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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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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7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的公告

现批准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为行业标准，编

号为 JGJ 475 - 20 1 9 ， 自 20 1 9 年 1 0 月 1 日起实施 。 其中，第

4. 2. 1 、 4 . 2. 2 、 4 . 3. 6 、 4 . 4 . 3 条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cn )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 1 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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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 201 5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4J 1 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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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和罔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 气候子区

与室内节能设计计算指标; 4.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5 . 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6 . 供暖空调节能设计。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 由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 。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

林溪路 188 号，邮编 : 650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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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贯彻国家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改善温和地区居住建筑室内热环境，降低建筑能耗，制定本

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温和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居住建筑的节

能设计。

1. O. 3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应采取节能设计，并应在满足室内热

环境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建筑热工和暖通空调节能设计使能耗控

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

1. O. 4 建筑节能设计应符合安全可靠 、 经济合理和保护环境的

要求，直采用被动式技术。

1. O. 5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l 



2 术语

2. 0.1 被动式技术 passive technique 

以非机械电气设备干预手段实现建筑能耗降低的节能技术，

具体指在建筑规划设计中通过对建筑朝向的合理布置、遮阳的设

置、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技术、有利于自然通风的建筑开口

设计等，实现建筑需要的供暖、空调、通风等能耗的降低 。

2. (). 2 参照建筑 reference building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满足标准要求

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用的基准建筑。

2.0.3 建筑遮阳系数 outside shading coefficient of window 

在照射时间内，同一窗口(或透光围护结构部件外表面)在

有建筑遮阳和没有建筑遮阳的两种情况下，接收到两个不同太阳

辐射量的比值，也称为外遮阳系数。

2.0.4 综合遮阳系数 genera l shading coeHicient 

建筑遮阳系数和透光罔护结构遮阳系数的乘积。

2.0.5 窗墙面积比 window to wall ratio 

窗户(含阳台门)洞口面积与房间立面单元面积(即房间层

高与开间定位线围成的面积)的比值。

2.0.6 窗地面积比 window to floor ratio 

按建筑开间计算的所在房间外墙面上的门窗洞口的总面积与

房间地面面积之比。

2.0.7 供暖年耗电量 annual heating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按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建筑供暖设备每年所要消耗的

电能 。

2.0.8 被动式太阳房 passive so lar houses 

通过建筑朝向和周围环境的合理布置、内部空间和l外部形体

2 



的处理以及建筑材料和结构的匹配选择，使其在冬季能集取、 蓄

存和分配太阳热能的一种建筑物。

2.0.9 直接受益式太阳房 direct gain solar houses 

太阳辐射穿过被动式太阳房的透光材料直接进入室内的供暖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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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子区与室内节能设计计算指标

3. 0.1 温和地区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应符合表 3 . 0.1 的规定，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76 的

规定 。

表 3.0.1 温和地区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源和地区
分区指标

典型城镇

气候子区 (按 HDD1 8 值州序 )

700~二HDD1 8
会泽、 ArJ 江、 贵阳、独 IJj 、刷靖 、 兴义、

j屈和 AIK 会组、泸西、大理、广南、 l腾冲、昆明、
CDD26 < 2000 

I因 同、 保山 、楚14t
< 10 

l附沧、 蒙 向、江城、耿马、普I耳、澜沧、
温和 BI2\ HDD1 8< 700 

瑞丽

注 : 气候相近城镇可参照典型城锁分区。

3.0.2 冬季供暖室内节能计算指标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4 

1 卧室、起居室室内设计计算温度应取 18
0

C ;

2 计算换气次数应取1. 0 次/h o



4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单体设计，宜利用太阳能改善

室内热环境， 并宜满足夏季自然通风和建筑遮阳的要求 。 建筑物

的主要房间开窗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 山地建筑的选址宜避开背

阴的北坡地段。

4. 1. 2 居住建筑的朝向宜为南Jt向或接近南北向 。

4. 1. 3 温和 A 区居住建筑的体形系数限值不应大于表 4. 1. 3 的

规定 。 当体形系数限值大于表 4. 1. :3 的规定时 ， 应进行建筑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并应符合本标J仕第 5 章的规定 。

表-'. 1. 3 混和 A 区居住建筑体形系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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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层数

1主筑的体形系数

主三3 层

4. 1. 4 居住建筑的屋顶和外墙可采取下列隔热措施 :

1 宜采用浅色外饰面等反射隔热措施;

2 东、西外墙宜采用花格构件或植物等遮阳;

3 宜采用屋面遮阳或通风屋顶;

4 宜采用种植屋面 ;

5 可采用蓄水屋面 。

4. 1. 5 对冬季日照率不小于 70% ，且冬季月均太阳辐射量不少

于 400MJ /m2 的地区 ， 应进行被动式太阳能利用设计;对冬季日

照率大于 55% 但小于 70% ，且，冬季月均太阳辐射量不少于

350MJ /时 的地区， 宜迸行被动式太阳能利用设计。 温和地区典

划城镇的太阳辐射数据的选取可按本标准附录 A 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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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4.2.1 温和 A 区居住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各部位的平均传热系

数 (Km) 、热惰性指标 (D) 应符合表 4.2.1-1 的规定;当指标

不符合规定的限值时，必须按本标准第 5 童的规定进行建筑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温和 B 区居住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

各部位的平均传热系数 (Km) 必须符合表 4.2.1-2 的规定。平均

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表 4.2.1-1 温和 A 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各部位平均传热系数 (Km )

和热惰性指标 (D) 限值

平均传热系数 Km [W/ (m2 • K)J 
围护结构部位

热惰性指标 JY;2.5 热惰性指标。>2.5

屋面 0.8 1. 0 
体形系数三二0. 45

外墙 1. 0 1. 5 

屋面 0.5 0. 6 
体形系数>0. ..5

外墙 0.8 1. 0 

表 4.2.1-2 温和 B 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各部位平均传热系数 (κJ 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屋窗

外墙

平均传热系辈II Km [ W/ (m2 • K)J 

1. 0 

2.0 

4.2.2 温和 A 区不同朝向外窗(包括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窗

墙面积比不应大于表 4.2.2-1 规定的限值。不同朝向、不同窗墙

面积比的外窗传热系数不应大于表 4.2.2-2 规定的限值。当外窗

为凸窗时，凸窗的传热系数限值应比表 4.2.2-2 规定提高一档;

计算窗墙面积比时，凸窗的面积应按洞口面积计算。当设计建筑

的窗墙面积比或传热系数不符合表 4.2.2-1 和表 4.2.2-2 的规定

时，应按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

判断。温和 B 区居住建筑外窗的传热系数应小于 4.0W/(旷. K} 。

6 



温和地区的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必须符合本标准 4.4.3 条的规定。

表 4.2.2-1 温和 A 区不同朝向外窗的窗墙面积比限值

朝向 窗墙面积比

:lt 0.40 

东 、 西 0.35 

商 0. 50 

水平{天窗) O. JO 

每套允许一个房间(非水平向) 。.60

表 -'.2.2-2 温和 A 区不同朝向、不同窗墙面积比的外窗传热系数限值

建筑 窗堵面积比
传热系数 K

[ Wj (m2 • K)J 

窗墙面积比~0.30 3. 8 

0.30<窗墙面积比~0. 40 3. 2 
体形系数=二0.45

0.40<窗墙面积比~0.45 2. 8 

。 . 45<窗墙面积比~0.60 2.5 

窗墙面积比~0. 20 3.8 

0.20<窗墙面积比~0. 30 3.2 

体形系数>0. 45 。.30<窗墙面积比~0. 40 2. 8 

0 . 40<窗墙面积比~0. 45 2.5 

0. 45<窗墙面积比~O. 60 2. 3 

水平向(天窗) 3. 5 

注 I 表中的"东、西"代表从东或西偏北 30
0

(含 30
0

) 至偏商 60
0

(含 6(
0

) 的

范围;"南"代表从商偏东 30。至偏西 30
0

的范围;

2 楼梯闽、外走廊的窗可不按*表规定执行。

".2.3 温和 A 区居住建筑 l 层~9 层的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的

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 4 级; 10 层及以上的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

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 6 级 。 温和 B 区居住建筑的外窗及敞开

阳台门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 4 级 。 气密性等级的检测应符合现

行同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7)(密 、 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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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GB/ T 7106 的规定。

