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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建设 【1997] 1243号

  关于发布 《天津地区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第二阶段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局，各设计单位:

    根据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

局建科 t1997了31号文件 <关于实施 (民用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的通知》，由天津

市墙改节能办公室、标准设计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

在总结执行我市第一阶段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夭津地区实施细则》的基础上，

经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提拟了 (民用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天津地区实施细则 (第

二阶段)》。经北京、天津有关建筑节能方面的专家和

主管部门领导的审议，现批准为天津市标准，编号为

DBJ 29-1-97，自1998年1月1日起试行

    特此通知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 制 说 明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天津地区实施细则 (第二阶段)》D$1 29-1-97,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和天津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建规设 汇19961 554号文的要求，在原 《民用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映居住建筑部分)天津地区实

施细则 (试行)》DBJ29-1-91的基础上，通过大盘的

工程统计分析、能耗计算和调研工作，重新编制而

成，其节能目标及主要特点如下:

    1.节能目标是通过在建筑设计和采暖设计中采

用有效的技术措施，将采映能耗从我市1980到1981

年住宅通用设计的基础上节能50% (其中建筑物约

承担30 %，采暖系统约承担20%>，即建筑物耗热It

指标控制在20.5W/.2以下，耗煤级指标控制在

11.8kg/m'标准煤以下。用于加强建筑物保温和提高
门窗气密性能所增加的节能投资，不超过土建工程造

价的10%，投资回收期不超过10年;在采暇系统中

采取节能措施而节约吨标准煤的投资。不超过开发吨

标准煤的投资

    2.针对我市第一阶段建筑节能实施过程中存在
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偏高的现象，为了切实将采吸能

耗控制在适当水平，本细则制定了与建筑物耗热址指

标相适应的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即一般住宅建筑的

采吸设计热负荷指标应控制在45.0W/.2以下。

    3.高层和中高层住宅建筑物内部的户外空间明

显地大于多层住宅，当这些户外空间不采瞬时，其换

气体积所占总建筑体积的比例也不同。为此，本细则

制定了与多层建筑不同的高层与中高层建筑的空气渗

透耗热泛计算公式。

    4.为了把我市的建筑节能与墙体改革工作结合

起来，也由于第二阶段建筑节能对建筑物外墙的保温

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加气混凝土砌块外，目前其

它材料不可能作为单一外墉材料便用，否则既不合理

也不经济。因此，本细则规定不得采用360.m厚的

实心砖墙或KPl砖墉作外墙。应采用新材料、新结
构和复合外墙体的作法。为了减少结构面积，提倡使

用高效保沮材料，本细则规定复合外墙厚度也不宜超

过360.m厚。

    5.以国家行业标准为依据，结合我市的气象参

数，简化了能耗计算公式，减轻了设计人员的工作

t。同时也从我市实际出发，增减了部分条文，使本
细则成为一项地方法规。

          编制组

199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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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节约能源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业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

分))]G] 26-95(以下简称《标准》)，扭转我市居住建筑

采暖能耗大、热环境质量差的局面，结合我市具体条

件，通过在建筑设计中采用有效技术措施，在保证使用

功能和建筑质量并符合经济的原则下，将采暖能耗控

制在《标准》规定的水平，特制定《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天津地区实施细则(第二阶

段))])6,129-1-97(以下简称《细则》)。

1.0.2 本《细则》主要适用于夭津地区设置集中供

暖的新建和扩建居住建筑的建筑热工与采暖系统的节

能设计。居住建筑主要包括住宅建筑和公寓、别墅、

单宿、托幼、旅馆、医院病房等。改建的居住建筑及

使用功能与居住建筑相近的其它民用建筑，可以参考

使用〔，本 喊细则》不适用于临时性建筑和地下建筑。

1.0.3 本 《细则》涉及的能耗，主要指建筑物耗热

量指标、采暖耗煤量指标和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在

执行 《细则》时应同时符合国家及天津市现行有关标

准、规范和规程的要求。

2 术语、符号

2.0.1 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t.) outdoor mean air

temperature during heating period
    在采暖期起止日期内，室外逐日平均温度的平均

值，单位:℃。

2.0.2 采暖期度日数 ( Dd; ) degreedays of heating

period

    室内基准温度18℃与采暇期室外平均温度之间

的温差，乘以采暖期天数的数值，单位:C -do

2.0.3 采暖能耗 (Q) energy consumed for heating

    用于建筑物采暖所消耗的能t，本细则中的采暇

能耗主要指建筑物耗热f和采暇耗煤f以及采暇设计

热负荷。

2.0.4 建筑物耗热!指标(q.) index of heat loss of
building

    在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计算

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由室内

采暖设备供给的热量，单位:W/mxo

2.0.5 采暖耗煤最指标(q)index of咧 o--pt.- 俪
heating

    在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计算

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一个采吸期内消耗的标准煤

量，单位 kg/ti'
2.0.6 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 (q ) index of design

load for heating of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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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计算温

