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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豫建设标也2016页59 号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河南省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市政建设环保局,各有关单位:
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河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

则》(DBJ41 / 075-2006)由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了

修订,已通过评审,名称变更为《河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现予批准发布,编号为 DBJ41 / T 075-2016,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在我省施行,《河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 (DBJ41 /
075-2006)同时作废。

此标准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技术解释由河

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摇 言

受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主持修订了《河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
标准编制组在河南省建筑节能标准编制委员会的指导下,进

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和《河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细则》
(DBJ41 / 075-2006)的基础上,吸收其他省份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的先进经验和建筑节能的新技术,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并广泛

征求意见,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经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组织有关专家评审通过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由河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并发布实施。
本标准共 7 章 7 个附录。 主要内容如下:总则、术语、建筑与建

筑热工、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排水、电气、可再生能源应用。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是:淤建立了代表我省公共建筑特点

和分布特征的典型公共建筑模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标

准的节能目标;于更新了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限值和冷源能效限

值,并按照建筑分类和建筑热工分区分别做出规定;盂增加了围护

结构权衡判断的前提条件,补充细化了权衡计算软件的要求和输

入、输出内容;榆新增了给水排水系统、电气系统和可再生能源应

用的有关规定;虞调整标准的适用范围,托儿所、幼儿园、托老所、
老年公寓按照公共建筑进行节能设计;愚增加了给水排水专业、电
气专业节能设计表及备案表。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
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郑
州市金水区丰乐路 4 号,邮编 450053),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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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总摇 则

1. 0. 1摇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改善公共建筑的室

内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应用,降低建

筑能耗,制定本标准。
1. 0. 2摇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1. 0. 3摇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在保证室内环

境参数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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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建筑暖通空调、给水排水

及电气系统的能耗。
1. 0. 4 摇 当建筑高度超过 150 m 或单栋建筑地上建筑面积大于

200000 m2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各项规定外,还应组织专家对其节

能设计进行专项论证。
1. 0. 5摇 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说明该工程项目采取的节能措施,并
宜说明其使用要求。
1. 0. 6摇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和我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0. 7摇 本标准中 3. 2. 1 条、3. 2. 7 条、3. 3. 1 条、3. 3. 2 条、3. 3. 7
条、4. 1. 1 条、4. 2. 2 条、4. 2. 3 条、4. 2. 5 条、4. 2. 8 条、4. 2. 10 条、
4. 2. 14条、4. 2. 17 条、4. 2. 19 条、4. 5. 2 条、4. 5. 4 条、4. 5. 6 条对应

内容在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中为强制性

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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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术摇 语

2. 0. 1摇 透光幕墙 transparent curtain wall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幕墙。

2. 0. 2摇 建筑体形系数 shape factor
建筑物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的

比值,外表面积不包括地面和不供暖楼梯间内墙的面积。
2. 0. 3摇 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 single facade window to wall ratio

建筑某一个立面的窗户洞口面积与该立面的总面积之比,简
称窗墙面积比。
2. 0. 4摇 太阳得热系数(SHGC)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通过透光围护结构(门窗或透光幕墙)的太阳辐射室内得热量

与投射到透光围护结构(门窗或透光幕墙)外表面上的太阳辐射量

的比值。 太阳辐射室内得热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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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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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building envelope thermal
performance trade-off

当建筑设计不能完全满足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规定指标要求

时,计算并比较参照建筑和设计建筑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的方法。 简

称权衡判断。
2. 0. 7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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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全年供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用的基准建筑。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0. 8摇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integrated part load value
基于机组部分负荷时的性能系数值,按机组在各种负荷条件

下的累积负荷百分比进行加权计算获得的表示空气调节用冷水机

组部分负荷效率的单一数值。
2. 0. 9摇 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HR-h)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quantit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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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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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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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摇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 system coefficient of re鄄
frigeration performance

名义工况下,电驱动的制冷系统的制冷量与制冷机、冷却水泵

及冷却塔净输入能量之比。
2. 0. 12 摇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Ws)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air volume of air duct system

设计工况下,空调、通风的风道系统输送单位风量(m3 / h)所消

耗的电功率(W)。
2. 0. 13摇 宗教建筑 religious building

与各类宗教活动相关的建筑,包括佛教寺院、道观、清真寺、教
堂等。
2. 0. 14摇 复合通风系统 hybrid ventilation system

在满足热舒适和室内空气质量的前提下,自然通风和机械通

风交替或联合运行的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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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建筑与建筑热工

3. 1摇 一般规定

3. 1. 1摇 公共建筑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单栋建筑面积大于 300 m2的建筑,或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

等于 300 m2但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 m2的建筑群,应为甲类公共

建筑;
2摇 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300 m2 的建筑,应为乙类公共

建筑。
3. 1. 2摇 各城市的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应按表 3. 1. 2 确定。

表 3. 1. 2摇 各城市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气候分区 代表城市

寒冷地区
郑州、安阳、濮阳、新乡、洛阳、商丘、开封、三门峡、许昌、
周口、漯河、济源、鹤壁、焦作

夏热冬冷地区 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

3. 1. 3摇 建筑群的规划设计应考虑减轻热岛效应。 建筑的总平面

设计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 建筑的主朝向宜选择本地区

最佳朝向或适宜朝向,且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3. 1. 4摇 建筑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天然

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

用能需求。
3. 1. 5摇 建筑体形宜规整紧凑,避免过多的凹凸变化。
3. 1. 6摇 建筑总平面设计及平面布置应合理确定能源设备机房的

位置,缩短能源供应输送距离。 同一公共建筑的冷热源机房宜位

·4·



于或靠近冷热负荷中心位置集中设置。
3. 1. 7摇 下列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可不强制执行本标准:

