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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 20 1 4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3J 1 69 号) 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项目边界与能耗的确定; 5 建筑节能量计算方法。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西南交通大学负责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西南

交通大学(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邮

政编码: 6100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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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促进建筑节能减排，有效实施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规

范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效果评价。

1. O. 3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效果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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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 buildi吨 energy performance con

tract ll1g 

通过为用户提供节能诊断、融资和改造等服务，减少建筑运

行中的能源费用，分享节能效益以实现回收投资和获得合理利润

的一种市场化服务方式 。

2.0.2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巳

contrac t ll1g proJect 

以建筑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实施的节能服务项目 。

2.0.3 账单法 bill method 

通过采集计量表的计量数据，分析建筑节能改造前后的能耗

以确定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

2.0.4 测量法 measurement method 

通过测量建筑节能改造前后用能设备和系统与能耗相关的参

数，得到改造前后的能耗以确定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2.0.5 模拟法 simulat ion method 

采用建筑能耗模拟软件模拟建筑节能改造前后的能耗以确定

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

2.0.6 项目边界 proj ect boundary 

实施节能改造措施所影响的用能设备和系统的运行时间、范

围和地理位置界线。

2.0.7 基准期 baseli ne period 

在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前，能够代表项目边界内用能

设备和系统运行规律的时间段 。

2.0.8 评价期 evalωhon period 

建筑节能改造措施完成且项目正常稳定运行，能够代表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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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内用能设备和系统运行规律的时间段。

2.0. 9 基准期能耗 energy consumpt ion in the baseline period 

基准期内，项目边界内用能设备和系统的能源消耗量 。

2.0.10 评价期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eva luation pe

riod 

评价期内，项目边界内用能设备和系统的能源消耗量。

2.0.11 校准能耗 adjusted energy consumption 

根据评价期条件对基准期能源消耗量进行校准，得到的评价

期项目边界内用能设备和系统未实施建筑合同能源管理的能源消

耗量。

2. 0.12 综合服务系统 comprehensive service system 

除冷热师、系统、输配系统和照明系统之外的其他常规用能系

统，包括电梯系统、热水系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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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合同能跟管理项目的节能效果评价不应影响建筑各

项功能的正常使用 。

3.0.2 节能量计算宜采用账单法或测量法，也可采用模拟法。

3.0.3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效果评价应包括项目识别

及边界确定、评价方法确认、数据采集与处理、量化评价、评价

报告编制等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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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 目边界与能耗的确定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能耗的内容和范围的界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

筑能耗数据分类及表示方法 )) JG/ T 358 的相关规定 。

4. J. 2 建筑各类能源消耗量的换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综合

能耗计算通贝IJ )) GB/ T 2589 的相关规定 。

4. 1. 3 项目经济效益应根据建筑实际消耗的商品能源量计算，

其商品能源价格宜选用合同签订时的价格 。

4. 1. 4 基准期和l评价期应根据建筑用能设备或系统的特点及项

目边界和实际可获得的数据确定 。

4.2 项目边界

4.2.1 项目边界应根据气象条件、使用强度和运行条件等因素

确定 。

~.2.2 当计算项目节能量时，应明确基准期及评价期对应的项

目边界 。 基准期和评价期的项目边界宜保持一致;当基准期及评

价期的项目边界不一致时，应以评价期对应的项目边界为准。

~.3 能耗的确定

4.3. J 基月1=期和评价期能耗可通过能耗账单、能耗测量和能耗

模拟等途径获得。

4.3.2 基准期能耗和坪价月1能耗的计算宜采用同一种方法。

4.3.3 当建筑供暖、供玲j书能与生活热水、炊事用能的输入能

源合用时，宜对输入能源、进行分项计量 。

4.3.4 计算校准能耗模型!宜采用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的基

准期能耗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模型，输入参数应为评价其I J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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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当建立"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时，应根据其影响

因素进行修正 。

4.3.6 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气象条件影响基准期能耗的修

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 : 居住建筑

供暖系统 )) GB/ T 3134 5 和 《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中央

空调系统 )) GB/ T 31349 的相关规定 。

-'.3.7 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后，应根据使用强度和运行条件对基

准期能耗进行修正。

-'.3.8 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后 . 当气象条件、使用强度和运行条

件都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变化指标对基准期能耗进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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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节能量计算方法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安装分项计量装置的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应根据分

项计量数据对节能效果进行评价。

5. 1. 2 计量装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通则 >> GB 1 7167 和 《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确定原则和

