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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被动式建筑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被动式建筑，包括房屋、太

阳能集热器、换热管、地下调温装置。所述的房屋

包括钢结构骨架、面板，面板覆盖于钢结构骨架

两侧。太阳能集热器设置于房屋屋顶上。换热管

蛇形布置于面板中间。地下调温装置埋入地下包

括升降通道，所述的升降通道侧壁凹设有检修通

道、管线通道，升降通道侧壁底部凹设有换热总

成放置平台。所述的换热总成放置平台内部设有

蛇形换热盘、换热器、第一管道泵，蛇形换热盘贴

合于换热总成放置平台内壁上。本发明利用深层

土壤与房屋内部的温差进行冷热交换，实现夏天

对建筑内部进行降温。同时采用储温装置存储白

天太阳能收集到的多余的热能，在日照不充足的

情况下，释放这部分热能，对建筑内部进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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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包括房屋(1)、太阳能集热器(2)、换热管(3)、地下调温装置，

所述的房屋(1)包括钢结构骨架(101)、面板(102)，所述的钢结构骨架(101)由工字钢

拼接组成，面板(102)覆盖于工字钢两侧，

太阳能集热器(2)四个端角各设有一个电缸(201)，电缸(201)伸缩杆顶端与太阳能集

热器(2)铰接、电缸(201)底座与房屋(1)屋顶铰接，

换热管(3)蛇形布置于工字钢两侧面板(102)之间，

地下调温装置埋入地下、包括混凝土外壳(4)，所述的混凝土外壳(4)包括升降通道

(402)，所述的升降通道(402)侧壁凹设有检修通道(404)、管线通道(405)，升降通道(402)

侧壁底部凹设有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检修通道(404)、管线

通道(405)均位于混凝土外壳(4)的同一侧，检修通道(404)、管线通道(405)均与换热总成

放置平台(403)贯通连接，

所述的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内部设有蛇形换热盘(6)、换热器(7)、第一管道泵(8)，

蛇形换热盘(6)贴合于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内壁上，

检修通道(404)内部固定有检修梯(406)，

管线通道(405)内部设有进水管(01)、出水管(02)、太阳能出液管(03)、太阳能回液管，

进水管(01)、出水管(02)均一端通过两根支管分别与蛇形换热盘(6)、换热器(7)贯通连接、

另一端与换热管(3)贯通连接，第一管道泵(8)设置于出水管(02)上，太阳能出液管(03)、太

阳能回液管均一端与太阳能集热器(2)贯通连接、另一端与换热器(7)贯通连接，太阳能回

液管上设有第二管道泵(05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太阳能集热器(2)采用板式太阳能集热器，

所述的房屋(1)屋顶上设有带有内腔的隔热顶(103)，电缸(201)伸缩杆回缩至最低点

时，太阳能集热器(2)位于隔热顶(103)内腔内部，

隔热顶(103)顶面与太阳能集热器(2)相对的位置开有出入口，出入口上罩设有密封门

(104)，密封门(104)通过电动折页控制其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混凝土外壳(4)顶面与地表平齐，所述的混凝土外壳(4)的深度为50m～150m，所

述的混凝土外壳(4)上端设有敞口，上端敞口处覆盖有盖板(40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混凝土外壳(4)包括检修平台(401)，检修平台(401)设置于升降通道(402)上

方，检修平台(401)水平截面尺寸大于升降通道(402)截面尺寸，检修通道(404)、管线通道

(405)底部至于升降通道(402)底部、顶部与检修平台(401)贯通连接，

进水管(01)、出水管(02)、太阳能出液管(03)、太阳能回液管沿管线通道(405)向上穿

设至检修平台(401)内部、在由检修平台(401)侧壁穿出于太阳能集热器(2)、换热管(3)贯

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升降通道(402)内部设有储温装置，

所述的太阳能回液管包括太阳能第一回液管(04)、太阳能第二回液管(05)，太阳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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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液管(04)入口与换热器(7)热源出口贯通连接、出口与储温装置进液口贯通连接，太阳

能第二回液管(05)入口与储温装置出液口贯通连接、出口与太阳能集热器进液口贯通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储温装置包括储温装置外壳(5)，储温装置外壳(5)端面设有可开合的检修门

(501)，

储温装置外壳(5)内部设有至少一台储温箱(502)，储温箱(502)内部设有若干个储温

胶囊(503)，相邻的储温胶囊(503)之间、储温胶囊(503)与储温箱(502)内壁之间通过连接

杆(504)固定连接，

储温箱(502)下端设有进液口、上端设有出液口，太阳能第一回液管(04)与储温箱

(502)进液口通过管路贯通连接，太阳能第二回液管(05)与储温箱(502)出液口通过管路贯

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储温胶囊(503)内部装有相变材料，储温箱(502)与储温装置外壳(5)之间填充

