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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研究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2号F座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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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8804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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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ILDING RESEARCH DEPARTMENT 

北京市建筑高能效与城市生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BUILDING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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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祖宏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绿色建筑研究所节能与环境技术研究室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从事过科研、检测；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国家、北京市地方标准及相关图集

的编制等工作。

目前主要从事建筑热工及建筑节能的相关工作。

主要参与的主要工作：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规范》

行业标准《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北京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北京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图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构造》

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配套图集PT-891
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配套图集PT-687

主讲人简介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说明

• 适用范围

1  本图集的围护结构典型构造热工性能选用表、构造图和示例图适用于

北京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

2  外墙保温的设计要点及施工、系统及材料技术要求，除可用于北京地

区的公共建筑，也可用于其他类型建筑的外墙保温设计。

• 本图集依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15（简称《标准》

）编制，重点在建筑节能和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设计人员应根据设计深

度要求，结合国家、北京市其他标准设计、通用图集及具体工程情况选

用。

• 其他编制依据（略）

标准宣贯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配套图集PT-687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部分）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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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方法

• 1  根据整套图集的编排，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按非透光和透光两部分编制。

• 2  编制内容以文字说明、选用图表、示意图、构造图相结合的方式。

• 3  图号：

• 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按FTG编排

• FTG0-1~4，索引图、计算取值、说明；

• FTG1-1~14，按三种典型构造计算的外墙保温选用表；

• FTG2-1~12，屋面保温选用表；

• FTG3-1~3，内墙保温选用表；

• FTG4-1~2，楼板、顶棚保温选用表；

• FTG5-1~14，保温构造图、示意图、计算示例；

• FTG6-1~9，保温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技术要求；

• 围护结构透光部位按TG编排

• TG1-1~4，典型玻璃光学和热工性能参数表；

• TG2-1~8，铝合金、塑料、实木门窗性能选用表（耐火窗选用表）及详图；

• TG3-1~7，计算示例。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一、对《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内容进一步解释：

• 1  对《标准》中新的概念进行详细说明：

1）非透光围护结构的保温构造分类；（非透光部分总说明）

2）主断面热阻；（非透光部分总说明）

3）周边地面；（FTG5-12）
4）透光围护结构的得热系数。（透光部分总说明）

• 2  其他概念的说明

1）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

2）透光部位。

• 3   结合工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标准》的条文做说明和图示：

1）围护结构及出挑构件保温的连续性要求； （FTG5-9）
2）周边地面及采暖地下空间外墙的保温要求。 （FTG5-12）

标准宣贯

2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外围护结构保温构造分类

结合北京市公共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和外墙构造的特点，《标准》按照

外墙热桥部位热阻Rr与主体部位热阻Rzd的比值RR的范围，划分保温构造类型

，并要求RR不应﹤0.5（不包括窗口等部位），以强调对外围护结构热桥的

保温处理，而不是仅增加保温层的厚度。

外墙保温构造类型分类原则：

注：

主断面外保温：热阻为D厚的填充墙体材料+d厚的保温材料Rzd

热桥部位外保温：热阻D厚的钢筋混凝土柱或梁+ d厚的保温材料Rr

RR= Rr / Rzd

构造1 构造2 构造3
热阻比值 RR>0.80 0.65＜RR≤0.80 0.50＜RR≤0.65
修正系数φ 1.1 1.2 1.3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周边地面

• 室内与土壤直接接触的距外墙内表面2m以内的首层地面；当有供暖地下室

时，周边地面范围从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处向下算起，当与土壤接触的

外墙高度超过2m时，接触土壤的地下室地面为非周边地面。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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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二、围护结构典型构造做法的热工性能选用表（非透光部位）

图号 图名 页次

FTG0-1 保温部位索引 13

FTG0-2 热工性能指标选用表计算取值 14

FTG0-3 围护结构保温选用图表及构造图说明1 15

FTG0-4 围护结构保温选用图表及构造图说明2 16

FTG1-1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1-1）（1） 17

FTG1-2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1-1）（2） 18

FTG1-3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1-2） 19

FTG1-4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1-3）（1） 20

FTG1-5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1-3）（2） 21

FTG1-6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1-4） 22

FTG1-7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2-1）（1） 23

FTG1-8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2-1）（2） 24

FTG1-9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2-2） 25

FTG1-10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2-3）（1） 26

图号 图名 页次

FTG1-11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2-3）（2） 27

FTG1-12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3-1） 28

FTG1-13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3-2）（1） 29

FTG1-14 外墙保温选用图表（构造3-2）（2） 30

FTG2-1 屋面保温选用图表1 31

FTG2-2 屋面保温选用图表2 32

FTG2-3 屋面保温选用图表3 33

FTG2-4 屋面保温选用图表4 34

FTG2-5~12 屋面保温选用图表5~12 35~42

FTG3-1 内墙保温选用图表1 43

FTG3-2 内墙保温选用图表2 44

FTG3-3 内墙保温选用图表3 45

FTG4-1 楼板、顶棚保温选用图表1 46

FTG4-2 楼板、顶棚保温选用图表2 47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图号 图名 页次

TG1-1 典型玻璃光学和热工性能参数表1 78

TG1-2 典型玻璃光学和热工性能参数表2 79

TG1-3 典型玻璃光学和热工性能参数表3 80

TG1-4 典型玻璃光学和热工性能参数表4 81

TG2-1 铝合金门窗性能选用表 82

TG2-2 铝合金门窗详图 84

TG2-3 塑料门窗性能选用表 85

TG2-4 塑料门窗详图 86

TG2-5 实木门窗性能选用表 87

TG2-6 实木门窗详图 88

图号 图名 页次

TG2-7 铝包木门窗详图 89

TG2-8 实木门窗性能选用表 87

TG3-1 建筑外遮阳计算图示 90

TG3-2 外窗或幕墙开启面积示例图 91

TG3-3 高大空间非中空玻璃幕墙计算示例图 92

TG3-4 玻璃幕墙热工性能计算示例1 93

TG3-5 玻璃幕墙热工性能计算示例2 94

TG3-6 玻璃幕墙热工性能计算示例3 95

TG3-7 透光幕墙层间非透光部位示例图 96

• 二、围护结构典型构造做法的热工性能选用表（透光部位）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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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三、《标准》中要求计算和验算的条文给出了示例，例如：

• 1    平均传热系数计算；（非透光总说明）

• 2    水蒸气渗透验算示例；（FTG5-13、14）

• 3     建筑外遮阳计算图示；（TG3-1）

• 4    外窗或幕墙可开启扇有效面积示例；（TG3-2）

• 5    建筑入口或高大空间非中空玻璃的计算示例；（TG3-3）

• 6    透光幕墙传热系数计算示例。（TG3-4~6）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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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平均传热系数理论计算方法

• 外墙和屋面平均传热系数应考虑热桥的影响，一个围护结构单元的平均传

热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2.3.1）

• 式中：

• K   ——外墙或屋面计算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 [W/( m2·K)]；

• Kzd ——外墙或屋面计算单元的主断面传热系数 [W/( m2·K)]；

• Ψj   ——外墙或屋面计算单元上的第j个结构性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 [W/(m·K)]，按GB50176进行计算；

• Lj ——外墙或屋面计算单元第j个结构性热桥的计算长度 (m)；

• A  ——外墙或屋面计算单元的面积 (m2)。

《民用建筑热工规范》GB50176（修编版）规定的，GB50189-2015及JGJ26-2010
采用的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的基本计算方法：

平均传热系数=外围护结构主断面的传热系数+热桥部位的附加传热系数；

A
l

KK jj 


）（
zd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围护结构透光部位本身的得热系数SHGCc
SHGCc理论计算公式

根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窗本身得热系数SHGCc应按下式

进行理论计算，根据该公式SHGCc包括透光材料的太阳辐射直接得热和框的

二次传热，框的二次传热量与其面积、传热系数和外表面材料的辐射吸收系

数有关。

式中：
SHGCc—— 门窗、幕墙的太阳得热系数

g —— 门窗、幕墙中透光部分的太阳辐射总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包括二次热传递）

ρ —— 门窗、幕墙中非透光部分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K —— 门窗、幕墙中非透光部分传热系数；