方法 >> JJ F 1139 的相关规定 。

5. 1. 3 当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的实施对建筑冷热源系统的能

耗产生影响时，宜对冷热源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及其运行时间进行

计量。

5. 1. 4 节能量可按下式计算 :

式中 :E，-二节能量 ;

E二二二校准能耗;

E怡 = E， - E

Ec 评价期能耗 。

5.2 账单法

(5 . 1. 4) 

5.2.1 对可获得能耗账单及影响参数的项目，宜采用账单法计

算节能量 。

5.2.2 当采用账单法计算热源系统节能量时，宜采用供暖度日

数作为"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的影响因素 。

5.2.3 当采用账单法计算冷源系统节能量时，宜采用供冷度日

数作为"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的影响因素 。

5. 2.4 综合服务系统的节能量计算宜采用账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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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测量法

5.3.1 对用能设备或系统运行工况稳定的项目，宜采用测量法

计算节能量。

5.3.2 测量法中的典型工况能耗可采用项目边界内的实测能耗

计算得出 。

5.3.3 对单项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计算，宜采用测量法 。

5.3.4 对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计4算，宜采用测量法 。

5.3.5 当采用测量法计算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的节能量时，应分

别测量或监测灯具的数量 、 功率、照度、运行时间及调节方式。

5. 3.6 当冷热源系统的节能改造措施可关闭且不影响实际使用

时，节能量计算宜采用测量法 。

5.4 模拟法

5.4.1 当无法获得能耗账单且无法测得能耗及相关参数时，可

采用模拟法计算节能量。

5.4.2 采用建筑模拟软件模拟前应对输入参数和模型进行校核，

并应使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相吻合 。

5.4.3 当采用模拟法获得建筑冷热源系统的校准能耗时，应将

实测获得的冷热源系统的能效比随负荷率的变化关系式作为计算

能耗的依据 ， 并应通过评价期的实视IJ能耗数据校核模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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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而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 "不直";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9 



引用标准名录

1 <<综合能耗计算通贝IJ >> GB/ T 2589 

2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 GB 17167 

3 <<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 : 居住建筑供暖项 目 >> GB/ 

T 31345 

"' << 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 : 中央空调系统 >> GB/ T 
3]349 

5 <<建筑能耗数据分类及表示方法 >> JG/ T 358 

6 <<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确定原则和方法 >> JJF 1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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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 )) GBj T 51285 -

2018 .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2 月 8 日以第 1 833 号公告批

准发布 。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能源管理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 |到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

标准。

为便于广大施工、监理、设计、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建筑合同能源管

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

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

项进行了说明 。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

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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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建筑领域的实施是建筑领域节能减

排的重要手段 。 建筑用能设备和系统节能效果的评价对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

1. O. 2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委托方和执行方可依据此标准

进行节能效果评价，或由第三方机构依据本标准进行节能效果评

价 。 建筑合同能惊管理项目的其他相关方及以其他模式实施的建

筑节能项目的节能效果评价亦可参照本标准对预期的节能量进行

测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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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3 账单法以能源计量仪表的计量数据、抄表记录或能源结

算单据(结算单据应显示能源消耗量或能惊单价)为依据，通过

改造前后的能耗账单进行节能量的计算与分析。

采用账单法进行节能量计算需符合下列规定:

1 能源计量仪表的计量范罔需包含改造范围;

2 能源账单(计量数据、抄表记录或能源结算单据)数据

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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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本条结合了现行同家标准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

GB/ T 28750 中模型法、 直接比较法和模拟软件法的相关条款，

并结合实际工程经验，总结归纳成账单法、测量法和模拟法。

账单法和测量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各有侧重，其中账单法是

现阶段建筑用能设备或系统的节能量计算中使用较多的一种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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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边界与能耗的确定

4.1 一般规定

4.1.2 建筑能源包括电力、燃气、燃油和l城市热力等。 采用不

同的换算方法，得到的节能量将有所差异 ， 因此统计时应注明所

使用的换算方法。

4. 1. 3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委托方不仅关心节能量 . 更关心项目

实现的经济效益 。 执行方应与委托方共同确定节省的商品能源

量，以明确实际产生的经济效益。这里的商品能源量是指委托方

需要向能源供应公司购买的电、 天然气或者集中供热量或供冷

量，不包括免费获得的热量或冷量。

4. 1. 4 基准期和评价期原则上为一个向然年。 对于受季节性、

使用特点影响的项目可根据项目实际运行情况制定基准期和l评价

期，但基准期和评价期长度应一致 。 对于季节性比较强的系统，

例如供暖系统节能改造， 应取供暖季起始和结束时间为基准期和

评价期。

基准期与评价期实际可获得的数据包括 :

