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城市规划中, 确定住宅建筑的日照间距，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一方面节约土地，另一方面

太阳光照射到室内, 能够促进生物机体的新陈代谢,

更能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通常根据城市的地理

位置、气候特征、规模大小等因素具体考虑。住宅

建筑平面布置正南正北向考虑日照间距比较容易，

但不是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是正南正北向，特别是住

宅小区，住宅朝向多样化及有相关遮挡，直接影响

住宅日照间距。本文通过对西昌市正南正北向住

宅日照间距系数计算，确定了相应的日照间距系

数，同时对西昌市小区不同朝向布置住宅情况下的

日照进行了分析。

1 西昌市地理位置

西昌市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是攀

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还是川滇结

合处的重要枢纽。海拔 1 500～2 500 m，平均海拔

2 000 m左右，东经 102.3°、北纬 27°54′，属于热带

高原季风气候区，具有冬暖夏凉，日照充足，每年约

2 400 h，光热资源丰富等特点。

2 西昌市住宅小区建筑正南正北向的日照间
距系数

每年12月21或22日赤纬角减至最小值-23 °26′

为冬至，此时阳光斜射北半球，昼短夜长，日照最

低，日照时间最短。

太阳高度角随着地方时和太阳的赤纬的变化

而变化。根据太阳高度角（Ah）的计算公式：

sin Ah=sinφ sinδ+cosφ cosδcost

式中，φ为地理纬度；δ为太阳赤纬角；t 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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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角。

在当地时间 12:00 时，地方时角根据公式 t=15

(t-12)=15(12-12)=0

sinAh=sinφsinδ+cosφcosδcost

= sin27°54 sin（-23°26 ）+cos27°54 cos（-23 °

26 ）

= sin 27°54 sin（-23°26 ）+cos27°54 cos（-23°

26 ）

= cos（27°54 -23 °26 ）

= sin[90°-（27°54 +23 °26 ）]

= sin38°40′

即冬至 12:00 时，西昌的太阳高度角 Ah 为 38°

40′。由此可将已有的数据带入太阳方位角公式：

cosA = (sin Ah sinφ - sinδ)／ cos Ah cosφ

= sin 38°40 sin 27°54 - sin（-23 °26 ) ／（cos

38°40 cos27°54 ）≈1

则当地时间12:00时，方位角A为0°。

在此讨论以住宅建筑的长边向阳，正南正北

向，正午太阳照到后排房屋底层窗台为依据来进行

计算（注：图计算 a 为正南向住宅建筑的方位角为

0°）。

根据上图可以得到日照间距系数

m= D/H=cos(A-a)*cot Ah

式中：a为住宅建筑墙面法线与正南向夹角（住

宅建筑方位角）。

则可以计算出西昌市住宅建筑正南正北向的

日照间距系数为：

m=cos(A-a)*cot Ah=cos(0°-0°)*cot38°40 =1.25

3 西昌市现有小区住宅日照分析

以上分析的日照间距系数是住宅建筑的长边

向阳，朝阳向正南。而实际住宅建筑平面布置并非

都是朝向正南，而是朝向多样化，特别是小区建设，

要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环境、建筑用地、住宅布置、

住宅朝向、建筑体型、相邻建筑、维护结构等综合遮

挡影响，因此日照间距系数不能简单换算，而只能

采用专业的日照分析软件来计算具体的日照时间，

下面用天正日照分析软件对西昌市几个住宅小区

进行日照间距分析。

1）西昌市A小区内有 5栋住宅，层高均为 3 m，

层数分别为 4层、3层、16层、17层，17层，占地面积

各不相同，朝向不一，根据图 2显示，该小区各栋建

筑均有充足的日照。

2）西昌市B小区为经济适用房，内有4栋住宅，

层高均为3 m，层数分别为4层、7层、18层，根据图3

显示，该小区 7层那栋有充足的日照。4层和 18层

的南向有充足的日照，北向日照不足。

3）西昌市C小区，1栋保留住宅4层，4栋新建住

宅，层高均为 3 m，3 栋 6 层、1 栋 18 层，根据图 4 显

示，各栋建筑日照充足。

4）西昌市D小区 ，2栋 18层，层高均为 3 m，采

用一字型布置，根据图 5 显示，1 号楼阳光充足。2

栋建筑的南向采光充足，2号楼北向采光冬至不满

足日照要求。

以上分析均为西昌市冬至日，有效时间为 9:

00-15:00。以上计算结果可供参考。

4 结语

通过对西昌市正南正北向住宅日照间距系数

计算，确定了相应的日照间距系数以及用天正日照

软件对西昌市现有小区住宅进行模拟分析，可以确

定该小区住宅规划设计是否满足日照要求。这样

有利于满足住宅日照卫生要求，同时在以后的规划

设计中有利于节约土地。

（1） （2） （3）

图1 南北方向2栋建筑的关系

图2 西昌市A小区日照分析图 图3 西昌市B小区日照分析图

图4 西昌市C小区日照分析图 图5 西昌市D小区日照分析图

参考文献：

[1] 李英,史倩,段颖群.住宅规划日照间距系数问题研究[J].低温建筑技术, 2009(8):34-35.

′ ′ ′

′
′ ′

′
′

′ ′

′ ′

′ ′ ′
′ ′

′

（下转第83页）

熊 梅，等：西昌市住宅小区日照间距分析 ·· 59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1卷

和智力因素培养一样的高度，两者在大学生的培养

和就业中同样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4 强化非智力因素培养、提升大学生职业能力

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修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

案。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

目标。增设注重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校内选修课，帮

助在校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合理评估自我

能力。增设各类实践实训课程，使学生在实践中磨

练意志，体验团队合作，强化自我表达能力，增强学

生的体验感。尊重学生的发展需求和个人选择，根

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能力评估

和职业选择，因材施教，不“千篇一律”。

4.1 增设非智力因素的校内选修课

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择业

观。传统的认识当中有这样一种误区——“学而优

则仕”，读书就业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回到大城市工

作、选择体面的工作，因此在择业的过程中难免会

眼高手低。

开设非智力因素的选修课，可以增强对自己的

合理定位和正确认识。坚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的

相关教育，可以激发在校大学生的奉献精神，培养

大学生的自信心和责任感。通过挖掘各行各业的

优秀大学毕业生，通过校报、校园网、校园广播充分

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奉献精神及所做的贡献,引导

在校大学生转变择业观念，脚踏实地，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4.2 建立校企合作基地

通过第二课堂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实践

机会。模仿德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重视实践

的操作与学习，建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将实

践学习的成绩纳入在校成绩当中，若实践学习不

通过，则拿不到毕业证书和专业资格证书。让实

践学习真正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而非形式教

育。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与专业的实践操作，不

但可以巩固大学毕业生的理论知识体系，还可以

来增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践经验，培养大学

生吃苦耐劳、敢闯敢做、勇于竞争、勇于承受挫折

的品质。

4.3 普及第二专业的学习

目前我国的计划性招生、转专业的限制性导致

大部分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学专业与自己的兴趣爱

好相差甚远，甚至会导致在后期就业的过程中，毕

业生的就业选择与社会需求出现差异，不利于毕业

生的职业发展。因此，高校在降低调换专业门槛的

基础上开设第二专业和第二学位的学习，充分尊重

个体选择、发挥兴趣爱好在专业学习中的作用，提

高学习的自信心。

5 结语

在高校教育中，智力能力教育固然很重要，但

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非智力因素的教育和

培养成为致胜的关键，这既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需

要，也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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