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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墙体节能技术

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1.1

浇筑式混

凝土复合

自保温砌

块填充外

墙系统

由水泥、矿物掺合料、轻集料、外加剂、水等组分构成的混凝土拌合

料，经机制浇筑成型与高效保温材料复合而成的砌块。

浇筑式混凝土复合自保温砌块填充外墙工程是以浇筑式混凝土复合

自保温砌块为墙体围护材料，采用专用砂浆砌筑，梁、柱等热桥部位采用

耐久性好的复合免拆保温模板等方式处理后形成的保温与建筑墙体同寿

命的系统。

《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

浇筑式混凝土复合自保温

砌块填充外墙技术规程》

DBJ61/T 151
《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

浇筑式混凝土复合自保温

砌块填充外墙构造图集》

陕2018TJ 039

各类民用建筑

1.2

复合免拆

保温模板

现浇混凝

土外墙系

统

经工厂化预制，由保温芯材、粘结层、过渡层、内外侧防护层构成，

在外墙现浇混凝土工程施工中起免拆模板作用、在外墙围护结构中起保温

隔热作用的复合保温板。

复合免拆保温模板现浇混凝土外墙系统是以复合保温模板为免拆模

板，模板内侧浇筑混凝土，通过连接件将复合免拆保温模板与混凝土牢固

连接在一起，模板外侧做找平层及抹面层形成的无空腔系统。

《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

复合免拆保温模板应用技

术规程》

DBJ61/T 152
《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

复合免拆保温模板构造图

集》陕2018TJ 040

剪力墙结构建筑

1.3

框架结构

外墙砂加

气混凝土

自保温砌

块系统

砂加气混凝土砌块是以硅质材料（砂）和钙质材料（石灰、水泥）为

主要原料，掺加发气剂（铝粉），通过配料、搅拌、浇注、预养、切割、

蒸压养护等工艺过程制成的轻质多孔硅酸盐制品，且用该类砌块组成的系

统其自身的保温隔热性能可满足现行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

外墙砂加气混凝土自保温砌块系统是围护结构填充部分采用满足要

求的砂加气混凝土自保温砌块，梁板柱热桥部位采用砂加气混凝土自保温

砌块粘贴技术，使整体围护结构满足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要求的组

合体系。

《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

框架结构外墙砂加气混凝

土自保温砌块系统技术规

程》DBJ61/T 154
《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

框架结构外墙砂加气混凝

土自保温砌块系统构造图

集》陕2019TJ 043

框架结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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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1.4
结构保温

板（SIPs）

结构保温板（SIPs）是一种“三明治式”的夹心复合板材，通常由两片

定向结构板材粘在保温芯材上组成。SIPs通常可作为承重外墙板、承重内

墙板、楼板、屋面板等承重构件，将 SIPs与混凝土或钢结构基础结合，

采用面板钉链接等节点方法，可形成装配式建筑结构，具有低碳环保、保

温节能、轻质高强、设计柔性、施工速度快等一系列优点。

《建筑结构保温复合板应

用技术规程》DBJ61/T 158
陕西省推广应用标准设计

《建筑结构保温复合板构

造图集》陕2019TJ 045

建筑高度低于10m的3
层及3层以下公共建筑

或居住建筑

1.5

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

块

以硅质材料和钙质材料为主要原料，掺加发气剂及其他调节材料，通

过配料浇筑、发气静停、切割、蒸压养护等工艺制成的多孔轻质硅酸盐砌

块制品。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GB/T 11968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应

用技术标准》

JGJ/T 17

各类民用建筑

1.6
蒸压加气

混凝土板

以硅质材料和钙质材料为主要原料，掺加发气剂及其他调节材料，通

过配料浇筑、发气静停、切割、蒸压养护等工艺制成的多孔轻质硅酸盐板

材制品，根据结构要求在蒸压加气混凝土内配置经防锈涂层处理的钢筋网

笼或钢筋网片。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GB/T 15762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应

用技术标准》

JGJ/T 17

《装配式建筑蒸压加气混

凝 土 板 围 护 系 统 》

19CJ85-1

各类民用建筑

1.7

自保温混

凝土复合

砌块(砖)

通过在骨料中加入轻质骨料和(或)在实心混凝土块孔洞中填插保温

材料等工艺生产的，其所砌筑墙体具有保温功能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简称自保温砌块(SIB)。

