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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78年我国推行新政伊始，住宅产业便一跃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1998年我国停止住房福利实物分配后，住宅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现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之一，仅2005年1月～11月间全国住宅竣工面积便完成11.6亿m2，约占当年房屋竣工面积的77.8％。
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使住宅产业随即成为经济热点。
近年来我国城镇商品房价格的一路攀升，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改善需求旺盛且市场潜力巨大。
住宅业的迅猛发展对能源供应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世界第三大进口
国。
节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建筑节能刻不容缓。
截至2003年，我国已完成居住建筑领域节能设计标准的立法工作，但据统计从1996年7月至2005年底，
我国“三北”地区新建节能居住建筑仅为竣工面积的32％，从2001年7月至2005年底，我国南方地区新
建节能居住建筑仅为12％。
为了加强有关节能法规、标准的实施力度，2007年我国首次颁布实施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为了完善建筑节能验收过程，规范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方法，对《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检验标准》JGJ
132-2001进行了适时全面的修订。
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对我国居住建筑节能检测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了《采暖居住建筑节能
检验标准》JGJ 132 2001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出现的问题，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结合我国居住建筑节能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扩大了适用地域，最后形成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32-2009。
为了便于标准的使用者对本标准有比较全面透彻的了解、正确理解和使用有关条文，本书从编制概况
、标准内容释义、专题论述、国外相关检测标准编译、相关检测仪表应用指南等有关方面进行了资料
汇集、整理，以希于同行有益。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匆忙，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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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2009，该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编制的情况
编著了本书。
全书共分五篇，第一篇对标准的编制概况进行了描述，使读者能够清楚该标准的由来；第二篇对标准
中的相关条文作了详细的释义，可以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掌握标准中的条文；第三篇分专题对新旧
标准的对比、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方法、传热系数检测方法、外窗气密性能检测方法等进行了详细
的论述，能够切实指导在节能检测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第四篇编译了国外相关检测标准，使读者
了解国外在建筑节能检测方面的技术发展情况；第五篇对节能检测过程中常用仪表的技术参数以及使
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了介绍。
    本书可作为《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宣贯辅助教材；可以供国家及地方热改办、墙改办等建设管
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建筑节能领域从事研究、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检测仪表生
产厂家技术人员、房地产开发商等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参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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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验收规范》内容丰富，涵盖面宽。
正如该规范第1.0.2条所规定的那样：“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中墙体、幕墙
、门窗、屋面、地面、采暖、通风与空调、空调与采暖的冷热源及管网、配电与照明、监测与控制等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而且第1.0.5条（强制性条文）明确规定“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应在建
筑节能分鄙工程验收合格后进行”。
以《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的实施（即2007年10月1日）为起点，我国的建筑
节能工作真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实质发展的阶段。
在《验收规范》的第14.2节“系统节能性能检测”中，表14.2.2中规定了系统节能性能检测主要项目及
要求，其中包括：室内温度、供热系统室外管网的水力平衡度、供热系统的补水率、室外管网的热输
送效率等。
对检测方法、检测仪表的性能要求、检测结果的形成等并没有具体规定，仅在第14.2.2条中规定“检测
方法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执行”。
所以，为了使《验收规范》能落在实处，相应的检测标准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规范建筑节能检测方法，同时为响应《验收规范》的迫切需要，有必要对《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检
验标准》JGJ132-2001进行全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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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施指南》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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