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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期以来，建筑物屋顶往往属于建筑设计体系及城市规

划管理中的“从属”地位。在建筑设计中，除了突出于建筑

檐口的坡屋顶及其他形态的标志性建筑屋顶外，建筑平屋顶

往往被檐口所遮挡。城市建筑屋顶空间往往被设计者、管理

者、使用者和观赏者所忽视。

从云南省的建设情况来看，除少数城市对建筑屋顶形式

有具体要求外，大部分城市对屋顶——城市第五立面，缺乏

统一的形象、景观及功能要求。由于对城市第五立面设计引

导的缺失，导致云南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气候多样性、

建筑多样性等地域特征得不到有效体现。

从现有建筑的使用来看，大部分城市老旧建筑的平屋顶

存在着刚性屋面的隔热板破损严重，缺乏护理整修；柔性屋

面的防水材料损坏，房屋功能下降；屋顶的排水不畅，杂草

丛生、渗漏等诸多影响城市整体景观及使用需求的情况。特

别是由于居民住宅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普及，且由于安

装的不统一、管理的缺失，使得城市住宅建筑屋顶杂乱无章。

屋顶水箱布置随意，管线纵横，施工及维修不便等等情况，

极大的影响了建筑屋顶的景观性、安全性。部分城市的“假

坡顶”改造，由于未按照规范施工，“假坡顶”遮挡了原有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日照，影响了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使用，居

民投诉较多。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屋顶的私搭乱建情况时有发

生，火灾、风灾等安全隐患严重，更造成了房屋屋顶的权属、

管理等诸多问题，居民之间纠纷不断。部分城市为追求“统

一、整洁”的城市形象，盲目实行“平改坡”工程。由于过

程中的设计不到位、施工不细致，大量不合规的轻质材料的

随意使用，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从城市整体景观来看，缺乏统一的材质、质感、色彩的

建筑屋顶扰乱了城市总体色彩及城市空间肌理，影响了城市

天际线的构成。近年来，从空中俯瞰城市机会的增多，使得

建筑屋顶在现代城市环境构建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建筑屋

顶已经从单纯的围护结构上升到“城市第五立面”这一重要

空间，成为构建良好人居环境的重要载体。

从城市空间开发利用来看，屋顶面积占城市正投影面积

的比重较大。做好城市第五立面的开发利用，充分利用存量

城市空间，对提高绿色能源利用率、推广太阳能热水系统和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构建海绵城市等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将城市第五立面作为城市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

态空间使用，可实现城市空间的合理充分利用。

“云南省城市工作暨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推进会议”提出

了强化城市设计和特色风貌塑造、提升城市建筑水平、推进

绿色节能城市建设及提升人居环境的要求。根据《中共云南

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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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实施意见》中关于“注重城市设计的空间立体性、平面

协调性、风貌整体性和文脉传承性，体现云南城市地域特征、

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要求，对城市总体风貌、城市第五

立面等要素以导则方式规范规划设计要求。

本导则的制定，主要从城市第五立面的景观化方面进行

引导控制。同时，在建筑第五立面的设计、建设、改造、管

理中，加强太阳能设施与建筑屋面设计一体化、景观化等方

面进行引导控制。

本导则的研究框架为：

本导则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

规定、城市空间形体整体控制、城市第五立面景观化设计要

求及太阳能一体化设计景观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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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1编制背景

1.1.1 重要性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形态呈现出多样

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城市空间正朝立体化和复合化方向发

展。人们的视觉观赏点进一步提高，之前并不被重视的建筑

屋面形态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关注。以鸟瞰视角俯瞰城市，

从城市整体景观层面及风貌塑造层面上讲，建筑第五立面不

仅是单个建筑的“屋顶”，而是构成一定区域内城市肌理的

基本单元，更是具有景观属性、生态属性及新能源利用属性

的城市空间。

1.1.2 城市整体风貌要求

由建筑顶部所组成的城市天际线是城市竖向度的空间

形态，也是一座城市风貌最集中、最具典型代表的特征。“城

市——建筑一体化”的本质在于突出城市的整体形象与风

格，而城市第五立面则是构成城市天际线最直接的体现。

1.1.3 功能性要求

城市第五立面空间容量巨大，是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

提高绿色能源（太阳能、风能）利用比例，实现海绵城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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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发挥城市生态功能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建筑屋顶不仅

