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的

若干意见》 及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 推进北方采暖

地区建筑节能工作 , 指导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

量及节能改造实施 , 制定本技术指南。

1.0.2 对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 , 在室内温度达到设

计标准的前提下 , 保证在热源端实现预定的节能目标。各地

应根据地理气候条件、经济和技术水平、工作基础等情况统

筹考虑、分步实施、科学论证 , 制定技术实施细则。

1.0.3 本导则应用时 , 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规范或规

定。还应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 积极采用先进技术 , 不断

使计量供热系统和多样化采暖方式更加完善、可靠、经济合

理。

2 节能诊断

2.1 一般规定

2.1.1 既 有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改 造 前 应 首 先 进 行 抗 震 、 结

构、防火安全评估 , 对不能保证继续安全使用 20 年的建筑 ,

不宜开展建筑节能改造 , 或者对此类建筑应同步开展安全和

节能改造。

2.1.2 既 有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改 造 前 应 进 行 节 能 诊 断 , 了 解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采暖系统能耗及运行控制情况、室内

热环境状况等 , 通过设计验算和全年能耗分析 , 对拟改造建

筑的能耗状况及节能潜力做出评价并出具报告 , 作为节能改

造的依据。

2.1.3 节能诊断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围护结构及供热采暖系统现状调查 ;

2.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及 供 热 采 暖 系 统 节 能 性 能 的 测 试

和诊断 ;

3. 节能改造技术经济性评估 ;

2.1.4 节能诊断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

评估机构进行。

2.1.5 节 能 诊 断 方 法 可 参 照 国 家 行 业 标 准 《居 住 建 筑 节

能检验标准》 中的有关规定。

2.2 围护结构节能诊断

2.2.1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诊断应具备以下资料 :

1. 建筑设计施工图、计算书和竣工图 ;

2. 建筑装修改造、历年修缮资料 ;

3. 城市建设规划和市容要求 ;

4. 其他相关资料。

2.2.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测试与诊断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建筑围护结构主体部位的传热系数 ;

2.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缺陷 ;

3. 建筑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 ;

2.2.3 围 护 结 构 节 能 改 造 技 术 经 济 性 评 估 应 包 括 以 下 内

容 :

1. 节 能 改 造 前 的 建 筑 耗 热 量 指 标 、 节 能 潜 力 和 改 造 后

的建筑耗热量指标 ;

2. 围 护 结 构 节 能 改 造 的 技 术 方 案 和 措 施 , 以 及 相 应 的

材料和产品 ;

3.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资金投入和资金回收期 ;

2.3 供热采暖系统节能诊断

2.3.1 供热采暖系统节能诊断应具备以下资料 :

1. 供热采暖系统设计施工图、计算书和竣工图 ;

2. 供热采暖系统运行记录及年耗煤量、耗电量 ;

3. 其他相关资料。

2.3.2 供 热 采 暖 系 统 性 能 的 测 试 与 诊 断 应 包 括 以 下 内

容 :

1. 热源运行效率 ;

2. 循环水泵耗电输热比 ;

3. 建筑物室内平均温度 ;

4. 室外管网水力平衡度 ;

5. 供热系统补水率 ;

6.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 ;

2.3.3 供热采暖系统节能改造技术经济性评估应包括以

下内容 :

1. 节能改造前后系统的能耗分析、节能潜力和效果 ;

2. 供 热 采 暖 系 统 节 能 改 造 的 技 术 方 案 和 措 施 , 以 及 相

应的材料和产品 ;

3. 供热采暖系统节能改造的资金投入和资金回收期 ;

3 节能改造基本原则

3.0.1 在建筑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时 , 必须同步进行

供热计量改造。对围护结构符合国家建筑节能标准的 , 应进

行供热系统计量改造。

3.0.2 节能改造应在节能诊断基础上 , 因地制宜的选择

投资成本低、节能效果明显的方案。

在保证室内温度达到设计要求的前提下 , 改造后热源端

的节能效果应不低于 20%。

3.0.3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必须确保建筑物的抗震 、

结构安全、防火和主要使用功能。当涉及主体和承重结构改

动或增加荷载、防火安全时 , 必须由原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计单位对既有建筑安全性进行核验、确认。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

