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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国建节协（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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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调查研究，认证总结实践经验，考察有关国内外标准和先进经验，并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太阳能供热；5生物

能质供热；6地源热泵供热；7空气源热泵供热；8多能互补供热。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联系电话：

010-57811218，010-57811483，邮箱：biaoban@cabee.org)，由建科环能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建科环能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30号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光

电建筑124室，邮编：100013）

本标准主编单位：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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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倡导可持续

发展理念，规范和引导村镇建筑推进清洁取暖，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我国北方地区各类村镇建筑

以太阳能、生物质能、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为热源，或以上述多种

能源为热源的清洁取暖系统的评价。

1.0.3 评价应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村镇建筑所在地域的资源、

气候、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特点，鼓励采用适宜技术和综合效益

显著的技术。

1.0.4 清洁取暖系统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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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能效 energy efficiency

能效即能源利用效率，采用采暖季输出到建筑采暖房间的能量与

进入供热系统的总一次能源消耗量的比值。

2.0.2 系统制热性能系数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of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COPsys）

系统总制热量与热泵系统总耗电量的比值，热泵系统总耗电量包

括热泵主机、各级循环水泵的耗电量。

2.0.3太阳能供热 solar heating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供给建筑物供暖的方式。

2.0.4地源热泵供热 ground-source heat pump heating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

能交换系统、建筑物内系统组成供热空调系统，进行供暖的方式。

2.0.5 负荷率 load ratio

系统的运行负荷与实际负荷之比。

2.0.6空气源热泵供热 air source heat pump heating

以空气作为低温热源，电力驱动蒸汽压缩循环，连续将热量从低

温介质转移到高温介质，进行供暖的方式。

2.0.7多能互补供热Multi energy complementary heating

以太阳能、生物质能、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中两种或以上清洁

能源类型为热源的供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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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1 清洁取暖系统能效评价应以清洁取暖系统服务的局部建筑、建

筑单体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

3.1.2 清洁取暖系统能效评价应以设计或系统运行情况为依据。

3.1.3 评价周期应分为长期评价和短期评价。长期评价用于技术应用

效果评价宜按整个采暖季或一年进行计算；短期评价用于典型工况性

能评价宜按连续 24h进行计算。

3.1.4 评价机构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报告、文

档进行审查，并应在进行现场考察或测试后出具评价报告，确定评价

结果。

3.1.5 参评建筑的能耗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51161的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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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阳能供热

4.1监测要求

4.1.1太阳能供热系统能效测试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

4.1.2太阳能供热系统能效测试分为长期测试和短期测试。

4.1.3太阳能供热系统长期测试应满足：

1 长期测试时长应与供暖期同步；

2 测试期内的平均负荷率不应小于 30%。

4.1.4太阳能供热系统短期测试应满足：

1太阳能供热系统短期测试期间的运行工况应尽量接近系统的设

计工况，且应在连续运行的状态下完成；

2测试时长不应少于 4d；

3短期测试期间的系统平均负荷率不应小于 50％；

4短期测试期间室内温度的检测应在建筑物达到热稳定后进行。

4.2能效评价

4.2.1太阳能供热系统制热性能系数为太阳能供热系统在正常运行工

况下供热时，系统供热量与系统总耗电量之比。

COPsys = QZ
W

（4.2.1）

式中：Qsys——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热量，kWh；

W——系统测试期间累计耗电量，单位为千瓦，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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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系统累计制热量 QZ可采用热量表直接测量，也可通过分别测量

温度、流量等参数后按下式计算：

3600

Tttcm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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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i
zi

z






）（
（4.2.2）

式中：QZ——系统累计制热量，kw.h；

n——总记录数；

mzi——第 i次记录的系统总流量，m3/h；

ρw——水的密度，kg/m3；

cpw——水的比热容，kj/（kg·℃）；

tdzi——对于太阳能供暖系统，tdzi 为第 i 次记录的供水温

度，℃；

tbzi——对于太阳能供暖系统，tbzi 为第 i 次记录的回水温

度，℃；

ΔTzi——第 i次记录的时间间隔（h），△T不应大于 600s。

4.2.3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 Qtr应按下式计算：

t

nj
tr q

Q
Q



 （4.2.3）

式中：Qtr——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ce；

Qnj——全年太阳能供热系统累计制热量，MJ；

q——标准煤热值，取 q=29.307MJ/kgce，MJ/kgce；

ηt——以传统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按项目立项文件

选取，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根据项目适用的常规

能源，应按本标准表 4.2.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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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以传统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ηt

