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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筑设计行业提供最专业的正向设计解决方案

节能设计参数

热桥线传热系数

隔热设计

太阳得热系数

防潮设计



1.1 热桥线传热系数

• 3.4.6  围护结构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应考虑热桥的影响，并应按下式计算：

𝐾𝐾𝑚𝑚 = 𝐾𝐾 +
∑𝜓𝜓𝑗𝑗𝑙𝑙𝑗𝑗
𝐴𝐴

𝜓𝜓𝑗𝑗——围护结构上的第j个结构性热桥的线传热系数[W／(m·K)]
𝑙𝑙𝑗𝑗——围护结构第j个结构性热桥的计算长度(m)
• C.2.1  在建筑外围护结构中，墙角、窗间墙、凸窗、阳台、屋面、楼板、地板等处形

成的结构性热桥(图C.2.1)对墙体、屋面传热的影响应用线传热系数𝜓𝜓描述。

• W-D 外墙-门；W-B 外墙-阳台板；W-P 外墙-内墙；W-W 外墙-窗；W-F 外墙-楼板；
W-C 外墙角；W-R 外墙-屋顶；R-P 屋顶-内墙



1.1 热桥线传热系数

• C.2.2  热桥线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𝜓𝜓 =
𝑄𝑄2𝐷𝐷 − 𝐾𝐾𝐴𝐴(𝑡𝑡𝑖𝑖 − 𝑡𝑡𝑒𝑒)

𝑙𝑙(𝑡𝑡𝑖𝑖 − 𝑡𝑡𝑒𝑒)
=

𝑄𝑄2𝐷𝐷

𝑙𝑙(𝑡𝑡𝑖𝑖 − 𝑡𝑡𝑒𝑒)
− 𝐾𝐾𝐾𝐾

𝑄𝑄2𝐷𝐷——二维传热计算得出的流过一块包含热桥的围护结构的传热量(W)，该围护结构的
构造沿着热桥的长度方向必须是均匀的，传热量可以根据其横截面(对纵向热桥)或纵截
面(对横向热桥)通过二维传热计算得到；
A——计算Q2D的围护结构的面积(m2)；
ti——围护结构室内侧的空气温度(℃)；
te——围护结构室外侧的空气温度(℃)；
l——计算Q2D的围护结构的长度，热桥沿这个长度均匀分布，计算ψ时，l宜取1m；
C——计算Q2D的围护结构的宽度，即A＝l·C，可取C≥1m。
• C.2.3  当围护结构中两个平行热桥之间的距离很小时，应将两个平行热桥合并，同时

计算两个平行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 C.2.4  线传热系数ψ以及热桥的表面温度可采用本规范配套光盘中提供的二维稳态传

热计算软件计算。



1.1 热桥线传热系数

C.2.5  围护结构的二、三维稳态传热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软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软件应经过验证，以确保计算的正确性；
2)软件的输入、输出应便于检查，计算结果清晰、直观。

2  边界条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外表面：第三类边界条件，冬季室外计算温度应按本规范第3.2.2条的规定取值，

表面换热系数应按本规范附录B第B.4节的规定取值；
2)内表面：第三类边界条件，冬季室内计算温度应按本规范第3.3.1条的规定取值，

表面换热系数应按本规范附录B第B.4节的规定取值；

3.3.1  冬季室内热工计算参数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  温度：采暖房间应取18℃，非采暖房间应取12℃；
2  相对湿度：一般房间应取30％～60％。

3.2.2  冬季室外热工计算温度te应按围护结构的热惰性指标
D值的不同，依据表3.2.2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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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模型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采用二维或三维传热计算；
2)在二维传热模型中与热流方向平行的边界面应按对称(或足够远)的原则选取，保证

越过边界面的热流为零；
3)在三维传热模型中与热流方向平行的边界面应按对称(或足够远)的原则选取，保证

越过边界面的热流为零；
4)模型的几何尺寸与材料应与节点构造设计一致；
5)距离较小的热桥应合并计算。

4  计算参数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常用建筑材料的热物理性能参数应按本规范附录B表B.1的规定取值；
2)封闭空气间层的热阻应按本规范附录B表B.3的规定取值；
3)当材料的热物理性能参数有可靠来源时，也可以采用。

