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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２０１３版）中建筑物耗热量

指标计算的解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贺克瑾☆

摘要　介绍了该标准中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计算的要点及指标限值的确立，比较了与２００６

版标准以及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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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０　引言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建筑节能发展规划中要

求，从２０１２年起，北京市新建居住建筑要执行修订

后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节能幅度将达到

７５％以上。对于北京市的居住建筑，供暖能耗是建

筑能耗的主体，无论现行行业标准还是北京市地方

标准，都规定以建筑物耗热量指标是否大于标准中

给出的限值，作为围护结构总体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的唯一判断依据。而标准规定当居住建筑体形系

数、窗墙面积比或建筑各部分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

数不满足标准中的限值要求时，必须进行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现行ＪＧＪ２６—２０１０《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１］（简称《行标》）已于２０１０年８

月开始实施，北京市原地方标准ＤＢＪ１１ ６０２—

２００６《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２］（简称《０６版地

标》）中耗热量指标计算方法与其存在一些差异，需

要加以协调。

因此，修编后的北京市标准ＤＢ１１／８９１—２０１２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第２版）
［３］（简称《１３版

地标》）中，建筑物耗热量指标的计算方法与《０６版

地标》相比有了较大改变，与《行标》相比也有一些

不同。

１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计算

《０６版地标》中建筑物耗热量指标狇按下式计

算：

狇＝狇１＋狇２－狇３ （１）

式中　狇１为单位建筑面积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耗热

量，Ｗ／ｍ２；狇２为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

Ｗ／ｍ２；狇３为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部包括炊事、

照明、家电和人体散热的得热量，取３．８Ｗ／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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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版地标》中建筑物耗热量指标狇Ｈ 按下式

计算：

狇Ｈ ＝
犙ＨＴ－犙ＴＹ＋犙ＩＮＦ

犃０
－狇ＩＨ （２）

式中　犙ＨＴ为单位时间通过建筑外围护结构的温

差传热量，Ｗ；犙ＴＹ为单位时间通过建筑物外围护

结构透明部分的太阳辐射得热量，Ｗ；犙ＩＮＦ为单位

时间建筑物空气换气耗热量，Ｗ；犃０为建筑物的建

筑面积，ｍ２，按标准附录规定计算；狇ＩＨ为折合到单

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建筑物内部得热量，Ｗ／

ｍ２，取３．８Ｗ／ｍ２。

《行标》中建筑物耗热量指标狇Ｈ 按下式计算：

狇Ｈ ＝狇ＨＴ＋狇ＩＮＦ－狇ＩＨ （３）

式中　狇ＨＴ为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

过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量，Ｗ／ｍ２；狇ＩＮＦ为折合到单

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建筑物空气渗透耗热量，

Ｗ／ｍ２。

《１３版地标》中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计算公式

的形式虽然与《行标》有所不同，但计算方法基

本一致，与《０６版地标》相比，则有了较大的改

动。

１．１　计算采用的气象参数与室内供暖计算温度

建筑节能与气候密切相关，需要按照不同地区

气候条件对建筑节能影响的差异性提供相应气象

参数，明确各气候区的建筑节能设计基本要求，从

总体上做到合理利用气候资源，防止气候对建筑的

不利影响。

《行标》采用滑动平均法对各地的气象参数进

行统计计算，并根据计算得到的供暖度日数

（犎犇犇１８）与空调度日数（犆犇犇２６），重新划分了严

寒和寒冷地区的气候子区。根据《行标》，北京属于

寒冷（Ｂ）区，供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为０．１℃。

　　同时，《行标》将１８℃规定为计算耗热量指标

的室内供暖温度，这仅为计算耗热量指标所采用的

数值，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室温。

修编后的《１３版地标》，供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以及冬季室内供暖计算温度均采用《行标》中的数