仅是城市外在的景观空间，也是城市重要的生态空间、生活

空间及生产空间。

1.2编制目的

本导则的制定，主要目的是指导城市屋顶（城市第五立

面）的设计、管理与控制，突出城市第五立面作为城市重要

空间的功能性。从城市屋面的色彩、材质、屋顶形式、屋顶

绿化（屋顶花园）、屋顶空间开发与利用、基于鸟瞰视角的

屋顶景观效果、屋顶夜景灯光等方面进行引导控制。在建筑

屋顶的设计、建设、改造、管理中，应对太阳能设施进行一

体化设计与建设。从建筑本身（包括建筑高度、屋顶形式、

建筑风貌、屋顶空间等）、太阳能本身（包括太阳能系统、

体积、形状等）以及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协调方面等进行引

导控制。

1.3编制意义

本导则的编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 城市第五立面是城市整体风貌的反映

城市第五立面作为鸟瞰视角下城市整体风貌的外在反

映，是城市规划结构形态、城市肌理构成、城市发展脉络的

立体化展示，对人们获得城市整体特色及其景观结构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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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1.3.2 城市第五立面是城市文化和地域特色的重要载体之一

对于云南这一多民族、多文化地区而言，是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在物质环境和空间形态上的重要体现。

1.3.3 城市第五立面是城市重要的空间资源

城市第五立面资源与城市土地资源、地下空间资源等共

同构成城市立体空间资源。

1.3.4 城市第五立面是建筑内部功能与外部形象的直接表达

城市第五立面不仅是内部功能的表达，更是建筑立面造

型形象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城市天际线、城市

标志性景观及独具特色的城市“山、水、林、田、城、湖”

等特色构成有意义重大。

1.3.5 城市第五立面是实现城市生态和节能技术的重要空间

建筑第五立面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是风、雨、阳光等

自然资源最有利的接收部位。开发和利用建筑屋顶空间，使

建筑屋顶不仅仅具有维护承重结构功能，通过采用新技术、

新材料、新的建筑构造设计方法，实现建筑生态化及绿色建

筑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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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编制原则

1.4.1 整体性原则

突出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强调城市第五立面对城市空间

各组成要素的影响，将城市第五立面与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整

体来研究。

1.4.2 多样性原则

城市第五立面的设计受地形地貌、气候条件、人文因素

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城市建筑屋顶形式

的多样性特征。

1.4.3 地域性原则

云南是多民族、多文化、多气候类型的地区，地域特点

特征突出。城市第五立面是城市地域文化的重要展示空间及

地域特征的景观空间。针对城市“千城一面”问题，在城市

第五立面的规划设计过程中，应分析云南省不同城市的整体

形态以及建筑建造方式的差异性。在规划设计中提倡尊重地

域文化，符合气候特征要求，以此促使自然特征、功能需求

和地域文化的和谐统一。

1.4.4 经济性原则

城市第五立面的设计与改造技术要做到切实可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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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必须从地域经济的客观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建筑屋面要注意“设计结合地形”、“设计结合气候”，

有效地降低建筑使用中的能耗、物耗。

1.4.5 融合性原则

有效利用有限的建筑屋顶空间资源，将太阳能设施融入

到城市第五立面设计、施工、管理中，实现城市景观的整体

塑造与整体提升。

1.4.6 生态性原则

利用建筑屋顶空间日照充分、雨水条件较好等特点，将

城市屋顶进行生态化建设，在满足海绵城市建设及绿色、低

碳、环保要求下可积极拓展居民户外活动空间。

2.术 语

2.1屋顶及城市建筑第五立面

2.1.1 屋顶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屋顶”一词的解释为：房屋

最上层起覆盖作用的围护结构，又称屋盖。

2.1.2 建筑第五立面

是指建筑物除了四个围合实体之外的立面——屋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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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前提是以高视角看屋顶所形成的。

