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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的通知

                  建标 [19931 196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1984] 305号文的要求，由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制订的 《民用建筑

热工设计规范》，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 《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1150176-93为强制性国家标

准，自 一九九砚年卜月一臼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贵，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

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七日

编 制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1984] 305号文的

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主编，并会同有关

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

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在建筑热工科研

和设计方面的实践经验，参考了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

先进标准。针对主要技术问题开展了科学研究与试验

验证工作，并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最

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鉴于本规范系初次编制，在执行过程中，希望各

单位结合工程实践和科学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

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

有关资料寄交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

(地址:北京车公庄大街19号，郎政编码:100044),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199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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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符 号

  n— 室外计算温度波幅

  A,;- 室内计算温度波幅

  八、— 内表面温度波幅

    。— 导温系数，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B一一 地面吸热指数

    b— 材料层的热渗透系数

    c— 比热容

    D一一热惰性指标

  Da— 采暖期度日数

    I— 传热面积

    H- 燕汽渗透阻

    I— 太阳辐射照度

    K— 传热系数

  尸— 室外空气水蒸气分压力

  尸— 室内空气水熬气分压力

    R- 热阻

  u�- 传热阻

凡 .— 最小传热阻

凡。— 经济传热阻

  Rr— 外表面换热阻

  民— 内表面换热阻

    5— 材料蓄热系数

    艺— 室外计算温度

    ‘— 室内计算温度

    td 露点温度

    tw—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 室外综合温度

[ 5t I— 室内空气与内表面之间的允许温差

    Ye— 外表面蓄热系数

    Y;— 内表面蓄热系数

    Z— 采暖期天数

    n"— 外表面换热系数

    今— 内表面换热系数

    B- 表面温度，内部温度

  B;，— 内表面最高温度

    P— 材料熟汽渗透系数

    yo- 衰减倍数

    劝— 室内空气到内表面的衰减倍数

    Fo- 延迟时间

    e,- 室内空气到内表面的延迟时间

    P— 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po— 材料干密度

    fl一一空气相对湿度
    。— 材料湿度或含水率

(A.1— 保温材料重量湿度允许增量

    几— 材料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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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三章 建筑热工设计要求

    第1.0.1条 为使民用建筑热工设计与地区气候

相适应，保证室内基本的热环境要求，符合国家节约

能源的方针，提高投资效益，制订本规范。

    第1。，2条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速和改建的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本规范不适用于地下建筑、室内温湿度有特殊要

求和特殊用途的建筑，以及简易的临时性建筑。

    第1.0.3条 建筑热工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要

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第一节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及设计要求

    第3.1.1条 建筑热工设计应与地区气候相适

应。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及设计要求应符合表3.1.1的

规定。全国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应按本规范附图8.1采

用。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及设计要求 表 3.1.1

第二章 室外计算参数

    第2.0.1条 围护结构根据其热惰性指标D值分

成四种类型，其冬季室外计算温度t。应按表2.0.1

的规定取值

        围护结构冬攀室外计算温度t,(℃)

                                            裹 2.0.1

类型 热惰性指标 D值 t的取值

1

u

m

IV

  >6.0

4.1一6.0

1.6-4.0

  簇15

          te二 tW

t,=0.6tw+0.4t，.

- 0.3,，十0.7t二.

      t,= t,mm

注:①热惰性指标 D值应按本规范附录二中 (二)的规

定计算。

②‘和t, m.分别为采晚室外计算温度和姨年最低一

个日平均温度。

③冬季室外计算温度t应取整数值

④全国主要城市四种类型围护结构冬季室外计算温度

￡值，可按本规范附录三附表3.1采用。

    第2.0.2条 围护结构it季室外计算温度平均值

t,，应按历年最热一天的日平均温度的平均值确定。

围护结构夏季室外计算温度最高值t二二，应按历年

最热一天的最高沮度的平均值确定。围护结构夏季室

外计算温度波幅值A，，应按室外计算温度最高值

t,,，与室外计算沮度平均值瓦的差值确定。
    注:全国主要城市的t� t,二和A�值，可按本

规范附录三附表3.2采用。

    第2.0.3条 夏季太阳辐射照度应取各地历年七

月份最大直射辐射日总A和相应日期总辐射日总f的

累年平均值，通过计算分别确定东、南、西、北垂直

面和水平面上逐时的太阳辐射照度及昼夜平均值。

    注:全国主要城市夏季太阳辐射照度可按本规范

附录三附表3.3采用。

分区名称

分 区 指 标
设 计 要 求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严寒地区

最冷月平均

温 度

簇 一10C

日平均温度

簇5℃的天数

  妻145d

  必须 充分

清足冬季保

温 要 求，一

般可不考虑

夏季防热

寒冷地区

最冷月平均

温 度

0一 一10C

日平均温度

簇5℃的天数

  90-145d

  应满 足冬

季保温要求，

部分地区兼

顾夏季防热

夏热冬冷

地 区

  最冷月平均

温度0- l OC ,

  最热月平均

温度25-30C

  日平均沮度

镇50℃的天数

  0-90d,

  日平均温度

)25℃的天数

  40-110d

  必须满足

夏季防热要

求，适 当兼

顾冬季保温

夏热冬眨

地 区

  最冷月平均

退度>10C.

  最热月平均

迫度25-29C

  日平均温度

>25℃的天数

  100-200d

  必须充 分

浦足厦季防

热要 求，一

般可不考虑

冬季保通

很和地区

  最冷月年均

很度0-13C ,
  最热月平均

摄度18-25r-

日平均温度

(5℃的天数

    0-90d

  部 分地 区

应考虑冬季

保 温.一 般

可不考 虑硬

季防热

娜二节 冬攀保盆设计要求

    第3.2.1条 建筑物宜设在通风和向阳的地段。

    第3.2.2条 建筑物的体形设计宜减少外表面

积，其平、立面的凹凸面不宜过多。

    如3.2.3条 居住建筑，在严寒地区不应设开敞

                                            1一 2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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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楼梯间和开敞式外廊;在寒冷地区不宜设开敞式楼

梯间和开敞式外廊。公共建筑，在严寒地区出人口处

应设门q或热风幕等避风设施;在寒冷地区出人口处

宜设门斗或热风幕等避风设施

    第3.2.4条 建筑物外部窗户面积不宜过大，应

减少窗户缝隙长度，并采取密闭措施

    第3.2.5条 外墙、屋顶、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

楼板和不采暖楼梯间的隔墙等围护结构，应进行保温

验算，其传热阻应大于或等于建筑物所在地区要求的

最小传热阻

    第3.2.6条 当有散热器、管道、壁盒等嵌入外

墙时，该处外墙的传热阻应大于或等于建筑物所在地

区要求的最小传热阻。

    第3.2.7条 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应进行保温

验算，并采取保温措施。

    第3.2.8条 严寒地区居住建筑的底层地面，在

其周边 一定范围内应采取保温措施

    第3.2.9条 围护结构的构造设计应考虑防潮要

求

第三节 夏季防热设计要求

    第3.3.1条 建筑物的夏季防热应采取自然通

风、窗户遮阳、围护结构隔热和环境绿化等综合性措

施。

    第3.3.2条 建筑物的总体布置，单体的平、剖
面设计和门窗的设里，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并尽最避

免主要房间受东、西向的日晒。

    第3.3.3条 建筑物的向阳面，特别是东、西

向窗户，应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在建筑设计中，

宜结合外廊、阳台、挑愉等处理方法达到遮阳目

的。

    第3.3.4条 屋顶和东、西向外墙的内表面温

度，应满足隔热设计标准的要求。

    第3.3.5条 为防止潮礴季节湿空气在地面冷

凝泛潮，居室、托幼园所等场所的地面下部宜采

取保温措施或架空做法，地面面层宜采用微孔吸

湿材料

    第3.4‘条 空调建筑的外表面积宜减少，外表

面宜采用浅色饰面

    第3.4.7条 建筑物外部窗户当采用单层窗时，

窗墙面积比不宜超过0.30;当采用双层窗或单框双

层玻璃窗时，窗墙面积比不宜超过0.400

    第3.4.8条 向阳面，特别是东、西向窗户，应

采取热反射玻璃、反射阳光涂膜、各种固定式和活动

式遮阳等有效的遮阳措施。

    第34.9条 建筑物外部窗户的气密性等级不应

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

检测方法》GB 7107规定的m级水平。

    第3.4.1。条 建筑物外部窗户的部分窗扇应能

开启。当有频繁开启的外门时，应设置门斗或空气幕

等防渗透措施。

    第3.4.11条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J19规

定的要求。

    第3.4.12条 间歇使用的空调建筑，其外围

护结构内侧和内围护结构宜采用轻质材料。连续

使用的空调建筑，其外围护结构内侧和内围护结

构宜采用重质材料。围护结构的构造设计应考虑

防潮要求 。

第四章 围护结构保温设计

第一节 .护结构.小传热阻的确定

    第4.1.1条 设置集中采暖的建筑物，其围护结

构的传热阻应根据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且应符合国家

有关节能标准的要求，其最小传热阻应按下式计算确
定:

R�，。=
[Atl

R (4.1.1)

式中

第四节 空调建筑热工设计要求

    第3.4.1条 空调建筑或空调房间应尽fin免

东、西朝向和东、西向窗户。

    第3.4.2条 空调房间应集中布置、上下对齐。

温湿度要求相近的空调房间宜相邻布置

    第3.4.3条 空调房间应避免布里在有两面相邻

外墙的转角处和有伸缩缝处。

    第3.4.4条 空调房间应避免布置在顶层;当必

须布里在顶层时，屋顶应有良好的隔热措施。

    第3.4.5条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空调房

间的净高宜降低

  1- 2- 6

R-. - M护结构最小传热阻(m，·K朋);
    ‘— 冬季室内计算温度 (℃)，一般居

          住建筑。取 18C;高级居住建

        筑.医疗、托幼建筑，取20C;

    t}- 圈护结构冬季室外计算温度

          (℃)，按本规范第2.0.1条的规

          定采用;

    n 温差修正系数，应按表 4.1.1-1

          采用;

  风— 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阻 (m2-K/

          W)，应按本规范附录二附表2.2

          采用;

[o门 — 室内空气与围护结构内表面之间

          的允许温差 (℃)，应按表4.1.1-

            2采用。ww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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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修正系数 n值 表 4.1.1-1 其附加值应按

谁
一
刚
一

090

围护结构及其所处情况
温差修正系数

(4.1.1)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附加，

表4.1.2的规定采用

        轻质外墙最小传热阻的附加值 (%)
  衷 4.1.2

  外墙、平屋顶及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

楼板等

  带通风问层的平屋顶、坡屋顶顶棚及与

室外空气相通的不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等

  与有外门窗的不采暖楼梯间相邻的隔墙:

    1一6层建筑

      7一飞日尽 建 植 :::

不采暖地下室_I面的楼板

  外墙 卜有窗户时

  外墙上无窗户且位于室外地坪以I:时

  外墙 上无窗户且位于室外地坪以下时

0.75

0.60

0.40

与有外门窗的不采暖房间相邻的隔墙

与无外门窗的不采暖房问相邻的隔墉 :::

外墙材料与构造

当建筑物处

在连续供热

热网中时

当建筑物处

在间歇供热

热网中时

  密度为800一1200kg/m'的轻

骨料馄凝土单一材料墙体
15-20 30一40

  密度为500-800kg/m3的轻

混凝土单一材料墙体;外侧为

砖或混凝土、内侧复合轻混凝

土的墙体

20-30 40-60

  平均密度小于500kg/m，的轻

质复合墙体;外侧为砖或混凝

土、内侧复合轻质材料 (如岩

棉、矿棉、石青板等)墙体

30-40 60一80

伸缩缝、沉降缝墙

抗震缝墙 :::
室内空气与围护结构内表面

之间的允许温睡 [At](℃)

衰 4.1.1-2

建筑物和房间类型 外墙
平屋顶和坡屋顶

  屋顶顶拥

居住建筑、医院和幼儿园等 6.0 4.0

办公楼、学校和门诊部等 6.0 4.5

礼堂，食堂和体育馆等 7.0 5.5

  室内空气潮湿的公共建筑:

    不允许外姗和顶拥内表面结

露时

    允许外墙内表面结肠，但不

允许顶翎

    内表面结呀时

t,-.ta7.0
0.8 (t一ta)

0.9 (t一tn)

  注:①潮扭房间系指室内温度为13-24C，相对湿度大

        于75%,或室内温度高于24C，相对湿度大于

        60%的房间。

      ②表中t,亡d分别为室内空气温度和时点温度 (℃)。

      ③对于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楼板和不采晓地下室上面

        的楼板，当有人长期停留时，取允许温差 [At]等

        于2.5C;当无人长期停留时，取允许温差 1Atl

        等于5。七。

    第4.1.2条 当居住建筑、医院、幼儿园、办公
楼、学校和门诊部等建筑物的外坡为轻质材料或内侧

复合轻质材料时，外墉的最小传热阻应在按式

      第4.1.3条 处在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且设
置集中采暖的居住建筑和医院、幼儿园、办公楼、学

