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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居”生存的维吾尔民居热环境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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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吾尔人独特的“移居”生活方式，是资源匮乏时期宝贵的生存经验，挖掘与之相适宜的民居建筑营建智慧，有
利于低能耗乡土建筑的延续与发展。通过问卷调查维吾尔人作息，走访维吾尔民居建筑，结合现场测试典型民居热环境，总
结“移居”行为规律，指出“移居”的实质是选择相对舒适的热环境。在此基础上，提炼民居热环境梯级分布特点，剖析与之相
适应的民居空间模式，解析维吾尔民居热环境的营建方式，为当代新疆低能耗乡村建筑建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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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study of Uygur Traditional House in XinJiang province，the schedule of Uygur
resident is analyzed，the rules and reason of migration custom are obtained． Then，according to migration behavior，
stratum distribution of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model are discussed， regulation method of the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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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维吾尔族聚居区分布很广，西至塔里木盆

地西缘的库车和喀什，南至和田，东至哈密和吐鲁番

盆地，北至伊犁地区的谷地平原［1］，大部分地区干

旱少雨，夏热冬冷，且易受风沙之害，气候异常恶劣。
为了保障生存，维吾尔人采用独特的“移居”方式生

活，冬季聚在“冬室”取暖防寒，夏季躲在“夏室”避

暑降温，春 秋 时 节 则 呆 在 室 外 沐 浴 阳 光 享 受 自

然［2-4］。此举虽与当代常见的居住习惯相左，却让

民居建筑在低能源消耗的前提下，既能保障生存要

求，还能满足一定的舒适需求［5］。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新疆乡村照搬套

用城市居住方式，致使建筑耗热量水平逐渐向城市

趋近。然而我国的单位建筑能耗强度已达饱和，无

力承担更高能耗的乡村建筑［6］。为此维吾尔人在

资源匮乏时期的生存经验尤为可贵，沉淀在民居建

筑中的热环境营建智慧亟待挖掘整理。本文基于维

吾尔族的“移居”生存方式，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民居

热环境营建方式，为当代新疆乡村建筑发展提供依

据。

1 维吾尔人“移居”行为调查

选取吐鲁番地区多个乡村，针对维吾尔民居作

息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冬季调查样本 189 人，夏季样

本 155 人，样本的年龄、体重、身高、性别等生理特征

分布均匀。
维吾尔居民全年“移居”行为如图 1 所示。冬

季( 11 月至次年 3 月中旬) ，超过 80% 的维吾尔居

民呆在室内，其中大部分人使用冬室，其他少部分人

在庭院或户外劳动; 过渡季节 ( 3 月中旬 ～ 5 月，以

及 9 ～ 11 月中旬) ，约 60% 维吾尔居民停留在日照

通风良好的过渡空间，春季另有 20% 居民参与田间

劳作，而秋季夜晚有 18% 的居民选择庭院就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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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6 月 ～ 9 月) 室内空间停留人数比例不足 20%，

过渡空间和室外人数比例均为 40%左右。

图 1 全年各空间人数频率

维吾尔居民昼夜“移居”行为如图 2 所示。夏

季主要使用过渡空间，但依据时间不同略有变动，北

京时间 0: 00 ～ 4: 00 时段，室内、过渡空间和室外的

维吾尔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18%、41% 和 41% ; 4: 00
～ 8: 00 时段，部分在室外休息的青年人起床到户外

果园劳动，而老年和小孩继续休息，从室内到户外人

数比例分别为 18%、18%、18% 和 46% ; 8: 00 ～ 12:

00 时段，75% 的维吾尔人停留在过渡空间，21% 的

人在庭院中从事家务劳动，极少数人还在户外劳作;

12: 00 ～ 16: 00 时段，室外逐渐升温，18% 的维吾尔

人进到室内，75% 的人留在通风良好的过渡空间;