2.1.3 城市第五立面

从宏观的角度看，城市第五立面是指从空中俯瞰视角感

知的城市整体意象，包括城市整体形态、城市天际线及建筑

色彩、街区机理等各种要素构成的整体环境。

2.2 太阳能设施

2.2.1 太阳能资源

通常所谓的太阳能资源，不仅包括直接投射到地球表面

的太阳辐射能，而且包括像水能、风能、海洋能、潮汐能等

间接的太阳能资源，还应该包括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所

固定下来的能量，即生物质能。称其为“广义的太阳能”，

以区别于仅指太阳辐射能的“狭义太阳能”。本文中所研究

利用的太阳能为“狭义太阳能”，即直接投射到地球表面的

太阳辐射能。

2.2.2 被动式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被动式太阳能”是指不借助风扇、泵和复杂的控制系

统而对太阳能进行收集、贮藏和再分配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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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主动式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相对于“被动式太阳能”，主动式太阳能热利用需要借

助建筑的基本要素以外的太阳能热采集设备以及辅助手段，

采集太阳能的热量。

2.2.4 太阳能集热器

由于太阳辐射的能流密度低，在利用太阳能时为了获得

足够的能量，或者为了提高温度，采用一定的技术和装置对

太阳能进行采集，这种采集太阳能热能的装置称为集热器。

按照集热器是否聚光，可以划分为聚光集热器和非聚光集热

器两大类。

2.2.5 非聚光集热器

非聚光集热器能够利用太阳辐射中的直射辐射和散射

辐射，集热温度较低。非聚光集热器种类繁多，因而分类比

较复杂。从外观来看可分为平板集热器和真空管集热器两大

类。

2.2.6 太阳能光伏技术

太阳能光伏技术是利用太阳电池将太阳光能转化为电

能。通过控制器，白天由蓄电池将太阳电池产生的电能储存

起来，夜间再释放出来，提供照明以及其它需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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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1上位规划要求

城市第五立面设计，应根据城市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

民族特点、风貌要求及空间形态等特点进行整体控制，需满

足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建设要求。

3.2建筑设计要求

城市第五立面设计应根据单体建筑的特点、建筑功能使

用、立面造型的要求，使用地区的地理、气候、文化、民族、

场地基础、周围环境等条件进行造型与设计。

3.3太阳能设施与建筑第五立面一体化要求

将建筑屋顶太阳能设施作为建筑第五立面的重要组成

部分，两者之间相互融合、协调共生。

3.4新建建筑要求

对于新建建筑的太阳能设施需要与建筑第五立面进行

一体化设计，实现同步设计、同步审批、同步验收。建筑上

部（含屋顶和太阳能一体化）设计需与工程许可证附图同步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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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原有建筑要求

对原有建筑的建筑第五立面改造需满足现行规范的设

计要求，满足地方法规和管理使用要求，同时考虑太阳能设

施一体化要求，保证建设的安全性、耐久性与维修的方便性。

3.6日照要求

对建筑第五立面进行改造及安装太阳能设施时，需满足

太阳能设施安装相关规范并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3.7太阳能热水系统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建筑立面外形要

求、所处区域的地理纬度、区域气候状况、场地条件、周围

环境、建筑使用功能和设备安装条件等进行选型和设计，为

用户提供安全节能、方便美观、舒适卫生、经济适用、便于

清洁和维护的热水供应系统。

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集热器，应遵

循安全美观，规则有序、排列整齐，便于清洁、维修和更换

的原则，与建筑安装部位的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3.8太阳能热水系统设施要求

年日照时数大于 2200 小时，年太阳辐照量大于

4800MJ/m2的地区，十一层以下的居住建筑和 24m 以下设置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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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的公共建筑，应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3.9一体化要求

设计允许布置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宜布置紧凑式集中供

热水系统。

建筑第五立面设计中，宜优先选用性能可靠、功能齐全、

造价合理的建材型太阳能集热器作为低层、多层的建筑屋

面、遮阳及高层建筑的阳台栏板。

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建筑屋面、墙面、阳台上或作为建

筑屋面、墙面、阳台栏板和遮阳板使用时，功能和性能应满

足建筑设计的要求，外形应与建筑协调一致。

4.城市空间形态整体控制

4.1城市总体层面控制

4.1.1 整体协调

从城市所处的自然、历史环境特征，民族及地域文化特

点，路网结构、用地条件、空间构成、美学要求等多个角度，

分析研究城市第五立面可能采取的结构、形态。以城市总体

规划为指导，做到城市整体风格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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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景观化分区