及节能改造技术导则(试行)

◎ 政 策 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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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围 护 结 构 改 造 实 施 方 案 应 根 据 节 能 诊 断 结 果 确

定 , 如不具备实施全面改造条件 , 应优先对围护结构的薄弱

环节实施改造 , 例如优先更换节能窗户。

3.0.5 对室温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建筑或不具备调节控制

功能的供热采暖系统均应予以改造。节能改造后 , 建筑室温

应达到设计要求 , 供热采暖系统应同时具有室温调节和热量

计量的基本功能。

4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时应考虑供暖系统的节能

改 造 。 围 护 结 构 改 造 先 进 行 时 , 应 为 供 暖 系 统 改 造 预 留 条

件。

4.1.2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的重点可根据建筑所处的

气候区、结构体系、围护结构构造类型的不同有所侧重。改

造前应首先对外墙平均传热系数、保温材料的厚度 , 以及相

关的构造措施和节点做法等进行分析和评价 , 确定围护结构

节能改造的重点部位和重点内容。

4.1.3 改造后房间外窗的传热系数在严寒地区不应大于

2.6 W/( m2·K) , 在寒冷地区不应大于 3.2 W/( m2·K) ; 阳台窗

的传热系数在严寒地区不应大于 2.8 W/( m2·K) , 在寒冷地区

不应大于 3.4 W/( m2·K) 。

4.1.4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墙节能改造时 , 应优先采用外

墙外保温方式。其主断面的平均传热阻或传热系数值作为外

围护热工设计的代表值。外墙或屋顶改造后的平均传热系数

应达到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要求。

4.2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4.2.1 节 能 改 造 工 程 应 优 先 选 用 对 居 民 干 扰 小 、 工 期

短、对环境影响小、安装工艺便捷的围护结构改造技术 ; 尽

量减少或避免湿作业施工。未通过省部级以上技术鉴定的节

能技术不得在节能改造工程中使用。

4.2.2 围护结构保温性能的节能改造 , 应首先考虑门窗

节能改造 , 提高门窗的热工性能和气密性 , 鼓励业主以参与

投资的方式更换原有品质差的门窗。

4.2.3 外窗改造设计可根据既有建筑具体情况确定 , 需

要综合考虑安全、隔声、通风和节能等性能要求。

1. 在原有单玻窗外 ( 或内) 加建一层 , 确定合理间距 ,

并能满足对窗户的热工性能指标 , 避免层间结露 ;

