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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户式建筑
零能耗，或者称“零能源住宅”，是指不消耗常

规能源，完全依靠太阳能或者其他可再生能源的住

宅，其目标是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约能

源消耗。

这种零能耗住宅，是指在任意气候条件下，通过对

住宅的科学设计、科学选材，使室内自然温度接近或保

持在人体舒适温度15℃～26℃范围内，从而为居住者提

供健康、舒适、环保的居住空间。也就是说，这种建筑在

基本上不消耗煤炭、石油、电力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情况

下，就能维持住宅的正常生活所需。

那么，这一种零能耗住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

住宅？我去日本东北地震灾区，参观了灾民新建的

住宅。

灾区下了大雪，白茫茫的一片。陪同我的是日本

岩手县灾后重建委员会委员长木村清且先生，他是一

位建筑大师。

日本东北地区灾后重建，灾民的房子大都不是政

府建的。遭遇过海啸袭击的沿海地区，整个城市地基

下沉两米多，灾民们担心今后还会遭遇大海啸，所以

大多移住到高坡上重建自己的家园，上田先生就是其

中的一位。

我去的那一天，刚好是上田家新房落成交接，我

随木村先生去参加交接活动，一方面去看看灾民们新

建的住宅是啥样，另一方面，也去看看日本的独户式

建筑，与中国的别墅有啥不一样。

上田家的新房是一栋两层半的单体建筑，就是中

国人概念中的别墅楼。这栋别墅楼，是木村先生的公

司设计的。

走进上田家，发现设计公司、建筑公司、电器安装

公司的人全到齐了,并分别报告主人：所有安装均符

合要求，可以放心使用了。

其实，木村先生跟我说，今天到场只是走一个交接

形式，早在一个星期前，岩手县政府已经委派了负责建

筑物质量验收的官员“建筑主事”前来具体验收，已获通

过。同时，岩手县的消防署也派消防检察官前来做了消

防安全检查。这两个部门是关键，没有他们的签名，这

个住宅不能交付使用，同时也不能做房地产登记。

这一个房子的总建筑面积有约300平方米，居住

三代 8 个人。据主人介绍，购买土地花了 1500 万日

元（约87万元人民币，日本地方城市的土地价格比较

便宜，但也是永久私人拥有），建房加内装修和配置各

种电器卫厨设备，总共花了4000 万日元（约231万元

人民币），全部加起来，建造这栋房所花费的总金额为

5500万日元（约318万元人民币）。

上田家的新房，是日本灾区重建的一个缩影。

也就是说，灾区新建的房子都按照节能环保零能耗

住宅的标准建设，当然作为日本政府，除了给每一户

在地震中损坏了房子的家庭以 300 万日元（约 17 万

元人民币）的补助之外，还提供节能环保设备材料的

购买补助。算下来，上田家的建设费用中，政府出钱

的比例占总金额的 30%左右，其余是享受灾民自建

住宅的超低息房贷优惠。

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公布的日本“零能

耗”住宅的建设进度表显示，计划到2020年，超过半

数的日本新建住宅，要达到零能源住宅的标准。到

2030 年，日本所有新建住宅必须按照“零能耗住宅”

标准建造。

日本政府为了推广零能耗住宅，在政策上，有

配套资金补助，对于有意建造零能耗住宅的国民，

最高补助金额为 350 万日元（约合 20 万人民币）。

那么，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零能耗公寓楼也有

补助，每套房子的补助标准为 165 万日元（约合 9.2

万人民币）。

所以，建设零能耗住宅，打造节能环保型社会，

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正在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

□ 徐静波

一不使用电力公司的电，二不使用煤气，三不排放二氧化碳

看看，日本的“零能耗”住宅

建筑从墙体到门窗，全部用

隔热阻冷材料。

春节期间，天气还很冷，我

回了浙江老家过年。空调开到

28℃，我依然感觉到冷飕飕的，

开始很纳闷，摸了摸墙，发现这

些砖头混凝土的东西冰冷冰冷

的，空调散发的热量，全部被这

些冰冷的砖头水泥墙消耗掉

了。“高能耗”已经成了中国建筑

市场的最大问题，也对中国绿色

环保事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我们来看看日本是怎么解

决住宅的高能耗问题的？目前，

日本在积极发展零能耗住宅。

□据《羊城晚报》

这栋值 300 多万元人民币的别墅式小楼，与一

般的建筑相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设计

者的木村先生给我讲了三个“不”：一是不使用电

力公司的电，二是不使用煤气，三是不排放 CO2

（二氧化碳）。也就是说，这栋楼，就是传说中的

“零能耗住宅”。

我在楼里上上下下走了一圈，看看它是如何做

到“零能耗”的。

第一，整栋住宅采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屋顶上安

装了太阳能液晶板。全部花费约 200 万日元（约 12

万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补贴了一半，个人承担一半。

室内的太阳能运营信息表显示，当时的发电是

5.5千瓦，但是家里只用了0.5千瓦。那么多余的5.0

千瓦电力干什么用呢？是卖给电力公司，一个月卖

电的收入，大约是2万日元（约1200元人民币）。

上田家采用快速加热的电磁炉，使用的电力来

自于自家的太阳能发电。电力公司的人称，如果在

阴天或雨天，太阳能发电不足的时候，电力公司的电

会自动输入，实现互通。但是，天气好时，太阳能发

的多余的电，则自动卖给电力公司。

第二，使用太阳能发电系统，除了保证室内电力

供应之外，还可以烧热水，室内供暖系统采用的是热

水，而不是燃气和普通电力。

这是因为屋顶的太阳能接受系统转换为两个部

分：一个是发电系统，一个是供暖系统。这套供暖系

统不仅保障家里的热水供应，同时保证家里的冷暖

气供应。

我去看了这个供暖系统，供暖器使用的是 42℃

的热水，人碰到也不会烫伤，但能保证室内从厨房到

卫生间，尤其是洗浴系统，全部采用太阳能供暖系统

提供的热水。

第三，家里不使用煤气，最大限度地防止火灾发

生，同时遏制二氧化碳的产生。

第四，家里从墙体到门窗，全部使用隔热阻冷材

料，在门窗关闭的情况下，冬天室外温度如果是零

度，室内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自然温度能保持在

10℃-15℃之间。

第五，由于住宅的密封性好，为了防止室内空气

污染，保证有新鲜空气的不断流入，墙体上安装了冷

热空气交流器，可以把室内的空气抽出去，把室外的

空气抽进来。为防止热空气或冷空气的流入，交流

器自动设置加热和加冷功能，在冬天，交换进来的新

鲜空气也是暖风。

一楼除了客厅和厨房、单独卫生间和洗浴设施

之外，还有两个房间，一个是给老奶奶老爷爷住，一

个是给主人夫妇住。

为了便于老奶奶老爷爷行动方便，从奶奶房间

到浴室和卫生间，墙壁上都装有扶手。而且一楼地

面没有台阶和高低落差，也没有门槛，保持绝对的平

面，以防止老人和小孩磕倒，同时也能保证老人坐轮

椅在家里活动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障碍。

二楼是主人家儿子夫妇的房间和一个很大的孩

子们的活动间。

二楼的阁楼部分，则建了孩子们的两个房间。

阁楼的最高处有2.5米，所以孩子一直到高中都能够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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