表B.4.1-1 内表面换热系数αi和内表面换热阻Ri 表B.4.1-2 外表面换热系数αe和外表面换热阻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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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B 



1.2 太阳得热系数
透光围护结构太阳得热系数（SHGC）:

通过透光围护结构（门窗或透光幕墙）的太阳辐

射室内得热量与投射到透光围护结构（门窗或透光幕
墙）外表面上的太阳辐射量的比值。太阳辐射室内得
热量包括太阳辐射通过辐射透射的得热量和太阳辐射
被构件吸收再传入室内的得热量两部分。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2008
6.1.4单片玻璃的太阳光直接透射比τs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τ(λ)——玻璃透射比的光谱；
Sλ——标准太阳光谱，见本规程附录D

6.1.6单片玻璃的太阳光总透射比g应按下式计算：

𝑔𝑔 = 𝜏𝜏𝑠𝑠 +
𝐴𝐴𝑠𝑠 � ℎ𝑖𝑖𝑖𝑖

ℎ𝑖𝑖𝑖𝑖 + 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式中 hin——玻璃室内表面换热系数[W/(m2·K)]；

hout——玻璃室外表面换热系数[W/(m2·K)]；
As——单片玻璃的太阳光直接吸收比。



1.2 太阳得热系数

C.7  门窗、幕墙太阳得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 =
∑ g � 𝐴𝐴𝑔𝑔 + ∑𝜌𝜌𝑠𝑠 �

𝐾𝐾
𝛼𝛼𝑒𝑒

� 𝐴𝐴𝑓𝑓
𝐴𝐴𝑤𝑤

式中：SHGC——门窗、幕墙的太阳得热系数，无量纲；
g——门窗、幕墙中透光部分的太阳辐射总透射比，无量纲，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
的测定》GB／T 2680的规定计算，典型玻璃系统的太阳辐射总透射比可按附录表C.5.3-3的规定
取值；

𝜌𝜌𝑠𝑠——门窗、幕墙中非透光部分的太阳辐射吸收系数，无量纲；
K——门窗、幕墙中非透光部分的传热系数[W／(m2·K)]；
𝛼𝛼𝑒𝑒——外表面对流换热系数[W／(m2·K)]；夏季取16W/（m2·K），冬季取20W/（m2·K）；
𝐴𝐴𝑔𝑔——门窗、幕墙中透光部分的面积(m2)；
𝐴𝐴𝑓𝑓——门窗、幕墙中非透光部分的面积(m2)；
𝐴𝐴𝑤𝑤——门窗、幕墙的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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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SHGC)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𝑜𝑜 =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𝑓𝑓∗ 𝐴𝐴𝑓𝑓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𝑑𝑑∗ 𝐴𝐴𝑑𝑑+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𝑒𝑒∗ 𝐴𝐴𝑒𝑒+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𝑑𝑑𝑒𝑒∗ 𝐴𝐴𝑑𝑑𝑒𝑒+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𝑐𝑐∗ 𝐴𝐴𝑐𝑐)

𝐴𝐴𝑝𝑝𝑓𝑓
Where: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𝑜𝑜= Total product SHGC (dimensionless).
𝐴𝐴𝑝𝑝𝑓𝑓 = Projected fenestration product area, m2 (ft2).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𝑓𝑓= Frame SHGC (dimensionless).
𝐴𝐴𝑓𝑓= Frame area in, m2 (ft2).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𝑑𝑑 = Divider SHGC (dimensionless).
𝐴𝐴𝑑𝑑 = Divider area in, m2 (ft2).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𝑒𝑒 = Edge-of-glazing SHGC (dimensionless).
𝐴𝐴𝑒𝑒 = Edge-of-glazing area in, m2 (ft2).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𝑑𝑑𝑒𝑒 = Edge-of-divider SHGC (dimensionless).
𝐴𝐴𝑑𝑑𝑒𝑒 = Edge-of-divider Area in, m2 (ft2).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𝑐𝑐 = Center-of-glazing SHGC (dimensionless).
𝐴𝐴𝑐𝑐 = Center-of-glazing area, m2 (ft2).
All the transparent regions (center-of-glazing, edge-of-glazing, and edge-of-divider) have the 
same SHGC.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𝑑𝑑=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𝑒𝑒=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𝑑𝑑𝑒𝑒=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𝑐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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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SHGC)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𝑓𝑓 = α �
𝑈𝑈𝑓𝑓

