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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湖南省新农村住宅节能现状及对策的研究 

立项时间 201206 完成时间 201406    

项 

目 

主 

要 

研 

究 

人 

员 

序

号 
姓  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所在院（系） 

项目中的 

分    工 

1 陈  强 09101240222 建筑学 
建筑工程与艺术

设计学院 
总负责、数据

汇总分析 

2 王建刚 10101240309 建筑学 
建筑工程与艺术

设计学院 
实地调研、收

集数据 

3 刘亚利 10101140335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与艺术

设计学院 
实地调研、收

集数据 

4 胡铁山 11101140506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与艺术

设计学院 
实地调研、收

集数据 

5 王  博 11101140241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与艺术

设计学院 
实地调研、数

据汇总分析 

 

二、研究成果简介 

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成果的

创新特色、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特色。限定在 2000 字以

内。 

1．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当前，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新型农村住宅建设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

越迫切，农宅翻新逐年加快。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指导，一些地方村庄盲目拆

建，新建住宅多为低层次重复的高能耗建筑，造成严重的资源、能源浪费。因此，

在农村住宅建设中，如何设计建造出既节能又省地的新型农村住宅，已成为新农村

建设的当务之急，对缓解我国能源、土地紧缺状况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以湖南农村典型住宅为对象，总结湖南不同地域特色村镇住宅的居住模式、空

间组合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建筑风貌与文化特色，对传统设计意匠进

行挖掘、传承，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针对新农村住宅建设对地域生

活形态的适应性要求，以及在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环保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探索我省不同地域特色村镇住宅的设计模式。 

本项目首先以组员调查、定性研究为基础，根据湖南地区的地理位置及气候特

征。分析了农村住宅的能耗特征，并指出了农村住宅节能建设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湖南新农村住宅节能设计原则，即生态原则、关心使用者原则、

改善能源结构原则和经济可行性原则。然后从住宅选址、住宅朝向、材料选择、功

能分析等方面论证了湖南地区新农村住宅节能设计方法。最后提出了湖南新农村住

宅节能建设的两种模式，即基于传统农宅中生态原型的发展模式和基于新材料、新



技术的生态化发展模式,并对其验证、修订和完善，达到研究目的。 

3．成果的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1）减少建筑能源需求量 

由调查的数据可知，农村电风扇的普及率相当高，而且这是我国南方农村居民

主要使用的温控措施，夏天会使用大量的电能。因此，减少建筑用电是降低建筑能

耗总量的重要因素。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建筑规划与设计时创造良好的建筑室内微气候，以尽量减少对建筑设备的依

赖，具体措施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合理选择建筑的地址、采取合理的外部环境

设计(主要方法为：在建筑周围布置树木、植被、水面、假山、围墙);合理设计建

筑形体(包括建筑整体体量和建筑朝向的确定。 

建筑围护结构改善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建筑围护结构组成部件(屋顶、

墙、地基、隔热材料、密封材料、门和窗、遮阳设施)的设计对建筑能耗、环境性

能、室内空气质量与用户所处的视觉和热舒适环境有根本的影响。 

使用小功率的家电，减少建筑设备的使用。 

（2）采用新能源 

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方面，新能源的利用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太阳能是本

地比较充裕的一种新能源。 

由于本村的房屋多以统一规划设计，方位朝向上利于我们对太阳能的采集与利

用。建议大量推广太阳能的相关能源设备，以取代液化气，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不单单节能减排，更加可以改变原有的能源结构，可谓一举多得。 

4.成果的创新点和特色 

本研究以改善湖南省农村的居住环境为目标，根据目前农村的现状，对湖南省

新农村民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从传统民居中提取适合本土环境的建

筑元素。在新农村住宅建设过程中，综合气候、环境、经济等因素，积极采用节能

措施，促进节能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为湖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住宅宅建造提供

参考。且以新农村建设为目标，战略眼光高远，项目立意切实可行，可操作性极强。 

5.成果的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 

通过本次建筑节能科研活动，进一步了解了当地建筑的特色与各种相关特点，

也了解到建筑节能不仅体现在表面的材料使用上，还体现在建筑房屋相关节能设备

上。比如：当地只有少数村民家里使用太阳能和沼气池。我们将材料汇总归纳后，

得出了科研活动所需要的数据和相关结论。基本上实现了问卷调查的目的。但是村

民对于建筑节能方面的相关知识还知之甚少，建筑节能在农村的普及和使用上还有

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建筑节能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向村民普及

建筑节能方面的知识。经过此次的调研活动，我们也深切的感受到了专业理论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也加强了自己对本专业相关知识的认知。在今后的学

习工作当中，我们会继续发扬本次科研活动中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更加美好灿烂的

明天而努力奋斗！ 

6．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特色 

（1）完成论文 7篇； 

（2）通过问卷调查加强建筑节能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向村民普及建筑节能

方面的知识。 

 

 

 



三、项目研究总结报告 

 

预定计划执行情况，项目研究和实践情况，研究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收获，

研究工作有哪些不足，有哪些问题尚需深入研究，研究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和建

议。（字数不限，可加页面） 

1、预定计划执行情况 

1.1项目实施前期准备（2012.6—2012.7） 

（1）提高认识，坚定学生实施项目的决心。 

搜集当今农村建筑节能方面的现状，了解农村建筑节能问题的严重性、危害

性。提高项目组成员对进行项目实践意义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2）编制湖南省农村建筑环境节能情况调查问卷提纲。 

