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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能设计体系及方法方面

1、严寒寒冷地区在做围护结构保温设计时，是不是只允许热当
量体形系数和南向外窗传热系数不满足时才可权衡计算？

首先，应明确建筑体形系数与热当量体形系数的概念，将其列入围护结
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项，是把它属于建筑围护结构范畴。
（附录B.0.4的热当量体形系数计算公式中，缺了V——体积的注解）。

其次，是对于严寒和寒冷地区，《标准》中未规定只允许热当量体形系
数和南向外窗传热系数不满足时才可权衡计算。

再次，是应认真理解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定义，以及严寒、寒

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居住建筑在节能设计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权衡判断的条件。按照《标准》中5.2.1的规定可理解为：不论是哪一个建筑

气候分区，只要是建筑的热当量体形系数及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不符合规定的
限值，均需进行权衡计算判断，严寒和寒冷地区亦然；按照《标准》中2.2.2

的规定，对于夏热冬冷地区则又不是5.2.1条规定的前提。



应当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标准》
中第5章有关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条文，有前后不
一致和不严谨之处。如：5.1.3、5.1.5和5.1.1都是强制性条
文，5.1.3和5.1.5就未按5.1.1提出“当不符合规定时必须按
照第5.2节的规定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设计
者就会理解为必须符合《标准》中5.1.3及5.1.5的规定进行
节能设计 。

2、严寒寒冷地区在权衡计算时，耗热量指标只有15

层及以下参数，15层以上是否能参照15层时的耗热量指标
进行计算？

在《标准》中，没有规定严寒和寒冷地区在权衡判断
时的耗热量指标只有15层及以下参数。从何来？需核实。



图4 建筑的窗墙面积比现状

二、节能材料方面

1、保温材料除了国标和地标载明的外，可以使用具备企业标
准的保温材料吗？

首先，是要明确保温材料产品标准不能作为建筑节能设计、施
工及验收的依据。即使是国家、行业、协会的保温材料产品标准，
也不能作为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的依据。就是构造图设计标准，
也只能是构造设计依据，不能作为设计、施工及验收的依据。

其次，是要明确任何保温材料用在建筑节能保温工程中，都有
应用技术要求。应用技术包括系统性能、组成材料或配套材料性能
及工程设计、施工与验收的各个环节。

再次，对企业标准要认真分析。目前四川省内保温材料市场上
出现的一些企业标准，大多是产品标准，其性能指标都是企业自定，
缺乏一定量的实验研究依据和必要的应用技术。认真推敲，这些企
业标准中的问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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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确地指出：不能使用具有企业标准的保温材料，
更不能以检验报告出具的保温材料的热物性参数作为节能
设计计算依据。对于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值，应取相关标
准中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性能指标上限值。

建筑节能工作实施至今的现实是：建筑节能标准提高，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普遍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参与建筑节
能工作人员大多是刚入列的从业者。建筑节能标准提高后
的关键节能技术是全面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其
中又主要是降低围护结构（特别是外围护结构）的传热系
数。

面对以上现实，建筑节能设计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根
据所设计建筑的性质及特点，严格按照国家和四川省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从正确的构造设计入手，求真务实地选
择采用在建筑节能保温工程中的保温材料及相应的保温系
统技术，才能促进建筑节能设计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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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窗材料选择时，未提供之前导则中的太阳得热系数，遮阳
系数参数设计时该如何选择相关参数？

外窗的材料选择应依据节能设计要求的性能指标限值，参照《标
准》中的附录H进行选择，也可按照《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50176-2016附录C中的有关附表列出的参数进行选择。不论是按照
哪个标准作为选择依据，都应以整窗（包含是否有遮阳）进行选择。

3、目前针对分户墙节能保温的材料选择推荐采用哪些？

首先，要明确设计建筑的结构体系是砖混结构体系，还是钢筋混
凝土框架、框剪、剪力墙结构体系，或者是钢结构体系。

其次，是要认知应用在分户墙中的墙体材料类型及特点，有各种
砌体墙材及多种板块墙材，还有的是分户墙本身就是钢筋混凝土剪力
墙。



图4 建筑的窗墙面积比现状

块体墙材及板块墙材有多种，性能各异。采用什么类型
的墙材及保温材料及系统技术进行分户墙的节能设计，应
针对设计建筑所在地区及不同的建筑结构体系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地优选本地区研发生产的自保温墙材及墙体自保
温系统技术。

再次，是有关装配化建筑要求的装配率如何在分户墙
节能设计中应用的问题，由设计者定。但必须符合节能设
计要求。

应当指出，当前由于建筑装配化率的政策需要，不同类
型的墙板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但从建筑工业化的要求及应
用后的工程质量论，需进一步探讨。希望在居住建筑分户
墙的节能设计中，求真务实的选择符合标准规定的墙板及
相应的应用技术，保证工程质量。