《自保温混凝土复合砌

块》JG/T 407

《自保温混凝土复合砌块

墙体应用技术规程》

JGJ/T 323

《复合保温砖和复合保温

砌块》GB/T 29060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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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1.8
无机保温

砂浆

无机保温砂浆是膨胀珍珠岩、膨胀玻化微珠、闭孔珍珠岩、陶砂等无

机非金属矿物轻集料为保温材料，以水泥或其他胶凝材料为主要胶结料，

并掺和其他功能性添加剂制成的建筑保温砂浆。

《建筑保温砂浆》

GB/T 20473

《膨胀玻化微珠保温隔热

砂浆》GB/T 26000

《无机轻集料砂浆保温系

统技术标准》JGJ/T 253

各类民用建筑墙体

基层材质

1.9
真空绝热

板

以芯材和吸气剂为填充材料，使用复合阻气膜作为包裹材料，经抽真

空、封装等工艺制成的建筑保温用板状材料。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

JG/T 438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应用

技术规程》JGJ/T 416

各类民用建筑

1.10

外保温复

合聚苯颗

粒自保温

墙体

该墙体是一种结合了外保温和自保温墙体的非承重墙系统。该墙体采

用聚苯颗粒轻质混凝土为自保温墙体，采用增强竖丝岩棉复合板、EPS、

XPS等为外保温材料，现场既可通过浇筑方式进行施工，也可选择组装方

式进行施工，施工速度快。

《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

程》JGJ/T 261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

准》JGJ 144

各类民用建筑

1.11
建筑轻质

条板隔墙

面密度不大于190kg/m2，长宽比不小于2.5，采用轻质材料或大孔洞

轻型构造制作的预制条板，用于非承重内隔墙。

《建筑轻质条板隔墙技术

规程》JGJ/T 157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通

用技术要求》

JG/T 169

各类民用建筑

1.12

EPS板薄

抹灰外墙

外保温系

统

由 EPS 板、胶粘剂、抹面层、玻璃纤维网布及饰面材料等组成，系统

还包括必要时采用的锚栓、护角、托架等配件以及防火构造措施。

《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

外保温系统材料》

GB/T 29906

《建筑用混凝土复合聚苯

板外墙外保温材料》

JG/T 228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

准》JGJ 144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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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1.13

硬泡聚氨

酯复合板

薄抹灰外

墙外保温

系统

由硬泡聚氨酯复合板、胶粘剂、抹面层、玻璃纤维网布及饰面材料等

组成，系统还包括必要时采用的锚栓、护角、托架等配件以及防火构造措

施。

《硬泡聚氨酯板薄抹灰外

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420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

准》JGJ 144

各类民用建筑

1.14

EPS钢丝

网架板现

浇混凝土

外保温系

统

以现浇混凝土外墙作为基层，EPS 单面钢丝网架板为保温层，涂装饰

面为饰面层，系统还包括所采用的防火构造措施。钢丝网架板中的 EPS 板
外侧开有凹凸槽。施工时将钢丝网架板置于外墙外模板内侧，并在 EPS 板
上采用锚栓作为辅助固定件。浇灌混凝土后，钢丝网架板腹丝和辅助固定

件与混凝土结合为一体。

《建筑用混凝土复合聚苯

板外墙外保温材料》

JG/T 228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

准》JGJ 144

各类民用建筑

1.15

钢筋桁架

混凝土复

合保温系

统

钢筋桁架混凝土复合保温系统（AL 复合保温系统），是一种以内置

钢筋桁架复合保温板作为保温层，两侧浇筑混凝土而形成的一体化自保温

复合墙体。该保温复合墙体按结构受力方式不同分为钢筋桁架复合剪力墙

和钢筋桁架复合填充墙。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各类民用建筑

1.16

热固复合

聚苯乙烯

泡沫保温

板

以聚苯乙烯泡沫颗粒或板材为保温基体，使用处理剂复合制成的匀质

板状制品，其复合工艺主要有颗粒包裹、混合成型或基板渗透等，在受火

状态下具有一定的形状保持能力且不产生熔融滴落物的特点。

《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

保温板》JG/T 536
各类民用建筑

1.17

非透光建
筑幕墙外
墙外保温

系统

该系统由基层、找平层(需要时)、保温层、保护层或防火隔离层、空

气层、非透光建筑幕墙层组成。保温层可为聚苯板、挤塑板、聚氨酯板(现
场喷涂硬泡聚氨酯)、岩棉、玻璃棉以及上述材料复合保温做法等。保温

层外侧应喷涂有防火隔离作用面层如界面砂浆等。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

准》JGJ 144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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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屋面节能技术