校、门诊部等公共建筑，当采用皿型和N型围护结构

时，应对其屋顶和东、西外墙进行夏季隔热验算。如

按夏季隔热要求的传热阻大于按冬季保温要求的最小

传热阻，应按夏季隔热要求采用

            第二节 圈护结构保蓝抢施

    第4.2.1条 提高围护结构热阻值可采取下列措

施 :

    一、采用轻质高效保温材料与砖、混凝土或钢筋

混凝土等材料组成的复合结构。

    二、采用密度为500-800kg/m'的轻混凝土和密

度为800-1200kg/m3的轻骨料棍凝土作为单一材料
墙体。

    三、采用多孔粘土空心砖或多排孔轻骨料混凝土
空心砌块墙休。

    四、采用封闭空气间层或带有铝箔的空气间层。

    第4.2.2条 提高围护结构热稳定性可采取下列
措施:

    一、采用复合梢构时
或钢筋混凝土等重质材料

    二、采用加气混凝土

，内外侧宜采用砖、混凝土

，中间复合轻质保温材料。

、泡沫混凝土等轻混凝土单

一材料墙体时，内外侧宜作水泥砂浆抹面层或其他重

质材料饰面层。

第三节 热桥部位内裹面温度验算及保温措施

    第4.3.1条 围护结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

应低于室内空气嗯点温度。

                                        1一2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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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2条 在确定室内空气露点温度时，居住

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均应按60%采

用

    第4.3.3条 围护结构中常见五种形式热桥 (见

图4.3.3)其内表面温度应按下列规定验算:

t;R,'t, R (4.3.3-2)

修正系数，值 表4.3.3-1

热桥

形式

肋宽与结构厚度比。/8

0.02 0.06 0.10 0.20 0.40 0.60 0.80 1.00 1.50

(1)

(2)

(3)

(4)

0.12

0.07

0.25

0.04

0.24

0.15

0.50

0.10

0.38

0.26

0.96

0.17

Ot55

0.42

1.26

0.32

0.74

0.62

1.27

0.50

0.83

0.73

1.21

0.62

0 87

0.81

1.16

0.71

0.90

0.85

1.10

0.77

0.95

0.94

1.00

0.89

修正系数，值 表4.3.3-2

热桥

形 式
8;/6

肪宽与结构厚度比口/S

0.04 0.06 0.08 0.10 0.12 0.140.1610.18

(5):，:::.:;::.::::::::::;:.;::旦136:170.205L U产，v. 卜 11‘

  注:a18的中间值可用内擂法确定。

    第4.3.4条 单一材料外墙角处的内表面温度和

内侧最小附加热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
t;一 艺吧

Ro
·R,$     (4.3.4-1)

R .a一。=、‘一。)(六一青 )R

不小于IOmm

  图4.3.3 常见五种形式热桥

、当肋宽与结构厚度比./a小于或等于 1.5

        R'o+q(Ro一R'o)_
『.= t，一— R; ( t;一t,)

                R o‘Ho

                                          (4.3.4-2)

式中 B';— 外墙角处内表面温度 (℃);

  R<a.-.— 内侧最小附加热阻 (m2"K/W);

      ‘— 室内计算温度 (℃);

      ‘— 室外计算温度 (℃)，按本规范附录三

            附表31中1型围护结构的室外计算温

              度采用;

      td-_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

      风— 外墉角处内表面换热阻，取。.11.,

              K/W;

      风— 外墙传热阻 (时"K/W);

        E- -比例系数，根据外坡热阻R值，按表

            4.3.4采用。

                比例爪傲右位 衰4.3.4

                                        (4.3.3-1)

式中 民— 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 室内计算温度 (℃);

      几— 室外计算温度 (℃)，应按本规范附录

            三附表3.1中I型围护结构的室外计算

              温度采用;

      Ro— 非热桥部位的传热阻(mt"K/W);

    尺‘。— 热桥部位的传热阻 (m2"K/W);

      R— 内表面换热阻，取0.11.',K/W;

      q- 修正系数，应根据比值。/S,按表
            4.3.3-1或表4.3.3-2采用。

    二、当胁宽与结构厚度比c/e大于1.s时.

外坡热阻R (mt"K/W) 比例系数 右

0.10-0.40 1.42

0.41-0.49 1.72

0.50=1.50 } 1.73

    第4.3.5条 除第4.3.3条中常见五种形式热桥
外，其他形式热桥的内表面温度应进行温度场验算。

当其内表面沮度低于室内空气肠点温度时。应在热桥

部位的外侧或内侧采取保温措施。

    策四节 ，户保盆性能、气密性和面积的规定

    第4.4.1条 窗户的传热系数应按经国家计量认

证的质检机构提供的侧定值采用;如无上述机构提供
的侧定值时，可按表4.4.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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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的传热系数 表4.4.1

窗框

材料

窗户

类 型

空气层厚

度 (mm)

  宙振窗洞

面积比 (%)

传热系数

K(W/m "K)

钢 、

铝

单层窗 20-30 6.4

单框双

玻筒

12 20-30 3.9

16 20一30 3.7

20一30 20一30 3.6

双层窗 100一140 20一30 3.0

单层十单

框双玻窗
100一140 20一30 2.5

术
塑料

单层窗 30-40 4.7

单框双

玻 百

12 30一40 2.7

16 30-40 2.6

20-30 30-40 2.5

双层窗 100- 140 30-40 2.3

单层+单

框双玻窗
100-140 30-40 2.0

    第4.4.5条 居住建筑各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应符

合下列规定:

    一、当外墙传热阻达到按式 (4.1.1)计算确定

的最小传热阻时，北向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0.20:

东、西向，不应大于0.25(单层窗)或0.30(双层

窗);南向，不应大于0.35.

    二、当建筑设计上需要增大窗墙面积比或实际采

用的外墙传热阻大于按式 (4.1.1)计算确定的最小

传热阻时，所采用的窗墙面积比和外墙传热阻应符合

本规范附录五的规定。

第五节

    第4.5.1条

地面的吸热指数

三个类别。

  果暇建筑地面热工要求

采暖建筑地面的热工性能，应根据

B值，按表4.5.1的规定。划分成

采暖碗筑地面热工性能类别 表4.5.1

  注:①本表中的窗户包括一般窗户、夭窗和阳台门上部带

        玻瑞部分。

      ②阳台门下部门肚板部分的传热系数，当下部不作保

        温处理时.应按表中值采用;当作保温处理时，应

        按计算确定。

      ③本表中未包括的新型窗户.其传热系数应按侧定值
          采用

    第4.4.2条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外部窗户的保
温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严寒地区各朝向窗户，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外窗保温性能分级及其检侧方法》GB8484

规定的Q级水平。

    二、寒冷地区各朝向窗户，不应低于上述标准规

定的V级水平;北向窗户，宜达到上述标准规定的

N级水平。

    第4.4.3级 阳台门下部门肚板部分的传热系

数，严寒地H应小于或等于1.35W/(时"K):寒冷

地区应小于或等于1.72W/ (.2"K),
    第4.4.4条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窗户的气密

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冬季皇外平均风速大于或等于3.0m/s的

地区，对于1一6层建筑，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侧方法)GB7107
规定的皿级水平;对于7--30层建筑，不应低于上述

标准规定的Q级水平。

    二、在冬季室外平均风速小于3.0./s的地区，

对于飞-6层建筑，不应低于上述标准规定的N级水

平;对于7-30层建筑，不应低于上述标准规定的m

级水平。

地面热工性能类别 B值 [W/(韶讯一‘'- x))

工 <17

口 17一23

m >23

  注:地面吸热指数B值应按本规范附录二中 (三)的规

      定计算。

    第4.5.2条 不同类型采瞬建筑对地面热工性能

的要求，应符合表4.5.2的规定。

      不同类型来暇睡筑对地面热工性能的要求

                                            襄 4.5.2

采映建筑类型 对地面热工性能的要求

  高级居住建筑、幼儿团、托儿

所、疗养院等
宜采用I类地面

  一般居住建筑、办公樱、学校

等
可采用D类地面

  临时逗留用房及室沮高于23b

的采暇房间
可采用m类地面

    第4.5.3条 严寒地区采暇建筑的底层地面，当
建筑物掏边无采暇管沟时，在外姗内侧0.5一1.0m
范围内应铺设保沮层。其热阻不应小于外块的热阻。

第五章 围护结构隔热设计

        策一节 圈护的构月热设计要求

    第5.1.1条 在房间自然通风情况下，建筑物的

屋顶和东、西外墙的内表面最高温度，应满足下式要

求:

庆·max( t..-     (5.1.1)

1-2- 9

www.b
zf

xw
.c

om
恒
智
天
成
软
件
订
购
热
线
：
40
06
33
89
87



式中 Oi " max— 围护结构内表面最高温度 (℃)，

                应按本规范附录二中 (八)的规定

                  计算;

      t.n I..- 夏季室外计算温度最高值 (℃)，

                  应按本规范附录三附表32采用。

    第6.1.3条 根据采暖期间围护结构中保温材料
重量湿度的允许增量，冷凝计算界面内侧所需的蒸汽

渗透阻应按下式计算

H
P，一尸

lopoa[△。] 尸
242

第二节 围护结构隔热措施
Hl

    第5.2.1条 围护结构的隔热可采用下列措施:

    一、外表面做浅色饰面，如浅色粉刷、涂层和面

砖等

      一、设置通风间层，如通风屋顶、通风墙等。通

风屋顶的风道长度不宜大于10m。间层高度以20-

左右为宜。基层上面应有6- 左右的隔热层。夏季多

风地区，檐口处宜采用兜风构造

      _、采用双排或三排孔混凝土或轻骨料混凝土空

心砌块墙体。

    四、复合墙体的内侧宜采用厚度为 IN。左右的

砖或混凝土等重质材料。

    五、设置带铝箔的封闭空气间层。当为单面铝箔

空气问层时，铝箔宜设在温度较高的一侧

    六、蓄水屋顶。水面宜有水浮莲等浮生植物或白

色漂浮物。水深宜为15一20c-.

    七、采用有土和无土植被屋顶，以及墙面垂直绿

化等

第六章 采暖建筑围护结构防潮设计

式中 Ho— 冷凝计算界面内侧所需的蒸汽渗透阻

              (m2-h-Pa电);

      H,— 冷凝计算界面至围护结构外表面之间

              的蒸汽渗透阻 (m'"h"P.龟);

        P,- 室内空气水蒸气分压为 (Pa),根据

              室内计算温度和相对湿度确定;

        P— 室外空气水熬气分压力 (Pa)，根据

              本规范附录三附表3.1查得的采暖期

              室外平均温度和平均相对温度确定;

      尸 — 冷凝计算界面处与界面温度0。对应

              的饱和水蒸气分压力 (Pa);

        2— 采暖期天数，应符合本规范附录三附

              表3.1的规定;

    【。。〕— 采暖期间保温材料重量湿度的允许增

              量 (%)，应按表6.1.2中的数值直

              接采用;

        P<-一保温材料的干密度 (kg/m');

        8;- 保温材料厚度 (m) a

第6.1.4条

        0,=

冷凝计算界面温度应按下式计算

        第一节 日护结构内部冷报受潮验算

    第6.1.1条 外侧有卷材或其他密闭防水层的平

屋顶结构，以及保温层外侧有密实保护层的多层墉体

结构，当内侧结构层为加气混凝土和砖等多孔材料

时，应进行内部冷凝受潮验算。

    第‘.且.2条 采暇期间，围护结构中保温材料因

内部冷凝受潮而增加的重t湿度允许增盘，应符合表
61.2的规定。

              采暇期间保沮材料，.

          湿度的允许增. [d.](%》衰6.1.2

aRot}(R;+R�) (6.1.4)

保温材料总称
tt811ir允许增t

      (乙。)

凝)
B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加气混

LV),, = 500-7001B/.'
4

石:
k 9h3膨胀珍珠岩和水泥膨胀蛙

V, p�=300一500kg/m'
6

  沥青膨胀珍珠岩和沥青膨胀拯

石等.P。一300-400kg/m'
7

水泥纤维板 }} 5
  矿相、岩棉、玻瑞棉及其制品
〔板或毡)

3

聚笨乙烯泡沫塑料 15

矿涟和炉渣坟料 2

式中 8,- 冷凝计算界面温度 (℃);

          ‘— 室内计算谧度(℃);

      i,一采暇期室外平均温度(℃)，应符
                合本规范附录三附表3.1的规定;

    Ro、              R;— 分别为围护结构传热阻和内表面换
                热阻 (m'"K/W);

      Ro— 冷凝计算界面琴围护结构内表面之
                间的热阻 (砂-K/W),

    第6.1.S条 冷凝计算界面的位f，应取保温层

与外侧密实材料层的交界处 (见图6.1.5)0

    策‘1.6条」对于不设通风口的坡屋顶，其顶棚
部分的燕汽渗透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Ho，>1.2(P;一P,)        (6.1.6)

式中 H�, ;— 顶栩部分的熬汽渗透阻(耐"h"P./g);

      P; , P,— 分别为室内和室外空气水蒸气分压

                力 (Pa).

