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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1533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为行业标

准,编号为 JCJJ75-⒛ 12,自 ⒛13年 4月 1日 起实施。其中 ,

第 4。 0。 4、 4.0.5、 4.0.6、 4.0.7、 4.0.8、 4。 0.10、 4.o.13、

6.0.2、 6.0.4、 6.0.5、 6.0.8、 6。 0.13条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原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
⒛03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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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12年 11月 2日



口

根据原建设部 《关于印发 〈⒛0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修订计划 (第一批 )〉 的通知》 (建标 E2007]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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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建筑节

能设计计算指标;4.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5.建筑节能设

计的综合评价 ;6。 暖通空调和照明节能设计。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将窗地面积比作为评价建筑

节能指标的控制参数;规定了建筑外遮阳、自然通风的量化要

求 ;增加了自然采光、空调和照明等系统的节能设计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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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送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地址 :北京

市北三环东路 30号 ,邮政编码 :100013)。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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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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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室内热环境,降低建筑能耗,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夏热冬暖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居住建筑
的节能设计。

1.0.3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的建筑热工、暖通空调和照明设
计,必须采取节能措施,在保证室内热环境舒适的前提下,将建
筑能耗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1.0.4 建筑节能设计应符合安仝可靠、经济合理和保护环境的
要求,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使用适宜技术。
1.0.5 夏热冬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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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术 语

2.0.1 外窗综合遮 阳系数 overall shadng coeffioent of winˉ

dow

用以评价窗本身和窗口的建筑外遮阳装置综合遮阳效果的系

数,其值为窗本身的遮阳系数 SC与窗口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SD

的乘积。

2.0.2 建筑外遮阳系数 out⒍ de shadng∞ef伍 cient of诵 ndow

在相同太阳辐射条件下 ,有建筑外遮阳的窗口 (洞 口)所受

到的太阳辐射照度的平均值与该窗口 (洞 口)没有建筑外遮阳时

受到的太阳辐射照度的平均值之比。

2.0.3 挑出系数 outstretch∞efⅡ oent

建筑外遮阳构件的挑出长度与窗高 (宽 )之比,挑出长度系

指窗外表面距水平 (垂直)建筑外遮阳构件端部的距离。

2.0.4 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 whdow to wal1rauo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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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平均窗墙面积比 mean of诵 ndow to wall rauo

建筑物地上居住部分外墙面上的窗及阳台门 (含露台、晒台

等出人口)的洞口总面积与建筑物地上居住部分外墙立面的总面

积之比。

2.0.6 房间窗地面积比 诫ndow to noor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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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窗地面积比 mean of诚 ndow to floor rauo

建筑物地上居住部分外墙面上的门窗洞口的总面积与地上居

住部分总建筑面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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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对比评定法 custom budget method

将所设计建筑物的空调采暖能耗和相应参照建筑物的空调采

暖能耗作对比,根据对比的结果来判定所设计的建筑物是否符合

节能要求。

2.0.9 参照建筑 reference bt1Ⅱ dng

采用对比评定法时作为比较对象的一栋符合节能标准要求的

假想建筑。

2.0.10 空调采暖年耗电量 annual∞ oling and heaung elecˉ

tricity consumption

按照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空调和采暖设

备每年所要消耗的电能。

2.0.11 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annual∞ oling al△ d kating decˉ

tricity consumpti°n factor

实施对比评定法时需要计算的一个空调采暖能耗无量纲指

数 ,其值与空调采暖年耗电量相对应。

2.0.12 通风开口面积 venJlauon area

外围护结构上自然风气流通过开口的面积。用于进风者为进

风开口面积 ,用于出风者为出风开口面积。

2.0.13 通风路径 venolaton path

自然通风气流经房间的进风开口进人,穿越房门、户内
(外 )公用空间及其出风开口至室外时可能经过的路线。



3 建筑节能设计计算指标

3.0.1 本标准将夏热冬暖地区划分为南北两个气候区 (图

3.0.1)。 北区内建筑节能设计应主要考虑夏季空调,兼顾冬季采

暖。南区内建筑节能设计应考虑夏季空调,可不考虑冬季采暖。

图3,0.1 夏热冬暖地区气候分区图

3.0.2 夏季空调室内设计计算指标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

1 居住空间室内设计计算温度 :26C;
2 计算换气次数:1.0次 /h。

3.0.3 北区冬季采暖室内设计计算指标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

1 居住空间室内设计计算温度 :16℃ ;

2 计算换气次数 :1.0次 /h。



4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4.0.1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减轻热岛效应。
建筑的平面、立面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
4.0.2 居住建筑的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
4· 0.3 北区内,单元式、通廊式住宅的体形系数不宜大于
o.35,塔式住宅的体形系数不宜大于 0.40。

4· 0.4 各朝向的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南、北向不应大于
o.仞 ;东、西向不应大于 0。 30。 当设计建筑的外窗不符合上述
规定时,其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或耗电量)不应超过参照建筑
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或耗电量 )。

4.0.5 建筑的卧室、书房、起居室等主要房间的房间窗地面积
比不应小于 1/7。 当房间窗地面积比小于 l/5时 ,外窗玻璃的可
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 00。

4.0.6 居住建筑的天窗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 4%,传热
系数不应大于 4。 OW/(mz· K),遮阳系数不应大于 0。 碉。当设
计建筑的天窗不符合上述规定时,其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或耗
电量)不应超过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或耗电量 )。

4· 0.7 居住建筑屋顶和外墙的̀传热系数和热惰性指标应符合表
4.0.7的 规定。当设计建筑的南、北外墙不符合表 4。 0.7的规定
时,其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教 (或耗电量)不应超过参照建筑的空
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或耗电量 )。

屋   顶 靖

2.0<K≤2.5,D≥ 3。 0或 1.孓“ ≤2。 0,D≥ 2.8

或 0.7(K≤ 1.5,D≥ 2.5

o.4(K≤ 0.9,

D≥2.5

表 4。 0.7 屋顶和外垴的传热系数KEW/(m2· Κ)]、 热惰性指标D



续 表 4.0.7

屋  顶 外  埚

Κ≤0.7Κ≤0.4

注:1 D<2.5的轻质屋顶和东、西墙,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

设计规范》GB501%所规定的隔热要求。

2 外墙传热系数K和热惰性指标D要求中:2.0<Κ≤2· 5,D≥ 3· 0这-档仅

适用于南区。

4.0.8 居住建筑外窗的平均传热系数和平均综合遮阳系数应符

合表 4.0.s-1和 表 4.0.s-2的 规定。当设计建筑的外窗不符合表

4.0.8-1和表 4.0.s-2的 规定时,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或耗电量)不应超过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或 耗电

量 )。

表 4.0.g-1 北区居住建筑建筑物外窗平均传热系数

和平均综合遮阳系数限值

外墙平

均指标

外窗平均

传热系数

K[W/
(】:iz· K)∶

外窗加权平均综合遮阳系数 sw

平均窗地面积

比C~r≤0.25

或平均窗垴

面积比

Gm≤0.25

平均窗地面积比

o.25((CIiF

≤≤0.30

或平均窗墙面积

比 0.25<Cbtw

≤≤0.30

平均窗地面积比

θ.30<ChIF

≤≤0.35

或平均窗堵面积

比 0.30<CMw

≤≤0.35

平均窗地面积比

o。 35<C昭

≤≤0.40

或平均窗墙面积

比 0.35<CMw

≤≤0.40

K≤2.o

D≥ 2·
g

≤ 0.3 ≤ 0.2

≤ 0.5 ≤ 0.3 ≤0.2

≤ 0.7 ≤0.s ≤0.4 ≤ 0.3

≤ 0.8 ≤ 0.6 ≤ 0.6 ≤0.4

K≤ 1.

D≥2.

≤ 0.6 ≤0.3

≤0.8 ≤ 0.4

≤ 0.9 ≤ 0.6 ≤ 0.3

≤0.9 ≤0.7 ≤ 0.s ≤ 0.2



续表 4。 0.8-1

外垴平

均指标

外窗平均

传热系数

K Ew/

(△P· K)彐

外窗加杈平均综合遐阳系数 sw

平均窗地面积

比 C.r≤0.25

或平均窗垴

面积比

CMw≤≤0.25

平均窗地面积Ⅱ

o.25<C~￠

≤≤0.so

或平均窗垴面积

比0.25<CMw·

≤≤0.30

平均窗地面积Ⅱ

o.30(C田

≤≤0.35

或平均窗坩面积

比0.30<(C、Ⅲ

≤≤0.35

平均臼地面积比

o.35(CbiF

≤≤0.40

或平均窗蟠面积

比 0.35(CMw

≤0.0o

Κ≤ 1.￡

D≥2.￡

≤ 0.9 ≤ 0.8 ≤0.6 ≤0.4

≤ 0.9 ≤ 0.9 ≤0.7 ≤0.5

≤0.9 ≤0.9 ≤0.8 ≤0.6

≤0.9 ≤ 0.9 ≤ 0.9 ≤ 0.7

K≤ 1.四

D≥ 2.5

或

K≤0.7

≤0.9 ≤0.9 ≤ 0.6 ≤0.2

≤ 0.9 ≤ 0.9 ≤ 0.7 ≤ 0,4

5.o ≤ 0.9 ≤0.9 ≤ 0.8 ≤0.6

≤0.9 ≤0.9 ≤ 0,8 ≤ 0.7

≤ 0.9 ≤ 0.9 ≤ 0.9 ≤0.7

≤ 0.9 ≤0。 9 ≤0.9 ≤ 0.8

表 4。 0。 ⒏2 南区居住建筑建筑物外窗

平均综合遮阳系数限值

外墙平均

指标

(p≤≤0.8)

外窗的加杈平均综合遮阳系数 sw

平均窗地面积

比C陋≤0.zs

或平均窗坫

面积比 Cbm·

≤≤0.25

平均窗地面积

比 0.25(C~F

≤≤0.30

或平均窗坩面

弱R比 0.25

(G唧≤0.30

平均窗地面积

比0.30(C。 a·

≤0.35

或平均窗坩

面积比

o.30<CMw

≤≤0.35

平均窗地面积

比 0.3s(C盯

≤0.0o

或平均窗坫

面积比

o。 35<CMw
≤≤0.40

平均窗地

面积比

o.40<G盯

≤≤0.45

或平均窗垴

面积比

o.00(G叩

≤0.0s

K≤ 2.5

D≥3.o
≤ 0.5 ≤ 0.4 ≤0.3 ≤ 0.2



续表 4.0.B-2

外墙平均

指标

(p≤≤0· 8)

外窗的加权平均综合遮阳系数 sw

平均窗地面积

比 C衄≤0· 25

或平均窗墙

面积比Gm
≤辽0.25

平均窗地面积

比 0.zs<CIt·

≤ζ0.30

或平均窗墙面

积比0.25

(G淝≤0.so

平均窗地面积

比 0.30<C。 IF

≤ξ0.35

或平均窗墙

面积比

0.30<CMw

≤0.35

平均窗地面积

比 0.35<CbF

≤≤0.40

或平均窗墙

面积比

o。 35<<Cˇ卩̌

≤≤0.40

平均窗地

面积比

o。 40((鲕

≤≤0.45

或平均窗墙

面积比

o。 40(C。△v

≤≤0.45

Κ≤ 2.o

D≥2.8
≤0.6 ≤ 0.5 ≤ 0.4 ≤ 0.3 ≤0.2

Κ≤I.5

D≥2.5
≤ 0.8 ≤ 0.7 ≤0.6 ≤0.5 ≤0.4

Κ≤1.o

D≥2.5

或 K≤0,7

≤0,9 ≤ 0.8 ≤ 0.7 ≤0.6 ≤0.5

注:1 夕卜窗包括阳台门。

2 p为外垴外表面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4.0.9 外窗平均综合遮阳系数,应为建筑各个朝向平均综合遮

阳系数按各朝向窗面积和朝向的权重系数加杈平均的数值,并应

按下式计算 :

Sw=

(4。 0.9)

式中 :AE、 As、 Aw、 AN——东、南、西、北朝向的窗面积 ;

S./,E、 Sw,s、 Sw,w、 Sw,N——东、南、西、北朝向窗的平均综合

遮阳系数。

注:各个朝向的权重系数分别为:东 、南朝向取 1.0,西朝向取 1.25,

北朝向取 0.8。

4.0.10 居住建筑的东、西向外窗必须采取建筑外遮阳措施 ,建

筑外遮阳系数 sD不应大于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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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Ⅱ 居住建筑南、北向外窗应采取建筑外遮阳措施,建筑外

遮阳系数 SD不应大于 0.9。 当采用水平、垂直或综合建筑外遮

阳构造时,外遮阳构造的挑出长度不应小于表 4.0.11规定。

表 4。 0.11 建筑外遮阳构造的挑出长度限值 (m)

4.0。 ⒓ 窗口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SD可采用本标准附录 A的简

化方法计算,且北区建筑外遮阳系数应取冬季和夏季的建筑外遮

阳系数的平均值,南区应取夏季的建筑外遮阳系数。窗口上方的

上一楼层阳台或外廊应作为水平遮阳计算;同一立面对相邻立面

上的多个窗口形成自遮挡时应逐一窗口计算。典型形式的建筑外

遮阳系数可按表 4.0.12取值。

注:位于窗口上方的上一楼层的阳台也作为遮阳板考虑。

4.0.13 外窗 (包含阳台门)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房间地面

面积的 10%或外窗面积的焰 %。

4.0.14 居住建筑应能自然通风,每户至少应有一个居住房间通

风开口和通风路径的设计满足自然通风要求。

4.0.15 居住建筑 1~9层外窗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 ⒛08中规定的 4级水平;10层及 10层 以上外窗的气密性

