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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1  总 则 

 

1.0.1  为执行国家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

化的法律、法规，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提高能源资源利用

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降低建筑碳排放，营造良好的建筑室内

环境，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制定本规范。 

 

1.0.2  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的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行管理必

须执行本规范。 

1.0.3  建筑节能应以保证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室内环境参数

和使用功能为前提，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应充分利用天然

采光、自然通风，改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提高建筑设备及系统

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应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降

低建筑化石能源消耗量。 

 

1.0.4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

求，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

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2  基本规定 

 

2.0.1  新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平均设计能耗水平应在 2016

年执行的节能设计标准的基础上分别降低 30％和 20％。不同气候区



 

 

平均节能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平均节能率应为 75％； 

 

    2  除严寒和寒冷地区外，其他气候区居住建筑平均

节能率应为 65％； 

 

    3  公共建筑平均节能率应为 72％。 

2.0.2  标准工况下，不同气候区的各类新建建筑平均能耗指标

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确定。 

 

2.0.3  新建的居住和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应分别在 2016 年执

行的节能设计标准的基础上平均降低 40％，碳排放强度平均降低

7kgCO2/（m2·a）以上。 

 

2.0.4  新建建筑群及建筑的总体规划应为可再生能源利用创

造条件，并应有利于冬季增加日照和降低冷风对建筑影响，夏季增强

自然通风和减轻热岛效应。 

2.0.5  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均应进行

建筑节能设计。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方案和初步设计文件

应包含建筑能耗、可再生能源利用及建筑碳排放分析报告。施工图设

计文件应明确建筑节能措施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运营管理的技术

要求。 

 

2.0.6  不同类型的建筑应按建筑分类分别满足相应性能要求。

建筑分类及参数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2.0.7  当工程设计变更时，建筑节能性能不得降低。 

 

2.0.8  供冷系统及非供暖房间的供热系统的管道均应进行保

温设计。 

 

3  新建建筑节能设计 

 

3.1  建筑和围护结构 

 

3.1.1  建筑和围护结构热工设计应满足本节性能要求；其中，

本规范第 3.1.2条、第 3.1.4条、第 3.1.6～3.1.10条、第 3.1.12条应允

许按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通过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满足要求。 

 

3.1.2  居住建筑体形系数应符合表 3.1.2的规定。 

3.1.3  严寒和寒冷地区公共建筑体形系数应符合表 3.1.3的规

定。 

3.1.4  居住建筑的窗墙面积比应符合表 3.1.4的规定；其中，

每套住宅应允许一个房间在一个朝向上的窗墙面积比不大于 0.6。 

3.1.5  居住建筑的屋面天窗与所在房间屋面面积的比值应符

合表 3.1.5的规定。 

3.1.6  甲类公共建筑的屋面透光部分面积不应大于屋面总面

积的 20％。 

 

3.1.7  设置供暖、空调系统的工业建筑总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

0.50，且屋顶透光部分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 15％。 

 



 

 

3.1.8  居住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3.1.8-1～表 3.1.8-11 的规定。 

3.1.9  居住建筑透光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3.1.9-1～表 3.1.9-5 的规定。 

3.1.10  甲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表

3.1.10-1～表 3.1.10-6 的规定。 

3.1.11  乙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表 3.1.11-1

和表 3.1.11-2 的规定。 

3.1.12  设置供暖空调系统的工业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

合表 3.1.12-1～表 3.1.12-9 的规定。 

3.1.13  当公共建筑入口大堂采用全玻幕墙时，全玻幕墙中非

中空玻璃的面积不应超过该建筑同一立面透光面积（门窗和玻璃幕墙）

的 15％，且应按同一立面透光面积（含全玻幕墙面积）加权计算平

均传热系数。 

 

3.1.14  外窗的通风开口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夏热冬暖、温和 B 区居住建筑外窗的通风开口面

积不应小于房间地面面积的 10％或外窗面积的 45％，夏热冬冷、温

和 A 区居住建筑外窗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房间地面面积的 5％； 

    2  公共建筑中主要功能房间的外窗（包括透光幕墙）

应设置可开启窗扇或通风换气装置。 

 

