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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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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国家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推进浙江省建筑节能工作，提高既有公共

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改善室内环境，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内既有公共建筑的外围护结构、用
能设备及系统等方面的节能改造。

１０３　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及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２　术　　语

２０１　节能诊断　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通过现场调查、检测以及对能源消费账单和设备历史运行记

录的统计分析等，找到建筑物能源浪费的主要环节，为建筑物的

节能改造提供依据的过程。

２０２　单项节能改造　ｓｉｎｇ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ｒｅｔｒｏｆｉｔｔｉｎｇ
针对外围护结构、通风空调系统、建筑电气系统、可再生能

源及余热废热利用系统等功能和能耗相对独立的某个系统进行的

较为全面的节能改造。

２０３　综合节能改造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ｒｅｔｒｏｆｉｔｔｉｎｇ
涉及外围护结构、通风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建筑电气系

统、可再生能源及余热废热利用系统、能耗监测系统等两种及以

上单项节能改造类型，且包含通风空调系统的建筑节能改造。

２０４　机电系统调适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
ｎｉｎｇ

通过对建筑机电系统开展检查、测试、调整、验证、优化等

工作，使建筑机电系统性能、功能达到设计要求和使用要求，实

现全工况高效、舒适的程序和方法。

２０５　节能改造效果评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在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后，对节能改造项目节能措施实施情

况、室内环境及节能效果进行核查、检测、分析和计算的活动。

２０６　能源消费账单　ｅｎｅｒｇ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ｂｉｌｌ
建筑物使用者用于能源消费结算的凭证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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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在保证室内热舒适的基础上，提高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３０２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前，应先进行节能诊断，根据诊断结
果，确定节能改造内容；节能改造时，应保证施工质量，缩短施

工时间，减少对正常使用的影响；节能改造后应进行节能改造效

果评估，核定其节能量，并对节能改造效果进行评级。

３０３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涉及抗震、结构、防火等安全时，节
能改造前应进行安全性能评估。

３０４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时，应同时建设和完善建筑能耗监测
系统，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优先采用机电系统调适等低成本节

能改造措施，提升改造的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

３０５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时，能源系统应优先用电、谨慎用燃
气、禁止用煤，形成以电为核心的供能系统。

３０６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时，应积极采用新产品、新材料、新
技术、新工艺，应优先采用绿色低碳建材，宜按照绿色建筑、低

碳建筑相关标准要求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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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节能诊断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前应对建筑物总体用能情况以及外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通风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建筑电气系统、

能耗监测系统等进行节能诊断，并提出节能改造意见。

４１２　公共建筑节能诊断前，宜收集下列资料：
１　工程施工图、竣工图、房屋修缮及设备设施维护改造等

资料；

２　建筑物主要功能、入住率、出租率、运行时间、室内环
境等情况；

３　近１年～３年的燃气、油、电、水、热、蒸汽等能源消费
账单；

４　主要用能设备技术参数和运行记录。
４１３　节能诊断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１　查阅资料和现场初步调查，了解项目基本信息；
２　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制定节能诊断方案；
３　查阅能源消费账单，分析建筑总体用能和各单项系统用

能水平；

４　对诊断方案中确定的检测内容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测；
５　依据上述诊断结果，分析节能潜力，提出合理意见；
６　编写节能诊断报告，报告大纲可按照本标准附录Ａ。

４１４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诊断应由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组织实
施；节能诊断报告宜委托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机构编制，建筑所有

人或使用人具备条件的，也可自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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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　节能诊断中，涉及节能量核定的参数应由具备相应资质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

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的有关规定。

４２　建筑用能诊断

４２１　公共建筑用能诊断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建筑的年能耗量、能耗强度及其变化规律，建筑物使用

情况；

２　各系统的年能耗量及所占比例；
３　各能源种类的年消耗量及所占比例；
４　建筑碳排放情况。

４２２　当公共建筑综合用能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综合
节能改造：

１　建筑年能耗指标高于本地区同类型建筑年能耗定额约
束值；

２　使用功能、气候条件等无明显变化时，建筑近３年能源
消耗持续增加，且累计增长幅度大于６％；
３　通过改善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高通风空

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建筑电气系统的效率，扩大可再生能源及

余热废热利用，采取能耗监测系统建设和机电系统运行调适等节

能改造措施，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热环境质量前提下，与未采取节

能改造措施前相比，建筑的全年能耗降低３０％以上，且静态投
资回收期不大于６年。
４２３　当公共建筑综合用能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综合
节能改造：

１　建筑年能耗指标高于本地区同类型建筑年能耗定额基
准值；

２　使用功能、气候条件等无明显变化时，建筑近３年能源
消耗持续增加，且累计增长幅度大于３％；

５



３　通过改善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提高通风空
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建筑电气系统的效率，扩大可再生能源及

余热废热利用，采取能耗监测系统建设和机电系统运行调适等节

能改造措施，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热环境质量前提下，与未采取节

能改造措施前相比，建筑的全年能耗降低２０％以上，且静态投
资回收期不大于６年；或者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４年。
４２４　当公共建筑各单项系统经节能潜力和经济技术分析，符
合以下条件时，应进行单项节能改造：

１　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经节能改造，通风空调能耗可降低
１０％以上，且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５年；

２　通风空调系统经节能改造，系统的能耗可降低 ２０％以
上，且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３年；
３　建筑电气系统经节能改造，系统的能耗可降低 ２０％以

上，且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３年。
４２５　当公共建筑各单项系统经节能潜力和经济技术分析，符
合以下条件时，宜进行单项节能改造：

１　公共建筑经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通风空调能耗可降低
１０％以上且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８年；或者通风空调能耗降低
不足１０％但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５年；
２　通风空调系统经节能改造，系统的能耗可降低２０％以上

且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５年；或者通风空调能耗降低不足２０％
但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３年；
３　建筑电气系统经节能改造，系统的能耗可降低２０％以上

且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５年；或者电气系统能耗降低不足２０％
但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３年。

４３　外围护结构

４３１　应根据外围护结构的类型，对建筑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的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节能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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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外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构造做法；
２　主体部位传热系数；
３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４　热工缺陷；
５　外窗、透光幕墙的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得热系数。

４３２　当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因结构、防火、外立面脱落、渗
漏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而需进行改造时，宜同步进行外围护结构

节能改造。

４３３　当公共建筑的幕墙、门窗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在进行安
全性改造时，应进行节能改造：

１　幕墙、门窗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
２　已存在影响安全性和使用性的缺陷，或主体支承结构发

生重大变动；

３　隐框幕墙、半隐框幕墙的嵌缝材料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
且经鉴定存在安全隐患。

４３４　当公共建筑外墙、屋面隔热性能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６的内表面温度要求时，应进行节
能改造。

４３５　当公共建筑透光围护结构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
节能改造：

１　除北向外，外窗或透光幕墙未采取遮阳措施或太阳得热
系数大于０５０；
２　使用单层玻璃的门窗；
３　屋顶透光部分面积大于屋顶总面积的２０％且未设置遮阳

设施；

４　屋顶透光部分的太阳得热系数大于０５０。

４４　通风空调系统

４４１　应根据系统形式及实际运行情况，对通风空调系统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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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内容进行选择性节能诊断：

１　建筑物室内的平均温度、湿度等室内热环境情况；
２　冷热源设备和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
３　水泵、风机效率；
４　系统新风量；
５　水系统供回水温差、回水温度一致性；
６　风系统平衡度；
７　管道、设备及附件的保温性能。

４４２　当公共建筑冷热源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节
能改造：

１　运行时间接近或超过其正常使用年限，且经检测后认定
设备性能或安全性不满足使用要求；

２　所使用的燃料、工质或碳排放不满足环保要求；
３　除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工艺性湿度控制场合外，

其他场合采用的蒸汽锅炉；

４　除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外，
其他场合采用的电直接加热设备。

４４３　当公共建筑冷热源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节
能改造：

１　采用燃气、燃油的蒸汽或热水锅炉作为热源，其运行效
率低于表４４３１的规定，且锅炉改造或更换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不大于８年；
２　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实际性能系

数 （ＣＯＰ）低于表４４３２的规定，且机组改造或更换的静态投
资回收期不大于８年；
３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实际性能参数不符合表４４３３

的规定，且机组改造或更换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８年；
４　冷源系统能效系数低于表４４３４的规定，且冷源系统

节能改造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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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地源热泵系统制热性能系数低于２８、制冷能效比低于
３２，且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８年；

６　冷却塔的冷却能力无法满足制冷机正常运行或冷却塔的
冷却能力低于铭牌值的８０％。

表４４３１　锅炉运行效率

锅炉类型、燃料种类
在下列锅炉额定容量 （ＭＷ）下的日平均运行效率 （％）

０７ １４ ２８ ４２ ７０ １４０ ＞２８０

燃气、燃油 ８５ ８６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８９

表４４３２　冷水 （热泵）机组实际制冷性能系数

类型 额定制冷量ＣＣ（ｋＷ） 性能系数ＣＯＰ（Ｗ／Ｗ）

水冷式

ＣＣ≤５２８ ４２０

５２８＜ＣＣ≤１１６３ ４７０

ＣＣ＞１１６３ ５２０

风冷或蒸发冷却
ＣＣ≤５０ ２５０

ＣＣ＞５０ ２７０

表４４３３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实际性能系数

机组类型 名称 实际性能要求

蒸汽型机组
单位冷量蒸汽耗量

［ｋｇ／（ｋＷ·ｈ）］

饱和蒸汽０４ＭＰａ １４０

饱和蒸汽０６ＭＰａ １３１

饱和蒸汽０８ＭＰａ １２８

直燃型机组 性能系数ＣＯＰ（Ｗ／Ｗ） — １１０

表４４３４　冷源系统能效系数

类型 单台额定制冷量ＣＣ（ｋＷ） 冷源系统能效系数 （Ｗ／Ｗ）

水冷冷水机组

ＣＣ≤５２８ ２３

５２８＜ＣＣ≤１１６３ ２６

ＣＣ＞１１６３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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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４３４
类型 单台额定制冷量ＣＣ（ｋＷ） 冷源系统能效系数 （Ｗ／Ｗ）

风冷或蒸发冷却
ＣＣ≤５０ １８

ＣＣ＞５０ ２０

４４４　当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空调 （热泵）机组存在

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节能改造：

１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比低于表４４４的规定，且机组
改造或更换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于５年；
２　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风管送风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

比低于表４４４的规定，且机组改造或更换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
大于５年。

表４４４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比

类型 名义制冷量ＣＣ（Ｗ） 能效限定值

单元式

空气调节机

风冷式

水冷式

单冷型

（ＳＥＥＲ，Ｗｈ／Ｗｈ）

热泵型

（ＡＰＦ，Ｗｈ／Ｗｈ）

单冷型

（ＩＰＬＶ，Ｗ／Ｗ）

７０００≤ＣＣ≤１４０００ ２９０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２７０

７０００≤ＣＣ≤１４０００ ２７０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２６０

７０００≤ＣＣ≤１４０００ ３３０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３７０

风管送风空调

（热泵）机组
风冷式

单冷型

（ＳＥＥＲ，Ｗｈ／Ｗｈ）

热泵型

（ＡＰＦ，Ｗｈ／Ｗｈ）

ＣＣ≤７１００ ３００

７１００＜ＣＣ≤１４０００ ２９０

１４０００＜ＣＣ≤２８０００ ２８０

ＣＣ＞２８０００ ２６０

ＣＣ≤７１００ ２９０

７１００＜ＣＣ≤１４０００ ２８０

１４０００＜ＣＣ≤２８０００ ２７０

ＣＣ＞２８０００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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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４４

类型 名义制冷量ＣＣ（Ｗ） 能效限定值

风管送风空调

（热泵）机组
水冷式

单冷型

（ＩＰＬＶ，Ｗ／Ｗ）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３４０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３３０

４４５　当多联式 （空调）热泵机组能效比低于表４４５的规定
或运行时间超过１０年，且机组改造或更换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
大于８年时，宜进行相应的改造或更换。

表４４５　多联式 （空调）热泵机组能效比

名义制冷量

ＣＣ（Ｗ）

风冷式 水冷式

单冷型

（ＳＥＥＲ，
Ｗｈ／Ｗｈ）

热泵型

（ＡＰＦ，
Ｗｈ／Ｗｈ）

水环式

（ＩＰＬＶ，
Ｗ／Ｗ）

地埋管式

（ＥＥＲ，
Ｗ／Ｗ）

地下水式

（ＥＥＲ，
Ｗ／Ｗ）

ＣＣ≤１４０００ ４８０ ３６０ ５２０ ３８０ ４３０

１４０００≤ＣＣ≤２８０００ ４４０ ３５０ ５２０ ３８０ ４３０

２８０００≤ＣＣ≤５００００ ４２０ ３４０ ５００ ３８０ ４３０

５００００≤ＣＣ≤６８０００ ４１０ ３３０ ５００ ３８０ ４３０

ＣＣ＞６８０００ ４００ ３２０ ５００ ３８０ ４３０

４４６　当通风空调控制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节能
改造：

１　通风空调末端系统不具备室温调控手段；
２　采用区域性冷源或热源的入口处未设置冷量或热量计量

装置。

４４７　当通风空调输配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节能
改造：

１　通风空调系统循环水泵的实际水量超过原设计值的
２０％，或循环水泵的实际运行效率低于铭牌值的８０％；

２　空调系统冷水管、风管、空调设备等的保温存在结露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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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８　当通风空调输配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节能
改造：

１　采用二级泵的空调冷水系统未采用变速变流量调节方式；
２　冷水系统各主支管路回水温度最大差值大于２℃，热水

系统各主支管路回水温度最大差值大于４℃；
３　全空气定风量空调系统的风平衡度小于０９或大于１２；
４　风机运行效率低于额定效率的８０％；
５　空调风系统风量调节装置缺失或不能发挥节能调节作用。

４４９　当新风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节能改造：
１　全空气空调系统在过渡季不能直接利用新风实现降温

需求；

２　空调系统的新风量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３６的规定。

４５　给排水系统

４５１　应根据系统设置及实际运行情况，对给排水系统和生活
热水系统的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节能诊断：

１　各给水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的供水方式、管路布置方式、
保温状况、计量方式等；

２　生活热水系统热源种类、循环方式、室内管道敷设方式、
运行状况；

３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
４　用水点出水压力；
５　管网漏损率；
６　水泵运行效率。

４５２　当给排水系统和生活热水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进行节能改造：

１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低于相关现行国家标准中规定的
３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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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供水加压泵实际运行效率低于铭牌值的８０％；
３　生活热水循环水泵的实际水量超过原设计值的２０％或循

环水泵的实际运行效率低于铭牌值的８０％；
４　给水系统管网漏损率超过１２％。

４５３　当给排水系统和生活热水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
进行节能改造：

１　供水加压泵效率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

定值及节能评价值》ＧＢ１９７６２中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２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低于相关现行国家标准中规定的

２级；
３　生活热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未采用变流量调节方式；
４　生活给水系统用水点处供水压力大于０２０ＭＰａ或大于卫

生器具的工作压力的要求；

５　生活热水热源实际效率低于相关标准的准入值。

４６　建筑电气系统

４６１　应根据系统设置及实际运行情况，对建筑供配电系统的
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节能诊断：

１　配电系统中仪表、低压集中无功补偿装置、配电变压器
等设备状况；

２　风机、水泵等动力设备节能特性；
３　电能质量。

４６２　应根据系统设置及实际运行情况，对照明系统的下列内
容进行选择性节能诊断：

１　照明灯具效率或能效等级；
２　照明控制方式；
３　有效利用自然光情况；
４　照度值和照明功率密度值。

４６３　应根据系统设置及实际运行情况，对电梯的下列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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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择性节能诊断：

１　电梯驱动、曳引装置的类型，效率或能效等级；
２　电梯控制系统、信号系统情况。

４６４　当供配电动力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节能
改造：

１　供配电系统不能满足用电设备容量及供配电线缆、配电
保护要求，或配电变压器、主配电室内的保护电器等设备为淘汰

产品；

２　非空调用风机等动力设备为淘汰产品。
４６５　当供配电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节能改造：

１　变压器平均负载率低于２０％，且改造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不大于５年；
２　无功补偿不能满足要求，且改造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

于５年；
３　电能质量不能满足要求，且改造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大

于５年。
４６６　当照明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节能改造：

１　公共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值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

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规定的照明功率密度
限值；

２　公共建筑公共区域或者地下车库的照明未合理设置自动
控制；

３　照明系统未合理利用自然光；
４　公共建筑未采用节能灯具或采用的灯具效率及光源等不

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４６７　当电梯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节能改造：
１　曳引机为淘汰产品；
２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设置时无群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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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能耗监测系统

４７１　当建筑已配置能耗监测系统时，应对现有能耗监测系统
配置的能耗计量装置及能耗数据采集器等主要设备的选型、安

装、性能、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及系统运行状态进行选择性节能

诊断。

４７２　当现有能耗监测系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节能
改造：

１　能耗计量装置及能耗数据采集器等主要设备无法正常
工作；

２　能耗监测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３　供配电系统未根据配电回路合理设置用电分项分区计量

或分项分区计量电能回路用电量校核不合格。

４７３　未设置能耗监测系统的公共建筑，应根据建筑节能管理
要求合理增设能耗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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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外围护结构改造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后，所改造部位的热
工性能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ＧＢ５５０１５的规定性指标限值的要求。
５１２　对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对原结构的安全性进
行复核、验算；当结构安全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结构加固

措施。

５１３　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所改造部位采用的保温材
料和建筑构造的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设

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３７的规定。
５１４　公共建筑的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应根据建筑自身特点，
确定采用的构造形式和保温系统。保温、隔热、防水、装饰、防

护改造应同时进行。对原有外立面的建筑造型、凸窗应有相应的

保温改造技术措施。

５１５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过程中，应通过传热计算分析，对
热桥部位采取合理措施。

５１６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宜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自然通风、
立体绿化和遮阳等被动节能措施。

５１７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改造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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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外墙、屋面及非透光幕墙

５２１　外墙采用粘结为主、锚固为辅工艺的外保温改造方案时，
应检查基墙墙面的性能，并应满足表５２１的要求。

表５２１　基墙墙面性能指标要求

基墙墙面性能指标 要求

外表面的风化程度 无风化、酥松、开裂、脱落等

外表面的平整度偏差 ±４ｍｍ以内

外表面的污染度 无积灰、泥土、油污、霉斑等附着物，钢筋无锈蚀

外表面的裂缝 无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裂缝

外表面水泥砂浆与基层

墙体拉伸粘结强度
≥０３ＭＰａ，且粘结界面脱开面积不应大于５０％

饰面砖的空鼓情况 饰面砖无空鼓

饰面砖的破损率 ≤３０％

饰面砖的拉伸粘结强度 ≥０４ＭＰａ

５２２　当基墙墙面性能指标不满足本标准表５２１的要求时，
应对基墙墙面进行处理，并可采用下列处理措施：

１　对裂缝、渗漏、冻害、析盐、侵蚀所产生的损坏进行
修复；

２　对墙面缺损、孔洞应填补密实，损坏的砖或砌块应进行
更换；

３　对表面油迹、疏松的砂浆进行清理、剔除；
４　外墙饰面层应根据实际情况全部或部分剔除，也可采用

界面剂处理。

５２３　外墙采用干挂工艺的外保温改造方案时，应经检测鉴定
或设计许可，并由设计单位进行专项设计。

５２４　外墙采用外保温改造方案时，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应有可靠的结合，保温系统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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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连接、粘结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

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２和现行行业标准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

准》ＪＧＪ１４４、《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修缮标准》ＪＧＪ３７６、《外墙
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中的指标要求；
２　对于室内散湿量大的场所，还应进行围护结构内部冷凝

受潮验算，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７６的规定采取防潮措施；
３　外墙外表面宜采用浅色饰面材料或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５２５　外墙采用内保温改造方案时，应对外墙内表面进行处理，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内表面涂层、积灰油污及杂物、粉刷空鼓应刮掉并清
理干净；

２　对内表面脱落、虫蛀、霉烂、受潮所产生的损坏进行修复；
３　对裂缝、渗漏进行修复，墙面的缺损、孔洞应填补密实；
４　对原不平整的外围护结构表面加以修复；
５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

进行冷凝受潮验算，不满足时应设置隔汽层；

６　在墙体易裂部位及屋面板、楼板交接部位采取抗裂构造
措施；

７　在内保温墙体上安装设备、管道或悬挂重物时，其支承
的埋件应固定于基层墙体上，并应做密封处理；

８　室内各类主要管线安装完成并经试验检测合格后方可进
行内保温改造。

５２６　非透光幕墙采用石材、人造板材幕墙和金属板幕墙时，
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ＧＢ／Ｔ２１０８６和现行行业标
准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３３、《人造板材幕墙工
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３３６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温系统安装应牢固、不松脱，幕墙支承结构的抗震和

