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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通知 

川建标发〔2020〕183 号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我厅组织专家审查通过，现批准以下 6项为四川省推荐性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见附件）。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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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对工程建设地方标

准〈四川省被动式建筑技术规程〉编制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发

〔2016〕995 号）的要求，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

同有关单位组成编制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8章和 4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总则；     

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室内环境参数；5  建筑能耗指标；6  

技术参数；7  技术措施；8  施工质量控制。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西

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实施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给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866号；邮编：610042；

电话：028-62551517；邮箱：gao3066@126.com），以便今后修订

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 ：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 重庆大学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建筑工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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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市绿色建筑监督服务站 

主要起草人： 高庆龙   李  峰   冯  雅   贺  刚  

 毕  琼   冯  驰   钟辉智   佘  龙 

 刘  民   朱  彬   聂  毅   窦  枚 

 邹秋生   黄光洪   张仕忠   王  晓 

主要审查人： 刘小舟   王登云   金晓西   余南阳 

 郭  艳   杜毅威   沈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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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措施 

7.1  规划与建筑设计 

7. 1. 1  城市及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应有利于营造适宜的微气候。

应通过优化建筑空间布局，合理选择和利用景观、生态绿化等措

施，夏季增强自然通风、减少热岛效应，冬季增加日照，避免冷

风对建筑的影响。建筑的主朝向宜为南北朝向，主入口宜避开冬

季主导风向。 

7. 1. 2  高海拔严寒地区和高海拔寒冷地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平面宜规则，建筑造型不宜有大的凹凸变化。建筑外形设计宜遵

循加大得热面面积和减少失热面面积的基本原则，建筑平面应选

择东西轴长、南北轴短的平面形状。 

7. 1. 3  建筑方案设计应根据建筑功能和环境资源条件，以气候

环境适应性为原则，以降低建筑供暖年耗热量和供冷年耗冷量为

目标，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自然通风，以及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等

被动式建筑设计手段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7. 1. 4  高海拔寒冷地区和高海拔严寒地区被动超低能耗建筑宜

加大南向外窗集热面积，同时应考虑南向集热窗夏季过热和年总

能耗的控制。其他气候区应根据能耗控制目标，确定适宜的窗墙

面积比和屋顶透明部分面积比例。  

7. 1. 5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采用高性能的建筑保温隔热系统

及门窗系统，相关要求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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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6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处理好夏季遮阳问题，优先采用

可调遮阳措施。夏热冬冷地区和温和地区建筑外墙、屋面外饰面

层宜采用浅色饰面，并采用外遮阳及绿化遮阳等隔热措施，外饰

面层材料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宜小于 0.35。 

7. 1. 7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充分利用自然光源，地下空间宜

采用设置采光天窗、采光侧窗、下沉式广场（庭院）、光导管等措

施提供天然采光，降低照明能耗。 

7. 1. 8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对气密性处理、新风热回收及通

风与供暖空调系统进行专项设计。 

7. 1. 9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宜采用建筑光伏、光热一体化系统。 

7. 1. 10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进行性能化设计时，应根据本标准

规定的室内环境参数和能耗指标要求，并应利用能耗模拟计算软

件等工具，优化确定建筑设计方案。 

7. 1. 11  性能化设计流程宜按以下步骤进行： 

1  设定室内环境参数和技术指标； 

2  确定初步设计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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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分析优化结果并进行达标判定。当技术指标不能满足所确

定的目标要求时，应修改初步设计方案并重新进行定量分析及优

化，直至满足所确定的目标要求； 

5  确定最终设计方案； 

6  编制性能化设计计算分析报告、设计技术措施和相关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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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12  建筑围护结构设计时，应进行消除或削弱热桥的专项设