1 现场监测、测试数据及实验室测试数据 ;

2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3 能源统计台账;

4 交费单据 ;

5 能源购买合同 ;

6 相关数据记录表(如:锅炉房每 日燃料记录表) ; 

7 设备及计量器具校验证书;

8 能源审计报告;

9 政府发布的文件(如 : 延迟供暖通知等) ; 

10 其他可进行能耗数据、相关参数交叉核对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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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目边界

4.2.1 建筑能耗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气象条件、使用强度和运

行条件，因此确定项目边界时应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 。 其巾，气

象条件包括太阳辐射、室外空气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相对湿度

等;使用强度包括实际运行时间、人员密度和l设备密度等; 运行

条件包括为建筑提供照明、通风、空调和供暖的服务面积及建筑

中各个房间的功能等。

4.2.2 为保证基准期能耗与评价期能耗具有可比性， 一般情况

下基准期和评价期选择的时间长度宜保持一致 。 如果选择的评价

期长度与基准期不同，在进行节能量计算时，应先参照基准期长

度选择一个完整的周期，获得节能量后，再进-步计算整个评价

期内的项目节能量 。

建筑运行提供的终端服务类型包括照明、空调、供暖和通风

等 。 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节能改造或运行调整前后，可能

有更换设备或优化服务量的措施，因而运行边界不是对某台设备

或某种服务水平条件下的能耗进行统计，而是考虑节能改造前后

项目运行边界所包含的终端服务类型的用能量。

影响建筑能耗的因素主要包括气象条件 、 使用强度和运行条

件。 在项目节能改造实施前后，这些影响因素都有可能发生显著

的变化，从而影响项目节能量的客观评价。 因此，项目节能量计

算时，应考虑基准期能耗和评价期能耗受时间与空间等因素的影

响， 需对能耗进行修正。 由于评价期能耗数据通常可实际测量得

到，因此，评价期能耗可不作修正，而对基准期能耗进行修正 。

在计算项目节能量时，由于项目实施前后项目边界可能发生

变化，节能量的计算应以评价期对应的项目边界为准。

4.3 能耗的确定

4.3.1 由于数据获取途径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改造措施可

单一或多个综合使用，项目选择的能耗评价方法有所差异 。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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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宜优先采用能耗账单和能耗测量。 在无法获得能耗账单和能

耗测量的数据，但可获得模拟参数时，可采用能耗模拟。

4.3. 3 如市政供热同时为建筑供暖、生活热水提供能源，燃k

供暖锅炉与卫生热水锅炉共用燃气输入管时，宜对输入能源进行

分项计量 。 分项计量本身是实现建筑能耗分析和节能管理的重要

手段。

~. 3. 4 本条中校准能耗的计算模型参照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

术通则 >> GB/ T 28750 - 20 1 2 中的"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 。

以能耗账单为原始数据，建立 "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的

相关性模型，并使用该模型计算出校准能耗 。

基准期能耗 :

Eh = j(剖 ，巧 ， ….1"， ) (1) 

式中 : E" 一一基准期能耗 ( kW . h); 

工， 一一基准期能耗影响因素的值。

校准能耗 :

Ea= f( r rld-i , …:1.-'; ) (2) 

式中 : Ea 一←→校准能耗 (kW • h ) ; 

1·1 影响因素在评价期的值。

此方法考虑了项目实施前后外部条件的变化， 适用范罔广 ，

节能量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

若项目实施前后影响能耗的因素保持不变，也可采用项目实

施前后的能耗数据直接进行计算 。

4. 3. 7 使用强度和运行条件的变化会对建筑能耗产生明显的

影响 。

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影响建筑能耗的使用强度因素不同 。

办公建筑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建筑使用时间和人员密度;宾馆、酒

店建筑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客房人住率、会议室和餐厅使用率等;

商场建筑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使用时间 。

如，办公建筑人员密度变化时的惨正方法:

E'b.1 = 1./ [" X 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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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E'h .1 一一人员密度变化后的基准期能耗 C kW. h ) ; 

I e ←←评价期人员密度(人1m2 ) ; 

Ib - 基准期人员密度(人1m2 ) 。

如，商场建筑使用时间变化时的修正方法 :

E'".H = HcI H" X Eb (4) 

式中: E'h ." 一一使用时 间变化后的基准期能耗 ( kW. h ) ; 

He →一评价期使用时 间 ( h );

