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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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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45/T 2849《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合理用能指南》的第1部分。DB45/T 2849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高等学校； 

—— 第 2部分：医院。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译萩、陈中悦、谭克意、杨远福、沈环宇、熊陈武、冯斐、潘攀、何剑、

韦建华、王玉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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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高等学校、医院不断新建、扩建，引进更多先进的设备等，能耗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高等

学校、医院成为了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DB45/T 2849《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合理用能指南》旨在

通过以标准为抓手，规范用能管理，并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手段，从而降低公共机构重点

用能单位能耗，推动节能减排工作落实，为高等学校、医院合理用能、节能工作提供指导意见。

DB45/T 2849由两个部分组成。 

—— 第 1部分：高等学校。目的在于为高等学校提供节能运行、能耗监测与管理、可再生能源系

统、能源计量器具要求的指导。 

—— 第 2部分：医院。目的在于为医院提供节能运行、能耗监测与管理、可再生能源系统、能源

计量器具要求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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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合理用能指南   

第 1 部分：高等学校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高等学校合理用能的工作机制和行为准则，提供了节能运行、

能耗监测与管理、可再生能源系统、能源计量器具要求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开展合理用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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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715  信息技术设备用不间断电源通用规范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981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 19210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4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5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5127.1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1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

（冷水）机组 

GB/T 25127.2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2部分：户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冷水）

机组 

GB/T 25857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 

GB/T 29149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 30531  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721  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1342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技术导则 

GB/T 32019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36674  公共机构能耗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GB/T 37779  数据中心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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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8692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GB 40876  商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40879  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YD/T 2387  网络安全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DB45/T 2360  公共机构能耗定额 

DBJ/T45 095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T45 09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s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来源：GB/T 29149—2012，3.1] 

3.2  

重点用能单位  key energy users  

年能源消费量达500
 
吨标准煤以上的公共机构。 

3.3  

合理用能  use energy feasibly  

在满足基本运行保障和工作生活需求前提下，通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

的手段，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制止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4 工作机制和行为准则 

4.1 工作机制 

4.1.1 成立节能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设置能源管理人员岗位，负责人由单

位主要领导担任，聘任能够满足节能工作需要的能源管理人员。 

4.1.2 按照 GB/T 23331、GB/T 32019的规定建立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体系。 

4.1.3 制定并实施科学、系统的节能管理制度，用电、用热、用水、用气等管理办法，节能培训等规

章制度。 

4.1.4 结合用能特点和用能状况，制定年度节能目标，有针对性地采取节能管理或节能改造措施，实

现年度节能目标。 

4.1.5 健全用能系统操作规范和节能运行制度，加强用能系统和设备的运行调节、维护保养与巡视检

查；建立健全用能设备、设施台账和用能系统运行记录管理档案。 

4.1.6 建立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能源管理负责人负责组织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填报工作，并每年向

相关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宜包括能源消费情况、

能源利用效率、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节能效益分析、节能管理和节能措施等内容。 

4.1.7 实施用能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指标分解落实，并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4.1.8 建立公务用车能耗配备管理制度，实行单台车能耗核算，建立健全统计台账。 

4.1.9 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产品，淘汰高耗能变压器、电动机等设施设备，更新改造老化线路、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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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 

4.1.10 提倡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应用。策划、实施可行的用能管理方式，保证可再生能源系统运行，

达到持续改进能源绩效的目的。 

4.2 行为准则 

4.2.1 在实验、教学、科研、住宿、用餐及生活等方面采取节能措施，开展节能宣传及培训，采取信

息网络化办公教学，提倡绿色出行，控制会议规模及数量，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3 层及以下不宜乘