值。表１为《０６版地标》与《１３版地标》室内外计算

温度对比。

表１　《０６版地标》与《１３版地标》室内外计算温度对比

《１３版地标》 《０６版地标》

供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０．１ －１．６

冬季室内供暖计算温度／℃ １８（楼梯间或封闭
外走廊取１２）

１６

　　根据《行标》的条文说明，按不同温差计算的耗

热量指标可按下式进行相应的折算：

狇′Ｈ１＝（狇Ｈ１＋３．８）
狋′ｉ－狋′ｅ
狋ｉ－狋ｅ

－３．８ （４）

式中　狇′Ｈ１为按《１３版地标》室内外温差修正后的

耗热量指标，Ｗ／ｍ２；狇Ｈ１为按《０６版地标》室内外温

差计算的耗热量指标，Ｗ／ｍ２；狋′ｉ为《１３版地标》冬季

室内供暖计算温度，℃；狋′ｅ为《１３版地标》供暖期室

外平均温度，℃；狋ｉ为《０６版地标》冬季室内供暖计

算温度，℃；狋ｅ为《０６版地标》供暖期室外平均温

度，℃。

１．２　围护结构传热修正系数与温差修正系数

《０６版地标》中，单位面积围护结构传热耗热

量按下式计算：

狇１＝
１７．６
犃０ ∑

犿

犻＝１

ε犻犓ｍ犻犉犻 （５）

式中　ε犻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不同朝

向的屋顶、外墙、外窗ε犻见表２，不供暖楼梯间的内

墙和户门、不供暖空间上部楼板、伸缩缝、沉降缝墙

等的ε犻值，以温差修正系数狀值代替，见表３）；犓ｍ犻

为围护结构的平均传热系数，Ｗ／（ｍ２·Ｋ）；犉犻为

围护结构的面积，ｍ２。

表２　《１３版地标》与《０６版地标》围护结构传热系数修正系数ε犻对比

南向 东、西向 北向 水平方向

１３版 ０６版 １３版 ０６版 １３版 ０６版 １３版 ０６版

外墙（包括外门和开敞式阳台的阳台门不透明部分） ０．８３ ０．７０ ０．９１ ０．８６ ０．９５ ０．９２

屋顶不透明部分 ０．９８ ０．９１

门窗和屋顶的透明部分 有阳台 １ ０．５０ １ ０．７４ １ ０．８６ １ ０．５０

无阳台 １ ０．１８ １ ０．５７ １ ０．７６

　　《１３版地标》中，单位时间通过建筑外围护结

构的温差传热量按下式计算：

犙ＨＴ＝∑ε犻犓犻犉犻ζ犻（狋ｎ－狋ｅ） （６）

式中　犓犻为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Ｗ／（ｍ２·Ｋ）；ζ犻

为温差修正系数（取值见表４）；狋ｎ 为室内计算温

度，℃。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犻主要是考虑

太阳辐射对传热的影响，《行标》中的ε犻是根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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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０６版地标》温差修正系数狀
温差修正系数狀

带通风间层的平屋顶、坡屋顶顶棚及与室外空气相通的不供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等 ０．９０