有保温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5或6或7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储温装置上下滑动设置于升降通道(402)内部，检修平台(401)内部设有升降机

构(9)，升降机构(9)控制储温装置上下滑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4或5或6或7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蛇形换热盘(6)上固定有若干根导热杆(601)，所述的导热杆(601)末端穿过混

凝土外壳(4)至于土壤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被动式建筑，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导热杆(601)与混凝土外壳(4)接触部位套设有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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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动式建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实验器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为一种被动式建筑。

背景技术

[0002] 被动式建筑，即节能屋被动式房屋，是基于被动式设计而建造的节能建筑物。被动

式房屋不仅适用于住宅，还适用于办公建筑、学校、幼儿园、超市等。被动式建筑不需要主动

加热，它基本上是依靠被动收集来的热量来使房屋本身保持一个舒适的温度。使用太阳、人

体、家电及热回收装置等带来的热能，不需要主动热源的供给。随着节能的需求更为迫切，

被动式建筑发展开来。

[0003] 目前被动式建筑多为热量的收集、利用，在夏天制冷方面有所欠缺，同时热量无法

有效储存，冬天夜晚室内温度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被动式建筑，本发明

利用深层土壤与房屋内部的温差进行冷热交换，实现夏天对建筑内部进行降温。同时采用

储温装置存储白天太阳能收集到的多余的热能，在日照不充足的情况下，释放这部分热能，

对建筑内部进行加热。

[0005] 本发明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被动式建筑，包括房屋、太阳能集热器、换热管、地下调温装置。

[0007] 所述的房屋包括钢结构骨架、面板，所述的钢结构骨架由工字钢拼接组成，面板覆

盖于工字钢两侧。

[0008] 太阳能集热器四个端角各设有一个电缸，电缸伸缩杆顶端与太阳能集热器铰接、

电缸底座与房屋屋顶铰接。

[0009] 换热管蛇形布置于工字钢两侧面板之间。

[0010] 地下调温装置埋入地下、包括混凝土外壳，所述的混凝土外壳包括升降通道，所述

的升降通道侧壁凹设有检修通道、管线通道，升降通道侧壁底部凹设有换热总成放置平台，

换热总成放置平台、检修通道、管线通道均位于混凝土外壳的同一侧，检修通道、管线通道

均与换热总成放置平台贯通连接。

[0011] 所述的换热总成放置平台内部设有蛇形换热盘、换热器、第一管道泵，蛇形换热盘

贴合于换热总成放置平台内壁上。

[0012] 检修通道内部固定有检修梯。

[0013] 管线通道内部设有进水管、出水管、太阳能出液管、太阳能回液管，进水管、出水管

均一端通过两根支管分别与蛇形换热盘、换热器贯通连接、另一端与换热管贯通连接，第一

管道泵设置于出水管上，太阳能出液管、太阳能回液管均一端与太阳能集热器贯通连接、另

一端与换热器贯通连接，太阳能回液管上设有第二管道泵。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太阳能集热器采用板式太阳能集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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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的房屋屋顶上设有带有内腔的隔热顶，电缸伸缩杆回缩至最低点时，太阳能