Hu 一一基准期使用时间 ( h ) 。

为建筑提供照明、通风、 空调和l供暖的服务面积发生变化

时，会使相应系统承担的负荷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该系统和建

筑的能耗。 节能改造后，由于建筑物的某些空间功能改变 . 使服

务面积发生变化时 . 可按下式进行修正:

E'，川 = A j A" X E" (5) 

式中 : E'b. !飞 一一服务面积变化后的基准其!:j能耗 (kW. h ) : 

人 一一评价期的服务面积 Cm2 ) : 

A " -一二基惟期的服务面积 (m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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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节能量计算方法

5.1 一般规定

5. 1. 1 装有分项计量装置的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通过分别

对比各分项计量装置的数据可以直观地反映该项目的节能效果。

因此，分项计量数据应优先作为节能效果评价的依据。

计量装置的精度和校准度直接影响采集数据的准确性，进而

影响到节能效果评价的准确性 。

5. 1. 3 建筑冷热源系统的能耗在建筑总能耗中占较大比例，并

且往往是建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现节能的主要目标对象。 建筑

冷热源系统的输入能源种类一般为电、燃气、市政集中供热或供

冷，实施计量的技术难度不大，而且计量成本可以接受。 通过计

量，可以较便捷地直接获得评价期建筑冷热源系统的能耗 ; 当节

能措施可隔离时，还可测得典型工况下的校准能耗。

5.2 账单法

5.2.2 针对热源系统的节能改造项目，建立"基准期能耗影响

因素"模型时，应重点考虑室外气象条件和供暖时间对热源能耗

的影响因素。一般情况下采用"供暖度日数"作为模型影响

因素。

采用账单法计算热源系统节能改造节能量的实际操作可参照

以下示例 。

示例项目总供暖面积为 893 . 8 万 m2 ，有热洒、厂 3 座，热力

站 59 座 。 该项目实施了多种节能改造措施，包括气候补偿、水

力平衡、分时分区控制等。

示例项目的供暖季时间为:每年 11 月 15 日 至次年 3 月 15

日，项目运行管理范围为:热源厂、热力站及供暖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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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项目提供了连续三年逐月 的煤耗数据(共 1 5 个样本) 。

详细数据分别见表 1 和表 2 。

表 1 基准期煤耗 [原煤， kg/ (m2 . 月 ) J

~ 门 月 1 2 月 1 ) I 2 月 3n 

2008 年度-2009 年度 2. 42 5. 16 6. 02 '1. 40 1. 3:1 

2009 年度-20 1 0 年度 2. 71 5. 56 7. 29 ~ . 74 ]. 58 

20 1 0 年度- 20 11 年度 2. 43 5. 42 7. 36 4. 22 1. 38 

表 2 基准期煤耗 [标准煤， kgce/ Cm1 . 月 ) J

~ II J I 1 2 月 1 月 2 月 3 JI 

2008 年度-2009 年度 1. 97 1. 2 4. 9 3. 58 l. 08 

2009 年度-20 1 0 年度 2. 23 '1. 53 5. 94 3. 86 1. 29 

20 1 0 年度-20 11 年度 1. 98 1. 41 5. 99 3. 44 1. 12 

根据基准期逐日的室内外温度，计-算逐月 的累计室内外温度

差(室内温度取 18
0

C) ，计算结果见表 3 。

表 3 基准期室内外温度差累计值.1: (t" - t.. ) CC ) 

~ J 1 月 1 2 月 1 月 2 月 3 月

2008 年度-2009 年度 400 626 669 ~93 205 

2009 年度-20 1 0 年度 408 660 749 558 339 

20 1 0 年度- 20 11 年度 358 622 730 529 240 

样本经筛选后，共有 14 个样本可用来建立回归模型 。 2008

年度~2009 年度 、 2009 年度 ~20 1 0 年度 、 20 1 0 年度 ~20 11 年

度三个供暖季样本能耗与各样本室内外温差累计值之间的关系如

图 l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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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Bo β ! 

