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暖通风设计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 1.0.1 条 为了在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中，体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贯彻国家现行的有

关方针政策，以便为安全生产、改善生活的劳动条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劳动生

产率提供必要的条件，特制订本规范。 

  第 1.0.2 条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民用建筑和工业企业生产厂房及辅助建筑物的采暖、通

风、空气调节及其制冷设计。本规范不适用于地下建筑、有特殊用途和特殊净化与防护要求的建筑物以及

临时性建筑物的设计。 

  第 1.0.3 条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及其制冷设计方案，应根据建筑物的用途、工艺和使用要求、室外

气象条件以及能源状况等，同有关专业相配合，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 1.0.4 条 采暖、通风和空调节及其制冷系统所用设备、构件及材料，应根据国家和建设地区现有的

生产能力和材料 供应状况等择优选用，尽量就地取材。同一工程中，设备的系统列和规格型号，应尽量统

一。 

  第 1.0.5 条 编制设计文件时，应根据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制冷装置的数量及其复杂程度，配备必

要的专业技术和操作、维修人员以及相应的维修设备和检测仪表等。 

  第 1.0.6 条 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制冷系统，应在便于操作和观察的地点设置必要的调节、检测和

计量装置。   第 1.0.7 条 布置设备、管道及配件时，应为安装、操作和维修留有必要的位置。对于大

型设备和管道，应根据需要在建筑设计中预留安装和维修用的孔洞，并应考虑有装设起吊设施的可能。 

  第 1.0.8 条 设计中，对于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制冷设备及管道，当有可能伤及人体时，应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 1.0.9 条 位于地震区和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工程，布置设备和管道时，应根据需要分别采取防震和有

组织排水等措施。 

  第 1.0.10 条 根据本条规范进行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及其制冷设计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

准、规范的规定。 

第二章 室内外计算参数 

  第一节 室内空气计算参数 

  第 2.1.1 条 设计集中采暖时，冬季室内计算温度，应根据建筑物的作途，按下列规定采用： 

    一、民用建筑的主要房间，宜采用 16－20℃；  

    二、生产厂房的工作地点： 

      轻作业 不应低于 15℃ 

      中作业 不应低于 12℃ 

      重作业 不应低于 10℃ 

     注：（1）作业各类的划分，应按国家现行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执行。  

       （2）当每名工人占用较大面积（50－100m2）时，轻工业可低至 10℃；中作业可低至 7℃，

重作业可低至 5℃。  

    三、辅助建筑及辅助用室，不应低于下列数值： 

      浴室 25℃ 

      更衣室 23℃ 

      托儿所、幼儿园、医务室 20℃ 

      办公用室 16－18℃ 

      食堂 14℃ 



      盥洗室、厕所 12℃  

      注：当工艺或使用条件有特殊要求时，各类建筑物的室内温度，可参照有关专业标准、规范

的规定执行。 

  第 2.1.2 条 设置集中采暖的建筑物，冬季室内生活地带或作业地带地平均风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民用建筑及工业企业辅助建筑物，不宜大于 0.3m/s； 

    二、生产厂房的工作地点，当室内散热量小于 23W/m3[20kcal/(m3·h)]时，不宜大于 0.3m/s；当

室内散热量天于或等于 23W/m3 时，不宜大于 0.5m/s。 

    注：设置空气调节的条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5.1.1 条的规定。 

  第 2.1.4 条 当工艺无特殊要求时，生产厂房夏季工作地点的温度，应根据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及其

与工作地点温度的允许温差，按表 2.1.4 确定。   

夏季工作地点（℃）表 2.1.4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22 23 24 25 26 27 28 29-32 ≥33 

允许温差 10 9 8 7 6 5 4 3 2 

工作地点温度 ≤32 32       32-25 35 

   注：如受条件限制，在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后仍不能达到本表要求时，允许温差可加大 1－2℃。 

  第 2.1.5 条 设置局部送风的生产厂房，其室内工作地点的允许风速，应按本规范第 4.3.5条至第 4.3.7

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 2.1.6 条 夏季空气调节室内计算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舒适性空气调节室内计算参数： 

      温度 应采用 24－28℃ 

      相对湿度 应采用 40％－65％ 

      风速 不应大于 0.3m/s  

    二、工艺性空气调节室内温度基数及其允许波动范围，应根据工艺需要并考虑必要的卫生条件 

   确定；工作区的风速，宜采用 0.2-0.5m/s,当室内温度高于 30℃时，可大于 0.5m/s。 

    注：设置空气调节的条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5.1.1 条的规定。  

  第二节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第 2.2.1 条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应采历年平均不保证 5天的日平均温度。 