集热器位于隔热顶内腔内部。

[0016] 隔热顶顶面与太阳能集热器相对的位置开有出入口，出入口上罩设有密封门，密

封门通过电动折页控制其开关。

[0017] 优选的，所述的混凝土外壳顶面与地表平齐，所述的混凝土外壳的深度为50m～

150m，所述的混凝土外壳上端设有敞口，上端敞口处覆盖有盖板。

[0018] 优选的，所述的混凝土外壳包括检修平台，检修平台设置于升降通道上方，检修平

台水平截面尺寸大于升降通道截面尺寸，检修通道、管线通道底部至于升降通道底部、顶部

与检修平台贯通连接。

[0019] 进水管、出水管、太阳能出液管、太阳能回液管沿管线通道向上穿设至检修平台内

部、在由检修平台侧壁穿出于太阳能集热器、换热管贯通连接。

[0020] 优选的，所述的升降通道内部设有储温装置。

[0021] 所述的太阳能回液管包括太阳能第一回液管、太阳能第二回液管，太阳能第一回

液管入口与换热器热源出口贯通连接、出口与储温装置进液口贯通连接，太阳能第二回液

管入口与储温装置出液口贯通连接、出口与太阳能集热器进液口贯通连接。

[0022] 优选的，所述的储温装置包括储温装置外壳，储温装置外壳端面设有可开合的检

修门。

[0023] 储温装置外壳内部设有至少一台储温箱，储温箱内部设有若干个储温胶囊，相邻

的储温胶囊之间、储温胶囊与储温箱内壁之间通过连接杆固定连接。

[0024] 储温箱下端设有进液口、上端设有出液口，太阳能第一回液管与储温箱进液口通

过管路贯通连接，太阳能第二回液管与储温箱出液口通过管路贯通连接。

[0025] 优选的，所述的储温胶囊内部装有相变材料，储温箱与储温装置外壳之间填充有

保温材料。

[0026] 优选的，所述的储温装置上下滑动设置于升降通道内部，检修平台内部设有升降

机构，升降机构控制储温装置上下滑动。

[0027] 优选的，所述的蛇形换热盘上固定有若干根导热杆，所述的导热杆末端穿过混凝

土外壳至于土壤中。

[0028] 优选的，所述的导热杆与混凝土外壳接触部位套设有密封圈。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0030] (1)采用板式太阳能集热器，通过太阳能集热器下方的四个电缸的伸缩量调节太

阳能集热器的角度，使其能一直对着太阳，提高了太阳能的利用效率。

[0031] (2)蛇形换热盘通过多根导热杆与深层土壤进行热交换，及时将其内部的水冷却，

然后在泵入至换热管内部，对建筑物内部进行冷却，确保夏天建筑物内部凉爽。

[0032] (3)太阳能集热器内部的导热也吸收太阳能提高温度，然后泵入至储热装置中，对

储温胶囊进行加热，使储温胶囊内部的相变材料发生相变储藏热能，以便在阳光不充足、夜

晚时释放热能，保持冬季建筑物内部温度。

附图说明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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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1为本发明一种被动式建筑系统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房屋外形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房屋太阳能板抬起后效果图，

[0037] 图4为本发明房屋内部钢结构框架示意图，

[0038] 图5为本发明房屋剖视图，

[0039] 图6为本发明太阳能板外形图，

[0040] 图7为本发明地下调温装置外形图，

[0041] 图8为本发明地下调温装置管线通道处剖视图，

[0042] 图9为本发明地下调温装置检修通道处剖视图，

[0043] 图10为本发明储温装置外壳局部剖视图，

[0044] 图11为本发明储温装置内部结构图，

[0045] 图12为本发明储温箱剖视图，

[0046] 图13为本发明换热总成结构图。

[0047] 图中：1-房屋、101-钢结构骨架、102-面板、103-隔热顶、104-密封门、2-太阳能集

热器、201-电缸、3-换热管、4-混凝土外壳、401-维修平台、402-升降通道、403-换热总成放

置平台、404-检修通道、405-管线通道、406-检修梯、407-盖板、5-储温装置外壳、501-检修

门、502-储温箱、503-储温胶囊、504-连接杆、6-蛇形换热盘、601-导热杆、7-换热器、8-第一

管道泵、9-升降机构、01-进水管、02-出水管、03-太阳能出液管、04-太阳能第一回液管、05-

太阳能第二回液管、051-第二管道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附图为该一种被动式建筑的最佳实施例，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的说

明。

[0049] 由附图1所示，一种被动式建筑，包括房屋1、太阳能集热器2、换热管3、地下调温装

置。

[0050] 由附图2、附图4、附图5所示，所述的房屋1包括钢结构骨架101、面板102，所述的钢

结构骨架101由工字钢拼接组成。面板102覆盖于工字钢两侧，组合成墙壁的内面、外面以及

房屋1地板、顶板。钢结构骨架101上固定有窗框、门框，用于安装门窗。

[0051] 所述的房屋1屋顶上设有带有内腔的隔热顶103，隔热顶103的垂直方向截面形状

为等腰梯形。

[0052] 所述的太阳能集热器2采用板式太阳能集热器，由附图6所示，太阳能集热器2四个

端角各设有一个电缸201。电缸201伸缩杆顶端与太阳能集热器2铰接、电缸201底座与房屋1

屋顶铰接。电缸201伸缩杆回缩至最低点时，太阳能集热器2位于隔热顶103内腔内部。

[0053] 隔热顶103顶面与太阳能集热器2相对的位置开有出入口，出入口上罩设有密封门

104。密封门104可通过电动折页控制其开关，也可以采用汽车天窗轨道式开关机构进行控

制。

[0054] 由附图3所示，通过调节四个电缸201伸缩杆伸缩长度，可控制太阳能集热器2伸出

隔热顶103，同时还可调整太阳能集热器2的角度，使其与太阳光线角度对应，提高太阳能的

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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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换热管3蛇形布置于工字钢两侧面板102之间，本实施例主要布置于房屋1地板以

