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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
环境评价标准》介绍

重庆大学　李百战☆　景胜蓝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王清勤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潘云钢
重庆大学　喻　伟

摘要　该标准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差异明显的特点及人员的行为和生理调节等热适

应性，制定了建筑室内热湿环境参数的分区域、分等级的评价标准。介绍了该标准的编制背

景、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的等级划分及评价方法、基本参数的测量条件及测点要求等主要技

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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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筑热环境动态调节与控制的
理论与方法”（编号：５０８３８００９），“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
项目“建筑室内热湿环境控制与改善技术研究”（编号：

２００６ＢＡＪ０２Ａ０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民用建筑室内热
湿环境评价标准》制订项目（编号：２００８ １ ２６）

①

０　引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标［２００８］１０２号文

件《２００８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

一批）》的要求，《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列入国家标准编制计划，由主编

单位重庆大学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国内有

关单位共同编制。自２００８年开始，编制组总结了

我国科研和实践的经验，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参

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在全国范围针对

民用建筑室内热环境进行了大样本现场调研测试

和实验室实验研究，并广泛征求了国内建筑设计、

施工、科研、高校等相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标准》的编制工作。《标准》（送

审稿）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通过审查，审查委员一

致认为该标准填补了我国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

评价标准的空白，提出的非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评

价方法为国内外首创。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

①☆ 李百战，男，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４０００４５ 重庆大学Ｂ区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０２３）６５１２７５３１
Ｅｍａｉｌ：ｂａｉｚｈａｎｌｉ０９＠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 １１ ０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 １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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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自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起实施。本文对《标

准》的主要内容和编制思路进行介绍。

１　基本规定

１．１　评价对象

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的评价宜以建筑物内

主要功能房间或区域为对象，也可以单栋建筑为对

象。当建筑中９０％以上主要功能房间或区域满足

某评价等级条件时，判定该建筑达到相应等级。适

用于居住建筑和办公建筑、商店建筑、旅馆建筑、教

育建筑等的室内热湿环境评价。

１．２　评价阶段

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的评价可分为设计阶

段的评价（简称“设计评价”）和使用阶段的评价（简

称“工程评价”）。

设计评价应在建筑的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

申请设计评价的建筑应提供下列材料：

１）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文件，如立项批文、规

划许可证、建筑红线图等；

２）施工图设计文件，包括各有关专业（主要是

建筑和暖通空调专业）的施工图纸、计算书等；

３）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的证明文件，如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记录和审查报告等。