常规能源类型 供暖系统

煤 0.70

天然气 0.80



7

5 生物质能供热

5.1监测要求

5.1.1 生物质能供暖系统进行工程实测评价，应在用户正常使用工况

下进行连续测试且测试周期不宜低于 7天。能耗统计应以连续运行的

评价周期内累计后，进行日平均核算。

5.1.2 生物质能供暖系统进行工程设计评价，应以室内温度白天活动

时段不低于 18℃，住宅夜晚温度不低于 10℃，公共建筑不低于 5℃

为控制目标。对整个采暖季进行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计算后，以整

个采暖季能耗分析结果进行核算。

5.2能效评价

5.2.1生物质能供暖系统综合 COP，为向用户端所供给的总热量与系

统消耗的总能源量的比值，其中系统消耗的总能源包括所消耗的生物

质能源，以及维持系统正常运转的其他能源的一次能源折算消耗量，

可按公式 1计算：

��� = ����
����

（5.2.1-1）

式中：��——评价周期内第 i项热源向室内的累计取暖供热量，MJ；

����——评价周期内供暖系统总的累计能源消耗量，包括所消

耗生物质能源和维持系统运转所需的风机、水泵消耗的电能等其他能

源，MJ；

���� = � (��� × ��) +
3.6×�
��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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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评价周期内所消耗的第 i种燃料的总质量，Kg；

��——评价周期内所消耗的第 i种燃料的热值，采用低位放热

量计算，MJ/kg;

�——评价周期内消耗的总电量，kWh；

��——发电系统发电效率指标，参照当前社会水平取 34.5%；

5.2.2 生物质能供暖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整个采暖系统在评价周

期内，生物质能消耗量占全部能源消耗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μ� =
� (��� ×��)

����
（5.2.2）

5.2.3 生物质供暖系统传统能源替代量为评价周期内生物质供暖系统

总供热量，按照当前社会以散煤为热源的重力循环热水采暖系统运行

效率水平进行折算，可替代的煤炭消耗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5.2.3）

式中：���——生物质供暖系统传统能源替代量，kgce；

��——标准煤热值（MJ/kgce），标准取 q=29.307MJ/kgce；

��——以散煤土暖气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参照当前社会水平

取 31.5%。



9

6 地源热泵供热

6.1监测要求

6.1.1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测试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

6.1.2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测试应同时测试室内温湿度，室内温湿

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6.1.3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测试分为长期测试和短期测试。

6.1.4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长期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已安装测试系统的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其系统性能测试宜

采用长期测试；

2对于采暖工况，长期测试的周期应与采暖季同步；

3长期测试前应对测试系统主要传感器的精确度进行校核和确认。

6.1.5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短期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未安装测试系统的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其系统性能测试宜

短期测试；

2短期测试应在系统开始供热 15d 以后进行测试，测试时间不应

小于 4d；

3系统性能测试宜在系统负荷率达到 60%以上进行；

4室内温湿度的测试应在建筑物达到热稳定后，测试期间的室外

温度测试应与室内温湿度的测试同步进行；

5短期测试应以 24h为周期，每个测试周期具体测试时间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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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系统运行时间确定，但每个测试周期测试时间不低于 8h。

6.2能效评价

6.2.1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制热性能系数评价应测试系统的热源侧流量、

系统用户侧流量、系统热源侧进出口水温、系统用户侧进出口水温、

机组消耗的电量、水泵消耗的电量等参数。

6.2.2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制热性能系数应为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在制热

工况下正常运行时，系统累计制热量与系统累计消耗电量之比，应根

据测试结果按下列公式计算：

SH
sys

i j

QCOP
N N


 

（6.2.2）

式中： sysCOP ——热泵系统的制热性能系数；

SHQ ——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热量，kWh；

iN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热泵机组累计消耗电量，kWh；

jN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水泵累计消耗电量，kWh。

6.2.3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累计供热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n