αe—— 门窗、幕墙中外表面对流换热系数；

Ag—— 门窗、幕墙中透光部分的面积；

Af —— 门窗、幕墙中非透光部分的面积；

Aw—— 门窗、幕墙的面积。

w

f
e

c A

AkAgg
SHGC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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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的主要内容

• 四、 保温系统设计要点并提供保温系统和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

• 1 在总说明的文字部分中对要点进行说明；

• 2 在构造图中根据外墙外保温系统的行业标准，标出技术要求；

• 3 根据北京市近期发布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技术标准，图集提供了外墙外保

温系统中常用的薄抹灰保温板系统的设计、施工和系统及配套材料技术

指标要求和图示；

• 4   公共建筑中常用的幕墙系统，由于其安全性（专业性）的要求相对比较

高，且各公司的做法不一致，图集对其保温和防水、防潮提出原则性要

求和图示。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协编单位

• 参编单位：

• 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 北京天易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 北京西飞世纪门窗幕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欧文斯科宁投资有限公司

•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 北京金刚盾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 提供技术资料单位：

• 泰诺风保泰（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 天津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 本公司幕墙工作室

标准宣贯

7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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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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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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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研究所
Green Building

Research Department绿色建筑研究

室
Green 

architecture 

laboratory

节能与环保技

术研究室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boratory

绿色设备研究

室
Green equipment 

laboratory

绿色电气研究

室
Green electrical 

laboratory

建筑声学研究

室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laboratory

绿色建筑研究所和北京市建筑高能效与城市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BIAD）在城市生态与绿色建筑领域的整合性领军平台，同时也是为应对国家相关宏观战略成立的专

业的服务机构，我们以 “生态思想”为信念， “生态文明”为目标，建立整合和开放的研发、设计、咨询团队，

坚持理性务实的工作作风，及集成再创新的技术路线，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生态与绿色建筑领域的研究、

规划、设计、咨询实践，在相关领域已经树立了权威的地位。

机构介绍
INTRODUCTION

其他技术服务平台

北京市建筑高能效与城市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市第一批绿色建筑技术依托单位

北京市发改委首批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中介机构

北京市民用建筑能效测评综合资质机构

国家级建筑声学及室内环境实验室（2003年ISO/IEC17025认证）

北京市建筑高能效与城市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于2014年6月经北京市科委批准成

立。中心依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携手国际欧亚科学中国科学中心、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

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四家国内顶尖的设计咨询机构共同开展研发和技术转化

工作。

中心的研究领域涵盖建筑能源和以环境绩效带动的城市（区）生态规划及建设管理，致力于城市环境的综

合性分析，对不同特征城市（区）的生态化技术集成体系研究，以及以生态为目标的从城市规划制定到环境绩

效评估全过程的城市建设工作路线的研究，从而带动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

02绿 色 建 筑 研 究 所

绿色建筑研究所

GREEN BUILDING RESEARCH DEPARTMENT

Green building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Urban Ecology are the integrated
platforms for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Department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BIAD) in the field of urban ecological and
green building. but also are professional service agencies in response to the relevant national macro strategy. We take "Ecological Thought" as the fa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goal to establish integrated, open team for design , consult and research. We adhere to the rational and pragmatic
work style, and integrate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search, planning, design, consulting practice, in the
relevant areas. We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th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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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与环境技术研究

编制标准 STANDARDS

长期从事建筑节能相关的科学研究、咨询以及设计工作。承担或参加了多项国家、地方及本公司的科研课

题的研究工作，主持编制或参加编制多项建筑节能相关的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尤其是北京市建筑节能地方

标准，以推动北京市建筑节能工作的发展。同时，利用团队的技术优势及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积极配合设计项目

开展节能相关的咨询与服务工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援款项目

世界银行赠款项目(GEF)     
国家十一五攻关项目子课题

北京市十二五建筑节能发展规划子课题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BIAD发展基金课题

《住宅节能供热系统示范工程》
《开展修订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调研》

《建筑节能设计方法与模拟分析软件的实际检验》
《北京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提高的可行性研究》

《大型公共建筑能源规划研究——航站区能源规化》
《旧城四合院节能设计调查研究》

主编标准：

北京市《80年代末节能30％的北京地区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

北京市《90年代节能50％的实施细则》

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1-602-2004和2006、DB11/891-2012）

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1-621-2005和2009、DB11/687 2015）

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配套图集 （PT-891）

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配套图集

北京市地方标准《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北京市地方标准《外墙外保温技术规程（现浇混凝土模板内置保温板做法）》

北京市地方标准《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范》

北京市地方标准《户式空气源热泵供热（空调）系统技术规程》

北京市地方标准《供热计量设计技术规程》 （DB11/1066-2014）

参编标准：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国家标准《采暖空调水系统水力平衡阀》

行业标准《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行业标准《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保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技术在院住宅中的应用研究

地板辐射采暖的计算与实验验证

分户热计量设计负荷计算方法研究

五棵松体育文化中心设备专业关键技术研究

采暖空调计算机辅助设计

各系统水力计算方法研究及计算表的修改与编制

建院F楼改建工程空调新技术应用

空气热回收装置的设计和计算

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与计算

基于TRNSYS的建筑HVAC系统仿真模拟

科研课题 SCIENTIFIC RESEARCH SUBJECT

BIAD绿色建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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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实现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战略，落实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建筑节能发展规划

的目标，在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的基础上，按照北京市规划委

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的工作计划,组成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主

编的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总结工程经验，并经专家深入论证，对《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了修编。 

本标准在修订中提高了建筑节能设计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的标准，加强了对供

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给水排水系统和电气系统的节能设计要求。本标准还附有若干节能设

计计算、节能判断文件等技术资料。 

本标准中第 3.1.6条、第 3.1.7条、第 3.1.8条、第 3.2.1条、第 3.2.2条、第 3.2.3

条、第 3.2.4条、第 3.2.11条、第 4.1.3条、第 4.2.1条、第 4.2.2条、第 4.2.6条、第

4.2.8条、第 4.2.10条、第 4.2.12条、第 4.2.15条、第 4.2.20条、第 4.2.26条、第 4.4.7

条、第 4.4.11条、第 4.4.12条、第 4.6.2条、第 4.6.6条、第 4.6.12条、第 4.6.13条、

第 4.6.15条、第 6.4.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负责管理并组织实施，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

具体解释，标准日常管理机构为北京市建筑设计标准化办公室。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

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绿色建筑研究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2号，联系电话：88042132）。 

本标准主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 

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天易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西飞世纪门窗幕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欧文斯科宁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 

特灵空调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克莱门特捷联（上海）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敏生  万水娥  夏祖宏  贺克瑾  周  辉  燕  达  毕晓红   

吴晓海  王  祎  朱丹丹  张  琦  刘  畅  王  萌  黎  芹 

佟立志  潘  福  何庚中  杨嘉喜  韩维池  冯  蕾  罗淑湘   

田  晖  程  浩  邓贵智  冯倩莹  张  宇  王付立  王  勇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敬琅  曹  越  郭汝艳  郎四维  刘月莉  唐  琼  王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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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贯彻国家节约能源、有效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的

政策，根据北京地区的现实条件，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建筑能耗，在北京市《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以下情况的建筑应

按下列原则确定本标准对其的适用条件： 

1  使用年限在 5年以下的临时建筑可不强制执行本标准。 

2  工厂区内独立的办公建筑、生活配套建筑等应按本标准执行。 

3  附建在工业厂房的办公用房等非工业部分，如果其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大于等

于 30％，且面积大于等于 1000 ㎡，非工业部分应执行本标准；如果非工业部分占整个建筑

面积的比例小于 30％，或面积小于 1000㎡，可不执行本标准。 

4  公共建筑中的居住部分，如果其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大于等于 10％，且面积

大于等于 1000㎡，居住部分应执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

公共部分应执行本标准；如果公共建筑中的居住部分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 10％，

或面积小于 1000㎡，应全部执行本标准。 

5  用于企业研发和软件开发等的建筑物应执行本标准。 

 

1.0.3  下列建筑可部分执行本标准： 

1  不设置供暖空调设施的建筑，应执行本标准除第3章和第4章之外的各项规定；只有局

部房间供暖或空调时，仅要求供暖或空调房间所在的局部区域应全部执行本标准。 

2  以下建筑，应执行本标准除第3章关于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之外的各项规定： 