𝐴𝐴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𝑓𝑓
𝐴𝐴𝑓𝑓

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Where:
α= Frame or divider absorptance
𝐴𝐴𝑓𝑓= Sum of the projected dimensions of the opaque portion 投影面积

𝐴𝐴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𝑓𝑓 = Sum of the wetted areas of the opaque portion 外表面积

𝑈𝑈𝑓𝑓 = Area-weighted average winter nighttime U-factor of the opaque portion
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30 W/㎡·K.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𝑜𝑜 =

α �
𝑈𝑈𝑓𝑓

𝐴𝐴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𝑓𝑓
𝐴𝐴𝑓𝑓

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𝑓𝑓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𝑐𝑐∗（𝐴𝐴𝑐𝑐 + 𝐴𝐴e)

𝐴𝐴𝑝𝑝𝑓𝑓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𝐾𝐾0 = α �
𝑈𝑈𝑓𝑓

𝐴𝐴𝑠𝑠𝑜𝑜𝑠𝑠𝑓𝑓
𝐴𝐴𝑓𝑓

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𝐴𝐴𝑓𝑓
𝐴𝐴𝑝𝑝𝑓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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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隔热设计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16-2021
4.3 防热设计

4.3.1 夏热冬暖、夏热冬冷地区及寒冷B区的建筑应进行防热设计。
4.3.2 在给定两侧空气温度及变化规律的情况下，外墙和屋面最高温度应符合表4.3.2的规定。

4.3.3 在给定两侧空气温度及变化规律的情况下，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一维非稳态方法进行计算，并应按房间的运行工况确定相应的边界条件；
2  计算模型应选取外墙、屋面的平壁部分；
3  当外墙、屋面采用2种以上不同构造，且各部分面积相当时，应对每种构造分别进行计算，内

表面温度的计算结果应取最高值。

表4.3.2 外墙和屋面内表面最高温度限值

房间类型 自然通风房间 空调房间

重质围护结构
（D≥2.5）

轻质围护结构
（D＜2.5）

外墙内表面最高温度𝜃𝜃𝑖𝑖,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𝑡𝑡𝑒𝑒,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𝑡𝑡𝑖𝑖 + 2 ≤ 𝑡𝑡𝑖𝑖 + 3

屋面内表面最高温度𝜃𝜃𝑖𝑖,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𝑡𝑡𝑒𝑒,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𝑡𝑡𝑖𝑖 + 2.5 ≤ 𝑡𝑡𝑖𝑖 + 3.5

注：𝑡𝑡𝑒𝑒,𝑚𝑚𝑚𝑚𝑚𝑚表示室外逐时空气温度最高值；𝑡𝑡𝑖𝑖表示室内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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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防潮设计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16-2021
4.4 防潮设计

4.4.1 供暖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中的热桥部位应进行表面

结露验算，并应采取保温措施确保热桥内表面温度高于
房间空气露点温度。
4.4.2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桥部位的表面结露验算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当冬季室外计算温度低于0.9℃时，应对热桥部分
进行内表面结露验算。

2 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应取60%；
2）应根据热桥部位确定采用二维或三维传热计算；
3）距离较小的热桥应合并计算。

3 当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低于空气露点温度时，应
采取保温措施，并应重新进行验算。



1.4 防潮设计

𝑆𝑆0,𝑖𝑖——冷凝计算界面内侧所需的蒸汽渗透阻
(𝑚𝑚2 � ℎ � 𝑃𝑃𝑃𝑃/𝑔𝑔)；
𝑆𝑆0,e——冷凝计算界面内侧所需的蒸汽渗透阻
(𝑚𝑚2 � ℎ � 𝑃𝑃𝑃𝑃/𝑔𝑔)；
𝜌𝜌0——保温材料的干密度(𝑘𝑘𝑔𝑔/𝑚𝑚3)；
𝛿𝛿𝑖𝑖——保温材料厚度（m）；
[∆𝜔𝜔]——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而增加的
重量湿度的允许增量（%），按表4.4.3取值；
Z——供暖期天数；
𝑃𝑃𝑆𝑆,𝐶𝐶——冷凝计算界面处与界面温度𝜃𝜃𝑐𝑐对应的
保温水蒸气分压（Pa）。