4.3 自然通凤设计

4. 3.1 居住建筑应根据基地周围的风向、布局建筑及周边绿化

景观，设置建筑朝向与主导风向之间的夹角 。

4.3.2 温和 B 区居住建筑主要房间宜布置于夏季迎风面，辅助

用房宜布置于背风面。

4.3.3 未设置通风系统的居住建筑，户型进深不应超过 12m。

4.3. 4 当房间采用单侧通风时，应采取增强自然通风效果的

措施。

4.3.5 温和 A 区居住建筑的外窗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外窗所

在房间地面面积的 5% 。

4. 3.6 温和 B 区居住建筑的卧室、起居室(厅)应设置外窗，

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 1/7 ，其外窗有效通凤面积不应小于外窗所

在房间地面面积的 10% 。

4.3.7 温和 B 区居住建筑宜利用阳台、外廊、天井等增加通风

面积。

4.3.8 温和 B 区非住宅类居住建筑设计时宜采用外廊。

4.3. 9 室内通风路径设计应布置均匀、阻力小，不应出现通风

死角、通风短路。

4.3.10 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室内热环境的基本要求时，应设置

风扇调风装置，宜设置机械通风装置，且不应妨碍建筑的自然

通风。

4.4 遮阳设计

4.4. 1 当居住建筑外窗朝向为西向时，应采取遮阳措施。

4.4.2 宜通过种植落叶乔木、藤蔓植物、布置花格构件等形成

遮阳系统。

4.4.3 温和地区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应符合表 4. 4.3 中的限值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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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温和地区外窗综合遮阳系数限值

外窗综合遮阳系辈II SCw 
部位

夏季 冬季

温和 A 区 南向二，，0.50
外窗

温和 B 区 东 、 西向~0. 40

天窗(水平向) 主豆0.30 二三0.50

注 : 温和 A 区南向封闭阳台内侧外窗的遮阳系数不做要求 ， 但封闭阳台透光部分

的综合遮阳系数在冬季应大于等于 0. 50。

4.4.4 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SC w =立二 X SD = 立7 l主 X (1 - FK / Fc) X SD (4.4.4) 

式中 : SCw 窗的综合遮阳系数;

SC( 窗本身的遮阳系数 ;

SCB←一玻璃的遮阳系数 ;

FK一→窗框的面积 ;

F(' 窗的面积 ， FK /Fc 为窗框面积比 ， PVC 塑钢窗

或木窗窗框面积比取 0. 35 ，铝合金窗窗框面积比

取 0. 30 ，其他框材窗的框窗面积比按实际计算

取值;

SD一一外遮阳系数。

4.4.5 天窗应设置活动遮阳，宜设置活动外遮阳 。

4.4.6 外遮阳系数的简化计算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 。

4.4.7 窗口上方的出挑阳台 、 外廊等构件可作为水平遮阳计-算 。

4.5 被动式太阳能利用

4.5.1 被动式太阳能利用宜选用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其设计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朝向宜在正南土30。的区间 ;

2 应经过计算后确定南向玻璃面积与太阳房楼地面面积

之比;

3 应提供足够的蓄热性能良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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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设置防止眩光的装置 ;

5 屋面天窗应设置遮阳和防风、雨、 雪的措施 。

4.5.2 被动式太阳房选用的集热窗传热系数应小于 3.2W/Cm2 .白，

玻璃的太阳光总透射比应大于 o. 7 。

4.5.3 应提高被动式太阳房围护结构的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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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5.0.1 当温和 A 区设计建筑不符合本标准第 4 . 1. 3 、 4 . 2 . 1 和

4. 2. 2 条中的规定时，应按本章的规定对设计建筑进行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进行权衡判断的温和 A 区居住建筑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5. o. 1 的规定 。

表 5.0. 1 温和 A 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基本要求

传热系数 K [ W/ ( m2 • K )J 
围护结构部位

热惰性指标 D王三2 . 5 热惰性指标 0>2.5

屋丽 O. 8 1. 0 

外墙 1. 2 J. 8 

窗埔面积、比三三O . 3 :1.8 
外窗

窗墙面积比>0 . 3 3. 2 

天窗 3. 5 

5.0.2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应以供暖年耗电量为

依据。

5.0. 3 设计建筑在规定条件下计算得出的供暖年耗电量不应超

过参照建筑在相同条件下计算得出的供暖年耗电量。

5.0. 4 参照建筑的构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照建筑的建筑形状、大小、朝向以及平面划分均应与

设计建筑完全相同 。

2 当设计建筑体形系数大于本标准表 4. 1. 3 的规定时，应

按同一比例将参照建筑每个开间外墙和屋面的面积分为传热面积

和绝热面积两部分，并应使得参照建筑外围护的所有传热面积之

和除以参照建筑的体积等于本标准表 4. 1. 3 中对应的体形系数

限值。

11 



3 参照建筑外墙的开窗位置应与设计建筑相同，当某个开

间的窗面积与该开间的传热面积之比大于本标准表 4.2.2- 1 的规

定时，应缩小该开间的窗面积，并应使得窗面积与该开间的传热

面积之比符合本标准表 4. 2 . 2- 1 的规定;当某个开间的窗面积与

该开间的传热面积之比不大于本标准表 4.2. 2- 1 的规定时，该开

间的窗面积不应作调整 。

4 参照建筑屋面、外墙的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表 4. 2 .1-1 、

表 4. 2 . 1 -2 选取，外窗的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表 4. 2 . 2-2 选取 。

5.0.5 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在规定条件下的供暖年耗电量应采

用动态、方法计算，并应采用同一版本计算软件。

5.0.6 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的供暖年耗电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室外气象计算参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节能气象

参数标准 )) JGJ/ T 346 的规定 ;

2 供暖额定能效比应取1. 9 ; 

3 室内内部得热应为 3. 8W/m2 。

12 



6 供暖空调节能设计

6.0.1 居住建筑不宜采用空调系统供玲，当采用空调系统供冷

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 。

6.0.2 居住建筑供暖方式及其设备的选择，应根据建筑的用能

需求结合当地能源情况、用户对设备运行费用的承担能力等进行

综合技术经济分析确定，宜选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6.0.3 当居住建筑采用集中供暖系统时，每个独立调节房间均

应设置室温调控装置，并宜采用自动温度控制阀 。

6.0.4 居住建筑集中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6.0. 5 当居住建筑采用空调系统供暖时，其热水系统的设计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路布置应满足水力平衡要求，当系统之间压力损失相

对差额大于 15%时，应根据水力平衡计算配置必要的水力平衡

装置 ;

2 JXL机盘管机组应配置温控器。

6.0.6 当设计采用户式燃气采暖热水炉作为供暖热源时，其能

效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暧

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665 中的 2 级水平 。

6.0.7 当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时，不宜选择能效等级低于现

行国家标准 《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1202 1. 3和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 GB 21455 中 2 级的节能型产品。

6. 0.8 对采用分体式空气调节器(含风管机)、户式集中空调的

居住建筑应统一规划预留室外机安装位置。

6.0.9 对年日照时数大于 2000h，且年太阳辐射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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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MJ /时的地区， 12 层及以下的居住建筑，应采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 温和地区典型城镇的太阳辐射数据的选取可按本标准附

录 A 执行 。

6.0.10 当选用土壤源热泵热水系统、浅层地下水源热泵系统、

地表水(淡水、海水)源热泵系统、污水水源热泵系统作为热源

时，不应破坏、污染地下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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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温和地区典型城镇的太阳辐射数据

A.O.l 温和地区典型城镇的太阳辐射数据可按表 A. O. 1- 1 ~ 

表 A. O. 1-3 选取 。

表 A. 0.1-1 云南省温和地区典型城镇的太阳辐射数据

城镇
冬季日 mH容 冬季月均辐射坦 年太阳辐射量

全年日 !mflt数
( % ) ( MJ / m2 ) (MJ / nn 

会泽 56 357 5222 2100 

丽江 77 469 6 157 2373 

1111 主青 61 360 5199 2074 

泸西 55 359 5260 2095 

大理 69 395 5409 228 1 

广南 '11 3 17 500 1 1861 

腾冲 72 45 1 5485 2153 

昆明 72 398 5 184 2470 

保山 74 407 5543 2354 

楚雄 70 423 5733 2426 

1 1伍沧 71 401 5293 2 132 

蒙 l司 64 419 5696 2234 

II 城 53 386 5073 1874 

耿马 66 421 5436 2 16<1 

普洞 65 394 5 123 2 136 

澜沧 61 389 535 6 211 3 

瑞丽 66 .114 558~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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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0.1-2 四川省温和地区典型城镇的太阳辐射数据

