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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建筑节能管理及技术体系的逐渐完备，建筑节能不断推进，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强制性标准和管
理办法，通过设计、施工、验收、测评等环节的严格把关来监督新建建筑节能，2009年全国城镇新建
建筑在设计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比例已经达到99％，施工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比例达
到90％以上，新建建筑的节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则由于量大面广、政策不配套等多种原因，举步维艰，问题较为突出，任务更
为艰巨。
截至2008年，我国城镇既有建筑面积约210亿m2，其中公共建筑面积超过50亿m2。
由于大部分公共建筑建造年代久、使用时间长、建造时未考虑节能等因素，绝大部分不能满足现行建
筑节能标准对节能的要求。
目前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已经成为建筑节能工作的最薄弱环节之一，相对居住建筑，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潜力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政府机构节能、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已列为“十一五”国家十大节能工程的重点，2008年颁布的《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目标和措施也都提出了明确要
求。
公共建筑包括办公建筑（包括写字楼、政府部门办公室等）、商业建筑（如商场、金融建筑等）、旅
游建筑（如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等）、科教文卫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
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以及交通运输用房（如机场、车站建筑等）。
既有公共建筑类型繁多、范围广、跨行业，节能改造涉及多专业且影响因素很多。
对既有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既能达到实现建筑业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同时也能产生良好的社会
效益，引导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关注此问题。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相对复杂，涉及建筑外围护结构、暖通空调系统、建筑照明系统等多项内
容，由于建造年代、设备寿命、运行管理不当等原因，我国绝大部分既有公共建筑均有节能改造的需
求。
在大中城市推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将为整个节能产业提供配套技术、培养出更多成熟的技术工
人，带动建筑节能相关新兴领域的发展，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为我国未来发展积蓄更多的成长力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指南>>

内容概要

为了推进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进程，改变目前公共建筑能耗大的现状，采取有效的节能改造措施
，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2009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 176
—2009，自2009年12月1日起执行。
为配合《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的贯彻实施，正确理解该规范的条文并有效地执行，由规范编
制组组织编写本技术指南。
    本书在对哈尔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地的公共建筑能耗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总结既有公共
建筑的能耗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节能改造的重点和节能潜力分析方法。
从低成本、适用角度出发，在借鉴和总结国内外节能改造经验基础上，分别介绍了外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采暖通风及生活热水、供配电、照明及监控系统的节能诊断方法和节能改造实用技术，且提供了
大量实际案例供参考，并对节能改造综合评估方法及实例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书可供从事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设计师、设备厂商、物业管理等相关人员参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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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据世界能源署能源效率与技术办公室公布的数据，中国基本能源消费已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能源生产量次于美国、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
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将占世界基本能源需求总增长的23％。
为了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实施节能，节约能源才是
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
建筑领域是能源消耗大户，浪费严重。
建筑能耗是指民用建筑（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以及服务业）使用过程中的能耗，主要包括采暖、
空调、通风、热水供应、照明、炊事、各类电器、电梯等方面的能耗。
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30％～45％，我国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都还
不高，但建筑能耗已达到社会总能耗的20％以上，而且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建筑所创造的使用空间的舒适程度和健康程度的要求也
不断提高，建筑能源消费也会逐年增长。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建筑能耗总量及建筑能耗占全社会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均将呈上升
趋势。
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效地降低建筑的能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建筑可分为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两类，在民用建筑中，又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包含办公建筑（如写字楼、政府部门办公楼等）、商业建筑（如商场、金融建筑等）、旅游
建筑（如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等）、科教文卫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
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以及交通运输用房（如机场、车站建筑等）。
据推算，我国现有公共建筑面积约45亿m2，为城镇建筑面积的27％，占城乡房屋建筑总面积的10.7 ％
，但据实际测算分析，公共建筑能耗约占建筑总能耗的20％公共建筑能耗主要包括采暖、空调、通风
、热水供应、照明、炊事、各类电器、电梯等，其中采暖、空调、通风、热水供应、照明能耗高，节
能潜力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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