2. 统一更 换 为 满 足 外 窗 热 工 性 能 指 标 的 新 窗 。 窗 框 与

墙 之 间 应 有 合 理 的 保 温 密 封 构 造 设 计 , 以 减 少 该 部 位 的 开

裂、结露和空气渗透。

4.2.4 实施外墙外保温改造工程之前 , 首先应对墙体外

饰面的脱落情况、保温层的起鼓损情况以及基墙的风化程度

进行评估 , 合理选择成熟度高、耐久性长、投资成本低的方

案。处理原有墙体面层和保温层时 , 应考虑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

4.2.5 对外墙、屋面、外窗进行节能改造时 , 应对原结

构进行复核、验算 ; 当结构安全不能满足节 能改造要求时 ,

应采取加固措施。

4.2.6 对于不宜全面采用外墙外保温做法的建筑 , 如文

物 建 筑 或 其 他 有 历 史 价 值 的 建 筑 , 应 优 先 改 造 其 屋 顶 和 山

墙。对此类建筑的外墙其他部位进行内保温改造时 , 宜与供

暖系统一同改造。

4.2.7 采用内保温技术时 , 对混凝土梁、柱等热桥部位

应 进 行 保 温 设 计 计 算 , 保 证 整 体 保 温 效 果 并 避 免 内 表 面 结

露 , 施工前应有内保温设计施工图、具体的技术措施和施工

方案。

4.2.8 外墙外保温的热工设计主要包括保温和防结露性

能的设计。对易产生结露的部位 , 应 加强局部的保温性能。

为防止保温材料与外墙外表面粘结间隙处的水汽凝结与流窜

现象对保温层的破坏作用 , 宜在保温构造中设置排除湿气的

孔槽。

4.2.9 外墙外保温的热工设计时宜采用轻质高效的保温

材料 , 安装时保温材料重量含水率不得大于 10%。可采用阻

燃型容重大于 16 kg/m3 发泡聚苯乙烯、挤塑聚苯乙烯、聚氨

酯或其它无机高效保温材料。

4.2.10 严寒地区外门应设置门斗等避风设施 , 寒冷 地

区外门宜设门斗或应采取其它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

4.2.11 屋顶保温改造 , 根据既有建筑屋面防水的情 况

选 择 直 接 做 倒 置 式 保 温 屋 面 或 翻 修 防 水 层 后 做 倒 置 保 温 屋

面。将平屋顶改成坡屋顶时 , 可在屋顶吊顶内铺放吸水率小

的轻质保温材料。为防止平改坡后吊顶内结露 , 宜在坡屋面

上加铺保温。

4.2.12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工程设计文件应符合以下 规

定:

1. 外 保 温 系 统 设 计 应 包 覆 门 窗 框 外 侧 洞 口 、 女 儿 墙 、

封闭阳台栏板及外挑出部分等热桥部位。

2. 如采用预 制 外 保 温 系 统 , 须 提 供 立 面 规 格 分 块 及 安

装设计构造详图。

3. 保温工程 的 密 封 和 防 水 构 造 设 计 应 确 保 水 不 会 渗 入

保温层及基层 , 重要部位应有详图。

5 供热采暖系统节能改造

5.1 一般规定

5.1.1 供热采暖系统节能改造应综合考虑热源 ( 或热力

站) 、室外管网及室内系统的节能潜力 , 实现供热采暖系统

整体节能。

5.1.2 供热采暖系统的节能改造应与热计量改造同步进

行。

5.1.3 供热采暖系统的节能改造应优先实行水力平衡、

气候补偿和变流量调节技术。

5.1.4 室内采暖系统改造应采用合理可行、投资经济、

简单易行的技术方案。特别注意应根据既有室内采暖系统现

状选择改造后的室内采暖系统形式 , 改造应尽量减少对居民

生活的干扰。

5.2 热源、热力站节能改造

5.2.1 热 源 的 节 能 改 造 方 案 应 技 术 上 合 理 , 经 济 上 可

行 , 符合下述基本要求 :

1. 更换锅炉 时 , 应 选 用 高 效 率 节 能 锅 炉 , 并 应 按 系 统

实际负荷需求和运行负荷规律 , 合理 配备锅炉容量和数量 ,

如 选 用 燃 气 ( 油) 锅 炉 , 其 燃 烧 器 宜 具 备 自 动 比 例 调 节 功

能 , 并同时具有调节燃气量和燃烧空气量的功能。

2. 燃气锅炉改造时应考虑设置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5.2.2 对锅炉房或热力站进行节能改造时 , 应根据供热

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 , 对原循环水泵进行校核计算 , 确定是

否需要更换水泵 , 以满足建筑物热力入口资用压头和系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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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特性的要求。

5.2.3 锅炉房和热力站需增设或完善必要的调节手段 ,

所采用的调节手段应与改造后的室内采暖系统形式相适应。

1. 锅炉房 和 热 力 站 应 增 设 水 泵 变 频 装 置 , 以 满 足 供 热

系统变流量需求。

2. 热力站和燃气锅炉房直供系统应安装气候补偿装置 ,

使供热量根据热负荷的变化自动调节匹配。

5.2.4 锅炉房和热交换站需增设或完善必要的水处理装

置 ( 软化与除氧) , 保证系统水质满足 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

锅炉水质标准》 的要求控制系统水质和系统补水水质 , 系统

水溶解氧≤0.1mg/L。

5.2.5 改 造 后 的 系 统 应 严 格 冲 洗 和 过 滤 , 水 质 应 达 到

《工业锅炉水质》 ( GB 1576) 的规定。

5.2.6 供热系统停运时 , 锅炉、热网及室内系统 , 应满

水湿保养。

5.3 室外管网节能改造

5.3.1 室外供热管网改造前 , 应对管道及其保温质量进

行检查和检修 , 及时更换损坏的管道阀门及部件。

5.3.3 室外管网应进行严格的水力平衡计算 , 各并联环

路之间的压力损失差值不应大于 15%。当室外管网的水力平

衡计算达不到上述要求时 , 应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静态

水力平衡阀。

5.3.4 水力平衡阀的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热力站 出 口 总 管 上 , 不 应 串 联 设 置 自 力 式 流 量 控 制

