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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崽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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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1 采暖度日数 heating degre⒏ day

从需要采暖的强度和需要采暖的天数两个方面反映一地气候

寒冷程度的指标。一年中,当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冬季采暖室内

计算温度时,将 日平均温度与冬季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差的绝对值

累加 ,得到一年的采暖度日数。本标准中冬季采暖室内计算温度

采用 18℃ ,以 HDD18表示。

2.0.2 空调度 日数 cQoling degre⒍ day

从需要空调降温的强度和需要空调降温的天数两个方面反映

一地气候炎热程度的指标。一年中,当室外日平均温度高于夏季

空调室内计算温度时,将 日平均温度与夏季空调室内计算温度差

的绝对值累加 ,得到一年的空调度日数。本标准中夏季空调室内

计算温度采用 26℃ ,以 CDD26表示。

2.0.3 计算采暖期 heating period for calcuhtion

采用滑动平均法计算出的累年日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采暖室

外临界温度的时段。

2.0.4 利民日 day of year

从历年的第一天起连续累计的日数,数值在 1到 366之间。

2.0.5 典型气象月 typicd meteorolog沁d month(TMM)

在累年的时间跨度内,依据气象观测数据的月平均值而选取

的某年的某个月,该年该月气象观测数据的月平均值与累年对应

月份气象观测数据的平均值最接近。

2.①。6 典型气象年 typicd meteorological year(TMY)

由 12个逐月的典型气象月构成的一个假想年。典型气象年

的气象数据取自于这 12个典型气象月,并对月间的逐时气象参

数进行平滑处理。典型气象年的逐时气象数据主要用于建筑物的

2



能耗模拟。

2.0.7 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照度 hoHzontd global solar irradi扩

t1on

到达水平地面上的太阳直射辐射照度和散射辐射照度之和。

2.0∶ 8 水平面太阳散射辐射照度 hoⅡzontal山ffuse solar“ ra-

diat1on

由于大气对太阳辐射的散射作用,从半球天空到达水平地面

的那部分太阳辐射照度。

2.0.9 法向太阳直射辐射照度 direct nomd△radiation

在与太阳直射辐射方向相垂直的平面上接收到的太阳的直射

辐射照度。



3 度日数及计算采暖期参数

3.1 全国主要城镇的度日数

3.1.1 全国主要城镇的采暖度 日数、空调度 日数的数值应根据

本标准附录 A确定。

3.1.2 采暖度日数、空调度 日数的计算宜采用逐时干球温度观

测值或至少每日四次定时观测值。

3.1.3 采暖度日数 (HDD18)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计算 :

1 选择连续 ″年 (刀≥10)的逐日日平均干球温度 △i(1≤

印≤ ″,l≤ ￡≤ 365),形成下式所示的 ″个数列 :

(3.1.3-1)

式中:日 平均干球温度采用逐时干球温度观测值或每日四次定时

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

2 在第″年中,当 日平均干球温度低于 18℃ 时,计算日平

均干球温度与 18℃ 的差值,并将此差值累加,得到第 昭年的采

暖度日数 r垆 :

彦ud=∑ (1:~∠″J)× 吨n(18一 纟励J)

泖FL钔 =拄 茧二廴∶:⑾
⑦

3 将 璁
d形

成下式所示的数歹刂:

(柙d 彦严 ⋯ 彦严 ⋯ 呷
d)    (3.1。 ⒊3)

4 计算 ″年采暖度 日数 r卩 的平均值 ,得到该地方的采暖



度 日数 (HDD18)值
:

HDD18=彦卩 +彦严 +⋯ +扌严 (3.1.3-4)
″

3.1.4 空调度 日数 (CDD26)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

1 选择连续 ″年 (″≥10)的逐日日平均干球温度 ∠功Ⅱ(1≤

″≤ 刀,1≤ F≤ 365),形成下式所示的刀个数列 :

式中:日 平均干球温度采用逐时干球温度观测值或每日四次定时

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

2 在第狃年中,当 日平均干球温度高于 26℃ 时,计算日平

均干球温度与 26℃ 的差值,并将此差值累加,得到第 99a年 的空

调度日数 r呷
d:

拶 =∑ 〈r泗
,氵 -26)× sign(矽″氵-26)

氵= 1

蚰驷◇湘zs,=拄 ∷二筮∶:G⑿

(3.1.4-1)

(3.1.4-3)

(3.1.4-4)

3 将 r严 形成下式所示数歹刂:

(r卩 历呷 ·̈ r呷d ·̈ 彦严)

4 计算 ″年空调度 日数莎伊 的平均值 ,得到该地方的空调

度日数 (CDD26)值
:

CDD26=r卩
d+r罗 +⋯ 士 r甲

d

″

3.2 计算采暖期参数

3.2.1 按现行行业标准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26计算建筑物耗热量指标时,计算采暖期室外气象参

数的数值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B确定。



3.2.2 计算采暖期参数的计算宜采用逐时气象参数观测值。干

球温度、露点温度、云量等观测数据至少应为每日四次定时观测

值。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照度、水平面太阳散射辐射照度观测值可

采用日总值。

3.2.3 计算采暖期应按下列步骤确定 :

1 选择连续 ″年 (刀≥lO)的逐日日平均干球温度 ‰J(1≤

″≤ ″,1≤ f≤ 365),形成下式所示的″个数列 :

(3.2.3-1)

式中:日 平均干球温度采用逐时干球温度观测值或每日四次定时

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

2 计算 ″年逐日日平均干球温度的平均值彦卩
y:

俨=÷毫彦″i
式中:r叨i为第 9Pa年第j天的日平均干球温度 。

将 扌:ny形成下式所示数列 :

(3.2.3-2)

(J扌
ny 彦彗ny 。̈ 扌岬 ⋯ 彦锶 )   (3,2.⒊ 3)

3 计算每 日起连续 5日 时间段内 r扌
ny的

滑动平均值莎:dny:

俨
y=告

亳
俨 d≤ 犭≤ 既 冖=m凼 扎 ⒃

(3.2.3-4)

式中:j1表示被除数是 365时 ,(犭 +4)的余函数值。

将 彦7d” 形成下式所示数列 :

(J:dIly 莎户
y ⋯ 沛

dn’· ·̈ 湾押)   (3.2.⒊5)

4 将式 (3.2.34)所 示数列以积日数 183为起始重新排列

成式 (3.2.3咱 ),将第一个数值小于或等于 5℃ (采 暖室外临界

温度)的 日期作为采暖期开始 日,其积 日数记为 Nh吵 ;最后一

6



个数值小于或等于 5℃ 的日期之后第 4日 作为采暖期结束日,其
积日数记为 Nh晖 。

(彦:泄  r:护  ⋯ 虏抄 礻
d’y 莎严

y ⋯ 彦:营罗)

(3.2.3-6)

Nl,ps、 Nhpe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 :

D1g3≤ N吣s≤ 365且 1≤ N姒 <183;
2)l≤ Nhps《 NhⅡ <183;
3)183≤ Nb灬 (凡∞≤ 365。

5 从确定的采暖期开始日 (积 日数 Nhps)到结束日 (积 日

数 Nhpe)之间的时段即为计算采暖期,计算采暖期天数 z应按

下式确定 :

z=尸‰冫}扯}· 1≤岷:Σ廿1Ξ瑙晏摞Σ‖IΣ #l≤蛐
(3.2.3-7)

3.2.4 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应按下列步骤确定 :

1 选择连续 ″年 (″≥10)每年的计算采暖期的日平均干球

温度 ,形成下式所示数列 :

2 计算逐年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柙 :

柙 =    诩 =u叼

(3.2.4-2)

将逐年 柙 形成下式所示数列 :

(rP r。ρ  ·̈  彦妒  ·̈  彦妒)      (3.2.4-3)

3 计算 彳年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的平均值,得到计算采暖

期室外平均温度 :

(3.2.4-1)



rhp=柙
+砻 +⋯ +柙

叼

3.2.5 计算采暖期各朝向太阳辐射照度计算应按下列步骤确定 :

1 根据逐时实测值或逐时太阳辐射模型计算水平面太阳总

辐射照度、水平面太阳散射辐射照度和法向直射辐射照度。

2 将逐时法向直射辐射照度和散射辐射照度投影到各朝向 ,

计算出各朝向太阳总辐射照度逐时值。

3 对计算采暖期时段内的各朝向太阳总辐射照度逐时值进

行累年平均。

3.2.6 本标准附录 B中未涉及的目标城镇,宜根据本标准附录

C确定参考城镇,目标城镇的室外气象参数可按参考城镇的室外

气象参数选取。当参考其他城镇气象参数时,应注明被参考城镇

的名称。

(3.2.4-4)