根据城市片区的功能及景观性差异，研究能够强化城市

空间环境特色的手段和方法，为城市第五立面构筑整体框

架，突出分区景观特色，确定城市第五立面的景观化分区。

4.1.3 建筑群体控制

城市建筑群体布置应为安装太阳能系统提供条件，安装

太阳能系统的建筑单体或建筑群体主要朝向宜为南向。

4.2城市分区层面控制

4.2.1 控制城市轮廓

城市天际线由山体、水体、建筑物、构筑物等实体元素

和这些实体元素之间的空隙——绿化、水面等虚体元素构

成，前景和背景天际线共同构成城市的天际线轮廓整体。前

景天际线主要由多层、低层建筑以及绿化空间组成，向水平

方向展开，属于近人尺度；背景天际线更强调竖向构图，一

般由高层建筑物、标志性构筑物和高大的山体组成。

1.整体性

在云南以山体为背景的城市中，建筑第五立面所形成的

天际线应顺应自然地形地貌所形成的山体轮廓线，形成相互

协调、呼应的关系。

2.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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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平坝区或滨水城区沿田园风光带、滨水岸线的城市

建筑应由低层到高层逐渐远离，构成“台阶”状空间，使得

整个城市轮廓线层次分明。

3.分区群体建筑协调性

高层建筑第五立面造型相互之间要协调，形成协调关

系；高层建筑第五立面的檐口之间要风格统一，构件对应；

外部造型之间要进行统一安排设计。

4.2.2 控制分区色彩

在本导则中，仅研究城市或片区在鸟瞰视角下所反映出

来的直观屋顶色彩特征。根据城市第五立面规划需要，将建

筑第五立面色彩分为大地自然景观所构成的背景色、城市建

筑群的整体色彩意向所构成的基色、建筑外立面所构成的主

色等。

1.突出自然片区自然美，在城市中，要保护和突出自然

色。

2.城市色彩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之一，通过建筑屋顶色彩

可以体现并强化历史痕迹。历史文化街区应尽量保持其传统

色调以延续城市的文脉。如城市原有风貌己被破坏，其历史

建筑、文物古迹周边的屋顶色调须与古建筑色调相统一。

3.服从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第五立面色彩要服从城市的

功能。商业中心城市与行政中心城市，其屋顶色彩特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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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区别，前者色彩更加丰富，后者色彩更加庄重。另外，

从城市分区来说，历史文化保护片区屋顶颜色相对素雅一

些；商业区屋顶颜色相对活跃一些。

4.城市屋顶色彩构成和谐。和谐是城市第五立面色彩规

划设计的核心原则。城市第五立面色彩的协调，一方面指建

筑屋面色彩与与城市自然环境色彩的协调，另一方面指建筑

屋面色彩之间应该相互和谐统一。城市屋顶色彩既要考虑与

原有的城市传统色彩统一，又要体现建筑的标志性与特征

性。

4.2.3 延续街区肌理

在城市建筑第五立面的塑造中要注意对城市肌理的塑

造与强化。

1.衔接

根据城市空间界面、道路网络、现状建筑分布规律及街

巷院落空间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强化城市的屋顶肌理特

征，做到保护第一，改造第二。对于破坏较严重的地区应进

行必要的填补和修复。通过城市屋顶的梳理，实现不同街区

之间的衔接重构，使零散在城市中的屋顶空间紧凑有序，进

一步恢复老城区肌理和城市新区建筑肌理之间的关系。

2.整合

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考虑对于城市第五立面肌理的



14

保护和延续，要与城市总体规划统一协调，使部分融于整体

之中。在功能上也要进行归并和整合，形成协调有序的景观

风貌。在新建筑整合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原有的保留建筑

屋顶肌理，使新建筑形式与传统形式在屋顶处理上和谐交

融。

3.生长

新建筑一方面要与城市生活相协调，又要与城市整体肌

理相融合，建筑屋顶的过渡性和层次性在城市第五立面中加

以物质实体体现，这就是生长概念在设计中的具体体现。

4.2.4 优化第五立面夜景灯光

1.城市第五立面夜景景观的设计须根据不同城市独特的

地理、地貌以及城市空间环境，使其有机地融于环境，显示

出地方特色。

2.第五立面夜景景观的设计必须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应用最新科技，体现绿色、低碳、节能的要求。

