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河北省绿色建筑评价工作要点

一、评价依据

根据现行河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3(J)/T113，绿色建筑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

级三个等级。三个等级的绿色建筑均应满足评价标准所有控制项的要求，且每类指标的评分项得

分不应小于 40 分。当绿色建筑总得分分别达到 50 分、60 分、80 分时，绿色建筑等级分别为一星

级、二星级、三星级。

既有建筑改造项目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 /T51141 进行评价。

二、评价条件

享受政策支持的项目应符合基本建设程序要求，按照绿色建筑相关标准设计、施工图审查、

施工，并通过竣工验收。自愿申请评价标识的项目应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

三、实施主体

享受政策支持的项目在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下，可由建设单位邀请专家进

行评价，或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评价，也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评价。申请绿色

建筑标识的项目由建设单位自愿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评价。

四、实施方式

项目采用专家评审的方式评价。应从省、市绿色建筑专家库中抽选专家共同组成专家组，其

中，省绿色建筑专家库专家不低于 60%。专家包括规划、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电气、建

材、建筑物理等专业专家。

五、评价程序

（一）建设单位向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第三方评价机构提出项目评价，并组织相应

资料。由第三方机构评价的，评价机构应向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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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绿色建筑自评估报告；项目工程立项批复；项目竣工验收证明文件；项目设计

图纸、计算书、分析报告；项目施工过程记录；申请单位法人证书、机构代码及其他能佐证绿色

建筑性能的相关材料。建设单位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建设单位、第三方评价机构组织或委托专业技术负责人员进行形式审查和专业初审，

并形成审查意见。形式审查是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等进行审查；专业初审是对项目技术材料能否

达到上会评审要求进行初审。

（三）建设单位或第三方评价机构从省、市绿色建筑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

和专业初审的项目开展评审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专家评审是由专家在专业初审的基础上，对

评价材料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相关技术措施、指标进行综合评判，并组织现场核实。

（四）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评价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重点对专家选取、评

审程序、意见整改等进行监督，建立并不断完善信用管理制度。

（五）建设单位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及时在信息平台发布评价结果，并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备案。各市每季度汇总后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六、关键性技术指标

本要点从适用性和经济性给出能够实现一、二、三星级绿色建筑常用的一些技术参考指标（附

表），由于项目类型复杂、种类繁多，也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选择其他技术措施满足标准要求。

表中未涉及的内容执行现行河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3(J)/T1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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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绿色建筑关键性指标

专
项

分类
关键性指标

适用范围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节
地
与
室
外
环
境

用地指标

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A ( m
2
)

3 层
及以
下

4~6
层

7~1
2 层

13~1
8 层

19 层
及以
上

35＜
A≤
41

23
＜A
≤
26

22
＜A
≤
24

20＜
A≤
22

11＜
A≤
13

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 A ( m2)

3 层
及
以
下

4~6
层

7~1
2 层

13~
18
层

19 层
及以上

35
＜A
≤
41

23
＜A
≤
26

22
＜A
≤
24

20
＜A
≤
22

11＜A
≤13

居住建筑人均居住用地指标 A ( m
2
)

3 层
及
以
下

4~6
层

7~1
2 层

13~
18
层

19 层
及以上

A≤
35

A≤
23

A≤
22

A≤
20

A≤11

适用于
居住建筑

容积率
容积率 R

0.5≤R＜1.5

容积率 R

1.5≤R＜3.5

容积率 R

R≥3.5

适用于
公共建筑

绿地率

新区建设绿地
率 Rg

旧区改建绿地率
Rg

30%≤Rg＜35% 25%≤Rg＜30%

新区建设绿地
率 Rg

旧区改建绿地率
Rg

35%≤Rg＜40% 30%≤Rg＜35%

新区建设绿地
率 Rg

旧区改建绿地率
Rg

Rg≥40% Rg≥35%

适用于
居住建筑

绿地率 Rg

30%≤Rg＜35%

绿地率 Rg

35%≤Rg＜40%

绿地率 Rg

Rg≥40%

适用于
公共建筑

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Ag

新区建设 旧区改建

1.0m2≤Ag＜
1.3m

2 0.7m2≤Ag＜0.9m2

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Ag

新区建设 旧区改建

1.3m2≤Ag＜
1.5m

2 0.9m2≤Ag＜1.0m2

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Ag

新区建设 旧区改建

Ag≥1.5m
2 Ag≥1.0m

2

适用于
居住建筑

地下空间
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

15%≤Rr1＜25%

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

Rr1≥25%且 Rr2＜80%

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

Rr1≥25%且 Rr2＜80%
适用于

居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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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Rp1≥0.5

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Rp1≥0.5

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Rp1≥0.7 且 Rp2＜70%
适用于

公共建筑

室外风
环境

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
人行区风速小于 5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小于 2；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不大于 5Pa

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50%以上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大于 0.5Pa