4 典型气象年参数

4.0.1 按现行行业标准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134、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进行建

筑节能设计的综合评价以及按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GB50189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计算时,全

国主要城镇的典型气象年参数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D确定。

4.0.2 确定典型气象年 (TMY)宜采用逐时气象参数观测值。

干球温度、露点温度、风速、风向、云量等观测数据至少应为每

日四次定时观测值,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照度可采用逐时观测值或

逐时太阳辐射模型计算值。

4.0.3 本标准附录 D典型气象年 (TMY)数据中的 8项逐时气

象参数、单位、精度应符合表 4.0.3的规定。

4.0.4 典型气象年 (TMY)数据宜按下列步骤确定 :

1 选择 ″年 (″≥10)气象资料中的干球温度、露点温度、

表 4。 0.3 典型气象年 (mⅣ )参数构成

气象参数 单  位 精 度

干球温度 ℃ 0.1℃

露点温度 ℃ 0.1℃

当地大气压力 mbar 0.1 mbar

云量 成 l成

风速 m/s 0.1m/s

风 向 l

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01W/m2

法向太阳直射辐射照度 W/m2 01W/m2

注:云量单位
“
成

”
是指

“
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

”
。



风速的日平均值。

2 计算″年的逐日干球温度 (最高、最低、平均值)、 逐日

露点温度 (最高、最低、平均值)、 逐日风速 (最高、平均值 )、

逐日太阳总辐射照度 9种 气象要素的长期 累积分布函数值
(CDF/)和月累积分布函数值 (αFm),然后计算上述 9种气

象要素逐年各分析月的 Finkelsto⒈Schafer(F① 统计值 :

∑δ
FS=j=1 =

刀

式中:a——各气象要素的长期累计分布值 CD卩 与逐年各分析

月累积分布值 CDFm之间差值 ;

″——所选择月的天数 (如 1月 ,绍 =31)。

3 将上述各气象要素逐 日值的 FS统计值与相应加权系数

W扌 相乘并汇总成一个加权平均值 WS,再将每年分析月份的加

权平均值WS按升序排列,挑选出Ws值最小的年份所对应的月

份即为典型气象月 (TMM)。 加权平均值 (WS)按下式计算 :

9

wS=∑ Wk× ‘k

∑(CD川 一∞F卩 )

f==1 (4.0.4-1)

(4.0.4-2)

式中:WS——参数的加权平均值 ;

Wk——第 尼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

FSk——第 尼个指标的FS统计值。

4 各典型气象月 (TMM)的逐时气象数据组成典型气象

年 (TMY)初步数据。

5 对典型气象年 (TMY)初步数据中的温度、湿度值进行

月间平滑处理。

6 用平滑处理后的温、湿度值 ,取代原始温、湿度 ,得到

典型气象年 (TMY)8760h数据。

4.0.5 本标准附录 D中未涉及的目标城镇 ,宜根据本标准附录

C确定参考城镇 ,目 标城镇的典型年气象参数可按参考城镇选

取。当参考其他城镇气象参数时,应注明被参考城镇的名称。

Ιo



附录 A 全国主要城镇采暖度

日数和空调度日数表

表 A 全国主要城镇采暖度日数 (HDD18)和 空调度日数 (α冫D20)

城 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直辖市

亠只 116.28 39.93 2699

天津 117.17 39.10 2743

上 海 121.43 31.17 199

重庆沙坪坝 LO6.47 29.58

奉 节 109.53 31.02

梁平 107,80 30.68 102

酉 阳 108.77 28.83

黑龙江省

哈尔滨 126.77 硅5.75 5032

漠河 122.52 52.13 0

呼玛 126.65 51.72 4

黑河 127.45 50.25 166 6310 4

嫩 江 125.23 6352 5

孙 吴 127.35 49.43 235 6517 2

克 山 125.88 在8,05 7

齐齐哈尔 123.92 47.38 5259

海 伦 126.97 47.43 5798 5

伊春 128.90 47.72 232 6100 l

富锦 131.98 47,23 5594 6



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泰来 123.42 46.遮0 5005

安 达 125.32 46.38 5291

宝清 132.18 46.32 5I90 9

通河 128.73 碴5=97 5675 3

尚志 127,97 45,22 3

鸡 西 130.95 45.28 5105 7

虎林 132.97 45.77 5351 2

牡丹江 129.60 44,57 5066 7

绥芬河 131.15 ⒋4.38 5422 l

吉林省

长春 125.22 43.90

松原 124.87 45.08

长岭 123.97 44.25 4718

四平 124.33 吐3.18 4308

敦化 128.02 43.37 5221 1

桦 甸 126.75 42.98 264 逛

延吉 129.47 42.88 5

临江 126.92 41,72 333 4736 4

集 安 126.15 41,10 4142 9

长白 128,17 41.35 5542 0

辽宁省

沈 阳 123,43 41.77 3929

清原 124.95 42.10 4598 8

朝阳 120.45 在1.55

锦州 121.12 41.13 3458

本溪 123,78 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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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菅口 122,20 40.67 4 3526

宽甸 124,78 40,72 4095 4

丹 东 124.33 40.05 3566

大连 121.63 38.90

彰武 122.53 42.42

内浆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l11.68 40,82 ll

图里河 121.70 50,45 0

呼伦贝尔 l19.75 49,22 6713 3

诺敏 123.72 座9.20 65s8

新巴尔虎右旗 l16.82 48.67 6157

博克图 121.92 48.77 739 6622 0

阿尔山 l19.93 47,17 7372 0

东乌珠穆沁旗 116.97 在5 52 840

额济纳旗 101,07 41.95 3884 130

拐子湖 102,37 41.37 960

巴音毛道 104,50 40.75 1329 4208

阿拉善右旗 101.68 39.22 3758

二连浩特 112.00 43.65

那仁宝拉格 15 44.62 6153 4

满都拉 42.53

阿巴嘎旗 11在 ,95 44.02 1128 5892 7

海力素 106.38 41.45 4780

朱 日和 112.90 42.40

乌拉特后旗 lO8.52 41.57 1290 4675

达尔和茂名安联合旗 110.43 41.70 137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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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化 德 114.00 41.90

乌兰察布 113.07 d1.03

吉兰太 105.75 39.78

巴彦淖尔 107.40 40.77

鄂托克旗 107.98 39.10 9

鄂尔多斯 lO9.98 39.83 砝226 3

西乌珠穆沁旗 117.60 44.58 5812 4

扎鲁特旗 120.90 44.57 座398

巴林左旗 119.40 43,98

锡林浩特 I16.12 43.9s 5545

粞 118.07 43.60 4858 7

通 辽 122.27 43.60 180

多伦 116.47 42.18 1247 5466 o

赤 峰 118.97 42.27 572

宝国图 L20.70 42.33

山东省

济南 117。 05 36.60 169

德州 116.32 37.43

陵县 116.57 37.33

惠民县 117.53 37.50

长岛 120.72 37.93 2570

龙 口 120.32 37.62 5 2551

成山头 122.68 37.40 2

莘县 115.67 36.23 2521

沂 源 36.18

潍坊 119,18 36.77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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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青岛 120.33 36.07

海 阳 121.17 36.77 2631

菏泽 35.25 2395

定陶 115.55 35.10

兖 州 116.85 35.57 2390

费县 117.95 35.25

临沂 118.35 35.05 2375

日照 119.53 35.43 2361

河北省

石家庄 114.42 38.03 2388

蔚 县 114,57 39,83 9

邢 台 114,50 37.07

丰 宁 116.63 41.22 4167 5

围场 117.75 41.93 3

张家口 114,88 40.78

怀 来 115.50 40.40 538 3388

承德 117.95 40.98 386

青龙 118.95 40.40 228

唐 山 39.67 2853

乐亭 l18.90 39.43

保 定 115.57 38.85

沧州 116,83 38.33 2652

泊头 l△6.55 38.08

河南省

郑 州 113.65 34.72 2106

安 阳 114.40 36.05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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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孟津 112.哇 3 34,82 333 2221