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需由锅炉房或其它供

热设施供给的热量，单位:W /m, o

2.0.7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K) overall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ravel叩e

    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差为 1K，在单位时间内通

过单位面积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单位:w/(_2"K).

2.0.8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s, ) correction

factor for overall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不同地区、不同朝向的围护结构，因受太阳辐射

和天空辐射的影响，使得其在两侧空气温差同样为

1K情况下，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围护结构的

传热量改变。这个改变后的传热量与未受太阳辐射和

天空辐射影响的原有传热t的比值，即为围护结构传

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2.0.9 建筑物体形系数 ( S ) shape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

体积的比值。外表面积中，不包括地面、不采暖楼梯

间隔墙和户门的面积。

2.0.10 窗墙面积比area ratio of window to wall

    窗户洞口面积与房间立面单元面积 (即建筑层高

与开间定位线围成的面积)的比值。

2.0.11 采暇供热系统heating system

    锅炉机组 (或换热站)、室外管网、室内管网和

散热器等设备组成的系统。

2.0.12 锅炉机组容A capacity of boiler plant

    又称倾定出力。锅炉铭牌标出的出力，单位
MW。

2.0.13 锅炉效率boiler efficiency
    锅炉产生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热t与其燃烧的煤

所含热t的比值。在不同条件下，又可分为锅炉铭牌

效率和运行效率。

2.0.14 锅炉铭牌效率rating boiler efficiency

    又称额定效率。锅炉在设计工况下的效率。

2.0.15 锅炉运行效率( 72 ) rating of boiler efficiency
    锅炉实际运行工况下的效率。

2.0.16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91 ) heat transfer effi-
ciency of outdoor heating network

    管网输出总热it (翰人总热f减去各段热损失)

与管网翰人总热t的比值。

2.0.1， 耗电输热比EHR值ratio of electricity con-

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quantity

    在采暇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全日理论水泵输

送耗电t与全日系统供热f的比值。两者取相同单

位，无因次。

2.0.18 采暖期天数 (Z) days of heating period

    用年日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5℃的天数。(细则》

中的采眨期仅供设计采用。



2.0.19 一 、二次水

    一次水系指由热源锅炉提供的高温热水;二次水

系指经高温水换热后的低温热水。

3.0.4 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多层建筑楼梯间不采暖时

            q-=1.86 vo /Ao (3.0.4-1)

3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和

    采暖耗煤量指标

高层和中高层建筑楼梯间、走道、前室不采暖时

          q,,, - 1. 55 V� /Ad

楼梯间采暖时:

(3.0.4-2)

3.0.1 天津地区居住建筑的耗热量指标、采暖耗煤

量指标应符合如下规定:

3.0.1.1 一般住宅建筑的耗热量指标应控制在

20.5W/m' U下;采吸耗煤量指标应控制在11.8kg/
mZ以厂。

3.0.1.2 标准较高的居住建筑 (如高级公寓、旅游

宾馆客房楼和医院病房楼等)及别墅、托幼等小型建

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符合表4.3.1中0.30< S镇

0.35的规定，其建筑物耗热量指标、采暖耗煤量指

标按实际计算确定。

3.0.2 居住建筑耗热量指标应按下式计算:

              q.- qH"T+ gINF一3.8        (3.0.2)

式中:qH 建筑物耗热盘指标(W/m,):
    qH丁— 单位建筑面积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It

            (W/m');

    9，二— 单位建筑面积的空气渗透耗热量(W/

            m});

      3.8— 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部得热量

            (W/m')o
3.0.3 单位建筑面积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盆，应按

下式计算:

      9H -T一‘7.20名。、·‘，·F;)/Ao (3.0.3)
                                                ，.1

式中:。.— 某一田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按

            表3.0.3采用;

      K;- 某一圈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对于外垃应

          取其平均传热系数〔w/(m2.K)〕;

      F;— 某一圈护结构的面积，应按附录A规定

            计算 (m=);

    Ao 建筑面积。应按附录A规定计算 (m').