  注：本条及本节其他文中所谓"不保证"。系针对室外空气温度状况而言，"历年平均不保证"，系针对

累年不保证总天数或小时数的历年平均值而言。 

  第 2.2.2 条 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 

  第 2.2.3 条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历年最热月 14 时的月平均温度的平均值。 

  第 2.2.4 条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相对湿度，应采用历年最热月 14 时的月平均相对湿度的平均值。 

  第 2.2.5 条 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1天的日平均温度。 

  第 2.2.6 条 冬季空调节室外计算相对湿度，应采用累年最冷月平均相对湿度。 

  第 2.2.7 条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0h 的干球温度。  

  注：统计干温球温度时，宜采用当地气象台站每天 4次的定时温度记录，并以每次记录值代表 6h 的温

度值核算。 

  第 2.2.8 条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0h 的湿球温度。 

  第 2.2.9 条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日平均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天的日平均温度。 

  第 2.2.10 条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逐时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tsh=twp+βΔtr（2.2.10-1） 

  式中：tsh---室外计算逐时温度（℃） 

     twp---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日平均温度（℃），按本规范第 2.2.9 条采用。 

     β---室外温度逐时变化系数，按 2.2.10 采用； 

     Δtr---夏季室外计算平均日较差，应按下式计算： 

  室外温度逐时变化系数 

表 2.2.10 时刻 

时刻 

β 

1 

-0.35 

2 

-0.38 

3 

-0.42 

4 

-0.42 

5 

-0.47 

6 

-0.41 

时刻 

β 

7 

-0.28 

8 

-0.12 

9 

0.03 

10 

0.16 

11 

0.29 

12 

0.40 

时刻 

β 

13 

0.48 

14 

0.52 

15 

0.51 

16 

0.43 

17 

0.39 

18 

0.28 

时刻 

β 

19 

0.14 

20 

0.00 

21 

-0.10 

22 

-0.17 

23 

-0.23 

24 

-0.26 

      Δtr= twg-twp/ 0.52(2.2.10-2) 

  式中:Δtr---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按本规范第 2.2.7 条采用。其他符号意义同式

（2.2.10-1）。 

  第 2.2.11 条 当室内温湿度必须全年保证时，应另行确定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参数。 

  仅在部分时间（如夜间）工作的空气调节系统，可不遵守本规范第 2.2.7 条至第 2.2.10 条的规定。 

  第 2.2.12 条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应采用累年最冷三个月各月平均风速的平均值 。冬季室外最多风向

的平均风速，应采用累年最冷三个月最多风向（静风除外）的各月平均风速的平均值。 

  夏季室外平均风速，应采用累年最热三个月各月平均风速的平均值。 

  第 2.2.13 条 冬季最多风向及其频率，应采用累年最冷三个月的最多风向及其平均频率。 

  夏季最多风向及其频率，应采用累年最热三个月的最多风向及其平均频率。 

  年最多风向及其频率，应采用累年最多风向及其平均频率。 

  第 2.2.14 条 冬季室外大气压力，应采用累年最冷三个月各月平均大气压力的平均值。 

  第 2.2.15 条 冬季日照百分率，应采用累年最冷三个月各月月平均日照百分率的平均值。 

  第 2.2.16 条 设计计算用采暖期天数，应按累年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采暖室外临界温度的总日

数确定。  

  采暖室外临界温度的选取，一般民用建筑和生产厂房及辅助建筑物，宜采用 5℃。  

  注：本条中所谓"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采暖室外临界温度",系指室外连续 5天的滑动平均温度。

