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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落实浙江省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 推进浙江

省未来社区低碳场景建设$ 规范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方法$ 根据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 &:;=@ 年浙江省建筑节能及

相关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的通知( )建设发 *:;=H+

=;@ 号, 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 认真吸取国内

外先进技术和经验$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了本

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 F 章和 D 个附录- 主要内容包括! 总则$ 术语

和符号$ 基本规定$ 基础资料$ 设计技术评估$ 设计能耗和碳排

放评估$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本规程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浙江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在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或建议$ 请将意见或有关资料寄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HB 号$ 邮编! @=;;:F$

I%*0$JK=D@G#-5,$ 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 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浙大精创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龙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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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筑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联泰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丁E德E杨E毅E牟E宇E吴佳艳E颜晓强

蒋金梁E韦E强E陈E激E邵春廷E张敏敏

吴E杰E宁太刚E孙振文E李甬扬E陈乙文

王健琼E杨E彤E张E力E王建奎E钱E杰

董雯燕E陈泓蓓E王小红E仇保强E颜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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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查人" 游劲秋E李光华E牛寿雁E陈淑琴E庄新南

范E鸣E姜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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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为贯彻国家有关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政策" 落

实浙江省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 规范民用建筑项目节

能评估方法"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项目

的节能评估#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术语和符号

%#!"术""语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0+*+1

23+14+#%(

根据民用建筑节能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 政策和建筑节能

减碳设计! 绿色建筑设计等相关工程建设标准" 对民用建筑项目

设计方案的科学性! 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评估" 提出提高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 降低能源资源消耗的对策和措施" 并编制节能评估报

告书! 节能评估报告表或填写节能登记表的行为#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审
!

! "#"$%&'()*+#%+#(5"0-+.# ./

0+*+123+14+#%(

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民用建筑项目设计方案和节能评估报告

书! 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登记表进行审查" 形成审查意见并监

督实施的行为#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10.#(-$30-+.# )$")./"#"$%&'()*+#%

)(("(,"

对于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民用建筑项目"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是指一次出让或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总建筑面积$ 对于集

体建设用地上的民用建筑项目"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是指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总建筑面积#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23+14+#%(0)1"2"#06,)$7 /.$"#"$%&

)#)1&(+(

节能评估管理用的建筑规模" 公共建筑是指节能评估总建筑

面积一万平方米$ 居住建筑是指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

"



%#!#(!设计技术评估!-"06#.1.%&)(("((,"#-./4"(+%#

根据民用建筑节能相关法律! 法规和建筑节能设计! 绿色建

筑设计等相关工程建设标准" 对设计文件进行绿色性能与节能减

碳技术评估分析的行为#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0.#(3,5-+.# )#4 0)$2.# "'

,+((+.# )(("((,"#-./4"(+%#

在建筑设计阶段" 根据设计文件与建筑设计运行方式" 对建

筑运行的年能耗和碳排放量的预测计算结果进行评估分析的行为#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23+14+#%)(("((,"#-./4"(+%#

在建筑设计阶段" 根据设计文件对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的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评价条文逐条评分" 并预测建筑建设完成后

可实现的绿色建筑星级目标的行为#

%#!#+!可再生能源!$"#"8)21""#"$%&

从自然界获取的! 可以再生的非化石能源" 包括太阳能! 风

能! 水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 空气能和海洋能等#

%#!#,!建筑运行碳排放!0)$2.# ",+((+.# /$.,23+14+#%.5"$)-+.#

建筑物在运行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 包括直接碳

排放与间接碳排放" 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碳排放因子!0)$2.# ",+((+.# /)0-.$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 用于量

化建筑物不同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设计建筑!4"(+%# 23+14+#%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时用于计算符合设计文件的建筑运行

能耗与碳排放的建筑#

%#!#!%!基准建筑!2)("1+#"23+14+#%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与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用于计

算符合 9:;< 年执行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关要求的建筑运行能

耗与碳排放的建筑#

%#!#!&!参照建筑!$"/"$"#0"23+14+#%

#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用于计算全年供暖空调能耗和照明能

耗的假想建筑# 参照建筑的建筑本体及围护结构! 室内设计参数

和运行时间参数与设计建筑一致#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4"(+%# +#-"#(+-&./23+14+#%.5"$)'

-+.#)10)$2.# ",+((+.#(

根据设计文件与建筑设计运行方式计算的单位建筑面积的运

行碳排放量#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430-+.# ./23+14+#%0)$2.#

",+((+.#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 设计建筑的运行碳排放强度相比基

准建筑的运行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

%#!#!)!绿色建筑节能率!%$""# 23+14+#%"#"$%&()*+#%$)-"

绿色建筑评估时" 设计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年能

源消耗量相比参照建筑相应能源消耗量的下降幅度#

%#!#!*!建筑能耗综合值!23+14+#%"#"$%&0.#(3,5-+.#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 单位面

积年供暖! 通风! 空调! 照明! 生活热水! 电梯的终端能耗量和

可再生能源系统发电量" 利用能源换算系数" 统一换算到标准煤

当量后" 两者的差值#

%#!#!+!建筑本体能耗值!23+14+#%"#"$%&0.#(3,5-+.# "=0134+#%

$"#"8)21""#"$%&(&(-",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 利用能

源换算系数" 统一换算到标准煤当量后的单位面积年供暖! 通

风! 空调! 照明! 生活热水! 电梯的终端能耗量#

%#!#!,!建筑本体节能率!23+14+#%"#"$%&"//+0+"#0&+,5$.*","#-$)-"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在设定计算条件下" 设计建

筑不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建筑能耗综合值与基准建筑的建筑

能耗综合值的差值" 与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的比值#

%#!#%$!建筑综合节能率!23+14+#%"#"$%&()*+#%$)-"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的建筑

能耗综合值的差值" 与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的比值#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32(-+-3-+.# $)-"./$"#"8'

)21""#"$%&)551+0)-+.#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 设计建筑可再生能源年综合利用量

核算值与不含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建筑能源年消耗量的比值#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8)21""#"$%&3("$)-+.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可再生能源统一换算到标准

煤当量后的利用量占供暖! 通风! 空调! 照明! 生活热水! 电梯

系统统一换算到标准煤当量后的能量需求量比例#

%#%"符""号

%#%#!!负荷!1.)4

%

&

%%%设计建筑空调冷 &热' 负荷$

%

'

%%%基准建筑空调冷 &热' 负荷$

(

)

%%%变压器计算负荷#

%#%#%!功率与容量!5.8"$)#4 0)5)0+-&

*

+&

%%%设计建筑空调冷冻 &热' 水泵功率$

*

+'

%%%基准建筑空调冷冻 &热' 水泵功率$

(

,

%%%变压器额定容量#

%#%#&!能源消耗与供应量!"#"$%&0.,(35-+.# )#4 (3551&

-

.

%%%第.类能源年消耗量$

-

."/

%%%不含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能源量的 >类系统的第 +类

能源年消耗量$

-'

."/

%%%>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 +类年能

源量$

-'

&"/

%%%>类可再生能源系统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

0

%%%年供暖耗热量$

%

)

%%%年供冷耗冷量$

1



%

2

%%%年生活热水耗热量$

-

0

%%%年供暖系统能源消耗$

-

)

%%%年供冷系统能源消耗$

-

3

%%%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

-

2

%%%年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

-

4

%%%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

-

5

%%%变压器年有功损耗$

6

:

%%%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

6

7

%%%变压器满载有功损耗$

-

&")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 设计建筑能源年消耗量$

-

'")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 基准建筑能源年消耗量$

-

&"3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 设计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

和照明系统年能耗之和$

-

'"3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 参照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

和照明系统年能耗之和$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建筑能耗综合值$

-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设计建筑的建筑能

耗综合值$

-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基准建筑的建筑能

耗综合值$

-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不含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设计建筑不含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建筑产生的第 +类型

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

-6

0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供暖系统中可再生

能源利用量$

-6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供冷系统中可再生

8



能源利用量$

-6

2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生活热水系统中可

再生能源利用量$

-

,9".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年周边产生的 +类型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比例!$)-+.

!

)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 建设计能耗水平降低率$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

代率$

!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 绿色建筑节能率$

"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建筑综合节能率$

"

4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建筑本体节能率$

'-6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碳排放!0)$2.# ",+((+.#

:%%%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

;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

#

:

;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

:

&

%%%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

'

%%%基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系数!0."//+0"#-

-<

.

%%%第.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

.

%%%第.类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

&

%%%电折标准煤系数$

=

.

%%%能源换算系数$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

$

%%%与空调水系统总输送长度有关的计算系数#

%#%#*!其他!.-6"$(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



(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 建筑能耗综合值的计

算面积# 住宅类建筑为套内使用面积" 非住宅类为节

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变压器全年投入运行小时数$

%

%%%变压器最大负荷年损耗小时数$

!

A %%%空调水系统总输送长度$

#

5%%%空调水系统规定工况的计算供回水温差#

B



&"基本规定

&#$#!!节能评估应在综合考虑建设项目所消耗能源的基础上"

对建设项目节能减碳的相关文件和资料进行评估" 评估内容必须

客观! 公正#

&#$#%!节能评估结果应满足与节能相关的国家和浙江省政策文

件! 现行的相关规范与标准! 国家和浙江省相关规划文件的技术

指标要求#

&#$#&!民用建筑项目应根据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编制节能评估

报告书! 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登记表"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在三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及以上的

项目" 应编制 )节能评估报告书*# )节能评估报告书* 可按附

录@编制$

%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在一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及以上!

三倍以下的项目" 应编制 )节能评估报告表*# )节能评估报告

表* 应按附录A编制$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在一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以下的

项目" 应填写 )节能登记表*# )节能登记表* 应按附录 B

填写$

'! )节能评估报告书*! )节能评估报告表* 和 )节能登记

表* 均应包含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应按附录C编制$

(!对于规划条件允许分期实施的项目" 建设单位可以分期

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 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登记表并申请节能

审
!

" 但应按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分类管理#

C



&#$#'!节能评估应包括设计技术评估!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其中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符合性评估和性能

性评估#

&#$#(!设计技术评估中的符合性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设计文件与国家和浙江省法律! 法规! 政策性文件的符

合性$

%!设计文件与现行国家和浙江省建筑节能设计! 绿色建筑

设计等相关工程强制性标准中技术要求的符合性$

&!设计文件与绿色建筑等相关专项规划中控制性指标的符

合性#

&#$#)!设计技术评估中的性能性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建设项目所采取的绿色建筑的节能减碳措施的合理性$

%!建设项目所采取的建筑节能减碳措施技术的经济可行性$

&!建设项目存在能源利用风险及制约因素时" 所采取的能

源利用风险防范措施和能源利用事故处理应急方案的可靠性#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根

据设计文件及预期运营管理" 对建设项目预期运营的能耗与二氧

化碳排放量化评估#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并应填

写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节能评估可采用现场调查! 资料收集! 对比分析! 模拟

验算等方法#

&#$#!$!建设单位宜在委托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工程设计的同时"

开展节能评估工作# 节能评估应与设计协同" 并应在施工图设计

结束前完成#

D!



'"基础资料

'#!"项目建设地环境资料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规划指标

及绿色建筑专项规划指标等资料进行收集#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建材使用情况" 收集项目所在地周

边建筑材料种类! 生产! 供给和运输现状$ 同时应收集和分析项

目所在地周边可再循环利用材料和建筑废弃物再利用材料的

现状#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气象资料统计结果进行收集"

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建筑节能计算用的典型气象年资料$

%!暖通空调设计用的室外设计参数资料$

&!建筑物理环境模拟用的典型气象年资料#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水资源现状及规划资料进行收

集" 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情况$

%!市政给水排水管网资料$

&!低影响开发相关指标要求#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的地质资料进行收集#

'#%"项目建设地能源资料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管理策略!

资料进行收集#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周边能源设施现状和规划情况!

!!



资料进行收集#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能源新利用

的现状和规划进行收集#

'#&"项目设计及预期运营管理资料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进行收集" 设计文件

应完整! 准确! 有效#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功能定位及预期运营管理方式

资料进行收集#

"!



("设计技术评估

(#!"项目特性与总平面设计技术评估

(#!#!!项目特性与总平面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建设项目的项目特性! 基本情况! 设计依据进行评价$

%!对项目总平面布局与土地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对建设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评价$

(!对总平面中建设项目空间布局进行评价$

)!对总平面中安全防护措施的设置进行评价#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特性和依据性文件" 对建筑设计概

况! 关键指标! 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等情况

进行符合性评估#

(#!#&!节能评估应对总平面布局与土地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场地内建筑物的布局! 建筑高度! 体量! 朝向等应满足

场地自然条件和建筑功能需求" 并应符合规划条件及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建设项目功能与分区布置应清晰合理" 居住街坊人均住

宅用地指标! 公共建筑容积率等指标应符合规划条件以及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建设项目场地内停车设施的配建和设置应符合国家和浙

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场地内的垃圾分类收集场所和设施应合理规划布置" 并

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场地内的室外吸烟区应合理规划设置" 并应符合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场地内透水铺装! 下凹绿地等低影响开发设施应布置合理"

面积规模应明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综合考虑周边地块开发利用情况统

筹利用" 并符合规划条件的规定$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指标" 应符合规划条件以及国家和浙

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地下空间采光通风措施应合理设置" 宜有效利用天然采

光和自然通风#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住宅建筑项目场地内和周边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应

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公共建筑项目场地内和周边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应

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应合理设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空间布局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

下列要求(

!!建设项目空间布局应合理" 建筑空间与辅助设施宜开放

共享$

%!建设项目空间布局应充分利用连廊! 架空层! 上人屋面!

室外广场等设置公共步行通道! 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开放空间"

并宜满足全天候的使用要求#

(#!#*!节能评估应对总平面中安全防护措施的设置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场地内应设计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室外活动场所! 坡道! 路面的防滑措施应合理设置" 并

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技术评估

(#%#!!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室外场地风环境和热环境模拟与评价$

%!室外场地声环境模拟与评价$

&!室内自然采光环境评价$

'!室内风环境评价$

(!室内声环境评价#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外场地风环境和热环境进行

数值模拟与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数值模拟采用的气

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 当所在地无气象参数时" 应

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风环境! 热环境数值模拟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行浙

江省标准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准* CADDE;;;; 的

规定$

&!风环境! 热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并应对外窗气密性等级! 垃圾分类收集

点布置和园林绿化等与风环境! 热环境相关的设计提出合理

建议#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外场地声环境进行数值模拟

与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数值模

拟采用的声源资料应优先选用项目环评报告的监测数据" 无项目

环评报告的监测数据时" 应按场地周边规划实施后的环境变化和

1!



噪声状况进行合理预测取值$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的规定$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内自然采光环境进行计算与

评价" 采光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AK::DD的规定" 对于采光形式复杂的建筑" 应利用计算机模拟

软件数值模拟或缩尺模型进行采光计算分析# 数值模拟应满足下

列要求(

!!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数值模拟采用的气

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 当所在地无气象参数时" 应

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数值模拟的计算区域可选择建筑最不利房间或户型$

&!数值模拟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

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的规定$

'!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内风环境进行计算与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公共建筑应对可开启窗扇与房间外墙面积比例进行计算

与评价$

%!居住建筑应对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面面积比例及通风

开口面积与外窗面积比例进行计算与评价$

&!公共建筑宜对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自然通风

换气次数进行计算与评价$

'!对于体型复杂的建筑" 宜利用计算机数值模拟的方法进

行计算与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 数值模拟应采用区域网络模拟法或基于BLC分布参数

计算方法" 区域网络模拟法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

8!



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的规定" BLC分布参数计算方法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

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

准* CADDE;;;; 的规定$

9' 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数值模拟采用的

气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 当所在地无气

象参数时" 应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D' 数值模拟的计算区域可选择典型房间或户型$

I' 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内声环境进行计算与评价"

评价内容应包括室内噪声级计算和围护结构构件隔声性能分析"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室内噪声级计算应同时考虑室外噪音源和室内噪音源对

室内噪声级的影响$

%!室内噪声级的计算区域应选择建筑最不利房间或户型$

&!围护结构构件隔声性能分析应包含围护结构的空气隔声

性能分析和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分析$

'!室内声环境计算与分析的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技术评估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应对建设项目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形式! 保温隔热材料

的选择以及节能构造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应对建设项目的体形系数! 窗墙面积比! 围护结构的热

工性能! 遮阳设施! 屋顶天窗! 屋顶绿化等设置进行评价$

&!应对建设项目的围护结构节能计算进行评价$

'!应根据项目特性及建筑热工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意

见及措施#

?!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文件中各单体的体形系数! 朝向进行

符合性评估#

(#&#&!节能评估应对围护结构热工设计的热工性能限值进行评

价"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屋面的保温隔热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

下列要求(

!!屋面保温隔热系统和材料的选择! 防水材料的选择! 保

温防水构造做法! 热桥节点处理应合理清晰" 施工工艺应明确$

%!屋面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热工计算公

式应正确" 计算结果应准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屋面! 内表面不得结露" 热桥内表面温度应高于房间空

气露点温度$

'!屋面内部不应产生冷凝" 屋面隔热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AK:;M< 的有关规定$

(!屋面保温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屋面隔热宜根据日照模拟及太阳辐射模拟分析结果提供

优化建议" 优化建议措施应合理$

*!当屋顶设置绿化种植时" 屋顶绿化的面积比例! 设置位

置! 植物品种选择和绿化实现方式应合理$

+!当屋面设置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时" 设施设置的位置应

合理" 方便检修维护" 不应破坏屋面防水构造#

(#&#(!节能评估应对外墙 &包括非透光幕墙' 的保温隔热设计

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保温隔热系统和材料的选择! 构造做法! 热桥节点处理

等应安全可靠" 施工工艺应明确$

%!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热工计算公式应

正确" 计算结果应准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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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 热桥内表面温度应高

于房间空气露点温度$

'!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 外墙隔热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AK:;M< 的有关规定$

(!保温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楼板 &包括架空或外挑楼板' 的保温隔热

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保温隔热系统和材料的选择! 构造做法! 热桥节点处理

等应合理清晰" 施工工艺应明确$

%!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热工计算公式应

正确" 计算结果应准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架空或外挑楼板内表面不得结露" 热桥内表面温度应高

于房间空气露点温度$

'!保温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的保温隔热设计和

遮阳措施分别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的热工参数应完整" 来源应可

靠" 构造应安全可靠"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太阳得热系数的计算公式应正确" 计算结果应准确" 并

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建筑的窗墙面积比! 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的通风开口

面积或有效通风换气面积! 屋顶透光部分的面积比值计算应准

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的气密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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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遮阳措施的设置和形式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构造做法应合理清晰! 安全可靠#

(#&#+!节能评估应对其他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居住建筑的分户墙保温材料选择应合理$

%!居住建筑户门! 分户墙保温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热工计算公式应正确" 计算结果应准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当建筑设置防火隔离带时" 防火隔离带的材料选择应合

理" 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与主体保温材料应进行加权计算" 计

算结果应准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围护结构节能计算进行符合性评估" 并应

满足下列要求(

!!节能计算选用的软件和计算方法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计算模型应与设计图纸一致$

&!节能计算选用的围护结构热工参数应与设计图纸一致"

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节能计算应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计算条件的符合性

进行判定$

(!节能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暖通空调设计参数与设计指标进行评价$

%!对暖通空调冷热源系统进行评价$

&!对暖通空调输配系统进行评价$

'!对暖通空调末端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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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暖通空调控制系统进行评价#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的基本情况! 设计参

数与设计指标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

关标准及卫生防疫的规定$

%!室内外设计参数选取应合理$ 房间的设计温度应根据建

筑空间功能分区设置" 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计标准应合理

降低$

&!空调负荷折算建筑面积冷热负荷指标同比该地区同类型

节能建筑应在合理范围内$

'!通风计算折算房间通风换气次数应合理#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冷热源系统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空调冷热源系统所用制冷剂应在安全的基础上选用环境

友好的制冷剂$

%!空调冷热源设备的总装机容量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空调冷热源设备的效率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空调冷热源形式应符合项目特点及预期运营管理方式$

(!空调冷热源配置数量与预期运行策略应能满足不同负荷

率的调节需求$

)!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外机配比率应满足产品要求且符合

项目特点$

*!空调冷热源设备位置应合理" 室外散热条件应良好" 并

符合相关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输配系统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空调输配系统形式应符合项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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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输配系统分区应合理" 满足运营特点$

&!空调输配系统的流速应合理$ 系统的比摩阻应在合理范

围内$ 输配系统的作用半径应合理$

'!空调水输配系统供回水温度与温差的选取应合理$

(!暖通空调系统用水水质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水泵和风机效率! 水输配系统耗电输冷 &热' 比! 多联

式空调系统冷媒管等效长度下满负荷运行性能系数! 大于

;::::,

D

E6风量的风输配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末端进行评价" 并应

满足下列要求(

!!暖通空调末端的类型! 气流组织形式应符合项目特点$

%!末端及管道减少冷热量损失的措施应完整! 有效$

&!各主要功能房间的供暖空调末端装置应独立可调节$

'!餐饮业油烟排放! 锅炉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空调送风温度的选取应合理#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监测与控制系统进行

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暖通空调系统应进行监测与控制" 并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暖通空调控制系统应符合项目特点" 并对系统进行分区

控制#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设计依据! 各系统设计方案的准确性! 完整性等基本

情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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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配电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对照明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对动力设备的节能措施进行评价$

(!对用电计量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对智能化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评价#

(#(#%!节能评估应对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的基本情况进

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设计采用的标准! 设计依据应准确! 全面$

%!应采用需要系数法或准确度相当的其他方法进行负荷计

算" 计算参数取值与结果应合理$

&!负荷分级应准确" 供电电源的数量及电压等级应合理$

'!供配电! 照明! 动力! 计量! 智能化等主要系统的设计

应完整! 清晰#

(#(#&!节能评估应对供配电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各变! 配! 发电站的位置与供电范围应合理$ 供电半径

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变压器数量! 容量! 负载率应合理$ 自备电源数量! 容

量应合理$

&!变压器选型及其能效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变压器的运行方案应明确! 利于节能$

(!三相平衡! 无功功率补偿的设置! 谐波防治措施应符合

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供电线路型号! 导体材质应考虑环保! 耐久的要求" 并

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

规定$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供配电设计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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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照明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室内场所的照度标准! 照明质量等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室外照明的光污染控制! 照度标准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室内! 外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照明光源! 镇流器及灯具等照明产品的能效等级! 效率

或效能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照明产品的光生物安全性! 波动深度应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照明方式应合理$

*!照明控制方式应合理适用! 利于节能#

(#(#(!节能评估应对动力设备的节能措施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

下列要求(

!!动力! 空调设备的启! 停! 调速等控制方式应满足相关

专业的工艺要求$

%!电梯! 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的节能措施应符合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集中制备饮用热水的电开水炉应具备根据温度! 时间控

制的功能#

'!家用电器应选用中国能效标识二级及以上的产品#

(#(#)!节能评估应对用电计量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

列要求(

!!需要考核用电量的用户或功能区域应设置计量或电能监

测装置$

%!居住建筑的公共设施应设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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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的用电计量系统构架" 计量点设置数量! 位置"

计量装置的精度应合理" 并应按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用电

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 CADDE;:J: 的要求设置用电分项计量

系统#

(#(#*!节能评估应对智能化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分类能耗监测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且满足相关专业的计量要求$

%!用电分项计量系统应具备远程传输" 并将数据上传至主

管部门监控平台的功能$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各用能设备的控制策略应合理" 且满足相关专业的

工艺要求$

'!信息网络系统! 智能化服务系统设置应合理$

(!智能化系统应根据需求" 具有远程监控! 连接智慧城市!

大数据分析等功能#

(#(#+!节能评估应对电气系统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评价#

(#)"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进行评价$

%!当建设项目有热水需求时" 对热水系统进行评价$

&!对排水系统进行评价$

'!对用水器具与给排水设备! 管道进行评价$

(!当建设项目存在非传统水源利用时" 对非传统水源利用

进行评价$

)!对低影响开发设计进行评价#

(#)#%!节能评估应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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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应符合当地节水! 非传统水源利用

等相关政策" 并采用计量! 限压! 节水器具和节水节能设备等

措施$

%!项目用水定额的选取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项目的最高日用水定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 GAK::;K 规定" 年用水量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AK:KKK 平均日用水量确定$

&!给水系统设置应合理! 完善! 安全" 在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确保给水系统安全可靠的前提下" 生活

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 给水分区及用水点水压控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AK::;K 的相

关规定" 用水点处水压大于 :N9OP)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

并应满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

'!水源选择! 水泵房位置及服务半径! 水池容积! 给水系

统加压设备参数的选取应合理$

(!非亲水性的室外景观水体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

和地下水$

)!游泳池! 游乐池! 水上乐园! 洗车场! 集中空调用冷却

水等用水系统应按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采取循环

处理措施减少耗水量$ 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冷却塔补水系统! 循环

系统! 冷却塔选型应合理$ 泳池循环处理系统的游泳池补水系

统! 循环处理系统! 池水加热系统等设计应合理$

*!绿化灌溉应采用节水设备或技术$

+!空调冷却水系统应采用水处理措施" 并应采用加大集水

盘! 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等节水设备或技术$

,!生活饮用水! 直饮水! 集中生活热水! 游泳池水! 采暖

空调系统用水! 景观水体等的水质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生活饮用水水池! 水箱等储水设施应采用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 且应设置有保证储水不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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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给水系统应按使用用途! 付费或管理单元" 分项! 分级

安装满足使用需求和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装置$ 并可根据项目

具体情况设置远传水计量系统!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应制定水池! 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 生活

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小于 ; 次#

(#)#&!当建设项目有热水需求时" 节能评估应对热水系统进行

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 项目热水用水定额的选取! 热水使用水温! 项目的最高

热水日用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AK::;K 规定" 年热水用水量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

筑节水设计标准* GAK:KKK 平均日用水量确定$

%! 热源选择应符合项目特点及节能要求" 宜首先利用工业余

热! 废热" 充分利用太阳能! 空气能! 地热等可再生能源" 有条件

时可利用空调系统余热" 并可采用多种能源互补作为生活热水热源$

&!热水系统设计与主要设备性能参数选择应合理$

'!热水系统选择的户式燃气热水器和供暖热水炉的热效率!

热泵热水机的性能参数" 户式电热水器的能效标准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AKK:;K 的

规定$

(! 热水系统的设备! 管道! 管件应采取保温措施#

(#)#'!节能评估应对排水系统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排水系统设计及参数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 GAK::;K 和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AK::;I

的规定$

%!排水系统设计! 排水出路应合理$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 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K:,,$ 构造内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或无水封的地漏及其他设备

或排水沟的排水口" 与生活污水管道或其他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的

?"



排水管道连接时" 必须在排水口以下设存水弯$

'!地面以上的生活污废水排水宜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至

室外管网$

(!污水处理系统规模及处理流程应合理" 排放水质应符合

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用水器具! 给排水管道设备进行评价" 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用水器具应采用节水型器具$

%!管材! 管道附件及设备等供水设施的选取和运行不应对

生活饮用水供水造成二次污染$

&!应使用耐腐蚀! 抗老化! 耐久性能好的管材! 管线! 管

件" 应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 设备" 所有给水排水管道! 设

备! 设施应设置明确! 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活动配件应选用长寿命产品" 并应考虑部品组合的同寿

命性$ 不同使用寿命的部品组合时" 应采用便于分别拆换! 更新

和升级的构造#

(#)#)!当建设项目存在非传统水源利用时" 节能评估应对非传

统水源的利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非传统水源的选择! 使用应合理" 非传统水源用水应安

全" 设有城镇或小区中水供水管网的建筑" 应充分利用安全可靠

的中水水源$

%!非传统水源宜优先采用雨水! 市政再生水等$

&!非传统水源水处理系统设计应合理" 水量平衡计算应符

合项目特点$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 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防止误接误饮误用$

(!非传统水源利用设施应与建筑物同步规划设计! 同步

施工#

(#)#*!节能评估应对低影响开发! 雨水控制与利用的设计进行

B"



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新建的建筑与小区的降雨年径流总量和外排径流峰值的

控制应达到建设开发前的水平" 建设用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

综合径流系数等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雨水控制与利

用设计规程* CADDEH;;<M 的规定$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 当地的水

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 合理采用渗! 滞! 蓄! 净! 用! 排等

技术措施" 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建设用地面积 9::::,

9以上的新建民用建筑" 应按照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同步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 采用雨水回用系统应结合低影响开发设计合理规划地表

与屋面雨水径流途径" 进行水量平衡和技术经济分析" 合理确定

雨水收集汇水区域! 系统形式! 处理工艺和规模及利用方案" 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应设置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和雨水调

节池" 收集! 处理及利用系统可与景观水体设计相

结合$

9' 处理后的雨水宜用于空调冷却水补水! 绿化! 景观!

消防等用水" 水质应达到相应用途的水质标准#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结构设计评价和结构节材评价#

(#*#%!节能评估应对结构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结构应满足承载力! 变形和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 结构

构件的耐久性应满足相应设计工作年限的要求$ 结构体系应合理

而经济" 结构方案应满足抗震设计的要求" 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

的结构方案" 对于特别不规则的结构应合理确定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设计选取的依据和参数应完整" 并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C"



&!结构设计应根据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合理

选取设计荷载" 并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要求$

'!结构抗震计算模型的建立! 必要的简化计算与处理" 应

符合结构的实际工作状况" 计算软件的技术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AK::;; 的规定" 设计时应对计算

结果进行分析判断" 确认合理有效后方可在设计中应用$

(!地基基础设计应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综合考虑结构

类型! 材料情况与施工条件" 合理确定地基和基础型式" 地基基

础应满足承载力! 变形和稳定性要求" 做到安全适用! 经济

合理$

)!地下室结构设计应根据地下室建筑功能和布置" 综合考

虑上部结构! 侧压力! 嵌固条件以及地下水的不利作用影响" 合

理确定地下室结构布置" 地下室应满足抗浮稳定性要求" 采取的

抗浮措施应安全! 合理和经济$

*!装配式建筑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等文件

的规定" 装配式建筑应满足适用! 经济! 安全! 绿色! 美观的

要求$

+!保温结构设计一体化技术的保温性能及结构性能应合理!

适用#

(#*#&!节能评估应对结构节材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严禁采用国家和浙江省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材料和

产品$

%!K::7,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

例应大于 <:Q$

&!现浇混凝土应采用预拌混凝土" 建筑砂浆应采用预拌

砂浆$

'!混凝土结构中梁! 柱! 剪力墙等构件的受力普通钢筋应

采用不低于 I::OP)级的热轧带肋钢筋$

(!混凝土! 钢筋! 钢材! 砌体材料 &建筑填充墙体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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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砂浆' 等主要结构材料的性能应满足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和政策要求$

)!主要结构材料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

准* CADDE;:J9 的规定$

*!结构节材措施应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满足

节材的要求$

+!宜采用绿色建材" 绿色建材的应用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

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规定#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技术评估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应对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 应用形式进行评价$

%!应对建设项目的能源新利用系统进行评价#

(#+#%!节能评估应对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进行评价" 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根据项目特点及项目所在地的环境资料对可再生能源

应用形式进行计算! 分析与评价" 并提供相应可再生能源应用系

统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和减碳量

计算$

%!新建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

准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FDDEH;;:K 的规定

和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的要求#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场地太阳能资源状况对

项目的太阳能光热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估"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太阳能资源状况应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确定" 数值模

拟应满足下列要求(

;' 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数值模拟采用的

气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 当所在地无气

象参数时" 应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



9' 太阳辐射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区域应对目标建筑周边

可能对目标区域产生遮挡的范围内的所有建筑以最大

细节体现#

%!太阳能光热系统的系统选型! 系统设计应合理" 并应和

建筑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

&!设计参数的选择"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配置应合理$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计算数据应准确" 贮热水箱热损系数!

集热系统效率分析应准确$

(!集热器的安装倾角应根据热水的使用季节和地理纬度

确定$

)!集热器排间距以及集热器与前侧遮光物的距离应符合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循环水泵选型应合理$

+!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和加热系统! 辅助加热系统和热水

供回水系统应采用全自动控制操作方式# 控制功能应简单可靠"

满足节能和系统运行要求#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空气源热

泵热水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估"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选型! 系统设计应合理$

%!根据设计参数的选择"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配置应合理$

&!贮热水箱热损系数! 集热系统效率分析应准确$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热泵主机应根据平均日用水量调

节的要求合理确定供热能力$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输入功率应根据热泵的能效比值

和平均秒功率确定$

)!循环水泵选型应合理$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集热和加热系统! 辅助加热系统和

热水供回水系统应采用全自动控制操作方式# 控制功能应简单可

靠" 满足节能和系统运行要求#

"#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太阳能资源状

况! 电网条件! 负荷性质和系统运行方式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的应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太阳能资源状况应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确定" 数值模

拟应符合本规程 KNRND 条第 ; 款的规定$

%!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的设备选型! 系统设置应合理" 并

应和建筑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装机容量应满足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要求$

'!太阳能光伏系统宜根据产电量情况设置储能装置的设置$

(!太阳能光伏系统应对光伏组件的二次辐射光污染对本建

筑或周围建筑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价" 降低光污染采取的措施应有

效合理#

(#+#)!节能评估应对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价" 并应满

足下列要求(

!!导光管采光系统设计的设备选型! 系统设置应合理!

