。除此之外,考虑到国际热舒

适标准中的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先后有研究

者们通过实地调研,建立了不同地理环境和气候区

域的模型[15-18]。但是,现有模型依旧不能直接用于

自然通风体育馆,因为这些模型的研究对象多为居

住建筑或办公建筑内处于静坐状态的人。受试者的

热感觉不仅会根据气候、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还

会根据运动强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19-21]。迄今为

止,鲜有研究以自然通风体育馆内用户(运动人群和

观众人群)为研究对象,建立对应的适应性热舒适模

型和舒适范围。

广州地处亚热带地区,其气候特征为常年温暖

多雨、光照充足、夏季长,夏季高温和维持体育馆室

内热舒适是该地区的主要矛盾。因此,本文以广州

地区夏季自然通风体育馆中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为

研究对象,尝试通过建立两者的适应性热舒适模型,

对自然通风体育馆室内用户的热舒适范围进行研究

与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调研地点

选择广州市3个典型的自然通风体育馆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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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研。3个体育馆分别位于市中心的3所大学,

具有相似的室外气候。3个体育馆皆为侧面开敞,

但侧面开敞的面积比不同,涵盖了该地区自然通风

体育馆的主要类型。3个体育馆主要供在校学生进

行篮球运动,因此,建筑中的篮球场地被选作调研地

点(其中,每个体育馆随机选择了6个半场篮球场作

为调研场地)。实地调研选在篮球场处于完全自然

通风状态,即没有开启风扇及空调等主动调节系统

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调研在夏天进行,5月、7月和

9月各7d。调研环境如图1所示,调研场地的平面

图如图2所示。

图1 3个体育馆现场环境

Fig.1 Fieldphotosofthesurveyedsurroundings

ofthreesportsbuildings
 

图2 3个体育馆的平面图

Fig.2 Floorplansofthreesportsbuildings
 

1.2 调研对象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代表性,建筑中1093
名身体健康的大学生被随机抽选出来参加调研。调

研对象首先作为观众人群在篮球场边观看他人进行

篮球运动,这个阶段他们处于静坐状态;然后,再作

为运动人群在篮球场内进行篮球运动,这个阶段他

们处于运动状态。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广州生活超过

两年,已经基本适应广州地区的热环境。调研对象

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le1 Anthropometricinformationofthesurveyedsubjects

性

别

平均

年龄/岁

平均身高/

cm

平均体重/

kg

平均身体

表面积/m2

生活在广州平均

时间/年

男 24.3 175.2 69.3 1.81 10.4

女 22.5 158.7 52.1 1.45 09.2

1.3 现场调研

1.3.1 客观物理因素调研 客观物理因素调研包

括室外环境参数和室内环境参数的采集。室外环境

参数(主要包括室外空气温度)由本地区气象站所采

集,室内环境参数(主要包括室内空气温度、相对湿

度、黑球温度、风速等)由布置在体育馆内的测量仪

器采集。测量仪器的具体型号及对应功能如表2所

示。测量仪器被放置在篮球场边界(如图3所示),

仪器探头距离地面1.1m。

图3 测量仪器布置图

Fig.3 Layoutofinstrumentsaroundbasketballcourt
 

表2 仪器的详细信息

Table2 Detailedinformationofinstruments

仪器名称 型号 测量内容 仪器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

热线风速仪 TES-1341 空气温度 -10~60℃ ±0.5℃

黑球温度 1~60℃ ±0.2℃

风速 0~5m/s ±0.03m/s

相对湿度 0%~100% ±5%

黑球温度表 AZ-8778 平均辐射温度 0~50℃ ±0.3℃

1.3.2 主观人为因素调研 采用调查问卷进行主

观人为因素调研。调查问卷分为3个部分:第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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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用来是收集受试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

