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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

项目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沪建建材〔2021〕114 号）、上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超低能耗建筑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

（沪建建材〔2022〕613 号）、《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超

低能耗第三方测评机构招标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编制本指导

书。以规范超低能耗建筑第三方测评机构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在行业内

形成统一的工作指南，指导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测评工作有序开展，确保上

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满足相关管理规定及技术规范要求。 

本指导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测评程序、测评内容、现场抽测、综合评估报

告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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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评程序 

依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

项目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沪建建材〔2021〕114 号）、上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超低能耗建筑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

（沪建建材〔2022〕613 号）、《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超

低能耗第三方机构招标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标准规范，超低能耗建筑测评工作

程序如下：  

1.策划与准备 

序

号 
工作内容 要        求 

1 接受委托 

超低能耗建筑测评属于政府监管测评工作，由建设主管

部门书面委托测评机构按要求开展超低能耗测评相关工

作。 

2 召开座谈会 

与建设单位、超低能耗咨询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人员召开座谈会，充分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落实测评

内容、测评日程、以及测评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条件与技

术辅助条件。 

3 
申报单位提交

资料 
申报单位提交项目的图纸以及超低能耗专项设计资料。 

4 成立测评小组 

测评小组应包含负责现场检查、文件审查、现场检测、

报告编制等各项分工的人员。宜由建筑、电气、暖通等

专业人员组成。 

5 制定测评方案 

方案应包括测评周期、测评工作人员和时间、测评工作

内容和范围、抽检项目的类别及进场检测的时间、要求

配合的人员以及需要提供的配合、依据的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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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件审核 

序

号 
工作内容 要        求 

1 

竣工阶段建筑

能耗模拟分析

报告审核 

依据《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相应的能耗指标

要求，审查超低能耗建筑能耗分析报告及模型，项目计

算参数的输入跟现场实际采用的材料、设备的一致性、

能耗计算方法、边界、结果等是否满足要求，并校核所

提供分析计算报告的有效性。 

2 
竣工图纸资料

审核 

主要审核竣工图纸中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措施和指标

（主要包括室内热湿环境参数设计、建筑室内新风量指

标、自然通风与采光设计、气候响应设计、围护结构热

工设计、供暖通风与空调设计、可再生能源设计、电气

节能设计）与设计阶段资料以及超低能耗建筑施工图专

项技术方案评估中专家意见的匹配性，若竣工图纸相对

于设计阶段测评资料存在可能影响建筑性能的变更，则

需建设单位提供重新依据竣工图纸及竣工图对应的分析

材料和计算报告，测评单位依据最终的内容对超低能耗

建筑目标可实现性进行评判。如项目在专项技术方案中

明确采用智能建造、光储直柔技术的，还需对相关资料

进行审核。 

3 

建筑构件或部

件性能检测报

告审核 

对申报单位提供项目见证取样送检的门窗或幕墙性能检

测报告，见证取样送检的保温材料性能检测报告以及其

他影响本项目超低能耗指标可实现性的部品的性能证明

材料进行校核。 

4 
机电设备性能

检测报告审核 

对所申报单位提供的各类机电设备的检测报告进行符合

性测评工作，对申报单位提供的冷热源机组的型式检验

报告或出厂检测报告、灯具的规格书或选型样本、灯具

性能进场复验报告、新风热回收机组进场复验报告、风

机盘管进场复验报告、太阳能热水系统现场检测报告、

节能电梯出厂检测报告，以及其他节能设备性能证明材

料进行校核。 

5 

超低能耗建筑

关键节点专项

施工方案及相

应的施工测评

记录审核 

从总体上评估施工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完整性，是

否涵盖了所有关键节点，各关键节点的施工工序是否规

范、合理，施工和质量控制、施工过程记录是否可证明

相应的节点（气密性控制节点、热桥控制节点等）施工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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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内容 要        求 

6 
第三方专项检

测报告审核 

对建设单位提供的现场专项检测报告进行审核，包括建

筑气密性检测报告、照度与功率密度检测报告、室内温

湿度及新风量检测报告、新风热回收装置检测报告、围

护结构热工缺陷及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检测报

告，主要对检测机构资质、检测方法的适用性、抽样的

合理性以及测试指标的达标进行综合判定。必要时，测

评机构可对专项检测项目进行现场加测。 

 