冬季日照率 冬季月均辐射量 年太阳辐射量
全年日ftf.!时荣立城镇

( % ) ( MJ / m2 ) ( MJ / m2 ) 

四同 70 429 6006 2437 

会现 70 407 5563 2422 

攀枝花 72 442 6588 264 .1 

表 A. 0.1-3 贵州省温和地区典型城镇的太阳辐射数据

冬季日照写在 冬季月均辐射量; 年太阳辐射量
全年 日!!~时数城镇

( % ) (MJ/ m2 ) (MJ / m2 ) 

贵阳 18 240 4390 1343 

独山 20 245 4390 1335 

兴义 29 293 4881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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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

8. 0.1 围护结构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176 的规定。

8.0.2 当外墙构造不同时， 可计算各个不同构造外墙的平均传

热系数后，按面积加权的方法计算全部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

8.0.3 屋面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可等于其平壁部分的传热系

数。 当屋顶出现明显的结构性热桥时，屋顶单元平均传热系数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 76 的规定

计算 。

8.0.4 对一般建筑，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Km = rp • K CB. O. 4) 
式中 : Km-一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Wj(m2

• K)J; 
K一-外墙平壁部分的传热系数 [W j (m2 

• K) ] ; 

?一一外墙平壁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应按墙体保温构

造和传热系数综合考虑取值，可按表 B. 0.4 选取 。

表 8.0.4 外墙平壁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φ)

外士出平均传热系数|喂{自[(" 外{呆 i1fu 内保刊il

[ W/ Cm2 • K) J 普通窗 凸窗 普通窗 凸窗

1. 80 1. 00 1. 15 1. 05 1. 20 

1. 50 ]. 05 1. 15 1. 10 1. 25 

]. 20 1. 05 1. 15 1. 10 1. 30 

1. 00 1. 05 1. 15 1. 20 1. 40 

0.80 1. 10 1. 20 1. 20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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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外遮阳系数的简化计算

C. 0.1 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D = α.J:' 2 十 bx 十 l

工 = A/B

(C. O. 1- 1) 

(C. 0.1 -2 ) 

式中: SD一一外:illb阳系数;

18 

x一←外遮阳特征值， 当工> 1 时，取 x= 1;

a 、 b一一外遮阳系数计算用的拟合系数，宜按表 C O.1 选取;

A 、 B一一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见图 C. O. 1-1 ~ 

图 C. 0 . 1 -5 o

图 C. O . l-l 水平式外遮阳及水平式格相j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

止及乡在~捂~乡去

ZE J I U 

图c. O. 1 -2 垂直式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



γ
|
|
|
|
|
L
 

『

因c. 0.1-3 挡板式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

图c. O. 1-4 水平百叶挡板式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

k过》
B B 

图c. O. ]-5 垂直百u-r f当板式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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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0.1 外遮阳系数计算用的拟合系数 a 、 b

气候区 外遮阳基本类型 拟合系数 * 、 南 西 :I~ 

α 。 . 30 0.1 0 O. 20 0.00 
冬季

水平式 b O. 75 -0. 45 -0. 45 0.00 

(罔 C. O. l- l) α O. 35 O. 35 O. 20 。 . 20

夏季
- 0. 65 一O. 65 0. 40 0.40 

" 0.30 0.25 0.25 。 . 05

冬季
垂直式 一O. 75 -0.60 - 0.60 一O . 15 

(图C. 0.1 -2l a O. 25 0. 40 O. 30 O. 30 
夏季

-0.60 一O . 75 -0.60 - 0. 60 

a O. 24 O. 25 O. 24 O. 16 
冬季

挡饭式 b 一 1. 01 一 1. 01 - 1. 01 -0. 95 

(图C. 0.1 -3) α 。 1 8 0.41 0.1 8 0.09 
夏季

b 一O . 63 0.86 0.63 - 0. 92 

α O. 26 0.05 0.28 O. 20 
朱、委1 

温和地区 活动水平百叶挡板式 b 0.73 - 0. 61 -0.74 O. 62 

(阁C. 0. 1-4) α O. 56 O. 58 O. 55 0. 61 
夏季

一 1. 3] 一 1. 34 1. 29 ]. 25 

α 。 16 。 1 9 O. 20 O. 19 
冬季

活动垂直百H十挡板式 -0. 59 O. 73 0. 62 一0.6 1

cr~1 C. O. 1-5) α O. 15 O. 28 。 . 15 0.74 
夏季

一O . 82 一O. 87 0.82 - 1. 40 

固定水平百叶拦l板式 11 0. 56 O. 58 。 . 55 0. 61 

(图C. 0 . 1 -4) b 一 1. :n 一 1. 34 1. 29 J.25 

固定垂直百 11-1'拦i板式 G 。 . 07 O. ] 8 0.08 O. 60 

(图C. 0. 1-5) b O. 32 -0.60 0. 35 一 1. 10 

水平式格栅遮阳 α O. 35 O. 38 O. 28 O. 26 

(图C. O. 1-1) - 0. 6fJ 一O. 69 一O . 56 -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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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2 组合形式的外遮阳系数，可由参加组合的各种形式遮阳

的外遮阳系数乘积确定，单一形式的外遮阳系数计算应符合本标

准第c. O. 1 条的规定。

c. O. 3 当外遮阳的遮阳板采用有透光能力的材料制作时.外遮

阳系数应按下式进行修正 :

SD = 1 一 (1 -SD ‘ )(1一旷) CC. O. 3) 

式中: SD曾 一一外遮阳的遮阳板采用非透明材料制作时的外遮

阳系数，按本标准第C. 0.1 条计算;

扩 一一遮阳板的透射比，按表C. o. 3 选取 。

表 c. O. 3 遮阳板的透射比

遮阳板使用的材料 规格 可

织物面料、玻璃钢类板 0.40 

深色 。<太阳光透射比';;:;: 0.6 o. 60 
破硝、有机玻璃类板

浅色 0 . 6<太阳光透射 Itζ0.8 O. 80 

穿孔率 0<伊 ';;:;: 0 . 2 O. 10 

穿孔率 O. 2<伊 王三O . 4 O. 30 
金属穿孔极

穿孔率 0. 4<伊 ';;:;: 0 . 6 0. 50 

穿孔~~ : 0.6<伊 ';;:;: 0 . 8 O. 70 

钥合金百叶板 O. 20 

木质百口十饭 O. 25 

混凝土花格 O. 50 

木质花格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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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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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必、须"气'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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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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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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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176 

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GB 50189 

3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j T 7106 

4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1202 1. 3 

5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 GB 20665 

6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21455 

7 <<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 )) JG] j T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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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475 - 2019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JGJ 475 - 20 1 9 ，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2 月 1 日以第 17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我国温和地区近些年来开展建筑节能工作的实践经验，同时

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计算取得了外围护结

构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 但是，本条文

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l

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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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节约能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

要求 。 新修订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 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建筑工程的建设、设

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遵守建筑节能标准"。 第 四十条规定

"国家鼓励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等节能建筑材料和节能设备，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

用系统"。 国务院制定的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 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该条例要求在保证民用建筑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境

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其使用过程中的能耗。 本标准规定温和地区

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要求，将为实现国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

战略以及贯彻有关政策法规作出重要贡献。

温和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包括云南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四

川、贵州、西藏的少量城镇。其范围按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

热工设计规范 ìì GB 50176 规定的区划执行。

温和地区处于东亚季风和南亚季风交汇区域，西北又受青藏

高原影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气候条件。 但总体来说，温和地区

有全年室外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夏季日平均温度不高、冬

季寒冷时间短且气温不极端的特征 。 在温和地区夏季部分房间存

在过热的情况，如顶层或西向房间;冬季部分地区室内温度偏

低，有供暖的实际需求。

温和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障，经济、技术发展相对滞后，由

于各方面因素制约，建筑热工设计分区中的其余四个分区早已颁

布了相应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而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标

准一直处于空白 。 近十几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虽然气

候温和，极端天气持续时间短，但自行使用各类供暖、 空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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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改善、提高居住质量已形成趋势。 供暖、空调能耗将随着设备

使用的增加和居住建筑的大规模建设持续增长，而居住建筑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的短板，将会加速这种增长趋势，造成能源浪费，