SH hi i
i

Q q T


  （6.2.3-1）

/ 3600hi i i i iq V c t  （6.2.3-2）

式中： hiq ——热泵系统的第 i时段制热量，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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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系统第 i时段用户侧的平均流量，m3/h；

it ——热泵系统第 i时段用户侧进出口介质的温差，℃；

i ——第 i时段冷媒介质平均密度，kg/m3；

ic ——第 i时段冷媒介质平均定压比热，kJ/kg·℃；

iT ——第 i时段持续时间，h；

n——热泵系统测试期间采集数据组数。

6.2.4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 Qs应按下式计算：

s t rhQ Q Q  （6.2.4）

式中： sQ ——常规能源替代量，kgce；

tQ ——传统系统供热的总能耗，kgce；

rhQ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的总能耗，kgce；

6.2.5 对于采暖系统，传统系统的总能耗 tQ 应按下式计算：

H
t

t

QQ
q

 （6.2.5）

式中： tQ ——传统系统供热的总能耗，kgce；

q——标准煤热值，MJ/kgce；

HQ ——长期测试时为系统记录的总制热量，短期测试时，根据

测试期间系统的实测制热量和室外气象参数，采用度日

法计算供暖季累计热负荷，MJ；

t ——以传统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按项目立项文件选取，

当无文件规定时，根据项目适用的常规能源，其效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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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标准表 4.2.3确定。

6.2.6整个供暖季的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的年耗能量应根据实测的系统

能效比和建筑全年累计热负荷按下式计算：

sys3.6
H

rh
DQQ
COP

 （6.2.6）

式中： rhQ ——地源热泵系统年制热总能耗，kgce；

D——每度电折合所耗标准煤量，kgce/kWh；

HQ ——建筑全年累计热负荷，MJ；

sysCOP ——热泵系统的制热性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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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气源热泵供热

7.1 监测要求

7.1.1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测试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

7.1.2空气源热泵供暖系统的测试分为长期测试和短期测试。

7.1.3长期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已安装测试系统的空气源热泵系统，其系统性能测试宜采

用长期测试；

2对于供暖工况，应分别进行测试，长期测试的周期与供暖季同

步；

3长期测试前应对测试系统主要传感器的准确度进行校核和确认。

7.1.4短期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未安装测试系统的空气源热泵系统，其系统性能测试宜采

用短期测试；

2短期测试应在系统开始供热 15d以后进行测试，测试时间不应

小于 3d；每天测试以 24h为周期；

3短期测试宜选择在典型日进行，典型日的全天负荷率宜在 25％、

50％、75％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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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能效评价

7.2.1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系数 COP应为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在

制热工况下正常运行时，空气源热泵制热功率与系统消耗总功率之比，

计算公式如下：

COPsys= QSH

W （7.2.1）

式中：COPsys——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制热性能系数；

QSH——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热量，kWh；

W——系统测试期间累计耗电量，kWh。

7.2.2空气源热泵累计制热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SH
sys

i j

QCOP
N N


 

（7.2.2-1）

1

n

SH hi i
i

Q q T


  （7.2.2-2）

/ 3600hi i i i iq V c t  （7.2.2-3）

式中： sysCOP ——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的制热性能系数；

SHQ ——系统测试期间的累计制热量，kWh；

iN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热泵机组累计消耗电量，kWh；

jN ——系统测试期间，所有水泵累计消耗电量，kWh；

hiq ——热泵系统的第 i时段制热量，kW；

iV ——系统第 i时段用户侧的平均流量，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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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热泵系统第 i时段用户侧进出口介质的温差，℃；

i ——第 i时段冷媒介质平均密度，kg/m3；

ic ——第 i时段冷媒介质平均定压比热，（kJ/kg·℃）；

iT ——第 i时段持续时间，h；

n——热泵系统测试期间采集数据组数。

7.2.3系统测试期间累计耗电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ji NNW （7.2.3）

式中：W——系统测试期间累计耗电量，kWh；

 iN ——空气源热泵累计耗电量，kWh；

 jN ——水泵累计耗电量，kWh。

7.2.4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应按下式计算：

Qs=Qt-Qr （7.2.4）

式中：Qs——常规能源替代量，kgce；

Qt——传统系统的总能耗，kgce；

Qr——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总能耗，kgce。

7.2.5对于供热系统，传统系统的总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Qt=
QH
ηt×q