抗风压性能等应符合相关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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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非透光幕墙变形缝以及幕墙周边与墙体接缝处等热桥部
位应进行保温处理；

３　面板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石材面板宜
选用花岗石，当石材弯曲强度标准值小于８０ＭＰａ时，应采取附
加构造措施保证面板的可靠性；

４　当幕墙为开放式结构形式时，保温层与主体结构间不应
留有空气层，且宜在保温层和石材面板间进行防水隔汽处理；

５　后置埋件应满足承载力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５的规定。
５２７　公共建筑屋面节能改造时，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选择
适当的改造措施，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３４５、《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７和现行浙江省标
准 《屋面保温隔热工程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１３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屋面节能改造之前，应对原屋面进行处理，清理表面并
铲去空鼓部位；

２　当屋面节能改造需要增加荷载时，应对原房屋结构进行复
核、验算；当不能满足节能改造要求时，应采取结构加固措施；

３　原屋面防水可靠时，可直接加铺保温层做倒置式保温屋
面，也可重新做防水或在保温层上再加一道防水；

４　原屋面防水有渗漏或原保温层为吸湿性强的保温材料时，
应铲除原有防水层和保温层，重新做保温层和防水层；

５　平屋面改坡屋面，宜在原屋顶吊顶上铺放轻质保温材料；
无吊顶的屋顶可在坡屋顶做内保温或增设吊顶层；

６　有吊顶的平屋面，宜在原屋顶吊顶上铺放轻质保温材料；
无吊顶的屋顶可在平屋顶做内保温或增设吊顶层；

７　当坡屋面原保温层和防水层完好，但热工性能不能满足
标准要求时，可采用内保温方案，并与室内装修一并改造；

８　屋面接闪设施、天线、烟道、天沟、太阳能生活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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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发电等附属设施或装置应有专项节能节点设计，上人

孔应做保温和密封设计；

９　可根据屋面结构条件和设计要求，将平屋面改造为具有
节能功能的屋面。

５２８　对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进行节能改造时，宜
将保温层置于楼板底部，采用粘接剂、锚栓使保温层与结构层连

接牢固。

５３　门窗、透光幕墙及采光顶

５３１　公共建筑的外窗进行节能改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采用在原有玻璃表面贴膜或在原有玻璃内侧增设可调

节百叶遮阳或遮阳卷帘的措施；

２　宜采用更换低辐射中空玻璃、真空玻璃或内置遮阳中空
玻璃制品的措施；

３　宜采用只换窗扇、换整窗或加窗的方法，满足外窗的热
工性能要求；加窗时，应避免层间结露；

４　外窗改造更换外框时，应优先选择隔热效果好的型材；
５　窗框与墙体之间应采取合理的保温密封构造，不应采用

普通水泥砂浆填充；

６　外窗改造时所选外窗的气密性等级，对于１０层及以上建
筑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
３１４３３中规定的７级；对于１０层以下建筑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中规定的６级；
７　更换外窗时，宜优先选择可开启面积大的外窗，其有效

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外墙面积的１０％；
８　应优先选用具有节能标识且通过节能认证或绿色建材认

证的门窗产品。

５３２　对外窗或透光幕墙的外遮阳设施进行节能改造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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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宜采用外遮阳措施，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的规定进行确定；
２　加装外遮阳时，应对原结构的安全性进行复核、验算，

当结构安全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对其进行结构加固或采取其他遮

阳措施。

５３３　外窗或透光幕墙不具备条件进行外遮阳改造时，可进行
内遮阳改造。

５３４　外门、非供暖楼梯间门进行节能改造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非供暖楼梯间门宜为保温、隔热、防火、防盗一体的安
全门；

２　外门、楼梯间门应在缝隙部位设置耐久性和弹性好的密
封条；

３　外门应设置闭门装置，或设置旋转门、电子感应式自动
门等。

５３５　透光幕墙、采光顶进行节能改造时，应保证幕墙的安全
性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提高幕墙玻璃和外框型材的保温隔热性能；
２　透光幕墙玻璃可增加中空玻璃的中空层数，或更换热工

性能好的玻璃；

３　采用低辐射中空玻璃，或采用在原有玻璃的表面贴膜或
涂膜的工艺；

４　更换幕墙外框时，直接参与传热过程的型材应选择隔热
效果好的型材；

５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增加透光幕墙的可开启窗扇或
通风换气装置，甲类公共建筑外窗、透光幕墙通风开口有效通风

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外墙面积的１０％；
６　根据地域条件及建筑功能需求，可采用双层幕墙等节能

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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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通风空调系统改造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公共建筑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应结合系统主要设备
的更新换代和建筑物的功能升级进行。

６１２　确定公共建筑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方案时，应兼顾
改造施工过程中对建筑结构、已有机电系统、未改造区域使用功

能等的影响。

６１３　对公共建筑通风空调系统的冷热源系统、输配系统、末
端系统、控制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时，应评估改造对相关设备和系

统的性能影响，与未改造系统应互相匹配，提高系统综合能效。

６１４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应根据现场条件，在技术经
济合理的前提下，增大建筑物的通风换气能力，满足建筑卫生防

疫要求。

６１５　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后应具备按实际需冷量、需热量
进行调节的功能。

６１６　公共建筑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和调试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通
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３等的规定。

６２　冷热源系统

６２１　冷热源系统节能改造时，应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节能潜
力。现有设备经节能诊断确不能满足需求时，应予以更换，更换

后的设备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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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５０１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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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冷热源系统节能改造时，应根据原有的冷热源运行记录、
内扰参数及围护结构改造情况等进行冷热负荷测算；并应对整个

制冷季、供暖季负荷进行分析，制定冷热源系统在不同阶段的运

行策略。

６２３　冷热源进行节能改造时，其改造方案应在原有系统的基
础上，根据改造后建筑的规模、使用特征，结合当地能源结构以

及价格政策、环保规定等因素，经综合论证后确定；经技术经济

论证合理时，应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及余热废热利用系统，宜采

用复合式系统、蓄能系统。

６２４　冷源系统改造后，除蓄冷系统外，全年冷源系统能效系
数不宜低于表６２４的规定。

表６２４　全年冷源系统能效系数

类型 系统额定制冷量ＣＣ（ｋＷ） 全年冷源系统能效系数 （ｋＷｈ／ｋＷｈ）

水冷冷水机组

ＣＣ≤１１６３ ３２

１１６３＜ＣＣ≤２１１０ ３５

ＣＣ＞２１１０ ３８

６２５　对于冷热需求时间不同的区域，宜分别设置相对独立的
冷热源系统及相应的输配管路。

６２６　过渡季或供暖季局部房间需要供冷时，宜优先采用室外
新风供冷的方式，在保证安全运行的条件下，也可采用冷却塔供

冷或单独设置冷源的方式。

６２７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宜改造为水环热泵空调系统：
１　有较大内区且有稳定充裕的余热；
２　原建筑冷热源机房空间有限，且以出租为主的办公楼及

商业建筑。

６２８　对水冷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宜采用具有实时在线清洗
功能的除垢技术。

６２９　制冷设备的出水温度宜根据建筑热负荷和除湿负荷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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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设定，在满足室内舒适度的情况下，适度提高冷水出水温

度；技术经济合理时，宜采用配备高温冷水机组的温湿度独立控

制系统。

６２１０　改造后的机械通风冷却塔耗电比应符合表 ６２１０的
规定。

表６２１０　冷却塔耗电比

类型 中小型开式冷却塔 大型开式冷却塔 闭式冷却塔

耗电比 （ｋＷｈ／ｍ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０

６２１１　在确保系统安全性、匹配性及经济性的情况下，宜采用
在原有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上，增设变频装置，以提高机组的实

际运行效率。

６２１２　冷热源设备部分负荷运行时应在高效区，运行能效不宜
小于设计工况能效的８５％。

６３　输配系统

６３１　公共建筑的空调冷 （热）水系统节能改造后，系统的耗

电输冷 （热）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９的规定。
６３２　公共建筑空调风系统节能改造后，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的
规定。

６３３　全空气空调系统，宜采取措施实现全新风和可调新风比
的运行方式。新风量控制和工况转换，宜采用新风和回风的焓值

控制方法。

６３４　冷热负荷随季节或使用情况变化较大的系统，在确保系
统运行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宜通过增设循环水泵变频调速装置，

将定流量系统改造为变流量系统。

６３５　系统较大、阻力较高、各环路负荷特性或压力损失相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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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一级泵系统，在确保具有较大的节能潜力和经济性的前提下，

可将其改造为二级泵系统，二级泵应采用变流量的控制方式。

６３６　设有多台并联冷水机组和冷却塔的系统，应防止运行过
程中发生冷水或冷却水通过未运行冷水机组和冷却塔旁通现象。

６３７　分支管路较多，且各分支管路阻力不平衡的空调水系统，
应在集水器和主管段处、楼栋入口处等，增设水力平衡装置。

６３８　各分支管路阻力不平衡的空调风系统，应在主管段处、
各支干管的连接处等，增设风量平衡装置。

６３９　通风空调管道与设备绝热层节能改造后，绝热层和保护
层的热工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９的规定。
６３１０　空调冷却水系统宜设置控制手段，在确保系统运行安全
可靠的前提下，宜能够随系统负荷以及外界温湿度的变化而进行

自动调节。

６４　末端系统

６４１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处理后的新风宜直接送入各空调
区域。

６４２　当原有系统分区不合理，在进行节能改造时，应根据实
际使用情况，对空调系统重新进行分区设置，实现部分空间、部

分时间高效运行的目标。

６４３　变流量水系统的空调末端应设流量自控阀门。
６４４　当系统改造需要更换风机盘管，且技术经济合理时，宜
采用直流无刷型风机盘管。

６４５　更换分体空调时，能效等级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房

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１４５５中的２级，并
满足可调节风量和进行温度控制的要求。

６４６　公共区域的风机盘管，宜采用集中控制，实现空调末端
风机盘管的集中管理、统一设定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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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控制系统

６５１　公共建筑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后应能实现供冷量、供
热量、耗电量、燃气 （油）量、补水量等的计量和主要用能设

备的单独计量。

６５２　通风空调控制系统节能改造后宜具备下列功能：
１　实时采集并显示系统参数，并具有采集信号校正功能，

采集数据包括室内外环境参数、系统运行参数、能效参数；

２　具有主机、循环泵、末端连锁运行功能；
３　冷热源系统应具有台数控制、负荷调节功能；
４　采用节能优化控制策略，具有自学习自适应功能，进行

全年动态负荷调节；

５　公共区域的空调末端温控器联网控制。

６２



７　给排水系统改造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给水系统、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节能改造应结合系统主
要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建筑物的功能升级进行。

７１２　景观水体用水、绿化用水、车辆冲洗用水、道路浇洒用
水、冲厕用水、冷却水补水等不与人体接触的生活用水，宜采用

市政再生水、雨水、建筑中水等非传统水源，且水质应达到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有条件时应优先使用市政再生水。

７１３　公共建筑给排水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和调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建筑
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的规定。

７２　给水系统

７２１　公共建筑给水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充分利用市政给
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当市政管网压力稳定且余压富裕时，经

主管部门同意可采用叠压供水方式。

７２２　生活给水水池 （箱）应设置水位控制和溢流报警装置。

７２３　宜按不同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设置用水计量装置，按
水平衡测试的要求，设置分级计量水表。

７２４　卫生器具节能改造时，应采用用水效率等级为２级及以
上的节水器具，公共卫生器具应具有感应或自闭延时等节水

功能。

７２５　灌溉系统宜采用喷灌、微灌、渗灌、低压管灌等高效节
水灌溉方式，宜安装土壤湿度感应器或雨天关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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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６　下列用水设备节能改造时，宜采用节水、节能型设备：
１　车库和道路冲洗水枪；
２　专业洗衣机；
３　循环用水洗车台；
４　净水制备设备；
５　集中空调加湿系统；
６　开水器。

７３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

７３１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应优先利用地热能、太阳
能、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有条件时，应采用工业余热、废热和

冷凝热。

７３２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宜采用直接加热热水机组。除有其他
用蒸汽要求外，不应采用燃气或燃油锅炉制备蒸汽再进行热交换

后供应生活热水的热源方式。

７３３　当更换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锅炉及加热设备时，更换后
的设备应具备自动调节功能，保证其出水温度稳定；当机组不能

保证出水温度稳定时，应设置贮热水罐。

７３４　对于实际负荷率较低的公共建筑，生活热水系统可采用
在靠近用水点处安装即热式辅热装置的措施，全部或部分取代热

水循环加热系统。

７３５　对于设置集中热水水箱的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其供水泵
宜采用变速控制装置。

７３６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在用水点采取冷水、热水供水压力
平衡和稳定的措施。

７３７　公共浴室的热水系统宜采用定量或定时控制等节能、节
水措施。

７３８　生活热水供应控制系统节能改造后宜具备下列功能：
１　实时采集并显示系统参数，并具有采集信号校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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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包括系统运行参数、能效参数；

２　具有顺序启停控制功能；
３　具有按设定出水温度自动控制热源设备的功能；
４　采用节能优化控制策略，进行全年动态负荷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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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建筑电气系统改造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建筑电气系统的节能改造应结合系统主要设备的更新换
代和建筑物的功能升级进行。

８１２　建筑电气系统的节能改造不宜影响公共建筑的工作、生
活环境，改造期间应有保障临时用电的技术措施。

８１３　建筑电气系统的节能改造应在满足用电安全、功能要求
和节能需要的前提下进行，并应采用高效节能的产品和技术。

８１４　建筑电气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和 《建筑电气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３０３的要求。

８２　供配电系统

８２１　当供配电系统节能改造需要增减用电负荷时，应重新对
供配电容量、敷设电缆、供配电线路保护和保护电器的选择性配

合等参数进行核算。

８２２　供配电系统节能改造的线路宜使用原有路由进行敷设。
当现场条件不允许或原有路由不合理时，应按照合理、方便施工

的原则重新敷设。

８２３　对变压器的节能改造应根据用电设备实际耗电率总和，重
新计算变压器容量；更换后的变压器能效等级应不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００５２中的２级。
８２４　无功补偿宜采用自动补偿的方式进行，补偿后仍达不到
要求时，宜更换补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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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５　配电系统节能改造应根据电能质量诊断测试结果，确定
需进行改造的位置和方法。对于三相负载不平衡的回路宜采用重

新分配回路上用电设备的方法；功率因数的改善宜采用无功自动

补偿的方式；谐波治理应根据谐波源制定针对性方案，电压偏差

高于标准值时宜采用合理方法降低电压。

８２６　对断路器节能改造时宜采用智能型断路器。
８２７　供配电控制系统节能改造后应具备下列功能：

１　应实时采集并显示系统参数，包括系统运行参数、能效
参数；

２　应具有连锁运行功能；
３　宜采用节能优化控制策略，进行全年动态负荷调节。

８３　照明系统

８３１　照明配电系统节能改造设计时，各回路容量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的规
定对原回路容量进行校核。

８３２　照明系统节能控制的节能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公共区照明采用就地控制方式时，应设置声控或延时

等感应功能；采用集中监控系统时，宜根据照度自动控制照明。

２　走廊、楼梯间、门厅、大堂、电梯厅及停车库等公共区
域应能够根据照明需求进行节能控制；大型公共建筑的公用照明

区域应采取分区、分组及调节照度的节能控制措施。

８３３　照明配电系统节能改造设计宜满足节能控制的需要，且
照明配电回路应配合节能控制的要求分区、分回路设置。

８３４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充分利用自然光来减少照
明负荷，采用导光或反光装置时应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合理选

择。可采取分区、分组、按照度或按时段调节的节能控制措施。

８３５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后的各场所内照明功率密度值应不大于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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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８３６　应根据不同的场所选择高效节能光源和灯具，并宜优先
选择ＬＥＤ光源。所选用的照明光源、镇流器的能效应不低于相
关能效标准的２级。
８３７　照明控制系统节能改造后宜具备下列功能：

１　实现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表自动启停照明回路，并能设
置不同场景的控制模式；

２　实时采集并显示系统参数，并具有采集信号校正功能，
采集数据包括室内外照明参数、系统运行参数、能效参数；

３　采用节能优化控制策略，进行全年动态照度调节。

８４　电　　梯

８４１　电梯的节能改造应采用下列技术措施：
１　高速电梯宜采用无齿轮曳引机；
２　电梯轿厢及电梯井内应采用节能灯具，轿厢内显示器应

采用节能显示器；

３　电梯应安装变频调速装置；
４　高层建筑当直梯轻载上行、重载下行时，宜将运动中负

载上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合理利用。

８４２　电梯节能控制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应设置群控措施；
２　电梯应具备无外部召唤且轿厢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

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模式的功能；

３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具备空载时暂停或低速运转
的功能。

８４３　超高层建筑、人流集中的大型公共建筑，宜进行电梯分
区控制。

８４４　电梯控制系统节能改造后宜具备下列功能：
１　实时采集并显示系统参数，并具有采集信号校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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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包括系统运行参数、能效参数；

２　多部电梯具有群控功能；
３　采用节能优化控制策略，统计分析电梯和自动扶梯客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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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可再生能源及余热废热利用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充分调研项目所在地可再
生能源的资源情况，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

９１２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采用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形式，
应根据项目所在地的气候、可再生资源、建筑物类型、使用功

能、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要求、投资规模及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

确定。

９１３　在公共建筑上增设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或空气源热泵
热水系统时，应进行建筑结构安全复核，编制专项设计及加固方

案，并应满足建筑结构和其他相应的安全性及建筑一体化要求。

９１４　太阳能光伏系统应单独设置电能计量装置，计量总发电
量和建筑自用发电量，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宜单独设置计量

装置。

９１５　在公共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可再生能源系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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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５０１５
的规定。

９２　太阳能光伏系统

９２１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时，应根据当地的太阳辐照参数
和建筑最大可安装面积，确定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装机容量。

９２２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生产的电能宜为建筑自用，余电可
并入低压电网。并入低压电网的电能质量、设计要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ＧＢ／Ｔ１９９３９、《光伏发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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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配电网设计规范》ＧＢ／Ｔ５０８６５的规定，并应满足相关的安全
与保护要求。

９２３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宜与蓄能电池、充电桩等直流储能
用能装置联合应用，更好地发挥节能减碳效益。

９２４　防雷设计和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光伏建筑一体化

系统防雷技术规范》ＧＢ／Ｔ３６９６３的规定；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专用低压开关柜应有醒目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标志

及其使用导则》ＧＢ２８９４的规定。
９２５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公共建筑中应用时，其设计、施
工、验收和运行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

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６８的规定。

９３　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９３１　公共建筑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宜优先考虑采用太阳
能或空气能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方案。

９３２　当公共建筑增设或改造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时，空气源热
泵热水机 （器）的性能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热泵热水机

（器）能效限定值机能效等级》ＧＢ２９５４１中节能评价值的规定。
９３３　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效率不应小于４２％，太阳能保证率
不应小于４０％。
９３４　生活热水贮热水箱热损因数不应大于３０Ｗ／（ｍ３·Ｋ），
其保温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

范》ＧＢ／Ｔ２００９５中温降要求。
９３５　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在公共建筑中应用时，其
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太阳能与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１０３４的规定。

９４　地源热泵系统

９４１　公共建筑的冷热源改造为地源热泵系统前，应对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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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的工程场地及浅层地热能资源状况进行勘察，经技术可行

性、可实施性和经济性综合分析合理后，确定实施方案。

９４２　当节能改造项目符合以下条件，且经济技术合理时，宜
采用土壤源热泵：

１　场地内有适宜的埋管区域的；
２　项目有季节性供冷和供热需求，有利于岩土体温度恢

复的；

３　系统间歇性使用，有利于岩土体温度恢复的；
４　项目供热需求较大，综合节能效益较好的。

９４３　当节能改造项目符合以下条件，且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和
使用通过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批准后，可考虑采用地下水源

热泵：

１　地下水补给充沛的；
２　地质条件适宜采用单井循环换热系统的。

９４４　当节能改造项目符合以下条件，且地表淡水资源的开采
和使用通过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批准后，宜采用地表淡水源

热泵：

１　场地附近地表淡水资源丰富的；
２　地表淡水水温、水质满足水源热泵系统要求的；
３　地表淡水输送系统能耗合理的。

９４５　当节能改造项目符合以下条件，且海水资源的开采和使
用通过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批准后，宜采用海水源热泵：

１　允许建设取水构筑物的；
２　海水输送系统能耗合理的。

９４６　当节能改造项目符合以下条件，且经济技术合理时，通
过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后，宜采用污水源热泵：

１　场地附近污水资源丰富的；
２　污水水温、水质、水量满足污水源热泵系统要求的；
３　污水输送系统能耗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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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７　公共建筑的冷热源改造为地源热泵系统时，宜保留原有
系统中与地源热泵系统相适合的设备和装置，构成复合式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宜承担基础负荷，原有设备宜承担调峰或备用负荷。

