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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评估报告书》编制大纲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性质、规模； （二）建设地点、区位图； （三）建设场地与建筑容量

、环境、空间有关的规划数据（如：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地面停车率、居住人口数、人均用地

面积、人均建筑面积、人均绿地面积、水面面积等）。 （四）建设项目采用的能源种类和消耗量。各种

能源消耗量应按建设项目建设分期和发展分别计算，计算基数应为定额值。无定额值时，应以同类项目

的调查统计值为准。应将用电、用水和用气（燃料）消耗量分别列出，并折算为标准煤消耗量。 （五）

与建筑节能基础条件有关的建设场地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现状说明。可简要说明地形地势、周边建筑

、水系、湿地、森林、耕地、草地等可能对小气候发生的影响。

（六）建设场地内及周边地区现有的和规划的建筑群和建筑单体建筑节能情况说明。 二、总论

（一）报告的编制原则 1.执法原则

A．列出本建设项目实现节能减排，必须遵守的国家法律、政策法规的主要内容；

B．列出实现本建设项目节能减排措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

C．执法的主要障碍点及克服办法。 2.务实原则

A．实事求是地对建设项目节能减排现状进行描述及前景预测； B．科学合理的拟定节能减排技术路线；

C．切实可行的拟定节能减排技术措施。 3.绿色原则

A．用绿色建筑理念优化建筑节能减排的主要技术措施；

B．建设项目拟达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规定的等级标准； C．绿色建筑技术的示范作用。

（二）节能减排目标的确定

1.列出建设项目能源种类、供应方式、能耗水平，兼顾同种类及国内外实际水平；

2.列出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依据；



3.分项列出能耗种类、能耗量、能耗比例，并据此计算综合节能减排目标，能量计算应折算为标准煤。

（三）节能减排技术路线概述 1.实现所拟定节能减排目标的技术系统构成及关键环节；

2.贯彻节能减排技术措施的优势与难点分析；

3.落实节能减排措施的必备条件与实现所拟定节能减排目标的可能性分析。

（四）对节能减排效果检测评价的基本要求

根据建筑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对拟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各项技术措施进行检测评价的要求。

三、建筑项目总体设计与节能减排 （一）建筑项目区位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对节能减排的要求和影响 1.

建设项目所在区位在本岛的气候区划中的归属，可按北部半湿润气候区、东北部湿润气候区、东部沿海

湿润气候区、中部山地湿润气候区、西部沿海半干旱气候区、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半湿润气候区、南部沿

海半干旱气候区划分，主要气象参数应包括：年平均气温、最热月平均气温、最冷月平均气温、年平均

日照时数，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风速、台风灾害及路径等； 2.建设场地周边的地形、地貌，森林水系

、湿地及生态环境，现有建设及规划建设情况，及其对场地小气候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建筑日照分析  使用专用软件对整个建设项目场地内建筑群，进行冬季和夏季日照分析，提出优

化建筑布局和实施建筑遮阳的指导性意见，并为建筑的光热、光电一体化设计提供依据。（推荐采用Eco

tect软件） （三）建筑风环境分析 1.建议使用专用软件对整个建设项目场地内建筑群，进行夏季、过渡季

和冬季风环境分析，提出优化建筑布局和遮风、导风、防风的指导性意见，应完成下列工作： A．采用

专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对建筑场地的风环境进行模拟分析，重点考量建筑区域平均风速及大风情况下

建筑的风环境，提出优化建筑布局和导风、防风及促进自然通风的指导性意见； B．在风环境分析的基

础上，对建筑单体进行夏季、过渡季和冬季的室内风环境分析，提出合理组织自然通风的指导性意见。

C．利用辅助流体力学软件提出建筑室内自然通风气流组织形式概念。 2.建议使用专用软件对受风状况

不同的建筑单体进行夏季、过渡季和冬季风环境分析，提出合理组织自然通风的指导性意见。科学地确

定建筑空间的组合方式，提出对门窗密闭性或通透性的要求。

（四）建设场地水体绿化设计对节能减排的影响分析

1.建设场地保留的水体，绿化面积，分布状况及其可能对场地内小气候产生的影响预测。 2.建设场地的

绿化面积、透水地面对场地的微气候的热岛效应影响，施工中兼顾土方平衡，降低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五）建设场地绿色交通的规划对减排评价分析 建设场地的交通情况分析，尽量合理规划到最近的公交

