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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中学教室夏季舒适度调查分析 

袁 越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为了解武汉市中学教室夏季物理环境的舒适度,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武汉 H 中学教室的热环境､ 光环

境､ 声环境以及空气环境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该中学教室存在夏季温湿度高､ 建筑物设计遮挡和灯具安装偏高造

成的照度不佳､ 通风不够带来的空气质量问题等｡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条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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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学阶段是中学生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教室是中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其物理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健

康和学习效率,已日益受到师生､家长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武汉夏季酷热潮湿,素有长江流域“小火炉”之称｡为了解武汉市夏

季中学教室物理环境舒适度情况,以便更好地促进未来中学教室环境建设,本文对武汉 H 中学教室的热环境､光环境､声环境和空

气环境进行了调查｡ 

1 调查方法与数据 

1.1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1.2 调查对象及时间 

调查对象为武汉市 H 中学一教学楼的 4个班,共 100名学生,平均年龄 17岁｡调查时间为 2018年 9月｡H 中学新建于 2010年,

教学楼南北朝向,被调查教学楼位于校园北侧,楼的北面是小道和大湖,西面是双层立交的主干道,东面和南面为校园的其他场所

(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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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东西两头有楼道,东头有厕所和饮水间｡教学楼共四层,每层 6间教室,每间教室内净高 3.4米,教室内有吊扇､空调､灯

具(吸顶格栅灯为主)､投影等电教设备｡北面窗户有布帘,南面窗户有下拉式隐形帘｡本次调查的 4 间教室在楼层和方位上进行了

抽选,分别是一楼最西侧教室;二楼中间教室(无建筑设计遮挡);三楼最东侧教室;四楼中间教室(有部分建筑设计遮挡)(如图 2)｡ 

 

1.3 调查地的室外气候情况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部,属内陆型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山地环抱,湖泊众多,形成了夏季高温酷热､降雨多､湿

度大的气候特征｡据近年气象统计资料显示,武汉月极端最高气温达 40℃以上,城区各月平均湿度均大于 75%,6 月达到峰值,为

80%以上｡2018年 6-7月(学生夏季在校月份)武汉最高气温 39℃,最低气温 18℃,平均温度 29℃;月均湿度 73%｡ 

1.4 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涉及以下内容:一是基本信息,包括性别､班级人数､教室面积､方位等;二是夏季热环境,包括温､湿度情况､降温方

式等;三是光环境,包括被调查者的近视情况､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情况下的视觉感受､影响因素､辨识字迹的清晰度等;四是声环

境,包括教室的传音效果､开窗对室内声环境的影响,教室内噪音情况､噪音来源等;五是空气环境,包括通风情况､空气质量评价､

异味来源､对头晕､恶心､困倦等症状发生的频率等｡ 

2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向被调查的 4个班共发放问卷 100份,回收 96份,每班问卷人数占总问卷人数的 30%｡被调查者中,51.5%来自男生,48.5%

来自女生｡ 

2.1 热环境调查分析 

H 中学教室热环境问卷调查显示,38.9%的人认为夏季在自然通风情况下教室的体感很热,其中,四楼教室人数占比较高,因为

顶层受太阳的辐射大,时间长;西侧教室次之,因为最西头的楼道在一定程度减弱了西晒产生的热量｡认为体感较热的占 48.2%;认

为适宜的仅 12.9%,无人感觉凉爽(图 3),说明武汉夏季热舒适性差｡在采取的降温方式中,81%的认为电扇与空调开启的频率各半,

说明兼顾着节能与舒适的平衡｡湿度方面,95%的人认为教室湿度大,人体感觉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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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光环境调查分析 

调查显示,约 88.7%的人近视,明显,他们渴望获得良好的光照环境｡自然采光时,35.4%的人认为教室的照度有点暗,18%认为

非常暗,他们主要是 1-2 层教室和四层教室的被调查者,原因是周边有树木､建筑造型上的遮挡｡人工照明时,71.6%的人认为教室

的照度合适,14%的认为有点暗,这与灯具亮度和设置有一定关系,教室安装的吸顶格栅灯虽然使布局整齐美观,但由于教室空间

高,对于长时间用眼的同学来说,照明效果削弱了｡约 9%的人认为黑板上字迹不太清晰或很不清晰,近视及门窗打开引起的反光往

往是影响他们视物不清的原因｡ 

2.3 声环境调查分析 

声环境调查中,被调查者对室内的传声效果都表示满意｡对于噪音,有 75.8%的同学认为开窗对室内声环境有明显影响,80%的

人认为上课时的室内噪音水平在正常分贝内｡在噪音来源上,电器(电扇､空调等)产生的噪音占 21.7%;说话声占了 73.6%,说明隔

壁教室老师授课时的声音可能对被调查教室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2.4 空气环境调查分析 

被调查者中,认为空气质量一般的占 46.8%,认为教室空气较浑浊的为 31.3%,很浑浊的为 16.6%,认为较清新的很少,仅占

6.1%(图 4),反映出对教室空气质量的满意度较低｡63.5%的人都表示曾出现过头晕､恶心､困倦等症状,说明室内随着颗粒物和 CO2

的浓度增高,空气质量降低,当达到一定浓度时导致人头晕头痛､疲劳等症状,影响脑力活动的效率｡83% 的人认为教室有异味,异

味来源中(多选题),体味占 80.4%,室外(如水体､厕所等)散发的气味占 47.2%,主要是靠近东头厕所的班级人数占比较高,达到该

班被调查人数的 86.1%｡为挡住气味,同学们一般选择关闭门窗,这样做,空间闭塞,往往又加剧了室内空气质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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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及建议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 H 中学的教室夏季的热环境､光环境､声环境和空气环境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自然条件下教室

温度高､湿度大;教学建筑物设计遮挡和灯具安装偏高造成的照度不佳;还有周边水体､人体及厕所散发的异味,因通风不够和室

内人员过多造成的室内空气质量差;教室有一定的噪音干扰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处理好门窗的关闭及外部环境的建设

与管理等问题,以下是几点建议｡ 

(1)教学建筑的设计和设备的安装要兼顾美观与实用､要人性化｡在建筑设计上,教学楼要尽量减少因造型设计需要而造成的

教室采光不足｡在灯具的安装上,灯离书本和黑板的距离不宜太高太远,要科学合理,亮度要合适｡对于过度遮挡光线的树木,可考

虑联系园林部门,申请适当的剪葺,尽可能保证室内的良好照度｡ 

(2)补充足够的新风｡为改善空气环境,在夏季室外温､湿度较为适宜､空气质量较好的情况下,建议勤开门窗,使空气对流自

然生风;使用吊扇降温,稀释室内 CO2的浓度,既健康又节约能源｡当室外温､湿度度较为炎热､空气质量不佳､有厕所或水体等散发

的异味时,可考虑关闭门窗,启用空调｡空调在使用一定时长后,要注意开门开窗通风换气｡若要满足对教室内新风量的需求和优

质室内空气的要求,对有条件的学校,建议紧闭门窗并使用新风净化系统｡此外,为减少夏日阳光直射产生的热量,还可以在玻璃

上贴隔热膜,或更换遮光系数较高的窗帘｡ 

当然,学校也可以采取控制班级人数来改善室内空气的品质;学生要自觉做好个人卫生,遵守公共场所基本行为准则,维护良

好的教室环境;相关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的环境优化工作,如水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园林绿化等｡ 

(3)做好隔音设施建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墙体和吊顶上安装隔音板或填充隔音棉,使用专业的隔音门窗等,以减少外

界对课堂的干扰,为中学生提供一个舒适的教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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