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８　　　　 暖通空调犎犞牔犃犆　２０１３年第４３卷第１期

《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简介

云南省安泰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　崔　跃☆

云南省设计院　汪爱平　刘　涛

摘要　该标准为首部以温和地区建筑节能为主要技术内容的地方标准，反映了温和地区

的气候特点及其所决定的建筑节能的主要手段和途径。阐述了该标准的重点内容，介绍了标

准中一些重要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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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ＢＪ５３／Ｔ ３９—２０１１《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已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

日起正式施行。笔者作为该标准的主要起草人，现

将其重点内容作一简介。

１　《标准》特色概述

１．１　在细化气候分区的基础上简化标准内容

《标准》在云南省行政区划范围内据实划分一

级、二级气候分区，并从云南省的气候、地理及经

济、技术条件出发，结合国家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现

状，将适用范围限定于温和地区。

一级气候分区区划指标按照ＧＢ５０１７８—９３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的规定施行，二级气候分区区

划指标参照该标准并按“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因地

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进一步细化。云南省内一

级气候分区中，寒冷、夏热冬冷、夏热冬暖地区范围

较小，且国家早已出台相应的建筑节能标准，笔者

不再重复。将温和地区进一步细分为南区、中区、

北区３个二级分区，较以往相关标准中仅按１月平

均气温划分为南区、北区２个二级分区，更切合实

际，也便于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建筑节能的实效。例

如，按原来的区划，宣威和景谷同属温和南区

（ＶＢ），但两地分别处于乌蒙山区和哀牢山区，实际

气候条件相去甚远；按《标准》区划，宣威属温和北

区，景谷属温和南区，相应的节能措施和要求也大

不相同。

温和地区南区与夏热冬暖地区交错毗邻，综合

考虑气候条件的近似性及热舒适需求取向的同一

性，对该二级分区居住、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分别

采用ＪＧＪ７５—２００３《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和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０５《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中有关夏热冬暖地区规定的办法从简处理。

同理，温和地区北区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的节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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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别采用ＪＧＪ１３４—２０１０《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和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０５《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中有关夏热冬冷地区规定的办法从简

处理。温和地区南区、北区地域范围较小，目前经

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建筑很少设置供暖、

空调设施。因此，上述区域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一

并按照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０５《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第４．２．２条所规定的“最接近”原则从简处理，既明

确了节能要求，又减少了管理成本，方便了设计工

作。

此外，编制组还预设并坚持了“不重复”的编制

原则，凡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中已有明文规定的适用

内容，原则上概从其规定，不在《标准》中重复表述，

既保持了《标准》内容的简洁，也使其特色更加鲜明。

１．２　在合并设置标准的同时突出重点

云南属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部的温和地

区中区集中了全省大部分人口和几乎所有大、中型

城市，省会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对较高。该区域传统上属于非供暖空调区，特别是

夏季如通风良好则一般无需空调即可达到ＧＢ／Ｔ

１８０４９—２０００（ＩＳＯ７７３０：１９９４）《中等热环境犘犕犞

和犘犘犇指数的测定及热舒适条件的规定》所描述

的“可接受的舒适热环境”，基本满足室内空气环境

的热舒适性要求。有调查表明，昆明地区居民中

“不到０．５％的家庭有风扇和空调”
［１］，可见目前温

和地区居住建筑设置供暖、通风和空调的范围很

小，能耗有限，且以个人行为居多，目前对其进行专

题研究并作专门规定尚不具备条件；另一方面，近

年来随着云南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大、中型城市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配置空调系统的大型高档、

高能耗的公共建筑大量涌现，其建筑节能设计亟待

规范。

鉴于此，并结合《标准》适用范围，未按常规分

别编制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节能标准，而是因地

制宜地以一部标准涵盖了温和地区所有民用建筑

的节能设计。技术内容安排上对居住建筑主要是

按“被动设计优先”的原则规定规划、建筑的节能要

求，整体重点则放在公共建筑上。

１．３　合理限定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在建筑热工设计方面，《标准》合理限定而不是