3.1.15  建筑遮阳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夏热冬暖、夏热冬冷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南、东、



 

 

西向外窗和透光幕墙应采取遮阳措施； 

 

    2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的东、西向外窗的建筑

遮阳系数不应大于 0.8。 

3.1.16  居住建筑幕墙、外窗及敞开阳台的门在 10Pa 压差下，

每小时每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 q1 不应大于 1.5m3，每小时每平方米

面积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 4.5m3。 

 

3.1.17  居住建筑外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 

 

3.1.18  居住建筑的主要使用房间（卧室、书房、起居室等）

的房间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 1/7。 

3.1.19  外墙保温工程应采用预制构件、定型产品或成套技术，

并应具备同一供应商提供配套的组成材料和型式检验报告。型式检验

报告应包括配套组成材料的名称、生产单位、规格型号、主要性能参

数。外保温系统型式检验报告还应包括耐候性和抗风压性能检验项目。 

 

3.1.20  电梯应具备节能运行功能。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

时，应设置群控措施。电梯应具备无外部召唤且轿厢内一段时间无预

置指令时，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模式的功能。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

应具备空载时暂停或低速运转的功能。 

 

3.2  供暖、通风与空调 

 

3.2.1  除乙类公共建筑外，集中供暖和集中空调系统的施工图

设计，必须对设置供暖、空调装置的每一个房间进行热负荷和逐项逐



 

 

时冷负荷计算。 

 

3.2.2  对于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只有当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时，应允许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热源： 

 

    1  无城市或区域集中供热，采用燃气、煤、油等燃

料受到环保或消防限制，且无法利用热泵供暖的建筑。 

    2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其发电量能满足自身电加

热用电量需求的建筑。 

 

    3  利用蓄热式电热设备在夜间低谷电进行供暖或蓄

热，且不在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启用的建筑。 

 

    4  电力供应充足，且当地电力政策鼓励用电供暖时。 

 

3.2.3  对于公共建筑，只有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允许采

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热源： 

 

    1  无城市或区域集中供热，采用燃气、煤、油等燃

料受到环保或消防限制，且无法利用热泵供暖的建筑。 

    2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其发电量能满足自身电加

热用电量需求的建筑。 

 

    3  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非常小，且无法利用热泵

或其他方式提供供暖热源的建筑。 

 



 

 

    4  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小，无法利用热泵或其他

方式提供供暖热源，但可以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电锅炉不在用电高

峰和平段时间启用的空调系统。 

 

    5  室内或工作区的温度控制精度小于 0.5℃，或相对

湿度控制精度小于 5％的工艺空调系统。 

 

    6  电力供应充足，且当地电力政策鼓励用电供暖时。 

3.2.4  只有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允许采用电直接加热设

备作为空气加湿热源： 

 

    1  冬季无加湿用蒸汽源，且冬季室内相对湿度控制

精度要求高的建筑。 

 

    2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其发电量能满足自身加

湿用电量需求的建筑。 

 

    3  电力供应充足，且电力需求侧管理鼓励用电时。 

 

3.2.5  锅炉的选型，应与当地长期供应的燃料种类相适应。在

名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锅炉的设计热效率不应低于表 3.2.5-1～表

3.2.5-3 的数值。 

3.2.6  当设计采用户式燃气供暖热水炉作为供暖热源时，其热

效率应符合表 3.2.6的规定。 

3.2.7  除下列情况外，民用建筑不应采用蒸汽锅炉作为热源： 

 



 

 

    1  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工艺性湿度控制等必

须采用蒸汽的热负荷。 

 

    2  蒸汽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70％且总热负荷不大于

1.4MW。 

 

3.2.8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应按本规范第3.2.1

条的规定计算的空调冷负荷值直接选定，不得另作附加。在设计条件

下，当机组的规格不符合计算冷负荷的要求时，所选择机组的总装机

容量与计算冷负荷的比值不得大于 1.1。 

3.2.9  采用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时，其

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系数（COP）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频水冷机组及风冷或蒸发冷却机组的性能系数