4.2.5 适应地形地貌

城市第五立面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要适应并突出城市的

地形地貌特征。对于山地城市，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中，应确

定“山形主导轮廓”的开发策略，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山地

城市形象；平坝城市的平面结构宜通过“台阶式”分析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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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层次感，丰富天际线。

5.城市第五立面景观化设计要求

5.1高层建筑第五立面景观化设计要求

5.1.1 高层建筑屋顶造型设计

高层建筑第五立面在规划设计过程中，不仅要体现其本

身的功能性，而且要考虑其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1.注重高层建筑第五立面形态与周边街道空间的关系。

从城市层面来说，考虑到城市景观的对景与标志性作用，高

层建筑的屋顶设计可起引导视线或成为标识的作用。

2.注重高层建筑第五立面形态与城市广场、绿地空间的

关系。广场、绿地周边的高层建筑第五立面设计中，要注意

屋顶的形制色彩的统一和协调。不同高层建筑第五立面之间

要有主次之分，而且其构图与视线通廊要有助于突出主要标

志物，以便形成整个广场、绿地的视觉中心。

5.1.2 注重高层建筑第五立面形态与城市天际线的关系

1.高层建筑第五立面形制的多样化处理，在统一的城市

天际线上区分主次。

2.高层建筑第五立面应体现簇群化处理，突出韵律感、

节奏感，顺应自然地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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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低层、多层建筑屋顶造型

5.2.1 低层、多层建筑屋顶改造基本要求

低层、多层建筑在城市空间中所占比重较高，往往成为

城市背景，其整体屋顶形态对城市环境影响较大，并且多为

近人尺度的直观感受。因此对低层、多层建筑屋顶形态的控

制，应以片区整体形态控制为主，强调分片区多种形态屋面

组合与协调。

5.2.2 改造要求

1.平改坡要求

“平改坡”的改造方式可以有效改变屋顶的形象，并改

善建筑原有的保暖、防水、隔热等功能。坡屋顶的外观由坡

屋顶的形式、坡屋顶各部分的比例尺度、坡屋顶的颜色三部

分组成。平屋顶的改造应尽量采用轻质材料，保持原有的结

构体系，宜采用构造简单的坡屋顶形式。

2.平改绿要求

屋顶绿化要根据建筑物的环境条件、使用功能和具体要

求进行垂直绿化和景观设施的组合与设计。建设应充分考虑

功能定位，兼顾景观效果和实用性，充分利用空间，可以有

效提高老旧区域的绿化覆盖率。绿色屋顶的设计应符合《屋

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的规定。应优先选择对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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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水质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的建筑屋面及外装饰材料。

3.平改院

“平改院”主要是把原住宅屋顶改建成可供人活动的庭

院。屋顶的承重方式将产生较大的变化，可能增加额外荷载，

需要对结构安全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妥善解决。

4.平改能

（1）太阳能

即安装太阳能屋面、太阳能热水装置或太阳能电池板。

基本有以下几个类型：平板集热器、玻璃幕墙集热器、太阳

墙集热器。前两者玻璃的反射损失高达 15%。第三代技术即

太阳墙集热器通过将空气吸过带孔缝的吸热体高效加热室

外新风，消除了由于覆盖玻璃带来的造价提高和反射损失。

在建筑外观上与其他屋顶无异且造价低又不需要经常维修，

宜大力推广。

（2）风能

屋顶作为建筑的顶界面，具有最好的风能条件。通过对

风能的利用，有效增加通风要求，改善建筑小气候，实现节

能要求。在保证满足屋顶承载力的前提下，平改风能也是屋

顶主要改造策略之一。

5.3建筑屋面色彩设计

屋顶建筑色彩是城市区域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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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彩是城市近人尺度重点地段第五立面形象的重要手段。

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5.3.1 环境协调性

区域色彩影响着屋顶色彩的选择，同样区域色彩需要屋

顶色彩来丰富、点缀。区域中的地质、植被、水域、气候等

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环境色彩，区段的建筑屋顶色彩与其周边

环境要相互交融或相映成趣。

5.3.2 文化传承性

建筑屋顶的色彩设计应符合当地地理环境，需充分考虑

历史特征、风土人情和文化特点。结合城市整体的传统风貌、

城市文脉统筹设计，营造出一种能展示地方个性、提升地段

品质、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5.3.3 建筑功能的体现

商业区屋面必然区别于住宅区、办公区和工业区。同一

区域内，主体建筑屋面也应和一般建筑色彩上有所不同，形

成统一中的变化。应根据建筑的性质和功能，选择适当的色

调作为屋面色彩设计的主题，创造出第五立面最佳的视觉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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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建筑风格的呼应