降低设备使用效率，对室内热舒适造成负面影响 。

由此可见，有必要对温和地区的居住建筑编制节能设计标

准，来改善居住建筑的热舒适程度，提高供暖和空调设备的能源

利用效率，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贯彻国家建筑节能的方针

政策。

1. O. 2 本标准的内容主要是对温和地区居住建筑从建筑和建筑

热工设计、供暖空调设计方面提出节能措施，对建筑能耗规定控

制指标。

当原有的居住建筑进行扩建时，以及其他类型的既有建筑改

建为居住建筑时，都需要按本标准的要求采取节能措施，井符合

本标准的各项规定 。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居住建筑，其中包括住宅、公寓、老年人

住宅、底商住宅、单身宿舍或公寓、学生宿舍或公寓等。 住宅建

筑下部的商业服务网点(如会所、洗染店、洗浴室、百货店、副

食店、粮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美容店等)也需要执行本

标准。

由于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在经济和技术两个方面与新建

居住建筑有很大不同，因此，本标准并不涵盖既有居住建筑的节

能改造 。

1. O. 3 居住建筑的能耗指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耗，主要包括供

暖、空调、通风、热水供应、照明、炊事、家用电器、电梯等的

能耗。考虑居住者行为的主观性，本标准仅对围护结构的热工性

能和集中式(或统一安装的) 供暖空调设备进行控制 。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有集中供热、供冷要求的不多，考虑到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这样的发展趋势，本标准依然对其设

计进行了控制，空调和供暖系统的能效等级也像夏热冬冷地区一

样作了规定 。 但本标准主要还是侧重围护结构性能的控制以及被

29 



动式节能的倡导。 控制围护结构性能的主要目的是:使居民仅依

靠围护结构保温隔热能力的提升就能满足室内热环境的基本要

求，同时居民自主使用设备时也能降低能耗。

温和地区建筑应通过节能设计降低温和 A 区的冬季供暖能

耗，避免温和 B 区产生冬季供暖能耗;温和地区不宜产生夏季

空调能耗。 温和地区 CDD26<10 ，夏季空调能耗极少，温和 A 、

B 区均不考虑防热设计。温和 A 区 700ζ HDD18< 2000 ， 与夏

热冬冷 1200ζHDD18<2000 的区间部分重叠，温和 A 区应满

足冬季保温设计要求，控制供暖能耗;温和 B 区 HDD18<700 ，

本标准通过对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限值作基本要求来改善冬

季的室内热环境，以尽量避免使用供暖设备产生能耗。

全年供暖空调能耗只能采用典型建筑按典型模式计算，但实

际建筑是多种多样、十分复杂的，运行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因

此，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节能设计才可以满足节能要求 。

本标准首先要保证建筑室内热环境质量，以提高居住舒适水

平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还要提高空调、供暖的能源利用效

率，以实现节能的基本目标。

1. O. 4 建筑设计需要结合温和地区的气候、资源、环境状况的

特殊性，倡导居住建筑设计以"被动技术优先，主动技术优化"

为原则，利用被动式技术使用的条件优势，充分利用天然采光、

自然通风，结合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

需求 。

1. O. 5 本标准对居住建筑的有关建筑、热工、供暖、通风和空

调设计中所采取的节能措施作出了规定，但建筑节能涉及的专业

较多，相关专业均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规范 。 因此，温和地区居

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执行本标准外，还需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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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子区与室内节能设计计算指标

3.0.1 本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50176的建筑热工设计分区一致。一级区划采用分区图 、 二

级区划采用区属表的形式表达。需要指出的是，温和地区大部分

区域地处低纬高原，"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 的山地气候特

征十分明显和突出，地理距离的远近并不是造成气候差异的唯一

因素，直接采用分区图的形式表达区划会比较复杂，带来理解上

的偏差，所以二级区划采用表格形式给出典型城镇的区属，边界

清晰，且便于标准的执行和管理 。 不在表格所列城镇区属内，或

者在区属内但对分区有疑虑的，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气象参

数标准 )) JGJ 35 中"当建设地点与拟引用数据的气象台水平距

离在 50km 以内，海拔高度差在 100m 以 内时可以直接引用"的

方法进行调查、对比、核实后确定 。 当引用其他城镇的区属和l气

象参数时，设计时需要注明被引用城镇的名称。 此外，水城、安

)1院、六枝、石棉、汉源、都匀可参照温和 A 区的节能要求进行

节能设计，攀枝花可参照温和 B 区的节能要求进行节能设计。

3.0.2 居住建筑要实现节能， 需要在保持一定的室内热舒适环

境的前提下进行。 室内热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温度、温度、

风速、壁面温度等多项指标。 本标准提出了两项室内节能设计计

算指标， 即室内空气(干球)温度和换气次数，其根据是指标重

要性及可控程度、 经济的发展，以及居住者在舒适、卫生方面的

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项设计计算指标也是供暖必不可

少的参数，是作为进行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限值计算时的

依据。

冬季居住空间节能设计计算温度规定为 18
0

C 。 规定温度只

是一个计算温度，主要是用来计算能耗，并不等于实际的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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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和地区，实际的室内温度受室外温度变化、供暖设备运行状

况影响 。

换气次数是室内热环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设计指标。冬季 ，

室外的新鲜空气进入室内，一方面有利于确保室内的卫生条件，

另外一方面又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换气次

数。一般情况，住宅建筑的净高在 2.5m 以上，按人均居住面积

20m2 计算 ， lh 换气 1 次，人均占有新风 50m3 。

本条规定的换气次数也只是一个计算参数，同样是在进行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综合判断时用来计算供暖能耗，并不等于实际的

新风量，实际的通风换气是由住户自己控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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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建筑群的总体布置和单体建筑的设计是节能设计的重要

内容之一， 强调夏季自然通风能显著地降低房间室温，被动式遮

阳能减少房间得热，明显降低房间自然室温 ; 在冬季避开冬季主

导风向减少房间热损失; 合理设置外窗面积和玻璃透射比以及利

用太阳房等尽可能获得太阳能，从而提升室温，使居住建筑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减少甚至不产生能耗，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 温和地

区居住建筑热环境设计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居住区热环境

设计标准 )) JGJ 286 中的相关要求，尽可能营造良好的室外热

环境。

西南=气省部分地处高原，地形地貌以山地和盆地为主 ， 山地

建筑可节约用地，结合避开背阴北坡地段的要求可节约用能，提

高室内舒适度 。

4. 1.2 太阳辐射得热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很大，夏季太阳辐射得

热增加空调制冷能耗， 冬季太阳辐射得热降低供暖能耗。 由于太

阳高度角和方位角的变化规律，南北朝向的建筑物夏季可以减少

太阳辐射得热。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冬季要考虑保温，南北朝向可

以增加冬季太阳辐射得热 ， 对减少实际供暖能耗，效果十分显

著。 但由于建筑物的朝向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都

做到南北朝向，所以本条用了"宜" 字 。

建筑平面布置时，尽量将主要卧室、客厅设置在南向 。

4. 1. 3 建筑物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外表

面积与其所包围体积的比值，与建筑物的层数、体量、形状等因

素有关 。 计算时需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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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成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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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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形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建

筑能耗，体形系数越大，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外表面积越大，通

过外罔护结构的传热量也越大，囚此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

发，需要考虑限制体形系数。

但是，体形系数不只是影响外围护结构的传热，同时影响建

筑造型、平面布局、采光通风等。 体形系数过小，将制约建筑师

的创作思维，使建筑造型呆板，甚至损害建筑功能。 温和地区

HDD18 数值区间与夏热冬冷地区一致，夏热冬冷标准已实施多

年，其体形系数限值经过长期设计实践，可参考性强，故温和 A

区体形系数限值要求与夏热冬冷地区基本一致。 温和 B 区冬季

室内外泪差较小，且夏季日照辐射强烈，建筑对通风要求较高 ，

限制体形系数对温和 B 区建筑冬季保温效果改善不太明显，且

容易对夏季室内通风产生负面影响 。 所以本条仅对温和 A 区居

住建筑的体形系数进行控制 。

4. 1. 4 基于温和地区的气候特点， 考虑充分利用气候资源达到

节能目的，本条提出五种适宜的屋顶和外墙的节能措施，同时也

是为了鼓励推行绿色建筑的设计思想 。 这些措施经测试、模拟和

实际应用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温和地区已有居民主动采用这些

节能技术来营造更舒适的室内环境。

采用浅色外饰面(如浅色粉刷、涂层和面砖等)的屋顶外表

面和外墙面，在夏季能反射较多的太阳辐射热，从而能降低室内

的太阳辐射得热量和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 。

遮阳屋面是现代建筑设计中利用屋面作为活动空间所采取的

一项有效防热措施，也是一项建筑围护结构的节能措施。 测试表

明， 夏季顶层房间屋面做有效的遮阳构架，屋顶热流强度可降低

约 50% ; 如果热流强度相同时，做有效遮阳的屋顶热阻值可以

减少 60% ， 同时屋面活动空间的热环境会得到改善。百叶板遮

阳棚和爬藤植物遮阳棚的遮阳效果较好。

种植屋面是隔热效果较好的屋面之一。 通常，采用种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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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种植层下方的温度变化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很小， 表明太阳辐

