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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黑龙江斯维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方舟国际设计有限公司、

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广东）有限公司、上海安围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达城绿色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岩、杨艳华、叶德强、李子军、田刚、徐秋芳、李韬、严智勐、孙勇、宋丽、

王凤来、牛建国、徐千程、韩蕊、王文强、于钦国、景艳秋、胡宗伟、全中华、林钢、杨黆、王研研、

刘镇华、 代希阳、苏克俭、叶盛昊、张健、郭金刚、熊伟、吕旸、高琳、吕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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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改造设计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龙江省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基本规定、诊断

评估、建筑改造设计、设备系统改造设计和性能化设计与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办公、科研、教育及旅馆类既有公共建筑的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17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 14295 空气过滤器

GB/T 31433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18-2010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4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55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1350-2019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2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 55030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GJ 133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44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JGJ/T 151 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

JGJ/T 154 民用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标准

JGJ/T 177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480 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JG/T 366 外墙保温用锚栓

DB23/T 2706 黑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23/T 3335-2022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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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3/T 3597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51350-2019、 DB23/T 333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既有公共建筑 existing public building

已投入使用的公共建筑。

3.2

超低能耗节能改造 ultra-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saving Reconstruction

通过对建筑围护结构、用能设备及系统采取节能技术措施和运维管理措施，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

空调、照明等能源需求，提高能源设备和系统效率，建筑能耗水平满足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要求的节能改

造。

4 总则

4.1 既有公共建筑通过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既有公共建筑运行能耗，改善

既有公共建筑室内环境质量。

4.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技术可行、经济适用。

5 基本规定

5.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根据节能诊断和节能潜力评估结果，制定合理可行、有针

对性的改造设计方案。

5.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应根据检查评定或检测鉴定结果进行设计，并应在满足节能、安

全、防火、防水等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兼顾外立面的装饰效果；检查评定或检测鉴定内容应符合 GB 55022

的规定。

5.3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项目存在涉及抗震、结构、防火等安全问题时，应在设计前进行

安全性能评估。

5.4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满足改造后的建筑安全性需求，不应降低建筑的抗灾性能

和耐久性。

5.5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时，主要房间供暖、空调设计采用的室内热湿环境计算参数应符

合表 1 的规定，并应满足房间使用功能的要求。

表 1 超低能耗改造公共建筑主要房间室内热湿环境计算参数

室内热湿环境参数 单位 冬季 夏季

温度 ℃ ≥20 ≤26

相对湿度 % ≥30 ≤60

5.6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的设计新风量应符合 GB 5073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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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的室内声环境设计应符合 GB 55016 的规定；根据改造涉及的范围

和内容，旅馆类建筑的声学指标等级应符合 GB 50118-2010 中一级的规定；其他类型建筑的声学指标等

级应符合 GB 50118-2010 中高要求标准的规定。

5.8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主要房间的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超低能耗改造公共建筑主要房间室内空气质量

室内环境参数 单位 教育 办公、科研、旅馆

PM2.5日均浓度 μg/m
3

≤35

二氧化碳浓度 ppm ≤1000

甲醛 mg/m
3

≤0.07 ≤0.08

苯 mg/m
3

≤0.06 ≤0.09

TVOC mg/m
3

≤0.45 ≤0.50

5.9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选用安全、耐久、适用的节能技术和产品。

5.10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设置能源消耗量计量装置。

6 诊断评估

6.1 一般规定

6.1.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前，应按附录 A 的要求对建筑节能现状进行诊断，并形成

节能诊断报告；承担节能诊断和检测的机构应具备相应能力和经验。

6.1.2 节能诊断评估报告的内容应能支撑改造设计，包括建筑外围护结构现状及热工性能、室内热湿

环境、室内空气质量、采暖通风空调及生活热水供应系统、给排水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能源消耗

量计量系统等的节能诊断及能耗现状调查。

6.1.3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诊断检测方法应符合 JGJ/T 177 的规定；能耗现状

调查应符合 JGJ/T 154 的规定。

6.2 外围护结构现状及热工性能

6.2.1 既有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现状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屋面、外墙及不透光幕墙、地面、两侧有温差的楼板和隔墙的构造及现状质量；

——外窗、天窗、透光幕墙的型材类型和规格、开启方式、玻璃类型、密封方式及现状质量；

——外门、门斗的构造、材料、密闭方式及现状质量；

——接触室外空气的外挑楼板、变形缝、接触土壤的地下外墙、主体投影外地下室屋面的构造及

现状质量；

——附墙的设备设施、装饰构件情况；

——热桥部位构造及现状情况。

6.2.2 既有公共建筑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根据围护结构现状、工作年限和建筑功能，对下列内容

进行选择性诊断：

——外墙、屋面的传热系数、热工缺陷；

——外窗、不透光幕墙、透光幕墙和外门的传热系数、气密性；

——外窗、透光幕墙玻璃的太阳得热系数、可见光透射比；采光窗的透光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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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室内热湿环境

6.3.1 既有公共建筑的室内热湿环境节能诊断应包括下列内容：

——空气温度；

——空气相对湿度；

——外围护结构的内表面温度、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

——使用者对室内温、湿度的主观感受等。

6.3.2 既有公共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诊断，应符合 GB 55016、GB 50176、GB 50736、JGJ/T 177 的规定。

6.3.3 既有公共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诊断，可采用现场调查和室内热湿环境状况检测的方法。

6.3.4 既有公共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诊断宜在供暖、空调设备运行期间进行。

6.4 室内空气质量

6.4.1 既有公共建筑正常使用时的室内空气质量，应根据建筑使用运行情况，对下列内容进行选择性

诊断：

——建筑主要功能空间 CO2的浓度；

——建筑室内 PM2.5、PM10、甲醛、TVOC 的浓度；

——建筑室内通风状况；

——使用者对室内空气质量的主观感受等。

6.4.2 既有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诊断，应采用现场调查和室内空气质量参数监测和检测的方法。

6.5 建筑设备系统

6.5.1 既有公共建筑的供暖通风空调系统，应根据系统设置情况和改造范围，对下列内容进行节能诊

断：

——系统的形式、设备配置和运行情况；

——主要设备能效水平和调控能力；

——供暖系统管道保温性能；

——空调水系统补水率、新风量、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分散式空调器的能效水平。

6.5.2 既有公共建筑的给水排水系统，应根据系统设置情况和改造范围，对下列内容进行节能诊断：

——水源类型、水压、用途等水源使用情况；

——给水、输水、排水系统的设备配置及运行情况，设备和系统的能耗和水耗水平、运行状态；

——生活热水的热源或加热方式、设备选型、保温措施的合理性以及能耗水平；

——给水、排水系统节水、节电方面存在的问题。

6.5.3 既有公共建筑的供配电系统，应根据系统设置情况和改造范围，对下列内容进行节能诊断：

——系统中仪表、电动机、电器、变压器等设备状况；

——供配电系统容量及结构；

——原有供配电设备和线路的压降、热点成像、功率因数等；

——电梯、水泵等公共设施用电设备的自控装置有效性；

——电子设备开关电源、UPS 装置、应急照明蓄电池的运行性能。

6.5.4 既有公共建筑的照明系统，应根据系统设置情况和改造范围，对下列内容进行节能诊断：

——灯具类型，照明灯具效率和照度值，照明功率密度值，照明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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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厅、走廊、楼梯间、电梯厅等公共场所的灯具类型、灯具效率、控制开关分组、感应探测

