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 

导则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 

2018 年 10 月 

 



 

前    言 

 

为规范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方法，推进深圳地区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工作，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组织有关专家，以我国现行相关标准为依据，

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的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技术标准成果和深圳市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建设经验基础上，结合“十三五”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改

造工作的要求，研究制定了本导则。 

本导则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意见征求，经反

复讨论、修改和完善后制定。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节能量（率）核定原则、节

能量核定方法（测量计算法）、节能量核定方法（账单分析法）、节能量核定程序

和附录。导则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的原则、方法及程序等进行了规定，

主要用于指导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节能量核定工作。本导则明确了节能量核定的

项目边界和主要指标，阐明了测量计算法、账单分析法的节能量核定方法，给出

了节能量核定的程序，对科学评价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效果有良好的指导作

用。 

本导则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负责管理，由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执行使用过程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函告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梅坳三路 29

号建科大楼；邮政编码：518049），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导则编制单位：深圳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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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指导和规范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工作，提出适宜、公正和

科学的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方法和程序，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主要适用于单体公共建筑和建筑群，以及与建筑或建筑群相关联的用

能系统的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工作。 

1.3 节能量核定是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效果的分析判断，主要根据改造措施

实施前后公共建筑能源消耗情况的检测、监测和分析结果对节能量进行核定。 

1.4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的相关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节能量的核定应在相应工况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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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节能诊断 energy diagnosis 

通过现场调查、检测以及对能源消费账单和设备历史运行记录的统计分析

等，确定建筑物的节能潜力，为建筑物的节能改造提供依据的过程。 

2.2 建筑节能改造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ting 

对既有建筑的围护结构、照明与插座系统、动力系统、通风空调系统、生活

热水供应系统、供配电系统、能耗监测及计量系统、机电控制系统、炊事用能系

统、给排水系统、其他综合服务用电系统等实施节能节水改造的活动。 

2.3 能源消费账单 energy expenditure bill 

建筑物使用者用于支付能源消耗费用的凭证。 

2.4 能源利用效率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广义上是指能源所提供的服务与所消耗的能源量的比值。本导则中是指建筑

用能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 

2.5 冷源系统能效系数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cooling source system（EER-sys） 

冷源系统单位时间供冷量与冷源系统单位时间总耗能量（包括冷水机组、冷

冻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风机单位时间耗能量）的比值。 

2.6 项目边界 project boundary 

实施节能改造措施所影响的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范围和地理位置界

线。 

2.7 建筑能耗 building energy use 

建筑使用中的运行能耗，包括维持建筑环境（如供暖、通风、空调和照明等）

和各类建筑内活动（如办公、展览、餐饮等）的能耗。 

2.8 基准期 baseline period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节能量的，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前的时间段。 

2.9 核定期 reporting period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节能量的，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后的时间段。 

2.10 基准期能耗 baseline energy use 

基准期内，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单位：kWh。

本导则不包括建筑内信息机房内信息设备（如计算机、通信设备、处理设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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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设备等）能耗。 

2.11 核定期能耗 reporting energy use 

核定期内，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单位：kWh。

如建筑内存在信息机房，应扣除信息机房内信息设备（如计算机、通信设备、处

理设备、控制设备等）能耗。 

2.12 节能量 amount of energy -saving 

节能改造措施实施后，项目边界内的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能源消耗

减少的数量，单位：kWh。 

2.13 节能率 fractional energy saving 

改造项目节能量与改造边界内基准期能耗的比值，单位：%。 

2.14 节水量 amount of water-saving 

节水改造措施实施后，项目边界内的建筑用水消耗减少的数量，单位：m
3。 

2.15 节水率 water-saving ratio 

改造项目节水量与改造边界内基准期用水量的比值，单位：%。 

2.16 综合节能率 comprehensive energy-saving ratio 

改造项目节能量与节水量按等价值折算为节能量后的总节能量和基准期能

耗与基准期总用水量按等价值折算为能耗后的总能耗的比值，单位：%。 

2.17 测量计算法 measurement method 

通过测量建筑节能改造前后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与能耗相关的关键参

数，计算建筑节能改造前后项目边界内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能耗来核定

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2.18 账单分析法 bill analysis method 