式中:

3.0.5

式中

3.0.6

Km=

式中:

          g,,F=2.00Va/A�        (3.0.4-3)

v。— 建筑体积，应按建筑外表面和底层地面

      围成的体积计算 (m}):

Ao一 一建筑面积，应按各层外墙外包线围成

      面积的总和计算 (m})o

  采暖耗煤量指标应按下式计算:

          q}0 0.573gH           (3.0.5)

q,— 采暖耗煤量指标(掩/mz)标准煤，标
      准煤热值，取8.14 x 103W " h/kg;锅炉

      运行效率1z = 0.68;室外管网的输送效

      率，1=0.900
  某一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Kp-Fp十Ke;' FBI + K.' Fez十 ·+K e� -F,,
        Fp + FBI+Fez +，价 +Fe.

    Km— 某一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W/

          (.2-K)]备

    K, - 某一外墙主休部位的传热系数

            [W/ (m2-K)];

KB;,Kez,Keo— 某一外墒周边各热桥部位的传热

              系数〔W/(扩'K)];

        Fp— 某一外墉主体部位的面积 (m');

Fez , F, F}- 某一外姗周边各热桥部位的面积

                (m2).

  某一外坡主体部位和周边各热桥部位如下图所示:

一护馆构份热爪傲的修正不傲‘ 农3.0.3

部 位 南
东南

西用
东、西

东北

西 北
月匕 水平

      屋 顶

外姗(包括阳台门下部)

  单玻窗(有阳台)

  单玻窗(无阳台)

  双玻窗(有阳台)

  双玻窗(无阳台)

      外 门

0.70

0.57

0.34

0.50

0.18

0.70

0.78

0.68

0.50

0.62

0.38

0.78

0.86

0.78

0.66

0.74

0.57

0.86

0.89

0.83

0.74

0.80

0.67

0.89

0.92

0.88

0.81

0.86

0.76

0.92

0.91

抗展柱

外堵主体部位和周边热桥部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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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调整外墙和屋顶等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耗热量指标达到3.0.1条规定的要求。

              不同朝向的宙墙面积比

使建筑物

a 建筑热工设计

表4.2.4

4.1 一 般 规 定 窗 墙 面 积 比

4.1.1 居住建筑的朝向宜南北向布置，主要房间尽

量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4.1.2 建筑物的体形设计应力求简单，尽量减小建

筑物外表面积。体形系数宜控制在。.30以下。

4.1.3 建筑物的楼梯间和外廊应设门窗封闭。楼梯

间不采暖时，楼梯间隔墙和户门应采取保温措施，其

传热系数应不大于1.70W/ (.''-K);采暖时，外门

窗按表4.3.1的规定执行。

4.1.4 抗震缝处屋面、外墙、内门窗洞口的缝隙，
应加以封闭，两侧外墙应进行传热耗热量计算，其传

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按0.40取值。

    封闭在阳台内的外墙按与不采暖空间相邻对待，

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按0.60取值。

    对坡度小于或等于30.的坡屋顶，传热系数的修

正系数按平屋顶选用

东 、西

0.25

0.30

0 35

4.2 日护盆构设计

4.2.5 设计中应采用气密性能良好的外窗 (含阳台

门)，其气密性等级，在1-6层建筑中，不应低于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

法》GB 7107规定的皿级水平[qL<2.5m3/ (m"
h)];在7-30层建筑中，不应低于上述标准规定的

Q级水平[q,-<1.5.3/ (."h)]，并将上述要求标注
于施工图的门窗表中。在建筑物采用气密窗或窗户加

设密封条的情况下，房间应设置可以调节的换气装置

或其它可行的换气设施。

4.2‘ 围护结构的热桥部位应采取保温措施，其最

小总热阻不应低于表4.2.6的规定。

          日护咭构热桥郁位.小总热阻 襄4.2.6

4.2.1 屋顶应加强保温，屋顶保温宜采用干作法。
4.2.2 外墙作法不得采用单一粘土实心砖墙和KPl

多孔砖墙，应采用复合墙体。复合外墙的厚度不宜超

过360m..