热岛强度 乔木、构筑物等遮阴措施的面积≥10% 乔木、构筑物等遮阴措施的面积≥20%

乔木、构筑物等遮阴措施的面积≥20%

超过 70%的道路路面、建筑屋面的太阳
辐射反射系数≥0.4

场地环境

乡土植物比率≥60%

每百平方米绿地乔木数量≥3株
适用于

居住建筑

—— —— 可绿化屋面绿化率：≥30%
适用于

公共建筑
（备选）

玻璃幕墙的可见光反射比≤0.2
适用于

公共建筑

生态环境
保护与资
源利用

—— 生态雨水滞蓄设施面积比例≥30% 生态雨水滞蓄设施面积比例≥30%

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55% 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55% 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70%

—— ——
硬质铺装地面中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

≥50%

交通设施
与公共服

务

公共交通步行距离：公共汽车站≤500m；轨道交通站≤800m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商业服务设施≤500m；幼儿园≤300m；小学≤500m
适用于

居住建筑

节
能
与
能
源

良好通风

玻璃幕墙透明部分可开启面积比例≥
5%

玻璃幕墙透明部分可开启面积比例≥10%

设玻璃幕
墙且不设
外窗的建

筑

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30% 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35% 设外窗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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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不设玻璃
幕墙的建

筑

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

——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河北省现行相关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提高幅度

≥5%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河北省现行相关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提高幅度

≥10%

——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降低幅度≥5%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降低幅度≥10%

暖通空调
冷热源

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提高或降低幅度

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
提高或
降低幅

度
电机驱动的
蒸气压缩循
环冷水（热
泵）机组

制冷性能
系数（COP）

提高
6%

溴 化
锂 吸
收 式
冷
(温 )
水 机
组

直燃
型

制冷、供热
性能系数
（COP）

提高
6%

蒸汽
型

单位制冷
量

蒸汽耗量

降低
6%

单元式空气
调节机、风管
送风式和屋
顶式空调机

组

能效比
(EER)

提高
6%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制冷综合
性能系数
[IPLV(C)]

提高
8%

锅炉
燃
煤

热效率
提高 3
个百分

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提高或降低幅度

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
提高或
降低幅

度
电机驱动的
蒸气压缩循
环冷水（热
泵）机组

制冷性能
系数（COP）

提高
6%

溴 化
锂 吸
收 式
冷
( 温 )
水 机
组

直燃
型

制冷、供热
性能系数
（COP）

提高
6%

蒸汽
型

单位制冷
量

蒸汽耗量

降低
6%

单元式空气
调节机、风管
送风式和屋
顶式空调机

组

能效比
(EER)

提高
6%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制冷综合
性能系数
[IPLV(C)]

提高
8%

锅炉 燃煤 热效率
提高 3
个百分

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提高或降低幅度

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
提高或
降低幅

度
电机驱动的
蒸气压缩循
环冷水（热
泵）机组

制冷性能
系数（COP）

提高
12%

溴化
锂吸
收式
冷水
机组

直燃
型

制冷、供热
性能系数
（COP）

提高
12%

蒸汽
型

单位制冷
量

蒸汽耗量

降低
12%

单元式空气
调节机、风管
送风式和屋
顶式空调机

组

能效比
（EER）

提高
12%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制冷综合
性能系数
[IPLV(C)]

提高
16%

锅炉 燃煤 热效率
提高 6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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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燃
油
燃
气

热效率
提高 2
个百分

点

点

燃油
燃气

热效率
提高 2
个百分

点

燃油
燃气

热效率
提高 4
个百分

点

输配与
末端系统

——

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比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规定值降低幅度≥20%

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
（热）比比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规定值降低幅度≥20%

供暖、通
风与空调
系统能耗

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降低
幅度 De

5%≤De＜10%

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降低幅
度 De

10%≤De＜15%

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降低
幅度 De

De≥15%

照明
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的规定

所有区域的照明功率密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目标值的规定

电气设备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等级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 的节能评价值

——
水泵、风机等设备，及其他电气装置满
足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节能评价值

水泵、风机等设备，及其他电气装置满
足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节能评价值

可再生
能源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80%

——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空调用

冷量和热量比例≥50%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空调用

冷量和热量比例≥80%

—— ——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量比例≥1.0%

节
水
与
水
资

给水系统
各用水点供水压力≤0.20MPa

分级水表安装率 100%

节水器具
与设备

节水器具和设备用水效率等级：
100%达到 3 级

节水器具和设备用水效率等级：
100%达到 2 级

节水器具和设备用水效率等级：
100%达到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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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利
用