朝  向 南

遮阳形式 水平 垂直 综合 水平 垂直 综 合

北【【 0,15 0.15

南 区 o,25

表 4.0.1z 典型形式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sD

遮 阳 形 式 建筑外遮阳系数 SD

可完全遮挡直射阳光的固定百叶、固定挡板遮阳板等 o。 5

可基本遮挡直射阳光的固定百叶、固定挡板、遮阳板 0,7
ˉ
较密的花格 0.7

可完全覆盖窗的不透明活动百叶、金属卷帘 0.5

可完全覆盖窗的织物卷帘 o。 7



能不应低于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

及检测方法》GB/T7106— ⒛08中规定的 6级水平。

4.0.16 居住建筑的屋顶和外墙宜采用下列隔热措施 :

1 反射隔热外饰面 ;

2 屋顶内设置贴铝箔的封闭空气间层 ;

3 用含水多孔材料做屋面或外墙面的面层 ;

4 屋面蓄水 ;

5 屋面遮阳 ;

6 屋面种植 ;

7 东、西外墙采用花格构件或植物遮阳。

4.0.17 当按规定性指标设计,计算屋顶和外墙总热阻时,本标准

第 4.0.16条采用的各项节能措施的当量热阻附加值,应按表准。0.17

取值。反射隔热外饰面的修正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

表 4.0.Ⅱ  隔热措施的当卫附加热阻

注:P为修正后的屋顶或外墙面外表面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卩

Ι0

采取节能樯施的屋顶或外墙
当量热阻附加值

(m2· K/W)

反射隔热外饰面
(0。 砝≤ p(0· 6)

(P(0.4) 0,20

屋顶内部带有铝箔的

封闭空气间层

单面铝箔空气间层

(m) o.57

60及以上

双面铝箔空气间层

(rrlm〉

o.56

60及 以上 l。 01

用含水多孔材料做面层的屋顶面层

用含水多孔材料做面层的外墙面 0.35

屋面蓄水层

屋面遮阳构造

屋面种植层

东、西外墙体遮阳构造



5 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

5.0.1 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可采用
“
对比评定法

”
进行综合评

价。当所设计的建筑不能完全符合本标准第 4.0.4条、第 4.0.6

条、第 4.0.7条和第 4.0.8条的规定时,必须采用
“
对比评定

法
”
对其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的指标可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

指数,也可直接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作为综合评定指标时,所设

计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不得超过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

电指数,即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

“ F≤ B3F犯
f

(5.0.1-1)

式中:ECF——所设计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

ECF亻——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2 当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量指标作为综合评定指标时,在
相同的计算条件下,用相同的计算方法,所设计建筑的空调采暖

年耗电量不得超过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量,即应符合下式

的规定 :

r≤ Ecref (5.0.1-2)

式中:EC——所设计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量 ;

EC衬——参照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量。

3 对节能设计进行综合评价的建筑,其天窗的遮阳系数和

传热系数应符合本标准第 4.0.6条 的规定 ,屋顶、东西墙的传热

系数和热惰性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 4.0.7条 的规定。

5.0.2 参照建筑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参照建筑的建筑形状、大小和朝向均应与所设计建筑完

全相同 ;

2 参照建筑各朝向和屋顶的开窗洞口面积应与所设计建筑



相同,但当所设计建筑某个朝向的窗 (包括屋顶的天窗)洞面积

超过本标准第 4.0.4条、第 4.0.6条的规定时,参照建筑该朝向

(或屋顶)的 窗洞口面积应减小到符合本标准第 4.0.4条 、第

4.0.6条 的规定 ;

3 参照建筑外墙、外窗和屋顶的各项性能指标应为本标准第

4.0.7条和第 4.0.8条规定的最低限值。其中墙体、屋顶外表面的太

阳辐射吸收系数应取0.7;当所设计建筑的墙体热惰性指标大于 2.5

时,参照建筑的墙体传热系数应取 1。 sW/(彳 ·K),屋顶的传热系

数应取 0.9吼/(耐 ·K),北 区窗的传热系数应取 4.0吼/(耐 ·K);

当所设计建筑的墙体热惰性指标小于2.5时 ,参照建筑的墙体传热

系数应取 0.7W//(耐 ·K),屋顶的传热系数应取 0.4吼/(W· K),

北区窗的传热系数应取4.OW/(亻 ·K)。

5.0.3 建筑节能设计综合评价指标的计算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室内计算温度,冬季应取 16C,夏季应取 26C。

2 室外计算气象参数应采用当地典型气象年。

3 空调和采暖时,换气次数应取 1.0次 /h。

4 空调额定能效比应取 3.0,采暖额定能效比应取 1.7。

5 室内不应考虑照明得热和其他内部得热。

6 建筑面积应按墙体中轴线计算;计算体积时,墙仍按中

轴线计算,楼层高度应按楼板面至楼板面计算;外表面积的计算

应按墙体中轴线和楼板面计算。

7 当建筑屋顶和外墙采用反射隔热外饰面 (ρ(0.6)时
,

其计算用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应取按本标准附录 B修正之值 ,

且不得重复计算其当量附加热阻。

5.0.4 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量应采用动态逐时模拟的方法计

算。空调采暖年耗电量应为计算所得到的单位建筑面积空调年耗

电量与采暖年耗电量之和。南区内的建筑物可忽略采暖年耗

电量。

5.0.5 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应采用本标准附录 C的方法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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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暖通空调和照明节能设计

6.0.1 居住建筑空调与采暖方式及设备的选择 ,应根据当地资

源情况,充分考虑节能、环保因素,并经技术经济分析后确定。

6.0.2 采用集中式空调 (采 暖)方式或户式 (单元式)中央空

调的住宅应进行逐时逐项冷负荷计算;采用集中式空调 (采暖 )

方式的居住建筑,应设置分室 (户 )温度控制及分户冷 (热 )量
计逯 设施。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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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蒸汽或热水驱动的吸收式冷 (热 )

水机组,或有利于节能的其他形式的冷 (热 )源。

6.0.4 设计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 )

机组,或采用名义制冷量大于 7100W的 电机驱动压缩机单元式

空气调节机,或采用蒸汽、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

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作为住宅小区或整栋楼的冷
(热 )源机组时,所选用机组的能效比 (性能系数 )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sO189中 的规定值。

6.0.5 采用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作为户式集中空调 (采暖 )

机组时,所选用机组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EIPLV(C)彐 不应低

于现行国家标准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

率等级》GB21绣 4中规定的第 3级。

6.0。 6 居住建筑设计时采暖方式不宜设计采用直接电热设备。

6.0.7 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进行空调和 (或 )采暖时,宜选

择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⒛ 21.3和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

效率等级》GB21455中 规定的能效等级 2级以上的节能型产品。

6.0.8 当选择土壤源热泵系统、浅层地下水源热泵系统、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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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淡水、海水)源热泵系统、污水水源热泵系统作为居住区或

户用空调 (采暖)系统的冷热源时,应进行适宜性分析。

6.0.9 空调室外机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多台相邻室外机吹出气流

相互干扰,并应考虑凝结水的排放和减少对相邻住户的热污染和

噪声污染;设计搁板 (架 )构造时应有利于室外机的吸人和排出

气流通畅和缩短室内、外机的连接管路,提高空调器效率;设计

安装整体式 (窗式)房间空调器的建筑应预留其安放位置。

6.0.1① 居住建筑通风宜采用自然通风使室内满足热舒适及空气

质量要求;当 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可辅以机械通风。

6.0.11 在进行居住建筑通风设计时,通风机械设备宜选用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节能型设备及产品。

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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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应安装机械排风装置。

6.0.13 居住建筑公共郜位的照明应采用高效光源、灯具并应采

取节能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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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外遮阳系数的计算方法

A。 0。 1 建筑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sD=σ 2+切 +1

茁=A/B

(A。 0。 ⒈D

(A。 0.1-2)

式中:S冖 建筑外遮阳系数 ;

J——挑出系数,采用水平和垂直遮阳时,分别为遮阳

板自窗面外挑长度 A与遮阳板端部到窗对边距离

B之比;采用挡板遮阳时,为正对窗田的挡板高

度 A与窗高B之比。当=≥ 1时”取￡=1;

Ω、冖 系数,按表 A。 0.l选取 ;

A、 B——按图 A0.1-1~图 A。 0.1七 规定确定。

图 A.0.11 水平式遮阳

图 A.0.1习 垂直式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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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刊

⊥

图 A.0.1△  挡板式遮阳

表 八 0.1 建筑外遮阳系数计算公式的系数

气候区 建筑外遮阳类型 系数 东 南 西

夏热冬

暖地区

北区

水平式

冬季

0,30 0.10 0.20 0.00

D -0, -0. -0。 0 00

夏季

o.35 o。 35 o.20 0 20

/9 -0.65 -0,65 ——0.40 -0。 途0

垂直式

冬季

0,30 o。 25 o.25 0.05

乃 -0。 ˉ̄0.6θ -ˉ 0 60 -0.15

夏季

0.25 o.40 o.30 0.30

犭
ˉ̄0.60 -0. ˉ̄0,60 ˉ̄0 60

挡板式

冬季

0.24 0.25 0 24 o。 16

r, -1.01 -1.01 —
l。 01 -0.95

夏季

0 18 0.zI1 0.18 0.09

乃 -— 0.63 ˉ̄0,86 —̄0.63 -0.92

夏热冬暖

地区南区

水平式
0.35 0.35 0.20 0.20

/, -0,65 ˉ̄0,65 -0, -0.40

垂直式
0,25 0.40 0.30 0,30

f, -0.60 -0.75 -ˉ 0.60 -0.60

挡板式
0.16 0,35 o.16 o。 17

犭
——0.60 -1.01 ˉ̄ 0.60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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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当窗口的外遮阳构造曲水平式、垂直式、挡板式形式组
合,并有建筑自遮挡时,外窗的建筑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

sD 二=SDs· SDH · sDv· SD: (A.0.2)

式中:SDs、 SDH、 sDv、 SD:——分别为建筑自遮挡、水平式、

垂直式、挡板式的建筑外遮

阳 系 数,可 按 本 标 准 第

A.O。 1条规定计算 ;当组合

中某种遮阳形式不存在时 ,

可取其建筑外遮 阳系数值

为 1。

A.0.3 当建筑外遮阳构造的遮阳板 (百叶)采用有透光能力的
材料制作时,其建筑外遮阳系数按下式计算 :

SD=1~(1_sD x× 1~Γ ) (A。 0.3)

式中:SD· 一 夕卜遮阳的遮阳板采用不透明材料制作时的建筑
外遮阳系数,按 A‘ 0.1规定计算 ;

￠
——遮阳板 (构造 )材料的透射比,按表 A.0.3

选取。

表 A。 0.3 遮阳板 (构造)材料的透射比

遮阳板使用的材料 规 格

织物面料 0.5或按实测太阳光透射比

玻璃钢板 0.5或按实测太 0ll光透射比

玻璃、有机玻璃类板
0<太阳光透射比≤0,6

o.6<太阳光透射比≤0.9

金属穿孔板

穿孔率:0<烬 0· 2 0 15

穿孔率:0.2(岭卸 ,亻 o。 3

穿孔率:0,4<睽∞,6 0.5

穿孔率:0.6(岭⊙.8

混凝土、陶土

釉彩窗外花格
0,6或按实际镂空比例及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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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反射隔热饰面太阳辐射
吸收系数的修正系数

B.0.1 节能、隔热设计计算时,反射隔热外饰面的太阳辐射吸
收系数取值应采用污染修正系数进行修正,污染修正后的太阳辐
射吸收系数应按式 (BO。 1△ )计算。

】0=ρ ·口

c=11.384(ρ × 1QO)刽·62^l

(B.0.1-l)

(B。 0.1-2)

式中:ρ
——

修正前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

∥
——修正后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用于节能、隔热设计

计算 ;

夕——污染修正系数,当 ρ<0.5时修正系数按式 (⒒ o。 ⒈
2)计算,当 p0-0· 5时 ,取 夕为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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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建筑物空调采暖年耗

电指数的简化计算方法

C。 0.1 建筑物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应按下式计算 :

ECF=田 Fc+ECFH      (C· 0.1)

式中:ECFc——空调年耗电指数 ;

ECFH——采暖年耗电指数。

C。 0.2 建筑物空调年耗电指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rFc=[(￡FcR+rFcM'+rFc m)
A  ~

+QN· 九·N+⒍ o]· α  (C·°·2D
Cc=Gc· C献 "7     (C· 0· 22)

ECFcR=α R∑ K氵F`.   (C.0.2-3)

ECFGⅥ '=α Ⅵ 。E∑ K只 F,l+α M~s∑ Κ 氵F氵ρ

氵==1

+Cc· Ⅵ 抑 ∑
K JFi卩 氵+α 明 ^N∑ K jFIpJ

(C。 0.2-4)

