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7.010 

F 01 

      DB12 
天 津 市 地 方 标 准 

DB12/T 808—2018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规程 

Public institution energy audit procedure  

 

 

 

2018 - 06 - 07 发布 2018 - 07 - 08 实施 

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 布  



DB12/T 808—2018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总则 ............................................................................... 1 

5 基本规定 ........................................................................... 2 

6 审计程序 ........................................................................... 3 

7 审计内容 ........................................................................... 6 

8 审计方法 ........................................................................... 8 

9 审计报告编写要求 .................................................................. 10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现场调查表 ...................................................... 11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室内环境检测 .................................................... 18 

附录 C（规范性附录） 公共机构用能人数的确定 .......................................... 19 

附录 D（规范性附录）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格式示例 .................................... 21 

 



DB12/T 808—2018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天津城建大学、天津市建筑节能推广培训中心、歌山建设集团、中新天津生态城环境与

绿色建筑实验中心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李胜英、柴光宇、李莹、汪磊磊、孟子健、郭春梅、孙金磊、郑少波、于宁、

王宇、伍海燕、陈丹、王茂智、王磊、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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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本规程的编制目的是为科学、高效、稳步推进天津地区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规范审计程序、审

计内容和审计方法，真实反映天津地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情况及能源利用水平。 

本规程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对天津市百余家不同类型公共机构进行了能

源审计过程现场调研，查阅不同类型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总结了近年来天津市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的

实践经验和突出问题，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技术导则》GB/T 31342、《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充分考虑天津市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实际情况和未

来发展需求，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反复讨论、协调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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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能源审计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的审计程序、审计内容、审计方法和审计报告编写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地区公共机构的能源审计工作，其他用能单位的能源审计工作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342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技术导则 

JGJ/T 177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3.2  

能源审计  energy audit 

通过文件审查和调研测试，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对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消耗水

平、经济效益和环境效果进行监测、诊断和评价，从而发现建筑节能潜力，提出节能运行调试和改造建

议。 

3.3  

审计期  audit period 

审计考察的时间区段。 

3.4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指本单位专门用于放置数据处理、数据存储、网络传输等IT设备，并有不间断电源、空气调节等保

障设备的独立建筑区域。 

3.5  

绿色运营  gree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建筑或设施的运行过程中，采取先进、适用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措施，

实现最大限度的节能、减排、环保的各项管理活动的总称。 

4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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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为科学、高效、稳步推进天津地区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规范审计程序、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

制定本规程。 

4.2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应有明确的审计范围、边界和目标，内容充分，涵盖能源利用的全过程，开展

能源审计的公共机构应至少正常运行 1年。 

4.3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应制定审计方案，充分做好前期沟通。 

4.4 天津地区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现行有关标准

和规定。 

5 基本规定 

5.1 审计范围 

能源审计应包括要求审计的单栋建筑和整体用能情况。 

5.2 审计深度 

5.2.1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分为一般能源审计和深度能源审计。 

5.2.2 一般能源审计应包括： 

a) 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和用能系统调查； 

b) 检测及评估室内环境质量； 

c) 基于全年及逐月用电、蒸汽、天然气、油、可再生能源及其他能源等账单，核算公共机构年总

能耗和各类能源能耗指标； 

d) 分析计算建筑供暖空调、照明插座、动力、生活热水、餐饮及其他等各分项能耗指标； 

e) 审查公共机构能源管理文件，对公共机构进行现场巡查，评估公共机构运营与管理水平； 

f) 对供暖、制冷和照明等各分项供能系统做出评价，提出节能改造改进措施。 

5.2.3 深度审计除在达到一般能源审计要求外，还应包括： 

a) 建筑设备能效测评； 

b)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测评； 

c) 详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节能改造方案； 

d) 基于实测数据或能耗软件分析测算节能量，同时对实施节能改造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 

e) 根据被审计机构实际情况，开展针对性专项检测工作。 

5.3 信息收集 

5.3.1 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应符合 GB/T 31342 相关内容。 

5.3.2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基本信息应符合 GB/T 31342 相关内容，还应包括公共机构建筑物各层功