    第‘1.7条 围护结构材料层的蒸汽渗透阻应按
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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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名 词 解 释

名 词 解 释 附表 1.1

名 词 曾用名词 名 词 解 释

历 年

  逐年，特指整编气象资料时，

所采用的以往一段连续年份中的

每一年

累 年 历 年

  多年，特指整编气象资料时，

所采用的以往一段连续年份 (不

少于3年)的累计

设计计算

用采暖期

天 数

  累年日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5C

的天数。这一天数仅用于建筑热

工设计计算，故称设计计算用采

暖期夭数。各地实际的采暖期天

数，应按当地行政或主管部门的

规定执行

采暖期度

日 数

  室内温度18℃与采暖期室外平

均温度之间的温差值乘以采暖期

天数

地方
太阳时

当地
太阳时

  以太阳正对当地子午线的时刻

为中午12时所推算出的时间

太阳辐射

照 度

太阳辐射

3$ 度

  以太阳为辐射源，在某一表面

上形成的辐射照度

  在德态条件下，lm厚的物体，

两侧表面温差为1C，lh内通过

1.1面积传递的热盘

哥 抓e示 ，义

比热容 比 热
  l kg的物质，温度升高或降低

1℃所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密 度 容 f lm,的物体所具有质量

材料蓄热

系 数

  当某一足够厚度单一材料层一

侧受到谐波热作用时，表面温度

将按同一周期波动，通过表面的
热流被幅与表面温度波幅的比值。
其值越大，材料的热祖定性越好

表面蓄热

系 数

  在周期性热作用下，物体表面

沮度升高或降低1℃时，在lh内，

lm'表面积贮存或释放的热量

导温系数
热扩散

  系致

  材料的导热系数与其比热容和

密度乘积的比值。表征物体在加

热或冷却时各部分温度趋于一致

的能力。其值越大，温度变化的

速度越快

冷
凝
计
算
界
面

(b)

图6.1.5 冷凝计算界面

月二兰 (6.1.7)
                                            产

式中 H— 材料层的蒸汽渗透阻(m2-h"Pa电);
      8— 材料层的厚度 (m);

      k— 材料的燕汽渗透系数 [g/ (m"h"P.)[.

            应按本规范附录四附表4.1采用。

    注:①多层结构的燕汽渗透阻应按各层燕汽渗透

          阻之和确定。

        ②封闭空气间层的蒸汽渗透阻取零。

        ③某些薄片材料和涂层的蒸汽渗透阻应按本

          规范附录四附表4.3采用。

            第二节 困护结构防溯抢施

    第6.2.1吸 米用多层围护结构时，应将蒸汽诊

透阻较大的密实材料布t在内侧，而将燕汽渗透阻较

小的材料布里在外侧。

    第6.2.2条 外侧有密实保护层或防水层的多层
围护结构，经内部冷凝受潮脸算而必须设t隔汽层

时，应严格控制保温层的施工湿度，或采用预制板状

或块状保温材料，避免湿法施工和雨天施工，并保证

隔汽层的施工质量。对于卷材防水屋面，应有与室外

空气相通的排湿措施。

    第6.2.3条 外侧有卷材或其他密闭防水层，内

侧为钢筋混凝土屋面板的平屋顶结构，如经内部冷凝

受潮验算不需设隔汽层，则应确保屋面板及其接缝的

密实性。达到所需的蒸汽渗诱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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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表

名 词 曾用名词 名 词 解 释

围护结构

  建筑物及房间各面的围挡物

它分透明和不透明两部分:不透

明的围护结构有墙、屋顶和楼板

等 透明围护结构有窗户、天窗

和阳台门等。按是否同室外空气

直接接触，又可分外围护结构和

内围护结构

外 围 护

结 构

  同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围护结

构，如外墙、屋顶、楼板 外门

和外窗等

内 围 护

结 构

  不同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围护

结构，如隔端、楼板、内门和内

窗等

热 阻
  表征围护结构本身或其中某层

材料阻抗传热能力的物理t

内 表 面

换热系数

内表面热

转移系数

  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与室内空

气温度之差为IC, Ih内通过1韶

表面积传递的热盈

内 表 面

换 热 阻

内表面热

转 移 阻
内表面换热系数的例数

外 表 面

换热系数

外表面热

转移系数

  圈护结构外表面通度与室外空

气温度之差为1C，Ih内通过10

表面积传递的热t

外 表 面

换 热 阻

外表面热

转 移阻
外表面换热系数的侧数

传热系数
总传热

系致

  在巷态条件下，围护结构两侧

空气沮度为IC.Ih内通过1扩

面积传递的热t

传 热 阻 总热 阻

  表征围护结构 〔包括两侧衷面

空气边界层)阻杭传热能力的物

理t。为传热系数的侧数

最小
传热阻

最小
总热阻

  特指设计计算中容许采用的围

护结构传热阻的下限值。规定最

小传热阻的目的，是为了限制通

过圈护结构的传热t过大，防止

内表面冷凝，以及限制内表面与

人体之间的辐射换热t过大而使

人体受凉

名 词 曾用名词 名 词 解 释

经济
传热阻

经济热阻

  围护结构单位面积的建造费用

(初次投资的折旧费)与使用费用

(由围护结构单位面积分摊的采暖

运行费和设备折旧费)之和达到

最小值时的传热阻

热惰性

  指标

(D值)

  表征围护结构对温度波衰减快

慢程度的无量纲指标。单一材料

围护结构，D=RS 多层材料围

护结构，D=IRS.式中R为围

护结构材料层的热阻，S为相应

材料层的蓄热系数。D值越大，

沮度波在其中衰减越快，围护结

构的热称定性越好

  围护

结构的

热稳定性

  在周期性热作用下，围护结构
本身抵抗温度波动的能力。围护

结构的热惰性是影响其热称定性

的主要因索

房 间 的

热稳定性

  在室内外周期性热作用，整个

房间抵抗温度波动的能力。房间

的热毯定性主要取决于内外围护

结构的热毯定性

窗墙
面积 比

国墙比

  窗户洞口面积与房间立面单元

面积 (即房间层高与开间定位线

围成的面积)的比值

温度波幅
  当退度呈周期性波动时，最高

值或最低值与平均值之差

综合温度

  室外空气扭度t,与太阳辐射当

f沮度对/。。之和，即、=t十

p7/a,。式中p为太阳辐射吸收系

数，f为太阳福射欣度，。，为外
表面换热系数

衰减倍数
总衰减

倍数

  围护结构内侧空气温度毯定

外侧受室外综合温度或室外空气

温度谐波作用，室外稼合谧度或

室外空气面度谐波波幅与田护结

一构内表面砚度谐波波幅的比值

延迟时间
总延迟

时间

  田护结构内侧空气温度毯定，

外侧受室外原合盆度或室外空气

沮度谐波作用。围护结构内表面

温度谐波最高值 (或最低值)出

现时间与室外惊合沮度成室外空

气沮度谐波最高值 (或最低值)

出现时间的差值

峪点退度

  在大气压力一定 含很量不变

的份况下，未饱和的空气因冷却

而达到饱和状态时的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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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词 曾用名词 名 词 解 释

玲 凝

或 结 露
凝 结

  特指围护结构表面温度低于附

近空气露点泥度时，表面出现冷

凝水的现象

水 蒸 气

分 压 力

  在一定温度下湿空气中水燕气

部分所产生的压力

饱和水燕

气发压力

  空气中水蒸气呈饱和状态时水

燕气部分所产生的压力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空气中实际的水蒸气分压力与

同一沮度下饱和水燕气分压力的

百分比

蒸 气 渗

透 系 数

  lm厚的物体，两侧水燕气分压

力差为 [Pa. l h内通过 1 m2面积

渗的水燕气量

蒸汽渗透阻

  围护结构或某一材料层，两侧

水燕气分压力差为1P.,通过I.,

面积渗透坛水分层所需要的时间

F� F,

R F 2

      (m2)(见附图2.1);

  F�— 按平行于热流方向划分的各

        个传热面积 (。“);

F..�— 各个传热面部位的传热阻

        (m2- K八N);

只— 内表面换热阻，取0.11m2

          K/W;

R,— 外表面换热阻，取0.04m2-

          K/W;

  W- 修正系数，应按本附录附表
        2.1采用

/热流方向
附录二 建筑热工设计计算公式及参数

附图2.1 计算用图

(一)热阻的计算

l.单一材料层的热阻应按下式计算

修正系数，值 咐表 2.1

(附2.1)

式中 R— 材料层的热阻(m2"K/W);

      S— 材料层的厚度 (m);

      a— 材料的导热系数 [W/ (.-K)]，应按

            本规范附录四附表4.1和表注的规定采

              用。

    2多层围护结构的热阻应按下式计算:

            R二R,+R,+·价一+R} (附2.2)

式中 R，十R2十⋯⋯十R�— 各层材料的热阻(澎
                                -K/W)a

    3.由两种以上材料组成的、两向非均质困护结

构 (包括各种形式的空心砌块，坟充保沮材料的J体

等，但不包括多孔粘土空心砖)，其平均热阻应按下
式计算:

1,/a, s"c毕 /x 甲

0.09-0.10 }
0.20-0.39 0.93

0.40-0:69 一}
0.70-0.99 0.98

R =
式中

式中

                          (附2.3)

R— 平均热阻 (.I"K八v);

F�— 与热流方向垂直的总传热面积

①表中之为材科的导热系败。当围护结构由两种材料

  组成时，几:应取较小值.A3应取较大值，然后求
  两者的比值。

②当围护结构由三种材料组成，或有两种厚度不同的

  空气间层时，;值应按比值A,A32  /A确定。空气
  间层的A值，应按附表2.4空气间层的厚度及热阻杯。
③当田护结构中存在翻孔时，应先将圆孔折算成同面

  积的方孔，然后按上述规定计算。

  圈护结构的传热阻应按下式计算:

        尺。二双+R+R. (附2.4)

Ro 围护结构的传热阻 (矿"K/W);

风— 内表面换热阻 (m2"K/W)，应按本附

        录附表2.2采用;

R.— 外表面换热阻(m2"K/W)，应按本附

        录附表ZJ采用;

  R- 围护结构热阻 (m3"K/W),

                                  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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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空气间层热阻的确定:

    (1)不带铝箔、单面铝箔、双面铝箔封闭空气间

层的热阻，应按本附录附表2.4采用C

    (2)通风良好的空气间层，其热阻可不予考虑。

这种空气间层的间层温度可取进气温度，表面换热系

数可取12.0W/ (m2"K)
      内表面换热系数a，及内表面换热阻R值

                                              附表 2.2

外表面换热系数a。及外表面换热阻R。值

                                      附表 2.3

适用季节 表 面 特 征
        0刃

LW/(时"K)]

    e

[ (n?-K/W)1

  外墙，屋顶、与

室外空气直接接触

的表面

  与室外空气相通

的不采暖地下室上

面的楼板

  闷顶、外墙上有

窗的不采暖地下室

上面的楼板

23.0 0.114

适月}季Y 表 面 特 征
        “J

W/(1声K)

    12

(nZ·K认)

冬季和

夏 李

  墙而、地面、表

面平整或有肋状突

出物的顶棚，

  当h /s蕊0.3时

8.7 0.11

  有肋状突出物的

顶棚，

  当h/,>0.3 时

7.6 0.13

17.0 0.06

冬 季

12 () 0.08

  外墙上无窗的不

采暖地下室上面的

楼板

6.0 0.17

注:表中凡为肋高， 为肋问净Hp             夏季}外墙和屋顶
空气间层热阻值 (m2"K/W)

19.0 0.05

附表 2.4

位置、热流状况

  及材料特性

冬 季 状 况 夏 季 状 况

间层厚度 (mm) 间层厚度 (mm)

5 10 20 30 40 50 60以上 5 10 20 30 40 50 60以上

    一般空气间层

热流向下 (水平、倾斜)

热流向上 (水平、倾斜)

    垂直空气间层

0.10

0.10

0.10

0.14

0.14

0.14

0.17

0.15

0.16

0.18

0.16

0.17

0.19

0.17

0.18

0.20

0.17

0.18

0.20

0.17

0.18

0.09

0.09

0.09

0.12

0.11

0.12

0.15

0.13

0.14

0.15

0.13

0.14

0.16

0.13

0.15

0.16

0.13

0.15

0.15

0.13

0.15

  单面铝悄空气间层

热流向下 (水平、倾斜)

热流向上 (水平、倾斜)

