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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简介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敏生☆　万水娥

摘要　 回顾了全国和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编制工作，介绍了对２０１２年版北

京市标准中节能率的理解及其实现方法，以及标准中关于室内计算参数的规定。对比了３个

标准关于建筑热工设计及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定方法的规定。介绍了该标准中有关暖通

空调及给排水、电气节能设计的规定。

关键词　居住建筑　节能　标准　权衡判定方法　热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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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地方标准ＤＢ１１／８９１—２０１２《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已于２０１２年６

月发布，并将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执行。这是国内

第一个居住建筑节能目标为７５％的地方标准，是

在２００６版北京市地方标准
［１］（以下简称“北京地

标”）和现行国家行业标准（２０１０版）（以下简称“国

家行标”）［２］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

１　全国和北京市《标准》编制工作的回顾

居住建筑的节能工作和设计标准的编制及实

施已经进行多年，现行和新修订的《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历次参加编

写的专家大多数已经退休，有些已经故去。对这项

工作历史的回顾有助于对《标准》的理解，这项工作

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４年，当时建设部设计局委托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找两个住宅楼进行节能试点，外

墙增加内保温，北向单层钢窗改双层玻璃的单层

窗，屋顶也加厚了保温层。一年之后的冬天，试点

单位都反映节能建筑供暖效果太好了，单位里的职

工普遍要求迁入节能建筑［３］。试点成功之后，建设

部设计局组织以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为主编单位

开始编写国家行业标准ＪＧＪ２６—８６《民用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试行），到目前

已历时２８年，其过程和各版标准的特点如表１所

示。

２　关于节能目标和节能率

居住建筑供暖能耗与基准值比较达到的节能

率（节能目标），仅仅是分析确定建筑热工、机电系

统等设计参数和规定时的计算研究手段，并不能反

映建筑物的实际能耗，实际建筑是多种多样、十分

复杂的，运行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与运行管理、用

户的生活习惯、节能意识等多种复杂因素有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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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各版的特点

阶段　　 发布时间 供暖节能率／％ 北京地区耗热量

指标／（Ｗ／ｍ２）

节能判断方法

一 国家行标 １９８６年 ３０ 通过单一耗热量指标计算判定

北京地标 １９８８年 ３０ ２５．３ 通过单一耗热量指标计算判定

二 国家行标 １９９５年 ５０ 采用传热系数直接判定，突破时按单一耗热量指标计算判定

北京地标 １９９７年 ５０ ２０．６ 采用传热系数直接判定，突破时按单一耗热量指标计算判定

三 北京地标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６年
６５

６５

平均１４．６５
平均１４．６５

采用强制性建筑热工指标和相关规定直接判定，一些指标突破
时按参照建筑对比法计算判定

国家行标 ２０１０年 ６５ １２．１～１６．１
采用强制性建筑热工指标和相关规定直接判定，一些指标突破
时按建筑不同类型（层数）建筑耗热量指标计算判定

四 北京地标 ２０１２年 ７５ ８．５～１４．５ 采用强制性建筑热工指标和相关规定直接判定，一些指标突破
时按建筑不同类型（层数）建筑耗热量指标计算判定

进行节能设计时按照节能标准的规定去做就可以

满足要求，没有必要再花时间去计算分析所设计每

栋建筑物的节能率。因此，《标准》与现行国家行标

一致，没有将７５％的节能目标纳入正文。

１）供暖能耗

节能目标的百分率是针对供暖能耗而言的。

为便于衔接和对比，几次修订北京市节能标准时，

都是以１９８０年标准住宅（８０住２－４）供暖能耗为

基准值确定节能目标的，节能量分别由供热系统和

建筑物两部分承担。对于供热系统能耗，２００４和

２００６版北京地标均采用了１９９５版国家行标采用

的数值（锅炉效率６８％、管网输送效率９０％），即不

改变供热系统效率取值，节能率从５０％提高到

６５％的节能量全部由建筑物承担。确定建筑物各

项热工参数的方法是按确定的节能目标进行供暖

能耗对比计算；选择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普通住宅替

代通用住宅（８０住２－４）作为计算基础，按建筑物

承担的节能量分解外围护结构热工参数。

２０１０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向北

京市政府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住宅节能标准

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并得到批复。在《请

示》中，对住宅节能设计的各项指标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本次修编以供暖能耗节能率达到７５％