角度和灵敏度、自熄延时设置等；

——有效利用自然光情况；

——照明系统节电率。

6.5.5 既有公共建筑的能源消耗量计量系统，应根据系统设置情况和改造范围，对下列内容进行节能

诊断：

——能源消耗量计量系统分项计量情况；

——公共楼梯间、电梯厅等各种配套场所能源消耗量计量装置的准确度；

——信号采集、数据远传网络设备性能；

——有线电视系统、通信系统、充电桩系统的计量方式。

6.5.6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前诊断应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情况。

7 建筑改造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后的建筑间距应符合现行消防技术标准对建筑防火间距的规定。

7.1.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过程中，改动原结构承重构件及外围护结构上增加或安装设施、

设备时，应对原结构的安全性进行复核、验算，并根据计算结果采取结构加固措施。

7.1.3 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应进行相关的防水、防护设计。

7.1.4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符合 GB 55037、GB 50016 和 GB 50222 的规定。贯穿外

墙、防火（隔）墙、楼板和屋面板设置保温构造的孔洞应满足防火要求。

7.1.5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后的装修不应破坏气密层和影响气流组织。

7.2 围护结构改造

7.2.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后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宜符合表 3 的规定；当改造确有困难，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不能满足表 3 的要求时，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3 超低能耗改造公共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推荐值

单位为 W/(m
2
·K)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

屋面 ≤0.15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0.2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30

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间楼板、分隔供暖房间与非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楼板 ≤0.30

分隔超低能耗区与非超低能耗区之间的隔墙/楼板 ≤0.80

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屋顶透光部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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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超低能耗改造公共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

单位为 W/(m
2
·K)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

屋面 ≤0.25

外墙（包括非透光幕墙） ≤0.3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35

地下车库与供暖房间之间楼板、分隔供暖房间与非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楼板 ≤0.50

单一立面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屋顶透光部分 ≤1.6

7.2.2 改造条件允许时，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后的室内地面和地下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宜符合表 5 的规定；当地下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不能满足表 5的要求时，地下室应作为非超低能耗区。

表 5 超低能耗改造公共建筑地面和地下围护结构保温材料热阻限值

单位为 m
2
·K/W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热阻 R

室内地面 ≥2.5

室外地坪以下供暖地下室外墙、屋面 ≥6.0

室外地坪下不供暖地下室外墙、屋面 ≥4.5

7.2.3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时，应改善围护结构薄弱部位的热工性能，并对热桥部位

进行分析验算，提供细部的节点构造设计。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应按 DB23/T 3335-2022 附录 C 计算，

当既有公共建筑的实际热桥形式与典型热桥不一致时，应进行建模计算。

7.2.4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建筑在供暖期间外墙和屋面的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增加的

重量湿度允许增量应符合 GB 55016 的规定。

7.2.5 既有公共建筑屋面超低能耗节能改造时，应根据工程实际选择设计方案，并应符合 GB 55030、

GB 50345 的规定。

7.2.6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屋面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核算凸出屋面构件的泛水檐、披水板位置现状，不满足泛水要求的，应给出技术措施；

——女儿墙、土建风道出口等凸出屋面构件顶部应设置金属压顶等刚性防护措施、并采取低热桥

构造设计；

——设有坡屋面闷顶的屋面节能改造，应在接触室内空气的平屋面上设置保温防水构造，其热工

性能应符合本文件 7.2.1 的规定。

7.2.7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外墙外保温系统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采用粘贴固定的外保温系统时，基墙墙体的质量和表面拉伸粘结强度应满足 JGJ 144、JGJ/T

480 的要求；

——外保温系统采用成套技术时，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采用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时，

应进行论证并满足本文件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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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外保温系统应根据保温层的厚度和自重，在每层层间适当位置设置水平承托构造，并满

足低热桥构造、承载力、耐久性、防火等要求；水平承托构造的竖向间距不宜大于 4.5 m；

——外墙外保温系统的辅助固定锚栓应符合 JG/T 366 的规定；当基层为混凝土时，锚栓的有效锚

固深度不应小于 50 mm；当基层为实心砌体时，锚栓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 100 mm；当基

层为空心砌体时，应采用机械锁定承载的专用锚栓，且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 25 mm；外保温

系统与基层墙体的连接固定采用机械锚固为主的方式时，锚栓的抗拉承载力应满足系统抗风

荷载承载要求；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距室外地面 4.5 m 高度以上的饰面层严禁采用陶瓷类面砖饰面。

7.2.8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外墙采用保留现状外墙外保温系统，增设内保温系统时，内保

温应采用燃烧性能 A 级的材料，且保温层内表面应设置有效的隔汽层；保温及配套材料应符合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的相关规定。

7.2.9 外墙改造采用夹芯保温系统时，热桥部位应采取耐久性良好并有效的保温措施。

7.2.10 保温材料的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选用高性能保温材料，减少保温层厚度；

——屋面保温材料具有吸水率低、抗压强度高、温度变形小的特点；

——常用保温材料物理性能指标符合本文件附录 B的要求。

7.2.11 非透光幕墙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现状非透光幕墙改造时，保温系统安装牢固、不松脱；幕墙支承结构的抗震和抗风压性能等

符合 JGJ 133 的规定；

——利用现有非透光幕墙面板作为浇筑类保温层的模板时，应复核幕墙支承结构承载力，并根据

计算结果设置承托构件；

——外墙节能改造采用非透光幕墙系统时，保温层与主体基层墙体间不应留空气层，且宜在保温

层与幕墙面板间采取防水透汽处理措施。

7.2.12 外墙应进行防水设计，并符合以下规定：

——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设置 1道防水砂浆或修补现状水泥砂浆抹面后，涂刷 1 道防水涂料；

——建筑外墙门窗洞口、雨篷、阳台、女儿墙、室外挑板、变形缝、穿墙套管和预埋件等节点应

采取防水构造措施，节点部位应有详图；

——雨篷、室外挑板、开敞外廊及阳台应进行防水、排水设计；其与外墙交接处的防水层应连续，

且外口下沿应做滴水线；

——外保温系统水平或倾斜的出挑部位外表面应设置防水层并沿墙上翻；

——附墙安装的设备、穿墙管线或支架等应固定在基层墙体上；穿墙管道应采取避免雨水流入措

施和内外防水密封措施；穿墙管道、外墙预埋件与外保温交接处应采用防水密封材料连续封

闭。

7.2.13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外门窗、透光幕墙、采光顶等透光围护结构应根据诊断结果和