    垂直空气间层

0.16

0.16

0.16

0.28

0.28

0.26

0.43

0.35

0.39

0.51

0.40

0.44

0.57

0.42

0.47

0.60

0.42

0.49

0.64

0.43

0.50

0.15

0.14

0.15

0.25

0.20

0.22

0.37

0.28

0:31

0.44

0.29

0.34

万一万一’一:
0.54

0.28

0.37;.;;;.;:
  双层怕箱空气间层

热流向下 (水平、倾斜)

热流向上 (水平、倾斜)

    垂直空气间层

0.18

0.17

0.18

0.34

0.29

0.31

0.56

0.45

0.49

0.71

0.52

0.59

0.84

0.55

0.65

0.94

0.56

0.69

1.0

0.57

0.71

0.16

0.15

0.15

0.30

0.25

0'.27

0.49

0.3d

0.39

0.63

0.37

0.46

0.73

0.38

0.49

0.81

0.38

0.50

0.86

0.35

0.50

    (二)围护结构热惰性指标D值的计算

    I.单一材料围护结构戚单一材料层的D值应按

下式计算:

                    D二RS (附2.5)

式中 R— 材料层的热阻 (-2"K/W);

      S— 材料的蓄热系数 [W/ (.2 -K)).
    2 名晨圈护结构的 D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Rn R2......Ro

      51、52⋯⋯Sn—

各层材料的热阻(m2"K/W);
各层材料的蓄热系数 [W/

(m2.K)〕。空气间层的蓄

                  热系数取5=。。

3如某层有两种以上材料组成.则应先按下式

计算该层的平均导热系数:

l,F,+22F2+ 二 +7�,F�
    F,+F2+，· F�

(附2.7)

D二D,十Dz十 二+D�
然后按下式计算该层的平均热阻:

=R,S,+Rz兔价，+R�S� (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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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层的平均蓄热系数按下式计算

万 s,F,+S, F_ i
厂 + S�F�F�(附2.8)

式中 F、F,--⋯只.— 在该层中按平行于热流划

                      分的各个传热面积 ( m0- ) ;

      人1、22...... d— 各个传热面积上材料的导

                        热系数[W/ (.-K)];

      5、S, Sn— 各个传热面积上材料的蓄

                        热系数「w/(m2}K)]o

    该层的热惰性指标。值应按F式计算:

                            D = RS

      (三)地面吸热指数B值的计算

    地面吸热指数B值，应根据地面中影响吸热的

界面位置，按下面几种情况计算:

    1.影响吸热的界面在最上一层内。即当:

  A.- 最上一层材料的比热容 [W-t,/ (kg-

        K)];

  C,— 最 上 一 层 材 料 的 导 热 系 数

        [W/ (.-K)];

  P— 最上一层材料的密度 ((kg/m3)

2影响吸热的界面在第二层内，即当:

卜S;_>a,r”“ (附2.11)

丝 3.0 (附2.9)

式中 8, 最上一层材料的厚度 (m);

      a— 最上一层材料的导温系数 (m2/h);

        r— 人脚与地面接触的时间，取0.2h0

    这时，B值应按下式计算:

              B=b,=了a, Ci Pi (附2.10)

式中 b,— 最上一层材料的热渗透系数

            [W/ (m2"h-"2"K));

式中 82— 第一层材料的厚度 (m);

      口2— 第二层材料的导温系数(}n2/h) o
    这时，B值应按下式计算:

              B二b,(I+K,.2) (附2.12)

式中 K,.2— 第1, 2两层地面吸热计算系数，根

            据bz/b和s; /a:两值按附表2.5
                查得;

        b,- 第二层 材料 的热 渗透 系数

              [W/ (-'"h一’'z-K)].

    3.影响吸热的界面在第二层以下，即按式 (附

2.11)求得的结果小于3.0，则影响吸热的界面位于

第三层或更深处。这时，可仿照式 (附2.12)求出

B2，或B,‘等，然后按顺序依次求出B,。值。这时

z值应根据B2.,/b,和s;/a:值按附表2.5

地面吸热计葬系数K值 附衰 25

伏0.005 0.01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40 0.50 0.60 0.80 1.00 1.50 2.00 3.00

0.2 一0.82}下。B(}一。sc一0.79一。7叫}一。7;一0.77}一0.7}}一。73-0.7-0.65}一。.5司一。.41一“.3叫一。1}一。07
0.3 一0.704一。7。4-06、一0.69一0.68}一0.67}0.66}一。.6;一0.61一。58}一。.5;一0.46}一0.3}}一。.2叫}一。1}}一0.05
0.4 }一。6。}一。6。I-059}一。58}一。57I-0.50}一。55I-0.5;一。51一}一。.47}一。.44一0.37一0.31一0.19一0.12 一0.04
0.5 }一。5。}一。5。I-04、一。40}一。.47_。46}一。.41-0.41-6.41I}一。.3}}一。.35_。29一。2叫一。15一一。09一0.03
0.6 一0.40一0.40一0.39一。.3叫}一。.37_。36}一0.35一“3}}一。311}一。.29一0.26}一。22一0.18一0.11一0.071}一““3
0. 7 }一。30一0.30一0.29一0 28一0.27}一0.24-0.25{一。.24}一0.24-0.21一0.19}一0.16一0.13一0.08一0.05一0.02
0.8 一0.20}一。2f一0.19{一。t、一0.18}一。.17，一0.1E一0.14-0.14一0.13{一0.14-0.10}一。.。州}一。.01-0州一0.00
0.9 一0.14一。.1。I- 0.10卜0.09}一。09}一0.08一0.04-0.08一0.07一0.0E一o. of一0.05}一。.0川}一。.叫一。.010.00
1.1 0.10}0.1010.09}。09一10.09}0.08一}0.08}0.070.07一}0.06一}0.050.04}一。.04}一。.02}一。01}一0.00
1.2 0.20 0.20】0.19}0.180.17 0.16一}0.150.14一}。130.11}0.100.08 0.07 0.04 0.03 0.00

1.3 }0.300.30 0.28 0.26}0.240.23}0.220.20}。18}0.160.15一}0.130.10}}0.060.04{0.01
1.4 }。400.40 0.38 0.3410.32}0.300.28}0.26}0.240.21 0.19一}。1'5}}0.12}一。。:}一0.05 0.02

1.5 0.50}0‘9}0.46}0.420.39}0.370.34}0.32}0.290.25}}0.23一0.18一。15}一0.09}一。.05}一0.02
1.6 0.60 0.59 0.55 0.50一}0.460.43一}0.40}0.380.33 0.30}10.26{}0.21}一0.17}}。10}一0.06 0.02

1.7 }0.70}。680.63}0.58}0.530.49}0.46}0.430.38 0.33一}0.300.24一}0.19一}。12一}0.07一}0.03
1.8 0.79}0.78}0.71」。65 0.60 0.55}0.510.48一}。420.37}0.330.26 0.21 0.13一}0.08 1一0.03
19 一}0.89 0.88}0.800.72 0.66}0.61}0.56}0.52}0.46}0.400.36一10.29」{0.23 0.14 0.08}一0.03
2.0 0.99 0.97 0.88}0.790.72}0.66。61一}0570.49 0.44}0.39一10.31}一。25 I一0.150.09}一0.03
2.2 1.18 1.16 1.03 0.92一}0.8310.761{。70}0650.56 0.49 0 44 0.35 0.28 0.17 0.10 0.04

2 4 1.37{1.35}1.19 1.04 0.94 0.85一}0.78}0.72 0.62 0.55}0.48 0.38}0.31}0.190.11}0.04
2.6 1.57 1.53 1.33 1.16 1.04 。94一}0.860.79 0.68 0.60 0.52 0.42 0.34 0 加 0.12 0.04

2.8 1.77 1.72 1.47 1.27}1.131.02一}Q.930.85一}073{1: 0.66,0.56:j}0:45}10.36)一0.21 1一0.13 0.05

3.0 1.95}1:9 1.60}，37，21一}1.090.99 09;一}0.78}0.680.60 0.47 0.38 0.23}一0.14}一0.05
里-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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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室外综合温度的计算

1室外综合温度各小时值应按 卜式计算
A，

P(I_ 一I
(附2.16)

      t,�‘·1'!
t,�— 室外综合温度 (℃)寻

t— 室外空气温度 (℃);

(附2.13)

式中

    了一一水平或垂直面上的太阳辐射照度 (W/

        ,,}l ) ;

  P一一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应按本附录附表
        26采用;

  “厂一外表面换热系数，取19.0W/ (m2"K)o

2.室外综合温度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t,a-

    下，一下、PI
室外综合温度平均值 (℃);

室外空气温度平均值 (℃)

范附录三附表 3.2采用;

(附2.14)

I...— 水平或垂直面上太阳辐射照度最大值

        (W/m,)，应按本规范附录二附表3.4

        采用;

  了— 水平或垂直面上太阳辐射照度平均值

        (W/m2)，应按本规范附录三附表3.4

        采用;

  价— 外表面换热系数，取19.0W/ 而·

        K);

  月-— 相位差修正系数，根据A.与A的比

      值(两者中举值较大者为分子)及P,
      与p，之间的差值按本附录附表2.7采
        用;

  P— 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应按本附录附表
应按本规 2.6采用。

太阳辐射吸收系数p值 附表 2.6

      1— 水平或垂直面上太阳辐射照度平均值

            (W/m2)，应按本规范附录三附表3.4

              采用;

      尸— 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应按本附录附表
            2.6采用;

      叭— 外 表 面 换 热 系 数，取 19.0

              W/ (.2"K).

    3.室外综合温度波幅应按下式计算:

              A，宜(A,e+A�) R (附2.15)

式中 A.，— 室外综合温度波幅 (℃);

      A,— 室外空气温度波幅 (℃)，应按本规范

              附录三附表3.2采用;

      A�— 太阳辐射当Its度波幅 (℃)，应按下

              式计算:

外表面材料 一}表面状况」色 泽 r值

红瓦屋面 一} 红揭色 一一0.70
灰瓦屋面     一}浅灰色 0.,52

石棉水泥瓦屋面 浅灰色 0.75

油毡屋面 旧，不光滑 黑色 0.85

水泥屋面及墙面 青灰色 0.70

红砖堵面 一}红褐色 0.75

硅酸盐砖墙面 不光滑 灰白色 0.50

石灰粉刷墙面 }一新，光滑 白色 }0.48
水刷石墙面 }旧，粗糙 灰白色 0.70

浅色饰面砖及浅色涂料 }jt.浅绿色0.50

草坪 }一 }一绿色 }0.80

相位位修正系橄尹位 附衰 2.，

    A,- _t, },,
            〔。 臼呀

的比值或A，与A。的比值

。，二〔，，十Eo)一(9,+右‘)或d9= 9。一9+                     (h)

I 2 3 4 5 6 7 8 9 10

1.0 0.99 0.97 0.92 0.87 0.79 0.71 0.60 0.50 0.38 0.26

1.5 0.99 0.97 0.93 0.87 0.80 01.72 0.63 0.53 0.42 0.32

2.0 0.99 0.97 0.93 0.88 0.81 0.74 0.66 0.58 0.49 0.41

2.5 0.99 0.97 0.94 0.89 0.83 0.76 0.69 0.62 0.55 0.49

3.0 0.99 0.97 0.94 0.90 0.85 0.79 0.72 0.65 0.60 0.55

3.5 0.99 0.97 0.94 0.91 0.86 0.81 0.76 0.69 0.64 0.59

4.0 0.99 0.97 0.95 0.91 0.87 0.82 0.77 0.72 0.67 0.63

4.5 0.99 0.97 0.95 0.92 0.88 0.83 0.79 0.74 0.70 0.66

5.0 0.99 0.98 0.95 0.92 0.89 0.85 0.81 0.76 0.72 0.69

注:表中91-为室外综合谧度.大值的出现时间(h),通常可取:水平及肉向，13;东向，叭西向。1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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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围护结构衰减倍数和延迟时间的计算

1.多层围护结构的衰减倍数应按下式计算 51、52

。_。9尸旦李止奖
          了251+ 下

铁 裂六

  凡 十YI

  92+yZ

ynl 从、+气
Yr.