射基本被种植层隔绝 。

蓄水屋面是依靠水分的蒸发消耗屋顶接收到的太阳辐射热

量， 水的主要来源是蓄存天然降水 。 研究表明，夏季采用蓄水屋

面，屋顶内表面温度下降 30C ~50C 。

无论采取何种屋面隔热措施，都不能影响太阳能利用 。

4. 1. 5 温和地区大部分海拔较高，冬季(12 月、 1 月、 2 月)

太阳能丰富(除贵州大部分温和l地区外 ) ，最冷月平均气温大于

OOC ，只要建筑围护结构采取一定的保温措施，被动太阳房完全

可以达到室内热环境所要求的基本标准。 但被动太阳房在阴天和

夜间不能保证稳定的室内温度，且遮阳会减少进人房间的热量，

同时房间的朝向也限制了被动太阳房的广泛采用，所以被动式太

阳房可作为辅助取暖，减少主动式设备的能耗。

4.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4.2.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主要控制屋面、外墙的传

热系数。 本条规定了屋面、墙体的传热系数限值，若设计建筑不

能满足，则应按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

衡判断。

采用平均传热系数，是考虑了围护结构周边混凝土梁、柱、

剪力墙等"热桥"的影响，以保证建筑在夏季空调和冬季供暖时

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小于标准的要求.不至于因忽略了热桥影

响而使建筑耗热量或耗冷量计算值偏小，导致设计的建筑物达不

到预期的节能效果 。

围护结构的 Km 、 D 值直接影响建筑能耗，根据节能软件的

能耗模拟计算结果，分析表明在改变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时 . 随着

Km 值的减小，能耗的降低并不是一直按线性规律变化。 当屋面

Km 值降为1. 0W/Cm2 . K ) ， 外墙平均 Krn 值降为 1. 5W/ (m2 
• 

K )时，再减小 Km 值对降低建筑能耗的作用已不明显 。 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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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以上因素和降低罔护结构 Km 值所增加的造价，认为体形

系数小于等于 O. 45 的居住建筑，当 D~2.5 时屋面 Km 值定为

O.8W/ (m2 • K ) ， 外墙 Km 值定为1. OW / (m2 
• K) ，在 D> 2.5

时屋面 Km 值定为 1. OW/ (m2 • K) ，外墙 Km 值定为1. 5W/ (m2 • 

K) ，在目前情况下对整个地区都是比较合适的 。

本标准考虑整个温和地区的气候、经济状况，对墙体和屋顶

传热系数的要求并不太高 。 某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外墙保温主

要靠保温浆料等，使用这类材料去进一步降低 Km 值就要显著增

加墙体的厚度，造价将大幅增长，节能投资的回收期延长，更不

用提施工的难度和可行性。 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使用高效保温

材料来提高墙体的保温性能，如各类保温板材，这样进一步降低

墙体 Km 值，只需要增加保温层厚度，造价不会成比例增加，所

以进一步降低 Km 值是可行的，也具有经济性，屋顶也是如此。

本标准确定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限值时，不仅结合地区实际

考虑了节能率，而且也从工程实际的角度考虑了合理性、可

行性。

对屋面和外墙的 D 值作出规定，是为了防止因采用轻型结

构 D 值减小后，室内温度波幅过大以及在自然通风条件下，夏

季屋面和东西外墙内表面温度可能高于夏季室外温度最高值，不

能满足相关规定 。

外围护结构使用的产品材料，要选用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

并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和维护，以确保安全。

4.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普通窗户(包括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保温性能比外墙差很

多，尤其是夏季白天通过窗户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也比外墙多

得多 。 一般而言，窗墙面积比越大，则供暖和空调的能耗也越

大 。 因此，从节能的角度出发，需要限制窗墙面积比 。 在一般情

况下，以满足室内采光要求作为确定窗墙面积比的基本原则，表

4. 2.2-1 中规定的数值能满足较大进深房间的采光要求 。

在温和 A 区，人们普遍有开窗加强房间通风的习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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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室内空气品质，夏季降低室内温度 。 此外，南窗大有利于冬季

日照，可以通过窗口直接获得太阳辐射热。 近年来居住建筑的窗

墙面积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是因为商品住宅的购买者大都希

望自己的住宅更加通透明亮，尤其是客厅比较流行落地门窗 。 因

此，本条文规定每套允许一个房间的窗墙面积比可不大于 O. 6 。

但当窗墙面积比增加时，要首先考虑减小窗户(含阳台透明部

分)的传热系数。

条文对东、西向窗墙面积比限制较严，因为夏季太阳辐射在

东、西向最大 。 不同朝向墙面太阳辐射强度的峰值，以东、西向

墙面为最大，西南(东南)向墙面次之，西北(东北)向又次

之，南向墙更次之，北向墙为最小。 因此，严格控制东、西向窗

墙面积比限值是合理的，对南向窗墙面积比限值放的比较松，也

符合温和地区居住建筑的实际情况和人们的生活习惯。

对外窗的传热系数和窗户的遮阳系数做限制，是温和地区建

筑节能设计的特点之一。 在放宽窗墙面积比限值的情况下，需要

提高对外窗热工性能的要求，才能真正做到住宅的节能。 技术经

济分析也表明，提高外窗热工性能，比提高外墙热工性能的资金

效益高三倍以上。 针对凸窗的传热特性，其保温性能应提高，传

热系数限值按表 4.2.2-2 规定的下一栏取值。 同时，适当放宽每

套允许一个房间有较大的窗墙面积比，采用提高外窗热工性能来

控制能耗，给建筑师和开发商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以满足温和

地区人们提高居住建筑水平和国家对建筑节能的要求。

4.2.3 为了保证居住建筑的节能，要求外窗具有良好的气密性

能，以避免夏季在开空调时室外热空气过多地渗漏到室内，抵御

冬季室外冷空气过多地向室内渗透。

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 71<.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

方法 )) GB/ T 7106 - 2008 中规定用 10Pa 压差下，每小时每，米缝

隙的空气渗透量(ql)手日每小时每平方米面积的空气渗透量 (q2 )作

为外门窗的气密性分级指标。 6 级对应的性能指标是:

1. Om3 / (m • h) < ql ~ 1. 5m 3 j C m • h) , 3. Om3 
/ ( m 2 

• h) <q2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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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m:l / (m2 
• h) 0 4 级对应的性能指标是: 2. Om3 / Cm • h) < ql 

ζ2. 5m3 / Cm • h) , 6. Om:l / Cm2 
• h)<q2~7 . 5m:l / Cm2 

• h) 。

本条对温和 A 区位于不同层上的外窗及阳台门的要求分成

两档，在建筑的低层，室外风速比较小，对外窗及阳台门的气密

性要求低一些。 而在建筑的高层，室外风速相对比较大，对外窗

及阳台门的气密性要求则严一些。 温和 B 区冬季温度相对较高，

外窗及阳台门气密性要求可相应放宽。

4. 3 自然通凤设计

4. 3.1 一般情况下，周边建筑对客体建筑的通风效果影响很大，

对于层数较低的居住建筑来说，周边的绿化也会对通风效果有较

大影响，所以在设计总图时要积极考虑这两个因素 。 对于温和地

区来说，更多的是需要通风来改善夏季室内热环境，尤其是温和

B 区，建筑群的布置若能形成风廊，可以有效引导气流进入到区

内较深位置，从而取得较好的通风效果。 对于温和 A 区，要考

虑冬季的室内热环境，温和 A 区在冬季只需要满足基本通风换

气需求，建筑群的布置若能在冬季主要迎风面上形成风梢，就可

以有效阻挡寒风直接进入区内，反而有利于区内建筑在冬季开窗

通风。

居住区内建筑的高度轮廓对区内建筑的通风也有较大影响，

在设计总平面时需要关注这个因素。 对于温和 B 区来说，建筑

使气流逐级抬升会加速空气流动，从而使区内建筑获得更好的通

风效果;对于温和 A 区来说，如果较高的建筑可以阻挡冬季快

速流动的气流，那么其后的建筑周围风速就可以大大降低，从而

在开窗获得更多自然通风的前提下减少热量的散失 。

通常采用的居住建筑群布局方式大致有并列式、错列式和斜

列式。 采用错列式和斜列式实际上是扩大了建筑群的迎风面，同

时将风影区错开在后排建筑的侧面，所以在温和IB 区要优先考

虑使用 。

由于温和地区大部分建筑最佳朝向为南北向，完全考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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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而调整朝向的做法不可取。 但在风速较大，风环境成为场地

