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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6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5]247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 

定；4.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负荷计算及选型设计；5.太阳能集 

热系统设计与施工；6.太阳能蓄热系统设计与施工；7.太阳能 

供热采暖工程的调试与验收；8.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效益分析 

与评价。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补充了术语，调整、修 

改了原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设计、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施工、太 

阳能供热采暖工程的调试、验收与效益评估的章节编排、名称及 

技术内容；2.增加了被动式太阳能采暖的内容和“被动式太阳 

能采暖”一节；3.补充了太阳能热电联产供热采暖技术的相关 

内容；4.完善了液态工质太阳能集热系统设计流量和贮热水箱 

容积配比的计算要求；5.补充了地埋管蓄热系统的技术要求和 

新增相变材料的特性。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地址：北京北三环东路30号，邮编：100013)。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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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评价， 

使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技术先进可靠，提 

升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在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中采用太阳能供 

热采暖，以及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太阳能供热采暖设施、系 

统的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评价。

1.0.3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应纳入建筑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 

且应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统一验收、同时投入 

使用。

1.0.4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应全年综合利用，在非采暖期应根 
据需求供应生活热水、夏季制冷空调或其他用热。

1.0.5 既有建筑增设或改造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时，应进行建 

筑结构安全复核并满足其安全性要求。

1.0.6 既有建筑增设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宜进行建筑节能改造。 

1.0.7     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应进行节能、环保效益分析和评价。 

1.0.8 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及评价除应符  

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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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太阳能供热采暖 solar heating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满足建筑物冬季一定的采暖需求，或 

供给建筑物冬季采暖和全年其他用热，分为被动式太阳能采暖和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两种形式。

2.0.2     被动式太阳能采暖 passive solar heating
通过对建筑朝向和周围环境布置、建筑内外空间布局、建筑 

材料、围护结构的合理选择和处理，使建筑物本身可具有在冬季 

集取、贮存和分配太阳热能，在夏季遮蔽太阳辐射、散逸室内热 

量的功能。

2.0.3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solar heating  system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等专用设备，通过循环管路提供建筑物冬 

季采暖和全年其他用热。

2.0.4     太阳能热电联产系统 solar thermal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将太阳能转换为热能，通过热功转换过程发电并利用余热供 

热的系统。

2.0.5      短期蓄热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solar  heating  system
with  short-term heat  storage

蓄热装置可贮存数天太阳能得热量的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2.0.6      季节蓄热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solar  heating  system 
with seasonal heat storage

蓄热装置可贮存非采暖季太阳能得热量的太阳能供热采暖 

系统。

2.0.7     太阳能液体集热器 solar liquid collector
吸收太阳辐射并将产生的热能传递到液体传热工质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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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太阳能空气集热器 solar  air  collector
吸收太阳辐射并将产生的热能传递到空气传热工质的装置。 

2.0.9     太阳能集热系统 solar  collector   system

收集太阳能并将其转化为热能传递到蓄热装置的系统。 

2.0.10     直接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solar   direct  system

将太阳能集热器中被加热的工质直接供给用户的太阳能集热 

系统。

2.0.11     间接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solar  indirect  system
在太阳能集热器中加热传热工质，再通过换热器由该种传热 

工质加热水供给用户的太阳能集热系统。

2.0.12     闭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solar  closed  system

集热系统中传热工质不与大气相通的太阳能集热系统。 
2.0.13     排空系统 drain  down  system

当可能发生工质被冻结情况时，可将全部工质排空以防止冻 

害的直接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2.0.14     排回系统 drain  back  system

当可能发生工质被冻结情况时，可将全部工质排回室内贮液 

罐以防止冻害的间接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2.0.15     防冻液系统 antifreeze   system

采用防冻液作为传热工质防止冻害的太阳能集热系统。

2.0.16     循环防冻系统  freeze-proofing  system  with  circulation

通过工质循环防止冻害的太阳能集热系统。

2.0.17     太阳能集热系统效率 efficiency  of  solar  collector  sys-
tem

指定时间段内，太阳能集热系统的得热量与在系统集热器总 

面积上入射的太阳总辐照量之比。

2.0.18      太阳能集热系统耗电输热比  the  ratio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quantity  for  solar  collector  sys- 
tem

设计工况下，太阳能集热系统循环水泵或风机总功耗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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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集热系统得热量的比值。