屋顶色彩要与建筑风格呼应协调，脱离建筑物的屋顶色

彩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建筑风格决定屋顶形式，屋顶色彩

强化建筑风格。

6.太阳能一体化设计景观化要求

6.1技术要求

6.1.1 太阳能覆盖率要求

居住建筑太阳能覆盖率应满足下列要求：11 层及以下的

建筑达到 100%，12 和 13 层的建筑不小于 85%，14 和 15 层

的建筑不小于 65%，16 层及以上的建筑不小于 60%。

6.1.2 功能及规模确定

太阳能景观化的功能应用和设计规模应根据云南省不

同城镇的地理纬度、气候特点、日照时长、日照强度、经济

发展、技术条件等，综合分析，合理确定。

6.1.3 太阳能系统技术要求

1.系统应用范围

凡有热水需求的新建公共建筑及住宅必须设计和安装

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及安装应与建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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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机结合形成一体化，并应满足安全可靠、维护简单、更

换方便的要求。使用阳台壁挂式太阳能热水系统不得破坏建

筑立面效果且结构安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2.系统保证率

屋顶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时其太阳能保证率应大于

60%，东向、西向、南向安装阳台壁挂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时

应保证冬至日真太阳时 8时至 18时不低于 4小时日照。

3.系统辅助加热设备

太阳能热水系统宜配置节能型辅助加热设备，且必须带

有保证使用安全的装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安装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的相关规定。

4.系统使用年限

设计和选用的太阳能系统，产品应技术先进、性能可靠、

检修方便、经济节能。太阳能热水系统部件和整体的质量与

性能，应达到相关国家产品标准和具体设计的要求。系统中

集热器、贮热水箱、控制器和支架等主要部件的正常使用寿

命不应少于 10年。

5.系统安全性能

根据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需对太阳能热水系统相应的

采取防冻、防结露、防过热、防雷、抗雹、抗风、抗震等技

术措施。

6.系统供水水温、水压及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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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相关规定。太阳能热

水系统贮热水箱出口水温应低于 75℃。

6.1.4 一体化要求

规划阶段，建筑太阳能系统必须与建筑一体化，并实现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太阳能热水系

统的设计及安装应与建筑设计有机结合形成一体化，并应满

足安全可靠、维护简单、更换方便的要求。

6.1.5 审批及验收要求

屋面太阳能设施须经过规划审批后，方能取得施工许可

证及验收合格证。

6.2 太阳能设施景观化设计要求

6.2.1 整体协调要求

1.根据太阳能设备的不同安装位置，建筑物顶太阳能景

观以整洁规范为主，兼顾造型、纹理美观。建筑物外立面太

阳能景观必须考虑造型、纹理和色彩与城市整体风貌规划一

致、协调。

2.存量屋顶设施、存量外立面设施如完全更新有困难，

可采用分批更新、部分改造、整体微调相结合的方式，以保

证最佳投入产出条件下的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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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建屋顶设施、新建外立面设施规划应贯穿到建筑物

设计全过程中，避免因施工不合理而导致太阳能设备无法发

挥其节能作用，破坏太阳能景观的整体视觉效果。

6.2.2 改造要求

对现有建筑的太阳能景观化改造需要贯彻“融、藏、遮、

绿”的建设要求。

1.融

新建建筑宜采用建材型太阳能集热器或光伏板构成低

层、多层的建筑屋面、遮阳板及中高层、高层建筑的阳台栏

板。在原建筑改造中太阳能设施应与改造后的建筑空间完全

融合。

2.藏

屋面太阳能集热器及水箱布置须结合屋顶景观进行设

计。太阳能集热器布置需统一规划，应对屋面水箱进行遮盖。

3.遮

在没有条件进行一体化改造的前提下，需要采取安全、

可靠、经济的构筑物对现有的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进行立

面遮挡。

4.绿

如屋面条件许可，宜采用檐口垂直绿化、生态植被、攀

援植物等绿化设施对现有分散型太阳能进行绿化、美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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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海绵城市设计的相关要求。