通过收集能源消费账单、计量表的表计数据，分析建筑节能改造前后项目边

界内建筑或各用能设备（系统）的能耗以核定节能量的节能效果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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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在保证室内适宜环境的基础上，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

率，降低能源消耗，改造后的建筑室内环境指标满足改造设计要求。 

3.2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优先使用投入少见效快的低成本改造措施，或通过合理

的调节，改变不合理的运行管理方式，提高用能系统的运行效率。 

3.3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选用质量合格并符合使用要求的材料和产品，严禁使用

国家或地方管理部门禁止、限制和淘汰的材料和产品。 

3.4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前，宜参照《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开展能源审计，审

计结果可作为节能量核定的数据基础。 

3.5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前宜进行室内环境测试和节能诊断，反映建筑真实情况： 

1 节能诊断内容包括建筑环境质量、外围护结构、通风空调系统、生活热水

供应系统、照明系统及供配电系统等使用情况； 

2 对于节能改造方案不涉及的改造内容及范围，可不进行现场诊断及测试。 

3.6 公共建筑因围护结构或用能设备系统损坏、使用年限到期或存在安全隐患进

行更新时，应同步进行相应的节能改造，且需满足国家现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技术规程》（JGJ176）和《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SJG 44）的要求。 

3.7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同步实施用能系统分项计量监测和计量改造，计量表应

满足《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 285）要求，分项计量数据

可作为节能量核定的基础数据。 

3.8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后，应对项目边界内建筑或相关用能设备（系统）运行情

况进行检查，并对节能效果进行核定。 

3.9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节能量核定应在对相关文件资料、部品和设备性能检测

报告审查以及现场抽查检验的基础上，结合建筑实测结果、能耗账单、表计计量

数据等进行。 

3.10 改造项目节水量与节水率应单独核定，并纳入核定范围，核定方法应采取

账单分析法。 

3.11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应满足《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303）、《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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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等相关国家工程验收标

准要求。 

 



 

6 

4 节能量（率）核定原则 

4.1 一般规定 

4.1.1 改造项目基准期和核定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基准期和核定期以 1 年为一个单位长度； 

2 基准期和核定期的时间长度应保持一致。 

4.1.2 对采用不同能源种类的建筑改造项目进行节能量核定时，能源计量单位应

统一采用等效电。常用能源折算系数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D 的规定。 

4.1.3 改造项目基准期能耗的确定应遵循以下规定： 

1 正常运行 3 年以上，且能源消费账单或能源计量数据完整的，基准期能耗

按改造前 3 年的能源消费量确定。其中，近 3 年能耗逐年递增或递减时，按最近

1 年建筑能耗作为基准期能耗；近 3 年能耗波动范围在±10%以内（含 10%），采

用改造前 3年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期能耗；近 3年能耗波动范围在 10%以上的，

应根据建筑实际情况对基准期能耗进行论证，并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说明基准期

能耗确定的依据； 

2 正常运行时间为 1 年以上、不足 3 年的，基准期能耗按改造前 1 年的能源

消费量确定； 

3 确定基准期能耗时，应扣除信息机房内信息设备（如计算机、通信设备、

处理设备、控制设备等）能耗。如信息机房有单独电力计量且数据完整可靠的，

采用计量数据，如信息机房未独立计量，信息设备年能耗可采用下式计算： 

                                          （4-1） 

式中：EC——信息机房信息设备年用电量，kWh； 

Px——信息设备总额定功率，kW； 

——信息设备年均运行负载，如无可靠的技术资料来源的，取 0.5； 

t——信息设备年运行时间，h。 

4.1.4 改造项目核定期能耗的确定应遵循以下规定： 

1 采用测量计算法时，对各分项用能系统改造产生的节能量进行测量计算，

各分项节能量之和即为核定的节能量；核定期能耗应为基准期能耗减去改造项目

核定的节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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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账单分析法确定核定期能耗时，项目边界内的建筑和各用能设备（系

统）应与基准期一致。 

4.1.5 用于节能量（率）核定的数据或参数来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是经校准且确实可信的能源统计数据及财务数据； 

2 采用在检定有效期内或能够正常运行的计量仪表测量得到的能源消耗数

据； 

3 采用公认的或相关各方认可的常用节能措施的数据或参数。 

4.1.6 节能量核定时，当建筑功能或影响用能系统或设备能耗的主要因素（如建

筑使用时间、使用人数、使用功能、使用规模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对能耗进

行修正。 

4.2 核定方法的选用 

4.2.1 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分为测量计算法和账单分析法，优先采用账单分析法。 