９４８　建筑物同时有生活热水需求时，宜优先考虑将地源热泵
改造为带热回收的系统用以提供或预热生活热水。

９４９　地埋管换热器的出水温度、地下水或地表水的温度满足
末端进水温度需求时，宜具有直接利用自然冷源的措施。

９４１０　地源热泵系统节能改造后，制热性能系数和制冷能效比
宜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ＧＢ／Ｔ５０８０１中的２级。
９４１１　公共建筑的冷热源改造为地源热泵系统时，地源热泵系
统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地源

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９４的规定。

９５　余热废热利用

９５１　当建筑周边有一定规模的余热或废热资源，且存在相关
余热废热供应的管网系统时，应优先考虑在建筑中应用余热或废

热资源。

９５２　当进行新、排风系统的节能改造时，应对可回收能量进
行分析，并应合理设置排风热回收装置；热回收装置宜具有避免

病毒交叉感染和过渡季新风旁通供冷功能。

９５３　燃气锅炉和燃油锅炉宜增设烟气热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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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能耗监测系统改造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既有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应同步进行能耗监测系统
改造。

１０１２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应具有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公共
建筑运行能耗监管信息平台传输数据的功能。

１０１３　既有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系统应以各用能系统现状、变
配电相关技术资料和现场条件为基础进行建设，并应充分利用公

共建筑现有的监测系统或设备。

１０１４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节能改造施工和调试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智
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６０６和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能

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８５的规定。

１０２　用电分项分区计量系统

１０２１　既有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宜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用
电分项分区计量系统。

１０２２　供配电系统节能改造时，应根据变压器、配电回路原设
置情况，结合建筑物内部使用功能，合理设置分项计量系统。

１０２３　用电分项分区计量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１　可获得主要功能区域分区电耗数据；
２　可获得建筑总体电耗数据、分项用电数据和一级能耗节

点电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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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采集的电耗数据可本地备份，分区和分项计量数据保存
周期不小于２４个月；
４　可实现电耗的在线监测和动态分析。

１０２４　分项分区计量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总用电计量装置应设置在配电变压器出线侧或低压供电

用户的进户处；

２　照明插座、暖通空调、动力和特殊用电分项计量装置应
设置在低压一级配电处；

３　采用高压供电冷水机组的，应在高压进线侧设置用电计
量装置；

４　当无法直接安装用电计量装置时，应按照现行浙江省标
准 《公共建筑用电分项分区计量设计标准》ＤＢＪ３３／Ｔ１０９０的建
筑能耗拆分方法，间接获取电耗数据。

１０２５　既有公共建筑在进行用电分项分区计量系统设计时，不
应改动供电部门计量表的二次接线，不应与计费电能表串接。

１０３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１０３１　既有公共建筑实施综合节能改造时，宜将用电分项分区
计量系统升级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１０３２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１　具备用电分项分区计量功能；
２　具备用水、用气、集中供热 （冷）量、可再生能源等其

他能源种类计量功能；

３　具备室内外环境参数、设备及系统运行参数的监测功能；
４　具备实现能耗的在线监测、动态分析、智能诊断等功能。

１０３３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的存储介质、数据库的连续保存时长
不宜少于３６个月、保存时间间隔不宜大于表１０３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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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３３　数据的保存时间间隔

数据类型 数据所在场所 数据名称
保存时间间隔

（分钟／次）

能耗数据

低压配电室 建筑用电总能耗 ６０

供暖空调机房

分项能耗—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系统

（制冷机组、热泵及其冷水泵、冷却

泵、冷却塔、集中供电的分体空调

等；锅炉燃料消耗量、蒸汽量、市政

热力供热量等）

３０

低压配电室
分项能耗—照明插座 （应急照明、景

观照明等）
６０

特殊区配电箱
分项能耗—特殊区用电 （电子信息机

房、厨房餐厅、影院娱乐场所等）
３０

低压配电室 分项能耗—动力 （给排水、电梯等） ３０

低压配电室 分项能耗—外供电 ６０

低压配电室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量 ３０

其他需要单独

计量的场所
分项能耗—其他需要单独计量的能耗 ６０

其他数据

冷热源机房内

末端系统

室外

室内

热泵系统

冷 （热）水供回水温度、压力、流

量；冷却水供回水温度、压力、流量

等参数

１０

送风温度、风阀开度、机组启停状态

等参数
１５

温度、相对湿度等参数 ３０

温度、相对湿度、ＣＯ２浓度、照度等
参数

３０

源侧与用户侧进出水 （风）温度、压

力、流量，热泵机组、源侧水泵、负

荷侧水泵，辅助热源等运行参数

１０

地下岩土体温度等参数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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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３３

数据类型 数据所在场所 数据名称
保存时间间隔

（分钟／次）

其他数据

太阳能

光热系统

太阳能

光伏系统

给水系统

辅助热源供热量、集热系统进出口水

温、集热系统循环水流量、太阳总辐

照量；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供热水温

度、供热水量；太阳能供暖空调系统

的供热 （冷）量、供回水温度、流量

等参数

１０

光伏组件背板表面温度、室外温度、

太阳总辐照量等
１０

生活冷水系统的水量、水压等 ３０

生活热水系统的水量、水温、水压等 ３０

１４



１１　机电系统运行调适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公共建筑机电系统节能改造应优先采用节能调适的技术
措施，降低改造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１１１２　当既有公共建筑机电系统符合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实施
节能调适：

１　通风空调、给排水、建筑电气等机电系统部分无法正常
工作或故障率较高的；

２　机电系统运行能效较低的；
３　机电系统完成单项节能改造的；
４　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有意愿进一步提升机电系统的运行

能效、降低能耗、改善舒适性的；

５　有节能主管部门管理要求的。
１１１３　既有建筑机电系统调适应由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组织实
施，宜委托第三方调适服务单位承担，应组成包括建筑所有人或

使用人、调适服务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机电

设备供应商和运营管理单位等在内的调适团队共同完成。

１１１４　机电系统调适的主要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确保设备的实际性能参数和功能符合设计和使用要求；
２　确保机电系统综合效果和功能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
３　确保机电系统的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
４　通过完善优化运营管理措施，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１１１５　既有建筑机电系统节能调适一般应按照编制调适方
案、现场检查测试、现场调适、验收与培训、季节性验证五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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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进行。

１１１６　调适所用的仪表准确度和精度等级应满足相关规范要
求，且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检定、校准或检测证书。

１１１７　节能调适完成后应出具调适报告。

１１２　机电系统节能调适

１１２１　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调适宜包括以下内容：
１　冷热源设备、空调设备、输送设备、末端设备检查测试；
２　水系统、风系统平衡调适；
３　系统联合运行调适。

１１２２　给排水系统的节能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设备设施检查测试；
２　室内给水系统运行调适；
３　生活热水系统运行调适；
４　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运行调适。

１１２３　建筑电气系统节能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设备和系统检查测试；
２　供配电系统运行调适；
３　照明系统运行调适；
４　电梯等其他用能系统运行调适。

１１３　机电系统节能运行

１１３１　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机电系统规模大小、复杂程度和管
理工作量的多少合理配置运行管理人员，配置的运行管理人员应

具有建筑机电、建筑节能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１１３２　机电系统所有权人、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机电系统
的档案，并妥善保管。

１１３３　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运行、维护、保养管理制度和
节能运行方案，定期开展诊断、调适等节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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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４　运行管理单位应配合节能主管部门开展能耗统计、能源
审计、碳核查、节能量核定等工作，并应定期将机电系统运行管

理的实际状况和能源消耗情况告知建筑所有权人、建筑使用者、

相关节能主管部门。

１１３５　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并维护能耗监测系统，确保能耗监
测数据完整、准确，并按规定上传至相关节能主管部门。

１１３６　运行管理单位应积极采用新产品、新工艺，不断优化运
行策略，对运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节能改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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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节能改造效果评估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１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后，应进行节能改造效果评估，
包括现场核查、检测、节能量核定、减碳量计算和节能改造效果

评级等活动。

１２１２　节能改造效果评估时，改造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项目节能改造内容已完成且通过竣工验收；
２　室内环境应达到改造设计要求，改造后的设备和系统应

正常运行；

３　已完成能耗监测系统建设，且监测数据已稳定上传；
４　已完成机电系统运行调适，设备和系统满足节能运行

要求。

１２１３　对采用不同能源种类的节能改造项目进行节能改造效果
评估时，应采用发电煤耗法。

１２１４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效果评估应提交以下材料：
１　节能诊断报告；
２　节能改造方案和设计文件；
３　建筑面积、改造面积证明；
４　改造投资证明；
５　项目竣工验收证明。

１２１５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委托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机构进
行建筑节能量核定。

１２１６　节能量核定中所涉及的参数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
构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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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的有关规定。

１２２　节能量核定

１２２１　节能量核定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１　针对项目特点制定具体的检测和核定方案；
２　收集改造前和改造后的能耗及运行数据；
３　对改造内容进行模拟、检测；
４　计算节能量并进行核定；
５　撰写节能量核定报告。

１２２２　节能量核定可采用账单分析法、测量计算法、校准化模
拟法。

１２２３　实施节能量核定前，应制定节能量核定方案，并获得相
关方的一致认可。节能量核定方案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包含节能量核定和减碳量计算的边界条件；
２　包含校准能耗的计算方法；
３　外部条件的选择和对能耗进行修正的方法，影响较大的

外部条件，应给出具有充分精度的测量方法；

４　节能量核定结果应与实际账单能耗差值进行比对，两者
的差值不宜大于１５％。
１２２４　节能改造效果应采用节能量和节能率进行评估。改造后
节能量和节能率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Ｅａｌｉｎｅ＝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Ｅｃａｌ （１２２４１）
Ｅｃｏｎ＝Ｅａｌｉｎｅ－Ｅｐｒｅ （１２２４２）
η＝Ｅｃｏｎ／Ｅａｌｉｎｅ （１２２４３）

式中：Ｅｃｏｎ———建筑或单项系统采用的节能措施产生的节能量；
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基准能耗，即节能改造前，一年内建筑或单项系

统的能耗，也就是改造前的能耗；

Ｅｐｒｅ———当前能耗，即节能改造后，一年内建筑或单项系
统的能耗，也就是改造后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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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ｌｉｎｅ———校准能耗，即将基准能耗调整到改造后外部条件
下的能耗；

Ｅｃａｌ———调整量；
η———综合或者单项节能率。

１２２５　校准能耗的计算宜采用回归模型法、修正系数法。

１２３　节能改造效果评级

１２３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后，宜进行能耗对标分析，综合节能
改造的项目，能耗不宜高于现行国家和地方能耗限额标准的约

束值。

１２３２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后，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

放计算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６６进行减碳量核定分析，综合节能改造
的项目，减碳量不宜低于８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
１２３３　对单项节能改造效果进行评级时，应符合表１２３３的
规定。

表１２３３　单项节能改造效果评级表

单项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外围护结构
节能率

（％）

≥３０或满足浙江省
现行标准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

ＤＢ３３／１０３６

≥２０或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节能

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

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

≥１０

通风空调

系统

节能率

（％） ≥３０ ≥２０ ≥１０

建筑电气

系统

节能率

（％） ≥３０ ≥２０ ≥１０

可再生能源及

余热废热利用

利用率

（％） ≥１２ ≥８ ≥５

１２３４　对综合节能改造效果进行评级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级、二级、三级３个等级的综合节能改造项目节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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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表１２３４的要求；
２　综合节能改造效果评价为一级时，尚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引导值要求；评价为二级、三
级时，尚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
约束值要求。

表１２３４　综合节能改造效果评级表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节能率 （％） ≥３５ ≥２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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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节能诊断报告

Ａ０１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诊断报告编写。

表Ａ０１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诊断报告

１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诊断报告表
２　建筑概况
　　２１　建筑物概况
　　２２　用能系统概况
３　节能诊断依据
４　建筑用能诊断
　　４１　建筑总体用能情况
　　４２　建筑单项系统用能情况
　　４３　能源利用效率分析
５　单项诊断
　　５１　外围护结构
　　５２　通风空调系统
　　５３　给排水系统
　　５４　建筑电气系统
　　５５　能耗监测系统
６　节能改造建议
　　６１　改造建议
　　６２　节能潜力分析
　　６３　减碳量预测
７　附件

Ａ０２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诊断报告表可按表Ａ０２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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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０２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诊断报告表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竣工时间 年　月　日

建筑类型

□政府办公建筑
□商场建筑
□文化教育建筑
□交通建筑
□多功能综合建筑

□商业办公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
□体育建筑
□其他

建筑面积

（ｍ２）

建筑所有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建筑使用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建筑用能

诊断

建筑能耗

综合能耗 （ｋｇｃｅ）

其中

电 （ｋＷｈ）

天然气 （ｍ３）

其他 （ｋｇｃｅ）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ｋｇｃｅ／ｍ２）

单位建筑面积电耗 （ｋＷｈ／ｍ２）

单项诊断

类型 诊断结果及改造建议

外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给排水系统

建筑电气系统

能耗监测系统

预测节能量

（ｋｇｃｅ）
预测节能率

（％）
预测减碳量

（ｋｇＣＯ２）

节能诊断机构 （盖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批准：　　　　　　　　　审核：　　　　　　　　　编制：

０５



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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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ＧＢ２８９４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ＧＢ１９７６２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００５２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１４５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７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２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４３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３０３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４５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６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２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３７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６０６
《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ＧＢ／Ｔ１９９３９
《太阳能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ＧＢ／Ｔ２００９５
《建筑幕墙》ＧＢ／Ｔ２１０８６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
《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防雷技术规范》ＧＢ／Ｔ３６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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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８０１
《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ＧＢ／Ｔ５０８６５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６８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６６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３３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５
《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３３６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修缮标准》ＪＧＪ３７６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８５
《外墙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
《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１０３４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３６
《屋面保温隔热工程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１３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９４
《公共建筑用电分项分区计量设计标准》ＤＢＪ３３／Ｔ１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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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浙江省建筑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重点开展标准提升、绿
色建造、可再生能源应用、既有公共建筑能效提升、绿色生活等

五大行动，其中明确指出推动既有公共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加快

实施建筑节能改造。

我省既有公共建筑存量较大，相较于居住建筑，公共建筑所

有人或使用人相对单一，单位面积能耗高，节能节费需求强烈，

节能潜力巨大，更具备市场化为主推进节能改造的基础条件。

为规范浙江省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的实施，特制订本

标准。

１０２　公共建筑包括办公、旅游、商业、科教文卫、通信及交
通运输用房等。尤以办公建筑、高档旅馆及大中型商场等几类建

筑，能耗强度高，节能潜力大。因此，大型办公建筑、旅游建

筑、商业建筑等面积大、能耗总量大的重点用能建筑是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的重点领域。

在公共建筑的全年能耗中，通风空调系统能耗约占３０％ ～
６０％，照明能耗约占２０％～３０％，其他用能设备能耗约占１０％～
２０％。浙江省属于夏热冬冷地区，在通风空调系统能耗中，大约
３０％～４０％的全年建筑能耗由外围护结构传热所消耗。因此建筑
在围护结构、通风空调、给排水、建筑电气等方面，有较大的节

能潜力。近年来，电梯节能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本标

准节能改造的范围加入 “电梯”。同时，节能运行调适等轻量化

改造也凸显出巨大的节能效益，因此，本标准加入了机电系统运

行调适方面的条文。本标准涉及建筑外围护结构、机电设备及系

统等方面的节能改造，不包括电器设备、炊事等方面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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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设备是指办公设备 （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

投影仪、扫描仪等）、电视机、监控器等与通风空调、给排水、

照明及电梯无关的用电设备。

１０３　本标准对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的节能诊断、节能改
造判定原则与方法、进行节能改造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机电系统

调适及节能改造评估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但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涉

及的专业较多，相关专业均制定有相应的标准及规定，特别是进

行节能改造时，应保证改造建筑在结构、防火等方面符合相关标

准的规定。因此在进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时，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尚应符合国家及浙江省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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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目的是节约能源消耗和改善室内热
环境，但节约能源不能以降低室内热舒适度作为代价，所以要在

保证室内热舒适环境的基础上进行节能改造。室内热舒适环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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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５０７３６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以及浙江省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３６的相关规定。为推进建筑业
可持续发展，宜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３０２　本条文规定了节能改造的程序，应该按照节能诊断、改
造实施、效果评估的步骤开展：

１　节能改造前，应对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通风空
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建筑电气系统、能耗监测系统、建筑用能

等进行节能诊断和改造判定；

２　根据诊断和判定结果，明确节能改造目标，确定节能改
造内容；

３　在节能改造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分项系统或综合节能改
造设计；

４　节能改造方案或设计通过评审及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同
意后，组织节能改造工程实施；

５　节能改造完成后，应对节能改造进行节能量核定和改造
效果评级。

节能改造的原则是最大限度挖掘现有设备和系统的节能潜

力，通过节能改造，降低高能耗环节，提高系统的实际运行能

效。节能改造内容和技术措施应根据节能改造目标，提出明确的

节能技术、经济指标及其检测与验收的方法。节能改造要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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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从技术可靠性、可操作性、节能性、环保性和经济实用性等

方面进行综合分析，选取合理可行的技术措施。

３０３　抗震、结构、防火关系到建筑安全和使用寿命，由于既
有建筑建成的年代参差不齐，有的建筑已使用多年，过去我国在

抗震设计等结构安全方面的要求也比较低，当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涉及这些问题时，应当根据国家现行的抗震、结构和防火规范进

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论确定是否开展单独的节能改造或同步实

施安全和节能改造。如需增设太阳能供热、光伏系统时，太阳能

集热器、光伏板需要安装在建筑物的外围护结构表面上，如屋

面、阳台或墙面等，从而加重了安装部位的结构承载负荷量，如

果不进行结构安全复核计算，就会对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带来隐

患；特别是太阳能供热、光伏系统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光伏板面

积较大时，对结构安全影响的矛盾更加突出。

３０４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技术措施，除更换设备外，低成本
节能改造措施也是目前常用的，主要有优化控制策略，优化运行

模式、运行时间，机电系统调适，完善物业维护管理等。

３０５　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减少直接碳排

放，即直接通过燃烧方式使用燃煤、燃油和燃气等化石能源所排

放的二氧化碳。因此改造时，如具备条件，应优先利用电力资

源，尤其是零碳电力资源，包括光电、风电、水电及生物质为燃

料的火电。

３０６　本条文主要从节材、节能、环保角度进行了有关规定。
优先选用各地市绿色建材推广清单中的建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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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节能诊断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在节能改造前对改造项目实施节能诊断，既有公共建筑
在实施一定体量以上的室内装饰工程时，应同时进行节能诊断。

节能诊断应做到应诊尽诊，也可以根据项目特点选择性诊断。

４１２　建筑物的施工图、竣工图、设备的技术参数和运行记录，
历年房屋修缮及设备设施维护改造记录，室内温湿度状况，能源

消费账单、建筑物使用情况等是进行公共建筑节能诊断的重要依

据，节能诊断前应予以提供。图纸包括并不限于空调系统、给排

水系统、电气系统、楼宇自控系统等图纸；技术文件应重点包括

冷热源、水系统、风系统平衡报告和楼宇自控调试记录。为了更

合理地确定改造方案，更公正地进行能耗修正，宜将运行记录拓

宽到３年。室内温湿度状况指建筑使用或管理人员对房间室内温
湿度的概括性评价，如舒适、不舒适、偏热、偏冷等。建筑物使

用情况对能耗有较大影响，包括建筑主要功能、入住率、出租

率、运行时间等；对于商场、机场、博物馆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建

筑有条件时应包括瞬时或日平均人流量。

４１４　既有建筑节能诊断工作专业性强，政策性强，为保证节
能改造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改造效果的可追溯、可评价性，

诊断和评估工作宜委托委托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机构承担。委托方

与节能评估机构宜提前约定好项目边界、工作目标、检测方法、

节能率计算方法等易产生争议的工作内容。

４１５　对节能诊断中涉及节能量核定的参数，为确保节能诊断
和节能量核定结果科学、准确、公正，要求从事公共建筑节能检

３６



测的机构需要通过资质认定，且通过资质认定项目中应包括现行

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中规定的项目。

４３　外围护结构

４３１　外围护结构的检测项目可根据建筑物所处气候区、外围
护结构类型有所侧重，对上述检测项目进行选择性节能诊断。外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应为包括热桥部位在内的加权平均传热系数。

建筑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方法按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和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ＪＧＪ／Ｔ１７７的有关规定。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主要是指外围护结构中不受热

桥、裂缝和空气渗漏影响的部位。外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

测试时测点位置不应受加热、制冷装置和风扇的直接影响，被测

区域的外表面也应避免雨雪侵袭和阳光直射。

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热工缺陷宜采用红外成像法进行检测，并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外窗热工缺陷现场测试方法》ＧＢ／Ｔ３９６８４
与 《建筑红外热像检测要求》ＪＧ／Ｔ２６９的规定。
４３２　公共建筑在进行结构、防火、外立面脱落、渗漏等改造
时，如涉及外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方面时，可考虑同步进行外围护