片面追求提高温和地区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

能参数，对建筑的体形系数也不作硬性限定。与此

同时，重视外窗遮阳设施设置及玻璃防辐射性能的

要求，并且为改善冬季室内热舒适环境，提高了外

窗特别是高层建筑外窗的热工性能要求，修正了以

往在此问题上“一刀切”的形式主义偏向。

温和地区常年气候温和、年较差偏小，因而室

内外温差较小，由外墙、屋面传热而引发的供暖、空

调冷热负荷较小，在建筑能耗中的占比远低于其他

气候区，因此，照搬其他气候区外墙、屋面热工性能

指标不符合经济适用的基本设计原则。该问题也

是云南省广大建筑设计人员在节能设计中普遍反

映的问题，《标准》实事求是地合理化处理，兼顾了

节能与经济适用的要求。

外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温和及以南地区属低

纬高原地区，经年太阳高度角大，大气透明度高，太

阳辐射强烈，建筑遮阳是该地区经济适用并能明显

改善夏季室内热舒适环境、大幅减少空调能耗的重

要节能措施，有必要加倍重视，大力推广。另一方

面，外窗既是围护结构的开口，也是阻隔外界气流

入侵的屏障，是外围护结构中保温、隔热性能最薄

弱的部位。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云南省民用建筑

外窗热工性能普遍较差，技术经济分析表明，提高

外窗热工性能比提高外墙热工性能的经济效益高

３～５倍。因此，《标准》在放宽窗墙面积比的同时

提高了对外窗的热工性能要求。对于量大面广的

居住建筑而言，外窗的热工性能特别是气密性对于

冬季房间保温影响很大，在普遍不设供暖的情况

下，气密性差，不利于改善居住环境，并导致直接电

炉取暖等高耗能现象的增长，故也需加以规范。

１．４　强化通风设计和空调系统的全新风运行

《标准》通过加强建筑与暖通专业在整个建筑

节能设计过程中的协作配合，强化通风（包括自然

通风与机械通风）系统的合理设计和空调系统的全

新风运行功能的设置，合理利用气候资源优势，力

求以成熟可靠且低成本的简单技术替代或部分替

代成本和能耗较高的复杂技术。

云南省温和地区普遍冬暖夏凉、夏季气温较低

且日较差偏大，自然通风是这一地区各地、各民族

民居保持夏季室内热舒适环境的历史悠久且行之

有效的传统方式，调查指出，夏季在非空调条件下

约９０％居民的热感觉在舒适范围内
［１］。由此可

知，在建筑功能日益复杂、形体日趋高大的今天，通

过合理设计室内空间，营造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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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采用自然通风，合理采用自然与机械联合通

风，使当地优越的气候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在不耗

能或少耗能的前提下改善室内热舒适环境，对于实

现建筑节能目标具有不可低估或替代的重大意义。

同样地，对于空调建筑，室外新风也是理想的天然

冷源，在过渡季和夏季绝大部分时间，通过增大新

风量消除室内余热，可使全年累计冷负荷大幅减

小［２］。近年来该地区一些工程设计实例也都证明：

充分利用室外新风是温和地区空调系统节能最为

经济适用、简便有效的方式［３］，在“烟草大省”的现

实背景下，此举更有利于改善室内卫生条件。建筑

设计中形形色色的作茧自缚、封闭空间、拒绝大自

然恩惠而人为制造对空调等高能耗设备需求的做

法都已不合时宜，必须加以遏制。

１．５　大力倡导可再生能源应用

《标准》专设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一章，积极倡

导太阳能、浅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特别

是被动式太阳房、太阳能热水器等简单易行、立竿

见影的太阳能光热利用形式，充分体现低碳绿色建

筑的设计理念，为建筑节能开辟更加广泛的前景。

云南省内多数地区太阳年日照时间为２１００～

２３００ｈ，年太阳能总辐照量为４５００～６０００ＭＪ／

ｍ２，太阳能资源较丰富，更难得的是太阳能资源季

节分布性好，冬季多晴天，日照率大多在５５％以

上，因而无论城乡太阳能光热利用普及率都较高，

加之太阳能产业起步早、基础较好，开发利用太阳

能作为建筑热源的条件良好。云南省境内高山峡

谷相间，江河湖泊纵横，全省水资源总量达２２５６

亿ｍ３，水量、水能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地热资源

则以滇西腾冲地区最为集中，全省出露的天然温热

泉约７００处，居全国之冠，年出水量３６亿ｍ３，水温

最低的为２５℃，高的在１００℃以上。又由于气候、

生物、地质和地形等相互作用，形成了多种多样的

土壤类型，土壤垂直分布特点明显。因此，充分利

用太阳能和浅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是云南省建

筑节能的重要途径，也与绿色建筑的发展方向相吻

合。仅以太阳能光热利用为例，大量工程实例和

《标准》试设计结果都表明，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应用

可极大地减少常规能源的消耗，节能效果显著，应

大力提倡。

２　《标准》中一些重要的具体规定

２．１　关于各县（市）、区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云南省全境山峦密布，“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

天”的山地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和突出。编制组设法

收集整理资料，《标准》表３．１．２“云南省市、县建筑

热工设计分区表”列举了全省１６个州、市１３０个县

（市）、区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并

在其附录Ｃ中列举了云南省温和地区１７个代表

城市的室外气象参数，为开展建筑节能设计工作提

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２．２　关于公共建筑外窗的可开启面积

《标准》第４．２．４条规定，公共建筑外窗（包括

阳台门）的可开启面积不应小于外窗面积的４０％；

玻璃幕墙在每个独立开间应设有可开启部分或设

有通风换气装置。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居民生活习

惯作出该规定，主要是为了能在过渡季加大房间通

风量，改善室内热环境和空气品质。

２．３　关于温和地区中区的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限值

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云

南省近年来大力推广的蒸压加气混凝土及其砌块

的热工性能，对目前常用外墙、屋面的构造进行计

算、分析、整理和优化后，《标准》在第４．３．１，４．３．３

条中作出规定，适当放宽了外墙、屋面的热工性能

限值，同时适度提高了外窗及屋顶透明部分的热工

性能要求。

２．４　关于节能设计中各专业之间的配合

《标准》第４．４．２条规定了“公共建筑的建筑设

计应与暖通设计配合，合理有效地组织自然通风”。

第４．４．５条中明确要求建筑设计为太阳能热水系

统、空调及变配电设备的合理布置提供条件；并提

出了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和多联分体式机组时，在

建筑平面设计和立面设计中合理安排室外机位置

的指导原则。第４．４．６条还要求，“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系统设计应纳入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范

