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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部 关于印发 一九九九年工程建设城建 建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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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和重庆大学主编的 夏热冬冷地区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经审查 批准为行业标准 其中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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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负责管理和具体解释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号文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

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总则

术语

室内热环境和建筑节能设计指标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建筑物的节能综合指标

采暖 空调和通风节能设计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负责管理和具体解释

本标准的主编单位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地址 北京北

三环东路 号 邮政编码 重庆大学 地址 重庆沙

坪坝北街 号 邮政编码

本标准参编单位是 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节能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同济大学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东

南大学 中国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 成都市墙体改革和建筑节能

办公室 武汉市建工科研设计院 武汉市建筑节能办公室 重庆

市建筑技术发展中心 北京中建建筑科学技术研究院 欧文斯科

宁公司上海科技中心 北京振利高新技术公司 爱迪士 上海

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是 郎四维 付祥钊 林海燕 涂逢

祥 刘明明 蒋太珍 冯雅 许锦峰 林成高 杨维菊 徐吉

浣 彭家惠 鲁向东 段恺 孙克光 黄振利 王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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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贯彻国家有关节约能源 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政策 改

善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热环境 提高采暖和空调的能源利用效

率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夏热冬冷地区新建 改建和扩建居住建筑

的建筑节能设计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的建筑热工和暖通空调设计必须

采取节能措施 在保证室内热环境的前提下 将采暖和空调能耗

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术 语

建筑物耗冷量指标

按照夏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 计算出的

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要由空调设备提供的冷量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按照冬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 计算出的

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要由采暖设备提供的热量

空调年耗电量

按照夏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 计算出的

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设备每年所要消耗的电能

采暖年耗电量

按照冬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 计算出的

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设备每年所要消耗的电能

空调 采暖设备能效比

在额定工况下 空调 采暖设备提供的冷量或热量与设备本

身所消耗的能量之比

采暖度日数

一年中 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 时 将低于

的度数乘以 天 并将此乘积累加

空调度日数

一年中 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高于 时 将高于

的度数乘以 天 并将此乘积累加

热惰性指标

表征围护结构反抗温度波动和热流波动能力的无量纲指标

其值等于材料层热阻与蓄热系数的乘积

典型气象年



 

  

以近 年的月平均值为依据 从近 年的资料中选取一年

各月接近 年的平均值作为典型气象年 由于选取的月平均值

在不同的年份 资料不连续 还需要进行月间平滑处理



  

  

室内热环境和建筑节能设计指标

冬季采暖室内热环境设计指标 应符合下列要求

卧室 起居室室内设计温度取

换气次数取 次

夏季空调室内热环境设计指标 应符合下列要求

卧室 起居室室内设计温度取

换气次数取 次

居住建筑通过采用增强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和提

高采暖 空调设备能效比的节能措施 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热环境

指标的前提下 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 采暖 空调能耗应节

约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建筑群的规划布置 建筑物的平面布置应有利于自然通

风

建筑物的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

条式建筑物的体形系数不应超过 点式建筑物的体

形系数不应超过

外窗 包括阳台门的透明部分 的面积不应过大 不同

朝向 不同窗墙面积比的外窗 其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的规

定

表 不同朝向 不同窗墙面积比的外窗传热系数

朝 向
窗外环境

条件

外窗的传热系数

窗墙面
积比

窗墙面
积比

且

窗墙面
积比

且

窗墙面
积比

且

窗墙面
积比

且

北 偏东
到偏 西
范围

东 西
东或西偏

北 到偏
南 范围

南 偏东
到偏 西

范围

冬季最冷月室
外 平 均 气 温

冬季最冷月室

外 平 均 气 温

无外遮阳措施

有外遮阳 其
太阳辐射透过率

多层住宅外窗宜采用平开窗

外窗宜设置活动外遮阳



  

  

建筑物 层的外窗及阳台门的气密性等级 不应低于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规定的 级 层及 层以上的外窗及阳台门的气密性

等级 不应低于该标准规定的 级

围护结构各部分的传热系数和热惰性指标应符合表

的规定 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应考虑结构性冷桥的影响 取平均

传热系数 其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的规定

表 围护结构各部分的传热系数

和热惰性指标

屋顶 外墙
外窗 含阳台门

透明部分
分户墙
和楼板

底部自然通风
的架空楼板

户 门

按表
的规定

注 当屋顶和外墙的 值满足要求 但 值不满足要求时 应按照 民用建

筑热工设计规范 第 条来验算隔热设计要求

围护结构的外表面宜采用浅色饰面材料 平屋顶宜采用

绿化等隔热措施



  