可靠$

%!导光管采光系统设计应对照明系统进行分析评价" 电气

设计时应考虑调光器的用电需求与单独供电回路的预留" 并应将

人工照明控制与导光管采光系统结合$

&!导光管的规格和数量应依据采光计算合理确定#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地勘报告! 周围地表水

情况对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地源热泵系统的选型! 系统设计应合理$

%!地源热泵系统应进行全年冷热负荷计算" 地源热泵系统

应根据总释热量与总吸热量的差异" 确定是否需要采取热量平衡

措施$

&!当项目存在集中生活热水需求时" 应评价地源热泵系统

作为生活热水系统热源的可行性$

##



'!地源热泵系统应设置机房群控设施"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

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能源新利用系统

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能源新利用的方式! 设备! 热回收量应可行有效$

%!当项目周边存在市政余热废热时" 应优先采用市政热电

余热废热能源# 当市政热媒为蒸汽时" 蒸汽凝水应考虑回收$ 且

凝水的排放应满足市政排水水温水质要求$

&!热回收效率计算应准确" 热回收两侧温度等参数计算与

取值应合理# 排风能量热回收效率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标准

的规定$

'!余热废热的利用应分析能量回收设施投入产出收益#

$#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一般规定

)#!#!! 节能评估应对建筑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进行评估" 评估结

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建筑设计能耗和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不应超过项目所在

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的控制性指标要求$

%! 新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不应低于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的控制性指标要求#

)#!#%! 节能评估宜对绿色建筑节能率进行评价" 并根据评价结

果对设计建筑绿色性能评价的相应内容进行评分#

)#!#&! 当建筑的设计目标为超低能耗! 近零能耗或零能耗建筑

时" 节能评估应对建筑能效指标的能耗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AEHK;DK: 的规定#

)#% 建筑运行碳排放计算方法

)#%#!!建筑运行碳排放量和运行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

!

F

.E;

&-

.

G-<

.

' &<N9N;';'

-

.

E

!

F

/E;

&-

."/

H-'

."/

' &<N9N;'9'

:

;

E:I( &<N9N;'D'

式中( :%%%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7%BS

9

E)'$

-

.

%%%第.类能源年消耗量 &单位E)'$

-<

.

%%%第.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按附录T取值$

-

."/

%%%不含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能源量的>类系统的第+类

能源年消耗量 &单位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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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类年能源

量 &单位E)'$

(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

9

'$

:

;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 +7%BS

9

E&,

9

,)'-#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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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

&"/

%%%>类可再生能源系统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

&

%%%电折标准煤系数" 按附录T取值$

:-

.

%%%第.类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按附录T取值#

)#%#&!建筑运行碳排放计算范围应包含建筑运行期间供暖和空

调! 通风! 照明! 插座! 电梯! 生活给水! 生活热水! 变压器损

耗! 炊事燃料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以及可再生能源系统产生

能源量与碳排放减少量#

)#%#'!供暖和空调系统能源消耗量计算范围应包含冷热源系统! 输

配系统! 冷却塔风机和末端空气处理设备"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根据建筑供暖和空调系统逐时负荷计算能源消耗量$

%!应考虑系统形式! 效率! 部分负荷特性对能耗的影响$

&!计算结果应包括负荷计算结果" 并应按能源类型计算系

统能耗$

'!室内逐时温度! 照明使用时间! 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

积及逐时在室率! 新风运行时间表! 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逐时使

用率等建筑运行参数可按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通用规范* GAKK:;K'9:9; 附录 B确定#

)#%#(!建筑供暖和空调系统逐时负荷计算方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全年负荷计算的气象参数应选取项目所在地典型气象年

数据" 当所在地无气象参数时" 应选取临近城市的典型气象年

8#



数据$

%!应根据负荷计算结果和室内环境参数计算供暖和供冷起

止时间$

&!应反映建筑外围护结构热惰性对负荷的影响$

'!负荷计算时应能够计算不少于 ;: 个建筑分区$

(!应计算暖通空调系统间歇运行对负荷计算结果的影响$

)!空调系统设计免费冷源利用时" 空调逐时冷负荷应扣除

相应免费冷源的利用量$

*!设置排风热回收系统时" 处理新风的热 &冷' 需求应扣

除从排风中回收的热量 &冷量'#

)#%#)!建筑空调冷热源能源消耗量应根据逐时空调冷热负荷与

空调冷热源效率! 运行时间计算"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空调冷热源应按主机逐时负载率下的效率计算能耗$

%!当设计文件未明确不同负荷率下多台主机运行策略时"

按所有运行的主机负载率相同计算#

)#%#*!建筑供暖和空调输配系统能源消耗量计算范围应包含冷

冻水泵! 冷却水泵和供热水泵"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空调冷冻水泵! 冷却水泵和供热水泵应按逐时负载率下

对应的运行功率计算能耗$

%!采用定频水泵时" 水泵负载率按 ;::Q取值$ 采用变频

水泵时" 水泵负载率按实际负载率取值" 当水泵负载率低于

D:Q时" 按 D:Q取值$

&!水泵设计工作点的效率" 应根据设计文件取值" 设计文

件未明确时按表 <N9NM 取值$ 水泵电机效率按 :NJ: 取值$ 水泵

传动效率按 :NJR 取值#

表 )#%#*"水泵设计工作点效率

水泵流量K

K

"

<:,

D

E6 <:,

D

E6 UK

"

9::,

D

E6 KV9::,

D

E6

设计工作点效率 :N<9 :NM: :NMD

?#



)#%#+!建筑冷却塔风机能源消耗量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冷却塔风机能源消耗量应根据全年不同的逐时冷负荷!

冷却塔风机开启数量! 冷却塔风机运行功率! 运行时间计算$

%!冷却塔风机电机传动效率" 按 :NRKK 取值" 风机效率应

按设计文件取值" 设计文件未明确时按 :N< 取值$

&!当设计文件中冷却塔风机功率未明确时" 单位制冷量下

冷却塔风机运行功率按 KNRRWEXW计算#

)#%#,!建筑供暖和空调末端风机能源消耗量计算应满足下列

要求(

!!供暖和空调末端风机能源消耗量应根据末端负载率与末

端风机运行功率! 运行时间计算$

%!采用定频末端风机时" 风机负载率按 ;::Q取值$ 采用

变频末端风机时" 风机负载率按实际负载率取值" 当风机负载率

低于 D:Q时" 按 D:Q取值$

&!末端风机 99:Y电压配电时" 运行功率按电机功率计算$

DR:Y电压配电时" 运行功率根据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及风量

计算#

)#%#!$!建筑通风系统能源消耗量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通风风机能源消耗量应根据风机运行功率! 开启数量!

运行时间计算$

%!风机 99:Y电压配电时" 运行功率按电机功率计算$

DR:Y电压配电时" 运行功率根据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及风量

计算#

)#%#!!!建筑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量应根据建筑年生活热水耗

热量与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计算#

)#%#!%!建筑给水系统能源消耗量应根据给水泵年平均供水量!

水泵扬程及水泵效率计算" 水泵效率按本标准 <N9NM 条取值#

)#%#!&!建筑照明! 插座系统能源消耗量应根据建筑各房间照明

功率密度! 设备功率密度! 房间面积及运行时间累计计算#

B#



)#%#!'!建筑电梯能源消耗量应根据电梯速度! 额定载重量! 待

机的能量需求! 单位速度与载重量运行能量消耗! 运行时间计

算"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AEH

K;D<< 的规定#

)#%#!(!建筑变压器损耗应按下式计算(

-

5

E6

:

@L6

7

(

)

(

,

9

%

&<N9N;K'

式中" -

5

%%%变压器年有功损耗 &7W6E)'$

6

:

%%%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 &7W'$

6

7

%%%变压器满载有功损耗 &7W'$

@%%%变压器全年投入运行小时数 &6'$

(

)

%%%变压器计算负荷 &7Y@'$

(

,

%%%变压器额定容量 &7Y@'$

%

%%%变压器最大负荷年损耗小时数 &6'#

)#%#!)!建筑炊事燃料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住宅用燃料能耗包括厨房燃气灶! 燃气热水器和燃气热

水供暖系统等# 以天然气为燃料的住宅" 厨房燃气灶! 燃气热水

器人均生活用气量按 9D:D OFE人,年计算#

%!公共建筑的职工食堂用气量指标按 9D:D OFE人,年计算"

餐饮业用气量指标按 J9;; OFE座,年计算#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综合利用量应根据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FDDEH;;:K 计算#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中用能系统计算边界应符合本标准

第 <N9ND 条的规定#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应按下式计算(

#

:

;

E

:

'

H:

&

(

&<NDN9'

C#



式中(

#

:

;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 +7%BS

9

E&,

9

,)'-$

:

&

%%%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7%BS

9

E&,

9

,)'-$

:

'

%%%基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7%BS

9

E&,

9

,)'-$

Z%%%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

9

'#

)#&#&!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计算参数应按设计文件取值" 基

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计算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建筑的形状! 大小! 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 计算

使用的软件! 气象参数" 供冷! 供暖! 新风! 照明! 电梯等系统

的运行时间" 室内温度" 人员密度! 在室率" 应与设计建筑

一致$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 人均新风量应按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9:;K 和行业标准 )夏热冬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FGF;DI'9:;: 限值取值" 且不应

考虑活动遮阳装置影响$

&!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A

K::DI'9:;D 现行值取值$

'!当设计建筑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时" 基准建筑空调系

统应采用电制冷机组供冷和燃气热水锅炉供热# 其他情况冷热源

系统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冷热源性能系数应按行业标准 )夏

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FGF;DI'9:;: 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9:;K 限值取值" 且不应计

算全新风工况对冷热源能源消耗的影响$

(!冷冻水 &热水' 系统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当采用一

级泵系统时" 水泵应定频$ 当采用二级泵系统时" 一级泵应定

频" 二级泵应变频# 基准建筑冷冻水 &热水' 循环泵功率应按

下式计算(

[

5\

]

@ &A^

!#

_'

"

H

à

\

&<NDND'

式中( *

+'

%%%基准建筑空调冷冻 &热' 水泵功率 &7W'$

D$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 应按国家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9:;K 取值$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 应按国

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9:;K

取值$

$

%%%与
!

A有关的计算系数" 应按国家标准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9:;K 取值$

!

A %%%从冷热机房出口至该水系统最远用户供回水管道

的总输送长度 &,'$

#

5%%%规定的计算供回水温差 &b'" 应按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9:;K 取值$

%

'

%%%基准建筑空调冷 &热' 负荷 &7W'#

)!冷却水系统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冷却水泵流量应依

据基准建筑空调负荷! 冷机冷凝热量! 冷却水供回水温差计算"

且应增加 ;:Q的富裕量$ 冷却水泵扬程取 D: ,c

9

S$ 冷却水泵定

频运行$ 水泵工作点效率应根据水泵流量选取$ 当水泵流量小于

9::,

D

E6时" 水泵效率取 :N<J" 当水泵流量大于或等于 9::,

D

E6

时" 水泵效率取 :NM;$

*!冷却塔风机运行功率应按单位制冷量下 KNRRWEW计算$

+!风机盘管! 多联式空调室内机功率应与设计一致$ 空调

机组和通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GAK:;RJ'9:;K 的规定" 且不应计算风机变频对能源消

耗影响$

,!不应计算冷热源热回收及新风热回收系统对能源消耗

影响$

!$!基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计算不应包含可再生能源减

碳量$

!$



!!!其他计算参数设置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中用能系统计算边界应包含供暖空

调系统和照明系统#

)#'#%!绿色建筑节能率应按下式计算(

!

E

-

&"3

H-

'"3

-

'"3

;̀::Q &<NIN9'

式中(

!

%%%绿色建筑节能率$

-

'"3

%%%参照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年能源消耗量

之和 &-0"E)'$

-

&"3

%%%设计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年能源消耗量

之和 &-0"E)'#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中" 设计建筑能源消耗计算参数应

按设计文件取值" 参照建筑计算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及构造做法应与设计参数一致$

%!供暖和空调系统形式应符合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

能计算标准* FGFEHIIJ'9:;R 第 KNDNI 条的规定$

&!其他计算参数应符合本规程 <NDND 条的规定#

)#(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应满足下列要求(

!!评估范围应包括建筑能耗综合值! 建筑综合节能率! 建

筑本体节能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用能系统计算边界应包含供暖! 空调! 照明! 电梯! 生

活热水系统的能耗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建筑能耗综合值应按下式计算(

-E-

-

H

!

-

,".

G=

.

L

!

-

,9".

G=

.

(M

&<NKN9';'

"$



-

-

E

-

0

G=

.

L-

)

G=

.

L-

3

G=

.

L-

2

G=

.

L-

4

G=

.

(M

&<NKN9'9'

式中( -%%%建筑能耗综合值 +7W6E&,

9

,)'-$

-

-

%%%不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7W6E&,

9

,)'-$

(M%%%住宅类建筑为套内使用面积" 非住宅类为节能评估

总建筑面积 &,

9

'$

-

,".

%%%建筑产生的第+类型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 &7W6E)'$

-

,9".

%%%年周边产生的+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7W6E)'$

=

.

%%%能源换算系数" 电力为 9N< 7W6 E7W6终端" 天然气

为 JNRK7W6E,

D

终端" 热力为 ;N99 7W6 E7W6终端$

-

0

%%%年供暖系统能源消耗 &7W6E)'$

-

)

%%%年供冷系统能源消耗 &7W6E)'$

-

3

%%%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 &7W6E)'$

-

2

%%%年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 &7W6E)'$

-

4

%%%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 &7W6E)'#

)#(#&!建筑综合节能率和建筑本体节能率应按下式计算(

"

+

E

-

&

H-

'

-

'

G;::Q &<NKND';'

"

4

E

-

-&

H-

'

-

'

G;::Q &<NKND'9'

式中(

"

+

%%%建筑综合节能率 &Q'$

-

&

%%%设计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7W6E&,

9

,)'-$

-

'

%%%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7W6E&,

9

,)'-$

"

4

%%%建筑本体节能率 &Q'$

-

-&

%%%设计建筑不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7W6E&,

9

,)'-#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



'-6

+

E

-6

0

L-6

)

L-6

2

L

!

-

,".

G=

.

L

!

-

,9".

G=

.

%

0

L%

)

L%

2

L-

3

G=

.

L-

4

G=

.

&<NKNI';'

式中( '-6

+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Q'$

-6

0

%%%供暖系统中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7W6E)'$

-6

2

%%%供冷系统中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7W6E)'$

%

0

%%%生活热水系统中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7W6E)'$

-6

)

%%%年供暖耗热量 &7W6E)'$

%

)

%%%年供冷耗冷量 &7W6E)'$

%

2

%%%年生活热水耗热量 &7W6 E)'#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中" 设计建筑计算参数应按

设计文件取值" 基准建筑计算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建筑应依次旋转 J:d! ;R:d! 9M:d" 将四个不同方向的模

型负荷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建筑负荷$

%!窗墙面积比应按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AEHK;DK:'9:;J 表@N;NI'; 选取$

&!供暖和空调系统形式应按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

标准* GAEHK;DK:'9:;J 表@N;NI'9 选取$

'!电梯系统形式! 类型! 台数! 设计速度! 额定载客人数

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每台电梯待机时的能量需求 &输出' 为

9::W" 每台电梯运行时的特定能量消耗为 ;N9<,W6E&7%,,'$

(!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

准* GAEHK;DK:'9:;J 表@N;ND'D 取值$

)!其他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本规程 <NDND 条的规定#

$$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节能评估应进行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并应填写 )设计绿

色建筑评估表* 中的汇总表和分项表" 汇总表和分项表内容应按

附录C的表CN:N; 和表CN:N9 编制#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应客观" 必须与设计文件及节能评估

内容保持一致"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的控制项与得分项应在节能评

估文件或节能登记表中有分析与描述#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结果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

规划的目标要求#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的汇总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民用建筑应根据地方的相关规定进行全装修设计" 全装

修工程质量! 选用材料及产品质量等要求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建设项目的节能计算书作为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的评

价依据" 通过对比设计建筑热工和国家和浙江省有关标准中热工

性能限值" 评价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比例$ 建筑供暖空调全年

计算负荷分析报告作为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评价依据" 通过对

比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的供暖空调负荷" 评价建筑供暖空调负荷

降低比例$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包括室外与卧室之间! 分户墙 &楼

板' 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和卧室楼板撞击声隔声性

能"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AK:;;R 评

价室外与卧室之间! 分户墙 &楼板' 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

声性能和卧室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是否达到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

1$



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或高要求标准限值$

'!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作为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

度降低达标评价依据#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的分项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分项评估条款涉及施工管理! 物业管理等相关内容" 均

按不得分评价$

%!分项评估条款涉及建筑设计预留的内容" 按设计文件已

明确的预留条件与要求进行评价#

8$



附录-"节能评估报告书编制提纲

-#$#!!节能评估报告书编制提纲应按表@N:N; 要求编制(

表-#$#!"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编制提纲

!

!项目基本信息 &前言'

!#!

!项目名称! 用地性质! 地理位置! 项目规模! 绿色建筑建设星级等相

关指标

!#%

!总平图! 其他说明等

!#&

!评价范围

!#'

!可再生利用形式! 规模与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比例

!#(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与项目能耗及碳排放概况

%

!项目节能设计依据及标准

%#!

!节能评估的相关法律! 法规! 标准和节能政策等

%#%

!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

!节能评估的计算工具软件

&

!项目相关资料分析

&#!

!项目建设地环境资料

&#!#!

!项目建设地的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资料

;' 场地地理位置

9' 场地地形地貌

D' 场地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I' 项目周边交通路网收集

&#!#%

!项目建设地的用地规划资料

;' 场地周边规划情况

9' 项目所在地的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

!项目建设地的用材资料

;' 场地周边建筑材料种类! 生产! 供给! 运输现状

9' 场地周边可再循环利用材料! 建筑废弃物再利用材料现状! 前

景等

?$



续表@N:N;

&#!#'

!项目建设地的气象资料

;' 气象概况

9'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用气象参数

D' 建设地建筑物理环境模拟用气象参数

I' 节能计算用气象参数

&#!#(

!项目建设地水资源现状

;' 地下水资源

9' 地表水资源

D' 项目所在地的低影响开发相关指标要求

I' 项目建设地地质资料

&#%

!项目建设地的能源条件

&#%#!

!建设地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管理策略

&#%#%

!建设地周边能源设施现状和规划情况

&#%#&

!建设地可再生能源利用及能源新利用的现状和规划

&#&

!项目设计及预期运营管理资料

&#&#!

!项目设计概况

;' 建筑设计

9' 结构设计

D' 暖通设计

I' 给排水设计

K' 电气与智能化设计

<' 建筑节能 &绿建' 设计专篇

&#&#%

!建设项目的功能及预期运营管理方式资料

;' 建设项目的功能定位及产权与物业归属

9' 建设项目的预期运行时间及运营管理方式

'

!项目特性与总平面设计技术评估

'#!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

!建设项目总平面布局与土地开发利用评价

'#!#%

!建设项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评价

'#!#&

!建设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布置评价

'#!#'

!总平面中建设项目空间布局评价

'#!#(

!总平面中安全防护措施设置评价

B$



续表@N:N;

'#%

!评估结论

(

!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技术评估

(#!

!项目室外场地风! 热环境分析

(#!#!

!室外场地风热环境模拟的软件! 模拟的范围

(#!#%

!风热环境模拟的计算模型及说明

;' 模型顶视图

9' 模型轴测图

(#!#&

!风热环境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 室外气象数据与计算边界条件

9' 计算域! 再现域设置

D' 网格大小设置及模型网格图

(#!#'

!风环境模拟及结论

;' 夏季! 冬季及过渡季室外 ;NK,高处平面风速分布图! 带网格

的风速矢量图! 风速放大系数分布图和风压分布图

9' 夏季! 冬季及过渡季目标建筑外表面风速分布图和风压分布图

D' 夏季! 冬季及过渡季建筑立面上表面压强绝对值的平均值

(#!#(

!热环境模拟及结论

;' 夏季 ;I 时室外 ;NK,高处平面温度分布图

9' 夏季 ;I 时目标建筑外表面温度分布图

(#!#)

!评估结论

(#%

!项目室外场地声环境分析

(#%#!

!室外场地声环境模拟的软件! 模拟的范围

(#%#%

!场地声环境模拟的计算模型及说明

;' 模型顶视图

9' 模型轴测图

(#%#&

!场地声环境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 室外声源资料与计算边界条件

9' 计算域设置

(#%#'

!场地声环境模拟及结论

;' 昼! 夜水平噪声面 &高度 ;N9,' 模拟计算分析图

9' 昼! 夜垂直噪声面 &建筑门窗外 ;,' 模拟计算分析图

(#%#(

!评估结论

C$



续表@N:N;

(#&

!项目室内自然采光环境分析

(#&#!

!自然采光模拟的软件! 采光模拟的范围

(#&#%

!自然采光模拟的模型及说明

;' 模型顶视图

9' 模型轴测图

(#&#&

!自然采光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 光气候分区及室外采光设计值设置

9' 采光系数要求

D' 室内模拟参数设置

I' 网格大小设置及模型网格图

(#&#'

!各房间自然采光系数分布图

(#&#(

!评估结论

(#'

!项目室内风环境分析

(#'#!

!室内风环境模拟的软件! 模拟的范围

(#'#%

!室内风环境模拟的计算模型及说明

;' 模型顶视图

9' 模型轴测图

(#'#&

!室内风环境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 室内风环境模拟计算边界条件

9' 计算域! 再现域设置

D' 网格大小设置及模型网格图

(#'#'

!室内风环境模拟及结论

;' 室内 :NJ,高处平面风速分布图! 带网格的风速矢量图! 空气

龄分布图

(#'#(

!评估结论

(#(

!项目室内声环境分析

(#(#!

!室内声环境计算的方法及范围

(#(#%

!围护结构构造隔声分析

;' 围护结构构造做法

9' 墙体隔声性能分析

D' 外窗隔声性能分析

I' 楼板隔声性能分析 &含空气隔声与楼板撞击声'

D1



续表@N:N;

(#(#&

!室内噪声级分析

;' 最不利房间选取

9' 组合墙隔声分 析

D' 窗缝隙对隔声影响分析

I' 室内噪声源影响分析

(#(#'

!室内声环境模拟及结论

;' 最不利房间或户型的室内噪声级

9' 交通噪声频谱修正或粉红噪声频谱修正的围护结构计权隔声量

D' 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声压级

(#(#(

!评估结论

)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技术评估

)#!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

!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

)#!#%

!建设项目各单体的体形系数! 窗墙面积比朝向评估

)#!#&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材料及构造的选择

;' 屋面

9' 外墙 &包括非透光幕墙'

D' 楼板 &包括架空或外挑楼板'

I' 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K' 其他围护结构

)#!#'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相对规定性指标的判断

)#!#(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性能性指标权衡计算

)#%

!评估结论

附录( 工程设计的节能计算书

*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

!设计参数与设计指标分析

*#!#%

!冷热源系统分析

*#!#&

!输配系统分析

*#!#'

!末端分析

*#!#(

!控制系统分析

*#%

!评估结论

!1



续表@N:N;

+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

!系统设计的基本情况分析

+#!#%

!供配电系统设计分析

+#!#&

!照明系统设计分析

+#!#'

!动力设备的节能措施分析

+#!#(

!用电计量系统设计分析

+#!#)

!与绿色设计相关的智能化系统分析

+#!#*

!电气系统的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

!评估结论

,

!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分析

,#!#%

!热水系统分析

,#!#&

!排水系统分析

,#!#'

!用水器具与给排水设备! 管道选用分析

,#!#(

!非传统水源利用分析

,#!#)

!低影响开发设计分析

,#%

!评估结论

!$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

!$#!

!结构设计分析与评估

!$#!#!

!结构设计依据和参数完整性和符合性

!$#!#%

!结构设计荷载完整性和符合性

!$#!#&

!结构体系规则性及其抗震性能分析

!$#!#'

!结构计算模型! 计算软件及参数分析

!$#!#(

!地基基础设计分析

!$#!#)

!地下室结构设计分析

!$#!#*

!装配式建筑设计分析

!$#!#+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分析

!$#!#,

!其他结构设计措施分析

"1



续表@N:N;

!$#%

!结构节材分析与评估

!$#%#!

!混凝土适用性和性能分析

!$#%#%

!钢筋 &钢材' 适用性和性能分析

!$#%#&

!砌体材料 &墙体材料和砂浆' 适用性和性能分析

!$#%#'

!主要结构材料绿色建筑设计分析

!$#%#(

!结构节材措施分析

!$#%#)

!绿色建材应用分析

!$#&

!评估结论

!!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评估

!!#!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的计算

!!#!#!

!项目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

!!#!#%

!项目居住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

!!#!#&

!项目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核算

!!#!#'

!项目余热回收或废热利用综合利用量核算

!!#!#(

!项目其他能源新利用综合利用量核算

!!#%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分析及评估

!!#%#!

!太阳能光热系统

!!#%#%

!太阳能光伏系统

!!#%#&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

!导光管采光系统

!!#%#(

!地 &水' 源热泵系统

!!#%#)

!余热废热利用系统

!!#%#*

!其他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新利用系统

!!#&

!评估结论

!%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

!建设项目用能种类! 围护结构! 用能系统! 主要用能设备概况$

!%#%

!基于年用电能耗的间接碳排放量评估

!%#%#!

!供暖和空调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

!通风用电能源预测计算与分析

!%#%#&

!照明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1



续表@N:N;

!%#%#'

!插座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

!生活给水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

!生活热水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

!电梯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

!变电器损耗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

!其他动力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

!建设项目年运行能耗! 碳排放量汇总

!%#'

!建设项目年运行费用预测与估算

!&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

!绿色建筑汇总评估

!&#%

!绿色建筑分项评估

!&#&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结果

!&#'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

!综合结论

!'#!

!符合性评估汇总表 &见表LN:N;'

!'#%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 &见表LN:N9'

!'#&

!改善建议与意见汇总

!(

!图纸及附录

!(#!

!必要的图纸

!(#%

!相关资料

!(#%#!

!项目审批文件

!(#%#%

!项目有关上位规划条件

$1



附录."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应按表AN:N; 要求编制(

表.#$#!"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项目编号!!!!!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盖章'

评估单位( &盖章'

年!月!日

11



续表AN:N;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计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评估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项目投资

&万元'

$

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

$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

其他#

建筑功能

项目绿色建

筑设计星级

目标

$

一星级$

$

二星级$

$

三星级#

项目性质
$

公共建筑(

$

甲类"

$

乙类$

$

居住建筑#

气候分区
$

北区$

$

南区#

建筑面积 &,

9

' 计容建筑面积 &,

9

'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

建筑层数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高度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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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作年限 年 结构安全等级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装配式建筑

$

是$

$

否

结构体系 (

$

混凝土结构$

$

钢结构$

$

木结构$

$

混合结构$

$

其他#

装
配
式
实
施
内
容

主体

结构

围护结构

与内隔墙

装修和设

备管线

$

现场采用高精度模板$

$

现场采用成型钢筋#

使用部位(

$

梁$

$

楼 &屋' 面板$

$

楼梯$

$

阳台$

$

空调板#

$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 装饰一体化$

$

采用保温隔热与装饰一体化板$

$

采用围护墙与保温隔热一体化$

$

内隔墙非砌筑$

$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 装修一体化$

$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

$

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

$

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作业楼面垫层

分离#

评价指标( !装配率( $ 其他( #

低影响开发

控制项指标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 Q

外排雨水综合径流系数(

?1



续表AN:N;

建设概况

节能评估依据

相关法律! 法规等

行业与区域规划! 行业准入与产业政策等

相关标准与规范等

建设地环境资料

项目建设地的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资料

项目建设地的用材资料

项目建设地的气象资料

项目建设地水资源现状

建设地能源

条件

建设地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管理策略

建设地周边能源设施现状和规划情况

建设地可再生能源利用及能源新利用的现状和规划

B1



续表AN:N;

建筑物理环境

设计技术评估

项目室外场地风! 热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外场地声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内自然采光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内风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内声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建筑与建筑热工

设计技术评估

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

建设项目各单体的体形系数! 朝向评估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材料及构造的选择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相对规定性指标的判断及权衡计算

&附 ;( 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表或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表$ 附 9( 工程设计的节能计算书'

其他

C1



续表AN:N;

!暖通空调用

能设备系统技

术评估

设计参数与设计指标分析

冷热源系统分析

输配系统分析

末端分析

控制系统分析

其他

!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系统设

计技术评估

供配电系统分析

照明系统分析

动力系统分析

用电计量系统分析

智能化系统分析

电气系统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其他

D8



续表AN:N;

!给排水节水

和用能系统设

计技术评估

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分析

热水系统分析

冷却水系统分析

非传统水源分析

泳池循环处理系统分析

低影响开发设施分析

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分析

其他

结构设计

技术评估

结构设计信息分析

结构设计荷载取值分析

结构计算模型! 计算软件及参数分析

地基基础和地下室结构设计分析

装配式建筑设计分析

!8



续表AN:N;

结构设计

技术评估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分析

结构节材分析

其他

可
再
生
能
源

可
再
生
能
源
应
用
形
式

$

提供生活

热水系统

$

空气能热泵热水系统

$

太阳能光热系统

$

发电系统

$

太阳能

$

风能

$

生物质能

$

其他

$

地热能提供空调用冷量和热量

$

导光管采光系统

$

其他系统

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热水量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可再生能源产生发电比例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冷量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热量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值

装机容量 &7W'

太阳能集热板面积 &,

9

'

太阳能光伏板面积 &,

9

'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

冷量 &7W6E)'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

热量 &7W6E)'

导光管的有效采光面积 &,

9

'

装机容量 &7W'

,

D

E)

Q

7W6E)

Q

7W6E)

7W6E)

7W6E)

"8



续表AN:N;

能
源
新
利
用

余热

或废

热回

收利

用

系
统
类
型

$

排风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

冷水机组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

泳池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

其他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余热回收或废热利用装置的综合

利用量核算值
7W6E)

项目年总用水量
,

D

E)

年非传统水源节水量
,

D

E)

年生活热水量
,

D

E)

设
计
建
筑
分
项
能
耗

用
电
能
耗

燃
气

其
他

空调冷源 7W6E)

供暖热源 7W6E)

输配系统 7W6E)

冷却塔风机 7W6E)

供暖空调末端风机 7W6E)

通风 7W6E)

照明 7W6E)

插座 7W6E)

电梯 7W6E)

生活热水 7W6E)

生活给水 7W6E)

变压器损耗 7W6E)

特殊用电 7W6E)

供暖热源
,

D

E)

生活热水
,

D

E)

炊事燃料
,

D

E)

供暖热源 -0"E)

生活热水 -0"E)

炊事燃料 -0"E)

#8



续表AN:N;

耗
能
量
及
碳
排
放
量

种类 能耗 碳排放量

$

电力 7W6E)

7%BS

9

E)

$

燃气
,

D

E)

7%BS

9

E)

$

燃油 -0"E)

7%BS

9

E)

$

热力 -0"E)

7%BS

9

E)

$

其他 -0"E)

7%BS

9

E)

设计建筑运行能耗 -0"E)

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7%BS

9

E)

单位建筑面积运行碳排放

设计强度降低值
7%BS

9

E&,

9

,)'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Q

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

利用量最小值
7W6E)

居住建筑可再生能源

利用量核算

光伏系统设置情况$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符合性评估汇总表 &见表Le:e;'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表 &见表Le:e9'

$8



附录/"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应按表BN:N; 要求编制#

表/#$#!"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 页码

项目编号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18



续表BN:N;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计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项目投资

&万元'

$

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

$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

其他#

建筑功能

项目绿色

建筑设计

星级目标

$

一星级$

$

二星级$

$

三星级#

项目性质
$

公共建筑(

$

甲类"

$

乙类$

$

居住建筑#

气候分区
$

北区$

$

南区#

建筑面积 &,

9

' 计容建筑面积 &,

9

'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

建筑层数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高度 &,'

88



续表BN:N;

设计工作年限 年 结构安全等级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装配式建筑

$

是$

$

否

结构体系 (

$

混凝土结构$

$

钢结构$

$

木结构$

$

混合结构$

$

其他#

装
配
式
实
施
内
容

主体

结构

围
护
结
构
与
内
隔
墙

装修和设

备管线

$

现场采用高精度模板$

$

现场采用成型钢筋#

使用部位(

$

梁$

$

楼 &屋' 面板$

$

楼梯$

$

阳台$

$

空调板#

$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 装饰一体化$

$

采用保温隔热与装饰一体化板$

$

采用围护墙与保温隔热一体化$

$

内隔墙非砌筑$

$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 装修一体化$

$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

$

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

$

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

作业楼面垫层分离#

评价指标( !装配率( $ 其他( #

低影响开发

控制项指标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 Q

外排雨水综合径流系数(

其他(

?8



续表BN:N;

建设概况

建筑与建筑

热工设计

技术评估

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

建设项目各单体的体形系数! 朝向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材料参数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相对规定性指标的判断及权衡计算

&附 ;( 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表或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表$ 附 9( 工程设计的节能计算书'

其他

B8



续表BN:N;

暖通空调用能设

备系统技术评估

冷热源系统

冷负荷

热负荷

冷热源形式与数量

冷热源制冷供热量

冷热源效率

输配系统

水系统形式

水系统效率

风输配形式

风输配效率

冷媒长度

室内外机配比

末端

末端形式

控制系统

其他

C8



续表BN:N;

建筑电气与智

能化系统设计

技术评估

供配电系统

总计算容量

供电电压等级

变压器容量与能效等级

低压供电半径

无功功率补偿措施

主要线缆型号

照明系统

室内照明功率密度值要求

室外照明要求

照明产品光生物安全性

光源种类

照明产品能效等级

灯具效率或效能

主要照明方式

动力系统

电梯

自动扶梯

人行道

电开水炉

用电计量

用电分项计量

按用户计量

智能化

分类能耗监测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其他

D?



续表BN:N;

给排水节水和用

能系统设计

技术评估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

市政水压

供水方式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

总用水量

热水系统

热水用途

热水方式

热源形式与参数

系统形式

冷却水系统

冷却塔类型

节水措施

系统形式

非传统水源

水源类型

用途

水量

泳池循环处理系统

循环处理方式

加热形式

低影响开发设施指标

其他

!?