南阳 112,58 33.03 1967

西华 114.52 33.78

驻马店 114.02 33.00

信阳 114,05 32,13

固始 115.62 32.17

山西省

太原 112.55 37.78 779 ll

大 同 113.33 40,10 1069

河曲 39.38

原平 112,70 38,75 3399

吕梁 111,10 37.50

榆社 l12,98 37.07 l

介休 111.92 37.03 2978

运城 111。 05 35,05 2267

阳城 112.40 35.48 659 2698

陕西省

西 安 108.93 3座。30 2178

榆林 109,70 38.23

吴旗 108.17 36.92 1

延安 lO9,50 36,60 3127 15

长武 107.8Q 35.20 3396 3

铜 川 lO9.07 35.08 9

宝鸡 lO7.13 3刂。35

略阳 106.15 33.32

汉 中 lO7.03 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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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 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ω

CDD26

(℃ ·Φ

佛 坪 1o7∶ 98 33.52 827

镇 安 109,15 33.座 3

安康 109。 03 32.72

甘肃省

兰州 103 88 36 05

马鬃山 97.03 41.80 1

敦煌 94.68 40.15 3518

安西 95.77 40.53

玉门镇 97.03 ‘0.27 4083

鼎新 99.52 40.30 3808

酒泉 98.48 39,77 1478 3

张掖 100.43 38.93 9

永 昌 101.97 38.23 0

民勤 103.08 38.63

乌鞘岭 102.87 37.20 6329 0

靖远 104,68 36.57 3

华家岭 105.00 35.38 0

环 县 107.30 36 58 亻

平凉 lO6,67 35,55 l

庆阳 107.63 35,73 3364 l

合作 102,90 35,00 2910

岷 县 104.02 34.43 2315 0

陇南 104.92 33,40 1079

天水 105.75 34,58

宁更回族自治区

银 川 lO6.20 38.47 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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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中 宁 105.68 37.48

盐池 107.38 37.80

青海省

西宁 lO1.77 36.62

茫崖 90.85 38.25 2945 5075

冷湖 93.38 38.83 5395 0

托 勒 98.42 38.80 3367 7373 0

塔尔丁 93.68 36.80 2767 0

大柴旦 95.37 37,85 56I6 o

德令哈 97.37 37,37 2982 0

刚察 37.33 0

门 源 101.62 37.38

格尔木 94,90 36.42

诺木洪 96.42 36.43

都 兰 98.10 36.30 0

茶卡 99.08 36.78 3088 5630 0

共 和 100.62 36.27 2835 o

五道梁 93.08 35.22 0

同德 100.6s 35.27 0

托托河 92.43 34.22 座535 7878

杂多 95.30 32.90 4068 6153

曲麻莱 95.78 3厶.13 0

玉 树 97.02 33.02 o

玛多 98.22 34.92 0

清水河 97.13 33.80 4415 0

达 日 99.65 33.75 39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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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ω

河 南 101.60 34.73 o

久治 101.厶 8 33.43 3629 o

囊谦 96.48 32.20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7.65 43.80

哈巴河 86.35 48.05

阿勒泰 88.08 47.73

富蕴 89.52 46.98

塔城 83.00 46.73 535 4143

和布克赛尔 85 72 46,78 l

阿拉山口 82.57

克拉玛依 84.85 45.60 4234

北塔山 90,53 过5,37 2

精 河 82.90 44.62

奇 台 89.57 44.02

伊宁 81.33 43,95 9

巴仑台 86.30 42.73 0

七角井 91.73 43.22 3496 222

巴音布鲁克 84.15 43.03 2458 0

吐鲁番 89.2θ 42.93 2758 579

库 车 82.95 41.72 3162

库尔勒 86.13 41,75 933 3115

乌恰 75.25 39.72 l

喀什 75.98 39,47 2767

阿合奇 78.45 40.93 4118 0

巴 楚 78.57 39,80 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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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镆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o

CDD26

(℃ ·o

阿拉尔 81,05 40,50 3296

铁干里克 87.70 40.63 3353 133

若羌 88.17 39.03 152

莎车 77.27 38.43 2858

皮 山 78.28 37.62

和 田 79.93 37.13 2595

民丰 82.72 37.07 2990

安德河 83.65 37.93

且末 85.55 38.15 12座 7 3313

于 田 81.65 36,85 2996

伊 吾 9迮 .70 43.27 1729 5042 0

哈密 93.52 42,82

西藏自治区

拉萨 91.13 29.67 3650 o

狮泉河 80.08 32,50 6048

改则 84.42 32,15 4415 6339

班 戈 90.02 31.38

安 多 91.10 32,35 7061 0

刃阝曲 92.07 31.48 o

81.25 30.28 4900 0

申扎 88.63 30.95 6402 0

日喀贝刂 88.88 29.25 3837 0

定 日 87.08 28.63 4300 5305 0

±iˉ 92.47 28,42 4473 o

巾自囵巨 89.08 27,73 4300 6435 0

索县 93.78 31.88 577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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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丁青 95.60 31,42 3873

昌郡 97.17 31,15 3307

林芝 94.47 29.57

安做省

合肥 117.30 1725

砀 山 116.33 34.43

亳 州 115.77 33.88 2030

阜阳 115.73 32.87

寿县 116.78 32.55

蚌埠 117,38 32.92

霍 山 116,32 31.⒋ o

芜湖县 118,58 31.15

安庆 117.05 30,53 253

黄山市 118.28 29.72

江苏省

南京 118.80 32.00 7 1775

徐州 117.15 34.28

赣榆 119.13 34.83 2226

盱 眙 118.52 32,98

淮 安 l19.03 33,60

射 阳 120.25 33.77 7 2083

高邮 119.45 32.80 5

东台 120.32 32.87 4

南通 120.88 31,98 6 1792

吕泗 121,60 32.07 6

常州 119.98 31.88 座 1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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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镆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溧 阳 119.48 31.43 8

东山 120.43 31.07

浙江省

杭 州 120.17 30.23 1509

平湖 121.08 30.62 5

嵊 泗 122.45 30.73

嵊 山 122.82 30.73

舟 山 122∶ 10 30.03

金华 119.65 29.I2

嵊州 120.82 29.60 186

宁波 121.57 29.87 5 235

石浦 121.95 29.20

衢州 118.90 29.00

丽 水 119.92 28.在 5

龙泉 28.07

温州 120.65 28.03

临海 121.13 28.85 1235

台州 121.42 28.62

大陈岛 121.90 28.45

玉 环 121.27 28,08 1326

北屈皂 121.20 27,63

湖彐1省

武汉 11在,13 30.62

房县 110,77 32.03

老河口 111.67 32.38 157

枣阳 112.75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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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钟祥 112.57 31.17

广水 113.82 31.62

麻城 115.02 31.18 1599 221

恩施 109,47 30.28 457

绿葱坡 110,23 30.78 0

五峰 110.6? 30.20 2102

宜 昌 l11.30 30.70

荆州 112.15 30.35 1528

来风 lO9,42 29.52 钅60

英山 115.67 30.73

黄石 115.03 30.23 1525 277

湖南省

长沙 112.92 28.22

桑植 110.17 29.40 322 1556

石 门 l11.37 29,58

南县 112.奎0 29.37

岳 阳 l13.08 29.38 242

吉 首 109.73 28.32

沅 陵 110,40 28.47

常德 111.68 29.05

安化 111.22 28.38

沅 江 112.37 28.85

平 江 113.57 28.72 1556 222

芷 江 109.68 27.45

邵 阳 111.4? 27.23 249

双峰 112.17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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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通 道 109.78 26.17

武 冈 110.63 26‘ 73

零陵 111.62 26.23

衡阳 112.60 26.90

道县 111,60 25.53

郴州 113.03 25.80 185

江西省

南 昌 115,92 28.60

修水 114.58 29.03 1543

宜春 114.38 27.80

育安 114.92 27.05

宁 冈 113.97 26,72 1402

赣州 115。 00 25.87 280

鄱 阳 116.68 29.00 299

景德镇 117,20 29.30 1322

樟树 115.55 28.07 336

贵溪 117,22 28.30

玉山 118.25 28,68 273

南城 116.65 27.58 208

广 昌 116,33 26.85

寻乌 115.65 24.95

四川省

成都 104.02 30.67

若尔盖 102.97 33.58 0

德格 98.57 31.80 3185 0

甘孜 100.00 31.62 在4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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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镆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色达 100.33 32.28 3896