工程评价应在建筑投入正常使用一年后进行，

申请工程评价的建筑除应提供设计评价所需材料

外，尚应提供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和室内热湿环境运

行资料。

１．３　室内热湿环境划分

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应区分人工冷热源热

湿环境与非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人工冷热源热

湿环境指使用供暖、空调等人工冷热源进行热湿环

境调节的房间或区域。非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指

未使用人工冷热源，只通过自然调节或机械通风进

行热湿环境调节的房间或区域。室内热湿环境的

划分主要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及

实际建筑的不同情况和使用要求。

１．４　评价等级

室内热湿环境评价等级分为Ⅰ级、Ⅱ级和Ⅲ级

三个等级。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细分为三个等

级，目的是为了根据建筑的使用要求、气候、适应性

等条件，合理控制室内热湿环境，鼓励营造舒适、节

能的室内热湿环境。

２　评价方法

２．１　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评价

２．１．１　一般要求

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的温度、湿度、空气流速

等参数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

５００１９—２００３《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的规

定。

建筑围护结构内表面应无结露、发霉等现象。

采用集中空调的建筑，新风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要求。

２．１．２　评价方法

对于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设计评价的评价方

法应按表１选择，工程评价的评价方法宜按表１选

择。当工程评价不具备表１的条件时，可采用由第

三方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评价。采用计算

法进行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等级评价时，对于设计

评价，应按其整体评价指标进行等级判定；对于工

程评价，应按其整体指标和局部评价指标进行等级

判定，且所有指标均应满足相应等级要求。

表１　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的评价方法

冬季评价条件 夏季评价条件 评价方法

空气流速

狏ａ／（ｍ／ｓ）
服装热阻

犐ｃｌ／ｃｌｏ

空气流速

狏ａ／（ｍ／ｓ）
服装热阻

犐ｃｌ／ｃｌｏ

≤０．２０ ≤１．０ ≤０．２５ ≥０．５ 计算法或图示法

＞０．２０ ＞１．０ ＞０．２５ ＜０．５ 图示法

１）计算法

整体评价指标应包括预计平均热感觉指数

（犘犕犞）、预计不满意者的百分数（犘犘犇）；局部评

价指标应包括冷吹风感引起的局部不满意率

（犔犘犇１）、垂直空气温差引起的局部不满意率

（犔犘犇２）和地板表面温度引起的局部不满意率

（犔犘犇３）。根据表２和表３中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

各评价等级对应的整体评价指标及局部评价指标

来判定室内热湿环境是否达到相应等级。

表２　整体评价指标

等级 整体评价指标

Ⅰ级 犘犘犇≤１０％ －０．５≤犘犕犞≤＋０．５

Ⅱ级 １０％＜犘犘犇≤２５％ －１≤犘犕犞＜－０．５或＋０．５＜犘犕犞≤＋１

Ⅲ级 犘犘犇＞２５％ 犘犕犞＜－１或犘犕犞＞＋１

表３　局部评价指标

等级 局部评价指标

Ⅰ级 犔犘犇１＜３０％ 犔犘犇２＜１０％ 犔犘犇３＜１５％

Ⅱ级 ３０％≤犔犘犇１＜４０％ １０％≤犔犘犇２＜２０％ １５％≤犔犘犇３＜２０％

Ⅲ级 犔犘犇１≥４０％ 犔犘犇２≥２０％ 犔犘犇３≥２０％

２）图示法

为便于使用，《标准》给出了人工冷热源热湿环

境评价的图示法。人体代谢率为１．０～１．３ｍ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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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热阻为０．５ｃｌｏ和１．０ｃｌｏ的室内热湿环境可

采用图示法进行等级评价（见图１，２）。采用图示

图１　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舒适区范围

图２　抵消空气温度上升需要的空气流速

法评价时，应先根据图１判断室内热湿环境等级，

当室内热湿环境不满足图１的要求时，再根据图２

判定其等级。对于其他服装热阻所对应的评价等

级，体感温度上下限按线性插值确定。空气流速影

响人体和环境之间的对流换热，从而影响人体热舒

适。在夏季，提高空气流速可以提高人们所能接受

的空气温度上限。图２参考ＡＳＨＲＡＥ５５标准
［１］，

给出了不同衣着条件下，提高空气流速后体感温度

的上限值。

２．２　非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评价

２．２．１　一般要求

对于非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其建筑围护结构

内表面也应无结露、发霉等现象，并采取合理的自

然通风等有效措施。

２．２．２　评价方法

１）计算法

重庆大学课题组应用自动控制原理，在稳态热

平衡的犘犕犞犘犘犇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用于实际建

筑热湿环境评价的适应性平均热感觉指标

（犃犘犕犞）模型
［２４］。

稳态热平衡的犘犕犞模型可用图３表示。预

图３　稳态模型框图

计平均热感觉指数（犘犕犞）可用式（１）表示：

犘犕犞＝犌δ （１）

式中　犌为人体感受量；δ为物理刺激量。

热湿环境的刺激会引起人体生理、心理和行为

的适应性调节，从而形成负反馈，其过程可反映于

适应性平均热感觉指标（犃犘犕犞）模型当中，如图４

所示。

图４　适应性模型框图

预计适应性平均热感觉指标（犃犘犕犞）可根据

下式计算：

犃犘犕犞＝
犘犕犞

１＋犓δ
犘犕犞
δ

＝
犘犕犞

１＋λ犘犕犞
（２）

式中　犓δ为大于０的系数，取决于气候、季节、建

筑形式及功能、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瞬时物理环

境中的相关因素；λ为自适应系数，λ＝犓δ／δ。

《标准》规定采用计算法对非人工冷热源热湿

环境进行评价时，利用式（２）计算求得犃犘犕犞值，

并根据表４来判定室内热湿环境等级。式（２）中的

表４　非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室内热湿环境评价等级

等级 评价指标

Ⅰ级 －０．５≤犃犘犕犞≤０．５

Ⅱ级 －１≤犃犘犕犞＜－０．５或０．５＜犃犘犕犞≤１

Ⅲ级 犃犘犕犞＜－１或犃犘犕犞＞１

自适应系数取值见表５。自适应系数λ与当地的

气候类型、人的适应性等因素有关，需要在不同类

型建筑中通过大样本的热湿环境测试和热舒适问

卷调查统计分析得到。《标准》编制组在全国各典

型气候区典型城市对居住建筑、商店建筑、旅馆建

筑、办公建筑和教育建筑的非人工冷热源室内热湿

环境进行了现场调查测试，获得问卷２万余份，采

用数理统计方法，利用自适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获得了典型气候区不同类型建筑在偏热和偏冷环

境中的自适应系数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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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自适应系数取值
建筑气候区 居住建筑、商店建筑、