〔附217) 叭、YZ

式中 勺— 围护结构的衰减倍数;

          D— 围护结构的热惰性指标，应按本附

                  录中 (二)的规定计算;

      a、。r— 分别为内、外表面换热系数，取

                a s.7w/(mZ·K)，。二19.ow/

Y‘、yk

      (mZ·K};

5。— 由内到外各层材料的蓄热系数

      [W/(。2·K)〕，空气间层取5二

        O;

Yn— 由内到外各层 (见附图2.2) 材料

      外表面蓄热系数 「w (mZ·K)〕，

      应按本附录中 (七)1.的规定计

      算;

  — 分别为空气间层外表面和空气间层

      前一层材料外表面的蓄热系数

      [w/(mZ·K)]。
幸气间层

”一1 1 凡

匕 YI 矶 珠 l yK 叭 =Y的

                                附图2.2

2.多层围护结构延迟时间应按下式计算:

40.SD一arctR
      a之

:，十艺夜

Yk

arc‘9刃万二夜十
。rot:一兰下

      Y +aVZ

多层围护结构的层次排列

              乌— 内表面换热系数 【w/(mZ·K)3;

              丫— 内表面蓄热系数 〔W/(m“·K)」。

            (七)表面蓄热系数的计算
            1.多层围护结构各层外表面蓄热系数应按下列

        规定由内到外逐层 (见附图2.2) 进行计算:

            如果任何一层的D>1，则 Y=5，即取该层材

l5

R

                                        (附2.18)

式中 如— 围护结构延迟时间(h);

      长— 围护结构外表面 (亦即最后一层外表

            面)蓄热系数 【w/(mZ·K)〕，应按本

            附录中 (七)2.的规定计算;

      R‘— 空气间层热阻 (mZ·K刀w)，应按本规

            范附录二附表2.4采用;

    Y卜— 空气间层内表面蓄热系数 〔w/(m2.

            K)〕，参照本附录中 (七)2.的规定计

            算。

    (六)室内空气到内表面的衰减倍数及延迟时间

的计算

    1.室内空气到内表面的衰减倍数应按下式计算:

料的蓄热系数。

    如果第一层的D<1，则

y，

如果第二层的D<1

R，5了+at
1+Rla

。则:

y2
SlRZS鉴+Yl

1+RZYI

潇
玉
与

其余类推，直到最后一层

yn=
R.5乏+
1+Rn

一“”

。=0.95旦已竺 (附2.19)

2.室内空气到内表面的延迟时间应按下式计算

氛 =了rctgy十。涯 (附2.20)

式中 叭— 内表面衰减倍数;

      奈— 内表面延迟时间 (h)

式中 5:、52一 5。一 各层材料的蓄热系数
                      〔W (mZ·K)];

      R:、尺2··一R。— 各层材料的热阻 (mZ·K/

                          W);

    YI、玖·⋯ y。— 各层材料的外表面蓄热系
                      数 [W/(mZ·K)];

                自— 内 表 面 换 热 系 数

                        【w/(时·K)]。
    2.多层围护结构外表面蓄热系数应取最后一层

材料的外表面蓄热系数，即y。=Yn。

                                          1一 2一 谬7

www.b
zf

xw
.c

om
恒
智
天
成
软
件
订
购
热
线
：
40
06
33
89
87



    3.多层围护结构内表面蓄热系数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如果多层围护结构中的第一层 (即紧接内表面的

一层)n,= 1，则多层围护结构内表面蓄热系数应取
第一层材料的蓄热系数，即V'- S'.

    如果多层围护结构中最接近内表面的第 ，，层，其

D李1，则取丫、二凡一然后从第，一1层开始，由外向

内逐层(层次徘列见附图2.2)计算，直至第 一层的Yr,

即为所求的多层围护结构内表面蓄热系数

    如果多层围护结构中的每一层n滇均小于1，则

计算应从最后一层 (第 层)开始，然后由外向内

逐层计料 直至第 层的r，即为所求的多层围护
结构内表面蓄热系数

    (八)围护结构内表面最高温度的计算

    盆非通风围护结构内表面最高温度可按下式计

算 :

      a, ,�- - 0,(赞·今)，‘附2.21)
内表面平均温度可按下式计算

      6;一又，t,�- 1R a: (附2.22)

式中

尹

应

B;.— 内表面最高温度 (Y');

  0,— 内表面平均温度 (℃);

  ‘— 室内计算温度平均值 (飞一).取乙=

        t十15℃;

  t.- 室外计算温度平均值 (℃)，应按本

        规范附录三附表3.2采用;

  A— 室内计算温度波幅值 (℃)，取A,;

        二A 一1.5C, A,为室外计算温度
        波幅值，应按本规范附录三附表3.2

          采用;

  丁，— 室外综合温度平均值 (℃)，应按本

        附A式 (附2.14)计算;

A,.- 室外综合温度波幅值 (℃)，应按本

        附录式 (附2.15)计算;

  v�- 围护结构衰减倍数，应按本附录式

        (附2.17)计算;

  Fo 围护结构延迟时间 (h),应按本附

        录式 (附2.18)计算;

  劝— 室内空气到内表面的衰减倍数，应

        按本附录式 〔附2.19)计算;

  E;- 室内空气到内表面的延迟时间 (h),

        应按本附录式 (附2.20)计算;

  R— 相 位 差 修 正 系 数，根 据
            iA.。.A 、

      (澎与访少的比值‘两者中数值
        较大者为分子)及 (10w + eo)与

        (W,i+ E;)的差值，按本附录附表

                  27采用;

      w,;- 室内空气温度最大值出现时间(h),
            通常取16;

      91,,- 室外空气温度最大值出现时间 (h),

            通常取15;

      W— 太阳辐射照度最大值出现时间 (h)，

            通常取:水平及南向，12;东向，8;
            西向，16;

      A,— 室外计算温度波幅值 (℃)，应按本规

              范附录三附表3.2采用;

      A.— 太阳辐射当量温度波幅值 (℃)，应按

              本附录式 (附2.16)计算口

    2通风屋顶内表面最高温度的计算:

    对于薄型面层 (如馄凝土薄板 大阶砖等)、厚

型基层 (如混凝土实心板、空心板等)、间层高度为

20- 左右的通风屋顶，其内表面最高温度应按下列

规定计算:

    (幼 面层下表面温度最高值、平均值和波幅值应

分别按下列三式计算:

                0}.-.=0.8t}。、 (附2.23)

                B,=0.54t,>_, (附2.24)

                A,.=0.26t.二、 (附2.25)

式中 Bl.m..— 面层下表面温度最高值 (℃);

        瓦— 面层下表面温度平均值‘℃);

      A e,— 面层下表面温度波幅值 (℃);

      t..-.- 室外综合温度最高值 (℃)，应按本

              附录式 (附2.13)计算室外综合温

              度各小时值。然后取其中的最高值。
    (2)间层综合

的平均值和波辐值

tK..a

度工作为基层上表面的热作用)
分别按下列二式计算
=0.5‘二+瓦) (附2.26)
=0.5,(A,-+A e, ) (附2.27)

，— 间层综合温度平均值(℃)
，— 间层综合沮库波幅值(℃)

(3)

动

(/’)
高温度。

t,z— 间层空气温度平均值 (℃)，取7�=

      1.06几，几为室外计算温度平均值;

A_- 间层空气退度波幅值 (℃)，取A_

      =1. 3A,>,万。为室外计算温度波幅
        值;

  0,— 面层下表面温度平均值 〔℃);

Ae,— 面层下表面温度波幅值 (℃)。

  在求得间层缘合温度后，即可按本附录中

同样的方法计算荃层内表面 (即下表面)最

计算中，间层综合温度最高值出现时间取
甲、，=13.5卜a

1- 2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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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室外计算参数

围护结构冬季室外计旅参数及最冷最热月平均温度 附表 3.1

地 名

冬季室外计算温度t)ll 设计计算用采暖期 冬季室外

平均风速

  Cm八)

最冷月

平均温度

  (1,)

最热月

平均温度

  (℃)
1氏9 n型 口111 IF型 咒)

平均沮度

r,.(℃)

平均相对湿度

  91.(%)

  度日数

nd,(℃ d)

」匕hti卜 一9 一12 一14 一16一一125(129) 一16 一 50 2450 2.8 }一 。5一25.9
天津1卜 一9 一11 一I2一_13一一;19(122) 一12 57 }一2285}一 一4 0 26.5

ik itI,:'r}一::

一12

一 1日

一13

  11

一9

一12

一16

一20

一】4

一21

一15

一13

一1

一14

一18

一23

一]7

一23

  17

一 14

一13

一15

一20

  25

112(117)

153(155)
    135

曰9(124)

    108

127(137)

144(147)

    163

      一
一〔)6

一4 8

一24

一1.2

0.1

一2 9

一4 5

一5 6

}
          56

          42

          5且

          60

        60

          55

          44

          44

2083

3488

2754

2285

1933

2654

3240

3847

l8

3.5

3.0

2.1

2.5

2.5

1.3

2.7

  一2 9

  一9 6

、 一6 0

  一4 】

  一2 】

  一5 6

  一9.4

  一11.9

26 6

23.3

24.5

26.6

26.9

25.5

24.5

22.1

山西省

  太原

大同

  长治

ti.台III

  阳泉

  Ij}汾

  晋城

运城

-.2

一17

  I3

一28

一I1

一9

  一9

一，

一14

一20

一17

一32

一 12

一13

一.2

一9

一16

一22

一19

一34

一15

一15

一15

一I1

一 18

一24

一22

一37

一16

一18

一17

一13

135(144)

162(165)

    135

    273

124(129)

    113

    121

    102

          一

一27 一
一5 2

一2 7

一8 2

一13

一1.1

一0.9

0.0

一 2795

3758

2795

7153

2393

2158

2287

1836

2.4

3.0

1.4

12.5

2.4

2.0

2.4

2.6

一6.5

一11.3

一6.8

一18.3

一4.2

一3 9

一3 7

一20

23.5

21.8

22.8

9.5

24.0

26.0

24.0

27.2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锡林浩特

    海拉尔

    通辽

    赤峰

    满洲里

  博克图

  二连浩特

    多伦

  白云那博

一19

一27

一34

一20

一18

一31

一28

一26

一26

一23

一21

一29

一38

一23

一21

一34

一31

一30

一29

一26

一23

一31

一40

一25

一23

一36

一34

一32

一31

一28

一25

一33

一43

一27

一25

一38

一36

一35

一33

一30

166(171)

    190

209(213)

165(167)

    160

    211

    210

180(184)

    192

    191

一62

一10.5

一14.3

一74

一60

一12.8

一11.3

一9.9

一9 2

一8.2

.

  53

  60

  69

  48

  40

  64

  63

  53

  62

  52

4017

5415

6751

4191

3840

6499

6153

5022

5222

500 4

1.6

3.3

2.4

3.5

2.4

3.9

3.3

3.9

3.8

6.2

一12.9

一19.8

一26.7

一14.3

一11.7

一23.8

一21.3

一18.6

一18.2

一16.0

21.9

20.9

19.6

23.9

23.5

19.4

17.7

22.9

18.7

19.5

辽宁省

沈阳

丹东

大连

阜新

抚顺

朝阳

本溪

锦州

鞍山

钾西

一19

一14

一11

一17

一21

一16

一19

一15

一18

一14

一21

一17

一14

一19

一24

一18

一21

一17

一21

一16

一23

一19

一17

一21

一27

一20

一23

一19

一23

一18

一25

一21

一19

一23

一29

一22

一25

一20

一25

一19

    152

144(151)

131(132)

    156

162(160)

148(154)

    151

144(147)

144(148)

    143

一5 7

一3 5

一1.6

一6.0

一6.6

一5 2

一5 7

一4.1

一4.8

一4.2

58

60

58

50

65

42

62

47

59

50

3602

3096

2568

3744

3985

3434

3579

3182

3283

3175

3.0

3.7

5.6

2.2

2.7

2.6

3.8

3.4

3.4

一12.0

一8.4

一4 9

一11.6

一14.2

一10.7

一12.2

一8.9

一10.1

一9.0

24.6

23.2

23.9

24.3

23.6

24.7

24.2

24.3

24.8

24.2

吉林省

长赛

吉林

延吉 二::一262922::-30-34-26
170(174)

171(175)
170(174) 二{}

63

68

58 447146174267
4.2

3. 0

2.9 二}::23.022.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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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冬季宇外计算温度 C 设计计算用采期

地名
1刑 }】1创 }川刑 一R ?G kfZ (d)

平均温度

丁，‘℃)

平均相对湿度

    ‘ 〔% )

  度口数

D.(℃ d)

冬季室外

平均风速

  (m/s)

最冷月

平均温度

  (℃ )

最热月

平均温度

  ‘℃ )

  占林省

  通化

  双江

  四平

  白城

黑龙9I省

  1喻尔rri

  嫩宁1

齐齐哈尔

  富锦

  牛L丹Bl

  呼玛

  佳木斯

  安达

  伊样

  克]1I

  卜海市

  it苏省

  南京

  徐州

  连云港

  浙枉省

  杭州

  宁波

  安徽省

  合月巴

  阜阳

  蚌埠

  黄山

  福建省

  福州

  江西省

  南昌

  天目Ill

  庐111

  山东省

  济南

  青岛

  烟台

  德州

  淄博

  泰山

  充州

  河南省

  郑州

  安阳

  浪阳

  新乡

  洛阳

  南阳

一24

一21

一22

一23

16;8(123)

    167

163(162)