4.2.2 建筑或改造设备（系统）采用账单分析法时，应确保在节能改造前、后具

备至少 1 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下的计量账单数据，计量账单数据应完整准确。 

4.2.3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无法采取账单分析法进行节能量核定时，可采取测

量计算法： 

1 由于相关原因，无法获得节能改造前后至少 1 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下的计

量账单数据； 

2 对某一设备（系统）进行改造需要核定节能量，该设备（系统）与其他设

备（系统）没有分开计量。 

4.2.4 采用测量计算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对影响设备或系统运行能耗的关键参数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77）和《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

检测技术规程》（JGJ/T260）等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依据测量计算的要求对其节

能量进行评估； 

2 被改造的设备与系统应在改造前后在相近的运行工况下采用同样的检测

方法分别进行性能检测； 

3 关键参数的检测应由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承担并出具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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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节能量（率）的计算 

4.3.1 节能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4-2） 

式中： 

E —— 节能量，kWh； 

Eb —— 基准期能耗，kWh； 

Er —— 核定期能耗，kWh； 

∆E —— 能耗修正量，kWh。 

4.3.2 节能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4-3） 

式中： 

e —— 节能率，%。 

4.3.3 如果项目有节水改造，与节能率计算类似。则综合节能率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1 综合节能率计算 

                                       （4-4） 

式中：ec——综合节能率，%； 

Es——节水量按等价值折算为能耗的量，kWh； 

——基准期总用水量按等价值折算为能耗的量，kWh； 

——水耗调整量按等价值折算为能耗的量，kWh。 

2 节水量 Es（总用水量 Ebs、水耗调整量 ）等价值折算为能耗计算公式 

                                                     （4-5） 

式中：V——节水量（总用水量、水耗调整量），m
3
/年； 

——等价值折算系数，取 5.4。其中，为鼓励节水改造，水费单价按照商

建服务业用水取 3.35 元/m
3，电费单价按照工商业及其他平期电价取 0.6457 元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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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能耗修正 

4.4.1 公共建筑能耗的修正应根据建筑类型修正非节能改造措施引起的总能耗变

化，保证建筑在基准期和核定期的运行条件基本一致。 

4.4.2 当建筑主要能耗影响因素变化超过 5%时，可进行能耗修正。 

4.4.3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的建筑基准期年能耗修正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4-6） 

式中： 

 
—— 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kWh； 

 
—— 基准期能耗，kWh； 

C —— 能耗修正系数。 

4.4.4 办公建筑年能耗指标修正系数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4-7） 

                                              （4-8） 

                                               （4-9） 

式中： 

 
— 办公建筑能耗修正系数； 

 
— 办公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 办公建筑人员密度修正系数； 

 
— 基准期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年）； 

 
— 核定期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年）； 

 
— 基准期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m

2
/

人）； 

 
— 核定期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m

2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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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旅店建筑年能耗指标修正系数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4-10） 

                                              （4-11） 

                                              （4-12） 

式中： 

 
—— 旅店建筑能耗修正系数； 

 
—— 入住率修正系数； 

 
—— 客房区面积比例修正系数； 

 
—— 基准期旅店建筑年实际入住率； 

 
—— 核定期旅店建筑年实际入住率； 

 
—— 基准期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 核定期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4.4.6 商场建筑年能耗指标修正系数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4-13） 

                                                 （4-14） 

式中： 

 
— 商场建筑能耗修正系数； 

 
— 商场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 基准期商场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年）； 

 
— 核定期商场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年）。 

4.4.7 公共建筑节能量核定期出现其他下列情况时，应同步对基准期能耗进行合

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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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定期存在设备的新增和减少，能耗修正系数应根据新增与减少设备实际

运行功率和运行时间，计算设备增（减）产生的能耗变化量确定。 

2 功能区变更时，能耗修正系数应根据变更前的功能区与变更后的功能区能

耗独立计量数据或测算结果，计算因功能区变更产生的能耗变化量进行确定。 

3 使用面积变化时，应根据增加（或减少）使用面积区域的能耗独立计量数

量或测算结果，计算使用面积变化产生的能耗变化量进行确定。 

4 其他非节能改造因素产生的能耗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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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能量核定方法（测量计算法） 