结构方面的节能改造。但外围护结构是否需要节能改造，还需结

合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判定原则与方法确定。其中，公共建筑是否

因外立面存在脱落风险或外围护系统渗漏需要改造，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２的相关
规定。

４３３　一般来说，幕墙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２５年、门窗为１０年，
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应对幕墙、门窗进行改造或更换；在

已存在影响安全性和适用性的明显缺陷，或主体支承结构发生重

大变动的情况发生时，应对幕墙、门窗进行安全性改造，并同步

进行节能改造；使用超过１０年的隐框幕墙、半隐框幕墙，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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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胶、石材幕墙嵌缝材料超过使用年限，经鉴定存在安全隐患，

需要进行改造。

４３４　夏热冬冷地区太阳辐射得热是造成夏季室内过热的主要
原因，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很大。应主要关注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夏

季隔热，当公共建筑采用轻质结构和复合结构时，应提高其外围

护结构的热稳定性，不能简单采用增加墙体、屋面保温隔热材料

厚度的方式来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单项判定中，外墙、屋面的热工性能

考虑了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６的设计要
求，确定了判定的最低限值。

４３５　外窗、透光幕墙对建筑能耗高低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外窗和透光幕墙的热工性能影响冬季供暖、夏季空调室内外

温差传热；二是窗和幕墙的透明材料 （如玻璃）受太阳辐射影

响而造成的建筑室内的得热。冬季，通过窗口和透光幕墙进入室

内的太阳辐射有利于建筑的节能，因此，减小窗和透光幕墙的传

热系数，抑制温差传热是降低窗口和透光幕墙热损失的主要途径

之一；夏季，通过窗口透光幕墙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成为空调降

温的负荷，因此，减少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以及减小窗或透光幕

墙的温差传热都是降低空调能耗的途径。

外窗及透光幕墙的太阳得热系数ＳＨＧＣ判定综合考虑了现行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３６
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的设计要求，确定了判
定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最低限值。单层玻璃的钢框架门窗、单

层玻璃的非隔热铝合金型材门窗、单层玻璃的塑钢门窗、单层玻

璃的木门窗等是较早采用的门窗系统，其节能效果较差，改造可

操作性强，故列入改造范围。

实际改造工程判定中，当遇到外窗及透光幕墙的热工性能优

于条文规定的最低限值，而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有意愿进行外立

面节能改造时，也应在节能诊断后，确定为节能改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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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属于夏热冬冷地区，夏季屋顶水平面太阳辐射强度最

大，屋顶的透光面积越大，相应建筑的能耗也越大，而屋顶透光

部分冬季天空辐射的散热量也很大，因此对屋顶透光部分的热工

性能改造应予以重视。透光部分面积是指实际透光面积，不含窗

框面积，应通过计算确定。鉴于屋顶透光部分的重要性，为了进

一步提高顶层、中庭舒适性，扩大屋顶透光部分的改造范围，把

屋顶透光部分的太阳得热系数设置为０５０；另外当公共建筑屋
顶透光部分面积大于屋顶总面积的２０％且未设置遮阳设施时，
建议进行改造。

４４　通风空调系统

４４１　由于不同公共建筑通风空调系统形式不同，存在问题不
同，相应节能潜力也不同，节能诊断项目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确

定。节能诊断相关参数的测试参见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冷热源设备和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应在
接近设备标准运行工况下进行测试。

由于冷源及其水系统的节能诊断是在运行工况下进行的，而

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中规定的空
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 ＥＣ（Ｈ）Ｒａ是设
计工况的数据，不便作为判定的依据，故在检测项目中不包含该

项指标，而是以水系统供回水温差、水泵效率及冷源系统能效系

数代替此项性能。

４４２　冷、热源设备的使用年限一般在１５年左右，但受设备质
量、使用习惯、维护保养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具体

诊断过程中，要根据设备实际运行状况来判定是否需要改造或

更换。

冷、热源设备所使用的燃料、工质或排放要符合国家的相关

政策。１９９１年我国政府签署了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

尔协议书》伦敦修正案，成为按该协议书第五条第一款行事的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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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我国编制的 《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逐步淘汰国家方案》

由国务院批准，其中规定，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的 ＣＦＣ１１、
ＣＦＣ１２制冷剂最终禁用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同时，我国政
府在 《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委会上申请并获批准加速

淘汰ＣＦＣ计划，定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完全停止ＣＦＣ的生产和
消费，比原规定提前了两年半。对于目前广泛用于空气调节制冷

设备的ＨＣＦＣ２２以及ＨＣＦＣ１２３制冷剂，按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

约方第十九次会议”对第五条缔约方的规定，我国将于２０３０年
完成其生产与消费的加速淘汰，至２０３０年削减至２５％。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国共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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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
前实现碳中和。因此，对于公共建筑的冷源或热源，所使用的燃

料、工质或排放不满足环保要求，应进行相应的改造或更换。

４４３　１　本条文中锅炉的运行效率是指锅炉日平均运行效率，
其数值是根据现有锅炉实际运行状况确定的，且其值为行业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１３２－２００９中节能合格指标值的
１１倍。锅炉日平均运行效率测试条件和方法见现行行业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１３２。
２　国家标准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１９５７７－

２０１５中３级为能效限定值，所以本条文规定了３级能效限定值作
为改造或更换的依据。

３　国家标准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ＧＢ２９５４０－２０１３中３级为能效限定值，所以本条文规定了
３级能效限定值作为改造或更换的依据，其测试工况和方法见现
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
４　本条文规定其值为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ＪＧＪ／Ｔ１７７－２００９表８６３规定的数值。
５　地源热泵系统制热性能系数是指地源热泵系统总制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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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热泵系统总耗电量的比值，热泵系统总耗电量包括热泵主机、

各级循环水泵的耗电量。地源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是指地源热泵

系统总制冷量与热泵系统总耗电量的比值，热泵系统总耗电量包

括热泵主机、各级循环水泵的耗电量。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８０１中规定地源热泵系统性
能共分为３级，１级最高。地源热泵系统３级的制热性能系数在
２６～３０之间，制冷能效比在３０～３４之间，低于此范围时，
地源热泵系统性能较差。因此，本条文取中间值，当地源热泵系

统制热性能系数低于２８、制冷能效比低于３２，且静态投资回
收期不大于８年时，建议对地源热泵系统进行改造。
４４４　１　国家标准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ＧＢ１９５７６－２０１９中，３级为能效限定值，所以本条文对机组
能效比的规定以３级作为进行改造或更换的依据之一。
２　国家标准 《风管送风式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ＧＢ３７４７９－２０１９中，３级为能效限定值，所以本条文对机组
能效比的规定以３级作为进行改造或更换的依据之一。
４４５　近年来多联机在公共建筑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目前主
流厂家生产的机组能效提升迅速。现行国家标准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１４５４对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分为３级，其中１级能效最高，３级为能效限
定值。对于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根据产品的实测ＳＥＥＲ进行能效
分级；对于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根据产品的实测 ＡＰＦ进行能效
分级；对水冷式多联机根据产品的实测 ＩＰＬＶ（Ｃ）、ＥＥＲ进行能
效分级。同时，考虑到改造的经济性，把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运行时间和静态投资回收期也作为改造或更换的依据。

４４６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使用空调供暖、制冷的公共建筑应当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

第三十八条规定：“新建建筑或者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应

当按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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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装置。”浙江省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除特殊温度要求的区域外，室内温度控制夏季不低于２６摄氏
度，冬季不高于２０摄氏度。”为满足此要求，公共建筑应具有室
温调控手段。

２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热量计量是一项重要的节能措施。设
置冷热量计量装置有利于管理与收费，用户也能及时了解和分析

用能情况，及时采取节能措施。

４４７　１　在过去的３０年内，冷水机组的效率提高很快，使其
占空调水系统能耗的比例已降低了２０％以上，而水泵的能耗比
例却相应提高了。在实际工程中，由于设计选型偏大而造成的系

统大流量运行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以减少水泵能耗为目的的空

调水系统改造方案，值得推荐。

空调系统冷水、热水、冷却水的循环流量与设计流量的允许

偏差不应大于１０％。
２　从卫生及节能的角度进行了规定，不结露是冷水管、风

管和空调设备等保温的基本要求。

４４８　１　本条文的规定是为了降低输配能耗，并且二级泵变流
量的设置不影响制冷主机对流量的要求。但为了系统的稳定性，

变流量调节的最大幅度不宜超过设计流量的５０％。空调冷水系
统改造为变流量调节方式后，应对系统进行调试，使得变流量的

调节方式与末端的控制相匹配。采用一次泵定流量形式时，也可

考虑改造为变流量形式。

２　各主支管路回水温度最大差值即主支管路回水温度的
一致性反映了水系统的水力平衡状况。主支管路回水温度的一

致性测试工况和方法见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ＪＧＪ／Ｔ１７７。
３５　在公共建筑中，空调风系统消耗的能耗较高，值得重

点关注，所以本条文规定，对不能满足要求、存在问题的空调风

系统，建议进行节能改造。通风、空调 （包括新风）系统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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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量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１０％。
４４９　１　在过渡季，当室外空气焓值低于室内焓值时，为节约
能源，应充分利用室外的新风。本条文不适合于风机盘管加新风

系统。

２　空调系统需要的新风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稀释室内有
害物质的浓度，满足人员的卫生要求；二是补充室内排风和保持

室内正压。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７３６－２０１２明确规定了公共建筑主要房间、医院建筑、高
密人群建筑所需最小新风量的要求。鉴于新风量的重要性，本条

文对不满足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７３６中规定的新风量指标的公共建筑，提出了进行新风系
统改造或增设新风系统的要求。

４５　给排水系统

４５１　１　给水系统的供水方式有市政直供、设水泵给水、分区
给水等方式。给水系统管路的布置方式分为上行下给式、下行上

给式和环网式。

２　生活热水系统的热源形式包括电加热、余热、废热、太
阳能热水、空气源热泵等，循环方式包括不循环热水供应、半循

环热水供应、全循环热水供应。室内管道敷设方式包括明装、

暗装。

４　用水点出水压力不宜偏高，更不宜偏低，整个给水系统
要保持良好的水力平衡，用水点的供水压力设计值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５５５的规定。
４５２　２３　水泵的能耗在给排水系统的能耗中占很大比重，其
效率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相应改造。

４　管网漏损率判定限值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城镇供水管网

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ＣＪＪ９２。
４５３　２　目前我国已对部分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制定了相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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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如现行国家标准 《水嘴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ＧＢ２５５０１、
《小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ＧＢ２８３７７、 《淋浴器水效限定
值及水效等级》ＧＢ２８３７８、 《便器冲洗阀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

级》ＧＢ２８３７９等，其中２级为节水评价值。

４６　建筑电气系统

４６１　供配电系统是为建筑内所有用电设备提供动力的系统，
因此需诊断采用的设备是否节能、系统结构是否合理。具体内容

包括：配电设备是否选择了高效节能产品；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

位置、容量是否合理；电压偏差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三

相负载平衡情况及配电系统运行情况等。经诊断后，若不满足国

家现行标准规范的节能要求或设置不合理，则需要进行节能改造。

１　在低压配电室出线柜检查三相电流、电压、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配电参数，检查三相负载平衡情况，检查

是否存在淘汰产品或不符合现行标准的产品。

对无功补偿进行节能诊断时，应检查末端设备采用提高用电

设备功率因数的措施情况，变配电室无功集中补偿设备的调节方

式应符合供配电系统稳定运行及与市电公共连接点 （ＰＣＣ）功率
因数要求的情况。应检查与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

准》ＧＢ５１３４８中相关条文的符合情况，检查变压器负载率状况。
３　采用电能质量监测仪在公共建筑物内出现或可能出现电

能质量问题的部位进行测试。电能质量测试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１）典型谐波电压、电流及谐波电压、电流总畸变率；（２）电压
偏差。

４６２　１　光源类型诊断方法为检查光源类型和附件型号，是否
采用节能型光源，其能效等级是否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灯具包括

光源部分、反光罩部分和灯具配件部分，检查驱动器的能效限

定值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照明灯具效率主要是检查订货时的产

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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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照明控制诊断方法为检查是否采用分区控制，公共区控
制是否采用定时、感应、声音等合理有效控制方式。据调查公共

区和地下车库照明经常出现长明灯现象，能源浪费严重，因此需

要对该区域照明加强控制和管理。非公共区域的能耗浪费也应得

到关注，如私人办公室 （独立封闭式）、休息室、复印室、档案

室等典型空间的控制是否采用定时、感应、声音等合理有效控制

方式。

３　照明系统诊断还应检查有效利用自然光情况，在此之前，
需要确认房间的照明回路是否分外区和内区。有效利用自然光诊

断方法为检查在靠近采光窗处的灯具能否在满足照度要求时手

动、自动关闭或降低照度。其采光系数和采光窗的面积比应符合

标准规范要求。

４　照度值是测评照明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的一个重要指标。
照明功率密度值是衡量照明耗电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重要指标，

需要根据改造前的实际功率密度值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改造。

照明灯具效率、照度值、功率密度值、公共区照明控制检测

均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中规
定的检验方法。

４６３　公共建筑电梯的节能已经得到业界的广泛重视，积极推
动相关的节能技术的实施，努力宣传和倡导规范的电梯的使用行

为，将极大地改善电梯的耗能状况，为节能减排做出较大的贡

献。电梯的能耗一般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电梯驱动和曳引系

统的能耗；电梯门机系统的能耗；电梯的控制和显示、照明、通

风系统等设备的能耗。电梯的节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电梯设备系统的节能改造，另一方面是电梯管理使用方式的节

能。本条文主要从电梯设备及运行管理方面提出了诊断要求。

电梯类型包括直梯、扶梯、自动步道等。电梯控制系统诊断

主要包括控制软件、控制装置和控制策略等。电梯控制策略诊断

重点关注多台电梯是否设置了合理的群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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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４　当确定的改造方案中，涉及各系统的用电设备时，在通
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后，其配电柜 （箱）、配电回路等均应根据更

换的用电设备容量及配电保护要求，进行改造。这首先是为了保

证用电安全，其次是保证改造后系统功能的合理运行。当原设备

为淘汰产品时，均要更换。

４６５　１　一般变压器容量是按照用电负荷确定的，但有些建筑
建成后使用功能发生了变化，这样就造成了变压器容量偏大，低

效率运行，变压器的固有损耗占全部电耗的比例会较大。如果建

筑物的用电负荷在建筑的生命周期内可以确定不会发生变化，则

应当更换合适容量的变压器。变压器平均负载率的周期应根据春

夏秋冬四个季节的用电负荷计算。对于电气系统，更换变压器需

要慎重，要全面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２　随着建筑使用过程中功能的扩展或变更，大量用电设备
的投入，使原设计的无功补偿设备或调节方式不能满足要求，此

时应制定详细的改造方案，方案中应包含集中补偿或就地补偿的

分析内容，并进行投资效益分析。

３　对于建筑电气节能要求，电能质量包含了谐波和电压偏
差。谐波一般产生于变频器等设备，因此在其供电回路上会有３
次及以上的奇次谐波，需要根据其配电容量的大小折算其谐波限

制。电压偏差检验是为了考察是否具有节能潜力，当系统电压偏

高时可以采取合理的改造措施实现节能。

４６６　１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ＧＢ５５０１５中对各类建筑、各类使用功能的照明功率密度都
有明确的要求，很多既有公共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很低但实际上

其照度没有达到要求的值，如果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对不达标的

照度指标可以接受，其功率密度低于标准要求，则可以不改造；

如果大于标准要求则应改造。

２　公共区的照明容易产生长明灯现象。对于不同使用功能
的公共照明应采用合理的控制方式，例如办公楼的公共区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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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定时、感应、声音相结合的控制方式，上班时间采用定时方

式，下班时间采用分区控制、感应、声控方式；地下车库可根据

车辆情况进行感应控制等。

３　对于办公建筑，可检查靠近窗户附近的照明灯具是否可
以单独控制、单独开关，是否能与自动窗帘联动以提供一个日光

眩光可控、照度可控的环境，若不能则需要分析照明配电回路的

设置是否可以进行相应的改造。

４　目前国家对灯具的能效有明确规定，现行国家标准有：
《普通照明用气体放电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
１７８９６，《普通照明用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１９０４４，
《单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ＧＢ１９４１５，《高压钠灯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ＧＢ１９５７３、《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
等。这些标准规定了荧光灯和镇流器的能效限定值等参数。如果

建筑物中采用的灯具不是节能灯具或不符合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建议进行更换。

４６７　１　电梯能耗中最主要的是曳引机的耗电，曳引机一般由
驱动电机和制动器、联轴器、减速箱、曳引轮、机架和导向轮及

附属盘车手轮等组成。目前常用的电梯驱动电机分为异步电机和

永磁同步电机，异步电机能耗较大 （与永磁同步电机比较），适

用于低速、层高较低的场合。曳引机的减速可分为有齿轮和无齿

轮方式，有齿轮方式即曳引机的电动机动力是通过减速箱传到曳

引轮上，无齿轮方式即不通过减速箱直接传动到曳引轮上。有齿

轮的曳引机由于减速采用齿轮，因此增加了机械摩擦的阻力，能

耗较大。采用新型的节能电梯与传统电梯效率提高约 ３０％ ～
５０％，可降低电梯能耗。因此，电梯的改造需要结合建筑物高
度、使用功能、电梯使用频次和土建条件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如果原老旧电梯属于能耗高的淘汰产品，则应进行更换。

２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设置时应进行群控，提高效率，降
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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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能耗监测系统

４７１　能耗监测系统配置的现场仪表精度、安装方式、性能参
数等会直接影响系统监测数据稳定性和准确性，有些系统不能正

常运行的原因就是现场设备安装不合理，特别是能耗监测系统与

其他电力监测系统共享数据时，一旦电力监测系统瘫痪，就会导

致能耗监测系统数据无法获取，因此，应严格按照产品要求和国

家有关规范执行，确保能耗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

４７２　有些既有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系统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正
常运行，造成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没有发挥能耗监测系统

的先进管理功能。还有一些能耗监测系统运行正常，但是没有数

据储存功能，不能利用数据对运行能耗进行分析，无法满足节能

管理要求。这些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应查明原因，如果恢复成本

过高性价比已明显不合理时，则建议更换原能耗监测系统。

４７３　随着现代化建筑的面积逐渐增大，对应的建筑内的设备
数量也是呈现比例增多的趋势。况且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先进，

建筑内到处都布满用能设备，例如在办公楼中的中央空调和新

风、给排水、灯光照明、电梯等。在这种形式之下，建筑内的设

备耗能难免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人工干预又很难做到精准调

控，需要能耗监测系统发挥作用。在公共建筑中，用能类型繁杂

多样，水、电、气、暖、煤等多种能耗数据都需要进行监测。能

耗监测系统可以通过采集器将设备的用能数据收集起来，并上传

至统一的数据处理平台，实现数据远程传输的同时还可以进行远

程控制，为管理者提高了管理效率，并优化用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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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外围护结构改造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公共建筑的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一般情况下，其难度大于新建建筑。其难点在于需要在原

有建筑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改造，而既有公共建筑体系复杂、外

围护结构的状况千差万别，出现问题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改造

难度、改造成本都很大。但经确认需要进行节能改造的建筑，

要求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后，所改部位的热工性能宜符合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的要求，并
宜符合现行标准浙江省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３６
的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
５５０１５对外围护结构的性能要求有两种方法：一是规定性指标要
求，即不同窗墙比条件下的限值要求；二是性能性指标要求，即

当不满足规定性指标要求时，需要通过权衡判断法进行计算确定

建筑物整体节能性能是否满足要求。第二种方法相对复杂，不便

于实施和监督。

为了便于判断改造后的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是否满足要求，

本标准要求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经节能改造后，其改造部位的热

工性能限值宜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

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的要求，而不能通过权衡判断法进行判断。
５１２　节能改造对结构安全影响，主要是施工荷载、施工工艺
对原结构安全影响，以及改造后增加的荷载或荷载重分布等对结

构的影响，应分别复核、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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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根据建筑防火设计多年实践，以及发生火灾的经验教训，
完善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构造技术措施，并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中

贯彻这些防火要求，这对于防止和减少公共建筑火灾的危害，保

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建筑外墙、幕墙、屋顶等部位的节能改造时，所采用的保温

材料和建筑构造的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

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３７等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公共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幕墙保温系统、屋顶保温系统

等应具有一定的防火攻击能力和防止火焰蔓延能力。

５１４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要求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虽然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普遍适用的方法，但