续表BN:N;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

结构设计信息

抗震设防类别 抗震等级

人防抗力等级 地下室抗浮设计等级

结构设计荷载

风荷载 地面粗糙度 雪荷载!

结构计算模型和计算软件

软件编制单位 软件版本号

地基基础设计和地下室结构设计

地基 &桩基' 基础设计等级 地基基础型式

基础 &桩端' 持力层 桩基类型

抗浮设计水位 抗浮设计措施

地下室底板结构型式

地下室顶板结构型式

地下室抗震等级

其他

装配式建筑设计

相关指标

保温结构一体化

是否采用保温结构一体化(

$

是$

$

否$

相关指标

结构节材

混凝土

钢筋 &钢材'

砌体材料

主要节材措施

绿色建材应用

其他

"?



续表BN:N;

可
再
生
能
源

可
再
生
能
源
应
用
形
式

$

提供生活

热水系统

$

空气能热泵热水系统

$

太阳能光热系统

$

发电系统

$

太阳能

$

风能

$

生物质能

$

其他

$

地热能提供空调用冷量和热量

$

导光管采光系统

$

其他系统

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热水量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可再生能源产生发电比例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冷量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热量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值

装机容量 &7W'

太阳 能 集 热 板 面 积

&,

9

'

太阳 能 光 伏 板 面 积

&,

9

'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装机容量 &7W'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

用冷量 &7W6E)'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

用热量 &7W6E)'

导光管的有效采光面积

&,

9

'

装机容量 &7W'

,

D

E)

Q

7W6E)

Q

7W6E)

7W6E)

7W6E)

#?



续表BN:N;

能
源
新
利
用

余热或废

热回收

利用

系统

类型

$

排风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

冷水机组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

泳池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

其他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7W6E)'

余热回收或废热利用装置的

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项目年总用水量
,

D

E)

年非传统水源节水量
,

D

E)

年生活热水量
,

D

E)

设
计
建
筑
分
项
能
耗

用
电
能
耗

燃气

其他

空调冷源 7W6E)

供暖热源 7W6E)

输配系统 7W6E)

冷却塔风机 7W6E)

供暖空调末端风机 7W6E)

通风 7W6E)

照明 7W6E)

插座 7W6E)

电梯 7W6E)

生活热水 7W6E)

生活给水 7W6E)

变压器损耗 7W6E)

特殊用电 7W6E)

供暖热源
,

D

E)

生活热水
,

D

E)

炊事燃料
,

D

E)

供暖热源 -0"E)

生活热水 -0"E)

炊事燃料 -0"E)

$?



续表BN:N;

耗
能
量
及
碳
排
放
量

种类 能耗 碳排放量

$

电力 7W6E)

7%BS

9

E)

$

燃气
,

D

E)

7%BS

9

E)

$

燃油 -0"E)

7%BS

9

E)

$

热力 -0"E)

7%BS

9

E)

$

其他 -0"E)

7%BS

9

E)

设计建筑运行能耗 -0"E)

设计建筑运行碳

排放量
7%BS

9

E)

单位建筑面积运

行碳排放设计

强度降低值

7%BS

9

E

&,

9

,)'

可再生能源应用

核算替代率
Q

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

综合利用量最小值
7W6E)

居住建筑可再生能

源利用量核算

光伏系统设置情况$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1?



附录0"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0#$#!!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的汇总内容应按表CN:N; 进行评价#

表0#$#!"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1汇总表

申报星级要求 是否达标

;!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9:;J 全部控

制项的要求" 且每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其评分项满分值

的 D:Q#

$

9! 符合地方相关全装修要求的规定#

$

D! 技术要求 &注( 以下各项对应星级均满足" 则判定达标'

$

技
术
要
求
内
容

!围护结构热

工性能提高比

例" 或建筑供

暖空调负荷降

低比例

!节水器具

!用水效率等级

!住宅建筑

!隔声性能

一星级 围护结构提高 KQ" 或负荷降低 KQ

$

二星级
围护 结构提 高 ;:Q" 或负荷 降

低 ;:Q

$

三星级
围护 结构提 高 9:Q" 或负荷 降

低 ;KQ

$

一星级 D 级
$

二星级!

三星级
9 级

$

二星级

室外与卧室之间! 分户墙 &楼板'

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以

及卧室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

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

平均值

$

8?



续表CN:N;

申报星级要求 是否达标

技
术
要
求
内
容

住宅建筑

隔声性能
三星级

室外与卧室之间! 分户墙 &楼板'

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以

及卧室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

高要求标准限值

$

技
术
要
求
内
容

!室内主要空

气污染物浓度

降低比例

!外窗气密性能

一星级 ;:Q

二星级!

三星级
9:Q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且

外窗洞口与外窗本体的结合部位应严密

$

$

$

I! 得分情况 &注( 总得分 a ] &a

:

â

;

â

9

â

D

â

I

â

K

â

@

' E;:' 总得分

各
分
项
得
分

控制项

基础分值

a

:

分项满

分值
I::

预评

分值

评价指标体系评分项

安全

耐久

a

;

健康

舒适a

9

生活

便利a

D

资源

节约

a

I

环境

宜居

a

K

;:: ;:: M: 9:: ;::

提高与创

新项加分

值a

@

;::

总得分 a ]

K! 本项目绿色建筑星级等级自评 &注( 总得分分别达到 <: 分" M: 分"

RK 分且满足上表 ;! 9! D 项对应星级要求时" 分别为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

一星级

$

二星级

$

三星级

??



书书书

!
"
#
"
$
设
计
绿
色
建
筑
评
估
的
分
项
内
容
应
按
照
表

!
"
#
"
$
进
行
评
价

!

表
!
"
#
"
$
%
设
计
绿
色
建
筑
评
估
表

&
分
项
表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0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1
"
/
"
/

场
地
应
避
开
滑
坡

&
泥
石
流
等
地
质
危
险
地
段

'
易
发
生
洪
涝
区

有
可
靠
的
防
涝
基
础
设
施

(
场
地
应
无
危
险
化
学
品

&
易
燃
易
爆

危
险
源
的
威
胁

'
应
无
电
磁
辐
射

&
含
氡
土
壤
的
危
害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建
筑
结
构
应
满
足
承
载
力
和
建
筑
使
用
功
能
要
求

!
建
筑
外

墙
&
屋
面

&
门
窗

&
幕
墙
及
外
保
温
等
围
护
结
构
应
满
足
安
全

&
耐

久
和
防
护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外
遮
阳

&
太
阳
能
设
施

&
空
调
室
外
机
位

&
外
墙
花
池
等
外
部
设

施
应
与
建
筑
主
体
结
构
统
一
设
计

&
施
工

'
并
应
具
备
安
装

&
检

修
与
维
护
条
件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1

建
筑
内
部
的
非
结
构
构
件

&
设
备
及
附
属
设
施
等
应
连
接
牢
固

并
能
适
应
主
体
结
构
变
形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建
筑
外
门
窗
必
须
安
装
牢
靠

'
其
抗
风
压
性
能
和
水
密
性
能
应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2

卫
生
间

&
浴
室
的
地
面
应
设
置
防
水
层

'
墙
面

&
顶
棚
应
设
置
防

潮
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走
廊

&
疏
散
通
道
等
通
行
空
间
应
满
足
紧
急
疏
散

&
应
急
救
护
等

要
求

'
且
应
保
持
畅
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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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

应
具
有
安
全
防
护
的
警
示
和
引
导
标
识
系
统

%
控
制
项

0
"
$
"
.

采
用
基
于
性
能
的
抗
震
设
计
并
合
理
提
高
建
筑
的
抗
震
性
能

%
.
#

.
#

0
"
$
"
$

采
取
保
障
人

员
安
全
的
防

护
措
施

%

采
取
措
施
提
高
阳
台

&
外
窗

&
窗
台

&
防
护
栏
杆
等

安
全
防
护
水
平

%

)

建
筑
物
出
入
口
均
设
外
墙
饰
面

&
门
窗
玻
璃
意
外

脱
落
的
防
护
措
施

'
并
与
人
员
通
行
区
域
的
遮

阳
&
遮
风
或
挡
雨
措
施
结
合

%

)

利
用
场
地
或
景
观
形
成
可
降
低
坠
物
风
险
的
缓

冲
区

&
隔
离
带

%

)

.
)

0
"
$
"
*

采
用
具
有
安

全
防
护
功
能

的
产
品
或
配

件
%

采
用
具
有
安
全
防
护
功
能
的
玻
璃

%
)

采
用
具
备
防
夹
功
能
的
门
窗

%
)

.
#

!

满
足

!

满
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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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0

室
内
外
地
面

或
路
面
设
置

防
滑
措
施

%

建
筑
出
入
口
及
平
台

&
公
共
走
廊

&
电
梯
门
厅

&
厨

房
&
浴
室

&
卫
生
间
等
设
置
防
滑
措
施

'
防
滑
等
级

不
低
于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建
筑
地
面
工
程
防
滑
技

术
规
程

"
1
%
1
'
(
*
*
.
规
定
的

&

2

&
&

3

级
%

*

建
筑
室
内
外
活
动
场
地
所
采
用
的
防
滑
地
面

'
防

滑
等
级
达
到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建
筑
地
面
工
程
防

滑
技
术
规
程

"
1
%
1
'
(
*
*
.
规
定
的

4

2

&
4

3

级
%

0

建
筑
坡
道

&
楼
梯
踏
步
防
滑
等
级
达
到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建
筑
地
面
工
程
防
滑
技
术
规
程

"
1
%
1
'
(

*
*
.
规
定
的

4

2

&
4

3

级
或
按
水
平
地
面
等
级
提

高
一
级

'
并
采
用
防
滑
条
等
防
滑
构
造
技
术
措

施
%

*

0
"
$
"
)

采
取
人
车
分
流
措
施

'
且
步
行
和
自
行
车
交
通
系
统
有
充
足
照
明

%
,

.
#

,

D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1

采
取
提
升
建

筑
适
变
性
的

措
施

%

0
"
$
"
+

采
取
提
升
建

筑
部
品
部
件

耐
久
性
的
措

施
%

采
取
通
用
开
放

&
灵
活
可
变
的
使
用
空
间
设
计

'

或
采
取
建
筑
使
用
功
能
可
变
措
施

%

+

建
筑
结
构
与
建
筑
设
备
管
线
分
离

%
+

采
用
与
建
筑
功
能
和
空
间
变
化
相
适
应
的
设
备

设
施
布
置
方
式
或
控
制
方
式

%

0

使
用
耐
腐
蚀

&
抗
老
化

&
耐
久
性
能
好
的
管
材

&
管

线
&
管
件

%

)

活
动
配
件
选
用
长
寿
命
产
品

'
并
考
虑
部
品
组
合

的
同
寿
命
性

(
不
同
使
用
寿
命
的
部
品
组
合
时

'

采
用
便
于
分
别
拆
换

&
更
新
和
升
级
的
构
造

%

)

.
,

.
#

!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

提
高
建
筑
结

构
材
料
的
耐

久
性

0
"
$
"
/

合
理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
易
维
护

的
装
饰
装
修
建

筑
材
料
&

按
.
#
#
年
进
行
耐
久
性
设
计

&
.
#

采
用
耐
久
性
能
好
的
建
筑
结
构
材
料

'
满
足
下
列

条
件
之
一

(

!

对
于
混
凝
土
构
件

'
提
高
钢
筋
保
护
层
厚
度
或

采
用
高
耐
久
混
凝
土

)

!

对
于
钢
构
件

'
采
用
耐
候
结
构
钢
及
耐
候
型
防

腐
涂
料

)

!

对
于
木
构
件

'
采
用
防
腐
木
材

%
耐
久
木
材
或

耐
久
木
制
品

&

.
#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的
外
饰
面
材
料

&
*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的
防
水
和
密
封
材
料

&
*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
易
维
护
的
室
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

*

.
#

/

健 康 舒 适

)
"
.
"
.

室
内
空
气
中
的
氨

%
甲
醛

%
苯

%
总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氡
等
污
染
物
浓

度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
&
'
(
.
,
,
,
*
的

有
关
规
定

&
建
筑
室
内
和
建
筑
主
出
入
口
处
应
禁
止
吸
烟

'
并
应
在

醒
目
位
置
设
置
禁
烟
标
志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应
采
取
措
施
避
免
厨
房

%
餐
厅

%
打
印
复
印
室

%
卫
生
间

%
地
下
车
库

等
区
域
的
空
气
和
污
染
物
串
通
到
其
他
空
间

)
应
防
止
厨
房

%
卫
生

间
的
排
气
倒
灌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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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
"
.
"
0

给
排
水
系
统

的
设
置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室
内
噪

声
级
和
隔
声

性
能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生
活
饮
用
水
水
质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
%
&
)
+
0
/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应
制
定
水
池

&
水
箱
等
储
水
设
施
定
期
清
洗
消
毒

计
划
并
实
施

'
且
生
活
饮
用
水
储
水
设
施
每
半
年

清
洗
消
毒
应
不
少
于

.
次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应
使
用
构
造
内
自
带
水
封
的
便
器

'
且
其
水
封
深

度
不
应
小
于

)
#
1
1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非
传
统
水
源
管
道
和
设
备
应
设
置
明
确

&
清
晰
的

永
久
性
标
识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室
内
噪
声
级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隔
声
设
计
规
范

"
%
&
)
#
.
.
,
中
的
低
限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外
墙

&
隔
墙

&
楼
板
和
门
窗
的
隔
声
性
能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隔
声
设
计
规
范

"
%
&

)
#
.
.
,
中
的
低
限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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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建
筑
照
明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

照
明
数
量
和
质
量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
&
)
#
#
*
0
的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人
员
长
期
停
留
的
场
所
应
采
用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灯
和
灯
系
统
的
光
生
物
安
全
性

"
%
&
'
(

$
#
.
0
)
规
定
的
无
危
险
类
照
明
产
品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选
用

1
2
!
照
明
产
品
的
光
输
出
波
形
的
波
动
深

度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1
2
!
室
内
照
明
应
用

技
术
要
求

"
%
&
'
(
*
.
,
*
.
的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3

应
采
取
措
施
保
障
室
内
热
环
境

'
采
用
集
中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的
建

筑
(
房
间
内
的
温
度

)
湿
度

)
新
风
量
等
设
计
参
数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供
暖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
设
计
规
范

"
%
&
)
#
+
*
3
的

有
关
规
定

&
采
用
非
集
中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的
建
筑

(
应
具
有
保
障
室

内
热
环
境
的
措
施
或
预
留
条
件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

在
室
内
设
计
温
度

&
湿
度
条
件
下

'
建
筑
非
透
光

围
护
结
构
内
表
面
不
得
结
露

(

控
制
项

供
暖
建
筑
的
屋
面
&
外
墙
内
部
不
应
产
生
冷
凝
(

控
制
项

屋
顶
和
外
墙
隔
热
性
能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热
工
设
计
规
范

"
%
&
)
#
.
+
0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
.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应
具
有
现
场
独
立
控
制
的
热
环
境
调
节
装
置

)
控
制
项

)
"
.
"
/

地
下
车
库
应
设
置
与
排
风
设
备
联
动
的
一
氧
化
碳
浓
度
监
测
装
置
)

控
制
项

)
"
$
"
.

控
制
室
内
主

要
空
气
污
染

物
的
浓
度

)

氨
&
甲
醛

&
苯

&
总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氡
等
污
染
物

浓
度
低
于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
&
'
(
.
,
,
,
*
规
定
限
值

.
#
1

'
得

*
分

(
低

于
$
#
1

'
得

0
分

)

0

室
内

2
3

$
"
)

年
均
浓
度
不
高
于

$
)
4
5
'
6

*

'
且
室

内
2
3

.
#

年
均
浓
度
不
高
于

)
#
4
5
'
6

*

)

0

.
$

)
"
$
"
$

选
用
的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满
足
国
家
现
行
绿
色
产
品
评
价
标
准
中
对

有
害
物
质
限
量
的
要
求

)

,
,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1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
"
$
"
*

)
"
$
"
0

)
"
$
"
)

)
"
$
"
1

水
质
满
足

国
标
要
求

水
质
满
足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要
求

%
,

除
生
活
饮
用
水
供
水
系
统

&
未
设
置
其
他

供
水
系
统
时

&
直
接
得
分

%

,

储
水
设
施
采
取
措

施
满
足
卫
生
要
求

使
用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要
求
的
成
品
水
箱

%
0

采
取
保
证
储
水
不
变
质
的
措
施

)

未
设
置
生
活
饮
用
水
储
水
设
施
直
接
得
分

%
/

所
有
给
排
水
管
道

'
设
备

'
设
施
设
置
明
确

'
清
晰
的
永
久
性
标
识

%
,

采
取
措
施
优
化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室
内
声
环
境

&
噪
声
级
达
到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隔
声
设
计
规
范

"
%
&
)
#
.
.
,
中
的
低
限
标

准
限
值
和
高
要
求
标
分
辨
率
限
值
的
平
均
值

&
得

0
分

(
达
到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
分

%

,

, / , ,

8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
"
$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隔
声
性
能
良
好

%

充
分
利
用
天

然
光

%

构
件
相
邻
房
间
之
间
的
空
气
声
隔
声
性
能

&
高
于

低
限
标
准
限
值
和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的
平
均
值

'

得
*
分

&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
得

)
分

%

)

楼
板
的
撞
击
声
音
隔
声
性
能

(
高
于
低
限
标
准
限

值
和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的
平
均
值

'
得

*
分

&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
得

)
分

%

)

住
宅
建
筑

主
要
功
能
空
间
至
少

0
#
1
面
积
比
例

区
域
采
光
照
度
值
不
低
于

*
#
#
2
3
的

小
时
数
平
均
不
少
于

,
4
'
5
%

/

公
共
建
筑

内
区
采
光
系
数
满
足
采
光
要
求
的
面

积
比
例
达
到

0
#
1

%

*

地
下
空
间
平
均
采
光
系
数

!

#
"
)
1

的
面
积
与
首
层
地
下
室
面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1
以
上

%

*

主
要
功
能
空
间
至
少

0
#
1
面
积
比
例

区
域
采
光
照
度
值
不
低
于
采
光
要
求

的
小
时
数
平
均
不
少
于

6
4
'
5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有
眩
光
控
制
措
施

%
*

.
#

.
$

?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具
有
良
好
的

室
内
热
湿
环

境
%

自
然
通
风

&
复
合
通
风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室
内
热

环
境
参
数
在
适
应
性
热
舒
适
区
域
的
时
间
比
例

'

*
#
0

(
得

$
分

)

1
#
0

(
得

*
分

)

)
#
0

(
得

1
分

)

2
#
0

(
得

)
分

)

+
#
0

(
得

2
分

)

,
#
0

(
得

+
分

)

/
#
0
及
以
上

(
得

,
分

%

,

人
工
冷
热
源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达
到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室
内
热
湿
环
境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规
定

的
室
内
人
工
冷
热
源
热
湿
环
境
整
体
评
价

!

级

面
积
比
例

'
2
#
0

(
得

)
分

)

+
#
0

(
得

2
分

)

,
#
0

(
得

+
分

)

/
#
0
及
以
上

(
得

,
分

%

,

,

B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

优
化
建
筑
空

间
和
平
面
布

局
%
改
善
自
然

通
风
效
果

&

)
"
$
"
.
.

设
置
可
调
节

遮
阳
设
施

%
改

善
室
内
热
舒

适
&

住
宅
建
筑
通
风
开
口
面
积
与
房
间
地
板
面
积
的

比
例

'
夏
热
冬
冷
地
区
达
到

,
0

%
得

)
分

(

达
到

.
#
0

%
得

1
分

(

达
到

.
$
0

%
得

+
分

(

达
到

.
2
0
及
以
上

%
得

,
分

&

,

公
共
建
筑
过
渡
季
典
型
工
况
下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平
均
自
然
通
风
换
气
次
数
不
小
于

$
次

'
3
的

面
积
比
例

'

+
#
0

!

4
4
5
,
#
0

%
得

)
分

(

,
#
0

!

4
4
5
/
#
0

%
得

1
分

(

/
#
0

!

4
4
5
.
#
#
0

%
得

+
分

(

.
#
#
0

%
得

,
分

&

,

可
调
节
遮
阳
设
施
面
积
占
外
窗
透
明
部
分
比
例

6
7
'

$
)
0

!

6
7
5
*
)
0

%
得

*
分

(

*
)
0

!

6
7
5
2
)
0

%
得

)
分

(

2
)
0

!

6
7
5
)
)
0

%
得

+
分

(

6
7

"

)
)
0

%
得

/
分

&

/

, /

CB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建
筑

%
室
外
场
地

%
公
共
绿
地

%
城
市
道
路
相
互
之
间
应
设
置
连
贯
的

无
障
碍
步
行
系
统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

场
地
人
行
出
入
口

)
#
#
1
内
应
设
有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或
配
备
联
系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的
专
用
接
驳
车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

停
车
场
应
具
有
电
动
汽
车
充
电
设
施
或
具
备
充
电
设
施
的
安
装
条

件
'
并
应
合
理
设
置
电
动
汽
车
和
无
障
碍
汽
车
停
车
位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2

自
行
车
停
车
场
所
应
位
置
合
理

%
方
便
出
入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

建
筑
设
备
管
理
系
统
应
具
有
自
动
监
控
管
理
功
能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0

建
筑
应
设
置
信
息
网
络
系
统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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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场
地
与
公
共

公
交
通
站
点

联
系
便
捷

%

0
"
$
"
$

建
筑
室
内
外

公
共
区
域
满

足
全
龄
化
设

计
要
求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或
到
达
轨
道
交
通
站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得

$
分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或
到
达
轨
道
交
通
站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得

2
分

'

2

场
地
出
入
口
步
行
距
离

,
#
#
1
范
围
内
设
有

$
条

及
以
上
线
路
的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

2

建
筑
室
内
公
共
区
域

(
室
外
公
共
活
动
场
地
及
道

路
均
满
足
无
障
碍
设
计
要
求

%

*

建
筑
室
内
公
共
区
域
的
墙

(
柱
等
处
的
阳
角
均
为

圆
角

&
并
设
有
安
全
抓
杆
或
扶
手

%

*

设
有
可
容
纳
担
架
的
无
障
碍
电
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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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提
供
便
利
的

公
共
服
务

%

居
住
建
筑

&
满
足

1
项

'
得

)
分

(
满
足

0
项
及
以

上
'
得

.
#
分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幼
儿
园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小
学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中
学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医
院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设
施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
设
施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周
边

)
#
#
2
范
围
内
具
有

*
种
及
以
上
的

商
业
服
务
设
施

%

.
#

.
#

"C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提
供
便
利
的

公
共
服
务

公
共
建
筑

%
满
足

*
项

&
)
分

'
满
足

)
项

&
.
#
分

'

!

建
筑
内
兼
容

$
种
及
以
上
面
向
社
会
的
公
共

服
务
功
能

'

!

建
筑
向
社
会
公
众
提
供
开
放
的
公
共
活
动
空

间
'

!

电
动
汽
车
充
电
桩
的
车
位
数
占
总
车
位
数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

周
边

)
#
#
2
范
围
内
设
有
社
会
公
共
停
车
场

#
库

$
'

!

场
地
不
封
闭
或
场
地
内
步
行
公
共
通
道
向
社

会
开
放

(

.
#

0
"
$
"
3

城
市
绿
地

)
广
场
及
公
共
运
动
场

地
等
开
敞
空
间

&
步
行
可
达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城
市
公
园

绿
地

)
居
住
区
公
园

)
广
场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到
达
中
型
多
功
能
运
动
场
地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
#

)

#C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健
身
场
地
和
空
间

室
外
健
身
场
地
面
积
不
少
于
总
用
地
面
积
的

#
"
)
1

%

*

设
置
宽
度
不
少
于

.
"
$
)
2
的
专
用
健
身
慢
行
道

&

健
身
慢
行
道
长
度
不
少
于
用
地
红
线
周
长
的

.
'

3
且
不
少
于

.
#
#
2
%

$

室
内
健
身
空
间
的
面
积
不
少
于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的
#
"
*
1
且
不
少
于

0
#
2

!

%

*

楼
梯
间
具
有
天
然
采
光
和
良
好
的
视
野

&
且
距
离

主
入
口
的
距
离
不
大
于

.
)
2
%

$

0
"
$
"
0

设
置
分
类

'
分
级
用
能
自
动
远
传
计
量
系
统

&
且
设
置
能
源
管
理
系

统
实
现
对
建
筑
能
耗
的
监
测

'
数
据
分
析
和
管
理

%

,

0
"
$
"
+

设
置

4
5

.
#

'
4
5

$
"
)

'
6
7

$

浓
度
的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系
统

&
且
具
有
存

储
至
少
一
年
的
监
测
数
据
和
实
时
显
示
等
功
能

%

)

.
#

, )

$C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设
置
用
水
远

传
计
量
系
统

%

水
质
在
线
监

测
系
统

&

0
"
$
"
/

具
有
智
能
化

服
务
系
统

&

设
置
用
水
量
远
传
计
量
系
统

'
能
分
类

%
分
级
记

录
%
统
计
分
析
各
种
用
水
情
况

&

*

利
用
计
量
数
据
进
行
管
网
漏
损
自
动
监
测

%
分
析

与
整
改

'
管
道
漏
损
率
低
于

)
1

&

$

设
置
水
质
在
线
监
测
系
统

'
监
测
生
活
饮
用
水

%

管
道
直
饮
水

%
游
泳
池
水

%
非
传
统
水
源

%
空
调
冷

却
水
的
水
质
指
标

'
记
录
并
保
存
水
质
监
测
结

果
'
且
能
随
时
供
用
户
查
询

&

$

具
有
家
电
控
制

%
照
明
控
制

%
安
全
报
警

%
环
境
监

测
%
建
筑
设
备
控
制

%
工
作
生
活
服
务
等

*
种
及

以
上
的
服
务
功
能

&

*

具
有
远
程
监
控
的
功
能

&
*

具
有
接
入
智
慧
城
市

#
城
区

%
社
区

$
的
功
能

&
*

+ /

节 约 资 源

+
"
.
"
.

应
结
合
场
地
自
然
条
件
和
建
筑
功
能
需
求

'
对
建
筑
的
体
形

%
平
面

布
局

%
空
间
尺
度

%
围
护
结
构
等
进
行
节
能
设
计

'
且
应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节
能
设
计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C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应
采
取
措
施

降
低
部
分
负

荷
%
部
分
空
间

使
用
下
的
供

暖
%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

应
区
分
房
间
的
朝
向
细
分
供
暖

%
空
调
区
域

'
并

应
对
系
统
进
行
分
区
控
制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1
2
3
%
4
5
6
1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
&
)
#
.
,
/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应
根
据
建
筑
空
间
功
能
设
置
分
区
温
度

'
合
理
降
低
室
内
过
渡
区
空

间
的
温
度
设
定
标
准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7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照
明
功
率
密
度
值
不
应
高
于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
&
)
#
#
*
7
规
定
的
现
行
值

(
公
共
区
域
的
照
明

系
统
应
采
用
分
区

%
定
时

%
感
应
等
节
能
控
制

(
采
光
区
域
的
照
明
控

制
应
独
立
于
其
他
区
域
的
照
明
控
制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冷
热
源
%
输
配
系
统
和
照
明
等
各
部
分
能
耗
应
进
行
独
立
分
项
计
量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8

垂
直
电
梯
应
采
取
群
控

%
变
频
调
速
或
能
量
反
馈
等
节
能
措
施

(
自

动
扶
梯
应
采
用
变
频
感
应
启
动
等
节
能
控
制
措
施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8C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应
制
定
水
资

源
利
用
方
案

%

统
筹
利
用
各

种
水
资
源

&

应
按
使
用
用
途

'
付
费
或
管
理
单
元

%
分
别
设
置

用
水
计
量
装
置

(

用
水
点
处
水
压
大
于

#
"
$
0
1
2
的
配
水
支
管
应

设
置
减
压
设
施

%
并
应
满
足
给
水
配
件
的
最
小
工

作
压
力
的
要
求

(

用
水
器
具
和
设
备
应
满
足
节
水
产
品
的
要
求

&

+
"
.
"
,

不
应
采
用
建
筑
形
体
和
布
置
严
重
不
规
则
的
建
筑
结
构

&

+
"
.
"
/

建
筑
造
型
要

素
应
简
约

%
且

无
大
量
装
饰

性
构
件

&

住
宅
建
筑
的
装
饰
性
构
件
造
价
占
建
筑
总
造
价

的
比
例
不
应
大
于

$
3

(

公
共
建
筑
的
装
饰
性
构
件
造
价
占
建
筑
总
造
价

的
比
例
不
应
大
于

.
3

&

+
"
.
"
.
#

建
筑
材
料
选

用

)
#
#
4
5
以
内
生
产
的
建
筑
材
料
使
用
量
占
建
筑

材
料
总
重
量
的
比
例
应
大
于

6
#
3

&

现
浇
混
凝
土
应
采
用
预
拌
混
凝
土

%
建
筑
砂
浆
应

采
用
预
拌
砂
浆

&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C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
$
"
$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土
地

住
宅
建
筑
根
据
其
所
在
居
住
街
坊
人
均
住
宅
用

地
规
则
评
定

%

$
#

公
共
建
筑
根
据
不
同
功
能
建
筑
的
容
积
率
规
则

评
定

%

$
#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地
下
空
间

住
宅
建
筑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与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的

比
率

0
1
&
地
下
一
层
建
筑
面
积
与
总
用
地
面
积

的
比
率

0
2
'

)
3

!

0
1
4
$
#
3

&
得

)
分

(

0
1

"

$
#
3

&
得

+
分

(

0
1

"

*
)
3
且

0
2
4
5
#
3

&
得

.
$
分

%

.
$

公
共
建
筑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与
总
用
地
面
积
之
比

0
2

.

&
地
下
一
层
建
筑
面
积
与
总
用
地
面
积
的
比

率
0
2
'

0
2

.

"

#
"
)
&
得

)
分

(

0
2

.

"

#
"
+
且

0
2
4
+
#
3

&
得

+
分

(

0
2

.

"

.
"
#
且

0
2
4
5
#
3

&
得

.
$
分

%

.
$

或
不
适
宜
开
发
地
下
空
间

%
.
$

$
#

.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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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采
用
机
械
式

停
车
设
施

%
地

下
停
车
库
或

地
面
停
车
楼

等
方
式

&

住
宅
建
筑
地
面
停
车
位
数
量
与
住
宅
总
套
数
的

比
率
小
于

.
#
0

&

,

公
共
建
筑
地
面
停
车
占
地
面
积
与
其
总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的
比
率
小
于

,
0

&

,

+
"
$
"
1

围
护
结
构
的

热
工
性
能
优

化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比
国
家
现
行
相
关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规
定
的
提
高
幅
度
达
到

)
0

'
或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负
荷
降
低

)
0

'
得

)
分

(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比
国
家
现
行
相
关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规
定
的
提
高
幅
度
达
到

.
#
0

'
或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负
荷
降
低

.
#
0

'
得

.
#
分

(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比
国
家
现
行
相
关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规
定
的
提
高
幅
度
达
到

.
)
0

'
或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负
荷
降
低

.
)
0

'
得

.
)
分

&

.
)

+
"
$
"
)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的
冷

%
热
源
机
组
能
效
均
优
于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
&
)
#
.
,
/
的
规
定
以
及
现
行
有
关
国
家

标
准
能
效
限
定
值
的
要
求

&

.
#

,

.
)

.
#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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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0

末
端
系
统
及

输
配
系
统
性

能
优
化

+
"
$
"
+

节
能
型
电
气

设
备
及
节
能

控
制
措
施

通
风
空
调
系
统
风
机
的
单
位
风
量
耗
功
率
比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
&

)
#
.
,
/
的
规
定
低

$
#
1

%

或
采
用
分
体
空
调
和
多
联
机
空
调

#
热
泵

$
机
组

&

$

集
中
供
暖
系
统
热
水
循
环
泵
的
耗
电
输
热
比

'
空

调
冷
热
水
系
统
循
环
水
泵
的
耗
电
输
冷

#
热

$
比

比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供
暖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
设
计
规
范

"
%
&
)
#
+
*
0
规
定
值
低

$
#
1

%

或
非
集
中
采
暖
空
调
系
统
项
目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照
明
功
率
密
度
值
达
到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
&
)
#
#
*
2
规

定
的
目
标
值

&

)

采
光
区
域
的
人
工
照
明
随
天
然
光
照
度
变
化
自

动
调
节

&

$

照
明
产
品

'
三
相
配
电
变
压
器

'
水
泵

'
风
机
等
设

备
满
足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节
能
评
价
值
的

要
求

&

*

)

.
#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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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建
筑
能
耗
优
化

建
筑
能
耗
相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0

%
得

)
分

&

建
筑
能
耗
相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0

%
得

.
#
分

'

.
#

.
#

+
"
$
"
/

结
合
当
地
气
候
和
自
然
资
源
条
件
合
理
利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
.
#

.
#

+
"
$
"
.
#

使
用
较
高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的
卫

生
器
具

'

全
部
卫
生
器
具
的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达
到

$
级

%
得

,
分

&

)
#
0
以
上
卫
生
器
具
的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达
到

.

