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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4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 50947 - 2014，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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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7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7〕 125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

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数据要求；

4 建模要求； 5 计算参数与方法； 6 计算结果与误差。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送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地址：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5

号，邮政编码： 100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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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规范建筑臼照的计算，增强日照标准的可操作性，保

障城乡规划的实施，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有白照标准要求的建筑和场地的日照计算。

1. o. 3 建筑日照计算的完整过程应包括：数据资料整理、建立

几何模型、确定计算参数、确定汁算方法、计算操作、书写计算

报告、校审计算报告、数据归档管理。

1. o. 4 用于建筑日照计算的软件必须经过软件产品质量检测单

位的测试，并应通过国家级检测机构的检测。

1. o. s 建筑日照计算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1 



2 术语

2. 0.1 真太阳时 apparent solar time 

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当地观测点的上中天（正午 12 时，即当地

当日太阳高度角最高之时）的时间间隔为 1 真太阳日， 1 真太阳

日分为 24 真太阳时，也称当地正午时间。

2. 0. 2 建筑日照 sunlight on buildings 

太阳光直接照射到建筑物（场地）上的状况。

2.0.3 日照标准日 reference day of sunlight assessment 

用来测定和衡量建筑吕照时数的特定日期。

2.0.4 有效日照时间带 period of effective sunlight 

根据日照标准日的太阳方位角与高度角、太阳辐射强度和室

内日照状况等条件确定的时间区段，用真太阳时表示。

2. o. 5 日照时间计算起点 reference position for sunlight as一

sessment 

为规范建筑日照时间计算所规定的建筑物（场地）上的计算

位置。

2. 0. 6 日照时数 sunlight duration time 

在有效日照时间带内，建筑物（场地）计算起点位置获得日照

的连续时间值或各时间段的累加值。

2.0.7 建筑日照标准 standard of sunlight on buildings 

根据建筑物（场地）所处的气候区、城市规模和建筑物（场地）

的使用性质，在日照标准日的有效日照时间带内阳光应直接照射

到建筑物（场地）上的最低日照时数。

2. o. 8 日照基准年 reference year of sunlight assessment 

建筑目照计算中所采用的相关太阳数据的取值年份。

2.0. 9 遮挡建筑 obstructiv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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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日照时间带内，对巳建和拟建建筑（场地）的日照产生

影响的已建和拟建建（构）筑物。

2.0.10 被遮挡建筑（场地） buildings (site) being overshad一

owed 

在有效日照时间带内，日照受已建和拟建建（构）筑物影响

的已建和拟建建筑（场地）。

2.0.11 建模 modeling 

为计算建筑日照，对地形、遮挡建筑和被遮挡建筑建立几何

模型并确立空间位置关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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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要求

3. 0.1 日照计算前，应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包括确定日照计

算范围、收集相关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所采用的数据应

符合相关测量和设计标准中有关精度的规定。

3. o. 2 日照计算应根据实际遮挡情况及相关利害人的要求确定

日照计算范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主要遮挡建筑的实际遮挡范围，应综合各种因素，

确定被遮挡建筑（场地〉的计算范围；

2 应考虑周边其他建筑对被遮挡建筑（场地）的叠加影响，

合理确定遮挡建筑的计算范围。

3. o. 3 在确定日照计算范围时应根据详细规划或规划条件，对

尚未建设或将改建的相邻地块进行评估，并应在必要时纳入计算

范围。

3.0.4 计算数据来源应包括测量数据、存档数据和报批数据，

数据来源的选取顺序宜根据工程建设阶段，按表 3.0.4 的规定

确定。

表 3.0.4 数据来源选取JI!.页序

建筑实 建筑竣 地形图 建筑施 建筑方
修建性

建设阶跋
测因 工图 Cl : 500-1 : 2000) 工团 案图

详细规 报批图
划图

已建建筑 I II 阻 N 
在建建筑 I II 
已批未建建筑 I 日 盟

规划拟建建筑 I 
注： 1 I 、 E 、盟、 N表示优先选用的次序，当计算对象处于不同的建设阶段

时，分别选取对应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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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测因应由具有测量资质的机构按现行国家标准测绘。