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2.1
坡屋面通

风技术

该技术是在坡屋顶设置架空通风间层，使其上层表面遮挡阳光辐射，

同时利用风压和热压作用把间层中的热空气不断带走，使通过屋面板传入

室内的热量大为减少，从而达到隔热降温的目的，是绿色建筑中常用的一

种适宜技术。坡屋顶通风采用的方式一般有檐口通风、天窗通风、山墙通

风等。

《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693

《坡屋面建筑构造(一)》

09J202-1

夏热冬暖地区

各类民用建筑

2.2

屋顶绿化

用超轻量

无机种植

基质技术

该技术是采用矿物质，根据土壤的理化性状研制生产的人工土壤，具

有轻量、促进植物虚根系发育、提高成活率、不板结、定量肥力控制树木

快速生长、有效清洁避免管道淤积及雨水淤积荷重增加等特性，按用途分

为营养基质和蓄排水基质。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

程》JGJ 155

各类民用建筑

平屋面

2.3

种植屋面

用耐根穿

刺防水卷

材技术

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是在配方中添加进口化学阻根剂，用

SBS作为改性剂，配合形成预浸料及表面涂盖料，两面覆以表面材料而制

成的耐根穿刺防水产品。产品拥有化学阻根性能，从根本上防止了植物根

尖穿透防水层，同时不影响植物的生长。另外耐根穿刺防水卷材可与抗根

防水密封材料、排水板等配套材料形成完美的种植防水系统，具有良好的

蓄排水性能。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

程》JGJ 155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

水卷材》JC/T 1075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

材》GB 18242

《种植屋面建筑构造》

14J206

配套种植屋面用

各类民用建筑

2.4

超细无机

纤维喷涂

保温技术

超细无机纤维喷涂是将超细无机纤维与配套的胶粘剂经过专用纤维

喷涂设备喷涂于建筑基体表面，经自然干燥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和厚度的

无接缝、整体稳定密闭的喷涂层。

《矿物棉喷涂绝热层》

GB/T 26746

《矿物纤维喷涂保温、吸

声构造》11CJ30

各类民用建筑

板底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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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2.5
屋面隔热

保温技术

屋顶保温技术、屋面架空通风技术、屋顶绿化技术、屋面热反射型涂

料技术、屋面遮阳技术，降低屋顶热辐射，提高室内舒适度，降低空调能

耗。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7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5

《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693

各类民用建筑

2.6
泡沫混凝

土屋面

泡沫混凝土又称为发泡水泥、轻质混凝土等，是一种利废、环保、节

能、低廉且具有不燃性的新型建筑节能材料。

《泡沫混凝土》JG/T 266

《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

程》JGJ/T 341

《屋面保温隔热用泡沫混

凝土》JC/T 2125

夏热冬冷地区

2.7
冷屋面系

统

冷屋面（Cool Roof）最早由美国提出，是指通过提高材料表面的太

阳光反射比和热辐射率，减少太阳辐射热吸收，从而在夏季阳光下保持较

低温度的建筑屋面。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发展，建筑节能越来越受到

政府的重视。我国自主研发出了一系列新型冷屋面产品，如太阳热反射涂

料、白色 EPDM 防水卷材、热反射防水膜、金属冷屋面等。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5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JG/T 235

夏热冬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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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窗、幕墙节能技术