坐电梯。 

4.2.2 楼栋管理员或物业管理单位宜掌握用能设备管理、使用的相关规定，配合教学管理部门提高教

学科研楼的使用率,根据使用人数或使用区域调整空调及照明灯具等开启时间和数量，采取有效措施监

控教学科研用能设备使用状况。 

4.2.3 后勤维护部门宜加强对建筑本体及机电设备运行的维护保养工作，依据校园建筑使用特点、用

能人数、室外气象条件等因素，调整机电设备运行策略，确保变配电、中央空调、照明、水泵等重点

用能设备高效运行；加强水管网和电力线路的巡查和维护；定期参加与节能管理相关的培训。 

5 节能运行 

5.1 变配电系统 

5.1.1 节能设备及技术 

5.1.1.1 选择符合 GB 20052的要求的变压器，选择符合 GB 18613的要求的电动机，宜使用 2级能效

及以上的设备。 

5.1.1.2 变压器负载率宜在 30％～80％之间，当变压器平均负载率长期低于 30％，且以后不再增加

用电负荷时，宜对变压器进行改造。 

5.1.1.3 变压器宜采取无功补偿措施提高功率因数。 

5.1.1.4 在确保消防负荷、重要负荷用电的前提下，调整负载供电模式，季节性负荷变压器在过渡季

节退出运行。 

5.1.1.5 监测负荷三相是否平衡或基本平衡，三相负荷不平衡度不低于 15％；如出现三相严重不平

衡时，对末端配电系统进行相序平衡调整。 

5.1.1.6 对于负荷波动变化较大的设备采用变速、变频装置，或台数控制。 

5.1.1.7 宜增加对谐波的监测手段，当谐波超过 GB 17625.1 规定的上限值时，设置抑制谐波的设备。 

5.1.1.8 宜对所有楼栋加装三相智能电表。 

5.1.2 节能管理 

保持变压器设置场所自然通风，宜采用自然风冷方式降温。 

5.2 空调与通风系统 

5.2.1 节能设备及技术 

5.2.1.1 采用分体空调的工作区域，80％以上空调宜使用能效等级为 2级及以上的空调机。 

5.2.1.2 采用中央空调系统的，机组性能系数符合节能标准要求，能效等级为 2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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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选择性能符合 GB 19576要求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性能符合 GB 21455要求的房间空气调节

器、性能符合 GB 19577要求的冷水机组，采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时的性能符合 GB 21454 的要

求，能效等级为 3级及以上。 

5.2.1.4 分体空调宜采用远程监控系统，定时控制空调供电断电。 

5.2.1.5 中央空调系统宜采用机房群控系统控制。有条件的宜设置高效机房。 

5.2.1.6 中央空调冷水机组宜采用变频机组和磁悬浮机组。 

5.2.1.7 采用中央空调系统的建筑，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5.2.1.8 空调风、水系统及通风系统宜采用变流量、温湿度独立控制。 

5.2.1.9 冷却塔风机变频运行时，宜采用冷却塔风机联合变频技术。 

5.2.1.10 对公共教室空调宜设置专线供电，并加装控制器或智能插座控制使用。 

5.2.1.11 经济技术合理的条件下，宜采用热回收措施，利用中央空调冷凝热回收制取生活热水。 

5.2.2 节能管理 

5.2.2.1 按照 GB/T 17981 的规定，结合用能特点，制定空调系统经济节能运行操作手册及优化运行

措施和实施方案。 

5.2.2.2 根据空调负荷需求，对冷水机组、水泵、冷却塔进行台数优化控制及调节，确保系统能效比

最优。 

5.2.2.3 根据各区域特点进行空调系统分区运行。 

5.2.2.4 冷却塔周围无遮挡，保持良好的散热环境。在布水均匀的前提下，多台冷却塔并联运行时，

利用冷却塔换热面积，使冷却水温度尽量降低。 

5.2.2.5 按需调控空调，可提前 30
 
min关闭制冷机组。 

5.2.2.6 夏季空调供冷设定室温不低于 26
 
℃，宜设置为 27

 
℃～28

 
℃，并根据使用区域情况配合风

扇联动使用；冬季供热设定室温不高于 20
 
℃。 

5.2.2.7 教室使用结束后，教室管理员宜及时关闭空调。 

5.2.2.8 按照 GB 19210的规定制定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计划，定期对空调设备、风管进行清洗维护。 

5.3 照明系统 

5.3.1 节能设备及技术 

5.3.1.1 宜采用节能灯具，教室、阅览室等室内阅读场所宜采用符合国家健康要求的灯具，实现智能

控制。 

5.3.1.2 公共走道等区域采用声、光感应、雷达感应照明，校内道路、公共球场、花园等灯具宜采用

太阳能、风光互补等可再生能源灯具。 

5.3.2 节能管理 

5.3.2.1 定期检查照明设备，监测灯具照度，低效或达到使用年限及时更换，及时更新维修损坏设备。 

5.3.2.2 采用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自然采光措施。 

5.3.2.3 采用集中控制系统对实验室、教室、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礼堂、体育馆、食堂和办公

区域等进行不同使用模式的分时、分区控制。 

5.3.2.4 寒暑假期间，图书馆、食堂等人流量较少时，开启部分照明。 

5.3.2.5 对教学楼照明进行开关线路分组，加装时控和光控设备。 

5.3.2.6 教室使用结束后，教室管理员宜及时关灯。 

5.3.2.7 根据天气季节变化调整光控感应装置，按实际情况开启道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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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8 宜根据日落时间，调整运动场所开灯时间。 