低于或等于采暖室外临界温度。 

  第 2.2.17 条 室外计算参数统计年份，宜采取 1951－1980 年，共 30 余年，不足 30 年，按实有年份采

用，但不得少于 10 年，少于 10 年时，应对气象资料进行订正 。 

  第 2.2.18 条 同区的室外气象参数，应根据就地的调查，实测并与地理和气候条件相似的邻近台站的

气象资料进行比较确定。 

  第 2.2.19 条 一些主要城市的室外气象参数，应按本规范附录二采用。 



  对于本规范附录二未列入的城市及台站，应按本节的规定进行统计确定。对于冬夏两季各种室外计算

温度，亦可按本规范附录三所列的简化统计方法确定。  

  第三节 夏季太阳辐射照度 

  第 2.3.1 条 夏季太阳辐射照度，应根据当地的地理纬度、大气透明度和大气压力，按 7月 21 日的太

阳赤纬计算确定。 

  第 2.3.2 条 建筑物各朝向垂直面与水平面的太阳总辐射照度，可按本规范附录四采用。 

  第 2.3.3 条 透过建筑物各朝向垂直面与水平面标准窗玻璃的太阳直接辐射照度，可按本规范附录五采

用。 

  第 2.3.4 条 应用本规范附录四和附录五时，当地的大气透明度等级。应根据本规范附录六及夏季大气

压力，按表 2.3.4 确定。 

 大气透明度等级 表 2.3.4 

下列大气压力（hPa）（mbar）时的透明度等级 附录六标定的透明 

度等级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2 2 2 

3 1 2 2 2 2 3 3 3 

4 2 2 3 3 3 4 4 4 

5 2 3 4 4 4 4 5 5 

6 4 4 4 5 5 5 6 6 

第三章 采暖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3.1.1 条 设置集中采暖的公共建筑和生产厂房及辅助建筑物，当其位于严寒地区或寒冷地区，且在

非工作时间或中断使用的时间内，室内温度必须保持在 0℃以上，而利用房间蓄热量不能满足要求时，应

按 5℃设置值班采暖。 

  注：当工艺或使用条件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需要另行确定值班采暖所需维持的室内温度。 

  第 3.1.2 条 设置集中采暖的生产厂房，如工艺对室内温度无特殊要求，且每名工人占用的建筑面积超

过 1000m2 时，不宜设置全面采暖，但应在固定工作地点设置局部采暖。当工作地点不固定时，应设置取暖

室。 

  第 3.1.3 条 设置全面采暖的建筑物，其围护结构的传热阻，应根据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且符合国家有

关节能标准的要求。 

  第 3.1.4 条 围护结构的最小传热阻，应按下式确定： 

    Ro·min=a(tn-tw)/Δtyαn   ( 3.1.4-1) 

    或 Ro·min=a(tn-tw)Rn /Δty    (3.1.4-2) 

    式中：Ro·min ---围护结构的最小传热阻（m2·℃/W）（m2·h·℃/kcal）； 

       tn---冬季室内计算温度（℃）。按本规范第 2.1.1 条和 3.2.4 条采用； 



       tw---冬季围护结构室外计算温度（℃），按本规范第 3.1.5 条采用； 

       a---围护结构温差修正系数， 按表 3.1.4-1 采用；  

温差修正系数 表 3.1.4-1 

围护结构特征  a 

外墙、屋顶、地面及室外相通的楼板等 1.00 

闷顶与室外空气相通的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等  0.90 

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外墙上有窗时 0.75 

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外墙上无窗且位于室外地坪以上时  0.60 

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外墙上无窗且位于室外地坪以下时 0.40 

与有外门窗的非采暖房间相邻的隔墙 0.70 

与列外门窗的非采暖房间相邻的隔墙 0.40 

伸缩缝缩、沉降缝墙  0.30 

防震缝墙 0.70 

    Δty ---冬季室内计算温度与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的允许温差（℃），按表 3.1.4-2 采用； 

    αn---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系数[W/(m2·℃)][kcal/(m2·h·℃)]，按表 3.1.4-3 采用； 

    Rn---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阻(m2·℃/W)，按表 3.1.4-3 采用。 

    注：（1）本条不适用于窗、阳台门和天窗。 

    （2）砖石墙体的传热阻，可比式（3.1.4-1～2）的计算结果小 5％。 

    （3）外门（阳台门除外）的最小传热阻，不应小于按采暖室外计算温度所确 定的外墙最小传热

阻的 60％。 

    （4）当相邻房间的温差大于 10℃时，内围护结构的最小传热阻，亦应通过计算确定。  

    （5）当居住建筑、医院及幼儿园等建筑物采用轻型结构时，其外墙最小传热阻，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的要求。 

允许温差Δty 值（℃） 表 3.1.4－2  

建筑及房间类别 外墙  屋顶 

居住建筑、医院和幼儿园等  6.0 4.0 

办公建筑、学校和门诊等  6.0 4.5 

公共建筑（上述指明者除外）和工业企业辅助建筑物（潮

湿的房间除外） 
7.0 5.5 

室内空气干燥的生产厂房  10.0 8.0 

室内空气潮湿正常的生产厂房  8.0 7.0  

    

tn-tl  0.8(tn-tl)  

室内空气潮湿的公共建筑、生产厂房及辅助建筑物： 

当不允许墙和顶棚内表面结露时 

当仅不允许顶棚内表面结露时 7.0 0.9(tn-tl)  



室内空气潮湿且具有腐蚀性介质的生产厂房  tn-tl  tn-tl  

室内散热量大于 23W/m3，且计算相对温度不大于 50％

的生产厂房  
12.0 12.0  

    注：（1）室内空气干湿温度的区分，应根据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按表 3.1.4-4 确定。     

