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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本标准代替DB64/521-2008《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与DB64/521-2008相比，主要修改的内容如

下： 

——修改了居住建筑采暖期室外主要气象参数、室内计算温度（见第4章，2008版第3章）； 

——删除了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条件下的空气密度值（见第4章，2008版第3章）; 

——修改了不同地区居住建筑采暖期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和采暖耗煤量指标（见第4章，2008版第3

章）； 

——修改了外窗气密性等级要求（见第5章，2008版第4章）； 

——修改了热源运行效率和管网输配效率规定限值； 

——修改了输热耗电比的计算公式（见第6章，2008版第5章）； 

——删除了原附录C的内容，修改了新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的内容。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 宁夏建设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协会、宁夏建筑标准设计办公室、宁夏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宁夏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宁夏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李志辉、郑德金、李金保、陆旦舟、李武银、孙晓阳、郭志军、韩向农、吴

剑、樊保国、邝山鹰、谢翌鹤、徐善忠、邱相武、张永炜。 

本标准发布情况为： 

—— DB64/5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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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1 总则 

1.1 为贯彻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居住建筑的热环境、提

高供暖的能源利用效率，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节能设计可参照

本标准执行。 

1.3 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106－2008  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GB/T 8484－2008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采暖期室外计算温度 （te） 

在采暖期起止日期内，建筑室外日平均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3.2  

体形系数 （S） 

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不包括地面面积、不采暖楼梯间隔墙和户门面积）与其所包围

的体积的比值。 

3.3  

窗墙（面积）比 

建筑同一朝向的外窗总面积（包括外门透明部分的面积）与墙面总面积（包括外窗总面积）的比值。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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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K） 

围护结构在稳态条件下，两侧空气温差为1℃，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单

位为 W/（㎡·K）. 

3.5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Km） 

外墙主体传热系数和热桥部位的传热系数，按面积加权平均值，单位为 W/（㎡·K）. 

3.6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 

不同地区、不同朝向的围护结构，因受太阳辐射和天空辐射的影响，其在两侧空气温差均为1K的情

况下，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发生改变，这个改变后的传热量与未受太阳辐射和

天空辐射影响的原有传热量之比值，即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3.7  

采暖能耗 （Q） 

用于建筑物采暖所消耗的能量,单位为（W/㎡）。 

3.8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qH） 

在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设计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

由室内采暖设备供给的热量，单位 W/㎡. 

3.9  

采暖耗煤量指标 （qC） 

在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设计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一个采暖期内消耗的

标准煤量，单位 kg/㎡. 

3.10  

采暖供热系统 

热源、室外管网、室内散热设备等组成的系统。 

3.11  

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 （q） 

在采暖期室外计算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需由锅炉房或

其他供热设备供给的热量，单位 W/㎡. 

3.12  

锅炉运行效率（η1） 

锅炉实际运行工况下的效率。 

3.13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η2） 



DB64/ 521—2013 

3 

管网输出总热量与管网输入总热量的比值。 

3.14  

耗电输热比（EHR）值 

在采暖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全日理论水泵输送耗电量与全日系统供热量的比值。两者取相同单

位，无因次。 

3.15  

设计建筑 

正在设计，需要进行建筑节能计算及判定的建筑。 

3.16  

热量结算点 

供热方和用热方之间通过热量表计量的热量值直接进行结算的位置。 

4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和采暖耗煤量指标 

4.1 居住建筑采暖期主要技术参数 

宁夏地区居住建筑采暖期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 

表 1   居住建筑采暖期主要技术参数 

地  名 
采暖期室内计算温度

（℃） 

采暖期室外平均气

温（℃） 
参照市、县 

银  川 18 -2.1 贺兰、永宁、平罗 

石嘴山 18 -2.3 大武口、惠农、盐池 

吴  忠 18 -2.1 灵武、青铜峡、同心、红寺堡 

中  卫 18 -1.6 中宁、海原 

固  原 18 -1.6 西吉、彭阳、隆德、泾源 

4.2 采暖期耗热量指标和采暖耗煤量指标 

宁夏地区居住建筑采暖期耗热量指标和采暖耗煤量指标应在初步设计阶段进行计算，且不应高于

表 2的规定。 

表 2   居住建筑采暖期耗热量指标和耗煤量指标 

地  名 建筑物耗热量（W/m
2
） 采暖期天数（Z） 建筑物耗煤量（Kg/m

2
） 

银  川 15.0 145/151 9.95/10.34 

石嘴山 15.1 146/151 10.12/10.47 

吴  忠 15.0 143/151 9.81/10.34 

中  卫 14.6 145/151 9.64/10.04 

固  原 14.6 166/165 11.07/11.00 

注： 1.表中耗煤量指标，斜杠上的数值是理论采暖期天数为计算值，斜杠下的数值为各地实际采暖期天数为计算值； 

     2.表中所指的煤为标准煤，其发热量标准值为 8.14×10
3 
w·h/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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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筑物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 

4.3.1 冬季采暖能耗的室内计算温度应取值 18℃。 

4.3.2 冬季采暖计算通风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0.5 次/h. 

4.3.3 锅炉运行效率与室外管网输送效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锅炉运行效率不应低于 0.70； 

b)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不应低于 0.92. 

4.4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计算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计算应按式 1进行。 

IHINFTHH qqqq -   ………………………        式1 

式中：  
Hq    ——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W/㎡）； 

HTq    ——  单位建筑面积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耗热量（W/㎡）； 

INFq   ——  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W/㎡）； 

                    IHq    ——  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部得热（包括炊事、照明、家电和人体散热），居住 

建筑取值为3.8（W/㎡）。 

4.5 传热耗热量计算 

单位建筑面积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耗热量计算按式 2 进行。 

0

m

1i iei ))(t-(t

A

FK
q

ii

HT







  ………………     式2 

式中：  
HTq  ——  单位建筑面积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耗热量（W/㎡）； 

i  ——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it   ——  全部房间平均室内计算温度，普通住宅建筑，取值为18℃； 

et  ——  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应符合4.1条的规定； 

            iK  ——  围护结构的平均传热系数[W/（㎡·K）]； 

iF  ——  围护结构的面积（㎡）； 

                          0A  ——  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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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空气渗透耗热量计算 

4.6.1 楼梯间不采暖时，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应按式 3计算。 

0

0429.1
A

V
qINF     ………………     式3 

式中：  920.1  ——  不采暖楼梯间冬季室内外温差与空气比热容、空气密度、换气次数等的乘积

（空气比热容，取0.28[W·h/(kg·k)]；空气密度为标准大气压下银川地区采暖期室外平均计算温度-2.1℃

的值，取1.154kg/ m
3
；换气次数，取0.5次/h）； 

INFq  ——  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W/㎡）； 

0V   ——  建筑物外表面和底层地面所包围的体积（m
3
）； 

0A  ——  建筑面积（㎡）。 

4.6.2 楼梯间采暖时，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应按式 4计算。 

0

02.103
A

V
qINF     ………………     式4 

式中：  2.103— 采暖楼梯间冬季室内外温差与空气比热容、空气密度、换气次数等的乘积（空

气比热容，取0.28[W·h/(kg·k)]；空气密度为标准大气压下银川地区采暖期室外平均计算温度-2.1℃

的值，取1.154kg/ m
3
；换气次数，取0.5次/h）； 

INFq  ——  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W/㎡）； 

0V   ——  建筑物外表面和底层地面所包围的体积（m
3
）； 

0A  ——  建筑面积（㎡）。 

4.7 采暖耗煤量计算 

建筑物单位面积采暖耗煤量应按式5计算。 

2124   CHC HqZq    ………………     式5 

  式中：  
Cq  ——  建筑物单位面积采暖耗煤量指标（kg/㎡）； 

Hq  ——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W/㎡）； 

Z  ——  采暖期天数(d)； 

Hc  ——  标准煤的发热量（W·h / kg），取8.14×103w·h/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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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锅炉运行效率，取0.70； 

2  ——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取0.92. 