￡ Fc lx/D=Cc岘 E∑ 凡 ScJSDGi+⒐ ms∑ FjSCiSDG`

+α Ⅲ )w∑ F氵SC氵 SDGj+⒐ wD N∑ Ff℃ 氵SDG`

+α瓠∑ F5C氵

(C.0.2-5)

式中:A——总建筑面积 (m2);

N——换气次数 (次/b);

九——按建筑面积进行加权平均的楼层高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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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N—
— 空调年耗 电指数与换气次数有关 的系数,⒐ N

取 4.16;

⒍ 。,0— —空调年耗电指数的有关系数,q。取—4.47;

ΠTc.R——空调年耗电指数与屋面有关的参数 ;

ECFc Ⅵ'—
—空调年耗电指数与墙体有关的参数 ;

ECF【1m——空调年耗电指数与外门窗有关的参数 ;

Fj——各个围护结构的面积 (m2);

Ki——各个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EW/(m2· K)];

ρ
——各个墙面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

SCJ——各个外门窗的遮阳系数 ;

SDtl氵——
各个窗的夏季建筑外遮阳系数 ,外遮阳系数按本标
准附录 A计算 ;

CFA——外围护结构的总面积 (不包括室内地面)与总建筑
面积之比 ;

Gr——空调年耗电指数与地区有关的系数,南区取 l。 13,

北区取 0.64。

公式 (C。 0.2七 )、 公式 (C.0.2Ⅵ
)、 公式 (C。 0。 ⒉5)中 的

其他有关系数应符合表 C.o.2的规定。

表GO。 2 空调耗电指数计算的有关系数

系 数
所在墙面的朝向

东 南 西

C辶 wI~(重质 )

Q kh·'(轻质 ) 24.o

QⅥ )

α∶R(重质 )

01R(轻质 )

CG酞 363

注:重质是指热惰性指标大于等于 2.5的墙体和屋顶;轻质是指热惰性指标小于
2.5的墙体和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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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3 建筑物采暖的年耗电指数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

ⅡFH=r卫芏L兰±旦
芊薯

坐」±E二n口 +G川 。h· lN+G。
]·
G

(C.0.3-1)

CH=C,h· G硖
70      (C· 0.32)

rF⒒ R=G Rκ ∑ K.Fj+C⒒ R∑ K`ρ
氵              I

(C。 0.3-3)

ECF⒒ Ⅷ '=%Ⅶ ~E∑ K氵F移 +α Ⅶ Ⅱs∑ KJF椤

氵                :

+GⅦ ~w∑ KiF仫 +侃 盹 N∑ KjF卩
|               :

+⒍ w~KE∑ KiFi+%w~κ s∑ K尸
`i                ⒓

+鲕 wLκ w∑ K尸 扌+CIl砚 ~KN∑ Κ

`j氵                  氵

(C。 0.3-4)

ECFH wD=G吣 E∑ FJScisDHⅡ +CH呃 s∑ F氵 “ 氵SD HⅡ

氵                   扌

+CH呃 w∑ F∮SCiSDHⅡ +CH wDN∑ FJScjSDHⅡ

扌                      :

+鲕 wD κ E∑ 凡 Ki+鲕 吣 κ s∑ F氵Κ 氵

氵                  氵

+鲕 观 κ w∑ F氵Κ 氵+CH呃 KN∑ FjK氵

+G涨 ∑
FjSc阝 D"+CH涨 K∑ F氵 K氵

J                      ⒓

(C.0.3-5)

式中:A——总建筑面积 (亻 );

九——按建筑面积进行加权平均的楼层高度 (m);

N——换气次数 (次 /h);

cH,N=—采暖年耗电指数与换气次数有关的系数 ,CH N

取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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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⒒ 。,G犭——采暖的年耗电指数的有关系数,CH° 取 2.60;
Π
'HR—

—采暖年耗电指数与屋面有关的参数 ;

EcFH吼 ~~采
暖年耗电指数与墙体有关的参数 ;

ECFH wD——采暖年耗电指数与外门窗有关的参数 ;

Fj——
各个围护结构的面积 (m2);

Κ氵——
各个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W/(m2· Κ)];

ρ
——

各个墙面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

SG——各个窗的遮阳系数 ;

SDHⅡ——各个窗的冬季建筑外遮阳系数,外遮阳系数应按本
标准附录 A计算 ;

C队——外围护结构的总面积 (不包括室内地面)与总建筑
面积之比 ;

黾h——采暖年耗电指数与地区有关的系数,南区取 0,北
区取 0.7。

公式 (C。 0.3司 )、 公式 (C。 0.3叫 )、 公式 (C。 0.3巧 )中 的
其他有关系数见表 C。 0.3。

表 GO。 3 采暖能耗指数计算的有关系数

注:重质是指热惰性指标大于等于 2.5的墙体和屋顶;轻质是指热惰性指标小于

系 数 东 南 酉

CI1M~(重 质 ) -3.6 -9.0 -10.8 -3.6
CH wL(轻质 ) -7,2 -18.o -21 6 -7.2

C⒒ Ⅵ'K(重质 )

C⒒ ln~K(轻质 )

CH wI) -32.5 ˉ̄ 103.2 ˉ̄ 141 l -32.7
CH wu κ

CH R(重 质 ) -7.4
CH R(轻 质 ) — 14.8

C⒒ RK(重质 )

G⒈ 艮K(轻质 )

CH sK ˉ97.3

CH眯 κ

2.5的墙体和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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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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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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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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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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要求)”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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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⑶ 752012,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⒛12年 11月 2日 以第 1533号 公告批准、

发布。

本标准是在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⒛03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主要起草人是郎四维、杨仕超、林海燕、涂逢祥、赵±

怀、彭红圃、孟庆林、任俊、刘俊跃、冀兆 良、石民祥、黄夏

东、李劲鹏、赖卫中、梁章旋、陆琦、张黎明、王云新。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1.引 人窗地面积比,作为与窗

墙面积比并行的确定闸窗节能指标的控制参数 ;2.将东、西朝

向窗户的建筑外遮阳作为强制性条文;3.建筑通风的要求更具

体 ;4.规定了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的能效级别;5.对采用

集中式空调住宅的设计,强制要求计算逐时逐项冷负荷。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我国夏热冬暖地区近些年来开展建筑节能工作的实践经验 ,

使修订后的标准针对性更强,更加合理 ,也便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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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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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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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

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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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宅

`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四条规定
“
建筑节

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依

照法定程序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可

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地方建

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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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工程 ,

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责令停

止施工、限期改正;已经建成的,不得销售或者使用。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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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
“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

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
”
第十

四条规定
“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

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

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

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
”
本标准规定夏热冬暖地区居

住建筑的节能设计要求,并给出了强制性的条文,就是为了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国务院发布的 《民用建筑节能

条例》。

夏热冬暖地区位于我国南部,在北纬 27° 以南,东经 97° 以

东,包括海南全境,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南部,云南小部

分,以及香港、澳门与台湾。其确切范围由现行 《民用建筑热工

30

贝刂



设计规范》GB50176-93规定。

该地区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沿海一

带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最为迅速,其中特别以珠江三角洲地区

更为发达。

该地区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湿热型气候),其特征表现

为夏季漫长,冬季寒冷时间很短,甚至几乎没有冬季,长年气温

高而且湿度大,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小。太阳辐射强烈,雨

量充沛。

近十几年来,该地区建筑空调发展极为迅速,其中经济发达

城市如广州市,空调器早已超过户均 2台 ,而且一户 3台以上的

非常普遍。冬季比较寒冷的福州等地区,已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用

电采暖。在空调及采暖使用快速增加、建筑规模宏大的情况下 ,

虽然执行节能设计标准已有 8年 ,但新建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仍然不尽如人意,节能标准在执行中打折扣,从而空调采暖设备

的电能浪费严重,室内热舒适状况依然不好,导致温室气体 CO2

排放量的进一步增加。

该地区正在大规模建造居住建筑,有必要通过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的执行,改善居住建筑的热舒适程度,提高空调和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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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在夏热冬暖地区开展建筑节能工作形势依然不乐

观,节能标准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使得相关规定更加明确,更

加方便执行。

1.0.2 本标准适用于夏热冬暖地区的各类新建、扩建和改建的

居住建筑。居住建筑主要包括住宅建筑 (约 占 90%)和集体宿

舍、招待所、旅馆以及托幼建筑等。在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的

节能设计中,应按本标准的规定控制建筑能耗,并采取相应的建

筑、热工和空调、采暖节能措施。

1.0.3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的设计,应考虑空调、采暖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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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满足要求,使得炎夏和寒冬室内

热环境更加舒适,空调、采暖设备使用的时间短,能源利用效

率高。

本标准首先要保证建筑室内热环境质量,提高人民居住舒适

水平,以此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还要提高空调、采暖的能

源利用效率,以实现节能的基本目标。

1.0.5 本标准对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的建筑、热工、空调、

采暖和通风设计中所采取的节能措施和应该控制的建筑能耗做出

了规定,但建筑节能所涉及的专业较多,相关的专业还制定有相

应的标准。因此,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执行

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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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1 窗口外各种形式的建筑外遮阳在南方的建筑中很常见。

建筑外遮阳对建筑能耗,尤其是对建筑的空调能耗有很大的影

响,因此在考虑外窗的遮阳时,将窗本身的遮阳效果和窗外遮阳

设施的遮阳效果结合起来一起考虑。

窗本身的遮阳系数 Sc可近似地取为窗玻璃的遮蔽系数乘以

窗玻璃面积除以整窗面积。

当窗口外面没有任何形式的建筑外遮阳时,外窗的遮阳系数
Sw就是窗本身的遮阳系数 SC。

2.0.4 参照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增 加了该术

语。这样修改,对于体形系数较大的建筑的外窗要求较高,而对

于体形系数小的建筑的外窗要求与原标准一样。

2.0.6 本术语用于外窗采光面积确定时用。

2.0.7 本术语用于外窗性能指标确定时用。在第 4章 中查表
4.0.81、 表 4.0。 孓2,可以采用

“
平均窗墙面积比

”,也可以采

用
“
平均窗地面积比

”,在制定地方标准时,可根据各地情况选

用其中一个。

夏热冬暖地区,在体形系数没有限制的前提下,采用
“
窗墙

面积比
”

在实际使用中被发现存在问题 :对于外墙面积较大的建

筑,即使窗很大,对窗的遮阳系数要求不严。用
“
窗墙面积比

”

作为参数时,体形系数越大,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外墙面积越

大,窗墙面积比就越小。建筑开窗面积决定了建筑室内的太阳辐

射得热,而太阳辐射得热是夏热冬暖地区引起空调能耗的主要因

素。因此,按照现有标准,体形系数越大,标准允许的单位建筑

能耗就越大,节能率要求就
“
相对

”
越低。对于一些体形系数特

别大的建筑 ,用窗墙面积比作为参数,在采用同样的遮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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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允许开较大面积的外窗,这种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夏热冬暖地区,如果限制体形系数将大大束缚建筑设计 ,

不符合本地区的建筑特点。南方地区,经济较发达,建筑形式呈

现多样。同时,住宅设计中应充分考虑自然通风设计 ,通常要求

建筑有较高的
“
通透性

”,此时建筑平面设计较为复杂,体形系

数比较大。若限制体形系数,将会大大束缚建筑设计 ,不符合地

方特色。

因此,在本地区采用
“
窗地面积比

”
可以避免以上问题。采

用
“
窗地面积比

”,使建筑节能设计与建筑自然采光设计与建筑

自然通风设计保持一致。建筑自然采光设计与自然通风设计不仅

保证建筑室内环境 ,也是建筑被动式节能的重要手段。
“
窗地面

积比
”

是控制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参数。同时,设计人员对
“
窗地

面积比
”

很熟悉 ,因为在人们提出建筑节能需求之前 ,窗地面积

比已经被用来作建筑自然采光的评价指标。《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规定 :为保证住宅侧面采光,窗地面积比值不得小于 1/7。

南方居住建筑对自然通风的需求也给
“
窗地面积比

”
的应用带来

了可能性。为了保证住宅室内的自然通风,通常控制外窗的可开

启面积与地面面积的比值来实现。《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J⑶ 75— ⒛03中为了保证建筑室内的自然通风效果 ,

要求外窗可开启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 8%。

相对
“
窗墙面积比

”
,“窗地面积比

”
很容易计算 ,简化了建

筑节能设计的工作 ,减少了设计人员和审图人员的工作量 ,也降

低了节能计算出现矛盾或错误的可能性。在修编过程中,编制组

还对采用
“
窗地面积比

”
作为节能参数的使用进行了意向调查。

针对广州市、东莞市、深圳市等 zO多家单位 (其中包括设计院、

节能办、审图等单位),关于窗地面积比使用意向等问题 ,进行

了问卷调查 ,共收回问卷 62份 。调查结果显示 ,76%的 人认为

合适 ,仅有 14%的人认为不合适 ,还有 10%的人持有其他观点 ,

部分认为
“
窗地比

”
与

“
窗墙比

”
均可作为夏热冬暖地区建筑节

能设计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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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建筑物的大小、形状、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等情况是复

杂多变的,判断所设计的建筑是否符合节能要求常常不太容易。

对比评定法是一种很灵活的方法,它将所设计的实际建筑物与一

个作为能耗基准的节能参照建筑物作比较,当实际建筑物的能耗

不超过参照建筑物时,就判定实际建筑物符合节能要求。

2.0.9 参照建筑的概念是对比评定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参照建筑是一个符合节能要求的假想建筑 ,该建筑与所设计的实