5.3.2.9 地下室照明在保证正常照明的情况下，采取调光控制、适当减少灯具的数量或在部分区域使

用功率小的照明灯具。 

5.3.2.10 除处于检修维护等特殊情况外，宜关闭照明设施。 

5.3.2.11 宜按照区域景观照明开启要求设置景观照明开启模式。 

5.3.2.12 自习室照明灯具宜安装反光罩，使灯具的光集中投射到指定部位。 

5.4 电梯系统 

5.4.1 节能设备及技术 

5.4.1.1 调配电梯的使用，制定电梯运行策略。 

5.4.1.2 电梯宜采取变频、群控或电能回馈装置等节能措施。 

5.4.2 节能管理 

5.4.2.1 电梯使用非高峰时段宜减少运转台数，10 层以上建筑多台电梯宜按高低分区运行或分组间

隔层次运行。 

5.4.2.2 宜实行智能化控制，电梯运行实现群控，根据人流量及高峰、低谷时段，实行 24
 
h 动态管

理，制定运行控制方式。 

5.4.2.3 各楼栋在保留残疾人专用电梯的前提下，宜设置 2～3楼不停靠。 

5.4.2.4 电梯待机停靠时宜关闭轿厢内的空调和照明。 

5.4.2.5 选择设备调节电梯内温度，宜安装风扇，减少空调的使用。 

5.5 信息机房 

5.5.1 节能设备及技术 

5.5.1.1 安装总计量电表和 IT 设备计量电表，宜安装空调设备计量电表，实现用电分项计量，信息

机房 IT关键设备宜选用经国家节能认证机构认证的产品。 

5.5.1.2 信息机房空调设备制冷量宜与信息机房所需制冷量匹配，机房内温湿度宜满足不同等级电子

信息系统机房的技术要求。 

5.5.1.3 信息机房的空调系统宜独立控制，在过渡季及冬季，宜采用自然冷源或热管空调技术进行供

冷。 

5.5.1.4 采用下送风、上回风的送风方式，对于热密度较高的机房设备宜采用冷热隔离措施。 

5.5.1.5 机柜采用密闭冷通道通过消除热回风再循环系统。 

5.5.1.6 宜采用虚拟存储技术。 

5.5.1.7 不间断电源的技术配额按 GB/T 14715的规定执行。 

5.5.1.8 宜选购控制终端带有分项计量功能的集成式机柜。 

5.5.1.9 选择性能符合 GB 40879要求的信息机房。 

5.5.2 节能管理 

5.5.2.1 关闭不常用的服务或应用程序，停止不必要的升级等操作。 

5.5.2.2 其他节能管理措施宜按 GB/T 37779的规定执行。 

 

 



DB45/T 2849.1—2024 

6 

5.6 给排水系统 

5.6.1 节能设备及技术 

5.6.1.1 公共区域卫生间宜选择使用感应水龙头、节水型水嘴、自闭阀、红外感应冲水阀、脚踏便池

等，在部分卫生间使用免冲水小便斗。 

5.6.1.2 教学楼、行政楼、实训实验楼、学生公寓、教职工宿舍等宜采用中水回收利用技术。 

5.6.1.3 给水系统宜采用变频给水设备或无负压供水方式，采用控制超压出流设备。 

5.6.1.4 给排水系统宜选用节能型给排水管材与管件。 

5.6.1.5 热水加热热源宜采用余热、冷凝热、可再生能源加热或热泵，减少电热水器及电锅炉的使用。 

5.6.1.6 设置热水供应时间，洗浴热水淋浴器宜采用 APP等智能控制系统。 

5.6.1.7 热水供应系统宜有回水功能，保证使用热水时即开即热。 

5.6.2 节能管理 

5.6.2.1 定期巡检基础设施，对于损坏、漏水的节水设备及时更换。 

5.6.2.2 游泳池排放的废水宜用于绿化浇灌或清洗车辆。 

5.6.2.3 宜建立污水处理系统，污水集中按照 GB 8978的规定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5.6.2.4 定期检查、探测给排水管网完好情况，及时维修漏水管道、管件、阀门等设施，必要时进行