表4.3.3 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而增加的重量湿度允许增量

保温材料
重量湿度允许增量

[∆ω](%)

矿棉、岩棉、玻璃棉及制品（板或毡） 5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15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10

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PUR） 10

酚醛泡沫塑料（PF） 10

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自然干燥后） 5

复合硅酸盐保温板 5

4.4.3 供暖期间，围护结构中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而增加的重量湿度允许增量，应符合表
4.4.3的规定；相应冷凝计算界面内侧最小蒸汽渗透阻应大于按式（4.4.3）计算的蒸汽渗透阻。



1.4 防潮设计



1.4 防潮设计

表B.8 标准大气压时不同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分压Ps值(Pa)



PART  2PART  2

为建筑设计行业提供最专业的正向设计解决方案

碳排计算参数

可再生能源

生活热水能源碳排因子

照明计算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

2.1.3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建筑物不同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附录A 主要能源碳排放因子（节选）

2.1 能源碳排因子

分类 燃料类型
单位热值含碳量

(𝒕𝒕𝒕𝒕/𝑻𝑻𝑻𝑻) 碳氧化率（%）
单位热值𝒕𝒕𝑪𝑪𝟐𝟐排放
因子(𝒕𝒕𝒕𝒕𝑪𝑪𝟐𝟐/𝑻𝑻𝑻𝑻)

固体燃料
无烟煤 27.4 0.94 94.44

褐煤 26.1 0.93 98.56

液体燃料
汽油 18.9 0.98 67.91

柴油 20.2 0.98 72.59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5.3 0.99 55.54

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年)》
CO2排放因子＝碳含量×氧化因子×44/12
故单位热值CO2排放因子＝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2.1 能源碳排因子

柴油 汽油 单位 备注

热值/L 33.00 44.00 MJ/L a范围值

密度 0.85 0.75 kg/L b范围值

热值/kg 38.82 58.67 MJ/kg c=a/b

热值/kg 0.04 0.06 GJ/kg d=c/1000

碳排因子/GJ 72.59 67.91 kg CO2/GJ e=f

碳排因子/TJ 72.59 67.91 t CO2/TJ f见附录A

碳排因子/kg 2.82 3.98 kg CO2/kg g=d*e

化石能源的碳排因子附录A给出的是热值单位，而计量需要用到的附录C给出的重量单位，

所以需要转换。以下为柴油、汽油的转换计算范围:



生活热水计算参数

1.用水人数：软件根据建筑类型和规模自动估算出用水人数，

如有更详细的设计资料，可做调整；

2.每人/日用水定额（L）：根据建筑类型按照《民用建筑节

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中表3.1.7确定，或按照《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2019中表6.2.1确定。

3.冷、热水温度（℃）：给排水规范中的计算温度考虑均为

最不利值，其中热水计算温度为60℃，冷水计算温度按GB

50015-2019中表6.2.5确定，除华南地区外，最冷月平均水温基本

为4~7℃。其规范取值的思路是选取设备满足最不利工况，但做

全年能耗计算没必要按此取值。软件给出了全年较为合理的平均

水温差，各地可根据自身水文条件做调整。

2.2 生活热水



4.每年运行天数：根据项目类型及使用情况确定，可参照GB 50015-2019中表6.2.1的每天的使

用小时数确定。

5.生活热水系统热源效率和输配效率：根据设备系统配置设定，并满足节能规范的要求。

表6.2.1-1 热水用水定额（节选）

2.2 生活热水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用水定额（L）

使用时间（h）
最高日 平均日

1 普通住宅
有热水器和
沐浴设备

每人每日 40~80 20~60 24

4 宿舍
居室内设卫

生间
每人每日 70~100 40~55 24或定时供

应

6 宾馆客房 旅客 每床位每日 120~160 110~140 24

7 医院住院部
设单独卫生

间
每床位每日 110~200 110~140 24

14 办公楼 坐班式办公 每人每班 5~10 4~8 8~10

16 体育场馆 运动员淋浴 每人每次 17~26 15~20 4



6.例题：假设某住宅用水人数为1000人，用水定额为平均日20L/(人·d)，每日使用时间24h，热

水温度为60℃，冷水温度取15℃，每年运行天数365d，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90%，输配效率90%。

