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五城市居住建筑公共
热费占总热费比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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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合理地确定建筑物公共耗热量占总耗热量的比例是实现热费公平"合理分摊的基

础!也是确定基本热费占总热费比例的基础#在不同节能特性"不同用途和不同户型情况下!

对我国北方五城市的
(+

栋居住建筑公共耗热量在总耗热量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不同气候条件"不同节能特性的住宅该比例相差很大!而节能
*)!

与节能
+)!

的

建筑该比例相近#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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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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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热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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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年来在我国实行的按供暖面积收费的方式

目前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供暖按照热量

收费的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是$按热

量收费绝不是简单地按热表初始计量值直接收费*

其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城镇居住建筑绝大部分为公

寓类住宅楼$对于这类建筑$处于不同部位'不同楼

层的用户$即使其户型和建筑面积完全相同$供暖

耗热量也可能不同*在室内温度相同的条件下$耗

热量的这种差别是由建筑的特点决定的*就整栋

建筑物而言$外围护结构中的屋顶'地面和山墙等

是为全楼服务的+而由于热压和风压的作用$使得

冷空气由建筑物的底部渗入$由建筑物的顶部渗

出$因此中和界以下的用户多消耗的热量是为同一

单元的所有用户承担的*这些为全楼服务的耗热

量称为公共耗热量*为使在同一栋建筑中户型相

同且建筑面积!体积#相同的热用户在仅通过热水

供暖系统而获得相同室温的前提下$支付相同数量

的热费$就要从不利位置热用户!顶层'底层和山墙

用户#的户用热表计量值中把不应完全由他们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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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费用的那部分热量改为由建筑物内所有用户

均摊*这实质上是把公共部分耗热量由单户热表

计量值中转移到全楼用户的热表计量值中$把这部

分热量所对应热费的收取对象改变了$但并没有改

变总耗热量和总热费*合理地确定公共耗热量占

总耗热量的比例是实现热费公平'合理分摊的基

础$也是确定基本热费占总热费比例的基础*国外

认为基本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为
*)!

$

+)!

$即

按面积分摊的部分为
*)!

$

+)!

$而按照热量分

摊的部分为
+)!

$

!)!

*我国的居住建筑在建筑

构造'户型'节能情况等方面均与国外居住建筑有

所不同$因而不宜简单照搬国外数据*本文根据我

国居住建筑的特点$对不同地区'不同建造时期'不

同用途'不同节能情况的居住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

热费的比例进行了研究*

"

"

能耗分析方法

建筑物的能耗分析方法很多$根据计算所依据

的数学模型$可将计算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建

立在稳定传热理论基础上的静态能耗分析法$另一

类是建立在不稳定传热理论基础上的动态能耗模

拟法*笔者对大庆的一栋试验建筑所进行的测定

表明$利用静态方法计算围护结构传热耗热量与实

际测量结果较吻合+在多层建筑的能耗分析中$热

压作用不容忽视$建筑物能耗分析必须综合考虑热

压和风压的作用*为此本文选择以综合考虑热压

和风压作用的缝隙法计算渗风耗热量的静态方法

作为能耗分析方法*

%

"

不同城市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城市的气象条件'节能措

施$建筑物的构造都不同$因而建筑物的能耗也不

同*本文利用前述能耗分析方法$对哈尔滨'沈阳'

包头'北京和西安
+

个有代表性城市的
(+

栋建筑

在不同节能特性!不节能'节能
*)!

和节能
+)!

#'

不同用途!

(

层为车库及商业服务设施'普通住宅#

和不同户型!复式住宅'普通单层住宅#情况下$公

共耗热量在总耗热量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规律进行

了研究*计算中主要房间温度取
(,<

$辅助房间

及供暖楼梯间的温度取
(0<

+除北京和西安外$其

余地区建筑物的楼梯间均按供暖楼梯间计算*

%&"

"

建筑实例基本参数

(+

栋建筑的基本参数示于表
(

中*表
(

中
'

表示原始建筑的形式"

(

层为车库及商业服务设

施$

$

$

!

层为住宅+

P

表示将
(

层车库及商业服务

设施取消$建筑物为
/

层复式住宅+

9

表示将原始

建筑形式变为
!

层普通住宅*建筑物的体形系数

为
)"(#+

$

)"$#$

*

表
"

"

建筑基本参数

建筑面积-
3

$ 体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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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节能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

图
(

为不同城市不节能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

占总热费的比例*可以看到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各

图
"

"

不节能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

个城市$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不同$

西安为
*0"0)!

$

0,")0!

+北京为
*#"/(!

$

+(=$(!

+包头为
0)"+,!

$

+)",)!

+哈尔滨为

0$=$$!

$

+0"/*!

+沈阳为
*#"#*!

$

+*"0)!

*

这表明"

(

#各地域城市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居住建筑

的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不应取同一个数值*

$

#哈尔滨和沈阳居住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

费的比例高于国外数据$如果套用国外数据$将出

现较大的偏差*

%&'

"

节能
*)!

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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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为节能
*)!

的居住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

热费的比例$可以看到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各个城

图
%

"

节能
'!)

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

市$居住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不同$西

安为
$*"(+!

$

*#",*!

+北京为
$!"#,!

$

*#=)/!

+包头为
**"(!!

$

00"*$!

+哈尔滨为

*/=(/!

$

0!"*0!

+沈阳为
*("#$!

$

0/")#!

*

这表明"

(

#冬季气温较高的北京'西安居住建筑的公

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低于国外的数据*

$

#冬季气温较低城市的居住建筑的公共热费

占总热费的比例在国外的数据范围之内*

%&(

"

节能
+)!

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

比例

图
*

为节能
+)!

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

费的比例$可以看到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各个城市$

图
'

"

节能
)!)

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

居住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不同$西安为

$/"*)!

$

*#"#!!

+北京为
*)")#!

$

0)",(!

+包

头为
*0"(*!

$

0*"!/!

+哈尔滨为
*!"/(!

$

0,=/(!

+沈阳为
*0"$#!

$

0/"$0!

*这表明在节

能
+)!

的条件下$冬季气温较高的西安的居住建

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低于国外的数据*

'

"

结论

'&"

"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城市气候条件差异较

大$因而各城市的居住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

比例差异较大$不应取同一个数值*

'&%

"

由于我国居住建筑的构造'建造年代'节能特

性有很大差异$因而同一个城市的居住建筑的公共

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也有较大的差异*

'&'

"

如果将每个城市的分析结果分别取平均值$

可以发现节能
*)!

的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

比例与节能
+)!

的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

例相近!见图
0

#$因此为简单起见$可以将节能

图
(

"

不同地区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

*)!

的建筑与节能
+)!

的建筑的公共热费占总热

费的比例取为同一数值*这样$同一城市的公共热

费占总热费的比例可按节能建筑和不节能建筑分

为两大类$每类建议取值见表
$

*

"

表
%

"

建议的居住建筑公共热费占总热费的比例
)

城
"

市

西安 北京 包头 沈阳 哈尔滨

不节能建筑
*!"0 0$"( 0+", 0+"0 0!"/

节能建筑
"

$#", *)"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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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

空调是建筑能耗的主要部分*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是

降低能耗$改善室内环境$与能源结构匹配的有效途径*本

书共分
,

章$对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主

要内容包括"对温湿度环境控制的本质的认识$温湿度独立

控制系统的设想$液体吸湿剂的空气全热回收装置和新风

处理$间接蒸发冷却装置及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工程实例

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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