5.1 一般规定 

5.1.1 采用测量计算法对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率进行核定时，其节能率应为实施

改造的年节能量与改造前基准年能耗的比值，并按下式计算： 

                                         （5-1） 

式中： 

——节能率，%； 

——实施改造建筑的年节能量，kWh； 

——改造前建筑的基准年能耗，kWh。 

5.1.2 采用测量计算法进行评估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测量边界，受节能措施影响的所有设备和系统应包含

在测量边界内； 

2 应计算各分项用能系统节能改造产生的节能量以及对整个项目的节能贡

献率； 

3 当实施节能改造的设备数量较多时，宜对被改造的设备进行抽样测量。 

5.1.3 采用测量计算法进行节能量核定时，如不能精确计算节能量，应按就低不

就高的保守原则计算。 

5.1.4 对被改造的系统或设备性能检测和核定时，改造前、后应采用相同的检测

方法，以确保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5.2 围护结构和通风空调系统 

5.2.1 进行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应首先计算出围护结构对建筑供冷、供热系统

负荷的影响，然后通过负荷计算出供冷、供热系统的节能量来体现围护结构的改

造效果。负荷影响分析可以采纳第三方理论计算，或应用建筑冷（热）负荷模拟

计算软件进行计算。 

1 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且空调系统不采用节能措施时，其节能量按下式

计算：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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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s-sur——围护结构改造的年节能量，kWh； 

Qex、Qed——改造前、后建筑年耗冷耗热量，kWh，按《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GB 50189）规定的权衡判断法模拟计算得出； 

Eex-hvac——改造前通风空调系统年能耗，kWh，可通过能源审计报告、运行 

记录、分项计量和能耗数据等计算得出； 

K1——修正系数，由建筑年耗冷量与通风空调系统年能耗量的耦合关系确 

定，在缺乏相关技术资料时可取 1。 

2 建筑冷（热）负荷模拟计算采用的模拟计算软件应经国家或深圳市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认定，并应符合《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SJG 44）规定的

相关要求； 

3 建筑年耗冷耗热量模拟计算时，除了节能改造措施外，改造前、后的能耗

模型应一致，围护结构的关键参数作为模拟边界条件时，数据来源应可靠，必要

时应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5.2.2 当对通风空调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时，其年节能量的测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风空调系统的年节能量应按下式测算： 

Es-hvac= Es-hvac1+ Es-hvac2+ Es-hvac3                              （5-3） 

式中：Es-hvac1——冷热源系统改造的年节能量，kWh； 

Es-hvac2——通风空调系统末端改造的年节能量，kWh； 

Es-hvac3——通风空调系统其他项节能改造的年节能量，kWh。 

2 冷热源系统改造的年节能量应按下式测算： 

                          （5-4） 

式中：EERex——节能改造前冷源系统能效系数，可依据可靠的技术资料取 

值或由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检测得到； 

EERed——节能改造后冷源系统能效系数，依据可靠的技术资料取值或由第 

三方检测机构依据《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检测 

得到； 

K2——与末端形式等有关的修正系数。风机盘管系统取 0.85，全空气系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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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多联机系统取 0.95，分体空调取 1.00。 

3 通风空调末端改造的年节能量，依据改造前、后的末端设备的型号、数量、

额定功率、运行时间等参数测算； 

4 通风空调系统其它项改造的年节能量，依据改造前、后的其他耗能设备的

型号、数量、额定功率、运行时间等参数测算。 

5.2.3 当同时对围护结构和通风空调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时，围护结构改造的节能

量和通风空调系统改造的节能量应按下列公式综合测算： 

Es-sur+ Es-hvac = Es-hvac-sur+ Es-hvac2+ Es-hvac3                       （5-5） 

          （5-6） 

式中：Es-hvac-sur——围护结构和通风空调系统改造的综合节能量，kWh。 

5.3 供配电与照明系统 

5.3.1 照明系统改造采用测量计算法核定节能量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1= Pbitbi-Pritri)Ki                                     （5-7） 