16: 00 ～ 20: 00 时段，室外炎热难耐，52% 的维吾尔

居民在室内避暑，但仍有 48% 的人留在室外; 20: 00
～ 24: 00 时段，室外气温下降，大部分维吾尔人走出

房屋纳凉，从室内到室外人数比例分 别 为 10%、
70%和 20%。

图 2 夏季各空间人数频率

概括而言维吾尔人冬季夏季蜗居室内，春季秋

季涌现室外，夏季正午蛰伏室内，黎明傍晚则置身室

外，深夜又回归室内。不难发现维吾尔人“移居”生

活，实为选择最舒适的居住环境，随着季节交替、昼
夜往复，室外气候循环，建筑物理环境周期变化，维

吾尔人的“移居”行为也随之周期循环。

2 维吾尔民居热环境分析

维吾尔人“移居”行为与建筑室内外热环境息

息相关，选取典型上屋下窑式维吾尔民居，开展热环

境测试调查，总结建筑中热环境分布特征，解析该居

住行为与热环境分布关联。
2. 1 建筑概况

测试建筑位于吐鲁番地区亚尔乡，概况如下:

1) 庭院居中，种香椿树并设有苏帕，还搭建了

高架棚，是起居生活的中心场所。庭院南侧为果园

区，用于种植葡萄。庭院东侧为辅助区，安放杂务、
旱厕和牲畜棚。

2) 建筑三面围合，北房两层，半地下层为窑洞，

上层为经堂; 东房为辅助卧室; 西房为单层“沙拉

依”单元，入口正对为两间客房，左侧为客室 ( 米玛

哈那) ，右侧为卧室( 阿西哈那) 。
3) 采用土木结构体系，500 mm 厚土墙，370 mm

厚土坯墙外砌 120 mm 厚砖块。木构架土屋顶，木

构架上铺草席并覆土 200 mm。
为了了解民居建筑的温度分布特点，共布置 10

个测点( 见图 3) 。其中 3-1、3-3 为半地下房间测点;

3-2 为二层经堂测点，3-4、3-5、3-6 为一层室内测点;

3-7、3-10 测点位于高架棚区域，3-8 测点位于屋顶庇

荫处。冬季测试时间为 1 月 7 日至 1 月 10 日，有效

测试时长 72 h; 夏季测试时间为 8 月 8 日至 8 月 11
日，有效测试时长 72 h。
2. 2 测试结果

详细测试结果见文献［7］。测试建筑冬季温度

分布特征如图 4 所示:

1) 测点 3-7 和 3-8 位于室外，温度波动大且温

度低，其中测点 3-7 白天温度稍低于 3-8。
2) 测点 3-1、3-2、3-3、3-5、3-6 没有供暖，因而温

度低，主要分布在 － 10 ～ 0 ℃区间。其中 3-1、3-3 位

于半地下，温度波动平缓且总体稍高; 3-6 为一层内

室，温度次之; 3-2 为二层经堂，温度再次之; 3-5 为

一层外室，直接与建筑入口相连，温度波动大且温度

最低。
3) 测点 3-4、3-9 温度分布在 10 ～ 20 ℃区间，明

55



建 筑 科 学 第 32 卷

图 3 测点分布与仪器照片

显高于其他测点。其中 3-4 为客室，用于待客和日

常起居，全天供暖，其温度平缓，且白天温度比晚间

稍高。3-9 为卧室，采用夜间间歇式供暖，因而温度

波动稍大，且晚间温度高于白天。
测试建筑夏季温度分布如图 5 所示:

1) 室外测点 3-8 白天温度高达 48 ℃，温度波动

极大，波动区间 23 ～ 48 ℃，峰值出现时间 14: 00-－
17: 00。

2) 测点 3-7 温度波动较大，但由于高架棚的遮

阳作用，受太阳辐射影响小，白天温度明显低于室外

测点 3-8。
3) 室内测点 3-1、3-2、3-3、3-4 温度波动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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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冬季温度测试结果

图 5 夏季温度测试结果

分布在 28 ～ 35 ℃区间，波峰出现时间延迟至 18: 00
～ 21: 00。其中半地下房间测点 3-1 和 3-3 温度波动

平缓，且温度均低于地上房间测点 3-2 和 3-4。
2. 3 热环境分析

分析以上测试结果可知，测试建筑热环境分布

的梯级特征明显:

1) 测试建筑生活场所多样，室内空间封闭，温

度平稳。相比之下，室外露天空间直接接收太阳直

射和夜间冷辐射，因而温度波动极大，过渡空间因屋

遮挡，温度波幅介于室外与室内之间。因此生活场

所由室外空间、过渡空间到室内空间，其热环境稳定

性逐渐提高，室外气候的作用呈梯级衰减趋势。
2) 测试建筑冬季分区取暖，即客室、主要卧室

等起居空间全天取暖，次要卧室晚上取暖，其他辅助

空间没有取暖。因此全天取暖房、间歇取暖房和非

取暖房热环境差异极大，建筑平面存在明显的温度

梯度。
3) 测试建筑夏季局部降温，供全家纳凉之用的

夏室位于半地下，利用地下冷源和土壤的蓄热性能

防暑降温，其他房间将夏室层层包围，避免夏室围护

结构受到太阳暴晒。因而半地下空间温度低，而地

面房间温度高，建筑竖向也存在温度梯度。

3 维吾尔民居热环境营建分析

建筑是物理环境的载体，与热环境的梯级分布

相适应，维吾尔民居建筑由室外到室内，由建筑入口

到冬室、夏室，其空间从开敞通透向封闭围合层层递

进，呈现出明显的梯级空间模式。调查典型维吾尔

民居建筑，总结民居空间特点，剖析民居空间与热环

境营建的关系。
1) 露天空间开敞通透，白天接受太阳直射迅速

升温，夜间接受夜空冷辐射迅速降温，因而温度波动

极大。露天空间有内庭院( 阿克赛乃) 、果园( 巴克)

和屋顶空间等。庭院空间开敞，早春和深秋时节，香

椿树旁，暖阳斜照，温暖舒适; 果园充分发挥绿色植

物的遮阳和蒸腾作用防热，在炎炎夏日贡献一片阴

凉; 屋顶空间直接接收夜空冷辐射，是夏季夜间凉爽

的休憩场所。
2) 带屋顶的过渡空间有高架棚、檐廊 ( 辟希阿

以旺) 、中庭( 阿以旺) 等。过渡空间半围合半开敞，

常由屋顶结合建筑墙体或透风墙围合而成，顶部多

有通风窗洞。屋顶既能遮挡太阳直射也可削弱夜空

冷辐射，透风墙和顶部窗洞则引导气流促进空气流

动。因而与露天空间相比，过渡空间温度波动减小

且通风良好，在过渡季节微风徐徐，清凉舒适; 在夏

季白天则遮阳庇荫，增强通风提高人体蒸发散热; 在

夏季夜间还引入凉风降温，见图 6。

图 6 层层递进的室外与半室外空间

3) 室内空间围合封闭，适用于室外气候较恶劣

的时段。维吾尔民居多采用生土墙承重体系，厚重

的围护结构具有很好的蓄热性能，利于缓冲室外气

候变化，维持室内热环境稳定。窗洞少且小，降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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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冷风 /热风向室内渗透。因此与室外空间相比，室