（7.2.5）

式中：Qt——传统系统的总能耗，kgce；

QH——长期测试时为系统记录的总制热量，短期测试时，根据

测试期间系统的实测制热量和室外气象参数，采用度日

法计算供暖季累计热负荷，MJ；



16

ηt——以传统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按项目立项文件选取，

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根据项目适用的常规能源，应按

本标准表 4.2.3确定；

q——标准煤热值，MJ/k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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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能互补供热

8.1 监测要求

8.1.1多能互补供热系统能效监测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

8.1.2多能互补供热系统能效评价应依据监测结果计算得出。一般监

测时长不应少于 1个供暖季。跨季节蓄热时，监测时长不应少于 1年。

8.1.3多能互补供热系统监测边界应包括所有类型的供热热源。

8.2 能效评价

8.2.1多能互补供热系统能效评价应包括系统制热性能系数与传统能

源替代量。

8.2.2多能互补供热系统制热性能系数 COPsys为采暖季输入到建筑的

总热量与进入供热系统的总能源消耗量的比值。

������ =
��
����

（8.2.2）

式中：QC - 采暖季输入到建筑的总热量，kWh；

���� - 供热系统的总能源消耗量，kWh（生物质能需要折算）。

8.2.3多能互补供热系统的传统能源替代量应依据所采用能源类型，

按其所在章节能源替代量进行计算，并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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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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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标准》GB50495

2《城镇供热系统评价标准》GB/T50627

3《城镇供热系统能耗计算方法》GB/T34617

4《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

5《生物质炊事采暖炉具通用技术条件》NB/T 34007

6《地源热泵系统节能监测》DB11/T 1639

7《空气源热泵节能监测》DB11/T 1652

8《地源热泵系统节能减排绩效评价方法》DB12/T 905

9《地源热泵系统能效评价方法》DB37/T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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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村镇地区低效燃煤和生物质散烧排放的污染物是造成大气污染

的重要原因之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要加

快实施北方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积极稳妥推进散煤替代；国务院

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将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作为重点工作之一，提出“集中资源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

平原等区域散煤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十部委

共同发布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明确提

出到 2021 年县城清洁取暖达到 80%以上，农村达到 60%以上。村

镇清洁能源供暖的需求日益凸显，对其应用效果的评价有非常紧迫的

现实意义。



23

3 基本规定

3.1.1 村镇建筑存在单个或某几个房间需要独立供暖的情况，因此会

出现局部建筑作为为评价对象的现象。

3.1.2 在设计阶段进行清洁取暖系统能效评价与比较，结合因地制宜

的原则，有利于选择合适能源形式。在运行阶段进行清洁取暖系统能

效评价，有利于明确系统运行的能效与能源替代情况。

3.1.3 评价周期对于平爱结果具有影响，需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采用评

价周期。

3.1.4 评价报告应具备检测时间、检测仪表等基础说明，及检测工况、

测量方法、误差分析等重要事项说明。

3.1.5 参评建筑的能耗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51161的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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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阳能供热

4.1监测要求

4.1.2太阳能供热系统总能耗是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重要参数，供暖

属于季节性供热，应针对该系统的特点选择性进行长期或者短期测量，

测出不同工况下的供热量，测试时间涵盖整个测试过程。

4.1.4规定了系统短期测试的负荷率。对于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负荷

率过低，将不能反映系统的真实性能，因此应尽量接近系统的设计负

荷。

4.2能效评价

4.2.3常规能源替代量是评价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节约常规能源能力的

重要参数。确定了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则可分析其

项目费效比、环境效益及经济效益。短期测试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与

实际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有一定误差，但该方法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更加高效可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进行长

期的跟踪测量，以获得更加准确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常规能源的替

代一定是太阳能和某一种能源比较计算得出的。

对于采暖系统，目前常规能源多以燃煤和燃气热水器为主，根据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0，燃煤锅炉运

行效率最低为 0.7，燃气锅炉运行效率最低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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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质能供热