4.8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值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采用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值 

部位 南 东、西 北 水平 不采暖楼梯间 

屋顶（非透明平顶、坡顶） - - - 0．95  

外  墙 

无封闭阳台 0.83 0.91 0.95 -  

有封闭阳台 0.47 0.54 0.56 -  

阳台窗、凸窗上下梁档板 0.78 0.89 0.93 -  

外  窗 

有阳台中空双玻窗 0.65 0.81 0.89 -  

单玻窗封闭阳台内 

设的中空双玻门、窗 
0.39 0.49 0.54 - 

 

无阳台中空双玻窗 0.40 0.68 0.84 -  

中空双玻阳台窗 0.40 0.68 0.84 -  

有阳台 

单玻窗＋中空双玻窗 
0.62 0.79 0.88 - 

 

无阳台 

单玻窗＋中空双玻窗 
0.38 0.66 0.84 - 

 

不采暖楼梯间 
隔墙 - - - - 0.60 

户门 - - - - 0.60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0.78 0.89 0.93 - 

地

板 

接触室外空气 1.00 

不采暖地下室上部地板 0.75 

地

面 

周边 1.00 

非周边 1.00 

变形缝 0.78 0.89 0.93 - 

注：1.内天井的外墙及窗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均按北向取值。 

2.封闭阳台内的门、门连窗和外墙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应在原值的基础上乘以0.60.本表中该项目的修正系数

是折减后的数值。 

5 建筑热工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居住建筑群的规划设计，应有利于冬季日照、避风和自然通风。 

5.1.2 居住建筑的朝向宜为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主要房间应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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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居住建筑的平面布置应规整，尽可能减少凸凹面和凸凹深度。 

5.1.4 建筑物的体形系数限值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建筑物体形系数（s）限值 

建筑层数 3 层以下 4～7层 8～10 层 10 层以上 

体形系数 ≤0.45 ≤0.32 ≤0.30 ≤0.28 

5.1.5 建筑物的窗墙面积比规定值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窗墙面积比规定值 

朝    向 窗墙面积比 

北、西北（偏东＜40
o
，偏西＜60

o
a） ≤0.25 

东、东北、西、西南、 ≤0.30 

南、东南（偏东＜45
o
，偏西＜30

o
a） ≤0.35 

5.1.6 建筑物的窗墙面积比如不符合表 6的规定，应采取措施修改设计（包括减少外窗的面积、降低

外窗的传热系数、增加外窗层数、提高外墙及屋面保温性能等），使建筑物围护结构的耗热量指标满

足表 2的规定，但各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超出表 6的规定。 

表 6   窗墙面积比最大限值 

朝    向 窗墙面积比 

北、西北（偏东＜40
o
，偏西＜60

o
a） ≤0.35 

东、东北、西、西南、 ≤0.40 

南、东南（偏东＜45
o
，偏西＜30

o
） ≤0.45 

5.1.7 东西朝向的居住建筑，其各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应在保证建筑耗热量指标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条件

下，可按照其各朝向的耗热量进行重新分配。 

5.1.8 建筑物的窗墙面积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封闭阳台内的门，其透明部分应计入外窗面积，且应分开计算； 

b) 不采暖封闭阳台内设门或门连窗时，其封闭窗及栏板不计入外窗、外墙面积；采暖封闭阳台内

不设门或门连窗时，其封闭窗与栏板应按各朝向投影面积计入外窗、外墙面积。 

c) 凸窗应按其洞口面积计入所在朝向的外窗面积。 

5.2 围护结构设计 

5.2.1 宁夏地区属寒冷区，居住建筑各部分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限值应符合表 7的规定。 

5.2.2 屋面应设置保温层，其传热系数除应符合表 7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屋顶（上人屋面、非上人屋面和坡屋面）、封闭阳台顶部，应分别按各自构造做法的传热系数

进行传热耗热量计算，并计入屋面传热耗热量； 

b) 屋面为坡屋顶且无阁楼时，顶层宜设计保温吊顶。 

5.2.3 外墙采用外保温系统，其保温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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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温层应做至散水顶面，且端头收口处应采用密封材料嵌实； 

b) 外墙面挑出构件及附墙构件等热桥部位，应采取保温措施； 

c) 外墙的传热系数应为墙体主体部位与热桥部位的平均传热系数； 

d) 外墙保温层顶面无遮挡或外露，应设置保护层和防水层； 

e) 外墙设置独立式空气调节系统的室外机位，应设置空调冷凝水排放系统。 

表 7  居住建筑各部分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K）] 

屋面 

体形系数≤0.30 0.45 

0.30＜体形系数≤0.32 0.40 

0.32＜体形系数≤0.45 0.36 

外墙 

体形系数≤0.28 0.60 

0.28＜体形系数≤0.30 0.55 

0.30＜体形系数≤0.32 0.50 

0.32＜体形系数≤0.45 0.45 

地面 
周边地面 0.30 

非周边地面 0.30 

外窗 

北、西北（偏东＜40
o
，偏西＜60

o
）；窗墙面积比≤0.25 

2.80            东、东北、西、西南；窗墙面积比≤0.30 

南、东南（偏东＜45
o
，偏西＜30

o
）；窗墙面积比≤0.35 

北、西北（偏东＜40
o
，偏西＜60

o
）；窗墙面积比≤0.30 

2.40            东、东北、西、西南；窗墙面积比≤0.35 

南、东南（偏东＜45
o
，偏西＜30

o
）；窗墙面积比≤0.40 

北、西北（偏东＜40
o
，偏西＜60

o
）；窗墙面积比≤0.35 

2.10            东、东北、西、西南；窗墙面积比≤0.40 

南、东南（偏东＜45
o
，偏西＜30

o
）；窗墙面积比≤0.4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40 

分隔采暖与非采暖空间的隔墙、楼板 0.68 

户门 2.00 

阳台门不透明部分 1.70 

5.2.4 幕墙内外墙保温层应设置防水保护层，并应满足防火要求。 

5.2.5 屋面、外墙的变形缝（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应采用保温材料封堵，并有可靠的防水措

施。 

5.2.6 楼梯间及套外公共空间保温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建筑不应设置开放式楼梯间； 

b)  楼梯间、套外公共空间宜采暖，不采暖楼梯间、套外公共空间，其隔墙及户门传热系数应符合

表 7的规定； 

c)  楼梯间应设置门斗等避风措施，单元门应有自动关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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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外窗应具有良好的密闭性（包括阳台门透明部分），外窗气密性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T 7106-2008）的规定， 6 层及以下居住建