3.现场检查 

序

号 
工作内容 要        求 

1 
项目施工阶段

现场检查 

依据项目的专项技术方案报告及关键节点专项施工方案

核查具体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是否依据施工专项方

案开展施工作业，主要对围护结构保温情况、气密性控

制措施施工情况、热桥控制措施施工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2 
项目竣工阶段

现场检查 

主要对建筑本体节能措施、供暖空调通风系统、电气系

统、生活热水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及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系统的安装和运行情况等进行现场检查。 

 

4.现场抽测 

序

号 
工作内容 要        求 

1 
建筑整体气密

性现场抽测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至少随机抽取一处典型户型进行

整体气密性的抽查检测，居住建筑应对占比最大的户型

至少选择一户进行测试，公共建筑应至少选择 1个典型

房间进行测试，具体抽取房间以项目实际情况为准，以

确保项目气密性指标的达标性。建筑整体气密性抽测应

在精装修完成后进场检测。 

2 
外窗气密性抽

查检测 

当具备条件时，至少随机抽取一组有代表性外窗进行气

密性实验室检测。 

如果现场外窗已经安装好，至少随机抽取一组外窗进行

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 

3 
外窗传热系数

实验室检测 

当具备条件时，至少随机抽取一樘已安装的、框玻比较

大的外窗（尺寸较小的窗型）、传热系数指标要求高的外

窗（三玻两腔)，进行外窗传热系数的实验室检测。传热

系数符合要求的外窗，需加测该外窗的玻璃遮阳系数和

可见光透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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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具评估报告 

序

号 
工作内容 要        求 

1 出具评估报告 
根据现场检查、文件审核、现场抽测的评价结果，汇总

形成综合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中需明确评估结论。 

 

6.提交评估报告 

序

号 
工作内容 要        求 

1 提交评估报告 
按照建设主管部门的要求，汇报评估结果，并提交评估

报告。 

 

 

2. 测评内容 

                           2.1 基本规定 

2.1.1 测评应以单栋建筑为对象，对于设计中以户或以单元为设计单位的居住建

筑，可结合建筑的实际情况，以户或单元为对象进行评价。第三方测评机构抽测

的户或典型房间应避免选取超低能耗建筑现场专项检测中已检测过的户或典型

房间。 

2.1.2 应以超低能耗建筑基础项测评结果为基础，并结合规定项测评和现场抽测

结果整体评价，基础项、规定项以及现场抽测全部合格，建筑整体评价为合格。 

2.1.3 经第三方机构测评，如存在不符合《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管理规定

（暂行）》的通知（沪建建材〔2021〕114 号）和本指导书具体条款情况，测

评单位出具整改单。建设单位将存在的各类问题集中整改后，再次申请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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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再次测评仍存在不符合项，则判定测评不通过。现场抽测项目不合格的，

整改后加倍抽测，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方负责。 

2.2 基础项 

2.2.1 住宅建筑能耗采用绝对指标控制，测评建筑供暖年耗热量、供冷年耗冷量，

以及供暖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一次能源消耗量均应符合如下规定： 

表 2.2-1 住宅建筑能耗控制指标 

类别 单位 指标 

供暖年耗热量 kWh/(m²•a) ≤8 

供冷年耗冷量 kWh/(m²•a) ≤25 

年供暖空调、照明、生

活热水、电梯一次能源

消耗量 

kWh/(m²•a) ≤60 

备注 

供暖年耗热量、供冷年耗冷量、一次能源消耗量的计

算应符合上海市超低能耗技术导则（试行）附录 A中

的规定。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必要时模拟计算。 

测评数量：全数测评。 

2.2.2 公共建筑能耗采用相对指标控制，以满足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50189-2015要求作为基准建筑，测评建筑的全年累计耗冷热量、供暖空

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一次能源消耗量降低幅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表 2.2-2  公共建筑能耗控制指标 