具体情况，采用适用、可行的改造方式。

7.2.14 当外墙为外保温系统时，门窗更换节能改造应满足以下要求：

——外门窗宜采用内嵌外平齐式或半内嵌式安装；当洞口为混凝土结构且外保温层厚度超过 150 mm

时，外门窗宜采取外挂式安装；

——外门窗应安装牢固，连接件与外门窗及主体结构连接构造应安全耐久；

——当外门窗设计、安装附框时，应采用节能型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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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洞口上楣应设置滴水线；外窗外侧窗台处应设置排（披）水板和滴水线等排水构造措施，

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5%，排（披）水板与窗框之间应有结构性连接，并采取防水密封措施；

——对外窗进行外遮阳改造时，遮阳设施应安装牢固，并具有启闭功能；

——更换外门窗时，宜剔除门窗室内侧洞口周边抹灰，按结构洞口设计窗型。

7.2.15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更换屋顶天窗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水平天窗设置的开启扇，应具有防水、密闭和防风功能，并应具有远程遥控开启和关闭功能；

——水平天窗宜在局部位置设置可安装平开窗的局部凸起构造， 平开窗应具有保温、防水、密闭

和防风功能，并应具有远程遥控开启和关闭功能；

——天窗宜设置兼顾通风及保证冬季日照的外遮阳装置，设置的活动外遮阳应具有防风功能。

7.2.16 保留现状透光幕墙、采光顶的，节能改造时宜提高玻璃和外框型材的保温性能，并采取气密性

改造措施。

7.2.17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改造采用的外窗、透光幕墙，其玻璃的

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60；天然采光不能满足要求的场所，宜采用导光、反光等采光设施。设置导

光管采光系统在漫射光条件下的系统效率应大于 0.50。采光窗应符合下列规定：

——采光窗的透光折减系数 Tr 应大于 0.45；

——外窗玻璃系统的太阳得热系数应不小于 0.45。

7.2.18 设置中庭的公共建筑进行超低能耗改造时，应充分利用可开启的门窗、幕墙自然通风降温。

7.2.19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改造时，应设可开启窗扇，其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外墙

面积的 10%。

7.2.20 建筑出入口改造设计应采取有效的减少冷风渗透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主出入口应设置保温门斗，门斗两层门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2.4 m；

——其它出入口宜设置保温门斗；不设门斗时，应采取有效的保温和防止冷风渗透措施；

——出入口门透光部分的传热系数应符合本文件对外窗的规定；非透光部分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1.2 W/(m
2
·K)，出入口门均应设置闭门器；

——当出入口的门无下框时，门下边缘应设置防冷风渗透构造措施；

——出入口设置旋转门时，应设置门斗。

7.2.21 建筑的南、东和西向及屋顶透光围护结构改造时宜采取可调节遮阳措施；设置外遮阳时不应出

现结构性热桥。

7.2.22 设有变形缝的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时，变形缝部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沿变形缝的外墙、屋面周边及内墙洞口周边用保温材料填充，宜满填；确有困难时，填充

深度不应小于 1.20 m，并应满足防结露计算要求；

——变形缝内的保温材料应有防脱落的承托、固定措施；

——变形缝部位应采取防水、防冷风渗透措施。

7.2.23 无地下室的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改造，首层内墙与地面交角区域的热桥部位室内表面温度应

高于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的露点温度 2 ℃以上。当室内外高差>0.60 m 时，外墙外保温层宜做至距建

筑散水上 0.10 m；当室内外高差≤0.60 m 时，外墙外保温层宜做至距室外地坪下不小于 0.50 m；供暖

地沟宜沿外墙内侧设置保温层。

7.2.24 既有公共建筑供暖地下室接触土壤的外墙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地下室外墙应保温，保温层应与地上部分保温层连续，并应采用防水性能良好的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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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地下室不具备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条件的，应作为非超低能耗区，地下室与超低能耗区之

间的楼板应采取保温措施，传热系数应符合本文件表 3 的规定，且外墙保温层与室外地面的

距离应符合本文件 7.2.23 的规定。

7.2.25 既有公共建筑宜进行室内地面节能改造，保温材料热阻应符合本文件表 5的规定；保温材料与

土壤之间应设置防潮层。

7.2.26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的建筑屋面设置太阳能系统时，设备应安装牢固，并应满足下

列要求：

——太阳能系统应具有抗震、防雷击、防风、防脱落、防冰雹、防止冰雪聚集和滑落伤人或造成

物损等功能；

——有人员疏散功能的屋面设置太阳能系统时，不应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设置的太阳能系统不应影响屋面防水、保温及相邻建筑构件正常维修、维护作业；

——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系统时不应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7.3 热桥处理

7.3.1 外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及与室外空气接触的附属设施应设置保温构造；外围护结构的结构性热桥

部位室内表面温度应高于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的空气露点温度 2 ℃以上。

7.3.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细部节点低热桥设计应符合 DB23/T 3335 的相关规定。下列部

位应给出详细的低热桥构造设计：

——新增或保留的幕墙龙骨与基层墙体连接部位；

——伸出屋顶的建筑造型、结构构件、砌体、管道及设备与屋面的连接部位；

——凸出外墙的空调板、建筑造型、结构构件、管道及设备等构件与基层墙体连接部位；

——设置在建筑主体墙上外门窗洞口的室外周边墙面部位；

——设置导光、反光等采光设施的热桥部位；

——门斗的不透光墙体、屋面与主体墙相接的室内区域；

——外墙、屋面孔洞部位及穿过外墙、屋面管道或风道周围部位；

——女儿墙、外檐沟雨水口部位。

7.3.3 既有公共建筑外墙改造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凸出外墙的空调板、墙肢等构件，应采用保温材料将外凸构件全包覆；当凸出外墙面的混凝

土构件过长时，包覆长度应不小于 1.10 m；

——固定保温层的锚栓应采用低热桥锚栓；

——新增孔洞宜在周边预留不小于 50 mm 的间隙，间隙内应填充高效保温材料，内外密封；

——新增幕墙的支承结构、构造缝、沉降缝以及幕墙周边与墙体接缝处等应有低热桥构造设计；

应采取措施提高保留幕墙现状热桥部位的室内表面温度。

7.3.4 既有公共建筑屋面改造低热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屋面保温层与外墙保温层宜连续；