首先计算设计小时耗热量： 3600 kJ/h=1 kW

Qrp=𝐾𝐾 𝑚𝑚𝑞𝑞𝑟𝑟 (𝑜𝑜𝑟𝑟−𝑜𝑜𝑙𝑙)𝜌𝜌𝑟𝑟
𝑇𝑇

=4.187×1000×20×（60-15）×0.9832/24=154374.7 kJ/h=42.88kW

计算全年耗热量：

Qr=365×24×Qrp=375645 kWh/a

不考虑太阳能提供的热量，年能源消耗：

Ew=Qr/0.9/0.9=463759 kWh/a

2.2 生活热水

注：碳排规范中公式4.3.1-1有误，需结合给排水规范

6.4.1-1取值计算。



1.在模型识别及编辑阶段完成好房

间类型匹配，即可进行照明能耗设计。

如需要特殊定义，再去调整时间表或

者房间照明功率密度。

2.3 照明计算

对于照明计算，软件会自动统计绿建模型中所有房间

信息，按照房间的面积、照明功率密度、照明时长(房间中

的照明时间表统计而来)自动计算照明能耗值，应急照明系

统的能耗值需要单独统计填写。



2.3 照明计算

在时间表内有照明使用率，可以在房间属性内选择定义，房间属性内已按

规范配置了相应最大的照明功率密度，如果特殊设置，可以自定义或调整时间

表内的照明使用率以及房间属性内的照明功率密度。

2. 【自动调光控制措施节能量】：这个参数可以根据用户的设计情况进行

填写，此参数是在照明有自动调节措施的时候，会对节省用电量，从而减少了

碳排放量。此参数填写的是节能的比例值，也就是节省了多少比例的能量。

3.【应急照明系统年能耗】可在确定照明功率后，按规范给出的经验公式

计算。



2.3 照明计算

4.例题：假设一栋建筑有10间办公室，每间办公室10㎡，建筑面积为120㎡。通过办公楼照明使用

率统计得出年照明时长为2362h，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为8W/㎡，应急灯照明功率密度为5W/㎡。则照

明系统无光电自动控制系统时，其系统年能耗𝐸𝐸𝑙𝑙 =
∑𝑗𝑗=1
365 ∑𝑖𝑖 𝑃𝑃𝑖𝑖,𝑗𝑗𝐴𝐴𝑖𝑖𝑜𝑜𝑖𝑖,𝑗𝑗+24𝑃𝑃𝑝𝑝𝐴𝐴

1000

=(10×10×8×2362+24×5×120)/1000=1904 kWh/a。当采用照明自动控制系统后，取节能率为20%，则

照明系统年能耗𝐸𝐸𝑙𝑙=(10×10×8×2362×(1-0.2)+24×5×120)/1000=1526 kWh/a

5.在照明设计中，是先以照度为设计目标，《通用规范》里有对房间最低照度的要求。在满足照度

标准的条件下，对灯具的数量和节能性能提出要求，所以《通用规范》里有房间最大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照明功率密度只是校验和评价的方式。



1.太阳能热水参数

（1）是否选择太阳能辅助供热由给排水专业根据

相关规范和地方标准确定，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GB50015-2019中的6.3.1-2条：“当日照时数大于

1400h／a且年太阳辐射量大于4200MJ／m2及年极端最

低气温不低于-45℃的地区，采用太阳能，全国各地日

照时数及年太阳能辐照量应按本标准附录H取值；

（2）太阳能集热器面积：根据设计项目情况，由

给排水专业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2019中的6.6. 2条计算确定，也可按《民用建筑太阳能

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 50364-2018中的5.4.2条计

算确定。或根据相应地方标准计算。

2.4 可再生能源



（3）太阳能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太阳辐照量：根据设计项目情况，由给排水专业按《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中附录H及6.6.4条取值计算。也可按《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

