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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根据 “绿色行动计划”的总体部署，集团公司组织安排各省公司对各类基

站空调系统节能措施进行了试点及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为了更好地指导

和规范各省公司开展基站空调系统的节能工作，集团公司组织设计院、省公司空

调专业专家，对基站空调系统相关的各种节能措施的工作原理、节能效果、适用

范围进行了对比、总结，在此基础上特编制本指导意见。 

2222 影响基站空调影响基站空调影响基站空调影响基站空调系统系统系统系统能耗的能耗的能耗的能耗的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因素因素因素因素及节能措施及节能措施及节能措施及节能措施    

影响基站空调系统能耗的主要因素是基站的冷（热）负荷，它包括设备发热

量和围护结构的得热量（耗热量）等。降低空调类设备的能耗，可采取以下几方

面的措施： 

    ◆◆◆◆    合理设置基站环境温度 

◆◆◆◆    改善围护结构 

◆◆◆◆    充分利用自然冷源 

◆◆◆◆    提高空调设备的能效 

◆◆◆◆    加强空调设计、安装、维护管理  

3333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设置基站设置基站设置基站设置基站环境环境环境环境温度温度温度温度    

3333.1.1.1.1 合合合合理设置基站空调运行理设置基站空调运行理设置基站空调运行理设置基站空调运行温度温度温度温度    

目前基站的空调制冷设置温度为 28℃。 

3333.2.2.2.2 分区域控制温度分区域控制温度分区域控制温度分区域控制温度    

有条件的基站可以根据基站内不同设备对环境温度的要求，分区域控制环

境温度。如对环境温度要求高的蓄电池可以采用电池恒温箱，将蓄电池的区域温

度控制在 15～25℃，其他区域的温度控制范围可以根据主设备对环境温度的要

求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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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基站围护结构基站围护结构基站围护结构基站围护结构节能节能节能节能    

4444.1.1.1.1 围护结构节能围护结构节能围护结构节能围护结构节能    

围护结构节能是指通过改善基站围护结构（墙体、屋顶、地面）的热工性

能，优化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或降低辐射得热，从而减少空调系统设备的运行时

间，最终达到节能的目的。 

目前常用的围护结构节能的措施有： 

◆◆◆◆采用保温材料降低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改善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 

◆◆◆◆在外墙、屋面喷涂隔热涂料，减少太阳光辐射。 

两种节能措施的原理不同：保温材料主要是通过使用保温材料改善围护结

构的传热系数，减少热传导，达到保温的目的；隔热涂料主要通过喷涂隔热涂料

隔断太阳光的热辐射，从而减少太阳热辐射对基站室内温度影响，而涂料本身基

本改变围护结构的热传导特性。在实际运用中要根据基站所处的气候特点，日照

强度等因素选取合适的围护结构节能措施。 

4444.2 .2 .2 .2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各气候分区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的限值可参照下表。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W/m2.℃) 
气候分区 

外墙 屋顶 

严寒地区 ≤0.4 ≤0.3 

寒冷地区 ≤0.5 ≤0.45 

夏热冬冷地区 ≤0.6 ≤0.5 

夏热冬暖地区 ≤0.5 ≤0.4 

注：当基站处于对温和地区时，应判断气象条件与上表中哪个气候分区最接

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符合该气候分区的热工性能参数。 

具体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的计算可参见附件二，常用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可

参见附件三，气候分区可参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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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3333    对围护结构的要求对围护结构的要求对围护结构的要求对围护结构的要求    

对新增自建基站，围护结构节能措施应直接安装到位。对于未采取围护结

构节能措施的现有基站，宜进行改造，使之达到参考标准。 

4444....4444 对保温对保温对保温对保温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隔热隔热隔热隔热涂料涂料涂料涂料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    