公共建筑的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施工应遵循 “扰民少、速度快、

安全度高、环境污染少”的基本原则。建筑自身特点包括：建筑

的历史、文化背景、建筑的类型、使用功能，建筑现有立面形

式、外装饰材料、建筑结构形式、建筑层数、窗墙比、墙体材料

性能、门窗形式等因素。

保温系统有７项要求：力学安全性、防火性能、节能性能、
耐久性、卫生健康和环保性、使用安全性、抗噪声性能。针对既

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特点，在保证节能要求的基础上，保温系

统的其他性能要求也应关注。

浙江地区在符合各种规定的前提下宜优先选用外保温技术，

对外墙造型、面材有保留价值或有特殊立面要求的建筑物可采用

内保温技术，但必须处理好冷热桥和结露。目前国内可选择的保

温系统和构造形式很多，无论采用哪种，保温系统的基本要求必

须满足。外墙外保温技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外墙外保温工程

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的规定，外墙内保温技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６１的规定。

内保温工程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化学稳定性，所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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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应具有防腐性；在可能受到生物侵害时，内

保温工程应具有防生物侵害性能；所有组成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３２５和 《建

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ＧＢ６５６６的相关规定。
５１５　热桥是外墙和屋面等外围护结构中的钢筋混凝土或金属
梁、柱、肋等部位，因其传热能力强，热流较密集，内表面温度

较低，故容易造成结露。常见的热桥有外墙周边的钢筋混凝土抗

震柱、圈梁、门窗过梁，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梁、柱，钢筋混凝

土或金属屋面板中的边肋或小肋，以及金属玻璃窗幕墙中和金属

窗中的金属框和框料等。冬季供暖期时，这些部位容易产生结

露现象，影响人们生活。因此节能改造过程中应对冷热桥采取

合理措施。

５１７　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施工组织设计应遵循下列几方面
原则：

１　做好对现状的保护，包括道路、绿化、停车场、通信、
电力、照明等设施的现状；

２　做好场地规划及安全措施，包括下列内容：
（１）通道安全及分流，包括施工人员通道、职工通道、施

工车道；

（２）施工安装中的安全；
（３）室内工作人员的安全。
３　注意材料物品等堆放，包括下列内容：
（１）材料和施工工具的堆放；
（２）拆除材料的堆放。
４　施工组织包括下列内容：
（１）原有墙面的处理；
（２）宜采用干作业施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３）拆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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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外墙、屋面及非透光幕墙

５２１　公共建筑中常见的旧墙面基层一般分为旧涂层表面和旧
瓷砖表面等。对于旧涂层表面，常见的问题有：墙面污染、涂层

起皮剥落、空鼓、裂缝、钢筋锈蚀等；对于旧瓷砖表面，常见的

问题有：渗水、空鼓、脱落等。因此，旧墙面的诊断工作应按不

同旧基层墙面 （混凝土墙面、混凝土小砌块墙面、加气混凝土砌

块墙面等）、不同旧基层饰面材料 （旧陶瓷锦砖、瓷砖墙面、旧

涂层墙面、旧水刷石墙面、湿贴石材等）、不同 “病变”情况

（裂缝、脱落、空鼓、发霉等），分门别类进行诊断分析。

既有公共建筑外墙表面满足条件时，在符合消防、安全、节

能等要求的前提下可采用粘结为主、锚固为辅工艺的外保温改造

方案。粘结为主、锚固为辅的外保温系统包括：建筑保温装饰一

体化板系统、无机类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等，上述外保温系统

使用时应符合浙江省相关现行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的规定，

浙江省现行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有 《金属面板保温装饰板外

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２３０、 《泡沫玻璃外墙外
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０７２、《无机非金属面板保温装
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６４、《保温装饰夹
心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４１、《石材面板保
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９０、《有釉面
发泡陶瓷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２４３、
《无机轻集料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２０９等。

具体选用的保温系统应根据基层墙体粘接和锚固的现状开展

综合分析，选择适宜的连接固定方式，确保改造的外保温系统的

安全性能。保温工程施工前，外墙外表面水泥砂浆与基层墙体粘

结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中
５２７条规定的 “采用粘结固定的外保温系统拉伸粘结强度不应

低于０３ＭＰａ且粘结界面脱开面积不应大于５０％”要求进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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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锚栓进行固定时，应根据基层墙体的类型，按照 《外墙保温用

锚栓》ＪＧ／Ｔ３６６的要求进行锚栓选取和构造设计。
５２２　４　外墙饰面层包括外墙饰面砖和外墙饰面涂层，外墙节
能改造采用粘结为主、锚固为辅工艺的外保温系统时，如果外墙

基层无法满足外保温系统对应的基层拉伸粘结强度，且局部修补

也无法满足基层拉伸粘结强度要求，应整体铲除至墙体基层，并

重新找平处理满足表５２１要求；如果局部修补可以满足基层拉
伸粘结强度要求，可对外墙局部区域进行铲除，铲除后重新对墙

面进行找平处理满足表５２１要求。
５２３　现行国家标准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２
中５１２条规定 “既有建筑的改造，应根据检测或鉴定结果进行

设计”，以及５３１条规定 “既有建筑结构改造应明确改造后的

使用功能和后续设计年限。在后续设计工作年限内，未经检测鉴

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改造后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外墙外保温改造属于既有建筑改造范畴，当外墙外保温改造

采用人造装饰板干挂保温系统、金属幕墙干挂保温系统等干挂保

温系统时，虽然外墙原饰面层、原找平层无需全部铲除，但在改

造时由于不同既有公共建筑的外墙情况各不相同，外墙采用干挂

保温系统前，应经相应的检测鉴定或设计许可，并由设计单位进

行专项设计和出具设计计算书。

５２４　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中外墙外保温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２和现行
行业标准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建筑外墙外保
温系统修缮标准》ＪＧＪ３７６、 《外墙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的规
定，宜采用安全、绿色、环保，同时兼具高效保温和高效防火性

能的外墙外保温系统。

２　公共建筑室内温湿度状况复杂，特别对于游泳馆、浴室
等室内散湿量较大的场所，外墙外保温改造时还应考虑室内湿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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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外墙外表面采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具有好的节能效果，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应用时应满足现行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建筑

反射隔热涂料应用技术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３７的相关规定。
５２６　１　幕墙节能改造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其厚度应符合设
计要求，保温系统安装应牢固，不得松脱。当外围护结构改造为

非透光幕墙时，其龙骨支撑体系的后加锚固埋件应与原主体结构

有效连接，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

范》ＪＧＪ１３３、《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３３６的相关规
定。非透光幕墙的主体平均传热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的相关规定。
２　变形缝是伸缩缝、沉降缝和防震缝的总称。建筑物在外

界因素作用下常会产生变形，导致开裂甚至破坏。变形缝是针对

这种情况而预留的构造缝，在这些构造缝与墙体接缝处等存在热

桥的部位应进行保温处理。

５２７　公共建筑屋面节能改造比较复杂，应注意保温和防水两
方面处理方式。屋面节能改造前，应对原屋面面层进行处理，清

理表面、修补裂缝、铲去空鼓部位。根据实际现场诊断勘察，确

定保温层含水率和屋面传热系数。

屋面节能改造基本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１）保温层不符合节能标准要求，防水层破损；
（２）保温层破损，防水层完好；
（３）保温层符合节能标准要求，防水层破损；
（４）保温层，防水层均完好，但保温隔热效果达不到要求。
上述四种情况可按下列措施进行处理：

情况 （１）：这是屋面改造中最难的情况。可加设坡屋面。
如仍保持平屋面，则需彻底翻修。应清除原有保温层、防水层，

重新铺设保温及防水构造。施工中要做到上要防雨、下要防水。

情况 （２）：当建筑原屋面保温层含水率较低时，可采用直
接加铺保温层的方式进行倒置式屋面改造或架空屋面做法。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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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屋面的保温层宜采用挤塑聚苯板 （ＸＰＳ）等吸湿率极低的
材料。

情况 （３）：需要重新翻修防水层。对传统屋面，宜在屋面
板上加铺隔汽层。

情况 （４）：可设置架空通风间层或加设坡屋面。改造中保
温材料不应选用低密度ＥＰＳ板、高密度的多孔砖，宜选用抗压强
度好、吸水率低，导热系数小的 ＸＰＳ或者其他低密度、高强度
的保温材料及复合材料等。

有吊顶的屋顶在原屋顶吊顶上铺放轻质保温材料；无吊顶的

屋顶可考虑在坡屋顶做内保温或增设吊顶层，吊顶层应采用耐久

性好，并能承受铺设保温层荷载的构造和材料，屋面内部改造采

用的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除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

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的防火要求外，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ＧＢ８６２４的测试烟毒性 ｔ１
级的要求。如条件允许，可将平屋面改造为绿化屋面。也可根据

屋面结构条件和设计要求加装太阳能设施。屋面节能改造时，应

根据工程特点、地区自然条件，按照屋面防水等级的设防要求，

进行防水构造设计。应注意天沟、檐口、檐沟、泛水等部位的防

水处理。可根据屋面结构条件和设计要求，将平屋面改造为种植

屋面、蓄水屋面、架空屋面、倒置式屋面等具有节能功能的屋面。

５３　门窗、透光幕墙及采光顶

５３１　１　既有公共建筑的门窗节能改造，从成本考虑，可采用
在原有玻璃表面贴膜或在原有玻璃内侧增设可调节百叶、遮阳卷

帘、单玻磁控百叶玻璃等措施，该改造措施由于不更换玻璃、窗

扇和窗框，且在室内侧施工，改造成本较低。

２　当不适合更换窗框和窗扇框时，可采用节能效果较好的
低辐射中空玻璃、真空玻璃、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来替代原有

玻璃，其中，真空玻璃厚度较小，保温隔热性能好，对于很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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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单层玻璃的既有建筑外窗来说，更换真空玻璃可以降低外窗传

热系数和提高外窗隔声效果。

３　既有公共建筑的门窗节能改造，可采用只换窗扇、换整
窗或加窗的方法。

只换窗扇：当既有公共建筑门窗的热工性能经诊断达不到本

标准４２节的要求时，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只进行更换窗扇的
改造。

整窗拆换：当既有公共建筑中门窗的热工性能经诊断达不到

本标准４２节的要求，且无法继续利用原窗框时，可实施整窗拆
换的改造。

加窗改造：当不适合改变原外窗，可以考虑原外窗内侧加窗

改造方案。

４　更新外窗可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实木复合窗、节能铝合
金窗、未增塑聚氯乙烯塑料窗、玻璃钢窗、隔热钢窗和铝木复合

窗等，其中，实木复合窗和铝木复合窗传热系数较低，适合应用

于保温改造要求较高场合。

５　为了提高窗框与墙、窗框与窗扇之间的密封性能，应采
用性能好的橡塑密封条来改善其气密性，对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

隙，可采用节能附框或采用保温及密封性能好的材料加弹性密封

胶封堵。

６　为了保证建筑节能，要求外窗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以避
免冬季室外空气过多地向室内渗漏。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

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建筑外门窗气密性７级对应的分
级指标绝对值为：单位缝长的空气渗透量为１０ｍ３／（ｍ·ｈ）≥ｑ１＞
０５ｍ３／（ｍ·ｈ），单位面积的空气渗透量为３０ｍ３／（ｍ２·ｈ）≥
ｑ２＞１５ｍ

３／（ｍ２·ｈ）；建筑外门窗气密性６级对应的分级指标
绝对值为：单位缝长的空气渗透量为 １５ｍ３／（ｍ·ｈ）≥ｑ１＞
１０ｍ３／（ｍ·ｈ），单位面积的空气渗透量为４５ｍ３／（ｍ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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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２＞３０ｍ
３／（ｍ２·ｈ）。

５３２　１　由于现代公共建筑透明玻璃窗面积较大，因而相当大
部分的室内冷负荷是由透过玻璃的日射得热引起的。为了减少进

入室内的日射得热，采用各种类型的遮阳设施是必要的。从降低

空调冷负荷角度，外遮阳设施的遮阳效果明显。因此，对外窗的

遮阳设施进行改造时，宜采用外遮阳措施。可设置水平或小幅倾

斜简易固定外遮阳，其挑檐宽度按节能设计要求。室外可使用软

质篷布可伸缩外遮阳。东西向外窗宜采用卷帘式百叶外遮阳。南

向外窗若无简易外遮阳，也可安装手动卷帘式百叶外遮阳。

２　遮阳设施的安装应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且牢固、安全。
采用外遮阳措施时应对原结构的安全性进行复核、验算；当结构

安全不能满足节能改造要求时，应采取结构加固措施或采取玻璃

贴膜等其他遮阳措施。遮阳设施的设计和安装宜与外窗或幕墙的

改造进行一体化设计，同步实施。

５３３　对于内遮阳来说，遮阳帘的反射率和遮蔽率越高，透过
玻璃照射到遮阳帘上的太阳光越能反射到室外，节能效果就越

好。当外窗或透明幕墙不具备条件进行外遮阳或中置遮阳改造

时，可在外窗室内侧加装高反射、高遮蔽的内遮阳，以提高外窗

的节能效果，其中，内遮阳的太阳光反射率宜大于７０％。
内遮阳的改造措施有：选用内置遮阳百叶、建筑节能玻璃膜

和电子遮阳膜。选用的建筑节能玻璃膜，其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 《建筑玻璃膜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３５１的有关规定。建筑
节能玻璃膜在不受其他外力情况下，其正常使用寿命可达１５年、
不脱落、不掉色；电子遮阳膜具有调光功能，通电时透光，断电

时遮光，改造时可直接贴在原有玻璃内侧，在采光需求不长的场

合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

５３４　为了保证节能改造效果，要求外门、楼梯间门具有良好
的气密性能，以避免冬季室外空气过多地向室内渗漏。

５３５　２　提高玻璃保温隔热性能可通过调整中空玻璃配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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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具体措施包括：增加中空玻璃的中空层数、优化调整中空玻

璃中空层间距、中空玻璃内充惰性气体、采用各类中空玻璃膜

层、中空玻璃间隔条采用暖边隔热条等，还可以直接选用真空玻

璃、吸热玻璃等，提高幕墙、采光顶的保温隔热性能。

３　提高幕墙玻璃的遮阳性能采用在原有玻璃的表面贴膜工
艺时，可优先选择可见光透射比与遮阳系数之比大于１的高效节
能型窗膜或具有调光功能的电子遮阳膜。

４　宜优先采用隔热铝合金型材，对有外露、直接参与传热
过程的铝合金型材应采用隔热铝合金型材或其他隔热措施。

６　双层幕墙分为内通风和外通风两种构造形式，为提高建
筑的热工性能，需根据建筑物的气候环境进行选择。与传统幕墙

相比减少了供暖空调能耗的同时，整体隔音效果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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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通风空调系统改造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考虑到节能改造过程中的设备更换、运输、管路重新铺
设等，可能会对建筑物装修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并影响建筑物的

正常使用，因此建议节能改造与系统主要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建筑

物的功能升级结合进行，以降低改造的成本，提高改造的可行性。

６１２　改造工程施工时影响面大，本条文主要从结构安全和使
用功能等角度提出了相关要求。

６１３　通风空调系统是由冷热源、输配、末端、控制设备组成
的复杂系统，各设备和系统之间的性能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在

节能改造时，应充分考虑各系统之间的匹配问题，以提高系统综

合能效为最终目的。

６１４　传染病流行期，建筑健康安全对通风空调系统的要求更
高，应强化通风，加强空气流动，优先按全新风工况运行，防止

回风带来的交叉污染，保障室内人员健康。可以通过开启送排风

系统、加大空调系统新风量或全新风运行、合理开启外窗等手

段，增强建筑物的通风换气能力。

６２　冷热源系统

６２１　与新建建筑相比，既有公共建筑更换冷热源设备的难度
和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公共建筑的冷热源系统节能改造应以挖掘

现有设备的节能潜力为主。压缩机的运行磨损，易损件的损坏，

管路的脏堵，换热器表面的结垢，制冷剂的泄漏，电气系统的损

耗等都会导致机组运行效率降低。以换热器表面结垢，污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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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为例，可能影响换热效率５％ ～１０％，结垢情况严重则甚至
更多。不注意冷、热源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是机组效率衰减的主

要原因，建议定期 （每月）检查机组运行情况，至少每年进行

一次保养，使机组在最佳状态下运行。

在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节能潜力基础上，仍不能满足需求

时，再考虑更换设备。设备更换之前，应对目前冷热源设备的实

际性能进行测试和评估，并根据测评结果，对设备更换后系统运

行的节能性和经济性进行分析，同时还要考虑更换设备的可实施

性。只有同时具备技术可行性、改造可实施性和经济可行性时才

考虑对设备进行更换。考虑到更换冷热源设备的难度较大、成本

较高，因此在选择设备时，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现行强制性工

程建设规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
中冷热源设备的性能与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９相比又有了一定的提升，因此本条文作出了相关规定。
６２２　运行记录是反映空调系统负荷变化情况、系统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性能和空调实际使用效果的重要数据，是了解和分析目

前空调系统实际用能情况的主要技术依据。改造设计应建立在系

统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保证改造后的设备容量和配置满足使用要

求，且冷热源设备在不同负荷工况下，保持高效运行。鉴于目前

空调系统运行人员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运

行记录的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运行记录过于简单、记录的

数据误差较大、运行人员只是简单地记录数据，不具备基本的分

析能力、不能根据记录结果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调整是目前普

遍存在的问题。针对上述情况，各用能单位应根据系统的具体配

置情况制订详细的运行记录，通过对运行人员的培训或聘请相关

技术人员加强对运行记录的分析能力，定期对空调系统的运行状

态进行分析和评价，保证空调系统始终处于高效运行的状态。对

于运行记录不完善的项目，应采取现场调研测试的方式分析实际

负荷需求，调研项目主要包含往年冷热源设备运行台数、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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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末端室内热湿环境满意度等；现场测试项目主要包含冷热源

主机性能参数、末端室内温湿度等，根据调研测试结果分析建筑

的实际负荷需求。另外，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对冷热负荷计算

至关重要，需根据实际情况现场检测或者查找竣工图纸。内扰参

数也是影响负荷计算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需根据实际情况合

理设置室内人员、照明、电气设备等的参数。

冷热源运行策略是指冷热源系统在整个制冷季或供热季的运

行方式，是影响空调系统能耗的重要因素。应根据历年冷热源系

统运行的记录，结合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设备、人员、照

明、新风、室内温湿度等基本信息，对建筑物在不同季节、不同

月份和不同时间的冷热负荷进行分析，并根据建筑物负荷的变化

情况，确定合理的冷热源运行策略。冷热源运行策略既应体现设

备随建筑负荷的变化进行调节的性能，也应保证冷热源系统在较

高的效率下运行。

６２３　冷热源更新改造确定原则可按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第４２１条的规定。电力价格、燃
气价格、市政热力价格、蒸汽价格、供水价格等都影响能源系

统，应在项目改造初期进行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经论证合理

时，宜采用多能源复合式系统；在执行分时电价、峰谷电价差较

大的地区，经技术经济比较，采用低谷电能够明显起到对电网

“削峰填谷”和节省运行费用时，宜采用蓄能系统。

６２４　为了保证冷源系统改造的实际运行效果，作出了此规定。
依据 《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发改环资 〔２０１９〕１０５４号，到
２０３０年，大型公共建筑制冷能效提升３０％，制冷总体能效水平
提升２５％以上，绿色高效制冷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４０％以上。

本条文规定值为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
１７７－２００９表８６３中规定值的基础上提升２５％。
６２５　由于建筑不同区域使用功能的不同，可能导致部分区域
出现需要提前供冷或供热的现象，对于上述区域宜设置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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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热源系统，以避免由于小范围的供冷或供热需求，导致集中

冷热源提前开启现象的发生。

６２６　公共建筑，特别是大型公共建筑，由于其外围护结构负
荷所占比例较小，因此其内外区和不同使用功能的区域之间冷热

负荷需求相差较大。对于人员、设备和灯光较为密集的内区存在

过渡季或供暖季节需要供冷的情况，为了节约能源，推迟或减少

人工冷源的使用时间，对于过渡季节或供暖季节局部房间需要供

冷时，宜优先采用直接利用室外空气或其他自然冷源进行降温的

方式。

新风供冷是指使用新风作为冷源消除室内热负荷的供冷方

式，该方式具有初投资较小、运行费用较低、控制较灵活等特

点。使用新风供冷时，应对建筑总新风量需求进行重新核算，保

证新风量满足负荷需求时，也满足室内人员需求最小新风量、维

持室内外压差的新风量。同时，需对新风送风温湿度进行核算，

必要时采用加热处理避免结露现象。

冷却塔供冷可分为间接供冷系统和直接供冷系统两种形式，

间接供冷系统是指系统中冷却水环路与冷水环路相互独立，不相

连接，能量传递主要依靠中间换热设备来进行。其最大优点是保

证了冷水系统环路的完整性，保证环路的卫生条件，但由于其存

在中间换热损失，使供冷效果有所下降。直接供冷系统是指在原

有空调水系统中设置旁通管道，将冷水环路与冷却水环路连接在

一起的系统形式。夏季按常规空调水系统运行，转入冷却塔供冷

时，将制冷机组关闭，通过阀门打开旁通，使冷却水直接进入用

户末端。对于直接供冷系统，当采用开式冷却塔时，冷却水与外

界空气直接接触易被污染，污物易随冷却水进入室内空调水管

路，从而造成盘管被污物阻塞。采用闭式冷却塔虽可满足卫生要

求，但由于其靠间接蒸发冷却原理降温，传热效果会受到影响。

目前在工程中通常采用冷却塔间接供冷的方式。对于同时需要供

冷和供热的建筑，需要考虑系统分区和管路设置是否满足同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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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和供热的要求。另外由于冷却塔供冷主要在过渡季和冬季运