管网改造。 

5.6.2.5 宜建设中水回收利用设施，生活污水等按照 GB/T 18920 的规定处理达标后，用做人工湖景

观水和绿化喷淋水。 

5.6.2.6 宜在雨水收集池加装加压泵与管道系统用作绿化浇灌，浇灌方式宜为喷灌和滴灌。 

5.6.2.7 宜在绿地内设置下沉式绿地，对雨水进行蓄存和净化处理，用来绿化浇灌。 

5.6.2.8 校园内人行道宜铺设仿石材透水砖，汽车道、停车场、运动场等宜铺设透水混凝土和透水沥

青，设置蓄存、净化处理模块进一步用于回用。 

5.6.2.9 校园内水景采用人工湿地系统对校园污水进行生物滞留处理。 

5.6.2.10 公共浴室宜采用计时、计流量等管理手段。 

5.6.2.11 宜安装入水软化系统，定期清洗集热面及管道中的结垢等。 

5.6.2.12 宜根据季节、热水使用量（人数）调节水箱水位和水温。 

5.7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5.7.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具备信息采集处理、设备控制、工况监测、数据通讯、协议开放（与其它

系统进行数据信息交换)、安全保障管理、故障报警及提供故障处理方法建议等功能。 

5.7.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和自动、远程、手动运行控制模式，且运行策略可调。 

5.7.3 定期检测或校验控制系统传感器和执行器的运行状态，使传感器和执行器处于有效工作状态。 

5.7.4 对机电设备的监控模式宜与建筑设备的运行工艺相适应，并满足对实时工况的监控、管理方式

及管理策略等进行优化的要求。 

5.7.5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对建筑设备进行集中监视管理和分散控制。 

5.7.6 空调系统监测与控制包括以下内容: 

—— 对建筑物的集中冷热源、流体输配系统等运行状态进行集中监控； 

—— 对建筑物的能源消耗进行集中监控与计量； 

—— 集中空调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宜能根据冷、热负荷的变化自动控制冷、热机组投入运行的数

量；宜能根据供/回水的压差变化自动调节旁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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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筑使用特点及气象变化设定（预测）最佳运行策略，如制定空调节能运行策略，启停

机时间控制策略、冷冻水供水温度控制策略和变流量运行控制策略等； 

—— 采取有效措施监控教室空调设备的启停。 

5.7.7 地下停车库的通风系统，宜根据使用情况对通风机设置定时启停（台数）控制或根据车库内的

CO浓度进行自动运行控制。 

5.7.8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网络安全按 YD/T 2387的规定执行。 

5.8 其他 

5.8.1 节能设备及技术 

5.8.1.1 办公电器、电风扇、通风机、电热水器等用能设备宜使用能效等级为 2级及以上的产品。 

5.8.1.2 办公区域开水器宜采用节能型开水器，并有时钟控制装置。开水器宜具有温开水供应功能，

宜供应温开水，非必要不供应热开水。 

5.8.1.3 选择符合 GB 30531、GB 40876的要求的食堂燃气灶具，宜采用 2级能效及以上的灶具。 

5.8.1.4 利用智慧校园平台开设网上报修系统，扫码快速进行水电设施设备维修。 

5.8.1.5 配备新能源汽车，建设新能源汽车自助共享租赁服务网点，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5.8.1.6 宜采用分布式能源、蓄冷蓄热、智能电网等技术。 

5.8.2 节能管理 

5.8.2.1 公务车实行“一车一卡，定点加油”管理，宜建立健全车辆油耗管理台帐，车辆加油量与公

里数不相符时，责任部门追究原因。 

5.8.2.2 增加公共交通工具，增设电动校车，绿色出行。 

5.8.2.3 教学区域的开水器根据下课情况定时关闭供水系统。 

5.8.2.4 太阳能、空气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备热水量占总热水量不低于 30％。 

5.8.2.5 对教学单位及公共区域展板、文化墙背板亮化、各类电子屏开关进行管控。 

5.8.2.6 建筑物外墙、屋面、外窗的热工性能按 DBJ/T45 095、DBJ/T45 096 的规定进行设计，采取

必要的遮阳措施，其他建筑物节能设计符合 GB 55015的要求。 

6 能耗监测与管理 

6.1 能耗监测 

6.1.1 宜建立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开展能耗在线监测工作宜按GB/T 38692、GB/T 36674的规定执行。 

6.1.2 宜安装分类、分项、分区能耗计量装置，采用远程传输手段，对能耗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动态

分析。 

6.1.3 宜对能源消费计量与监测体系进行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 

6.1.4 对网络机房、食堂、开水间等部位的用能宜实行重点监测与单独计量。中央空调机房、水泵房

等用能大的部位监测与单独计量。 

6.1.5 新建工程项目按 GB 17167 和 GB/T 29149 的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及能源在线监控系统，对