基站的保温材料应选用导热系数低、性能稳定、无毒、环保的材料；且材

料的防火性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保温材料及粘结剂的燃烧性能等级必须

达到难燃 B2 级的标准。 

基站的隔热涂料应稳定性高、无毒且符合环保要求。 

5555    充分利用自然冷源充分利用自然冷源充分利用自然冷源充分利用自然冷源    

自然冷源是指存在自然环境的，可以加以合理利用的安全可靠的冷源，它包

括：冷空气、冷水等冷源。利用自然冷源的方式有： 

◆◆◆◆安装基站智能通风换热设备：包括基站智能通风设备，基站智能换热设备

（包括热管、换热器），负压式自然通风（包括一体化机房换热窗） 

◆◆◆◆使用基站地下水空调 

利用自然冷源节能需结合基站所处的气候及环境特点，选择合适的宏蜂窝基

站进行开展。原则上要求以下三类基站必须采取利用自然冷源的节能措施： 

◆◆◆◆一体化机房基站 

◆◆◆◆经过隔热、保温改造的基站（只使用隔热涂料的基站除外） 

◆◆◆◆村通工程山区宏蜂窝基站 

5555....1111 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    

5555....1111.1.1.1.1 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    

通信基站智能通风设备是一种向通信基站提供经过除尘过滤的室外空气送

入站内的通风机组，其本身不带任何制冷元件，通过将基站外部冷空气直接引入、

把通信基站内部热空气直接排出，从而实现通信基站自然降温。 

通信基站智能换热设备是一种利用室外冷空气源，通过设备本身所带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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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器将室内外空气进行热交换的通风机组，使通信基站内部热空气温度降低，

满足基站内温度要求。 

智能通风及换热设备可独立使用，与原有基站空调联合使用或同时使用，

有效降低通信基站空调的运行时间或替代基站空调设备，降低通信基站电能消

耗。 

5555....1111.2.2.2.2 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的适用范围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的适用范围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的适用范围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的适用范围    

参见集团《中国移动基站智能通风换热设备建设指导意见》。 

5555....1111.3.3.3.3 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通信基站智能通风及智能换热设备的能效比智能换热设备的能效比智能换热设备的能效比智能换热设备的能效比    

要求基站智能通风系统的能效比（EER）≥15。 

要求基站智能换热系统的能效比（EER）≥9。 

5555....2222 通信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通信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通信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通信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    

5555....2222.1.1.1.1 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    

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是一种向通信基站提供诸如空气循环、空气过滤、冷却、

和冷却控制的空调系统，以井水（浅层地下水）为冷源，以水为传热介质，采用

表面冷却器式空调器进行供冷，由水源井、空调器、循环水泵、循环水管道及附

件组成。 

5555....2222.2.2.2.2 适用条件适用条件适用条件适用条件    

由于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以浅层地下水为冷源，因此应根据水文地质勘

察的情况来确定是否能够应用（应有水文地质勘查设计资质的部门出具的该基站

的水文地质条件是否适合打水源井的勘查设计报告）。水源井应具备以下条件： 

1）水源井的水质应符合空调冷冻水的水质要求。水质不符合要求应在空调

进水口前端加装水质处理设备（净化和软化）。 

2）水源井的出水温度应低于 18℃。 

3）水源井的持续出水量应满足系统最大制冷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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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源井应易于开采，且回水必须采取可靠的回灌措施，确保回水能够全

部回灌到同一含水层，并不得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系统投入运行后，应对抽水量、

回灌量及其水质以及水质处理设备进行定期监控和维护。 

5）水源的取水与回灌位置应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水源的短路循环降低地下

水的利用效率。 

5555....2222.3.3.3.3 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的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的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的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的能效比能效比能效比能效比    

要求基站浅层地下水空调系统的能效比（EER）≥12。 

6666    提高基站空调的能效提高基站空调的能效提高基站空调的能效提高基站空调的能效    

6666.1 .1 .1 .1 使用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使用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使用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使用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定制空调机定制空调机定制空调机定制空调机））））    

    6666.1.1.1.1.1.1.1.1 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    

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是一种向通信基站等直接提供经过处理的空气的设

备，它主要包括制冷和除湿用的制冷系统以及空气循环和净化装置。通信基站节

能型空调机是在改进以往舒适性空调机在通信基站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据

通信基站实际要求而研制的空调机。通过使用电子膨胀阀，改善控制程序，优化

送风方式等多方面的改进，达到节能的目的。 

6666.1.2.1.2.1.2.1.2 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的适用条件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的适用条件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的适用条件通信基站节能型空调机的适用条件    