筑不应低于 4级；7 层及以上居住建筑不应低于 6级。 

5.2.8 外窗保温性能分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4-2008）

的规定，其传热系数限值应符合本标准表 7的规定。 

5.2.9 居住建筑外门窗保温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外窗采用单层玻璃窗和中空玻璃窗组成的双层窗及双腔三玻中空玻璃窗时，其经过修正的传热

系数应符合表 7的规定； 

b) 居住建筑北向不应设置凸窗，其他朝向不宜设置凸窗。设置凸窗时，应保证节能的要求，且凸

窗凸出尺寸（从内墙面至凸窗内表面）不应大于 400mm； 

c) 一般居住建筑外窗、封闭阳台窗不应设置落地窗； 

d) 外门窗框四周与门窗洞口墙体之间，应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填实，并用密封膏嵌缝，不得采用水

泥砂浆封堵。 

5.2.10 阳台保温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非采暖封闭阳台，阳台与直接连通的房间之间应设置隔墙和门、窗。隔墙和门、窗应采取保温

措施，且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7的规定； 

b) 采暖封闭阳台，阳台栏板、底板以及封闭窗应采取保温措施，其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7的规定。 

5.2.11 地面保温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建筑物外墙至室外地坪垂直墙面及周边直接接触土壤的地面应采取良好的保温防潮措施； 

b) 在外墙周边内侧 2000mm 的范围内，地面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7的规定； 

c) 非周边地面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7的规定。 

5.2.12 围护结构的热桥部位所采取的保温措施，应保证其内表面温度在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下不低

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5.2.13 公寓、宿舍、招待所、敬老院、幼儿园等建筑,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应达到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的要求。 

6 采暖、空调与通风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物采暖设计热负荷应按《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的规定进

行计算。 

6.1.2 建筑物的采暖系统，应以热水为热媒，并应按热水连续采暖进行设计。居住区内的商业、文化

及其他公共建筑的采暖方式，可根据使用性质、供热要求与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6.1.3 建筑物的供热热源，应根据能源结构、资源配置、环保要求、经济条件等因素按以下原则来确

定： 

a) 以热电厂和区域锅炉房为主要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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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城市集中供热范围内，应优先采用城市热网提供的热源； 

c) 在工厂区附近，应充分利用工业余热和废热； 

d) 一般情况下，不应采用电锅炉、电热设备采暖； 

e) 有条件时，应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等. 

6.1.4 供热锅炉房设置应符合以下原则： 

a) 燃煤锅炉房，单台锅炉容量不应低于 7.0MW，对于规模较小的住宅区，不应小于 4.2MW； 

b) 燃气锅炉房，供热量应低于 2.8MW，且供热半径不宜大于 150M。供热规模较大时，锅炉房应分

散设置； 

c) 高层居住建筑不宜采用户式燃气炉供热。当采用户式燃气供热炉时，应配备完善可靠的自动安

全保护装置，并应设置专用的进气和排烟通道。 

6.2 采暖供热系统和设备 

6.2.1 按照不同种类的燃料，锅炉的最低额定热效率应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锅炉最低额定热效率 

燃料品种 

锅炉容量、额定热效率（％） 

2.8 MW 4.2 MW 7.0 MW 14.0 MW 
28.0 MW 

及以上 

烟煤 
Ⅱ 73 74 78 79 80 

Ⅲ 74 76 78 80 82 

燃油、燃气 87 88 89 90 90 

6.2.2 锅炉房和热力站的一次水总管和二次水总管上，应设置计量总供热量的热计量表，补水系统应

设置计量水表；集中采暖的居住建筑应在热力入口处，设置楼前热量表，作为该建筑物采暖耗热量的

热量结算点；集中采暖系统，应设置住户分室（户）及分户热计量（分户热分摊）的装置或设备。 

6.2.3 室外管网应进行水力平衡计算，并应根据计算结果，在热力站和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水力平

衡装置；施工图设计时，应对室内供暖管道进行水力平衡计算，并应根据计算结果，设置水力平衡装置

和进行水力平衡测试。 

6.2.4 集中采暖系统，应设置住户分室（户）温度调节、控制装置。室内采用散热器供暖时，每组散

热器的进水支管上应安装恒温温控阀或其它温控装置。散热器加罩时，应外露安装恒温控装置；低温

热水地板辐射采暖系统应具有温控功能，室温控制器宜设置在被温控的房间或区域内。 

6.2.5 室内采暖系统的散热器除幼儿园、老年人和特殊功能要求的建筑必须加防护罩外，均应明装，

散热器的外表面应刷非金属涂料。当散热器加装装饰罩时应有合理的气流通道、足够的通道面积。 

6.2.6 室内采暖系统应采用双管系统，如采用单管系统，应设置跨越管或装置分配阀。 

6.2.7 在选配热水采暖供热系统的热水循环泵时，应计算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EHR），并应标注在

施工图的设计说明中，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应符合下式要求： 

一般情况下，耗电输热比，即设计条件下输送单位热量的耗电量（EHR）值应不大于按式6所得的计

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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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6 

式中 EHR — 设计条件下循环水泵输送单位热量的耗电量，无因次； 

N — 水泵在设计工况点的轴功率（kW）； 

Q — 建筑供热负荷（kW）； 

η— 电机和传动部分的效率，应按照表 9选取； 

A — 与热负荷有关的计算系数，应按照表 9选取； 

Δt — 设计供回水温差（℃），应按设计要求； 

B —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一级水泵系统时 B＝20.4，二级水泵 

系统时 B＝24.4； 

ΣL — 室外管网主干线（包括供回水管）总长度（单位为 m）。 

       α的取值：当        ΣL≤400m 时,   α=0.0115； 

                    400 m＜ΣL＜1000m 时， α=0.003833＋3.067/ΣL； 

                           ΣL≥1000m ，α=0.0069 

表 9  电机和传动部分的效率（η）及与热负荷有关的计算系数（A） 

建筑供热负荷 Q（kW） ＜2000 ≥2000 

电机和传动部分 

的效率η 

直接方式 0.87 0.89 

联轴器连接方式 0.85 0.87 

与热负荷有关的计算系数 A 0.0062 0.0054 

6.2.8 单台容量超过 7MW 的燃煤锅炉宜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并具备各类能耗统计和数据远传功能。 

6.2.9 安装在室外、建筑物内非采暖部位以及地沟中的采暖管道应保温，且保温材料厚度不应低于表

10 的规定。 

表 10  采暖供热管道最小保温层厚度 

保温材料 
直径（㎜） 最小保温厚度

（㎜） 内径 Do 外径 D 

离心玻璃棉（管内介质温度为 0℃－95℃） 

λm=0.033+0.00023tm(W/m·K) 

25-32 32-38 60 

40-200 45-219 70 

250-300 273-325 80 

聚氨酯硬质泡沫（管内介质温度为 0℃－

95℃） 

λm=0.02+0.00014tm(W/m·K) 

25-32 32-38 50 

40-200 45-219 55 

250-300 273-325 60 

柔性泡沫橡塑（管内介质温度为 5℃－60℃） 

λm=0.034+0.00014tm(W/m·K) 