  

建筑物的节能综合指标

当设计的居住建筑不符合本标准第 和

条中的各项规定时 则应按本章的规定计算和判定建筑物节能综

合指标

本标准采用建筑物耗热量 耗冷量指标和采暖 空调全

年用电量为建筑物的节能综合指标

建筑物的节能综合指标应采用动态方法计算

建筑节能综合指标应按下列计算条件计算

居室室内计算温度 冬季全天为 夏季全天为

室外气象计算参数采用典型气象年

采暖和空调时 换气次数为 次

采暖 空调设备为家用气源热泵空调器 空调额定能效

比取 采暖额定能效比取

室内照明得热为每平方米每天 室内其他得

热平均强度为

建筑面积和体积应按本标准附录 计算

计算出的每栋建筑的采暖年耗电量和空调年耗电量之和

不应超过表 按采暖度日数列出的采暖年耗电量和按空调度

日数列出的空调年耗电量限值之和

表 建筑物节能综合指标的限值

耗热量指标
采暖年
耗电量

耗冷量指标
空调年
耗电量



 

  

续表

耗热量指标
采暖年
耗电量

耗冷量指标
空调年
耗电量



  

  

采暖 空调和通风节能设计

居住建筑采暖 空调方式及其设备的选择 应根据当地

资源情况 经技术经济分析 及用户对设备运行费用的承担能力

综合考虑确定

居住建筑当采用集中采暖 空调时 应设计分室 户

温度控制及分户热 冷 量计量设施 采暖系统其他节能设计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

分 中的有关规定 集中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 中

的有关规定

一般情况下 居住建筑采暖不宜采用直接电热式采暖设

备

居住建筑进行夏季空调 冬季采暖时 宜采用电驱动的

热泵型空调器 机组 或燃气 油 蒸汽或热水驱动的吸收式

冷 热 水机组 或采用低温地板辐射采暖方式 或采用燃气

油 其他燃料 的采暖炉采暖等

居住建筑采用燃气为能源的家用采暖设备或系统时 燃

气采暖器的热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中的规定值

居住建筑采用分散式 户式 空气调节器 机 进行空

调 及采暖 时 其能效比 性能系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中的规定值 居住建筑采用集中采暖空调时 作为集中供冷

热 源的机组 其性能系数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中的规定值

具备有地面水资源 如江河 湖水等 有适合水源热泵

运行温度的废水等水源条件时 居住建筑采暖 空调设备宜采用

水源热泵 当采用地下井水为水源时 应确保有回灌措施 确保

水源不被污染 并应符合当地有关规定 具备可供地热源热泵机



  

  

组埋管用的土壤面积时 宜采用埋管式地热源热泵

居住建筑采暖 空调设备 应优先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规定的节能型采暖 空调产品

应鼓励在居住建筑小区采用热 电 冷联产技术 以及

在住宅建筑中采用太阳能 地热等可再生能源

未设置集中空调 采暖的居住建筑 在设计统一的分体

空调器室外机安放搁板时 应充分考虑其位置有利于空调器夏季

排放热量 冬季吸收热量 并应防止对室内产生热污染及噪声污

染

居住建筑通风设计应处理好室内气流组织 提高通风效

率 厨房 卫生间应安装局部机械排风装置 对采用采暖 空调

设备的居住建筑 可采用机械换气装置 热量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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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

外墙受周边热桥的影响 其平均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

算

附

式中 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

外墙主体部位的传热系数 按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的规

定计算

附图 外墙主体部位与周边热桥部位示意

Glory6
Pencil



  

  

外墙周边热桥部位的传热系数

外墙主体部位的面积

外墙周边热桥部位的面积

外墙主体部位和周边热桥部位如图 所示



  

  

附录 建筑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建筑面积应按各层外墙外包线围成面积的总和计算

建筑体积应按建筑物外表面和底层地面围成的体积计

算

建筑物外表面积应按墙面面积 屋顶面积和下表面直接

接触室外空气的楼板面积的总和计算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

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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