级
且
其
他
达
到

$
级

%
得

.
$
分

&

全
部
卫
生
器
具
的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达
到

.
级

%
得

.
)
分

'

.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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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
"
$
"
.
$

绿
化
灌
溉
及

空
调
冷
却
水

系
统
采
用
节

水
设
备
或
技

术
%

采
用
节
水
灌
溉
系
统

&
得

0
分

'

在
采
用
节
水
灌
溉
系
统
的
基
础
上

&
设
置
土
壤
湿

度
感
应
器

(
雨
天
自
动
关
闭
装
置
等
节
水
控
制
措

施
&
种
植
无
需
永
久
灌
溉
植
物

&
得

1
分

%

1

循
环
冷
却
水
系
统
采
取
设
置
水
处
理
措
施

(
加
大

集
水
盘

(
设
置
平
衡
管
或
平
衡
水
箱
等
方
式

&
避

免
冷
却
水
泵
停
泵
时
冷
却
水
溢
出

&
得

*
分

'

采
用
无
蒸
发
耗
水
量
的
冷
却
技
术

&
得

1
分

%

1

结
合
雨
水
综
合
利
用
设
施
营
造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利
用
雨
水
的
补
水
量
大
于
水
体

蒸
发
量
的

1
#
2

&
且
采
用
保
障
水

体
水
质
的
生
态
水
处
理
技
术

%

对
进
入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的
雨

水
&
利
用
生
态
设
施
削
减
径
流

污
染

%

0

利
用
水
生
动

(
植
物
保
障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水
质

%

0

未
设
置
景
观
水
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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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使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

绿
化
灌
溉

&
车
库
及
道
路
冲
洗

&
洗
车
用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0
#
1

'
得

*
分

(

绿
化
灌
溉

&
车
库
及
道
路
冲
洗

&
洗
车
用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2
#
1

'
得

)
分

%

)

冲
厕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冲
厕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

冷
却
水
补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冷
却
水
补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0
#
1

'
得

)
分

%

)

+
"
$
"
.
0

建
筑
所
有
区
域
实
施
土
建
工
程
与
装
修
工
程
一
体
化
设
计
及
施
工

%
,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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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合
理
选
用
建

筑
结
构
材
料

与
构
建

%

高
强
钢
筋

#

!

混
凝

土
结
构

$

0
#
#
1
2
3
级
及
以
上
强
度
等
级
钢

筋
应
用
比
例
达
到

,
)
4

%

)

混
凝
土
竖
向
承
重
结
构
采
用
强
度

等
级
不
小
于

5
)
#
混
凝
土
用
量
占

竖
向
承
重
结
构
中
混
凝
土
总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
#
4

%

)

高
强
钢
筋

#

!

钢
结

构
$

6
*
0
)
及
以
上
高
强
钢
材
用
量
占
钢
材

总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
#
4
&
得

*
分
'

6
*
0
)
及
以
上
高
强
钢
材
用
量
占
钢
材

总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
#
4
&
得

0
分
%

0

螺
栓
连
接
等
非
现
场
焊
接
节
点
占

现
场
全
部
连
接

(
拼
接
节
点
的
数

量
比
例
达
到

)
#
4

%

0

采
用
施
工
时
免
支
撑
的
楼
层
面
板
%

$

高
强
钢
筋

#

!

混
合
结
构

$

混
凝
土
结
构
部
分

&
.
#
分

'

钢
结
构
部
分

&
.
#
分

'

合
计

#
取
平
均
值

$
&
.
#
分

'

.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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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0

+
"
$
"
.
+

+
"
$
"
.
,

建
筑
装
修
选
用
工
业
化
内
装
部
品

%

建
筑
装
修
选
用
工
业
化
内
装
部
品
占
同
类
部
品
用
量
比
例
达
到

)
#
1
以
上
的
部
品
种
类

&
达
到

.
种

&
得

*
分

'
达
到

*
种

&
得

)
分

'

达
到

*
种
以
上

&
得

,
分

(

可
再
循
环
材

料
)
可
再
利
用

材
料

住
宅
建
筑

0
1

&
得

*
分

'
.
#
1

&
得

0
分

(

公
共
建
筑

.
#
1

&
得

*
分

'
.
)
1

&
得

0
分

(

利
废
建
材

采
用
一
种
利
废
建
材

&
其
占
同
类
建
材
的
用
量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采
用
二
种
及
以
上
的
利
废
建
材

&
每
一
种
占
同
类

建
材
的
用
量
比
例
均
不
低
于

*
#
1

&
得

0
分

(

绿
色
建
材

绿
色
建
材
应
用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2
分

'

绿
色
建
材
应
用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绿
色
建
材
应
用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
分

(

, 0 0

.
$

,

.
$

.
$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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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建
筑
规
划
布
局
应
满
足
日
照
标
准
%
且
不
得
降
低
周
边
建
筑
的
日
照
标
准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室
外
热
环
境
应
满
足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环 境 宜 居

,
"
.
"
*

配
建
的
绿
地
应
符
合
所
在
地
城
乡
规
划
的
要
求

%
应
合
理
选
择
绿
化

方
式

%
植
物
种
植
应
适
应
当
地
气
候
和
土
壤

%
且
应
无
毒
害

'
易
维

护
%
种
植
区
域
覆
土
深
度
和
排
水
能
力
应
满
足
植
物
生
产
需
求

%
并

应
采
用
复
层
绿
化
方
式

&

控
制
项

,
"
.
"
0

场
地
的
竖
向
设
计
应
有
利
于
雨
水
的
收
集
或
排
放

%
应
有
效
组
织
雨

水
的
下
渗

'
滞
蓄
或
再
利
用

(
对
大
于

.
#
1
2

$

的
场
地
应
进
行
雨
水

控
制
利
用
专
项
设
计

&

控
制
项

,
"
.
"
)

建
筑
内
外
均
应
设
置
便
于
识
别
和
使
用
的
标
识
系
统

&
控
制
项

,
"
.
"
3

场
地
内
不
应
有
排
放
超
标
的
污
染
源

&
控
制
项

,
"
.
"
+

生
活
垃
圾
应
分
类
收
集

%
垃
圾
容
器
和
收
集
点
的
设
置
应
合
理
并
应

与
周
围
景
观
协
调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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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
"
$
"
$

充
分
保
护
或

修
复
场
地
生

态
环
境

%
合
理

布
局
建
筑
及

景
观

&

保
护
场
地
内
原
有
的
自
然
水
域

'
湿
地

'
植
被
等

%

保
持
场
地
内
的
生
态
系
统
与
场
地
外
生
态
系
统

的
连
贯
性

&

.
#

采
取
净
地
表
层
土
回
收
利
用
等
生
态
补
偿
措
施
&

.
#

根
据
场
地
实
际
状
况

%
采
取
其
他
生
态
恢
复
或
补

偿
措
施

&

.
#

规
划
场
地
地
表
和
屋
面
雨
水
径
流

%

对
场
地
雨
水
实
施
外
排
总
量
控
制

&

场
地
年
径
流
总
量
控
制
率
达
到

)
)
0

%
得

)
分

(

场
地
年
径
流
总
量
控
制
率
达
到

+
#
0

%
得

.
#
分

&

.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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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充
分
利
用
场

地
空
间
设
置

绿
化
用
地

%

绿
地
率
达
到
规
划
指
标
的

.
#
)
0
及
以
上

%
.
#

住
宅

项
目

!

新
区
建
设

所
在
居
住
街
坊
内
人
均
集
中
绿
地
面
积

1
2
#
3

$

'
人

$
&

1
2
4
#
"
)
#
'
得

$
分

(
#
"
)
#

5
1
2
5

#
"
6
#
'
得

7
分

(
1
2

"

#
"
6
#
'
得

6
分

%

6

!

旧
区
改
造

所
在
居
住
街
坊
内
人
均
集
中
绿
地
面
积

1
2
#
3

$

'
人

$
&

1
2
4
#
"
*
)
'
得

$
分

(
#
"
*
)

5
1
2
5

#
"
7
)
'
得

7
分

(
1
2

"

#
"
7
)
'
得

6
分

%

6

公
共

建
筑

绿
地
向
公
众
开
放

%
6

BD!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0
室
外
吸
烟
区
设
置

,
"
$
"
)

雨
水
基
础
设
施

室
外
吸
烟
区
布
置
在
建
筑
主
出
入
口
的
主
导
风

的
下
风
向

%
与
所
有
建
筑
出
入
口

&
新
风
进
气
口

和
可
开
启
窗
扇
的
距
离
不
少
于

,
1
%
且
距
离
儿

童
和
老
人
活
动
场
地
不
少
于

,
1
'

)

室
外
吸
烟
区
与
绿
植
结
合
布
置

%
并
合
理
配
置
座

椅
和
带
烟
头
收
集
的
垃
圾
筒

%
从
建
筑
主
出
入
口

至
室
外
吸
烟
区
的
导
向
标
识
完
整

&
定
位
标
识
醒

目
%
吸
烟
区
设
置
吸
烟
有
害
健
康
的
警
示
标
识

'

0

下
凹
式
绿
地

&
雨
水
花
园
等
有
调
蓄
雨
水
功
能
的

绿
地
和
水
体
的
面
积
之
和
占
绿
地
面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0
#
2

%
得

*
分

(
达
到

3
#
2

%
得

)
分

'

)

衔
接
和
引
导
不
少
于

,
#
2
的
屋
面
雨
水
进
入
地

面
生
态
设
施

'

*

衔
接
和
引
导
不
少
于

,
#
2
的
道
路
雨
水
进
入
地

面
生
态
设
施

'

0

硬
质
铺
装
地
面
中
透
水
铺
装
面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2

'

*

/

.
)

CD!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0

场
地
内
的
环
境
噪
声
优
于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
&

*
#
/
0
的
要
求

%

$
类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标
准
限
值

1
环
境
噪
声
值

!

*
类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标
准
限
值

&
得

)
分

'

环
境
噪
声
值

!

$
类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标
准
限
值

&
得

.
#
分

%

.
#

,
"
$
"
+

光
污
染

玻
璃
幕
墙
的
可
见
光
反
射
比
及
反
射
光
对
周
边

环
境
的
影
响
符
合

!
玻
璃
幕
墙
光
热
性
能

"
%
&
'
(

.
,
#
/
.
的
规
定

%

)

室
外
夜
景
照
明
光
污
染
的
限
制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室
外
照
明
干
扰
光
限
制
规
范

"
%
&
'
(

*
)
0
$
0
和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城
市
夜
景
照
明
设
计

规
范

"
2
%
2
.
0
*
的
规
定

)

.
#

.
#

D!!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场
地
风
环
境

冬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建
筑
物
周
围
人

行
区
距
地
高

.
"
)
0
处
风
速
小
于

)
0
'
1
%
户
外
休

息
区

&
儿
童
娱
乐
区
风
速
小
于

$
0
'
1
%
且
室
外
风

速
放
大
系
数
小
于

$
'

*

冬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除
迎
风
第
一
排

建
筑
外

%
建
筑
迎
风
面
与
背
风
面
表
面
风
压
差
不

大
于

)
2
3
(
只
有
一
排
建
筑

%
可
直
接
得
分

$

过
渡
季

&
夏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场
地

内
人
活
动
区
不
出
现
涡
旋
或
无
风
区

'

*

过
渡
季

&
夏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
#
4

以
上
可
开
启
外
窗
室
内
外
表
面
的
风
压
差
大
于

#
"
)
2
3
'

$

.
#

!!!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热
岛
强
度

场
地
中
处
于
建
筑
阴
影
区
外
的
步
道

%
游
憩
场

%

庭
院

%
广
场
等
室
外
活
动
场
地
设
有
乔
木

%
花
架

等
遮
阴
措
施
的
面
积
比
例

&

!

住
宅
建
筑
达

*
#
0

'

!

公
共
建
筑
达

.
#
0

'
得

$
分

(

!

住
宅
建
筑
达

)
#
0

'

!

公
共
建
筑
达

$
#
0

'
得

*
分

(

*

场
地
中
处
于
建
筑
阴
影
区
外
的
机
动
车
道

'
路
面

太
阳
辐
射
反
射
系
数
不
小
于

#
"
1
'
或
设
有
遮
荫

面
积
较
大
的
行
道
树
的
路
段
长
度
超
过

+
#
0

)

*

屋
顶
的
绿
化
面
积

%
太
阳
能
板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以

及
太
阳
辐
射
反
射
系
数
不
小
于

#
"
1
的
屋
面
面

积
合
计
达
到

+
)
0

)

1

.
#

"!!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提 高 与 创 新

/
"
$
"
.

降
低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的
能
耗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0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2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1

&
得

*
#
分

(

*
#

*
#

/
"
$
"
$

采
用
适
宜
地
区
特
色
的
建
筑
风
貌
设
计

&
因
地
制
宜
传
承
地
域
建
筑

文
化

(

$
#

$
#

/
"
$
"
*

合
理
选
用
废
弃
场
地
进
行
建
设
&
或
充
分
利
尚
可
使
用
的
旧
建
筑
(

,
,

/
"
$
"
0

场
地
绿
容
率
计
算
值
不
低
于

*
"
#
&
得

*
分

'

场
地
绿
容
率
实
测
值
不
低
于

*
"
#
&
得

)
分

(

)
)

#!!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提 高 与 创 新

/
"
$
"
)

特
殊
结
构
体
系

主
体
结
构
采
用
钢
结
构

%
木
结
构

&
.
#

主
体
结
构
采
用
装
配
式
混
凝
土
结
构

'
地
上
部
分

预
制
构
件
应
用
混
凝
土
体
积
占
混
凝
土
总
体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0

'
得

)
分

(

主
体
结
构
采
用
装
配
式
混
凝
土
结
构

'
地
上
部
分

预
制
构
件
应
用
混
凝
土
体
积
占
混
凝
土
总
体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0

'
得

.
#
分

&

.
#

/
"
$
"
1

&
2
3
技
术
在
建
筑
的
规
划
设
计

%
施
工
建
造
和
运
行
维
护
阶
段
中
应

用
情
况
与
得
分

)
在
其
中
一
个
阶
段
应
用

'
得

)
分

(
在
其
中
两
个
阶

段
应
用

'
得

.
#
分

(
在
其
中
三
个
阶
段
应
用

'
得

.
)
分

&

!

规
划
设
计
阶
段

(

!

施
工
建
造

(

!

运
行
维
护
阶
段

(

.
)

/
"
$
"
+

进
行
建
筑
碳
排
放
计
算
分
析

'
采
取
措
施
降
低
单
位
面
积
碳
排
放
强

度
&

.
$

.
#

.
)

.
$

$!!



附录2"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及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2#$#!!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按TN:N; 取值#

表2#$#!"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汽油 ID;9I7FE7%&;:D::70)1E7%' ;NIM;I7%0"E7%

柴油 I9M:K7FE7%&;:9::70)1E7%' ;NIKM;7%0"E7%

液化石油气 K:9I97FE7%&;9:::70)1E7%' ;NM;ID7%0"E7%

液化天然气 K;IJR7FE7%&;9D::70)1E7%' ;NMKM97%0"E7%

天然气
D<;KM7FE,

D

&R<DR70)1E,

D

' ;N9DI7%0"E,

D

热力

&当量值'

% :N:DI;97%0"EOF

热力

&等价值'

% 按供热煤耗计算

电力

&当量值'

% :N;99J7%0"E&7W,6'

电力

&等价值'

按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

计算或 :NDD7%0"E7W6

2#$#%!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TN:N9 取值#

1!!



表2#$#%"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能源名称
单位热值含碳量

&-BEHF'

碳氧化率 &Q'

单位热值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

&-BS

9

EHF'

汽油 ;RNJ :NJR <MNJ;

柴油 9:N9 :NJR M9NKJ

_PG液化石油气 ;MN9 :NJR <;NR;

[G_天然气凝胶 ;MN9 :NJR <;NR;

天然气 ;KND :NJJ KKNKI

!注( 上述数据取值来源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AEHK;D<<%9:;J

2#$#&!其他能源排放因子按TN:ND 取值#

表2#$#&"其他能源排放因子

名称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热力 &当量值'

:N;;-BS

9

EGF

&;'

电力 &当量值'

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或

:NKR;:7%BS

9

E7W6

&9'

!!注( &;' 数据取值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 )公共

建筑运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试行'*$

&9' 数据取值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9:99 年中国区域电网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

8!!



附录3"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结论汇总

3#$#!!符合性评估汇总表应按表LN:N; 编制#

表3#$#!"符合性评估汇总表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规划及建筑

专业

项
目
特
征
与
总
平
面
设
计

项目选址

政策符合性

项目及单体建筑

规划指标满足规

划条件

地下空间开 发

利用

项目周边公共服

务设施设置

停车设施的配置

场地内安全防护

措施

垃圾分类收集场

所! 室外吸烟区

的设置

?!!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规划与建筑

专业

建
筑
与
建
筑
热
工
设
计

建筑节能类别

建筑体形系数

透光围护结构各

部位热工设计规

定性指标及权衡

判断

非透光围护结构

各部位热工设计

规定性指标及权

衡判断

围护结构防 结

露! 防冷凝及隔

热性能

保温隔热材料的

防火

遮阳设施的设置

结构专业

设计依据和参数满足

现行标准! 规定和相

关政策要求

B!!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结构专业

结构抗震分析模型及

计算软件的技术条件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AK::;; 的规定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

力和建筑使用功能

要求

结构构件的耐久性应

满足相应设计工作年

限的要求

不应采用建筑形体和

布置严重不规则的建

筑结构

特别不规则的结构应

合理确定抗震性能

目标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

的保温性能和结构性

能满足现行相关标准

的要求

C!!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结构专业

严禁采用国家和浙江

省明令禁止使用或淘

汰的材料和产品

K::7,以内生产的建

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

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

于 <:Q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

混凝土

建筑砂浆采用预拌

砂浆

混凝 土 结 构 中 梁!

柱! 剪力墙等构件的

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

不低于 I::OP)级的

热轧带肋钢筋

主要结构材料包括混

凝土! 钢筋! 钢材!

建筑填充墙体材料!

砌筑砂浆等" 符合现

行标准和技术要求

D"!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结构专业

绿色建材的应用应满

足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要求#

暖通专业

室内外设计参数

冷
热
源

冷热源设备 制

冷剂

冷热源设备总装

机容量

冷热源设备效率

多联式空调 &热

泵' 机组与分体

空调室外机散热

环境

输
配
系
统

水输配系统设备

效率! 耗电输冷

&热' 比

风输配系统设备

效率! 单位风量

耗功率W(

!"!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暖通专业

输
配
系
统

末
端
设
备

控
制
系
统

多联机空调系统

冷媒管等效长度

下满负荷运行性

能系数

暖通空调系统用

水水质

水泵! 风机变频

项目的适应性

末端及管道 保

温! 保冷

末端装置独立可

调节

污染物排放

地上房间 BS

9

浓

度检测系统

地下车库 BS浓

度监测系统

集中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系统设

备的监测与控制

暖通空调系统分

区控制

""!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给排水专业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

热水系统可再生能源

利用

给水定额及给水量

计算

给水系统设计及分区

给水系统计量

热水定额及热水量

计算

热水热源选用

热水系统设计

排水系统

节水设备选用

管材选用

卫生器具! 器材选用

绿化及道路浇洒用水

定额设计

景观用水

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

设置

#"!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专业

供
配
电
系
统

变电所供电半径

变压器选型

三相平衡要求

无功补偿

谐波防治措施

导体! 线缆选择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的供配电设计

照
明

照度标准

照明质量

照明功率

密度限值

照明方式

照明控制方式

照明产品能效及

光生物安全

动
力

电 梯! 自 动 扶

梯! 自动人行道

的节能措施

$"!



续表LN:N;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专业

用
电
计
量

智
能
化
系
统

电开水炉的节能

措施

用电分项计 量

系统

用电考核计量

建筑设备管 理

系统

能耗监测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智能化服务系统

可再生能

源利用

居
住
建
筑

公
共
建
筑

太阳能热水系统

或空气源热泵热

水系统

太阳能光伏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

系统利用量

太阳能光伏系统

1"!



3#$#%!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应按表LN:N9 编制#

表3#$#%"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表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

各项

内容
评价内容 深化优化项

设计单

位回复

图审单

位复核

8"!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00的规定/ 或 .应按00执行/#

?"!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AKK:;K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FGF;DI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AK:;M<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AK:MD<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AK:KKK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AK::;K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AK::DI

)声环境质量标准* GAD:J<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AK::DD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AEHK;DK: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AEHK;D<<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AEH;RRRD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DDE;;:K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准* CADDE;;;;

)公共建筑用电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 CADDE;:J: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CADDEH;;<K

B"!



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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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建筑活动是人类对自然资源! 环境影响最大的活动之一#

浙江省夏季炎热" 冬季湿冷# 近年来" 随着浙江省经济的高速增

长"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建筑运行能耗也随之进一步上

升" 这将会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利于环境保护#

中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目前已成

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9:9: 年我国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9:D: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9:<: 年前实现碳中和# 9:9; 年中

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上明确要求 .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

并且强调要把 .碳达峰! 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为了能尽早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 的目标" 进一步加强

浙江省建筑节能工作刻不容缓! 势在必行# 浙江省制定 &修编'

并发布了关于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的一系列工程建设标准" 其中

包括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

DDE;:;K 和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DDE;;:K

等" 使得绿色低碳可持续建筑设计有法可依" 有标准可行" 同时

更加有效的推进我省建筑高质量发展#

为了确保在标准的执行过程中节能减碳措施的真正落地" 浙

江省建筑领域根据 )浙江省实施U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V

办法*!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等法律法规架构了规划! 设计!

节能评估! 图审! 施工! 能效测评! 竣工验收的闭环管理体系"

强化绿色节能低碳建筑的建设监管" 其中节能评估是建筑节能减

##!



碳工作闭环管理的重要环节# 依据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9:;K 年 ;9 月 I 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9:;M 年 ;; 月 D: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9:9: 年 J 月 9I

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

次修正'"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的建设单位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

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 应当附具节能评估文件或者节能登记

表#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就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是否符合本条例

规定和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 征求同级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建设单位也可以在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前" 先行向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节能审查# 建设单位向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附具节能审查意见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再征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节能审查意

见明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不符合 )绿色建筑条例* 规定和绿色

建筑强制性标准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审核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符

合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 是否落实节能审查意见$ 不符合绿色建

筑强制性标准或者未落实节能审查意见的" 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合格证书# )浙江省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管理

办法* &浙建 19:;R2 ;; 号' 依据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对

民用建筑节能评估和审查管理做了细化规定# 建设单位向民用建

筑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 应当

附具节能审查申请材料#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将节能审查申请

材料送建设主管部门征求意见建设单位也可以在向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前" 先行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节

能审查# 建设单位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

附具节能审查意见的"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再征求建设主管部门

意见# 需要编制节能评估文件的民用建筑项目" 建设主管部门可

以组织专家对节能审查申请材料进行评审" 并形成专家评审意

$#!



见#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齐全的项目节能审
!

申请材料之日

起" 依据民用建筑节能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建

筑节能设计! 绿色建筑设计等相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专家

评审意见在十个工作日内提出节能审查意见# 不予通过审查的项

目" 由建设单位组织修改工程设计方案和节能评估文件 &或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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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者形式" 改建时需要整体拆除围护结构的既有建筑#

其他建筑若需要节能评估" 可参考本规程的规定执行#

!#$#&!本规程对民用建筑项目的节能评估原则! 方法! 基本内

容与评价要点做出了规定# 评价的内容与要点着重覆盖绿色建筑

与建筑节能设计技术# 对于进行节能评估的民用建筑项目" 建设

时除了满足本规程的节能评估要求外" 对于建筑的其他要求" 如

结构安全! 防火安全等要求未列入本规程的评价中" 建设时应符

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



%"术语与符号

%#!#'!对于同时具有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功能的民用建筑项目

按规定的比例拆分" 计算民用建筑项目的基准能耗建筑规模#

%#!#+!根据 )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 &9:9; 修

正' &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通过'" 本条例所称可再生能源" 是指风能! 太阳能! 水能! 生

物质能! 地热能! 海洋能! 空气能等非化石能源#

空气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在本规程中是指浙江省地区应

用的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

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 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

红外光谱内的辐射波的气态成分# 温室气体包括但不限于二氧化

碳 &BS

9

'! 甲烷 &Bc

I

'! 氧化亚氮 &[

9

S'! 氢氟碳化物 &cL'

B('! 全氟碳化物 &PLB(' 和六氟化硫 &ZL

<

'# BS

9

为人类活动

最常产生的温室气体" 为了统一度量整体温室效应的结果" 规定

以二氧化碳排放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 简称碳排放#

建筑建造! 运行! 拆除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为 BS

9

"

其计算结果通常使用 7%BS

9

$ 建材生产和运输及制冷剂排放的温

室气体包括各种温室气体" 其碳排放通常使用二氧化碳当量 &7%

BS

9

"' 表示# 二氧化碳当量 &7%BS

9

"' 指与一定质量的某种温

室气体具有相同温室效应的BS

9

的质量" 是可用于比较不同温室

气体对温室效应影响的度量单位# 本规程中" 建筑运行碳排放指

建筑物根据设计文件与建筑设计运行工况下" 运行阶段因能源活

动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 建造及拆除! 运行等

?#!



人员活动" 因化石能源的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 称之为建筑直接

碳排放# 化石能源包括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 建筑物中化石能

源使用方式主要为直接燃烧" 例如建筑物中炊事! 供暖或供生活

热水" 其产生温室气体主要为BS

9

# 本规程中" 建筑运行直接碳

排放指建筑物根据设计文件与建筑设计运行工况下" 建筑物运行

阶段因化石燃料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人员活动" 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能

源" 虽然在建材生产及运输! 建造及拆除! 运行阶段不直接产生

温室气体" 但这些能源的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温室气体" 例如电

力在建筑物中的使用过程中不产生温室气体" 但是电力在发电

端" 因使用化石燃料燃烧发电排放温室气体" 因此称之为间接碳

排放# 本规程中" 建筑运行间接碳排放指建筑物根据设计文件与

建筑设计运行工况下" 建筑物运行阶段因外购电力! 热力等能源

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



&"基本规定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所在区域环境特征" 围

绕建设项目用能的能源类别! 能耗内容! 不同类别能耗比重" 针

对项目运行阶段碳排放进行预测" 对环境及能源利用资源! 建筑

被动式节能技术! 建筑主动式节能技术! 可再生能源技术! 绿色建

筑技术等方面进行重点评价# 节能评估内容必须实事求是" 与设计

文件一致$ 节能评估结论必须客观" 符合项目所在地的环境及资源

条件$ 节能评估过程必须公正" 评价逻辑一致" 数据来源可靠#

&#$#%!本条明确了节能评估的结果目标# 节能评估应满足的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的法律! 法规! 政策性文件# 国家! 浙江省以及

各地市在建筑节能减碳工作中" 相继发布了与节能相关的法律!

法规! 以及各类政策性文件" 节能评估应满足所有现行的法律!

法规! 政策性文件# 节能评估在技术上应满足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的技术规范与标准# 此外" 根据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设区

的市! 县 &市' 人民政府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发展

改革! 自然资源! 经济和信息化等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绿色

建筑专项规划"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招标! 拍卖或者挂牌公告中" 应当依据绿色建筑专项规

划明示该地块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建设单位委托项目设计时" 应

当依照本条例规定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节

能评估和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相应等级绿色建筑的技术要求# 因

此节能评估应满足各地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文件的要求及各地市

低影响开发! 能源综合利用! 水资源综合利用! 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 绿色交通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专项规划及规划审批文件

的要求#

C#!



&#$#&!本条规定了节能评估成果形式# )浙江省民用建筑项目节

能评估和审查管理办法* &浙建 19:;R2 ;; 号' 要求" 节能评估

实施分类评价和审查# 节能评估实施分类评价和审查根据建筑性

质和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形成 )节能评估报告书*! )节能评估报

告表* 或 )节能登记表*# 总建筑面积在基准能耗建筑规模三倍以

上的民用建筑项目应当编制 )节能评估报告书*$ 总建筑面积在一

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以上! 三倍以下的民用建筑项目" 应当编制

)节能评估报告表*$ 总建筑面积在一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以下的

民用建筑项目" 应当填写 )节能登记表*# 根据该管理办法" 浙

江省民用建筑节能评估分类管理总建筑面积指标表如表 D';#

表 &1!"节能评估分类管理总建筑面积指标表

建筑性质
编制节能评估报

告书

编制节能评估报

告表
填写节能登记表

公共建筑
总建筑面积 D 万

,

9及 D 万,

9以上

总建筑面积 ; 万

,

9及; 万,

9以上"

D 万,

9以下

总建筑面积 ; 万

,

9以下

居住建筑
总建筑面积 ;K 万

,

9及 ;K 万,

9以上

总建筑面积 K 万

,

9及K 万,

9以上"

;K 万,

9以下

总建筑面积 K 万

,

9以下

对于同时具有不同类别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功能的商住楼或

建筑综合体等民用建筑项目的总建筑面积" 以项目经济技术指标

中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面积按比例关系折算后" 达到其中一类界

限规模的" 按该规模进行分类管理# 例如某建筑综合体项目中"

公共建筑面积 Z

;

万,

9

" 居住建筑面积 Z

9

万,

9

# 若 Z

;

E; ^Z

9

E;K

%

D" 则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 若 ;

"

Z

;

E; ^Z

9

EK UD" 则编制节能评

估报告表$ 若 Z

;

E; ^Z

9

EK U;则填写节能登记表#

民用建筑项目根据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申请节能审
!

" 对于规划

D$!



条件允许分期实施的项目" 建设单位可以分期申请节能审
!

# 分期

申请节能审
!

时" 节能评估应按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进行分类管理"

对于国有建筑用地上的民用建筑项目"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是指一

次出让或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总建筑面积 &含地下建筑面

积'$ 对于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民用建设项目"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是

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总建筑面积 &含地

下建筑面积'#

&#$#'!本条与 DN:NK 条'DN:NR 条明确了节能评估的内容# 节能

评估的内容框架如图 D'; 所示#

图 D';!节能评估内容架构

节能评估主要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之前对设计文件进行绿

色性能与节能减碳技术的评估分析" 并对建筑运行碳排放及绿色

建筑建设等级预测" 指导施工图设计中绿色与节能减碳措施的落

地实施#

&#$#(!设计技术评估中的符合性评估是指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

建筑设计! 结构设计! 暖通空调系统设计!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

统设计! 给水排水系统设计! 可再生能源设计等方面与相关国家

和浙江省现行的法律! 法规! 节能政策! 准入清单! 上位规划及

批复和技术标准中具体技术指标条款逐一对比分析" 对其符合性

做出评价# 重点在于对相关国家或浙江省现行的节能要求中强制

!$!



性条款与 .应/ 字性条款的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评估是节能评

估必须包含的内容之一#

&#$#)!设计技术评估中的性能性评估是指针对评价项目的特点"

对设计文件中节能体系! 用能系统及绿色节能措施的合理性进行

评价" 重点在于对相关国家或地方现行的节能要求中 .宜/ 字

性条款及 .可/ 字性条款的适宜与合理性评价" 提出可行性的

优化建议# 性能性评估是节能评估必须包含的内容之一#

性能性节能评估包括节能措施的合理性" 技术经济可行性"

必要时" 应对能源利用风险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价# 节能措施的合

理性评价包括设备! 材料与节能措施先进! 安全! 可靠等方面评

价" 还应对节能措施是否符合建筑节能的技术政策" 是否符合国

家和浙江省推广使用的建筑技术和产品要求" 是否符合项目所在

地的环境及资源条件" 是否因地制宜采取评价技术" 并适宜合

理# 技术经济可行性包括以项目设计采用的节能材料与措施为基

础" 对比分析项目其他可能采用的节能材料与措施的技术适宜与

经济方案" 提出推荐性技术指导# 涉及新技术的建设项目" 应指

出新技术的推广导向#

能源利用风险的可接受性评价可对建设项目存在的能源利用

风险及制约因素" 从建筑能耗各个角度分析" 对能源利用风险防

范措施和能源利用事故处理应急方案进行评估#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是指根据设计文件及预期运营管

理的分析" 做出预期运营的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化评估" 评估

结果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的要求# 当计算结果超

过绿色建筑专项规划中的碳排放强度的规划目时" 应分析设计文

件中造成预期运营能耗超限的原因" 并提出技术措施调整设计文

件" 直到计算结果满足要求#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是节能评估

必须包含的内容之一#

&#$#+!节能评估应对照现行国家或浙江省 )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 对建设项目各项绿色建筑技术措施评分" 进行设计绿色建筑

"$!



评估#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是节能评估必须包含的内容之一#

&#$#,!本条明确了节能评估的方法#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

特点和所在区域环境特征" 针对项目可能存在的问题" 从项目环

境现状! 建筑朝向与总平面设计! 建筑设计! 节材设计! 节水设

计! 用能系统设计! 可再生能源和其他能源新利用! 建筑物理环

境分析! 建设项目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预测情况等方面通过现场调

查! 资料收集! 对比分析! 模拟验算等多种方法进行评价" 明确

节能减碳措施# 节能评估应综合考虑建设单位的使用需求! 相关

学科和行业的专家及有关设计单位的意见" 并认真听取当地建设

主管部门的意见" 对建设项目建筑节能设计工作提出技术指导#

&#$#!$!本条明确了节能评估的时机# 节能评估工作应是建设项

目全过程的专业化节能减碳设计咨询服务# 建筑节能减碳与绿色

建筑设计强调全过程控制# 建筑节能减碳与绿色建筑设计是对现

有设计管理和运作模式的创造性变革" 是具备综合专业技能的人

员! 团队或专业咨询机构的共同参与的过程# 建筑节能减碳与绿

色建筑设计强调从设计策划入手" 在设计的前期进行绿色建筑设

计策划" 可以通过统筹考虑项目自身的特点" 在对各种节能减碳

技术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性的统筹对比和优化的基础上" 达到合理

控制成本! 实现各项指标的目的# 建筑节能减碳与绿色建筑设计

策划宜采用团队合作的工作模式" .绿色团队/ 的组成可包括开

发商! 业主! 建筑师! 工程师! 咨询顾问! 承包商等# 如果在设

计的后期才开始建筑节能减碳与绿色建筑设计" 很容易陷入简单

的产品和技术的堆砌" 并不得不以高成本! 低效益作为代价# 因

此民用建筑项目建设单位宜在委托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工程设计的

同时" 开展节能评估相关工作# 节能评估的具体评价过程应在各

专业施工图设计结束之前完成" 并出具节能评估文件" 用以指导

建设项目后续的施工图设计中节能减碳措施的落实# 当施工图设

计后期进行节能评估" 往往造成建筑节能减碳的技术堆砌" 甚至

设计工作的大量返工#

#$!