25-32 32-38 28 

40-200 45-219 36 

250-300 273-325 45 

注：tm—保温材料层的平均温度，一般取管道内介质与管道周围空气的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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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安装在建筑物内非采暖部位单冷管道（管道内介质温度为 5℃－常温）的保温层厚度，应按照

防结露要求进行计算和验算。 

6.2.11 集中供热面积大于或等于 5 万㎡时，应将系统直径 200mm－300mm 管道的保温层在表 10 的最

小厚度的基础上增加 10mm。 

6.2.12 建筑物应结合建筑设计，确定自然通风措施，提高自然通风效率。如自然通风达不到室内通风

要求时，应设置可以调节的换气装置或其他可行的换气设施，设置换气装置不应妨碍建筑的自然通风。 

7 电气 

7.1 供配电系统 

7.1.1 变电所的位置应靠近用电负荷中心，低压线路供电半径宜控制在 200m 以内，以减少线路压降和

线损。 

7.1.2 供配电系统应合理选择电缆、电线截面，减少配电环节，降低线路损耗；合理确定变压器容量，

其负载率不宜大于 85%。 

7.1.3 无功功率应采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补偿方式，集中补偿时，补偿后低压侧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4，荧光灯和气体放电灯应采用就地补偿方式，补偿后单灯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其镇流器选择应

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第 3.3.5 条的规定。镇流器及配套照明电器应符合国家能效标准的

要求。 

7.2  电气照明 

7.2.1  居住建筑套内、公共部位和配套办公、商业用房应采用高效节能型光源、高效灯具及配套照明

电器，其照度值和 LPD 值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规定。 

7.2.2  居住建筑的公共部位照明应采用节能自熄开关，当应急照明采用节能自熄开关时，应由火灾发

生时自动点亮的措施。 

7.2.3  居住建筑的公共部位（不包括应急照明），有条件时应采用太阳能照明技术。 

7.2.4  居住建筑配套地下停车库照明宜采取节能控制措施。 

7.3 电气设备 

7.3.1  配电变压器应选用 D,yn11 型接线、低损耗、低噪声的节能型产品，并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三

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20052）中规定的目标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7.3.2  居住建筑内使用的电梯、风机、水泵等设备应采取节电措施。当一个楼栋单元有两部及其以上

电梯时，应设置具有节能运行控制模式的电梯集控装置。 

7.4 电能计量与管理 

7.4.1 居住建筑因按套（户）设置电能计量表。 

7.4.2 根据建筑的功能、归属、管路模式等情况，对公共部位的照明和各类电力用电设备的用电能耗宜

进行分项、分区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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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节能设计判定 

8.1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建筑物各朝向窗墙面积比和各部分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分别符合表 5、表 6

和表 7的规定，且供热、采暖、电气照明符合本标准节能设计要求，可直接判定该项节能设计达到节能

65％的标准。 

8.2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建筑物耗热量指标不符合表 2的规定，可判定节能设计不合格；建筑物各朝

向窗墙面积比不符合表 5、表 6 的规定，各部分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有一项不符合表 7的规定，应进行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权衡计算，计算结果符合表 2的规定，且供热、采暖、电气符合本标准节能设计要求，

可判定该项节能设计达到节能 65％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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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A.1 建筑体积V0应按建筑外表面和底层地面围成的体积计算。 

A.2 换气体积V，楼梯间不采暖时，应按V=0.60V0计算；楼梯间采暖时，应按V=0.65V0计算。 

A.3 建筑面积A0应按各层外墙轮廓线围成的面积总和计算。 

A.3.1 屋面、顶棚面积FR应按支撑屋面的外墙轮廓线围成的面积计算，如楼梯间不采暖，应减去楼梯

间的屋面面积。 

A.3.2 外墙面积FW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该面积不包括门窗洞口面积。当楼梯间不采暖时，应减去

楼梯间外墙面积。 

A.3.3 外窗（包括阳台门上部透明部分）面积FG，应按朝向和有、无阳台分别计算窗户洞口面积。 

A.3.4 阳台封闭窗的各朝向的面积均应按投影面积计算。 

A.3.5 阳台门下部不透明部分面积FW.B，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洞口面积（不包括透明部分面积）。 

A.3.6 外门面积FD，应按朝向分别计算外门洞口面积。 

A.3.7 地面面积FF，应按周边、非周边（周边地面是指由外墙内侧向内延伸2000㎜范围的地面，其余

为非周边地面）和有、无地下室分别计算。如楼梯间不采暖，应减去楼梯间所占地面面积。 

A.3.8 地板面积FB，接触室外空气的地板和不采暖地下室上面的地板应分别计算。 

A.3.9 楼梯间隔墙面积FS.W，不采暖楼梯间应计算这部分面积（隔墙总面积减去户门洞口总面积）；楼

梯间隔墙是指楼梯间的三个侧面与相邻房间紧挨的墙，其任一侧面的墙无相邻房间均视为外墙。 

A.3.10 户门面积FS.D，不采暖楼梯间应计算各层户门洞口面积的总和。 

A.4 设置在建筑物凹槽部位外墙上的外窗面积计算应符合下列的规定： 

a) 南向有凹槽，其凹槽宽度为 B、深度为 D，当 B/D≥2 时，凹槽内的南窗及外墙仍为南向 ；当

B/D＜2时（见图 1），凹槽内的窗及外墙均应按东或西向进行计算。 

b) 东、西向有凹槽，其凹槽宽度为 B、南向窗中心线距凹槽外侧边距离为 D，当 B/D≥1 时，凹槽

内南窗及外墙应按东或西向进行计算；当 B/D＜1 时（见图 2），凹槽内南窗及外墙应按北向

进行计算。 

c) 凹槽处的东南角窗应按东向外窗进行计算；西南角窗应按西向外窗进行计算。 

d) 北向凹槽设置外窗及外墙，不论朝向均应按北向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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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居住建筑热工性能计算和判定 

B.1 居住建筑热工性能指标计算和审定应符合表B.1 的规定。 

表 B1  居住建筑热工性能指标计算及审定表 

工程编号 工程名称 层数 层高 窗 墙 面 积 比 

    
朝向 南 东、西 北 

设计建筑    

结构类型及主朝向  体形系数（S）  

计 算 项 目 

围 护 结 构 传 热 量 计 算 数 据 

设 计 建 筑 传热系数限值 

εi 

KI 

[w/(m
2
·k)] 

Fi 

(m
2
) 

εi·ki·Fi [w/(m
2
·k)] 

屋  顶 

主体部分 0．95    0.30＜S,K≤0.45 

0.30＜S＜0.32,K≤0.40 

S≥0.32,K≤0.36 

阳台顶 0．95    

凸窗顶 0．95    

外 

 

墙 

无阳台 

南 0．78    

0.28≤S,K≤0.60 

S≤0.30,K≤0.55 

0.30＜S＜0.32,K≤0.50 

S≥0.32,K≤0.45 

东、西 0．89    

北 0．93    

封闭阳台内 

南 0．47    

东、西 0．54    

北 0．56    

阳台窗、凸窗 

上、下梁档板 

南 0．78    

东、西 0．89    

北 0．93    

外 

 