际建筑在大小、形状等方面完全一致 ,它的围护结构完全满足本

标准第 4章的节能指标要求,因此它是符合节能要求的建筑,并

为所设计的实际建筑定下了空调采暖能耗的限值。

2.0.10 建筑物实际消耗的空调采暖能耗除了与建筑设计有关

外,还与许多其他的因素有密切关系。这里的空调采暖年耗电量

并非建筑物的实际空调采暖耗电量,而是在统一规定的标准条件

下计算出来的理论值。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可以用这个理论值来

评判建筑物能耗性能的优劣。

2.0.Ⅱ 实施对比评定法时可以用来进行对比评定的一个无量纲

指数,也是所设计的建筑物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一个判断依据 ,

其值与空调采暖年耗电量基本成正比。

2.0。 ⒓ 通风开口面积一般包括外窗 (阳 台门)、 天窗的有效可

开启部分面积、敞开的洞口面积等。

2.0.1s 通风路径是指从外窗进入居住房间的自然风气流通过房

间流到室外所经过的路线。通风路径是确保房间自然通风的必要

条件 ,通风路径具备的设计要件包括 :通风人口 (外窗可开启部

分 )、 通风空间 (居室、客厅、走廊、天井等 )、 通风出口 (外窗

可开启部分、洞口、天窗可开启部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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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节能设计计算指标

3.0.1 本标准以一月份的平均温度 11.5°C为分界线,将夏热冬

暖地区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区,等温线的北部为北区,区内建筑要

兼顾冬季采暖。南部为南区,区 内建筑可不考虑冬季采暖。在标

准编制过程中,对整个区内的若干个城市进行了全年能耗模拟计

算,模拟时设定的室内温度是 16C~26C。 从模拟结果中发现 ,

处在南区的建筑采暖能耗占全年采暖空调总能耗的 ⒛%以 下 ,

考虑到模拟计算时内热源取为 0(即没有考虑室内人员、电气、

炊事的发热量),同时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 ,所以规定南

区内的建筑设计时可不考虑冬季采暖。处在北区的建筑的采暖能

耗占全年采暖空调总能耗的 ⒛%以上 ,福州市更是占到 钅5%左

右,可见北区内的建筑冬季确实有采暖的需求。图 3.0.1中 的虚

线为南北区的分界线,表 l列 出了夏热冬暖地区中划人北区的主

要城市。

3.0.2~3。 0.3 居住建筑要实现节能,必须在保持室内热舒适

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本标准提出了两项室内设计计算指标,即

室内空气 (干球)温度和换气次数 ,其根据是经济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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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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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夏热冬暖地区中划入北区的主要城市

省  份 划人北区的主要城 1仃

福建 福州市、莆田市、龙岩巾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龙川县、新丰县、英德市、怀集县

广 西 河池市、柳州市、贺州市



项设计计算指标也是空调采暖能耗计算必不可少的参数 ,是作

为进行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限值计算时的依据。

室内热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壁面温

度等多项指标。标准中只规定了温度指标和换气次数指标 ,这是

由于当前一般住宅较少配备户式中央空调系统,室内空气湿度、

风速等参数实际上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在室内热环境的诸多指

标中。温度指标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而换气次数指标则是从人

体卫生角度考虑必不可少的指标 ,所以只提出空气温度指标和换

气次数指标。

居住空间夏季设计计算温度规定为 26C,北区冬季居住空

间设计计算温度规定为 16C,这和该地区原来恶劣的室内热环

境相比,提高幅度比较大,基本上达到了热舒适的水平。要说明

的是北区室内采暖设计计算温度规定为 16C,而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规定室内采暖计算温度为:卧室、起

居室 (厅 )和卫生间为 18C,厨房为 15C。 本标准在讨论北区

采暖设计计算温度时,当地居民反映冬季室内保持 16℃ 比较舒

适。因此 ,根据当前现实情况 ,规定设计计算温度为 16C,当
然,这并不影响居民冬季保持室内温度 18C,或其他适宜的

温度。

换气次数是室内热环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设计指标,冬 、夏

季室外的新鲜空气进人建筑内,一方面有利于确保室内的卫生条

件 ,另一方面又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要确定一个合理的计算

换气次数。由于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小时换气 1次 ,人均占有

新风量应能达到卫生标准要求。比如,当前居住建筑的净高一般

大于 2.5m,按 人均居住面积 15m2计算,1小时换气 l次 ,相当

于人均占有新风会超过 37.5m3/h。 表 2为民用建筑主要房间人

员所需最小新风量参考数值,是根据国家现行的相关公共场所卫

生标准 (GB9663~GB967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龆83等标准摘录的,可供比较、参考。应该说,每小时换气 1

次已达到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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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类型 新风量 参考依据

旅游旅馆、

饭店

客房

3~5星 级 彡≥30 GB9663-1996

2星级以下 彡≥20 GB9663-1996

餐厅、宴会厅、

多功能厅

3~5星 级 ≥30 GB9663-1996

2星级以下 彡≥20 GB9663-1996

会议室、办公室、

接待室

3~5星 级 ≥50 GB9663-1996

2星级以下 ≥ 30 GB9663-1996

中、小学 教室

小学 ≥ 11 GB/T17226-1998

初中 ≥ 14 沁 1T17220-1998

高中 ≥ 17 GB/T17226-1998

表2 部分民用建筑主要房间人员所需的最小

新风量参考值Ema/(h· 人)]

潮湿是夏热冬暖地区气候的一大特点。在室内热环境主要设

计指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相对湿度设计指标,但并非完全没有

考虑潮湿问题。实际上,在空调设备运行的状态下,室内同时在

进行除湿。因此在大部分时间内,室内的潮湿问题也已经得到了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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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4.0.1 夏热冬暖地区的主要气候特征之一表现在夏热季节的
(4~9)月 盛行东南风和西南风,该地区内陆地区的地面平均风

速为 1.1m/s~3.Om/s,沿海及岛屿风速更大。充分地利用这一

风力资源自然降温 ,就可以相对地缩短居住建筑使用空调降温的

时间,达到节能目的。

强调居住区良好的自然通风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改善

居住区热环境 ,增加热舒适感,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 ;二是

为了提高空调设备的效率 ,因为居住区良好的通风和热岛强度的

下降可以提高空调设备的冷凝器的工作效率,有利于节省设各的

运行能耗。为此居住区建筑物的平面布局应优先考虑采用错列式

或斜列式布置,对于连排式建筑应注意主导风向的投射角不宜大

于 45° 。

房间有良好的自然通风,一是可以显著地降低房间自然室

温,为居住者提供有更多时间生活在自然室温环境的可能性 ,从
而体现健康建筑的设计理念;二是能够有效地缩短房间空调器开

启的时间,节能效果明显。为此,房间的自然进风设计应使窗口

开启朝向和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利于向房间导入室外风,房间的自

然排风设计应能保证利用常开的房门、户门、外窗、专用通风口

等,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和室外连通的走道、楼梯间、天井等向室

外顺畅地排风。本地区以夏季防热为主,一般不考虑冬季保温 ,

因此每户住宅均应尽量通风良好 ,通风良好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形

成穿堂风。房间内部与可开启窗口相对应位置应有可以用来形成

穿堂风的通道 ,如通过房门、门亮子、内墙可开启窗、走廊、楼

梯间可开启外窗、卫生间可开启外窗、厨房可开启外窗等形成房

间穿堂风的通道,通风通道上的最小通风面积不宜过小。单朝向



的住宅通风不利,应采取特别通风措施。

另外,自然通风的每套住宅均应考虑主寻风向,将卧室、起

居室等尽量布置在上风位置,避免厨房、卫生问的污浊空气污染

室内。

4.0.2 夏热冬暖地区地处沿海 ,(4~9)月 大多盛行东南风和西

南风,居住建筑物南北向和接近南北向布局 ,有利于自然通风 ,

增加居住舒适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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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能

耗。南北朝向的建筑物夏季可以减少太阳辐射得热,对本地区全

年只考虑制冷降温的南区是十分有利的;刈
ˉ
冬季要考虑采暖的北

区,冬季可以增加太阳辐射得热 ,减少采暖消耗,也是十分有利

的。因此南北朝向是最有利的建筑朝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建筑物风格也多样化 ,不可能都做到南北朝向,所以本条文

严格程度用词采用
“
宜

”
。

执行本条文时应该注意的是 ,建筑平面布置时,尽量不要将

主要卧室、客厅设置在正西、西北方向,不要在建筑的正东、正

西和西偏北、东偏北方向设置大面积的门窗或玻璃幕墙。

4.0.3 建筑物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的外表面积和外表面积所包

围的体积之比。体形系数的大小影响建筑能耗,体形系数越大 ,

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外表面积越大,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也越

大。因此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应该要考虑体形系数这个

因素。

但是,体形系数不只是影响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它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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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建筑造型呆板 ,甚至损害建筑功能。在夏

热冬暖地区,北区和南区气候仍有所差异,南区纬度比北区低 ,

冬季南区建筑室内外温差比北区小,而夏季南区和北区建筑室内

外温差相差不大,因此 ,南区体形系数大小引起的外围护结构传

热损失影响小于北区。本条文只对北区建筑物体形系数作出规

定,而对经济相对发达,建筑形式多样的南区建筑体形系数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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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

4.0.4 普通窗户的保温隔热性能比外墙差很多,而且夏季白天

太阳辐射还可以通过窗户直接进人室内。一般说来 ,窗墙面积比

越大,建筑物的能耗也越大。

通过计算机模拟分析表明,通过窗户进人室内的热量 (包括

温差传热和辐射得热),占室内总得热量的相当大部分,成为影响

夏季空调负荷的主要因素。以广州市为例,无外窗常规居住建筑

物采暖空调年耗电量为 30.6kWl1/亻 ,当装上铝合金窗,平均窗

墙面积比 GM=0.3时 ,年耗电量是 53.02kWh/亻 ,当 CⅣw=
0.47时 ,年耗电量为 67.19kWh/m2,能耗分别增加了 73.3%和

119.6%。 说明在夏热冬暖地区,外窗成为建筑节能很关键的因

素。参考国家有关标准,兼顾到建筑师创作和住宅住户的愿望 ,

从节能角度出发,对本地区居住建筑各朝向窗墙面积比作了

限制。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对保证居住建筑达到节能的目标是非

常关键的。如果所设计建筑的窗墙比不能完全符合本条的规定 ,

则必须采用第 5章的对比评定法来判定该建筑是否满是节能要

求。采用对比评定法时,参照建筑的各朝向窗墙比必须符合本条

文的规定。

本次修订,窗墙面积比采用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50176的规定 ,各个朝向的墙面积应为各个朝向的立面面积。

立面面积应为层高乘以开间定位轴线的距离。当墙面有凹凸时应

忽略凹凸;当墙面整体的方向有变化时应根据轴线的变化分段处

理。对于朝向的判定 ,各个省在执行时可以制订更详细的规定来

解决朝向划分问题。

4.0.5 本条规定取 自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⒛ 05第

7.2.2条 。该规范是全文强制的规范,要求卧室、起居室 (厅 )、

厨房应设置外窗,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 1/7。 本标准要求卧室、

书房、起居室等主要房间达到该要求,而考虑到本地区的厨房、

卫生间常设在内凹部位,朝外的窗主要用于通风,采 光系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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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所以不对厨房、卫生间提出要求。

当主要房间窗地面积比较小时,外窗玻璃的遮阳系数要求也

不高。而这时因为窗户较小 ,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不能太小 ,否

则采光很差 ,所以提出可见光透射比不小于 0.4的要求。

另外,在原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

⒛03的使用过程中,一些住宅由于外窗面积大,为了达到节能

要求 ,选用了透光性能差遮阳系数小的玻璃。虽然达到了节能标

准的要求,却牺牲了建筑的采光性能,降低了室内环境品质。对

玻璃的遮阳系数有要求的同时,可见光透射比必须达到一定的要

求,因此本条文在此方面做出强制性规定。

4.0.6 天窗面积越大,或 天窗热工性能越差 ,建筑物能耗也

越大,对节能是不利的。随着居住建筑形式多样化和居住者需

求的提高 ,在平屋面和斜屋面上开天窗的建筑越来越多。采用

DOE-2软件 ,对建筑物开天窗时的能耗做了计算 ,当天窗面积

占整个屋顶面积 4%,天窗传热系数 K=4.OW/(m2· K),遮

阳系数 SC=0.5时 ,其能耗只比不开天窗建筑物能耗多 1.6%左

右,对节能总体效果影响不大,但对开天窗的房间热环境影响较

大。根据工程调研结果 ,原标准的遮阳系数 SC不大于 0.5要求

较低 ,本次提高要求,要求应不大于 0.4。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对保证居住建筑达到节能目标是非常

关键的。对于那些需要增加视觉效果而加大天窗面积,或采用性

能差的天窗的建筑 ,本条文的限制很可能被突破。如果所设计建

筑的天窗不能完全符合本条的规定,则必须采用第 5章的对比评

定法来判定该建筑是否满足节能要求。采用对比评定法时,参照

建筑的天窗面积和天窗热工性能必须符合本条文的规定。

4.0.7 本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对保证居住建筑的节能舒适是非

常关键的。如果所设计建筑的外墙不能完全符合本条的规定 ,在

屋顶和东、西面外墙满足本条规定的前提下 ,可采用第 5章的对

比评定法来判定该建筑是否满足节能要求。

围护结构的 Κ、D值直接影响建筑采暖空调房间冷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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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到建筑能耗。在夏热冬暖地区,一般情况下