设计主导的情况下可特殊处理。建筑朝向与主导风向的夹角 : 条

型建筑不宜大于 300， 点式建筑宜在 300~60。之间 。

4.3.2 自然通风的每套居住建筑均需要考虑主导风向，将卧室、

起居室等尽量布置在上风位置，避免厨房、卫生间的污浊空气污

染室内 。

4.3.3 建筑进深对自然通风效果影响显著，建筑进深越小越有

利于自然通风。 对于居住建筑，卧室的合理进深为 4. 5m 左右，

不超过 12m 的户型进深对功能布置是合适的，同时也有利于自

然通风。

4.3.4 对于单侧通风的居住建筑，由于不能形成穿堂风，通风

窗设在迎风面、增加可开启窗扇的高度都是改善通风效果的必要

措施。 研究表明，建筑迎风面体形凹凸变化对单侧通风的效果有

影响，凹口较深及内折的平面形式更有利于单侧通风。 立面上的

建筑构件可以增强建筑体形的凹凸变化，从而促进自然通风;设

置凹阳台可增强自然通风效果。

4.3.5 对外窗的有效通风面积作出规定，避免"大开窗，小开

启"现象，有利于房间的自然通风。

门窗的开启方式决定着"可开启面积"，而"可开启面积"

一般不等于门窗的可通风面积，特别是对于目前的各式悬窗甚至

平开窗等，当窗扇的开启角度小于 45。时，可开启窗口面积上的

实际通风能力会下降 1/2 左右，因此，条文中使用了"有效通风

面积"代替"可开启面积"，这样既强调了门窗重视可用于通风

的开启功能，对通风不良的门窗开启方式加以制约，也可以把通

风路径上涉及的建筑洞口包括进来 。

各类形式的外窗有效通风面积应按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防排

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12 5 1 的要求计算 。

本条控制了温和 A 区主要功能房间的开窗面积(包括阳台

门的透明部分) ，厨房、卫生间、户外公共区域的外窗的直接自

然通风开 口面积还应满足现行同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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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6中的相关要求 。

4. 3.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本条控制了温和 B 区主要功能房间的开窗面积(包括阳台

门的透明部分) 。 由于本标准仅对温和 B 区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指标限值作基本要求，结合被动式措施来提高室内舒适度，故将

有效通风面积占所在房间地面面积比例提高到 10% 。 考虑到厨

房、 卫生间、 户外公共走道外窗等，通常窗面积较小，很难满足

通风开口面积不小于房间(公共区域)地面面积 10 % 的要求，

因此，对于卫生间、户外公共区域的外窗设计按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 >> GB 50096 执行 。

4. 3.7 温和 B 区的居住建筑由于冬季防寒需求没有温和 A 区

高，且夏季气候更加炎热，可以增大楼梯间的开窗面积以加强居

住建筑公共部分的通风效果，对卫生防疫等也有利。在调研过程

中发现，温和 B 区居住建筑普遍有利用矮空花砖设置楼梯间外

墙，或者直接将楼梯间外墙敞开的做法。 增加天井实际上更多地

利用了"烟囱效应" ， 加快热空气从天井上方排出，从而加速气

流流通 。 温和 A 区由于冬季防寒要求高一些，此举会增大建筑

外表面积，加快热量散失，故不建议。

4. 3.10 居住建筑经常受平面布局的影响，满足了使用功能要

求，却无法满足自然通风需求 。 如居住建筑单侧通风的房间，通

过模拟发现，房间进深大于开间的 2 . 5 倍时， 外部气流难以有足

够动力流向更深的位置，自然通风受到影响，类似这种情况要考

虑设置辅助通风。

居住建筑机械排风的排风口一般设在厨房和卫生间，排风量

需要满足室内环境质量要求，风机要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通

风机基本型式、尺寸参数及性能曲线 >> GBj T 3235 、 《空调用通

风机安全要求 >> GB 1 0080 等规定的产品，并优先选用高效节能

低噪声风机，排风机能效限定值不得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通风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19761 巾的相关要求;选用风机的

噪声要满足居住建筑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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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遮阳设计

4. 4. 1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西向太阳辐射对夏季室内热环境影响

较大，设置遮阳改善作用显著。 建筑遮阳中挡板式遮阳效果最

佳，但对窗口遮挡较多，影响通风采光和视野，提倡使用活动外

遮阳，如遮阳百日十、遮阳帘等，垂直式 、 综合式遮阳也可采用 。

固定式遮阳装置因为简单、造价低、维修少等特点比活动遮阳使

用更为广泛。 然而，固定遮阳装置的遮阳效果有限，需要认真考

虑选择使用活动遮阳装置。 内遮阳价格相对较为便宜，便于单独

设置，但隔热效率较低，在实际工程设计过程中，可由设计师综

合考虑遮阳形式。

4.4.2 绿化遮阳是借助于树木或者藤蔓植物来遮阳，是一种既

有效又经济美观的遮阳措施，特别适用于低层建筑，而且温和地

区气候适宜，树种丰富，可选择范围广。 绿化遮阳有种树和1棚架

攀附植物两种做法。 种树要根据窗口朝向对遮阳形式的要求来选

择和配置树种 。 植物攀附的水平棚架起水平遮阳的作用，垂直棚

架起挡板式遮阳的作用 。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

能，植物叶片本身的温度并未显著提高 。 绿化遮阳最为理想的遮

阳植被是落叶乔木，茂盛的树叶可以遮挡夏季灼热的阳光，而冬

季温暖的阳光又会透过稀疏的枝条射入室内，这是普通固定遮阳

构件无法具备的优点 。

4.4.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温和 A 区可利用冬季太阳辐射的得热来降低供暖负荷。 由

于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的变化规律，南北朝向的建筑冬季可以增

加太阳辐射得热，主要是依靠南向窗获得尽量多的太阳辐射热。

所以，在太阳辐射资源丰富的温和 A 区，条文中控制冬季南向

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值不得过小。

对温和 B 区来说，夏季太阳辐射对室内热环境影响是较大

的，且该地区普遍有开大窗的习惯，对综合遮阳系数进行控制可

以减少夏季太阳辐射直射入室内 。 条文限制了夏季东、西向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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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遮阳系数，是因为夏季太阳辐射在东、西向最大。

天窗在冬夏季都能获得较多的太阳辐射，所以冬夏两季的综

合遮阳系数限值不同，需要设置活动遮阳才能满足要求。

本标准中遮阳系数 (50 可乘以 0. 87 换算为太阳得热系数

(5HGC> 。

4.4.5 夏季屋顶水平面太阳辐射强度最大，天窗需尽量避免使

用水平玻璃窗，获取光线和冬天屋顶阳光的最好解决办法是使用

高侧窗，因为高侧窗可以控制进入室内的阳光。 天窗透光围护结

构的热工性能较差，传热损失和太阳辐射得热过大，水平天窗直

接面对太阳，带来了遮阳的困难，需要像东、西向窗户一样尽量

避免。 实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需满足本标准第 4 章对水平天窗

的限值要求 。 考虑到冬夏季对太阳辐射需求的不同，建议采用活

动式遮阳为佳 。

4.5 被动式太阳能利用

4.5.1 被动式太阳能按集热方式主要可分为直接受益式、集热

(蓄热)墙式、附加阳光间式。 被动式太阳房供暖三种基本集热

方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适用性。 从升温速度上来看，直接受益式

或附加阳光间式白天升温快，昼夜温差大，因而适用于在白天使

用的房间，如起居室 。 集热蓄热墙白天升温慢，夜间降温也慢，

昼夜温差小，因而适用于主要在夜间使用的房间 。 从使用状况来

看，集热蓄热墙式对房间的采光通风有较大影响，附加阳光间式

造价很高，且效率较低。 由于温和地区室内外温差不大，直接受

益式能为白天使用的起居室营造温暖的室内环境且不影响通风采

光和观景，晚上也能让卧室提升一定温度，且温和地区太阳辐射

照度较高，有明显优势，故在温和地区采用直接受益式被动式太

阳房为佳。

根据太阳运行轨迹，正南是被动式房集热量最大的朝向，且

根据房间的使用性质，如果白天使用较多，可以考虑朝东南向一

些，主要是晚上使用的房间可以考虑朝西南向一些，但不要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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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间为宜。