（COP）不应低于表 3.2.9-1 的数值； 

 

    2  变频水冷机组及风冷或蒸发冷却机组的性能系数

（COP）不应低于表 3.2.9-2 中的数值。 

3.2.10  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的综合部

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A——10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

水进水温度 30℃/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35℃； 

 

        B——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

水进水温度 26℃/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31.5℃； 

 



 

 

        C——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

水进水温度 23℃/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28℃； 

 

        D——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

水进水温度 19℃/冷凝器进气干球温度 24.5℃。 

3.2.11  当采用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时，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计算方法应符合

本规范第 3.2.10条的规定； 

 

    2  定频水冷机组及风冷或蒸发冷却机组的综合部分

负荷性能系数（IPLV）不应低于表 3.2.11-1 的数值； 

 

    3  变频水冷机组及风冷或蒸发冷却机组的综合部分

负荷性能系数（IPLV）不应低于表 3.2.11-2 中的数值。 

3.2.12  采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时，其在名义制冷工况

和规定条件下的能效不应低于表 3.2.12-1、表 3.2.12-2 的数值。 

3.2.13  采用电机驱动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空调

（热泵）机组时，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能效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室内静压为 0Pa（表压力）

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不应低于表 3.2.13-1～表 3.2.13-3 的数值； 

 

    2  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室内静压大于 0Pa（表压



 

的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不应低于表 -4表3.2.13-6

中的数值。 

3.2.14  除严寒地区外，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全年性能系数

（APF）和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不应小于 3.2.14的规定。 

3.2.15  采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时，其在名

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3.2.15的规定。 

3.2.16  风机和水泵选型时，风机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 规定的通风机能效等级

的 2级。循环水泵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

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3.2.17  除温湿度波动范围要求严格的空调区外，在同一个全

空气空调系统中，不应有同时加热和冷却过程。 

 

3.2.18  直接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或与不供暖供冷房间相邻

的地板作为供暖供冷辐射地面时，必须设置绝热层。 

3.2.19  严寒和寒冷地区采用集中新风的空调系统时，除排风

含有毒有害高污染成分的情况外，当系统设计最小总新风量大于或等

于 40000m3/h 时，应设置集中排风能量热回收装置。 

 

3.2.20  集中供热（冷）的室外管网应进行水力平衡计算，且

应在热力站和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水力平衡或流量调节装置。 

 

3.2.21  锅炉房和换热机房应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 

3.2.22  间接供热系统二次侧循环水泵应采用调速控制方式。 

 



 

 当冷源系统采用多台冷水机组和水泵时，应设置台数

控制；对于多级泵系统，负荷侧各级泵应采用变频调速控制；变风量

全空气空调系统应采用变频自动调节风机转速的方式。大型公共建筑

空调系统应设置新风量按需求调节的措施。 

 

3.2.24  供暖空调系统应设置自动室温调控装置。 

3.2.25  集中供暖系统热量计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锅炉房和换热机房供暖总管上，应设置计量总供

热量的热量计量装置； 

 

    2  建筑物热力入口处，必须设置热量表，作为该建

筑物供热量结算点； 

 

    3  居住建筑室内供暖系统应根据设备形式和使用条

件设置热量调控和分配装置； 

 

    4  用于热量结算的热量计量必须采用热量表。 

3.2.26  锅炉房、换热机房和制冷机房应对下列内容进行计量： 

 

    1  燃料的消耗量； 

 

    2  供热系统的总供热量； 

 

    3  制冷机（热泵）耗电量及制冷（热泵）系统总耗

电量； 



 

 

     制冷系统的总供冷量； 

 

    5  补水量。 

3.3  电 气 

 

3.3.1  电力变压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和照明产品的能效水

平应高于能效限定值或能效等级 3级的要求。 

 

3.3.2  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应进行负荷计算。当功率因数未达

到供电主管部门要求时，应采取无功补偿措施。 

 