空调设备或系统采用节水冷却技术，冷
却塔的蒸发耗水量占冷却水补水量的

比例不低于 80%

非传统水
源利用

—— ——

建
筑
类
型

非传统水
源

利用率

非传统水源利用措
施

有
市
政
再
生
水
供
应

无
市
政
再
生
水
供
应

室
内
冲
厕

室
外
绿
化
灌
溉

道
路
浇
洒

洗
车
用
水

住
宅

8.0
%

4.0
%

—
●
○

● ●

办
公

10.
0%

8.0
%

— ● ● ●

商
店

3.0
%

2.5
%

— ● ● ●

旅
馆

2.0
%

1.0
%

— ● ● ●

适用于住
宅、办公、
商店、旅

馆

绿化灌溉、道路冲洗、洗车用水采用非
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

例≥80%

适用于住
宅、办公、
商店、旅
馆以外，
其他类型

建筑

冲厕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
用水量的比例≥50%

适用于住
宅、办公、
商店、旅
馆以外，
其他类型

建筑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总
用水量比例 Rnt

10%≤R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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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水体利用雨水的补水量大于其水
体蒸发量比例≥60%

节
材
与
材
料
资
源
利
用

土建工程
与装修工
程一体化

设计

—— ——
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的户数比例

≥100%
适用于

住宅建筑

—— 公共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 所有部位均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
适用于

公共建筑

重复隔断 —— ——
可重复使用隔断（墙）比例 Rrp

30%≤Rrp＜50%

适用于办
公楼和商
店等具有
可变换空
间的建筑

建筑
工业化

—— ——
预制构件用量比例 Rpc

15%≤Rpc＜30%

设计选材

高强钢筋使用率：混凝土结构中梁、柱
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 100%采用不低于
级 400MPa 的热轧带肋钢筋，且 400MPa
级及以上高强受力普通钢筋占钢筋总

用量的比例≥85%。

高强钢筋使用率：混凝土结构中梁、柱
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 100%采用不低于
级 400MPa 的热轧带肋钢筋，且 400MPa
级及以上高强受力普通钢筋占钢筋总

用量的比例≥85%

高强钢筋使用率：混凝土结构中梁、柱
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 100%采用不低于
级 400MPa 的热轧带肋钢筋，且 400MPa
级及以上高强受力普通钢筋占钢筋总

用量的比例≥85%。

高强钢材使用率：钢结构中 Q345 及以
上高强钢材用量占结构钢材总量的比

例≥50%

高强钢材使用率：钢结构中 Q345 及以
上高强钢材用量占结构钢材总量的比

例≥70%

高强钢材使用率：钢结构中 Q345 及以
上高强钢材用量占结构钢材总量的比

例≥70%
备选指标

—— ——
高耐久性混凝土使用率：对混凝土结
构，其中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

总量的比例达到 50%
备选指标

本地建材或就近生产的建材使用率：选
用距当地运输距离 500km 以内生产的

建筑材料用量比例≥60%

本地建材或就近生产的建材使用率：选
用距当地运输距离500km以内生产的建

筑材料用量比例≥70%

本地建材或就近生产的建材使用率：选
用距当地运输距离 500km 以内生产的

建筑材料用量比例≥90%

预拌混凝土使用比例：100% 预拌混凝土使用比例：100% 预拌混凝土使用比例：100%

预拌砂浆使用比例：100% 预拌砂浆使用比例：100% 预拌砂浆使用比例：100%

—— ——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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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再生建材使用率：采用一种及以
上利废建材，其用量占同类建材的用量

比例≥30%

废弃物再生建材使用率：采用一种及以
上利废建材，其用量占同类建材的用量

比例≥50%

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使用率：
居住建筑≥6% ；公共建筑≥10%

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使用率：
居住建筑≥10% ；公共建筑≥15%

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使用率：
居住建筑≥10% ；公共建筑≥15%

室
内
环
境
质
量

室内声
环境

主要功能房间噪声级达到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

的平均值

主要功能房间噪声级：达到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高要求标准限值

主要功能房间噪声级：达到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高要求标准限值

——

构件及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
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
设计规范》GB 50118 中低限标准限值和

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

构件及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
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
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高要求标准

限值

楼板撞击声隔声量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

平均值

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
规范》GB 50118 中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

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

楼板撞击声隔声量：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高要求标准限值

减少噪声
干扰

—— ——
采用同层排水或其他降低排水噪声的
有效措施，使用率≥50%

适用于居
住建筑、
旅馆建筑

户外视野 相邻建筑的直接间距≥18m
适用于居
住建筑

建筑
光环境

卧室、起居室的窗地面积比≥1/5
适用于居
住建筑

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系数
达标面积比例≥60%

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系数
达标面积比例≥75%

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系数
达标面积比例≥80%

适用于公
共建筑

—— ——
建筑内区采光系数
达标面积比例≥60%

—— ——

平均采光系数不小于 0.5%的面积与
首层地下室面积比：

面积比例 RA

5%≤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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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热湿
环境

