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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中国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节约和
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
坚持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
每个家庭。
早在1997年11月1日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0年2月18日建设部颁布76号令：《民
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从1996年7月1日至2003年10月1日建设部先后颁布执行《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中国对居住建筑节能的管理力度不断加强，节能的技术体系日趋完善，节能的效果也愈加明显，建立
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是中国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
（二）日本和中国都是能源短缺的国家。
日本在1979年开始制定《有关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2005年8月10日最终修订完成，在这部法律中
明确规定了对建筑物节能的基本方针和各项规章。
随后又颁布了《能源使用合理化的相关法律施行令》和《合理使用住宅能源的建筑开发商等和特定建
筑物所有者的判断标准》。
这些法律标准的实施，促进了日本能源的合理化使用，促进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
日本对建筑节能的许多经验和技术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三）中国政府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发展方针。
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实现的节能目标：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单位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间减低20％。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8号文）要求建筑节能到“十一五”末期实现节约1
亿吨标准煤的目标。
其中新建建筑节能6150万标准煤；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对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实施热计量及节能改
造，实现节能1600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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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第四期合作项目（简称中
日JICA项目）《推进中国住宅节能技术进步项目》的成果之一。
作者借鉴日本，结合中国（北京等地寒冷地区）国情，将建筑节能技术贯穿设计、施工、再生能源利
用、检测、评价全过程，内容简明实用，对有效地提高中国寒冷地区居住建筑的节能效率，改善寒冷
地区居住建筑热环境，加强中国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可实施性，确保建筑节能落到实处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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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内遮阳的样式很多，既有简单的布帘又有卷帘、百叶帘或百叶窗等。
浅色的窗帘比深色的遮阳效果要好，遮阳百叶可调节角度，综合满足遮阳、采光和通风的需求。
2.2.4.2 外窗外遮阳措施（1）夏季外窗遮阳节能设计应该首选外遮阳。
外遮阳可以将太阳辐射阻隔在室外，所以外遮阳对隔热较为有效。
并且应注意其节点的安全性，以免坠落伤人。
（2）应根据建筑形式选择与建筑外观相适应的外遮阳形式。
使用外遮阳往往不只是使用者个人的事情，因为建筑立面会不可避免地为之改观。
形形色色的遮阳设施使建筑立面杂乱无章。
而有些不当的遮阳措施既达不到有效的隔热，还给居住生活带来不便。
这就需要建筑师在建筑设计时，结合造型予以充分的考虑。
（3）南向或东南、西南的房间宜用水平式遮阳，水平遮阳时应仔细考虑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阴影
变化。
住宅建筑中最常见的遮阳形式是固定式水平遮阳。
在不同的太阳方位角和高度角情况下，遮阳构件产生的阴影区也随之改变。
因此，水平遮阳时应仔细考虑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阴影变化。
水平式遮阳板适宜于遮挡从窗顶上面射来的太阳，因此在低纬地区或夏季，由于太阳高度角很大，建
筑的阴影很短，水平遮阳就足以达到很好的遮阳效果。
对于寒冷地区来说，宜用于南向或东南、西南的房间。
（4）低层住宅有条件可以采用绿化遮阳，高层塔式建筑和主体朝向为东西向的住宅，其主要居住空
间的西向外窗应设置活动外遮阳设施，东向外窗宜设置活动外遮阳设施（见《标准》5.2.4.1 ）。
绿化遮阳，应根据不同朝向的窗口选择适宜的树形，且按照树木的直径和高度，根据窗口需遮阳时的
太阳方位角和高度角来正确选择树种和树形及确定的种植位置。
树的位置除满足遮阳的要求外，还要尽量减少对通风、采光和视线阻挡的影响。
东向和西向外窗的太阳辐射负荷，对夏季空调能耗影响很大，设置有效的外遮阳设施，是空调节能的
重要环节。
当东、西向外窗面积很小且为辅助房间时，可以不设置外遮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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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寒冷地区住宅节能设计与施工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推动中国住宅节能技术进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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