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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节能已成为我国节能浪潮的主流之一，建筑节能技术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建筑技术发展的
重点之一。
    本书根据最新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2007)对建筑节能
分部工程的质量要求，结合国家、行业及各地方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范规定，重点介绍了全国不同
建筑热工分区、不同建筑类型以及不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建筑物围护结构保温节能(包括墙体节
能、幕墙节能、门窗节能、屋面节能、地面节能)设计，采暖与通风空调工程的节能设计等，同时还介
绍了绿色照明和新能源利用技术等。
    本书可供建设单位、建筑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厂等单位职工的培训教材，也可
供政府有关部门、科研单位、物业管理等单位的人员应用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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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1.1　概述1.1.1　中国建筑热工分区1. 建筑热工设计应与地区气候相适应我国幅员辽阔、地
形复杂，由于地理纬度、地势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地区气候差异悬殊。
根据我国的气候特点，一般划分为5个建筑热工分区：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
暖地区、温和地区。
（1）严寒地区。
指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一10℃的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和东北北部地区、新疆北部地区、
西藏和青海北部地区。
这一地区的建筑必须充分满足冬季保温要求，加强建筑物的防寒措施，一般可不考虑夏季防热。
（2）寒冷地区。
指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为一10～0℃的地区，主要包括华北、新疆和西藏南部地区及东北南部地区。
这一地区的建筑应满足冬季保温要求，部分地区兼顾夏季防热。
（3）夏热冬冷地区。
指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为0～10℃、最热月平均温度为25～30℃的地区，主要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即
南岭以北、黄河以南的地区。
这一地区的建筑必须满足夏季防热要求，适当兼顾冬季保温。
（4）夏热冬暖地区。
指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高于10℃、最热月平均温度为25～29℃的地区，包括南岭以南及南方沿海地区
。
这一地区的建筑必须充分满足夏季防热要求，一般可不考虑冬季保温。
（5）温和地区。
指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为0～13℃、最热月平均温度为18～25℃的地区，主要包括云南、贵州西部及四
川南部地区。
这一地区中，部分地区的建筑应考虑冬季保温，一般不考虑夏季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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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建筑节能工程设计》可供建设单位、建筑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厂等单位职
工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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