。 . 5 9 50 2. 1072 X 10 I 

从表 4 中可看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为 0.987 ，模迁~ F 

值为 432 . 77 8 ，各回归系数分别为:

Bo = O. 5950 , B , = - 2. 1072 X 1 0叫 ， B2 = 9. 9858 X 10- 6
0 

示例项目的评价期为节能改造后的一个完整供暖季， 即

2011 年度~20 1 2 年度供暖季 。 评价期煤耗见表 5 。

表 5 评价期煤耗 [原煤 ， kg/ (m2 • 月 )J

根据评价期实测的逐日室内外强度，计算逐月的累计室内外

温差，见表 6 0

表 6 评价期室内外温度差2: (t" - 1...) CC) 

将表 6 的数据代人拟合后的基准期能耗模型巾，计算校推能

耗 。 计算结果见表 7 。

表 7 校准能耗 [标准煤 ， kgce/ ( m2 • 月)丁

因此，校准后供暖季的单位面积标准煤耗为 1 6 . 29 kgce/ m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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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项目的校准能耗为 :

E" = 16. 29 X 10 3 X 893. 8 X 10' = 145600 ( tce) 

根据评价期的原煤煤耗(见表 5)和原煤热值 (5600kca l/ kg) , 

可计算得到评价期的单位面积标准煤耗，计算结果见表 8 。

表 8 评价期标准煤耗 [，标准煤 . kgce/ ( m Z • 月 ) J

因此，评价期的单位面积标准煤耗为 14 . 83 kgce/ m2 
0 

评价期能耗为:

E" = 14. 83 X 10 ;j X 893. 8 X 10' = 13255 1 ( tce) 

示例项目的节能量为 :

Es = Ea - E, = j 45600 - 13255 1 = J:i049 ( tce) 

因此 . 示例项目的节能量为 130<19tce 。

5.2.3 针对冷源系统的节能改造项目 . 建立 "基准}V'j能耗 影响

|到素"模型时，一般考虑 "供冷度日数" 作为模型的气象条件影

H向因素 。

采用账单法计算冷源系统节能改造节能量的实际操作可参照

以下示例 。

示例项目为北京某汹店 . 共 20 层，建筑总面积为 50000m2

拥有客房 400 间 。 房间入住客人时 . 开启空调 ; 无人人住时， 空

调关闭 。 为降低能源成本 ， 项 目通过采用高效空调冷热源设备、

水泵变频技术、 中央空调机组群控系统的优化运行控制技术，对

酒店的中央空调系统进行节能改造。

示例项 目 的供冷时间为 : 每年 5 月 l 日 至 1 0 月 1 日， 整体

冷 j原系统包括冷水机组、 冷冻循环泵 、 冷却循环泵和冷却塔等设

备， 以满足整个酒店的专调需求 。

示例项目提供了节能改造前连续二年的空调系统用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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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温度及人住房间数，见表 9 。

表 9 基准期能耗

室外平均温度 人住房间数 月空调tm耗
~r1Ýt 月份

了'C) ( 间 ) ( kW . h) 

5 )斗 20. 1 222.4 523857 

6 月 26. 3 236.1 590998 

7 月 31. 9 193 . 2 652944 
2009 

8 月 32. 6 205. 6 70993 1 

9 月 :30. 7 21[7. 6 69432 1 

1 0 月 21. [ 269. 2 589840 

5 月 2 1. 3 172. 1 5 19908 

6 月 26. 4 191. 2 62.1987 

7 月 30. 8 163. 6 630981 
2010 

8 月 31. 7 219. 2 68039 1 

9 月 29. 8 259. 6 699874 

10 月 20. 1 280. '1 579987 

5 月 20. 9 20 1. 2 510098 

6 月 25. 9 245.6 58776 1 

7 月 29. 8 213. 2 6236 1 日

20 11 
8 月 31. 2 2 '10 . 11 708 76 5 

9 月 28. 6 283. 2 68003~ 

1 0 月 20.3 293. 2 620'115 

示例项目建立能耗模型时以表 9 中所列数据作为参数，其中

室外平均泪度及入住房间数为自变量 X，月 空调能耗作为因变

量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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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月 空调系统能耗;

X : 每月室外平均温度值和平均入住房间数。

回归拟合的结果见表 10 和表 11 。



表 10 模型汇总

调整 标准估H 修正统计量

模型 R R2 
R2 的误差 R2 修正 F 修正

I 0. 9460 0. 8950 0.8820 22334. 5842 O. 8960 64. 5020 

表 II 模型拟合结果

才|三标准化系数 检验值
显著性

模型 标准系数 检验值
|可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f 

S1g 

常i让 95 100 . 979 52230. 309 1. 82 1 0.089 

I 室外平均瓶度 1310 1. 148 1180. 719 0. 960 1], 096 0. 000 

平均入住房间数 78 1. 836 146. 83 1 O. 161 5. 325 O. 000 

从表 1 0 和表 11 中的模型拟合结果来看 ，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可达 0.896 ， F 值可达 64 . 502 (满足 F 检验 ) 。 室外平均温度