行，因此如果在冬季温度较低地区应用，冷却水系统应采取相应

的防冻设施。

６２７　水环热泵空调系统是指用水环路将小型的水／空气热泵机
组并联在一起，构成一个以回收建筑物内部余热为主要特点的热

泵供暖、供冷的空调系统。与普通空调系统相比，水环热泵空调

系统具有建筑物余热回收、节省冷热源设备和机房、便于分户计

量、便于安装、管理等特点。实际设计中，应进行供冷、供热需

求的平衡计算，以确定是否设置辅助热源或冷源及其容量。

６２８　水冷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应考虑实际运行过程中机组换
热器结垢对换热效果的影响，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在实际运行使

用过程中，换热管管壁所产生的水垢、污垢及细菌、微生物膜会

逐渐堵塞腐蚀管道，降低热交换效率，增加运行能耗。相关研究

成果表明１ｍｍ污垢，可多导致３０％左右的耗电量。污垢严重时
还会影响设备正常安全运行，同时也产生军团菌等细菌病毒，危

害公共环境卫生安全。因此，本条文规定了对水冷冷水机组或热

泵机组，宜采用具有实时在线清洗功能的除垢技术。目前实时在

线清洗技术有两种，一种是橡胶球清洗技术，一种是清洗刷清洗

技术。

６２９　在设计选用制冷设备时一般根据全年最大负荷来选择，
由最大负荷确定制冷设备的设计出水温度。然而，一年中系统达

到最大负荷的时间往往很短，机组多数时间在部分负荷的工况下

运行。此时如采用较高的出水温度，可以大大提高机组的效率。

根据经验，在低负荷时，冷水温度的设定值可在设计值７℃的基
础上提高２℃～４℃。一般每提高出水温度１℃，能耗约可降低相
当于满负荷能耗的１７５％。在制定冷水机组出水温度时，同时
需根据建筑物除湿负荷的要求，保证室内除湿的使用需求。重设

冷水机组出水温度需要使用设定温度点的室外温度和出水温度关

系图，用这些资料对建筑自控系统进行编程，使之能够根据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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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时间、季节、建筑负荷，来自动设定出水温度。温湿度独

立控制系统一般采用高温冷水机组负担室内显热负荷，新风系统

负担室内湿负荷，机组和系统效率高于常规电制冷系统。

６２１０　现行国家标准 《机械通风冷却塔第１部分：中小型开式
冷却塔》ＧＢ／Ｔ７１９０１、 《机械通风冷却塔第２部分：大型开式
冷却塔》ＧＢ／Ｔ７１９０２、《机械通风冷却塔第３部分：闭式冷却
塔》ＧＢ／Ｔ７１９０３中，规定冷却塔的能效能级分为５级，为了达到
改造后的节能效果，本条文要求改造后的冷却塔要达到２级能效。
６２１１　在对原有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进行变频改造时，应充分
考虑变频后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运行的安全性问题。目前并不是

所有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均可通过增设变频装置，来实现机组的

变频运行。因此建议在确定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变频方案时，应

充分听取原设备厂家的意见。另外，变频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的

价格要高于普通的机组，所以改造前，要进行经济分析，保证改

造方案的合理性。

６２１２　冷热源设备满负荷及部分负荷都应在高效区运行，可通
过设备大小及台数的搭配使冷热源系统在全年部分负荷运行时设

备高效运行。

６３　输配系统

６３３　在过渡季，空调系统采用全新风或增大新风比的运行方
式，既可以节省空气处理所消耗的能量，也可有效地改善空调区

域内的空气品质。但要实现全新风运行，必须在设备的选择、新

风口和新风管的设置、新风和排风之间的相互匹配等方面进行全

面的考虑，以保证系统全新风和可调新风比的运行能够真正实

现。新风量控制和工况转换，建议采用新风和回风的焓值控制方

法，也可采用干球温度等其他更简单方便的控制方式。

对于餐厅、食堂和会议室等高负荷区域空调通风系统的改

造，应根据区域的使用特点，选择合适的系统形式和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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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考虑系统在过渡季全新风运行的可

能性。

６３４　一级泵变流量系统利用水泵变频调速装置，根据压差控
制等方法调节系统水流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水泵的能耗，与传

统的一级泵定流量系统和二级泵系统相比具有很大的节能优势。

在进行变流量系统改造设计时，除了将定频水泵改为变频水泵且

机房内的管道系统形式应正确外，尚应将总供回水管道之间旁通

管的管径及旁通电动调节阀的口径变小，同时应考虑末端空调设

备的水量调节方式和冷水机组对变流量系统的适应性，确保变流

量系统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另外，目前大部分空调系统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水力失调现象，在实际运行中，为了满足所有用户的使

用要求，许多使用方不是采取调节系统平衡的措施，而是采用增

大系统的循环水量来克服自身的水力失调，造成大量的空调系统

处于 “大流量、小温差”的运行状态。系统采用变流量后，由

于在低负荷状态下，系统水量降低，系统自身的水力失调现象将

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会导致不利端用户的空调使用效果无法保

证。因此在进行变流量系统改造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末

端空调系统的水力平衡特性。

６３５　二级泵系统冷源侧采用一级泵，定流量运行；负荷侧采
用二级泵，变流量运行，既可保证冷水机组定水量运行的要求，

同时也能满足各环路不同的阻力需求，因此适用于系统较大、阻

力较高且各环路负荷特性和阻力相差悬殊的场合。但是由于需要

增加耗能设备，因此建议在改造前，应根据系统历年来的运行记

录，进行系统全年运行能耗的分析和对比，否则可能造成改造后

系统能耗增加。

６３６　为了适应建筑负荷的变化，目前大多数建筑物制冷系统
都采用多台冷水机组、冷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并联运行，并

联系统的最大优势是可根据建筑负荷的变化情况，确定冷水机组

开启的台数，保证冷水机组在较高的效率下运行，以达到节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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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目的。对于并联系统，一般要求冷水机组与冷水泵、冷却水

泵和冷却塔采用一对一运行，即开启一台冷水机组时，只需开启

与其对应的冷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而目前大多数建筑的实

际运行情况是冷水机组与冷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采用一对多

运行，即开启一台冷水机组时，同时开启多台冷水泵、冷却水泵

和冷却塔，冷水和冷却水旁通导致的能耗浪费比较严重。造成冷

水、冷却水旁通的主要原因是未开启冷水机组的进出口阀门未关

闭或空调水系统未进行平衡调适，系统水量分配不平衡，开启单

台水泵时，末端散热设备水量降低，系统水力失调现象加重，部

分区域空调效果无法保证。因此在改造设计时，应采取连锁控制

和水量平衡等必要的手段，防止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冷水和冷

却水旁通现象。

６３７　在通风空调水系统中，水力失调是很常见的问题。由于
水力失调导致系统流量分配不合理，造成一些区域冬季不热、夏

季不冷的情况，并引起能源的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简

单地采取提高水泵扬程的做法，但仍导致冷热不均以及更大程度

的能源浪费。解决上述问题比较有效的措施是增设水力平衡装置

和进行系统调适。

６３８　在空调送回风系统中，如果不采取措施，会造成冷热不
均的现象。解决上述问题比较有效的措施是增设风量平衡装置和

进行系统调适；另外，在保证风量平衡的同时，应使风压维持

稳定。

６３９　管道与设备的保温和保冷是节能的重要手段，也是节能
改造的重点。《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第
４３２３条对管道与设备的保温和保冷有详细的规定，节能改造
时应按该要求执行。

６３１０　冷却水系统改造时应考虑对主机性能的影响，确保水系
统能耗的节省大于冷机增加的耗能，达到节能改造的效果。同时

冷却水系统变流量运行，应有确保冷却塔在冷却水低流量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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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的措施。空调冷却水系统宜采取以下节能改造措施：

（１）冷却塔风机根据冷却水温度进行台数或变速控制；
（２）冷却水泵台数或变速控制。
冷源设备及水泵随着负荷变化进行调节，一般情况下为间歇

运行。在水泵停机后，冷却塔填料的淋水表面附着的水滴下落，

一些管道内的水容量由于重力作用，也从系统开口部位下落，系

统内集水盘或集水箱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这些水量的容积，就会

造成大量溢水浪费，同时也造成输送能源的浪费；当水泵重新启

动时，首先需要一定的存水量，以湿润冷却塔干燥的填料表面和

充满停机时流空的管道空间，如存水量不足会造成水泵缺水，进

气空蚀，不能稳定运行。在实际工程中采购的冷却塔集水盘往往

不能满足要求，造成水量和能量的大量浪费，因此建议对冷却塔

的集水盘进行加大改造，或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既方便使用

又节能、节水。

６４　末端系统

６４１　新风直接送入吊顶或新风与回风混合后再进入风机盘管
是目前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普遍采用的设置方式。前者会导致新

风的再次污染、新风利用率降低、不同房间和区域互相串味等问

题；后者风机盘管的运行与否对新风量的变化有较大影响，易造

成浪费或新风不足；并且采用这种方式增加了风机盘管中风机的

风量，不利于节能。因此建议将处理后的新风直接送入空调

区域。

６４２　空调系统应根据使用功能不同、设计参数不同进行合理
划分，这样可以使运行调节更有针对性、更灵活、更节能。很多

空调系统存在设计不合理，或者使用功能改变而造成原有系统分

区不合理的情况，同时在设计时并未考虑 “部分空间、部分时

间”运行，而导致在运行时很难做到 “按需供能”，造成显著的

能源浪费。而节能改造恰是纠正此类情况的很好时机，条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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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调 “部分空间、部分时间”运行的原则，因为它是一个根

本上的节能措施，系统可实现分区域、分时间段灵活运行，避免

“大马拉小车”，大幅降低运行能耗。

６４３　末端可调是水系统节能的关键，尤其是规模较大的水系
统，如无自控阀门，在空调末端部分运行时，水泵仍需满负荷运

行，无法实现有效节能。

６４４　实践表明，尽管直流无刷风机盘管造价高于常规电容电
机的风机盘管，但由于其电机效率的提高和 “天然的”无级调

速功能，节能效果十分显著，相对投资回收期通常不会超过３～
４年，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建议采用直流无刷风机盘管。
６４６　风机盘管集中控制装置应保证需求侧使用的前提下，按
照用户使用习惯，风机盘管集中控制器自适应、自学习调整设备

运行，实现按需供能，实现末端系统节能运行。

６５　控制系统

６５１　通过设置通风空调系统分项计量装置，可及时了解和分
析目前空调系统的实际用能情况，并根据分析结果，自觉采取相

应的节能措施，增强节能意识和节能的积极性。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说，实现用能系统的分项计量，是培养节能意识、提高公共建

筑能源管理水平的前提条件。尤其制冷机房是空调系统的用能大

户，通过分项计量参数计算冷源系统性能系数，及时了解冷源系

统运行能效，并对运行参数进行持续优化调适，保证冷源系统的

高效运行。除此之外，建议在下列场合增设计量装置：

（１）空调系统的冷水 （热泵）机组、冷水泵、冷却塔、冷

却水泵、热水循环泵、电锅炉等主要设备的配电回路，租赁使用

场所及独立核算的单元，配置电能计量装置；

（２）市政供燃气管网引入管及燃气锅炉厨房餐厅用燃气管，
配置燃气表；

（３）采用区域性热源和冷源时，在每栋单体建筑的热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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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入口处，租赁使用场所、独立核算单元或区域的热 （冷）源

入口处，配置热 （冷）量表。

６５２　１　室内外环境参数包括：室内外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
ＰＭ２５等。系统运行参数包括：系统供回水温度和压力等。能效
参数包括：冷水 （热泵）机组运行时实际性能系数 （ＣＯＰ），电冷
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 （ＳＣＯＰ），空调冷 （热）水系统耗电输冷

（热）比 （ＥＣ（Ｈ）Ｒａ）、系统耗电量、系统冷量和系统热量、
碳排放等。

４　全空气变风量空调系统应在定静压、变静压、总风量等
控制策略中选取适合的控制方案及组合，满足项目全年动态负荷

特性的需求；空调冷 （热）水系统亦应选取合适的控制策略，

满足动态需求。

５　主要考虑公共区人员复杂，每个人要求的温度不尽相同，
温控器容易被人频繁改动，例如医院就诊等候区等，曾发现病人

频繁改变温度设定值，造成温度较大波动，温控器损坏，因此在

公共区设置联网控制有利于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延长设备使用

寿命。

６９



７　给排水系统改造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考虑到节能改造过程中的设备更换、管路重新铺设等，
可能会对建筑物装修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并影响建筑物的正常使

用，因此建议节能改造与系统主要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建筑物的功

能升级结合进行，以降低改造的成本，提高改造的可行性。在改

造时，对原有使用的已经淘汰的产品和设备，宜进行更换和

改造。

７１２　利用非传统水源是节水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在
建筑中有不少生活杂用水可以使用非传统水源，尤其是采用自来

水或井水作为非亲水性水景的水源宜优先改造为非传统水源。

采用非传统水源时，应根据其使用性质采用相应的水质

标准：

（１）冲厕、绿化灌溉、洗车、道路浇洒，其水质应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ＧＢ／Ｔ１８９２０
中的要求。

（２）景观用水时，其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ＧＢ／Ｔ１８９２１中的要求。
（３）冷却水补水，其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空调

系统水质》ＧＢ／Ｔ２９０４４中的要求。
使用市政再生水 （以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或城市污水为水

源）和建筑中水 （以建筑生活排水、杂排水、优质杂排水为水

源），应结合城市规划、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办法、水量平衡

等，从经济、技术和水源水质、水量稳定性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确

７９



定。项目周围存在市政再生水供应时，使用市政再生水具有较好

的经济性，应优先考虑使用市政再生水。当不具备市政再生水供

水条件时，建筑可自建中水处理站，设计应根据中水原水来源、

原水量、用水需求等，确定水处理设备规模、水处理流程、中水

系统设计、防止误接误饮措施等。建筑中水水源可依次考虑建筑

优质杂排水、杂排水、生活排水等。

采用非传统水源时，其供水系统必须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１）不得对人体健康及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２）非传统水源管道严禁与饮用水管道系统、自备水源供

水系统连接；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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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用、误饮；

（４）采用再生水的绿化供水管网不得使用易于产生水雾的
喷头。

７２　给水系统

７２１　为节约能源，在征得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供水部门
批准认可时，可采用叠压供水方式，利用自来水管道原有的市政

管网压力，降低供水设备运行能耗。

７２２　本条提出了水池、水箱水位控制和溢流控制的基本要求。
为避免自动水位控制阀失灵、水池 （箱）溢水造成水资源浪费，

贮水构筑物应设置水位监视、报警和控制仪器和设备。对于水

池、水箱溢水可能造成水淹和财产损失事故的场所，还应设置应

急自动关闭进水阀，以达到报警联动、自动关闭进水阀门的目

的。自动关闭进水阀可采用电磁阀或电动阀。

７２３　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的情况，针对不同用户的
用水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并据此施行计量收

费，以实现 “用者付费”，达到鼓励行为节水的目的，同时还可

以统计各种用途的用水量和分析渗漏水量，达到持续改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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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次级用水单元应实现水计量率≥９５％、主要用水设备应
实现水计量率≥８５％。市政给水管网引入总管及厨房餐厅的供水
管，饮用水供水管，租赁使用场所及独立核算的供水管，盥洗、

洗衣房、游泳、空调用水供水管，绿化浇灌供水管等处应配置

水表。

７２４　建筑改造中鼓励选用更高节水性能的节水器具。目前我
国已对部分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制定了相关标准，如现行国家标

准 《水嘴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ＧＢ２５５０１、《坐便器水效限定
值及水效等级》ＧＢ２５５０２、 《小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ＧＢ２８３７７、《淋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ＧＢ２８３７８、《便器
冲洗阀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ＧＢ２８３７９等。
７２５　传统的绿化浇洒系统一般采用漫灌或人工浇洒，不但造
成水的浪费，而且会产生不能及时浇洒、过量浇洒或浇洒不足等

一些问题，而且对植物的正常生长也极为不利。随着水资源危机

的日益严重，传统的地面漫灌已不能适应节水要求，应通过采用

节水灌溉技术节约水资源。

节水灌溉具有很好的节水效果，已成为建筑室外用水节水的

重要技术。采用节水灌溉方式如喷灌、滴灌、微喷灌、涌流灌和

地下渗灌等，比地面漫灌省水５０％ ～７０％。具体灌溉方式应根
据水源、气候、地形、植物种类等各种因素综合确定。例如，喷

灌适用于植物大面积集中的场所，微灌系统适用于植物小面积分

散的场所；采用再生水灌溉时，因水中微生物在空气中极易传

播，应避免采用喷灌方式，可以采用微喷灌、滴灌等不会产生气

溶胶的方式；滴灌系统敷设在地面上时，不适于布置在有人员活

动的绿地里。

７２６　除卫生器具、绿化灌溉和冷却塔以外的其他用水也应采
用节水技术和措施，如车库和道路冲洗用的节水高压水枪、节水

型洗衣机、循环用水洗车台，给水深度处理采用自用水量较少的

处理设备和措施，集中空调加湿系统采用效率高的设备和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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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

７３１　对于常年需要生活热水的建筑，如旅游宾馆、医院等，
宜优先采用太阳能、热泵、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热回收技术；特

别对于夏季有供冷需求，同时有生活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应充

分利用冷水机组或热泵机组的冷凝热。对于常年存在生活热水需

求的公共建筑，当采用电动蒸汽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时，

宜采用具有冷凝热回收功能的冷水 （热泵）机组。

夏热冬冷地区地源热泵机组存在地源侧的冬夏热不平衡，结

合集中生活热水供热系统可改善地下岩土冬夏热平衡，提高地源

热泵机组运行效率。

７３２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除有其他用蒸汽要求外，不应采用燃
气或燃油锅炉制备高温、高压蒸汽再进行热交换后供应生活热水

的热源方式，是因为蒸汽的热焓比热水要高很多，将水由低温状

态加热至高温、高压蒸汽再通过热交换为生活热水是能量的高质

低用，造成能源浪费，应避免采用。医院、酒店等有需要蒸汽的

要求，需要设蒸汽锅炉，制备生活热水可以采用汽水热交换器。
其他没有蒸汽要求的公共建筑可以利用工业余热、废热、太阳

能、地热能、燃气热水锅炉、空气源热泵等方式制备生活热水。

７３３　当更换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锅炉及加热设备时，机组的
供水温度应符合以下要求：生活热水水温低于６０℃；间接加热
热媒水水温低于９０℃。
７３４　大量实测研究表明，生活热水系统的热量损失和水量损
失情况非常严重，对于实际负荷率较低的公共建筑，尽管采用回

水循环加热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用水点热水出流时间，但

由于负荷率较低，循环加热过程中的热量损失非常显著，而采用

靠近用水点的即热式加热装置虽然可能会消耗一部分高品质能源

（如电能），但总量很少，而且能提高用水感受并节约水量。但

酒店等性质的建筑集中热水系统的方式更经济节能，所以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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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性质确定是否采用近用水点处安装即热式辅热装置的

措施。

７３６　用水点尤其是淋浴设施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和稳定，
能够减少水温初调节时间，避免洗浴过程中的忽冷忽热，对节能

节水有利。其保证措施包括冷水、热水供应系统分区一致，减少

热水管网和加热设备的系统阻力，淋浴器处设置能自动调节水温

的混合器、混合阀等。

７３７　对公共浴室采取定量或定时控制，可以起到很好的节能、
节水效果。宜采用带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功能的冷热水混合淋浴

器，感应开关、延时自闭阀或脚踏式开关等节水控制措施。采用

带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功能的冷热水混合淋浴器旨在减少调温时

“无效冷水”流失。设置感应开关、延时自闭阀或脚踏式开关旨

在减少无人时 “长流水”浪费。

７３８　系统运行参数包括：热水出口压力、温度、流量，系统
运行状态，安全保护信号，设备故障信号等。能效参数包括：生

活热水供应系统能效系数、能源消耗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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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建筑电气系统改造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建筑电气系统主要包括供配电、照明系统及电梯。当供
配电系统中仪表、电动机、电器、低压集中无功补偿装置和配电