阀 ; 当有多个分环路时 , 各分环路总管上应根据水力平衡的

要求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

2. 定流量 水 系 统 的 各 热 力 入 口 应 根 据 系 统 平 衡 及 调 节

的要求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或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3. 变流量 水 系 统 的 各 热 力 入 口 应 根 据 系 统 平 衡 及 调 节

的要求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或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4. 水力平 衡 阀 的 安 装 位 置 , 应 保 证 阀 门 前 后 有 足 够 的

直管段 , 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 直管段长度应为阀门上游

5 倍管径、下游 2 倍管径。

5. 水力平 衡 阀 的 测 量 孔 和 手 轮 不 得 被 破 坏 或 遮 挡 , 应

能够正常测量流量或压差 , 并能够正常调节流量。

5.3.5 水力平衡阀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水力平 衡 阀 的 规 格 应 按 热 媒 设 计 流 量 、 工 作 压 力 及

阀门允许压降等参数经计算确定。

2. 水力平 衡 阀 应 具 备 产 品 合 格 证 、 使 用 说 明 书 和 技 术

监督部门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 ; 调节特性等指标应满足产品

标准的要求。

3. 水力平 衡 阀 两 端 的 压 差 范 围 应 符 合 阀 门 产 品 标 准 的

要求。

5.3.5 水力平衡阀安装完成后均应进行调试 , 保证阀门

设置状态达到设计要求。

5.3.6 既有采暖系统与新建外管网连接时 , 宜采用热交

换站的间接连结方式 ; 若直接连接时 , 应对新、旧系统的水

力工况进行平衡校核 , 当热力入口资用压差不能满足既有采

暖系统时 , 应采取提高管网循环泵扬程或增设局部加压泵等

补偿措施 , 以满足室内系统资用压差的需要。

5.4 室内采暖系统节能改造

5.4.1 为实现热用户行为节能 , 散热器采暖系统每组散

热器均应安装恒温阀 ;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中 , 应在

户 内 系 统 入 口 处 设 置 自 动 控 温 的 调 节 阀 , 实 现 分 户 集 中 温

控 , 其户内分集水器上每支环路上应安装手动流量调节阀。

5.4.2 室内采暖系统改造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

1. 原垂直或 水 平 单 管 系 统 , 应 在 每 组 散 热 器 供 回 水 管

之间加设跨越管。

2. 原单双管系统应改造为垂直双管系统。

3. 原垂直或水平双管系统应维持原系统。

5.4.3 恒温阀在选择、安装和使用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垂直单管加跨越管系统可采用低阻力两通型恒温阀 ,

也可采用三通型恒温阀 ; 垂直双管系统宜采用有预设阻力功

能的恒温阀以消除垂直失调。

2. 恒温阀的 型 号 、 规 格 、 水 流 方 向 等 技 术 参 数 以 及 安

装位置 , 应符合设计和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

3. 恒温阀产 品 和 安 装 方 法 应 符 合 《散 热 器 恒 温 阀 控 制

阀》 ( JG/T195- 2007) 行业标准 , 并应具备产品合格证、使

用说明书和和技术监督部门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 ; 其调节特

性曲线应满足产品标准的要求 ;

4. 恒温阀的 温 包 和 阀 头 应 能 够 正 常 感 应 室 温 和 便 于 调

节 , 不得被破坏或遮挡 , 温包内置式恒温阀应水平安装 , 暗

装式散热器应选择温包外置式恒温阀 ;

5. 改造工程 验 收 之 前 , 散 热 器 恒 温 阀 应 按 照 设 计 要 求

完成阻力预设定和温度限定工作 ;