      （2）与室外空气相通的楼板和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其允许温差Δty 值，可采用 2.5℃。 

      （3）表中 tn---同式(3.1.4－1～2) 

           tl---在室内计算温度和相对温度状况下的露点温度（℃）。   

换热系数和换热阻值 表 3.1.4－3  

围护结构内表面特征 

an 

W/(m2· )℃  

[kcal/(m2·h· )] ℃  

Rn 

(m2· )/W℃  

(m2·h· )/kcal℃  

墙、地面、表面平整或有肋状突出物的顶棚，当

h/s≤0.3时  
8.7(7.5)  0.115(0.133) 

有肋状突出物的顶棚，当 h/s<0.3时  7.6(6.5)  0.132(0.154)  

    注：表中 h－肋高（m）； 

         s－肋间净距（m）。 

室内干温程度的区分 表 3.1.4-4 

温度（℃）  

≤12  13～24 >24 类别  

相对湿度（％） 

干燥  ≤60  ≤50  ≤40 

正常  61～75 51～60 41～50 

较温 >75  61～75 51～60 

潮湿  - >75 >50 

  第 3.1.5 条 确定围护结构最小传热阻时，冬季围护结构室外计算温度 tw，应根据围护结构热惰性指

标 D值，按表 3.1.5 采用。 

冬季围护结构室外计算温度 表 3.1.5 

围护结构类型 热惰性指标 tw的取值（℃） 

Ⅰ >6.0  tw=twn 

 Ⅱ  4.1～6.0  tw=0.6twn+0.4tp·min 

 Ⅲ  1.6～4.0  tw=0.3twn+0.7tp·min 



 Ⅳ  ≤1.5  tw=tp·min 

   注：（1）表中 twn 和 tp·min---分别为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和累年最低日平均温度（℃），按本规

范附录－采用。 

    （2）D≤4的实心砖墙，计算温度 tw，应按Ⅱ型围护结构取值。 

  第 3.1.6 条 围护结构的传热阻，应按下式计算： 

    Ro=1/an+Rj+1/aw (3.1.6-1) 

    或 Ro=Rn+Rj+Rw （3.1.6-2） 

    式中：Ro---围护结构的传热阻（m2·℃/W）； 

       an,Rn---同式（3.1.4-1～2）； 

       aw ---围护结构外表面换热系数[W/(m2·℃)],按表 3.16 采用； 

       Rw---围护结构外表面换热系数（m2·℃/W），按表 3.16 采用； 

       Rj---围护结构本体（包括单层或多层结构材料层及封闭的空气间层）的热阻 （m2·℃/W）。 

换热系数和换热阻值 表 3.1.6 

围护结构内表面特征 

aw  

W/(m2· )℃  

[kcal/(m2h· )]℃  

Rw  

(m2· )/W℃   

(m2·h· /kcal)℃  

外墙和屋顶  23（20） 0.04(0.05)  

与室外空气相通的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17（15）  0.06(0.07) 

闷顶和外墙上有窗的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12（10） 0.08(0.10)  

外墙上无窗的非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6（5）  0.17(0.20) 

    第 3.1.7 条 设置全面采暖的建筑物，其玻璃外窗、阳台门和天窗的层数，可按表 3.1.7 采用。 

窗、阳台门和天窗层数 表 3.1.7 

层数 
建筑物及房间类别  室内外温度（℃） 

外窗  阳台门 天窗 

建筑物及房间类别 民用建筑（潮湿

的公共建筑除外）  

<33 

≥33  

单层 

双层 

单层 

双层 

－ 

－ 

干燥或正常湿度状况的生产厂房及

辅助建筑物  

<36 

≥36  

单层 

双层 

－ 

－ 

单层 

单层 

潮湿的公共建筑、生产厂房及辅助建

筑物  

<31 

≥31 

单层 

双层 

－ 

－ 

单层 

单层 

散热量大于 23W/m3，且室内计算相

对湿度不大于 50％的生产厂房  
不限  单层  

 

－ 
单层 



    注：（1）表中所列的室内外温差，系指冬季内计算温度和采暖室外计算温度之差。 

      （2）高级民用建筑，以及其他经技术经济比较设置双层窗合理的建筑物，可不受本条规定的

限制。 

  第 3.1.8 条 设置全采暖的建筑物，在满足采光要求的提前下 其开窗面积应尽量减小。 

    注：民用建筑的窗墙面积比，应按国家现行的《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执行。 

  第 3.1.9 条 集中采暖系统的热媒，应根据建筑物的用途，供热情况和当地气候特点等条件，经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并应按下列规定选择： 