为了获得更多的太阳辐射，南向窗的面积应尽可能大，但同

时需要避免产生室内过热现象并减少夜间的热损失，因此，需要

确定合理的窗口面积，同时做好夜间的保温。

通过 DOE-2.1E 动态模拟，随着窗墙面积比的增大，得热

逐渐增加，当南向窗的窗墙面积比大于 50 %后，得热与失热将

逐渐趋于平衡，因此南向窗的窗墙面积比宜大于 50% 。

在利用太阳能供暖的房间中，为了营造良好的室内热环境，

需要注意两点: (1)设置足够的蓄热体，防止室内温度过大波

动; (2) 蓄热体尽量布置在能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蓄热地

面、墙面不宜铺设地毯、挂毯等织物。 参考国外的经验结论，单

位集热窗面积，宜设置 31音~5 倍面积的蓄热体。

玻璃具有透过"短波" (即太阳辐射热)而不透过"长波"

(即红外热)的特殊性能。一旦阳光能通过玻璃并被某一空间里

的材料所吸收，由这些材料再次辐射而产生的热能，就不会通过

玻璃再返回到外面去。 这种获取热量的过程，称为温室效应。 温

室效应是被动太阳房的基本工作原理。 因此，在设计太阳房时，

要考虑以下三条基本原则:

1 尽可能增大太阳能集热量。 这里有两条途径: (1)选择

透光性好的材料，增加透光量; (2) 扩大采光面积，争取多得

热量。

2 尽量减少房屋的热损失 。 被动式太阳房设计，要在加强

围护结构的保温上下功夫 。

3 被动式太阳房设计要考虑一定的辅助能源。

4.5. 2 被动式太阳房采用的外窗夜间保温能力和白天的太阳辐

射透射比对室内温度影响很大 。 为了保证被动式太阳房的效果，

需保证日间通过集热窗的太阳辐射得热量尽可能地大于温差传热

失热量。 因此，对太阳房集热窗的保温性能和透光部分(玻璃)

太阳总透射比提出一定的要求。其中，集热窗的传热系数要求是

在本标准对温和地区透光罔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的基础上略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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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透光部分太阳辐射总透射比的限值比双层 6mm 透明玻璃的

总透射比略有降低。 在温和地区，被动式太阳房有较好的实用性

及推广性。

4.5.3 屋顶和墙体以及外窗的传热系数应符合本标准第 4 章中

的传热系数限值，以减少夜间热量的散失 。 外窗既可采用夜间保

温措施，如温和地区民居有在外窗内侧设置双扇木板的做法，也

可采用保温窗帘，如由一层或多层镀铝聚醋薄膜和其他织物一起

组成的复合保温窗帘 。 条件允许情况下，使用低成本的高效窗代

替夜间活动保温装置为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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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5. 0.1 本章与第 4 章"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是并列的关

系 。 如果所设计的建筑已经符合本标准第 4 章的规定， 则不必再

依据本章进行节能设计的权衡判断。 反之， 也可以依据本章对所

设计的建筑直接进行节能设计的权衡判断。

为了保证建筑的基本热工性能，本条特别规定了在进行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围护结构主要部位应满足的最低要

求，避免建筑产生太大的能耗短板，尤其是屋面和天窗，需满足

第 4 章的规定，因为屋面、天窗的节能措施易于做到，而且对顶

层的室内热环境影响非常大，应严格限制 。

须指出的是，如果所设计的建筑不能完全满足本标准的第

4. 1. 3 条、第 4 . 2 . 1 条和l第 4. 2. 2 条中的规定，则需通过权衡判

断来证明它能够达到节能要求 。

本标准的节能设计权衡判断采用"对比评定法"。 采用这一

方法的理由是 : 既然达到第 4 章的最低要求，建筑就可以满足节

能设计标准，那么将所设计的建筑与满足第 4 章要求的参照建筑

进行能耗对比计算，若所设计建筑物的能耗并不高于参照建筑的

能耗，则同样判定所设计的建筑满足节能设计标准。 若所设计建

筑的能耗高于对比的参照建筑，则需要对所设计建筑物的有关参

数进行调整，再进行计算，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这种方法在美国

的一些建筑节能标准中已经被广泛采用 。

采用对比评定法与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的方法相比有

明显的优点 。 采用单位建筑面积的能耗指标，对不同形式的建筑

物有着不同的节能要求;为了达到相同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

标，对于高层建筑、多层建筑和低层建筑所要采取的节能措施显

然有非常大的区别 。 实际上，第 4 章的有关要求是采用本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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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准"的多层建筑，按其达到一定节能率而计算得到的 。

将这一 "基准"建筑物节能后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作为标准用于所

有种类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高层建筑和多层

建筑比较容易达到，而低层建筑和别墅建筑则较难达到。 采用

"对比评定法" 则是采用了一个相对标准，不同的建筑有着不同

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却有着基本相同的节能率。

5. 0.2 温和 A 区节能的目标最终体现在建筑物的供暖能耗上，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优劣对供暖能耗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本

标准以供暖能耗作为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依据。

在进行全年能耗计算时，考虑温和 A 区的夏季气候条件，

在计算中空调能耗并不会太多，而且在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计算

基准相同的情况下，同时忽略空调能耗对结果影响很小，可不计

人能耗计算。

5.0.3 在规定条件下计算得出的设计建筑供暖年耗电量不大于

参照建筑的供暖年耗电量时，说明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总体性能

满足本标准的节能要求 。

除了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之外，供暖能耗的高低还受许多

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受供暖设备能效的影响，受气候条件的影

响，受居住者行为的影响等。 如果这些条件不一样，计算得到的

能耗也肯定不一样 ， 就失去了可以比较的基准，因此本条规定计

算供暖耗电量时， 需要在"规定条件下"进行。

在"规定条件下"计算得到的供暖耗电量并不是建筑实际的

供暖能耗，仅仅是一个比较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优劣的基础

能耗。

5.0. 4 "参照建筑"是用来进行对比评定的节能建筑。 首先，

参照建筑应在大小、形状、ljj)j 向等各个方面与所设计的实际建筑

物相同，才可以作为对比使用 。 由于参照建筑是节能建筑，因而

它需要满足本标准第 4 章中相关限值的最低要求 。 当所设计的建

筑在某些围护结构的参数不能满足节能要求时，参照建筑应在这

些方面进行调整。 本条规定参照建筑各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需符

46 



合本标准第 4 章规定 。

非常重要的是，参照建筑围护结构的各项性能指标为本标准

第 4 章规定性指标的限值，这样的参照建筑是一个刚好满足节能

要求的建筑，把所设计的建筑与之相比较，即可判断出设计建筑

是否满足节能要求 。

5.0.5 由于温和地区昼夜温差较大， 一天之内温度披动对围护

结构传热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冬季，白天有很强的太阳辐射，

热量通过围护结构从室外传入室内，夜间室外温度下降很快，热

量有可能通过围护结构从室内传到室外。 由于这个原因，为了比

较准确地计算供暖负荷，并与现行罔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 GB 50736 保持一致，需要采用动态计算

方法。

5.0.6 本条规定了计算供暖年耗电量时的几个基本条件，规定

这些基本条件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统一软件的计算，避免出现

?昆乱 。

计算时取卧室和起居室室内温度，冬季全天为 1 8
0

C . 换Ë

次数为1. 0 次/h. 其他房间不控温。

供暖设备的额定能效比取1. 9 ，主要是考虑冬季供暖设备大

部分使用风冷型家用热泵空调器，部分仍使用电热型供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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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暖空调节能设计

6.0.1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中，温和 A 区基本无空调供冷需求，

温和 B 区也仅少数地区少数时段存在空调供冷需求，因此从节

能减排的角度考虑，不建议温和地区居住建筑采用空调供冷。

对于施工图设计阶段仅预留空调机位的居住建筑，由于设备

的选择由用户自理，不在设计控制的范围 。 针对少数确需采用集

中空调系统供冷的情况，本标准不再具体规定，强调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规定 。

6.0.2 温和地区具备天然的气候优势，可再生能源资源比较丰

富，尤其太阳能综合利用条件优越，充分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可以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有效降低建筑能耗，推动建筑节能工

