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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DBJ03—27—2007）

 1总则

 1.0.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资源》的有关条文，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旨在节约能源、改善公共建筑的室内环境、提高
能源利用率，特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1.0.3按本标准进行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通过改善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提高采暖、通风和空调设备及其系统
的能效，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环境参数条件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照明的总能耗
应减少50﹪.其中公共建筑的照明节能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规定。

 1.0.4大力提倡并鼓励充分利用内蒙古自治区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再生清洁能源。

 1.0.5本标准黑体字的条文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1.0.6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语

 2.0.1透明幕墙

 可见光可直接投射入室内的幕墙。

 2.0.2可见光投射比

 透过透明材料的可见光的光通量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的光通量之比。

 2.0.3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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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并比较参照建筑和所设计建筑的全年采暖和空调调
节能耗，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

 2.0.4参照建模

 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用的假象建筑。

 2.0.5建筑物体形系数

 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包围的体积的比值。外表面积中，不包括地面和不采暖楼梯间隔墙的面积。

 2.0.6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

 空调和通风系统输送单位风量的风机耗功量。

 2.0.7耗电输热比

 在采暖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全日理论水泵输送耗电量与全日系统供热量的比值。无因次。

 2.0.8输送能效比

 空调冷热水循环水泵在设计工况点的轴功率与所输送带显热交换量的比值。无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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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用一个单一数值表示的空调用冷水机组的部分负荷效率指标，它基于机组部分负荷时的性能系数值、按照机组在各
种负荷下运行时间的加权因素，通过寄送获得。无因次。

 2. 0. 10分层空气调节

 仅特指使高大空间下部工作区的空气参数满足要求的空气调节方式。

 2.0.11名义工况制热能效比

 在名义工况下，热泵机组的制热量与其净收入能量之比。无因次。

 3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

 3.1一般规定

 3.1.1建筑总平面的布置和设计，宜充分利用冬季日照的有限时间并防止冬季主导风向的冷风渗透，适当考虑利用夏
季的自然通风.建筑的主体朝向宜选择为本地区的最佳朝向，即:南至南偏东或南至南偏西;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选择
接近最佳朝向的东南和西南;不宜选择的朝向是北或西北. 

 3.1.2建筑的体积系数应小于或等于0.40.当

 体形系数大于0.40时，必须按本标准第3.4节的规定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3.2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3.2.1参照《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城镇采暖的采暖度日数，建筑气候分区
为严寒地区A区和B区，见表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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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根据建筑所处城镇的气候分区,其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分别符合表3.2.1\表3.2.2以及表3.2.3的规定,其中外墙的
传热系数为包括结构性热桥在内的平均值K.当本条文的规定不能满足时,必须按本标准第3.4节和第3.5节的规定进行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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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外墙与屋面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的露点温度。

 3.2.4建筑每个朝向的外窗(包括透明幕墙)面积与墙面积之比均应小于0.70。当不能满足条文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
第3.4节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另外，当外窗(包括透明幕墙)
面积与墙面积之比小于0.40时，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的可见光投射比不应小于0.4。

 3.2.5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20％，当不能满足本条文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第3.4节进行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3.2.6建筑中庭夏季应利用通风降温，必要时设置机械排风装置。

 3.2.7外墙的可开启面积不应小于窗面积的30％，透明幕墙应具有可开启部分或设有通风换气装置，不宜在北朝向采
用大面积外窗或玻璃幕墙。

 3.2.8外门应设置门斗或采取其他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外门的传递系数限值以及气密性与外窗相同，在计算时，外
门面积计人到同一朝向的外墙面积内。

 3.2.9外墙的气密性不应低于《建筑外墙全面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7107-2002规定的4级(即在10Pa的压差下，每
小时每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1.5立方米，且每小时每平方面积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4.5立方米)。

 3.2.10透明幕墙的气密性不低于《建筑幕墙物理性能分级》GB/T 15225规定的3级（即在10Pa的压差下，，每小时每
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1.5立方米，且每小时每平方面积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1.2立方米）.

 3.2.11建筑总平面布置和建筑内部空间设计，应合理确定冷热源和风机机房的位置，尽可能缩短冷热水系统和通风
系统的输送距离。

 3.3围护结构的构造设计

 3.3.1外墙、屋顶以及楼地面应优先采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中适用于严寒地区的公共建筑节能保温系统和结构设
计。

 3.3.2外墙、屋顶应首先选用外保温系统，当选定某一外保温系统后不得随意更改系统的构造和组成材料。

 3.3.3外墙和屋顶应首选外保温系统时，应尽量减少混凝土出挑构建和附墙构件。

 3.3.4当外墙有混凝土出挑件和附墙构件时，应对外墙出挑构件以及附墙构件采取隔热桥或保温措施。应对窗口外侧
四周墙面进行保温与防护处理，应对变形缝处屋面、外墙的缝隙采用弹性保温材料加以封闭。