    175

一7 7

~7 8

  7.4

一9 0

4318

4309

4140

4725

1.3

3.4

3.0

3 5

一16.1

一15.5

一14.8

一17 ]

22.2

23.7

23.6

23.3
汇

66

舫

62

65

65

69

68

麟

拍

“
一76

  29

一36

  28

  28

一27

  a2

一29

一29

一33

一31

一4

176(179)

    197

182(186)

    184

178(180)

    210

180(183)

180(182)

193(197)

    191

  54(62)

一10.0

一13.5

一10.2

一10.6

一94

一卫4 5

一10.3

一10.4

一12.4

一12.1

  3.7

4928

6206

5132

5262

4877

6825

5094

5112

586，

5749

772

3.6

2 5

2.9

3 9

2.3

1.7

3.4

3.5

2 0

2.4

3.0

一19.4

  25.2

一19.4

一20.2

一18.3

一27.4

一19.7

一19.9

一23.6

一22.7

  3.5

22.8

20.6

22.8

21.9

22.11

20.2

22.1

22.9

20.6

21.4

27.8

犯

们

犯

32

引

47

洲

34

37

35
-，

川

明

加

30

29

45

犯

32

肠

犯

6

3

5

5

4

9

6

6

U

C
，

气

1

鸟

，
J

2

3

气

，

飞

，
‘

74

63

68

一5

一8

一7

In

一9

一12

一II

7S(83)

94(97)

96(105)

1125

1560

1594

2.6

2.7

2.9

27.9

27.0

26.8

n二:一:_:::{:;}:: ::: :; ::

一3

一6

一4

一II

一13

一14

一12

一Zn

70(75)

  85

83(77)

  121

2.9

2.1

2.3

一34

1057

1352

1303

25启9

2.6

2.8

2.5

6 2

2.0

0.8

1.0

  3.1

28.5

28.1

28.2

27.7

28.0

17.7

80

朋

力

66

68

64

7

9

7

比

 
 
一

一

-

2 6 10.4 ZR R

10
12
10
17
一

3

74

韶

70

0

一10

一8

一2

一]3

一 11

一4

一15

一13

一6

  17

  15

17(35)

  136

  In6

3.6

6.3

5.5

29.5

20.2

22 5

一7

一6

一6

一8

一9

一16

一7

  10

一9

一8

一12

  12

  19

一9

一12

一11

一10

一14

一14

一22

一II

一14

一13

一12

一17

一16

一24

一12 :::

0.6

0.9

0.5

一0.8

一0 5

一3 7

一0.4

1757

1881

1943

2124

2054

3602

1950

3.1

5.6

4.6

2.6

2.6

7.3

2 9

一1.4

一1.2

一1.6

一34

一30

一86

一1 9

27.4

25.2

25.0

26.9

26.8

习7 8

26.9

52

“

胡

63

61

52

62

，

9

9

n
U

.q

，、

6

27
26
抓
27
27
27
灯

二:
一9

一13

一11

一11

一10

一11

一10

一11

一15

一12

一13

一12

一14

98(102)

105(109)

    107

100(107)
91(95)
84(89)
    7R

1627

1859

1905

1680

1474

1327

3.4

2.3

3.1

2.6

2.4

2.5

一03

一1.8

一2.2

一0 7

一0 3

一0 9

朋
钓

69

63

55

67

14
们
02
12
18
22

7

ll

沼
侣
--7

巧
--4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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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名

冬季室外ij产it温度 杏 设计计算用采期 冬季室外

平均风速

  (111/吕)

最冷月

平均温度

  (℃)

最热月

T-均温度

  (U)I刑

吧!脚
介型

z (a)

平均温度

r,(℃}

平均相对涅度

  丽。(%)

  度日数

De; (U·d)

i可南省

商G:

  开」士 _: {一129一:;
101(106)

102(106) {{ :: {::: :.: 一:::::

AI At PiAu 一2   6

  3

  10

一8 川 58(67) 3.4 77 847 2 6 3.0 28.7

一513一7153“;:，’ 一: :; 4021436 :一 :.{ ::.:
湖南省

  长沙

  南岳 。7

，六1 7 5 4 3

2

0 2.2 13.3 28.4

0 1.7 12.7 28.3

广西A百放自治区

    南,r 7 5 3

四川省

  成郑

  阿坝

  甘孜

康定

峨1e9山

  2

一12

一】0

一7

一12

  l

一16

一[4

一9

一I4

  O

一20

一.8

一11

一15

一 I

一23

一21

一12

一15

    0

    189

165069)

    139

    202

一2.8

一0 9

0.2

一、5

57

43

65

83

3931

3119

2474

3939

0.9

1.2

1.6

3.1

3.6

5.4

一了9

一4.4

一26

一6.0

25.5

12.5

14.0

15.6

118

贵州省

贵阳

毕Y

安顺

威 it

一1

  2

一2

一5

一2

一3

一3

一7

  4

一5

一5

一9

一6

  7

一6

一1

20(42)

70(81)

43(48)

80(98)

5.0

3.2

4.1

3.0

78

85

82

78

260

1036

598

1200

2.2

0.9

2.4

3.4

4.9

2.4

4.1

1.9

24.1

21.8

22.0

17.7

云南省

昆明 飞3 11 10 9 O 2.5 7.7 19.8

西截自治区

    拉萨

    叱尔

  日喀则

一6

一17

一8

一8

一2.

一12

一9

一24

一14

一10

一27

一17

142(149)

    240

158(160)

0.5

一5 5

一05

35

28

28

2485

5640

2923

2.2

3.0

1.8

一2 3

一12.4

一39

15.5

13.6

14.6

陕西省

  西安

  愉林

  延安

  宝鸡

  华山

  汉中

一5

一16

一12

一5

一14

一1

一8

一20

一14

一7

一17

一2

一10

一23

一16

一9

一20

一4

一12

一26

一18

一11

一22

一5

100(101)

148(145)

130(133)

101(104)

    164

75(53)

0.9

一44

一26

1.1

一2 8

3.1

66

56

57

65

57

76

1710

3315

2678

1707

3411

1118

1.7

1.8

2.1

1.0

5.4

0.9

一0 9

一10.2

6.3

一0 7

一6 7

2.1

26 4

23.3

22.9

25.4

17.5

25.4

甘肃省

兰州

酒泉

教煌

张掖

山丹

平凉

天水

一11

一16

  14

一16

一17

  10

一7

一13

一19

一18

一19

一21

一13

一10

一15

一21

一20

一21

一25

一15

一12

一16

一23

一23

一23

一28

一17

一14

132(135)

155(154)

138(140)

    156

165(172)

137(141)

116(117)

一2.8

一4.4

一4.1

一4.5

一5 1

一1.7

一0.3

60

52

49

55

55

59

67

2746

3472

3053

3510

3812

2699

2123

0.5

2 刁

2.1

1.9

2.3

2.1

1.3

一6.7

一9 ，

一9 1

一10.1

一11.3

一5.5

一29

22.2

21.8

24.6

21.4

20.3

21.0

22.5

青海省
  西宁

玛多

大柴旦

共和
格尔木

  玉树

一13

一23

一19

一15

一15

一13

一16

一29

一22

一17

一18

一15

一18

一34

一24

一19

一21

一17

一20

一38

一26

一21

一23

一19

162(165)
    284

    205

    182

179(189)
    194

一33

一72

一68

一4 9

一5.0

一3.1

        50

        56

        34

          44

        35

L     46

3451

7159

5084

4168

今117

4093

]7

2.9

1.4

1.6

2.5

1.2

一8 2

一16.7

一14.5

一10.9

一10.6

一，B

17.2

7.5

15.1

15.2

17.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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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名

冬季室外1泳算溢度 ) 设计计算用采期 冬季室外

平均风速

  (m/5〕

最冷月

平均温度

  (飞)

最热月

平均温度

  (℃)
11‘，11型 川型 R型 广态

平均温度

t。〔℃)

平均相对组度

  叭 (%)

  度日数

D，(℃·d)

万一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中宁

    固原

  石嘴山

  i5

  l2

一14

  15

  I月

  16

  17

  15

  2l

  !9

一20

  20

2。}一145笼、、9)
      137

      162

  149(152)

一3 8

  3 1

一3 3

一4 1

57

52

57

49

3161

2891

3451

3293

了7

2 9

2 8

2 6

一8 9

一7 6

一8 3

一9 2

234

23 3

18 8

23 5

新椒维扦尔
  自治试

  匕今侨木齐

    塔城

    哈密

    了J卜J
    喀什

    减蕴

  克士之到石依
  “上侨侨

    1乍车

    和 田

  22

一23

一】，

  20

  l2

  3‘

一24

一15

  15

一10

  26

  27

  22

一26

一14

  40

  28

一19

一】8

  13

  3()

一3()

一24

一30

  16

一42

一31

一21

  2O

一16

          曰

一33

  33

  26

  34

一18

一45

一33

一24

一22

一18

�‘

162〔157)
    】63

    137

139(143)

1]8吃122)
    178

]46(1今9)

117(121)
    123

!12(114)

一8 5

  6 5

一5 9

一4 8

一2 7

  12 6

  9 2

一5 0

一3 6

一2 1

— 一 {

        75

        71

        48

      75

      63

        73

      68

      50

      56

      50

{

    4293

    3994

    3274

    3169

    2443

    5447

    3971

    2691

    2657

    2251

l7

2 l

22

l6

12

O 5

15

0 9

1 9

l 6

一14 6

一12 ]

一12 ]

一9 7

一6 4

一21 7

一164

一9 3

一8 2

一5 5

23 5

22 3

27 1

22 7

25 8

214

27 5

326

258

255

嘿产 lt 9 8 7 () 3 7 14 8 286

香港 {:I0 l8 17 1一6 1一 。 一 一 �� �一一 63 }一156 128 6

洲:①表中设计1{算用采暖期仅供建筑热仁设计计算采用。各地实际的采暖期应按当地行政或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②在设计计算用采理期天数一栏中 不带括号的数值系指累年日平均沮度低于或等于5℃的天数;带括号的数值系

      指累年LJ平均谧度稳定低于或等于5℃的天数。在设计计算中，这两种采暖期天数可采用。

      围护结构夏季室外计算温度 (℃) 绣表

附裘 3，2

夏季室外计算踢度
习目 一IJ 亡 们

平均僚又 最高值气。ax 波幅值汽
西安 32 3 384 6 1

汉中 29 5 358 一一 63
— 北京 一} 302 } 363 一一 61

天津 1} 30.4 1} 354 1{ 5。
石家庄 31.7 383 6t6

济南 一一 330 373 }一 43
青岛 } 251 31 1 30

上海 31 2 36 1 4 9

南京 32 0 37 1 5 1

常州 一} 32.3 36 4 4 l

徐州 一} 315 1�� 一�33 67一52
东台 一} 311 1{ 355 4 7

合肥 32 3 36.8 一} 45
芜湖 32.5 { 369 4 4

早阳 32 1 371 一} 5.2
杭州 32 1 372 一} 5.1
摘县 32」1 37 6 55

温州 30 3 35 7 5 4

南昌 _ 咒9 一�� 一�33 78一一 49
墉州 32 2 �� 一�33 781一 56
九江 }一 325 �� 一�33 741一 46
景德镇 316 37 2 56

福州 1} 309 一 372 一} 63
建阳 30.5 3了3 一} 68
南平 30.8 37 4 } 66
永安 308 } 37 3 6 5

潭州 313 37 1 58

厦门 308 35 5 47

郑州 1} 32.5 一{ 3。: {{

夏季室外计算温度
艳或 甲 石 孙

平均值几 最高值人， 波幅值A

信阳 一} 319 1} 366 一 47
武汉 32_4 36.9 4 5

宜昌 }一 320 38.2 1一 62
黄石 }一 330 37 9 52

长沙 32.7 37 9 一 52
截江 304

                                      一 36 3 5.9

岳阳 一 32 5 ! 359 34

株洲 一} 34.4 一{ 39.9 1 5 5

衡阳 32 台 35.3 一} 55
广州 一} 311 1} 35.6 1} 45
侮口 30 7 36 3 5 6

汕头 一} 306 1} 352 4 6

韶关 一} 31.5 1} 30.3 4 8

德庆 一} 312 1} 366 5 4

湛江 30 9 35.5 4.6

南宁 310 1} 36.7 57

桂林 30 9 36.2 一} 53
百色 一} 31a l} 37.6 1} 58
梧州 30‘， 37_0 6 1

柳州 一} 32.9 1} 35_5 5 9

桂平 一} 32.4 37.5 1 51
成都 29 2 } 3月礴 52

重庆 {{ 332 一{ 38_9 5.7

达县 } 33 2 38.6 一} 54
南充 3礴。 一} 393 一} 53
贵阳 26 9 } 32.7 } 58
钢仁 312 37 8 6 6

遵义 28 5 34 1 5 6

思南 一} 314 36.8 54

昆明 一} 23.3 1} 293 一{ 6。
元江 一} 337 1} 403 一} 6.6

1一 2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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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主要城市夏季太阳辐射照度 (win,=) 附表 3.3

城市 地 方 太 阳 时

名称
剔 pU

6 7 8 9 10 11 】2 13 14 15 I6 17 18
n - } 1宝，又 ， 刊

5 17 60 98 129 150 182 196 182 150 {129 98 60 17 }1468 61.2

W(E)」17 60 98 129 150」162 166 352 502 591 594{483 255{3559 148.3
‘粕 -7

N 100 168 186 176 157!162 166 162 157 176 186}168 100 2064 86.0

l1 60 251 473 678 838 942 976 942 838 678 4731 251 60 7462 310.9

S 】5 53 89 118 138 175 189 175 138 118 89 一53 15 1365 56.9

W(F) t5 53 89 II8 139 151 154 341 494 586 591}487 265 3482 145.1
尹 7划

N 101 163 176 162 143 151 154 151 143 162 176 163 101 1946 81.1

11 58 244 462 664 824 926 962 926 824 664 462{244 58 7318 304.9

S 16 52 86 112 163 211 227 211一{163 112 86 52 16 {1507 62.8

WW {t6 52 86 112 131 143 146 344 508 609 624 528 305 3604 150.2
钊硬，钊

N 113 162 159 131 131 143 146 143 131 131 159 162 113 1824 }
H 70 261 481 685 845 949 983 949 845 685 481 261 70 7565 315.2

s 之O 67 110 三45 205 255 273 255 205 145 110 67 20 1877 78.2

W(iti 20 67 110 145 169 184一，89 375 524 608 603 489 267 3750 156.3
贝 I乍下

N 103 163 174 158 169 184】189 184 169 158 174 163 103 2091 87 !