类别 单位 指标 基准建筑 

全年累计耗冷热量降低

幅度 
% ≥30 

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GB50189-2015 年供暖空调、照明、生

活热水、电梯一次能源

消耗量降低幅度 

% ≥50 

备注 

供暖年耗热量、供冷年耗冷量、一次能源消耗量的计

算应符合上海市超低能耗技术导则（试行）附录 A中

的规定。 

测评方法： 文件审查，必要时模拟计算。 

测评数量：全数测评 

2.3 规定项 

2.3.1 超低能耗建筑实施范围符合申报范围，功能应与设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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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核查。 

测评数量:全数检查。 

2.3.2 超低能耗建筑主要房间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

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居住建筑现场至少随机抽查一户进行现场检查。公共建筑现场检

查应涵盖不同功能区。 

2.3.3 超低能耗建筑室内新风量指标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类型的新风机组现场检查数量不少于 1台。 

2.3.4 超低能耗建筑室内自然采光与通风指标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

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居住建筑现场至少检查一户；公共建筑不同功能区至少检查一间。 

2.3.5 建筑整体气密性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

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现场抽测。 

测评数量：现场至少抽检一户进行建筑整体气密性验证。 

2.3.6 外墙传热系数值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如具备条件，现场检查典型外墙的构造做法。 

2.3.7 屋面传热系数值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 

测评数量：如具备条件，现场检查屋面构造做法。 

2.3.8 外窗（透光幕墙）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

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实验室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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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数量：现场至少检查一处。如具备条件，现场随机抽取一樘外窗，进行

实验室传热系数检测。 

2.3.9 外门窗、玻璃幕墙气密性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

（试行）》的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实验室抽测或现场抽测。 

测评数量：现场至少抽查一处进行现场检查。当具备条件时，至少随机抽取

一组有代表性外窗进行气密性实验室检测。如果现场外窗已经安装好，至少

随机抽取一组外窗进行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 

2.3.10 建筑遮阳措施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居住建筑现场至少检查一户；公共建筑现场至少检查一间。 

2.3.11 外门窗洞口、管道穿墙及出屋面热桥部位、悬挑阳台及设备平台热桥部位、

女儿墙及雨水口热桥部位、屋面/外墙突出部位、预制墙板拼接部位等均应按设

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保温措施。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如具备条件，按照设计要求分别对不同热桥部位进行现场检查。 

2.3.12 冷热源机组性能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型号的机组现场至少检查一台。 

2.3.13 设置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超低能耗建筑，热回收装置的热交换效率应满足设

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型号的新风热回收机组现场至少检查一台。 

2.3.14 超低能耗建筑生活热水的供应方式满足设计要求，生活热水系统采用

的设备能效应满足设计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型号的机组现场至少检查一台。 

2.3.15 住宅建筑新风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公共建筑单位风量耗功率均应符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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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型号的机组至少现场检查一台。 

2.3.16 集中空调应采用高效率的空调水泵及风机，空调水泵、风机的能效及空调

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均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

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型号的水泵、风机现场至少检查一台。 

2.3.17 超低能耗建筑应按设计要求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空调能耗。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每种措施均应现场检查落实情况。 

2.3.18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备机组性能、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集热效率、太

阳能保证率等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现场至少检查一套系统。 

2.3.19 太阳能光伏组件及设备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

（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现场至少检查一套系统。 

2.3.20 地源热泵系统设备机组性能均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型号的机组现场至少检查一台。 

2.3.21 平均照度和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满足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 。  

测评数量：全数审查照度与功率密度专项检测报告。 

2.3.22 照明系统选用的光源、镇流器类型及能效均应满足设计及《上海市超

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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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数量：主要功能区每种类型的光源、镇流器现场至少检查一个。 

2.3.23 照明系统采用的控制措施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

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各类采用照明控制措施的功能区域，现场检查每类不少于 1 处。 

2.3.24 电梯性能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不同型号的电梯，现场至少检查一台。 

2.3.25 公共建筑应设置能耗监测系统，对建筑分类、分项能耗的监测和记录

应符合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测评数量：全数检查 

3. 现场抽测 

3.1 建筑整体气密性抽查检测 

3.1.1 主要依据标准 

a) 《建筑整体气密性检测及性能评价标准》T/CECS 704 

b) 《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c)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