1摇 宗教建筑;
2摇 独立公共卫生间;
3摇 使用年限在 5 年及 5 年以下的临时建筑;
4摇 独立建造的变(配) 电站、锅炉房、制冷站、泵站等动力

站房;
5摇 独立建造的车库、农贸市场、材料市场等不设置供暖和空

调设施的建筑。

3. 2摇 建筑设计

3. 2. 1摇 寒冷地区公共建筑体形系数应符合表 3. 2. 1 的规定。

表 3. 2. 1摇 寒冷地区公共建筑体形系数

单栋建筑面积 A(m2) 建筑体形系数

300<A臆800 臆0. 50

A>800 臆0. 40

3. 2. 2摇 甲类公共建筑各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包括透光幕墙)不
宜大于 0. 70。
3. 2. 3摇 单一立面窗墙(包括透光幕墙)面积比的计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1摇 凸凹立面朝向应按其所在立面的朝向计算;
2摇 楼梯间和电梯间的外墙和外窗均应参与计算;
3摇 凸窗的顶板、底板和侧板的面积不应计入外墙面积;
4摇 一般外窗的窗面积应按其窗洞口面积计算。
当凸窗顶板和侧板为不透光构造时,窗面积应按窗洞口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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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当凸窗顶板和侧板为透光构造时,凸窗面积应按透光部分窗

扇的实际面积计算。
3. 2. 4摇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包括透光幕墙)面积比小于

0. 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 60;甲类公共建筑单

一立面窗墙(包括透光幕墙)面积比大于等于 0. 40 时,透光材料的

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 40。
3. 2. 5摇 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各朝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应采取

遮阳措施;寒冷地区的建筑宜采取遮阳措施。 当设置外遮阳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摇 东西向宜设置活动外遮阳,南向宜设置水平外遮阳;
2摇 建筑外遮阳装置应兼顾通风及冬季日照。

3. 2. 6摇 建筑立面朝向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北向为北偏西 60毅至北偏东 60毅;
2摇 南向为南偏西 30毅至南偏东 30毅;
3摇 西向为西偏北 30毅至西偏南 60毅(包括西偏北 30毅和西偏

南 60毅);
4摇 东向为东偏北 30毅至东偏南 60毅(包括东偏北 30毅和东偏

南 60毅)。
3. 2. 7摇 甲类公共建筑的屋顶透光部分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

的 20% 。 当不能满足本条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

行权衡判断。
3. 2. 8摇 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符

合下列规定:
1摇 甲类公共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应设可开启窗扇,其有

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房间外窗所在外墙面积的 10% ;当透光

幕墙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可开启窗扇时,应设置通风换气装置;
2摇 乙类公共建筑外窗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

窗面积的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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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9摇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的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应为开启扇面

积和窗开启后的空气流通界面面积的较小值。
3. 2. 10摇 寒冷地区建筑面向冬季主导风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或双

层外门,其他外门宜设置门斗或应采取其他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
夏热冬冷地区建筑的外门应采取保温隔热措施。
3. 2. 11摇 建筑中庭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可设置机械排风装

置加强自然通风。
3. 2. 12摇 建筑设计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 天然采光不能满足照明

要求的场所,宜采用导光、反光等装置将自然光引入室内,并结合

照明控制系统对人工照明进行调光控制。
3. 2. 13摇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内表面可见光反射比宜符合表

3. 2. 13的规定。

表 3. 2. 13摇 人员长期停留房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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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4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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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5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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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摇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3. 3. 1摇 根据建筑热工设计的气候分区,甲类公共建筑的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3. 3. 1-1、表 3. 3. 1-2 的规定。 当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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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权衡判断。

表 3. 3. 1-1摇 寒冷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体形系数臆0. 30 0. 30<体形系数臆0. 50

传热

系数 K
[W / (

m2·K)]

太阳得热系

数 SHGC
(东、南、西
向 / 北向)

传热系数

K[W / (

m2·K)]

太阳得热系

数 SHGC
(东、南、西
向 / 北向)

屋面 臆0. 45 — 臆0. 40 —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臆0. 50 — 臆0. 45 —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臆0. 50 — 臆0. 45 —

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间的楼板 臆1. 0 — 臆1. 0 —

非供暖房间与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 臆1. 5 — 臆1. 5 —

单 一

立 面

外 窗

( 包 括

透 光

幕墙)

窗墙面积比臆0. 20 臆3. 0 — 臆2. 8 —

0. 20<窗墙面积比臆0. 30 臆2. 7 臆0. 52 / — 臆2. 5 臆0. 52 / —

0. 30<窗墙面积比臆0. 40 臆2. 4 臆0. 48 / — 臆2. 2 臆0. 48 / —

0. 40<窗墙面积比臆0. 50 臆2. 2 臆0. 43 / — 臆1. 9 臆0. 43 / —

0. 50<窗墙面积比臆0. 60 臆2. 0 臆0. 40 / — 臆1. 7 臆0. 40 / —

0. 60<窗墙面积比臆0. 70 臆1. 9 臆0. 35 / 0. 60 臆1. 7 臆0. 35 / 0. 60

0. 70<窗墙面积比臆0. 80 臆1. 6 臆0. 35 / 0. 52 臆1. 5 臆0. 35 / 0. 52

窗墙面积比>0. 80 臆1. 5 臆0. 30 / 0. 52 臆1. 4 臆0. 30 / 0. 52

屋顶透光部分

(屋顶透光部分面积臆20% )
臆2. 4 臆0. 44 臆2. 4 臆0. 35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m2·K) / W]
周边地面 逸0. 60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逸0. 60
变形缝(两侧墙内保温时) 逸0. 90

摇 摇 注:“周边地面冶和“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冶的热阻值,只计保温材料层热阻

值,不包括土壤和混凝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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