——凸出屋面的结构构件，应采用保温材料将构件全包覆；当凸出屋面的混凝土构件过长时，包

覆高度应不小于 1.10 m；

——管道穿屋面部位应采取措施防止结露；新增孔洞宜在周边预留不小于 50 mm 的间隙，间隙内

应填充高效保温材料，内外密封；

——屋面改造时女儿墙、外檐沟雨水口周边与雨水口配件之间宜留有不小于 50 mm 间隙，内部应

填充耐久性良好的高效保温材料，表面应设有防护、防水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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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既有公共建筑外门窗改造洞口周边的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外门窗与洞口周边墙体的构造缝隙应满填发泡聚氨酯保温材料或安装预压膨胀保温密封条；

——当外门窗设计、安装附框时，附框外侧应采用外保温层全部覆盖；

——外保温层应覆盖部分门窗框；除底框外，门窗框外露不宜大于 10 mm；

——外门窗框与保温层之间的构造缝隙，应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填塞，缝隙外侧应采用弹性耐候防

水密封胶密封；

——双框外窗的窗框间洞口应采取保温加强措施。外窗框及两层窗框之间洞口墙面的内表面温度

应高于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的空气露点温度 2 ℃以上。

7.3.6 外墙、屋面改造时，女儿墙内、外侧均应设置保温层，外侧保温层构造应与外墙保温层一致，

内侧保温层应与屋面保温层连续设置，内侧保温层热阻应大于 1.80 m
2
·K/ W；当内侧保温层设置高度

小于 1.10m 时，女儿墙顶部应设置保温构造，保温层热阻宜与内侧保温层相同。

7.3.7 屋面改造时,凸出屋面结构体的保温层应与屋面保温层连续设置；女儿墙、土建风道出口等凸出

屋面构件顶部应设置刚性防护并应采取低热桥构造设计。

7.3.8 防排烟系统中的进风口、排烟口、排烟井道等设施接触室外空气的开口区域，外墙、屋面孔洞

部位，伸出屋面、墙面的管道室内局部应设置避免结露的保温构造。

7.4 气密性设计

7.4.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明确气密区，建筑的气密区应满足下列要求：

——整栋建筑或建筑的超低能耗区应由一个或多个独立的气密区组成；

——气密区宜由建筑围护结构内侧的连续气密层构成，并根据节能诊断评估结果确定气密层位置；

——建筑内的厨房区域应设置独立的气密区，并设置补风设施。

7.4.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后，气密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气密层应连续完整，包绕整个气密区；

——由不同材料构成的气密层的连接处，应采取气密材料搭接的构造措施，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50 mm。

7.4.3 屋面、外墙的结构缝隙应采取密封封堵措施，管线及套管穿屋面、外墙等空气渗漏部位应进行

气密性处理；缝隙及洞口周边内表面应粘贴防水隔汽膜，缝隙及洞口周边外表面应粘贴防水透汽膜。

7.4.4 建筑外门、外窗、楼梯间出屋面门和上人屋面人孔盖应采取密封措施，改造后的气密性不宜低

于 8 级，不应低于 6 级；防火门、防火窗等特殊外门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6 级，出屋面人孔应采用满

足密封保温性能的双层盖板。

7.4.5 外门、窗洞口的气密构造应符合以下规定：

——更换外窗时，窗框与墙体之间缝隙的室内侧应粘贴防水隔汽膜，室外侧应粘贴防水透汽膜；

——防水隔汽（透汽）膜与门窗框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15 mm，粘贴应紧密；

——防水隔汽（透汽）膜与基层墙体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50 mm，粘贴应紧密；

——粘贴的防水透汽膜不应遮蔽外门窗下框的排水孔；

——当外门窗设置附框时，防水隔汽（透汽）膜应覆盖附框与门窗框缝隙，在门窗框的粘贴宽度

不应小于 15 mm。

7.4.6 设置在有气密性要求外墙、屋面板、内墙上的开关、插座、接线盒、吊筋、箱表等，应采取气

密性加强措施。穿外墙、屋面的管线和洞口应进行有效封堵。开关、插座、箱表不宜设于外墙和有气密

性要求的内墙上；有条件时，外墙和有气密性要求的内墙上现有的开关、插座、箱表应移除。

7.4.7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后进行气密性指标测试时，宜按整栋楼为单位进行测试；设多

个独立气密区时，可分别进行测试；建筑面积大于 5000 m
2
应分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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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系统改造

8.1 一般规定

8.1.1 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应结合经济指标，综合确定设备系统改造方案。

8.1.2 除乙类公共建筑外，集中供暖和集中空调的施工图设计，应对设置供暖、空调装置的每一个房

间进行热负荷和逐项逐时冷负荷计算。

8.1.3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冷、热源宜利用稳定可靠的余热、废热和地热能、太阳能、 风能、

空气能等可再生能源。当采用可再生能源受到气候等原因的限制无法保证时，应设置辅助冷、热源。

8.1.4 冷热源、循环水泵、空调末端、通风机等用能设备应采用节能控制。

8.1.5 供暖、供冷系统设备的能效水平应符合 DB23/T 3335 的相关规定。

8.2 供暖和空调系统

8.2.1 超低能耗改造的既有公共建筑集中供暖时，集中供暖系统涉及的热源、热力站、室外管网、室

内供暖系统、热计量等各部分改造宜同步进行，并应符合 DB23/T 3335 的相关规定。

8.2.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后，供暖和空调系统应设置室温调控装置；散热器及辐射供暖

系统应安装自动温度控制阀。

8.2.3 集中供暖系统的室内部分超低能耗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室内供暖系统改造应结合原有系统，同时对散热器片数或辐射供暖盘管长度等进行复核计算，

并对系统水力平衡进行验算；

——室内供暖系统回水支管应安装调节阀。

8.2.4 采用分散式供暖供冷空调系统的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空调系统应具有分室独立控制功能；

——空调室外机应设置在安全可靠、通风良好、冷（热）媒管路短的位置，且应避免其噪声、气

流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空调系统应设置凝结水和冬季供暖产生融霜水的排放设施。

8.2.5 通风改造设计应合理组织室内气流、提高通风效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卫生间应设置独立的排风设施；

——厨房应设置独立的补风系统，补风应从室外直接引入，补风口宜设置在灶具附近，补风宜采

取加热措施；

——通风系统与室外相连接的风管和设施上应设置可自动连锁关闭且密闭性能好的电动风阀，并

采取密封措施；

——厨房补风管道电动风阀应与排油烟机联动，在排油烟系统未开启时，应关闭严密；

——新风、补风管道均应采取保温措施；

——空气调节系统不应利用土建风道作为送风道和输送冷、热处理后的新风风道。

8.2.6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改造应设置热回收新风系统。热回收新风系统应考虑全年运行合理性及