术标准》GB 50364-2018中附录A取值计算。或根据相应地方标准取值。

2.4 可再生能源



（4）管路和储热装置的热损失效率：根据设计项目情况，由给排水专业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2019中6.6.3-6确定。一般经验，当集热器或集热器组紧靠集热水箱（罐）时，η1取15％～20％；

当集热器或集热器组与集热水箱（罐）分别布置在两处时，η1取20％～30％。

（5）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根据设计项目情况，由给排水专业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2019中6.6.3-5确定。一般经验，分散集热、分散供热系统的ηj经验值为40％～70％；集中集热系

统的ηj应考虑系统型式、集热器类型等因素的影响，经验值为30％～45％。

2.4 可再生能源



（6）例题：假设太阳能集热器面积经给排水专业计算为200

㎡，项目地点在北京，太阳能集热器倾角与当地维度一致为

39°57′，其斜面年平均太阳辐照量为6582.78 MJ/（㎡•a），系统

热损失取20%，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取45%，则太阳能热水系统的

年供能量

𝑄𝑄𝑠𝑠,𝑚𝑚 = 𝐴𝐴𝑐𝑐𝐽𝐽𝑇𝑇(1−𝜂𝜂𝐿𝐿)𝜂𝜂𝑐𝑐𝑐𝑐
3.6

=200*6582.78*(1-0.2)*0.45/3.6= 131655.6 kWh/a

结合前道例题生活热水系统能耗

Ew=(Qr/ηr-Qs)/ ηw=(375645/0.9-131655)/0.9=317475 kWh

2.4 可再生能源



2.光伏发电系统

光伏系统的发电量是动态变化的，太阳能资源逐时变化，且系

统效率也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太阳能资源情况、

系统形式等信息计算其发电量。

2.4 可再生能源

（1）【光伏表面的年辐射照度】：可按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50364附录A选取，或按《光伏发电站设计

规范》GB50797附录A选取，两者数据一致。



（3）【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当前的太阳能电池

种类包括晶体硅电池、薄膜电池及其他材料电池。其中

硅电池又分为单晶电池、多晶电池和无定形硅薄膜电池

等。对太阳能电池而言，最重要的参数是光电转换效率，

在实验室所研发的硅基太阳能电池中，单晶硅电池效率

为25.0％，多晶硅电池效率为20.4％，铜铟镓硒薄膜

(CIGS)电池效率达19.6％，碲化镉(CdTe)薄膜电池效率达

16.7％，非晶硅(无定形硅)薄膜电池的效率为10.1％，而

在实际应用中效率略低这一水平。下表提供了一些常见

的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KE)。

2.4 可再生能源
（2）【光伏板面积】：根据项目需求计算确定。



（5）例题：某项目位置北京地区，取斜面年平

均总太阳辐照量为6582.78MJ/㎡，换算单位

6582.78/3.6=1828.55kWh/㎡，光伏板面积设为100㎡，

组件类型为多晶硅，转换效率为12%，总损失效率取

25%，则光伏系统年发电量

𝐸𝐸𝑝𝑝𝑝𝑝 = 𝐼𝐼𝐾𝐾𝐸𝐸 1 − 𝐾𝐾𝑆𝑆 𝐴𝐴𝑃𝑃

=1828×0.12×（1-0.25）×100=16456kWh

2.4 可再生能源

（4）【损失效率】：光伏发电系统在

光电转换和输配过程中存在能量的损失，

下表列出了常见环节的损失效率。



（6）《碳排规范》对光伏发电量做了简化计算，在《光伏发

电站设计规范》GB50797中光伏发电站发电量预测应根据站址所

在地的太阳能资源情况，并考虑光伏发电站系统设计、光伏方阵

布置和环境条件等各种因素后计算确定。

为了提高工程经济性，光伏发电系统中组件与逆变器之间安

装容量一般都超配，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宜逐时段计算发电量。

发电量计算宜按照不大于1h间隔的逐时段发电量累积计算。

光伏组件额定容量和逆变器的额定容量超配，在不同时刻逆变器

输入功率限制引起的发电量损失并不相同，因此发电量计算宜按

照不大于1h间隔进行逐时计算。

𝐸𝐸𝑝𝑝 = �
𝑖𝑖=1

𝑖𝑖

𝑆𝑆𝐴𝐴𝑖𝑖 × η𝑧𝑧𝑞𝑞𝑖𝑖 × ηyy𝑖𝑖 × η𝑠𝑠𝑠𝑠𝑖𝑖 × η𝑤𝑤𝑑𝑑𝑖𝑖 × η𝑖𝑖𝑠𝑠𝑖𝑖 × η𝑖𝑖𝑛𝑛𝑖𝑖 ×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
𝐸𝐸𝑆𝑆