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3.1 节能门窗

节能门窗是为了增大采光通风面积或表现现代建筑的性格特征的一

种门窗。节能门窗会提高材料的光学性能、热工性能和密封性，改善门窗

的构造来达到预计效果。在通过优化设计后，符合建筑保温隔热、气密性、

通风采光等建筑节能要求的，由门窗生产企业按照严格的技术标准统一定

型制作的成品门窗。在节能门窗中，系统门窗和通过节能标识的门窗是两

种典型代表意义的节能门窗。

《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1部

分：铝木复合门窗》

GB/T 29734.1

《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2部

分：铝塑复合门窗》

GB/T 29734.2

《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3部

分：钢塑复合门窗》

GB/T 29734.2

《建筑节能门窗》

16J607

各类民用建筑

3.2
节能附框

技术

在钢附框外设置节能 PVC 保温冷桥附框和带保温措施的螺钉，不但

满足了配套件连接安装、防水、密封施工等功能要求，还解决了钢附框的

导热系数较高的问题，达到了保温隔热节能的效果。钢附框的使用规范了

铝合金门窗的施工操作，提高了门窗的安装质量和效率。

《铝合金门窗》

GB/T 8478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

范》JGJ 214

各类民用建筑

3.3
隔声门窗

技术

隔声门窗，是以塑钢、铝合金、碳钢、冷轧钢板建筑五金材料，经挤

出成型材，然后通过切割、焊接或螺接的方式制成门窗框扇，配装上密封

胶条、毛条、五金件、玻璃、PU、吸间棉、木质板、钢板、石棉板、镀锌

铁皮等环保吸隔音材料等，同时为增强型材的刚性，超过一定长度的型材

空腔内需要填加钢衬(加强筋)，这样制成的门和窗，称之为隔声门窗。针

对不同的噪声源，系统考虑影响隔音效果的所有因素，有针对性地选用不

同的型材与特殊工艺组合，充分考虑不同用户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一种产

品。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 50118

《建筑隔声评价标准》

GB/T 50121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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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3.4

高性能保

温隔热铝

合金窗系

统

该系统包括60/65/70 系列，采用多腔隔热条铝合金型材、套接式等

压胶条和遇水膨胀复合密封胶条等技术，具有高抗风压性能和优异的保温

隔热性能。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铝合金门窗》

GB/T 8478

各类民用建筑

3.5
固定外遮

阳技术

固定外遮阳是指设置在建筑外表面，且不能通过调节角度或形状改变

遮光状态的建筑遮阳设施。固定外遮阳形式一般分为四种：水平式、垂直

式、综合式、挡板式。水平式遮阳能够有效地遮挡高度角较大的、从窗户

上方照射下来的阳光，适用于接近南向的窗口；垂直式遮阳能有效地挡住

高度角较小、从窗户侧面照射过来的阳光，适用于东北、西北及北向附近

的窗户；综合式遮阳对遮挡高度角中等的、从窗前斜射下来的阳光比较有

效，适用于东南或西南附近的窗口；挡板式遮阳能够有效地遮挡高度角比

较低、正射窗口的阳光，适用于东、西向附近的窗户。

《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

范》JGJ 237

《建筑遮阳通用技术要

求》JG/T 274

《 建 筑 外 遮 阳 ( 一 ) 》

14J506-1

各类民用建筑

3.6
活动外遮

阳技术

活动外遮阳是指设置在建筑外表面，且可以通过调节角度或形状改变

遮光状态的建筑遮阳设施，主要有遮阳卷帘、活动百叶遮阳、遮阳篷、遮

阳纱幕等形式。使用窗外遮阳卷帘适用于各个朝向的窗户，当卷帘完全放

下的时候，能够遮挡住几乎所有的太阳辐射；活动百叶遮阳既可以升降，

也可以调节角度，在遮阳和采光，通风之间达到了平衡；遮阳篷是采用卷

取方式使软性材质的帘布向下倾斜与小平面夹角在0°～15°范围内伸

展、收回的遮阳装置；遮阳纱幕既能遮挡阳光辐射，又能根据材料选择控

制可见光的进入量，防止紫外线，并能避免眩建筑遮阳光的干扰。此外，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也是一种调节方便、遮阳性能较好，在节能设计时也可

认为是活动遮阳的一种形式。

《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

范》JGJ 237

《建筑遮阳通用技术要

求》JG/T 274

《 建 筑 外 遮 阳 ( 一 ) 》

14J506-1

《建筑用遮阳天蓬帘》

JG/T 252

《建筑用曲臂遮阳蓬》

JG/T 253

《建筑用遮阳软卷帘》

JG/T 254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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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3.7
Low-E中