1）独立建造的变（配）电站、锅炉房、制冷站、泵站等动力站房； 

2）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1.0.4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应根据北京市的气候特征，在保证室内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根据

本标准的各项规定，通过以下途径降低建筑物能耗： 

1  优化建筑设计，改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降低建筑物供暖、空调负荷； 

2  通过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设计，降低冷热源系统和能量输配系统的能耗； 

3  通过给水排水和电气系统的节能设计，降低建筑物给水排水、照明和电气系统的能耗。 

 

1.0.5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分专业写明工程项目采取的节能措施，并宜包括节能运行的基本要

求。 

 
1.0.6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执行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政策法规

和标准的相关规定。 

 

2  术语 

2.0.1  建筑体形系数（S）shap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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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建筑外表面积∑F与其所包围的体积V0的比值。 

 

2.0.2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single facade window to wall ratio 

为建筑物某单一立面的透光部位和非透光外门的洞口面积，与该立面总面积之比。 

 

2.0.3  总窗墙面积比（MLZ）total window to wall ratio 

为建筑物各立面透光部位和非透光外门洞口总面积之和，与各立面总面积之和的比值。 
 

2.0.4  透光部位 transparent part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外围护结构，包括窗户、天窗（采光顶）、玻璃外门、透光

幕墙等的透光材料及边框。 

 

2.0.5  可见光透射比visible transmittance 

透过透光材料的可见光光通量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光通量之比。 

 

2.0.6  太阳得热系数（SHGC）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又称太阳光总透射比（total solar energy transmittance）。是指通过建筑物透光部位成

为室内得热量的太阳辐射部分，与投射到建筑物透光部位的太阳辐射照度的比值。室内得热

量的太阳辐射部分，包括太阳辐射通过辐射透射的得热量和太阳辐射被构件吸收再传入室内

的得热量两部分。 

 

2.0.7  遮阳系数（SC）shading coefficient 

实际透过建筑物透光部位及其遮阳设施的太阳辐射得热量，与相同条件下透进相同面积

的标准玻璃（3mm 厚的透光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量的比值。 

 

2.0.8  周边地面 surrounding ground 

    室内与土壤直接接触的距外墙内表面2m以内的首层地面；当有地下室时，周边地面范围
从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处向下算起，当与土壤接触的外墙高度超过2m时，接触土壤的地下

室地面为非周边地面。 

 

2.0.9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building envelope trade-off option  

当建筑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要求时，计算并比较所设计建筑和参

照建筑的全年供暖和空调能耗，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 

 

2.0.10  参照建筑reference building 

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满足标准要求的全年供暖和空调能耗用的

基准建筑。 

 
2.0.11  冷源系统综合性能系数（SCOP）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for cooling  

冷却塔散热的水冷式制冷系统，在制冷机名义工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设计工况下，制

冷量与制冷机、冷却水泵和冷却塔的输入能量之比。 

 

2.0.12  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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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 ratio in district heating system 

设计工况下，集中供暖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热负荷（kW）的比值。 

 
2.0.13 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EC(H)R-a）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cooling (heat) quantity ratio i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设计工况下，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总功耗（kW）与设计冷（热）负荷（kW）的比
值。 

 
2.0.14 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 trade-off analysi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air  

当空调系统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规定的设计要求时，计算并比较所设计建筑的空调供暖冷

热源系统和参照系统的全年综合能耗，判定空调系统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 

 

2.0.15 参照系统 reference system 

进行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满足标准要求的全年供暖空调冷热源系统能耗

用的基准系统。 

 

3  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设计 

3.1 建筑节能设计 

3.1.1  进行节能设计时，公共建筑应按表 3.1.1进行分类。 

表 3.1.1  公共建筑分类 

建筑类别 建筑物类型 

甲类 

1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10000m
2
，且全面设置空气调节设施的下列类型建筑： 

1）商业建筑（包括百货商场、综合商厦、购物中心、超市、家居卖场、专卖店等）， 

2）博览建筑（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会展中心等）， 

3）交通建筑（包括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航空港等）， 

4）广播电视建筑； 

2  观众座位≥5000座的体育馆（包括综合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和其他专项体育馆）； 

3  观众座位≥1201座的观演建筑（包括剧场、音乐厅、电影院、礼堂等）； 

4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20万㎡的大型综合体建筑。 

乙类 除甲类和丙类建筑之外的所有建筑。 

丙类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 A≤300㎡的建筑（不包括单栋建筑面积 A≤300㎡，总建筑面积超

过 1000㎡的别墅型旅馆等建筑群）。 

 

3.1.2  建筑总平面的规划布置、平面和立面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 
 

3.1.3  建筑的主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最多频率风向（北向）

和夏季最大日射朝向（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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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

结构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3.1.5  建筑总平面布置和建筑物内部的平面设计，应合理确定冷热源和通风空调设备机房的

位置。冷热源设备机房宜设置在负荷中心，通风空调设备机房位置宜尽可能缩短风系统的输

送距离。 

 

3.1.6  单栋建筑物的体形系数 S，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面积 A≤800 m2时，S≤0.50； 

2  建筑面积 A＞800 m2时，S≤0.40。 

 

3.1.7  甲、乙类建筑每个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 ML不应大于 0.75，丙类建筑的总窗墙面积比

MLZ不应大于 0.70。当甲类建筑 ML超过限值规定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权

衡判断计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3.3.2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3.1.8  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与屋面总面积的比值 MW不应大于 0.20。当甲类建筑不满足规定

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权衡判断计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3.1.9  甲类和乙类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ML＜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0.60。 

 

3.1.10 建筑物自然通风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允许采用自然通风的建筑物，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玻璃幕墙）开启扇的有效通风

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类和乙类建筑，每个单一立面透光部位应设可开启窗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

于该立面外墙面积的5%； 

2） 丙类建筑可开启窗扇的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所在立面窗面积的30%； 

3） 外窗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应按本标准第A.1.6条计算确定。 

2  高度在100m以上的建筑，100m以上部分外窗开启受限时，100m以下部分应满足本条第

1款的规定，100m以上部分可采取其他的通风换气措施。 

3  建筑中庭夏季宜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 

4  具有外围护结构的体育馆比赛大厅等人员密集的高大空间，应具备全面使用自然通风

的条件。 

 

3.1.11 甲、乙类建筑应采取以下通风隔热措施：  

1  东西向和屋面的透光部位应设置遮阳设施，宜采用活动外遮阳。 

2  屋面宜采用架空通风屋面构造或绿化。 

3  钢结构等轻体结构体系建筑，其外墙宜设置通风间层。 

 

3.1.12 人员出入频繁的外门，应符合以下节能规定： 

1  朝向为北、东、西的外门应设门斗、双层门或旋转门等减少冷风进入的设施。 

2  高层建筑中人员出入频繁外门所在空间，不宜与垂直通道（楼、电梯间）直接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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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建筑设计应优先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要求的场所，有条件时宜采
用导光、反光装置等方式，将天然光引入室内，作为人工照明的补充。 

 

3.1.14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宜满足表3.1.14的规定 

表3.1.4  房间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 

房间内表面位置 可见光反射比 

顶棚 0.7～0.9 

墙面 0.5～0.8 

地面 0.3～0.5 

 

3.1.15  选用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应具备以下节能运行功能： 

1  两台及以上电梯集中排列时，应具备群控功能。 

2  电梯无外部召唤，且轿箱内一段时间无预置指令时，电梯应具备自动转为节能运行方

式的功能。 

3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宜具备空载时停运待机功能。 

3.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3.2.1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 3.2.1-1 和表 3.2.1-2 的限值规定，当

不能满足时，应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权衡判断计算的最终结果必须符合本标准

第 3.3.2条规定的节能要求。 

表 3.2.1-1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4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 0.45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40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41 0.38 0.36 0.33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

璃幕墙） 
0.50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5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5 0.42 0.38 0.41 0.38 0.3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或外挑楼板 
0.50 0.45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

暖地下室车库顶板 
0.50 0.50 

供暖房间与有外围护

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

间之间的隔墙 

1.50 1.50 

变形缝（内保温） 0.60 0.60 

非透光外门 3.00 3.00 

注：外墙构造分类详见本标准表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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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4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东、南、西 北 东、南、西 北 