节能评估具体工作程序见图 D'9#

图 D'9!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流程图

$$!



'"基础资料

'#! 项目建设地环境资料

'#!#!!项目建设地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规划指标! 项目所在地

的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和周边交通路网 &建设地周边路网的公路等

级' 等资料收集与分析的用途在于为建设用地的场地资源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 场地交通" 绿色建筑建设等级以及场地室外物理

环境分析评价提供依据#

绿色建筑专项规划资料包括关于建设地的绿色建筑建设等

级! 装配式建筑要求! 装配式钢结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

要求! 城镇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光伏系统的装

机容量! 建筑碳排放运行强度降幅! 设计节能率等要求#

'#!#%!本条规定的项目用材情况收集与分析的用途在于对建设

项目的节材分析提供依据" 为建设单位提供建设性指导意见#

'#!#&!气象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的用途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用于

建筑节能计算$ 二是用于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的设计选型符合性!

性能性评估以及空调设备运行能耗分析$ 三是用于风热环境模拟

和采光模拟#

建筑节能计算用典型气象年的气候统计结果应以现行浙江省

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D< 与 )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 CADDE;:;K 的数据为依据# 暖通空调设计用的室外

设计参数以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 GAK:MD< 的数据为依据$ 风热环境模拟用的典型气象年的

气候统计结果应以现行浙江省标准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

计标准* CADDE;;;; 为依据#

'#!#'!建设地水资源及规划资料收集包括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

市政给水排水管网! 低影响开发相关指标要求的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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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项目建设地红线外 DK:,范围内存在水资源时" 项目建设

地附近的水资源 &一定规模自然形成' 合适时" 可利用地表水

设置地表水水源热泵系统# 考虑到水资源若离项目建设地较远"

抽取水资源的循环泵的扬程偏高" 管道敷设代价较大" 敷设困

难" 因此节能评估仅对建设地红线外 DK:,范围内的地表水资源

进行收集与分析# 地表水资源资料的收集与分析重点在于分析建

设地或周边的地表水水源资料# 需要收集水资源的性质! 水面用

途! 深度! 面积! 分布! 不同深度的地表水水温! 水位动态变

化! 流速及流量动态变化! 水质及其动态变化! 水资源利用现

状等#

对于项目建设地地下水的水资源资料可结合项目建设地的地

质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

水资源资料收集还应包括收集建设地周边城市给水排水管网

等相关资料" 如收集城市污水源管网等情况#

项目所在地的低影响开发专项规划等相关资料收集与分析的

用途在于对建设用地的低影响开发设计分析评价提供依据# 主要

收集项目所在地的外排雨水量径流系数! 年径流量控制率! ZZ

去除率等要求#

'#!#(!地质资料是建筑场地平整! 基础设计及评价地源热泵系

统可行性的依据" 建设单位应提供项目所在地的勘察报告" 勘察

报告应能满足设计需求# 对于设置地源热泵系统的建设项目" 地

质资料应补充提供并重点分析建设地或周边的岩土层的结构! 地

下水静水位及腐蚀性! 水温! 水质! 岩土体热物性! 岩土体温

度! 和地下水径流方向! 速度等" 评价时应关注这些参数的不同

特点" 为建筑能源利用提供依据#

'#%"项目建设地能源资料

'#%#!!节能评估对项目建设地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管理策略的

调查" 应注重收集国家! 省! 项目所在地关于电力! 燃气!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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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燃煤! 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 热力资源! 水资源利用方面的

相关标准! 政策! 法规! 规定和能源规划等资料" 以全面了解项

目建设地的能源战略和能源管理情况# 此外" 节能评估还应对项

目建设地各种能源的计价标准进行调查与收集" 作为运行能耗经

济性分析的依据#

'#%#%!节能评估应注重收集拟建建筑周边的电力! 燃气! 燃油!

燃煤! 热力资源! 水资源利用的现状和规划情况" 逐项分析" 根

据规划要求" 淘汰重污染或禁止使用的能源" 积极推荐采用清洁

能源# 节能评估收集周边能源设施现状和规划情况的重点在于分

析拟建建筑周边可利用的能源种类" 对于市政能源条件的情况"

如市政变电所开闭所的位置! 燃气调压站位置等分析不在节能评

估范围之内#

'#%#&!节能评估应注重收集项目建设地周边的太阳能! 地热能!

风能! 水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基础资料! 应用现状和规划

情况" 根据浙江省的地理条件! 气候特点! 能源规划和发展要

求" 重点收集太阳能! 空气热能! 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

源及余热废热利用! 热电冷联产! 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等能源新利

用的现状和规划相关资料" 并根据拟建建筑的运行特点" 从建筑

的全生命周期出发" 分析并有选择的开展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其中太阳能利用应注重太阳能的热利用" 在技术经济条件许

可的前提下" 还应倡导采用太阳能光伏利用技术和太阳能光诱导

技术#

空气热能主要是指空气源热泵热水供应技术! 能源塔热泵应

用技术! 室外免费能源利用技术等" 在经过资料收集和分析" 并

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在拟建建筑中有选择的采用#

地热能主要应注重土壤源! 淡水水源! 海水源等资源的利

用" 尤其沿海城市和地区注重开发利用海水资源# 淡水水源利用

主要是指地表淡水水源利用" 应结合本规程第 IN;NI 条收集地表

水资源资料" 不建议采用地下水源资源" 更严禁采用地下承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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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利用技术# 当建设地位于城市污水处理厂附近时" 应重点收

集和分析污水水源水量! 热工参数等资料" 提倡合理采用污水源

热泵技术#

生物质能利用应重点在城乡结合部! 村镇民用建筑等中逐步

开展这项工作#

余热废热利用主要是指建设地周边是否有一定规模的余热或

废热资源" 如电厂或其他工业的废热! 热电厂的余热等" 如果存

在相关余热废热供应的管网系统" 在项目设计时应优先考虑这些

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拟建建筑自身可能产生的余热废热也应得到充分重视" 尽可

能在建筑中得到应用" 如空调机组的冷凝热! 锅炉燃烧余热! 排

风热回收等#

'#&"项目设计及预期运营管理资料

'#&#!!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作为节能评估的输入性文件" 必须

完整! 准确" 并与节能报告文件的数据一致#

在节能评估工作之初" 建设单位应提供与节能评估阶段匹配

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 如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

立项报告! 方案设计文件 &或初步设计文件' 等审批文件的文

号和名称! 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及其他规划条件要求 &指标'! 项

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绿色 &节能' 设计说明专篇" 以及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要求* &9:;< 年版' 的设计文件" 包括设计说明! 设计图纸! 主

要设备材料表! 各专业主要计算书! 设计碳排放计算书等# 对于

预留设计" 应明确预留的用能设备条件! 指标与预留原则# 各专

业的设计文件与设计参数包括(

建筑专业设计说明应包括(

!!相关现行的国家! 行业! 地方规范! 规程! 标准! 规定

文件作为设计依据$ 建筑的功能定性及对应执行的节能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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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或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还应注明节能类别$

%!项目概况( 项目地点! 项目用地性质! 规划指标! 项目

的分区! 分期要求! 设计项目的主要功能! 设计范围等内容$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建筑总面积! 建筑占地面积! 建筑

层数和总高 &地上! 地下部分'$ 容积率! 密度及绿地率等和反

映建筑功能规模的技术指标$ 尤其包括有标定人员使用要求的建

筑的相关指标" 例如体育馆! 影剧院的座位数$ 旅馆! 病房! 宿

舍的床位数$ 居住建筑的户数及学校! 幼儿园的班级数等$

'!建筑的外立面 &饰面' 用料! 屋面构造及用料$ 围护结

构的构造做法及主要保温材料及燃烧性能等级$ 透明幕墙的玻璃

可见光反射比要求$ 节能要求及相关文件对应的安全要求$ 凸

窗! 天窗! 遮阳措施的设计要求$

(!设计文件中应对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及其有害物质限量的

要求进行明确$

)!对项目中特殊单体或特殊要求进行重点说明" 例如需与

室外直接连通进行通风且不设置空调的空间或建筑不进行保温节

能设计等$

*!项目的绿色建筑设计目标( 分项设计" 星级要求等#

建筑专业设计图纸应与说明中单体功能! 数量相匹配$ 图纸

深度应包括各平面图! 立面图及主要剖面图# 重点部位应提供墙

身详图! 节点详图等#

建筑专业计算书应包括节能计算书$ 对外形复杂 &如外廊连

通的学校! 住宅' 应提供建筑外围护结构的保温轮廓线#

结构专业设计说明应包括(

!!工程概况( 工程所在地" 建筑主要功能" 房屋高度" 地

上和地下层数$ 若有多个子项" 应分别说明#

%!设计依据(

;' 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标准 &包括标准的名称! 标

准号和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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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体结构设计工作年限$

D'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或可靠的地质参考资料$

I' 批准的上一阶段的设计文件$

K' 其他技术规定#

&!建筑分类等级(

;'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

9'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

D' 建筑桩基设计等级

I'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

K' 地下室防水等级$

<' 人防地下室的设计类别! 防常规武器抗力级别和防核

武器抗力级别$

M' 建筑防火分类等级和耐火等级$

R' 混凝土构件的环境类别$

J' 地下室抗浮设计等级

'!主要荷载 &作用' 取值(

;' 楼 &屋' 面活荷载! 特殊设备荷载$

9' 风荷载 &包括地面粗糙度'" 需要时应补充其体型系

数和风振系数等$

D' 雪荷载$

I' 地震作用 &包括抗震设防烈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

度! 设计地震分组! 场地类别! 场地特征周期! 结构

阻尼比!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等'$

K' 地下室抗浮设计水位$

<' 特殊的荷载 &作用' 工况组合" 包括分项系数及组合

系数#

(!上部结构设计(

;' 结构缝 &伸缩缝! 沉降缝和防震缝' 和后浇带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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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部结构选型$ 抗震等级$ 楼 &屋' 面结构布置$

D' 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 特殊技术措施说明$

I' 结构特殊施工措施! 施工要求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结构分析(

;' 采用的结构分析软件编制单位! 名称! 版本号$

9' 结构分析所采用的计算模型! 计算嵌固部位" 结构分

析输入的主要参数" 必要时附计算模型简图$

D' 列出主要控制性计算结果" 可以采用图表方式表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说明" 并根据有关标准

和规定进行结构规则性判定" 超限工程应按规定进行

专项论证#

I' 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时" 应明确结构性能目标和

技术措施#

*!地下室结构设计(

;' 地下室沉降缝和后浇带的设置$

9' 地下室结构选型$ 抗震等级$ 底板! 中间层! 顶板结

构布置$ 地下室外墙! 内墙布置$

D' 有抗浮要求的地下室应明确抗浮措施$

I' 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 特殊技术措施的说明$

K' 结构特殊施工措施! 施工要求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地基基础设计(

;'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概况" 应包括各主要土层名称!

场地地震效应! 地基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 地基液化

判别" 地基土冻胀性和融陷情况" 湿陷性黄土地基湿

陷等级和类型" 膨胀土地基的膨缩等级" 特殊地质条

件 &如溶洞' 等说明$ 场地地下水! 土对建筑材料的

腐蚀性评价$

9' 基础选型说明$

D' 采用天然地基时应说明基础埋置深度和持力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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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桩基时" 应说明桩的类型! 桩端持力层及进入持

力层的深度! 承台埋深$ 采用地基处理时" 应说明地

基处理要求$

I' 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

K' 必要时应说明对既有建筑物! 构筑物! 市政设施和道

路等的影响和保护措施$

<' 施工特殊要求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主要结构材料(

混凝土强度等级及应用范围$ 钢筋强度等级及使用范围$ 填

充墙材料类型! 强度等级! 使用部位和容重$ 砂浆类型! 强度等

级和使用部位$ 钢材强度等级及使用范围$ 其他特殊材料或产品

说明等内容$

!$ !绿色 &节能' 建筑设计专篇 &结构专业'(

;' 绿色建筑设计目标$

9' 按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和星级要求" 阐述采用的

各项措施#

!!!人防设计专篇 &结构部分'(

;' 设计依据" 主要包括与人防结构设计有关的标准和

图集$

9' 人防地下室功能! 抗力等级$

D' 人防结构布置" 包括人防墙! 人防口部! 楼板等$

I' 人防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装配式建筑专篇(

;' 明确装配式建筑的规划要求" 明确遵循的装配式建筑

评价标准$

9' 装配式建筑设计目标及技术总述$

D' 装配率评价项及说明" 包括主体结构! 围护墙和内隔

墙! 装修和设备管线等$

I' 装配率评分表及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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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结构专业设计图纸应包括(

!!基础平面布置图及主要基础构件的截面尺寸$

%!地下室结构平面布置图" 注明主要的定位尺寸! 主要构

件的截面尺寸$ 伸缩缝! 沉降缝! 防震缝! 施工后浇带的位置和

宽度等#

&!上部结构楼层结构平面布置图" 注明主要的定位尺寸!

主要构件的截面尺寸$ 伸缩缝! 沉降缝! 防震缝! 施工后浇带的

位置和宽度等#

'!结构 &包括地上和地下室' 主要或关键性节点! 支座示

意图$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设计说明应包括(

!!设计依据( 相关现行的国家! 行业! 地方的标准! 规范!

规程! 规定文件等建筑概况等内容$

%!变! 配! 发电系统设计说明( 负荷等级! 容量$ 供电电

压等级$ 变! 配! 发电站的位置! 数量! 容量! 供电范围! 供电

半径$ 变压器选型$ 变压器运行方案$ 三相平衡的要求$ 无功补

偿的设置$ 谐波防治措施$ 供电线路型号! 导体材质$ 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的供配电设计等内容$

&!照明系统设计说明( 室内! 外的照明质量! 照度标准
#

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方式$ 光源! 灯具及镇流器等附件的能效

要求$ 照明控制方式等内容$

'!动力系统节能设计说明( 各动力! 空调设备配置的电动

机的能效要求$ 启! 停! 调速等控制$ 电梯! 自动扶梯! 电开水

炉的节能设计等$

(!用电内部考核计量! 用电分项计量系统设计说明$

)!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设计说明$

*!相关的智能化系统设计说明( 信息网络系统! 智能化服

务系统! 分类能耗监测及用电分项计量网络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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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等内容$

+!环境保护措施 &可结合上述各系统说明'( 噪声! 光污

染! 有害物质! 电磁辐射等的控制措施#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设计图纸应包括(

!!电气总平面图( 标示建筑物! 构筑物名称! 高度$ 变!

配! 发电站位置$ 高! 低压线路走向等内容$

%!变! 配! 发电系统( 高! 低压变! 配电系统图! 自备电

源供电系统图等内容$

&!变! 配! 发电站布置平面图$

'!配电系统( 竖向配电干线系统图! 主要干线布置平面

图等$

(!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图及主要平面图#

)!相关的智能化系统的系统原理图或系统接线图$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计算书应包括(

用电设备负荷! 无功补偿及变压器选型计算$ 自备电源负

荷! 选型计算$ 照度! 照明功率密度值计算$ 可再生能源利用系

统 &如太阳能光伏系统' 及其他有关节能的计算#

给排水专业设计说明应包括(

!!相关现行的国家! 地方! 行业的规范! 规程! 标准! 规

定文件作为设计依据$

%!水源设计说明( 由市政或小区管网供水时" 应说明供水

干管的方位! 接管管径! 到达本地块市政水压等内容$

&!给水系统( 给水系统的选择和给水方式" 分质! 分压!

分区供水要求和采取的措施$ 水箱和水池容积! 设置位置! 材

质" 水箱日常清洗要求$ 设备选型! 防水质污染等措施$ 给水计

量系统$ 给水计量设置方式" 设置位置等内容" 用水量计算表$

'!热水系统( 热水用水量计算表$ 热水系统! 使用水温!

水量! 热源加热方式及最大小时热水量! 耗热量! 机组供热量

等$ 设备选型! 保温! 防腐的技术措施$ 当利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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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说明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板面积! 设置位置和热水系统供应

方式" 并说明辅助加热系统! 可再生能源一体化设计的要求等内

容$ 当利用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时" 说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

容量! 设置位置和热水系统供应方式! 可再生能源一体化设计的

要求等内容$

(!冷却循环水系统! 泳池水系统等其他水系统 &如有' 的

系统( 系统规模" 设计参数" 设备配置选型" 工艺流程$

)!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的选择! 生活和生产污 &废' 水排

水量! 室外排放条件等内容$

*!雨水系统(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选择及室外排水条件$ 采

用的降雨强度和雨水排水设计重现期$ 低影响开发控制性指标$

雨水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措施等内容$

+!非传统水源利用( 中水系统! 雨水利用等系统的系统设

计" 水量平衡计算等内容$

,!室外给排水( 室外给水! 污 &废' 水! 雨水排水系统$

局部污水处理设施$ 雨水排水设计重现期等内容$

!$!景观水体( 景观水体的水源$ 补充水量$ 水质保持措施

等内容$

!!!管材! 接口及敷设方式说明$

!%!节水! 节能措施( 节水器具选择$ 节水节能技术措施$

采取的卫生防疫措施等内容$

!&!环保说明( 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性质! 排放位置等内容#

给排水专业设计图纸应包括(

!!建筑室外给排水总平面图( 给排水管道位置! 管径等内

容$ 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设施! 低影响开发设施设置$

%!给排水系统原理图( 工程涉及的给水系统! 热水系统!

循环水系统! 排水系统! 中水系统! 热水系统! 雨水利用等系统

原理图和水处理流程图" 系统原理图中应标注建筑楼层编号及楼

层标高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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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平面图( 地下室! 标准层! 管道和设备复杂层的

平面图等内容$

'!在平面图中未表达清楚的机房平面图( 水池! 泵房! 热

交换站水处理间等平面图和管道布置等内容$

给排水专业计算书应包括( 给水系统! 热水系统! 雨水控制

与利用系统!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水量平衡计算! 排水系统! 循环

冷却水系统! 各种水处理系统及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等 &包括各

种用水定额! 用水单位数! 使用时数! 小时变化系数! 最高日用

水量! 平均时用水量! 最大时用水量等' 内容#

暖通专业设计说明应包括(

!!相关现行的国家! 地方! 行业的规范! 规程! 标准! 规

定文件作为设计依据$

%!暖通空调室内外设计参数( 所选用的空调室外计算参数!

室内设计参数! 通风换气指标等内容$

&!空调冷热负荷数据( 不同冷热源分区系统的冷热负荷数

据$ 分区建筑面积等内容$

'!冷热源供给方式及参数( 冷热源形式$ 冷热源配置总容

量$ 冷热源分区$ 冷热源的相关计量等内容$

(!主要空调水系统! 风系统的形式及主要参数( 水系统的

形式$ 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度$ 水系统的控制$ 风系统末端的组

合$ 风系统的气流组织形式等内容$

)!保温材料的选择及性能参数$

*!空调系统的控制方式( 空调设备的控制逻辑$ 空调计量

的设置要求等内容$

+!环保说明( 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性质! 排放位置" 污染物!

废弃物处理要求$ 以及降噪及减震措施$

,!绿色 &节能' 专篇( 按照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

计标准* CADDE;:J9 绿建星级要求明确冷热源设备! 输配系统!

末端设备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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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预留集中空调系统的项目" 设计说明应提供设计依

据! 暖通空调室内外设计参数! 通风换气指标! 空调冷热负荷估

算数据! 冷热源形式等内容" 并按照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

设计标准* CADDE;:J9 绿建星级要求明确后期深化设计阶段冷

热源设备! 输配系统! 末端设备应满足的要求#

暖通专业设计图纸应包括(

!!供热通风空调系统主要用能设备表( 所有平时使用的供

热通风空调设备与能耗及节能措施相关的主要技术参数和数量等

内容$

%!供热通风空调系统的冷热源位置! 布置( 冷热源机房或

机组的位置平面$ 冷热源流程图$ 冷却塔或其他设备散热散冷平

面等内容$

&!空调风系统! 水系统或冷媒系统分区平面( 空调末端设

备$ 平时用风机设备平面布置平面$ 风系统! 水系统或冷媒系统

干管或分区平面等内容#

'#&#%!建设项目的功能定位及预期的运营管理方式! 产权及物

业归属直接影响到建筑运营能耗的预测" 相应影响到项目的节能

措施设置的合理性# 因此对建设项目的功能及预期运营管理方式

资料收集是必要的#

建设项目的功能定位与预期的运营管理方式资料包括下列

内容(

住宅建筑应包括住宅的定性是否属于普通住宅! 高级住宅!

保障房或其他性质$ 住宅建筑是否精装修$ 住宅配套的产权或物

业归属$ 住宅配套功能用房的使用频率" 设备的运行时间等

内容#

办公建筑应包括办公的性质属于普通办公! 高级办公! 机关

办公或其他性质$ 办公及其配套的产权或物业归属$ 办公及其配

套的功能用房的的使用频率" 空调及设备的运行时间等内容#

商业建筑应包括商业的性质属于批发" 零售或其他性质$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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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其配套的产权或物业归属$ 商业及其配套的功能用房的使用

频率" 空调及设备的运行时间等内容#

餐饮建筑应包括餐饮的性质为内部食堂" 对外餐厅! 中餐!

西餐! 简餐! 咖啡或其他性质餐饮$ 供餐人数! 供餐次数$ 餐饮

及配套厨房的使用频率" 空调及设备的运行时间等内容#

旅馆酒店应包括酒店的星级标准! 意向的酒店管理公司$ 酒

店及其配套的产权或物业归属$ 酒店规模与床位数$ 酒店配套工

艺用房如洗衣房等的管理模式$ 酒店及配套的功能用房的使用频

率" 空调及设备的运行时间等内容#

学校建筑应包括学校的定性为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 职业教

育! 特殊教育! 公立或私立学校$ 学校规模! 班级数! 在校学生

数! 住宿人数! 食堂就餐人数! 体育场馆座位数$ 学校接附属配

套用房的产权或物业归属及对外运营情况$ 学校各建筑的寒暑假

运行情况$ 学校各建筑的使用频率" 空调及设备的运行时间等

内容#

其他建筑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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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技术评估

(#!"项目特性与总平面设计技术评估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的设计概况有全面的了解" 并应根据项目

立项! 批复和规划条件以及涉及的工程建设标准等依据性文件对

建设项目的关键指标进行复核# 同时" 建筑分类与定性的不同"

直接影响节能评估的判断指标与数据# 节能评估应根据国家和浙

江省现行节能相关标准" 复核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

(#!#&!本条中涉及规划设置和指标的内容为符合性评估" 合理

性要求的内容为性能性评估#

建筑规划布局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建筑间距和日照标准的

规定# 设计应根据建筑功能合理布局" 并综合利用周边市政资源

设施及场地内资源" 进行集约开发建设#

场地内建筑体量尺度应适宜" 避免尺度过大带来的用能需求

大幅提高# 建筑物布局应与场地周围环境与城市空间肌理相协

调# 建筑物的形态应与道路等公共空间相协调" 宜设计半室外空

间或过渡空间使建筑与外部环境有效联接" 有利于形成室内外环

境间的缓冲区" 同时缓解环境对心理造成的冲击# 设计应优化建

筑距离与高度的比值" 创造具有适宜围合度和尺度感的外部空

间# 当屋顶设有突出建筑物的大型设备时" 应考虑周围观看点处

的建筑视觉感# 公共空地! 外部设施与临近空地之间应具有连续

性" 应考虑在不同季节! 气候使用的方便和舒适性#

建筑设计应能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结合项目所在地的主导风

向等季候条件" 通过建筑平面布局" 合理组织建筑间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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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夏季主风向通风效果" 削弱冬季风向# 通过建筑的室内空间

组织" 门窗位置和大小高度的设计" 天井庭院! 拔风中庭的设置

等设计手段增强自然通风效果# 建筑设计应能充分利用天然采

光" 通过建筑朝向! 立面造型等设计加强室内采光效果#

居住街坊规划设计指标! 公共建筑容积率等应满足规划设计

条件" 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A

K:;R: 的规定#

机动车停车应符合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 地面停车位

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适度设置" 并科学管理! 合理组织交

通流线" 不应对人行! 活动场所产生干扰# 停车设施的合理设置

宜采取下列措施( 采用机械式停车库! 地下停车库或停车楼等方

式节约集约用地$ 采用错时停车方式向社会开放" 提高停车场

&库' 使用效率$ 合理设计地面停车位" 不挤占功能空间! 活动

场所并满足消防要求$ 自行车停车场所位置合理! 方便出入#

垃圾收集点和室外吸烟区的设置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

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单位提供的场地内的透水铺装面积和下凹

绿地面积等低影响开发设施指标和布置等内容进行复核" 并符合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规定#

(#!#'!本条第 ; f9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D 款为性能性评估#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是城市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措施之一# 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应与地上建筑及其他相关城市空间紧密结合!

统一规划! 整体开发利用# 随着地下空间开发" 多个地块间的设

施共享显得更为重要" 如地下车库的车位! 出入口的合理布置"

都能有效的提高土地利用率# 同时" 从雨水渗透! 地下水补给和

减少径流外排等绿色生态要求出发" 地下空间应利用有度! 科学

合理#

当建设项目设置地下室时" 开发利用指标除应符合规划条件

外" 还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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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 的规定#

合理的设置地下采光庭院! 天窗! 通风竖井等设施" 是绿色

建筑被动技术在设计中的最好体现#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评价中

应对地下空间采光通风措施进行评价" 尽量充分利用自然光源与

自然通风#

(#!#(!本条中第 ; f9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D 款为性能性评估#

便利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可减少居民机动车出行需求" 有

利于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 设施集中布置! 协调互补和社会共享

可提高使用效率! 节约用地和投资#

公共服务设施集中设置! 配套的设施设备共享" 也是提高服

务效率! 节约资源的有效方法# 公共服务设施在建筑内部混合布

局" 公共服务空间共享使用" 如建筑中设有共用的会议设施! 展

览设施! 健身设施以及交往空间! 休息空间等$ 配套辅助设施设

备是指建筑或建筑群的车库! 锅炉房或空调机房! 监控室! 食堂

等可以共用的辅助性设施设备# 因此" 节能评估应评价公共建筑

的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布置" 公共服务设施! 空间

应共享使用" 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应集中设置#

(#!#)!本条第 ;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9 款为性能性评估#

建设项目的空间布局应合理" 有条件的建筑开放一些空间给

社会公众使用" 增加公众的活动与交流空间" 使建筑服务于更多

的人群" 提高建筑的利用效率" 节约社会资源" 节约土地" 为人

们提供更多的沟通与休闲的机会# 公共服务功能设施向社会开放

共享的方式也具有多种形式" 可以全时开放" 也可根据自身使用

情况错时开放#

节能评估对空间布局的开放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

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相

关规定#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各类污染源$ 场地内应设计安全防

!8!



护的警示和引导系统" 根据设计阶段" 设计文件中应有相关要

求$ 场地防滑措施应在设计文件中进行要求或明确# 节能评估应

对上述内容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

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规定#

(#%"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技术评估

(#%#!!建筑物理环境评估包含的内容均为了响应相关现行国家!

地方! 行业标准#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

DDE;:J9 第 IN9NM 条要求中要求对应根据相关规定对场地风环境

进行模拟预测" 优化建筑布局" 保证舒适的室外活动空间和室内

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同时规定了场地风环境设计的要求" 因此

节能评估中应包括室外场地风环境模拟与评价$ 第 IN9NR 条要求

场地声环境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AD:J< 设

计" 对场地周边的噪声现状应进行检测" 对项目实施后的环境噪

声应进行预测" 因此节能评估中应包括场地声环境模拟与评价$

第 IN9NJ 条要求应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场地热环境的模拟预测" 分

析夏季典型日的热岛强度和室外热舒适性" 优化规划设计方案"

因此节能评估中应包括室外场地热环境模拟与评价#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第

KN9N;I 条要求建筑设计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 房间的有效采光

面积和采光系数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AK::DD 对采光标准值及采光计算做了明

确规定" 因此节能评估中应包含室内光环境的评价$ 第 KN9N;<

条要求建筑设计应对建筑室内环境的自然通风! 气流组织进行设

计" 因此节能评估中应对室内风环境进行评价$ 第 KN9N9; f

KN9N9< 条对室内噪声环境的设计做出要求与规定" 因此节能评

估应对室内声环境设计做出评价#

建筑物理环境可仅针对对典型楼! 典型户型进行分析评价#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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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场地通风是人们正常室外活动的基本要求" 风速过大

或过小均会造成活动人群的不舒适感" 同时场地通风不畅" 在某

些区域形成无风区或涡旋区" 将影响室外散热和污染物的消散#

另一方面" 场地通风状况将直接影响建筑表面的风压" 从而决定

室内自然通风是否通畅" 间接影响了空调能耗" 因此针对室外风

环境的模拟分析是必要的$ .热岛/ 现象在夏季出现" 不仅会使

人们高温中暑的概率变大" 同时还容易形成光化学烟雾污染" 并

增加建筑的空调能耗" 热岛强度模拟应着重分析场地内热岛强度

指标# 因此节能评估应对风环境! 热环境数值模拟及评价#

数值模拟应选用统一的计算方法! 数值模拟方法" 以减小软

件差异对计算结果造成的偏差以及对建筑绿色性能设计或评价带

来不利影响# 数值模拟的计算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初始条

件! 计算参数! 计算结果说明应详细准确$ 风环境! 热环境数值

模拟的计算区域! 网格划分! 边界条件选取应满足现行浙江省标

准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准* CADDE;;;; 要求#

风环境! 热环境数值模拟输出结果中应包括( 室外 ;NK,高

处平面风速分布图! 带网格的风速矢量图! 风速放大系数分布图

和风压分布图! 目标建筑外表面风速分布图和风压分布图! 建筑

立面表面压强分布图! ;I 时室外 ;NK,高处平面温度分布图! ;I

时目标建筑外表面温度分布图#

风环境! 热环境数值模拟结果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居住

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准* CADDE;;;; 及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要求#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较强的噪声对人的生理与心理会产生不良影响# 现行国家标

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AD:J< 中对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

声等效声级限值进行了规定" 项目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来实现环

境噪声控制" 既可通过合理的选址规划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设置

植物防护等方式对室外场地进行降噪处理来实现# 考虑到很多项

#8!



目在建设时" 场地周边路网不健全" 噪音源不明确的情况" 因此

针对环境噪音采用模拟预测的方式是必要的#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模型! 初始条件! 计算参数! 计

算结果说明应详细准确$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域! 物理模

型! 模拟计算的声接收面及室外声源设置选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中的规定#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输出结果中应包括( 水平噪声面 &高度

;N9,' 模拟计算分析图和垂直噪声面 &建筑门窗外 ;,' 模拟计

算分析图#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

标准* GAD:J< 及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

;:J9 的规定#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天然采光有利于照明节能" 而且有利于增加室内外的自然信

息交流" 改善空间卫生环境" 调节空间使用者心情" 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AK::DD 对各类功能建筑的各类功能

房间采光系数均有约束" 因此有必要进行采光模拟针对主要功能

房间进行预测计算# 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

计标准* GAK::DD 的规定#

对于对采光形式复杂的建筑"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

标准* GAK::DD 规定的方法无法满足使用需求时" 应采用数值

模拟的计算方法# 采光数值模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

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的相关规定# 模拟的计算模型!

初始条件! 计算参数! 计算结果说明应详细准确$ 静态采光数值

模拟的天空模型应采用标准全阴天模式" 室外光照度为

;DK::13=" 所在地区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乘以该地区的光气候系

数$ 动态采光数值模拟的气候数据应采用项目所在地或邻近城市

的气候数据#

采光数值模拟的计算结果应输出(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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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K,高度处的水平面的采光系数! 公共建筑的内区采光系数!