可靠性。热回收新风装置应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应具备防冻保护功能。

8.2.7 热回收新风装置类型应结合其节能效果和经济性综合确定。热回收新风装置的换热性能应满足

下列要求：

——显热型名义显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 75 %；

——全热型名义全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 70 %。

8.2.8 通风空调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 GB 50189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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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通风空调系统的空气净化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空气净化装置在空气净化处理过程中不应产生新的污染；

——空气净化装置宜设置在空气热湿处理设备的进风口处，净化要求高时可在出风口处设置二级

净化装置；

——过滤设备的效率、阻力和容尘量性能应符合 GB/T 14295 的规定，且过滤效率不应低于高中效

等级；

——应设置检查口，可更换过滤芯应拆装方便；

——应具备净化失效报警、提示功能；

——高压静电空气净化装置应设置与风机有效联动的措施。

8.3 给水排水

8.3.1 更换给水排水设备时，应选用节水、节能、环保型产品；应采用节水器具，用水效率等级应不

低于 2 级。

8.3.2 应采用合理的供水方式，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供水压力；应选用节能、高效的加压供水方式

和系统；给水管网水量充沛的地段，可采用叠压供水系统。

8.3.3 给水系统的供水方式及竖向分区应根据建筑的用途、层数、 使用要求、材料设备性能、维护管

理和能耗等因素综合确定。分区压力应符合 GB 50015 和 GB 50555 的规定。

8.3.4 变频调速泵组应根据用水量和用水均匀性等因素合理选择搭配水泵及调节设施，按供水需求自

动控制水泵启动的台数。

8.3.5 地面以上的生活污、废水排水应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至室外管网。

8.3.6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源，宜利用稳定可靠的余热、废热和可再生能源作为热水供应热源。

8.3.7 除下列条件外，不应采用市政供电直接加热作为生活热水系统的主体热源：

——人均最高用水定额不大于 10 L；

——无集中供热热源和燃气源，采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限制，且无条件采用可再生能

源的建筑；

——利用蓄热式电热设备在夜间低谷电进行加热或蓄热，且不在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启用的建筑；

——电力供应充足，且当地鼓励建筑用电直接加热做生活热水热源时。

8.3.8 仅设有洗手盆或热水用水点分散时宜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热水用量设计值较大时，宜采用

集中加热方式供应热水，其设备和管道应采取有效的保温防冻措施，保温层厚度应按 GB/T 8175 计算

确定；集中生活热水加热器的设计供水温度应为 55 ℃~65 ℃。

8.3.9 设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时，定时供应热水或热水用量设计值大于等于 5 m
3
/d 的用户，宜设置单

独的热水循环系统。

8.4 电气

8.4.1 应按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机电设备参数进行负荷计算，对供配电系统的容量、供电线缆截

面和保护电器的动作特性等参数重新进行验算。

8.4.2 经评估电气系统需改造时，更换后的电力变压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和照明产品的能效水平

应高于能效限定值或能效等级 3级的要求。

8.4.3 更换后的水泵、风机以及电热设备应采取节能自动控制措施。

8.4.4 更换后的电梯、自动扶梯的节能控制应符合 DB23/T 2706 的相关规定。

8.4.5 改造后的供配电系统的功率因数应达到供电主管部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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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具备条件的建筑，经济技术合理时可设置太阳能热水或光伏发电系统。

8.4.7 应合理利用天然采光，有条件时可采用导光装置，应采取节能高效、便于管理的照明控制措施，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房间或场所装设有多个灯具时，应分组控制；

——在满足用电安全和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改造后的走廊、楼梯间、门厅、电梯厅等场所应能根

据需求进行照明控制；有天然采光场所的照明控制，宜随天然光照度变化自动调节；

——人员变化数量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应按需要采取调光或降低照度的措施；

——每间 (套)客房应设置总电源节能控制措施。

8.4.8 规模较大的公共场所宜采用自动照明控制系统，并应具备下列功能：

——接入包括声、光、红外微波等探测传感器；

——预先设置并存储多个不同场景的控制模式；

——具有相适应的接口，与各类光源兼容和协调运行；

——具有显示照明系统运行状态的信号，便于按需调节设定值。

8.4.9 照明功率密度值（LPD）应符合 GB 55015 的相关规定。

8.4.10 供配电系统的电能监测与计量的改造宜符合 DB23/T 2706 的相关规定。能耗应进行分类、分项

计量。

8.4.11 建筑设备集中监测与控制系统节能改造应符合 GB 55015 的相关规定。

9 性能化设计与评价

9.1 一般规定

9.1.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改造应采用性能化设计，以室内环境参数及能效指标为约束性指标，围

护结构、能源设备和系统等性能参数为推荐性指标。

9.1.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改造设计应提供建筑能耗计算报告。

9.1.3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设计应进行评价，评价应以单栋建筑为对象，其能效指标应符

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能效指标

建筑综合节能率 ≥50%

建筑本体节能率 ≥25%

建筑气密性（换气次数 N50） ≤1.0

9.1.4 能效指标评价应符合 DB23/T 3597 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主要城市的气候区属按照 DB23/T 3335-2022 附录 A 确定；

——地面传热系数按照 DB23/T 3335-2022 附录 B 确定；

——墙体及屋面平均传热系数按照 DB23/T 3335-2022 附录 C 计算，其中建筑实际热桥形式与典型

热桥不一致的，应进行建模计算；

——外窗热工性能按 JGJ/T 151 计算确定，常用外窗热工性能按 DB23/T 3335-2022 附录 D 选取，并

与设计性能一致；

——常用建筑材料性能参数按照本文件附录 B 及 DB23/T 3335-2022 附录 F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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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回收新风机组显热运行效率取 0.55，全热运行效率取 0.50，通过热回收机组的风量占需求

风量的比例取 0.9。

9.2 性能化设计方法

9.2.1 性能化设计应根据本文件规定的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要求，利用能耗模拟计算软件等工具，

优化确定建筑设计方案。

9.2.2 性能化设计宜按下列步骤进行：

——设定室内环境计算参数和能效指标；

——制定设计方案；

——利用能耗模拟计算软件等工具进行设计方案的定量分析及优化；

——分析优化结果并进行达标判定。当能效指标不能满足所确定的目标要求时，修改设计方案，

重新进行定量分析和优化，直至满足目标要求；

——确定优选的设计方案；

——编制性能化设计报告。

9.3 合格判定

9.3.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改造应进行评价，并满足以下要求：

——围护结构关键节点构造及做法应满足保温及气密性要求；

——典型热桥节点线传热系数不大于 DB23/T 3335-2022 附录 C 中表 C.0.14 典型节点线传热系数

值时，直接判定为低热桥构造；大于表 C.0.14 典型节点线传热系数值的热桥及表 C.0.14 中

未包含的热桥，应保证热桥部位室内表面温度高于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的空气露点温度 2 ℃

以上；

——供暖期间，外墙、屋面的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增加的重量湿度允许增量符合 GB 55016 的