适用于所有新装及空调设备更新。 

6666.1.3 .1.3 .1.3 .1.3 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的主要技术性能要求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的主要技术性能要求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的主要技术性能要求通信基站用节能型空调机的主要技术性能要求    

◆◆◆◆    能效比（EER）≥3.0 

◆◆◆◆    冷风比≤5 

◆◆◆◆    显热比≥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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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2.2.2.2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空调机空调机空调机空调机的合理运行的合理运行的合理运行的合理运行    

6666.2.1.2.1.2.1.2.1 通过动环监控对空调实现远程管理通过动环监控对空调实现远程管理通过动环监控对空调实现远程管理通过动环监控对空调实现远程管理    

对于动环监控系统具备空调远程控制能力的基站，可通过智能接口，利用基

站动环监控系统远程控制空调运行状态，并要求能够实现： 

◆◆◆◆    远程设定空调制冷设置温度 

◆◆◆◆    遥信空调工作状态 

◆◆◆◆    遥控空调开/关机 

6666.2.2.2.2.2.2.2.2 现场控制空调机的运行现场控制空调机的运行现场控制空调机的运行现场控制空调机的运行    

对于动环监控系统不具备空调远程控制能力的基站可采用现场节能控制。对

能改变控制板的空调机，可更换控制板；对不能更换控制板的空调机可外加装空

调节能运行装置。更新后的控制板或控制装置应能实现： 

◆◆◆◆    制冷工况时最低温度设定值为 25℃ 

◆◆◆◆    控制精度：制冷工况时为 0 到+2℃，制热工况时为-2 到 0℃ 

注：控制精度是指相对于设定温度的压缩机起停温度控制范围。如：制冷工

况下，空调设定为 28℃，当基站室内温度上升 30℃时压缩机启动，回落到 28℃

时压缩机停止工作。 

7777 空调设计及安装空调设计及安装空调设计及安装空调设计及安装节能节能节能节能    

7777.1 .1 .1 .1 空调设计空调设计空调设计空调设计    

基站设计必须在设计阶段就考虑空调的节能，并应按设计图纸施工，避免因

安装不合理带来的能耗增加。 

7777.2.2.2.2 空调设备的规格空调设备的规格空调设备的规格空调设备的规格    

应根据基站围护结构的得（耗）热量及通信设备的发热量来确定空调机的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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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3.3.3.3 室内机的布置室内机的布置室内机的布置室内机的布置    

室内机的布置应考虑气流组织合理顺畅，避免气流短路；送风距离不宜过长，

建议送风距离不大于 5 米。 

注：空调室内机布置可参考附件五。 

7777.4.4.4.4 室外机的布置室外机的布置室外机的布置室外机的布置    

应注意室外机朝向，考虑遮阳，避免西晒。室外机的通风应顺畅，保证室外

机的散热效果，不能装在密闭空间。室外机与室内机连接的冷媒管道应尽量短，

以免降低效率。  

8888 空调管理节能空调管理节能空调管理节能空调管理节能    

8888.1.1.1.1 空调换季运行管理空调换季运行管理空调换季运行管理空调换季运行管理    

各地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空调设备的运行季节，当空调长期不使用

时，应彻底断电。 

8888.2.2.2.2 运行状态管理运行状态管理运行状态管理运行状态管理    

对设置两台及以上空调的基站，空调机应具备互为备份、自动切换、轮流启

动、高温强制双机或多机同时运行的控制功能。 

8888.3.3.3.3 日常日常日常日常节能维护管理节能维护管理节能维护管理节能维护管理    

在室外自然环境恶劣的工况下，应增加室内机过滤网及室外机冷凝器的清洗

频次，以提高空调机的效率。 

8.48.48.48.4 深度节能维护深度节能维护深度节能维护深度节能维护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加注空调添加剂加注空调添加剂加注空调添加剂加注空调添加剂））））    