2.0.19    太阳能保证率 solar fraction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中由太阳能供给的热量占太阳能集热系 

统设计负荷的百分率。

2.0.20     系统费效比 cost-benefit ratio of the  system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的增投资与系统在正常使用寿命期内的 

总节能量的比值，表示利用太阳能节省每千瓦小时常规能源热量 

的投资成本。

2.0.21     建筑物耗热量 heat consumption of building
在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气温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设计计算温 

度，建筑物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由室内采暖设施供给的 

热量。

2.0.22     建筑采暖设计热负荷 heating load for space heating of  
building

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设计计算温度，建 

筑物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由供热设施供给的热量。

2.0.23     太阳能集热器总面积 gross collector area
整个集热器的最大投影面积，不包括那些固定和连接传热工 

质管道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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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新建建筑应用太阳能供热采暖技术应遵循被动技术优先、 

主动系统优化的原则。

3.1.2     太阳能供热采暖设计应根据气候区特点、太阳能资源条 

件、建筑物类型、功能，以及业主要求、投资规模、安装等条件 

进行。

3.1.3     严寒和寒冷地区被动式太阳能采暖设计应以冬季保温和 

获取太阳得热为主，夏季应满足隔热遮阳要求；夏热冬冷、温和、 

夏热冬暖地区应以夏季隔热遮阳为主，冬季应满足保温要求。

3.1.4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应采取防冻和防过热措施。

3.1.5     太阳能热电联产系统设计应以发电为主，且应兼顾供热 

采暖需求。

3.2  被动式太阳能采暖

3.2.1     被动式太阳能采暖应根据当地气象条件、生活居住习惯， 

进行建筑平面总体布局、朝向、体形系数、开窗形式、采光遮 

阳、建筑热惰性、室内空间布局设计。

3.2.2    建筑朝向宜采用南北或接近南北向设计，主要房间宜避 

开冬季主导风向。

3.2.3     建筑造型宜规整紧凑，应避免过多的凹凸变化，不宜设 

置装饰性构件。

3.2.4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建筑外围护结构及室内构筑物宜选用 

集热性能高、蓄热能力大和放热能力强的深色、重质材料。

3.2.5     对具有集热蓄热功能的构筑物，当接收辐射表面不与室 

外空气直接接触时，表面涂层的吸收率应大于0.85,构筑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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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材料应选择蓄热性能好的重质材料。

3.2.6     建筑外窗宜采用内平开窗，外门窗应有良好的气密、水 

密及抗风压性能，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8级、水密性等级不应低 

于6级、抗风压性能等级不应低于9级。

3.2.7     严寒地区建筑南向外窗的遮阳措施不应降低冬季日照得 

热；寒冷地区建筑东、西、南向外窗的遮阳措施应兼顾冬季日照 

得热及夏季遮阳的要求，通过模拟计算，优化设置。

3.2.8     建筑外门窗宜设置可移动外保温遮阳装置。

3.3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3.3.1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应由太阳能集热系统、蓄热系统、 

末端供热采暖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和其他能源辅助加热或换热设  

备集合构成。

3.3.2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分类应符合表3.3.2的规定。

表3.3.2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分类

分类依据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名称

高温、热电/冷热电联产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中温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工作温度

低温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聚光型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太阳能 

集热器 非聚光型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液体工质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系统工质

空气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直接式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集热系统 

换热方式 间接式大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地面安装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集热器  

安装位置 与建筑结合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短期蓄热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系统蓄热 

能力 季节蓄热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户式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采暖用户 

数量规模 区域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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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中的其他能源辅助加热或换热设备 

及其所使用的常规能源种类，应根据当地能源特点和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选择。

3.3.4     其他能源辅助加热或换热设备的综合性能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和《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的相关规定。

3.3.5    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应设置能量计量装置，且应分别计 

量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辅助热源供热量、系统供热量、系统 

水泵和风机耗电量等能量参数。

3.3.6 太阳能热电联产系统的供热半径应由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且不宜大于4.0km。

3.3.7     太阳能热电联产系统应设置换热机房，并应通过换热器 

进行间接供热。

3.3.8  当太阳能热电联产系统的热力网采用热水为供热介质时， 

管网设计压力不应大于2.5MPa,  设计温度不应大于200℃;当  

采用蒸汽为供热介质时，管网设计压力不应大于1.6MPa,  设计  

温度不应大于350℃。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

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1652343340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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