式中：  

E1 —— 照明系统节能量，kWh； 

n 

Pbi 

—— 

—— 

改造的照明灯具类型个数； 

基准期第 i 类照明灯具功率，kW； 

Pri —— 核定期第 i 类照明灯具功率，kW；本项中基准期和核定期的功率，可

以采用检测方法获得； 

tbi —— 基准期第 i 类照明灯具年运行时间，h； 

tri —— 核定期第 i 类照明灯具年运行时间，h； 

Ki —— 第 i 类照明灯具所在建筑类型的同时使用系数。 

5.3.2 当供配电系统的变压器进行改造时，年节能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2=［（POb+PKb×β
2
)-(POr+PKr×β

2
)］×t                         （5-8） 

式中： 

E2 — 变压器改造节能量，kWh； 

t — 变压器的年运行时间，h； 

POb — 改造前变压器空载损耗功率，kW； 

PKb — 改造前变压器负载损耗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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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 — 改造后变压器空载损耗功率，kW； 

PKr — 改造后变压器负载损耗功率，kW； 

β — 负载率。 

5.4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 

5.4.1 系统基准期能耗可参考能源审计报告、运行记录、分项计量系统、能耗数

据等计算得出。 

5.4.2 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及光伏系统节能量可依据《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

评价标准》（GB/T 50801）检测计算得出。 

5.5 其他综合服务系统 

5.5.1 电梯系统改造可按照下列方法进行节能量计算： 

1 加装电梯能量回馈装置的节能量，其节能量可以通过测量能量回馈装置的

回馈电能进行计算； 

2 电梯采用其他技术进行改造的节能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电梯能耗测试

应在电梯正常运行工况下进行，其测量点为电梯主开关输出端。 

E3=（Eb3- Er3）×t0/t                                         （5-9） 

式中： 

E3 —— 电梯采用其他技术进行改造的节能量，kWh； 

Eb3 —— 电梯改造前测试周期的实测能耗，kWh； 

Er3 —— 电梯改造后测试周期的实测能耗，kWh； 

t0 —— 电梯一年内的工作日数； 

t —— 测试周期（日），周期建议为连续 7 天； 

3 当受条件限制，无法对改造前、后电梯能耗进行测试时，其年节能量应按

下式测算： 

E3=[K1ex×K2ex×K3ex×H×F×Pex/（3600Vex）+Eex-sb]-[K1ed×K2ed×K3ed×H×F×Ped/

（3600Ved）+Eed-sb]                                           （5-10） 

式中：K1ex、K1ed——改造前后驱动系统系数，VVVF 驱动系统取 1.6，变

压变频驱动系统取 1.0，带能量反馈的 VVVF 驱动系统取 0.6； 

K2ex、K2ed——改造前后平均运行距离系数，2 层取 1.0，单梯或两台且超

过 2 层时取 0.5，3 台及以上的电梯群时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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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ex、K3ed——改造前后轿内平均载荷系数，取 0.35； 

H——最大运行距离，m； 

F——年启动次数，一般在 100000 到 300000 之间； 

Pex、Ped——改造前后电梯的额定功率，kW；可依据设备技术资料或《电 

梯技术条件》（GB/T 10058）计算及第三方检测报告等取值； 

Vex、Ved——改造前后电梯额定速度，m/s； 

Eex-sb、Eed-sb——改造前后电梯年待机总能耗，kWh；当无可靠技术资料时， 

可不计此项。 

5.5.2 当给排水系统水泵等采用变频技术措施时，其水泵年节能量应按下式测算： 

                                    （5-11） 

式中： 

E4 —— 给排水系统进行改造的节能量，kWh； 

Wex、Wed——改造前后日均水泵运行能耗，kWh/天；可依据设备技术参数、 

运行记录等资料计算或第三方典型天检测报告等取值； 

h——水泵全年运行天数，天。 

5.5.3 当对其他用能系统采用节能技术措施时，其年节能量应按下式测算： 

                                         （5-12） 

式中： 

E5 —— 采用其他技术措施进行改造的节能量，kWh； 

Eex-other——改造前其他用能系统的年能耗，kWh； 

ε——节能技术措施的节能率，%；应提供可靠的认证文件等资料、第三方 

检测报告等，由测评机构依据提供的材料和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判定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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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能量核定方法（账单分析法） 