住宅建筑计算采光照度值不低于 D::1=的小时数平均不少于 R6E4

的面积比例! 公共建筑计算采光照度值不低于采光要求的小时数

平均不少于 I6E4的面积比例! 主要功能房间的窗的不舒适眩光

指数#

采光数值模拟结果" 如采光系数! 采光达标面积比例和窗的

不舒适炫光指数等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AK::DD 及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规定#

(#%#(!本条第 ; f9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D fI 款为性能性评估#

良好的自然通风设计" 可以有效改善室内热湿环境和空气品

质" 提高人体舒适性# 当室外温湿度适宜时" 还能减少空调的使

用" 节省空调能耗# 公共建筑应对可开启窗扇与房间外墙面积比

例进行计算与评估" 居住建筑应对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面面积

比例及通风开口面积与外窗面积比例进行计算与评估# 公共建筑

宜对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自然通风换气次数进行计算

与评价#

对于体型复杂的建筑" 宜利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进行计算#

数值模拟的计算模型! 初始条件! 计算参数! 计算结果应详细准

确$ 当采用区域网络模拟方法时" 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的相关规定" 当采用

BLC分布参数计算方法时"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

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 的相关规定# 建筑可开启扇表面风

压应按照室外风环境模拟结果选取#

模拟的计算结果应输出( 当采用 BLC方法时" 报告应包括

室内 :NJ,高处平面风速分布图! 带网格的风速矢量图! 空气龄

分布图$ 当采用多区域网络模拟方法时" 报告应包括各开口流量

和流向示意图# 同时" 所有方法的计算结果均应包括室内通风量

及各房间的通风换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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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风环境计算和评价结果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

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要求#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当前社会人们大量时间工作生活在室内" 室内声环境质量对

人们健康影响较大" 而围护结构的隔声性能又为隔绝室外噪音的

.最后一道/ 屏障" 因而本条文中室内声环境评估内容包含室内

噪声级和围护结构构件隔声性能两部分内容#

室内噪声级计算的计算参数! 计算结果应详细准确# 计算方法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FGFEHIIJ中的

相关规定" 建筑外立面噪声应按室外声环境模拟结果选取#

围护结构的构件隔声性能指标应采用科学合理的经验公式或

依据国家或浙江省地方标准发布的构造图集进行评估" 当采用图

集评估方法时" 图集中未包含的构造做法应采用接近做法的不

利值#

室内声环境分析验算的计算结果应包含( 最不利房间或户型

的室内噪声级! 经过交通噪声频谱修正或粉红噪声频谱修正的围

护结构计权隔声量! 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声压级#

室内声环境分析验算的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

隔声设计规范* GAK:;;R 及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

准* CADDE;:J9 的要求#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技术评估

(#&#!!节能评估应按节能标准的规定" 根据设计提供的资料"

对围护结构节能设计进行评价" 包括保温隔热系统选择! 构造的

安全性可靠性以及主要保温材料的选择等#

设计单位应提供项目所有包含节能模型的计算书$ 节能评估

应根据设计提供的节能模型对照设计图纸进行检查复核$ 节能评

估宜选用与设计单位不同的节能软件建模计算与复核#

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与计算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节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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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 满足热工性能限值要求" 当不满足热工性能限值要求

时" 则必须按节能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权衡判断#

节能评估应按设计提供的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对项目绿色建

筑设计要求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与评价#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建筑体形系数是表征建筑热工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影响

建筑节能及节能设计的首要因素$ 体形系数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节能标准的规定" 当体形系数不符合规定时" 应根据相关节

能标准的要求进行权衡判断#

建筑朝向的选择" 涉及到当地气候条件! 地理环境! 建筑用

地情况等" 必须全面考虑" 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要求# 节能评估

应对形体过于复杂! 主要朝向不利的单体进行分析与评价# 建筑

朝向宜控制在南偏东 D:d至南偏西 ;Kd范围内# 建筑朝向应考虑

引导有利的局部地形风" 尽可能提高建筑物在夏季! 过渡季节的

自然通风效果#

当建筑朝向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 不能处于最佳或适宜朝向

时" 应做出合理的补偿措施#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围护结构节能设计应满足热工性能限值" 当不满足时" 也可

采用性能性权衡判断计算评价# 权衡计算模型及边界输入条件应

与实际设计相符#

围护结构节能设计采用权衡判断计算评价时" 首先应根据现

行节能标准的要求" 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是否满足基本要求进行

评价" 否则不得进行权衡判断#

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规定性指标评价还是性能性权衡判断计

算评价" 设计所选用的节能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和浙江省相关标

准或技术规程" 不得使用禁止和限制使用的技术与材料$ 材料选

择应满足安全! 防火和耐久性要求# 设计文件与计算模型中的节

能构造! 节能材料与节能参数应保持一致#

?8!



(#&#'!本条中第 ; 款! 第 < fR 款是性能性评估" 第 9 fK 款是

符合性评估#

屋面作为围护结构中仅次于外门窗的能耗部位" 相关节能标

准都对其传热系数进行了严格的要求#

保温层应根据屋面所需传热系数或热阻" 选择轻质高效的保

温材料# 节能评估应对保温材料的选择进行评价" 对保温材料的

强度要求! 厚度! 含水率进行评价" 对屋面保温系统的选择! 构

造层次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AK::;< 对建筑节能

设计中围护结构的各部位保温材料的防火要求提出了详细的规

定" 设计中应严格执行" 本节其余条文中相关内容不再赘述#

屋面保温层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屋面工程技术规

范* GAK:DIK! 现行行业标准 )倒置式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FGF

9D:!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FGF;KK! )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

术规程* FGF9KK 等的相关规定# 屋面宜采用浅色饰面" 减少对

太阳辐射热的吸收# 屋顶绿化面积折算绿地率办法和植物种类的

选择应符合浙江省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建筑围护结构材料热工参数取

值应在国家和浙江省现行热工和节能相关标准规定的范围内# 本

节其余条文中要求热工参数来源可靠的条文说明不再赘述#

屋顶内表面结露验算! 内部冷凝验算及屋面内表面最高温度

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AK:;M<

的相关规定#

(#&#(!本条中第 ; 款为性能性评估" 第 9 fK 款为符合性评估#

外墙的保温形式包括墙体自保温! 外保温! 内保温! 夹心保

温及以上几种形式配合使用的复合保温$ 实现保温材料的功能需

设置合理完善的保温构造系统$ 设计应根据项目的特性及节能类

别指标要求" 合理选择保温隔热材料及与其配套的系统$ 尤其外

保温材料" 必须结合外墙饰面材料进行选择" 并按照国家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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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现行有关标准或技术规程的构造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 才能保

证外保温系统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节能计算书中应准确反映设计选材与构造$ 材料的热工参数

来源应可靠#

外墙的保温隔热宜采用下列措施( &;' 外墙保温可采用自

保温! 外保温! 内保温和复合保温等形式$ 外墙宜优先采用自保

温墙体$ &9' 建筑外饰面应选用与保温系统相配套的材料$ &D'

在外墙的保温设计时" 外墙的热桥部位应有合理的保温隔热措施

防止结露$ &I' 建筑外墙饰面宜为浅色$ 当采用建筑反射隔热

涂料时" 反射隔热涂料应与其他保温系统复合使用$ 东! 西外墙

宜采用构件遮阳! 植物遮阳! 垂直绿化等遮阳形式$ &K' 当建

筑形体复杂! 设置非封闭连廊等不宜判断外墙位置情况时" 应提

供计算建筑的保温轮廓线" 方便施工人员实施# 节能评估应对外

墙保温隔热材料的强度要求! 厚度! 含水率进行评价" 对外墙保

温系统的选择! 构造层次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外墙内表面结露验算! 内部冷凝验算及外墙内表面最高温度

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AK:;M<

的相关规定#

(#&#)!本条中第 ; 款是性能性评估" 第 9 fI 款是符合性评估#

楼板保温材料及构造应根据保温形式分别进行评价$ 当设置

在楼板底 &即外保温时'" 应选择自重轻的板材类保温材料" 并

采取与楼板可靠的连接措施$ 同时" 宜设置吊顶" 来满足使用安

全及耐久性的要求$ 当保温层设置在楼板上 &即内保温时'" 保

温材料应有足够的强度并应有防开裂措施" 同时应选择满足室内

环境要求的材料# 结构性热桥应设置保温措施#

根据建设项目功能要求" 设计时宜结合楼板保温层做法" 选

择兼顾隔声要求的材料及构造" 以满足相关标准中对保温与隔声

的要求#

(#&#*!本条中第 ; fI 款是符合性评估" 第 K 款中遮阳措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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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是性能性评估#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筑特性按照节能标准对玻璃! 隔热型材!

可见光反射比! 可见光透射比! 太阳得热系数! 外窗通风面积等

进行评价#

当居住建筑设置凸窗时" 应注意核对其上下及侧向不透光部

分应做保温处理" 其传热系数不应低于透光部分的传热系数的限

值要求#

对于城市主干道相邻的建筑的外窗 &含透光幕墙'" 除满

足节能要求外" 还应满足隔声要求# 透光幕墙的设置" 会对周

边环境与建筑造成光污染" 因此光污染控制对策包括降低建筑

物表面 &玻璃和其他材料! 涂料' 的可见光反射比$ 设计单位

在设计玻璃幕墙时应提供相关参数"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相

关标准和政府文件的规定# 节能评估应对玻璃幕墙的设置进行

核对和评价#

节能评估应根据相关标准要求以及风环境模拟结论" 对建筑

设计选择的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的气密性指标进行符合性

评价#

节能评估应根据绿色建筑和节能标准的要求" 对建筑的各

朝向遮阳设施及其做法进行复核与评价" 尤其是天窗的遮阳

设施#

(#&#+!本条中第 ; 款是性能性评估" 第 9 fD 款是符合性评估#

当设计选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A

K::;< 规定的需要配合防火隔离带才能使用的保温材料时" 应在

保温系统中每层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防火隔离带应采用燃烧性

能为@级的材料" 防火隔离带的高度不应小于 D::,,# 由于防

火隔离带面积较大" 且其材料热工参数的不同" 因此应根据实际

设置及构造进行节能计算" 其加权平均后的结果应满足节能标准

的要求#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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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同 KNDND 条#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本条明确了节能评估中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的评价内

容# 主要针对与绿色! 节能相关的各种系统! 各种节能措施" 同

时结合项目的绿色星级要求进行评价#

(#'#%!本条中第 ; f9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D fI 款为性能性

评估#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一般在建筑用能体系占 D:Q f<:Q# 暖通空

调设备设计参数 &温度! 相对湿度' 与设计指标的选取影响到空调

配置与运行效率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空调运行能耗# 因此节能评估

首先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设计参数与设计指标进行评价#

!!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

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AK:MD<! 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CADDE;:;K 和卫生防疫的相关规定# 同时" 由于新风负荷

造成的空调能耗大约占空调总能耗的 D:Q左右" 因此新风量指

标也不宜随意放大#

%!暖通空调的室内外设计参数一般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民

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AK:MD< 选取# 暖通空

调的室内设计参数除建设项目本身工艺要求 &如服务器机房! 手

术医疗用房! 珍贵物品库房等室内设计参数要求'" 或者一些特

殊建筑的要求 &如五星级酒店等室内设计参数要求' 外" 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A

K:MD<! 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

;: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K 和卫生防疫的相关

规定# 设计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 合理降低室内过

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建筑应结合不同的使用特点和功能要

求合理区分设定室内温度标准" 在保证使用舒适度的前提下"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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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置用能空间" 减少用能时间达到节能效果# 室内过渡空间是

指门厅! 中庭! 走廊以及高大空间等空间" 由于其较少或没有人

员停留" 或人员停留时间较短" 可适当降低温度标准" 以达到降

低供暖空调用能的目的# .小空间保证! 大空间过渡/ 是指在设

计高大空间建筑时" 将人员停留区域控制在小空间范围内" 大空

间部分按照过渡空间设计#

需要指出的是" 空调冬季室内相对湿度的选取" 在没有加湿的

情况下" 设计选取 D:Q以上" 在浙江省大部分地区无法实现# 如果

忽略室内冬季散湿量" 浙江省地区空调室内绝对含湿量最终与室外

绝对含湿量平衡且相等# 表K';列出了浙江省各地区冬季不采取加湿

手段时" 室外的绝对含湿量与 9:b时室内相对湿度值及焓值#

表 (1!"室内的绝对含湿量与 %$7时室内相对湿度值及焓值

地区

冬季空调

室外设计

干球温度

冬季空调

室外相对

湿度

冬季室外

大气压力

冬季绝对

含湿量

冬季室内

9:b相对

湿度

冬季室内

9:b焓值

b Q P) %E7% Q 7FE7%

杭州 g9NI M< ;:9;;: 9N9D9 ;KNII 9KNR<I

嘉兴 g9N< R; ;:9KI: 9NDD: ;<N;R 9<N;;D

温州 ;NI M< ;:9DM: DN;M; 9;NJ< 9RN9IM

金华 g;NM MR ;:;MJ: 9NIDM ;<NR: 9<NDRK

衢州 g;N; R: ;:;M;: 9N<9J ;RN;: 9<NRM9

宁波 ';NK MJ ;:9KM: 9NIJ: ;MN9J 9<NK;J

绍兴 g9N< M< ;:;9J: 9N9;D ;KN;R 9KNR;<

舟山 g:NK MI ;:9;9: 9NKIK ;MN<: 9<N<KJ

台州 :N; M9 ;:;9J: 9NM<D ;RNJI 9MN9;9

丽水 g:NM MM ;:;MJ: 9N<I; ;RN:; 9<N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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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风负荷" 设置加湿措施" 新风处理到室内等焓状态点

的负荷为全热负荷$ 不设置加湿措施" 新风处理到室内等焓状态

点的负荷为显热负荷# 对单位新风量而言" 冬季不设置加湿措施

室内不控制其相对湿度的新风负荷为设置加湿措施室内控制其相

对湿度为 D:Q的新风负荷的 R9NKQ左右#

&!施工图设计阶段空调负荷的计算必须对每一个供暖空调

房间或区域进行热负荷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 在已经开始施

工图设计的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应评价其负荷计算模型与设计建筑

的一致性# 初步设计阶段或方案设计阶段的空调负荷可以采用估

算指标的方式进行计算# 节能评估应评价其建筑面积冷热负荷指

标同比该地区同类型节能建筑的合理性#

'!主要房间的通风计算折算房间通风换气次数可依据现行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AK:MD<

与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FGF;:: 的要求进行判定# 表 K'9 列出

了主要房间的通风换气次数#

表 (1%"主要房间的空调通风通风换气次数

名称
排风 送风

换气次数 &次E6' 风量
备注

汽车库 I f< 排风量 R:Q 或自然补风

自行车库 ; f9 排风量 R:Q 或自然补风

摩托车库 9 fI 排风量 R:Q 或自然补风

库房 D 排风量 R:Q

电梯机房 ;: % 过渡季节使用

变配电室 ;: 排风量 R:Q 过渡季节使用

清水泵房 I 排风量 R:Q

污水泵房 ;9 排风量 R:Q

中水处理机房 ;9 排风量 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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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9

名称
排风 送风

换气次数 &次E6' 风量
备注

蓄电池室 ;9 排风量 R:Q

卫生间 ;: %

吸烟室! 复印室!

打印室! 垃圾间!

清洁间

;: %

淋浴间 ;: %

池浴或桑拿 < fR %

厨房油烟 I: fK: 排风量 R:Q 或自然补风

厨房 ;9 排风量 R:Q 兼事故通风

柴油发电机房
< 排风量 R:Q 柴发不使用时

热平衡计算 热平衡计算 柴发使用时

冷冻机房 ;9 排风量 R:Q 兼事故通风

锅炉房 ;9 % 兼事故通风

日用油箱间与储油间 ;9 排风量 R:Q 兼事故通风

(#'#&!本条第 ; 款! 第 D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9 款中电动压缩

式冷水机组的总装机容量为符合性评估" 第 M 款中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与分体空调室外机位置为符合性评估# 其余为性能

性评估#

本条对空调冷热源的评价做出规定#

!!空调制冷系统所用制冷剂应在安全的基础上选用环境友

好的制冷剂# 在过渡时期选用过渡制冷剂时" 应符合我国制冷剂

的淘汰期限的规定$ 目前" 在浙江省市场上供货的进口! 合资及

国产压缩式机组已经没有采用 BLB(制冷剂# 现在使用的制冷剂

多数属于过渡制冷剂" 至今全球都在寻找理想替代物" 但是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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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分明确的结论# 电机驱动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 机组

的压缩机" 一般都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当选择过渡制冷剂时应考

虑削减及淘汰年份" 并应满足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 及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相关要求# 另外" 民用建筑要实现绿色应当率

先采用环境友好的制冷剂# 制冷剂安全性及环境友好性可参见现

行国家标准 )制冷剂编号方法和安全分类* GAEHMMMR 及其修订

内容#

%!暖通空调冷热源! 空气处理设备的选型" 应以负荷计算

结果为依据# 当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的规格不满足计算冷负荷的

要求时" 所选择机组的总装机容量与计算冷负荷的比值不应大于

;N;# 直膨式冷热源机组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 Y\L! 房间

空气调节器! 单元式空调机组等' 的总装机容量应考虑冷媒管长

的衰减后" 其总装机容量与计算冷负荷的比值也不宜过大" 宜在

;N; f;N9 之间# 供热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应考虑建设项目的实际

使用运行情况" 总装机容量与计算热负荷的比值宜在 ;N; 以内#

特别指出的是节能评估对风冷冷热源机组应以设计工况的室

外气象参数确定冷热源设计供冷供热量" 并核算其总装机容量与

计算冷负荷的比值#

&!节能评估应对冷热源效率进行计算" 对计算结果作符合

性评估# 民用建筑供暖空调系统的冷! 热源机组能效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AKK:;K!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 CADDE;:DR!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

;:;K 的规定以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空调冷热源的形式在选用时应考虑项目功能特性" 使用

特点# 空气调节与采暖系统的冷! 热源宜采用集中设置的冷

&热' 水机组或供热! 换热设备#

具有城市! 区域供热或工厂余热时" 宜将城市! 区域供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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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余热作为采暖或空调的热源$

具有热电厂的地区" 宜推广利用电厂余热的供热! 供冷

技术$

具有充足的天然气供应的地区" 宜推广应用分布式热电冷联

供和燃气空气调节技术" 实现电力和天然气的削峰填谷" 提高能

源的综合利用率$

具有多种能源 &热! 电! 燃气等' 的地区" 宜采用复合式

能源供冷! 供热技术$

具有天然水资源或地热源可供利用时" 宜采用水 &地' 源

热泵供冷! 供热技术$

全年运行中存在供冷和供热需求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宜采用热

泵式机组# 在建筑中同时有供冷和供热要求的" 当其冷! 热需求

基本匹配时" 宜合并为同一系统并采用热回收型机组$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 有稳定热水需求的民用建筑" 宜采用冷

凝热回收型冷水机组" 或采用空调冷却水对生活热水的补水进行

预热$

根据当地的分时电价政策和建筑物暖通空调负荷的时间分

布" 经过经济技术比较合理时" 民用建筑宜合理采用蓄能形式的

冷热源#

当公共建筑内区较大" 冬季内区有稳定和足够的余热量" 或

者建筑存在稳定的工艺散热量"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宜采

用水环热泵空调系统$

中! 小型公共建筑当冬季运行性能系数不低于 9NR 或不具有

集中热源时可采用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供冷供热" 当冷热负荷

相差较大时" 应以热负荷选型" 不足冷量可由水冷机组提供$

需要 9I6运行或公共建筑空气调节系统运行停止时需要运行

的空调房间$ 经营项目使用性质频繁变动! 内部装饰相应频繁变

动的空调房间或建筑可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或单元式空调机组供

冷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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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时" 当单台电动机的额定输入功

率大于 ;9::7W时" 应采用高压供电方式$ 当单台电动机的额定

输入功率大于 J::7W而小于或等于 ;9:: 7W时" 宜采用高压供

电方式$ 当单台电动机的额定输入功率大于 <K:7W而小于或等

于 J:: 7W时" 可采用高压供电方式#

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空调供暖和空气加湿热源时" 必须

满足现行国家规范与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AK:MD<

以及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标准* CADDE;:J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CADDE;:;K 的强制性条文要求#

(!由于全年大多时间" 空调系统并非在 ;::Q空调设计负

荷下工作# 部分负荷工作时" 空调设备! 系统的运行效率同

;::Q负荷下工作的空调设备和系统有很大差别# 当空调冷! 热

源设备和空调系统形式确定时" 应充分考虑和兼顾部分负荷时空

调设备和系统的运行效率" 应力求全年综合效率最高# 因此冷热

源设备的选择还应考虑容量和台数的合理搭配" 当空调设计冷负

荷大于 K9R7W时不宜少于 9 台#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选择的

冷热源机组在启动不同台数的时候核算其负载率" 使系统在经常

性部分负荷运转时处于相对高效率状态#

)!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外机容量配置率是一个系统内所有

室内机额定制冷容量之和与室外机额定额定容量之比# 一般市场

销售的多联机系统室内外机容量配置率不应大于 ;ND" 不应小于

K:Q# 直接蒸发式新风机组宜独立设置" 当与多联机空调系统合

并设置时" 室内外机容量配置率不应大于 ;::Q" 新风机制冷量

与系统总制冷量比值不得大于 D:Q#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预期

的运营状况" 分析室内外机的容量配置率# 室内外机容量配置率

可按表 K'D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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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室内" 室外机的容量配置率

同时使用率 最大容量配置率

#"

M:Q

%

;9KQ

M:Q U

#"

R:Q ;;:Q f;9KQ

R:Q U

#"

J:Q ;::Q f;;:Q

#

VJ:Q ;::Q

*!节能评估还应对冷热源的位置与散热情况进行分析评价#

冷热源的位置宜设置于负荷中心"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与

分体空调室外散热条件应满足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

准* CADDE;:J9 的要求及产品自身的要求#

(#'#'!本条中第 ; fI 款为性能性评估" 第 K f< 款为符合性

评估#

本条对暖通空调输配系统的评价做出规定# 暖通空调输配系

统包括空调水系统! 风系统! 多联式或直膨式空调的冷媒系统以

及其他 &乙二醇等' 载冷剂系统# 其中风系统包括空调风系统

与平时通风系统# 工艺通风 &如消防通风! 事故通风等' 若无

法确保" 存在消防事故风险" 不属于民用建筑节能评估范围# 暖

通空调输配系统中" 多联式或直膨式空调的冷媒系统不直接产生

能耗" 但冷媒输配系统的不合理会造成系统的效率下降" 因此也

在节能评估范围内#

!!暖通空调输配系统的选择应符合项目特点#

供暖空调冷! 热水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除采用蓄冷

蓄热水池供冷供热和空气处理需喷水处理方式等情况外" 空调冷

热水均应采用闭式循环水系统$ 只要求按季节进行供冷和供热转

换的空气调节系统" 应采用两管制水系统$ 当建筑物内有些空气

调节区需全年供冷水" 有些空气调节区则冷! 热水定期交替供应

时" 宜采用分区两管制水系统$ 全年运行过程中" 供冷和供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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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频繁交替转换或需同时使用的空气调节系统" 宜采用四管制水

系统$ 冷热水水温和供回水温差要求一致且各区域管路压力损失

相差不大的中小型工程 &指最远环路总长度在 K::,以内的工

程'" 应采用变流量一级泵系统$ 当单台水泵功率大于 D:7W时"

空调冷热水应采用冷热水机组和负荷侧均变流量的一级泵系统"

且一级泵应采用变速变流量调节方式" 且冷热水一级泵变速变流

量应确保设备的适应性! 控制方案和运行管理可靠$ 系统作用半

径较大! 设计水流阻力较高的大型工程" 空调冷水宜采用变流量

二级泵系统# 当各环路的设计水温一致且设计水流阻力接近时"

二级泵宜集中设置$ 当各环路的设计水流阻力相差较大或各系统

水温或温差要求不同时" 宜按区域或系统分别设置二级泵" 且二

级泵应采用变速变流量调节方式$ 采用换热器加热或冷却的二次

空调水系统的循环水泵应采用变速变流量调节方式$ 集中供暖系

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在过渡季与冬季供冷工况时" 应优先利

用冷却塔! 地表水等提供空气调节的冷水# 空气调节水系统的定

压和膨胀" 宜采用高位膨胀水箱方式# 选择两管制空气调节冷!

热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时" 当冬季和夏季的循环水量和系统的压力

损失相差很大时" 空气调节的冷水循环水泵和热水循环水泵应分

别设置# 对变水量系统中的末端" 应采用电动温控阀或电动调节

阀控制方式#

暖通空调风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消除建筑物余热!

余湿的通风设计" 应优先利用自然通风# 设置机械通风或空调系

统时" 不应影响房间自然通风的实现# 除了消防专用风机! 消防

和平时兼用的风机和有特殊工艺要求的专用风机之外" 设置 BS

9

浓度检测装置的单一空间的独立新风系统及相应排风系统" 以及

电机功率不小于 D7W的全空气空调系统风机应采用变频调速技

术" 且应采取相应的水力平衡措施#

同时设计应采取措施避免吸烟室! 复印室! 打印室! 垃圾

间! 清洁间! 公共卫生间! 地下车库等产生的异味或污染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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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活动区域# 吸烟室! 复印室! 打印室! 垃圾间! 清洁间! 公

共卫生间! 地下车库的异味如果不能及时! 有效地迅速排除" 可

能影响整个建筑的室内空气品质" 因此这些空间必须设置排气装

置" 使污染空气不循环到非污染区# 这些房间在设置机械排风系

统时" 除不宜与其他场所合用风道系统外" 不同污染物性质的房

间的排风系统也宜分开设置#

住宅厨房及卫生间的排气道的设计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并

采取防倒灌的措施# 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气倒灌" 对室内空气品质

影响巨大" 因此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气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 GAK::J<! )住宅建筑规范* GAK:D<R! )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 GAK::;<!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AK:DK9

等规范的有关规定#

%!空调输配系统的分区包括水系统分区! 风系统分区及多

联机的冷媒系统分区# 输配系统的分区应根据房间的朝向及内部

功能" 合理划分# 此外" 水系统分区还应考虑竖向分区对设备与

管道的承压的影响# 多联机空调系统应按使用房间的朝向! 使用

时间和频率! 室内设计条件等" 合理划分系统分区" 负荷特性相

差较大的房间或区域" 应分别设置多联机空调系统$ 不同楼层的

房间或区域" 宜分别设置多联机空调系统$ 对于多个独立用能结

算的使用单位或多个业态归属单位的建筑" 宜分别设置多联机空

调系统$ 使用时间和频率相差较大的房间或区域" 宜分别设置多

联机空调系统# 当多个房间共用多套多联机空调系统时" 宜保证

每个房间内为同一系统# 在设计中" 对于同一个房间的多联机空

调系统的室内机" 不宜与其他房间分属在不同的系统#

&!空调水输配系统与风输配系统的流速选择过低会造成管

道材料的浪费" 并可能带来水输配系统排气的不畅$ 但是流速选

择过高会造成输配系统阻力的增加" 导致输配动力能耗的增加#

因此空调输配系统的流速宜选用经济流速" 不应大于极限流速#

热水一次管网主干线中热媒最大流速不应大于 DNK,E("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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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线比摩阻宜为 D:P)E,fM:P)E," 支干线比摩阻不应大于

D::P)E, &连接一个热力站的室外支线比摩阻可大于 D::P)E,'#

蒸汽管网的凝结水管比摩阻宜为 ;::P)E,# 室内供暖系统的水管

最大流速不宜超过表 K'I 的数据#

表 (1'"室内供暖系统管道中热媒的最大流速 #849$

室内热水管道管径C[ &,,' ;K 9: 9K D9 I:

%

K: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热水管道 :NK :N<K :NR ; ; ;

一般室内热水管道 :NR ; ;N9 ;NI ;NR 9

蒸汽供暖系统形式 低压蒸汽供暖系统 高压蒸汽供暖系统

汽水同向流动 D: R:

汽水逆向流动 9: <:

空调冷水管道比摩阻宜控制在 ;:: fD::P)E," 不应大于

I:: P)E,$ 且空调系统的水管最大流速不宜超过表 K'K 的数据#

表 (1("空调水管的流速限值 #849$

管径C[

&,,'

9: 9K D9 I: K: M: R:

%

;::

流速 :NR :NR ; ; ;N9 ;NK ;NK 9

机械通风及空调系统风管中空气流速宜按表 K'< 采用#

表 (1)"风管内空气流速 #849$

风管分类 住宅 公共建筑

干管

推荐流速 DNK fINK KN: f<NK

最大流速 <N: RN:

支管

推荐流速 DN: DN: fINK

最大流速 KN: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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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

风管分类 住宅 公共建筑

从支管上接出

的风管

推荐流速 9NK DN: fDNK

最大流速 IN: <N:

通风机入口 推荐流速 DNK IN:

最大流速 INK KN:

通风机出口

推荐流速 KN: fRN: <NK f;:

最大流速 RNK ;;N:

'!暖通空调系统制冷的供回水温度的设计应考虑对冷源

装置! 末端设备! 循环水泵功率的影响等因素" 并按下列原则

确定( 采用冷水机组直接供冷时" 空调冷水供水温度不宜低于

Kb" 空调冷水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Kb$ 有条件时" 宜适当增

大供回水温度# 采用冰蓄冷空调系统时" 当空调冷冻水直接进

入建筑内各空调末端时" 若采用冰盘管内融冰方式" 空调冷冻

水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b" 供水温度不宜高于 <b$ 若采用

冰盘管外融冰方式" 空调冷冻水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Rb" 供

水温度不宜高于 Kb# 采用冰蓄冷空调系统时" 当建筑空调水

系统由于分区而存在二次冷水的需求时" 若采用冰盘管内融冰

方式" 空调冷冻水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Kb" 供水温度不宜高

于 <b$ 若采用冰盘管外融冰方式" 空调冷冻水供回水温差不

应小于 <b" 供水温度不宜高于 Kb# 采用冰蓄冷空调系统时"

当空调系统采用低温送风时" 其冷水供回水温度" 应经经济技

术比较后确定" 供水温度不宜高于 Kb# 采用温湿度独立控制

空调系统时" 负担显热的冷水机组的空调供水温度不宜低于

;<b$ 当采用强制对流末端设备时" 空调冷水供回水温差不宜

小于 Kb# 采用蒸发冷却或天然冷源制取空调冷水时" 空调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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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供水温度" 应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末端设备的工作能力合

理确定$ 采用强制对流末端设备时" 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 Ib#

采用辐射供冷末端设备时" 供水温度应以末端设备表面不结露

为原则$ 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9b# 采用区域供冷方式时" 若

采用冰蓄冷空调系统" 空调冷冻水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Jb$

若采用电驱动压缩式冷水机组供冷" 空调冷冻水供回水温差不

宜小于 Mb#

暖通空调系统供暖与空调热水的供回水温度的设计" 应按下

列原则确定( 采用市政热力或锅炉供应的一次热源通过换热器加

热的二次空调热水时" 其供水温度宜根据系统需求和末端能力确

定# 对于非预热盘管" 供水温度宜采用 K:b f<:b" 空调热水

的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 ;:b# 采用直燃式冷 &温' 水机组! 空

气源热泵! 地源热泵等作为热源时" 空调热水供回水温度和温差

应按设备要求和具体情况确定" 并应使设备具有较高的供热性能

系数# 散热器集中供暖系统宜按 MKbEK:b连续供暖设计" 且供

水温度不宜大于 RKb" 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 9:b# 低温热水地

面辐射供暖系统供水温度宜采用 DKb fIKb" 且不应大于 <:b"

供回水温差不宜大于 ;:b" 且不宜小于 Kb# 敷设在顶棚和墙面

的毛细管网低温热水辐射系统供水温度宜采用 9Kb fDKb" 敷

设在地面的毛细管网辐射系统供水温度宜采用 D:b fI:b" 供

回水温差宜采用 Db f<b#

(!设计应对暖通空调循环水系统水质提出要求" 水质应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 GAEH9J:II 的要求#

)!水泵风机选型时" 循环水泵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A;JM<9 规定的节能评

价值" 风机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通风风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GA;JM<; 规定的通风机能效等级的 9 级#

输配系统效率包括水输配系统耗电输冷比! 耗电输热比$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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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空调系统冷媒管等效长度下满负荷运行性能系数$ 风量大于

;::::,

D

E6的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节能评估应核算输配系

统效率" 并对计算结果作符合性评估" 应满足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要求#

集中供暖系统的循环水泵耗电输热比 &Tc\'6'! 空调冷

&热' 水系统的耗电输冷 &热' 比 +TB &c' \')-! 风道系统

单位风量耗功率 &W(' 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GAK:;RJ 中公式进行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 当二管制

空调水系统的冷热源各自独立设置" 冬夏季共用一套供回水管

道" 需分别校核制冷与供热工况的TB &c' \')值$ 对于用同一

个机组提供冷! 热源的设备的二管制空调水系统" 由于设备的制

冷E供热量比例不能正好符合冷热负荷比" 因此只校核制冷工况

的TB\')值#

多联机系统冷媒管应核算等效管长下制冷量的衰减系数不应

小于 :NRK" 满负荷运行的性能系数不应小于 9NR# 多联机系统冷

媒管等效长度]实际配管长度 弯̂管个数 低̀处弯管等效长度^

回油弯个数 低̀处回油弯管等效长度 分̂歧管个数 分̀歧管等效

长度 集̂支管等效长度#

等效长度计算时" 同时包含主机与室内机之间的供液与回气

管长度! 弯管! 回油弯! 分歧管集支管数量# 计算时不需要对供

液管长度! 回气管长度分别计算相加#

当等效管长超过 J:,时" 加大气体端主干管的直径# 在

进行等效管长制冷! 制热容量修正时" 等效长度计算时" 加

大直径部分的管道等效长度按原有等效长度的 K:Q计算# 然

后按照总的等效长度进行查图" 得出制冷! 制热容量修正

系数#

多联机系统局部阻力部件对应的等效长度可按表 K'M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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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多联机系统局部阻力部件对应的等效长度

外径

&,,'

弯管等效

长度 &,'

回油弯头

等效长度

&,'

分歧管等

效长度

&,'

集支管等效长度 &,'

h<NDK % %

hJNK9 :N;R ;ND

h;9NM :N9: ;NK

h;KNRR :N9K 9N:

h;JN:K :NDK 9NI

h99N9D :NI: DN:

h9KNI :NIK DNI

h9RN< :NK: DNM

hD;NMK :NKK IN:

hDINJ :N<: INI

hDRN; :N<K INM

hI;ND :NM: KN:

hIINIK :NMK KNI

hKIN; :NR: KNM

:NK

下游各室内机名义制

冷量之和小于 MR7W

;N:

下游各室内机名义制

冷量之和为 MR7Wf

RI7W

9N: 下 :

游各室内机名义制冷

量 之 和 为 RI7W f

gJR7W

DN:

下游各室内机名义制

冷量之和大于 JR7W

IN:

%

当初步设计或方案设计阶段" 多联机系统管径设计深度未明

确时" 弯管等效长度按不利情况确定" 取值为 :NR,E个#

(#'#(!本条中第 ; fI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K 款为性能性评估#

本条对暖通空调末端形式的节能评估做出规定# 暖通空调末

端的节能评估包括供暖设计的末端! 空调通风系统末端! 空调送

风形式! 保温隔热形式等# 暖通空调末端的节能评估目的是确保

空调末端能有效将冷热量输送至人员区域" 同时减少冷热损失"

1B!