作取得更大成效 。

温和 A 区冬季存在供暖需求，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供暖的需求逐年上升。 对于居住建筑选择集

中供暖系统方式，还是分户供暖方式，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需

要根据按建筑功能、建筑规模、用能需求、用能特点、可再生能

跟资源情况、环境效益等进行技术经济综合分析来确定 。 同时，

该地区的居民供暖所需设备及运行费用全部由居民自行支付，因

此，还需考虑用户对设备及运行费用的承担能力 。

6.0.3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采用集中供

暖也日益增多，本条为满足舒适条件下的基本节能要求 。

传统的居住建筑供暖系统中使用于动调节问作为室温调控装

置，往往出现热量分配不均，造成热量的浪费并影响人体舒适

度，目前较多采用的自力式调节阀能够自动调节，方便、节能、

舒适 。

6.0.4 国家节能指令第四号明确规定"新建采暖系统应采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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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采暖" 。 实践证明，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 不仅对供暖质量有明

显的提高，而且便于进行节能调节 。

6.0.6 当以燃气为供暖热源时，可以直接向房间送热风，或经

风管系统送入;也可以产生热水，通过散热器、风机盘管进行供

暖，或通过地面埋管进行低温地板辐射供暖。 燃气机组的热效率

需符合国家标准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20665 - 20 1 5 中的第 2 级 。 为了便于应用，

表 1 列出了热水器和采暖炉能效等级值。

表 1 热水器和采暖炉能效等级

最低热效率值平 < % )

类型 能效等级

l 级 2 级 3 级

"1 1 98 89 86 
热水器

可z 94 85 82 

热水
币1 96 89 86 

采 l段;If'
甲2 92 85 82 

'71 99 89 86 
采暖

甲2 95 85 82 

注 . 本表引向 国家标准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If' 能放限定:{ì'[及能

效等级 )) GH 20665 - 2015. 

6.0.7 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进行供暖时，这类设备一般向用

户 自行采购， 本条目的是推荐用户购买能效比高的产品 。 日前国

家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1202 1. 3 

20 1 0 和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21 455 一 20 1 3 规定节能型产品的能效等级为 2 级。

为了方便应用， 表 2 列出了同家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12021. 3 - 20 1 0 中空调器能效等级第 3

级指标 ， 表 3 列出了国家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 GB 12021. 3 - 20 1 0 中空调器能效等级指标; 表 4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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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标准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 GB 21455 - 20 1 3 中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第 2

级指标。

类型

整体式

分体式

表 2 房间空调器能效等级指标

类型
锁定tI副冷iit cc 节能评价值

( W ) (能效等级 3 级)

整体式 2. 90 

CC ,ç4500 :,.20 

分体式 4500< CC ,ç7100 3. LO 

7100< CC ,ç 14000 3.00 

表 3 房间空调器能效等级指标

彻!定11/11冷量 CC GB 1202 1. 3 中能效等级

( W ) 3 ? 

2.90 3.1 0 3. 30 

CC ,ç4500 3. 20 3. ,10 3. 60 

4500<CC ,ç71 00 3. 10 3. 30 3. 50 

7100< CC ,ç14000 3. 00 3. 20 3. 40 

表 4 能效等级 2 级对应的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 APF ) 指标[ (W. h) / (W. h)J 

类型
锁定制冷11 cc 节能评价值

( W ) (能效等级 2 级)

CC ,ç4500 4. 00 

分体式 4500< CC ,ç7100 3.50 

71 OO< CC ,ç14000 3. 30 

6.0.8 强调统一规划预留空调室外机位置，有利于空调室外机

组设置与建筑一体化，改善机组的运行环境，也更有利于节能。

暖通专业应与建筑专业协调配合，满足室外机安装的下列规定:

1 避免影响建筑立面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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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室外机放置在通风良好，安全稳定的位置;

3 便于室外机的安装、维护、清洗;

4 避免气流和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6.0.9 太阳能热水系统是技术成熟、应用广泛、成本低廉的太

阳能利用技术，是温和地区居住建筑中十分重要的节能措施，具

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温和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基本

都大于 2000h，年太阳辐射量大多在 4500MJ /m2 ~6000MJ/m2之

间，属于现行行业标准 《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 >> QX/ T 89 规定

的太阳能资源很丰富区，即 5040MJ / (m2 . 年) ~ 6300MJ/ 

(m2 . 年) ，且夏季多雨，冬季干旱，太阳能资源与季节j!Ç配性

好 。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温和地区具有广泛的应用基础，多年的工

程实践表明:对于 12 层及以下的居住建筑，晴好天气时太阳能

热水系统能够满足所有用户的热水需求 。 由于太阳能热水系统直

接受天气影响，为保证阴雨天的热水供应，要综合考虑建筑功

能、 需求 、 经济性、环保性等因素，合理选用辅助能源系统。 本

条规定除少数太阳能资源条件较差的地区外， 12 层及以下的居

住建筑应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对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的 12

层以上建筑，在太阳能集热板安全防护可靠的前提下，应尽可能

优先利用太阳能。

6. 0. 10 地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要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

并对浅层地热能资源进行勘察，地下水换热系统应根据水文地质

勘察资料进行设计，并采取可靠回灌措施，确保置换热量后的地

下水全部回灌到同一含水层，不得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浪费及污

染 。 系统投入运行后，需要对抽水量、回灌量及其水质进行监

测。当采用地下水时，需采用闭式循环。 若采用地埋管式换热器

的地游、热泵系统，要进行土壤温度平衡模拟计算，最小计算周期

宜为 1 年，计算周期内地源热泵系统总释热量宜与总吸热量相平

衡，不平衡率要小于 10% ，并采取冷热源的调节措施，需要注

意并进行长期应用后土壤温度变化趋势的预测，以避免 KWj应用

后土壤温度发生变化，导致机组效率降低甚至不能制冷或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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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

8. 0.1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176 - 2016 第

3.4 . 6 条明确规定"围护结构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应考虑热桥的影

响"，并给出了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是以节

点的线传热系数为基础，定量计算热桥对围护结构平壁传热量的

影响 。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控制建筑能耗，因此标准给出的外围

护结构规定性指标限值中的平均传热系数计算应符合上述规定。

8.0. 4 本条简化计算方法采用了与现行行业标准 《严寒和寒冷

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相同的方法。

外墙平壁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值 ψ受到保温类型、外墙平壁

传热系数，以及结构性热桥节点构造等因素的影响 。 表 B.0.4

针对外墙常用的保温做法对应本标准中的外墙平均传热系数限

值，给出了墙体平壁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ψ值 。

表 B. 0 . 4 中列出了采用普通窗(窗与外墙平行)或凸窗时，

不同外墙平均传热系数限值下的 ψ 值。 设计中，若凸窗所占外窗

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30% ， ψ 值应按照凸窗一栏选用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相同的保温类型、外墙平壁传热系数，

当选用的结构性热桥节点构造不同时， ψ 值的变化非常大。 由于

结构性热桥节点的构造做法多种多样，墙体中又包含多个结构性

热桥，组合后的类型更是数量巨大，难以一一列举。 表 B. 0.4

的主要目的是方便计算，表中给出的只能是针对一般性的建筑

(设计建筑的规定性指标满足本标准的限值要求) ，在选定的节点

构造下计算出的 ψ值。

实际工程中，当需要修正的单元墙体的热桥类型、构造均与

表且 0. 4 计算时的选定一致或近似时，可以直接采用表中给出的伊

值计算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当两者差异较大时，需要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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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给出表 B. O. 4 计算时选定的结构性热桥的类型及

构造 。 其中， D 为外墙保温 层 厚度。 当 D 二三 30mm 时，

d= 30mm; 当 D<30mm 时 ， d = O 。 当外墙的 KIll 二三 1. 0 W j 

(m2 
• K) 时，阳台板上下可不做保温处理。

外精-窗侧口

外墙角

.，，""外

在

同
院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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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土高-窗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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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路似内

、幸=才崎气。

勒
旦

口
时
叶

上窗凸墙 外墙-凸窗下口

主
腥气翻王

图 1 外保温热桥节点构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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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外保温热桥节点构造示意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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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内保温热桥节点构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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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内保温热桥节点构造示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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