目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沪建建材〔2021〕114 号） 

3.1.2 抽样原则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至少随机抽取一处典型房间进行整体气密性的抽

查检测，对于居住建筑应对占比最大的户型至少选择一户进行测试，公共建

筑应至少选择 1 个典型房间进行测试，具体抽取房间以项目实际情况为准，

以确保项目气密性指标的达标性。建筑整体气密性抽测应在精装修完成后进场

检测。 

3.1.3 主要检测仪器 

    检测仪器主要为建筑整体气密性检测系统、风速仪、温湿度记录仪、大

气压力计等，仪器的精度需满足检测方法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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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合格指标与判定 

    受检户型建筑气密性应符合在室内外压差 50Pa 的条件下，每小时换气

次数不超过 1.0 次的规定： 

  n50≤1.0 h-1   

式中，n50 ——室内外压差为 50Pa 条件下，建筑或房间的换气次数， h-1。 

   当 n50满足上述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3.2 外窗气密性抽查检测 

3.2.1 主要依据标准 

a）《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7106 

b）《建筑围护结构节能现场检测技术标准》DG/TJ08-2038 

c）《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JG/T 211 

d）《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e）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 

项目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沪建建材〔2021〕114 号）   

3.2.2 抽样原则 

当具备条件时，至少随机抽取一组有代表性外窗进行气密性实验室检测。

如果现场外窗已经安装好，至少随机抽取一组外窗进行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 

3.2.3 主要检测仪器 

    检测仪器主要为门窗物理性能检测系统，仪器的精度需满足检测方法标

准的要求。 

3.2.4 合格指标与判定 

外窗气密性满足设计要求，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3．3 外窗传热系数实验室检测 

3．3.1 主要依据标准 

a)《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GB/T 8484 

b)《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c)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

目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沪建建材〔2021〕114 号） 

3.3.2 抽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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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具备条件时，至少随机抽取一樘外窗进行传热系数实验室检测。 

3.3.3 主要检测仪器 

检测仪器主要为门窗保温性能检测系统，仪器的精度需满足检测方法标

准的要求。 

3.3.4 合格指标与判定 

    外窗（透明幕墙）传热系数应满足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

则（试行）》要求。 

外窗传热系数满足上述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判为不合格。 

3.4 外窗玻璃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检测 

3.4.1 主要依据标准 

a)《建筑用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

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 

b)《建筑用节能玻璃光学及热工参数现场测量技术条件与计算方法》

GB/T 36261 

c)《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3.4.2 抽样原则 

测评机构实验室抽测的传热系数符合要求的外窗，需加测该外窗的玻璃

遮阳系数和可见光透射比。 

3.4.3 主要检测仪器 

检测仪器需满足检测方法标准的要求。 

3.4.4 合格指标与判定 

    玻璃遮阳系数应满足设计及《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要求。 

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应满足设计要求。 

玻璃遮阳系数及可见光透射比满足上述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否则应

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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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评估报告 

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 

综合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评估单位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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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名称，地理位置、建筑类型、建筑面积、超低能耗建筑 

实施范围、示范面积、开、竣工日期、建筑现场照片等。 

2 围护结构 

包括屋面、外墙、分户墙和分户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 

板、分隔供暖和非供暖空间的隔墙和楼板、户门等的构造做法 、非采暖地下室

顶板等的构造做法。  

3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 

包括冷热源、输配系统、新风系统等内容，附现场检查设备照片、设备能效 

标识照片。 

4 可再生能源系统 

包括太阳能热水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地源热泵系统。 

5 电气节能系统 

包括照明系统及节能电梯情况，附现场检查照片。 

6 评估结论 

超低能耗建筑测评表，详见附件 1。 

 

评估报告附件清单 

1、 审查单位抽查检测报告 

2、 专项检测报告 

3、 建筑构件或部件性能检测报告 

4、 机电设备性能检测报告 

5、 竣工阶段建筑能耗模拟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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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 超低能耗建筑测评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面积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上层数/功能  地下层数/功能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顾问单位  