6.1 一般规定 

6.1.1 基准期和核定期时间长度以 1 年为宜，至少应包含用能设备（系统）或建筑的 1

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 

6.1.2 采用账单分析法进行时，改造后能耗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是改造后系统运行稳定条件下的连续数据； 

2 当采用用能设备（系统）分项计量数据核定节能量时，用能设备分项计量账单数

据应清晰、准确。 

 

6.2 账单分析法 

6.2.1 采用能源公司提供的能源账单核定改造项目节能量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节能量： 

                                       （6-1） 

式中： 

m —— 核定项目的账单月份总数；  

j —— 用于节能量核定的账单月份序号； 

Ebj —— 第 j 月基准期能耗，kWh； 

Erj —— 第 j 月核定期能耗，kWh； 

∆E —— 能耗修正量，kWh。 

6.2.2 采用用能设备（系统）分项计量数据核定改造项目节能量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节能量： 

                                        （6-2） 

式中： 

n —— 核定项目的分项账单总数； 

i —— 核定项目的分项序号； 

Ebi —— 第 i 项基准期分项能耗数据，kWh； 

Eri —— 第 i 项核定期分项能耗数据，kWh； 

∆Ei —— 第 i 项能耗修正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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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能量核定程序 

7.1 一般规定 

7.1.1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可分为预评估、验收测评和运行评估三个阶段；其

中，预评估为改造方案实施前的节能量评估，验收测评为改造验收后的节能量核定，运

行评估为运行阶段的节能量评估。 

7.1.2 预评估与验收测评阶段节能量核定应采用测量计算法，运行评估阶段应采用账单

分析法；其中，同一节能改造项目的预评估和验收测评应采用同一种测量方法。 

7.1.3 公共建筑节能改项目节能量核定可按照下列流程开展： 

 

7.1.4 改造项目完工后，应组织对改造项目验收，验收工作宜由改造项目各利益相关方

共同参与。 

7.2 预评估 

7.2.1 预评估阶段节能量评估应在建筑能源消费账单、可靠的能耗信息数据基础上进行，

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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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建筑基准年能耗； 

2 建筑能耗分析应包括建筑近 3 年总能耗的分析和分项能耗的分析；有单项改造的

应对单项改造部分的能耗进行分析。 

7.2.2 预评估应对节能改造方案合理性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能耗拆分的合理性； 

2 节能改造方案的技术指标是否满足《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SJG 44）

的规定； 

3 节能改造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4 对自控系统进行改造的项目，应根据自控系统总体情况和实现的自控功能评估自

控系统优化运行管理是否合理，是否说明了改造前后自控系统及运行模式的详细方案，

对自控系统改造的节能率计算是否合理； 

5 节能量计算中的边界条件合理性，包括用能设备（含空调、照明、办公设备、电

梯、其他特殊用电等）的运行时间设置与运行记录是否匹配等； 

6 对于增加光伏发电系统的改造项目，光伏发电方案的合理性及其替代的常规能源

用量； 

7 对于热水系统改造的项目，对照原热水的制备方式和热水消耗量，热水系统改造

方案的合理性及其替代的热水耗能量； 

8 节能改造方案节能量计算是否合理有据。 

7.2.3 预评估阶段宜按下列抽检原则对改造项目的额定参数及数量进行现场核查，现场

抽查表格可参考附表 A-2 填写。 

1 围护结构改造按改造部分的围护结构面积抽查 2%（不少于 10m
2）； 

2 照明灯具按改造部分每种典型功能区不少于 2 处进行抽检； 

3 冷水机组、变压器全数核查； 

4 水泵、空调机组及风机盘管等末端设备按改造设备数量的 10%进行抽检（不少于

2 处）； 

5 其他未明确抽检数量的项目，按改造数量的 10%进行抽检（不少于 2 处）。 

7.2.4 现场核查结果与节能改造方案不一致时，可按下列原则处理： 

1 当核查的设备或材料数量误差在 10%以内时，可根据核查结果对改造方案实施数

量等比例折算后进行预评估阶段的节能量评估； 

2 当核查的设备或材料数量误差在 10%及以上时，重新编制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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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核查的设备或材料的参数有 10%以上与改造方案不一致时，重新编制改造方