旅馆建筑及办公室

教育建筑及

会议室

严寒、寒冷地区 犘犕犞≥０ ０．２４ ０．２１

犘犕犞＜０ －０．５０ －０．２９

夏热冬冷、夏热冬 犘犕犞≥０ ０．２１ ０．１７

　暖、温和地区 犘犕犞＜０ －０．４９ －０．２８

２）图示法

《标准》规定不同气候区非人工冷热源室内热

湿环境的Ⅰ级和Ⅱ级评价等级所对应的体感温度

范围如图５和图６所示。图５和图６是编制组根

据对全国５个建筑气候区１４个典型城市民用建筑

（不包括阳光房、窑洞等特殊类型建筑）室内外热湿

环境的大量现场调查［５１０］和测试结果并结合实验

室研究成果得到的［１１１５］。在评价非人工冷热源室

内热湿环境时，根据建筑所处地区选择相应的图，

图５　严寒及寒冷地区非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体感温度范围

图６　夏热冬冷、夏热冬暖、温和地区非人工

冷热源热湿环境体感温度范围

由评价日的室外平滑周平均温度确定室内体感温度

各等级范围，通过与室内体感温度值比较确定室内

热湿环境等级。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

区、夏热冬暖地区、温和地区的划分按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５０１７６—１９９３《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１６］执行。