—— —— 可控遮阳调节措施比例≥25% 备选指标

供暖空调系
统末端现场
可独立调节

供暖、空调末端装置可独立启停的主要功能房间数量≥90%

室内空气
质量

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5%

适用于居
住建筑卧
室、起居

室

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
数不小于 2 次/h 的面积比例≥60%

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
不小于 2次/h 的面积比例≥80%

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
不小于 2 次/h 的面积比例≥95%

适用于
公共建筑

施
工
管
理

环境保护

可回收施工废弃物的回收率≥80%

每 10000m2建筑面积施工固体废弃
物排放量 SWc

350t＜SWc≤400t

每 10000m2建筑面积施工固体废弃
物排放量 SWc

300t＜SWc≤350t

每10000m2建筑面积施工固体废弃物
排放量 SWc

SWc≤300t

资源节约

预拌混凝土的损耗率降低至 1.5% 预拌混凝土的损耗率降低至 1.0% 预拌混凝土的损耗率降低至 1.0%

钢筋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成型钢筋比例≥80%

现场加工钢筋损耗率 LRsb

3.0%＜LRsb≤4.0%

现场加工钢筋损耗率 LRsb

1.5%＜LRsb≤3.0%

现场加工钢筋损耗率 LRsb

LRsb≤1.5%

工具式定型模板使用面积占模
板工程

总面积的比例 Rsf

50%≤ Rsf＜70%

工具式定型模板使用面积占模
板工程

总面积的比例 Rsf

70%≤ Rsf＜85%

工具式定型模板使用面积占模
板工程

总面积的比例 Rsf

Rsf≥85%

运
营
管
理

管理制度 建筑使用者的满意度≥50%

环境管理
栽种和移植的树木一次成活率≥90%

垃圾分类收集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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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比例≥90%

提
高
与
创
新

采用分布式
热电冷联供

技术
—— —— 系统全年能源综合利用率≥70% 备选指标

室内空气
质量

—— ——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
有机物、氡、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浓
度不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GB/T 18883 规定限值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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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超低能耗建筑评价工作要点

一、评价依据

超低能耗建筑项目评价执行现行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73、《被动式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63、《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施工及验收

规程》DB13(J)/T 238。

在我省现行设计标准出台前的项目，可按照原标准要求完成施工评价。

二、评价条件

超低能耗建筑的评价工作分为设计评价和施工评价。设计评价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

后进行；施工评价应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进行。

三、实施主体

由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评审专家及相关单位进行评价。随着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的

成熟和广泛应用，超低能能耗建筑评价将逐步向第三方评价机构过渡，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

其进行指导和监督。

四、实施方式

超低能耗建筑项目采用专家评审方式评价。评审专家应从省、市两级超低能耗建筑专家库中

抽选专家共同组成专家组，其中，省级超低能耗建筑专家库专家不得低于 80%。

五、评价程序

（一）建设单位向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项目进行评价，组织相应资料。设计评价组

织资料详见附表一、二、三，施工评价组织资料详见附表一、二、四。

（二）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组织或委托专业技术负责人员进行形式审查和



- 13 -

专业初审，并形成审查意见。形式审查是对资料的完整性等进行审查；专业初审是对项目技术材

料能否达到专家评审要求进行初步审核。

（三）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从省、市超低能耗建筑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对通过形式审

查和专业初审的项目开展评审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专家评审是在专业初审的基础上，对评价

材料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相关技术措施、指标进行综合评判。

施工评价还应现场核实外保温施工节点、外门窗安装节点、高效热回收新风系统安装、防热

桥及气密性处理措施等现场工程施工情况。

（四）通过设计评价和施工评价的项目可认定为超低能耗建筑。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应及时在信息平台发布评价结果，并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超低能耗建筑竣工运行

后，可适时进行运行效果评估。

六、关键性技术指标

（一）执行河北省《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177-2015 的关键性指

标如下，其他指标见本标准。

1.能源需求指标及冷热负荷

房屋单位面积的采暖控制指标：

Qh≤15 kWh/(m²·a)

或 qh≤10 W/m
2

房屋单位面积的制冷控制指标：

Qc≤15 kWh/(m²·a)

或 qc,max≤20 W/m
2

房屋的一次能源需求，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h
pE +

c
pE +

v
pE ≤60 kWh/(m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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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pE ≤120 kWh/(m²·a)

注：式中㎡指建筑面积

2.气密性指标

n50≤0.6 h-1

3.室内环境指标

室内环境应符合《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177-2015 第 4.2.1 条和

第 4.2.2 条的规定。

4.围护结构指标

（1）屋面、外墙、地面或不采暖地下室顶板的传热系数，K≤0.15W/(m
2
·K)

（2）外门的传热系数，非透明被动门 K≤0.8W/(m2·K)；透明被动门 K≤1.0W/(m2·K)