与有外门窗的不供暖楼梯间相邻的内墙和户门 ０．３０

不供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外墙上有窗户时 ０．７５

　　　　　　　　　　　　　　　　　　　　外墙上无窗户且位于室外地坪以上时 ０．６

　　　　　　　　　　　　　　　　　　　　外墙上无窗户且位于室外地坪以下时 ０．４

与有外门窗的不供暖房间相邻的隔墙 ０．７

与无外门窗的不供暖房间相邻的隔墙 ０．４

伸缩缝、沉降缝墙 ０．３

抗震缝墙 ０．７

表４　《１３版地标》温差修正系数ζ犻

ζ犻
南向 北向 东、西向

非供暖封闭式阳台与房间之间的保温隔墙和门窗 凸阳台 ０．４４ ０．６２ ０．５６

凹阳台 ０．３２ ０．４７ ０．４３

不供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地下室供暖空间与不供 外墙上有窗户 ０．７５　

　暖空间之间的隔墙 外墙上无窗户且位于室外地坪以上 ０．６

外墙上无窗户且位于室外地坪以下 ０．４

变形缝墙 ０．３

其他暴露在室外空气中的外围护结构 １．０

制时采用的气象参数中当地太阳辐射数据及典型

围护结构表面辐射吸收系数等计算得到的，《１３版

地标》供暖期室外平均温度等气象数据采纳了《行

标》数据，因此，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犻

也采用了《行标》中北京的数值。由表２可以看出，

《１３版地标》中ε犻数值较《０６版地标》偏高。而之

所以《１３版地标》中透明部分的修正系数ε犻均为

１，是因为耗热量指标计算方法将透明部分的温差

传热与太阳辐射得热分别计算，ε犻仅用于计算围护

结构透明部分的温差传热量，因此透明部分取１。

由表３，４可以看出，《１３版地标》与《０６版地

标》相比，增加了与房间之间设置保温隔墙和门窗

的非供暖封闭式阳台的温差修正系数，具体数值采

用了《行标》数据，同时不再列出与不供暖楼梯间相

邻内墙及户门的温差修正系数，这是因为《１３版地

标》耗热量指标对于不供暖楼梯间（外廊）的计算方

法发生了改变，不再计算楼梯间（外廊）与房间隔墙

传热量，而是直接计算此部分外墙传热量。

《０６版地标》中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的温差

修正，在《１３版地标》中统一按变形缝处理，其他暴

露在室外空气中的外围护结构温差修正系数均按

１．０考虑。处于供暖房间和室外之间的非供暖空

间，例如通过保温地板或隔墙与不供暖地下室接触

的房间，因起到了室内外温差缓冲的作用，也应进

行温差修正，而《行标》未提供此部分温差修正系

数。因此，《１３版地标》其他部分温差修正系数沿

用《０６版地标》数据。

１．３　太阳辐射得热量计算

《１３版地标》建筑物耗热量指标中，单位时间

通过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明部分的太阳辐射得热

量犙ＴＹ计算公式如下：

犙ＴＹ＝∑犐ＴＹ犻犆ｍｃ犻犉ｍｃ犻＋∑犐ＴＹ犻犆′ｍｃ犻犉′ｍｃ犻 （７）

式中　犐ＴＹ犻为北京地区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明部

分供暖期平均太阳辐射照度，Ｗ／ｍ２；犆ｍｃ犻为一般外

门窗的太阳辐射修正系数；犉ｍｃ犻为一般外门窗和屋

顶透明部分的面积，ｍ２；犆′ｍｃ犻为保温设在内侧的封

闭式阳台的太阳辐射修正系数；犉′ｍｃ犻为分隔封闭式

阳台和房间的透明保温门窗面积，ｍ２。

《０６版地标》以及之前各版地标中，围护结构透

明部分的太阳辐射得热是综合考虑在围护结构传热

系数的修正系数中的，并未对其单独计算，这样的计

算方法比较简便，但是无法顾及围护结构透明部分

不同遮阳系数以及窗框比等因素的影响。《１３版地

标》借鉴了《行标》的计算方法，将外围护结构透明部

分的太阳辐射得热单独计算，计算方法及各朝向供

暖期太阳平均辐射照度数值等参考《行标》。

《１３版地标》建筑物外围护结构透明部分的太

阳辐射得热量分为两部分计算：对于一般外窗、屋

顶透明部分、与房间之间无门窗隔断的封闭式阳台

或保温设在外侧的封闭式阳台，均按一层透明部分

考虑。对于保温设在内侧的封闭式阳台，太阳辐射

得热要考虑两层窗的衰减，其中内侧窗（即分隔封

闭阳台和室内的窗或玻璃门）的遮阳还必须考虑封

闭阳台顶板的作用，封闭阳台顶板可以看作水平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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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板。