    一、民用建筑应采用热水作热媒； 

    二、 生产厂房及辅助建筑物，当厂区只有采暖用热或以采暖用热不主时，宜采用高温水作热媒；

当厂区供热以工艺用蒸汽为主，在不违反卫生、技术和节能要求的条件，可采用蒸汽作热媒。 

    注：（1）利用余热或天然热源采暖时，采暖热媒及其参数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2）辐射采暖的热媒，应符合本章第四节的有关规定。 

  第 3.1.10 条 散热器采暖系统的热媒温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高级居住建筑、办公建筑和医辽卫生及托幼建筑等，热水温度宜采用 95℃；其他民用建筑，

热水温度不应高于 130℃； 

    二、放散棉、毛纤维和木屑等有机物质的生产厂房，热水温度不应高于 130℃，蒸汽温度不应高

于 110℃； 

    三、放散可燃气体、蒸气或粉尘的生产厂房，热媒温度不应高于上述物质自燃点的 80％，且热水

温度不应高于 130℃，蒸汽温度不应高于 110℃。 

    注：有根据时，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 

  第二节 热负荷 

  第 3.2.1 条 冬季采暖通风系统和热负荷，应根据建筑物下列散失和获得的热量确定： 

    一、围护结构的耗热量； 

    二、加热油门窗缝隙渗入室内的冷空气的耗热量； 

    三、加热油门、孔洞及相邻房间侵入的冷空气的耗热量； 

    四、水分蒸发的耗热量； 

    五、加热由外部运入的冷物料和运输工具的耗热量； 

    六、通风耗热量； 

    七、最小负荷班的工艺设备散热量； 

    八、热管道及其他热表面的散热量； 

    九、热物料的散热量； 

    十、通过其他途径散失或获得的热量。  

    注：（1）不经常的散热量，可不计算。 

      （2）经常而不稳定的散热量，应采用小时平均值。 

  第 3.2.2 条 围护结构的耗热量，应包括基本耗热量和附加耗热量。 

  第 3.2.3 条 围护结构的基本耗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Q=aFK(tn-twn) (3.2.3) 

    式中：Q---围护结构的基本耗热量（W）（kcal/h）； 

       F---围护结构的面积（m2）； 

       K---围护结构的传统系数[W/(m2·℃)][kcal/(m2·h·℃)]； 

       twn---采暖室外计算温度（℃），按本规范第 2.2.1 条采用； 

       tn，a---与本规范第 3.1.4 条相同。 

  第 3.2.4 条 计算围护结构耗热量时，冬季室内计算温度，应按本规范第 2.1.1 条采用，但层高大于



4m 的生产厂房，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地面，应采用工作地点的温度； 

    二、墙、窗和门、应采用室内平均温度； 

    三、屋顶和天窗，应采用屋顶下的温度。 

    注：（1）屋顶下的温度，可按下式计算： 

    td=tg+ΔtH(H-2) (3.2.4-1) 

    式中： td---屋顶下的温度（℃） 

        tg---工作地点温度（℃〕 

        ΔtH---温度梯度（℃/m）； 

        H---房间高度（m）  

      （2）室内平均温度，应按下式计算： 

            tnp=(td+tg)/2 (3.2.4-2) 