体重、身高、生活在广州的时间等;第2部分用来收

集观众人群的主观热感受和适应性行为;第3部分

用来收集运动人群的主观热感受和适应性行为。问

卷 中 的 主 观 热 感 觉 投 票 刻 度 采 用 ASHRAE

Standard55-2013所建议使用的7级刻度,具体刻

度图如表3所示。

表3 热感觉投票刻度

Table3 Thescaleofthermalsensationvote

热感觉 极热 热 稍热 不冷不热 稍冷 冷 极冷

刻度级别 +3 +2 +1 0 -1 -2 -3

1.4 实测计划

每个研究对象在8:00—18:00之间参与了一次

时长60min的现场实测,该实测分为3个阶段。第

1个阶段,实测人员用10min的时间向研究对象介

绍实测计划和方法,并在问卷上记录研究对象的基

本信息;第2个阶段,研究对象作为观众人群在篮球

场边观看他人进行篮球运动(这个阶段他们处于静

坐或者放松站立的状态),并于20min后及时填写

了这个阶段的主观热感受问卷,与此同时,实测人员

用仪器记录了20min内的室内环境参数;第3个阶

段,研究对象作为运动人群在篮球场内进行篮球运

动(这个阶段他们处于运动状态),并于20min后及

时填写了有关这个阶段的主观热感受问卷,与此同

时,实测人员用仪器记录了20min内的室内环境参

数。具体实验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实验流程及时间安排

Fig.4 Procedureandtimemanagementoffieldsurvey
 

考虑到当代谢率改变时人的热感觉和皮肤温

度在15~20min内会趋于稳定[22],实测将静坐状

态和运动状态的测试时间都设定为20min。除此

之外,考虑到高强度活动产生的热量或汗水可能会

影响受试者在低强度活动测试中对热环境的反

应[23],实测将静坐状态测试安排在运动状态测试

之前。

2 研究结果

2.1 环境参数测量结果

2.1.1 室外环境参数测量结果 实测采集的主要

室外环境参数为室外空气温度。为了使模型更加准

确,ASHAREStandard55推荐使用连续平均室外

空气温度,因为该值可以体现人对环境的适应[4]。

除此之外,deDear等人指出7d短得足够包含最近

的天气的动态变化,长得足够捕捉到天气的暂时记

忆,因此,建议在热适应的研究中使用过去7d的连

续平 均 室 外 空 气 温 度[24]。据 此,结 合 ASHARE

Standard55给出的计算连续平均室外温度的计算

式[4],推算出了计算过去7d连续平均室外温度的

计算式(1)。

tpma(out)=(1-α)[te(1)+αte(2)+α2te(3)+α3te(4)

+α4te(5)+α5te(6)+α6te(7)] (1)

式中:te(1)和te(2)表示所测时间点前一天和前两天的

平均室外温度,其他以此类推;α是一个推荐值介于

0.6和0.9之间的常数,研究中取值为0.6。根据该

计算式和实测搜集的室外空气温度,研究计算了实

测期间每天的连续7d平均室外空气温度,如图5
所示。

图5 调研期间室外日平均气温

Fig.5 Prevailingmeanoutdoorairtemperature

duringfieldsurvey
 

2.1.2 室内环境参数测量结果 实测采集的室内

环境参数包括室内空气温度、黑球温度、风速和湿

度。为了使模型更加准确,研究采用操作温度作为

室内热环境指标。原因有两个:1)较其他室内环境

参数,操作温度可以与人的热感觉生成更好的线性

关系;2)较其他室内环境参数,操作温度考虑了多环

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可以更全面地代表室内热环

境[25]。使用ISOStandard7726-2002所提供的计算

公式(2)计算操作温度[26]。

top =Ata+(1-A)tr (2)

式中:top是操作温度;ta 是平均空气温度;tr 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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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温度;A 是一个常数,ISOStandard中列出了它