4.2.3 外墙的传热系数应考虑周边混凝土梁、柱等
热桥的影响，其平均传热系数不应超过表4.3.1之规

定。

4.2.4 窗户 (包括阳台门上部透明部分)面积不宜

过大。不同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宜超过表4.2.4规定

的数值。如窗墙面积比超过表4.2.4规定的数值。则

围护结构

类 型
热惰性指标

平屋顶

m'"K/W

外 墒

m'"K/W

I

n

皿

N

  >6.00

4.10-6.00

1.60-4.00

  51.50

0.743

0.798

0.825

0.853

0.495

0.532

0.550

0.563

4.3 各外.护咭构伶热系傲的规定

4.3.1 天津地区采映居住建筑各外围护结构的传热
系数不应超过表4.3.1规定的限值。

天滩地区屠住跪筑各外.护结构传热系傲限位 〔W/(m2K)〕 衰4.3.1

\二mpmW%f2f# K 7k 9!1屋顶 外坡

不采砚梭梯间 窗户 (含

  阳台门

  上部)

阳台门

下部门板
外门

地 板 地 面

隔墙 户门
搜触宣外

空气地板

不采暇地下

室上部地板
周边 非周边

S《0.30 0.80 1.16 1.70 1.70 4.00 1.70 1.邓 0.50 0.55 0.52 0.30

0.30< 550.35 0.60 0.82 1.70 1.70 4.00 1.70 1.70 0.匆 0,55 0.52 0.30

注;1.符合本表规定的建筑物，应按所规定的各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选择确定相应的作法，并在设计文件中加以说明
      外偏的传热不致限值系指平均的传热系数。

    2.宜推广塑钢单抽双玻窗。若采用K-<4-7W/ (m2"K)塑钢单玻窗时，必须加强外姗保沮性能，外墙传热系数必

      须满足:当体形系数S<0.3时，Kw<0.9W/(衬"K);当休形系数0.353530.3时，Kw簇0.55W/ (m2"K).

    3表中周边地面一栏内0.52为位于建筑物周边的不带保沮层的混握土地面的传热系数;非周边地面一栏内0.30为

      位于建筑物非周边的不带保温层的混凝土地面的传热系数。

4.3.2 不符合4.3.1条规定的建筑物，应通过能耗
计算确定屋顶和外墙等外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及作

法。

4.3.3 屋顶、外墙的一般作法及其传热系数，可按
本《细则》 《一般屋面、外姗参考作法与计算参数》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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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外墙外保温主体墙的传热系数可视为外墙的

平均传热系数。

4.3.5 外墙内保温作法应按 (3.0.6)式计算其平

均传热数。

4.3.6 选用的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应标注于施工图

中。

5 采 暖 设 主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天津地区新建居住建筑的采暖供热系统，应