H 73 269 496 708 876 983 1021 983 876 708 496{269 73 7831 326.3

{S 16 48 79 106 184 236 254 236 184 106 79 一48 16 1592 66.3

W(E) I6 48 79 l04 123 134 138 345{518 629 651}、。、 341 3687 153.6
K 改

N 124 159{141 104 123 134 138 134 123 104 141 159 124 1708 71.2

H 77 272 493 697 860 964 1000 964 860 697 493 272 I  77 7726 321.9

5 30 65 116 245 352 423 447 423 352 245 116 65 30 2909 121.2

W(E) 30 65 95 118 136 147 151 364 543 662 697 629 441 4078 169.9
刁白力乏

N 148 137 95 118一{136 147 151 147 136 118 95 137}，;。 1713 71.4

H 139 336 543 730{878 972}1003 972 878 730 543 336 139 8199 341.6

S 20 53 83 172 261 319 340 319 261 172 83 53 20 2156 89.8

W(E) 20 53 }:3 109 126 138 141 333 491 590 609 528 338}3559 148.3
不p川

N 118 132 98 109 126 138 141 138 126 109 98 132 118 1583 66.0

H 95 275 475 661 808 902 935}902 808 661 475 275 95 7367 307.0

S 18 50 79 134 217 273 291 273 217 134 79 50 18 1833 76.4

W(E) 18 50一}79 102 119 130 133 336 505 615 640 558 353 3638 151.6
1_阿

N 125 148 118 102}119}130 133 130 119 102 118 148 125 1617 }
H 88 276 487 681 836 933 967 933 836 6召1 487 276 88 7569 315 4

S l7 47 76 125一}207一}261}250一}261 207 125 76 47 17 1746 728

W(E) 17 47 76 】肠 117 127 飞31 332 501 609 633 551 345 3586 149 4
毖、认

N ，23一}1;， 120 100 117 127 131 127 117一}100一}120一}147 123 1599 666

H 83 269 480 675 829 928 961 928 829 67， 480 269 83 }7489 312.0

S 24 60 94 180 267 325 345 325 267 180 94 60 24 2245 93 5

w(E)一}24 60 9;!1122 141 153 157一}344}一496}一5，1一}*7 523 332 3644 1518
曰 从

N 119 139 111 122 141 153 t57 153 141 122 111 139 119 172， ，2 0

H 9。}一252 486 672 819 914 945 914 519一}6721}456一}282 98 7467 312 0

S l6 47 79 119 200 252 270 252 200 119 79 47 16 1696 70.7

W(E) 16 47 79 104 122 133 138 340 5的 61， 石钓 555 345 3645 151夕

望 更入

N 124 153 131 104 122 133 138 133 122 104 131 153 124 1572 69 7

H 81 270 487 686 844 945 980 945 844 686 487 270 8l 7606 316 9

S I8 53 84 131 209 261 279 261 209 131 84 53 18 1791 746

、‘。{W(E) 18 53 。4}109 127 138 143 333 490 590 608 521 318 3532 1472

p‘了11 ~

N 116 147 127 109 127 生38 143 138 127 飞的 127 147 116 1671 696

H 82 266 473 664 815 910 944 910 815 664 473 266 82 7364 306_8

1一 2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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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X111FT朝向
地 方 太 阳 时

一日总 s 昼夜平均
6 7 8 9 几汗II 12 ]3 }14 】5 I6 17 1日

南京

{S I8 5I 一。2 148一2371 296一316 296 一237 148 82 15， 18 1980 一825
W(E) I8 5l }92 108 】26 138 141 350 521 629 一650一560 350 一3724 155 ]

N 124 146 曰7 f一!(， 126 !138 141 138 126 {、。， 117 146 124 1659 69.1

l1 89 {281497 700 86(J 964 一999 964 一860 700 497 281 89 7781
i

} 324.2

南吕

场 {:5 46 76 1118 189{244 262 244 189 108 76 一46 15 1618 67.4

r ( F)N
15 46 76 卫0I 118 132 133 350 530 647 676 589 366 3779 157.4

】31 161 138 I0! I8 130 133 130 一118一一。， 138}一161 131 1691 70.5

I书 82 280 505 714}。7。-985{to厂 985一879 714 505 280 82 }7911 329.6

合肥

5 18 51 RI 1511 241 302 324 302 241 150 81 51 18 2010 83 8

W(卜〕 I8 51 8! 106 125 137 141 361 544 660 687 596 377 3884 1618

N 133 153 日9 106 125 137 141 1川 125 106}一119}153}一133一1687一 70.3

，:}一94一294 521一币3，、一897 11004 1040 1004 897 730 521 294 94 8120 338.3

附录四 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计算参数

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计算参数 附表 41

序号 材 料 名 称
干密度P.

(kg/m')

计 算 参 数

导热系数x

[WA .=-x)1

蓄热系数 5〔周期

24h)[W/(m"K)I

  比热容C

(ki/(kg-x)I

燕汽渗透系数P

(g/(m- h- Pa) I

1 混凝土

1.1 普通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碎石、卵石棍凝土

2500

2300

2100

1.74

1.51

1.28

17 .20

15.36

13.57

0.92

O 92

0.92

0.0000158'

0.0000173'

0.0000173'

1.2 轻骨料混凝土

膨胀矿渣珠混凝土 2000

1800

1600

0.77

0.63

0.53

10.49

9.05

7.87

0.96

0.96

0.96

自然煤歼石、炉渣很凝土

1700

1500

1300

1.00

0.76

0.56

1168

9.54

7.63

1.05

1.05

1.05

0.0000548

0.0000900

0.0001050

粉煤灰陶粒棍凝土 1700

1500

1300

1100

0.95

0.70

0.57

0.44

11.4

9.16

7.78

6.30

1.05

1.05

1.05

1.05

0.0000188

0.0000975

0.0001050

0.0001350

粘土陶貌馄凝土 1600

1400

1200

0.84

0.70

0.53

10.36

8.93

7.25

1.05

1.05

1.05

0.0000315'

0.0000390'

0.0000405'

页岩演、石灰、水泥馄凝土

页宕陶粒混凝土

1300

1500

1300

11110

0.52

0.77

0.63

0.50

7.39

9.65

8.16

6.70

0.98

1.05

1.05

1.05

0.0000855'

0.0000315'

0.0000390'

0.0000435'

火山灰i0 .沙、水泥说凝土 1700 0.57 6.30 0.57 {
浮石很凝土 15110

1300

1100

      0.67

      0.53

      0.42

9.09

7.54

6.13

1.05

1.05

1.05

0.0000188'

0.0000353'

I一 2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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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计 算

序号 材 料 名 称
卜密度尸。

(kg/,,,')
导热系数 几

(W/(m'"K)I

蓄热系数5(周期

24h)(W/(m"K)I

参 数

  比热容 C

Ckl/(kg-K)7

蒸汽渗透系数刀

主g/(�rh-Pa))

轻棍凝土

一仪︺ 一一()5()5。。。

一093
一

一月{ll}}f.
二8191; #u a91 tiT1                     F19}

;}: :;{ ::;
0000998

00川 I川 天

I sot)

!一)
05

05
05

05

05

05

石灰水泥砂浆
石灰砂浆

石灰石青砂浆

保温砂浆

砌体

重砂浆砌筑v土砖砌体

轻砂浆砌筑粘土砖砌体
灰砂砖砌体

硅酸盐砖砌体
炉淹砖砌体

市砂浆砌筑26,33及36孔

10.63

0.76

1.10

0.87

0.81

0.58

0.000105(1

0.0001200

0.0001050

0 〔川01(150

0.0001050

  0.0000158

96
72
n
43
92

叭

12

11

10

，

700
900
800
700
40u

一
粘土举心砖砌体

热绝缘材料

纤维材料

矿棉、岩棉、玻璃棉板?一  
一

122
122
134
084
084
210

矿棉 、岩棉、玻璃棉毡

矿棉、岩棉 玻璃棉松歌料

麻刀

膨胀珍垢岩、蜓石制品
水泥膨胀珍珠岩

80以下

80一200

70以下

70一200

70以下

70-120

    150

0.050

0.045

0.050

0.045

0.050

0.045

0.070

0.59

0 75

0.58

0.77

0.46

0.51

1.34

0.0004880

0.0004880

0.0004880

3 2

价

17

17

55

55
05

437
344
249
228
曰
199

沥青、乳化沥青膨胀珍珠岩 800         0600         0400         0400         0300         0.350         0一
0000420

0000900

0001910

0000293

水泥膨胀蛙石

泡沫材料及多孔聚合物

簇乙烯泡沫塑料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聚氨酣硬泡沫塑料

0.0000675

3.3

个047042033 十十:十;;:
100
30
劝

0.0000225

138
159
084
105
105

聚抓乙烯硬泡沫塑料

钙塑

泡沫玻瑞

泡沫石灰

炭化泡沫石灰

泡沫石青

木材、建筑板材

130

120

140

300

400

500

0.048

0.049

0.058

0.116

0.14

0.19

0.79

0.83

0.70

1.70

2.33

2.78 0.0000375

_44.1
700

700

500

500

  木材

  橡木
木纹)

  橡木
纹 )

、枫树(热流方向垂直
0.17 4.90 0.0000562

93

85

枫树〔热流方向顺木
0.35 0.0003000

  松、木、

直木纹)

  松、木、
木纹)

云杉〔热流方向垂
n.14 们 nnnn345

云杉(热流方向顺
0.29 5.55

1.05

2.51

2.51

2.51

2.51 0.0001690

4.2 建筑板材

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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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材 料 名称
l密度Pa

(kg/n,')

计 算 参 数

异热系数x

[W/(m'-K)

蓄热系数 5(周期

24h)[W/(m"K)]

  比热容 c

【幻/(kg"K)二

蒸汽渗透系数P

【9/(nl·h·Pa)]

胶合板
软木板

纤维板

石锦水泥板
石棉水泥隔热板
子】膏板
水泥刨花板

稻草板
木屑板

      600

      3〔)们

      150

      IOU

      6(1们

      1801

      5(J们

      105

      1001

      700

      3U0
一

} 20(

!

l

l

U

!

[)

卜

U

[)

卜

，

奋

l

0

口

  !

  !

  l

  l

  l

  !

  !

  !

钊

0.17

1.1093

1.1058

0.34

0.23

0.52

0.16

0.33

0.34

0.19

0.13

!065

4.57

1.95

!09

8.13

5.28

8.52

2.58

5.28

7.27

4.56

2.33

1.54

2.51

1.89

1.89

2.51

1.05

1.05

1.05

2.01

2.01
1.68

2.10

  (

0

0

  (

(

0

l

0

11

(

t

(

10225

0255'

0285'
1lm i

l川

1i11

ln在1x130

nnl0135'

10)3900

0790'

0240'

〕1050

〕3000

〕2 30

nn

nn

〕0

00
5 松散材料 一 {
5 ! 无机材料 } 一 一一

5.2

锅J

粉吐
高J
浮.
膨t

膨f
硅i

膨!

膨{

护液

1v灰
『，炉11R
石、凝灰石

张蜂石

张虾石

藻土
张珍珠岩
张珍珠岩

100

10们

，〔}!