图4 建筑的窗墙面积比现状

三、建筑设计及体形系数方面

1、别墅类项目是否无需判定分户楼板，层间楼板是否也无需进行
隔声保温处理？

要明确所谓的别墅类建筑是否是单户使用，还是多户使用？上下层
房间是否是连通或封闭？如果是分户使用，就必须按分户楼板及分户墙
进行隔声与保温设计。如果是单户使用且上下层是封闭不连通，就需根
据实际的用户使用情况进行楼板的隔声及节能设计。都属一户人家的户
内楼板，即使上下层房间不连通，是否可不作为分户楼板进行节能设计，
由设计师与业主研讨确定。《标准》不可能规定得太细、太死。

至于层间楼板是否需进行隔声处理，情况如上述，分户楼板就必
需进行设计，同属一户则需要设计师与业主共同探讨，酌情处理或用户
自定。

总之，在进行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时，应按《住宅设
计规范》GB50096-2011的相关条文（特别是强条）规定，
同时作好隔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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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卧室、起居室、卫生间及厨房的外窗通风开口面积是否必须满
足？仅此项不满足时，节能报告结论可否满足。

《标准》中的这些条款是从《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中的自
然采光、自然通风设计章节引来，应与其保持一致。特别是该《规范》
中的强条，节能设计中应符合其规定。比如卫生间的外窗通风开口面积，
在该《规范》中就没有提出具体的规定，因为卫生间不一定有外窗。

3、标准中提供了一般建筑外墙传热系数可采用外墙主体部分传热
系数X修正系数，那么标准中指的一般建筑如何界定？

关于外墙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标准》中列了三种计算方法。
《标准》中的第一个计算方法（即B.0.1）是传统的计算方法，是以 砖混
结构 体系的外墙作为 图例，不是当 前流行的建筑结构体系，已无代表
性。《标准》中的第二个方法（即B.0.2）是本标准2008版引自当时发布
实施的《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在《标准》
中占的篇幅不少，计算参数多，难以对照外墙的施工图设计查找，且因
要用软件计算，目前很少有设计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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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的第三个计算方法（即B.0.3）是引自《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中的附录A。该计算方法
值得商榷。因为其中的“对于一般建筑”和“外墙主断面”
概念不明确，无法界定。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建筑节能设计
争论，建议不按B.0.3的方法计算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建筑外墙的结构构造特点及传热系数计算公式 表明： 建
筑墙体（特别是外墙）的构成具有多个非单一性、非匀质性、
非确定性及非直观性；建筑节能设计中的主要热工性能指标-

----传热系数计算公式建立中的各层材料的热性能计算参数，
主要是材料的导热系数一个参数，并未将材料的其他热性能
参数考虑进去，更没有将墙体构造中各层材料之间的穿插影
响考虑进去。为此.，追求外墙平均传热系数计算公式的所谓
完整性、计算结果的精确性都是不可能的，其计算结果只能
是建筑节能设计者自认为正确无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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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设计者根据实际的建筑外墙结构体系和构造设计，进行
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计算，我们曾在《标准》中的第一个传统设计
方法所列计算公式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归纳、推算简化得到一个
适用于不同建筑结构体系的外墙平均传热系数计算方法。该计算方
法已列入有关不同保温材料及自保温墙材应用在建筑外墙保温工程
中的四川省地方工程建设标准中。它是根据不同建筑结构体系外墙
中填充墙部位的传热系数与其在外墙中所占的面积比乘积和结构性
热热桥部位的传热系数与其在外墙中所占的面积比乘积两者相加求
出。应用实践表明，该计算方法易于被建筑师认知和应用，是便捷、
可控、可操作性强的外墙平均传热系数计算方法，已广泛被建筑师
在建筑节能设计计算中采用。

4、分隔供暖与非供暖房间的隔断、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
门；这里的隔墙是否指卧室与卫生间或起居室与卫生间或起居室与
厨房的隔断？这里的门是否是指阳台门？以及供暖大堂的入户门?

应注意，这方面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设计规定是有地区针对性
的，都是针对高海拔严寒及寒冷地区。对于夏热冬冷地区,只规定了
“供暖空调房间通往室外的门”。



以上第三方面的问题中无有关体形系数的问题。如
有，请提出，我们可进一步探讨。

诸位是《标准》的具体使用者。应用实践是检验《
标准》编制质量的唯一途径。请诸位对《标准》中不清
楚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热诚期待
诸位的意见和建议，并认真进行解答和作出可能的调整
和完善。

谢 谢！
韦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