透光外门 3.0 — — 3.0 — — 

单一 

立面 

透光 

部分 

窗墙面积比≤0.20 3.0 — — 2.7 — — 
0.20＜窗墙面积比≤0.30 2.7 0.52 — 2.4 0.52 — 
0.30＜窗墙面积比≤0.40 2.4 0.48 — 2.2 0.48 — 
0.40＜窗墙面积比≤0.50 2.2 0.43 — 2.0 0.43 — 
0.50＜窗墙面积比≤0.60 2.0 0.40 — 1.8 0.40 — 
0.60＜窗墙面积比≤0.70 1.8 0.35 0.60 1.6 0.35 0.60 

0.70＜窗墙面积比≤0.75 1.6 0.35 0.60 1.4 0.35 0.60 

屋面透光部位 2.0 0.35 2.0 0.30 

 

3.2.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 3.2.2-1和表 3.2.2-2的限值规定。 

表 3.2.2-1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5 

平均 主断面 平均 主断面 

屋面 0.40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35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36 0.33 0.32 0.29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

璃幕墙） 
0.45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0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41 0.38 0.35 0.35 0.33 0.31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或外挑楼板 
0.45 0.40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

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0.50 0.5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

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

间之间的隔墙 

1.50 1.50 

变形缝（内保温） 0.60 0.60 

非透光外门 3.00 3.00 

注：外墙构造分类详见本标准表 A.2.3。 

 

表 3.2.2-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0.3 0.3<体形系数≤0.5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传热系数 K 

[W/(m
2·K)] 

得热系数 SHGC 

东、南、西 北 东、南、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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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外门 3.0 — — 3.0 — — 

其他

单一 

立面 

透光 

部分 

窗墙面积比≤0.20 2.7 — — 2.4 —    — 
0.20＜窗墙面积比≤0.30 2.4 0.48 — 2.2 0.43 — 
0.30＜窗墙面积比≤0.40 2.2 0.43 — 2.0 0.40 — 
0.40＜窗墙面积比≤0.50 2.0 0.40 — 1.8 0.35 — 
0.50＜窗墙面积比≤0.60 1.8 0.35 — 1.6 0.35 —   
0.60＜窗墙面积比≤0.70 1.6 0.35 0.60 1.4 0.35 0.60 

0.70＜窗墙面积比≤0.75 1.4 0.35 0.60 1.3 0.35 0.60 

屋面透光部位 2.0 0.35 2.0 0.30 

 

3.2.3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应大于表 3.2.3-1和表 3.2.3-2的限值规定。 

表 3.2.3-1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屋面 

平均 主断面 

0.55 
一般屋面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50 0.46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 0.60 0.5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6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和地板 0.60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之间的隔墙 1.50 

非透光外门 3.00 

 

表 3.2.3-2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
2·K)] 得热系数 SHGC 

透光外门 3.0 - 

立面其他透光部位 2.4 — 
屋面透光部位 2.2 0.44 

 

3.2.4  甲类和乙类建筑的周边地面和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外墙的保温材料层热阻不应小

于 0.60[(m2·K)/W]。 

 
3.2.5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行建筑物围护结构冷热负荷和能耗计算时，外墙和屋面的传热系数K，应采用包括

该围护结构的主体断面（简称主断面）和结构性热桥在内的平均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A.2计算确定；当建筑物围护结构采用的构造形式与表A.2.3一致时，平均传热系数限值及对

应的主断面传热系数限值应按本标准表3.2.1-1、表3.2.2-1和表3.2.3-1确定。 

2  透光部位的传热系数K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规
定计算确定。 

3  当透光部位设置活动外遮阳或中间遮阳装置时，可认定透光部位的太阳得热系数
SHGC符合本标准表 3.2.1-2、表 3.2.2-2和表 3.2.3-2的限值规定。 

4  当存在固定外遮阳构件时，透光部位的 SHGC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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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GC= SHGC C·SD=0.87 SC C·SD                 （3.2.5） 

式中    SHGC——透光部位的太阳得热系数； 

        SHGCC——外窗等透光部位本身的太阳得热系数； 

SD——外遮阳装置的遮阳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的规定计算确定，也可按附录 A.3的简化计算方法确定。 

SC C——外窗等透光部位本身的遮阳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GB50176 的规定计算确定。 

0.87——遮阳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的换算系数。 

 

3.2.6  建筑物围护结构透光部位的气密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外窗的气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

测方法》GB/T7106-2008的规定，50米及以下的建筑不应低于 6级，50米以上的建筑不应低

于 7级； 

2  透光幕墙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21086-2007中规定的 3

级。 

 

3.2.7  外墙宜采用外保温构造。采用其他保温体系时，应采取可靠的保温或阻断热桥的措施

及防潮措施。 

 

3.2.8  围护结构的下列部位应进行详细构造设计：  

1  外保温时，外墙和屋面宜减少出挑构件、附墙部件和屋面突出物，出挑构件及女儿墙

等热桥部位保温层应连续。 

2  外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均应采取保温措施，且热桥部位的热阻与主断面热阻的比值

不应小于 0.60（不包括窗口部位）。 

3  采用玻璃幕墙时，非透明部分的主断面传热系数应满足本标准表 3.2.1-1 或表

3.2.2-1规定的外墙限值；幕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采取断热措施。 

4  非透光幕墙当装饰层与保温层之间有空气层时，应在保温层室外侧采取防水、透气措

施。 

5  变形缝应采取以下保温措施之一： 

1）沿变形缝外侧的垂直面高度方向和水平面水平方向填充保温材料，向缝内填充深度均

不小于 300mm，且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不大于 0.045W/（m·K）； 

2）在变形缝两侧墙做内保温，每一侧的保温材料热阻不小于本标准表 3.2.1-1、表

3.2.2-1规定的限值。 

 

3.2.9  外门窗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窗的安装位置宜靠近保温层的位置，否则外窗（外门）口外侧或内侧四周墙面应进

行保温处理。 

2  外窗安装宜采用具有保温性能的附框。 

3  外门、窗框或附框与墙体之间应采取防水保温措施。 

 

3.2.10  当外墙、屋面采用多层复合围护结构时，应按以下规定采取防止保温材料受潮的措

施： 

1  根据建筑功能和使用条件，合理选择保温材料品种和设置材料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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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保温层或多孔墙体材料外侧存在密实材料层时，应进行内部冷凝受潮验算，必要时

采取隔气措施。 

3  屋面防水层下设置的保温层为多孔或纤维材料时，应采取排气或隔潮措施。 

 

3.2.11  当甲类和乙类建筑入口大堂等高大空间采用全玻璃幕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玻璃幕墙中不满足本标准传热系数限值的非中空玻璃的面积，不应超过同一立面

透光面积的15%。 

2  同一立面中，除外门之外的透光面积加权计算的平均传热系数，应满足本标准第

3.2.1条或第3.2.2条的规定。 

3  按照本标准第3.3节的规定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甲类建筑，同一立面

中，除外门之外的透光面积加权计算的平均传热系数，应不大于权衡判断确定的透光部分传

热系数。 

3.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节能判断 

3.3.1  当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满足本标准第3章的强制性条文的各项规定时，应填写和提交

附录B.2的直接判定文件进行节能判断。当甲类建筑围护结构的设计不满足本标准第3.1.7条、

第3.1.8条和第3.2.1条的规定时，应通过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算，判定建筑设计是

否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节能要求。 
 

3.3.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计算应采用参照建筑对比法，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采用统一的供暖、空调系统，计算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逐时冷负荷和热负荷，分

别得到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累计耗冷量QC和全年累计耗热量QH。 

2  采用统一的冷热源系统，计算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的全年累计能源消耗量，同时将各

类型能源消耗量统一折算成等价能耗数值，得到所设计建筑暖通空调全年累计综合能耗E设和

参照建筑暖通空调全年累计综合能耗E参。 

3  进行暖通空调综合能耗值对比： 

1） E设/E参≤1时，判定为符合节能要求； 

2） E设/E参＞1时，判定为不符合节能要求，并应调整建筑热工参数重新计算，直至符合
节能要求为止。 

 
3.3.3  甲类建筑进行权衡判断时，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调整后的数值不应超过表