变压器等仍然使用国家淘汰产品时，要考虑更换。

８１３　应采用国家有关部门推荐的绿色节能产品和设备。其中，
照明灯具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
５００３４和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中
规定的光源和灯具。

８２　供配电系统

８２１　配电系统改造设计要认真核查负荷增减情况，避免因用
电设备功率变化引起断路器、继电器及保护元件参数的不匹配。

８２２　供配电系统改造线路敷设非常重要，一定要进行现场踏
勘，对原有路由需要仔细考虑，一些老建筑的配电线路很多都经

过二次以上的改造，有些图纸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如果不认真

进行现场踏勘会严重影响改造施工的顺利进行。

８２３　目前建筑供配电设计容量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既需
要考虑长久用电负荷的增长又要考虑变压器容量的合理性，如果

没有充分考虑负荷的增长就会造成运行一段时间后变压器容量不

能满足用电要求，而如果变压器容量选择太大又会造成变压器损

耗的增加，不利于建筑节能，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

平衡点，需要电气设计人员与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充分讨论并对

未来用电设备发展有较深入的了解。随着可再生能源的运用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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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型用电设备的推广，变压器容量的预留应合理。若变压器改造

后，变压器容量有所改变，则需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重新进行报

审。更换的变压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ＧＢ２００５２中２级的规定。改造时应考虑建筑加装
充电设施对变压器容量的需求。

对变压器的改造宜采用下列技术措施：

（１）改造前宜重新计算变压器容量，计算容量宜考虑用电
设备实际耗电功率总和及富余量。变压器容量配置不合理时，宜

根据计算容量进行施工改造，改造中宜采用节能变压器；

（２）调整负载的供电模式宜在确保消防负荷、重要负荷用
电的前提下进行，季节性负荷变压器在过渡季节时宜退出运行，

减少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３）变压器宜设置通风散热措施，降低变压器的负载损耗。
８２４　无功补偿是电气系统节能和合理运行的重要因素，有些
建筑虽然设计了无功补偿设备但不投入运行，或运行方式不合

理，若补偿设备确实无法达到要求时，经过投资回收分析后可更

换设备。一般来说，对于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常使用的用电

设备的无功功率宜单独就地补偿；补偿基本无功功率的电容器

组，应在配变电所内集中补偿。

对单相负荷较多，且日常运行中三相平衡较难实现的配电系

统，无功补偿改造时宜设部分分相补偿。

８２５　对于三相负载不平衡的回路宜采用重新分配回路上用电
设备的方法，减小不平衡电流在中性线中的数值，降低线路损

耗；谐波治理应根据谐波源制定针对性方案，可采用无源或有源

装置等方法，在适当的位置安装；电压偏差偏离标准值时宜采用

合理方法减少电压偏差值，例如合理确定变压器分接头的位置、

增大导体截面、减少线路上无功电流，即就地无功补偿。

供用电电能质量改造应根据测试结果确定需进行改造的位置

和方法。电能质量的节能绿色化改造宜采用下列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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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改造前宜分析谐波源，根据谐波源合理制定方案。供配
电系统中的谐波电压和在公共连接点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限值，

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ＧＢ／Ｔ１４５４９的
规定；

（２）三相负载不平衡的回路宜采用调整支路相序或重新分
配回路上用电设备的方法。供配电系统中在公共连接点的三相电

压不平衡度允许限值，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 三相电

压不平衡》ＧＢ／Ｔ１５５４３的规定；
（３）电压偏差高于标准值时宜采用合理方法降低电压。电

压偏差允许值应根据用电设备的要求确定。

８２６　改造前宜进行重新评估和负荷计算，当断路器不能满足
要求时应进行改造，宜采用智能型断路器。

８２７　系统运行参数包括：高压配电柜进线回路电气参数、低
压配电柜进线回路电气参数和应急电源电气参数。

其中高压配电柜进线回路电气参数包含电流、电压、频率、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馈线回路电气参数包含电流、

电压；断路器状态是指进线断路器、馈线断路器、母联断路器的

分、合闸状态及其故障、跳闸报警状态。

低压配电柜进线回路电气参数包含电流、电压、频率、有功

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含量。馈线回路电气参数包含

电流、电压；开关状态是指进线开关、重要配出开关、母联开关

的分、合闸状态的分、合闸状态及其故障、跳闸报警状态。应急

电源电气参数包含供电电流、电压及频率。

能效参数主要包括系统耗电量，其中通过监测变压器进出线

回路电气参数可以分析变压器的自身损耗，直观、量化分析 “一

级表”的电耗变化。

８３　照明系统

８３１　照明回路配电设计应重新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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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中规定的功率密度值进行
负荷计算，并核查原配电回路的断路器、电线电缆等技术参数。

８３２　１　面积较小且要求不高的公共区照明一般采用就地控制
方式，这种控制方式价格便宜，可实现关闭、部分关闭，降低照

度、部分降低照度的作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面积且要

求较高的公共区可根据需要设置集中监控系统，如已经具备楼宇

自控系统的建筑可将此部分纳入其监控系统。

２　走廊、楼梯间、门厅、大堂、电梯厅及停车库等公共区
域照明可采用集中、分区、分组控制相结合，自动降低照度的控

制措施：

（１）大型公共建筑的公共区域照明应采用集中控制，并应
按建筑使用条件、天然采光状况和实际需要，采取分区、分组、

感应、定时及调光或降低照度的节能控制措施；

（２）宾馆的每间 （套）客房应设置总电源节能控制开关；

（３）有天然采光的楼梯间、廊道的一般照明，应采用按照
度、时间表或感应的节能控制方式。

办公室、阅览室等人员长期活动且照明要求较高的空间宜采

用感应调光控制、时钟控制或场景控制。校园教学楼、学生宿舍

楼、图书馆等按时间规律运行的功能空间宜采用时钟控制；酒店

大厅、高档走廊、会议室、餐厅、报告厅、个性化居所、体育场

馆等多功能用途空间宜采用场景控制、时钟控制、调光控制。

８３３　照明配电系统改造设计时要预留足够的接口，如果接口
预留数量不足或不符合监测与控制系统要求，就无法实施对照明

系统的控制，照明配电箱做成后若再增加接口，一是位置空间可

能不合适，二是需要现场更改增加很多麻烦。在大型建筑内，照

明控制系统应采用分支配电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过道内

分布若干个同样类型的分支配电装置，由楼层配电箱负责分支配

电装置的供电。由此可以使线路敷设简单而且层次分明。

８３４　除对靠近窗户附近的照明灯具单独设置开关外，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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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光导管技术，将太阳光直接导入室

内，对于建筑地下部分，结合建筑结构条件开设采光井、采光

中庭。

８３６　ＬＥＤ灯作为一种新型光源，其光效高、寿命长，可广
泛用于公共区域照明。目前我国现行的照明光源、镇流器能效

相关标准包括 《普通照明用 ＬＥＤ平板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ＧＢ３８４５０、《室内照明用ＬＥＤ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ＧＢ３０２５５、《普通照明用气体放电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ＧＢ１７８９６等。
８３７　２　室内外照明参数包括室内外照明亮度、照度和色温
等；系统运行参数包括不同楼层和区域的照明回路开关状态、室

外庭院照明、景观照明、立面照明等不同照明回路开关状态等；

能效参数主要指照明功率密度和照明系统耗电量。

３　照明系统有多种控制方式，一种是照明系统单独设置的
监控系统，自行成套根据自身的要求设置满足其照明功能需求为

主，如体育场馆等，这种系统一般不与监测与控制系统相联；另

一种照明系统只是单纯满足照度要求，不进行调光控制，这种系

统一般应用于办公楼、酒店等建筑，这类建筑的公共区照明宜纳

入监测与控制系统或留有接口；对于走道、门厅、楼梯间、停车

场、洗手间等场所的照明控制，可采用时间、声控延时、感应等

控制方法，必要时也可纳入监测系统。照明系统控制方式是照明

节能设计的重要措施，应尽量做到使用方便，又可以为节约用电

创造条件。一些场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种节能控制组合的

方式，从而达到节电的目的。

８４　电　　梯

８４１　电梯的节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电梯设备系统
的节能改造，另一方面是电梯管理使用方式的节能。本条文主要

从电梯设备角度进行了有关规定。对于高速电梯，曳引机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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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无齿轮方式，电机宜采用永磁同步电机驱动装置，对电机

门进行节能控制；轿厢内显示器可采用液晶等节能显示器；电梯

宜使用变频调速技术控制电梯电机转速，使电机始终处于合适的

频率和最佳节电状态；高层建筑的电梯宜安装能量回馈装置，当

直梯轻载上行、重载下行时，将运动中负载上的机械能转化为电

能，并合理利用。

８４２　电梯的节能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电梯群控、扶梯感应
启停及变频、轿厢无人自动关灯、驱动器休眠等。应根据电梯使

用环境的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运行方案，利用现场总线技术对

各电梯进行集中管理控制，在下班或者节假日，将多余的电梯处

于停机状态，使尽可能少的电梯处在待机状态，避免电能浪费。

或者采取手动方式进行管理，根据电梯的使用状况，人流高峰时

增加电梯运行数量，低谷时锁上部分电梯也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当电梯停梯不用的待机状态时，它的许多部件仍在工作状态，如

轿厢照明、控制装置、轿厢通风设备、电梯驱动和控制系统等，

待机时的能量消耗很大，因而加强电梯日常管理，减少电梯待机

时间，减小能量消耗十分重要。对于电梯群控系统，在改造前应

进行大楼的交通流量模拟分析，对于经过分析适合使用楼层预分

配系统的，应推荐使用，这可以大大优化大楼垂直运输能力和等

候时间。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应能根据负载状态，例如无人、

少人、多数人、载满人等，自动调节为暂停、低速或全速的运行

方式。

８４３　超高层建筑配置的电梯数量较多，为提高运行效率和降
低能耗，通常采用设置电梯的分区服务达到最佳效果，个别建筑

内设置商场，其所在楼层属人流比较集中的区域，采用区域负荷

中心的控制策略，加大该区域的运量，实现电梯的节能，并提高

电梯的运行效率。对于人流密度大的超高层建筑，双层轿厢配置

也是提高电梯运输效率，降低电梯能耗的有效措施。

８４４　１　系统运行参数包括：电梯和自动扶梯的启停、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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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累计运行时间、故障类型及次数等。能效参数包括电梯系统

耗电量等。

２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运行时，应具备群控功能。
３　根据建筑物的性质、楼层、服务对象和功能要求，进行

电梯客流分析，合理确定电梯的型号、台数、配置方案、运行速

度、信号控制和管理方案，提高运行效率。应根据电梯的载重

量、运行速度和提升高度，合理选择电梯的电动驱动和控制方

案。在一般大型建筑物中，特别是超过１００ｍ的高层建筑，应采
用分区服务的方式来提高电梯服务效率。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步道的供电容量，应按拖动电动机的电源容量与其他附属用

电容量之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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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可再生能源及余热废热利用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国家将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因此，本条文规定了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时，有条件的场所应优先利用可再生能

源。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其中与建筑用能紧密关联的主要有地热

能和太阳能。目前，利用地热能的技术主要有地源热泵供热、

制冷技术；利用太阳能的技术主要有被动式太阳房、太阳能热

水、太阳能供暖与制冷、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导管技术等。利

用室外空气作为低品位冷热源的技术主要有空气源热泵供热、制

冷技术。

９１３　本条文主要从结构安全性角度对公共建筑增设太阳能光
伏系统、太阳能或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进行了规定。

太阳能光伏系统与构件及其安装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应满足结构、电气及防火安全的要求；
（２）由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构成的围护结构构件，应满足相

应围护结构构件的安全性及功能性要求；

（３）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建筑，应设置安装和运行维护
的安全防护措施，以及防止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损坏后部件坠落伤

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建筑加装太阳能光伏专项设计及加固方案中应包括原建筑结

构安全鉴定，抗风、防雨、耐久、防雷、防火、电气安全等技术

措施，以及基础加固等构造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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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４　本条文对可再生能源利用提出了计量装置设置要求，适
应节能管理与评估工作要求。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工程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８０１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评价指
标及评价方法均作出了规定，改造或新增时，宜设置相应计量装

置，为节能效益评估提供条件。

太阳能光伏系统应对系统发电量、光伏组件背板表面温度、

室外温度、太阳总辐照量等参数进行监测和计量。

９２　太阳能光伏系统

９２１　最大可安装面积指公共建筑去除自身或建筑本体对光伏
组件产生遮挡的部分外，其余光伏可利用安装面积，可安装部分

应做到应装尽装。

９２２　电能质量包括电压偏差、频率、谐波和波形畸变、功率
因数、电压不平衡度及直流分量等。

９２３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与停车场的智能充电桩联合应用，
或者在建筑内部配置部分蓄电池，可以形成蓄电能力，有利用平

衡电网，实现建筑低碳化。

９２４　本条文主要从电气安全性角度对公共建筑增设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进行了规定。

９２５　为降低电力导致的间接碳排放，应在建筑屋顶和空地发
展分布式光电，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ＧＢ／Ｔ５１３６８从基本条件、设备和材料、结构设计、发电系统设
计、工程施工、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消防、验收、

运行与维护等方面对建筑光伏系统的应用进行了全面规定。

９３　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９３１　在有生活热水的建筑中，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是投资回
收期较短，节能效益较好的系统，因此公共建筑应充分考虑空气

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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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地源热泵系统

９４１　地源热泵系统包括地埋管、地下水及地表水地源热泵系
统。工程场地状况调查及浅层地热能资源勘察的内容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６６的相关规定。
地源热泵系统技术可行性主要包括：

（１）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当地岩土体温度适宜，热物性
参数适合地埋管换热器换热，冬、夏取热量和排热量基本平衡；

（２）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当地政策法规允许抽灌地下水、
水温适宜、地下水量丰富、取水稳定充足、水质符合热泵机组或

换热设备使用要求、可实现同层回灌；

（３）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地表水源水温适宜、水量充足、
水质符合热泵机组或换热设备使用要求。

改造的可实施性应综合考虑各类地源热泵系统的性能特点进

行分析：

（１）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是否具备足够的地埋管换热器
设置空间、项目所在地地质条件是否适合地埋管换热器钻孔、成

孔的施工；

（２）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是否具备进行地下水钻井的条
件、取排水管道的位置、钻井是否会对建筑基础结构或防水造成

影响、是否会破坏地下管道或构筑物；

（３）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调查当地水务部门是否允许建
造取水和排水设施，是否具备设置取排水管道和取水泵站的

位置；

（４）进行改造可实施性分析时，还应同时考虑建筑物现有
系统 （如既有空调末端系统是否适应地源热泵系统的改造、供配

电是否可以满足要求、机房面积和高度是否足够放置改造设备、

穿墙孔洞及设备入口是否具备等）能否与改造后的地源热泵系统

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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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经济性分析应以全年为周期的动态负荷计算为基础，

以建筑规模和功能适宜采用的常规空调的冷热源方式和当地能源

价格为计算依据，综合考虑改造前后能源、电力、水资源、占地

面积和管理人员的需求变化。

９４７　原有空调系统的冷热源设备，当与地源热泵系统可以较
高的效率联合运行时，可以予以保留，构成复合式系统。在复合

式系统中，地源热泵系统宜承担基础负荷，原有设备作为调峰或

备用措施。另外，原有机房内补水定压设备和管道接口等能够满

足改造后系统使用要求的也宜予以保留和再利用。

９４８　在有生活热水需求的项目中可将夏季供冷、冬季供暖和
供应生活热水结合起来改造，并积极采用热回收技术在供冷季利

用热泵机组的排热提供或预热生活热水。

９４９　当地源热泵系统地埋管换热器的出水温度、地下水或地
表水的温度可以满足末端需求时，应优先采用上述低位冷 （热）

源直接供冷 （供热），而不应启动热泵机组，以降低系统的运行

费用，当负荷增大，水温不能满足末端进水温度需求时，再启动

热泵机组供冷 （供热）。

９４１０　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ＧＢ／Ｔ５０８０１中规定地源热泵系统２级的制热性能系数为３０～
３５、制冷能效比为３４～３９。

９５　余热废热利用

９５１　余热或废热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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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措施，应优

先利用。如项目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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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存在相关余热废热供应的管

网系统，在节能改造时应优先考虑这些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９５２　空调区域排风中所含的能量十分可观，排风热回收装置
通过回收排风中的冷热量来对新风进行预处理，具有很好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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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和环境效益。目前常用的排风热回收装置的形式主要有转轮

式、板翅式、热管式和液体循环式等几种方式。在进行热回收系

统的设计时，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使用环境等选用不同的热

回收方式。

对于使用频率较低的体育场馆，应通过详细的技术经济分析

及投资回收预测，论证是否设置排风热回收装置。

９５３　燃气锅炉和燃油锅炉的排烟温度一般在１２０℃ ～２５０℃，
烟气中大量热量未被利用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这不仅造成大

量的能源浪费同时也加剧了环境的热污染。通过增设烟气热回收

装置可降低锅炉的排烟温度，提高锅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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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能耗监测系统改造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２　根据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十一条，“依照本条

例规定安装建筑用能分项计量及数据采集传输装置的建筑，所有

权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将该装置接入公共建筑运行能耗监管信息平

台，并保证运行正常”。

１０２　用电分项分区计量系统

１０２２　供配电系统节能改造时，应充分考虑为用电分项计量系
统提供便利条件，合理的为分项计量点配置相应的具备远传功能

的用电计量装置，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

统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８５和现行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用电分项分

区计量设计标准》ＤＴＪ３３／Ｔ１０９０的规定，用电计量装置应具有
Ｒ４８５标准的串行接口，并能实现数据远传功能。通信接口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 《基于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ＧＢ／Ｔ１９５８２和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ＤＬ／Ｔ６４５的有关规
定；电能表精度等级不应低于１级。
１０２４　设置分项分区计量可以使管理者清楚了解各种用电设备
的耗电情况，进行准确的分类统计，制定科学的用电管理规定，

从而节约电能。建筑面积超过２万平方米的为大型公共建筑，这
类建筑的用电分项分区计量应采用具有远传功能的监测系统，合

理设置用电分项分区计量是指采用直接计量和间接计量相结合的

方式，在满足分项分区计量要求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安装表计的回

路，以最少的投资获取数据。用电分项分区计量系统应包括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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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的分项计量：

（１）变压器进出线回路；
（２）制冷机组主供电回路；
（３）单独供电的冷热源系统附泵回路；
（４）集中供电的分体空调回路；
（５）给水排水系统供电回路；
（６）照明插座主回路；
（７）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８）单独计量的外供电回路；
（９）特殊区供电回路；
（１０）电梯回路；
（１１）其他需要单独计量的用电回路。

１０２５　安装表计回路设置应根据常规电气设计而定。需要注意
的是对变压器损耗的计量，但是否能在变压器进线回路上增加计

量需要确定变配电室产权是属于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还是属于供

电部门，并与当地供电部门协商，是否具有增加表计的可能，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供电局计量柜中只能取其电压互感器的值，不

能改动计量柜内的电流互感器，电流值需要取自变压器进线柜内

单独设置１０ｋＶ电流互感器，不要与原电流互感器串接。

１０３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１０３３　计算基准能耗时，需要足够数量的能耗样本数据，以反
映每月之间、每年之间气象参数的变化对能耗的影响，并且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存储容量变大，因此本标准提出了数据的

连续保存时长为３年，即３６个月。通风空调系统及设备的运行
参数是进行节能诊断、优化分析的重要参数，由于不同类型参数

的动态响应速率不同，因此按照运行数据重要程度的不同，对数

据的连续保存时间间隔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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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机电系统运行调适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随着公共建筑功能的不断扩展，建筑机电系统的复杂性
不断增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缺陷都可能造成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

行或无法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

机电系统调适作为提升建筑品质、提高机电系统实际运行能

效的重要手段，得到国内外建筑行业充分重视，已列为绿色建筑

认证的评价条件，也是我国建筑领域节能降碳的重要技术措施

之一。

我国目前机电系统建设主要由施工单位根据国家相关施工验

收规范的要求，在竣工阶段前进行建筑机电系统调试工作，调试

重点是保证施工质量和主要设备的正常启动运转，而对设备与系

统的实际性能、不同设备和系统之间的匹配性以及自控功能的验

证往往被忽视。

“调适”区别于传统 “调试”，主要体现在：第一，目的不

同：“调试”是保证设备和系统满足设计和施工规范要求，“调

适”是保证机电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实际效果满足设计和使用要

求。第二，侧重点不同：“调试”主要侧重于单一设备性能和功

能，“调适”主要侧重于系统整体性能和控制功能。第三，实施

主体不同：“调试”主要由施工安装单位负责组织实施，“调适”

主要由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负责组织实施。第四，实施时间不

同：“调试”主要在竣工验收之前实施；“调适”除了竣工验收

之前的工作外，还包括竣工交付过程中的物业移交和建筑使用过

程中的季节性验证。既有建筑的机电系统节能调适可以单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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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可以在机电系统完成其他节能改造内容后进行。