居住建筑南、北面窗墙比较大,建筑东、西面外墙开窗较少。这

样,在东、西朝向上,墙体的 IC、 D值对建筑保温隔热的影响

较大。并且,东、西外墙和屋顶在夏季均是建筑物受太阳辐射量

较大的部位,顶层及紧挨东、西外墙的房间较其他房间得热更

多。用对比评定法来计算建筑能耗是以整个建筑为单位对全楼进

行综合评价。当建筑屋顶及东、西外墙不满足表 4.0.7中 的要

求,而使用对比评定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且满足要求时,虽然整

个建筑节能设计满足本标准节能的要求,但顶层及靠近东、西外

墙房间的能耗及热舒适度势必大大不如其他房间。这不论从技术

角度保证每个房间获得基本一致的热舒适度,还是从保证每个住

户获得基本一致的节能效果这一社会公正性方面来看都是不合适

的。因此,有必要对顶层及东、西外墙规定一个最低限制要求。

夏热冬暖地区,外围护结构的自保温隔热体系逐渐成为一大

趋势。如加气混凝土、页岩多孔砖、陶粒混凝土空心砌块、自隔

热砌块等材料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类砌块本身就能满足本条文

要求,同时也符合国家墙改政策。本条文根据各地特点和经济发

展不同程度,提出使用重质外墙时,按三个级别予以控制。即 :

2.0<Κ≤2.5,D≥ 3.0或 1.5<Κ≤2.0,D≥2.8或 0.7<K≤

1.5,D≥ 2.5。

本条文对使用重质材料的屋顶传热系数 Κ值作了调整。目

前,夏热冬暖地区屋顶隔热性能已获得极大改善,普遍采用了高

效绝热材料。但是,对顶层住户而言,室内热环境及能耗水平相

对其他住户仍显得较差。适当提高屋顶 Κ值的要求,不仅在技

术上容易实现,同时还能进一步改善屋顶住户的室内热环境,提

高节能水平。因此,本条文将使用重质材料屋顶的传热系数 Κ

值调整为 0,4<K≤ 0.9。

外墙采用轻质材料或非轻质自隔热节能墙材时,对达到标准

所要求的K值比较容易,要达到较大的 D值就比较困难。如果

围护结构要达到较大的 D值 ,只有采用自重较大的材料。围护



结构 D值和相关热容量的大小 ,主要影响其热稳定性。因此 ,

过度以 D值和相关热容量的大小来评定围护结构的节能性是不

全面的,不仅会阻碍轻质保温材料的使用,还限制了非轻质自隔

热节能墙材的使用和发展 ,不利于这一地区围护结构的节能政策

导向和墙体材料的发展趋势。实践证明,按一般规定选择 Κ值

的情况下,D值小一些 ,对于一般舒适度的空调房间也能满足

要求。本条文对轻质围护结构只限制传热系数的 K值 ,而不对

D值做相应限定,并对非轻质围护结构的 D值做了调整,就是

基于上述原因。

4.0.8 本条文对保证居住建筑达到现行节能目标是非常关键的 ,

对于那些不能满足本条文规定的建筑,必须采用第 5章的对比评

定法来计算是否满足节能要求。

窗户的传热系数越小 ,通过窗户的温差传热就越小,对降低

采暖负荷和空调负荷都是有利的。窗的遮阳系数越小 ,透过窗户

进人室内的太阳辐射热就越小,对降低空调负荷有利,但对降低

采暖负荷却是不利的。

本条文表 4.0。 ⒏1和表 4.0。 ⒏2对建筑外窗传热系数和平均

综合遮阳系数的规定,是基于使用 DO⒉2软件对建筑能耗和节

能率做了大量计算分析提出的。

1 屋顶、外墙热工性能和设备性能的提高及室内换气次数

的降低,达到的节能率 ,北 区约为 35%,南区约为 30%。 因此

对于节能目标 50%来说,外窗的节能将占相当大的比例,北 区

约 15%,南区约 ⒛ %。 在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所处的纬度

越低 ,对外窗的节能要求也越高。

2 本条文引人居住建筑平均窗地面积比 CN。F(或平均窗墙

面积比 C湘 )参数 ,使其与外窗 Κ、Sw及外墙 Κ、D等参数形

成对应关系,使建筑节能设计简单化,给建筑师选择窗型带来

方便。

(1)为 了简化节能设计计算、方便节能审查等工作,本条文

引人了平均窗地面积比CMF参数。考虑到夏热冬暖地区各省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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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设计习惯,且与这些地区现行节能技术规范不发生矛

盾,本条文允许沿用平均窗墙面积比 G泖进行节能设计及计算。

在进行建筑节能设计时,设计人员可根据对 CNlF和 CNI.,熟练程度

及设计习惯 ,自 行选择使用。

(2)经过编制组对南方大量的居住建筑的平均窗地面积比

C岖和平均窗墙面积比 C嘟的计算表明,现在的居住建筑塔楼类

的比较多,表面凹凸的比较多,所以 CNlF和 C蝌很接近。因此 ,

窗墙面积比和窗地面积比均可作为判定指标,各省根据需要选择

其一使用。

(3)计算建筑物的 CNlF和 Cw时 ,应只计算建筑物的地上居

住部分 ,而不应包含建筑中的非居住部分,如商住楼的商业、办

公部分。具体计算如下 :

建筑平均窗地面积比 CNiFˉ计算公式为 :

G町 =塑
鼍 谔 鞲 屦 畿 黠 骅

建筑平均窗墙面积比 C∶唧计算公式为 :

G腑 =硼曜鹣蹴塄黠罾

K=

3 外窗平均传热系数 K,是建筑各个朝向平均传热系数按

各朝向窗面积加杈平均的数值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

(2)

(3)

式中:AE、As、 Aw、AN——东、南、西、北朝向的窗面积 ;

KE、 Ks、 Kw、 KN一 东、南、西、北朝向窗的平均传热系

数9按照下式计算 :

∑Ar· Κ氵
烁=⊥

∑石厂    ⑷

式中:Kx——建筑某朝向窗的平均传热系数,即 ΚE、 Ks、 Kw、

KN;

A扌
——建筑某朝向单个窗的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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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广 ^建筑某朝向单个窗的传热系数。

4 表 4.0.⒏ 1和表 4.0.⒏2使用了
“
虚拟

”
窗替代具体的

窗户。所谓
“
虚拟

”
窗即不代表具体形式的外窗 (如我们常用的

铝合金窗和 PVC窗等),它是曲任意 K值和Sw值组合的抽象窗

户。进行节能设计时,拟选用的具体窗户能满足表 4.0.⒏1和表

4.0.82中 K值和Sw值的要求即可。

5 表 4.0.⒏ 1和表 4.0.⒏2主要差别在于:用于北区的表

4.0.81对外窗的传热系数 Κ值有具体规定,而用于南区的表

4.0.8乇 对外窗 Κ值没有具体规定。南区全年建筑总能耗以夏季

空调能耗为主,夏季空调能耗中太阳辐射得热引起的空调能耗又

占相当大的比例,而窗的温差传热引起的空调能耗只占小部分 ,

因此南区建筑节能外窗遮阳系数起了主要作用,而与外窗传热性

能关系甚小,而北区建筑节能率与外窗传热性能和遮阳性能均有

关系。

6 建筑外墙面色泽,决定了外墙面太阳辐射吸收系数ρ的

大小。外墙采用浅色表面,`值小,夏季能反射较多的太阳辐射

热,从而降低房间的得热量和外墙内表面温度,但在冬季会使采

暖耗电量增大。编制组在用 D()E-2软 件作建筑物能耗和节能分

析时,基础建筑物和节能方案分析设定的外墙面太阳辐射吸收系

数ρ=0.7° 经进一步计算分析,北区建筑外墙表面太阳辐射吸

收系数 卩的改变,对建筑全年总能耗影响不大,而南区ρ=0.6

和 0.8时 ,与 ρ=0.7的建筑总能耗差别不大,而 ρ(0.6和 ρ>
0.8时 ,建筑能耗总差别较大。当ρ(0.6时 ,建筑总能耗平均

降低 5.4%;当 ρ>0.8时 ,建筑总能耗平均增加 4.7%。 因此表

4.0.8-1对 ρ使用范围不作限制,而表 4.0.⒏2规 定 ρ取值

≤0.8。 当ρ)0.8时 ,则应采用第 5章对比评定法来判定建筑物

是否满足节能要求。建筑外表面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ρ值参见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附 录二附表 2.6。

4。 0.9 外窗平均综合遮阳系数 Sw,是建筑各个朝向平均综合遮

阳系数按各朝向窗面积和朝向的杈重系数加权平均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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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北区和南区,窗 口的建筑外遮阳措施对建筑能耗和节

能影响是不同的。在北区采用窗口建筑固定外遮阳措施 ,冬季会

产生负影响,总体对建筑节能影响比较小,因此在北区采用窗口

建筑活动外遮阳措施比采用固定外遮阳措施要好 ;在南区采用窗

口建筑固定外遮阳措施,对建筑节能是有利的,应积极提倡。
(2)计算外窗平均综合遮阳系数 Sw时 ,根据不同朝向遮阳

系数对建筑能耗的影响程度 ,各个朝向的权重系数分别为:东 、

南朝向取 1.0,西 朝 向取 1.25,北 朝向取 0.8。 Sw计算公式

如下 :

sw=AE· Sw,Eˉ←As·                             N

(5)

式中 :AE、 As、Aw、AN——
东、南、西、北朝向的窗面积 ;

Sw,E、 Sw,s、 Sw,w、 Sw,N——
东、南、西、北朝 向窗的平均综合遮

阳系数 ,按照下式计算 :

∑Aj· SwΙ

S弘x=i   ⑹

式中:Sw,x——建筑某朝向窗的平均综合遮阳系数,即 Sw,E、

Sw,s、 Sw、 w、 Sw,N;

A氵 ——建筑某朝向单个窗的面积 ;

Sw,f——建筑某朝向单个窗的综合遮阳系数。

4.0.10 本条文为新增强制性条文。规定居住建筑东西向必须采

取外遮阳措施 ,规定建筑外遮阳系数不应大于 0.8。 目前居住建

筑外窗遮阳设计中,出现了过分提高和依赖窗自身的遮阳能力轻

视窗口建筑构造遮阳的设计势头,导致大量的外窗普遍缺少窗口

应有的防护作用,特别是住宅开窗通风时窗口既不能遮阳也不能

防雨,偏离了原标准对建筑外遮阳技术规定的初衷 ,行业负面反

响很大,同时,在南方地区如上海、厦门、深圳等地近年来因住

宅外窗形式引发的技术争议问题增多,有必要在本标准中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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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能要求明确相关规定。窗口设计时应优先采用建筑构造遮

阳,其次应考虑窗口采用安装构件的遮阳,两者都不能达到要求

时再考虑提高窗自身的遮阳能力,原因在于单纯依靠窗自身的遮

阳能力不能适应开窗通风时的遮阳需要,对 自然通风状态来说窗

自身遮阳是一种相对不可靠做法。

窗口设计时,可以通过设计窗眉 (套 )、 窗口遮阳板等建筑

构造,或在没计的凸窗洞口缩进窗的安装位置留出足够的遮阳挑

出长度等一系列经济技术合理可行的做法满足本规定,即本条文

在执行上普遍不存在技术难度,只有对当前流行的凸窗 (飘窗 )

形式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凸窗可少许增大室内空间且按当前各地

行业规定其不计人建筑面积,于是这种窗型流行很广,但因其相

对增大了外窗面积或外围护结构的面积,导致了房间热环境的恶

化和空调能耗增高以及窗边热胀开裂、漏雨等一系列问题也引起

了行业的广泛关注。如在广州地区因安装凸窗,房间在夏季关窗

时的自然室温最高可增加 2C,房 间的空调能耗增加最高可达

87.4%,在夏热冬暖地区设计简单的凸窗于节能不利已是行业共

识。另外,为确保凸窗的遮阳性能和侧板保温能力符合现行节能

标准要求所投人的技术成本也较大,大量凸窗必须采用 Low E

玻璃甚至还要断桥铝合金的中空 Low E玻璃,并且凸窗板还要

做保温处理才能达标,代价高昂。综合考虑,本标准针对窗口的

建筑外遮阳设计,规定了遮阳构造的设计限值。

4.0。 Ⅱ 本条文规定建筑外遮阳挑出长度的最低限值和规定建筑

外遮阳系数的最高限值是等效的,当不具备执行前者条件时才执

行后者。规定的限值,兼顾了遮阳效果和构造实现的难易。计算

表明,当外遮阳系数为 0.9时 ,采用单层透明玻璃的普通铝合金

窗,综合遮阳系数 Sw可下降到 0.81~0.72,接近中空玻璃铝合

金窗的自身遮阳能力,此时对 1.5m× 1.5m的外窗采用综合式

(窗套)外遮阳时,挑出长度不超过 0.2m,这一尺度恰好与南方

地区⒛0mm厚墙体居中安装外窗,窗 口做 0.1m的挑出窗套时

的尺寸相吻合 E图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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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安装位