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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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型的住宅进行了

大量详细计算。计算结果表明，按《标准》设计的

建筑完全能够达到预定７５％的节能目标，考虑到

北京市以高层住宅为主，其耗热量指标更低，总

体节能率更高。目前北京市城区采用的城市热

网、燃气锅炉房和郊区县的特大型燃煤锅炉房，

使锅炉效率明显高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燃煤效

率，管网输送效率也有所提高；因此，按标准煤量

计算的供暖节能率远超过７５％。

２）空调能耗

住宅夏季空调能耗绝对值与供暖能耗相比较

小，经计算东西向主要房间采用了外遮阳措施，在

达到良好通风的条件下，计算工况下的冷负荷指标

约为１～２Ｗ／ｍ２，考虑到住宅空调使用率较低和

间歇性特点，实际能耗应更小；空调能耗中围护结

构的传热能耗所占比例较小，用改善建筑物的保温

性能大幅度降低空调能耗是不可能的；加之没有比

较的基准，《标准》不计算夏季空调的节能率，只是

采用一些措施控制空调能耗。

３）生活热水能耗

由于生活热水热源存在多样化的特点，其能源

效率和设备效率也不相同，在采用了太阳能生活热

水系统后，辅助热源也会发生变化，很难与不采用

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时可采用的其他能源进行能

源效率的比较。

如果将燃气制备热水作为比较的基准，电能换

算成耗费的标准煤量接近燃气相当标准煤量的３

倍，如果太阳能保证率为０．５，则电辅助热源耗费

能量占总耗费能量的５０％，与基准值相比，可再生

能源节约量甚至为负值。因此《标准》不提倡采用

电能作为生活热水的热源和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

的辅助热源。

４）其他用电设施能耗

居住建筑其他用电设施包括集中供暖、供水等

系统的输送设备，以及电梯、家用电器、照明灯具等

等。其中与建筑设计相关的项目均在有关条文中

规定节能措施，对其能耗加以控制。对于用户自行

选用的家用电器、照明灯具等，难以由设计标准控

制，仅在有关章节中进行推荐引导。

３　关于室内计算参数

北京地标中“节能目标和室内设计参数”和国

家行标中“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一章中规定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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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数，仅仅是计算住宅冬季供暖耗热量指标和标

准编制过程中分析供暖通风空调能耗时采用的数

据，执行标准和审查设计时经常与暖通空调系统采

用的设计参数相混淆，因此《标准》中取消了此章。

所涉及的参数表示在“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

断”的计算公式参数取值中，以及在条文说明中写

明进行建筑自然通风、外遮阳设施的定量能耗分析

时对相关参数的取值。

４　对建筑热工设计进行了协调、提高或细化

１）建筑热工整体设计对比（见表２）

表２　建筑热工整体设计对比

２００６版北京地标 现行国家行标 《标准》

建筑物体形系数犛 推荐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同现行国家行标

窗墙面积比犕 限值与国家行标有区别，有权衡
判断不能突破的最大限值

无最大限值，权衡判断可
突破

限值同国家行标，比原地标细化，最
大限值比原地标严格

主要房间东西向活动外遮阳 非强制性条文 推荐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东西向（部分）窗户遮阳系数犛ｃ 无要求 强制性条文 基本同现行行标