图５和图６中Ⅰ级区为深灰色区域，对应

９０％以上人群满意的环境；Ⅱ级区为浅灰色区域，

对应７５％～９０％人群满意的环境。图５和图６的

横坐标是室外平滑周平均温度，它是指连续７天室

外日平均温度的指数加权值。根据调研结果，横坐

标采用室外平滑周平均温度比采用室外月平均温

度作为室外气候参数更符合实际情况。

室外平滑周平均温度按式（３）计算：

狋ｒｍ＝（１－α）（狋ｏｄ１＋α狋ｏｄ２＋α２狋ｏｄ３＋α３狋ｏｄ４＋α４狋ｏｄ５＋α５狋ｏｄ６＋α６狋ｏｄ７） （３）

式中　狋ｒｍ为室外平滑周平均温度，℃；α为系数，取

值为０．８；狋ｏｄ１，…，狋ｏｄ７分别为评价日前１，…，７天

的室外日平均温度，℃。

图５和图６规定的室内体感温度Ⅰ级上下限

分别为２８℃和１８℃。Ⅱ级下限为１６℃，适用于

冬季服装较厚、人在室内和室外衣着变化不大的情

况；Ⅱ级上限为３０℃，适用于具备局部控制室内空

气流速条件，并且室内空气流速可以适当提高的非

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

３　基本参数测量

３．１　基本参数和测量仪器

室内热湿环境测量的基本参数和测量仪器应

符合表６的规定。测量仪器的响应时间不应过长，

其中空气流速测量仪器的响应时间不得长于０．５

ｓ。仪器测量范围基于目前国内民用建筑大量测试

研究结果，并考虑相关仪表量程选型规定得出；精

确度决定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最低精确度必须满

足。

表６　室内热湿环境基本参数测量仪器

测量参数 测量仪器 测量范围 最低精度

空气温度狋ａ 膨胀式、电阻式、热电偶式温度计 －１０～５０℃ ±０．５℃

平均辐射温度狋ｒ 球形黑球温度计、椭球形黑球温度计、双球辐射温度计、等温温度计 －１０～５０℃ ±２℃

平面辐射温度狋ｐｒ 反射 吸收盘、等温盘净全辐射表 －１０～５０℃ ±０．５℃

表面温度狋ｆ 接触式温度计、红外辐射计 －１０～５０℃ ±１℃

体感温度狋ｏ 球形黑球温度计、椭球形黑球温度计 －１０～５０℃ ±２℃

相对湿度φ 干湿球温度计、露点式湿度计、氯化锂湿度计、电容式湿度计等 １０％～１００％ ±５％

空气流速狏ａ 叶片风速计、风杯风速计、热线风速计等 ０．０５～３ｍ／ｓ ±（０．０５ｍ／ｓ＋０．０５狏ａ）



２０１３（３） 李百战，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介绍 ５　　　　

３．２　测量条件

《标准》规定冬季测量时，不宜在晴天天气条件

下进行，且室内外温差不应小于设计温差的５０％。

夏季应在室内外温度差和湿度差不小于设计值的

５０％且晴天或者少云天气条件下进行测量。测量

除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测试标准的规定。

３．３　测点位置和数量

３．３．１　测点位置

测点位置应选择室内人员的工作区域或者座

位处，并应优先选择窗户附近、门进出口处、冷热源

附近、风口下和内墙角处等不利地点。测点与墙的

水平距离应大于０．５ｍ。

３．３．２　测点高度

房间或区域环境参数分布均匀时，空气温度、空

气流速、相对湿度、平均辐射温度、平面辐射温度的

测量高度，坐姿时应距离地面０．６ｍ，站姿时应距离

地面１．１ｍ。房间或区域环境参数分布不均匀时，

空气温度、空气流速、相对湿度、平均辐射温度、平面

辐射温度、体感温度的测量高度，坐姿时应分别距离

地面０．１，０．６，１．１ｍ，站姿时应分别距离地面０．１，

１．１，１．７ｍ，取不同高度测量值的加权平均值。

对某个环境参数均匀与否的判断标准如下：若

一段时间内某参数单个测试值与平均值的偏差小

于表６中对应的测量精度乘以表７中的犡因子，

则对该参数而言该测试环境即为均匀稳定环境，否

则为非均匀环境。

表７　各测量参数犡因子

参数　　　 犡因子

空气温度 ３

平均辐射温度 ２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 ２

平均空气流速 ２

水蒸气分压力（相对湿度） ２

　　坐姿时，计算空气垂直温差应分别测量距离地

面０．１ｍ和１．１ｍ处的空气温度；站姿时，应分别

测量距离地面０．１ｍ和１．７ｍ处的空气温度。

坐姿和站姿时，确定吹风感应分别测量１．１ｍ

和１．７ｍ高度处（人体头部／肩区域）的空气参数

值，若脚踝和下腿区域没有覆盖物，应加测０．１ｍ

处的空气参数值。

３．３．３　测点数量

房间或区域面积小于等于１６ｍ２的，测点应选

在测试房间的中心；房间或区域面积大于１６ｍ２但

小于等于３０ｍ２的，应选择测试区域对角线上的两

个等分点作为测点；房间或区域面积大于３０ｍ２但

小于等于６０ｍ２的，应选择测试区域对角钱上的三

个等分点作为测点；房间或区域面积大于６０ｍ２

的，应选择测试区域两个对角线上的五个等分点作

为测点。

３．４　测量时间

３．４．１　测量周期

测量周期宜为２４～４８ｈ，测量时间间隔应小

于３０ｍｉｎ，取测量时间段内最不利时刻的值。测

量周期内周围环境应完整变化一个周期（昼夜），

即测量时间应在２４ｈ以上；同时，测量也无须无

限进行下去，在周围环境完整变化两个周期（４８

ｈ）以内即可。测量时间间隔小于３０ｍｉｎ可以较

为准确地反映被测环境的变化规律。在评价民

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时应针对最不利的工况进

行，因此，被测参数取测量时间段内最不利时刻

的值。

３．４．２　测量仪器响应时间

测量时应在被测环境中测试仪器读数趋于稳

定后再进行记录。测量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平均

辐射温度与平面辐射温度的时间至少应为３ｍｉｎ，

最长不超过１５ｍｉｎ，取测量时间段内至少１８个时

间点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试值。对于供冷或者供

暖辐射地板表面温度，测量时间宜按空气温度的时

间平均方法进行处理。测量空气流速的时间应为

３ｍｉｎ，取测量时间段内至少１８个时间点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测试值。测量瞬时速度的时间应为２ｓ。

４　结语

《标准》考虑了我国地域广阔、气候差异明显等

特点，充分考虑了人员的行为和生理调节等热适应

性，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筑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的分区域、分等级的评价标准，为创建舒适、适宜、

节能的室内热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希

望《标准》的实施对全面提高和改善我国的建筑室

内热湿环境质量，实现建筑的节能减排及促进建筑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５　致谢

《标准》编制得到了《标准》评审委员会、《标准》

编委会及国内相关单位和重庆大学的大力支持，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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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室外机容量修正：

① 在上面的流程③中，由于室外环境温度与

机组额定工况的室外温度的差异以及室内设计温

度与额定工况的室内温度的差异，需要对室外机的

制冷（热）量进行温度修正。修正参数应查阅所用

产品的技术手册。

② 随着室内外机连接管长度及高差的增加，

系统的制冷（热）能力会衰减，因此需进行管长修

正。管长修正可根据室内外机的最长连接管道的

等效长度及室内外机的最大高差，查阅所用产品的

技术手册得到。

③ 室外机在进行融霜时是不制热的，因此在确

定室外机制热容量时，须考虑除霜导致的制热能力

的下降，通常按厂家提供的融霜修正系数进行修正。

３）室内机容量修正：

① 在上面的流程④中，当室内机的容量总和

超过室外机实际容量时，室内机的实际容量会减

小，须根据修正后的室外机的实际容量进行配置率

修正。

② 当室内设计温度与机组额定工况的室内温

度相差较大时，需对室内机的制冷（热）量进行温度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