围”。

与此相呼应，在有关暖通节能设计的第５．３．１

条规定，通风设计“应结合建筑设计，合理利用各种

被动式通风技术强化自然通风。并优化室内气流

组织，提高自然通风效率，减少机械通风和空调系

统的设置范围和使用时间。机械通风和空调系统

的设置不应妨碍建筑的自然通风。”第５．３．３条规

定，“建筑中庭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时，应设置机械

排风装置”。



２０１３（１） 崔　跃，等：《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简介 １１　　　

２．５　关于公共建筑供暖热负荷计算

《标准》第５．１．５条规定，“公共建筑的热负荷

计算应扣除采暖房间内部的得热量，包括室内设备

散热量、人员密集场所的人体散热量等，同时采用

新风量需求控制。”人体散热量过去是忽略不计的，

但部分公共建筑室内装修标准较高，空间较密闭，

加上人员比较密集，相对于温和地区本来就比较小

的围护结构耗热量，人体的散热量就不能忽略不

计。当地商场类人员密集场所供暖总耗热量中人

员所需新风耗热量占３／４以上，在客流量较低的情

况下，通过相应降低新风量可明显降低总热负荷。

２．６　关于温和地区的供暖及其适用方式

温和地区一般民用建筑很少设置供暖系统，

但又确实存在一定的供暖需求。综合考虑气候

条件、生活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标准》一

方面对该地区供暖系统的设置持不主张、不鼓励

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以下３种比较适用于温和地区某些特定场

所的供暖方式：

１）第４．１．１条从总体规划和单体设计两个角

度较全面地阐述了被动式太阳能光热利用的要求，

并明确提出“卧室、病房、办公室、教室等使用率较

高的房间宜布置在南向或接近南向，并宜设置太阳

能采暖房，直接利用太阳能采暖”。当地太阳能资

源较丰富且冬季多晴天，为利用太阳能光热资源改

善冬季室内热环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

要求一般民用建筑的南向房间设计成太阳能供暖

房（即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在冬季尽可能利用太阳

能供暖。

２）第５．２．１条提出：“游泳池、更衣室等场所

或住宅中设置采暖系统时，宜采用低温热水辐射采

暖方式，并优先采用地板辐射采暖。”既是因为低温

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符合人体生理学特点，舒适性和

节能效果较好，也是因为该方式在间歇供热条件下

室内温度变化缓慢，有利于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太

阳能等间歇或不稳定热源。

３）第５．２．２条提出：“学校、医疗机构、办公等

建筑设置采暖系统时，宜采用新风供暖方式。”对于

此类平时需送入新风以满足卫生要求，冬季需适度

供暖以改善室内环境，围护结构热负荷不高、又允

许室温有一定波动范围的场所，新风供暖系统提供

了在供暖或空调之外的一种低成本、低能耗的选

择［３］。

２．７　关于机械通风系统的通风量计算

辅助功能房间和设备用房机械通风的使用量

大面广，工程实践中其通风量设计标准比较混乱

且大多偏高甚至过高，于节能不利。《标准》表

５．３．５中列出了近３０种房间的通风量计算参数，

基本囊括了民用建筑中常见的辅助功能房间和

设备用房，方便设计人员在不具备准确计算条件

时使用。这样做的目的与加强自然通风一样，都

是力求切合实际，低成本低能耗地满足建筑对通

风换气的需求。

２．８　关于全空气空调系统的采用

《标准》第５．４．１条要求，“房间面积或空间较

大、人员较多或有必要集中进行温、湿度控制的空

气调节区，其空调风系统应采用全空气系统”，第

５．４．２条又进一步规定了全空气定风量系统应达

到的最大新风比。两个条文都建立在对温和地区

气候条件的研究和对以往工程实践的总结基础之

上，目的很直接，就是要求充分利用气候资源优势，

有效降低空调能耗，并纠正时有发生的不分场合滥

用风机盘管的错误做法。

２．９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应用

《标准》第８．１．１条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的

民用建筑有用能需求时，应优先考虑使用太阳能和

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并至少选用一种可再生能源

应用技术类型”，第８．１．２条要求“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应选用一种以上可再生能源应

用技术类型”，第８．１．３条要求“高层建筑应选用可

再生能源联合应用技术”，并在第８．２节列举了太

阳能、地热能等９种适用技术类型供设计选用。藉

此与在云南省已开展数年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示范项目等专项工作良性互动，形成合力，进一步

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应用，开创富有地方特色的

建筑节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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