水、电、气、热等能耗数据进行实时监测记录；已经投入使用的建筑如具备条件的宜安装能源消耗计

量系统，实时监测记录。 

6.2 能耗管理 

6.2.1 能源消耗量宜按 DB45/T 2360的规定执行。用电、用热、用水、用气等实际用能超过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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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的，宜开展节能诊断工作，依据能耗状况分析节能潜力，实施节能改造。 

6.2.2 能源审计宜按 GB/T 17166、GB/T 31342 规定执行。根据年度检查节能指标对不达标且异常指

标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进行能源审计，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同时，宜采取低成本和无成本措施

进行节能改造。 

6.2.3 宜采取节能管理、节能运行和节能改造措施，并采用新技术和新产品。 

6.2.4 倡导无纸化办公，推广使用可降解的一次性用品。 

6.2.5 进行节能改造或者设备更新时，选择节能型设备（冷热源、水泵、风机等)，淘汰高耗能落后

机电设备或产品。 

6.2.6 采用低成本措施及国家推荐的节能技术进行节能改造，宜选用可再生能源。 

6.2.7 设置办公设备节电、随手关灯、减少使用电梯、空调温度设定、节约用水、节约粮食等节约行

为提醒标识。 

6.2.8 参与主管部门组织的节能培训，每年组织节能知识讲座或岗位节能培训。 

6.2.9 建立学生节能宣传督导员巡查制，开展面向学生的节约能源资源教育讲座或纳入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定期开展节能、节水等主题的学生活动，利用校园广播、标语、宣传栏、在公共场所张贴

宣传材料或播放宣传影音以及依托新媒体网络平台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 

6.2.10 组织开展日常节约能源资源宣传活动，通过新闻媒体或主管部门宣传平台报道本单位节约能

源资源做法或案例，每年节能宣传周期间开展系列专题宣传活动。 

6.2.11 宜与物业服务机构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中，载明节能管理的目标和要求，明确激励措施。 

6.2.12 宜采用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方式进行能源管理和节能改造。 

7 可再生能源系统 

7.1 光伏系统 

7.1.1 建筑及室外附属设施的太阳直射光充足的受光面，宜设光伏利用系统。 

7.1.2 光伏组件设计选型宜针对组件安装位置制定适合组件的清洁方案。 

7.1.3 光伏系统宜设置监控系统对光伏组件背板表面温度、室外温度、太阳总辐照量进行监测、显示。 

7.1.4 维修部门定期检查光伏组件，确保光伏组串电缆固定件牢靠、无磨损或缺口。定期实施光伏板

面清洗。 

7.1.5 电网停电复电后及时检查是否有合闸以及线路、设备故障。 

7.2 光热系统 

7.2.1 有稳定热水需求的建筑宜在屋顶或墙面等区域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 

7.2.2 太阳能热水系统宜满足安全、经济、美观的要求，便于安装和维护，并与建筑物整体及周围环

境相协调。 

7.2.3 太阳能热水系统宜选用高效清洁能源作为辅助能源。 

7.2.4 太阳能热水系统贮热水箱可设置在地下室、顶层设备间或技术夹层中，其位置宜满足安全运转

以及便于维护的要求。 

7.2.5 设置贮热水箱的位置宜具有相应的排水、防水措施。宜采用双水箱（太阳能水箱、辅助热源水

箱）贮热水。 

7.2.6 太阳能热水系统宜设置集中监控系统，不具备集中监控条件时宜设置本地自动控制系统。 

7.2.7 太阳能热水系统验收时检测太阳能集热效率及太阳能保证率，确认检测值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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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热泵系统 

7.3.1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的性能宜符合 GB/T 25127.1、GB/T 25127.2 和 GB/T 25857的要求。 

7.3.2 空气源热泵同时供暖供冷或单独供暖时宜选用适应低环境温度的空气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机组

单台容量及台数的选择，宜能适应供暖空调负荷全年变化规律，满足季节及部分负荷。 

7.3.3 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符合 GB 30721中全年综合性能系数 2级及以上的要求。 

8 能源计量器具要求 

8.1 按照 GB 17167和 GB/T 29149的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建立健全能源计量器具台账。 

8.2 按照用能种类、用能系统进行能耗分类、分项计量，如对信息机房、食堂、开水间等部位的用能

实行重点监测、单独计量，完善能源计量管理体系。 

8.3 不同用能需求及特点的区域、宜分别进行能耗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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