能信息。 

5.3.3 用能基本信息应包括： 

a) 公共机构连续 3年能耗数据原始记录、能源资源统计相关报表、费用账单，统计公共机构在审

计期内的能源资源消耗种类及数量。提供的能源资源消费账单应以实际消费收据账单为准，并

由审计机构拍照存档。公共机构存在新建建筑的，应至少提供正常运行后 1年的用能数据； 

b) 设计图纸、运行记录、相关用能设备原始文件等，统计公共机构主要用能系统信息。公共机构

主要用能系统一般包括供暖系统、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变配电系统、给排水系统、动力系统、

室内用能设备、数据中心用能系统以及特殊用能系统等，应分别统计各用能系统的设备配置、

服务区域、运行情况以及能源消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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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源计量网络图、能源计量器具台账、维修及校验记录等，收集能源计量配备和管理方面的信

息； 

d)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方面的信息应包括能源管理机构设置及职责、能源管理制度文件、能源管理

活动记录档案等。 

6 审计程序 

6.1 审计准备阶段 

6.1.1 能源审计项目确立后，审计机构成立能源审计工作组，制定初步审计方案，并向被审计机构发

放公共机构基本信息表、建筑物基本信息表及公共机构能源账单表等。 

6.1.2 被审计机构应成立能源审计小组，包括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完成基本信息表及账单表（参见

附录 A），确定配合能源审计工作的责任人和联络人。 

6.1.3 审计机构审查基本信息表和账单表后，判断公共机构是否具备开展能源审计的条件，确定审计

目标。若有不满足要求，及时向被审计机构提出。 

6.2 审计实施阶段 

6.2.1 审计工作组主持召开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交流会，与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责任人沟通，确

定能源审计的具体要求和实施内容，以及审计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条件和辅助条件，核查审计准备阶段发

放的表单数据。 

6.2.2 被审计机构应向审计工作组提供与审计工作相关的文件资料，并提供与审计工作相关的现场工

作支持。 

6.2.3 现场审计工作分为文件审查和调研测试两个部分： 

a) 文件审查应包括对被审计机构建筑的竣工图纸、能源账单、能耗监测数据、主要设备的台帐、

运行记录和维修保养记录、已采取的节能措施、能源管理等文件资料进行核查，并做好记录，

对必要文件进行复印、扫描或影像记录； 

b) 调研测试应包括对公共机构巡查、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室内环境质量测试、专项检测（深

度审计）以及数据采集，并应做好现场记录和影像，填写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现场调查表。 

6.2.4 审计机构应按照图 1中的流程实施一般能源审计，按照图 2中的流程实施深度能源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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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般能源审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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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深度能源审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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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审计报告编写 

6.3.1 现场审计完成后,审计机构应对被审计公共机构的用能数据、节能潜力、能源管理水平进行分析,

并撰写能源审计报告。 

6.3.2 审计机构出具的初步审计结果应与被审计公共机构交换意见,形成最终审计结论。 

7 审计内容 

7.1 一般能源审计 

7.1.1 检查公共机构建筑概况及节能管理状况，应包括： 

a) 查阅建筑物竣工图纸及节能计算书等； 

b) 公共机构是否设立单独的能源管理岗位或部门，对于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单

位实际情况的节能制度； 

c) 能源管理部门定期形成的能源考核文件及分析报告； 

d) 定期组织职工进行节能宣传及培训； 

e) 公共机构是否具备符合自身用能特点的节能管理文件及能源技术文件，能源管理部门对文件实

施的记录情况； 

f) 审阅并记录公共机构 1至 3年的能源账单。审计工作组需对公共机构能源管理文件中的计量数

据、检测结果、运行记录、分析报告、建筑自动化系统存储的记录数据等资料进行核查； 

g) 查阅公共机构是否有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管理规定，按照管理规定实施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的情

况。 

7.1.2 检查公共机构用能设备运行状况，应包括： 

a) 对公共机构现场用能设备进行逐项核查并记录相应内容； 

b) 记录公共机构内所有用能设备的铭牌信息及其运行状况。 

7.1.3 检查公共机构用能计量状况，应包括： 

a) 应检查能源分项计量、监测管理系统现状； 

b) 能源计量体系是否覆盖建筑内部使用的全部能源种类。 

7.1.4 检查公共机构室内环境质量状况，应包括： 

a) 应对公共机构内典型功能房间随机抽样开展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室内基本环境质量检测，检测项