窗 

有阳台 

中空双玻窗 

南 0．65    2．8 

东、西 0．81    2．8 

北 0．89    2．8 

单玻封闭 

阳台内设的 

中空双玻门 

南 0．39    2．8 

东、西 0．49    2．8 

北 0．54    2．8 

无阳台 

中空双玻窗 

南 0．40    2．8 

东、西 0．68    2．8 

北 0．84    2．8 



DB64/ 521—2013 

16 

中空双玻 

封闭阳台 

南 0．40    2．8 

东、西 0．68    2．8 

北 0．84    2．8 

表 B.1(续)  居住建筑热工性能指标计算及审定表 

计 算 项 目 

设 计 建 筑 传热系数限值 

εi 

KI 

[w/(m
2
·k)] 

Fi 

(m
2
) 

εi·ki·Fi [w/(m
2
·k)]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南 0．78    

1．70 东、西 0．89    

北 0．93    

不采暖楼梯间 
隔墙 0．60    0．68 

户门 0．60    2．00 

地 

板 

接触室外空气 1．00    0．40 

不采暖地下 

室上部地板 
0．75    0．45 

地 

面 

周  边 1．00    
0．30 

非周边 1．00    

变 形 缝 

南 0．78    

同外墙 

限值 
东、西 0．89    

北 0．93    

20.1/A0·εI·ki·Fi 
 

 

1.942Vo/Ao  qH＝ 

qHT+qINF-3.8 
 ≤15.0w/m

2 

2.103Vo/Ao  

耗煤量指标（Z=145d） qc =24·Z·qH/ Hc·η1·η2   

设计单位  

项目主持人  审定意见： 

 

 

 

 

                                  年   月   日 

建筑专业设计人  

设备专业设计人  

审  核  人  

审  定  人  

 

注：1. 本表外窗传热系数限值是按照第 5.1.5 条的窗墙面积比规定值进行取值。如窗墙面积比超出规定值，应按照表

7 的规定，调整本表中外窗传热系数； 

2. 本表中封闭阳台内的窗、门、门连窗和外墙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是经过折减后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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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屋面、外墙、周边地面保温）构造做法热工性能指标填写应符合表B.2 的规

定。 

表 B.2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屋顶、外墙、周边地面保温）做法表 

围  护 

结构项目 
做法 材料名称 

厚度 

（mm） 

热阻值 

R[ (m
2
·k) / w] 

平均传热系数 

Km[w/(m
2
·k)] 

屋顶 

找平结合层    

 

保温层    

找坡层    

结构层    

外墙 

主体部分    

 

热桥部分    

保温层    

饰面层    

 

 

 

 

 

周边地面 

地面面层    

 混凝土垫层    

保温层    

混凝土垫层或地

沟盖板 
    

灰土垫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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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常用整窗传热系数 

C.1 常用整窗(单腔型材)传热系数可参照表C.1 选取。 

表 C.1  常用整窗传热系数 

玻璃品种及规格 

玻璃中部传热系

数 

Kg[W/（m
2
·K）] 

整窗传热系数 K[W/（m
2
·K）] 

彩钢、铝合金型材 

Kf = 10.8 

W/（m
2
·K） 

断桥铝合金型材 

Kf = 5.8 

W/（m
2
·K） 

塑料型材 

Kf = 2.7 

W/（m
2
·K） 

框料面积 15％ 框料面积 20％ 框料面积 25％ 

单框单玻璃窗 

6 透明玻璃 5.7 6.5 5.7 4.9 

6 吸热玻璃 5.7 6.5 5.7 4.9 

6 高透光热反射玻璃 5.7 6.5 5.7 4.9 

6 中透光热反射玻璃 5.4 6.2 5.5 4.7 

6 低透光热反射玻璃 4.6 5.5 4.8 4.1 

6 高透光 Low-E 玻璃 3.6 4.7 4.0 3.4 

6 中透光 Low-E 玻璃 3.5 4.6 4.0 3.3 

单框中空玻璃窗 

5 透明＋9A＋5 透明 2.8 4.5 3.2 2.9 

6 透明＋12A＋6 透明 2.7 3.8 3.1 2.8 

6 吸热＋12A＋6 透明 2.7 3.8 3.1 2.8 

6 中透光热反射＋12A＋6 透明 2.4 3.7 3.0 2.5 

6 低透光热反射＋12A＋6 透明 2.3 3.6 3.0 2.4 

6 高透光 Low-E＋12A＋6 透明 1.9 3.2 2.7 2.1 

6 中透光 Low-E＋12A＋6 透明 1.8 3.2 2.6 2.0 

6 低透光 Low-E＋12A＋6 透明 1.8 3.2 2.6 2.0 

6 高透光 Low-E＋12Ar＋6 透明 1.5 2.9 2.4 1.8 

6 中透光 Low-E＋12Ar＋6 透明 1.4 2.8 2.3 1.7 

注：1. 表中整窗均为单腔普通型或单腔断桥型； 

    2. A－代表中空玻璃腔内为空气；Ar－代表中空玻璃腔内为 100％氩气。 

     3. 表中性能数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供设计参考。工程中应用的整窗性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应以整窗传热

系数检测报告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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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常用整窗(多腔型材)传热系数可参照表C.2 选取。 

表 C.2  常用整窗传热系数 

玻璃品种及规格 

玻璃中部传热系

数 

Kg[W/（m
2
·K）] 

整窗传热系数 K[W/（m
2
·K）] 

多腔断桥铝合金型材 

Kf = 5.0 

W/（m
2
·K） 

多腔塑料型材 

Kf = 2.0 

W/（m
2
·K） 

框料面积 20％ 框料面积 25％ 

单框中空玻璃窗 

6 透明＋12A＋6 透明 2.7 2.8 2.6 

6 吸热＋12A＋6 透明 2.7 2.8 2.6 

6 中透光热反射＋12A＋6 透明 2.4 2.7 2.3 

6 低透光热反射＋12A＋6 透明 2.3 2.6 2.2 

6 高透光 Low-E＋12A＋6 透明 1.9 2.5 1.9 

6 中透光 Low-E＋12A＋6 透明 1.8 2.4 1.9 

6 低透光 Low-E＋12A＋6 透明 1.8 2.4 1.9 

6 高透光 Low-E＋12Ar＋6 透明 1.5 2.2 1.6 

6 中透光 Low-E＋12Ar＋6 透明 1.4 2.1 1.6 

注：1. 表中整窗均为多腔普通型和多腔断桥型。 

    2. A－代表中空玻璃腔内为空气；Ar－代表中空玻璃腔内为 100％氩气。 

     3. 表中性能数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供设计参考。工程中应用的整窗性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应以整窗传热

系数检测报告为依据。 

C.3 常用双层窗平均传热系数可参照表C.3 选用。 

表 C.3   常用双层窗平均传热系数 

型材及玻璃规格 平均传热系数 K[W/（m
2
·K）] 