5.1监测要求

5.1.1 由于农村系统多采用自行管理运行的模式，受住户生活活动情

况影响，随机性干扰因素较多，故以达到用户正常使用为前提，宜进

行连续 7-10天的连续性测试，作为计算依据，当条件受限时连续运

行测试不应低于 3天，并在测试结果中说明室内外温度等工况条件。

5.1.2为保证供暖房间的室内热舒适条件，白天参照当前供暖设计标

准取 18℃，夜间的控制温度在考虑经济和节能的情况下，住宅考虑

睡眠需求室内温度不低于 10℃，公共建筑考虑防冻需求，室内温度

不低于 5℃作为设计目标。

5.2 能效评价

5.2.1农村住宅生物质燃烧放热不进行深度回收，故生物质燃料能耗

计算以所使用的燃料的低位放热量为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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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源热泵供热

6.1 监测要求

6.1.1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其能效监测，

以反应系统的真实情况。

6.1.2 调节室内温湿度是空气调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供热能效评

价时应保证满足室内温度要求，因此室内供暖效果是评价的基础。

6.1.3 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测试根据其是否安装测试系统，可分为长期

测试和短期测试。对于已安装测试系统的地源热泵系统，其能效测试

宜采用长期测试，对未安装测试系统的地源热泵系统，其能效测试宜

采用短期测试。

6.1.4 对于地源热泵供热系统长期测试，应在测试前对测试系统的主

要传感器进行校核和确认，以减少测试误差，保证长期测试的准确性。

6.1.5 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的运行性能受环境影响较大，土壤的温度、

污水的温度、地表水温度，与测试时间段有关系，为了保证相对准确，

测试应在供热 15d之后进行。短期测试期间系统应在合理的负荷下运

行，如果负荷率过低，系统运行工况与设计工况相差较大，其系统性

能不具备代表性。经过对不同项目的设计资料和实际工程项目运行分

析，对地源热泵供热系统性能进行测试时系统负荷率在 60%以上运行

比较合理，系统能效保持在相对较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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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能效评价

6.2.1 本条规定了能效评价需要测试的参数。系统水泵耗电量包括热

源侧和用户侧的所有水泵的耗电量。

6.2.2 本条规定了测试期间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制热性能系数的计算方

法。

6.2.3 本条规定了系统测试期间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累计供热量的计算

方法。

6.2.4 本条规定了地源热泵供热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的评价方法。地

源热泵供热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计算中，是以常规供暖系统为比较对

象，通过计算整个供暖季采用常规供热系统与地源热泵供热系统总能

耗的差值得到，计算将最终的节能量转换为一次能源，以标准煤计。

6.2.5 本条规定了采用传统系统供热的总能耗计算方法。当采用长期

测试时，总制热量为系统记录的总制热量。短期测试时，应根据测试

期间的实测制热量和室外气象参数，采用度日法计算供暖季累计热负

荷。以传统能源作为热源时，运行效率应按立项文件或者本标准规定

确定。

6.2.6 本条规定了整个供暖季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的年总能耗计算方法。

整个供暖季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的总能耗应根据建筑全年累计热负荷

与实测的地源热泵供热系统的制热性能计算得出。在计算时，每度电

折合标准煤量（kgce/kWh），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 2年内公布的火力

发电标准煤耗水平确定，并在折标煤结果中注明该折标系数的公布时

间及折标量。



28

7 空气源热泵供热

7.1监测要求

7.1.1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能效测试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

以反应系统的真实情况。

7.2 能效评价

7.2.1 制热性能系数（COP），反映系统能效的高低和水平。因此，

有必要对机组的实际运行性能进行测试和评价。

7.2.4与 7.2.3条结合，对村镇建筑空气源热泵供热系统的节能效益进

行评价。采用测试与计算结合的方式获得常规供暖方式年耗能量的指

标。空气源热泵系统的采暖节能量以适用于北方地区村镇建筑应用的

常规能源作为比较对象，并规定了传统能源为热源时运行效率的获取

方式，最终将节能量转换为一次能源，以标准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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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能互补供热

8.1 监测要求

8.1.1多能互补供热系统因涉及多种供热热源，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

态下进行其能效监测，以反应系统的真实情况。

8.1.2多能互补供热系统能效评价不能依靠设计参数计算监测结果。

跨季节蓄热时建议监测时长为 4年。

8.2 能效评价

8.2.1多能互补供热系统能效评价包括系统制热性能系数与传统能源

替代量，可以反应出系统的节能性与碳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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