(a)窗套1a9圃 窑                 (b)凸 窗

图 l 窗口的综合式外遮阳

如表 3所示,在规定建筑外遮阳系数限值为 0.9时 ,单独采

用水平遮阳或单独采用垂直遮阳,所需的挑出长度均较大,对于
1.5m× 1.5m的外窗一般需要挑出长度在 0.⒛m~0.45m范围 ,

而采用综合遮阳形式 (窗套、凸窗外窗口)时所需的挑出长度最

小,南 、北朝向均需挑出 0。 15m~o。 zOm即 可,这一尺度也适

合凸窗形式的改良 E图 1(b)彐 。

条文中建筑外遮阳系数不应大于0.9的规定,是针对当建筑

外窗不具备遮阳挑出条件时,可以按照本要求,在窗口范围内设

计其他外遮阳设施。如对于在单边外廊的外墙上设置的外窗不宜

设置挑出长度较大的外遮阳板时,设计采用在窗口的窗外侧嵌人

固定式的百叶窗、花格窗等固定式遮阳设施也可以符合本条文

要求。

表 3 外窗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季 节
挑出长度 (m) 南

A 水平 垂 苴 综合 水平 垂直 综合

夏季

0,958 0,952 0,912 0.937

0.15 0 939 0.929 0.872 0.962 0.943 0.907

0.920 0,907 0.950 0,925 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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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季节

挑出长度 (m) 南

A 水平 垂直 综合 水平 垂直 综合

夏季

0.25 o。 901 0.886 0.799 0.939 0,908 0.853

0,30 0.884 0.866 0.766 0,928 o,892 0.828

0.35 0.867 0.847 0.734 o.918 o。 876 0.804

0,40 o,852 o,828 0.705 0.908 0.861 0.782

0.45 0,837 o。 811 0,678 0,898 o。 847 0.761

0.50 o.822 0.794 0.653 o。 889 0.833 o。 7d1

o。 55 0.809 0.779 o.630 0.880 o.820 0,722

0=60 0.796 0.764 0.608 0.872 o.808 0.705

0.65 o.784 o 750 0,588 0.864 0.796 0.688

0.70 0.773 0,737 o。 570 o.857 0.785 0.673

0,75 0,763 0.725 o.553 0.850 0.775 0.659

0.753 o.714 o。 537 0.844 0.765 o,646

0.744 θ,703 0.523 o.838 0.756 0.633

0.736 o。 694 0.511 0.832 0.748 0.622

θ。729 0,685 0.499 o.827 0.740 0.612

0.722 0,678 0。 490 0.822 0.733 o,603

冬季

o.970 0.961 0.9:3 1,000 Q,990 0.990

0.956 0.943 0,901 1.000 0.986 0.986

o,20 o.942 0.924 0.871 1.000 o。 981 0.981

0.25 0,928 0.907 0.841 1.000 o。 976 0.976

0.30 o。 914 0.890 o.813 l。 000 0,972 o。 972

o.35 0.900 0.874 o。 787 1.000 0.968 0,968

0,40 o.887 0.858 0.761 l。 000 0,964 o.964

0.45 0.874 0.843 o。 736 1,000 0 960 0.960

0.50 0,861 0.828 0,713 1.000 θ。956 0.956

0.55 θ.848 o。 814 0,690 1.000 0.952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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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季节
挑出长度 (m) 南

A 水平 垂直 综合 水平 垂直 综合

冬季

0.800 o,669 o.948 o.948

0.82亻 0.787 o,648

0.812 0.774 o.629

0.75 0.800 0.763 0.610 0.938

0.788 o.592 1.0oo 0,934 0.934

0.777 0.740 o.575 0.931

0.766 0.730 0.559 o.928

0,720 0.544 0.925 o.925

注:l 窗的高、宽均为 1.5m;

2 综合式遮阳的水平板和垂直板挑出长度相等。

4.0.12 建筑外遮阳系数的计算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标准附录

A给出了较为简化的计算方法。根据附录 A计算的外遮阳系数 ,

冬季和夏季有着不同的值,而本章中北区应用的外遮阳系数为同

一数值,为此,将冬季和夏季的外遮阳系数进行平均,从而得到

单一的建筑外遮阳系数。这样取值是保守的,因为对于许多外遮

阳设施而言,夏季的遮阳比冬季的好,冬季的遮阳系数比夏季的

大,而遮阳系数大,总体上讲能耗是增加的。

窗口上一层的阳台或外廊属于水平遮阳形式。窗口两翼如有

建筑立面的折转时会对窗口起到遮阳的作用,此类遮阳属于建筑

自遮挡形式,按其原理也可以归纳为建筑外遮阳,计算方法见附

录 A。 规定建筑自遮挡形式的建筑外遮阳系数计算方法,是因为

对单元立面上受到立面折转遮挡的窗口,特别是对位于立面凹槽

内的外窗遮阳作用非常大,实践证明应计人其遮阳贡献,以避免

此类窗口的外遮阳设计得过于保守反而影响采光。

本条还列出了一些常用遮阳设施的遮阳系数。这些遮阳系数

的给出,主要是为了设计人员可以更加方便地得到遮阳系数而不

必进行计算。采用规定性指标进行节能设计计算时,可以直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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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数值,但进行对比评定计算时,如果计算软件中有关于遮

阳板的计算,则不要采用本条表格中的数值,从而使得节能计算

更加精确。如果采用了本条表格中的数值,遮阳板等遮阳设施就

由遮阳系数代替了,不可再重复构建遮阳设施的几何模型。

4.0.1s 本条文为强制性条文,是原标准 4.0.10条的修改和扩

充条文。本条文强调南方地区居住建筑应能依靠自然通风改善房

间热环境,缩短房间空调设各使用时间,发挥节能作用。房间实

现自然通风的必要条件是外门窗有足够的通风开口。因此本条文

从通风开口方面规定了设计做法。

房间外门窗有足够的通风开口面积非常重要。《住宅建筑规

范》GB50368— zO05也规定了每套住宅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

于地面面积的 5%。 原标准条文要求房间外门窗的可开启面积不

应小于房间地面面积的8%,深圳地区还在地方节能标准中把这

一指标提高到了 10%,并且随着用户节能意识的提高,使用需

求已经逐渐从盲目追求大玻璃窗小开启扇,向追求门窗大开启加

强自然通风效果转变,因此,为了逐步强化门窗通风的降温和节

能作用,本条文提高了外门窗可开启比例的最低限值,深圳经验

也表明,这一指标由原来的 8%提高到 10%实践上不会困难。另

外,根据原标准使用中反映出的情况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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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条文中使用了
“
通风开口面积

”
代替

“
可开启面

积
”,这样既强调了门窗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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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和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⒛05的

用词统一便于执行。

因此,当平开门窗、悬窗、翻转窗的最大开启角度小于 45°

时,通风开口面积应按外窗可开启面积的 1/2计算。

另外,达到本标准 4.0.5条要求的主要房问 (卧室、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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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室等)外窗,其外窗的面积相对较大,通风开口面积应按不

小于该房间地面面积的 10%要求设计 ,而考虑到本地区的厨房、

卫生间、户外公共走道外窗等,通常窗面积较小 ,满足不小于房

间 (公共区域)地面面积 10%的要求很难做到 ,因此,对于厨

房、卫生间、户外公共区域的外窗,其通风开口面积应按不小于

外窗面积 45%设计。

4.0.1。 本条文对房间的通风路径进行了规定 ,房间可满足自然

通风的设计条件为:1.当 房间由可开启外窗进风时,能够从户

内 (厅 、厨房、卫生间等)或户外公用空间 (走道、楼梯间等 )

的通风开口或洞口出风,形成房间通风路径 ;2。 房间通风路径

上的进风开口和出风开口不应在同一朝向;3.当 户门设有常闭

式防火门时,户 门不应作为出风开口。

模拟分析和实测表明,房间通风路径的形成受平面和空间布

局、开口设置等建筑因素影响,也受自然风来流风向等环境因素

影响,实际的通风路径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但当建筑单元内的

户型平面及对外开口 (门 窗洞口)形式确定后 ,对于任何一个可

以满足自然通风设计条件的房间,都必然具备一条合理的通风路

径,如图 2(a)所示,当房 1的外窗 C1受到来流风正面吹人

时,显然可形成 C1→ (C2+C5+C6)通 风路径 ,表明该房间

具备了可以形成穿堂风的必要条件。同理可以判断房 2、 房 3所

对应的通风路径分别为 C4→ (C3+C7)、 c1→ (C6)。

一般住宅房间均是通过房门开启与厅堂、过道等公用空间形

成通风路径的,在使用者本人私密性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开启房门

形成通风路径是可行的,但对于房与房之间需要通过各自的房门

都要开启才能形成通风路径的情况,因受限于他人私密性要求通

风路径反而不能得到保证。同样 ,对于同一单元内的两户而言 ,

都要依靠开启各自的户门才能形成通风路径也不能得到保证。因

此,套内的每个居住房间只能独立和户内的公用空间组成通风路

径,不应以居室和居室之间组成通风路径;单元内的各户只能通

过户门独立地和单元公用空间组成通风路径,不应以户与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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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户门组成通风路径。       '
当单元内的公用空问出于防火需要设为封闭或部分的空间,已

无对外开口或对外开口很小时 ,也不能作为各户的出风路径考虑。

要求每户至少有一个房间具备有效的通风路径,是对居住建

筑自然通风设计的最低要求。

设计房间通风路径时不需要考虑房间窗口朝向和当地风向的

关系,只要求以房间外窗作为进风口判断该房间是否具备合理的

通风路径 ,目 的是为了确保房间自然通风的必要条件。事实上 ,

夏热冬暖地区属于季风气候 ,受季风、海洋与山地形成的局地风

以及城市居住区形态等影响,居住建筑任何朝向的外窗均有迎风

的可能,因此,按窗口进风没计房间通风路径,符合南方地区居

住区风环境的特点。

套内房间通风路径上对外的进风开口和对外的出风开口如果

在同一个朝向时,这条通风路径显然属于无效的,因此规定进风

口所在的外立面朝向和出风口所在外立面朝向的夹角不应小于

90° ,如图 2(a)所示。一般,对于只有一个朝向的套房,多在

[口

~仃 效迪风略径      -尢 效的逦风骼径

(bl单元(a)套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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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追求容积率、单元套数较多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单元内的

公用空间对外无有效开口,这类单一朝向套房往往因为通风不良

室内过热 ,且室内空气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正是本条文规定重点

限制的单元平面类型 ,如图 2(b)的 D、 E、 F户 。但是,通过

设计一处单元内的公用空间的对外开口,这类单一朝向的户型也

能够组织形成有效的通风路径 ,如图 2(b)的 C户 。对于利用

单元公用空间的对外开口形成的房间通风路径 ,出于鼓励通风设

计考虑,暂时不对房间门窗进风口和设在单元公共空间出风口进

行朝向规定 ,如图 2(b)的 A、 B户 。

4.0.15 为了保证居住建筑的节能,要求外窗及阳台门具有良好

的气密性能,以保证夏季在开空调时室外热空气不要过多地渗漏

到室内,抵御冬季室外冷空气过多的向室内渗漏。夏热冬暖地

区,地处沿海,雨量充沛,多热带风暴和台风袭击 ,多有大风、

暴雨天气,因此对外窗和阳台门气密性能要有较高的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

检测方法》GB/T7106-⒛08规定的 4级对应的空气渗透数据

是 :在 10Pa压差下,每小时每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在 2.0m3~
2.5m3之间和每小时每平方米面积的空气渗透量在 6.0m3~7.5
m3之间;6级对应的空气渗透数据是 :在 10Pa压差下,每小时

每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在 1,0耐 ~1.5m3之间和每小时每平方米

面积的空气渗透量在 3.0m3~4.5m3之间。因此本条文的规定相

当于 1~9层的外窗的气密性等级不低于 4级 ,10层及 10层 以

上的外窗的气密性等级不低于 6级。

4.0.16 采用本条文所提出的这几种屋顶和外墙的节能措施 ,是
基于华南地区的气候特点 ,考虑充分利用气候资源达到节能目的

而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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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措施的

节能效果显著。

采用浅色饰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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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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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太阳辐射得热量和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当白天无太阳时和