空玻璃

Low-E 玻璃又称低辐射玻璃，是在玻璃表面镀上多层金属或其他化合

物组成的膜系产品。其镀膜层具有对可见光高透过及对中远红外线高反射

的特性，使其与普通玻璃及传统的建筑用镀膜玻璃相比，具有优异的隔热

效果和良好的透光性。

《中空玻璃》

GB/T 11944

《中空玻璃隔热保温性能

评价方法及分级》

GB/T 39749

各类民用建筑

3.8 真空玻璃

真空玻璃是将两片平板玻璃四周密闭起来，将其间隙抽成真空并密封

排气孔，两片玻璃之间的间隙为 0.3mm，真空玻璃的两片一般至少有一片

是低辐射玻璃，这样就将通过真空玻璃的传导、对流和辐射方式散失的热

降到最低。

《真空玻璃》

JC/T 1079

《真空玻璃》

GB/T 38586

各类民用建筑

3.9 玻璃幕墙

玻璃幕墙，是指由支承结构体系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不

分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装饰结构。墙体有单层和双层

玻璃两种。玻璃幕墙是一种美观新颖的建筑墙体装饰方法，是现代主义高

层建筑时代的显著特征。

现代化高层建筑的玻璃幕墙采用了由镜面玻璃与普通玻璃组合，隔层

充入干燥空气或惰性气体的中空玻璃。中空玻璃有两层和三层之分，两层

中空玻璃由两层玻璃加密封框架，形成一个夹层空间；三层玻璃则是由三

层玻璃构成两个夹层空间。

《建筑幕墙》

GB/T 21086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

范》JGJ 102

《建筑幕墙通用技术要求

及构造》13J103-1

各类民用建筑

https://baike.so.com/doc/6965433-71880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892679-9436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65433-71880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7701929-79760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43532-69580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77128-52000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66535-18681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229793-546250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67358-61803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29080-55642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26913-48395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43859-48568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339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50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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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光伏幕墙

系统

利用光伏玻璃幕墙组件和其他辅助设备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的光伏

系统，是光伏建筑一体化的一种应用形式。光伏系统一般由太阳电池组件、

并网逆变器、并网箱(柜)及防雷接地系统等部件组成。

《建筑幕墙》

GB/T 21086

《太阳能光伏玻璃幕墙电

气设计规范》

JGJ/T 365

《建筑幕墙通用技术要求

及构造》13J103-1

各类民用建筑

3.11
呼吸式

幕墙

呼吸式幕墙，又称双层幕墙、双层通风幕墙、热通道幕墙等，它由内、

外两道幕墙组成，内外幕墙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空气可以从下

部进风口进入，又从上部排风口离开这一空间，这一空间经常处于空气流

动状态，热量在这一空间流动。

《建筑幕墙》

GB/T 21086

《建筑幕墙通用技术要求

及构造》13J103-1

各类民用建筑

3.12 铝板幕墙

铝单板幕墙采用优质高强度铝合金板材，其常用厚度为 1.5、2.0、

2.5、3.0mm。其构造主要由面板、加强筋和角码组成。角码可直接由面板

折弯、冲压成型，也可在面板的小边上铆装角码成型。加强筋与板面后的

电焊螺钉(螺钉是直接焊在板面背面的)连接，使之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

极大增强了铝单板幕墙的强度与刚性，保证了长期使用中的平整度及抗风

抗震能力。如果需要隔音保温，可在铝板内侧安装高效的隔音保温材料。

《建筑幕墙》

GB/T 21086

《建筑幕墙通用技术要求

及构造》13J103-1

各类民用建筑

http://www.so.com/s?q=%E5%B9%95%E5%A2%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9%95%E5%A2%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8C%E5%B1%82%E5%B9%95%E5%A2%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8C%E5%B1%82%E9%80%9A%E9%A3%8E%E5%B9%95%E5%A2%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3%AD%E9%80%9A%E9%81%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6%85%E5%A4%9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0%81%E9%97%AD%E7%9A%84%E7%A9%BA%E9%97%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8B%E9%83%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8B%E9%83%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8A%E9%83%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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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调、采暖节能技术