道 孚 30.98

马尔康 102.23 31.90 2666

红 原 102.55 32.80

松潘 103.57 32.65 4218

平 武 104.52 32.42

绵 阳 104.73 31,45 523

巴塘 99.10 30.00

理塘 100.27 30.00 3950 5173

雅安 103,00 29,98

稻城 100.30 29.05 3729

康定 101,97 30.05 3873

九龙 lO1.50 29.00

雷波 103.58 28.27 1

宜 宾 104.60 28.80 lO99 122

西 昌 102.27 27.90

会理 102.25 26.65 1787

万 源 lO8.03 32.07

阆中 lO5.97 31.58

达县 107.50 31,20 1368

南充 106.10 30.78 156

内江 lO5,05 29.58

泸州 105.43 28.88

贵州省

贵阳 lO6,73 26.58

威 宁 104.28 26.87 2236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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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毕节 105.23 27.30 2125 0

遵义 106.88 27.70

思南 108.25 27.95 1293

三穗 108.67 26.97 627

兴义 105.18 25.43 0

罗甸 lO6.77 25.43 440

独 山 107.55 25.83 1

榕江 lO8,53 25.97 286

云南省

昆明 102.65 25.00 o

德钦 98.88 28.45 3320 0

昭通 103.75 27.33 1950 o

丽江 lO0.22 26.87 z392 1884 o

会泽 103.28 26.42 o

腾冲 98,50 25.02 1655 0

保山 99.18 25.12 1652 o

大理 100. 25.70 1295 0

元 谋 101.87 25.73

楚雄 lO1.55 25.03 0

曲靖 103.83 25.58 1899 l厶 55 0

瑞 丽 97.85 24.02 777 8

泸西 103,77 24.53 1330 o

盂定 99.08 23.57

耿 马 99,40 23.55 457 2

临沧 100.08 23.88 1502 0

澜沧 99.93 22.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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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景洪 lO0.78 22.00 582

思茅 100.97 22.78 1302 0

元 江 lO1.98 23.60 36∷4

勐腊 101.57 21.48

江 城 101.85 22.58 o

蒙 自 103.38 23,38 547 2

屏边 103.68 22.98 l

广南 105,07 24.07 3

福建省

福 州 119 28 26.08

邵武 27.33 138

武夷山市 118,03 27.77 222

浦 城 118,53 27.92 277

建 瓯 118.32 27.05 155

福 鼎 120.20 27.33 978

泰宁 17 26.90 1290

南平 118.17 26.65 126

宁德 119.52 26.67

台 山 120.70 27.00 1217

长 汀 116.37 25,85

上杭 116.42 25.05

永安 117,35 25.97

潭平 25.30

龙岩 117.03 25.10 342

平潭 119.78 25.s2

厦 门 118.07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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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广东省

广州 113.33 23.17 373 313

连州 112,38 24.78

韶关 113.60 24.68 747

佛岗 113.53 23.87

连平 114.48 2在 .37 673

梅 州 2在 .27

高要 112,45 23.03

河源 l14.73 23.80 290

汕头 116.68 23.40 3

信宜 1I0.93 22.35 286

深圳 114.00 22.53 223

汕 尾 115.37 22.80 243 265

湛江 110.30 183

阳江 111.97 21.83

上川岛 112.77 21,73 229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 宁 108.22 22.63

融安 lO9.40 25.22

桂林 110,30 25.32 989

河池 108。 03 24.70 613

柳州 109.40 24.35 326

蒙 山 110.52 24.20 775

那坡 105,83 23.42

百色 106.60 23.90 295

桂平 110,08 23.40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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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HDD18
(℃ ·d)

CDD26

〈℃ ·d)

梧 州 111.30 23,48 232

龙州 106.85 22.33 344

钦 州 108.62 21.95

北 海 109.13 21.在5

涠洲岛 lO9.10 21.03

海南省

海 口 110,25 20,00

东沙岛 l16.在 3 20.座o 座87

东方 108.62 19.10

儋州 109.58 19.52

琼 海 110.47 19.23 379

三 亚 lO9.52 18.23

西 沙 112.33 16.83 0 632

珊瑚岛 111.62 16.53 o

永署礁 112.53 9.23 782

南沙岛 114.22 10.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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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严寒、寒冷地区计算采暖期参数表

表 B 严寒、寒冷地区计算采暖期参数表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至,0十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

水平 南向 北 向 东 向 西 向

直辖市

北京 102

天津 -0,2

黑龙江省

哈尔滨 -8.5

漠河
ˉ̄ 14.7

呼玛 202 -12.9

黑 河
——11.6

嫩 江 -11.9

孙 吴 -1l 5

克 山 -10.6

齐齐哈尔 -8.7

海伦 -10.3

伊春 -10.8

富锦 -9.5

泰来 -8.3

安达 -9.1

宝清 -8.2

通河 -9.7

尚志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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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水平 南向 北 向 东 向 西 向

鸡 西 175 -7.7

虎林 177 -8.8

牡丹江 -8.2

绥芬河 -7.6

吉林省

长春 -6.7

松 原 -7.6

长岭 -7.2

四平 -5.5

敦化 -7.0

桦 甸 -7.9

延吉 -6.l

临江 -6.7

集安 -4.5

长自 186 -7.8

辽宁省

沈 阳 -4.5

清原 -6.3

朝 阳 -3.1

锦州 -2.5 lO0

本溪 一 座.4

营 口 -2.9

宽甸 -4.l

丹东 -2.2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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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暧期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水平 南向 北 向 东 向 西 向

彰武 158 -4.9

内荥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4,4 122

图里河 225 -14.4

呼伦贝尔 ˉ̄ 12,o

新巴尔虎右旗 --10,6

博克图 ˉ̄ 10.3

阿尔山 -12.1

东乌珠穆沁旗
ˉ̄ 10.1

额济纳旗 -4.3

巴音毛道 -4,7

二连浩特 -8.0

那仁宝拉格 -9.9

满都拉 -5.8

阿巴嘎旗 -9.9

海力素 -5,8 140

朱日和 -6.1 125

乌拉特后旗 -5,6 146

达尔和茂名安联合旗 -6.4

化德 -6.8 125

乌兰察布 -5.4

吉兰太 -3.4 132

巴彦淖尔 -3,1

鄂托克旗 -3.6

鄂尔多斯 16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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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mz

水平 南 向 北 向 东 向 西向

西乌珠穆沁旗 -8.4

扎鲁特旗 -5.6

巴林左旗 -6.4

锡林浩特 -8.6

林 西 -6.3

通 辽 -s.7

多伦 -7.龟

赤峰 -4,5 123

山东省

济南

德州

陵县

惠民县

长 岛

龙 口

成山头

莘县

沂源

潍坊

青岛

海 阳 109

菏泽

定 陶

兖州

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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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nlz

水平 南向 北 向 东 向 西 向

临沂 1.7

日照

河北省

石家庄 102

蔚县 -3,9

邢台 1.4

革宁 -4.2

围场 -5,1

张家口 -2.7

怀来 -1.8

承德 -3.4

青龙 -2.5

唐 山 -0.6

乐亭 124 -1.3

保定 102

沧州

泊头 106

河南省

郑州 106

安 阳 1.3

盂津

西华

卢氏 103 1.5

山西省

太原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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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水平 南 向 北 向 东向 西向

大 同 -4.0

河 曲 一4.0

原平 -1,7

吕梁 -1.8

榆社 -1.7

介休 -0.3

运城 1.3

阳城 0.7

陕西省

西安

揄林 -2,9

延安 -0,9

宝鸡

甘肃省

兰州 -0.6

敦煌 -2.8

酒 泉 -3.4

张掖 -3.6

民勤 -2,6

乌鞘岭 一4.0

平 凉
—0.3

庆 阳
—⒍ 3

合作 -3.4

岷县 -1.5

成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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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配/m2)

水平 南向 北“旬 东向 西 向

天水

宁Ξ回族自治区

银川
—

z。 l

中宁 -1.6

盐池 -2.3

宵海省

西宁 -3.o

冷湖 -5.6

大柴旦 -5.8

德令啥 -3.7 144 142

刚察 226 -5.z

格尔木 -3.1

都兰 -3,6 152

同德 -5.5

托托河 -7.2 156

杂多 229 -3.8 132

曲麻莱 256 -5.8

玉树 -2.2

玛 多 277 -6,4

达 日 -4.5 148

河南 -4.5 168 155

新Ⅱ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149 -6,5

哈巴河 -6,9

阿勒泰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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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室 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水 平 南 向 北 「旬 东 向 西 向

