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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解决白色空调外机所带来的破坏市容、与城市古建筑群特征不和谐的问题。方法方法 通过

对古代宫殿建筑的造型、色彩等设计元素进行归纳和总结，结合人不同高度的视角分析，设计适合的

空调外机部件，使其在发挥功能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建筑特征中。结论结论 无需改变现有结构，

通过设计附加部件使现代空调外机与古建筑风格相统一，对城市旧建筑改造及新建筑的外立面设计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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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white air conditioner external unit which has destroyed the
appearance of a city，and not harmoniou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buildings.By studying and summarized the shape，
color and other design elements of the ancient palace buildings，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height of the
human perspective，design the suitable air conditioner external unit，which is better in function and in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Without changing the existing structure，design replaceable and additional parts for external
unit，in order to unify the style of the modern and the ancient，finally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renovation of the old buildings
and the facade design of new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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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发展，空调作为一种常用

的家用电器，不仅出现在现代民居中，在一些作为世

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中，

空调也常常作为工作和参观空间环境必需的一类重

要电器产品。现阶段对室内空间的温度控制常采用

预留管道、集中送风、隐藏出风口等设计方法，其中分

体式空调外机位是建筑外立面不可缺少的构件，但是

现阶段安装大部分采用就近安置和铁架固定的方

式。外机的安置方式，对市政景观整体效果影响极

大，因此外机的安装是否安全，视觉效果与建筑立面

风格是否统一，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古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通过古建筑可理

解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某个城市

“历史记忆的符号”和“城市文化发展的链条”

[1]

。空调

外机所带来的破坏市容、街景，与城市古建筑群不和

谐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待以及保

护古代建筑；做到既让古代文化保存于世，又让部分

古代文化遗产产生价值。符合建筑风貌的空调外机

改造设计，亦可以利用古建筑的历史风格提升城市整

体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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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古代宫殿建筑中空调安置现状分析

1.1 国内古代宫殿建筑的空调外机安置现状

国内古代宫殿建筑的外机情况基本分为3类：（1）

直接立面或者平面安装；（2）外机安装仿古风格围栏；

（3）在凹型区域集中安放外机并做装饰性遮挡处理，

如添加外围防护栏等。以北京故宫为例，一些相关施

工单位设计和制作了一些改良方案运用于古代宫殿

建筑群中，但仍然存在问题。3种安装现状见图1（图

片为笔者实地拍摄）。

从故宫中空调的安装情况可以看出，图1a和图1b

的处理方式较为直接，外机与故宫整体建筑风格特征

不统一，安装高度较为随意。图1c围墙的搭建和设计

中虽然提取了古建筑风貌中具有很强辨识性的视觉

符号，但是整体色彩有较大差异。这种集中安放空调

外机的处理方式需要更多的冷凝管等结构，增加了初

期投资之后的后期维护费用，不符合节能环保的要

求。此外，很多类似图1b的围栏结构设计存在缺陷，

受力不合理易造成高空坠物的安全隐患。图1c的围

墙式遮挡处理，不适用于公开展览的古建筑和占地面

积较小的单间建筑的分体空调外机。

1.2 空调外机特征分析

通过查阅资料和市场调研发现，国内对于仿古式

建筑中的空调外机适配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空调

外机多为白色立方体，内部装配压缩机、冷凝器等机

械部件，外部配备防锈外壳及连接管等设备，是分体

式空调的关键部件

[2]

。国内主要空调品牌的外机尺寸

和颜色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一般3匹的外机，宽×

高×深为900 mm×750 mm×330 mm，虽然有细微差

别，但是外机都具有裸露在外的5个水平面和4个直

角以及白色烤漆外观的共性，进行外壳部件更换的过

程中较容易安装和维修。

空调外机安装的位置和高度不同，人在观察时会

处于从俯视到仰视的不同视角。设计外机机壳过程

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安装位置进行图形和造型的调整，

因此，通过对古代宫殿建筑设计视觉风格符号进行归

纳整理，设计符合仿古建筑风格的空调外机更换式外

壳部件，使用塑钢材料与可以调整尺寸的拼插连接结

构，旨在促进建筑外观与市容和谐，推动环保外机的

研究发展。

2 古代宫殿建筑的视觉风格

古代宫殿建筑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突出

皇权的威严，满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建造

的规模巨大、气势雄伟的建筑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

中央权利和分明的阶级等级。国内比较知名的例如

故宫、颐和园、天坛等景区，随着国内旅游业和影视产

业的发展，也涌现了大量的仿古建筑群专门用于模仿

与替代古代宫殿建筑。

传统文化特色设计因子特指凝结于大量的文化

遗址、遗迹中的共性的、具有很强识别性的、能引起目

标群体感知和想象的视觉符号，有助于从整体上形成

统一的设计风格，提升设计对象的可识别性和认同感

[3]

。

归纳和提炼古代宫殿建筑风格的符号特征，以造型、装

饰符号、色彩等视觉要素为媒介灵活组合，在水平面

和直角面的限定空间里进行创新设计，使古建筑中的

空调外机自然和谐地融入到周围的建筑风貌中，既可

以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古建筑维护，又可以保留原有

的特征发扬传统文化，提升城市魅力。

2.1 形式的对称和空间的对称

对称美是人类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去追求的一

种形式美，不仅体现了人类的空间意念取向，而且体

现了人类心理本能的对美的追求

[4]

。

古人严格执行建筑对称布局的思想，明清紫禁城

的前朝三大殿、后三宫以及重要宫门、广场均分布在

中轴线上，所在的院落以绝对对称的方式来象征着皇

权永固。对称性空间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整体空间的

造型采用轴线对称的原则来处理，能给人们沉稳的感

受

[5]