6. 系统处于 设 计 工 况 下 的 正 常 流 量 时 , 恒 温 阀 不 应 产

生噪音 , 不应因阻塞而导致水流不畅通 ;

7. 恒温阀应 具 有 带 水 带 压 清 堵 或 更 换 阀 芯 的 功 能 , 运

行管理人员应掌握专用工具的操作方法。

5.4.4 散热器选择、安装和使用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既有散热 器 如 能 够 正 常 工 作 且 不 影 响 计 量 仪 表 和 恒

温阀正常运行时 , 应予以保留 ; 必 须对散热器进行更换时 ,

整栋建筑散热器的形式应保持一致 ;

2. 钢制和铝制散热器不应在同一供热采暖系统中应用 ;

3. 散热器不宜设置散热器罩。

5.4.5 室内采暖系统节能改造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应进行必 要 的 热 力 复 核 计 算 : 验 算 系 统 改 造 后 原 有

散热器的散热量是否满足要求 ; 改造为垂直单管加跨越管系

统时还应验算散热器进流系数不应小于 30%, 以确定合理的

跨越管管径 ;

2. 应 进 行 必 要 的 水 力 计 算 和 水 压 图 分 析 , 给 出 准 确

的 室 内 系 统 总 阻 力 值 , 为 整 个 管 网 系 统 水 力 平 衡 分 析 提

供 依 据 。

5.4.6 实施改造前应对原供热系统的管道、阀门和散热

器等进行清洗 , 以保证恒温阀和热量表安装前应保证系统内

无焊渣、锈皮及沙粒等杂物。

6 供热采暖系统计量改造

6.1 一般规定

6.1.1 既 有 居 住 建 筑 应 因 地 制 宜 , 合 理 确 定 热 计 量 方

式。

6.1.2 室内采暖系统改造应以温控和热计量为手段、实

现建筑节能为目的。

6.1.3 改造后的室内采暖系统既要满足室温可调和分户

计量的要求 , 又要满足运行和管理控制的要求。

6.1.4 用 于 热 量 分 摊 的 计 量 装 置 应 当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 政 策 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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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6.1.5 热量表产品质量应符合现行 《热量表》 ( CJ128-

2007) 标准。应取得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或 《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6.1.6 用作热费决算的热量表准确度应高于 3 级 , 宜具

备热计量数据的远传功能及存储 180 天以上日供热量的存储

性能 , 接电方式宜采用市电供电方式 ( 外接电源方式) 。

6.1.7 热量表的选型按照设计流量作为额定流量选取。

6.1.8 热量表的流量计宜安装在回水管上。

6.1.9 热量表前后的直管段应满足设计安装要求 , 以保

证热量表正常工作。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 热计量表上

游侧直管段长度应为 5 倍管径以上、下游侧直管段长度应为

2 倍管径以上。

6.2 锅炉房、热力站热计量改造

6.2.1 锅 炉 房 和 热 力 站 应 在 热 力 出 口 安 装 热 量 计 量 装

置。

6.2.2 热力站的热量计量装置宜安装在一次水侧总回水

管上。

6.2.3 锅炉房或热力站的燃料消耗量、补水量、耗电量

应计量监测。

6.2.4 锅炉房或热力站的动力用电、水泵用电和照明用

电等宜分项计量。

6.3 建筑物热力入口热计量改造

6.3.1 建筑物的热力入口应设置热量表 , 当建筑用途相

同、建筑类型相同、围护结构相同、建筑物内热量分摊方式

一致的若干栋建筑 , 可设置一块热量表。

6.3.2 热量表积分仪不宜安装在地下管沟之中。安装在

管沟中的热量表宜加装保护箱保护热量表的积分仪 , 保护箱

的防护等级应满足热量表的性能要求。

6.4 户间分摊方法

6.4.1 以同一块热量表进行热费决算的建筑物应采用相

同的户间热量分摊方法 , 所采用的热量分摊仪表的类型应相

同。

6.4.2 户间热量分摊方法应根据技术经济分析及改造后

的室内采暖系统形式来确定 , 可采用以下方法 :