对使用 3 年以上性能下降的空调机，可以通过加注空调添加剂的方式来提高

空调效率。 

8.4.18.4.18.4.18.4.1 空调添加剂的原理空调添加剂的原理空调添加剂的原理空调添加剂的原理    

空调添加剂是一种含有抗氧化物、润滑性强并和制冷剂兼容的液态产品，在

空调冷冻油中加注添加剂后，可以对空调实施内部清洗，提高压缩机的润滑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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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空调内部组件氧化，从而提高空调效率。 

8.4.28.4.28.4.28.4.2 空调添加剂的适用条件空调添加剂的适用条件空调添加剂的适用条件空调添加剂的适用条件 

适用于使用 3 年以上性能下降的空调机。 

8.4.38.4.38.4.38.4.3 空调添加剂的性能要求空调添加剂的性能要求空调添加剂的性能要求空调添加剂的性能要求 

空调添加剂应满足以下要求：具有抗氧化、抗磨损性能；能与所使用制冷剂

兼容；具有良好的润滑性能；无毒、无害、环保性能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使用有

效年限不低于 6 年。 

8.4.48.4.48.4.48.4.4 空调添加剂的节能指标要求空调添加剂的节能指标要求空调添加剂的节能指标要求空调添加剂的节能指标要求    

经过具有资质的空调检测机构测试验证，对使用 3 年及以上空调，加注添加

剂可使原空调能效比提高 10%以上。 

9999    基站空调系统节能效果基站空调系统节能效果基站空调系统节能效果基站空调系统节能效果评估原则评估原则评估原则评估原则    

9999.1.1.1.1 经济效益评估经济效益评估经济效益评估经济效益评估    

通过挂表进行实测，分别得出节能设备及空调设备运行的耗电量，得出采用

节能设备之后的节电量及节能率。根据节能设备采购总成本及采用节能设备之后

的节能成本，可计算出采用节能设备的投资回收期。具体计算可参见以下公式： 

◆◆◆◆    全年累计节电量=采用节能措施前的空调耗电量－采用节能措施后的设备

耗电量 

◆◆◆◆    全年节能率=全年累计节电量÷÷÷÷空调耗电量 

◆◆◆◆    全年节约费用=全年累计节电量×每度电费－节能措施增加的维护费用 

◆◆◆◆    投资回收期=节能设备增加的成本÷÷÷÷全年节约费用 

注：投资回收期不宜超过 3 年。 

9999.2.2.2.2 社会效益评估社会效益评估社会效益评估社会效益评估    

空调节能措施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指采用节能措施后空调系统降低的能耗和减

少的 CO2 排放对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 

◆◆◆◆计算采用节能措施后节省的电能、燃油数量 

◆◆◆◆减少的 CO2 排放=节约的电能（度）×0.849±燃油数量（升）×2.25 

◆◆◆◆相关能源 CO2 排放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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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汽油的 CO2 排放=2.25 Kg 

1 度电的 CO2 排放=0.849Kg 

◆◆◆◆电与标准煤的折算： 

生产 1 度电消耗的标准煤=0.1229Kg  

10101010    基站空调系统节能基站空调系统节能基站空调系统节能基站空调系统节能 2009200920092009 年目标和年目标和年目标和年目标和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总体目标    

10.1 200910.1 200910.1 200910.1 2009 年目标年目标年目标年目标    

在按照本指导意见要求实现全网基站环境温度合理设置，空调设计、安装节

能，管理节能的基础上，全网累计达到 40%的宏蜂窝基站（不含室外站）采取以

下节能措施中的一种或多种，其中半数以上的基站采取利用自然冷源节能措施： 

� 按指导意见要求对原有空调进行节能改造，实现远程管理或现场控制 

� 使用基站定制空调 

� 利用自然冷源减少空调能耗 

� 根据指导意见要求进行围护结构改造 

� 使用空调添加剂调高旧空调能效 

� 其它有效的措施 

10.2 10.2 10.2 10.2 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总体目标    

截止到 2010 年底，全网空调设备耗电量占基站总耗电量的比例由 2005 年的

46%下降到 36%；S-COP 从 1.2 提高到 1.8。 

 