按热水连续采暖进行设计。一般住宅建筑的采暖设计

热负荷指标应控制在45.OW/m“以Fo

5.1.2 居住建筑的采暖供热应以热电厂和燃煤区域

锅炉房作为主要热源。在工厂区附近，应充分利用工

业余热和废热。经技术经济比较和有关部门批准，可

开发和利用地热 (应设回灌井)。并应积极开发利用

新能源。

5.1.3 城市新建的住宅区在当地无热电联产和工业

余热、废热可资利用的情况下，应建以燃煤集中锅炉

房为热源的供热系统。锅炉房宜建在热负荷密度大、

冬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地区，集中锅沪房单台容量不

宜小于7.OMWo每座锅炉房的供热面积不宜小于10

万平方米。供热规棋宜控制在 10-200万平方米以

内。对于规模较小的住宅区，锅炉房的单台容t可适

当降低，但不宜小于4.2MW。在新建锅炉房与供热

系统时，应尽t考虑将来发展成区域性锅炉房或与城

市热网连接的可能性。

    住宅区内的商业、文化及其它公共建筑以及工厂

生活区内相应建筑的采瞬方式，可根据其使用性质、

供热要求由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对此类建筑，宜设单

独的回水分路，以利于间歇供暇。

5.1.4 对于外墙内保温应取其平均传热系数，外墙

的平均传热系数按 (3.0.6)式计算。

    有条件的应采用安装温控阀的双管系统。采暖系

统安装温控阀时，室外管网系统前端各建筑物人口处

应安装自力式差压控制阀，其锅炉房或换热站应采用

变频调速水泵。

5.2.3 设计中应对采暖供热系统进行水力平衡计

算，确保各环路水量符合设计要求。在各环路及建筑

物人口的采暖供水或回水管路上应安装平衡阀或自力

式流量控制器，在同一小区内其安装位置应一致。建

筑物人口的采暖供水管路上应安装除污器。设计中应

注明各热力人口的供回水温度、供暖热负荷、水量和

所需水头;并应对施工单位提出在系统施工安装完

毕，必须对采暖系统进行冲洗、试压、初调节工作的

要求，待各环路之间达到平衡，系统运行正常后方可

验收。对同一热源有不同类型用户的系统应考虑分不

同时间供热的可能性。

5.2.4 在设计热交换站时，间接连接的热交换站应

选用结构紧凑、传热系数高、使用寿命长的热交换

器。热交换器的传热系数宜大于3000W/ (-'"K),
直接和间接连接的热交换站均应设里必要的自动或手

动调节装.We

5.2.5 锅炉的选型应与当地长期供应的煤种相匹

配，锅炉的额定效率应不低于表5.2.5中规定的数

值。

栩炉.低顺定效率 〔%) 表5.2.5

嫩料

品种

发 热 值 锅炉容里 (MW)

(ki/kg) 2.8 4.2 7.0 14.0 28.0

烟

煤

Q 15500-19700 72 73 74 76 78

田 > 19700 74 76 78 80 82

5.2 共暇供热系统

5.2.1 在设计采超系统时，应详细进行热负荷的调

查和计算，确定系统的合理规模和供热半径。采暇热

媒以低温热水为主，供水沮度9 5C，回水温度70r-.

当系统规模较大时，宜采用间接连接的一、二次水系

统，从而提高热源的运行效率，减少翰配电耗。一次

水设计供水温度应取 115一1300，回水温度应取70

一80℃。

5.22 在进行室内采暇系统设计时，设计人员应考

虑按户设热表计盘和分室控制温度的可能性。房间的

散热器面积应按设计热负荷合理选取，采暖系统宜南

北朝向房间分开环路布t，并应考虑房间内不保温采

吸干份所散人的热t. ‘

52.6 锅炉房总装机容t应按下式确定:

                  QB= Qo/7,             (5.2.6)

式中:Qs 锅炉房总装机容f (MW);

      Q。— 锅炉负担的采暖设计热负荷 (MW);

      V;-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一般取1,=0.9.
5.2.7 新建锅炉房宜采用2-3台锅炉，单台锅炉

运行的负荷率应不低于额定负荷的50%.

5.2.8 钥炉用鼓风机、引风机和除尘器宜单炉配

2o锅炉厂提供配套的辅助设备容f应与锅炉容量相

匹配。设计中应充分利用锅炉产生的各种余热。

5.2.， 一、二次循环水泵应选用高效节能低噪声水
泵，水泵台数以2-3台为宜，不应超过4台 (含1

台备用水泵)。对分期建成的供热锅炉房，水泵台数

和流t的匹配宜满足供热负荷分期增长直至满负荷。

系统容里较大时，可合理增加台数，但必须避免 “大

流盘，小温差”的运行方式，水泵流量不宜大于设计

流量的1.2倍。一次水泵选取时应考虑分阶段改变流

t质调节的可能性。系统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热水锅炉水质标准》(GB 1576)的要求。锅炉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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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除氧装置。

5.2.10 设计中应提出对锅炉房、热交换站和建筑

物入门进行参数监测与计量的要求。锅炉房总输送管

道、热交换站和每个独立建筑物人口应设置供回水温

度计、压力表和热表 (或热水流量计)。补水泵出口

管段应设水表和压力表。锅炉房动力用电、水泵用电

和照明用电应分别计量。

    单台锅炉容量等于或超过7.OMW的大型锅炉

房，应设置计算机监控系统。鼓风机和引风机等辅助

设备应采用变频调速技术。

5.2.11 热水采暖供热系统的一、二次水泵动力消
耗应F以控制。一般情况下耗电输热比，即设计条件

下输送单位热量的耗电量EHR值应不大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的值:

5.3 管道吸设与保温

5.3.1 设计室外热水管网时，应采用经济合理的敷

设方式。室外热水管网宜采用直埋保温管敷设。

5.3.2 采暖供热管道保温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喊设备及管道保温设计导则》(GB 8175)中经济厚度