川g 为 1. 25 X 1 0寸 ，平均入住房间数 s~g 为 8. 49 X 10 -:; ，均小于

0. 05 。 因此，可判断该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

由表 11 中的模型拟合结果可得最终的拟合公式为:

Y = 13101. 148 X 1 + 78 1. 836Xz + 95 100. 979 

式中 ;Y一一月空调系统能耗 (kW . h); 

X 1 一一每月 室外平均温度值 (OC) ; 

几 一一每月平均入住房间数(间) 。

图 3 为实际能耗与模型计算能耗的对比情况，其中虚线代表

每月实际的空调系统能耗，实线代表通过模型计算的空调系统能

耗;模型计算的能耗与实际能耗非常接近，且趋势一致，模型的

拟合结果较好。

示例项目改造完成后，记录了 2012 年空调季的运行数及影

响参数数据，详见表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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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评价期各参数统计

{f{:í-r 月份
宅外平均混度 平均人住房间数 月空调能耗

('( l (l'1.Ij) CkW . h ) 

5)-J 21. 9 212. 8 .187905 

6 )1 26. 1 196 . -1 539801 

7 )1 31. 2 222. 1 6'19908 
20 12 

8 ) I 32. 5 252. 8 668904 

9 Jl 29 299. 6 579908 

1 0 月 20. 7 ;;02. .[ 512908 

本项目节能量计算公式为:

E, = E讯 - Ee

式中 : E，←一节能量 CkW . h );

Ec 评价期能耗 ( kW . h) ; 

瓦 校准能耗 ( kW. h ) 。

将部分参数进行变化后，将各参数代人拟合模型计算校准能

耗，校准能耗此表 1 3 ，节能量见表 1 4 0

28 



表 13 校准能耗

月份 校准能耗 CkW . hl 月份 校?往能耗 C kW. hl 

5 月 548398. 1 8 月 718547. 2 

6 月 590602. 2 9 月 709 282 

7 月 67774. 7. 5 1 0 月 602728. 8 

表 14 节能量

月份
评价均1能耗 校J佳能耗 节能量

( kW . h) CkW. h) CkW. h) 

5 月 487905 548398. 1 60493. 1 

6 月 53980 1 590602. 2 5080 !. 2 

7 月 649908 677747. 5 27839. 5 

8 月 668904 71 8547.2 '19643. 2 

9 月 5 7990日 709282 12937'1. 0 

1 0 月 5 12908 602728. 8 89820. 8 

合计 ,107971. 8 

将电力转化成标准煤，转化系数取 o. 33kgce/ CkW • h ). 最

终的节能量为 :

E到 = 407971. 8 X O. 33 / 1000 = 134. 63 ( tce ) 

因此，示例项 目 的节能量为 134 . 63 t ce 。

5.3 测量法

5.3.1 测量法采用直接比较典型工况下项目实施前后能耗的方

式获得节能量，能耗数据通过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得。 测量法适用

于项 目实施前后用能设备和系统运行工况稳定、不受外界环境因

素影响，或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较小的项目，如照明系统改造、

定颇水泵更换等 。

5.3.2 测量法的基本方法为 : 通过直接比较项目实施前后测量

的典型工况下的能耗数据得到项目节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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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施前后用能设备和系统运行工况稳定、不受外界环境

因素影响的项目，运行工况即为典型工况(如水泵更换项目， 5 

月 ~ 6 月 2 台运行 2 台备用， 则此运行工况即为 5 月 ~ 6 月典型

工况， 7 月 ~ 9 月 3 台运行 l 台备用，贝IJ此工况即为 7 月 ~9 月

典型工况) 。

此方法适用于基准期和评价期的项目边界一致，或两者虽然

不同但对能耗无影响的项目 。

评价期能耗 CEe ) 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① 评价期内，测量各典型工况下项目边界内的实际能耗;

② 评价期内，测量各典型工况下项目边界内各设备的实际

功率，通过实际功率与时间的乘积获得评价期能耗。

基准期能耗 CE，， )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

① 基准期内，测量各典型工况下项目边界内的实际能耗;