北向房间不应设置凸窗 非强制性条文 不宜设置 强制性条文

２）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对比（见表３）

表３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对比

Ｗ／（ｍ２·Ｋ）
围护结构 ２００６版北京

地标

现行国家

行标

《标准》

屋顶 ０．４５～０．６００．３５～０．４５ ０．３０～０．４０

外墙 ０．４５～０．６００．４５～０．７０ ０．３５～０．４５

架空或外挑楼板 ０．５０ ０．４５～０．６０ ０．３５～０．４５

不供暖地下室顶板 ０．５５ ０．５０～０．６０ ０．５０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 １．５ １．５ １．５

分隔供暖非供暖空间的户门 ２．０ ２．０ ２．０

单元外门 ３．０

变形缝（两侧墙内保温） ０．８ ０．６
外窗等透明部分 ２．８ １．８～３．１ １．５～２．０（按朝向、

层数和窗墙面

积比细化）

　　上述建筑热工规定中，对住宅的技术和经济影

响最大的是外墙和外窗传热系数标准的提高，以及

东西向主要房间强制要求设活动外遮阳。前者是

冬季供暖能耗降低７５％必须要求的，后者是降低

夏季空调能耗的有效措施。经过调查研究，达到

《标准》的要求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也是可以

承受的。《标准》不仅给出了限值数据，还在附录中

给出了符合要求的外窗设计资料。

５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定方法

１）为了与现行国家行标一致并便于对比，将

２００６年版北京地标的“参照建筑权衡判定法”改为

“耗热量指标限定法”。与现行相关标准的耗热量

指标狇Ｈ 限值对比如表４所示。

表４　耗热量指标限值对比 Ｗ／ｍ２

建筑层数

≤３层 ４～８层 ９～１３层 ≥１４层

２００６版北京地标 平均１４．６５（不作为权衡判断用）

现行国家行标 １６．１ １５．０ １３．４ １２．１

《标准》 １４．５ １０．５ ９．５ ８．５

　　２）现行国家行标按围护结构分类进行室内单

位面积传热量计算，《标准》中改为按温差传热和辐

射得热分别计算，表达简单更便于操作且不漏项。

６　有关暖通空调节能设计的修改

参考近年来发布和编制的相关标准规范和《请

示》的相关要求，对暖通空调的节能设计进一步修

改和细化。

１）明确了住宅空调和供暖的推荐形式。

２）重新整理明确了冷热源设备的效率或能效

限值要求，其中锅炉效率按《请示》要求和相关标准

确定。

３）强调供热系统水力平衡，对室外管网和室

内系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与现行国家行标相比，

水力平衡阀的选择设置规定更加明确具体。

４）统一明确了供暖和空调系统的耗电输热比

和耗电输热（冷）比的新计算方法（与ＧＢ５０７３６—

２０１２《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一

致），并要求设计执行和进行审查。

５）明确了北京市供热计量（分摊）方法。

６）强制要求室内主要供暖和空调设施设置室

温自动调控装置，并结合户内采用的不同供暖和热

分摊方法，不同的空调形式，作出了具体的自控要

求规定。

７　增加了给排水和电气节能设计两章

１）城市管网供水和建筑物的加压供水，无论

是水的净化处理还是输送，都需要耗费电能等能

源，因此广义上节水就是节能。国家的相关规定已

经对给排水系统设计和节水进行了详细规定，《标

准》仅对涉及节约建筑物自身用于给排水系统的水

泵能耗、生活热水加热能耗等作出相应规定，其余

均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２）电气节能设计明确了居住建筑电气节能设

计基本内容，强调通过设计为实施建筑能源管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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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利条件，积极倡导采用达到中国能效标识二级

以上等级的节能产品，并关注电源质量。

３）根据《请示》中要求在住宅中强制采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的精神，编制组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调查研究，几易其稿，最终的送审稿的基本原则是：