在不同的风速范围下对应的不同数值。根据该计算

式和实测所得室内环境参数,计算出实测期间每天

的室内操作温度,如表4所示。

表4 实测期间的室内环境参数

Table4 Indoorenvironmentalparametersduringfieldsurvey

统计信息 Ta/℃ Tg/℃ Va/(m·s-1)RH/% Top/℃

Mean 28.96 28.97 0.38 67.05 29.27

Min. 21.16 20.59 0.01 56.05 21.45

Max. 33.41 33.56 1.00 91.45 33.58

S.D. 2.6 2.6 0.4 4.2 2.8

2.2 衣服热阻和新陈代谢率

2.2.1 衣服热阻 分别记录了受试者在静坐状态

下和运 动 状 态 下 的 穿 衣 情 况,并 按 照 ASHRAE

Standard提供的方法计算了对应的衣服热阻。观众

人群的衣服热阻范围在0.50~1.00clo之间,运动

人群的衣服热阻范围在0.50~0.65clo之间。需要

指出的是,夏季人群(特别是运动人群)衣服热阻的

最小值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即极少有人穿着暴露

或赤裸上身在体育馆进行运动,因此,基于更换衣物

所产生的适应性调节行为大大减少。

2.2.2 新陈代谢率 依据 ASHRAEStandard中

提供的不同活动强度对应的新陈代谢率,对静坐和

运动人群的新陈代谢率分别给与了赋值。调查对象

作为观众的状态为ASHRAEStandard中所述的静

坐状态和放松站立状态,对应的代谢率为1.0~

1.2met;调查对象进行篮球运动状态的新陈代谢率

为5.0~7.6 met。值 得 指 出 的 是,ASHRAE

Standard中所应用的适应性热舒适模型并不适用于

新陈代谢率高于1.3met的人群,目前,也没有相关

研究建立新陈代谢率高于1.3met的运动人群的适

应性热舒适模型。因此,第一次探讨了运动人群的

热感觉与室外环境参数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建立了

运动人群的适应性热舒适模型。

2.3 适应性热舒适模型和热舒适范围

2.3.1 热感觉投票结果 受试者在运动状态和静

坐状态下的热感觉投票分布如图6所示。运动状态

和静坐状态下的热感觉投票值处于-1~1之间的

百分 比 分 别 是 98.08% 和 91.67% (5 月 份),

59.74%和57.58%(7月份),94.07%和93.39%(9
月份)。热感觉投票值处于-1~1之间的区间为舒

适范围区间[27],因此可推断:实测期间觉得舒适的

运动人群要多于观众人群。

图6 实测期间热感觉投票百分比

Fig.6 ThePercentageofThermalSensationVoteinEachMonth
 

2.3.2 中性温度和舒适温度的上下限 研究依据

deDear的推荐,采用建立线性回归的方法求出了受

试者处于静坐状态和运动状态下的中性温度[28],具
体方法如下:

1)将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组,把每天每个半场

对应的室内外环境参数和该球场中受试者在静坐和

运动状态下的热感觉投票值作为一个数据组。

2)建立每组数据中静坐和运动状态下的热感觉

投票值和对应区域操作温度的线性关系,得到每组

数据的静坐和运动状态下的等式(3)和式(4)。

TSV观众 =a+b×top (3)

TSV运动 =c+d×top (4)

式中:TSV观众 为静坐状态下的平均热感觉投票值;

TSV运动 为运动状态下的平均热感觉投票值;top为操

作温度。建立线性回归过程中,显著性大于0.001
(p>0.001)的数据组会被作为无效数据组剔除。

3)计 算 每 组 数 据 所 对 应 的 两 个 等 式 中 当

TSV观众 和TSV运动 为零时对应的操作温度值,这两

个温度值即是每组数据中受试者分别处于静坐状态

下和运动状态下的中性温度。

4)热感觉投票值处于-1~1之间的区间为舒

适范 围 区 间。计 算 每 组 数 据 所 对 应 等 式 中,当

TSV观众 为+1和-1时对应的操作温度值,这两个

温度值即是每组数据中受试者处于静坐状态下的舒

适温度上下限。同理,可求得受试者处于运动状态

下的舒适温度上下限。

2.3.3 适应性热舒适模型 将每天每个球场受试

者处于运动状态和静坐状态下的中性操作温度分别

与当天连续平均室外空气温度相关联,生成的线性

关系如表5和图7所示,其中,Tout为室外日平均气

温,Tn 为日中性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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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中性操作温度和室外温度的