6.2.3 太阳能集热器布置要求

1.确定合理的方位角度区间值，满足光照的要求，保证

太阳能板的统一朝向，实现整体上的协调。

2.严格规定太阳能设施的安放位置。太阳能及屋顶一体

化设计应确定太阳能板与屋顶的位置关系、面积关系及色彩

关系。

3.具体要求：

（1）布置面积要求：在平屋面和坡屋面上安装太阳能

集热器或太阳能热水器时，屋顶面积的利用应合理最大化，

在满足覆盖率要求的前提下，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的面积，平

屋面不得少于屋顶可用面积的 40%，11层及 11层以上建筑

的坡屋面不得少于南向屋面面积的 60%；

（2）安装朝向要求：在平屋面上安装的太阳能集热器

或热水器，当建筑朝向为南偏东不超过 15°或南偏西不超过

30°时，安装朝向必须与建筑朝向一致；当建筑朝向南偏东

超过 15°或南偏西超过 30°时，可根据建筑实际情况调整

为南偏东不超过 15°或南偏西不超过 30°，且一个屋面的

太阳能集热器或热水器须统一为相同的安装朝向。在坡屋面

上安装的太阳能集热器或热水器，安装朝向必须与建筑南向

坡屋面朝向一致；条件限制时，可朝南偏东、南偏西或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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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西设置。

（3）安装倾角要求：在平屋面上安装的太阳能集热器

或太阳能热水器，安装倾角宜为当地纬度±10°，不低于

10°且不超过 45°；如系统侧重在夏季使用，其倾角宜为当

地纬度减 10°；如系统侧重在冬季使用，其倾角宜为当地纬

度加 10°；在坡屋面上安装的太阳能集热器或热水器，安装

倾角应与坡屋面角度一致；太阳能集热器宜与坡屋面嵌入式

安装。

（4）设备颜色要求：太阳能水箱、平板集热器边框、

真空管集热器连箱/尾座等设备的颜色应与建筑外墙或坡屋

面盖瓦的颜色相同或相近，无法统一时采用深色系，弱化屋

顶太阳能存在效果。

（5）高度要求：在平屋面上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及其

附件，安装高度不得超过 2.0 米；在坡屋面上安装的太阳能

集热器或热水器，高度不得超过屋脊 0.2米，严禁太阳能热

水器直接安装于坡屋顶屋脊上。

6.2.4 水箱及其它设备的安装要求

屋面太阳能水箱及其它设备的布置须结合屋顶景观进

行设计。太阳能集热器布置统一规划，需对屋面水箱进行遮

蔽。建议采用太阳能集中供热分户储热系统，减少屋面水箱

的数量。屋面太阳能集热器及水箱需整齐布置，水箱应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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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太阳能集热器的遮挡影响。具体要求如下：

1.水箱安装要求

坡屋面：太阳能水箱应结合坡屋面进行整体设计，水箱

放置于坡屋顶闷顶内或屋顶可隐藏水箱的位置，减少水箱对

城市第五立面的影响。

平屋面：建筑设计时应设计热水箱的隐蔽安放位置或遮

蔽设施，热水箱本体高度不宜超过 3.0米。

2.水泵、控制箱安装要求

用于太阳能系统的水泵安装时，宜安装在防雨防晒的隐

蔽位置；水泵两端与管道连接的部位必须安装可曲挠的柔性

橡胶接头，且水泵及其底座与屋面之间必须安装减震器，消

除振动及噪声污染。

有控制箱的太阳能系统，控制箱宜安装在机房内，或防

雨防晒的其他隐蔽位置。

3.太阳能循环管路安装要求

太阳能系统管路安装时，宜横平竖直，并做好保温及防

紫外措施，太阳能上循环管沿循环方向须设置不小于 3‰的

坡度。

4.一体化要求

太阳能集热器及水箱结合外立面进行统一设计，如：在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太阳能集热板可代替部分通风采光顶的

遮阳、遮雨功能（阳光房、阳台外挂太阳能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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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露设置在建筑屋面上的贮热水箱，不得使用反光材

料制作防护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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