案。 

7.2.5 预评估阶段的节能量评估应根据能耗账单、节能改造方案、关键设备或材料的有

效检测报告以及现场核查情况进行，并形成预评估节能量评估报告。预评估报告格式可

参考附录 A 和附表 A-1 填写。 

7.3 验收测评 

7.3.1 验收测评阶段节能量核定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改造项目完工且验收合格； 

2 改造项目正常运行 1 个月，并获得该月的能耗账单。 

7.3.2 根据改造项目实施情况，应对建筑室内环境、围护结构、用能系统和运行管理情

况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表可参考附表 B-1 填写。 

7.3.3 通风空调系统改造实施后宜对建筑物的室内环境（温湿度、CO2 浓度、室内新风

风量）等进行核查，室内热环境应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要求； 

7.3.4 围护结构改造实施后宜对以下几方面进行核查： 

1 围护结构改造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2 外围护结构改造部位的热工性能应不低于之前的品质和标准； 

3 建筑围护结构内部和表面应无结露、发霉现象。 

7.3.5 验收测评阶段宜对用能系统和运行管理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现场核查： 

1 系统是否按照实际工作状态运行、是否正常稳定，控制系统动作是否正确，各种

仪表的显示是否正确，并记录检查结果。 

2 供配电系统、中央空调系统、锅炉等设备系统运行记录是否齐全； 

3 能源统计、计量和监测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4 建筑能源抄表记录是否齐全、完整； 

7.3.6 验收测评阶段的节能量核定应根据能耗账单、实际改造完成情况、关键设备或材

料的有效检测报告以及现场核查情况进行，并形成验收测评节能量核定报告，报告格式

可参考附录 B 填写。 

 

7.4 运行评估 

7.4.1 运行评估阶段的节能量评估应在项目验收完成后用能设备（系统）或建筑至少运

行 1 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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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运行评估阶段的节能量评估应在以下资料基础上进行： 

1 完整的能耗账单； 

2 核定期建筑运行使用规律变化情况说明； 

3 涉及变压器、中央空调、锅炉等设备改造的设备系统完整的运行记录。 

7.4.3 运行评估阶段的节能量评估按能耗账单计算，并形成运行评估节能量评估报告，

报告格式可参考附表 C。如项目在改造后，因非节能措施因素（入住率、工艺设备容量、

使用功能、运行时间或天气等有重大变更时）造成的影响引起的调整量，应按第 4 章方

法进行能耗修正。 

7.4.4 根据能耗账单计算节能量后，宜对改造项目的节能率未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的原

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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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预评估报告（样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类型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写字楼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     □商场建筑； 

□文化教育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 

□体育建筑；         □综合建筑； 

□其他建筑；         □学校等建筑群。 

 

建筑面积 

 

改造面积 

 

 

           m
2
 

 

           m
2
 

 

节能改造内

容 

□围护结构           □空调通风系统      □照明系统 

□建筑综合服务系统   □给排水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     

□其他               

投资方式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业主投资资金        

□其他： 

评估方法 
□测量计算法        

□账单分析法 

项目业主单

位 
 物业单位  

节能改造企

业 
 委托单位  

预评

估结

果 

基准期能耗

（kWh/年） 
 

预评估节能量

（kWh/年） 
 

节能率

（%） 
 

节水量（m
3
/

年） 
 

预评估节水率

（m
3
/年） 

 
节水率

（%） 
 

综合节能率（%）  

结论 

该项目改造面积为    m
2，改造预评估节能量为    kWh，节约用水   m

3，综合节

能率为     %。 

评估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建筑面积”指总建筑面积； 

2、“改造面积”指实施改造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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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 预评估结果分项表（样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面积（m
2）  

基准年建筑能耗（kWh/年）  预评估节能量（kWh/年）  节能率（%）  

基准年水耗（m
3
/年）  预评估节水量（m

3
/年）  节水率（%）  

综合节能率（%）  

序号 改造内容 改造措施 实施量（单位） 节能量（kWh） 分项节能率（%） 

1      

2      

3      

4      

5      

6      

7      

注：1、改造内容填写：围护结构、通风空调系统、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可再生能源、建筑综合服务系统、给排水系统、其他等。 

    2、分项节能率是指各项节能措施实施后的节能量与基准年建筑能耗的比值，即相对于总建筑能耗的节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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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现场核查表（样表）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表 