回归方程

Table5 Theregressionequationsofneutraltemperatureand

outdoortemperatureforexercisingpeopleandspectators

类型 方程式 R2

运动人群 Tn=0.3266Tout+18.301 (5) 0.4150

观众人群 Tn=0.3799Tout+15.604 (6) 0.7626

注:Tn表示中性操作温度;Tout表示室外空气温度

图7 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的适应性热舒适模型

Fig.7 Adaptivethermalcomfortmodelofexercising

peopleandspectators
 

如表5中所示,对于观众人群,0.3799是日中性

温度随室外空气温度的变化率,15.604是一个常数。

模型 的 室 外 空 气 温 度 的 有 效 范 围 为 22.72~

35.61℃,对应的中性温度范围为24.24~29.13℃。

良好的决定系数R2(R2=0.7626)表明方程式(6)能

较好的解释观众人群的中性温度随着室外温度的变

化而变化。显著性水平p<0.001表明观众人群的中

性温度和室外空气温度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具有高

度统计学意义。对于运动人群,0.3266是日中性温

度随室外空气温度的变化率,18.301是一个常数。模

型的室外空气温度的有效范围为22.72~35.61℃,

对应的中性温度范围为25.72~29.93℃。良好的决

定系数R2(R2=0.4150)表明方程式(5)能较好地

解释运动人群的中性温度随着室外温度的变化而变

化。显著性水平p<0.001表明运动人群的中性温

度和室外空气温度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具有高度统

计学意义。如图7所示,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中性

温度(舒适温度)随着室外空气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室外空气温度越高,中性温度也越高。这表明观众

人群和运动人群的中性温度都跟对应的室外环境密

切相关。

2.3.4 热舒适范围 将每天每个球场受试者处于

运动状态和静坐状态下的舒适温度上下限值分别与

对应的当天连续平均室外空气温度相关联,生成的

线性关系如表6和图8所示。图8中运动人群的上

限和下限之间为运动人群的舒适范围,观众人群的上

限和下限之间为观众人群的舒适范围。室外空气温

度的有效范围为22.72~35.61℃,对应的运动人群

舒适温度范围为23.13~32.85℃,观众人群舒适温

度范围为22.60~31.00℃。如图8所示,观众人群

和运动人群舒适温度范围随着室外空气温度的改变

而改变。室外空气温度越高,舒适温度上下限值也

越高。这表明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的舒适温度范围

都跟对应的室外环境密切相关。

表6 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的中性温度与室外温度的回归方程

Table6 Theregressionequationsofcomforttemperatureand

outdoortemperatureforexercisingpeopleandspectators

类型 模型方程 R2

运动人群舒适温度上限 Tc=0.3549Tout+20.221 (7)0.3868

运动人群舒适温度下限 Tc=0.2983Tout+16.357 (8)0.2316

观众人群舒适温度上限 Tc=0.4026Tout+16.652 (9)0.6508

观众人群舒适温度下限Tc=0.3572Tout+14.556 (10)0.6176

注:Tc为舒适温度;Tout为室外空气温度

图8 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的舒适温度范围

Fig.8 Comfortrangeofexercisingpeopleandspectators
 

3 讨论

3.1 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的对比

比较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的适应性热舒适模型

的斜率(见表5),发现运动人群的斜率(0.3266)要

小于观众人群的斜率(0.3799)。已有研究指出适

应性热舒适模型的斜率可以被看作人对温度变化的

敏感程度[29]。因此,运动人群热敏感度要小于观众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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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适应性热舒适模型的