        式中：tnp ---室内平均温度（℃）； 

            td ，tg---与式（3.2.4-1）相同。  

      （3）散热量小于 23W/m3 的生产厂房，当其温度梯度值不能确定时，可用工作地点温度计算

围护结构耗热量，但应按本规范第 3.2.7 条的规定进行高度附加。 

  第 3.2.5 条 与相邻房间的温差大于或等于 5℃时，应计算通过隔墙或楼板等的传热量。 

  第 3.2.6 条 围护结构的附加耗热量，应按其占基本耗热量的百分率确定。各项附加（或修正）百分率，

宜按下列规定的数值选用：  

    一、朝向修正率： 

      北、东北、西北 0％～10％ 

      东、西－5％ 

      东南、西南－10％～－15％ 

      南 －15％～－30％ 

    注：（1）选用修正率时，应考虑当地冬季日照率、辐射度、建筑物使用和被遮挡等情况。 

      （2）冬季日照率小于 35％的地区，东南、西南和南向的修正率，宜采用－10％～0％， 东、

西向可不修正。 

    二、风力附加率：建筑在不避风的高地、河边、海岸、旷野上的建筑物，以及城镇、厂区内特别

高出的建筑物，垂直的外围护结构附加 5％～10％。  

    三、外门附加率： 

      当建筑物的楼层数为 n时： 

      一道门 65n％ 

      两道门（有一个门斗）80n％ 

      三道门（有两个门斗）60n％ 

      公共建筑和生产厂房的主要出入口：500％ 

      注：（1）外门附加率，只适用于短时间开启的，无热风幕的热门。 

        （2）阳台门不应考虑外门附加。 

  第 3.2.7 条 民用建筑和工业企业辅助建筑物（楼梯间除外）的高度附加率：房间高度大于 4m 时，每

高出 1m 应附加 2％，但总的附加率不应大于 15％。 

    注：高度附加率，应附加于围护的基本耗量和其他附加耗热量上。 

  第 3.2.8 条 加热由门窗缝隙渗入室内的冷空气的耗热量，应根据建筑的门窗构造、门窗朝向、热压和

室外外风速等因素，按本规范附录七确定。  

  第 3.2.9 条 改建或扩建的建筑物，以及与原有热网相连接的新增建筑物，按本规范确定采暖热负荷时，

尚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第三节 散热器采暖 

  第 3.3.1 条 散热器的工作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热媒为热水时，各种类型的散热器，应按制造厂的规定选用； 

    二、热媒为蒸气，铸铁柱型和 长翼型散热器，不应高于 200KPa(2kgf/cm2)；铸铁圆翼型散热器，

不应高于 40KPa(4kg/cm2)。 

  第 3.3.2 条 选择散热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民用建筑宜采用外形美观，易于清扫的散热器； 

    二、放散粉尘或防尘要求较高的生产厂房，应采用易于清扫的散热器； 

    三、具有腐蚀性气体的生产厂房或相对湿度较大的房间，宜采用铸铁散热器； 

    四、热水采暖系统采用钢制散热器时，应采取必要的防腐措施；蒸气采暖系统不应采用钢制柱型、

板型和扁管等散热器。 

  第 3.3.3 条 布置散热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散热器宜安装在外墙窗台下；  

    二、两道外门之间，不应设置散热器； 

    三、楼梯间的散热器，应尽量分配在底层或按一定比例分配在下部各层。 

  第 3.3.4 条 散热器应明装；内部装修要求较高的民用建筑可暗装；托儿所和幼儿园应暗装或加防护罩。 

  第 3.3.5 条 铸铁散热器的组装片数，不宜超过下列数值： 

    柱型（M132）20 片 

    柱型（细柱）25 片 

    长翼型 7 片 

  第 3.3.6 条 确定散热量数量时，应考虑其连接方式、安装形式、组装片数、热水流量以及表面涂料等

对散热量的影响。 

  第 3.3.7 条 确定散热器数量时，柱型散热器面积可比计算值小 0.1m2；翼型和其他散热器的散热面积

可比计算值小 5％。 

  第 3.3.8 条 民用建筑和室内温度要求比较严格的生产厂房及辅助建筑物排 保温管道；明设时，应考

虑管道的散热量对散热器数量的折减；暗设时，应考虑管道中水的冷却对散热器数量的附加。 

  第 3.3.9 条 采暖系统制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热媒为热水时，多层和高层建筑物宜采用单管系统； 

    注：（1）设计时，应计算热媒在管道中的温降。 

      （2）水平单管串联系统，必须采取有利于管道伸缩的措施 。 

    二、热媒为蒸时，宜采用上行下给式双管系统 。 

    注：当疏水器集中设置时，高压蒸气采暖系统宜用同程式。 

  第 3.3.10 条 民用建筑及工业企业辅助建筑物的采暖系统，条件许可时，南北向房间宜分环设置。 

  第 3.3.11 条 高层建筑的热水采暖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筑物高度超过 50m 时，宜竖向分区供热； 