１１１２　既有建筑机电系统调适的范畴可以是整个通风空调、给
排水、电气系统，也可以是以上系统的一个单项系统。

建筑机电系统调适是轻量化改造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当符

合上述情况时，应先进行机电系统节能调适，调适后仍无法达到

节能要求的，再采取其他节能改造措施。当建筑以机电系统调适

作为节能降碳的主要技术手段时，所涉及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宜

超过２年；当建筑以机电系统改造作为节能降碳的主要技术手段，
并辅以调适验证时，所涉及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宜超过５年；当建
筑以投资量较大的可再生能源等改造作为节能降碳的主要技术手

段，并辅以调适验证时，所涉及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宜超过８年。
１１１３　调适对实施人员的技术广度及工程经验要求较高，因此
选择合格的调适服务单位对于实现预期的调适效果非常关键，考

虑到设计、施工、合同能源管理等单位是节能改造工程利益相关

方，故建议调适服务单位由合格的第三方机构承担。当受到资金

等条件限制时，也可以灵活采用第三方调适服务单位提供调适方

案与技术支持，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的相关技术或运营部门、合

同能源管理单位提供实施的方式进行。

随着目前建筑机电系统日益复杂，系统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

强，因此建立一个各方职责明确，统一协调的调适团队是保证调

适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

１１１５　既有建筑机电系统调适按时间顺序分为计划、现场检
查、现场调适、交付与培训、持续调适五个阶段。根据项目需求

以及复杂程度，计划、现场检查、现场调适等阶段可合并进行，

持续调适可选择进行。

调适服务单位应根据项目需求拟定调适计划书，调适计划书

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１）调适的目的；
（２）调适的范围，包括目标设备、系统、区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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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能效、舒适性、功能性等指标的量化目标；
（４）调适步骤、时间、人员、设备、资金等计划安排。
调适服务单位在编制调适方案前应进行现场踏勘，现场探勘

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１）调适范围内设备和系统的设计资料、产品样本、运行
逻辑、功能需求等；

（２）设备和系统的运行现状；
（３）设备和系统的使用、维护、维修记录；
（４）建筑使用人员的使用行为和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
现场检查测试、现场调适应在现场具备工作条件后进行，应

充分考虑减少对建筑正常营运的影响。调适小组一般应遵循由简

单到复杂、由末端到源头、由单机到系统、由局部到整体的原

则，合理安排时间顺序，实施调适计划。

调适过程中的检查、测试、验证工作过程及结果应以表格、

照片等形式详细记录。

通风空调系统应在典型工况开展季节性验证，至少包括夏季

和冬季，由于季节、入住率低等原因导致设备部分性能或者全部

性能调适不具备开展条件的，应进行记录并协调确认延期开展性

能调适的时间。调适验收宜在所有调适工作结束后进行，实际项

目为了和其他验收工作保持一致，根据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要求

亦可以在季节性验证前组织验收，完成季节性验证后再对资料进

行补充和完善。

１１１７　调试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项目概况；
（２）调适过程；
（３）调适结果；
（４）发现的问题及处理；
（５）遗留问题及分析；
（６）后续整改建议和优化运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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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机电系统节能调适

１１２１　１　通风与空调设备的检查测试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检查冷热源设备、空调设备、输送设备、末端设备的

现场情况，检查管路系统保温隔热情况，应符合设计和安装质量

要求；

（２）验证各设备设施的使用功能和控制功能，应满足工艺
要求；

（３）测试冷热源设备的供冷 （热）量、输入功率等参数；

（４）测试水泵、风机等配套输送设备的风量、水量、压力、
输入功率等参数。

２　通风空调系统的水平衡、风平衡调适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相关设备单机试运转、设备性能调适完成，安装质量

和清洁程度应符合平衡调试要求；

（２）完成调节阀的检查、初始化和参数预设，调节阀应启
闭灵活、关闭严密，具有良好调节性能；

（３）根据各支管路的设计流量要求调整阀门开度，调适后
的水量不平衡度、风量不平衡度应符合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

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２０２１条文６３１３的规定和节能运行
的要求；

（４）平衡调试完成后，应编制平衡调试报告。
３　通风空调系统的联合运行调适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通风空调系统的联合运行调适应在设备性能调适和平

衡调试完成后实施；

（２）自控系统的传感器、执行器和现场控制器应齐全、完
好，符合调适要求；

（３）验证通风空调系统的控制功能和节能运行策略，应符
合工艺要求和节能运行要求，验证应在冬夏两季分别开展；

（４）验证通风空调系统的综合性能，测试室内环境参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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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效，应符合舒适和节能要求，测试应在冬夏两季典型工况

下分别开展；

（５）针对调适发现问题，提出通风空调系统的优化控制策
略和优化改造方案。

１１２２　给排水系统调试范围一般包括室内给水系统、生活热水
系统、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和相关自控系统，包括给水泵、排污

泵、生活热水泵、生活热水热源设备、水箱、卫生器具、系统管

路及其附件等设备设施。

１　给排水系统的现场检查测试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检查给水泵、排污泵、生活热水泵、生活热水热源设

备、水箱、卫生器具、系统管路及其附件等设备设施的现场情

况，应符合设计和安装质量要求；

（２）验证各设备设施的使用功能和控制功能，应满足工艺
要求和节能要求；

（３）针对检查发现问题，提出给排水系统的优化改造方案。
２　室内给水系统的运行调适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室内给水系统的运行调适应在系统和设备设施检查测

试完成后实施；

（２）验证给水泵组流量、扬程、控制功能，应满足工艺
要求；

（３）调整给水系统压力、用水点供水压力、给水水量，应
满足节能节水运行要求；

（４）宜选取运行稳定的、有代表性的时段，对各用水单元
进行水量平衡测试和水泵运行效率测试；

（５）针对调适发现问题，提出室内给水系统的优化运行策
略和改造方案。

３　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运行调适应符合给水系统相关要求，
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验证生活热水设备和系统控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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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热水锅炉、太阳能生活热水设备、热泵热水设备应进
行制热量、制热效率测试，末端用水点应进行水温、冷热水压差

测试；

（３）热水循环支路之间应进行流量平衡调试。
４　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的运行调适应符合给水系统相关要

求，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验证非传统水源利用设备和系统控制功能，应符合设
计要求；

（２）非传统水源利用系统应进行水平衡测试。
１１２３　供配电系统调适范围一般包括工频交流电压１０００Ｖ及以
下的低压配电系统，如变压器、低压配电干线、低压配电柜、柴

油发电机等，还包括用户自管的高压冷水机组及其配电系统。

１　设备和系统检查、测试主要是指检查调适工作所需的资
料是否充分完备、现场系统设备的安装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施工

质量是否有明显缺陷，检查测试主要设备和系统的性能参数，验

证其是否满足设计、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功能及性能要求。供配

电、照明及电梯系统现场检查测试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检查各系统配电设备、照明设备、控制设备、电梯等
用能设备的现场情况，应符合设计和安装质量要求；

（２）验证各设备设施的使用功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３）检查和测试低压装置主要安全性能参数；
（４）针对检查发现问题，提出供配电、照明及电梯系统的

优化改造方案。

２　运行调适主要指电气系统送电调适，验证其控制功能是
否满足设计、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功能及性能要求。供配电系统调

适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供配电系统的通电联合调适应在设备和系统检查测试
完成后实施，送电顺序应由上级配电箱往下级配电箱逐级逐回路

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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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验证供配电系统的相应联动控制功能，应满足工艺
要求；

（３）对负载特性大多为非线性且对电能质量有较高要求的
低压电气系统，应做功率因数、三相不平衡、谐波专项测试。

３　照明系统调适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照明系统的通电联合调适应在所有灯具和配电系统检

查测试完成后实施，应逐个回路单独通电调试；

（２）验证智能照明系统的控制功能，应满足工艺要求和节
能要求；

（３）典型区域应做照度、照明功率密度专项测试，体育馆、
剧院等特殊要求公共建筑照明系统，应编制专项调适测试方案；

（４）针对调适发现问题，提出照明系统的优化控制策略和
优化改造方案。

４　电梯及其他动力设施调适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电梯及其他动力设施的通电联合调适应在所有设施和

配电系统检查测试完成后实施；

（２）验证电梯群控及其他动力设施的控制功能，应满足工
艺要求和节能运行要求；

（３）重点动力设施应做典型工况能效专项测试；
（４）针对调适发现问题，提出电梯及其他动力设施的优化

控制策略和优化改造方案。

１１３　机电系统节能运行

１１３１　运行管理单位应取得从事相关运行、维护、保养的相关
资质。运行管理人员应持证上岗。

１１３２　机电系统的文件档案包括设计、施工、调试、验收、运
行、维修等技术资料，包括：

（１）设计文件；
（２）施工、调试及验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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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设备资料；
（４）综合效能测定文件；
（５）运行记录；
（６）维修记录；
（７）节能改造文件；
（８）节能检测评估文件；
（９）其他。
为调用方便宜建立电子文档。系统的运行管理措施、控制和

使用方法，运行使用说明以及不同工况设置等，应作为技术资料

管理，宜委托相关专业人员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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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节能改造效果评估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１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后，为验证节能效果，需要进行节能
量核定与效果评级。首先要保证建筑室内环境达到设计要求，在

此基础上对使用功能，设备、系统等性能进行核查、检测和评

估。建筑物室内环境检测的内容包括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和风

速、新风量、照度等。检测方法参见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
１２１３　在表征建筑能耗数据时，应指明实际消耗的能源种类
和数量，当进行建筑节能量核定和效果评级时，需要对不同种

类的能耗统一换算。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能耗数据分类及表示

方法》ＪＧ／Ｔ３５８规定了电热当量法、发电煤耗法和等效电法３
种能源换算方法。其中电热当量法为基于各种能源的理论发热

量 （燃料能源为其低位发热量），将建筑使用的各种能源按照

其热值转换为热量进行换算和分析的方法。发电煤耗法为将建

筑使用的电力按照全国火力发电平均消耗的、以热值表示的一

次能源量，其他各种形式的能源按照其热值转换为热量进行换

算和分析的方法。等效电法为基于各种能源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转换为电力时规定的最大转换能力，将建筑使用的各种能源转

换为电能进行换算和分析的方法。为了便于核准节能量，统一

转换为一次能源量，即采用发电煤耗法，常用能源折标准煤系

数见表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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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１　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电力 （等价值） 按当年火电发电标准煤耗计算 （ｋｇｃｅ／ｋＷｈ）

天然气 １２９９７１ｋｇｃｅ／ｍ３

人工煤气 ０５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ｍ３

汽油、煤油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柴油 １４５７１ｋｇｃｅ／ｍ３

原煤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标准煤 １０００ｋｇｃｅ／ｋｇｃｅ

市政热水 （７５℃／５０℃） １００ｋｇｃｅ／ｔ

市政蒸汽 （０４ＭＰａ） ０１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１２１４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后，为了全面、公正地进行终评估，
改造后的项目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和资料，因此，本条文做出了相

关规定。面积证明应通过建筑竣工图纸计算或房地产测绘机构

确认。

１２２　节能量核定

１２２１　节能改造项目实施前应编写节能效果检测与评估方案，
节能检测和评估方案应精确、透明，具有可重复性。主要包括下

列内容：

（１）节能目标；
（２）节能改造项目概况；
（３）确定测量边界；
（４）测量的参数、测点的布置、测量时间的长短、测量仪

器的精度等；

（５）采用的评估方法；
（６）基准能耗及运行工况；
（７）改造后的能耗及其运行工况；
（８）建立标准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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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明确影响能耗的各个因素的来源、说明调整情况；
（１０）能耗的计算方法和步骤，相关的假设等；
（１１）规定节能量的计算精度，建立不确定性控制目标。
节能量核定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现场检测情况；
（２）改造前和改造后能耗；
（３）节能量计算和分析；
（４）减碳量计算和分析。

１２２２　账单分析法是用电力公司或燃气公司的计量表及建筑内
的分项计量表等对改造前后整幢大楼的能耗数据进行采集，通过

分析账单和表计数据，计算得到改造前后整幢大楼的能耗，从而

确定改造措施的节能量。

测量计算法是将被改造的系统或设备的能耗与建筑其他部分

的能耗隔离开，设定一个测量边界，然后用仪表或其他测量装置

分别测量改造前后该系统或设备与能耗相关的参数，以计算得到

改造前后的能耗从而确定节能量。可根据节能项目实际需要测量

部分参数或者对所有的参数进行测量。一般来说，对运行负荷恒

定或变化较小的设备进行节能改造可以只测量某些关键参数，其

他的参数可进行估算，如，对定速水泵改造，可以只测量改造前

后的功率，而对水泵的运行时间进行估算，假定改造前后运行时

间不变。对运行负荷变化较大的设备改造，如冷机改造，则要对

所有与能耗相关的参数进行测量。参数的测量方法参见 《公共建

筑节能检测标准》ＪＧＪ／Ｔ１７７。
校准化模拟法是对采取节能改造措施的建筑，用能耗模拟软

件建立模型 （模型的输入参数应通过现场调研和测量得到），并

对其改造前后的能耗和运行状况进行校准化模拟，对模拟结果进

行分析从而计算得到改造措施的节能量。

账单分析法的研究对象是整幢建筑，主要用来评估建筑水平

的节能效果。测量计算法主要测量建筑中受节能措施影响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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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量，因此该法侧重于评估具体节能措施的节能效果。校准化

模拟法既可以用来评估具体系统或设备的改造效果，也可用来评

估建筑综合改造的节能效果，一般在前两种方法不适用的情况下

才使用。

建筑能耗主要包括与气候无关的能耗和与气候相关的能耗两

大类。与气候无关的能耗 （通常称为基础能耗）主要包括照明

用电、插座用电 （例如办公设备）、电梯等不随室外天气变化而

明显改变的能耗；与气候相关的能耗主要是暖通空调设备用电，

包括冷热源、输配及末端系统的能耗等。对于基础能耗用能系统

的节能改造，账单法具有更大的便捷性；对于非基础能耗用能系

统的节能改造，由于其性能是非线性的，因此可根据室外气象参

数，采用回归法建立建筑能耗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计算。

１２２３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涉及影响因素较多，所以
在进行核定前，应制定核定方案，并获得相关方的认可。节能量

核定的边界条件，应包含设备类别和数量，并说明未包含在内的

设备可能对节能量核定造成的影响；应计算外部条件对能耗的影

响，对于能耗修正率影响较大的外部条件，应给出具有充分精度

的测量方法；节能量核定结果应与实际账单能耗差值进行比对，

两者的差值应在合理范围内，并应说明差值的原因。

１２２４　调整量的产生是因为测量基准能耗和当前能耗时，两者
的外部条件不同造成的。外部条件包括：天气、入住率、设备容

量或运行时间、建筑功能改变等，这些因素的变化跟节能措施无

关，但却会影响建筑的能耗。为了公正科学地评价节能措施的节

能效果，应把两个时间段的能耗量放到 “同等条件”下考察，

而将这些非节能措施因素造成的影响作为 “调整量”。调整量可

正可负。

“同等条件”是指一套标准条件或工况，可以是改造前的工

况、改造后的工况或典型年的工况。通常把改造后的工况作为

标准工况，这样将改造前的能耗调整至改造后工况下，即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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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节能措施时建筑当前状况下的能耗 （图１２１中调整后的基
准能耗），通过比较该值与改造后实际能耗即可得到节能量，

见图１２１。

图１２１　节能量的确定方法

根据项目边界的不同，节能率可分为单项节能率和综合节能

率，分别应用于单项节能改造和综合节能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能源系统形式，其能耗的单位不同，计

算节能量时，需根据实际消耗的能源，采用电 （ｋＷｈ）、标煤
（ｔｃｅ）、天然气 （Ｎｍ３）等单位。
１２２５　与节能措施无关的建筑能耗影响因素有：

（１）室内／外干球温度，室内／外湿球温度或相对湿度；
（２）新风量；
（３）太阳辐照度；
（４）运行时间；
（５）建筑／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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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建筑使用情况 （运行时间，用能人数、入住率、出租

率等）；

（７）室内发热源等其他影响因素。
当与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约定的能耗影响因素包含与气候有

关的和气候无关的时，宜采用方法一，即回归模型法，具体计算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ＧＢ／Ｔ２８７５０、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中央空调系统》ＧＢ／Ｔ３１３４９。当与
建筑所有人或使用人约定的能耗影响因素主要和建筑使用情况相

关时，宜采用方法二，即修正系数法：

Ｅａｌｉｎｅ＝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 （１２１）
式中：Ｅａｌｉｎｅ———校准能耗，即将基准能耗调整到改造后外部条件

下的能耗；

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基准能耗，即节能改造前，一年内设备或系统的
能耗，也就是改造前的能耗；

Ｃ———建筑能耗修正系数。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办

公建筑能耗可根据建筑使用时间或人均建筑面积进行修正，旅店

建筑能耗的修正可根据建筑入住率或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

例进行修正，商场建筑能耗的修正可根据建筑使用时间进行修

正，三种典型公共建筑能耗修正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办公建筑能耗指标修正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Ｃ＝ ０３＋０７
Ｔｅｘ
Ｔ( )
ｅｄ
０７＋０３

Ｓｅｘ
Ｓ( )
ｅｄ

（１２２）

式中：Ｔｅｘ、Ｔｅｄ———改造前后办公建筑的使用时间 （ｈ／ａ）；
Ｓｅｘ、Ｓｅｄ———改造前后办公建筑的人均使用面积 （ｍ２／人），

即建筑面积与使用人员数量的比值。

宾馆酒店建筑能耗指标修正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Ｃ＝ ０４＋０６
Ｈｅｘ
Ｈ( )
ｅｄ
０５＋０６

Ｒｅｘ
Ｒ( )
ｅｄ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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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Ｈｅｘ、Ｈｅｄ———改造前后宾馆酒店建筑的年入住率 （％）；
Ｒｅｘ、Ｒｅｄ———改造前后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

商场建筑能耗指标修正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Ｃ＝ ０３＋０７
Ｔｅｘ
Ｔ( )
ｅｄ

（１２４）

式中：Ｔｅｘ、Ｔｅｄ———改造前后商场建筑使用时间。

１２３　节能改造效果评级

１２３２　本条文对进行综合节能改造的项目提出了减碳量的要
求。计算基准主要考虑了如下因素：

（１）考虑碳排放因子的下降；
（２）按照 《２０２１年中国建筑节能发展研究报告》数据，公共

建筑单位面积电耗７４１２ｋＷｈ／ｍ２，一次能耗强度２５６ｋｇｃｅ／ｍ２；
（３）按节能率至少达到１５％进行测算。

１２３３　单项节能改造效果评价根据节能率 （或利用率）及相关

标准要求进行分级，其中，单项节能率计算公式见本标准条文

１２２４。根据对应单项节能措施的节能量和节能改造前的校准能
耗，进行计算。不同系统单项节能率对应的节能改造前的校准能

耗会有所不同。围护结构的节能效果主要体现在降低通风空调能

耗，因此围护结构节能率是基于通风空调系统能耗进行计算。可

再生能源及余热废热利用率是基于建筑总能耗进行计算。除此之

外，通风空调系统和建筑电气系统的节能率是分别基于通风空调

系统能耗和建筑电气系统能耗进行计算。

１２３４　综合节能率等于改造项目的年节能量与改造前建筑校准
能耗的比值，计算公式见本标准条文１２２４。改造项目的年节
能量应为综合改造项目中各单项节能量的和，改造项目综合节能

率分别满足综合节能改造效果三级评价标准时，同时需要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能耗指标，具体
要求如下表１２２所示。综合节能改造效果评价为一级时，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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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引导值要求；评价为二、
三级时，尚应满足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ＧＢ／Ｔ５１１６１约束值
要求。

表１２２　公共建筑非供暖能耗指标 ［ｋＷ·ｈ／（ｍ２·ａ）］

建筑分类 约束值 引导值

Ａ类办公建筑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７０ ５５

商业办公建筑 ８５ ７０

Ｂ类办公建筑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９０ ６５

商业办公建筑 １１０ ８０

Ａ类旅馆建筑

三星级及以下 １１０ ９０

四星级 １３５ １１５

五星级 １６０ １３５

Ｂ类旅馆建筑

三星级及以下 １６０ １２０

四星级 ２００ １５０

五星级 ２４０ １８０

Ａ类商场建筑

一般百货店 １３０ １１０

一般购物中心 １３０ １１０

一般超市 １５０ １２０

餐饮店 ９０ ７０

一般商铺 ９０ ７０

Ｂ类商场建筑

大型百货店 ２００ １７０

大型购物中心 ２６０ ２１０

大型超市 ２２５ １８０

同时鼓励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按照绿色建筑、近零能

耗建筑、低碳建筑技术要求进行改造，并按相关标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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