编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标准、图集 适用范围

4.1
变新风比

技术

变新风比技术是指在供冷、供暖季，根据室内新风需求量的变化，改

变新风系统输送量，从而降低新风处理及输送的能耗，以达到系统节能的

目的。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各类民用建筑

4.2
新风热回

收技术

该技术利用回收排风热量(冷量)来降低室内冷热负荷，不但能引进室

外清新空气，还大大降低新风系统能耗。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各类民用建筑

4.3
分层空调

技术

分层空调技术是指仅对高大空间的下部区域进行空调，保持一定的温

湿度，而对上部区域不要求空调的一种空调方式。与全室空调相比，夏季

可节省冷量30%左右，因而节省初投资和运行能耗。但冬季空调并不节能。

当建筑物高度H≥10m，建筑物体积V＞1万m3，空调区高度与建筑物高度之

比h/H≤0.5时，应用该项技术经济合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具有高大空间的

公共建筑

4.4

温湿度独

立控制空

调系统

该系统采用温度与湿度两套独立的空调控制系统，分别控制、调节室

内的温度与湿度，与常规空调系统相比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建筑热湿环境的

调控，并且具有较大的节能潜力。不仅克服了常规空调系统中难以同时满

足温度、湿度要求的问题，而且避免了常规空调系统中温湿度联合处理带

来的损失，可以提高能源效率。系统在过渡季节还能利用自然通风带走余

湿、保证室内较为舒适的热湿环境、缩短空调系统的运行时间。

《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

统工程技术规程》

T/CECS 500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各类民用建筑

4.5

中央空调

全自动节

能清洗系

统

该系统采用纯物理方法，运用特殊球每天全自动清洗中央空调冷凝器

36次，使中央空调冷凝器始终处于无结垢的清洁状态，杜绝人工化学水处

理方法的使用。系统全自动运行，其自身不耗电，确保空调冷凝器始终处

于崭新状态下运行，达到节能减排目的。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

语标准》

GB/T 50155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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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蒸发冷却

空调技术

该技术是利用自然环境空气中的干球温度与露点温度差，通过水与空

气之间的热湿交换来获取冷量的一种环保高效而且经济的冷却方式。它具

有较低的冷却设备成本，能大幅度降低用电量和用电高峰期对电能功率的

要求；采用水作为制冷剂，能减少温室气体和 CFCs 的排放量。

《水蒸发冷却空调机组》

GB/T 30192
各类民用建筑

4.7
变风量空

调系统

该系统通过保持空气处理机组的送风温度稳定、改变空气处理机组或

空调末端装置的送风量，实现室内空气温度参数控制的全空气空调系统。

同一空调系统中，在各空调区域内设置变风量末端送风装置或采用不

同的控制方式，可以根据区域需求，调节所需风量，满足不同温度控制需

要，在同等热舒适与空气品质条件下，节约能源。

《变风量空调系统工程技

术规程》JGJ 343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

标准》GB 50365

各类民用建筑

4.8
蓄能空调

系统

将冷量或热量以显热或潜热的形式储存在某种介质中，并在需要时释

放出冷量或热量的空调系统。其中，储存、释放冷量的系统称为蓄冷空调

系统；储存、释放热量的系统称为蓄热空调系统。

《蓄能空调工程技术标

准》JGJ 158

《蓄能空调工程测试与评

价技术规程》

T/CECS 799

各类民用建筑

4.9
空调节能

自控系统

该系统是通过安装传感器、采集器、电动阀门等控制传感装置，安装

可编程的中央空调控制器设备以及监控软件系统，使整个空调节能自控系

统具有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能力，以最低的能源和电力消耗来维持系统和

设备的正常工作，以求取得最低的运行成本和最高的经济效益。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589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7167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

规范》JGJ 176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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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空调水质

综合管控

技术

综合采用物理、化学、电化学方法，适时监测、调控水质，保证供热、

空调水系统的水质指标符合相关标准规定，以减缓系统腐蚀、结垢，降低

输配能耗，提高换热效率、延长系统寿命。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

GB/T 29044

各类民用建筑

4.11

分布式变

频循环水

泵系统

通过在若干热力站（或热用户）处设置分布式循环水泵，将供热（冷）

单元减小，改善系统的水力工况，按需供水，减少输配系统能耗的供热（冷）

系统。

《城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

技术规程》CJJ 88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

规范》GB/T 50893

集中供热系统

4.12
冷凝式燃

气锅炉

冷凝式燃气锅炉是通过一定的装置将锅炉燃烧后排放的热烟气(一般

在 140℃左右)中的能量进行回收，经回收后的排烟温度只有 60℃左右，

这样热效率大概提高了 10%左右，自然就节约了大约 10%的燃气，同时在

能量回收过程中，还能够降低有害气体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空调冷凝热回收设备》

JG/T 390

《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

回收装置》CJ/T 515

采用燃气供热的

各类建筑

4.13

烟气或燃

气热泵热

回收技术

利用热泵技术，进一步提高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率、降低排烟温度，并

减少乃至消除锅炉烟囱的“白烟”。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采用燃气供热的

各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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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辐射供暖