测评内容 对应条文 
测评结果 

合格/不合格/

不涉及 
供暖年耗热量、供冷年耗冷量、年供暖空调、照明、生

活热水、电梯一次能源消耗量 2.2.1  
全年累计耗冷热量降低幅度，年供暖空调、照明、生活

热水、电梯一次能源消耗量降低幅度 2.2.2  

超低能耗建筑实施面积 2.3.1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 2.3.2  

室内新风量 2.3.3  
自然采光、自然通风 2.3.4  

建筑整体气密性 2.3.5  
外墙传热系数 2.3.6  
屋面传热系数 2.3.7  

外窗（透明幕墙）传热系数、玻璃遮阳系数 2.3.8  
外门窗、玻璃幕墙气密性 2.3.9  

遮阳措施 2.3.10  
围护结构热桥处理措施 2.3.11  

冷热源机组性能 2.3.12  
热回收机组换热效率 2.3.13  

生活热水系统机组性能 2.3.14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2.3.15  

集中供暖空调输配系统水泵及风机性能 2.3.16  
降低过渡季节能耗措施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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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备机组性能、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

量、集热效率、太阳能保证率 2.3.18  

太阳能光伏组件及设备性能 2.3.19  
地源热泵系统设备机组性能 2.3.20  
平均照度、照明功率密度 2.3.21  

照明光源及照明灯具镇流器性能 2.3.22  
照明系统控制措施 2.3.23  

电梯性能 2.3.24  
公共建筑用能监测系统 2.3.25  

整体测评  

 
测评人员：            测评机构：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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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测评工作所需资料清单 

序

号 资料清单 备注 

1 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专项设计方案、专家意见及回复 

超低能耗建筑

的设计资料 

2 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施工图专项论证报告 

3 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设计施工专项符合性报告 

4 超低能耗项目竣工阶段计算模型、能耗计算书                                                                                                                                                                                                                                                                                                                                                                                                                                                                                                                                                                                                                                                                                                                                                                                                                     

5 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等专业的经过审核的施工图、竣

工图纸以及历次设计变更 
图纸资料 

6 可再生能源竣工图纸 

7 建筑整体气密性现场检测报告 

专项检测报告 

8 照度与功率密度现场检测报告 

9 新风热回收装置性能检测报告 

10 室内温湿度现场检测报告 

11 室内新风量现场检测报告 

12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缺陷现场检测报告 

13 主体结构传热系数现场检测报告 

14 空气处理机组（包含新风机组、排风热回收机组）出厂合格证、型

式检验报告或出厂检测报告 

 

机电设备检测

报告 

15 冷热源机组合格证、型式检验报告或出厂检测报告 

16 太阳能光伏组件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或进场复验报告 

17 集热设备出厂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或进场复验报告，太阳能热水

系统现场检测报告 

18 地源热泵系统主要设备出厂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或型式检验报告 

19 灯具性能进场复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规格书或选型样本 

20 风机盘管见证取样检测报告、出厂检测报告 

21 空调系统水泵出厂检测报告、水泵样本、合格证 

22 节能电梯出厂检测报告，能效标识 

23 新风热回收机组进场复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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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外窗型式检验报告、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进场复验报告 

建筑构件、部

件检测报告 

25 外窗保温性能进场复验报告 

26 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报告 

27 外窗玻璃进场复验报告 

28 屋面保温材料型式检验报告、进场复验报告 

29 墙体保温材料型式检验报告、进场复验报告 

30 遮阳设施的出厂检测报告 

31 防水透气膜、防水隔气膜出厂检测报告 

32 超低能耗建筑专项施工方案、关键节点的详细施工方案 

施工过程资料 33 
各楼施工影像资料（气密性控制措施、隔断热桥控制措施、围护结

构保温施工等） 

34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过程验收文件、专项监理细则 

35 自然通风、自然采光模拟分析报告 

其他资料 
36 窗地面积比计算文件、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计算文件 

37 空调负荷计算书 

38 风机调试记录 

39 …  

备注：其他证明资料，不限于以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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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第三方测评机构 