中性操作温度(见图7),发现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

的中性操作温度都随着室外空气温度的升高而升

高,但相同的室外空气温度对应的运动人群的中性

操作温度要高于观众人群,差值维持在0.80℃到

1.48℃之间。这说明两类人群的适应性热舒适模

型具有较大差别,为了准确的推断出相同环境下两

类人群的舒适温度,应该分别建立相应的适应性热

舒适模型。

比较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的舒适温度范围(见
图8),发现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的舒适温度范围上

下限皆随着室外温度的升高而升高,但运动人群的

舒适范围比观众人群的舒适范围更宽,前者舒适温

度下限与后者舒适温度下限相近,但前者舒适温度

上限比后者舒适温度上限高,差值维持在1.86~2.
48℃之间。这说明当观众人群觉得舒适的时候,运
动人群基本感觉舒适,但当运动人群感觉舒适的时

候,观众人群则不一定舒适。

目前,已有研究指出人的热感觉(包括:热敏感

度、中性温度和舒适范围等)会被环境因素、生理因

素和心理因素影响[30]。为了找到影响研究中受试

者热感觉的主要因素,下文将依次对这3种因素进

行讨论。关于环境因素:受试者处于静坐状态和运

动状态时都在球场附近,而且处于这两个状态之间

的时差仅30min,因此,受试者在两个状态下所处的

环境基本相似。关于生理因素:静坐状态和运动状

态下受试者的运动强度有较大区别。目前,已有大

量研究指出人体中性温度和舒适温度会随着运动强

度的升高而降低[19-21],但本文结果却与之相反。综

合以上两点,推测受试者处于运动状态与静坐状态

的热感觉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环境因素和生理因

素,而是心理因素。由于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多为运

动爱好者,他们即便在高温环境下依旧渴望参加运

动,这一心理因素使得他们容易忽略温度的变化。

将实测中各个温度段所对应的运动人群的热感觉投

票值进行统计(如图9所示),当室内温度高于30℃
时,依 旧 有 高 达 60% 的 投 票 值 处 于 舒 适 区 间

(-1、0、1)。这表明即便在炎热的室内环境中,大部

分运动人群依旧感觉舒适。

基于上述讨论,推测运动爱好者渴望参加运动

的心理因素使他们容易忽略温度的变化,甚至在高

温下依旧愿意进行体育锻炼,从而忽视温度的变化

图9 不同室内温度范围的运动人群热感觉投票百分比

Fig.9 Thepercentageofthermalsensationvoteindiffferent

indoortemperatureranges
 

和高温对他们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因此,未来对

运动人群热环境的研究应考虑两种温度,一种对应

运动人群生理健康的需求,另一种对应运动人群舒

适的需求。

3.2 舒适范围与体育馆室内温度对比

将实测中3个自然通风体育馆室内温度分别和

观众人群、运动人群的舒适温度范围进行比较,具体

步骤如下:首先,选择实测期间5月、7月和9月室

外空气温度最高的那天作为夏季典型日。如图5中

所示,3个典型日的室外温度分别为27.17、35.61、

31.16℃。其次,根据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热舒适

范围的计算式(7)~式(10),计算出3个典型日中观

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热舒适范围:24.26~27.59℃和

24.46~29.86℃(5月典型日),27.28~30.99℃和

26.98~32.86℃(7月典型日);25.69~29.20℃和

25.65~31.28℃(9月典型日)。最后,将3个典型

日中两类人群的舒适温度范围分别与当天3个自然

通风体育馆的全天室内操作温度进行比较,结果如

图10、图11、图12所示。

图10 5月份典型日3个体育馆室内操作温度与舒适

范围的比较

Fig.10 Indooroperativetemperatureandcomfortrange

ofthreesportsbuildingsintypicaldayofMay
 

图中深蓝色线和浅蓝色线分别代表运动人群和

观众人群的舒适温度上下限,橙色线代表室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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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7月份典型日3个体育馆室内操作温度与舒适