（3）外窗传热系数，整窗 K≤1.0W/(m
2
·K)，玻璃 K≤0.8W/(m

2
·K)，窗框 K≤1.3W/(m

2
·K)；

玻璃的太阳能总透射比 g≥0.35；玻璃的光热比 LSG= v /g≥1.25；采用暖边间隔条，并符合∑(d

×λ)≤0.007W/K；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 8 级、水密性等级不应低于 4级、抗风压性能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计算确定

（4）楼梯间隔墙（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K≤0.30W/(m
2
·K)

（5）分户墙 K≤0.6W/(m2·K)

（6）分户楼板 K≤0.5W/(m
2
·K)。

5.通风系统指标要求

通风系统指标要求详见《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177-2015 第 4.6.1

条～第 4.6.3 条。

（二）执行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73-2018 的关键性

指标如下，其他指标见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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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耗和气密性指标

河北省不同热工设计分区内的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年供暖（冷）需求指标、一次能源消耗量及

建筑气密性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年供暖（冷）需求指标、一次能源消耗量指标及建筑气密性指标

指标名称
气候分区

严寒（C） 寒冷（A） 寒冷（B）

年供暖需求（kWh/m
2
·a） ≤23 ≤19 ≤13

年供冷需求（kWh/m2 ·a） ≤12 ≤16 ≤22

年供暖、供冷和照明一次能源消耗量（kWh/m
2
·a） ≤60kWh/m

2
·a

建筑气密性指标 换气次数 N50 ≤0.6h
-1

注：1.表中 m
2
指套内使用面积，按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进行计算。

2.表中 kWh 为一次能源，建筑供暖、供冷需求及一次能源消耗，按本标准附录

A 计算。

2.室内环境指标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主要房间室内环境参数应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3(J)/T 273-2018 中表 3.0.3 的规定。

3.热工指标

（1）非透明外围护结构

外墙、屋面及地面的平均传热系数 Km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 Km值

W/(m
2
·K) 外 墙 屋 面 地 面 地下室顶板

严寒地区 ≤0.15 ≤0.15 ≤0.20 ≤0.25

寒冷 A地区 ≤0.15 ≤0.15 ≤0.20 ≤0.25

寒冷 B地区 ≤0.15 ≤0.15 ≤0.25 ≤0.30

（2）透明外围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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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门窗及采光顶的传热系数 K 和太阳得热系数 SHGC 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外门窗、采光顶传热系数 K和太阳得热系数 SHGC 参考值

参数名称 单 位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传热系数 K W/(m
2
·K) ≤1.0 ≤1.0

冬季太阳得热系数（SHGC） — ≥0.45 ≥0.30

玻璃、门窗框型材的性能指标要求应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73-2018 中第 5.2.1 条、5.2.2 条、5.2.3 条、5.2.5 条的规定。

（3）隔墙、分户墙、楼板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楼板的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隔墙、分户墙、楼板的传热系数

部位 传热系数 [ W/(m2·K) ]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 ≤1.00

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楼板 ≤0.30

分户墙 ≤1.00

分户楼板 ≤0.80

（4）变形缝

变形缝保温措施应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73-2018 中第

5.4.2 条的规定。

（5）户门、阳台外窗及栏板

户门传热系数 K≤1.3 W/(m
2
·K)，其气密性能等级应为 8级；封闭阳台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栏

板、顶板、底板及阳台窗的技术指标要求应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3(J)/T 273-2018 中第 5.5.2 条的规定。

4.通风系统指标要求

通风系统设计应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73-2018 中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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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相关规定。

（三）执行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63-2018 的关键性

指标如下，其他指标见本标准。

1.能耗指标

表 5 被动式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要求

项 目 规 定

建筑气密性 N50 ≤0.6 h-1

相对节能率η ≥50%

2.室内环境指标

供暖、供冷房间室内环境参数应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63-2018 中表 3.0.2 的规定。

3.热工指标

（1）非透明围护结构

1）外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外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 Km

部 位

外 墙
架空或

外挑楼板
屋 面 地 面

严寒

C区

寒冷

地区

严寒

C区

寒冷

地区

严寒

C 区

寒冷地

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

区

Km

W/(m
2
·K)

0.10～

0.20

0.10～

0.25

0.10～

0.20

0.10～

0.25

0.10～

0.20

0.10～

0.25

0.15

～

0.25

0.15～

0.35

2）均为采暖房间的被动区域与非被动区域之间的隔墙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0.8W/(m
2
·K)，楼板

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0.5W/(m
2
·K)。

3）被动区域与不供暖供冷的非被动区域之间的隔墙、楼板的传热系数及负荷计算的温差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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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隔墙、楼板的传热系数限值及负荷计算的温差折减系数

部 位 传热系数 W/(m
2
·K) 温差折减系数

隔 墙 ≤ 0.30 0.5

楼 板 ≤ 0.50 0.2

（2）透明围护结构

1）透明围护结构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外窗玻璃的传热系数应符合：严寒 C 区 K≤0.6 W/(m2·K);寒冷地区 K≤0.8 W/(m2·K)