富蕴
—

lO。 1

塔城 -5.1

和布克赛尔 -5.6

克拉玛依 -7.9

北塔山 -6,2

精河 -6,9

奇台 -9.2

伊宁 -2,8

巴伦台 -3.2

吐鲁番 -2.5

库车 -2,7

库尔勒 -2.5

喀什 -1.3

阿合奇 -3.6

巴楚 -2.l

阿拉尔 -3.0

铁干里克 -3.5

若羌 -2.9

莎车 -1.5

皮 山 -1.3

和 田 -0.6

安德河 -3.3

哈密 -4.1

西弦自治区

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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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 镇

计算采暖期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水平 南 向 北 向 东 向 西向

狮泉河 -5.0

改则 232 -5.7 255 136

班 戈 245 -4.2

那 曲 -1.8

申扎 -4.l

日喀贝刂 157 168

隆子 -0.3

帕里 -3.1

萦县 -31

丁青 -1,8

昌都 120

林 芝 2.2

安傲省

亳州 2.5

江苏省

徐 州 2.5

赣榆

射 阳

四川省

若尔盖 227 -2.9

德格 125

甘孜
—0.2

色达 -3.8 166

马尔康

松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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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城镇

计算采暖期

天

窒外平

均温度

(℃ )

不同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度 (W/杼

水平 南 向 北 向 东 向 西 向

巴塘

理塘 -1,2

稻城 -0.7 175

康 定

贵州省

威宁 3.0

毕节 102

云南省

徼

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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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参考城镇表

表 C 参考城镇表

目标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参考

城镇

与参考地之间

球面距离

(钪 )

与参考地之间

海拔高差

(m)

黑龙江省

海林 129.38 44,57 262,2 牡丹江 17

宁安 129.在 6 44.34 272,4 牡丹江

大庆 125.01 46,60 150.1 安达 0

穆林 130.55 44.93 266.7 鸡 西

吉林省

龙井 129.42 42.77 242.4 延吉

图们 129,84 42,97 141.0 延吉

自山 126.42 41.93 332.8 临江 o

辽宁省

凌海 121.35 41.17 28.3 锦州

东港 124.14 39,88 丹东 6

大石桥 L22,51 40.63 营口 8

盖州 122.37 40.40 营 口

北男藁 120.76 41.81 177,6 朝阳 2

灯塔 123.32 41.42 42.8 沈 阳 o

抚顺 123.94 41,87 120.硅 沈 阳

葫芦岛 120.84 40.75 26.0 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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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目标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参考

城镇

与参考地之间

球面距离

(km)

与参考地之间

海拔高差

〈m)

山东省

曲阜 116.98 35.59 兖州

蓬 莱 120.76 37.81 长岛 8

昌 邑 119,39 36.85 潍坊

刍阝城 1I6.97 35,在 0 78.9 兖州

济宁 116.59 35.4I 45.z 兖州 8

招 远 120,39 37.36 龙 口

乳 山 121.52 36.91 海 阳

荣城 122.41 37.16 38.9 成山头 8

即墨 120.45 36.39 青岛

胶南 119.9. 35.88 青岛

胶 州 120,OC 36.28 青岛

聊城 115.98 36.46 莘县

安丘 119.20 36,43 潍坊

乐 陵 117.21 惠民县 l

滨州 118.Ol 37.38 惠民县 l

章丘 117.53 36.71 济南

禹城 116.63 36.93 陵县 6

莱 阳 120.70 36.98 海 阳

泰安 117.13 36.19 134.0 济南

河北省

鹿泉 11攻 。31 38.09 81,2 石家庄 0

沙河 11厶 .s0 36.86 69.0 邢台 9

藁城 l14.8亻 38.02 石家庄

新乐 114.69 38.35 石家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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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目标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参考

城镇

与参考地之间

球面距离

(h)

与参考地之间

海拔高差

(m)

黄骅 117.33 38.37 7.2 沧州 3

任 丘 116.09 38.70 保定 9

河南省

周 口 11破 .65 33.62 西华 5

荥 阳 113.38 34.79 140.5 郑州

三门峡 34.78 411.8 运城

新郑 113.73 34,40 111,9 郑州 l

山西省

孝义 l11.77 37.14 770.7 介休

晋 中 112.73 37.69 831.4 太原

汾 阳 111,78 37,27 748 9 介休 4

忻 州 112.73 38.衽 l 799。 o 原平

晋城 112,85 35.49 743.5 阳城

陕西省

咸阳 108.71 34.34 472.8 西安

兴平 108.48 34.30 411.5 西安

甘肃省

嘉峪关 98.27 39,80 1478.2 酒泉

宁夏回族自治区

灵武 lO6.33 38.10 1117.3 银川 b

中卫 37,52 1226.8 中宁

新殂维吾尔自治区

阿图什 76.17 39.71 1299.3 喀什 8

图木舒克 79.08 39.86 1117.4 巴楚 o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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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目标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参考

城镇

与参考地之间

球面距离

(km)

与参考地之间

海拔高差

(m)

淮南 32.65 36.9 寿县

宣城 118.75 30‘ 95 34.0 芜湖县

马鞍山 l18,50 20.1 南京

天长 119.0θ 21.o 高邮

池州 117. 30.66 39.4 安庆

淮北 116.79 33.96 32.3 徐州

江苏省

通 州 121,07 32.09 5,4 南通 l

吴 江 120,64 9.0 东 山 9

连云港 119.17 34.∷60 赣榆 6

江阴 120.27 31.91 常州

启 东 8,7 吕泗

海 门 31.90 5.5 南通 l

苏州 120.58 10.7 东 山 7

靖江 120.26 32,02 常 州 5

宜兴 119.81 31,37 7.7 溧 阳 0

泰兴 120.02 32.17 70 常州 3

太仓 31.45 上海 0

张家港 120.5亻 31.88 7.5 南通 2

句容 31.94 27,l 南京

金坛 119.57 31.75 溧 阳 2

兴 化 l19.83 32.93 7,3 高邮 2

常熟 31.65 南通 l

大丰 120.46 33.20 东台 3

丹 阳 119,57 32.00 9,3 常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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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目标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参考

城镇

与参考地之间

球面距离

(珈〉

与参考地之间

海拔高差

(m)

江都 119,56 32.43 10,3 高邮 5

扬 中 119.82 32.24 常州 2

姜堰 120.14 东台 2

盐城 120。 33.38 射阳 4

昆山 120.96 31.39 上海 3

扬 州 119,在 2 32.38 高邮 6

仪征 119。 l 32.27 l4,9 南 京 8

无锡 120,3 31.58 11.4 常州 7

浙江省

兰溪 I19.47 29.22 48.3 金华

奉化 29,67 宁波 4

瑞安 120.6钅 27,78 温州

温岭 121.37 28.37 6,5 台州 2

富 阳 119.94 30.06 11.0 杭 州

乐清 120.96 玉 环

嘉兴 120.74 30.76 平湖 l

江 山 118.62 28.74 95.8 玉 山

海宁 120.69 30,53 平湖 6

湖 州 120.09 30.87 东山

永康 120,03 28.90 90.2 金华

余姚 121. 30.05 13.0 宁波

慈溪 121,24 30.17 宁波

义乌 120.08 29.31 75,0 金华

上虞 120,86 30.02 15.6 嵊州

绍 兴 120.58 30.00 杭州

4望



续表 C

目标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参考

城镇

与参考地之间

球面距离

(km)

与参考地之间

海拔高差

(m)

临安 30.24 座2.6 杭 州 l

桐 乡 120.55 30.63 11.2 东山 7

湖北省

大 冶 l14.96 30.10 38.2 黄石 6

鄂 州 11查 .88 30.40 22.1 黄石

丹江口 32.57 135.8 老河口

汉 川 l13,83 30,65 25.9 武汉 3

黄冈 l14.87 30.45 41.2 黄石 9

宜都 ll1.45 30,39 71.6 宜 昌

荆 门 112.20 31.04 112.3 钟祥

枝 江 111.75 30.43 50,7 荆州

孝感 113.92 30.93 26,1 武汉

石首 29.73 36.7 南县 I

松滋 30.18 67,2 荆州

安陆 l13.69 31,26 53,7 广水

随 州 l13.37 31.72 97,5 厂 水 5

当阳 111.78 30.83 91.5 宜 昌

湖南省

永州 l11.60 26.44 109.6 零陵

资兴 113.23 25.98 135.6 郴州

益 阳 112.35 28.59 46.3 沅江 9

怀化 109.97 27.55 250.4 芷江

娄底 111, 27.74 151.0 双峰

临湘 113.46 29.48 55.l 岳 阳 2

湘潭 112,90 27.87 63,9 长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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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目标城镇
东经