注：S-COP=主设备能耗/制冷设备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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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节能措施的分类及应用节能措施的分类及应用节能措施的分类及应用节能措施的分类及应用    

节能措施 

类型 措施 实施方法 
适用范围 推广要求 

典型节能

效果（空

调能耗） 

空调制冷设置温度为 28℃ 全部基站 必选 合理设定

基站环境

温度 

分区域控制温度 全部基站 随集团推进计

划，逐步推广 

每度 3% 

设计阶段应考虑节能因素 设计及安

装节能 空调安装合理 

全部基站 必选 

换季运行管理 

运行状态管理 

日常节能维护管理 

全部基站 必选 

 

 

 

 

管 理

措施 

管理节能 

深度节能维护管理 

（加注空调添加剂） 

部分基站 可选，适用条件

详见正文 

10% 

改善围护

结构 

加强外墙、屋顶的保温、隔热

措施 

部分基站 自建新站必选，

老站逐步改造 

夏、冬季

20%-50% 

纳入监控系统，实现远程控制 部分基站 10% 

 

节能

改造 改造原有

空调提高

设备能效 

更换控制板 部分基站 

可选，适用条件

详见正文 8% 

定制空调 全部基站 随集团推进计

划，逐步推广 

25% 

智能通风 部分基站 可选，适用条件

详见正文 

25%-40% 

智能换热 部分基站 可选，适用条件

详见正文 

20%-30% 

 

 

 

应用

节能

设备 

 

 

利 用 自 然

冷源 

浅层地下水空调 部分基站 可选，适用条件

详见正文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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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围护结构围护结构围护结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K= 

 

 

式中：αn— 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系数[W/m
2
·℃]； 

αw— 围护结构外表面换热系数[W/m
2
·℃]； 

δ— 围护结构各层材料厚度（m）； 

λ— 围护结构各层材料导热系数[W/m·℃]，常用材料的导热系数按《民用建筑

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选用； 

αλ— 导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Rk—封闭空气间层的热阻[m
2
·℃/W]。 

αn、αw、αλ、Rk的取值见《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

第 20-21 页。 

下面举例说明上式的应用。 

例如：某建筑的外墙主体部分构造类型为：水泥砂浆（20.00mm）+膨胀聚苯板

（50.00mm）+加气混凝土砌块(B05 级)（240.00mm）+水泥砂浆（20.00mm） 

其传热系数计算如下： 

 

 

 

 

 

 

 

 

 

 

1 

(1/αn)+∑(δ/(αλ·λ)+Rk+(1/α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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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层材料 

名称 

厚度 

(mm) 

传热 

系数 

W/(m.K) 

蓄热 

系数 

W/(m
2
.K) 

热阻值 

 

(m
2
.K)/W 

热惰性

指标 

D=R.S 

修正 

系数 

α 

水泥砂浆 20.0 0.930 11.37 0.02 0.24 1.00 

膨胀聚苯板 50.0 0.042 0.36 1.08 0.43 1.10 

加气混凝土砌块

(B05 级) 

240.0 0.190 2.81 1.01 3.55 1.25 

水泥砂浆 20.0 0.930 11.37 0.02 0.24 1.00 

外墙各层之和 330.0     2.14 4.47   

外墙热阻 Ro=Ri+∑R+Re= 2.29 (m2
.K/W) Ri= 0.115 (m

2
.K/W);Re= 0.043 

(m
2
.K/W) 

外墙传热系数 KKKKp=1/Ro= 0.44 W/(m
2
.K) 

太阳辐射吸收系数ρ=0.50 

 

 

 

 

 

 

 

 

 

 

 

 

 

 

 

 



 

 1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几种常用几种常用几种常用几种常用围护结构的围护结构的围护结构的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热工性能热工性能热工性能    

保温层 序

号 

构  造 壁厚 

(mm) 材 料 厚 度

（mm） 

导热热阻 

（m
2
.℃/W） 

传热系数 

[W/(m
2
.℃)] 

240 0.34 1.97 

370 0.51 1.50 

1 1、水泥砂浆 

2、砖墙 

3、白灰粉刷 490 

 