②外门窗的框材传热系数应符合：严寒 C 区 K≤1.0 W/(m
2
·K);寒冷地区 K≤1.3 W/(m

2
·K)

2）外门窗的玻璃间隔条应符合：∑(d×λ)≤0.007W/K

3）外门窗的传热系数应符合：严寒 C 区 K≤0.8 W/(m2·K);寒冷地区 K≤1.0 W/(m2·K)

4）外门窗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

方法》GB/T 7106“建筑外门窗气密性能分级表”中 8级的规定。

4.通风系统指标要求

通风系统应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3(J)/T 263-2018 中第 6.3 节

的规定。

（四）河北省《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施工及验收规程》DB13(J)/T 238-2017

主要技术要求如下，其他要求见本规程。

1.墙体工程

（1）外墙砌筑工程中水平灰缝和竖直灰缝的砂浆饱满度不得小于 90%。

（2）在有气密性要求的墙体上安装开关、插座、线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位于现浇混凝土墙体上的开关、插座线盒，应直接预埋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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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于砌块墙体上的开关、插座线盒和线管在放入沟槽内之前，应用湿砂浆或石膏将沟槽填

满，线盒、线管整体塞入沟槽后，外层应使用水泥砂浆或石膏抹平。

（3）墙体保温材料粘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分层粘贴保温材料时，第一层保温板宜采用点框法进行粘贴，第二层宜采用满粘法进行

粘贴；

2）采用岩棉作为保温材料的墙体，岩棉保温板应采用满粘法错缝粘贴；

3）同层和上下层保温板之间必须错缝粘贴，严禁出现通缝；

4）相邻保温板间超过 2mm 的缝隙应采用聚氨酯发泡剂进行填充。

（4）保温板锚固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使用的锚固件应为断热桥锚栓，其性能指标、安装数量、锚固位置和锚入基层的有效深度

应符合设计要求；

2）应使用保温砂浆将锚栓圆盘凹进保温板表面部位填实抹平。

（5）外门窗处保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保温板粘贴前应先将连接线条固定在窗框上，固定位置在距离窗框外边缘 2/3 窗框宽度

处；

2）保温板应外压覆盖住窗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粘贴后的首层保温板与凸出墙面的窗框厚度一致时，除预留遮阳装置等设施的部位外，第

二层保温板应外覆盖住门窗框宽度的 2/3 尺寸；

②当首层保温板厚度大于窗框厚度时，应对保温板进行适当裁剪，使其外压覆盖住窗框宽度

的 2/3 尺寸。

（6）管道穿被动区域外墙处宜使用气密套环，当无气密套环时，应使用防水隔（透）汽膜、

密封胶带和专用密封胶等进行断热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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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窗工程

门窗框与墙体相交处用密封胶密封后，应粘贴防水隔（透）汽膜。

3.屋面与楼地面工程

屋顶女儿墙节点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女儿墙内侧竖向保温板应与女儿墙内侧周圈屋面防火隔离保温板错缝搭接；

2）女儿墙内侧保温板粘贴完毕后应与屋面同时进行防水层施工；

3）应利用膨胀螺栓将自带坡度的方木垂直固定于女儿墙上部，并将铝合金盖板固定在方木上，

盖板宽度应大于墙体（含保温层）的厚度，盖板两侧向下延伸不少于 150mm，并应有滴水鹰嘴；

4）铝合金盖板兼做避雷针接闪带时，应与兼做避雷引下线的主筋可靠连接。

4.施工评价

建筑气密性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气密性测试抽检样本应符合下

列规定：

1）居住建筑应选取位于不同楼层的不同户型的单元房作为测试样本。首层、顶层的抽检样本

不得少于 1 套，抽检单元房的样本量不得少于整栋建筑住宅总量的 20%，且不得少于 3 套。抽

检楼梯间的样本量不得少于整栋建筑楼梯间总量的 50%，且不得少于 1 个；

2）公共建筑应进行建筑整体气密性测试。

（2）如果测试结果全部符合 n50≤0.6h
-1
的规定则可判定该建筑的施工符合对被动式低能耗

建筑气密性的要求；如果有不满足 n50 ≤0.6h-1的样本，则必须对此样本进行整改使之满足要求，

且应重新抽样，直至抽样样本全部满足规定为止。

（3）应对新风热回收装置进行抽检，每种规格型号的不少于一套，由满足资质要求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热回收装置等相关产品检测报告应符合设计要求，抽检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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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一厂家的分散式热回收装置，抽检数量为 5%，但不得少于 2 台；

2）对于集中式热回收装置，应由厂家提供同型号、同规格产品的检测报告；

3）对于获得高性能节能标识且在有效期内的产品，可免于现场抽检。

附表一

河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基本信息表

第一部分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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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址*