(度 )

北纬

(度 )

海拔

(m〉

参考

城镇

与参考地之间

球面距离

(knl)

与参考地之间

海拔高差

(m)

湘 乡 112.52 27.74 84.9 双峰

津市 111.87 29.63 39.6 石 门

汨罗 113.07 28.81 46.7 平江

韶 山 112.53 27.93 89.5 长 沙

江西省

鹰潭 117.03 28.24 54.6 贵溪 4

丰城 l15.79 28.19 26.9 樟树 3

南康 114.75 25.66 127.0 赣州

乐 平 28.97 35.o 景德镇

上饶 117.96 28.45 l14,9 玉 山 l

高安 115.37 28.42 45.7 樟树

四川省

男旨少

"

103.67 30.63 534,2 成都

彭州 lO3.94 30.98 583.3 成都

自贡 29.36 357,0 内江

江 油 31.78 绵阳

广汉 104,28 30.98 474.9 成都

德 阳 104.39 500.7 绵 阳

贵州省

清镇 106.47 26.57 1262.5 贵阳

赤水 105,7C 28.59 294.3 泸州

仁怀 106.41 27.81 878.6 遵 义

云南省

安宁 102,48 24.92 1847.o 昆 明

普洱 101.04 23.07 I321,4 思茅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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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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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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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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华人展奖和国行业标准: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湓.

Jq/T∶ 尾口6-zQ10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346— ⒛14,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zO14年 11月 5日 以第 621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同时参

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以中国气象局地面气候观测

站实测数据为基础,经过插值、计算模型生成等数据处理过程 ,

得到了建筑节能设计用气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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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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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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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1.0.1 我国地域辽阔,按照现行的气候分区指标 ,有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和温和地区。建筑用能

与气候关系紧密,各地气候条件差别很大,采暖与制冷的需求各

有不同。在目前我国倡导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国

家非常重视建筑节能工作。随着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一系列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相继进行了修编,并陆续颁布执行。一方面,提

高了节能潜力较大地区和建筑类型的节能设计 目标 ;另一方面 ,

对能耗计算的方法进行了修改,使之更加合理和完善。从目前颁

布的各类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看 ,评判设计建筑是否达到标准规定

要求 ,都采用了规定性指标和性能化方法相结合的途径。其中 ,

采用性能化指标进行判定时,需要通过计算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

的能耗作为判定的依据。而计算时所选用的气象参数将直接影响

最终的计算结果。

由于建筑室内环境和能耗受建筑所在地气象条件的影响非

常大。所以,对建筑用气象数据的研究工作很早就受到特别的

重视。1987年 ,当 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就颁布实施 了

《建筑气象参数标准》JGJ35-87。 该标准选取了 ⒛9个城镇 ,

每个城镇列出 55项常用的气象参数及气候特征数据 ,供工业

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施工中使用。1993年 ,国 家技术监督

局和原建设部联合发布了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50178-
93,主要是为了区分我国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对建筑影响的差异

性 ,明确各气候区的建筑基本要求 ,并提供了 zO3个气象台站

的 48项气候参数。上述两本标准给出了对建筑产生影响的气

象参数数据 ,均是气象观测数据的长期统计值。另外 ,在一些

设计标准、规范中,如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5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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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等 ,就相关计算需

要用到的气象数据进行了规定。但是 ,从现行的几本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看 ,除了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⑴ 26-⒛ 10外 ,都没有给出进行节能设计所必须的气象数

据。在标准的实际实施中,各种计算软件、设计机构往往选择

自己可以得到的气象数据进行节能设计计算工作。这样就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由于计算基础不统一 ,影响计算结果 ,造成计算

结果缺乏可比性的情况。

因此 ,本标准编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建筑节能设计提供统一

的气象参数数据。在按照节能设计标准对设计建筑进行节能计算

时,以标准的形式统一节能计算的基础条件 ,消除由于气象参数

取值的不同而带来的计算结果差异,使不同软件、设计机构进行

的节能计算结果具备可比性,便于进行方案比选、设计优化等工

作 ,从而进一步提高节能设计质量 ,促进节能设计标准的顺利

执行。

1.0.2 本标准的编制目的是为建筑节能设计提供统一的气象参

数数据。标准从建筑节能角度出发,给出了全国主要城镇的建筑

节能用气象参数 ,涵盖了全国所有气候区的绝大多数城镇 ,可为

全国各类民用建筑节能设计中能耗计算 (稳态计算和动态计算 )

提供统一的气象参数数据。

凡是按照各种节能设计标准进行节能设计的各类建筑,在进

行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各项计算以及进行节能评估时,参与计算

的气象数据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现行的节能设计标准主要有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 《夏热冬冷地

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JGJ7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189。 其

他标准、规范中需要用到的气象参数 ,当无具体规定或可靠来源

时,也可参考本标准。

1.0.3 本标准对节能设计计算中需要用到的气象数据作出了规

定,是一个基础性数据标准。但建筑节能设计所涉及的专业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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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1 采暖度日数是一个从需要采暖的强度和需要采暖的天数

两个方面反映某地气候寒冷程度的指标。一年中最冷月的平均温

度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当地寒冷的程度,但是采暖的需求除了温度

的高低这个因素外,还与低温持续的时间长短有着密切的关系。

采暖度日数指标包含了冷的程度和持续冷的时间长度两个因素 ,

用它更可能反映该地区采暖需求的大小。同样,空调度日数也是

反映该地区空调需求的重要指标。

与积温概念相似,这两个指标可以℃为单位,有时也以℃ ·

d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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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度日数及计算采暖期参数

3.1 全国主要城镇的度日数

3.1.1 采暖度日数、空调度 日数反映了该地区建筑采暖、空调
需求的大小,虽然不直接参与节能计算,但这两项指标对确定建
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非常重要 ,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国家的建

筑节能规范都是依据采暖度日数作为分区指标。

现行行业标准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q26、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臼 134中 曾给
出我国部分地区、部分城镇的采暖度日数和空调度 日数。本标准
在原有基础研究上进行拓展 ,给出全国 450个主要城镇的采暖度
日数、空调度日数。

目前 ,我国有些省市的地方节能设计标准中给出当地的采暖

度日数和空调度日数 ,可能会与本标准中所给数值不完全相同。

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二者统计原

始数据的年份不完全相同。本标准给出仝国各个地区采暖度 日数
和空调度日数的计算方法,同时也给出相应数值。主要目的是为
全国建筑节能进行建筑能耗计算时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统一、可
比较的数据平台。

各地方开展建筑节能工作时以本标准所提供气象参数为基

础,在此基础上按照标准提供的统一计算方法进行扩展 ,补充更
多的城镇气象数据。

在我国,30年前的气象观测数据多为手工记录,原始数据
中缺漏测现象较普遍 ,数据质量较差,真正具有完整 30年原始

数据可统计价值的台站数量较少。因此,编制本标准中 450个站

点的采暖度日数、空调度日数统计值时,所采用有原始观测数据
的年份数 刀为 10年 (1995~⒛ 0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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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为保证采暖度 日数、空调度 日数统计值的准确性 ,地面

气象观测数据最好采用逐时观测值。考虑我国目前有逐时观测值

台站的台站数量和年份数不是非常普遍 ,也可采用每日四次、六

次或八次定时观测值。观测值能够反映当地逐 日气温的最高值、

最低值和平均值。观测时使用的气象观测仪器性能和制定的观测

方法要满足相关气象观测规范规定的准确度要求 ,且观测记录有

代表性 ,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气象状况。地面气象观测在观测时

间、观测仪器、观测方法和数据处理等方面能够保持统一。同一

个气象台站在不同时间观测的同一气象要素值能进行比较 ,从而

能分别表示出气象要素的地区分布特征和随时间的变化特点。

原始数据需经过气候学界限值、气候极值、逻辑、内部一致

性、时间一致J跬检查,保证地面观测记录的非实时质量控制。

3.1.3 在以前的标准规范中,有些建筑节能计算参数的计算方

法不完全统一,所以目前需统一确定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

另外有标准中提出过计算采暖期度日数。本标准所提供的采

暖度日数与计算采暖期度日数在统计方法和数值上有明显区别。

本标准所提供的采暖度 日数是统计连续 10年逐 日的日平均气温 ;