计，保证围护结构保温层的连续性。 

7. 1. 13  地下室外墙外侧保温层应与地上部分保温层连续，保温

层应延伸到地下冻土层以下，或完全包裹住地下结构部分。无地

下室时，地面保温与外墙保温应连续、无热桥。 

7. 1. 14  建筑围护结构气密层应连续并包围整个外围护结构，建

筑设计施工图中应明确标注气密层的位置。 

7. 1. 15  围护结构洞口、电线盒、管线贯穿处等易发生气密性问

题的部位应进行节点设计，并应对气密性措施进行详细说明。 

7.2  能源设备和系统 

7. 2. 1  供热供冷系统冷热源选择时，应综合考虑经济技术因素

进行性能参数优化和方案比选，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高海拔严寒和高海拔寒冷地区宜采用太阳能或空气源热

泵，有峰谷电价的地区，可利用夜间低谷电蓄热供暖； 

2  夏热冬冷地区宜采用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多联机系统

或磁悬浮机组等更高能效的供冷供热系统； 

3  应兼顾生活热水需求，并尽可能利用太阳能供应热水； 

4  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一次能源的使用。 

7. 2. 2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采用的循环水泵、通风机等用能设

备应采用变频调速等变负荷调节方式。 

7. 2. 3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根据其冷热负荷特征，选取适宜

的除湿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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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4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设置新风热回收系统，新风热回

收系统设计应考虑全年运行的合理性及可靠性。 

7. 2. 5  新风热回收装置类型应结合其节能效果和经济性综合考

虑确定，设计时应采用高效热回收装置。 

7. 2. 6  新风热回收系统宜设置低阻高效的空气净化装置。 

7. 2. 7  高海拔严寒地区和高海拔寒冷地区新风热回收系统应采

取防冻措施。 

7. 2. 8  居住建筑新风系统宜分户独立设置，并按用户需求供应

新风量。 

7. 2. 9  居住建筑厨房应设独立的排油烟补风系统。补风应从室

外直接引入，并应在入口处设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且电动风阀

应与排油烟机联动。补风管道应保温，补风口尽可能设置在灶台

附近。  

7.3  照明、计量与监测控制 

7. 3. 1  应选择高效节能光源和灯具，宜选择 LED光源，且其显

色指数、色容差、色度等指标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7. 3. 2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7. 3. 3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应设置室内环境质量和建筑能耗监

测系统，对建筑室内环境关键参数和建筑分类分项能耗进行监测

和记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监测建筑室内环境、人员数量和使用方式以及室外环境

参数等信息； 

2  应监测电、自来水、蒸汽、热水、热/冷量、燃气、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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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燃料的消耗量； 

3  当采用可再生能源时，应对其单独进行计量； 

4  应对数据中心、食堂、开水间等特殊用能单位进行独立

计量；  

5  用于计费结算的电、水、热/冷、蒸汽、燃气等表具，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  制备生活热水消耗的热量和燃料量应单独监测。 

7. 3. 4  应设置楼宇自控系统。楼宇自控系统应根据末端用冷、

用热、用水等使用需求，自动调节主要供应设备和系统的运行

工况。  

7. 3. 5  节能控制宜以主要房间或功能区域为控制单元，实现暖

通空调、照明和遮阳的整体集成和优化控制，并宜具有下列功能： 

1  在一个系统内集成并收集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照度、

人体存在等与室内环境控制相关的物理量； 

2  包含房间的遮阳控制、照明控制、供冷、供热和新风末端

设备控制，相互之间优化联动控制； 

3  在满足室内环境参数需求的前提下，以降低房间综合能耗

为目的，自动确定当前房间的模式，或根据用户指令执行不同的

空间场景模式控制方案。 

7. 3. 6  新风机组的运行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实现相应的设备启停、风

机转速及新风阀开度调节； 

2  应在新风入口处监测新风流量； 

3  应设置压差传感器检测过滤器两侧压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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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根据最小经济温差（焓差）控制新风热回收装置的旁通

阀，或联动外窗开启进行自然通风； 

5  高海拔严寒和高海拔寒冷地区的新风热回收装置应具备

防冻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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