设计单位*

咨询单位*

设计日期* 气候区域*

开工时间* 年 月 竣工时间* 年 月

采用软件* 软件版本*

建筑面积* 套内使用面积*

建筑高度* 建筑体形系数*

窗 墙 比* 南________北________ 东________西________

第二部分 关键技术指标

能耗指标*

能耗指标 设计值 规范限值

年供暖需求*(kWh/m2•a)

年供冷需求*(kWh/m
2
•a)

年一次能源消耗量

（年一次能源总需求）*(kWh/m
2
•

a)

建筑能耗统计包括*：□供暖/供冷 □照明 □插座 □其他

终端能源总消耗*：电_______(kWh/m
2
)，市政热网______(GJ/m

2
)，天然气

_______(m
3
/m

2
)，煤气_______(m

3
/m

2
)，可再生能源_______其他_______

室内环境*

设计参数 冬 季 夏 季

室内温度要求 ℃

室内相对湿度要求 %

外墙内表面温度 ℃

室内空气品质要求（CO2）

围护结构

指标*

技术指标 设计值 测试值 标准值

屋面传热系数*（W/m2•K）

外墙传热系数*（W/m
2
•K）

地面传热系数*（W/m
2
•K）

外窗传热系数*（W/m
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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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窗太阳得热系数 SHGC*

外门传热系数*（W/m
2
•K）

气密性（n50/h
-1
）

围护结构

保温材料*

外窗类型（框料）* □塑钢 □铝木复合 □铝合金 □其他

外窗供应商*

（施工评价填写）

外窗玻璃配置

外窗玻璃的太阳能总透射比
外窗玻璃的

选择性系数

遮阳构件形式（多选）
□内置 □外置 □中置

是否可调： □是 □否

外保温材料*
□EPS □XPS □岩棉 □聚氨酯

□真空绝热板 □其他_________

保温材料供应商*

（施工评价填写）

密封胶带供应商*

（施工评价填写）

能源及

可再生能源*

能源类别 系统类型 容量参数设计值 主要性能参数

□太阳能光热

□太阳能光伏

□地源热泵

□生物质锅炉

□热电联产 CHP

□风力发电

□其他

供能总计*kWh/(m
2
•a) kWh/m

2
•a

第三部分 节能技术措施

被动式

技术*

自然
采光

自然
通风

遮阳
光导
技术

地道风 蓄热
被动式
得热

绿植

其他技术

主动式
高效
照明

节能
电器

机械通风
热回收

热水热
回收

置换
通风

辐射
供暖

辐射
供冷

空气源
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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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及效率）

其他技术

控制技术
照明自控 能源系统自控

项目特色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基本信息表填写说明：

1.本表为河北省超低能耗建筑项目评价必填信息表，所有河北省超低能耗建筑评价的项目均需按

说明填写该表，并对需要解释的地方进行进一步补充说明。

2.所有的“*项”皆为必填项，所有非“*项”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对应项的填写说明进行填写。

3.建筑面积：指建筑物外墙勒脚以上的结构外围水平面积，包含地上面积和地下面积。

4.套内使用面积：指建筑套内设置供暖或空调设施的各功能空间的使用面积之和，包括卧室、起

居室（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过厅、过道、贮藏室、壁柜、设供暖或空调设施的阳台等使

用面积的总和。

5.能耗指标：准值指按现行建筑节能标准设计的与该建筑同规模同类型建筑的参考基准值。

6.年一次能源消耗量（年一次能源总需求）：可按现行河北省超低能耗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通过一次

能源转换计算得到。

7.建筑能耗统计：填写计入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用能项进行勾选。

8.终端能源总消耗：为终端直接消耗的能源，以计量表计量数据为准。其中可再生能源为项目能

源及可再生能源项中各项可再生能源利用总和，即供能总计。

9.室内环境：需按冬季和夏季分别填写室内环境参数的设计值。

10.围护结构指标：测试值为建筑投入使用后的测试值；标准值为设计阶段所参考的河北省节能标

准中的要求限值。

11.围护结构保温材料：外窗类型选择性给出目前常见的三种外窗材料类型，如有其他类型，请在

横线位置补充。

12.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请在采用的能源类别前勾选，“容量参数设计值”是指可再生能源设计装

机容量，“主要性能参数”指系统关键能效参数，其中太阳能光伏系统及光热系统需要给出太

阳能转化效率，热泵机组需给出机组额定 COP。如使用其他能源系统，需进行补充说明。

13.节能技术措施部分，共分为被动式技术、主动式技术、控制技术三类，参照项目所采用的节能

技术进行对应勾选即可。

14.项目特色：请填写本项目的其他特色，并附说明材料。

附表二

河北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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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址

