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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能够在住宅建筑的设计阶段了解阳台设计方案对于室内物理环境的影响，利用
ECOTECT软件对住宅建筑内部空间进行了照度和热环境模拟，对比分析了不同阳台设计方案

下，室内采光系数、室内24h逐时温度变化和室内24h逐时得失热量变化。结果表明，利用

ECOTECT软件可以直观地模拟多种阳台形式对于室内光热环境的影响，能够为阳台方案的选

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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