《１３版地标》计算方法中，外窗遮阳系数犛ｃ对

太阳辐射得热量影响较大，以北京市某１１层住宅

为例，计算不同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对应的建筑耗热

量指标，计算结果拟合曲线见图１。

图１　外窗综合遮阳系数对建筑耗热量指标的影响

由图１可以看出，外窗综合遮阳系数犛ｃ由０．２

增加到０．７，耗热量指标降低了约２１％，可见犛ｃ的

变化对耗热量指标的影响较大；同时也说明围护结

构透明部分的太阳辐射得热量在耗热量指标中占

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针对围护结构透明部分类

型与构造的不同，单独计算其透明部分太阳辐射得

热量是合理的。标准修编过程中，为了使耗热量指

标限值计算结果既不过宽也不过严，犛ｃ值最终按

照０．５计算。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通过某外窗的传热量应为

犙＝犙ＨＴ－犙ＴＹ＝ε犓ｍｃ犉ｍｃζ（狋ｎ－狋ｅ）－

犐ＴＹ犆ｍｃ犉ｍｃ （８）

　　由式（８）可看出，当犓ｍｃ＜
犐ＴＹ犆ｍｃ
狋ｎ－狋ｅ

时（外窗的ε与

ζ皆为１．０），该朝向外窗就会成为得热构件，尤其是

南向（南向供暖期平均太阳辐射照度犐ＴＹ较大）。尽

管冬季太阳辐射得热成为有利条件，《１３版地标》仍

对各朝向窗墙面积比有限制，因为外窗传热系数犓

值降低受到经济性和当前技术条件的制约；另外，虽

然北京地区居住建筑的主要能耗为供暖能耗，但是

设计时应兼顾夏季空调能耗，外窗犛ｃ过大或者窗墙

面积比过大会造成夏季空调能耗的增大。因此，设

置合理的窗墙面积比以及选择合适的外窗热工性能

参数，对于降低建筑能耗非常重要。

１．４　不供暖楼梯间及外廊的计算

《０６版地标》在计算耗热量指标时，屋顶、外墙

以及外门窗面积需要减去不供暖楼梯间及外廊的

面积，同时计算不供暖楼梯间（外廊）的隔墙、户门

传热量，而计算体形系数及窗墙面积比时，屋顶、外

墙以及外门窗面积则不需要减去不供暖楼梯间及

外廊部分的面积。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复杂，而且容

易混淆计算建筑物耗热量指标与窗墙面积比时的

外墙（窗）面积。

《１３版地标》规定计算耗热量指标时，计算不

供暖楼梯间（外廊）的外墙传热，不计算房间与楼梯

间的隔墙传热。楼梯间外墙传热，从理论上讲室内

温度应取供暖设计温度（供暖楼梯间）或楼梯间自

然热平衡温度（非供暖楼梯间），比较复杂，为简化

计算起见，规定统一取１２℃，封闭外走廊也按此处

理。《行标》对不供暖楼梯间及外廊的计算方法与

《１３版地标》相同。

１．５　凸窗的计算

《行标》规定，计算凸窗上、下、左、右边窗与边

板的传热量，但忽略太阳辐射得热的影响。《１３版

地标》规定，对于凸窗，应按各朝向垂直面（不包括

上下板）的实际面积计算温差传热量，不能忽略侧

窗或侧板的面积，计算窗墙面积比和太阳辐射得热

量时取洞口面积。计算温差传热量时边窗可计入

该凸窗的主朝向，按各垂直立面透明部分的实际总

面积计算。而《０６版地标》规定凸窗上下板及垂直

面均需要计算。

《１３版地标》之所以忽略凸窗顶板、底板的热

损失，是因为其附录Ｃ中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修

正系数中已经包含了凸窗突出外墙部分顶板和底

板的热损失，计算凸窗耗热量指标时上下板不需再

重复计算。而对于凸窗的上下板和左右边窗或边

板，为了简化计算，忽略其太阳透射得热。

１．６　建筑面积与体积的取值

各版地标及行标都规定建筑面积犃０应按各层

外墙外包线围成的平面面积的总和计算，但《行标》

规定只包括半地下室面积，不包括地下室面积；《１３

版地标》规定包括供暖的半地下室和地下室的面积。

对于建筑体积犞０，《０６版地标》与《行标》规定

应按与计算建筑面积所对应的建筑物外表面和底

层地面所围成的体积计算，《１３版地标》规定应按

与计算建筑面积犃０ 所对应的建筑物外表面和供

暖空间底层地面或地板所围成的体积计算。

２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方法与耗热量指标

的确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及以前，北京市的住宅形式比

较单一，各版地标对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

节能判断一直采用唯一数值的耗热量指标。随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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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形式的多样化，唯一数值已经不能反映各种不同