目至少应包括室内温度、相对湿度、照度和 CO2浓度等，检测方法执行 JGJ/T 177，记录表格

参见附录 B； 

b) 应对室内（热）环境进行节能评价，判断所检测区域室内基本环境是否符合相应国家和本地区

现行标准的规定。当在供暖空调季检测时，需对房间内温度进行节能评价。 

7.1.5 检查公共机构绿色运营管理状况，应包括： 

a) 查阅被审计机构绿色运营管理自查情况； 

b) 应根据被审计机构实际情况，对照公共机构绿色运营管理相关规定逐项检查，并给出公共机构

绿色运营评价。 

7.1.6 计算分析能耗指标，应包括公共机构综合能(水)耗、能（水）耗分类指标和能耗分项指标。 

a) 公共机构综合能(水)耗 

b) 公共机构能（水）耗分类 

1) 用电总量 

2) 用蒸汽总量 

3) 用天然气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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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热力总量 

5) 用水总量 

6) 用油总量 

7) 交通燃油总量 

8) 其他能耗 

c) 公共机构能耗分项，能耗体系结构见图 3。 

 

图 3  公共机构能耗结构图 

1) 数据中心机房能耗，包括该区域内的 IT 设备及其基础辅助设备能耗，该区域与其他区域

共享的辅助设备（如集中空调系统设备等）能耗应按各自消费的服务量折算到该区域的

能耗中； 

2)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包括空调通风系统能耗和供暖系统能耗； 

3) 照明插座系统能耗，包括照明及插座取电设备系统能耗； 

4) 动力系统能耗，包括电梯能耗、水泵能耗和通风机能耗； 

5) 生活热水系统能耗，包括生活热水热源及输配系统，洗衣房、游泳池等特殊功能区域用热

不包含在内； 

6) 餐饮能耗，包括餐饮设备及其附属设备能耗； 

7) 燃油能耗，包括公务车燃油能耗； 

8) 其他能耗，除上述能耗之外的其他能耗。 

7.1.7 根据审计要求和公共机构实际情况，提出节能改进建议，主要包括： 

a) 行为节能建议，行为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b) 管理节能建议，能源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特别是对数据中心等室内环境控制较为严格

区域的安全用能管理的评价及建议； 

c) 节能改造建议，用能系统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根据各用能系统的能耗指标及现场实际情况提出

节能改造措施，并计算预期节能量。 

7.2 深度能源审计 

7.2.1 进行深度能源审计时，除完成一般能源审计要求外，还应对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和主要用

能系统性能进行针对性检测，并应对节能改造技术措施及经济性进行分析。 

总能耗 

常规能耗 数据中心机房能耗 

暖通 

空调 

系统 

能耗 

照明 

插座 

系统 

能耗 

动力 

系统 

能耗 

生活 

热水 

能耗 

餐饮 

能耗 

燃油 

能耗 

其他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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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公共机构主要用能系统的能效检测内容应根据深度能源审计的实际情况开展以下一项或多项检

测： 

a) 空调制冷机组能效检测，包括制冷机组能效比、制冷机组耗电功率、冷冻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

冷却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等； 

b) 制热机组能效检测，包括制热机组性能系数、制热机组耗电功率、热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等； 

c) 电、燃气、燃油锅炉能效检测，包括锅炉效率、锅炉耗电量、耗气量、耗油量、热水供回水温

度和流量等； 

d) 水泵能效检测，包括水泵的效率、电功率、流量、进出口压力等； 

e) 空调末端能效检测，包括空调末端的风量、风机输入功率、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送回风

温度、进出水温度和流量等； 

f) 照明系统检测，包括照度、照明功率密度等； 

g) 双方商定的其他详细检测项目。 

7.2.3 节能改造技术措施及经济性分析应包括分析节能改造措施可行性及预期节能量，并应对实施节

能改造所需的费用及回收期等进行概算。 

8 审计方法 

8.1 面积计算 

公共机构使用建筑物的建筑面积、空调面积、供暖面积和建筑分项面积应根据建筑竣工图纸计算和

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建筑面积取外墙外边界围成面积的综合计算，建筑分项面积取不同功能交界处墙的

中线。 

8.2 能（水）耗总量 

能（水）耗总量应采用公共机构能耗账单和用能记录等资料，并明确记录日期。如有服务于审计范

围之外的用能（水）设备时，该设备的用能（水）量应从总能耗中扣除，并在审计报告中做出说明。 

8.3 能（水）耗指标的计算 

8.3.1 单位面积能耗指标等于年总能耗除以建筑面积，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E

e
A

  ......................................... (1) 