— 

 

— 

0.65 1.22 

混凝土密度γ

=1000(kg/m
3
) 

0.39 1.79 2 1、水泥砂浆 

2、矿渣混凝土

板 

3、白灰粉刷 

 

110 

混凝土密度 

γ

=1000(kg/m
3
) 

0.23 2.5 

混凝土密度γ

=1000(kg/m
3
) 

0.54 1.41 3 1、水泥砂浆 

2、矿渣混凝土

板 

3、白灰粉刷 

 

140 

混凝土密度 

γ

=1000(kg/m
3
) 

 

 

 

— 

 

0.39 1.8 

100 0.11 3.58 

150 0.15 3.21 

200 0.17 2.91 

250 0.21 2.66 

300 0.24 2.45 

 

4 

1、水泥砂浆 

2、钢筋混凝土 

3、白灰粉刷 

350 

 

 

— 

 

 

— 

0.28 2.27 

30 1.05 0.83 

40 1.29 0.69 

50 1.51 0.60 

60 1.76 0.52 

 

5 

1、抹面胶浆 

2、聚苯板 

3、砖墙 

4、水泥砂浆 

 

240 

 

聚苯板 

70 2.01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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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层 序

号 

构  造 壁厚 

(mm) 材 料 厚 度

（mm） 

导热热阻 

（m
2
.℃/W） 

传热系数 

[W/(m
2
.℃)] 

30 1.21 0.73 

40 1.45 0.62 

50 1.69 0.54 

60 1.92 0.48 

 

5 

  

370 

 

聚苯板 

70 2.17 0.43 

30 0.86 0.98 

40 1.11 0.79 

50 1.33 0.67 

60 1.58 0.58 

 

200 

 

聚苯板 

70 1.81 0.51 

30 0.89 0.95 

40 1.12 0.78 

50 1.36 0.66 

60 1.60 0.58 

 

250 

 

聚苯板 

70 1.84 0.50 

30 0.92 0.93 

40 1.16 0.76 

50 1.40 0.64 

60 1.63 0.56 

 

6 

 

1、抹面胶浆 

2、聚苯板 

3、钢筋混凝土 

4、水泥砂浆 

 

300 

 

聚苯板 

70 1.87 0.50 

注：上表的编制条件如下：以北京夏季 7 月份的气象数据为依据。室外日平均温

度为 29℃；室外最高温度为 33.5℃；室外日温度波幅为 9.6℃；外表面换热系

数 18.6W/（m
2
·℃）；内表面换热系数 8.7W/（m

2
·℃）；外墙的吸收系数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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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及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及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及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及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    

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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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主要城市所处气候分区表    

    

 

 

气候分区 代表性城市 

严寒地区 

海伦、博克图、伊春、海拉尔、满洲里、齐齐哈尔、哈

尔滨、牡丹江、克拉玛依、佳木斯、长春、乌鲁木齐、延吉、

通化、四平、呼和浩特、抚顺、沈阳、本溪、阜新、哈密、

鞍山、张家口、酒泉、、吐鲁番、西宁、银川、丹东 

寒冷地区 

兰州、太原、唐山、阿坝、喀什、北京、天津、大连、

阳泉、平凉、石家庄、德州、晋城、天水、西安、拉萨、康

定、济南、青岛、安阳、郑州、洛阳、宝鸡、徐州 

夏热冬冷地

区 

南京、蚌埠、盐城、南通、合肥、安庆、九江、武汉、

黄石、岳阳、韩中、安康、上海、杭州、宁波、宜昌、长沙、

南昌、株洲、永州、赣州、韶关、桂林、重庆、达县、万州、

涪陵、南充、宜宾、成都、遵义、凯里、绵阳 

夏热冬暖地

区 

福州、莆田、龙岩、梅州、兴宁、应德、河池、柳州、

贺州、泉州、厦门、广州、深圳、湛江、汕头、海口、南宁、

北海、梧州 

温和地区 贵阳、昆明、西昌、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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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空调室内机的空调室内机的空调室内机的空调室内机的布置布置布置布置参考参考参考参考图图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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