5 ㎜单框铝合金窗＋普通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5＋9＋5） 2.4 

5 ㎜单框铝合金窗＋普通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6＋12＋6） 2.3 

6 ㎜单框铝合金窗＋普通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5＋9＋5） 2.4 

6 ㎜单框铝合金窗＋普通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6＋12＋6） 2.3 

5 ㎜单框铝合金窗＋断桥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5＋9＋5） 2.1 

5 ㎜单框铝合金窗＋断桥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6＋12＋6） 2.0 

6 ㎜单框铝合金窗＋断桥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5＋9＋5） 2.1 

6 ㎜单框铝合金窗＋断桥单腔铝合金中空玻璃窗（6＋12＋6） 2.0 

5 ㎜单框塑钢窗＋普通单腔塑钢中空玻璃窗（5＋9＋5） 1.7 

6 ㎜单框塑钢窗＋普通单腔塑钢中空玻璃窗（6＋12＋6） 1.6 

注：表中性能数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不作为设计依据，仅供设计专业参考。工程中应用的整窗性能是否满足设计

要求，应以整窗传热系数检测报告为依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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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术语 符号 单位 

D.1 本标准中采用的术语、符号、单位见表D.1。 

表D.1  术语、符号、单位 

术   语 单  位 
符  

号 
术   语 单  位 符  号 

采暖耗煤量指标  kg/m2
 qC 建筑面积 m2

 A0 

建筑物耗热量 W/m2
 qH 围护结构的面积 m2

 Fi 

单位建筑面积通过围护结

构的传热耗热量 
W/m2

 qHT 
屋面面积 m2

 FR 

顶棚面积 m2
 FR 

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

部得热 
W/m2

 qIH 
外墙面积 m2 FW 

外窗面积 m2 FG 

单位建筑面积的 

空气渗透耗热量 

W/m2
 qINF 

阳台门下部不透明部

分面积 
m2 FW.B 

  外门面积 m2 FD 

采暖度日数 ℃·d Ddi  周边地面面积 m2 FZ 

采暖期天数 d Z 非周边地面面积 m2 FF 

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 te 地板面积 m2 FB 

平均室内计算温度 ℃ ti 楼梯间隔墙面积 m2 FS.W 

采暖能耗 W/m2
 Q 户门面积 m2 FS.D 

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 W/m2
 q 体型系数 m2 S 

锅炉运行效率  η1 建筑体积 m3
 V0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  η2 空气比热容 
0.28W·h

（kg·K） 
Cρ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W/（m2
·K） Km 空气密度 kg·m3

 ρ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W/（m2
·K） K 换气次数 次数/h N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修正系数 
 εI 耗电输热比  EHR 

标准煤发热量 w·h / kg 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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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1 总则 

1.1 大力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是新时期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战略方针，是建设节约

型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建筑节能已成为国家节能降耗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十

分艰巨。2008 年我区发布实施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64/521-2008）,规定了居住建筑节能

65％的目标和任务。银川市于 2009 年 1月 1日开始在辖区内实施《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64/521-2008），要求新建居住建筑节能率必须达到为 65％。部分市县也开始节能率为 65％的居住

建筑试点、示范工程的建设。本标准自发布实施以来，极大促进了我区建筑节能技术的进步，居住建筑

的节能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201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0）, 本标

准与行业标准比较，部分指标存在不一致，尤其是部分引用标准的更新和替换，影响了本标准的实施。

因此，根据我区开展居住建筑节能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本标准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组织开展了《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64/521-2008）的修订工作。主要修订的内容是：居住建筑节能计算必需的室

内外气象参数、建筑物的耗热量指标和耗煤量指标、管网输配效率和热源效率、外窗气密性指标和保温

性能指标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建筑节能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还达不到国际建筑节能的

水平。认真贯彻执行修改和补充后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64/521-2013），将有利于改善居住

建筑室内热环境，进一步提高降低居住建筑的能源能耗，减轻建筑能耗对能源供应的压力，推进建筑节

能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1.2 随着我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新建居住建筑的规模和数量连续增长，广大

居民对居住建筑的热环境和舒适度要求日益提高，因此新建居住建筑必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才能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减轻建筑能耗对能源供应的压力，更好地促进生态环境

建设。目前我区既有居住建筑的规模较大，多数建筑的使用时间较短，未按照现行建筑节能标准进行设

计和施工，达不到现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为了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要求，

进行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势在必行。由于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与新建建筑有很

大的不同，因此，本标准并不涵盖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设计及所采取的节

能改造措施可参照本标准的执行。 

1.3 由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涉及的专业比较多，且相关专业均制定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因此，在进行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时，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执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的有关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2  体形系数 S 

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的比值。这里指的外表面积是以

建筑物室外地面算起的外表面积。而不是从室内±0.00算起的外表面积。同样外包面所围成的体积也应

从室外地面算起，否则与计算建筑体积（VO）混为一体。 

3.3 窗墙面积比 

在窗墙面积比计算中，其外墙面积不应包括女儿墙和±0.00以下与大气接触的墙体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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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主要是由室内外温差引起的，但同时还受到太阳辐射、天空漫射以及地面和其

他建筑的反射的影响，其中太阳辐射的影响最大。围护结构传热量因受太阳辐射影响而改变，改变后的

传热量与未受太阳辐射影响原有传热量的比值，定义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该系数的确定未

考虑天空漫射以及地面和其他建筑的反射对围护结构传热量的影响。 

 

4  建筑耗煤量和耗热量指标 

4.1  本条参照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0）,规定了全区各设区市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计算所必需的冬季采暖期室内外平均温度，其他市县的冬季采暖期室外平均计算温度参照

所在行政区的指标。其中石嘴山市、固原市、吴忠市冬季采暖期室外气象参数，是在参照行业标准《建

筑节能气象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地域和气象特征确定的。由于我区行政区域

气候特征差异性不大，因此，石嘴山市参照盐池县冬季采暖期室外气象参数、吴忠市参照银川市冬季采

暖期室外气象参数、固原市参照了中卫市冬季采暖期室外气象参数更符合我区冬季实际气候特征。 

由于《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0）和《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GB50736-2012），在冬季理论采暖期天数的规定指标出入较大，本标准参照了《民用建筑供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规定了我区各设区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计算理论采暖期

天数。 

4.2  本条规定了宁夏地区各市、县冬季采暖必须执行的节能目标：即在1980年住宅通用设计采暖能耗

基准水平的基础上节能65%。由于本标准的居住建筑冬季采暖期室内外气象参数、理论采暖期天数、热

源效率及管网输配效率等指标做了相应的修订，按照修订过的节能气象数据和能效指标，以银川市区典

型居住建筑为实例，经过计算，居住建筑建筑物耗热量指标qH＝14.98W/(m
2
·k)，围护结构承担的节能

量基本维持在45％左右，锅炉房和室外管网承担的节能量略高于20％。另外宁夏是个小省,各地冬季气

温相差无几，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和耗煤量指标都很接近，因此，除固原地区外，其他各地建筑物耗热量