3.3.3  季节性负荷、工艺负荷卸载时，为其单独设置的变压器

应具有退出运行的措施。 

3.3.4  水泵、风机以及电热设备应采取节能自动控制措施。 

 

3.3.5  甲类公共建筑应按功能区域设置电能计量。 

 

3.3.6  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00m2 且采用集中空调的公共建筑，

应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3.3.7  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表3.3.7-1～表3.3.7-12的规定；

当房间或场所的室形指数值等于或小于 1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可

增加，但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 20％；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标准值

提高或降低一级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3.3.8  建筑的走廊、楼梯间、门厅、电梯厅及停车库照明应能



 

大型公共建筑的公用照明区域应采取

分区、分组及调节照度的节能控制措施。 

 

  有天然采光的场所，其照明应根据采光状况和建筑使用

条件采取分区、分组、按照度或按时段调节的节能控制措施。 

 

3.3.10  旅馆的每间（套）客房应设置总电源节能控制措施。 

 

3.3.11  建筑景观照明应设置平时、一般节日及重大节日多种

控制模式。 

3.4  给水排水及燃气 

 

3.4.1  集中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热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有其他用蒸汽要求外，不应采用燃气或燃油锅

炉制备蒸汽作为生活热水的热源或辅助热源； 

    2  除下列条件外，不应采用市政供电直接加热作为

生活热水系统的主体热源； 

 

      1）按 60℃计的生活热水最高日总用水量不大于

5m3，或人均最高日用水定额不大于 10L 的公共建筑； 

 

      2）无集中供热热源和燃气源，采用煤、油等燃料

受到环保或消防限制，且无条件采用可再生能源的建筑； 

 

      3）利用蓄热式电热设备在夜间低谷电进行加热或



 

 

 

      ）电力供应充足，且当地电力政策鼓励建筑用电

直接加热做生活热水热源时。 

3.4.2  以燃气或燃油锅炉作为生活热水热源时，其锅炉额定工

况下热效率应符合本规范第 3.2.5条的规定。当采用户式燃气热水器

或供暖炉为生活热水热源时，其设备能效应符合表 3.4.2的规定。 

3.4.3  当采用空气源热水机组制备生活热水时，热泵热水机在

名义制热工况和制定条件下，性能系数（COP）不应低于表 3.4.3规

定的数值，并应有保证水质的有效措施。 

3.4.4  居住建筑采用户式电热水器作为生活热水热源时，其能

效指标应符合表 3.4.4的规定。 

3.4.5  给水泵设计选型时其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

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3.4.6  当采用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5.23KW 的家用

燃气灶具时，其能效限定值应符合表 3.4.6的规定。 

4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民用建筑改造涉及节能要求时，应同期进行建筑节能改

造。 

 

4.1.2  节能改造涉及抗震、结构、防火等安全时，节能改造前

应进行安全性能评估。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先进行节能诊断，根据节能诊断结

果，制定节能改造方案。节能改造方案应明确节能指标及其检测与验

收的方法。 

 

4.1.4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设计应设置能量计量装置，并应满足

节能验收的要求。 

4.2  围护结构 

 

4.2.1  外墙、屋面的节能诊断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墙、屋面的传热系数、热工

缺陷及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2  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外墙、屋面隔热性能。 

 

4.2.2  建筑外窗、透光幕墙的节能诊断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窗、透光幕墙的传热系数； 

 

    2  外窗、透光幕墙的气密性； 

 

    3  除北向外，外窗、透光幕墙的太阳得热系数。 

4.2.3  外墙采用可粘结工艺的外保温改造方案时，其基墙墙面

的性能应满足保温系统的要求。 

 

4.2.4  加装外遮阳时，应对原结构的安全性进行复核、验算。



 

 

当结构安全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对其进行结构加固或采取其他遮阳措

施。 

 

4.2.5  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应配套进行相关的防水、

防护设计。 

 

4.3  建筑设备系统 

 

4.3.1  建筑设备系统节能诊断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消耗基本信息； 

 

    2  主要用能系统、设备能效及室内环境参数。 

 