供冷技术

提升或降低围护结构内表面中的一个或多个表面的温度，形成热或冷

辐射面，通过辐射面以辐射和对流的传热方式向室内供暖供冷的方式。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

程》JGJ 142
各类民用建筑

4.15
全预混冷

凝壁挂炉

全预混冷凝壁挂炉采用冷凝换热技术及变频燃烧技术，其一体式冷凝

换热器，能效最高可达到107%，满足国家一级能效要求；全预混冷凝壁挂

炉采用变频风机和智能巡航比例阀，使燃烧更充分、NOx排放量降低。 广

泛用于工业及一些家用燃气器具上，还能有效降低烟气排放量，提高热效

率。

《燃气采暖热水炉》

GB 25034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

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

GB 20665

开通管道天燃气的各

类民用建筑

4.16
低氮冷凝

壁挂炉

低氮冷凝壁挂炉采用烟气冷凝换热技术自主研发的二级冷凝换热器，

使能效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标准，最高可达 102%；水冷低氮燃烧技术采用

水冷低氮燃烧器，降低 NOx 排放量；分段燃烧技术，采用分段比例阀，

提高了小负荷工况下，系统的适应性。

《燃气采暖热水炉》

GB 25034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

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

GB 20665

《冷凝式燃气暖浴两用

炉》CJ/T 395

开通管道天燃气的各

类民用建筑

4.17

供暖分户

热计量技

术

分户热计量工作是以集中供热或区域供热为前提，以适应用户热舒适

需求、增强用户节能意识、保障供热和用热双方利益、降低采暖能耗为目

的，通过一定的供热调控技术、计量手段和收费政策，实现用热量的按户

计量和收费。以住宅的户或（套）为单位，以热量直接计量或热量分摊计

量方式计量每户的供热量。用户热分摊方法主要有散热器热分配法、温度

面积法、通断时间面积法和户用热量表法等。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

JGJ 173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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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地源热泵

系统技术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

换系统、建筑物内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不

同，地源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

水地源热泵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

规范》GB 50366

适用于以岩土体、地下

水、地表水为低温热

源，以水或添加防冻剂

的水溶液为传热介质，

采用蒸气压缩热泵技

术进行供热、空调或加

热生活热水系统工程

5.2

中深层地

热地埋管

供热系统

以中深层岩土体为热源，由地热换热系统、机房供热系统、监测与控

制系统组成的供热系统。将地下热能向地面建筑物供热，在合理利用的前

提下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中深层地热地埋管供热

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DBJ61/T 166

《中深层地埋管地源热泵

供暖技术规程》

T/CECS 854

各类民用建筑

5.3

空气源热

泵热水系

统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采用电动机驱动，利用工质汽化冷凝压缩循环，

将空气中的热量转移到被加热水的水中并输送至各用户所必须的完整系

统。通常包括空气源热泵水机组、储水设施、水泵、连接管及其他部件、

控制系统和辅助热源设施。

利用空气中的能量来产生热能，能全天24小时辅助提供全家大水量、

高水压、恒温等不同热水需求。

《空气源热泵热水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

NB/T 34067

各类民用建筑

5.4
污水源热

泵技术

污水源热泵系统由通过水源水管路和冷热水管路的水源系统、热泵系

统、末端系统等部分相连接组成。根据原生污水是否直接进热泵机组蒸发

器或者冷凝器可以将该系统分为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两种方式。直接利用

方式是指将污水中的热量通过热泵回收后输送到采暖空调建筑物；间接利

用方式是指污水先通过热交换器进行热交换后，再把污水中的热量通过

热泵进行回收输送到采暖空调建筑物。

《水（地）源热泵机组》

GB/T 1940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

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0

邻近城市污水处理厂、

有冷、热需求民用建筑

https://baike.so.com/doc/2105748-2227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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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高温热泵