的计算公式确定。

5.3.3 当供热热媒与采暖管道周围空气之间的温差

等于或小于60℃时，安装在室外或室内地沟中的采

暖供热管道的保温厚度不得小于表5.3.3中规定的数

值。

采暖供热管道.小保温厚度占‘

                                表 53.3

EH R一命一24r " Nv .-A、0_.0056(14_+ a TL),At
                                            (5.2.11)

式中:EHR 设计条件下输送单位热量的耗电量，
                无因次;

        TQ— 全日系统供热童 (kW- h);

          ‘— 全日理论水泵输送耗电l(kW"h);

          r— 全日水泵运行时数，连续运行时r=

                  24h;

        N— 水泵铭牌轴功率 (kW);

        4一一采暇设计热负荷指标 ((kW/m2);
        A— 系统的供热面积 (m});

        dt— 设计供回水温差 (℃);

        EL- 室外管网主干线 (包括供回水管)总

                长度 (m)。

    “的取值:当-TL镇500m, a=0.0115;
500m<LL<1000m, a=0.0092;

    TL-<1000m, a=0.0069,

    根据式 (5.2.11)计算所得的EHR值见表
5.2.11

保 温 材 料
管 径 (mm) 最小保温厚度

公径直径DN 外径D 占、(姗)

岩棉或矿棉管壳

A。二0.0314+0.0002am[W/(m"K)1

;m=70℃

A。二0.0454[W/(m"K)]

25-32

40-200

250-300

32-38

45-219

273-325

30

35

45

玻璐桅管壳

A二二0.024+0.00018,.[W/(m"K)1

七.二70七

A.=0.0366[W/(m"K)I

25~32

40-200

250-300

32-38

45-219

273-325

25

30

40

.氮曲硬质m沫保沮管〔直埋管)

A.=0.0加+。咖14,.[00/(.-K)I

t，二70C

A二二。.0298[W/(m"K)I

25-32

40-200

250-300

32-38

45-219

273-325

20

25

35

注:表中‘二为保沮材料层的平均使用眼度〔℃)，取曹道内热雌与周围空气
    的平均沮度.

5.3.4 当选用其它保眼材料或其导热系数与表

5.3.3中数值差异较大时，最小保温厚度应按下式修
正 :

EHR计茸位 衰5.2.11

管网主干线总长度

    乞L (m)

设计供回水温差山

50C 45C 40C 35C 25C

200

400

600

8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0.0018

0.0021

0.0022

0.0024

0.0025

0.0027

0.0031

0.0035

0.0039

0.0043

0.0047

0.0020

0.0023

0.0024

0.0026

0.0028

0.0030

0.0035

月、 ‘、泞1， 了1

0.0023

0.0胶6

0.0027

0.0030

0.0032

0.0034

0.0039

‘、 夕、r 月 月

0.0026

0.0030

0.0031

0.0034

0.0037

0.0039

0.0044

0.0050

0.0056

0.0061

0.0067

0.0037

0.0042

0.0044

0.0048

0.0050

0.0055

0.0062

0.0070

0.0078

0.0085

0.0093

甘.VUJ，

0.0043

0.0047

0.0052

U .UU任咔

0.0049

0.0053

0.0058

              S.}=x."S}/Am      (5.3.4-1)

式中:S漏— 修正后的最小保温厚度 (mm);

      8-.- 表5.3.3中最小保温厚度(mm) ;
        瑞- 实际选用的保温材料在平均使用温度

            下的导挤系数〔W/(.-K) ];

      4m- 表5.3.3中保沮材料在平均使用温度

            下的导热系橄 〔w/(m"K)3。
    当实际热熊温度与管道周围空气沮度之差大于

60℃时。最小保温厚度应按下式修正:

            Sw}= (t�一t,) 8_/60    (5.3.4-2)

式中:tw 实际供热热媒很度 (℃);

      t�- 管道周围空气温度 (℃);

    其余符号同(5.3.4-1)式。

5.3.5 多层住宅小区.当系统供热面积大于或等于

5万平方米时，应将200一300mm管径的保温厚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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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3的最小保温厚度的基础上再增加10-

    对吸水率高的保温材料，保温层外应做防潮保护

层。敷设在室外和管沟内的保温管均应切实做好防水

防潮层

附录A 关于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A.0. 1 建筑面积戊1，应按各层外墙外包线围成面