建筑名称  建筑类型  地址  

建筑面积（m
2）  改造面积（m

2）  

项目业主单位  物业单位  

节能改造企业  委托单位  

基准年建筑能耗（kWh/年）  预评估节能量（kWh）  

核查内容 

改造内容 
围护结构或用能设备

名称 

数量（单

位） 

原有设备或结构性能参数（依据预评估资料填

写） 
改造措施 核查人员现场记录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

统 

     

     

供配电系统 

     

     

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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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综合服

务系统 

     

     

给排水系统 

     

     

可再生能源

利用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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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验收测评节能量核定报告（样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业主单位  物业单位  

节能改造企业  委托单位  

建筑类型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写字楼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     □商场建筑； 

□文化教育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 

□体育建筑；         □综合建筑； 

□其他建筑；         □学校等建筑群。 

节能改造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测评日期  

建筑面积             m
2
 改造面积          m

2
 

改造技术措施

简介 

节能改造内容 节能改造主要技术措施简介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 

分别列出“围护结构、通风空调系统、供配电与照明系统、建筑综合

服务系统、给排水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其他系统”等方面的主要

改造措施。 

测评方法 □测量计算法         □账单分析法 

序号 测评内容 

测评结果 

基准期能耗

（kWh） 

核定期能耗 

（kWh） 

改造节能量 

（kWh） 

1 
改造效

果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统    

……    

合计    

2 节能（kWh/年）  

3 节水（吨/年）  

4 综合节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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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该项目改造面积为    m
2，改造验收测评节能量为    kWh，节约用水   吨，

综合节能率为     %。 

                       测评机构（盖章） 

说明： 

1、“建筑面积”指改造单位的总建筑面积，“改造面积”指实施改造的建筑面积； 

2、“节能改造内容”指节能改造所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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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现场核查表（样表）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表 

建筑名称  建筑类型  地址  

建筑面积（m
2）  改造面积（m

2）  

项目业主单位  物业单位  

节能改造企业  委托单位  

基准年建筑能耗（kWh/年）  节能服务企业预估节能量（kWh）  

核查内容 

改造内容 改造措施 改造方案中数量 改造后性能参数（需详细填写） 核查人员现场记录 

围护结构 

    

    

通风空调系

统 

    

    

供配电系统 

    

    

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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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综合服

务系统 

    

    

给排水系统 

    

    

可再生能源

利用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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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运行节能量评估报告（样表）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业主

单位 
 物业单位  

节能改造

企业 
 委托单位  

运行评估

结果 

基准期能耗

（kWh/年） 
 

评估期能耗

（kWh/年） 
 

评估节能量

（kWh/年） 
 

节能

率（%） 
 

基准期水耗

（m
3
/年） 

 
评估期水耗

（m
3
/年） 

 
评估节水量

（吨/年） 
 

节水

率（%） 
 

综合节能率（%）  

结论 

该项目改造面积为    m
2，改造运行评估节能量为    kWh，节约用水   m

3，综

合节能率为     %。 

测评机构（盖章） 

差异情况

说明 
 

说明：“改造后年能耗”应与“基准年能耗”计算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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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能耗折算系数 

D.0.1 常用能源对应的等效电折算系数应符合表 D.0.1 的规定。 

表 D.0.1 各种能源等效电折算系数 

能源种类 等效电折算系数 

电 1.000 kWh/kWh 

天然气 7.131 kWh/m
3
 

汽油 7.659 kWh/kg 

柴油 7.889 kWh/kg 

热水（95℃/70℃） 0.06435 kWh/kWh 

热水（50℃/40℃） 0.03927 kWh/kWh 

饱和蒸汽（1.0MPa） 0.09778 kWh/kWh 

饱和蒸汽（0.4MPa） 0.08667 kWh/kWh 

饱和蒸汽（0.3MPa） 0.08306 kWh/kWh 

冷冻水（7℃/12℃） 0.02015 kWh/kWh 

注：本表引自《建筑能耗数据分类及表示方法》JG/T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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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引用标准名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3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 

4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5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6 《通风及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1） 

7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 

8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9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1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11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1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13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14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GB/T 20095） 

15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 

16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17 《电梯技术条件》（GB/T 10058） 

18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260） 

19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 176） 

20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21 《计量器具检验周期确定原则和方法》（JJF 1139） 

22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285） 

23 《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 

24 《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SJG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