范围的比较

Fig.11 Indooroperativetemperatureandcomfortrangeof

threesportsbuildingsintypicaldayofJuly
 

图12 9月份典型日3个体育馆室内操作温度与舒适

范围的比较

Fig.12 Indooroperativetemperatureandcomfortrangeof

threesportsbuildingsintypicaldayofSeptember
 

温度。如图所示,3个典型日中运动人群的舒适温

度范围都比观众人群舒适范围更宽。在5月份典型

日当天,3个建筑全天室内操作温度基本都处于观

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的舒适温度范围之内;在7月份

典型日当天,3个建筑全天室内操作温度基本都处

于观众人群舒适温度范围之外。3个建筑室内操作

温度在13:00前基本都处于运动人群舒适温度范围

之内,在13:00后基本都处于运动人群舒适温度范

围之外;在9月份典型日当天,3个建筑室内操作温

度只在12:00前基本处于观众人群舒适温度范围之

内,在12:00后基本处于观众人群舒适温度范围之

外。3个建筑全天室内操作温度基本都处于运动人

群的舒适温度范围之内。

上述比较结果说明,自然通风体育馆可以在不

使用主动调节的情况下在某些时间段为用户提供舒

适的环境,但在某些时间段,过高的室内温度依旧无

法有效满足用户的舒适需求。其能满足运动人群舒

适的时间要长于能满足观众人群舒适的时间。

因此,为了最大化自然通风系统的效率,同时保

证建筑室内环境的舒适,及时地介入空调制冷等主

动调节手段成为必须。将自然通风系统和空调系统

作为相互辅助的手段,对建筑室内热环境进行协同

调节,可以有效提高建筑的经济性和环保性能[31]。

而通过建立运动人群适应性热舒适模型推测出运动

人群的舒适范围,则可以为这种协同调节手段提供

理论依据,即为空调制冷等主动调节手段选择准确

的介入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分别以运动人群

和观众人群的舒适范围为参考依据去设定运动区域

和观众区域的主动调节系统的介入时间。

研究保证了数据的精确性和分析方法的严谨

性,建立了自然通风体育建筑室内运动人群的适应

性热舒适模型和舒适范围,从而为体育建筑室内热

环境设计和管理提供依据,并对后续相似的研究提

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但是,由于研究的局限性,

研究所得体育馆内运动人群热舒适范围的准确度会

受到影响。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对象仅限于进行

篮球运动的人,由于篮球运动人群的生理和心理状

况与其他运动人群不完全相同,因此,研究结果不一

定适用于其他种类的运动场馆。为此,有必要在将

来开展更广泛的研究,讨论不同运动强度人群的适

应性热舒适模型和舒适范围。同时,还需要在将来

采集更大的样本量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来支持本文的

研究结果,使该方向的研究更加精确。

4 结论

1)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的中性操作温度都与连

续平均室外空气温度存在良好线性关系,这说明适

应性热舒适模型对亚热带地区自然通风体育馆中这

两类人群皆具有适用性。

2)运动人群热敏感度0.3266,小于观众人群的

热敏感度0.3799。

3)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的中性操作温度都随着

室外空气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前者中性操作温度一

直比后者高,差值维持在0.80~1.48℃之间。

4)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的热舒适范围上下限皆

随着室外空气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前者热舒适范围

下限与后者相近,但前者热舒适范围上限一直比后

者高,差值维持在1.86~2.48℃之间。

5)广州地区自然通风体育馆在夏季某些时间段

无法有效满足观众人群和运动人群的舒适需求。分

别以运动人群和观众人群的热舒适范围为参考去设

定运动区域和观众席区域的主动调节系统开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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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以在最大化自然通风功效的同时,保证体育馆

室内热环境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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