指标和耗煤量可按同一个指标执行，即建筑物耗热量指标qH≤15. 0W/(m
2
·k)，耗煤量指标qc≤10.0kg/ 

m
2
（理论计算值）。 

4.3.1  本条文规定了对冬季采暖室内热环境的舒适度要求；用于计算采暖能耗的全部房间平均室内计

算温度按18
。
C采用，作为计算和比较采暖能耗的依据。 

4.3.2  通风换气是保证住宅室内卫生的必要条件。冬季采暖期主要通过外窗在风压和热压作用下的空

气渗透进行室内通风换气，每小时换气不低于0.5次；其次通过主动开启外窗换气，包括人进出户门、

厨卫间等适度开窗换气。根据调查显示，目前银川地区的住宅，除砖混结构层数为6层，层高为2.8米外，

其它大都是框架结构和短肢剪力墙结构，层数为6+1，层高为2.9米，且户均人口为3人，人均住宅建筑

面积大都在30 m
2
左右（不包括公摊面积）。按照楼梯间为不采暖，其换气体积V=0.6Vo，通风换气次数

按0.5次/h计算,新风量则相当于26 m
3
/h·人,符合标准的规定，完全可满足卫生要求。 

4.3.3  锅炉运行工况下的效率取0.70，室外管网输送效率取0.92，与《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JGJ26-2010）规定的指标保持一致。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锅炉的运行效率和供热管网

的输送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二是由于环境保护的因素，较小规模的热源合并加快、

热点联产的热电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锅炉的运行效率和管网的输送效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逐步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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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判定建筑物节能设计能否达到本标准的重要指

标，主要包括各部分围护结构传热耗热量、空气渗透量两部分。建筑物内部得热主要包括炊事、照明、

家电和人体的散热，这部分热量在计算建筑物的耗热量时应从建筑物耗热量中减去，该指标随着建筑物

户型面积的增大和生活设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为了统一比较条件，仍然沿用JGJ26—95标准中的规

定值（3.8W/ m
2
）。 

4.6  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计算本标准对其公式进行了简化，其计算结果正确与否，关键是

建筑体积和建筑面积的计算是否可靠。 

1．楼梯间不采暖时： 

   qinf=(ti-te)(cp·p·N·Vo)/A0 

式中： cp － 空气比热容，取 0.28w·h/(kg·k);  

p － 空气密度(kg·m
3
),取 te＝﹣2.1℃条件下的值; 

N － 换气次数(住宅建筑取 0.5/h); 

       V0 － 换气体积(m
3
)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计算; 

    即:  qinf ＝[18-(﹣2.1)](0.28×1.154×0.5×0.6Vo)/A0 

        ＝20.1×0.28×1.154×0.5×0.6×vo/ A0 

        ＝1.942 V0/ A0 

2.楼梯采暖时: 

      qinf ＝(ti-te) ·(cp·p·N·Vo)/A0 

           ＝[18-(﹣2.1)] ×0.28×1.154×0.5×0.65 Vo/ Ao 

           ＝20.1×0.28×1.154×0.5×0.65Vo/ A0 

＝2.103 V0/ A0 

4.7  建筑物耗煤量指标是本标准节能指标的具体反映。由于我区理论采暖期天数和实际采暖期天数存

在差异，为了和国家有关标准统一，在计算建筑物耗煤量指标时，采暖期天数（Z）应取理论值。 

4.8  关于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的规定：本标准中通过计算发现在封闭阳台内的外墙、外窗

与无阳台的外墙、外窗，其耗热量有较大的差距，况且现在住宅的南向阳台一般都做得比较大，所以将

其分列出来计算很有必要。另外本标准中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 确定，还考虑到了外窗及封

闭阳台太阳辐射得热及温差得热量的影响。 

封闭阳台内设门或门连窗的，应设置全中空双玻窗。假如封闭阳台窗是单玻窗，与其内的门或门连

窗合起来可视为是三玻窗。 

5  建筑热工设计 

5.1.3  本标准对建筑热工设计提出了建筑物平面要规整、减少凹凸面和凹凸的深度的一般规定。我们

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过多的出现凹凸面和凹凸深度过大的话，必将增大外墙的散热面，即建筑物

体形系数增大，外墙的耗热量随之增大。在本标准制定中，我们曾对 12 个住宅的单体工程进行了建筑

物耗热量计算，大多数住宅层数为 6+1，层高 2.9 米,并由 3—4个单元组成，但其体形系数总是在 0.31

—0.34 之间，通过分析发现以下问题: 

a) 凹凸面多,而且凹凸出的边又长,最长的达 3.6 米； 

b) 单元组合时相互搭接的边长短,一般在 7—7.5 米； 

c) 在单元立面的两端还做错落层； 

d) 阁楼的建筑面积收得过小,不足标准层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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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繁荣住宅的建筑创作、完善住宅的使用功能、提高住宅的节能水平三个方面更好地结合起来，

表4中对居住建筑的体形系数按建筑物的层数分别作出了规定，该规定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区住宅设计的

实际。 

5.1.5  窗墙面积比是影响建筑物耗热量最重要的指标。由于外窗的传热系数一般要比外墙的传热系数

大4～6倍，因此严格控制窗墙面积比是设计建筑节能工程的关键措施。在本标准中对窗墙面积比提出了

规定值和最大值。在表5中规定了各个朝向窗墙面积比的规定值，这个值沿用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宁夏地区实施细则（DB64/047-1999）的规定值。这个规定值基本上是科学、

合理、经济，既能满足建筑物采光和卫生的要求，又能满足人们对住宅舒适度的要求。据有关资料反映，

国外和国内心理学家专门对建筑物的外窗大小进行了研究、测试，结果表明，住宅的窗墙面积比为0.2

时即可满足人的心里需要；再者这个规定值给建筑设计人员提供了选择保温节能窗比较宽松的范围，同

时也符合宁夏地区现实的技术经济水平。 

5.1.6  强制性条文。本条文规定了居住建筑窗墙面积比的最大值。此限值是根据外窗的传热系数为

2.1w/(㎡·k)时，通过计算得出的。居住建筑在设计过程中，如使用功能要求，确需窗墙面积比超出规

定值，本标准允许突破窗墙面积比的规定值，但不能无节制的超出，不应超出窗墙面积比的最大值，同

时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应满足表2的规定。如果超出了最大值，则超出窗墙面积比的外窗，其耗热量的总

量就不可能保证与符合窗墙面积比的外窗所耗热量的总量相等，因此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5.2.1  强制性条文。本条文规定了各部分围护结构的平均传热系数的限值，此限值通过12个住宅单体

工程各为两个方案计算得出的，即一个方案按窗墙面积比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计算住宅的耗热量指标，别

一个方案是按施工图设计的窗墙面积比计算住宅耗热量指标。计算中根据各部分围护结构所需保温节能

产品的性能、特点、市场情况及在保证工程质量可靠性的前提下，首先确定外窗、楼梯间隔墙、户门、

地面等传热系数，并计算出耗热量，然后对外墙、屋顶的耗热量进行反复试算，直至得到适合的传热系

数为止。在12个住宅总共24案例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最终以窗墙面积比符合标准规定的

条件下确定了表7中的各项限值。 

5.2.2  本条文中b条中规定，当住宅的屋顶为坡屋保温屋顶，且无阁楼时，即无跃层楼板，其顶层空间

增大，空气渗透量也相应增大。这种形式的住宅顶层应设计吊顶天棚，且天棚顶面至少铺设30毫米厚聚

苯保温，则其建筑体积可按建筑物的天棚和底层地面以及四周外表面围成的体积计算，由此可减少空气

渗透耗热量。 

5.2.6  本条文中规定了楼梯间不应设置开敞式，且楼梯间套外公共空间宜采暖。此规定有利于减少楼

梯间的耗热量。计算表明，楼梯间设开敞式的，其耗热量比不是开敞式的增加10%左右；楼梯间采暖的

比不采暖的要减少耗热量5%以上，因此，从有利于节能并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本条规定。 