在夜晚,浅色围护结构外表面又能把围护结构的热量向外界辐

射 ,从而降低室内温度。但浅色饰面的耐久性问题需要解决 ,目

前的许多饰面材料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时间长了仍然会

使得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增加。所以本次修订把附加热阻减小了 ,

而且把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小于 0.4的材料一律按照 0。 厶的材料对

待,从而不致过分夸大浅色饰面的作用。

仍有些地区习惯采用带有空气间层的屋顶和外墙。考虑到夏

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屋顶设计形式的普遍性,架空大阶砖通风屋

顶受女儿墙遮挡影响效果较差,且习惯上也逐渐被成品的带脚隔

热砖所取代 ,故本条文未对其做特别推荐,其隔热效果也可以近

似为封闭空气间层。研究表明封闭空气间层的传热量中辐射换热

比例约占 70%。 本条文提出采用带铝箔的空气间层目的在于提

高其热阻,贴敷单面铝箔的封闭空气问层热阻值提高 3.6倍 ,节

能效果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当采用单面铝箔空气间层时,铝箔

应设置在室外侧的一面。

蓄水、含水屋面是适应本气候区多雨气候特点的节能措施 ,

国外如日本、印度、马来西亚等和我国长江流域省份及台湾省都

有普遍应用,也有一些地区如四川省等颁布了相关的地方标准。

这类屋顶是依靠水分的蒸发消耗屋顶接收到的太阳辐射热量,水

的主要来源是蓄存的天然降水,补充以自来水。实测表明,夏季

采用上述措施屋顶内表面温度下降 3·C~5C,其 中蓄水屋面下降

3.3C,含水屋面下降 3.6C。 含水屋面由于含水材料在含水状态

下也具有一定的热阻故表现为这种屋面的隔热作用优于蓄水屋面。

当采用蓄水屋面时,储水深度应大于等于 ⒛Omm,水面宜有浮生

植物或浅色漂浮物;含水屋面的含水层宜采用加气混凝土块、陶

粒混凝土块等具有一定抗压强度的固体多孔建筑材料,其质量吸

水率应大于 10%,厚度应大于等于 100-△。墙体外表面的含水层

宜采用高吸水率的多孔面砖,厚度应大于 10r△m,质量吸水率应大

于 10%,通常采用符合国家标准 《陶瓷砖》GγT410t,吸水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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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Ⅲ类的陶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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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有效的防热措施 ,也是一项建筑围护结构的节能措施。本标

准建议两种做法 :采用百叶板遮阳棚的屋面和采用爬藤植物遮阳

棚的屋面。测试表明,夏季顶层空调房间屋面做有效的遮阳构

架,屋顶热流强度可以降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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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屋面遮阳百叶板的坡向在于,夏热冬暖地

区位于北回归线两侧 ,夏季太阳高度角大,坡向正北向的遮阳百

叶片可以有效地遮挡太阳辐射,而在冬季由于太阳高度角较低时

太阳辐射也能够通过百叶片间隙照到屋面,从而达到夏季防热冬

季得热的热工设计效果,屋面采用植物遮阳棚遮阳时,选择冬季

落叶类爬藤植物的目的也是如此。屋面采用百叶遮阳棚的百叶片

宜坡向北向 45° ;植物遮阳棚宜选择冬季落叶类爬藤植物。

种植屋面是隔热效果最好的屋面。本次标准修订对其增加了

附加热阻,这符合实际测试的结果。通常,采用种植屋面,种植

层下方的温度变化很小,表明太阳辐射基本被种植层隔绝。本次

增加种植屋面的附加热阻,使得种植屋面不需要采取其他措施 ,

就能够满足节能标准的要求,这有利于种植屋面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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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

5.0.1 本标准第 座章
“
建筑和建筑热工节能设计

”
和本章

“
建

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
”
是并列的关系。如果所设计的建筑已经

符合第 4章的规定,则不必再依据第 5章对它进行节能设计的综

合评价。反之,也可以依据第 5章对所设计的建筑直接进行节能

设计的综合评价,但必须满是第 4.0.5条 、第 4.0.10条 和第

4.0.13条 的规定。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所设计的建筑不能完全满足本标准的第

4.0.4条 、第 4.0.6条 、第 4.0.7条和第 4.0.8条的规定,则必

须通过综合评价来证明它能够达到节能目标。

本标准的节能设计综合评价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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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按第 4章的

要求设计的节能参照建筑,则同样应该判定所设计建筑满是节能

设计标准。这种方法在美国的一些建筑节能标准中已经被广泛

采用。
“
对比评定法

”
是先按所设计的建筑物的大小和形状设计一

个节能建筑 (即 满足第 4章的要求的建筑),称之为
“
参照建

筑
”
。将所设计建筑物与

“
参照建筑

”
进行对比计算,若所设计

建筑的能耗不比
“
参照建筑

”
高,则认为它满是本节能设计标准

的要求。若所设计建筑的能耗高于对比的
“
参照建筑

”,则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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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对比评定法与采用单位建筑面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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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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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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有非常大的差别。实际上,第 4章的有关要求是采用本地区的

一个
“
基准

”
的多层建筑,按其达到节能 50%而 计算得到的。

将这一 “
基准

”
建筑物节能 50%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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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要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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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着基本相同的节能率。

本标准引人
“
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

”
作为对比计算的参数。

这一指数为无量纲数,它与本标准规定的计算条件下计算的空调

采暖年耗电量基本成正比。

本标准的
“
对比评定法

”
既可以直接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量

进行对比,也可以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进行对比。采用空调

采暖年耗电指数进行计算对比,计算 L更加简单一些。本标准也

可使用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或空调采暖年耗电量作为节能综合评

价的判据。在采用空调采暖年耗电量进行对比计算时由于有多种

计算方法可以采用,因而规定在进行对比计算时必须采用相同的

计算方法。同样的理由需采用相同的计算条件。本条也为
“
对比

评定法
”
专门列出了判定的公式。

本条特别规定天窗、屋面和轻质墙体必须满足第 逐章的规

定,这是因为天窗、屋面的节能措施虽然对整栋建筑的节能贡献

不大,但对顶层房间的室内热环境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在自然

通风的条件下,轻质墙体的内表面最高温度是控制值,这与节能

计算的关系虽然不大,但对人体的舒适度有很大的关系。人不舒

适时会采取降低空调温度的办法,或者在本不需要开空调的天气

多开空调。因而规定轻质墙体必须满足第 4章的要求,而且轻质

墙体也较容易达到要求。

5.①。2 “
参照建筑

”
是用来进行对比评定的节能建筑。首先 ,

参照建筑必须在大小、形状、朝向等各个方面与所设计的实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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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相同,才可以作为对比之用。由于参照建筑是节能建筑,因
而它必须满足第 砝章几条重要条款的最低要求。当所设计的建筑

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节能要求时,参照建筑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

调整。本条规定参照建筑各个朝向的窗墙比应符合第 硅章的

规定。

非常重要的是 ,参照建筑围护结构的各项性能指标应为第 4

章规定性指标的限值。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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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要求所设计的建筑可以满

足节能设计的最低要求。与参照建筑所不同的是 ,所设计的建筑

会在某些围护结构的参数方面不满足第 4章规定性指标的要求。

5.0.3 本标准第 5章的目的是审查那些不完全符合第 4章规定

的居住建筑是否也能满足节能要求。为了在不同的建筑之间建立

起一个公平合理的可比性 ,并简化审查工作量 ,本条特意规定了

计算的标准条件。

计算时取卧室和起居室室内温度,冬季全天为不低于 16C,

夏季全天为不高于 26C,换气次数为 1.0次 /h。 本标准在进行

对比计算时之所以取冬季室内不低于 I6C,主要是因为本地区

的居民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在冬天多穿衣服而不采暖。而且 ,由于

本地区的冬季不太冷,因而只要冬季关好门窗,室内空气的温度

已经足够高,所以大多数人在冬季不采暖。

采暖设备的额定能效比取 1.7,主要是考虑冬季采暖设备部

分使用家用冷暖型 (风冷热泵)空调器 ,部分仍使用电热型采暖

器;空调设备额定能效比取 3.0,主要是考虑家用空调器国家标

准规定的最低能效比已有所提高,目前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一水

平。本标准附录中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简化计算公式中已经包

括了空调、采暖能效比参数。

在计算中取比较低的设备额定能效比,有利于突出建筑围护

结构在建筑节能中的作用。由于本地区室内采暖、空调设备的配

置是居民个人的行为,本标准实际上能控制的主要是建筑围护结

构,所以在计算中适当降低设备的额定能效比对居住建筑实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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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节能 50%的 目标是有利的。

居住建筑的内部得热比较复杂,在冬季可以减小采暖负荷 ,

在夏季则增大空调负荷。在计算时不考虑室内得热可以简化

计算。

对于南区,由于采暖可以不考虑,因而本标准规定可不进行

采暖部分的计算。这样规定与夏热冬暖地区的划定原则是一致

的。对于北区,由 于其靠近夏热冬冷地区,还会有一定的采暖 ,

因而采暖部分不可忽略。

采用浅色饰面材料的屋顶外表面和外墙面,一方面能有效地

降低夏季空调能耗,是一项有效的隔热措施,但对冬季采暖不

利;另一方面,由 于目前很多浅色饰面的耐久性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同时随着外界粉尘等污染物的作用,其太阳辐射吸收系数会

有所增加。目前,不少地方出现了在使用
“
对比评定法

”
时取用

低卩值 (有的甚至低于 0.2)来通过节能计算的做法,片面夸大

了浅色饰面材料的作用。所以本次修订在第 4.0.16条中把附加

热阻减小了,热反射饰面计算用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应取按附录

B修正之值,且不得重复计算其当量附加热阻。考虑了浅色饰面

的隔热效果随时间和环境因素引起的衰减,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

从而不致过分夸大浅色饰面的作用。

5.0.4 本标准规定,计算空调采暖年耗电量采用动态的能耗模拟

计算软件。夏热冬暖地区室内外温差比较小,一天之内温度波动

对围护结构传热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夏季,白天室外气温很高 ,

又有很强的太阳辐射,热量通过围护结构从室外传入室内;夜里

室外温度下降比室内温度快,热量有可能通过围护结构从室内传

向室外。由于这个原因,为了比较准确地计算采暖、空调负荷 ,

并与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保

持一致,需要采用动态计算方法。

动态的计算方法有很多,暖通空调设计手册里冷负荷计算法

就是一种常用的动态计算方法。本标准采用了反应系数计算方

法,并采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开发的 DO:2软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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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工具。

DOB2用反应系数法来计算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反应

系数法是先计算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度和热流对一个单位三角波

温度扰量的反应,计算出围护结构的吸热、放热和传热反应系

数,然后将任意变化的室外温度分解成一个个可叠加的三角波 ,

利用导热微分方程可叠加的性质,将围护结构对每一个温度三角

波的反应叠加起来,得到任意一个时期围护结构表面的温度和

热流。
ˉDO:2软件可以模拟建筑物采暖、空调的热过程。用户可

以输人建筑物的几何形状和尺寸,可以输人室内人员、电器、炊

事、照明等的作息时间,可以输人一年 8760个小时的气象数据 ,

可以选择空调系统的类型和容量等等参数。DO⒉2根据用户输

入的数据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以各种各样的报告形式来提供。目

前,国内一些软件开发企业开发了多款基干 DOB2的节能计算

软件。这些软件为方便建筑节能计算做出了很大贡献。

另外,清华大学开发的 DesT动态模拟能耗计算软件也可以

用于能耗分析。该软件也给出了仝国许多城市的逐时气象数据 ,

有着较好的输人输出界面,采用该软件进行能耗分析计算也是比

较合适的。

5.0.5 尽管动态模拟软件均有了很好的输入输出界面,计算也

不算太复杂,但对于一般的建筑设计人员来说,采用这些软件计

算还有不少困难。为了使得节能的对比计算更加方便,本标准给

出了根据 DOL2软件拟合的简化计算公式,以使建筑节能工作

推广起来更加方便和迅速。建筑的空调采暖年耗电指数应采用本

标准附录 C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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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暖通空调和照明节能设计

6.0.1 夏热冬暖地区夏季酷热,北 区冬季也比较湿冷。随着经

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空调、采暖的需求逐年上

升。对于居住建筑选择设计集中空调 (采暖)系统方式,还是分

户空调 (采暖)方式,应根据当地能源、环保等因素,通过仔细

的技术经济分析来确定。同时,该地区居民空调 (采暖)所需设

备及运行费用全部由居民自行支付,因此 ,还要考虑用户对设备

及运行费用的承担能力。

6.0.2 ⒛08年 10月 1日 起施行的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十

/`条规定
“
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应当安装供热系统调控装置、用

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
”

对于夏热冬暖地区采取集中

式空调 (采暖)方式时,也应计量收费,增强居民节能意识。在

涉及具体空调 (采暖)节能设计时,可以参考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zO05中 的有关规定。

6.0.3~6。 0.4 当居住区采用集中供冷 (热 )方式时,冷 (热 )

源的选择,对于合理使用能源及节约能源是至关重要的。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不外乎采用电驱动的冷水机组制冷,电驱动的热泵

机组制冷及采暖;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 )水机组制冷及采

暖,蒸 汽 (热水)溴化锂吸收式冷热水机组制冷及采暖;热、

电、冷联产方式 ,以及城市热网供热 ;燃气、燃油、电热水机
(炉 )供热等。当然,选择哪种方式为好 ,要经过技术经济分析

比较后确定。《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⒛ 05给出了

相应机组的能效比 (性能系数 )。 这些参数的要求在该标准中是

强制性条款,是必须达到的。

6.0.5 为了方便应用,表 4为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制冷综

合性能系数 EIPLV(C)]值 ,是根据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



表4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吼V(C)]

名义制冷量 (CC)

W
综合性能系数 匚IPIⅣ (C〉彐

(能效等级第 3级 )

