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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超低能耗建筑是指在围护结构、能源和设备系统、照

明、智能控制、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综合选用各项节能技

术，能耗水平远低于常规建筑的建筑物。 能源是中国崛起的

动力。要保证中国经济2020年比2000年翻一番，就不得不先

解决能源问题。不容置疑的是，中国能源发展正面临着越来

越严峻的挑战，能源供不应求和末端低效利用的矛盾越来越

突出。而长期以来受“先生产、后生活”的计划经济思想影

响，我国政府一直偏重于工业节能而忽略了建筑节能。据统

计，到2000年底，能够达到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建筑累计仅

占全部城乡建筑总面积的0.5%，占城市既有采暖居住建筑面

积的9%，绝大部分新建建筑仍是高能耗建筑。 需要注意的是

，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建筑能耗所占社会商品

能源总消费量的比例也持续增加，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的

正常工作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例如，我国空调高峰负荷已

经超过4500万kW，相当于2.5倍三峡电站满负荷出力。由于这

期间工业结构调整导致电力消费持续下降，空调负荷的增加

才没有使得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过于凸现。然而，随着工业

结构调整的完成和经济的继续增长，工业生产能耗的降低将

难以补足建筑能耗的飞速增加，建筑能耗增加导致能源短缺

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据统计，目前建筑能耗所占社会商品能

源总消费量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10％上升到25%左右。而根据

发达国家经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建筑能耗的比例将继续增加，并最终达

到35%左右。因此，建筑将超越工业、交通等其他行业而最

终成为能耗的首位，建筑节能将成为提高社会能源使用效率

的首要方面。 建筑节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无疑是十分重

大的，然而长期以来单纯依靠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强制性条

文实施却难以得到推动，这既有政策法规的原因，也与缺乏

深入地开展科学建筑规划与设计、加快节能新技术的开发及

应用有关。 建筑节能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立足于我国不同

建筑的用能特点和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在规划、设计、

运行等各个阶段通过技术集成化的解决手段，降低建筑能源

需求、优化供能系统设计、开发新型能源系统方式、提高运

行效率。 我国建筑节能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 一.我国建筑能

耗状况和节能潜力 我国目前城镇建筑消耗的能源为全国商品

能源的23%26%。此数值仅为建筑运行所消耗的能源，不包括

建筑材料制造用能及建筑施工过程能耗。目前发达国家的建

筑能耗一般在总能耗的1/3左右。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的不断

提高，第三产业占GDP比例的加大以及制造业结构的调整，

建筑能耗的比例将继续提高，最终将接近发达国家目前的水

平。根据近30年来能源界的研究和实践，目前普遍认为建筑

节能是各种节能途径中潜力最大、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是

缓解能源紧张、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不足这对矛盾

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我国城镇建筑能源消耗按其性质可分为

如下五类： (1)北方地区采暖能耗 (2)除采暖外的住宅能耗（

照明、炊事、生活热水、家电、空调） (3)除采暖外的普通公

共建筑能耗（办公室、中小型商店、学校等） (4)除采暖外的

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写字楼、星级酒店、大型购物中心等）



(5)工业建筑能耗 之所以把采暖能耗分出是因为此部分能耗有

其特殊性；而把非住宅民用建筑分为普通公共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是因为这两类建筑的能源消耗量差别巨大。 采暖能耗

占北方地区建筑能耗的50%以上。在实施建筑节能标准之前

建造的建筑冬季采暖平均热指标在30～50W/m2,为北欧相同

气候条件下建筑采暖能耗的2～3倍。通过改进建筑设计、加

强围护结构保温和有效利用太阳能，可使此部分建筑能耗降

低至1/2甚至40%。目前北方城镇建筑近60%采用不同规模的

集中供热系统。由于调节不当导致部分建筑冬天太冷夏季过

热，开窗散热造成的热量浪费平均为供热量的30%以上。部

分小型燃煤锅炉效率低也是造成能耗过高的原因之一。通过

建筑保温、管网系统调节、提高热源效率这三方面的改进，

我国北方地区采暖能耗至少可降低60%～70%。 除采暖外住

宅能耗中的用电量为10～30度/（年.M2）。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目前呈上升趋势；生活热水能耗在大城市中也逐渐

加大。推广节能灯和节能家电对降低住宅电耗有重要作用；

改进建筑设计、降低夏季空调能耗，也可以使住宅电耗减少3

～8度/年.m2,及时开发和推广高效的生活用水装置，可避免由

于生活热水需要量的不断增长所导致的住宅能耗的增加。若

是商业建筑，因为集中时效的负荷增加，相比较民用建筑，

其建筑能耗更大。 普通公共建筑的能源消耗性质综合分析看

，其照明和电器消耗能源更大。改善建筑设计可降低空调和

照明能耗，推广节能灯具及其他用电设备可减少电耗，这两

项措施应能使此类建筑能耗降低30%～40%。 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大型公共建筑目前仅占城镇总建筑面积的5%～7%，但

其用电量为100～300度/（年.M2）,为住宅建筑用电量的10倍



以上，还不包括采暖。很是惊人的数字。在我国一线和二线

城市，此类建筑的总耗电量大于全市所有居民住宅的总电耗

。九五到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建设的重点是住宅建设，但目前

已逐渐转向大型公共建筑。这些将导致建筑用电量的急剧增

加，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这部分能耗的增加。大型

公共建筑中，空调用电占50～60%，照明用电占25～35%，其

余为电梯和办公电器设备用电。与发达国家比，我国大型公

共建筑的平均能耗值高于日本水平，与美国的平均值大体接

近。然而调查表明，我国同一地区同一性质的大型公共建筑

，电耗差别最大可达一倍。因此对于电耗低的大型公共建筑

来说，也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在当前建筑、空调、照明等方

面采用先进技术，产生创新性突破，也可以使这部分的电耗

降到目前的50%以上即使对于工业建筑，降低能耗也等于降

低产品的能耗，提高产品利润率空间。 综述来说，我国建筑

节能的重点应为：建筑本体的节能、采暖系统节能、提高照

明和其他电器的效率、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通过这四方面的

努力，有可能使我国单位建筑面积平均能耗降低30%～40%，

这意味着建筑节能有可能使我国总的能源需求量降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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