× 𝐾𝐾

2.4 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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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筑设计行业提供最专业的正向设计解决方案

ArchiCAD 能耗分析

能量模型

运行参数

环境设置

热桥模拟

评估报告



在ArchiCAD中可以直接使用

平面绘制生成的建筑模型进
行能量评估，无需复杂的重
复建模和定义。

3.1 能量模型



定义好区域之后，在设计>能量评估>能量模型检查中即可查看热工模块。

3.1 能量模型



有区域、围护结构和洞口的分类信息，契合国标对能量模型软件的模型划分要求。
可以为区域添加系统

3.1 能量模型



检查、调整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3.1 能量模型



检查、调整门窗的热工性能

3.1 能量模型



在设计>能量评估>环境设置中即可相关设置。

3.2 环境设置



3.2 环境设置



3.2 环境设置



3.3 运行参数



3.3 运行参数



可以进行相关专业设置后，即可开始模拟生成能量模拟报告。包括能耗、碳排放和运行费用。

3.4 评估报告



3.4 评估报告



3.4 评估报告



在模型生成节点详图后，在设计>能量评估>
热桥模拟中即可进行热桥模拟。

根据提示指定室内外区域，设置条件（需调

整为国标数据）。相比国内软件，可以考虑地下
土体的性能参数。

3.5 热桥模拟



可以根据模型生成的详图自动指定相关材料。

并可查看、调整相关材料的热工性能。

3.5 热桥模拟



设置完成之后即可进行温度场和能量场的
模拟，需要专业模块EcoDesign STAR授权。

3.5 热桥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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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筑设计行业提供最专业的正向设计解决方案

盈建科绿建模块预览

工业建筑

日照分析

信息数据模型互导

绿建评价工具

采光通风分析



4.1 信息数据模型互导

导入导出Revit模型
 可导入Revit模型，并可

直接计算。

 导出Revit模型，导出的

模型可查看绿建属性。

导入导出IFC模型
 可导入IFC模型，并可

直接计算。

 导出IFC模型，导出的

模型可查看绿建属性。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4.2 工业建筑

2.0版本支持工业建筑节能设计，支持《建筑节能与
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及《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
一标准》，支持一类及二类工业建筑进行节能设计。



4.3 绿建评价工具

基于各版本《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及各地方标准的绿色建筑策划与
评价系统。系统贯穿方案、施工图审查、绿标评审全过程，旨在解决设
计团队对绿色建筑设计流程不了解、评价流程不熟悉的困扰，辅助设计
团队快速高效完成绿色建筑项目的评价与报审，设计单位在零基础条件
下可完成绿色建筑施工图及绿建相关报审工作



4.4 日照分析

Y J K 日 照
分 析 系 统

分 析 结 果

1 . 地 理 位 置 （ 经 纬 度 ）
2 . 分 析 时 间
3 . 方 位 朝 向
4 . 受 影 面 设 置 （ 地 形 ）
5 . 特 殊 构 件 （ 装 饰 构 件 、

遮 阳 构 件 等 ）

1 . 阴 影 分 析
2 . 面 域 分 析 （ 平 面 立 面 ）
3 . 建 筑 沿 线 分 析
4 . 窗 洞 分 析
5 . 等 时 线 分 析
6 . 位 置 推 算
7 . 角 度 推 算

1 . 日 照 时 长 伪 彩 图
2 . 三 维 日 照 时 长 图
3 . 立 面 分 析 图



4.5 采光通风分析

提供直观、高效、全面的通风分析工具，支持

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民用建筑绿色性

能计算标准》《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建

筑环境通用规范》等相关通风指标计算要求。

提供直观、高效、全面的采光分析工具，支持国标《建筑采

光设计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照明测量方法》《建筑环

境通用规范》等相关采光指标计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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