（3）前期走访联系试点调查及宣传的县、镇、村（已联系衡阳县、石市乡、

麻元村）并获得该村建筑的一些基本信息。 

 

1.2项目实施（2012.7—2013.4） 

（1）组员分散收集并印发农村建筑节能资料，挨家挨户分发给村民，并向农

民宣传农村建筑节能知识。 

（2）组员分散走访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农村中宣传建筑节能理念，

将各个村资料整理成文，项目成员与指导老师讨论研究，查漏补缺，发现问题，

准备再次调查。 

（3）扩大调查范围，调查的村落增加，扩散到全省，全省每个地区选一名负

责同学，负责对其所在地区的建筑研究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再次扩大建筑节能宣

传力度，再次收集数据分析。 

（4）了解当地的气候和人口状况，计算分析出人均所需建筑面积，确定建筑

选用合理的建材，包括建筑主题结构材料和装修材料，设计合理的建筑形式。 

（5）了解当地住宅能耗情况，统计各种能源的使用情况和利用率，因地制宜

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农村住宅采暖和降温、保温隔热的建筑方案，并针对各种情况，

提出多种方案。整合成集，为农村住宅采暖和降温、保温隔热提供参考。 

 

1.3项目检查和反馈（2013.4—2013.5） 

召开项目调查座谈会，通过与农民的交谈，一方面检查组员在调查过程中采

用的方式方法是否恰当，反思，使组员更深了解农民，了解农村，加强组员的社

会责任心。另一方面，这过程也是查漏补缺的过程。 

 

1.4项目总结宣传和推广（2013.6-2014.6） 



（1）将所有研究成果和方案写出，请教相关专家和学者，与之进行深入讨论

和研究。提升项目的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 

（2）撰写论文，提交给学校及相关部门，并发表在相关刊物上。 

（3）总结项目实践经验，编印宣传资料，并把此调研成果提交给当地政府，

推广试点村镇。 

 

1.5采取的研究方法： 

（1） 走访调查法：1、实地调查、收集图献资料；2、用问卷调查或询问交

流的方法了解当地建筑状况。 

（2） 文献分析法：将已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3） 比较分析法：通过与国内外各地以及城市比较，发现不足与优势。 

（4） 案例分析法：借助国内外成功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分析我省新农

村建筑节能具体措施。 

 

2．项目研究和实践情况 

（1）调查对象：以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石市乡麻园村典型住宅为对象 

（2）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写生及入户典型调查

的方法。 

（3）参加调查人员：衡阳县石市乡麻园村村书记陶立德、村主任陶进银、妇

联主任胡春香。 

（4）数据汇总，提出对策。 

（5）举行建筑节能宣讲。 

 

3．主要成绩和收获 

3.1对于当代大学生德育实践能力的提升： 

（1）培养当代大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全社会形成关注农村的良好的风气。 

（3）磨砺当代大学生的意志，培养具有良好品格，政治优良的社会合格青年。 

 (4)通过此次实践，使当代大学生关注“三农”问题，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

加强个人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 

 

3.2对于农村建筑节能方面： 

（1) 主要从技术层次出发，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前的农

村住宅生态设计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2) 在对湖南农村住宅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挖掘了当地传统住宅中

积累的一些适应地域性气候特点的低技术措施。 

(3) 通过对湖南农村传统住宅中的节能措施的分析，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两种

新农村住宅的发展模式——基于传统农宅中生态原型的发展模式和基于新材料、

新技术的生态化发展模式。 

 

4．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和不足 

通过本次建筑节能科研活动，进一步了解了当地建筑的特色与各种相关特点，

也了解到建筑节能不仅体现在表面的材料使用上，还体现在建筑房屋相关节能设

备上。比如：当地只有少数村民家里使用太阳能和沼气池。我们将材料汇总归纳

后，得出了调研活动所需要的数据和相关结论。基本上实现了问卷调查的目的。

但是村民对于建筑节能方面的相关知识还知之甚少，建筑节能在农村的普及和使

用上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建筑节能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

向村民普及建筑节能方面的知识。 

 

5．下一步研究工作建议 

 给当地政府提供建设参考依据，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 

（1）在农村广泛传播建筑节能理念，使农村建筑节能意识深入人心。 

（2）获得省内多个典型村建筑方面的材料文献资料整理报告、实地考察报告。 

（3）发现农村建筑节能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4）研究出可行的农村建筑节能改革方案。 

（5）间接了解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生活水平。 

 

 

四、经费使用情况 

经费合计 18000 元。 

 

经费支出情况： 

 

资料费                 1000 元 

材料费                  500 元 

调研差旅费               9000 元 

成果发表相关费用         5500 元 

资料搜集、处理相关费用    500 元 

其他                     1500 元 

 



五、指导教师及学院（系）审核意见 

 

项目指导教师对结题的意见，包括对项目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评价等。 

 

项目组成员深入农村实地考察，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数

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达到预期效果，同意结题。 

 

 

 

负责人签章： 

2019 年 3月 24日 

 

项目主持人所在学院（系）对结题的意见，包括对项目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评价等 

 

该项目组通过实地调研，研究工作符合要求，研究成果达到预期效果。 

            

    同意结题。 

 

 

 

负责人签章： 

2019 年 3月 24日 

 

六、学校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对项目研究的任务、目标、方法和研究成果水平等进行评价，是否结题。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