    二、一个垂直单管采暖系统所供层数，不宜大于 12 层。 

  第 3.3.12 条 垂直单、双管采暖系统，同一房间的两组散热器可串联连接；贮藏室、盥洗室、厕所和

厨房等辅助用室及走廊的散热器，亦可同邻室串联连接。  

    注 ：热水采暖系统两组散热器串联时，可采用同侧连接，但上、下串联管直径应与散热器接口直

径相同。 

  第 3.3.13 条 楼梯间或其他有冻结危险的场所，其散热器应由单独的立、支管供热；且不得装设调节

阀。 

    注：露天作业时，表中数值应增加一倍。 

  第 3.4.14 条 布置全面采暖的辐射装置时，应尽量使生活地带或作业地带的辐射照度均匀，并应适当



增多外墙和大门处的数量 。 

  注：辐射装置不应布置在对热敏感的设备附近。  

  第四节 辐射采暖 

  第 3.4.1 条 加热管埋设在建筑构件内的低温辐射采暖，可用于民用建筑的全面采暖或局部采暖。设

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采用热作为热媒； 

    二、不应导致建筑构件龟裂和破损； 

    三、辐射表面平均温度，宜采用下列数值： 

      经常有人停留的地面 24－26°C 

      短期有人停留的地面 28－30°C 

      无人停留的地面 35－40°C 

      房间高度为 2.5～3m 的顶棚 35～40°C 

      房间高度为 3.1～4m 的顶棚 33～36°C 

      距地面 1m 以下的墙面 35°C 

      距地面 1m 以上至 3.5m 以下的墙面 45°C 

    注：（1）居住建筑、幼儿园和游泳馆中，加热管轴心处的地面温度，不应高于 85°C。 

      （2）混凝土地板辐射采暖的供水温度，宜采用 45～60°C，供回水温差宜采用 5～10°C。 

  第 3.4.2 条 金属辐射板采暖，可用于公共建筑和生产厂房（潮湿的房间除外）的局部区域或局部工作

地点采暖，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亦可用于全面采暖。 

  第 3.4.3 条 金属辐射板采用热水作热媒时，热水平均温度不宜低于 110°C，采用蒸汽作热媒时，蒸

汽压力宜高于或等于 400KPa，产应低于 200KPa。 

    注：金属辐射板采暖的热媒温度，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3.1.10 条的有关规定。 

  第 3.4.4 条 金属辐射板的最低安装高度，应根据热媒平均温度和安装角度按表 3.4.4 采用。 

金属辐射板的最低安装高度（m） 表 3.4.4 

倾斜安装 

（与水平面夹角） 

热媒平均温度（℃） 

水平安装 

（ 水平面夹角） 

水平安装 

30° 45° 60° 

垂直安装 

110 3.2  2.8 2.7 2.5 2.3 

120 3.4 3.0 2.8 2.7 2.4 

130  3.6 3.1 2.9 2.8 2.5 

140 3.9 3.2 3.0 2.9 2.6 

150 4.2 3.3 3.2 3.0 2.8 

160 4.5 3.4 3.3 3.1 2.9 

170 4.8 3.5 3.4 3.1 2.9 

    注：（1）表中安装高度系指地面到板中心的垂直距离。 

      （2）表中数值适用于站着 工作且工作地点固定的场合，当坐着工作或工作地点不固定时，

可比本表的数值降低 0.3m。 

  第 3.4.5 条 管板式金属辐射板的板槽与加热管，应紧密吻合。对金属带状辐射板，应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加热管因热膨胀而横向变形。 

  第 3.4.6 条 金属辐射板采暖系统，宜采用同程式，管道的连接应采用焊接或法兰连接。 

    注：当热媒为蒸气时，辐射板支管上不宜装设阀门。 

  第 3.4.7 条 煤气红外线辐射采暖，条件许可时，宜用于生产厂房的局部区域或局部工作地点采暖，亦

可用于全面采暖。  

    注：采用煤气红外线辐射采暖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 

  第 3.4.8 条 煤气红外线辐射应采用净煤气，其杂质允许含量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城市媒气设计规范》

的要求。煤气的成分和工作压力保持稳定。 

  第 3.4.9 条 煤气红外线外线辐射器的安装高度；应根据人体的舒适辐射照度确定，但不应低于 3m。 

   当煤气红外线辐射器用于局部工作地点采暖时，其数量不应少于两个，且应安装在人体的侧上方。 

  第 3.4.10 条 采用煤气红外线辐射采暖时，必须采取相应的防火、防爆和通风换气等安全措施。 

  第 3.4.11 条 全面辐射采暖的耗热量，可按本章第二节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并应对总耗量乘以修正

系数：低温辐射采暖，修正系数可采用 0.9～0.95；金属辐射板和煤红外线辐射采暖，可采用 0.8～0.9。 

  第 3.4.12 条 局部区域辐射采暖的耗热量，可按整个房间全面辐射采暖时所算得的耗热量，乘以该区

域面积与所在房间面积的比值和表 3.4.12 中所规定的附加系数确定。 

局部区域辐射采暖耗热量附加系数 表 3.4.12 

采暖区面积与房间总面积比 0.55  0.40 0.25 

附加系数 1.30 1.35 1.50 

  第 3.4.13 条 局部工作地点辐射采暖的供热量，应根据局部工作地点的面积和人体所需的辐射度与周

围空气温度的关系，按有 3.4.13 通过计算确定。  

周围空气温度 

（℃）  

辐射照度 

W/m2[kcal/(m2·h)]  

周围空气温度 

（℃）  

辐射照度 

W/m2[kcal(m2·h)] 