601

30

2川

2团

201

12,

  8钊

.0

10

0

[)

0

0

口

O

〔)

l

0.29

0.23

0.26

0.23

0.14

()10

0.076

0.07

0.058

4.40

3.93

3.92

3.05

1.79

1.24

1.00

0.84

0.63

0.92

0.92

0.92

0.92

1.05

1.05

0.92

1.17

1.17

0.0001930

0.0002030

0.0002630

下 有}机材料 广一-一-一 一 一} {
木屑

稻壳

干草 }}牛 个1.0930.061.047 110:: :个}
0.0002630

6 } 其他材料 下-一一-一{ 一 }
6 l } 土坡 一 」 一 }}

夯实粘土

加草粘土

轻质粘土
建筑用砂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600

1.16

0.93

0.76

0.58

0.47

0.58

12.99

11.03

9.37

7.69

6.36

8.26

01

01

01

01

01

01

6.2 一 石材 { } } 一 一
花岗岩、玄武岩
大理石

砾石、石灰岩
石灰岩

2800

2800

2400

2000

3.49

2.91

2.04

1.16

25.49

23.27

16.03

12.56

0.92

0.92

0.92

0.92

0.0000113

0.0000113

0.0000375

0.0000600

6.3 I 卷材、沥青材料 一 } } 一} }一
沥青油毡、油毡纸
沥青混凝土

石油沥青

600

2100

1400

1050

0.17

1.05

0.27

0.17

3.33

16.39

6.73

4.17

1.47

1.68

1.68

1.68

0.0000075

0.0000075

64 一} 玻璃 } { 一 一}
平板玻璃
玻璃钢 25001800 吕;1 10.699.25 ?.里之

65 } 金属 }一 }一 一I
萦铜
青铜
建筑钢材
铝

铸铁

8500

8000

7850

2700

7250

407

64.0

58.2

203

49.9

324

118

126

191

112

0.42

0.38

0.48

0.92

0.48

  ii:①围护结构在正确设计和正常使用条件下，材料的热物理性能计算参数应按本表直接采用。

      ②有附表4.2所列情况者，材料的导热系敬和蓄热系数计算值应分别按下列两式修正:
                                                            z}=孟·a

                                                          5 =5·a
        式中 .l, s— 材料的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应按本表采用;

                  a— 修正系数，应按附表4.2采用。

    ③表中比热容〔的单位为法定单位，但在实际计算中比热容C的单位应取W"h/ (kg"K).因此，表中数值应乘以

        换算系数0.27780

      ④表中带，号者为侧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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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系数孟及，热系数S的修正系数a值

                                        附表 4.2

序号 材料、构造、施工、地区及使用情况

I

  作为夹芯层浇筑在混凝土墙体及屋面构

件中的块状多孔保温材料 (如加气混凝土

泡沫混凝土及水泥膨胀珍珠岩等)，因干燥

缓慢及灰缝影响

1.60

2

  铺设在密闭屋面中的多孔保lhl材料 (如

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水泥膨胀珍珠

岩，石灰炉液等)，因干燥缓慢

1.50

3

  铺设在密闭屋曲中及作为夹芯层浇筑在

混凝土构件中的半硬质矿棉、岩棉、玻璃

桶板等。因压缩及吸湿

1.20

4
  作为夹芯层浇筑在混凝土构件中的泡沫

塑料等，因压缩
1.20

5

  开孔型保温材料 (如水泥刨花板、木丝

板、稻草板等).表面抹灰或与混凝土浇筑

在一起，因灰浆渗人

1.30

6
  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砌块墙体及加

气混凝土条板墙体、屋面，因灰缝影响
1.25

7

  坟充在空心端体及屋面构件中的松散保

沮材料 (如稍壳、木屑、矿棉、岩棉等)，

因下沉

1.20

8

  矿渣混凝土、炉渣混凝土、浮石混凝土、

粉煤灰陶粒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等实心墙

体及屋面构件，在严寒地区，且在室内平

均相对湿度超过65%的采暇房间内使用，

因干燥缓慢

1.15

材料及涂 层名称
厚度

(mm)

偏氮乙嫣=道

  续表

  月

·卜"Pa/g

12 40

环氧煤焦油二道 3733

  油漆二道 (先做油灰嵌缝、上

底漆 )
64叮}

聚氮乙烯涂层二道 3866

氮丁橡胶涂层二道

玛琦脂涂层一道

沥青玛玲脂涂层一道

沥青玛啼脂涂层二道

石油沥青油毡

3466

600

640

1080

1107

石油沥青油纸 0.4 333

聚乙烯薄膜 0.16 1                                    733

附录五 窗墙面积比与外墙允许

最小传热阻的对应关系

单层钢窗和单层木窗 附表5.1

常用薄片材料和涂层燕汽渝妞阻“。值

                                    附衰 4.3

材料及涂层名称

(mm)
    H,

m'"h"P,/g

普通纸板 1 16

石青板 8 120

硬质木纤维板 8 107

软质木纤维板 10 53

三层胶合板 3 227

石棉水泥板 6 267

热沥青一道 2 267

热沥青二道 4 480

乳化沥青二道 520

地区
外坡

类 型
朝向

窗墙面积比

0.20 0.25 0.30 0.35

j匕

京

I

  S

W , E

  N }}1.1}Ih}&
0.53

0.56 0.66

0

  S

W , E

  N Jild"f'1R11
0.62

0.63 0.77

田

  S

W、E

  N

  最小传热阻 一

}一赫)侧竺
0.69

0.69 0.86

N

  5

W, E

  N ii&d"f}i<4} 1
0.64 0.75

0.75 0.96

注:①粗实线以上最小传热阻系指按式 (4.1.1)计算确

      定的传热阻。这时，窗墙面积比应符合第4.4.5条

      一献的规定。当窗墙面积比超过这一规定时，外墙

      采用的传热阻不应小于粗实线以下的数值。

    ②表中外姗的最小传热阻未考虑按第4.12条规定的

      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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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钢窗和双层木窗 附表 5.2

地区
外墙

类 型
朝向

一

窗墙面积比

0 2() 0 25 0.30 0 35

沈

阳

盯乎

和

君与

特

1

  S

、V、E

  N 答严
0 70

0.70 t)73

11

  S

W 、E

  N 。骂认8厚
0 74

0 74 0 78

m

  5

W 、E

  N 最小狱汁器件生
0 76 ()79

0 78 0 83

n

  S

W 、F

  N ’小传徽要严0 80 0.85

0 83 0 88

哈

尔

滨

1

  S

W 、E

  N 成竿晃坪0.870 83 094

n

  S

W 、E

  N ’小器膘砰三
0.88 0 96

0 93 1.03

m

  S

W 、E

  N “竿孔德平0.93 1.02

0 98 1.09

W

  S

W 、E

  N “传共辱匹0.97 1.07

102 1 15

鸟

鲁

木

齐

l

  S

W 、E

  N 篙一羚匡
0t67

0 76 0.80

lI

  S

W 、E

  N 厂黑万唇0 750.85 0.90

班

  S

W、E

  N 篙一裸匡0.820.93 1.00

lV

  S

W 、E

  N 厂熹黑蒸严0t89100 1.09

附录六 围护结构保温的经济评价

    (一)围护结构保温的经济性

    围护结构保温的经济性可用其经济传热阻进行评

价。

    (二)围护结构的经济传热阻

    围护结构 (系指外墙和屋顶)的经济传热阻，应

按下式计算:

RoE
24Dd

尸五1妇 阴
(尸召+《洒j+r。:M)

                                          (附6.1)
式中 RoE— 围护结构的经济传热阻 (mZ·Kw);

      尸d— 采暖期度日数(℃·d/an)，应按本规
                范附录三附表3.1采用;

          B— 供暖系统造价 (元zw);

          c— 供暖系统运行费 [元/(an·W)];

        。— 采暖期小时数 (h/an);
          M— 回收年限 (an);

          r— 有效热价格 〔元/(w·h)];

          尸— 利息系数;

        E工— 保温层造价 (元/m3);

        七—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 [w/(m·k)〕。

    (三)围护结构保温层的经济热阻和经济厚度

    围护结构保温层的经济热阻和经济厚度应分别按

下列两式计算:

        RIE=RoE一(R，+朋 +R，)(附6.2)
                古1。=RIE·孟1 (附6.3)

式中 R工E— 保温层的经济热阻 (澎4K用);

      如 E— 保温层的经济厚度 (m);

        又1—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 「w/(m·K)」;

      RoE— 围护结构经济传热阻 (mZ·K爪二);

        乞尺— 除保温层外各层材料的热阻之和

              (mZ·KzW);

    R，、R.— 分别 为 内、外 表 面换 热 阻

                (mZ·K/W)。

    (四)不同材料、不同构造围护结构的经济性

    不同材料、不同构造围护结构的经济性，可用其

单位热阻造价进行比较，造价较低者较经济。单位热

阻造价应按下式计算:

Y=名尽氏/RoE (附6.4)

注:本表注与附表5_1注相同

式中 Y— 围护结构单位热阴造价[元/(时·讨.K洲叨)〕

      Ej— 第‘层材料造价(元/m，);

      民— 第￡层材料厚度 (m);

    RoE— 围护结构经济传热阻 (mZ·KJ叭);

        砚— 围护结构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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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法定计量单位与习用非法定计量单位换算表

法定计.单位与习用非法定计t单位换算表 附裹 7.1

量的名称
法定计量单位 非法定计量单位

单位换算关系名 称 一符 号 }名 称 } 符 号
压强

帕斯 卡 一 毫米水柱 mmHi0 }1mmHz0=9.80665Pa
中白斯卡 一 毫米汞柱 ..Hg }ImmHg一、33.322P.

功、能、
  热

千焦耳 kl 一 千卡 一 kcal 1 kcal= 4.1868kj

兆焦耳 M1 一千瓦小时 一 kW"h 一1kw"h一3.6M1
功率 瓦长「 一} W 一千卡每小时 一 kcal/h 一1 kcal/h=1. 163W

比热容 望 目/(kg "K)
千卡每千克
  摄氏度 kcal/(味·℃) 1 kcal/ (kg "C) =4.1868勺/(蚊"K)病 MT3F}}

热流密度
瓦特每平方

    米
W /m, 千卡每平方米

    小时 kcal/ (m'"h) Ikeal/ (m'"卜)=1.163W/ (m2)

传热系数
瓦特侮平方
米开尔文 W/ (m'-K)

千卡每平方米
小时摄氏度 kcal/(m' -h-t) lkcel/(心.h-'C)=1.163W/ (m'"K)

Y热系数
瓦特每米
开尔文 W/ (m-K)

千卡每米小时
  摄氏度 kcal/ (m'"h"C) lkcal/ (m'"h"C) =1.163W/ (m'-K)

蓄热系数
瓦特每平方
米开尔文 W/ (m'"K)

千卡每平方米
小时摄氏度 kcal/ (m'"h"C) lkcal/ (m'"h-t) =1.163W/ (m'"K)f'FA'I, Of;,

嘿 瓦特每平方
米开尔文 W/ (m'-K) 千卡每平方米

小时摄氏度 kcal/ (m'-h-t) lkcal/(砰-h-'C) =1.163W/ (m'.K)

太阳辐射
  照度

瓦特每平方
    米

W/mZ 千卡每平方米
    小时 kcal/ (m'"h) lk.l/ (.'"h)=1.163W/m'

燕汽渗透系数 4.fa;; d, of4-} g/ (.-h-P.)
克每米小时
毫米汞柱 g/ (.-h-..Hg)

1g/ (.-h-- Hg) =0.00758/ (.-h-
P.)

注:①比热容、传热系数，导热系数、蓄热系数.表面换热系数等法定计量单位中的K(开尔文)也可以用℃(摄氏度)代替。

    ②比热容的法定计时单位甸/(掩"K)，但在实际计算中比热容的单位应取W"h/(kg"K)，由前者换算成后者应乘以换

      算系数0.2778.

                            附录八 全国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图

.、谧河

沪摊凡丽黔辞
热齐齐。犷佳产塑

地 区

喀什 乙更
库尔勒

冷 地一区
和田/ 丫考羌卜笨教煌匕

严，L寒一地
呼和浩特，IK茹

北京竺
大连

格尔木心
      西宁巴

xxIt l,
区 尸 *岛

若尔盆
连云港

兜京上海
冷、地 凭扩

.成都

宁波

冶 r扩 福州
台北

队  3lR
/

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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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

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加单位:西安冶金建筑学院

                浙江大学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南京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江南省建筑设计院

              湖北工业建筑设计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杨善勤 胡 磷 蒋锰明 陈启高

            王建瑚 王景云 周景德 沈祖元

            初仁兴 许文发 李怀瑾 毛慰国

            朱文鹏 张宝库 林其标 甘 怪

            陈庆丰 丁小中 李焕文 杜文英

            白玉珍 王启欢 张廷全 韦延年

              高伟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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