设计单位

咨询单位

设计日期 气候区域

开工时间 年 月 竣工时间 年 月

采用软件 软件版本

建筑面积 m2 建筑外表面积 m2

建筑体积 m
2

建筑体形系数

设计建筑窗墙面积比 屋顶透光部

分与屋顶总

面积之比 M

M 的限值
东立面 南立面 西立面 北立面

20%

围护结构部位

设计建筑 参照建筑

设计建筑

是否符合

标准要求

传热系数 K

W/(m
2
·K)

太阳得

热系数

SHGC

传热系数

KW/(m
2
·K)

太阳得

热系数

SHGC

屋顶透光部分

东立面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南立面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西立面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北立面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屋 面

外 墙

（包括非透光幕墙）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

架空或外挑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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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区域与不供暖供冷的

非被动区域之间的隔墙

被动区域与不供暖供冷的

非被动区域之间的楼板

系统形式 设计建筑 参照建筑 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遮阳形式及朝向 无

冷源形式

热源形式

空调系统形式

新风系统形式

门窗缝隙渗入空气量

照 明

计算结果 设计建筑 参照建筑 节能率

全年供暖能耗（kWh/m
2
）

全年供冷能耗（kWh/m2）

全年照明能耗（kWh/m
2
）

全年总能耗（kWh/m
2
）

附表三

设计评价审查表

编号 材料名称 说明 要求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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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建设批复文

件、法人代表身份

证件、委托办理人

身份证件

①材料应齐全；

②形式审查意见回复

完善。

2
《河北省超低能耗

建筑基本信息表》
附表一、二

①填写完整；

②填写内容与设计文

件应保持一致。

3 项目技术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概

述、效果图、关键技术

指标计算及技术途径、

建筑设计（整体布局、

体形系数、窗墙比）、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保

温及门窗性能）、气密

性及无热桥设计、新风

系统方案说明及热回

收效率、冷热源及末端

设计和控制策略、生活

热水、电气节能、可再

生能源应用等情况

①项目技术方案内容

与主要施工图、计算

书及能耗计算报告应

保持一致；

②主要技术指标（如：

气密性、围护结构热

工参数、新风系统热

回收效率、冷热源系

统的能效指标等）应

符合河北省现行相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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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施工图

及计算书

包括但不限于：总平面

图、效果图、建筑立面

/剖面/典型层平面图、

建筑设计说明、工程做

法表、关键节点大样

图、暖通设计说明、系

统图、设备列表、可再

生能源设计资料、生活

热水系统图、电气设计

说明、照明节能设计、

能耗监测等图纸和节

能、防结露等计算书

①建筑设计说明、工

程做法表、墙身图、

关键节点大样图等施

工图设计文件应保持

一致，并与项目技术

方案一致；

②建筑平、剖面图应

标注气密层位置，气

密层位置应与设计文

件应保持一致；

③暖通设计说明、系

统图、设备列表、可

再生能源设计资料应

保持一致；

④节能、防结露等计

算书与设计文件应保

持一致。

5 能耗计算报告
用专业设计（评价）软

件计算

①设置条件与设计文

件应一致；

②计算结果应符合河

北省现行相关标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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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施工评价审查表

编号 材料名称 说明 要求 意见

1 设计文件

设计评价文件、施工图

审查合格书、施工图纸

及相关变更文件（设计

评价后发生影响超低能

耗建筑关键指标性能变

化的应提交设计变更审

查通过文件）

①材料应齐全；

②形式审查意见回复

完善。

2 《施工组织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外墙、

屋面及地面工程，门窗

工程，供暖空调和通风

系统及设备，给排水系

统及设备安装，建筑能

耗与环境监测系统，电

气工程，室内外装饰装

修等施工组织内容，以

及针对热桥控制和气密

性保障等关键环节制定

的专项施工方案

①施工组织方案应合

理和完整；

②按专项施工方案严

格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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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密性测试报

告》

由具有资质要求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出具

①报告应由具备国家

规定检测资质的机构

出具；

②应按照现行相关规

范标准的规定进行测

试；

③气密性测试抽样应

符合现行相关标准要

求；

④测试结果应符合设

计文件的要求。

4
《新风热回收装置

检测报告》

由具有资质要求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出具

5
围护结构热工缺陷

检测报告

由具有资质要求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出具

6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

传热系数检测报告

由具有资质要求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出具

7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

记录和影像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墙体节

能工程、屋面节能工程、

外门窗安装工程、地面

及楼面节能工程，以及

其他影响热桥控制和气

密性保障的隐蔽工程

①隐蔽工程检查验收

记录和影像资料应完

整；

②隐蔽工程检查验收

记录和影像资料与设

计图纸应一致。

8
材料的出厂合格证

明及进场复检报告

包括但不限于：围护结

构相关材料/产品、外门

窗产品等

①报告应齐全；

②材料和设备（围护结

构相关材料/产品、外

门窗产品、新风热回收

系统相关产品等）的试

验报告应符合设计文

件和现行相关标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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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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