内空间冬暖夏凉，但通风不足，空气品质较差，适合

冬季和夏季正午使用，见图 7a。
4) 室内空间分内外，空间布局注重保温隔热。

譬如吐鲁番民居“沙拉依”单元有米玛哈那( 内室) 、
阿西哈那( 内室) 和代立兹( 外室) ，和田民居有修库

艾( 内室) 和塔克歇( 外室) ［4］，其中内室布置在建筑

内侧，外室位于外侧，用于连接入口和内室，既是交

通过渡区也是天然的空气绝热区，对内室起到保温

和隔热作用。又如北疆山区民居以火塘为中心组织

空间，内室紧邻火塘布置，再将外室围绕于外侧，形

成由中心向边缘依次递变的温度分布。
5) 室内空间分冬夏，冬室营造注重保温，夏室

营造注重降温。冬室远离建筑入口，空间低矮且封

闭，极少开窗洞，有的只在屋顶开设 40 cm × 40 cm
左右的天窗，用于采光和换气。夏室类型多样，吐鲁

番地区夏室位于地下，空间低矮封闭，重在利用地下

冷源降温; 和田民居的阿以旺作夏室使用，空间尺度

高大但围合封闭，顶部开口用于采光和换气，这样的

夏室既可隔热又能热压通风降温。喀什、阿克苏等

地气候温和，将辟希阿以旺等过渡空间作为夏室之

用，见图 7b。

图 7 封闭幽暗的室内空间

维吾尔民居采用梯级空间模式，营建多样化的

露天空间、过渡空间和室内空间，形成梯级热环境分

布。如此，既能对恶劣气候层层衰减，还能发挥各类

空间的特点，分别利用保温防寒，以及遮阳、蒸腾、通
风、隔热、蓄热、地冷等多种降温措施，应对四季不同

的气候条件，形成宜居的建筑环境。

4 结 论

本文首先调查维吾尔居民生活作息，分析“移

居”形成原因和行为规律; 其次结合民居建筑调查

和典型建筑热环境测试，总结维吾尔民居热环境分

布特点; 最后分析民居建筑空间模式，剖析民居空间

与热环境营建的关系，探索维吾尔民居热环境的营

建方式。得到以下结论:

1) 维吾尔人“移居”生活，实为选择相对舒适的

居住环境。随着季节交替、昼夜往复，建筑物理环境

循环变化，维吾尔人的“移居”行为随时间周期循

环。
2) 维吾尔民居热环境呈梯级分布。首先民居

生活空间多样，从室外空间、过渡空间到室内空间，

其热环境稳定性逐渐提高，室外气候的作用呈梯级

衰减趋势; 其次民居冬季分区取暖，全天取暖房、间
歇取暖房和非取暖房热环境差异极大，建筑平面存

在温度梯度; 最后民居夏季局部降温，地下的夏室温

度较低，地面房间温度较高，建筑竖向存在温度梯

度。
3) 与梯级热环境相适应，维吾尔民居空间呈梯

级分布。室外空间开敞通透，接受太阳直射和夜空

冷辐射，因而受气候影响最大; 过渡空间由屋顶和透

风墙围合而成，空间半封闭半开敞，避免了阳光和夜

空的直接作用，为此温度波动减小，且通风良好; 室

内空间厚墙小窗、封闭幽暗，利于蓄热保温，减少空

气渗透，维持室内热环境稳定; 室内空间分内外，内

室远离入口，外室既连接内室和入口，也是空气绝热

区，对内室起到保温和隔热作用; 室内空间分冬夏，

冬室注重保温，空间低矮且封闭，夏室注重降温，或

位于地下利用地冷降温，或尺度高大利用热压通风

降温。维吾尔民居建筑由室外到室内，由外室到冬

室、夏室，其空间从开敞通透向封闭围合层层递进，

呈现梯级空间模式。
传统社会建材类型有限、营造技术落后，又缺乏

高效的取暖和制冷手段，面对冬季严寒、夏季炎热的

荒漠气候，倘若采用单一空间营建单一热环境，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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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生存，更谈不上满足全年的舒适需求。为此

维吾尔人采用“移居”式生存方式，创造了具有梯级

空间模式的民居建筑，通过营建多样化的露天空间、
过渡空间和室内空间，形成梯级热环境分布，既对恶

劣气候层层衰减，形成适宜生存的微气候环境，还明

确应对四季不同的气候条件，形成相对舒适的居住

环境。
综上所述，维吾尔人的“移居”行为，结合民居

的梯级空间和梯级热环境，顺应荒漠气候环境，且极

大的减少了建筑运行对能源的依赖。因此新疆乡村

建筑发展不应盲目照搬或套用城市居住模式，而应

遵从维吾尔人的生存习惯，延续、借鉴或提升梯级热

环境营建方法，探索出符合新疆乡村特色的低能耗

建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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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对蓄热水箱体积、蓄热流量和蓄热温度进行

了分析，得到的结论是:

1) 在太阳能—土壤耦合热泵蓄热过程中，蓄热

量流量不宜过大，相对与大蓄热流量，较小的蓄热流

量对提高土壤蓄热效果更为有利。
2) 在太阳能—土壤耦合热泵蓄热过程中，较高

的蓄热温度有利于提高蓄热耗电比而不利于提高蓄

热率。但是蓄热温度对蓄热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

对蓄热耗电比的影响很显著。相对于低蓄热温度，

较高的蓄热温度对提高蓄热效果更为有利。
3) 在太阳能—土壤耦合热泵蓄热过程中，蓄热

流量是影响蓄热率和蓄热耗电比最主要的因素。为

保证更优的系统，首先应该选择合适的蓄热流量，其

次是蓄热温度，而通常蓄热水箱体积的变化对蓄热

效果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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