规定；

——建筑综合节能率和建筑本体节能率符合本文件 9.1.3 的规定；

——设备系统改造满足本文件第 8 章要求。

9.3.2 满足本文件 9.3.1 要求的既有公共建筑可判断为超低能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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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既有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诊断评估表

A.1 既有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诊断评估表见表 A.1。

表 A.1 既有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诊断评估表

一、诊断评估单位及人员信息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二、既有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物名称 功能类型 竣工时间 年

地址

建筑高度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 （m
2
）

建筑物节能状态 未采取节能措施 节能 30% 节能 50% 节能 65% 节能 75% 其他

结构类型 砖混 框架 框剪 剪力墙 钢结构 其他

抗震设防烈度 无 6 度 7 度 8 度 不清楚

地下室 无地下室 有地下室 地下室供暖情况 供暖 不供暖

三、能耗现状

类别 供暖能耗 空调能耗 照明能耗
热水、电梯等

其他能耗

全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Wh/（m
2
·a）]或[kgce/(m

2
·a)]

全年总能耗（kWh/a）或(kgce/a）

设计计算能耗（kWh/a）或(kgce/a）

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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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既有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诊断评估表（续）

四、围护结构

安全性

承重结构安全性：符合安全要求 不符合安全要求

a、承重墙：裂缝 沉降 变形 钢筋腐蚀

b、楼板：裂缝 沉降 变形 钢筋腐蚀

c、柱：裂缝 沉降 变形 钢筋腐蚀

d、梁：裂缝 沉降 变形 钢筋腐蚀

e、基础：正常 裂缝 沉降

围护结构

屋面类型：平屋面 坡屋面 种植屋面 其他

屋面内表面结露、霉变：有 无

屋面防水：完好 渗漏

外墙材料：实心粘土砖 混凝土墙 空心砖

轻集料混凝土空心砌块 加气混凝土砌块

加气混凝土大板 其他

不透光幕墙：有 无 空腔厚度

外墙表面状态：完好 裂缝 外饰面剥落 墙面泛碱

其他

外墙防水性能：完好 渗漏

外墙线脚：有 无

外窗类型：木 铝合金 断热铝合金 塑料

铝塑 铝包木 其他

外窗玻璃层数：单框双玻 单框三玻

双框双玻 双框三玻 其他

透光幕墙：有 无 框材及玻璃

外遮阳设施：无 有（固定遮阳 活动遮阳）

外门状况：材质 ；损坏情况：有 无；

密封情况：完好 透寒

地面泛碱：有 无

外墙附着物情况：

诊断结果 屋面
外墙（含不透光

幕墙）

外窗

（含透光幕墙）
外门 地面

其他（挑空楼板、

变形缝等）

构造

（层次及厚度

或型材类型规

格玻璃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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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既有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诊断评估表（续）

四、围护结构（续）

诊断结果 屋面 外墙 外窗 外门 地面
其他（挑空楼

板、变形缝等）

传热系数

W/（m
2
·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 -- -- -- --

玻璃可见光透射

比
-- -- -- -- --

玻璃透光折减系

数
-- -- -- -- --

综合遮阳系数

（SCW）
-- -- -- -- --

气密性/水密性

存在的热工缺陷

综合评估

五、室内热湿环境、空气质量

类别 温度（℃）
相对湿度

（％）

外围护结构

内表面温度

（℃）

热桥内表面

温度（℃）

室内通风状

况

使用者对室内

热湿环境感受

诊断结果
优 良

差

类别 CO2 浓度 PM2.5 PM10 甲醛 TVOC
使用者对室内

空气质量感受

诊断结果
优 良

差

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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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既有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诊断评估表（续）

六、建筑设备系统

（一）集中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

集中供暖系统

现状描述

热源：城市热力 区域锅炉房 其他

供暖系统：垂直单管 垂直双管 水平分环 其他

散热器种类：钢制 钢铝复合 铸铁 其他

散热器状态：腐蚀 未腐蚀

管线状态：腐蚀 未腐蚀

管道保温性能：良好 较差

调节装置：有 无； 调节装置有效性：有效 无效；

其他

锅炉运行

效率

系统耗电

输热比

供暖系统

补水率

室外管网

热损失率

室外管网

水力平衡

度

室内供暖系

统水力失调

状况

其他

诊断结果

集中空调系统

现状描述

冷热源：冷水机组+锅炉 多联机 地源热泵 其他

管道保温性能：良好 较差

调节装置：有 无； 调节装置有效性：有效 无效；

其他

诊断结果

冷水机组性能

系数
锅炉热效率 热泵机组能效

热泵系统能效

系数

系统耗电输热

比
水泵效率

系统供回水温

度差（℃）

系统新风量

（m
3/
h）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Wh/m
3
）

风系统平衡度 其他

（二）其他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

系统描述

其他供暖、空调系统形式：房间空气调节器 其他

通风系统形式：厨房排风系统 补风系统 卫生间排风系统 其他

其他：

诊断结果

分散式空气调节器能效
热回收装置效

率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Wh/m
3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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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既有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诊断评估表（续）

（三）给水、排水系统

系统描述
水源类型、水压、用途： ；设备配置及运行情况：

生活热水热源、加热方式： ；设备配置及运行情况： ；保温措施：

诊断结果

给水系统能耗（kWh/a） 给水系统水耗（m
3
/a） 热水系统能耗（kWh/a）

（四）电气系统

照明系统

现状描述

照明类型：灯具照明 光伏发电照明 其他

灯具类型：白炽灯 荧光灯 LED 灯 其他

照明控制方式：分组控制 声光控制 自熄 积控模式 其他

其他

灯具效率 灯具照度（lx） 灯具功率密度（W/m
2
） 其他

诊断结果

能源消耗量计量装置

现状描述

供冷、供暖计量装置：有 无；计量装置有效性：有效 无效

生活热水计量装置：有 无；计量装置有效性：有效 无效

用电计量装置：有 无；计量装置有效性：有效 无效

其他

（五）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现状描述

太阳能热水系统：有 无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有 无

其他：

诊断结果

太阳能集热系统

得热量（MJ）

太阳能利用系统

的总能耗（MJ）

太阳能利用系统

的太阳能保证率

太阳能集热系统

效率
其他

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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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常用材料性能参数

B.1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石墨聚苯板（GEPS）性能应符合表 B.1 的规定。

表 B.1 石墨聚苯板（GEPS）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密度（kg/m
3
） ≥20 GB/T 6343

导热系数[W/（m·k）] ≤0.032 GB/T 10294

压缩强度（kPa） ≥100 GB/T 8813

熔结性能
*

弯曲变形（mm） ≥20
GB/T 8812.1

断裂弯曲荷载（N） ≥25

剪切强度（kPa） ≥100 GB/T 32382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MPa） ≥0.10 GB/T 30804