3.3.3的最大值规定。 

表 3.3.3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最大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最大值 K[W/(m
2
·K)] 

非透光 

部位 

外墙 

平均 主断面 

0.60 
构造 1 构造 2 构造 3 

0.55 0.50 0.46 

屋面 0.55 
一般 有天窗 

0.50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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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

楼板、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地下

室车库顶板 

0.6 

供暖房间与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

房间之间的隔墙 
1.5 

变形缝（内保温） 0.6 

透光 

部位 

单一 

立面 

窗墙面积比＜0.4 3.0 

0.40≤窗墙面积比＜0.75 2.7 

屋面 2.2 

外门 3.0 

 
3.3.4  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应与所设计建筑完全一致，

透光部位的面积比例和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设计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ML＞0.75时，参照建筑取ML=0.75。 

2  所设计建筑屋面透光部位与屋面总面积之比MW＞0.20时，参照建筑取MW=0.20。 

3  所设计建筑的ML≤0.75，MW≤0.20时，参照建筑ML和MW取值与设计建筑一致。 

4  参照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应按本标准第3.2.1条的限值规定取值，其中透
光部位的得热系数SHGC未作规定时，SHGC取值应与所设计建筑一致。 

 

3.3.5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应采用经过鉴定的专用模拟计算软件，软件应符合本

标准附录 B.3的各项规定。 

 

4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供暖、空调的热源和冷源应根据建筑物规模、用途，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价

格，以及国家和北京地区节能减排和环保政策的相关规定等，按下列原则通过综合论证确定： 

1  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的区域，热源宜采用废热或工业余热。当废热或工业余

热的温度较高、经技术经济论证合理时，冷源宜采用吸收式冷水机组。 

2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冷热源宜利用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当采

用可再生能源受到气候等原因的限制无法保证时，应设置辅助冷热源。 

3  不具备本条第1、2款的条件，但有城市或区域热网时，集中式供暖空调系统的热源宜

优先采用城市或区域热网。 

4  不具备本条1、2款的条件，城市燃气供应充足，且建筑的电力负荷、热负荷和冷负荷

能较好匹配，能充分发挥冷、热、电联产系统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

宜采用分布式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 

5  不具备本条第1、2、4款的条件，但城市电网夏季供电充足时，空调系统的冷源应优先

采用电动压缩式机组。 

6  不具备本条第1～5款的条件，但城市燃气供应充足时，可采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机

标准宣贯

24



一、立项背景和编制单位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民用建筑节能规划》的重点工

作任务之一“新建民用建筑执行更加严格的节能设计标

准”其中要求“2015年前，修订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根据《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城乡规划标准化工作规

划》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质监标发［2013］ 136号）的要求，在执

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的基础

上，对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修编。

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2005）于 2013年开始修编，并于 2015年 10月开始实施新

的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北京

市地方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
2009）应与其保持协调。

基于以上几点，为贯彻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北京市“十二五”时

期建筑节能发展规划的目标，改善北京地区公共建筑热环

境，在实施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
2009）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北京市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水

平，对北京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修编。

修编工作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

成编制组。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总结工程经

验，并经专家深入论证。

参加此项工作的主要参编单位还有：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建筑技术科学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节能环保

中心、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北京天易幕墙工

程有限公司、北京西飞世纪门窗幕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欧文斯科宁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特灵空调系统

（中国）有限公司、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克莱门特

捷联（上海）有限公司。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工作要点

1. 以北京市的原标准和公共建筑特点为基础进行修编

2009年版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是在2005
年版的基础上修编的地方标准，已经执行多年，推动了北

京市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发展。本次修编，根据原标准执

行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及北京市城市发展的特点，仍然以

该版标准为基础，保留了其中主要部分内容，并进行了补

充、修改和提高，主要内容有：

1）典型公共建筑的分类

根据建筑分类，分别提高围护结构各部位热工性能的

参数

——根据建筑类型确定不同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根据建筑分类，规定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及权衡判断的

范围

——减少权衡判断的范围，只允许少数建筑类型（甲

类建筑）进行权衡判断；

2）暖通空调系统的权衡判断

——研究相关的方法，计算节能率；

3）能效水平的提高

——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提高主要能耗设备的能效

水平；

4）分项计量

——提高执行力度、照明部分单独计量；

5）此次修编的节能目标：与上一版标准相比，节能目

标提高30%；

6）实现目标的措施：

（1）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的提高；

（2）暖通空调设备、照明设备的能效水平提高；

（3）系统可控、可调、可测（分项计量）。

2. 与国家行业标准（GB50189-2015）保持协调一致

并有所提高

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经过

修编已于2015年10月发布实施，北京市地方标准的修编在

满足国标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关于建筑热工参数限值的规定，建筑分类方法和具

体数值不同；

2）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条件不同，增加了空

调系统的权衡判断；

3）国标中一些对建筑热工和暖通空调节能设计设计的

规定和要求，北京市标准进行了细化；

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修编解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夏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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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国标中对寒冷地区供热和供冷设备的能效指标进

行了提高。

本次修订的协调原则是，除建筑热工参数限值和耗能

设备的能效指标按照更高的节能标准另行计算制定外，其

他均尽量与国标协调一致，并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力

求更加完善合理，如增加了建筑体型系数和非中空玻璃幕

墙面积限值的强制性要求，将透光围护结构气密性指标改

为非强制性要求等。

3. 依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编制配套图集进一

步落实公共建筑节能设计的各项指标和措施

配套图集做为标准实施的工具，对《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修编的有关内容进一步解释并提供设计资料 ，以

满足设计人员对《标准》实施的需求。

1）对《标准》中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例如：

（1）非透光围护结构的外墙传热系数计算方法；

（2）透光围护结构的得热系数。

2）给出围护结构典型构造做法的热工性能选用表。

3）结合工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标准》的条文做

说明和图示，例如：

（1）围护结构及出挑构件保温的连续性要求；

（2）周边地面及采暖地下空间外墙的保温要求。

4）对《标准》中要求计算和验算的条文给出了示例，

例如：

（1）水蒸气渗透验算示例；

（2）建筑入口或高大空间非中空玻璃的计算示例；

（3）可开启扇有效面积示例；

5）北京地区近期发布的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地方标准的

有关系统、材料技术指标和图示。

6）配套图集给出了满足《标准》能效指标要求的供

暖、供冷设备选用表

7）空调系统权衡判断计算示例

8）电气专业节能设计计算示例

三、新标准的主要修改、创新点和需说明的问题

1. 关于节能目标和节能率

基于对典型公共建筑模型进行的计算和分析，本标准

修订后，与 2009版相比，由于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改善、

冷热源设备和照明设备能效的提高，全年供暖、通风、空

调和照明的总能耗约减少30%。

由于给水排水、除照明之外的供配电系统的相关内容

没有比较基准，无法计算此部分所产生的节能率，所以未

包括在总能耗节能率内；空气热回收、空气和水的输送系

统、利用自然冷源供冷等节能措施与 2009版标准基本一

致，对提高节能率计算没有贡献；因此，约30%的节能率

仅体现了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改善，以及冷热源设备和照

明设备能效的提升。

本标准的一些规定严于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GB 50189—2015中对寒冷地区的规定，因此整体节

能率高于国家标准。

节能率是不同建筑类型加权后的计算值，反映的是本

标准修订并执行后北京市公共建筑的整体节能水平的提

高，并不代表某个体建筑的节能率。

2. 公共建筑分类

本次修编在充分调研北京市各类公共建筑存量和城市

发展规划的分析以及对典型建筑进行能耗计算的基础上，

将2009版标准中公共建筑按照建筑面积分类改为按照建筑

物功能类型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的能耗

特征制定围护结构性能指标和节能设计方法。

其中甲类公共建筑可以采用规定性指标和性能化的节

能设计方法，乙类只能采用规定性指标的方法，丙类的指

标适当相对放宽，采用规定性指标的方法。

公共建筑分类

建筑类别

甲类

乙类

丙类

建筑物类型

1.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A≥10000m2，且全面设置空气调节设施的下列类型建筑：

1）商场建筑（包括百货商场、综合商厦、购物中心、超市、家居卖场、专卖店等）；

2）博览建筑（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会展中心等）；

3）交通建筑（包括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航空港等）；

4）广播电视建筑。

2. 观众座位≥5000座的体育馆（包括综合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和其他专项体育馆）。

