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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只有对新建建筑设计有节能标准要求，而对占建筑总量90%以上的既有建筑如何提出节能要
求，却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通过对美国能源之星、欧洲、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研究，开发了我国的既有建筑节能标准和认证
模式，通过试点形成了新的认证技术体系与应用指南，解决了既有建筑节能的难题，对降低20%能耗
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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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能源、环境与建筑节能　　第一节　能源　　能源家族成员种类繁多，而且新成员不断
加入。
只要能为人类利用以获得有用能量的各种来源都可以加入到能源家族中来。
能源家族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不同的的成员，从其产生的方式以及是否可再利用的角度可分为一次
能源和二次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根据能源消耗后是否造成环境污染可分为污染型能源
和清洁型能源；根据开发使用情况又可分为常规能源和新能源。
　　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的各种形式的能源称为一次能源。
一次能源中有可再生的水力资源和不可再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
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当今世界一次能源的三大支柱，构成了全球能源家族结构的基本框架。
另外，一次能源可按其来源的不同划分为来自地球以外的、地球内部的、地球与其他天体相互作用
的3类。
来自地球以外的一次能源主要是太阳能。
太阳每年平均输入地球的能量为178 000 TW·a（1 TW·a＝31．5×1 015 kJ），相当于约l90万亿tce¨
。
而由太阳辐射引起气象变化形成的水能、风能、洋流能、波浪力能和海洋深层与表层的温差能等，由
植物通过光化作用吸收并蓄积太阳能而形成的生物质能都是一次能源。
广义地说，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和油质砂等矿物一次能源都是由历史上的有机生物质所蓄积的
太阳能。
来自地球内部的一次能源主要是地热和原子核能。
来自地球与其他天体相互作用的一次能源主要是潮汐能。
　　人们对一次能源又进一步加以分类。
凡是可以不断得到补充或能在较短周期内再产生的能源称为可再生能源，反之称为不可再生能源。
风能、水能、海洋能、潮汐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是可再生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等是不可再生
能源。
地热能基本上是不可再生能源，但从地球内部巨大的蕴藏量来看，又具有再生的性质。
　　凡由一次能源经过转化或加工制造而产生的能源称为二次能源，如电力、氢能、石油制品、煤制
气、煤液化油、蒸汽和压缩空气等。
水力发电虽是由水的落差转换而来，但一般均作为一次能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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