16 81(70)  -6  529（455） 

14  122(105) -8  570（490） 

12 163(140)  -10  611（525） 

10  204(175) -12 651（560） 

8 244(210) -14  692（595） 

6 285(245) -16  733（630） 

4 326(280)  -18  773（665） 

2  366(315) -20  814(700) 

0  407(350)  -22  855(735) 

-2  448(385) -24  896(770) 

-4  488(420)      

    注：露天作业时，表中数值应增加一倍。 

  第 3.4.14 条 布置全面采暖的辐射装置时，应尽量使生活地带或作业地带的辐射照度均匀，并应适当



增多外墙和大门处的数量 。 

  注：辐射装置不应布置在对热敏感的设备附近。  

 

  第五节 热风采暖与热风幕  

  第 3.5.1 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采用热风采暖： 

    一、能与机械送风系统合并时； 

    二、利用循环空气采暖经济合理时； 

    三、由于防火、防爆和卫生要求，必须采用全新风的热风采暖时。 

    注：（1）对于公共建筑和一班制的生产厂房，应对热风采暖和机械送风合并的合理性提出充分根

据。 

      （2）循环空气的采用，应符合国家现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本规范第 4.6.1 条的要

求。 

  第 3.5.2 条 位于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的生产厂房，当采用热风采暖且距外窗 2m 或 2m 以内有固定工作

地点时，宜在窗下设置散热器。 

  第 3.5.3 条 当非工作时间不设置班采暖系统时，热风采暖不宜少于两个系统（两套装置），其供热量

的确定，应根据其中一个系统（装置）损坏时，其余仍能保持工艺所需的最低室内温度，但不得低于 5℃。 

  第 3.5.4 条 设计循环空气热风采暖时，在内部隔墙和设备布置不影响气流组织的大型公共建筑和高大

厂房内，宜采用集中送风系统；其他情况，宜选用小型暖风机。 

    注： 大型暖风机不宜布置在开启频繁的外门附近。 

  第 3.5.5 条 选择暖风机或空气加热器时，散热量的安全系数，宜采用 1.2～1.3。 

  第 3.5.6 条 采用小型暖风机热风采暖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室内空气循环次数，每小时不宜小于 1.5 次； 

      注：值班采暖可不受此限。 

    二、暖风机的安装高度，当出口风速小于或等于 5m/s 时，宜采用 3～3.5m；当出口风速大于 5m/s

时，宜采用 4～5.5m； 

    三、暖风机的送风温度，宜采用 35～50℃。 

  第 3.5.7 条 利用集中送风采暖时，应使生活地带或作业地带处于回流区；生活地带或作业地带的风速，

应按本规范第 2.1.2 条执行，但最小风速不宜小于 0.15m/s；送风口的出口风速，应通过计算确定，一般

可采用 5～15m/s。 

  第 3.5.8 条 集中送风采暖系统的送风口安装高度，应根据房间高度和回流区的分布位置等因素确定，

不宜低于 3.5m，不得高于 7m。吸风口底边至地面的距离，宜采用 0.4～0.5m。集中送风的送风温度，宜采

用 30～50℃，不得高于 70℃。 

  房间高度或集中送风温度较高时，送风口处宜设置向下倾斜的导流板。 

  第 3.5.9 条 必要时，热风采暖系统应按本规范第 7.3.16 条的规定设自动控制装置。 

  第 3.5.10 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设置热风幕： 

    一、位于严寒地区的公共建筑和外门开启时间长短，当生产或使用要求不允许降低室内温度，且

又不可能设置门斗或前室，且每班的开启时间超过 40min； 

    二、不论是否位于严寒地区和外门开启时间长短，当生产或使用要求不允许降低室内温度，且又

不可能设置门斗或前室时； 

    三、位于非严寒地区的公共建筑和生产厂房，经技术经济比较设置热风幕合理时。 

  第 3.5.11 条 热风幕的送风方式、对于公共建筑、宜采用由上向下送风，生产厂房宜采用双侧送风，

外门宽度小于 3m 时，可采用单侧送风，当受条件限制不能采用侧面送风时，宜采用由上向下送风。 

    注：侧面送风时，严禁外门向内开启。 

  第 3.5.12 条 热风幕的送风温度，应根据计算确定。对于公共建筑和生产厂房的外门，不宜高于 50℃；



对于高大的外门，不应高于 70℃。 

  第 3.5.13条 热风幕条缝和孔口处的送风速度，应通过计算确定。对于公共建筑的外门，不宜大于6m/s；

对于生产厂房的外门，不宜大于 8m/s，对于高大的外门，不宜大于 25m/s。 

  第 3.5.14 条 设置热风幕的生生厂房的外门，应设便于启闭的开关装置。必要时应与热风幕的通风机

联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