尺寸稳定性[（70±2）℃下 48h] (%) ≤0.3 GB/T 8811

吸水率（体积分数）(%) ≤3 GB/T 8810

水蒸汽渗透系数[ng/（Pa·m·s）] 2.0～4.5 GB/T 17146

氧指数（%） ≥30 GB/T 2406

燃烧性能等级 B1级 GB 8624

注 1 ：“ * ” 项目，根据工程设计需要选一项性能；

注 2 ：自然条件下至少陈化 42d 或在（60±5）℃环境至少陈化 5d。

B.2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模塑聚苯板（EPS）性能应符合表 B.2 的规定。

表 B.2 模塑聚苯板（EPS）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033级 037级

导热系数 [W/（m·K）] ≤0.033 ≤0.037
GB/T 10294

GB/T 10295

表观密度 （kg/m
3
） 18～22 GB/T 6343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MPa） ≥0.10 GB/T 29906

尺寸稳定性 （%） ≤0.3 GB/T 8811

压缩强度 （kPa） ≥100 GB/T 8813

弯曲变形 （mm） ≥20 GB/T 8812

氧指数 （%） ≥30 GB/T 2406

水蒸汽渗透系数 [ng/(Pa·m·s) ] ≤4.5 QB/T 2411

吸水率 （V/V，%） ≤3 GB/T 8810

燃烧性能等级 B1级 GB 8624

注：自然条件下至少陈化 42d 或在（60±5）℃环境中至少陈化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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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挤塑聚苯板（XPS））性能应符合表 B.3 的规定。

表 B.3 挤塑聚苯板（XPS）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导热系数 [W/（m·K）] ≤0.030
GB/T 10294

GB/T 10295

表观密度 （kg/m
3
） 25～35 GB/T 6343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MPa） ≥0.20 GB/T 30595

尺寸稳定性 （%） ≤1.0 GB/T 8811

压缩强度 （kPa） ≥200 GB/T 8813

弯曲变形 （mm） ≥20 GB/T 8812

氧指数 （%） ≥30 GB/T 2406

水蒸汽渗透系数 [ng/(Pa·m·s) ] 1.5～3.5 QB/T 2411

吸水率 （V/V，%） ≤1.5 GB/T 8810

燃烧性能等级 B1级 GB 8624

注 1 ：不掺加非本厂挤塑聚苯板产品的回收料；

注 2 ：双面去皮或双面开槽；

注 3 ：自然条件下至少陈化 28d。

B.4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硬泡聚氨酯板（PU）性能应符合表 B.4 的规定。

表 B.4 硬泡聚氨酯板（PU）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导热系数[W/（m·K）] ≤0.024
GB/T 10294

GB/T 10295

表观密度（kg/m
3
） ≥35 GB/T 6343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MPa） ≥0.10 GB/T 50404

尺寸稳定性（%） ≤1.0 GB/T 8811

压缩强度（kPa） ≥150 GB/T 8813

弯曲变形（mm） ≥6.5 GB/T 8812

氧指数（%） ≥30 GB/T 2406

水蒸汽渗透系数[ng/(Pa·m·s) ] ≤6.5 GB/T 17146

吸水率（V/V，%） ≤3 GB/T 8810

燃烧性能等级 B1级 GB 8624

注 1 ：自然条件下至少陈化 28d；

注 2 ：氧指数取芯材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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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岩棉条和岩棉板性能应符合表 B.5 的规定。

表 B.5 岩棉条和岩棉板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岩棉条 定向岩棉板 网织岩棉板 岩棉板 TR15

密度（kg/m
3
） ≥100 110～140 100～120 140～160 GB/T 5480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kPa）
≥100.0 ≥15.0 ≥100.0 ≥15.0 GB/T 30804

湿热抗拉强度保留率
1
（%） ≥50 ≥70 ≥50 GB/T 30804

横向
2
剪切强度标准值Fτk（kPa） ≥20 — ≥20 —

GB/T 32382

横向
2
剪切模量（Mpa） ≥1.0 — ≥1.0 —

导热系数[W/(m·K)]

（平均温度25℃）
≤0.046 ≤0.035 ≤0.035 ≤0.040

GB/T 10294

GB/T 10295

吸水量（部分浸入）

（kg/m
2
）

24h ≤0.5 ≤0.25 ≤0.4 ≤0.4 GB/T 30805

28d ≤1.5 ≤0.50 ≤1.0 ≤1.0 GB/T 30807

质量吸湿率（%） ≤1.0 ≤0.50 ≤1.0 ≤1.0

GB/T 5480

憎水率（%） ≥98 ≥99 ≥98 ≥98

粒径＞0.25mm渣球含量（%） ≤4.0 ≤7.0 — ≤4.0

纤维平均直径（μm） ≤5.0 ≤5.0 — ≤5.0

尺寸稳定性
（70±2）℃下48h

长、宽、厚的相对变化率≤1.0%
（70±2）℃、（90

±5）%RH 下48h

酸度系数 ≥1.8

燃烧性能 A（A1）级 GB 8624

注 1 ：湿热处理的条件：温度（70±2）℃，相对湿度（90±3）%，放置 7d±1h，（23±2）℃干燥至质量恒定；

注 2 ：沿岩棉条的宽度方向施加载荷；

注 3 ：定向岩棉板的修正系数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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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真空绝热板性能应符合表 B.6 的规定。

表 B.6 真空绝热板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I型 II型 III型

导热系数[W/（m·K）] ≤0.0025 ≤0.005 ≤0.008
GB/T 10294

GB/T 10295

穿刺强度（N） ≥18 GB/T 10004

穿刺后导热系数（平均温度25℃±2℃）

[W/(m·K)]
≤0.035 GB/T 37608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kPa） ≥80 JG/T 438

尺寸稳定性

（%）

长度、宽度 ≤0.5
GB/T 8811

厚度 ≤3.0

压缩强度（kPa） ≥100 GB/T 8813

表面吸水量（g/m
2
） ≤100

JG/T 438

穿刺后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膨胀率（%） ≤10

耐久性（30

次循环）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kPa）
≥80

燃烧性能 A（A2）级

B.7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真空绝热板性能应符合表 B.7 的规定。

表 B.7 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性能要求

检测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I 型 II 型 Ⅲ型

干密度（kg/m
3
） ≤350 ≤450 ≤550 JGJ/T 253

抗压强度（MPa） ≥0.50 ≥1.00 ≥2.50 GB/T 5486

拉伸粘结强度（MPa） ≥0.10 ≥0.15 ≥0.25 GB/T 29906

导热系数（25℃）[W/（m·K）] ≤0.070 ≤0.085 ≤0.100
GB/T 10294

GB/T 10295

线收缩率（%） ≤0.25 JGJ/T 70

稠度保留率（1h）（%） ≥60

JGJ/T 253

软化系数 ≥0.60

抗冻性能

抗压强度损失率（%） ≤20

质量损失率（%） ≤5

放射性 同时满足 IRa≤1.0 和 Iγ≤1.0
GB 6566

GB8624

燃烧性能 A级 GB 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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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既有公共建筑超低能耗节能改造采用的气凝胶板性能应符合表 B.8 的规定。