及四面墙壁之间。

[0056] 由附图7、附图8、附图9所示，地下调温装置埋入地下、包括混凝土外壳4。所述的混

凝土外壳4顶面与地表平齐，所述的混凝土外壳4的深度为50m～150m，所述的混凝土外壳4

上端设有敞口，上端敞口处覆盖有盖板407。

[0057] 所述的混凝土外壳4包括检修平台401、升降通道402，检修平台401设置于升降通

道402上方，检修平台401水平截面尺寸大于升降通道402截面尺寸。

[0058] 所述的升降通道402侧壁凹设有检修通道404、管线通道405，升降通道402侧壁底

部凹设有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检修通道404、管线通道405底部至于升降通道402底部、顶

部与检修平台401贯通连接。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检修通道404、管线通道405均位于混凝

土外壳4的同一侧，检修通道404、管线通道405均与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贯通连接。

[0059] 由附图13所示，所述的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内部设有蛇形换热盘6、换热器7、第

一管道泵8，蛇形换热盘6贴合于换热总成放置平台403内壁上。所述的蛇形换热盘6的每一

排管线上均固定有若干根导热杆601，所述的导热杆601末端穿过混凝土外壳4至于土壤中。

[0060] 为了避免土壤中物质进入到混凝土壳体4内部，所述的导热杆601与混凝土外壳4

接触部位套设有密封圈。

[0061] 检修通道404内部固定有检修梯406，检修梯406固定于检修通道404与升降通道

402的接口处，这样检修人员向下爬的过程中身体可在检修通道404内部，检修通道宽度有

限，如果检修人员意外跌落，身体不会后仰，可再次抓紧检修梯406。检修梯406相邻两根横

杠之间的空隙足够检修人员钻过。

[0062] 管线通道405内部设有进水管01、出水管02、太阳能出液管03、太阳能回液管，进水

管01、出水管02均一端通过两根支管分别与蛇形换热盘6、换热器7通过带有电控阀门的支

管贯通连接、另一端与换热管3贯通连接。第一管道泵8设置于出水管02上，太阳能出液管

03、太阳能回液管均一端与太阳能集热器2贯通连接、另一端与换热器7贯通连接，太阳能回

液管上设有第二管道泵051。

[0063] 进水管01、出水管02、太阳能出液管03、太阳能回液管沿管线通道405向上穿设至

检修平台401内部、在由检修平台401侧壁穿出于太阳能集热器2、换热管3贯通连接。

[0064] 所述的升降通道402内部设有储温装置，由附图10、附图11、附图12所示，所述的储

温装置包括储温装置外壳5，储温装置外壳5端面设有可开合的检修门501。

[0065] 储温装置外壳5内部设有至少一台储温箱502，储温箱502内部设有若干个储温胶

囊503，相邻的储温胶囊503之间、储温胶囊503与储温箱502内壁之间通过连接杆504固定连

接。所述的储温胶囊503内部装有相变材料，储温箱502与储温装置外壳5之间填充有保温材

料。本实施例中，相变材料采用无机水合盐或石蜡，储温胶囊503内部预留有相变材料相变

所需空间。

[0066] 所述的太阳能回液管包括太阳能第一回液管04、太阳能第二回液管05，太阳能第

一回液管04入口与换热器7热源出口贯通连接、出口与储温箱502进液口贯通连接，太阳能

第二回液管05入口与储温箱502出液口贯通连接、出口与太阳能集热器进液口贯通连接。

[0067] 所述的储温装置上下滑动设置于升降通道402内部，检修平台401内部设有升降机

构9，升降机构9控制储温装置上下滑动。升降机构9采用与电梯升降控制装置相同的现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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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0068] 夏季，房屋1内部温度高，需要降低房屋1内部的温度。因为深层土壤温度低于空气

温度，因此通过调节相应电控阀门的开关，实现换热管3与蛇形换热盘6贯通连接，换热管3

内部的液体吸收房屋1内部的热量然后流入至蛇形换热盘6内部进行降温，实现房屋1与深

层土壤之间的热交换，用以降低房屋1内部的温度。

[0069] 冬季，房屋1内部温度低，需要提高房屋1内部的温度。通过调节相应电控阀门的开

关，实现换热管3与换热器7之间的贯通连接。

[0070] 白天：太阳能集热器2伸出，其内部液体吸收太阳能加热，并流入至换热器7内部，

对进水管01、出水管02、换热管3内部的液体进行加热，实现对房屋1内部加热的问题。同时，

多余的热能对储温箱502内部的储温胶囊503加热，使其内部的相变材料发生相变，储存这

部分热能。

[0071] 夜间：太阳能集热器2无法收集太阳能，回缩至隔热顶103内部。即可防尘、又可避

免太阳能出液管03、太阳能回液管内部的液体流过太阳能集热器2时，出现热能损耗。此时，

流入至储物箱502内部的液体吸收储温胶囊503的热能，温度升高，然后流入至换热器7内

部，对流经换热管3的液体加热，实现夜间对房屋1内部加热功能。

[0072]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方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

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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