3. 观众座位≥1201座的观演建筑（包括剧场、音乐厅、电影院、礼堂等）。

4.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A≥20万m2的大型综合体建筑。

除甲类和丙类建筑之外的所有建筑。

单栋建筑的地上部分面积A≤300m2的建筑（不包括单栋建筑面积A≤300m2，总建筑面积超过1000m2的别墅型旅馆等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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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北京市2009版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围护结构性能对

比

1） 强制性条文的对比

2009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有 19条强制性条

文，修编后的标准共有强制性条文27条，下表是两个版本

的对比：

项目

建筑节能与建筑热工设计

建筑节能设计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供暖、通风和空调调节节能设计

一般规定

冷热源

空气处理和输送系统

监控和计量

电气节能设计

电能检测与计量

建筑物体型系数

窗墙面积比

屋顶透光部位面积

三类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3条）

周边地面和与供暖地下室外墙热阻限值

非中空玻璃幕墙面积限值

透光部分气密性

负荷计算

冷量和热量的计量

分项计量

2009版北京地标

6条
非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非强制性条文

无

强制性条文

13条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6
强制性条文4
强制性条文1

0条
无

本版北京地标

8条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强制性条文

非强制性条文

18条
强制性条文

无

强制性条文9
强制性条文3
强制性条文5

1条
强制性条文

2）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对比

围护结构部位

屋顶

外墙

架空或外挑楼板

非供暖地下室顶板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

变形缝（两侧墙内保温时）

外窗等透明部分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2006版北京地标

0.5~0.6
0.40~0.55

0.60
0.80

0.45~0.60
0.60

0.50

1.50
1.50
0.80

2.20~3.00
1.80~3.00

2.8

本版北京地标

体型系数≤0.3
0.45
0.40

0.55
0.05
0.45

0.60
0.50
0.45
0.60

0.50
1.50
0.60

1.40～3.00
1.30～3.00

2.40

0.3＜体型系数≤0.4
0.40
0.35

0.45
0.40

0.45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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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版标准建筑非透光与透光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屋面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幕墙）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地下室车库顶板

供暖房间与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之间的隔墙

变形缝（内保温）

非透光外门

传热系数K［W/（m2·K）］
体形系数≤0.3

平均

0.45

0.50
0.50
0.50
1.50
0.60
3.00

主断面

一般屋面

0.41
构造1
0.45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38
构造2
0.42

构造3
0.38

0.3＜体形系数≤0.4
平均

0.40

0.45
0.45
0.50
1.50
0.60
3.00

主断面

一般屋面

0.36
构造1
0.41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33
构造2
0.38

构造3
0.35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透光外门

单一立面

透光部分

屋面透光部位

窗墙面积比≤0.20
0.20＜窗墙面积比≤0.30
0.30＜窗墙面积比≤0.40
0.40＜窗墙面积比≤0.50
0.50＜窗墙面积比≤0.60
0.60＜窗墙面积比≤0.70
0.70＜窗墙面积比≤0.75

体形系数≤0.3
传热系数

K［W/（m2·K）］
3.0
3.0
2.7
2.4
2.2
2.0
1.8
1.6
2.0

太阳得热系数SHGC
东、南、西

—

—

0.52
0.48
0.43
0.40
0.35
0.35

0.35

北

—

—

—

—

—

—

0.60
0.60

0.3＜体形系数≤0.4
传热系数

K［W/（m2·K）］
3.0
2.7
2.4
2.2
2.0
1.8
1.6
1.4
2.0

太阳得热系数SHGC
东、南、西

—

—

0.52
0.48
0.43
0.40
0.35
0.35

0.30

北

—

—

—

—

—

—

0.60
0.60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屋面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车库地下室顶板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或

空间之间的隔墙

变形缝（内保温）

非透光外门

传热系数K［W/（m2·K）］
体形系数≤0.3

平均

0.40

0.45

0.45
0.50

1.50

0.60
3.00

主断面

一般屋面

0.36
构造1
0.41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33
构造2
0.38

构造3
0.35

0.3＜体形系数≤0.5
平均

0.35

0.40

0.40
0.50

1.50

0.60
3.00

主断面

一般屋面

0.32
构造1
0.35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29
构造2
0.33

构造3
0.31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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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定方法

1）将北京市 2009年版标准的围护结构权衡判定的适

应条件限定于甲类建筑，并提出了设计建筑围护结构传热

系数的最大值见下表。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透光外门

单一立面

透光部分

屋面透光部位

窗墙面积比≤0.20
0.20＜窗墙面积比≤0.30
0.30＜窗墙面积比≤0.40
0.40＜窗墙面积比≤0.50
0.50＜窗墙面积比≤0.60
0.60＜窗墙面积比≤0.70
0.70＜窗墙面积比≤0.75

体形系数≤0.3
传热系数

K[W/（m2·K）]
3.0
2.7
2.4
2.2
2.0
1.8
1.6
1.4
2.0

太阳得热系数SHGC
东、南、西

—

—

0.48
0.43
0.40
0.35
0.35
0.35

0.35

北

—

—

—

—

—

—

0.60
0.60

0.3＜体形系数≤0.5
传热系数

K[W/(m2·K）]
3.0
2.4
2.2
2.0
1.8
1.6
1.4
1.3
2.0

太阳得热系数SHGC
东、南、西

—

—

0.43
0.40
0.35
0.35
0.35
0.35

0.30

北

—

—

—

—

—

—

0.60
0.60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非透光部位传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屋面

外墙（包括非透光玻璃幕墙）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和地板

供暖房间和有外围护结构的非供暖房间或空间之间的隔墙

非透光外门

传热系数K［W/（m2·K）］
平均

0.55

0.60
0.60
0.60
1.50
3.00

主断面

一般屋面

0.50
0.50

有天窗或轻质屋面

0.46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透光部位传热系数和太阳得热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透光外门

立面透光部位

屋面透光部位

传热系数K［W/（m2·K）］
3.0
2.4
2.2

太阳得热系数SHGC
—

—

0.44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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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调系统权衡判断方法： 参照系统对比法

以实际工程采用的，并满足标准规定的冷源和空调系

统为参照系统 ；

计算各实际系统与参照系统的综合能耗比值，当比值

≤1时，判断为节能系统；

夏季供冷工况和冬季供热工况的能耗，均换算成标准

单位，统一比较。

可以通过权衡判断突破的强条： 可变新风比（仅用于

判断供冷工况）

5. 有关暖通空调节能设计的修改

参考近年来新发布和编制的相关标准规范的相关要

求，对供暖、通风和空调的节能设计进一步修改和细化：

1）明确了公共建筑能源利用的原则。

2）整理、明确、提高了冷热源设备的效率或能效限值

要求。

3）强调舒适性空调充分利用室外自然环境和能量回收

以及空调系统节能权衡判断的条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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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不同通风和空调形式，做出了具体的自控

要求规定。

5）强制要求对供热和供冷量的计量。

6. 补充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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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家的相关规定已经对给排水系统设计和

节水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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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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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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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利条件，积

极倡导采用高能效等级的节能产品，并关注电源质量。

3）在补充、完善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节能设计的内

容的基础上，重点增加了电能监测与计量的内容，将分项

计量做为强制性条文。

7. 方便标准执行和审查的措施

针对多年来执行公共建筑节能标准中反映的具体问

题，本标准尽可能地予以解决：

1）明确了各专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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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的平均传热系数技术要求，给出基本计算方

法和简化计算方法，以及保温构造分类，方便建筑专业设

计人员使用：

4）建筑热工权衡判断表采用电子计算表方式自动进行

计算；

5）提供多项机电专业节能设计计算资料；

6）机电专业节能判断表增加多项新项目；

7）增加暖通专业的权衡判断表。

四、结束语

在北京市各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了北京市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全面修编，在原标准和国家标