表 B.8 气凝胶板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kg/m
3
） 180～225 GB/T 5480

导热系数（25℃）[W/（m·K）] ≤0.021
GB/T 10294

GB/T 10295

憎水率（%） ≥98 GB/T 10299

体积吸水率（全浸 V/V，%） ≤1.0 GB/T 5480

抗压强度（kPa）

普通缝制型 ≥80

GB/T 13480

支撑加强型 ≥300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MPa）

普通网织型 ≥0.10

GB/T 30804

加密网织型 ≥0.15

燃烧性能等级 A级 GB 8624

B.9 断热桥锚栓圆盘抗拔力标准值不应小于 0.6kN，圆盘锚栓的圆盘公称直径不应小于 60mm，锚栓的

抗拉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表 B.9 的规定。

表 B.9 断热桥锚栓的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

方法A 类基

层墙体

B 类基

层墙体

C类基

层墙体

D类基

层墙体

E类基

层墙体

抗拉承载力标准值（kN） ≥0.60 ≥0.50 ≥0.40 ≥0.30 ≥0.30

JG/T 366

圆盘抗拔力标准值（kN） ≥0.50

注 1：当锚栓不适用于某基层墙体时，可不做相应的抗拉承载力标准值检测；

注 2：A类：普通混凝土基层墙体；

B类：实心砌体基层墙体，包括烧结普通砖、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砌体以及轻骨料混凝土墙体；

C类：多孔砖砌体基层墙体，包括烧结多孔砖、蒸压灰砂多孔砖砌体墙体；

D类：空心砌体基层墙体，包括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墙体；

E类：蒸压加气混凝土基层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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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保温系统所使用的胶粘剂的性能应符合表 B.10 的规定。

表 B.10 胶粘剂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拉伸粘结强度

（与水泥砂浆）（MPa）

原强度 ≥0.60

GB/T 29906

耐水强度
浸水 48h，干燥 2h ≥0.30

浸水 48h，干燥 7d ≥0.60

拉伸粘结强度

（与石墨聚苯板、苯板、

挤塑板、聚氨酯板、网

织岩棉板）（MPa）

原强度 ≥0.10，破坏发生在保温板中

耐水强度
浸水 48h，干燥 2h ≥0.06

浸水 48h，干燥 7d ≥0.10

拉伸粘结强度

（与岩棉条）（MPa）

原强度
平均值≥0.08，且破坏部位位于岩棉条内，

允许单个值小于 0.08 且大于 0.06

耐水强度

浸水 48h，干燥 2h ≥0.03

浸水 48h，干燥 7d
平均值≥0.08，允许一个单值小于 0.08 且

大于 0.06

B.11 耐碱玻纤网的性能应符合表 B.11 的规定。

表 B.11 耐碱玻纤网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单位面积质量 （g/㎡） ≥160 GB/T 9914.3

拉伸断裂强力（经、纬向）（N/50mm） ≥1000

GB/T 20102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经、纬向）（%） ≥75

断裂伸长率（经、纬向） ≤5.0 GB/T 7689.5

B.12 外墙抹面胶浆拉伸粘结强度应符合表 B.12 的规定。抹面胶浆与保温材料的粘接在原强度、浸水

48h 且干燥 7d 后的耐水强度条件下发生破坏时，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材料内。

表 B.12 抹面胶浆拉伸粘结强度

项目
与石墨聚苯板、苯板、挤塑板、

聚氨酯板、网织岩棉板 与岩棉
试验方法

原强度（MPa） ≥0.10
平均值≥0.08，允许一个单值小于

0.08 且大于 0.06

GB/T 29906
耐水强度

（MPa）

浸水 48h，干燥 2h ≥0.06 ≥0.03

浸水 48h，干燥 7d ≥0.10
平均值≥0.08，允许一个单值小于

0.08 且大于 0.06

耐冻融强度（MPa） ≥0.10
平均值≥0.08，允许一个单值小于

0.08 且大于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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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外墙洞口打胶型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性能应符合表 B.13 的规定。

表 B.13 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性能要求（打胶型）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防水隔汽膜 防水透汽膜

最大抗拉强度（N/50mm）
纵向 ≥450 ≥450

GB/T 7689.5-2013
横向 ≥80 ≥130

断裂伸长率（%）
纵向 ≥20 ≥20

GB/T 7689.5-2013
横向 ≥100 ≥80

水蒸汽当量空气层厚度Sd（m） ≥30 ≤3 GB/T 17146

不透水性 1000mm，20h不透水 GB/T 328.10

透气率（mm/s） ≤1.0 GB/T 5453

180°剥离强度 （kN/m） ≥0.4 GB/T 2790

B.14 外墙洞口自粘型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性能应符合表 B.14 的规定。

表 B.14 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的性能要求（自粘型）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防水隔汽膜 防水透汽膜

最大抗拉强度（N/50mm）
纵向 ≥200 ≥250

GB/T 7689.5-2013
横向 ≥80 ≥130

断裂伸长率（%）
纵向 ≥20 ≥20

GB/T 7689.5-2013
横向 ≥80 ≥80

不透水性 1000mm，20h不透水 GB/T 328.10

水蒸汽当量空气层厚度Sd（m） ≥18 ≤3 GB/T 17146

透气率（mm/s） ≤1.0 GB/T 5453

180°剥离强度 （kN/m） ≥0.4 GB/T 2790

B.15 外墙洞口防水隔汽涂料和防水透汽涂料的性能应符合表 B.15 的规定。

表 B.15 防水隔汽涂料和防水透汽涂料的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防水隔汽涂料 防水透汽涂料

最大抗拉强度（N/50mm）
纵向 ≥120 ≥120

GB/T 16777
横向 ≥70 ≥70

断裂伸长率（%）
纵向 ≥30 ≥30

GB/T 16777
横向 ≥100 ≥80

不透水性 1000mm，20h不透水 GB/T 16777

水蒸汽当量空气层厚度Sd（m） ≥18 ≤3 GB/T 17146

透气率（mm/s） ≤1.0 GB/T 5453

180°剥离强度 （kN/m） ≥0.4 GB/T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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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外围护结构门窗洞口外墙和窗框之间宜采用防水隔汽膜和防水透汽膜组成的密封系统进行密封。

B.17 防水隔（透）汽膜（打胶型）施工时，应根据防水隔（透）汽膜的类型采用配套的胶粘剂。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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