减少无效冷热负荷对末端冷热量的占有比例" 此外还需评价空调

末端的多工况转换! 部分负荷运行! 免费冷源的利用等内容#

!!连续使用的居住空间和公共建筑中的高大空间宜采用地

板辐射供暖$ 间歇使用的民用建筑宜采用散热器采暖" 散热器应

采用明装散热器#

建筑的吊顶上部存在较大发热量! 或者吊顶空间的高度大于

房间高度的 ;ED 时" 房间空调系统不应采用吊顶回风的形式#

在经济技术合理时" 服务于单个空调区" 且部分负荷运行时

间较长时" 宜采用区域变风量空调系统$ 服务于多个空调区" 且

各区负荷变化相差大! 部分负荷运行时间较长并要求温度独立控

制时" 宜采用单风道末端装置的变风量空调系统#

除特殊情况外" 在同一个空气处理过程中" 不应同时有加热

和冷却过程$ 设计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 并当功能上无特殊要求

时" 应采用单风管式系统$ 有低温冷媒可利用时" 宜采用低温送

风空调系统$ 空气相对湿度或送风量要求较大的空调区" 不宜采

用低温送风空调系统$ 空调区允许温湿度波动范围或噪声标准要

求严格时" 不宜采用全空气变风量空调系统# 空调区散湿量较小

且技术经济合理时" 宜采用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

为了保证新风的空气质量" 空调新风取风口距离室外吸烟区

直线距离不应小于 R,#

舒适性空调的全空气系统" 应具备最大限度利用室外新风作

冷源的条件" 新风入口! 过滤器等应按最大总新风比不低于

M:Q设计" 新风比应可调节以满足增大新风量运行的要求" 排风

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应与新风量的变化相适应#

设有集中排风的空调系统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宜设空气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 对于集中空调系统的空气'空气能量回收装

置" 热交换效率应满足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CADDE;:D< 的要求#

舒适型空调一般都有一定的洁净度要求" 因此" 送入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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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都应通过必要的过滤处理$ 同时" 为防止空气处理机组盘管

的表面积尘" 严重影响其热湿交换性能" 进入盘管的空气也需进

行过滤净化处理# 对于二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 空调系统的新

风和回风应设置净化设施或初效加中效过滤的方式#

主要功能房间" 高大空间 &如剧场! 体育场馆! 博物馆! 展

览馆等'" 以及对气流组织有特殊要求的区域" 供暖! 通风与空

调工况下的气流组织应满足热环境参数设计要求# 包括下列

内容(

;' 舒适性空气调节系统采用上送风气流组织形式时" 宜加

大夏季设计送风温差$

9' 建筑空间高度大于或等于 ;:,! 且体积大于 ;::::,

D时"

宜采用辐射供暖供冷或分层空气调节系统$

D' 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室内机送风及室外机排风气流组织应

设计合理#

I' 空调室内机位置设计应避免造成冷风直接吹到居住者#

%!末端与空调管道应采取措施减少冷热量损失# 空气调节

风系统不应采用土建风道作为空气调节系统的送风道和已经过

冷! 热处理后的新风送风道$ 不得以而使用土建风道情况下" 必

须采用可靠的防漏风和绝热措施# 空调风系统应采用可靠的防漏

风和绝热措施# 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的最小热阻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CADDE;:;K 的相关规定" 且空气调节保冷管道的绝热层外"

应设置隔汽层和保护层#

空气调节系统中组合式空气调节机组的漏风率不应大

于 ;Q#

当空调冷水 &媒' 系统温度低于其管道或设备的外环境温

度且不允许流体介质温度有升高" 或当空调热水 &媒' 系统的

温度高于其管道或设备的外环境温度且不允许流体介质温度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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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时" 管道与设备应采取保温保冷措施# 建筑物内空调冷热水管

绝热材料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

;: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K 的相关规定# 管道

与设备采用非闭孔材料保冷时" 外表面应设隔汽层$ 室外管道与

设备采用非闭孔材料保温或保冷时" 外表面应设保护层#

&!各主要功能房间的供暖空调末端装置应独立可调节" 采

用个性化热环境调节装置可以满足不同人员对热舒适的差异化需

求" 从而最大限度的改善个体热舒适性" 提高室内人员对室内热

环境的满意率# 对于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 应根据房

间! 区域的功能和所采用的系统形式" 合理设置可现场独立调节

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对于未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 应合

理设计建筑热环境营造方案" 具备满足个性化热舒适需求的可独

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或功能#

集中空调供暖系统末端可调节是为了满足个人热舒适的差异

化需求# 通过末端调节供暖空调系统的输出" 可以避免用户通过

开窗等不节能的调节方式对房间热环境进行调节" 从而达到既满

足用户热舒适需求" 又节约能源的目的# 对于风机盘管加新风的

空气'水系统" 主要功能房间采取独立调节的供暖空调末端装置

容易实现$ 对于服务于多个不同功能不同使用时间与使用要求的

空调房间的全空气系统" 末端装置应选用单风道型与风机动力型

的变风量系统# 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额外增加了末端装置的内置

风机能耗与噪音" 因此对于多区域空调变风量系统" 在气流组织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推荐采用单风道末端装置的变风量空调

系统#

'!新建餐饮业油烟排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 所在建筑物高度在 ;K, &含 ;K,' 以下的" 油烟排气

筒应高于建筑物最高点并不得直接朝向居民住宅等敏

感点$ 所在建筑物高度在 ;K,以上的" 油烟排气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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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高度应大于 ;K,#

9' 经油烟净化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距离

不应小于 9:," 经油烟净化和除异味处理后的排放口

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距离不应小于 ;:,# 餐饮业油烟

净化设备的去除效率不应小于 RKQ" 油烟的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应按表 K'R 执行(

表 (1+"餐饮业位油烟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餐饮油烟 &,%E,

D

'

;N: 排风管或排气筒

垃圾房! 隔油池等有异味或污染物产生的房间排风应净化处

理后排放#

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满足表 K'J 的要求(

表 (1,"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污染物项目 限值

颗粒物 &,%E,

D

'

K

二氧化硫 &,%E,

D

'

;:

氮氧化物 &,%E,

D

'

D:

汞及其化合物 &

$

%E,

D

'

:NK

烟气黑毒 &林格曼黑度" 级' ;

(!空调送风温度的选取应合理# 对于舒适性空气调节系统

采用上送风气流组织形式时" 宜加大夏季设计送风温差" 并应满

足下列要求(

;' 送风高度小于或等于 K,时" 送风温差不宜小于 Kb"

但不宜大于 ;9b$

9' 送风高度大于 K,时" 送风温差不宜小于 ;:b" 但不

宜大于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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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采用置换通风方式时" 不受限制#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本条对暖通空调控制系统的节能评估做出规定#

!!暖通空调控制系统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对设置集中通风空调系统的公共建筑" 在人员密度较高! 流

量集中且随时间变化较大的空间" 设置全空气系统或者单一空间

设置独立的新风系统" 应设置BS

9

浓度检测装置" 并联动控制空

调通风系统# 人员密度较高且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 指设计的人

员密度超过 :N9K 人E,

9

" 设计总人数超过 R 人" 且空调运行期间

人数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 为保证室内空气质量并减少不必要的

新风能耗" 应采用新风量需求控制# 即对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监

控" 设置与排风联动的二氧化碳检测装置" 在不利于新风作冷源

的季节" 应根据室内BS

9

浓度监测值增加或减少新风量# 在 BS

9

浓度符合卫生标准的前提下减少新风冷热负荷#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 BS浓度监测等装置# 地

下车库空气流通不佳" 容易导致有害气体浓度过大" 对人体造成

伤害# 车库设置与排风系统联动的一氧化碳监测装置" 超过一定

量值时即报警并启动排风系统#

为了降低运行能耗" 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应进行必要的监测

与控制# 设计时应结合具体工程情况"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确定

具体的控制内容#

空调冷! 热源系统的控制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 应能进行冷水机组的台数控制" 宜采用冷量优化控制

方式$

9' 应能进行冷水 &热泵' 机组或热交换器! 水泵! 阀门

等设备的顺序启停和连锁控制$

D' 应能对供! 回水温度及压差进行控制或监测" 二级泵

应能进行自动变频调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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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应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及故障报警#

空调冷却水系统应满足下列基本控制要求(

;' 冷水机组运行时" 应能进行冷却水最低回水温度的

控制$

9' 冷却塔的风机应能进行运行台数控制或风机调速控制$

D' 采用冷却塔供应空调冷水时" 应能进行供水温度控制$

I' 应能进行冷却塔的自动排污控制#

空调风系统应满足下列基本控制要求(

;' 应能进行空气温! 湿度的监测和控制$

9' 应能进行风机! 风阀的启停连锁控制$

D' 当采用变风量系统时" 风机应采用变速控制方式$

I' 当利用室外免费冷源来进行变新风运行时" 应通过室

内外焓值比较" 来确定采用全新风运行或者最小新风

运行$

K' 应能进行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及故障报警$

<' 应能进行过滤器超压报警或显示#

%!供暖! 空调区域应根据房间的朝向及内部功能合理划

分" 并对系统进行分区控制# 多数空调系统都是按照最不利情

况 &满负荷' 进行系统设计和设备选型的" 而建筑在绝大部分

时间内是处于部分负荷状况的" 或者同一时间仅有一部分空间

处于使用状态# 针对部分负荷! 部分空间使用条件的情况" 如

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节约能源" 显得至关重要# 系统设计中应

考虑合理的系统分区" 保证在建筑物处于部分冷热负荷时和仅

部分建筑使用时" 能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恰当的能源供给" 同时

不降低能源转换效率" 并能够指导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实现节能

高效运行#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本条明确了节能评估中电气与智能化系统的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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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与绿色节能相关的各子系统! 各种节能措施" 结合项目

的绿色星级要求进行评价#

(#(#%!本条第 ; 款! 第 9 款中的负荷计算方法! 第 D 款中的负

荷分级为符合性评估" 其他为性能性评估#

本条规定的各项内容是电气与智能化系统绿色节能设计的基

础" 要求在评价时应首先予以评判#

!!设计依据包括现行国家及地方的规范! 标准" 政府颁布

的有关绿色 &节能' 的政策" 及业主关于绿色设计的任务书等#

%!民用建筑在方案设计阶段一般采用负荷密度法! 单位指

标法等"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应采用需要系数法 &或准确度相

当的其他方法" 如工艺生产用电常采用利用系数法'# 参数取值

与结果应合理" 可按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电气

节能专篇' 选取#

&!负荷分级! 供电电源的数量及电压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AK::K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

准* GAK;DIR 及其他相关规范的要求确定" 并应准确合理#

'!各系统的设计成果应包括系统图! 平面图! 设计说明等"

系统设计应完整! 清晰#

(#(#&!本条第 ; 款中的供电半径! 第 D 款中的能效等级! 第 K f

M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 款中的位置与供电范围! 第 9 款! 第 D

款中除能效外的选型! 第 I 款为性能性评估#

!!线缆的投资及运行损耗在建筑电气系统中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 在设计时" 不但变! 配! 发电站要靠近负荷中心" 各级配

电都要尽量减少供电线路的长度# 变电所到末端用电点的距离"

绿色建筑一! 二星级建设要求一般不超过 9K:," 绿色建筑三星

级建设要求一般不超过 ;K:,#

当因单体分布! 造型! 功能等特殊原因而难以做到时" 允许

适当增大供电半径# 例如" 低层住宅区! 校园中位置偏远的小单

体! 门卫! 室外景观用电等等" 距离远! 容量小" 单独设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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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济! 不合理# 民用建筑变压器单台容量不宜太大" 以避免供

电范围或供电半径过大#

%!变压器的数量! 容量应根据地区供电条件! 负荷性质!

用电容量! 运行方式和用户发展等因素综合考虑" 如近年来发

展迅速的电动汽车需要相当的用电量" 在设计时应加以考虑#

变压器不应长期处于过低! 过高负载状态下运行# 自备电源应

根据规范规定及业主要求的供电负荷性质! 容量! 最大冲击电

流及允许中断供电的时间等要求合理选择自备电源类型 &柴油

发电机组! iPZ 不间断电源! TPZ 应急电源! 干电池等' 的数

量! 容量#

&!民用建筑中的变压器接线组别宜选用C" &#;;" 可限制 D

及其倍数次谐波" 零序阻抗小" 适合于单相负荷较多的系统# 变

压器能效等级判定按现行国家标准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GA9::K9 执行# 例如"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

计标准* CADDE;:J9 要求( 绿色一星建筑的变压器能效等级应

达到 D 级" 二星应达到 9 级" 三星应达到 ; 级# 其他与节能相关

的标准也有此类要求#

'!一般情况下" 动力和照明共用变压器# 当季节性或负荷

容量较大时 &如空调! 大型剧院的舞台照明等'" 宜单独设变压

器" 并在设计中明确变压器投入! 退出运行的方案#

(!对于不同星级要求的建筑项目" 具体的评价! 判定依据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要求" 其

他与节能相关的标准也有此类要求#

)!线缆型号! 导体材质应考虑环保! 耐久性的要求# 人员

较多的建筑应采用低 &无' 烟! 低 &无' 毒类的线缆" 仓库!

门卫等人少的建筑可采用普通电缆$ 设计年限较长 &9K 年及以

上' 的建筑应采用铜导体#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供配电设计应满足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与设计规范* CADDE;;9;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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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包括负荷等级! 设备功率! 采用单独回路等方面#

(#(#'!本条第 ; fI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K fM 款为性能性评估#

本条要求对室内! 室外照明的绿色! 节能设计进行评价#

! :&!主要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AK::DI!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FGFEH;<D! 现行浙江省标准 )环境照

明工程设计规范* CADDEH;:KK!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

;:J9 等相关条文进行判定# 当有其他国家! 行业! 地方标准的

要求与上述标准不一致时" 按要求较高者执行#

'!照明光源! 镇流器! 灯具等" 均应选择节能型产品# 如

_TC灯! 三基色荧光灯! 金卤灯等等# 除有特殊要求外不应选用

白炽灯#

光源能效! 灯具效率! 镇流器的能效要求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AK::DI!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

K:;RJ!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及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

术措施节能专篇* 的相关内容判定#

灯具按光通量在上下空间分布的比例可分为直接型! 半直接

型! 漫射型! 半间接型! 间接型五种" 其中直接型灯具效率最

高" 间接型灯具效率最低" 因此在满足眩光限制的前提下" 应优

先选用直接型灯具#

(!照明产品的光生物安全性! 波动深度依据现行浙江省标

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相关规定判定#

)!绿色二星! 三星建筑应考虑照明方式# 对于作业面照度

要求较高 &如( 厨房操作台! 演员化妆台等'" 但作业面面积又

不大的场所" 不应只采用一般照明" 应采用混合照明的方式" 结

合分区一般照明! 局部照明来提高作业面照度" 从而降低整个场

所的照明安装功率# 另外" 工作照明宜采用直接照明" 间接照明

会降低光的利用率#

*!照明控制应结合建筑使用情况及天然采光状况" 进行分

$C!



区! 分组! 集中! 就地! 自动! 手动! 光控! 时控! 智能控

制等#

(#(#(!本条第 ; 款为性能性评估" 第 9 fI 款为符合性评估#

!!本款所述的设备主要包括( 水泵! 通风机! 空调等# 控

制要求由相关专业提出" 电气专业配合" 设置合理的控制方式#

%!应选用效率高的节能电梯" 如无齿轮电梯! 能源再生回

馈或变频调速电梯等# 电梯应具有节能运行模式$ 当 9 台及以上

电梯成组布置时" 应有群控功能# 电动机在重载! 轻载! 空载

时" 应能自动输入与之相适应的电压! 电流" 保证电动机输出功

率与实际载荷始终得到最佳匹配# 对于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

设置感应传感器" 无乘客时应暂停或减小运行速度#

&!本条对于使用桶装水的小功率饮水机不做要求# 当建筑

物设有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时" 电开水炉可接入系统实现自动控

制$ 当建筑物未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时" 可采用定时器实现自

动控制$ 当选用的电开水炉产品自带温控功能! 时控功能时" 则

不需要再采用其他技术#

'!对于精装交付的项目" 需要选配空调! 热水器! 炊具等

家用电器时" 应满足本款要求#

(#(#)!本条第 ; f9 款! 第 D 款中是否设置用电分项计量系统为

符合性评估" 第 D 款中关于合理性部分为性能性评估#

本条主要参考的标准包括( 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GAK:;RJ!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

DDE;:J9 及 )公共建筑用电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 CADDE

;:J: 等#

!!本款所述的 .功能区域/ 主要指冷冻机房! 生活泵房!

锅炉房等设备机房! 公共建筑各使用单位! 各租户! 酒店各独立

核算单位! 公共建筑各楼层等" 住宅建筑中主要包括各住户! 公

共设施! 各商业网点! 私家车库或储藏间等# 当需要考核用电量

或缴费计量时" 应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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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分项计量系统的设置应满足能耗节点的计量和数据

上传的要求" 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用电分项计量系统

设计标准* CADDE;:J: 的规定#

(#(#*!本条第 ; fK 款中" 是否设置提及的系统为符合性评估"

系统设置的合理性为性能性评估#

!!分类能耗监测是指对建筑物的电! 水! 热E冷量! 燃气!

燃油及可再生能源等消耗量或利用量的监测" 并应根据规范要求

按分类能耗! 建筑物功能区域合理设置各能耗监测装置# 能耗监

测系统应实现数据远传! 集中监测! 数据分析等功能# 设置的具

体要求根据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CADDE;:;K 的相关条文及其说明执行#

%!用电分项计量系统的数据传输网络宜与第 ; 款的能耗监

测系统合并设置#

&!是否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A@Z'! 建筑设备一体化监

控系统" 应根据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

;:J9 的相关要求确定# 控制策略应根据各相关专业的工艺要求"

协商确定" 控制内容要求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

准* GAK:D;I! 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

DDE;:D<!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K 的相关条文及

其说明执行#

' :(!信息网络系统! 各类智能化服务系统及各种功能的设

置要求应根据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相关条文及其说明执行#

(#(#+!本条中" 光污染控制为符合性评估" 其他为性能性评估#

环境保护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 噪声! 光污染! 有害物质!

电磁辐射等的控制措施# 本条内容可单独作为一个主题进行分析

评价" 也可结合各系统分散评价#

噪声控制主要是指发电机等供配电设备采取降噪措施$ 光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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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包括室内照明质量! 室外照明光污染控制及光生物安全等$ 有

害物质控制主要是指电线! 电缆等供配电设备不含有毒物质" 火

灾燃烧时不释放有毒气体等等$ 电磁辐射包括有无辐射源! 电磁

屏蔽措施等#

(#)"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应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地的节水! 非传统水源利用等相关

政策" 以及项目所在区域的市政给排水条件! 水资源状况! 气候

特点等实际情况" 通过全面的分析研究" 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

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减少市政供水量和污水排放量# 水资源

利用方案应包含项目所在地气候情况! 市政条件及节水政策" 项

目概况" 水量计算及水平衡分析" 给排水系统设计方案介绍" 给

水计量! 节水器具及设备说明" 水资源循环利用和非传统水源利

用方案等内容#

本条明确了节能评估中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的评价内容#

主要针对绿色健康! 节水与节能相关的各种系统! 措施" 结合项

目的绿色星级要求进行评价" 给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规定#

(#)#%!本条中第 ; fD 款! 第 K 款! 第 J f;; 款为符合性评估"

其余为性能性评估#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除复核现行国家标准外还应符合当

地节水! 非传统水源利用等相关政策" 并采用计量! 限压! 采用

节水器具和设备等节水节能措施#

%!项目用水定额的选取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标准* GAK::;K和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AK:KKK的要求$ 用水计算表应列出项目所有用水部位的用水量#

&!建设项目应充分利用市政自来水管网压力直接供水$ 建

筑给水竖向分区应合理" 各分区最底层静水压力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AK::;K! 现行浙江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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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要求$ 建筑群的竖向分区应与

各楼供水绝对标高基本一致" 给水管道的流速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AK::;K 要求$ 给水管流速不宜

超过表 K';:$

表 (1!$"生活给水管道的水流速度

公称直径 &,,' ;K f9: 9K fI: K: fM:

%

R:

流速 &,E('

"

;N:

"

;N9

"

;N9

"

;NR

'!水源选择应合理" 水泵房位置及服务半径! 水池容积!

主要设备性能参数应满足现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 GAK::;K!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AK:MRR! )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住宅设计规范* GAK::J<!

)住宅建筑规范* GAK:D<R!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

准* CADDE;:J9!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K 等要

求" 合理利用各种水资源" 充分利用再生水! 雨水等非传统水

源" 优先采用循环和重复利用给水系统" 泵房宜设在供水区域的

中心并靠近用水量大的区域"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K::,$ 生活饮

用水水池! 水箱等储水设施应根据给水进水量和用水量变化曲线

经计算确定" 水箱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 GAK::;K 要求的水箱" 且设置有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

给水泵应根据给水管网水力计算结果选型" 并应保证设计工况下

水泵效率处于高效区#

给水加压方式应符合建筑用水特点$ 加压设备的选择应合

理" 水泵性能应满足建筑用水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GA

KK:9: 规定非亲水性的室外景观水体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

水和地下井水" 可采用中水! 雨水等非传统水源或地表水# 设置

景观水池鼓励将雨水控制利用和室外景观水体设计有机地结合起

BC!



来# 景观水体的补水应充分利用场地的雨水资源" 不足时再考虑

其他非传统水源的使用# 景观水体的水质保障应采用生态水处理

技术" 在雨水进入景观水体之前充分利用植物和土壤渗滤作用削

减径流污染" 通过采用非硬质池底及生态驳岸" 为水生动植物提

供栖息条件" 通过水生动植物对水体进行净化$ 必要时可采取其

他辅助手段对水体进行净化" 保障水体水质安全#

)!游泳池! 冷却水应循环处理重复利用" 提高水资源循环

利用率" 减少市政供水量和污水排放量#

*!绿化灌溉应采用喷灌! 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同时还可

采用土壤湿度传感器或雨天自动关闭等节水控制方式#

+!当建设项目设置冷却水系统! 游泳池时" 应对系统的合

理性进行评价$ 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或闭式冷却塔的喷淋水系统

可设置水处理装置和化学加药装置改善水质" 减少排污耗水量$

可采取加大集水盘! 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等方式" 相对加大冷

却塔集水盘浮球阀至溢流口段的容积" 避免停泵时的泄水和启泵

时的补水浪费#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GAKMIJ 的要求" 其他各类用水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要求# 直饮水系统分为集中供水的管道直饮水系统和分散供水

的终端直饮水处理设备# 管道直饮水系统供水水质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BFJI 的要求$ 终端直饮水处理设

备的出水水质标准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BF

JI! )全自动连续微E超滤净水装置* cGEHI;;; 等现行饮用净水

相关水质标准和设备标准#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供水水质应满足现

行行业标准 )生活热水水质标准* BFEHK9; 的要求# 游泳池循环

水处理系统水质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游泳池水质标准* BF9II

的要求# 采暖空调循环水系统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空

调系统水质* GAEH9J:II 的要求# 当景观补水采用非传统水源

时" 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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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GAEH;RJ9; 的要求# 当景观水体用于全身接触! 娱乐性

用途时" 即可能全身浸入水中进行嬉水! 游泳等活动" 如旱喷

泉! 嬉水喷泉等" 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 GAKMIJ 的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A;M:K; 和现行

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BFF;I: 规定了建筑二次供

水设施的卫生要求和水质检测方法# 使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二

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A;M:K; 和现行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工

程技术规程* BFF;I: 要求的成品水箱" 能够有效避免现场加工

过程中的污染问题" 且在安全生产! 品质控制! 减少误差等方面

均较现场加工更有优势# 常用的避免储水变质的主要技术措施包

括( 储水设施分格! 保证设施内水流通畅! 检查口 &人孔' 加

锁! 溢流管及通气管口采取防止生物进入的措施等#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

的要求" 应根据不同的使用性质及计费标准分别设计量水表!

住宅入户管应设计量水表! 住宅小区及单体建筑引入管上应设

计量水表# 并作为绿建评分加分项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设置远

传水计量系统以及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对生活饮用水! 管道直

饮水! 游泳池水! 非传统水源! 空调冷却水的水质指标进行

监测#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

的要求" 应制定水池! 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

施" 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小于 ; 次#

(#)#&!本条第 ; 款! 第 I fK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9 fD 款为性

能性评估#

!!项目热水用水定额的选取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规范* GAK::;K 和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

计标准* GAK:KKK 的要求" 系统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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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 CADDE;:J9!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ADDE;:;K

的要求$ 热水用水计算表中的用水部位应完整$ 热水管道流速不

宜超过表 K';;$

表 (1!!"热水管道的水流速度

公称直径 &,,' ;K f9: 9K fI:

%

R:

流速 &,E('

"

:NR

"

;N:

"

;N9

%!应结合工程特点及相关法规要求" 合理选择热水热源"

优先选择余热! 废热! 太阳能! 空气源热泵等$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A

K::;K"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保证用水点处冷! 热水供水压力平

衡" 冷水! 热水供应系统分区一致! 热水设备由冷水系统同源专

管供水" 由热水箱和热水泵供水的热水系统选用热水泵扬程应与

冷水系统的给水泵压力相协调" 当不能满足以上条件时应采取保

证冷! 热水压力平衡的措施" 如采用质量可靠的减压阀等管道附

件来解决系统冷热水压力平衡问题$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热水

循环系统" 其他设有多处卫生间热水用水点的住宅! 公寓! 别墅

等局部热水系统应根据系统具体情况及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 GAK::;K! 现行浙江省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CADDE;:;K!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要求

设置机械循环或自调控电伴热保温$ 热水系统计算和设备选型应

合理$ 热水系统设计应符合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规定#

'!热水系统选择的热泵热水机 &器'! 电热水器! 燃气热

水器 &炉' 的性能应满足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 GAKK:;K 的要求#

(!热水系统的设备! 管道! 管件应采取保温措施" 并满足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AK::;K 和现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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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的要求#

(#)#'!本条中第 ; 款! 第 D 款! 第 K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9 款

与第 I 款为性能性评估#

!!排水系统设计及排水量取值应满足设计参数取值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AK::;K 和 )室外排水

设计规范* GAK::;I 要求$ 排水系统应采用雨污分流制" 排水

体制应符合国家! 地方规范与标准的要求$

%!应选择符合建设项目特点的排水系统" 排水出路应合理$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AK::;K!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 的要求"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

封的便器" 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K:,,$ 构造内无存水弯的卫

生器具或无水封的地漏及其他设备或排水沟的排水口" 与生活污

水管道或其他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的排水管道连接时" 必须在排水

口以下设存水弯$

'!地面以上的污废水应采用重力流直接排入室外管网" 地

下部分污废水采用机械提升排水$ 雨水系统设计应符合建设项目

特点" 排水径流量控制应满足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标准要求$

(!设有污水处理系统的项目应对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参数!

规模! 处理流程! 出水水质是否符合该项目特点进行评价" 排放

水质应满足相关国家! 地方规范与标准的排放标准要求#

(#)#(!本条第 ; f9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D fI 款为性能性评估#

给水器具的选择应合理" 卫生器具选择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BFEH;<I 及 )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

理通则* GAEH;RRM: 的要求$ 并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和绿建评

分要求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

根据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管材! 管道附件及设备等供水设施的选取和运行不应对生活饮用

水供水造成二次污染# 各类不同水质要求的给水管线应有明显的

管道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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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用耐腐蚀! 抗老化! 耐久性能好的管材! 管线! 管件"

管材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A

K::;K 的规定$ 该项为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

HK:DMR 的评分项#

管道阀门! 开关龙头等活动配件应选用长寿命产品" 并考虑

部品组合的同寿命性$ 不同使用寿命的部品组合时" 采用便于分

别拆换! 更新和升级的构造$ 该项为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 GAEHK:DMR 的评分项#

(#)#)!本条第 ; 款" 第 I fK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9 fD 款为性

能性评估#

应对项目可利用的非传统水源进行分析! 比较 &再生水!

雨水! 海水和中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方案及可行性'" 对非

传统水源使用对象" 用水安全措施" 非传统水资源利用量及利

用率! 给水计量率等进行评价# 非传统水源利用设计与评价应

满足水处理系统流程清楚正确" 图纸清晰" 评价数据准确" 结

论合理" 同时应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区域的市政给排水条件! 水

资状况" 且应充分利用安全可靠的市政或自备非传统水源# 根

据浙江当地的具体情况非传统水源宜优先采用雨水! 市政再生

水等#

应确保非传统水源使用的安全"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

置明确! 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防止误接误饮误用#

(#)#*!本条第 ;! D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9! I 款为性能性评估#

应根据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雨水控制与利用设计规

程* CADDEH;;<M 的要求对年径流量控制率! 外排雨水量径流系

数以及雨水控制和利用设施的计算和设计进行合理性和符合性评

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应采用容积法!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应

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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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技术评估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内容包括结构设计评价和结构节材评

价# 基于结构安全的前提下" 不同结构体系对材料的应用要求不

同" 因此结构设计和节材评估首先应评价结构设计的安全性和合

理性" 其次对结构节材的适用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

(#*#%!本条中第 ; fD 款为符合性评估" 第 I fR 款为性能性

评估#

本条主要评价建筑结构设计(

!!结构设计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验算的要求" 结构构件的耐久性应满足相应设计工作年限的要

求" 并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包括但不限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AK::<R!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AKK::;!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 GAKK:;M!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GAK::;:!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AEHK:IM<! )混

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AKK::R!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A

K:::M!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GAKK::D! )钢结构设计

标准* GAK::;M!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AK::;;! )建筑与市政

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AKK::9!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AK:::D!

)砌体结构通用规范* GAKK::M! )木结构设计标准* GAK:::K!

)木结构通用规范* GAKK::K!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AK::9D 及

现行行业标准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FGFD 等$ 评估单

位应依据设计文件评估结构设计和节材" 重点评估其内容的完整

性及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结构设计依据和参数是确定结构设计标准的基础" 首先应

保证设计参数的完整性" 并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具体详见本规

程 INDN;条文说明" 节能评估应分析和判断其完整性和符合性#

&!在设计文件中" 应列出主要部位的恒荷载和活荷载取值"

荷载的取值应满足相关标准和建筑功能要求" 具体详见本规程

$D"



INDN; 条文说明" 节能评估应分析和判断荷载取值的完整性和符

合性#

'!结构分析软件应与建筑结构布置和模型相适应" 不得采用

非正版软件" 设计文件中应注明软件编制单位! 名称和版本号#

(!地基基础设计的安全性和合理性直接影响整个工程的安

全性# 设计文件根据本规程 INDN; 提供相关资料" 节能评估应根

据设计文件" 评价设计文件的完整性" 评价采用地基基础设计安

全性! 合理性和经济性#

)!地下室结构设计文件应满足本规程 INDN; 条文解释的要

求" 评估单位重点评价地下室结构布置的合理性和经济性" 评价

地下室抗浮稳定性及采取抗浮措施的安全性! 合理性和经济性#

*!设计文件中应明确是否采用装配式建筑" 若采用装配式

建筑" 应按要求提供装配式建筑设计专篇# 评估单位应根据装配

式建筑专篇评价装配式建筑设计专篇深度! 技术措施和装配率是

否满足相关标准和政策的要求" 另装配式建筑各地政策和认定程

序有差别" 应结合项目所在地情况" 提醒业主和设计单位按相应

规定落实#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是指保温层与建筑结构同步施工完

成的构造技术" 可以解决外墙保温安全性! 耐久性! 防火性能及

与建筑物同寿命等问题" 符合低能耗和减碳的要求# 本条主要用

于评价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 当设计采用了节能与结构设计一体

化技术时" 应根据相关标准对其保温性能及结构性能进行评价"

评价建筑外墙在不采取额外保温措施的情况下能否满足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的要求" 并评价结构构造是否满足结构整体性及其抗震

性能要求# 没采用" 可以不做评价#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本条主要评价结构节材情况(

!!此条是为了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推广应用满足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建筑材料" 强调淘汰不符合节

1D"



能! 节地! 节水! 节材和环保要求的材料" 可参考 )关于发布U

浙江省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技术公告V和U浙江省建设领域淘汰和

限制使用技术公告V的通知* 浙建发 19:;I2 9RI 号执行#

% :'!均为绿色建筑设计基本要求" 应按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执行#

(!主要结构材料包括混凝土! 钢筋! 钢材! 建筑填充墙体

材料! 砌筑砂浆等# 设计文件应注明主要结构材料的品种! 强度

等级!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及使用范围# 评估单位应评价其性能是

否满足现行标准和技术要求" 评价其是否满足承载力和正常使用

功能要求#

)!设计文件可以根据主要结构材料使用范围和工程经验预

估其应用比例" 对一些影响绿色建筑星级要求的指标" 要求设计

单位应在文件中注明" 评估单位根据设计文件和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CADDE;:J9 相关规定进行评价#

*!结构节材措施评价" 应重点评价下列内容(

设计文件的节材措施应放在绿色 &节能' 建筑设计专篇中"

主要包括结构方案! 主要结构材料等其他节材措施#

;' 评价混凝土性能和使用范围是否符合工程特性" 是否

满足承载力和正常使用功能要求" 是否有利于提高结

构性能" 达到节材的目的" 鼓励采用高强混凝土#

9' 评价钢筋性能和使用范围是否符合工程特性" 是否满

足承载力和正常使用功能要求" 是否有利于提高结构

性能" 达到节材的目的" 鼓励采用高强钢筋#

D' 评价钢材性能和使用范围是否符合工程特性" 是否满

足承载力和正常使用功能要求" 是否有利于提高结构

性能" 达到节材的目的" 鼓励采用高强钢材#

I' 评价新型墙体材料! 高性能材料的应用情况" 评价其

性能和使用范围是否符合工程特性" 是否符合国家!