5.2.7  强制性条文。本条文按照《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T 7106-2008）

的要求，调整外窗气密性等级，即6层及以下居住建筑不应低于4级；7层及以上居住建筑不应低于6级。

4级对应的性能指标是：2.0m
3
/(m·h)＜q1≤2.5m

3
/(m·h), 1.5m

3
/(m

2
·h)＜q2≤4.5m

3
/( m

2
·h)。6级对

应的性能指标是：0.5m
3
/(m·h)＜q1≤1.5m

3
/(m·h), 6.0m

3
/(m

2
·h)＜q2≤7.5m

3
/( m

2
·h)。 

5.2.10  本条文规定了封闭阳台和直接连通的房间应设置隔墙和门或门连窗，这样有利于节能。由于开

发商为了增大房间的面积吸引购房者，往往省去阳台与房间的隔断，这种做法不可取。一方面容易造成

过大的采暖能耗，另一方面房间可能达不到设计温度，阳台顶板、阳台挡板等部位容易产生结露，影响

正常使用。经计算验证，通过封闭阳台窗和阳台栏板向外传热耗热量是封闭阳台内门或门连窗和墙的传

热耗热量的3倍左右，所以提出本条的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6  采暖、空调与通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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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居住建筑的采暖与空调技术和设备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如地源、水源、热源、燃气（油）集

中或单户 、太阳能、电能供暖等，居住建筑采暖的热源应根据资源、环境、安全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实

际情况 ，综合各种因素和经济技术分析确定。集中供暖具有显著优势，尤其以热电联产的城市热网热

源的能源效率最为经济，应优先采用。 

6.2.2  强制性条文。本条主要规定了居住建筑分户设置热计量装置的要求。因为居住建筑要在1980－

1981年住宅通用设计能耗基准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节能65％的目标，其节能率和节能效益必须要有具体的

反映，只有通过安装热计量装置才能实现。因此，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此都十分重

视。目前，在国内技术成熟、推广应用的热计量方式有五种：⑴ 温度法  ⑵ 户用热量表法 ⑶ 数字智

能型热表法  ⑷ 热量分配法  ⑸ 面积法，上述热计量方法为广大使用单位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采

用热计量方法的单位可在调研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当地供热和居住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优

选实用、可靠、科学的方法，以利于推进热计量装置的实施，实现居住建筑节能的目的。 

6.2.4  强制性条文。本条文规定了室内采暖系统设置和安装温控装置的要求，增加了地板低温辐射采

暖系统室内温控的设置及安装要求，明确了温控装置应外露安装，真正实现冬季采暖期间，室内温度可

控可调，达到节能的目的。 

6.2.5  本条规定是为了更好控制居住建筑的室内温度，降低热量损耗，提高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实践

证明，散热器刷非金属涂料，其散热量比刷金属涂料（银粉）增加近10％。 

6.2.9  室外管网的热损耗是能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严格控制。 

7  电气照明设计 

7.2  选择使用合适的高效节能电光源，相对于使用白炽灯是既节能又省钱的。通过计算比较，8W的节

能灯其亮度相当于40W的白炽灯。使用8W的节能灯和40W的白炽灯，如果每天使用6h，每度民用电价为0.47

元（银川地区民用电价），一年的费用分别为8.23元和41.15元，加上灯泡的价格（节能灯18元/只，白

炽灯3元/只），一年的费用分别为26.23元和44.15元，其费用相差近一半。因此，节能建筑严禁使用白

炽灯等非节能灯具。 

8  建筑节能设计判断 

8.1  本条规定了建筑节能设计的判定。建筑节能设计判定是以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和其各部分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限值为依据，通过计算结果确定。其原因有二： 

a)  居住建筑实现节能 65%的目标（15.0W/m
2
）,不是轻易就能达到，建筑专业设计人员必须认真对

待。一是要充分理解、用好本标准各条文的规定，做好建筑设计方案；二是认真做好节能计算。因为本

标准在编制中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发现好多项目结构类型、层数、层高、建筑格局基本相同，就连窗

墙面积比也较接近，但耗热量计算结果都有明显差异； 

b)  节能计算并不复杂，围护结构各部分工程量可采用工程预算软件计算，即速度快又正确，因此，

本标准不主张采用参照建筑判定节能设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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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居住建筑围护结构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A.1　 建筑体积V0应按建筑外表面和底层地面围成的体积计算。
	A.2　 换气体积V，楼梯间不采暖时，应按V=0.60V0计算；楼梯间采暖时，应按V=0.65V0计算。
	A.3　 建筑面积A0应按各层外墙轮廓线围成的面积总和计算。
	A.3.1　 屋面、顶棚面积FR应按支撑屋面的外墙轮廓线围成的面积计算，如楼梯间不采暖，应减去楼梯间的屋面面积。
	A.3.2　 外墙面积FW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该面积不包括门窗洞口面积。当楼梯间不采暖时，应减去楼梯间外墙面积。
	A.3.3　 外窗（包括阳台门上部透明部分）面积FG，应按朝向和有、无阳台分别计算窗户洞口面积。
	A.3.4　 阳台封闭窗的各朝向的面积均应按投影面积计算。
	A.3.5　 阳台门下部不透明部分面积FW.B，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洞口面积（不包括透明部分面积）。
	A.3.6　 外门面积FD，应按朝向分别计算外门洞口面积。
	A.3.7　 地面面积FF，应按周边、非周边（周边地面是指由外墙内侧向内延伸2000㎜范围的地面，其余为非周边地面）和有、无地下室分别计算。如楼梯间不采暖，应减去楼梯间所占地面面积。
	A.3.8　 地板面积FB，接触室外空气的地板和不采暖地下室上面的地板应分别计算。
	A.3.9　 楼梯间隔墙面积FS.W，不采暖楼梯间应计算这部分面积（隔墙总面积减去户门洞口总面积）；楼梯间隔墙是指楼梯间的三个侧面与相邻房间紧挨的墙，其任一侧面的墙无相邻房间均视为外墙。
	A.3.10　 户门面积FS.D，不采暖楼梯间应计算各层户门洞口面积的总和。

	A.4　 设置在建筑物凹槽部位外墙上的外窗面积计算应符合下列的规定：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居住建筑热工性能计算和判定
	B.1　 居住建筑热工性能指标计算和审定应符合表B.1的规定。
	B.2　 居住建筑围护结构（屋面、外墙、周边地面保温）构造做法热工性能指标填写应符合表B.2的规定。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常用整窗传热系数
	C.1　 常用整窗(单腔型材)传热系数可参照表C.1选取。
	C.2　 常用整窗(多腔型材)传热系数可参照表C.2选取。
	C.3　 常用双层窗平均传热系数可参照表C.3选用。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术语 符号 单位
	D.1　 本标准中采用的术语、符号、单位见表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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