  

 

 

测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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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说明） 

 

 

 

 

二〇二三年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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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评内容 

                      2.1 基本规定 

超低能耗建筑的设计，应遵循“被动优先，主动优化”的原则，以室内环境、

能耗指标为约束目标，采用性能化设计方法合理确定技术策略，优先采用外遮阳、

节能门窗、围护结构保温等被动式措施降低建筑供暖空调需求，并结合设备能效

提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实现建筑能耗的大幅度降低。 

 

2.2 基础项 

2.2.1/2.2.2 文件审查申报单位提供的由方案申报咨询单位重新计算的竣

工阶段的建筑能耗模拟分析报告及模型。测评单位依据《上海市超低能耗建

筑技术导则》相应的能耗指标要求，测评项目能耗计算方法是否能够满足《上

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附录 A 的要求，测评项目计算边界（包

括室内设计参数输入、围护结构及设备性能参数等）是否按照项目实际情况

输入，是否满足《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等要求，必要时

重新进行模拟计算。 

2.3 规定项 

2.3.1 依据《超低能耗示范项目方案评审认定意见》、《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

项目不计容面积计算报告》《房屋面积测绘报告》竣工图纸等，实施范围不

小于申报范围判定为合格。 

2.3.2 文件审查暖通设计说明、室内温、湿度专项检测报告，现场检查末端

空调房间的室温调节设备，居住建筑至少抽查一户进行现场检查，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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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应涵盖不同功能区。 

2.3.3 文件审查暖通设计说明、室内新风量专项检测报告、风机试运转和调

试报告，现场检查新风机的安装位置，铭牌参数跟设计的一致性。不同类型

的新风机现场检查数量不少于 1台。 

2.3.4 居住建筑：文件审查窗地面积比计算文件、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

面积比例计算文件，现场检查计算文件上面的外窗类型跟现场是否一致。 

公共建筑：文件审查自然采光、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现场检查分析报告

上面的外窗类型跟现场是否一致。 

2.3.5 文件审查建筑气密性专项检测报告、验收记录、每栋楼关键工序影像

资料等，现场至少抽检一户进行建筑整体气密性验证。如具备条件，超低能

耗建筑气密性控制措施现场检查可包括如下内容：结合图纸核实气密层具体

部位，现场检查气密层是否连续、闭合；现场检查外门窗洞口与窗框连接处

的防水密封方式，墙体与窗型材之间的缝隙密封材料以及密封方式，室内一

侧应使用防水隔汽膜，室外一侧应使用防水透气膜，现场检查防水隔汽膜与

防水透气膜的粘贴以及搭接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现场检查窗台板两端及

底部与保温层之间的缝隙的密封方式；现场检查预制墙板连接部位的气密性

处理，检查横向拼接形成的竖缝、纵向拼接形成的水平缝的封堵处理方式，

是否按照施工方案施工；现场检查穿墙洞口，穿屋面洞口的气密性处理，穿

墙管道主要指空调管道、热水器管道、排烟管道等，现场检查管道与洞口之

间的缝隙是否采用保温材料填实，以及穿墙管道处外围护结构内侧采用防水

隔汽膜粘贴方式、搭接宽度是否符合要求，外围护结构外侧采用防水透汽膜

粘贴方式，搭接宽度是否符合设计及施工方案要求；现场检查开关、接线盒、

穿透气密层的电线管套的气密性处理方式是否符合设计及施工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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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文件审查建筑设计说明以及施工方案上面墙体的构造做法，文件审查

墙体保温材料进场复验报告、围护结构传热系数专项检测报告，如具备条件

可现场检查墙体构造做法跟设计的一致性，必要时也可通过软件模拟计算的

方法验证外墙传热系数数值。 

2.3.7 文件审查建筑设计说明以及施工方案上面屋面的构造做法，文件审查

屋面保温材料进场复验报告、节能计算书、能耗计算书等，必要时也可通过

软件模拟计算的方法验证外墙传热系数数值。 

2.3.8 文件审查外窗保温性能进场复验报告、幕墙热工计算书、外窗（透明

幕墙）玻璃进场复验报告，现场检查玻璃类型与外窗保温性能进场复验报告

（幕墙热工计算书）上玻璃类型的一致性。对于阳台门或者尺寸比较大的外

窗，如无法提供外窗保温性能进场复验报告，可采用门窗的型式检验报告或

理论计算值，但必须现场核实，确保和设计一致。 

2.3.9 文件审查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报告、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进场复