式中： 

e——单位面积能耗指标，单位kgce/（m
2
 ·a）； 

E——年总能耗，单位kgce/ a； 

A——建筑面积，单位m
2
。 

8.3.2 人均能耗指标等于年总能耗除以用能人数，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E

e
R

  ......................................... (2) 

式中： 

e——人均能耗指标，单位kgce/（人·a）； 

E——年总能耗，单位kgce/ a； 

R——用能人数，单位人，统计方法详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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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单位面积水耗指标及人均水耗指标计算方法同 8.3.1、8.3.2条。有游泳池的公共机构，需单独

列出游泳池水耗量，游泳池的水耗指标为游泳池水量与池底面积的比值。 

8.3.4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指标等于供冷和供热的能耗量分别除以建筑空调面积和供暖面积，按照式（3）

进行计算。 

 /
/

/

H C
H C

H C

E
e

A
  ...................................... (3) 

式中： 

/H Ce
——供暖/空调能耗指标，单位kgce（m

2
·a）； 

/H CE
——供暖/空调能耗，单位kgce/ a； 

/H CA
——供暖/空调面积，单位m

2
。 

8.3.5 照明系统、室内设备系统和综合服务系统能耗指标等于该系统或设备年能耗除以建筑面积。 

8.3.6 医疗类公共机构功能较多，根据公共机构功能按同类可比较的原则，需计算单位床位能耗指标。

单位床位能耗指标等于医疗类公共机构年能耗量除以医院床位数。 

8.4 分项能耗的计算 

8.4.1 当公共机构具备能源分项计量时，应采用分项计量数据。 

8.4.2 当公共机构内没有分项计量时，分项能耗的数据可采用变配电系统原理图及运行记录、设备运

行记录、主要设备和主要支路的现场实测能耗、设备铭牌信息、建筑物典型年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天数等

信息统计得到。 

8.4.3 公共机构内设有数据中心、特殊区域能耗计量的应采用计量的数据。 

8.5 暖通空调能耗 

8.5.1 应根据暖通空调各设备的运行时间和功率进行分析计算。暖通空调系统可按照集中空调系统和

分散式空调系统（变制冷剂流量多联机和分体式空调）来进行考核。对于暖通空调系统有如下特点的，

可采用本条的方法：  

a) 有较为固定的设备作息时间表； 

b) 部分设备功率基本上不随时间变化的； 

c) 部分设备功率随季节变化且随机性较大。 

8.5.2 根据暖通空调系统运行特点，其能耗拆分方法按不同设备区分，各设备的能耗拆分方法如下，

审计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方法。 

a) 制冷机组能耗可通过运行记录中的逐时功率，进行求和，或根据额定功率与当量满负荷小时数

求得； 

b) 空调水泵能耗： 

1) 通过运行记录中的逐时功率，进行求和； 

2) 定速运行的水泵可根据现场实测值和运行小时记录进行求和；变频水泵应实测各水系统在

不同启停组合下，工频时水泵的运行能耗，再根据逐时水泵频率的运行记录计算逐时水

泵能耗并对全年求和； 

3) 对于定频运行水泵，在既无相关运行记录，也没有条件对设备耗电功率进行实测时，计算

方法参照 2)，用额定功率代替实测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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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空调机组、冷却塔、新风机组和通风机能耗计算方法参照空调水泵能耗计算方法； 

