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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能源需求呈现刚性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环境容量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而建筑作为能耗大户，每年

贡献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20%左右，是实施低碳改造的主战场。202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印发《“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建筑运行管理高效低碳，实现建筑

全寿命期的绿色低碳发展”、“合理控制建筑领域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

在“双碳”背景下，建筑系统从传统的用能主体逐步转变为能源产销复合体，建筑能源系统由传统

的“集中式供能+建筑内部能量监控”系统向“分布式多能互补+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转变，以光伏、风

电、地热能为代表的本地绿色能源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利用。风光等新能源电力的出力存在随机性和

波动性，将导致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诸多挑战。同时，建筑能源消

费种类正走向多样化，电能消费将成为建筑终端能源消费体系的核心，电/热/冷/气等多能流灵活高效

协同将成为新型建筑能源系统的重要特征。随着分布式光伏、储能设备等柔性资源的不断接入，建筑侧

柔性可控资源与电网的灵活互动响应潜力逐步增大。在满足用户用能需求的前提下，合理调度建筑侧可

控负荷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因此，在能源转型、需求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电网友好型建筑物

的发展成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

当前，促进新型电网友好型建筑能源系统发展不仅能够为电力系统提供需求响应容量支撑，平抑峰

谷负荷波动，有助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而且可以提升建筑能源系统和电力系统的整体用能效率，降

低系统供能成本和碳排放。通过本标准的编制，在对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设计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指导性文件，对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的建筑本体、供能系统、能量管网、用能系统、储能

系统以及能源智能化系统的设计提供依据，从而全面推动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示范试点工程的建设和发

展。

2　编制主要原则

2.1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原则。

2.2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2.3 本标准编写体例正式规范。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符合我国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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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本标准内容建立在对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设计方法深度研究的基础之上，具有充分的

技术先进性和实用性。

2.5 本标准内容考虑到技术的发展与扩充需求，全面考虑标准架构和兼容性，满足未来标准发展与

扩充需求。

2.6 本标准起草过程广泛联合业界力量。本标准在编制前对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设计方法

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和验证，并广泛征求相关领域专家、使用单位、设备生产厂家的意见。在编制过

程中，曾多次召开标准专家研讨会，广泛听取并充分采纳业内专家的意见建议，标准文稿的形成凝集了

行业智慧和经验，为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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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目前，关于节能低碳建筑的设计已有成熟标准和方法可以参考，而从能源系统出发的低碳建筑设计

还没有专门的标准来规范，也没有专门针对电网友好概念来进行设计规范的标准。

（1）《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对公共建筑本体、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给水

排水系统、电气系统以及可再生能源应用的节能导向设计做了规定。

（2）《零碳建筑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GB/T xxxxx–202x规定了建筑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运行检

测的全过程降碳措施。

（3）《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2015规定了建筑智能化、信息化管理过程的要求。

（4）《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规定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的要求。

（5）《民用建筑直流配电设计标准》T/CABEE 030-2022规定了民用建筑直流配电设计的要求，包括

系统设计、建筑储能、主要设备与线缆以及监测与控制等方面。

上述标准涉及了建筑能源系统的建筑本体设计、供能系统设计、能量管网设计、用能系统设计、储

能系统设计以及能源智能化管理设计等各部分，但是未从整体对低碳建筑能源系统的设计做统一详细的

规范管理，也未将电网友好概念融入其中。

4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浙江省电力学会牵头组织，由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

邀请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大学、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公司参与编制工作，计划项目完成时间为2024年11月。

4.1 起草工作阶段

根据任务要求，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于2023年8月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

组，组织标准编制工作。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在2023年8月-9月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起草单位。经过

近2个月的征集和筛选，并最终由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确定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成

员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年11月-12月，标准起草工作组积极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标准制定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

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

2024年1月-4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分别开展调研起草工作，多次召开研讨会，形成标准草案。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设计导则》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的总体设计原则，

以及各组成系统的设计要求，本导则正文共分为11章。

第1章 范围

第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3章 术语和定义

第4章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第5章 总体设计原则

此部分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的三个设计原则，包括低碳节能、以人为本、差异性原

则，四个总体目标，包括提升可调节潜力、降低用电峰谷差、减少碳排放、提升设备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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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建筑本体设计

此部分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中建筑本体设计的要求，包括透光围护结构和不透光围

护结构。经过有效的绿色低碳设计后，建筑节能率应不低于72%，与基准建筑相比，建筑碳排放强度应

至少降低40%。

第7章 供能系统设计

此部分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中供能系统的设计要求，包括市电系统、可再生能源系

统以及冷日电三联供系统，采用以上能源供应形式后，建筑能源系统中可再生能源替代率应达到8%以上。

第8章 能量管网设计

此部分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中能量管网的设计要求，包括空调输送管网和建筑配电。

第9章 用能系统设计

此部分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中用能系统的设计要求，主要包括照明插座系统、暖通

空调系统和动力系统，经过合理的用能设备配置后，设备能效等级至少达到二级，建筑电气化比例应不

低于80%。

第10章 储能系统设计

此部分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中储能系统的设计要求，主要包括蓄冷系统、蓄热系统

和电储能系统。经过合理的储能配置后，蓄能比/储能系统年综合效率应达到75%以上，储能系统的静态

投资回收期应在8至10年。

第11章 能源智能化系统

此部分规定了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中能源智能化系统的设计要求，主要包括能源计量器具、

监测点布置、系统监测设计、负荷计算方法、系统智能化管理，建筑通过以上控制管理，应实现削减负

荷峰谷差5%以上。

6　条文说明

6.1 由于不同的建筑类型，其用能特点差异较大，本导则主要针对办公，商业建筑进行说明，其他类型

的建筑参考执行。

6.2 电网友好型低碳建筑能源系统的总体目标是设计的基本准则，各子系统设计完成后均需达到相应目

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