技术

高温热泵是将工业企业排放、浪费的中低温度的废水、废气中的热量

通过高温热能热泵进行收集，转换成≤150℃的水或高温蒸汽，用于工业

工艺或供暖使用，可直接替代传统燃煤锅炉，是实现工业节能、降耗提效

的最佳选择。

《蒸气压缩循环水源高温

热泵机组》

GB/T 25861

《水（地）源热泵机组》

GB/T 19409

《水（地）源热泵机组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721

《热交换器》GB/T 151

各类民用建筑

5.6

太阳能光

伏发电技

术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

接转变为电能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关键元件是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

池经过串联后进行封装保护可形成大面积的太阳电池组件，再配合上功率

控制器等部件就形成了光伏发电系统装置。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与

建筑一体化技术规程》

CECS 418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

标准》GB/T 51368

《西安市民用建筑太阳能

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DBJ61/T 78

《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运

行与维护规范》

JGJ/T 264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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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柔性薄膜

光伏屋面

系统

该系统是将柔性的薄膜组件与建筑屋面系统相结合，直接附着在原建

筑屋面或取代原建筑屋面的部分建筑材料，使其成为建筑屋面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柔性薄膜光伏屋面系统应用在膜结构建筑屋面、沥青瓦屋面等适

于柔性组件直接结合的各类屋面系统上，形成一体化的光伏屋面系统，利

用可再生能源实现建筑的绿色节能理念。

《建筑用柔性薄膜光伏组

件》JG/T 535

《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GB 50794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 50797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

范》GB/T 50796

各类民用建筑的屋面

5.8
导光管采

光系统

采集天然光，并经管道传输到室内，进行天然光照明的采光系统。通

常由集光器、导光管和漫射器组成。

《导光管采光系统技术规

程》JGJ/T 374

《导光管采光装置》

JG/T 530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各类民用建筑

5.9

太阳能热

水应用技

术

太阳能热水系统是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以加热水的系统装置。包括太

阳能集热器、贮热水箱、泵、连接管路、支架、控制系统和必要时配合使

用的辅助能源。该技术不但节约能源，而且环保、安全，并具备很好的经

济性。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

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0364

《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安

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

GB/T 18713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

统评价标准》

GB/T 50604

各类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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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太阳能与

其他能源

复合热水

系统技术

太阳能与其他能源，如空气源、空调冷凝热等复合提供生活热水技术，

可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生活热水系统的可靠性，降低生活热水系统化石

能源消耗。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

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0364

《家用空气源热泵辅助型

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

件》GB/T 23889

《空气源热泵辅助的太阳

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积

大于 0.6m
3
）技术规范》

GB/T 26973

各类民 用建筑

5.11
太阳能路

灯

太阳能路灯是采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供电，免维护阀控式密封蓄电池

（胶体电池）储存电能，超高亮 LED 灯具作为光源，并由智能化充放电控

制器控制，用于代替传统公用电力照明的路灯。无需铺设线缆、无需交流

供电、不产生电费；采用直流供电、光敏控制；具有稳定性好、寿命长、

发光效率高，安装维护简便、安全性能高、节能环保、经济实用等优点。

《西安市城镇道路太阳能

光伏LED路灯照明技术规

范》DBJ61/T 107

《LED路灯》CJ/T 420

城市主、次干道、小区、

工厂、旅游景点、停车

场等场所

5.12

风能发电

系统应用

技术

把风的动能转变成电能，这就是风力发电。风力发电的原理，是利用

风力带动风车叶片旋转，再透过增速机将旋转的速度提升，来促使发电机

发电。依据目前的风车技术，大约是每秒三米的微风速度(微风的程度)，

便可以开始发电。 风力发电正在世界上形成一股热潮，因为风力发电不

需要使用燃料，也不会产生辐射或空气污染。

《风能发电系统 风力发

电场可利用率》

GB/T 38174

具备风力条件的建筑

5.13

工业余废

热热泵供

热技术

以工业冷却循环水、电厂冷却循环水、高炉冲渣水等作为低温热源，

利用电驱动机械压缩式热泵或吸收式热泵技术进行供暖及提供生活热水

的技术。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

规范》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84

《水（地）源热泵机组》

GB/T 19409

有工业余废热资源的

建筑

https://baike.so.com/doc/127097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56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56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9806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27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27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89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9163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9163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890977-51091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53437-1325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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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数据机房

热回收技

术

通过采用热交换技术，将数据机房的余热用于供暖及提供生活热水的

技术措施。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

求》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

湿机的特殊要求》

GB 4706.32

有数据中心、机房通讯

基站和通讯铁塔资源

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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