类型居住建筑的耗热量指标，因此《０６版地标》参照

国外相关标准的方法，采用了“参照建筑对比法”进

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按照１９８０年基

准水平节能６５％，计算出建筑耗热量指标为１４．６５

Ｗ／ｍ２。在此基础上选择“基准建筑”，按照１４．６５

Ｗ／ｍ２的限值，通过分析计算，分解为各项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限值和窗墙面积比推荐值，并以此作为居

住建筑最基本的节能要求。这种权衡判断方法计算

较为复杂，不能直观表示建筑物的耗热量指标，且难

以对体形系数进行权衡判断。

本次修编后，地标权衡判断采用与现行《行标》

一致的方法，即按建筑层数分类确定的“耗热量指

标法”进行直观的比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提高

住宅节能标准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中，对住

宅节能设计的各项指标和做法提出了具体要求，

《１３版地标》以供暖节能率达到７５％为节能目标，

以《请示》中确定的各项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为基

本计算参数，对应≤３层、４～８层、９～１３层及≥１４

层的住宅层数分类，每组分别选取３～５栋比较典

型的居住建筑作为耗热量指标限值计算的模型，各

组建筑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均在限值范围内。

经过大量计算，各组建筑耗热量指标计算数值

分布及与《行标》中北京的耗热量指标折算为节能

率为７５％的数值对比见表５。为了与《０６版地标》

对应，采用其中４～８层分组中普通住宅的耗热量

指标作为比较的基准，将《０６版地标》１４．６５Ｗ／ｍ２

耗热量指标折算为节能率为７５％的耗热量指标，

同时按照计算所采用的供暖期室内外计算温差进

行修正，折算后的耗热量指标为１０．７１Ｗ／ｍ２。

表５　典型建筑耗热量指标及《行标》折算数值
建筑层数／层

≤３ ４～８ ９～１３ ≥１４

各组计算狇Ｈ／（Ｗ／ｍ２） １２．４４～１６．５１ ９．４４～１３．１８ ９．９６～１０．２２ ８．３３～９．８５

《行标》折算狇Ｈ／（Ｗ／ｍ２） １１．５０ １０．７１ ９．５７ ８．６４

　　由表５可以看出，建筑耗热量指标变化的基本

趋势是随楼层升高而减小，即随体形系数减小而减

小。通过对计算建筑的耗热量指标计算数据的分

析，以及与《行标》数值折算７５％节能率耗热量指

标的对比，最终确定北京地区居住建筑不同层数分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限值，见表６。

表６　各分组建筑耗热量指标限值

建筑层数／层

≤３ ４～８ ９～１３ ≥１４

狇Ｈ／（Ｗ／ｍ２） １４．５ １０．５ ９．５ ８．５

　　这样按层数分类分别设定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限值，便于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进行直观

的比较，既避免了采用唯一数值的耗热量指标衡量

不同类型的住宅，又便于操作。

另外，为了便于进行建筑节能判定，《１３版地

标》提供了各类建筑热工节能判断表文本，以及建

筑总体热工性能直接判断表和建筑总体热工性能

权衡判断表的电子表格。

３　结论

３．１　《１３版地标》中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计算方法

较《０６版地标》有较大改动，尤其是太阳辐射得热

计算，与《行标》相比也不完全相同。

３．２　《１３版地标》采用《行标》的权衡判断方法，按

照不同层数给出适合北京地区居住建筑耗热量指

标的限值，操作简单，同时也可以直观反映北京地

区新建居住建筑的整体供暖能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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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简讯·

国家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发布

　　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３３３—２０１３《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

规范》自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起实施。其中，第７．２．２，７．２．５，

７．２．７，７．３．７，８．１．１４，８．３．５，９．２．３，１１．１．３，１１．１．６，

１２．０．１，１２．０．４，１３．３．３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ＧＢ５０３３３—２００２《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同时

废止。该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

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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