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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20311—2006《建筑构件和建筑单元 热阻和传热系数 计算方法》,与

GB/T20311—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EPB标准”及其定义(见3.6);
———修改了符号与单位的表格(见第4章,2006年版的3.2);
———计算方法增加了详细算法(见第5章、6.5.1);
———增加输入值、输出结果、常数等表格(见第6章);
———修改了简化算法的原理(见6.4,2006年版的第4章);
———调整了简化算法章条顺序(见第6章,2006年版的第5章、第6章、第7章);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输入和方法选择 制表”(见附录A);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输入和方法选择 参考”(见附录B);
———修改了表面热阻的部分计算内容,并调整为规范性附录(见附录C,2006年版的附录A);
———修改了空气空间的热阻部分计算内容,并调整为规范性附录(见附录D,2006年版的附录B、

附录F); 
———修改了带楔形层的构件的热阻的计算,并调整为规范性附录(见附录E,2006年版的附录C);
———修改了传热系数修正的部分内容,并调整为规范性附录(见附录F,2006年版的附录D)。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6946:2017《建筑构件和建筑单元 热阻和传热系数 计算

方法》。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绝热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弘昌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省诚建检验

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华夏设计营造有限公司、浙江意诚检测有限公司、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国家玻璃纤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屈会力、吴佳富、张帅恺、洪亮、管品武、杨芬、汪雅珊、贾金红、李涛、刘亚丹、
崔军、阎慧峰、寇鹏飞、陈李萱、张文。

本文件于2006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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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筑能效评估系列国际标准又被称为“EPB系列标准”。EPB系列标准遵循着相同的规则,以保证

系列中各标准之间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公开性。

ISO6946:2017是EPB系列国际标准之一,标准化目标是通过建筑物能效评估,实现建筑物能效

评级,在系列标准中的位置见表1,标准主要目标受众是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和监管部门。

表1 ISO6946:2017(M2-5)在EPB标准组模块结构中的位置

总则 建筑 建筑系统技术

子模块 描述 描述 描述 加热 冷却 通风 加湿 除湿 热水 照明

楼宇自

动化及

控制

光伏

风能

主题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1 通用 通用 通用

2

常用术语和

定义;符号、

单位和下标

建筑能源

需求
需求 a

3 应用
没有系统的

室内条件

最大载荷

和功率

4 能量表述方式
能量表述

方式

能量表述

方式

5
建筑类别和

边界
传热系数

ISO
6946

发射和

控制

6 操作条件 对流换热
分配和

控制

7

能源服务和

能源载体的

聚合

热传导
存储和

控制

8 建筑分区 太阳热增加
生成和

控制

9 能效计算 热质
负荷调度和

运行情况

10 能效测试 能效测试 能效测试

11 检验 检验 检验

12
室内舒适度

表达
BMS

13 外部环境条件

14 经济计算

  a 阴影模块不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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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有关信息可以参考技术报告(ISO/TR52019-2)。
除了ISO6946:2017,由ISO/TC163/SC2负责的,属于EPB系列的标准还有:
———建筑物整体耗能及能效的计算规程;
———建筑物室内温度的计算规程(如:假设没有内部加热或制冷);
———部分EPB能量平衡和结构特征的指标要求;
———部分特殊建筑和特殊建筑构件或单元(如:地板、不透明的封装单元、窗户、外立面等)的能效、

热、湿热、太阳能、可视性能的计算方法。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6946:2017,提供了屋面和墙体等建筑构件和建筑单元的传热系数和热阻的

计算方法:
———为不同构造间的对比提供统一方法;
———为判定建筑构件和建筑单元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提供标准化依据;
———为计算供热或制冷建筑物所需能量提供数据支持。

Ⅲ

GB/T20311—2021/ISO6946:2017



建筑构件和建筑单元 热阻和传热系数
计算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建筑构件和建筑单元的热阻和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但是不包括门、窗、其他有玻璃

的部件、幕墙、对地传热的构件和设计用于通风的构件。
本计算方法以与应用相关的材料和制品的恰当的设计导热系数或设计热阻为基础。
本文件适用于由热均质层(可包含空气层)构成的建筑构件和单元。
本文件附录F中给出了包含金属紧固件非热均质层构件的近似计算方法,但不适用于有金属热桥

的绝热层。
注:依据ISO52000-1规定的模块化设定,引言中的表1给出了本文件在EPB系列标准中的相对位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ISO7345 绝热材料 物理量和定义(Thermalperformanceofbuildingsandbuildingcompo-
nents—Physicalquantitiesanddefinitions)

ISO10211 建筑结构中的热桥 热流和表面温度 详细算法(Thermalbridgesinbuildingcon-
struction—Heatflowsandsurfacetemperatures—Detailedcalculation)

ISO10456 建筑材料和制品 湿热性能 声称值、设计值的选定程序和设计值的表格化

(Buildingmaterialsandproducts—Hygrothermalproperties—Tabulateddesignvaluesandprocedures
fordeterminingdeclaredanddesignvalues)

ISO13789 建筑物的绝热性能 传热系数和通风系数 计算方法(Thermalperformanceof
buildings—Transmissionandventilationheattransfercoefficients—Calculationmethod)

ISO52000-1:2017 建筑能效 EPB评价体系 第1部分:总框架及程序(Energyperformanceof
buildings—OverarchingEPBassessment—Part1:Generalframeworkandprocedures)

注1:除了ISO52000-1,默认EPB引用文件由EPB模块编码确定,并在附录A(表A.1)和附录B(表B.1)中给出。

示例:EPB模块代码:M5-5或 M5-5,1(如果 M5-5被细分),或 M5-5/1(如果引用了文件 M5-5中的具体章条)。

注2:本文件未引用其他EPB文件条款,上述语句和注释是为了保持EPB系列文件的一致性。

3 术语和定义

ISO7345和ISO52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单元 buildingelement
建筑物的主要部分。
示例:墙、地板或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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