而计算采暖期度日数则是统计计算采暖期内的日平均气温,其统

计时间长度会随所在城镇的计算采暖期天数变化而变化。在数值

上,本标准所提供的采暖度 日数应大于等于计算采暖期度 日数。

为了统一术语 ,本标准不再提计算采暖期度日数 ,但这项参数可

从本标准附录 B中给出的计算采暖期天数、计算采暖期室外平

均温度计算得到。

3.2 计算采暖期参数

3.2.1 按照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应将采暖能耗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建筑的节能性能

是否符合标准要求则以建筑耗热量指标为判据。该标准中规定的

耗热量指标计算方法是以一维稳态传热为基础的。因此 ,在计算

中需要用到建筑所在地冬季的室外气象参数。本条对进行节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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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算所需要用到的冬季室外气象参数,如计算采暖期天数、计
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以及计算采暖期各朝向平均太阳总辐射照

度数值进行了规定,以统一计算的基础。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计算采暖期天数不一 ,计算采暖期
天数是根据当地多年的平均气象条件计算出来的,仅供建筑节能
设计计算时使用。它可以从气候角度反映采暖建筑物消耗能量的
高低 ,是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与比较等不可缺少的数据 ,并不指具
体某地方的实际采暖期。当地的法定采暖日期是根据当地的气象
条件从行政的角度确定的。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计算采暖期天

数和当地法定的采暖天数不一定相等。

目前 ,我国有些省市的地方节能设计标准中给出当地的计算
采暖期天数或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可能会与本标准中所给
数值不完全相同。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原因
是二者统计原始数据的年份不完全相同。本标准给出全国各个地
区计算采暖天数和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的计算方法,同时也

给出相应数值。主要目的是为全国建筑节能进行建筑能耗计算时
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统一、可比较的数据平台。

各地方开展建筑节能工作时以本标准所提供气象参数为基
础,在此基础上按照标准提供的统一计算方法进行扩展 ,补充更
多城镇的气象数据。

3.2.2 本条文对温度参数的观测数据要求与第 3。 l。 2条相同 ,

同时还增加了露点温度、风速、风向、云量等观测数据的要求。

原始观测数据精度和单位要求 :干球温度、露点温度为 0.1℃ ,

云量为 l成 ,风速为 0.1m/s,风向 r。

观测数据中若存在缺测、漏测、异常数据时,应首先进行缺
测记录的处理和不完整记录的统计。

3.2.3 计算采暖期是一个 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采暖室外
临界温度 5℃ 的连续时间段。对于某确定年而言,确定计算采暖

期比较麻烦 ,因为不同年份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 5℃ 的连
续时间段长度可能差别较大,所以确定计算采暖期天数时本标准

60



采用了滑动平均和
“
先平均再计算

”
的方法。先将多年逐 日的 5

天日平均温度的滑动平均值组成一个
“
日历年

”,再将其变成
“
采暖年

”,可以滤掉气象数据中频繁的随机起伏 ,显示出平缓的

变化趋势。以
“
采暖年

”
内第一个数值小于或等于 5℃ 的日期作

为采暖期开始日,最后一个数值小于或等于 5℃ 的日期之后第 4

日作为采暖期结束日。

3.2.4 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与供暖城市实际采暖期室外温

度不同,它是从气象观测数据中统计计算得到的,与选用的气象

观测数据的时段、时长等因素有关。确定计算采暖期是先计算逐

年采暖期天数,再确定累年平均值。

需要说明,求算采暖期终日时,取第一个 5日 滑动平均大于

等于 5℃ 的第 4天。这种方法 ,对于青海、西藏这些常年都很冷

的地区,会出现计算出来的采暖期偏短的现象。因此在判断采暖

终 日时,针对上述地区附加了一个判据 :在第一个 5日 滑动平均

大于等于 5℃后 ,要 29个 5日 滑动平均大于等于 5℃ ,才视为

终 日。

3.2.5 受太阳辐射观测台站数量的限制,截至 1996年 ,我国仅

有部分台站有太阳辐射观测值,大部分气象观测台站都没有太阳

辐射的观测数据。在能够进行辐射观测的台站中,能观测逐时直

射、散射辐射台站的数量更少。因此,在实际太阳辐射观测数据

大范围缺少的前提下 ,对于没有太阳辐射观测值或太阳辐射观测

值不全的台站,本标准中给出的太阳辐射值是根据太阳辐射模型

计算得到的。本标准中各朝向太阳总辐射计算方法如下 :

1 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照度逐时值按公式 (1)计算 :

Ⅰh=÷ {rO。
⒍nh.[c° +C【 ·戋+G· (簧 )2  (1)

+G· (εn一纬3)+C4· ￠]— C5}

式中:C。 ~G,诧 ——常数。

rh——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6】



几——太阳常数 (W/亻 );

九——太阳高度角 (° );

cc——云量 (成 ),范围:0~10;

仇——某时刻气温 (℃ );

纬 3——3h前的气温 (℃ );

￠——相对湿度 (%冫 。

2 太阳辐射中法向直射辐射照度和散射辐射照度按公式
(2)计算 :

(2)

式 中 :A1=-0.1556盂亻凡+o。 lO28⒍岫 +1.3748;

A2=0.7973盂 n2几 +0.1509si毗 +3.035;

A3 ==5.43o7sin凡 +7.2182;

A4 ==2.99o;

rN——
法 向太阳直射辐射照度 (W/m2);

rd一—
太 阳散射辐射照度 (W/m2)。

3 各朝向太阳总辐射照度应按公式 (3)~(6)计 算 :

rs=rNc。 s凡 。∞s⒕ +o.63rd+0。 Hh    (3)
Jn=坻∞s凡 ·∞s/s+0.37几 +0。 Ⅱh    (4)
re==rNc。 sFl· sinγs一卜0.50rdˉ←o.l rh         (5)

△ =JN∞ s九 ·sin9/s+0.50rd+o。 Ⅱh    (6)
式中:rs——南向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rn——北向太阳
`总辐射照度 (W/∥ );

re——东向太阳'总辐射照度 (W/∥ );

rw——西向太阳总辐射照度 (W/m2);

⒕
——太阳方位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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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瞬时值采用
“
张-黄 ”

模型计算 ;

水平面总辐射的直散分离采用了 Gompertz函 数型直散分离模

型;各朝向太阳总辐射值的计算引人了不等灰度天空模型。在总

辐射瞬时值的计算公式中,有一些通过观测数据拟合出来的系

数。理论上讲 ,这些系数每个地区应当不同,没有观测数据的地

区是无法得到本地区系数值的。因此,耒知系数地区太阳辐射的

计算参照了相邻已知地区的系数。使得各地区太阳辐射值之间的

相对关系基本正确 ,这样也保证了按照这些气象参数计算出的建

筑能耗之间相对关系基本符合通常的认识。

3.2.6 本标准附录 B以及附录 D所列城镇的气象参数均是以气

象观测数据为基础通过一定的统计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受所掌

握气象观测资料的限制,本标准最多仅能提供表中所列 座50个城

镇的节能计算用气象参数。而在我国的行政区划中,至 ⒛09年

底 ,全国 31个省级行政区中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有 333

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 ,2858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从城市数量

看,截至 zO09年 ,我 国城市数量达到 654个 (其中:4个直辖

市、283个地级市、367个县级市)。 因此,本标准所给出的城镇

数量远远不及实际城镇的数量 ,更无法覆盖全部行政区。

在标准未涉及的地区进行节能计算 ,所需要用到的气象参数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 :当能够获得满足要求的气象观测数据