。从内向外重要性的依次递减也体现了古代社会

皇权的高度集中，使人置身紫禁城不同位置时，通过

建筑的高度、颜色、自然空间大小的变化，可以感受到

不同的环境氛围

[6]

。

2.2 宫殿建筑的形式和装饰

宫殿建筑集中表现威严感与永恒感，具有纪念性

图1 3种安装现状

Fig.1 Three types of insta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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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象征意义。在视觉上，有几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

体积大的建筑，具有厚重的墙体、坚固的石台基和厚

重的屋顶；第二种是通过巧妙的建筑群轮廓和天空的

关系，构成空旷的精神空间；第三种，通过具有代表性

的建筑装饰，表达皇权集中的等级制度

[7]

。

提炼其易于辨识的视觉特征，整体特征体现在加

大比例的屋顶坡度及其上翘的屋檐轮廓；局部特征有

饰带化的斗拱结构，屋檐上牢固垂脊的琉璃兽和不同

颜色和数量的门钉，一切装饰部件都既要具备实际功

能又要顾及尊卑等级。

2.3 色彩与造型的文化语境

在视觉上，轮廓重要，色彩同样重要

[8]

。古代宫殿

建筑中主要采用的是黄（屋顶），红（墙壁），蓝（天空）

三大色调来配合矩形和三角形的建筑造型，运用了相

辅相成的色彩与空间造型，整体与细节的颜色的冷暖

对比方法。

人的视觉，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网膜上的视锥

细胞对波长555 nm的黄绿光比较敏感；而采用黄色琉

璃瓦顶在日照充足的环境下经过日光的反射之后就

会非常夺目。屋顶虽然大而厚重，但是黄色与屋檐三

角形的形状相匹配，强化了轻盈感。而近似矩形的红

墙承托着大屋顶，同矩形静止、稳定性质相适应的是

有质感无反光和高饱和度的红色，给人庄重之感。同

时，整体的建筑空间同样运用了视觉色彩的空间效

果，蓝色天空和黄色屋顶的冷暖对比和逐渐收敛的造

型加强了飞升的效果

[9]

。

人在较暗环境中视网膜上的视杆细胞对波长为

510 nm的蓝绿光比较敏感。屋顶挑檐下的和玺彩画

整体上为蓝绿色为底，细节图案描金，横向的布局使

檐口的梁枋退后，与天空、绿树融为一体，使得屋顶有

轻盈、飞升的感觉

[10]

。当驻足建筑，檐口下阴影里的色

彩斑斓、构图庄重典雅的彩画也是吸引人们注意的重

要部分。彩画中的描金部分突出了对比的色调，提升

了整体的视觉效果

[11-13]

。

3 应用实例

以故宫为例的古代宫殿建筑中使用的空调外机

更换式外壳部件设计，严格遵照《国家标准房间空气

调节器安装规范》的相关标准，无需改变现有结构，

通过设计附加部件使现代空调外机与古建筑风格相

统一，对城市中旧建筑改造及新建筑的外立面设计

提供借鉴。

3.1 适用于古代宫殿建筑的空调外壳设计要点

1）配合红色的建筑外墙，使用红、黄、原木3种宫

殿主要建筑配色。

2）对称造型。

3）选择匹配建筑环境的遮挡部件。周边环境建

筑特征：主要包括具有高度辨识特征的建筑部件，例

如琉璃瓦的配色，不同类型屋顶的轮廓（此设计中使

用单檐歇山式样和硬山顶式样）和饰带化的斗拱形

式，窗上花格，门钉的数量等。

4）外壳部件按照主流品牌外机尺寸参数可以进

行5%的调节，连接方式主要为弹性连接结构或者卡

扣连接结构。

5）按人观察的角度呈现的视觉效果，分视平线上

和视平线下的两种外机安装高度进行不同的设计。

笔者设计的方案1见图2，采用单檐歇山式顶式

样，歇山顶结合了直线和斜线，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

棱角分明、结构清晰的感觉。屋顶两侧形成的山花部

分，采用镂空设计，更利于散热，因此方案为视平线上

的安装方式，下侧采用整体成形的三组连续的斗拱，

以配合歇山式屋顶的整体造型。屋檐上3只琉璃兽，

以配合宫殿建筑屋檐造型特征。

笔者设计的方案2见图3，采用硬山顶式样，保留

1条正脊和4条斜脊，屋面稍有弧度，为了方便散热省

略两侧上方墙体，因此方案为视平线下的安装方式，

两侧为散热花窗，整体为缩小版的建筑形式，外侧采

用朱门金钉的建筑造型，门钉部分处理为散热出风口

形式。屋檐和门的部分有可选装的卡扣连接插件，以

适合不同的外机尺寸。

3.2 技术特点及优势

1）因其无需负重，采用塑钢型材，容易加工成型，

成本低，质量轻，易更换和维修。

2）根据不同的建筑视觉特征设计系列产品（适合

中国园林或者徽派建筑风格），在不同的地域与空调

图2 方案1

Fig.2 The first desig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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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同步推广。

3）后续的升级产品利用外机的热能进行能源转

化设计，对原有的散热问题进行设计改进，从单一的

装饰功能转向节能的绿色设计方向发展，符合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趋势。

4 结语

在我国暖通空调制冷行业蓬勃发展的10多年里，

制冷空调工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达20%，个别年份和

某些产品甚至超过30%。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兴

行业，随着建筑业、工商设施发展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需求范围和需求层次也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

趋势。城市景观除现有的故宫等皇家园林外，地方市

政进行风貌改造或者影视基地的建设等需求也需要

建设大量的仿古风格建筑，其中会不可避免地使用和

安装空调，配合空调制造厂商设计出符合相关地区、

景区市政风貌改造所需求的空调外机的可更替部件，

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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