站点的行走距离不超过500m。建筑场地实现人车分流，区域尽量采用低能耗交通工具，做到绿色出行。

（六）建设场地噪声分析 根据环境条件和使用功能对噪声的控制要求，可使用专用软件进行噪声模拟分

析，并据此提出对建筑围护结构的构造要求。 （七）综合评价建筑场地总体优化设计节能减排效果 定性

地说明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变化和定量地预测节能减排效果（节能率、CO2减排率、热岛效应、物种保

有率等）。 四、建筑单体设计与节能减排 单体建筑拟采用的节能设计标准；影响单体建筑节能减排的主

要因素分析；实施单体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技术路线；单体建筑各专业节能减排设计的主要技术措施及

效果预计。 主要内容应有： （一）建筑：

1.建筑平面布局、体形与空间设计（可适当进行室内照度模拟分析）；

2.围护结构做法及热工参数要求； 3.遮阳防热措施；

4.自然通风组织（结合区域建筑风环境进行统计模拟分析）； 5.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设计；

6.采用的墙体材料规格及技术要求（类别、等级、强度物理性能、热工性能等）； 7.围护墙体与结构主

体连接要求与构造措施，对所使用的可再生能源设施、构件采取的安全性措施（抗风、抗震、检修、支

承体系等）； 8.建筑材料当地化，充分使用3R建材；

9.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其对建筑节能的影响。 （二）给水排水

1.给排水系统用水定额、供应参数、节水措施等要点与能耗水平、节能减排潜力概述；

2.供水系统运行方式（变频调压、分区供水、管网叠压、节水器具、用水计量、设备选型等）；



3.太阳能热水系统运行方式及效果预计； 4.热泵热水系统运行方式及效果预计；

5.排水（污、废水）处理及回用措施，可再回用水使用比例测算； 6.雨水收集、处理及利用措施。

（三）电气 1.供配电系统的节能（负荷估算、功率因数补偿、变配电设备选择、电变所位置、变压器负

载率、线路损耗等）；2.电气照明系统节能（设备选择、照明控制、天然光利用等），必要时对大体量

建筑进行URG、照度模拟分析； 3.建筑设备用电运行节能措施（空调通风、给排水、电梯、门窗等）；

4.可再生能源利用（光伏电源系统、风力发电系统）； （四）空调、通风、动力

1.室内外热环境设计参数的选定值，建筑物耗能综合指标限值（即参照建筑年耗电量值）；

2.通风组织与利用（自然通风、置换通风、排风热回收等）；

3.空调水系统，风系统选择与节能效果优化；

4.冷热源系统选择技术经济比较与节能运行措施，能源消耗状况分析；

5.热泵系统应用及技术经济分析； 6.太阳能制冷系统应用及节能分析；

7.冷、热输送系统及降耗节能做法； 8.节能控制检测策略与装置； 9.高效节能的设备。

（五）建议对建筑单体进行整体能耗模拟分析。 五、可再生能源利用效果预测

（一）建设项目可再生能源资源及利用条件分析；

（二）拟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种类、节能量和可行性分析； （三）节能减排排效果预计； 六、运行管理

（一）制定并实施节能、节水、节材与绿化管理制度；

（二）住宅水、电、燃气分户、分类计量与收费；

（三）办公、商场类建筑耗电、冷热量等实行计量收费；

（四）设备、管道的设置便于维护、改造和更换；

（五）智能化系统定位合理，信息网络系统功能完善；

（六）建筑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自动监控系统技术合理，系统高效运营；

（七）建筑运行过程中无不达标废气、废水排放；

（八）分类收集和处理废弃物，且收集、处理和输运过程中无二次污染。 七、实施节能减排的经济分析 

（一）建设项目采用不同节能减排方案的经济比较，必须增加的投资额，可能降低的运行费用和回报率

测算； （二）优化方案建议 八、建设项目节能减排评估结论 （一）综合结论及总效果预测；

（二）实施节能减排目标，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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