时,可依照本标准条文及条文说明中的方法 ,通过计算得到该地

区的节能计算用气象参数。这种方式首先要获得可靠的、足够参

数和数量的气象观测数据,其次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 ,

并在掌握气象参数 (特别是典型气象年)统计计算方法的基础

上,计算出所需参数。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制作出的计算用气象

参数必须得到建设主管部门的批准,方可用于节能设计计算,以

保证本标准编制的基本目标。另一种方式是按照本条文的规定 ,

选用已有临近地点的气象参数作为替代,以弥补气象数据缺乏的

问题。

按照 《建筑气象参数标准》JGJ35-87中 的规定 ,当建设地



点与拟引用数据的气象台站水平距离在 50km以 内,海拔高度差

在 100m以 内时可以直接引用。附录 C中给出了附录 B和附录 D
中未涉及的我国县级以上城镇的地理信息,以及与之距离最近的

已知气象数据地点的列表。从表中可以看到,未知城市与参考地

点之间符合 《建筑气象参数标准》JGJ35-87中 关于数据直接引

用的规定。考虑到本标准编制的目的主要是为建筑节能设计计算

提供统一的计算参数平台,而节能设计标准中进行节能计算的目

的是为了评价建筑围护结构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或对设计进行优

化,而并不是为了准确计算建筑负荷进行采暖空调设计。因此 ,

统一的计算参数显然更为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已有气象数据地点

的数量少,而我国地域广大的现实情况。所以,本条文规定了可

以按照附录 C确定未知城镇的气象参数。

条文用词为
“
宜

”,意即在标准执行中,推荐按照本条文的

规定 ,为无气象数据城镇选取气象数据。主要是考虑这样做首先

较为简单,其次也便于执行统一标准,有利于节能设计标准的贯

彻执行。

计算目标城镇与参考城镇之间的球面距离宜采用本标准附录

C条文说明中给出的高斯平均引数反算公式。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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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气象年参数

4.0.1 按照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夏热冬冷、夏热冬暖地

区居住建筑以及全部气候区的公共建筑以全年采暖空调能耗作为

建筑围护结构是否满足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判据。全年采暖空调

能耗要求采用动态逐时模拟的方法计算 ,计算需要逐时典型气象

年数据。本标准提供 450个城镇的典型气象年参数 ,以统一计算

的基础,用于这些城镇所在区域的节能设计。

4.0.2 本标准挑选典型气象年 (TMY)时 ,采用的数据源为中

国气象局 686个基本、基准地面气象观测站 1987~zO04年 间的

观测数据。作为统计室外气象参数和生成典型气象年数据的基础

资料,本标准对上述的观测数据进行预处理 ,剔除观测数据缺漏

测严重的站点,保证有完整观测数据的年份不少于 7年 ,最终实

际选出其中的 450个站点。气象观测值主要包括干球温度、露点

温度、气压、风速、风向、云量、地面温度、日照等气象观测要

素 ,有条件时还包括太阳总辐射、散射辐射。观测值的采集频率

为 (4~8)次 /d。

关于 450个台站的原始数据代表性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地

面气候资料 30年整编常规项目及其统计方法》QX/T22的有关

规定,统计累年值的原始数据一般不少于 10年。但最新气象学

研究也表明,统计资料的原始数据可放宽至不少于 7年 。本标准

附录 C所给出的 妁0个站点中,有 7年 ~10年原始观测数据的

台站数为 68个 ,有 10年以上原始观测数据的台站数为 382个 ,

可见绝大多数的台站的原始数据年份数能够满足气象学统计的要

求。虽然有 68个台站的原始数据少于 10年 ,但考虑到这些数据

毕竟是真实测量值 ,同时考虑到各地建筑节能工作的实际需要 ,

气象参数有胜于无,所以本标准中仍将原始数据少于 10年的台



有原始数据的年数 (年 ) 站点数量 (个 )

7~lo

10~15

355

站列出 (表 1)。

表 1 有不同原始数据年份数的站点统计

关于本标准用作统计资料的原始数据观测时间不足传统意义

上的 30年 ,这主要受所能取得的原始数据条件所限。而长期气

象观测表明,近 10年间,仝球气温变化明显 ,目 前我国很多城

市的气候与 30年前相比有一定差异,因此以近年数据作为建筑

节能室外气象参数的统计基础,更能反映当前我国建筑节能

需求。

4.0.3 气象参数的观测数据中存在缺测、漏测、异常的数据 ,

应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 21部分 :缺损记

录的处理和不完整记录的统计》QX/T65规定进行记录的处理

统计。本标准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数据的预处理 :

1 温度采用调和分析的方法插补 ;

2 风速、云量采用直线内插的方法插补 ;

3 风向采用重复上一时刻的方法插补 ;

4 水平面太阳总辐射照度和法向直射辐射照度采用本标准

第 3.2.5条条文说明中所给出的公式计算。

4.0.4 典型气象年具有以下特征:其太阳辐射、空气温度与风

速等气象数据发生频率分布与过去多年的长期分布相似;其气象

参数与过去多年的参数具有相似的日参数标准连续性 ;其气象参

数与过去多年的参数具有不同参数间的关联相似性。

国内外有很多关于计算典型气象年的文献 ,其中挑选典型月

的方法不完全相同,最普遍的方法是构建气象参数的累积分布函

数 (Cumulathe ustⅡ buJ。 n Functions)法 ,利 用 Filkenstei⒈

Schafer(∏lkenston and Schafer,1971)统计法计算 FS值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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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年的气象数据中计算选择出 12个典型月气象数据组成典

型气象年。这一方法是 1978年最先由 Hall等人提出,后人称之

为 Sandia Mothed。 该方法适用于类似于气象、生物种群这类样

本总体分布规律未知的数理统计。后来有关典型气象年的研究成

果都遵循了 Sandia Mothed的基本思路 ,只是在构建累积分布函

数和挑选典型气象月 (TMM)判据时略有区别。本标准所构建

的累积分布函数按下式计算 :

∞F∫ =妇 ,丿 =1,2¨·刀
例如,在某一年给定月份的日均值被称为

“
短期

”
日均值 ,

而若干年给定月份某一天的日均值的平均被称为
“
长期

”
日均

值。设饣是给定月份中的天数,对于给定的参数,在一个月我们

有 刀个值。因此,某参数值在任何给定日出现的概率是 1/刀 。在

CD马计算中第一步是将数据进行升序排序,然后按上述公式计

算给定参数在给定月份参数的累积分布函数 CD马值。本标准中

长期累积分布函数值 ((VF′ )为 18年的累积分布函数 CD马值 ;

而月累积分布函数值 (CDFm)为 给定月份的累积分布函数

CD马值。

本标准中不同参数所采用权重系数 Wk采用美国国家可再生

能源实验室 (Naj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ry)的 技术报

告中给出的 TMY权重系数取值,见表 2。

另外 ,本标准对 TMY初步数据中的温度、湿度值进行月间

平滑处理 ,采用的计算方法是将相邻月间的前后各 6h的干球温

度、露点温度进行平滑连接。其计算公式如下 :

xi=竿沪2· x勹 +击 ·W    (8)

(7)

表 2 不同参数所采用权重系数 Wk参数表

象

素

气

要

干

度

大

温

最

球

最小干

球温度

平均干

球温度

露

度

大

温

最

点

最小露

点温度

平均露

点温度

大

速

最

风

平均

风速

辐

量

阳

总

太

射

Wk 2/24 2/2啮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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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参考城镇表

表 C中计算 目标城镇与参考城镇间的距离 (即椭球面上两

点间的最短程曲线)采用了高斯平均引数反算公式,该公式可用

于球面距离 zO0km以下的计算。计算步骤如下 :

已知椭球面上两点经度分别为 L1、 L2,纬 度分别为 Bl、

B2。 设 M点是两点之间的中点 ,则 Am、 Bm、 Lm、 伽、rm、 Nm、

‰ 都是 M点的参数。

其 中 :莎 =tanB,亻 =召
′2∞ s2B,V=冫 1+召

′2∞
s2B,N=

爵
9W=√

′1ε z sh2B,AL=L2— L1,AB=B2— B1,Bm=

:(:1+:2),∥ =206265″ ,召 =

大地坐标系参数 :臼——长半轴 63℃ 140m;

⋯ 半轴 6356755.288157m;

一
椭圆第一偏心率 ;

召
′——椭圆第二偏心率 ;

召
′2 =0.00673950181947;

召2 =0.00669438499959。

1 计算 S· ⒍nAm,S· cosAm:

S· ⒍nAm=rO1∠四
″
+rzl Z亚〃凶‘+rO3虻′   (9)

S· ∞sAm=SlOΔ酽+函 0△刀%J″2+S30凶卩3  (1o)

乒奉△, rOl =」
〗伊

cos:m, '⒛ =骂
亩笋号予̀ 1+叩

廴-ˉ 9″廴彦廴),

细一耢涮晚
s° =岩

即
岛°=鄂 睾 ← 2— ⒊廴 2唬、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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