② 评价期内，当节能改造措施可关闭且不影响项目运行

时，关闭节能改造措施，测量各典型工况下项目边界内的实际

能耗。

5. 3.3 单项节能改造项目巾影响能耗的参数较少且容易实地测

量，因此宜采用测量法。 以供暖系统节能改造为例，单项节能改

造项目包括热源设备单项节能改造(如:热源设备或换热器的改

造/更换) ;水泵单项节能改造(如:循环水泵的改造/更换) ;风

机单项节能改造(如 : 送风机的改造/更换) ;综合性节能改造

(如:末端散热设备改造) 。

对于单项节能改造项目，在使用测量法时，应考虑项目边

界的一致性，若基准期和评价期的项目边界不一致，应进行

修正 。

采用测量法计算水泵单项节能改造节能量的实际操作可参照

以下示例 。

示例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45000m2 0 为了提升供暖系统循环水

泵的运行效率，业主对循环水泵进行了变频改造。

示例项目主要为供暖循环水泵的变频改造，供暖时间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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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5 日 至次年 3 月 1 5 日 。

示例项目改造前水泵未单独安装电表 ， 需根据现场实测功率

和运行时间计算水泵的基准期能耗 。

水泵运行时间为 11 9 d X 24 h/d=2856h 。

现场测试时选取了初寒期 1d 、 严寒期 1d 、 末寒期 ld 作为典

型工况， 实测水泵的功率，因水泵工~jíI运行 ， 因此现场实测的水

泵功率皆为 8. 5kW。 因此，水泵的基准期能耗 Eb =8. 5 X 2865 

= 24276 kW . h ，校准能耗亦为 24276kW • h 。

评价期内水泵的运行时长不变， 随用户负荷变化自动改变运

行频率。 评价期内实测的总能耗为 Ec = 18960kW . ho 

示例项目的节能量为 :

Es = E" - Ee =24276- 18960=5316 ( kW . h) 

示例项目所使用的测量仪器见表 1 5 0

名称及型号

钳形F包力汁

表 15 测量仪器

范围

OV-~ OOV OA- IOO A 

以上检测仪表均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

误差(准确度)

士 0 . 1 %

5.3.4 针对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 一般情况下较难获得项目改造

前、后的能耗计量数据，通常需要进行能耗监测或测量获得。 照

明系统一般情况下有较为稳定的运行工况，测量法是最简单有效

的方法。

5.3.5 采用测量法计算照明系统节能改造节能量的实际操作可

参照以下示例 。

示例项目为某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 其节能改造内容为

LED 灯具替换现有的普通白炽灯。 灯具改造种类大于 10 种，总

灯具替换数量大于 30000 盏 。 各类型灯具的运行时间根据实际运

行方式和记录进行现场确定 。

示例项目采用测量的方法确定基准期能耗，具体测量结果见

表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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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基准期原始数据

灯具事l'类
实测功率 数量

71:启 j支
列启时间 电耗

( W) (个) ( h/ a) ( kW . h) 

T5 直管荧光灯 32 48 100% 6935 10652. 2 

T8-0. 9m 直管 34 1357 100 % 6935 319967. 0 

T8-0 . 6m 直管 22 217 100 % 6935 33107. 7 

T8-1. 2m 直管 40 6196 100 % 6935 J71 8770. 4 

T8-0 . 9m 直管 34 40 100 % 711 7.5 9679. 8 

T8-1. 2m 直管 40 59 1 100% 7117. 5 168257. 7 

大节能灯 85 2 100 % 7117. 5 1210. 0 

大节能灯 85 12 100 % 6935 7073. 7 

中J古BT 14 15 100% 6935 ]l\ 56. 4 

环形管灯 36 107 100 % 6935 267 13.6 

总耗电量 2296889 

示例项目节能改造后的能耗利用情况通过直接测量确定，测

量的结果详见表 17 。

表 17 评价期原始毅据

~'J 具种类
实i~IJ功率

数量 开启度
开启时间 电耗

( W) ( h/ al (kW . hl 

T5 LEDH管 12. 13 118 100% 6935 4037. 8 

T8 LED灯管 11. 89 1 :)57 ]00 % 6935 ll18911. 4 

T8 LED 灯笆' 8. 01 217 100 % 6935 12054 . 2 

T8 LED 灯管 15. 84 3295 100 % 6935 361957. 1 

T8 LED 灯管 17. 5 2901 100 % 6935 352072.6 

T8 LED 灯管 11. 89 '10 100 % 7117.5 3385. 1 

T8 LED 灯管 15. 84 287 100 % 711 7.5 32356.7 

T8 LED 灯 管 17. 5 304 100 % 71 17.5 37865. 1 

LED球泡灯 24 . 46 2 100% 711 7.5 3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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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

灯具种类
实现IjJ)J率

数量 开启度
开启时间 电耗

CW ) ( h/1Il CkW . h) 