① 根据北京市居民生活水平的现状，不论建

筑标准的高低、无论集中供应或分散加热，生活热

水都是住宅建筑的必需，系统形式和热源的选择均

应在建筑设计阶段以节能为原则统一考虑，避免用

户自行解决时采用直接电加热等不节能的形式。

② 住宅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位置主要为屋顶

和南向阳台，考虑到建筑立面处理、各户朝向的限

制、对室内装修的影响、集热器的集热效率、节水和

避免采用电辅助热源等因素，强制性规定中仅考虑

屋顶面积，对南向阳台仅推荐不强制要求。

③ 考虑系统的运行能耗和系统的复杂程度等

因素，当屋顶面积不能满足最佳太阳能保证率所需

要的供应全楼用户的集热器面积时，不强制要求采

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８　方便标准执行和审查的措施

针对多年来执行居住建筑节能标准中反映的

具体问题，《标准》尽可能地予以解决：

１）明确了各专业向审查单位提供的节能设计

资料。

２）进一步细化明确了面积、体积的计算和朝

向的确定。

３）重新编制了详细的节能判断表，方便建筑

专业设计人员使用：包括所有强制性条文和少部分

审查要点中的非强制性条文，给出必须审查的项目

及其限值要求；建筑热工权衡判断表采用电子计算

表方式自动进行计算；暖通节能判断表增加多项新

项目；增加太阳能生活热水判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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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第一届亚洲建筑模拟大会成功举办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５－２７日，第一届亚洲建筑模拟大会

（ＡＳｉｍ２０１２）在中国上海同济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是

国 际 建 筑 性 能 模 拟 协 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ＢＰＳＡ）的系列会议，

旨在推动建筑模拟技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本次会

议由同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ＩＢＰＳＡ中国分会、日本分会

和韩国分会协办。亚洲建筑模拟大会将两年举办一次，下

届会议将于２０１４年在日本举办。

会议围绕“模拟旨在实际能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的主题展开。主题发言有４个，分别为：清

华大学江亿院士的《建筑中的人员行为模式的模拟》，日本

东京大学加藤信介教授的《数据中心的气流控制———ＣＦＤ

与通风效率》，韩国首尔大学ＫｗａｎｇＷｏｏＫｉｍ教授的《辐

射供热与供冷系统的舒适性与能效模拟》，美国Ｂｅｎｔｌｅｙ公

司ＤｒｕｒｙＢ．Ｃｒａｗｌｅｙ博士的《建筑技术与能耗模拟的发展

趋势》。会议组织了６个专题研讨会，包括美国劳伦斯伯克

利国家实验室与清华大学联合组织的“建筑的能效———路

线图”，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的“城市尺度模拟与低碳

城市规划”，益浩科技公司组织的“建筑实际能效的优化”，

多家绿色建筑咨询公司组织的“实践中的建筑性能模拟”

等，以及多家软件公司的产品介绍研讨会。

本次会议共收录了８７篇论文，就围护结构性能、建筑

系统与设备、热舒适与人员行为、自然通风与混合通风、全

建筑模拟、建筑性能的ＣＦＤ模拟、自动控制与仿真中的科

研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会议从收录的论文中评选出１篇

最佳口头发言论文（ｂｅｓｔｏｒａｌｐａｐｅｒ）、１篇最佳海报论文

（ｂｅｓｔｐｏｓｔｅｒｐａｐｅｒ）和１篇最佳学生论文（ｂｅｓｔ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奖励。

本次会议共有２１２名代表参会，分别来自中国（内地及

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印度、芬兰、德国、荷兰、瑞

典、英国和美国。参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全面和深

入的学术讨论。

本次会议由暖通空调在线（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ｈｖａｃｒ．

ｃｏｍ／）进行了全程网上直播，为无法参加会议的建筑技术

和暖通领域的同行提供了聆听大师报告、学习亚洲地区最

新模拟技术相关研究成果的机会。

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包括上海市制冷学会、绿色建筑

专业人员联盟、上海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暖通空调

在线，还得到了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益浩科技有限公司、

索乐图国际公司、上海韵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上海分院、艾迪捷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华电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的大力支持。这些学会、科研

院所和行业公司的支持，为会议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保障。

（潘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