准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公共建筑的建筑热工、暖通空调、

给水排水和电气的节能设计的修改、完善和提高，并增加

了很多新的内容，具有创新性。

编制过程中北京市住建委等委办相关领导和专家还提出

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在本标准的修编过程中，还充分听取了

业内专家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编制

组综合各方意见再次进行了补充修改，形成报审稿后经专

家组评审通过。已于2015年11月1日发布实施。

标准的配套图集也已通过了专家组的审查，经修改，

完善后基本编制完毕，送交主管部门。

2015年12月27日

设计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最大值

围护结构部位

非透光部位

透光部位

外门

外墙

屋面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与供暖层相邻的非供暖地下室车库顶板

供暖房间与有外围护结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

变形缝（内保温）

单一立面

屋面

窗墙面积比＜0.4
0.40≤窗墙面积比＜0.75

≥0.75

传热系数最大值K［W/（m2·K）］
平均

0.60

0.55
0.60
1.50
0.60
3.0
2.7
2.4
2.2
3.0

主断面

构造1
0.55
一般

0.50

构造2
0.50

有天窗

0.46

构造3
0.46

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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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从耐根刺性、环

保性能、施工特性等三个方面对种植屋面采用聚乙烯丙纶

防水卷材的特性进行了概述，三个方面的综合特性一般的

有机类防水卷材难以达到。

关键词：种植屋面、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耐穿刺

性、环保、潮湿基层。

前 言

在屋面上进行种植绿化可以美化建筑景观环境，降低

热岛效应，改善建筑的小气候环境，改善并提高建筑物的

热工效能，延长建筑工程构造（尤其是防水工程）的寿命

期，降低噪音，减少环境污染、提高排蓄水功能等。国内

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屋面种植绿化的功效是多方面的综合

作用，推广建筑屋面种植绿化的意义深远，也将是一种发

展趋势，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完善，种植屋面工程将得到

不断的开拓与发展。

种植屋面一般由结构层、防水层、排蓄水层、种植层

等多项技术构造形成。其中防水材料与防水技术保障是极

为重要的环节；一旦发生渗漏，将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

不便修复，因此，选择相适应的优良防水材料及其做法是

很重要的。对于混凝土结构为基层的种植屋面，高分子聚

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具有良好的工程特性，本文将从三个方

面进行论述和介绍。

一、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的耐穿刺性

种植屋面所使用的防水材料应具有很好的耐根穿刺和

防水性能，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目前使用的防水材料

中，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是较为突出的一个选择。因此，

在2007年7月国家住建部发布了工程行业标准《种植屋面

工程技术规程》中，将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列为种植屋

面工程材料的主要防水材料之一。

《规程》中规定，“对于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聚合物

防水粘结料符合耐根穿刺防水材料，其中聚乙烯丙纶防水

卷材的聚乙烯卷材总厚度不应小于0.7mm,其主要物理性能

应符合 4.4.10-1的要求；聚合物防水粘结料的厚度不应小

于 1.3mm,其主要物理性能要符合规程的要求。”因为聚乙

烯丙纶防水卷材为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分子链之

间有着很好的结合，因此具有良好的耐穿刺性。根据北京

市园林科学研究所近两年（2007年 6～2009年 6月）对防

水材料的植物种植实物的检测结果，依据 JC/T1075-2008
附录A的实验方法进行植物耐根防穿刺试验，采用北京圣

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的产品即GFZ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

完全符合防穿刺要求。

二、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的环保性能

植物的生长需要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屋面种植绿化、

美化景观环境的功用，决定了防水材料必须具有良好的生

态与环保特性，因为这对于植物的生长是十分非常重要

的。GFZ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产品无毒无味、无污染，经

国家卫生防预、防疫部门的23项环境卫生指标检测，完全

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

三、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的设计构造与施工特性

种植屋面防水工程，在遵循国家有关设计规程和技术

规范基础上，充分注重良好的防水层设计构造和专业的施

工特性，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1、防水层设计构造

通常把耐穿刺种植屋面的防水层设计上分为三级：一

级为特别重要或有特殊要求的建筑；二级为重要的建筑和

高层建筑；三级为一般的建筑。三级不同建筑在防水层的

设计上则有各自的构造做法。

种植屋面防水层的排水，采用排水坡度应符合按照国家

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和行业标准《种植屋面

工程技术规程》JGJ155，以及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和施工。

常用的两类种植屋面防水构造做法见下图：见图 1、
图2

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用于
种植屋面工程的特性

图1 种植屋面防水构造

节能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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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特性

GFZ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可在潮湿基层面上施工，基

层上只要无明水即可施工。大雨后，只要扫除积水即可施

工，有利于连续施工、保证质量、缩短工期。而其他有机

类的防水卷材通常不能在潮湿基层面上施工。

GFZ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的基层可采取满粘法施工，粘

结面不小于90%；因为聚合物防水粘结料（具有防水性和粘

结性）可起到满粘防水封闭的作用。而由于不能在潮湿基层

面上施工，其他有机类防水卷材很难做到满粘的效果。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和作业人员，

在自己的施工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较完善的施工工艺流程

及施工方法，编写了《聚乙烯防水材料施工工法》，并通过

近十多年的施工应用，在各地都取得了较好的工程效果。

四、结论

综上所述，GFZ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在种植屋面的工

程应用中，具有突出的防根穿刺性能、符合环保的性能、

可在潮湿基面施工的特性，与现有的其他有机类卷材相比

具有明显的综合优势。

十多年来，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有过几十例采

用GFZ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的种植屋面的防水工程实例，

同时也积累了较丰富的施工经验。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北

京东升大厦种植屋面防水、九龙家园地下车库顶板种植面

防水、怀柔美丽家园地下车库顶板种植面防水、通惠家

园、四惠地铁站的大平台种植面防水；山西焦煤集团丽园

地下车库顶面种植防水等种植屋面防水工程。

在国外的大城市中，实施屋面种植绿化，美化城市景

观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我国许多大城市中绿化面积

不足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推行屋面绿化，以提高绿化

率，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无疑是值得推广的选择。目前，

使用GFZ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在种植屋面工程中的应用，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后我们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工程

情况和技术条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防水卷材的适

应性能，完善施工配套技术，进一步促进种植屋面防水技

术的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杜昕 董事长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

司 多年从事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的生产与施工工作。联

系电话：13601119715.

图2 种植屋面防水构造

HG保温砌块组合填充墙适用于抗震设防8度及8度以

下地区的住宅、公建、工业建筑的新建、改扩建等工程外

填充墙；同时适用于轻体设计要求的内填充墙

一、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产品特点

1、HG保温填充砌块质轻可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施工

速度。

2、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比普通砌块另做保温层提

前工期，减少脚手架及模板费用。

3、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梁、柱、板部位保温和填

充墙体连接合理，整体性强，施工后结构无热桥。

4、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为外柔内刚，地震发生时

仍可保持墙体平面内外的稳定性和整体性，而且对结构破

坏性较小。

5、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自身保温不老化和建筑同

寿命，节省普通砌块保温层使用一定年限后保温老化重复

安装的费用。

6、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为A2级属不燃材料。

二、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构造

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

北京市大兴宏光新型保温建筑材料厂

整体墙芯柱、系梁构造 双窗墙芯柱、系梁构造 门洞口芯柱、系梁构造

节能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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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材料性能指标

3.1 HG保温填充砌块

3.2 HG保温砌块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三、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大型试验及技术文件

1. 耐火极限实验

HG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耐火极限实验燃烧在3小时时

实验墙背火面只有较低温升，墙体仍保持完好性

2. 抗风压实验

实验结论：检测范围在6000Pa时墙体未出现裂缝及损

坏，满足填充墙体维护结构抗风压性能 。

3. 平面内变形实验

50／1变形能力实验结论：

（实际49／1）墙体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所
规定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等结构的弹性层间位移角

限值内，满足小震不坏的要求。满足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所规定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等结构的弹塑

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内，可以保持直立不倒，并与主体结构

保持可靠连接。

墙体在侧向变形作用下，裂缝细密且分布均匀，墙体

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能力较好 ,对主体结构的不利作用较

小。

表3.1 保温砌块规格尺寸（mm）

长度L
395

宽度B
240-290

高度H
195

表3.2 HG保温砌块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项 目

抗压强度

密 度

导热系数

吸水率

抗冻融

燃烧性能

240
290

单 位

Mpa
Kg/m3

w/m.k

---
w/m2.k。
w/m2.k。

指 标

≥0.5
350-380
≤0.083
≤22%

经25次冻融循环后，试样外观无损

A2级
0.49
0.45

HG保温砌块在天津公安消防所耐火极限试验

保温砌模抗风压试验

保温填充砌块组合墙平面内1／50变形能力试验

通用图集

选用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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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各专委会及各会员单位联络人：