 3.3.5屋面不宜采用架空、蓄水和种植屋面。3.3.6外保温屋面的天沟、檐沟应铺设保温层；天沟、檐沟、檐口与屋面
的交接处，有挑檐的保温屋面保温层的铺设至少应延伸到墙内，且其伸入的长度不应小于墙厚的1∕2。

 3.3.7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宜采用外保温系统。

 3.3.8底层地面除下设保温层并达到设计要求外，在基础的外侧（或内侧）宜设保温层并向下延伸至当地冻土层的1
∕2深度以下。3.3.9外门窗和幕墙的细部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外门窗和幕墙的面板缝隙应采取良好的密封措施。玻璃或非透明面板四周应采用弹性好且耐久的密封条或密封胶
密封。

 2.开启扇应采用双道或多道密封，并采用弹性好耐久的密封条。推拉窗开启扇四周应采用中间带胶片毛条或橡胶的
密封条密封。

 3. 门窗和幕墙周边与墙体或其它围护结构连接外应为弹性构造，采用防潮型保温材料填充，缝隙应采用密封剂或密
封胶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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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外窗和幕墙应经行结露演算，在设计计算条件下，其内表面温度不宜低于室内的露点温度。外窗，玻璃幕墙的结
露演算应符合《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的规定。

 5.玻璃幕墙与隔墙，楼板或梁之间的间隙以及幕墙的非透明部分内侧，应采用高效，耐久且防火性能好的保温材料
（如岩棉，超细玻璃棉）经行保温。保温材料所在的空间应充分隔气密封，防止冷凝水进入保温材料中。

 6.西向的外窗和透明玻璃幕墙宜设置一定的夏季这样构建。

 3.4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3.4.1首先计算参照建筑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耗能，然后计算所设计建筑在相同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
空气调节能耗，当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耗能时，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
热工性能符合节能要求。当所设计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应调整设计参数重
新计算，直至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3.4.2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与所设计建筑完全一致。当所设计建筑的体形系数
大于0.4时，参照建筑的没面外墙均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的体形系数小于或等于0.4。当所设计的窗墙面积比
大于本标准第3.2.4条的规定时，参照建筑的每个窗（透明幕墙）均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窗墙面积比本符合标
准第3.2.4条的规定。当所设计建筑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大于屋顶总面积的20％时，参照建筑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
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小于或等于房顶总面积的20％。

 3.4.3参照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

 取值完全符合标准第3.2.2条的规定。

 3.4.4所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的计算必须按照《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98-2005附录
B的规定条件，利用已经通过鉴定的同一能耗动态计算软件经行计算。

 3.5围护架构热工性能简化权衡计算

 3.5.1在建筑设计的方案论证或技术扩初阶段，为了及时帮助建筑师掌握所设计的建筑在建筑节能方面的合理性与可
行性，推荐使用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简化权衡计算。

 3.5.1.1在严寒地区，建筑的使用能耗以采暖期围护结构的耗热量为主，建筑热工节能设计计算以计算和比较所设计
建筑与参照建筑冬季围护结构采暖热量指标为主。

 3.5.1.2在冬季围护结构采暖热量指标计算中，参照建筑与所所设计建筑采用的气象参数，空间划分，形状，大小以
及朝向完全一致；参照建筑与设计建筑的室内外温差，空气渗透热量以及建筑内部的得热量完全相等。

 3.5.1.3所设计建筑与参照建筑不同的是所设计建筑的体形系数，某一方向的窗墙面积比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三项指
标中至少有一项突破了参照建筑的极限，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动态计算，可以简化为参照建筑与所设计建筑
围护结构总传热性能对比计算。

 3.5.1.4具体计算内容与要求参见附录D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简化权衡计算表。

 4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4.1.1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对每一采暖，空调房间或空调区域进行热负荷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作为选择末端
装置，确定管道直径，选择冷热源设备容量的基本依据.

 4.1.2冬季宜设热水集中采暖系统，不宜采用空调系统进行冬季采暖.

 4.1.3集中采暖系统室内计算温度宜符合表4.1.3.1的规定;空气调节系统室内设计参数宜符合表4.1.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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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采暖

 4.2.1集中采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4.2.2设计集中热水采暖系统时，管路宜按南，北向分环供热原则进行布置并分别设置室温调控装置。

 4.2.3集中采暖系统在保证能分室(区)进行室温调节的前提下，可采用下列任一制式.系统的划分和布置应能实现分区
热量计量。

 1上/下分式垂直双管;

 2下分式水平双管

 3上分式垂直单双管

 4上分式全带跨越管的垂直单管

 5下分式全带跨越管的水平单管

 4.2.4选择散热器时，必须考核和比较其传热系数和金属热强度等指标.散热器外表面应刷非金属性涂料。除特殊要
求外，散热器散热面积的确定按明装计算。

 4.2.5散热器的散热面积，应根据热负荷计算确定.确定散热器所需散热量时，应扣除室内明装管道的散热量。

 4.2.6公共建筑中的高大空间，宜采用辐射采暖方式。

 4.2.7集中采暖系统供水或回水管的分支管路上，应根据水力平衡要求设置水力平衡装置.必要时在每个供暖系统的
入口处，应设置热量计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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