4.3.2  当冷热源系统改造时，应根据系统原有的冷热源运行记

录及围护结构改造情况进行系统冷热负荷计算，并应对整个制冷季、

供暖季负荷进行分析。 

 

4.3.3  冷热源改造后应能满足原有输配系统和空调末端系统

的设计要求。 

4.3.4  集中供暖系统热源节能改造设计应设置能根据室外温

度变化自动调节供热量的装置。 

 

4.3.5  供暖空调系统末端节能改造设计应设置室温调控装置。 

 

4.3.6  锅炉房、换热机房及制冷机房节能改造设计，应设置能



 

 

量计量装置，并符合本规范第 3.2.26条的规定。 

 

4.3.7  集中供暖系统节能改造设计应设置热计量装置，并符合

本规范第 3.2.25条的规定。 

4.3.8  当供暖空调系统冷源或管网或末端节能改造时，应对原

有输配管网水力平衡状况及循环水泵、风机进行校核计算，当不满足

本规范的相关规定时，应进行相应改造。变流量系统的水泵、风机应

设置变频措施。 

 

4.3.9  当更换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的锅炉及加热设备时，更换后

的设备应能根据设定温度自动调节燃料供给量，且能保证出水温度稳

定。 

4.3.10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设计应在满足用电安全和功能要求

的前提下进行；照明系统改造后，走廊、楼梯间、门厅、电梯厅及停

车库等场所应能根据照明需求进行节能控制。 

 

4.3.11  建筑设备集中监测与控制系统节能改造设计，应满足

设备和系统节能控制要求；对建筑能源消耗状况、室内外环境参数、

设备及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监测，并应具备显示、查询、报警和记录

等功能。其存储介质和数据库应能记录连续一年以上的运行参数。 

 

5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设计时，应根据当地资源与适



 

 

用条件统筹规划。 

 

5.1.2  采用可再生能源时，应根据适用条件和投资规模确定该

类能源可提供的用能比例或保证率，以及系统费效比，并应根据项目

负荷特点和当地资源条件进行适宜性分析。 

5.2  太阳能系统 

 

5.2.1  新建建筑应安装太阳能系统。 

 

5.2.2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太阳能系统，必须经建筑结构

安全复核，满足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要求。 

 

5.2.3  太阳能系统应做到全年综合利用，根据使用地的气候特

征、实际需求和适用条件，为建筑物供电、供生活热水、供暖或（及）

供冷。 

 

5.2.4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应用系统的设计应与建筑设计同步

完成。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5.2.5  太阳能系统与构件及其安装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结构、电气及防火安全的要求； 

 

    2  由太阳能集热器或光伏电池板构成的围护结构构

件，应满足相应围护结构构件的安全性及功能性要求； 

 

    3  安装太阳能系统的建筑，应设置安装和运行维护



 

 

的安全防护措施，以及防止太阳能集热器或光伏电池板损坏后部件坠

落伤人的安全防护设施。 

5.2.6  太阳能系统应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测和计量： 

 

    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辅助热源供热量、集热系统

进出口水温、集热系统循环水流量、太阳总辐照量，以及按使用功能

分类的下列参数： 

 

      1）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供热水温度、供热水量； 

 

      2）太阳能供暖空调系统的供热量及供冷量、室外

温度、代表性房间室内温度。 

 

    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量、光伏组件背板表

面温度、室外温度、太阳总辐照量。 

5.2.7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应根据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使用环境

和集热系统类型采取防冻、防结露、防过热、防热水渗漏、防雷、防

雹、抗风、抗震和保证电气安全等技术措施。 

 

5.2.8  防止太阳能集热系统过热的安全阀应安装在泄压时排

出的高温蒸汽和水不会危及周围人员的安全的位置上，并应配备相应

的设施；其设定的开启压力，应与系统可耐受的最高工作温度对应的

饱和蒸汽压力相一致。 

5.2.9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中的太阳能集热器设计使用寿命应

高于 15年。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高于

25年，系统中多晶硅、单晶硅、薄膜电池组件自系统运行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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