3 表中的建筑实测因为剧量数据，审批通过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图、建筑方案

图、建筑施工图、建筑竣工图、地形图为存档数据，待审批的各类报挝图

为报批数据。



3.0.5 日照计算数据应符合表 3. 0. 5 的规定。

表 3.0.5 建筑日照计算数据

数据类别 数据内容

地形 地表轮廓数据

总平面
遮挡建筑、被遮挡建筑（场地）的平固定位，竖向设计高程，有日

照要求的场地边界位置

建筑单体
遮挡建筑、被遮挡建筑（场地）的外轮廓，有日照要求建筑的户搜

与有计算需要的窗户定位，有日照要求建筑的首居室内地坪高程

3.0. 6 日照计算应采用计算机阁形文件。纸质资料应转换为计

算机图形文件，并应对转换后的计算机图形文件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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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模要求

4.0.1 在日照计算时应根据所获得的数据建立几何模型，模型

的内容应包括计算范围内的遮挡建筑、被遮挡建筑（场地）、地

形及其相互关系，并可对模型进行必要的简化。

4. 0. 2 建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模型应采用统一的平面和高程基准；
2 所有建筑的墙体应按外墙轮廓线建立模型；

3 遮挡建筑的阳台、檐口、女儿墙、屋顶等造成遮挡的部

分均应建模，被遮挡建筑的上述部分如需分析自身遮挡或对其他

建筑造成遮挡，也应建模；

4 构成遮挡的地形、建筑附属物应建模；

5 进行窗户分析时，应对被遮挡建筑外墙面上的窗进行

定位；

6 遮挡建筑、被遮挡建筑及窗应有唯一的命名或编号。

4.0.3 在建模时可进行综合或简化，当屋顶、外墙、构筑物及

建筑附属物形体较为复杂时，可为简单的几何包络体。

4. o. 4 建立的模型应完整，避免冗余；相邻建筑体块不宜出现

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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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参数与方法

5. 0.1 日照计算的预设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照基准年应选取公元 2001 年；

2 采样点问距应根据计算方法和计算区域的大小合理确定，

窗户宜取 0. 30m~ 0. 60m；建筑宜取 0. 60m~ 1. OOm；场地宜取

1. OOm~ 5. OOm; 

3 当需设置时闵间隔时，不宜大于 1. Omin 

5. o. 2 臼照标准日和有效臼照时问带的选取应符合现行罔家标

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 的有关规定。

5.0.3 日照计算宜选取当地政府公布的城市经纬度，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建筑实际位置与城市纬度差超过 15＇或南北距离超过

25km 时，宜另确定经纬度的取值；

2 当建筑实际位置与城市经度差超过 15＇或东西距离超过

20km 时，宜另确定经纬度的取值。

5.0.4 日照计算宜考虑太阳光线与墙面水平夹角的影响，水平

夹角的取值应按建筑朝向、建筑墙体和窗户形式等因素综合

确定。

5. o. 5 日照计算应采用真太阳日才，时间段可累积计算，可计人

的最小连续日照时间不应小于 5. Omina 

5.0. 6 日照时间的计算起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落地窗、凸窗和落地凸窗应以虚拟的窗台面位置为计算

起点〈图 5. 0. 6-1) 。

2 直角转角窗和弧形转角窗应以窗洞口所在的虚拟窗台面

位置为计算起点（阁 5. o. 6-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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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0. 6-1 落地窗和凸窗的计算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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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转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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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转角窗
(b) 

图 5. 0. 6-2 直角转角窗和弧形转角窗的计算起点

3 异型外墙和异型窗体可为简单的几何包络体。

4 宽度小子等于 1. 80m 的窗户，应按实际宽度计算；宽度

大于 1. 80m 的窗户，可选取日照有利的 1. 80m 宽度计算。

5.0.7 日照计算应依据分析对象的特点选取合理的计算方法，

应对房间进行窗户分析，对建筑进行平面分析和立面分析，对场

地进行平面分析，并应采用直观、易懂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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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算结果与误差

6.0.1 日照计算的时间表达应为真太阳时，也可换算为北京时

间，时间的输出结果应精确到分钟。

6.0.2 日照计算软件的计算误差允许偏差为士3. Omi儿当不同

工程阶段的目照计算结果之间及其与观测日照时间不一致时，应

以最后阶段的日照计算结果为准。

6. 0. 3 计算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报告名称、项目名称、委托单位、受托单位和完成时

间等；

2 资料来源、项目概况等；

3 主要的法规和技术依据；

4 日照计算所采用的软件名称及版本；

5 日照计算的各项参数；

6 日照计算范围：包括拟建建（构）筑物、已建建（构）

筑物和地形等；

7 日照计算结论：判定是否满足日照标准（可采用图示、

表格及文字等方式表达）。

6.0. 4 日照计算应建立相应的档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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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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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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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7704504606

5006120

https://d.book118.com/777045046065006120
https://d.book118.com/777045046065006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