积的总和计算。

A.0.2 建筑体积Vw 应按建筑物外表面和底层地

面围成的体积计算;

A.0.3 换气体积v，多层建筑楼梯间不采暖时，应

按V =0.60 V.计算;高层、中高层建筑楼梯间不采

暖时，应按V一。.50 V 计算;楼梯间采暖时，应按

V二0.65 V计算
A.0.4 屋顶或顶棚面积FR，应按支承屋顶的外墙

外包线围成的面积计算，如果楼梯问不采暖，则应减

去楼梯间的屋顶面积

A.0.5 外墙面积Fw，应按下同朝向分别计算。某

一朝向的外墙面积，由该朝向外表面积减去窗户和外

门洞口面积构成。当楼梯间不采暖时，则应减去楼梯

间的外墙面积。

A.0.6 窗户 (包括阳台门上部透明部分)面积F-

应按朝向和有、无阳台分别计算，取窗户洞口面积。

A. 0.， 外门面积F}，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取

外门洞口面积。

A.0.8 阳台门下部不透明部分面积F}，应按不同

朝向分别计算，取洞口面积。

A.0.9 地面面积FF.应按周边和非周边，以及有、
无地下室分别计算。周边地面系指由外墙内侧算起向

内2.0.范围内的地面;其余为非周边地面。如果楼

梯间不采暖，还应减去楼梯间所占地面面积

A.0.10 地板面积Fa，接触室外空气的地板和不采

暖地下室上面的地板应分别计算。

A.0.11 楼梯间隔墙面积Fs.- 楼梯间不采暖时应
计算这一面积，由梭梯间隔墙总面积减去户门洞口总

面积构成。

A. 0.12 户门面积Fs.,楼梯间不采暖时应计算这
一面积.由各层户门洞口面积的总和构成。

附录B 建筑节能设计登记表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号 结构类型 层数 层 层高_ m建筑面积A.

部 位
传热系数 【、N/ (.'"K)] 选用作法

传热系数
作 法 说 明

S(0.30 S>0.30

屋 顶 0.8 0.60

外 墒 1.16 0.82

窗 (含阳台门上部) 4.0

6;AqfO*rohl
隔 坡

1 ，户 门

阳台门下部芯板

夕十 门 1.7

k'
接触室外空气

    地板
0.50

不采暖地下室

  上部梭板
0.55

kk
周 边 0.52

非周边 0.30

供暖面积(m}) 热负荷指标(kW/m}) 水泵轴功率(kW) 室外干线总长度(m) EHR箭畏4

建筑物体形‘，S=Fe Vo— -
窗墙面积比:南 东 (西) 北

采眨设计热负荷指标= W /m}

设计 审核 市定: 设计单位 (盆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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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建筑节能设计计算表

围护结构传热量gx.r(W/ml) 建筑体积v= 耐

计算项日 计渭说明 鱿一K; ( W/(,2.K)〕F. (.,)e,-K,-F, 空气渗透耗热量g..e(W/m')

屋 顶 减不采暖楼梯间 0.91 多层 高层

减外门由面积 070 楼梯间不采暖 1.86V /Aa= 1.55 Ve/A 二

外 墙

南

东、西 减外门窗面积 0.86 梭梯间采眼 2.0讥/人= 2.0讥/Ao=

a匕 硅外门窗面积 0.92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W /m} )

    9q=4�丁+9,Nr一3.8

外

宙

有

阳

么
甘汀 双

层

南 05Il

东、西 0.74

Je 0.86

南 0.18
无

阳
八
门

东 西 0.57

」七 0.76

阳台门下

邵门芯板

南 0.70

建筑物外表面积F二

建筑物体形系，“一FoVo=— 二
东、西 0.86

北 0.92

地 面
周边

减不采暇楼梯间 1

0.52

非周边 0.30

外 门

南 0.7

采晚耗煤量指标(kg/m')标准煤

    ，。= 0.5734x
东、西 0.86

St 0.92

梭梯间隔墙 搜梯间采晚不计 0.6

户 门 樱梯间采吸不计 0.6

乏

、伟下一，7.2(艺,·rc·动/A。二

设计 佼正 主任建筑师 审定 年 月 日

附录D 本细则用词说明

D.O.I 为便于在执行本细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
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以)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卜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2- 10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

        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D.0.2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
定执行的写法为“应按价一执行”或.应符合⋯⋯规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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