浙江省政策和技术规定" 鼓励采用轻质! 高性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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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

9:;J 第 MN9N;R 条及其条文说明" 为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 更

好地支撑绿色建筑发展" 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出台了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促进绿色建材促进绿

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 等一系列文件" 绿色建筑设计宜选

用绿色建材# 重点评价采用绿色建材的种类和应用比例" 评价绿

色建材的性能要求和品质属性是否满足要求# 绿色建筑宜采用绿

色建材" 三星级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的应用比例对住宅建筑不应低

于 D:Q" 对公共建筑不应低于 K:Q#

绿色建筑宜采用可利废材料" 只采用一种利废建材时" 其占

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不宜低于 K:Q# 选用两种及以上的利废建

材时" 每一种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均不宜低于 D:Q#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技术评估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的节能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可再生能源是指从自然界获取的! 可以再生的非石化能

源" 包含风能! 太阳能! 水能! 生物质能和海洋能等# 建筑中可

再生能源的种类常用的有太阳能光伏! 太阳能光热的低温热利用

和地热的浅层地热能利用# 因此民用建筑节能评估对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评价重点在于分析评价太阳能光热系统! 空气源热泵热水

系统!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及导光管采光系统等

民用建筑中经常用到的系统#

应对项目中应用的建筑可再生能源系统进行全面评价" 宜对

适合本项目的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可行性进行全面评价$ 新建建筑

应设置太阳能系统" 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

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AKK:;K 要求#

可再生能源系统应流程清楚正确" 图纸清晰" 评价数据清

晰" 结论合理" 可再生能源配置量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

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FDDEH;;:K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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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新利用系统包括( 排风能量热回收! 冷凝热回收!

热电及其他工艺余热废热! 室外免费能源技术! 新型天然采光技

术! 能源塔技术! 热电冷三联供技术等#

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FDDEH;;:K 规定( 容积率大于 IN: 的的公共建筑允许采用能源

新利用补充可再生能源应用不足的配置量# 当采用能源新利用作

为补充不足的可再生能源配置量时" 综合利用量应满足上述标准

的要求#

能源新利用系统应流程清楚正确" 图纸清晰" 评价数据准

确" 结论合理$ 方式! 设备可行有效$ 节能评估应分析能量回收

设施投入产出收益# 能源新利用系统的静态技资回收期不宜大于

K 年" 不应大于 ;: 年#

(#+#%!本条为符合性评估#

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的优劣和环境资料息息相关# 应对环境

资料进行详细分析和评价#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量应满足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可

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FDDEH;;:K 的要求#

可再生能源核算节能量和实际理论节能量应根据系统分别计

算# 静态投资回收期应根据实际理论节能量进行计算# 计算时可

以根据下列计算公式进行简易计算#

;' 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值应根据下式

计算" 太阳能集热器的安装倾角应在 D: j;:d以内" 朝向应在正

南j;Kd以内# 如果安装倾角和朝向超出以上范围" 应评价计算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全年实际得热量#

%

AN

]>

N

;̀

N

&K';'

式中( ;

N

%%%太阳能集热器的面积 &,

9

'$

>

N

%%%太阳能热水系统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系数"

取值 ;J97W6E&,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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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值应取下

式 K'9 和 K'D 计算的较小值(

%

A7

]>

7

Ò

,

(̀ &̀

P

&K'9'

%

A7

]>

7N

Q̀ 5̀̀ &

P

&K'D'

式中( O

,

%%%热水平均日用水定额" 应按表 K';9 取值$

(%%%用水计算单位数" 人数或床位数$

&

P

%%%年用水天数" 公共建筑按项目运行天数选取$

Q

7

%%%空气能热水系统的装机功率 &7W'$

5%%%机组每天运行时间 &6E4'$

>

7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热水量计算

法核算系数" 取值 :e::<R7W6E&_,)'

>

7N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输入功率计

算法核算系数" 取值 :eI97W6E7W

表 (1!%"热水平均日用水定额表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用水定额 单位

;

招待所! 培训中

心! 普通旅馆

设公用盟洗室 9:

设公用盟洗室! 淋浴室 DK

设公用盟洗室! 淋浴室! 洗

衣室
IK

设单独卫生间! 公用洗衣室 K:

_E人,4

9 宾馆客房
旅客 ;;: _E床,4

员工 DK _E人,4

D 医院住院部

设公用盟洗室 I:

设公用盟洗室! 淋浴室 <K

设单独卫生间 ;;:

医务人员 <K

_E床,4

_E班,4

CD"



续表 K';9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用水定额 单位

I 门诊部! 诊疗所

病人 D _E人,4

医务人员 D: _E班,4

疗养院! 休养所住房部 J: _E床,4

K

疗养院! 休养

所住院部

全托 IK

日托 ;K

_E床,4

< 幼儿园! 托儿所
有住宿 9:

无住宿 ;K

_E人,4

M 公共浴室

淋浴 DK

淋浴! 浴盆 KK

桑拿浴 &淋浴! 按摩池' <:

_E人,次

R 理发室! 美容院 9: _E人,次

J 洗衣房 ;K

_E公斤

干衣

;: 餐饮业

中餐酒楼 R

快餐店! 职工及学生食堂 M

酒吧! 咖啡厅!

茶座! 卡拉SX房
D

_E人,次

;; 健身中心 ;: _E人,次

;9 体育场 &馆' 运动员淋浴 ;K _E人,次

D'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值的计算

应满足下列要求(

%

A+

]>

+

R̀

+

;̀

9

&K'I'

D!"



式中( >

+

%%%光伏组件水平安装时的单位面积年预测发电量

7W6E&,

9

,)'" 应按表 K';D 取值$

R

5

%%%光伏组件的倾角和方位角修正系数" 按表 K';I

取值$

;

4

%%%光伏组件的总面积 &,

9

'#

表 (1!&"光伏组件水平安装时单位面积年预测发电量

光伏组件类型
光伏组件水平安装时的单位面积年预测

发电量>++7W6E&,

9

,)'-

晶体硅
多晶硅 ;MJ

单晶硅 ;JI

薄膜

钙钛矿 ;KK

铜铟镓硒 ;KK

碲化镉 ;I<

其他 ;D<

!注( 双面组件按正面效率计算#

表 (1!'"光伏组件的倾角和方位角修正系数

!!方位角

倾角!!

g;K:dg;9:dgJ:dg<:dgD:d :d D:d <:d J:d ;9:d;K:d;R:d

;;:d :ND; :NDM :NI; :NI9 :NI9 :NI9 :NI9 :NI9 :NI; :NDM :ND; :N9J

;::d :NDK :NI9 :NIM :NK; :NK; :NK; :NK; :NK; :NIR :NI; :NDK :ND9

J:d :NDJ :NIM :NKI :NKJ :N< :NKJ :N< :NKJ :NKK :NIM :NDJ :NDK

R:d :NII :NKD :N<; :N<M :N<J :N<J :NM :N<M :N<9 :NKD :NII :NDJ

M:d :NK :N< :N<J :NMK :NMR :NMJ :NMJ :NMK :N<J :NKJ :NK :NI<

<:d :NKM :N<< :NMK :NR9 :NR< :NRR :NRM :NR9 :NMK :N<< :NKM :NKD

K:d :N<K :NMD :NR9 :NRJ :NJD :NJK :NJD :NRJ :NR9 :NMD :N<K :N<9

I:d :NMD :NR :NRM :NJI :NJR ; :NJR :NJI :NRR :NR :NMD :NM

D:d :NR; :NR< :NJ9 :NJR ;N:9 ;N:D ;N:9 :NJR :NJ9 :NR< :NR; :NMJ

!!"



续表 K';I

!!方位角

倾角!!

g;K:dg;9:dgJ:dg<:dgD:d :d D:d <:d J:d ;9:d;K:d;R:d

9:d :NRJ :NJ9 :NJ< ; ;N:D ;N:I ;N:D ; :NJ< :NJ9 :NRJ :NRR

;:d :NJK :NJM :NJJ ;N:; ;N:9 ;N:D ;N:9 ;N:; :NJJ :NJM :NJK :NJK

:d ; ; ; ; ; ; ; ; ; ; ; ;

!注( ; 光伏组件的倾角指光伏组件向阳面的法向量与水平面法向量的夹角$

9 光伏组件的方位角指光伏组件向阳面的法向量在水平面上的投影与正南方向的

夹角" 水平面内正南方向为 :d" 向西为正" 向东为负$

D 当光伏组件的倾角和方位角与表中给出的数值不同时" 修正系数可采用插值法

确定#

I' 地源热泵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的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值应根据下式

计算(

%

A9

]>

9

Q̀`

"

9

&K'K'

式中( Q

9

%%%地源热泵机组装机功率 &7W'$

"

9

%%%负荷率" 如地源热泵按照冬季设计负荷设计"

"

9

];$ 如按照夏季设计负荷设计"

"

9

]冬季设计负荷E夏季设计负

荷 &Q'$

>

9

%%%地源热泵单位装机功率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

算系数" 取值 KI:7W6E&7W,)'#

K' 导光管采光系统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值应根据下式

计算(

%

A)

]>

)

;̀

)

&K'<'

式中( ;

)

%%%导光管的有效采光面积 &,

9

'$

>

)

%%%导光管采光系统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系数"

取值 D;K7W6E&,

9

,)'#

<' 整体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值应按下式计算(

"!"



%

A ]

%

AN

%̂

A+

%̂

A9

%̂

A7

%̂

A)

%̂

AS

&K'M'

式中( %

A

%%%可再生能源系统年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

AN

%%%太阳能热水系统年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

A+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

A9

%%%地源热泵系统年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

A7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年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

A)

%%%导光管采光系统年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

AS

%%%其他可再生能源系统年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7W6E)'#

(#+#&!本条为性能性评估#

评价结果应满足以下要求(

每个项目的太阳能资源状况都应进行数值模拟#

太阳能光热系统的太阳能保证率 /

%

I:Q$ 太阳能热利用系

统的集热系统效率&

%

I9Q$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储热水箱热损

系数应小于 ;<WE&,

D

,X'$ 承压储热水箱保温效果必须达到国

家标准" 热损系数不应大于 9WE,

9

,X$ 对于非承压储热水箱"

其保温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GAEH9::JK 中温降要求#

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供热水温度应大于等于 IKb" 且小于

等于 <:b$ 当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的用水点设有冷热水混合器或

混合龙头时" 冷热水供应系统在配水点处压差不应大

于 :N:9OP)#

集热器的最佳安装方位应朝向正南或正南偏西" 若受条件限

制时" 其偏差允许范围宜在正南 j;Kd以内# 在偏差允许范围以

外的集热器安装区域日照强度不应低于 <9K &7W6E&,

9

,)'#

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的安装部位应避免建筑自身及周围设

施的遮挡" 并满足集热器连续日照时数在冬至日不少于 I 小时的

要求#

(#+#'!本条中第 9 款为符合性评估" 其余为性能性评估#

评价结果应满足以下要求(

#!"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室外主机应在通风条件良好的屋顶!

阳台! 室外平台等处布置# 成组布置时进风侧的间距宜大于 9N:

倍进风口的高度# 靠墙一侧的主机距墙面的净距宜大于 ;NK 倍的

进风口高度#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辅助热源的加热能力应按平均日用水量

在冬季最冷月平均冷水温度下的需热量确定" 且应扣除相应气温

条件下的已选热泵在该时段的加热能力#

家用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储热水箱热损系数应小于 ;<WE

&,

D

,X'$ 承压储热水箱保温效果必须达到国家标准" 热损系数

不应大于 9WE&,

9

,X'$ 对于非承压储热水箱" 其保温性能应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GAEH9::JK

中温降要求#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在名义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 性能系

数 &BSP' 不应低于表 K';K 规定的数值" 并应有保证水质的有

效措施#

表 (1!("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性能系数 #/;<$ #=4=$

制热量 &7W' 热水机型式 普通型

cU;:

一次加热式! 循环加热式 INI:

静态加热式 INI:

c

%

;:

一次加热式 INI:

循环加热式

不提供水泵 INI:

提供水泵 IND: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供热水温度应大于等于 IKb且小于

等于 <:b$ 当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中的用水点设有冷热水混合

器或混合龙头时" 冷热水供应系统在配水点处压差不应大

于 :N:9OP)#

$!"



(#+#(!本条中第 D 款为符合性评估" 其余为性能性评估#

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各类光伏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不应低于表 K';< 中的规定值#

表 (1!)"不同类型的太阳能光伏组件组件转换效率 #>$

光伏组件类型 组件转换效率 &Q'

晶体硅

多晶硅 ;RNI

单晶硅 9:

薄膜

钙钛矿 ;<

铜铟镓硒 ;<

碲化镉 ;K

其他 ;I

光伏组件的最佳安装方位应朝向正南或正南偏西" 若受条件

限制时" 其偏差允许范围宜在正南j;Kd以内#

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安装部位应避免建筑自身及周围设施的遮

挡" 并满足连续日照时数在冬至日不应少于 D 小时的要求#

安装光伏系统的建筑不应降低建筑本身或相邻建筑的建筑日

照标准#

光伏组件寿命的使用寿命不应少于 9: 年" 并网逆变器正常

使用寿命不少于 R 年#

(#+#)!本条为性能性评估#

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管长为 <::,,的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透光折减系数不应低于

:N<" 导光管的长度不宜超过管径的 9: 倍" 传输效率不宜低于

:NMK:$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颜色透射指数不应低于 J:$ 导光管采

光系统的防尘等级不应低于 kP<l$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传热系数

不应高于 9N9WE&,

9

X'$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太阳得热系数不应

1!"



高于 :NDK:$ 导光管采光系统抗结露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AEHRIRI 中抗结露因

子 K 级$ 导光管内表面管壁材料的反射比不宜低于 :NJK$ 导光管

采光系统使用弯管时" 弯曲角度不宜小于 J:d$ 漫射器材料的可

见光透射比不宜低于 :NRK$ 有调光要求的导光管采光系统可采

用于动或自动控制方式对光输出进行连续调节#

导光管采光系统主体结构的使用寿命不宜少于 9: 年#

(#+#*!本条为性能评估#

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考虑全年冷热负荷的影响" 要保持全

年总释热量与总吸热量平衡" 两者的比值在 :NR f;N9K 之间# 超

出比值时应对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采取合理的热平衡技术措施#

除桩基埋管外" 垂直地埋管换热管埋深不应小于 DK," 宜大

于 <:," 小于 ;9:,$ 钻孔间距宜为 D f<," 水平环路距地面不

宜小于 ;NK," 且应在冻土层以下 :N<,$ 单i管钻孔孔径不宜小

于 ;;:,," 双i管钻孔孔径不宜小于 ;I:,,$ 地源热泵的装机

容量应根据负荷计算确定" 不应超过负荷计算值的 ;N; 倍$

地埋管内的流体应保持紊流状态" 单i管内的流速不宜小于

:N<,E(" 双i管内的流速不宜小于 :NI,E($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

统的取水点应靠近冷热源机房" 距离应小于 DK:," 且地表水资

源的水温! 水质! 水量应满足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正常运行的

要求#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释热量使地表水的温升不超过 ;b$ 吸

热量使地表水的温降不起过 9b$ 地表水的最低水位与换热盘管

距离不应小于 ;NK,#

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对土壤的温升和温降均不大于 Mb$

地源热泵埋管系统的使用寿命不应少于 D: 年#

(#+#+!本条中第 D 款为符合性评估" 其余为性能性评估#

余热废热回收装置的性能系数 &:T6

,0N

' 值大于 KN: 时" 应

8!"



当优先利用# 余热废热回收装置的性能系数 &:T6

,0N

' 时指余热

废热量 &7W' 与附加的风机或水泵的耗电量 &7W' 的比值#

:T6

,0N

EQ

,0N

IQ &K'R'

式中( :T6

,0N

%%%余热废热回收装置的性能系数$

Q

,0N

%%%余热废热量 &7W'$

Q%%%附加的风机或水泵的耗电量 &7W'#

蒸汽凝结水的回收热能大大提高蒸汽系统的效率" 因此应首

先考虑回收#

公共建筑中" 对设置独立新风系统且新风与排风的温差超过

;Kb的空调新风系统应设置排风能量回收系统" 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 静态技资回收期不宜大于 K 年" 不应大于 ;: 年#

9' 热回收装置的年节能量应根据热回收装置的类型按照下

式计算(

@! 显热回收装置

%

,0N

E

#

&;U:; G

&

GVID<:: G

"

G

&

5

2

H5

F

&

G0'

&K'J'

式中( %

,0N

%%%年热回收量" 7W6$

5

2

%%%室外平均温度" 根据表 K';M 选取 &b'$

5

F

%%%室内空气温度" 根据表 K';M 选取 &b'$

"

%%%显热回收效率" 根据设计文件数据取值" 当设计

文件不明确时" 根据表 K';M 选择 &Q'$

V%%%风量 &,

D

E6'$

&

%%%空气密度" ;N97%E,

D

$

0 %%%运行时间" 按空调运行时间选取 &6'#

A! 全热回收装置

%

,0N

E

#

&

&

GVG

&

0

2

H0

F

& "

ID<:: G0' &K';:'

式中( %

,0N

%%%年热回收量" &7W6'$

?!"



0

2

%%%室外平均焓值" 根据表 K';M 选取 & 7FE7%N干空

气'$

0

F

%%%室内空气焓值" 根据表 K';M 选取 & 7FE7%N干空

气'$

"

%%%显热回收效率" 根据设计文件数据取值" 当设计

文件不明确时" 根据表 K';R 选择 &Q'$

V%%%风量 &,

D

E6'$

&

%%%空气密度" ;N97%E,

D

$

0 %%%运行时间" 按空调运行时间选取 &6'#

D' 从室内排出的排风量与新风量不等或从室内排出的排风

温度 &全热回收时为焓' 与室内温度 &全热回收时为室内焓'

不等时" 应以排风量和排风温度 &全热回收时为排风焓' 为基

准修正#

表 (1!*"浙江省热回收室内外焓值和温度选择表

季节
室外平均焓值 室内焓值 室外平均温度 室内温度

&7FE7%N干空气' &7FE7%N干空气' &b' &b'

冬季 9I 9R ;: ;R

夏季 M9NK KJ 9J 9<

表 (1!+"热回收效率

类型 冷量回收 热量回收

全热交换效率 &Q' <: <K

显热交换效率 &Q' M: MK

B!"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一般规定

)#!#!!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 中国

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 9:D: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9:<: 年前实现碳中

和# 为了能尽早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 的目标" 节能评估应

对建筑设计能耗! 碳排放以及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进行

评价#

)#!#%!对于绿色建筑节能评估宜对绿色建筑节能率进行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对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AEHK:DMR'

9:;J 的相关内容进行评分#

)#!#&!本条补充说明当设计建筑为超低能耗! 近零能耗或零能

耗建筑时节能评估的评价范围#

)#%"建筑运行碳排放计算方法

)#%#!!建筑运行碳排放量包含电能! 燃油! 燃煤! 燃气等形式

的能源" 根据不同类型能源消耗量进行汇总" 结合不同类型能源

的碳排放因子计算出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另外" 在建筑全生命周

期内" 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 可减少建筑物的碳排放

量" 该部分应在建筑常规能源消耗量中直接扣除#

)#%#%!本条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的计算方法#

)#%#&!根据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计算边界与口径" 建筑

领域能耗指建筑运行能耗和建筑业能耗之和" 建筑运行能耗包括

供暖和空调! 通风! 照明! 插座! 电梯! 生活给水! 生活热水!

C!"



变压器损耗! 炊事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系统# 建筑业能耗指作为国

民经济物质生产部门建筑行业的能源消费" 主要为建筑企业的生

产! 运输! 施工等能耗# 本规程仅对建筑运行能耗和碳排放进行

计算" 建筑业能耗不在本规程评估计算范围内#

)#%#'!本条规定了建筑供暖和空调系统能源消耗量的计算范围

及其规定# 建筑逐时能耗计算时建筑运行参数可按国家标准 )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AKK:;K'9:9; 附录 B

确定#

)#%#(!本条对建筑全年供暖和空调逐时负荷计算方法进行了

规定#

!!空调冷源能耗计算按全年运行主机不同负载率对应的能

效值逐时计算" 当设计文件未明确主机不同负载率下能效时" 可

按下列主机能效拟合公式计算(

;'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

)' 制冷工况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BSP值可按下式计算(

:T6

/"9

E:T6

9"4

H9U;:DW

9

L;U<<KWLDU9DR

9U

( )
R

&<';'

式中( :T6

/"9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

的BSP值$

:T6

9"4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设计工况BSP值$

W%%%主机负载率#

2' 制热工况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TT\值可按下式计算(

--'

/"9

E--'

9"4

H;U9;JW

9

L:UJ:RWLDU;;;

9U

( )
R

&<'9'

式中( --'

/"9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

的TT\值$

--'

9"4

%%%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设计工况TT\值$

W%%%主机负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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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风冷热泵机组

)' 制冷工况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BSP值可按下式计算(

:T6

/"=

E:T6

9"=

HDUM:KW

9

L<U:J9WL:U<;D

DU

( )
:

&<'D'

式中( :T6

/"=

%%%风冷热泵机组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BSP值$

:T6

9"=

%%%风冷热泵机组设计工况BSP值#

2' 制热工况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TT\值可按下式计算(

--'

/"=

E--'

9"=

g9NKMK=

9

ÎN9J9=̂ ;N;RD( )
9NJ

&<'I'

式中( --'

/"=

%%%风冷热泵机组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TT\值$

--'

9"=

%%%风冷热泵机组设计工况TT\值#

D' 螺杆式冷水机组

制冷工况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BSP值可按下式计算(

:T6

/"3

E:T6

9"3

HKN;MDW

9

LRNMR9WL;NJJ;( )
KN<

&<'K'

式中( :T6

/"3

%%%螺杆式冷水机组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

BSP值$

:T6

9"3

%%%螺杆式冷水机组设计工况BSP值#

I' 离心式冷水机组

制冷工况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BSP值可按下式计算(

:T6

/")

E:T6

9")

H<N:R<W

9

L;:N<DWL;NIK<( )
<N:

&<'<'

式中( :T6

/")

%%%离心式冷水机组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

BSP值$

:T6

9")

%%%离心式冷水机组设计工况BSP值#

K' 磁悬浮冷水机组

制冷工况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BSP值可按下式计算(

:T6

/"W

E:T6

9"W

KN:<RW

9

LINJDRWLKNJD( )
KNR

&<'M'

!""



式中( :T6

/"W

%%%磁悬浮冷水机组不同主机负载率对应的

BSP值$

:T6

9"W

%%%磁悬浮冷水机组设计工况BSP值#

<'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的供冷能耗计算按不同负载率

下机组能效逐时计算# 当设计文件未明确不同负载率主机能效

时" 燃烧器! 风机电量按输入功率不变计算" 机组不同负载率下

性能系数按设计文件性能系数不变计算#

M' 锅炉和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的供暖热源能耗计算按

不同负载率机组能效逐时计算# 当设计文件未明确不同负载率主

机能效时" 燃烧器! 风机电量按输入功率不变计算" 机组不同负

载率效率按设计效率不变计算#

R' 冷热源主机设计工况BSP值应根据室外环境气候! 供回

水温度等进行修正$ 对于风冷变制冷剂流量热泵机组系统能效应

根据负载率! 配管长度! 室外机散热环境等进行综合修正#

%!建筑设计冷热源采用多台主机时" 本条规定了当设计文

件未明确不同负荷率下多台主机运行策略时的计算方法#

)#%#*!供暖空调水系统输配能耗应根据水泵全年不同负载下的

输入功率进行计算# 当采用定频水泵时" 按水泵输入功率不变计

算$ 当采用变频水泵水系统定压差变流量控制时" 水泵输入功率

与水泵负载率成正比$ 当采用变频水泵水系统变压差变流量控制

时" 水泵输入功率与水泵负载的 D 次方成正比# 考虑空调主机最

小流量限制及水泵变频特性" 本规程明确水泵负载率取值不应低

于 D:Q# 水泵效率取值按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

值及节能评价标准* GA;JM9< 并结合目前市场上主流水泵性能

数据#

)#%#+!根据全年冷负荷不同负载率! 冷却塔风机开启数量! 运

行时间计算冷却塔风机电耗# 实际工程中冷却塔风机普遍采用定

频运行" 当冷却塔风机采用变频运行时" 需结合制冷主机! 冷却

泵! 冷却塔风机能耗综合分析比较" 实际运行时较难找到准确的

"""



规律" 因此本规程计算冷却塔风机能耗时规定风机定频运行#

)#%#,!设计建筑供暖和空调末端风机能源消耗量计算做以下

要求(

!!供暖和空调末端风机能源消耗量应根据末端负荷需求计

算风机负载率! 风机输入功率! 运行时间进行风机能耗统计$

%!供暖和空调末端风机当采用定频风机时" 按风机输入功

率不变计算$ 当风系统采用定静压变风量控制时" 风机输入功率

与末端设备负载率成正比$ 当风系统采用变静压变风量控制时"

风机输入功率与末端设备负载率 D 次方成正比$ 考虑实际项目末

端负荷需求及风机变频特性" 本规程规定了末端设备风机负载率

取值不低于 D:Q$

&!末端风机 99:Y电压配电时" 输入功率按配电功率计算$

末端风机 DR:Y电压配电时" 根据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及风量计

算" 其中末端设备风机应按全压计算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计算方法应满足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9:;K 中 INDN99 条的规定#

)#%#!$!通风系统能耗应根据全年风机运行策略及每台风机运行

时间计算# 本条规定了当风机配电 99:Y电压时" 风机输入功率

同配电功率$ 当电风机 DR:Y电压配电时" 风机能耗根据风机单

位风量耗功率及风量计算#

)#%#!!!生活热水的需求量同室内人员的数量! 使用习惯和活动

类型有关# 生活热水消耗的能源是建筑物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

分" 但生活热水的能耗很难准确计算" 因为生活热水的使用模式

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很难找到准确的规律" 对最终的计算结果有

很大的影响# 实际使用中" 生活热水也有多种供给方式" 包括集

中生活热水供应和分散式生活热水供应# 使用的热源也种类繁

多" 包括燃气锅炉! 空气源热泵! 电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等# 为

统一计算方法" 本规程规定建筑年生活热水能源消耗量根据年生

活热水耗热量与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计算# 这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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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不包括饮用水和炊事用水" 仅指日常洗浴的热水供应#

)#%#!%!本条给出建筑物生活给水加压耗电量的计算原则" 建筑

给水流量与建筑类型及人员数量及行为习惯密切相关# 建筑年平

均加压供水量设计未明确时"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

设计标准* GAK:KKK 平均日生活用水定额折算#

)#%#!&!建筑照明及插座系统为满足建筑功能提供了必要条件#

照明系统的能源消耗需要考虑灯具的效率! 使用时间! 人员! 控

制策略! 自然采光等对照明能耗的影响$ 插座系统能源消耗受设

备功率! 使用时间影响# 当设计未明确照明功率密度! 设备功率

密度及运行时间时可按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

用规范* GAKK:;K'9:9; 附录 B取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电梯的使用量急剧增长" 电

梯的能耗强度大# 随着电梯技术" 尤其是驱动技术的发展" 除了

大吨位货梯" 永磁同步曳引机驱动的曳引电梯已经成为新装电梯

的标准配置# 电梯的能耗情况不仅与电梯自身的配置情况有关"

而且还与建筑的结构! 电梯的数量和布局! 建筑内客流情况以及

电梯的调度情况有关#

本条规定了电梯能源消耗量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

标准* GAEHK;D<<的规定进行计算" 当设计未明确电梯电梯待机时

能耗! 单位速度与载重量运行能量消耗时" 电梯待机时的能量需求

&输出' 取 9::W" 运行时的特定能量消耗取 ;N9<,W6E&7%,,'#

)#%#!(!本条给出了建筑变压器损耗计算公式" 变压器全年投入

运行小时数同设计文件" 当设计未明确最大负荷年损耗小时数

时" 可按项目投入运行小时数的 K:Q计算#

)#%#!)!用户的燃气用气量" 应考虑燃气规划发展量" 根据当地

的用气量指标确定# 居民生活和商业的用气量指标" 应根据当地

居民生活和商业用气量的统计数据分析确定# 当设计文件中未明

确时" 本规程按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

动力* 给出了住宅人均生活用气量指标! 公共建筑的职工食堂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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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业用气量指标取值#

)#%#!*!本条规定了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综合利用量按现行浙

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CAFDDEH;;:K 的

计算#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

)#&#! :)#&#%!本条明确了建筑运行碳排放用能系统计算边界以

及建筑运行碳排放设计强度降幅计算方法#

)#&#&!本条主要规定了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计算

要求#

!!规定了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建筑空间及功能和室内使用

参数等保持一致$

% :&!规定了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和人均新风量! 照明

功率密度的取值$

'!规定了冷! 热源系统形式" 冷! 热源性能系数的取值"

同时规定了基准建筑不应计算全新风工况对冷热源能源消耗的影

响$ 当设计建筑采用土壤源 &水源' 热泵空调系统时" 基准建

筑空调系统应采用电制冷机组供冷和燃气热水锅炉供热" 电制冷

机组及燃气热水锅炉效率按行业标准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FGF;DI'9:;: 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GAK:;RJ'9:;K 的限值取值$

(!规定了冷冻水 &热水' 系统形式与设计建筑一致# 基准

建筑水泵功率采用冷水 &热水' 系统耗电输冷 &热' 比计算"

当采用一级泵系统时" 水泵定频$ 当采用二级泵系统时" 一级泵

应定频" 二级泵应变频# 采用二级泵系统计算冷冻水泵功率时"

应将计算系数A拆分" 计算一级泵功率时 A值取 ;<" 计算二级

泵功率时A值取 ;M$ 采用二级泵系统计算热水泵功率时" 应将

计算系数A拆分" 计算一级泵功率时 A值取 ;D" 计算二级泵功

率时A值取 ;I$ 主机和水泵均为一机对一泵的台数控制$

1""



) :*!冷却水泵输配系统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规定了基

准建筑冷却水泵扬程! 流量及风机功率计算原则$

+!空调机组和通风机根据单位风量耗功率计算风机功率"

且不应计算风机变频对能源消耗影响#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限值应根据风机全压计算" 基准建筑风机全压同设计建筑一致"

当设计建筑未明确时可按表 <'; 取值#

表 )1!"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Q

(

%QI#J

D

I0$&

系统形式
Q

(

限值

粗效过滤 粗! 中效过滤

两管制办公建筑定风量系统 :NI9 :NIR

四管制办公建筑定风量系统 :NIM :NKD

两管制商业! 酒店建筑全空气系统 :NI< :NK9

四管制商业

�!

酒店建筑全空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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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

)#(#!!本条规定了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范围及用能系统

计算边界#

)#(#% :)#(#&!建筑能耗综合值是表征建筑总体能效的指标" 包

括可再生能源的贡献$ 建筑本体能耗值是指不包含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包含供暖! 空调! 生活热水! 照明!

电梯系统中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其能量需求量的比例#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中" 本条明确了设计建筑和

基准建筑计算参数的规定#

?""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时应客观公正" 所有达标项与得分项

必须注明在节能评估文件中描述分析的位置# 对于节能评估报告

书" 应注明达标项与得分项在节能评估报告书中的页码索引$ 对

于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评估登记表" 应注明通过项与得分项在

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登记表中的标题索引或设计文件图号索

引# 未能在节能评估文件或节能登记表中分析评价的绿色建筑评

价条款" 在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中 .目前得分/ 栏中均不

能得分" 但是评价机构可以对设计文件提出深化或优化措施" 并

在节能评估文件 & )节能评估报告书* 或 )节能评估报告表*'

中明确列出深化或优化措施内容" 与设计单位沟通确定后" 作为

下一阶段设计必须落实内容" 且应通过图纸审查# 评价机构提出

的设计文件深化或优化建议" 可以在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深化或优化后得分/ 中得分"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的结论以 .深

化或优化后得分/ 计算总得分#

*#$#&!根据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设区的市! 县 &市' 人

民政府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发展改革! 自然资源! 经

济和信息化等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应当明确绿色

建筑发展目标! 重点发展区域和新型建筑工业化要求等内容" 并

确定各类新建民用建筑的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且国土空间规划确

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 &农民自建住宅除外'"

按照不低于一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 其中" 国家机

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公共建筑" 按

照不低于二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 鼓励其他公共建

B""



筑和居住建筑按照不低于二星级绿色建筑的技术要求进行建设#

建设单位委托项目设计时" 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明确绿色建筑等

级要求#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结果应满足绿色建筑专项规划中的绿

色建筑等级要求#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的分项表进行判定"

用以确认项目的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的等级#

涉及施工管理! 物业管理的相关内容" 在节能评估阶段均应

按不得分进行判定" 如附录 C的表中 .JN9NR 绿色施工和管理/

得分项应按 : 分进行判定#

当项目建筑材料或设施设备系统进行预留设计时" 分项表应

按设计文件已明确的预留条件与要求进行评价# 如当判定附录 C

的表中 .MN9NK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 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国

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AK:;RJ 的规定以及现行有

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时" 若项目空调系统为预留"

则应查阅设计文件" 若设计文件明确了冷! 热源机组能效提升的

要求" 则本条款可得分" 若未明确则不得分#

C""



附录2"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及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2#$#!!本表中电力等价值折标准煤系数按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

耗计算" 当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数据不全时" 按 :NDD7%0"E

7W6计算# 电力等价值折标准煤系数来源于 )建筑节能与可再

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AK::;K'9:9;# 本表中其他数据均来源

于现行国家标准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AEH9KRJ'9:9:# 在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AEH9KRJ'9:9: 中" 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

量为 D99DR7FE,

D

fDRJRJ7FE,

D

& MM::70)1E,

D

fJD;:70)1E,

D

'"

折标准煤系数为 ;N;:::7%0"E,

D

f;NDD::7%0"E,

D

" 为统一节能评

估的计算数据" 本规程中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取值统一为

D<;KM7FE,

D

&R<DR70)1E,

D

'" 折标准煤系数为 ;N9DI7%0"E,

D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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