1. 热量分配表分摊法

系统组成及分摊原理 :

该分摊系统由各个热用户的散热器热量分配表以及建筑

物热力入口设置的楼栋热量表或热力站设置的热量表组成。

通过修正后的各热量分配表的测试数据 , 测算出各个热

用户的用热比例 , 按此比例对楼栋或热力站热量表测量出的

建筑物总供热量进行户间热量分摊。修正因素包括散热器的

类型、散热量、连接方式等。

特点及适用范围 :

按照基本的工作原理 , 散热器热量分配表分为蒸发式热

量分配表与电子式热量分配表两种基本类型。

蒸发式热量分配表初投资较低 , 但需要入户读表。电子

式热量分配表初投资相对较高 , 但该表具有入户读表与遥控

读表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电子式热量分配表有传感式和一体

式两种 , 若散热器被遮蔽 , 可选择安装传感式热量分配表。

安装散热器热量分配表时 , 不需要对既有室内采暖系统

进行改造。

热量分配表分摊法适用于以散热器为散热设备的室内采

暖系统。

2. 户用热量表分摊法

系统组成及分摊原理 :

该分摊系统由各户用热量表以及建筑物热力入口或热力

站设置的热量表组成。

户用热量表测量出的每户供热量可以作为计量热费结算

依据 , 也可以通过户用热量表测量出的每户供热量 , 测算出

各个热用户的用热比例 , 按此比例对楼栋或热力站热量表测

量出的建筑物总供热量进行户间热量分摊。

特点及适用范围 :

根据热量表的流量计的测量方式不同 , 热量表的主要类

型有机械式热量表、电磁式热量表、超声波式热量表。

机械式热量表的初投资相对较低 , 但热量表的流量计对

水质有一定要求 , 以防止流量计的转动部件被阻塞 , 影响仪

表的正常工作。

电磁式热量表的初投资相对机械式热量表要高 , 但仪表

的流量计比机械式的精度要高、压损小。电磁式热量表的流

量计工作需要外部电源 , 而且必须水平安装 , 还需较长的直

管段 , 这使得仪表的安装、拆卸和维护较为不便。

超声波热量表的初投资相对较高 , 仪表的流量计具有精

度 高 、 压 损 小 、 不 易 堵 塞 等 特 点 , 但 流 量 计 的 管 壁 锈 蚀 程

度、水中杂质含量、管道振动等因素将影响流量计的精度。

户用热量表分摊法适用于分户独立式室内采暖系统及地

面辐射供暖系统。

6.4.3 热量分配表分摊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热量分配 表 的 产 品 和 安 装 方 法 应 符 合 《电 子 式 热 分

配表》 ( CJ/T260- 2007) 和 《蒸发式热分配表》 ( CJ/T271-

2007) 产品标准。

2. 采用蒸发 式 热 量 分 配 表 或 单 传 感 器 电 子 式 热 量 分 配

表时 , 散热器平均热媒设计温度不应低于 50℃; 采用传感器

电 子 式 热 量 分 配 表 时 散 热 器 平 均 热 媒 设 计 温 度 不 应 低 于

35℃; 采用蒸发式热量分配表时 , 不同的采暖季节应使用不

同的蒸发液体颜色。

3. 热量分配 表 的 使 用 和 保 护 , 应 与 用 户 说 明 , 入 户 读

表时应尽量减少对用户的干扰。

6.4.4 户用热量表分摊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户用热量 表 可 作 为 供 热 计 量 决 算 依 据 , 也 可 以 作 为

建筑物内热量分摊的依据 , 热量表的测量结果要求具备较好

的一致性。

2. 户用热量表前应安装过滤器。

7 节能改造效果检测与评估

7.0.1 节能改造完成后 , 应对改造工程的节能效果进行

检测与评估。

7.0.2 检测与评估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资质

的检测机构检测 , 并出具报告。

7.0.3 检测与评估内容包括 :

1. 改造后供热能耗测试及与改造前能耗的对比分析

2. 建筑物平均室温测试与分析

3. 单项改造措施效果测试与分析

4. 改造投资与技术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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