日前经与新浪网沟通，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已与新浪智

库达成合作关系。为进一步加强各专委会活动信息的共享

与宣传，更好地展现大家的科研成果，实现科技转换，学

会秘书处建议各专委会及会员单位对已有的智库类资源进

行申报，并积极配合资料完善。本次申报为长期项目，目

前阶段侧重于基础数据库的建立。

整理后的优秀成果，学会将推送至上级科协、相关行

业协会学会以及各级智库等更高的平台，学会也将利用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对优秀资源进行推送。

关于本次新浪智库的基本信息库，申报机构所需提交

的内容如下（请申报单位自愿报名）：

1. 智库类文章：

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

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研

究观点类文章。（文章应标明专家，数据来源出处，研究课

题等基本信息）

2. 学术带头人简历：

包括个人照片，学术专向，单位任职及主要科研成果等。

3. 申报联络人：

本次申报应有专人负责，各申报机构请提供联络人姓

名及联系方式。

有关新浪智库的介绍及智库展示方式见附件：

此外，各专委会成员及所在单位如有相关学术资讯也欢

迎来函来稿，以共同促进学术建设、行业发展。（为保证时

效性，建议相关活动稿件在举办一周内提供相关总结材料）。

感谢您们的努力和贡献！

学会秘书处邮箱：bjtmjzxh@.163.com
日 常 联 络 人：吴燕婕 电话 010-88043189
智库项目负责人：

吴吉明 电话 010-88042386 13661304324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秘书处

2016.3.22

附件1

新浪智库简介

新浪智库是新浪旗下惟一的综合智库平台，借助新浪

网全球的影响力，结合国内外顶级智库的思想力，服务于

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及升级需求，让每项决策更

科学、更具前瞻性、更有操作性。

目前，超过 80%国内顶尖智库机构已经成为新浪智库

成员单位，覆盖官方、社科、高校、民间智库四大类型，

包含政策解读、旅游产业、城市发展、文化产业、区域经

济、园区发展、金融服务等维度。以决策咨询、产业规

划、品牌推广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

属于新浪的力量。

新浪智库线上平台是我国至今最大的智库平台，包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瞭望智

库宏观与战略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在等15家政策

智库，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 7家行业智库，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

所、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等 9家城市发

展类智库，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 8家外交类智库，国家发改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 6家财经类

智库，国家电网能源研究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 4家能

源环保类智库，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 7家文化产业类智库以及上海科学技

术政策研究所、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等2家科技类智库。

新浪智库独有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将通过

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中文网站--新浪网上的独立交互平

台，为智库成员、政府、企业提供高效的沟通渠道，建立

智库研究成果与国家政策扶持项目在各地的落地服务。诸

如：各部委政策落地的咨询与规划、各地重大项目的调研

与论证，区域经济升级的咨询与规划、园区建设与招商推

广等。

新浪智库以决策咨询作为服务核心，依托新浪全球覆

盖的子渠道，使得顶级智库的智力成果能切实有效地服务

于各级政企的发展需求。

智库做线上展示示例：http://news.sina.com.cn/zhiku/jg/
fxftkpe2735237/gjfgwhgjjyjy.shtml

关于建立学会智库
以及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与宣传的有关通知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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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土木建筑学会2016年度系列学术交流
计划的安排与预报名通知

京土建（2016）第03号

各设计院（所）、以及施工企业等有关单位：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落实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方

针，推广绿色建筑的新政策，提升会员的实践水平，由北

京土木建筑学会主办2016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预计于今

年举办若干期。为做好这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现开始接

受预报名。本报名信息仅用于顺利安排会议的准备工作，

并及时通知各会议关注方。请相关各方予以配合推送。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2016学术交流活动计划：

板块一：政策法规，行业动态

1、《公共建筑节能“配套图集PT687“宣讲》

主讲单位：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等

2、《住宅产业化的新政策 》

主讲单位：北京市住宅和城乡建设科技中心住宅产业

化办公室等

3、《绿色建筑新政策、新标准》

主讲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4、《十三五建筑施工新技术介绍》

主讲单位：待定

板块二：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1、《新能源应用与可持续设计》

2、《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集成技术》

3、《文印行业设备废弃物回收与城市环境研究》

板块三：智慧城市与智慧建筑

1、《信息化产业背景下的智慧建筑》

2、《绿色出行与智能交通设计》

3、《体验情景式设计》

板块四：城市更新与区域一体化

1、《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协作机制研究》

2、《大型公共建筑的再利用策略研究》

3、《旧城机理改造与区域复兴》

板块五：公益项目及青年拓展计划

1、《青年工程师结构方案大赛》

2、《青年建筑师、工程师演讲比赛》

3、《山区艺术激活计划》

4、《公益扶助与乡村复兴》

注：

1、每次公益讲座前一周，将统一根据预报名情况整理

相关人员名单，并对报名者发放入场券，凭卷入场。请报

名人关注学会动态，并保持预留联系方式通畅，以免错过

会前正式报名通知。

2、每次讲座时间约半天。

3、本报名表以企业为单位组

织，个人独立申报：凡有兴趣参与

的人员均应根据右侧二维码，或网

络报名链接自行进行网络申报。

（请勿重复申报）

网络报名地址：

http://form.mikecrm.com/f.php?t=mbv28B
报名及活动联系人：

吴燕婕 联系电话：13521207171 88043189
传真：010-88043189
邮箱：bjtmjzxh@163.com
吴吉明 联系电话：13661304324 88042386
微信：wujiming1978
会议支持及合作联系

孙兢立 联系电话：13552716519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

2016年02月22日

行业动态

36



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会员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做好个人会员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依据《北京土木建

筑学会章程》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入会条件

凡拥护本会章程，热心学会工作，有加入学会意

愿，在北京地区工作的并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成

为本会会员。

1．会员入会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成为北京土木建筑学

会会员。

（1）具有中级及相当于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

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工程技术人员；

（2）本科毕业工作 3年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并

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一定学术水平者；

（3）热心和支持学会工作，并具有相当专业知识

的管理工作者。

2. 名誉会员入会条件

在建筑及相关领域中享有较高声誉，对北京土木

建筑学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者，经本会常务理事会

讨论通过后，授予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名誉会员。

二、入会申请及审批

1. 申请人需填写会员申请表，本人签字、部门

领导签字加盖部门公章。

2.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负责会员

资格的审查评定，合格者在缴纳相应的会费后，颁发

会员证。

3.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负责推荐

名誉会员，经本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授予北京

土木建筑学会名誉会员，颁发证书。

三、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1. 权利

（1）本学会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本学会会员均可优先并优惠参加本会各类学

术交流活动权；

（3）本学会会员均可优先在本会网站及刊物上发

表作品；

（4）本学会会员有权参加本学会主办的各类竞赛

和评奖活动；

（5）获得本学会服务的优先权；

（6）专属会员标识

（7）专业学术刊物推送

（8）优先参与设计师/总工/建材俱乐部

（9）对本学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10）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2.义务

（1）执行本学会的决议；

（2）维护本学会的合法权益和声誉；

（3）完成本学会交办的工作；

（4）按规定交纳会费；

（5）向本学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四、会费

会员会费为人民币100元/年
五、退会及取消会员资格

1. 会员在履行相关手续后，可以自愿退会。会

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学会，并交回会员证。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取消会员资格。

（1）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的；

（2）发生重大工作失误，在行业内产生不良影响

的；

（3）所报资料不实的；

（3）不能履行会员义务的。

会员资格被取消者，欲重新入会，需按本细则规

定重新申请。

本办法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执行，解释权属于北

京土木建筑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学会秘书处）。

注：联系电话88043189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个人会员入会标准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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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编号（由学会填写）： 2014年制

北京土木建筑学会会员申请表

申请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最高学历

政治面貌

办公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掌握何种外语及熟练程度

个人简历(从大学毕业后填写)：

专业技术成果：

个人爱好及特长：

申

请

人

单

位

意

见

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性别

专业

民族

手机

出生日期

工作时间

职 务

职 称

电子信箱

邮政编码

北京

土木

建筑

学会

审查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寸

照

片

本页可复印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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