LED球泡灯 24. 46 12 100% 6935 2035. 6 

LED球泡灯 7. 27 15 100% 6935 756. 3 

1.ED I吸顶灯 11. 38 107 100% 6935 84A4 . 5 

总耗电量 927207. 6 

本项目节能量为 :

五 = E" - E c = 2296889 - 927207.6 = 136968 1. 4 ( kW • h) 

将电力转化成标煤 [转化系数取 O. 33kgce/ ( kW • h汀 ，则

节能量为 452 tce 。

5.3. 6 当节能改造措施可关闭且不影响项目运行时，对比测量

获得建筑冷热源系统的节能量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宜优先

选用此方法。 测试时应分别测量各种典型工况下节能改造措施开

启和关闭时， 冷热源系统的能耗和运行时间，将各典型工况下的

能耗累加得到评价期能耗和校准能耗。 典型工况宜以日为周期，

并应考虑建筑冷热负荷的变化情况，分别在负荷率 0~25% 、

25 %~50% 、 50%~75% 、 75%~ 100 %区段中选取 。

考虑到建筑冷热源系统能耗的周期性，建议典型工况以日为

周期;为便对比能够涵盖整个时间边界，建议尽可能在各种代表

性的负荷率区段选取典型工况 。 当供冷、供暖输配系统的循环泵

与玲热师、主机共用供电线路时，可同时合并测量 。 此外，典型工

况的确定仍需通过双方认可 。

5.4 模拟法

5. 4.1 模拟法的基本方法为:使用建筑能耗模拟软件模拟计算

基准期和评价期能耗， 二者之差即为节能量。 模拟法需要对建筑

建立能耗模拟模型，通过改变输入与节能项目有关的参数分别得

到节能改造实施前后的能耗，进而计算得到节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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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模拟法计算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节能量的实际操作可

参照以下示例。

示例项目为北京某居住小区的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该小

区总建筑面积为 50000时，有 6 栋住宅楼。

示例项目以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前的供暖季作为基准期，即

20 11 年 11 月 1 5 日至 20 12 年 3 月 1 5 日 。

由于节能改造前没有能耗数据，所以需根据现场测试数据及

校准的能耗模拟软件来计算基准期能耗。

采用经过校准的能耗模拟软件，输入表 18 中的参数和 20 12

年 11 月 1 5 日 ~20 13 年 3 月 1 5 日的室外气象参数，经过模拟计

算可知， 基准期能耗为 729 . 1 5 tce 。

表 1 8 基准期能耗的输入参数

名称 输入参数

夕|、罔护结构传热系数
屋面 0. 8

[W/ ( 盯，2 • K)J 
夕 1' Jn\'i : 0. 75 

夕|、窗 4 . 7

室内温度 ("C) 20. 5 

换气次数(1欠 Ih ) O. 5 

建筑物内部得热 (W/m2 ) 3.8 

根据改造后的相关测试参数，输入表 1 9 中的参数和 20 1 2 年

11 月 1 5 日 至 20 1 3 年 3 月 1 5 日的室外气象参数， 经过模拟计算

得出评价期的模拟总能括为 6 78 . 2 2 tce 。

表 19 评价期的输入参数

字íl司F 评价用l

犀面 O . 5 

夕|、围扩'结构传热系数 [W/ ( m2 • K)J 外墙 O. 6 

外窗 . 2. 9 

室内 1日度 ('C) 20. 5 

快气次数(次/h ) O. 5 

建筑物内部得热 (W/m勺 3. 8 

34 



示例项目的节能量为 :

E挡 = E Io - Eo = 729. 15 - 678. 22 = 50. 93 (tce) 

5.4.2 模拟法将建筑能耗模拟软件作为节能量的评价手段，应

对建筑模拟软件的计算结果进行校准和验证。 实际气象条件与计

算参数的偏差以及计算误差的累积，都会使建筑能耗模拟软件计

算的结果有很大差别 。 因此， 在使用建筑能耗模拟软件进行模拟

前需进行校核。

5.4. 3 本条规定了使用模拟法确定建筑冷热源系统的校准能耗

的条件 。 所有的建筑能耗模拟软件计算冷热源系统能耗的基本原

理均为 : 能耗=负荷/能效比 。 因此，要获得准确的能耗，能效

比的计算值非常关键。 当无基准期能耗数据 、 节能改造措施不直

接影响建筑冷热源系统的运行且无法隔离时，可使用模拟法。 但

需通过实测数据对该建筑能耗模拟软件的可靠性进行校准。 实测

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 JGJ/ T 177 

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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