CC≤ 28000

28000(CC≤ 8座000 3. 15

84000<CC

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21454— ⒛Og标准中规定的

能效等级第 3级。

6.0.6 部分夏热冬暖地区冬季比较温和,需要采暖的时间很短 ,

而且热负荷也很低。这些地区如果采暖,往往可能是直接用电来

进行采暧。比如电散热器采暖、电红外线辐射器采暖、低温电热

膜辐射采暖、低温加热电缆辐射采暖,甚至电锅炉热水采暖等

等。要说明的是,采用这类方式时,特别是电红外线辐射器采

暖、低温电热膜辐射采暖、低温加热电缆辐射采暖时,一定要符

合有关标准中建筑防火要求,也要分析用电量的供应保证及用户

运行费用承担的能力。但毕竟火力发电厂的发电效率约为 30%,

用高品位的电能直接转换为低品位的热能进行采暖,在能源利用

上并不合理。此条只是要求如果设计阶段将采暖方式、设备也在

图纸上作了规定,那么,这种较大规模的应用从能源合理利用角

度并不合理,不宜鼓励和认同。

6。 0.7 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进行空调和 (或 )采暖时,这类

设备一般由用户自行采购,该条文的目的是要推荐用户购买能效

比高的产品。目前已发布实施国家标准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12021.3-⒛ 10和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

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21455-zO08,建 议用

户选购节能型产品 (即能源效率第 2级 )。

而新修订的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zO21.3— ⒛lO对于能效限定值与能源效率等级指标已有提

高,能效等级分为三级,而 GB12021.3-zO04版 中的节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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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即能效等级第 2级 )仅列为最低级 (即第 3级 )。

为了方便应用 ,表 5列 出了 GB12021.3— ⒛1o房间空气调

节器能源效率等级第 3级指标 ,表 6列 出了 GB12021.3-201o

中空调器能源效率等级指标;表 7列 出了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

节器能源效率等级第 2级指标。

表 5 房间空调器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表 7 能源效率 2级对应的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sEER)

指标 (Wh/Wh)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

W
节能评价值

(能效等级 3级〉

整体式

分体式

CC≤ 4500

4500(CC≤ 7100

7100(CC≤ 14000

表 6 房间空调器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

W
能效等级

3 2 l

整体式

分体式

CC≤≤碴500

4500<CC≤ 7100

7100(C∝ 14000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

W
节能评价值

(能效等级 2级 )

分体式

CC≤≤4500

4500(CG≤ 7100

7100<CC≤ 1在 000

6.0.8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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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_

zO05中对于
“
地源热泵系统

”
的定义为 :“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

地表水为低温热源 ,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建筑物

内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形式的不同,地源

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

水地源热泵系统
”
。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海水、中水或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的污水、废水等。地源热泵系统可利用浅层地热能

资源进行供热与空调,具有良好的节能与环境效益,近年来在国

内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但在夏热冬暖地区应用地源热泵系统

时不能一概而论,应针对项目冷热需求特点、项目所处的资源状

况选择合适的系统形式 ,并对选用的地源热泵系统类型进行适宜

性分析,包括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分析 ,只有在技术经济

合理的情况下才能选用。

这里引用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 ⒛05

的部分条文进行说明,第 3.1.1条 :“地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 ,

应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 ,并应对浅层地热能资源进行勘察
”

;

第 4.3.2条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进行全年动态负荷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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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总吸热量相平衡
”;第 5.1.2条 :“地下水的持续出水量应满

足地源热泵系统最大吸热量或释热量的要求
”;第 6.1.1条 :“地

表水换热系统设计前 ,应对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运行对水环境的

影响进行评估
”
。

特别地 ,全年冷热负荷基本平衡是土壤源热泵开发利用的基

本前提,当计划采用地埋管换热系统形式时,要进行土壤温度平

衡的模拟计算,保证全年向土壤的供冷量和取冷量相当,保持地

温的稳定。

6.0.9 在空调设计阶段,应重视两方面内容:(l)布置室外机

时,应保证相邻的室外机吹出的气流射程互不干扰 ,避免空调器

效率下降;对于居住建筑开放式天井来说 ,天井内两个相对的主

要立面一般不小于 6m,这对于一般的房间空调器的室外机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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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射程不至于相互干扰,但在天井两个立面距离小于 6m时 ,

应考虑室外机偏转一定的角度,使其吹出射流方向朝向天井开口

方向;对于封闭内天井来说,当天井底部无架空且顶部不开敞

时,天井内侧不宜布置空调室外机;(2)对室内机和室外机进行

隐蔽装饰设计有两个主要 目的,一是提高建筑立面的艺术效果 ,

二是对室外机有一定的遮阳和防护作用。有的商住楼用百叶窗将

室外机封起来 ,这样会不利于夏季排放热量,大大降低能效比。

装饰的构造形式不应对空调器室内机和室外机的进气和排气通道

形成明显阻碍 ,从而避免室内气流组织不良和设备效率下降。

6.0.10~6。 0.12 居住建筑应用空调设备保持室内舒适的热环境

条件要耗费能量。此外,应用空调设各还会有一定的噪声。而自

然通风无能耗、无噪声,当室外空气品质好的情况下,人体舒适

感好 (空气新鲜、风速风向随机变化、风力柔和),因此,应重

视采用自然通风。欧洲国家在建筑节能和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方面

极为重视研究和应用自然通风,我国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

心编制的 《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中规定 :“住宅的居住空间

应能自然通风,无通风死角
”
。当然 ,自然通风在应用上存在不

易控制、受气象条件制约、要求室外空气无污染等局限,例如据

气象资料统计 ,广州地区标准年室外干球温度分布在 18.5C~
26.5℃ 的时数为 3991小时,近半年的时间里可利用 自然通风。

对于某些居住建筑 ,由于客观原因使在气象条件符合利用自然通

风的时间里而单纯靠自然通风又不能满足室内热环境要求时,应

设计机械通风 (一般是机械排风),作为自然通风的辅助技术措

施。只有各种通风技术措施都不能满足室内热舒适环境要求时 ,

才开启空调设备或系统。

目前 ,居住建筑的机械排风有分散式无管道系统 ,集中式排

风竖井和有管道系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集中式机械排风竖井或集中式有管道机械排风系统会得到较多的

应用。

居住建筑中由于人 (及宠物)的新陈代谢和人的活动会产生

67



污染物,室内装修材料及家具设备也会散发污染物,因此,居住

建筑的通风换气是创造舒适、健康、安全、环保的室内环境 ,提

高室内环境质量水平的技术措施之一。通风分为自然通风和机械

通风,传统的居住建筑自然通风方法是打开门窗,靠风压作用和

热压作用形成
“
穿堂风

”
或

“
烟囱风

”;机械通风则需要应用风

机为动力。有效的技术措施是居住建筑通风设计采用机械排风、

自然进风。机械排风的排风口一般设在厨房和卫生间,排风量应

满足室内环境质量要求,排风机应选用符合标准的产品,并应优

先选用高效节能低噪声风机。《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提出节

能型通用风机的效率平均达到 84%;选用风机的噪声应满是居

住建筑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

近年来 ,建筑室内空气品质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

注,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及胶粘剂会散发出各种污染物如挥

发J跬有机化合物 (VOC),对 人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V(￡

中对室内空气污染影响最大的是甲醛。它们能够对人体的呼吸系

统、心血管系统及神经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有些还会致

癌,VOC还是造成病态建筑综合症 (sick BoⅢng Syndrome)

的主要原因。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是从源头上采用绿色建材,并

加强自然通风。机械通风装置可以有组织地进行通风,大大降低

污染物的浓度,使之符合卫生标准。

然而,考虑到我国目前居住建筑实际情况 ,还没有条件在标

准中规定居住建筑要普遍采用有组织的全面机械通风系统。本标

准要求在居住建筑的通风设计中要处理好室内气流组织,即应该

在厨房、无外窗卫生间安装局部机械排风装置,以防止厨房、卫

生间的污浊空气进人居室。如果当地夏季白天与晚上的气温相差

较大,应充分利用夜间通风,既达到换气通风、改善室内空气品

质的目的,又可以被动降温,从而减少空调运行时间,降低能源

消耗。

6.0.1s 本条文引自全文强制的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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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外遮阳系数的计算方法

A。 0.1~A。 0.3 建筑外遮阳系数 SD的计算方法

国内外均习惯把建筑窗口的遮阳形式按水平遮阳、垂直遮

阳、综合遮阳和挡板遮阳进行分类 ,《 中国土木建筑百科辞典》

中载人了关于这几种遮阳形式的准确定义。随着国内建筑遮阳

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出现了几种用于住宅建筑的外遮阳形式 ,

主要有横百叶遮阳、竖百叶遮阳,而这两种遮阳类型因其特征

仍然属于窗口前设置的有一定透光能力的挡板 ,也因其有百叶

可调和不可调之分,分别称其为固定横 (竖 )百 叶挡板式遮

阳、活动横 (竖 )百叶挡板式遮阳。考虑到传统的综合遮阳是

指由水平遮阳和垂直遮阳组合而成的一种形式 ,现代建筑遮阳

设计中还出现了与挡板遮阳的组合 ,如南京万科莫愁湖小区住

宅设计的阳台飘板+推拉式活动百叶窗就是典型的案例 ,因 此

本计算方法中给出了多种组合式遮阳的 SD计算方法 ,其 中包

括了传统的综合遮阳。

本计算方法 A。 0.1中按国内外建筑设计行业和建筑热工领

域的习惯分类,依窗口的水平遮阳、垂直遮阳、挡板遮阳、固定

横 (竖 )百叶挡板式遮阳、活动横 (竖 )百叶挡板式遮阳的顺

序,给出了各 自的外遮阳系数的定量计算方法 ;A。 0.2给 出了

多种遮阳形式组合的计算方法;A。 0.3规定了透光性材料制作

遮阳构件时,建筑外遮阳系数的计算方法,实际上本条规定相当

于是对上述遮阳形式的计算结果进行一个材料透光性的修正。

1 窗口水平遮阳和垂直遮阳的外遮阳系数

水平和垂直外遮阳系数的计算是依据外遮阳系数 SD的定

义,建立一个简单的建筑模型,通过全年空调能耗动态模拟计

算,按诸朝向外窗遮阳与不遮阳能耗计算结果反算得来建筑外遮



阳系数,其计算式为 :

SD=日 2~g3          (7)
ql-ˉ q3

式中:gl—— 无外遮 阳时,模 拟得到 的全年空调能耗指标

(kWh/m2);

g~p——某朝向所有外窗设外遮阳,模拟得到的全年空调

指标 (kWh/m2);

昏
——上述朝向所有外窗假设窗的遮阳系数 SC=0,该朝

向所有外窗不设遮阳措施,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

模拟得到的全年累计冷负荷指标 (kWh/亻 );

gI— gR——某朝向上的所有外窗无外遮阳时由太阳辐射引起

的全年累计冷负荷 (kWh/∥ );

g2一 咖
——某朝向上的所有外窗有外遮阳时由太阳辐射引起

的全年累计冷负荷 (kWV亻 )。

有无遮阳的模型建筑的能耗是通过 DO:2的计算拟合得到

的。在进行遮阳板的计算过程中,本标准采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建筑进行拟合计算。其外窗为单层透明玻璃铝合金窗,传热系数

5.61,遮阳系数 0.9,单窗面积为 4m2。 为了使计算的遮阳系数

有较广的适应性 ,故将窗定为正方形。采用这一建筑进行各个朝

向的拟合计算。方法是在不同的朝向加遮阳板 ,变化遮阳板的挑

出长度,逐一模拟公式 A。 0,1△ 中空调能耗值并计算出 SD,再

与遮阳板构造的挑出系数 J=A/B关联,拟合出一个二次多项式

的系数 ε、b。

2 挡板遮阳的遮阳系数

挡板的外遮阳系数按下式计算 :

SD=1— (1— ⒏9V(1一 叩
艹)       (:)

式中 :SD☆ ——
采用不透明材料制作的挡板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

旷
——挡板的材料透射比,按条文中表 A.0.3确定。

其他非透明挡板各朝向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SD艹 可按该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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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4组典型太阳光线人射角,采用平行光投射方法分别计算或

实验测定,其轮廓透光比应取 4个透光比的平均值。典型太阳入

射角可按表 8选取。

挡板遮阳分析的关键问题是挡板的材料和构造形式对外遮阳

系数的影响。因当前现代建筑材料类型和构造技术的多样化,挡

板的材料和构造形式变化万千,如果均要求建筑设计时按太阳位

置角度逐时计算挡板的能量比例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挡板构

造形式之一的建筑花格、漏花、百叶等遮阳构件,在原理上存在

统一性,都可以看做是窗口外的一块竖板,通过这块板则有两个

性能影响光线到达窗面,一个是挡板的轮廓形状和与窗面的相对

位置,另一个是挡板本身构造的透光性能。两者综合在一起才能

判断挡板的遮阳效果。因此本标准采用两个参数确定挡板的遮阳

系数,一个是挡板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SD☆ ,另一个是挡板构造

透光比Γ。

根据上述原理计算各个朝向的建筑外遮阳系数 SD值 ,再

将 SD值与挡板的构造的特征值 (挡板高与窗高之比)J=A/B
关联,拟合出二次多项式的系数 a、 3载人表 A。 0.1。 计算中

挡板设定为不透光的材料 (如钢筋混凝土板材、金属板或复合

装饰扣板等),但考虑这类材料本身的吸热后的二次辐射,取

叩
W=0· 1o挡板与外窗之间选取了一个典型的间距值为 0.6m,

7Ι

表 8 典型的太阳光线入射角 (°
)

窗口朝向

南 东、西

1纟艮 2组 3组 4组 l组 2纽 3组 4组 1组 2组 3组 4组

夏季

高度角 0 0

方位角 0 0 -135

冬季

高度角 0 0 0 0 o

方位角 o 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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