验报告，现场检查报告上外窗类型跟现场的一致性，如具备条件，现场随机

抽取一组外窗，进行实验室气密性能检测，如果现场外窗已经安装好，至少随

机抽取一组外窗进行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 

2.3.10 文件审查遮阳设施的出厂检测报告、设计资料，现场检查遮阳设施

的安装情况。 

2.3.11 文件审查超低能耗建筑专项施工方案、关键节点的详细施工方案的合

理性和可行性、审查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报告，并审查每栋楼施工记录是

否可证明相应节点施工符合要求，审查每栋楼隔断热桥控制措施的施工影像

资料。如具备条件，超低能耗建筑隔断热桥控制措施现场检查可包括如下内

容：现场检查阳台及设备平台（空调支架、雨水管支架、导轨等）热桥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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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现场检查凸窗上下及两侧侧板保温材料的包裹方式；现场检查外窗

与基层墙体连接部位热桥的处理，如果采用附框，窗框与附框连接处的处理，

两侧及上扣口是否采用保温材料对窗框进行局部包裹；现场检查女儿墙部位

隔断热桥的措施，女儿墙与屋面连接处的保温层是否连续完整，是否采用增

加保温层搭接长度以减小热桥产生的措施。现场检查穿过屋面结构层的管道、

设备基座、预埋件等部位采用的防止热桥产生的措施，检查出屋面管道是否

设置套管进行保护，管道与套管之间采用保温材料的种类及厚度是否满足设

计及施工方案要求。 

2.3.12 文件审查暖通空调专业设计文件，文件审查建筑实际采用的冷热源

机组的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现场检查现场设备安装情况，设备铭牌，能

效标识。 

2.3.13 文件审查暖通空调专业设计文件、机组的合格证、技术参数，热回收

新风机组专项检测报告，现场检查机组安装情况、设备铭牌、技术参数。 

2.3.14 文件审查生活热水系统设计文件、生活热水系统采用设备的合格证、

出厂检测报告，现场检查设备安装情况、设备能效标识等。 

2.3.15 文件审查暖通空调专业设计文件、风机调试记录，现场检查现场风机

安装情况、技术参数等。 

2.3.16 文件审核暖通空调专业设计文件、空调水泵样本、出厂检测报告、

合格证，现场检查水泵、风机的安装情况，水泵、风机能效标识、变频措施

等。计算复核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 

2.3.17 文件审核暖通空调专业设计文件，现场检查相关措施的落实情况。 

2.3.18 文件审查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竣工图纸、设计说明、计算书，集热设

备出厂合格证、型式检验报告或进场复验报告、太阳能热水系统现场检测报



 — 26 — 

告、现场检查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形式、实施量、安装方式、设备铭牌等。 

2.3.19 文件审查光伏发电系统的竣工图纸、设计说明、计算书、光伏组件

出厂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现场检查光伏发电系统形式、实施量、安装方式、

设备铭牌等。 

2.3.20 文件审查地源热泵系统的竣工图纸、设计说明、计算书、地源热泵系统

设备的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现场检查地源热泵系统的配置、容量、主机性能

系数、供应范围等。 

2.3.21 文件审查电气专业相关设计文件、照度与功率密度现场专项检测报

告。 

2.3.22 文件审查灯具性能进场复验报告、出厂检测报告、规格书或选型样

本，现场检查照明光源类型。 

2.3.23 文件审查电气专业相关设计文件，现场检查照明节能控制措施跟设

计的一致性。 

2.3.24 文件审查节能电梯出厂检测报告、能效标识，现场检查电梯的能效

等级、控制方式。 

2.3.25 文件审查能耗监测系统的相关设计文件，对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安

装运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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