d) 风机盘管、分体空调能耗可统计建筑物中各个区域风机盘管的数量和功率，分别估算其运行时

间，累计计算得到； 

e) 热源能耗： 

1) 在采用自备热源时，有燃料消耗记录的，应根据运行记录或燃料费账单统计热源消耗的燃

料量；无记录的，热源消耗的量可认为是恒定值，用实测值乘以运行时间得到； 

2) 对于采用市政热力时，可根据热量表读数计算；在未安装热量表时，可根据公共机构建筑

耗热量指标进行估算； 

3) 根据现场询问、测试等方式，结合其使用特点，也可采用其他方法计算热源能耗。 

8.5.3 当过渡季节暖通空调系统完全不使用时，宜根据全年逐月的能耗的变化趋势，计算暖通空调能

耗。 

8.6 照明和设备能耗 

照明系统、室内设备系统、综合服务系统能耗指标应通过调查电气配电图纸，统计设备数量、功率

及运行情况，将总功率与估算运行时间相乘得到。其中电梯能耗计算可按电梯功率与运行时间相乘后再

乘以同时使用系数。 

8.7 其他用能设备能耗 

对于其他用能设备能耗，当有运行记录时，应根据运行记录和设备运行功率统计计算。若无运行记

录，应合理估算运行小时数，再计算全年能耗。 

8.8 能耗模拟与测试分析 

当进行深度能源审计时，可通过能耗模拟、测试分析或其他合理的方法综合分析暖通空调能耗、照

明能耗在不同的条件下的节能潜力。 

9 审计报告编写内容 

9.1 总体要求 

9.1.1 一般能源审计报告应包括审计目的、范围、依据及整个审计过程的简介，对被审计机构的能源

管理状况、主要用能设备和系统的特性和运行状况、公共机构明确的能耗审计结果,根据审计要求和公

共机构实际存在的问题给出可行的能源管理建议和节能措施。 

9.1.2 深度能源审计报告除应满足本规程 9.1.1条规定外,还应对提出的节能改造建议测算其预期节

能量,同时对实施节能改造的投资额及投资回收期等经济性进行分析。 

9.1.3 审计报告应注明报告编制单位和审计团队主要成员,同时应有编写人、审核人及批准人签字。 

9.2 报告内容与格式 

报告编写应符合附录D的要求，审计机构可依据公共机构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行修改调整。 

9.3 报告提交与确认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机构应按照能源审计方案中约定的形式完成能源审计报告，经机构负责人签字确

认后，提交被审计机构，向其报告能源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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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现场调查表 

表A.1 公共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地址  

机构负责人  邮编  

成立时间  机构性质  

上级主管部门  机构类别  

所在建筑名称  单体建筑数量  

内部组织机构设置（组织机构设置、单位业务职能范围）： 

 

机构能源资源管理部门介绍： 

 

机构能源资源管理制度（此处填写电力、天然气、水、汽油、煤等能源的管理制度名称及详细制度内容。请提供电子版

或纸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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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建筑基本信息表 

建筑 

名称 
 

竣工 

年份 
 总建筑面积(㎡)  

制冷 

面积 

(㎡) 

 

供暖 

面积 

(㎡) 

 

特殊区域面积(㎡)（指信息机房、洗衣房、

厨房餐厅、游泳池、健身房、手术室等特殊

区域） 

 

建筑 

层数 

地上  层；地下  

层 

标准 

层高(m) 
  建筑朝向  

用能人数： 

常驻机构人数         人；平均流动人数    人。 

建筑使用时间表 

一天使用     小时，从          到            ； 

一周使用       天，从          到             ； 

一年使用      月，从          到             ；。 

建筑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混凝土剪力墙 □钢结构 □木结构  其他        。 

建筑围护结构作法： 

屋面： 

 

 

外墙：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及遮阳情况）： 

     

 

照明灯具种类： 

室内照明 

□白炽灯 □普通荧光灯 □低压钠灯  □高压汞灯  □高压钠灯 □金属卤化物灯 □细管型荧光灯     □LED 灯 其

他       。 

室外照明 

□白炽灯  □荧光灯 □高压汞灯  □高压钠灯 □LED 灯 □金属卤化物灯  其他           。 

空调系统形式： 

□集中式全空气系统 □风机盘管+新风系统 □分体式空调系统 □多联机系统 其他          。 

是否进行过能源审计？（如果是，给出审计日期）    否，    是，日期：         

是否进行过节能改造？（如果是，给出改造项目）    否，    是，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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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建筑用能设备表 

变压器设备明细 

型号 数量 备注 

   

供暖系统设备明细（热源、水泵、换热器、末端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制冷系统设备明细（冷源、新风机、水泵、冷却塔、换热器、末端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数据中心设备明细（信息设备、空调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照明系统设备明细（照明灯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电梯系统设备明细（直梯、扶梯）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给排水系统设备明细（水泵、热水设备等）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炊事系统设备明细（蒸箱、灶具、热水器、电饼铛、烤箱、排风设备等）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室内设备明细（计算机、复印机、打印机、装订机、碎纸机等办公设备及饮水机等）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生活热水系统设备明细（生活热水热源、水泵等）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特殊区域设备明细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功率 备注 

     

注1：如设备消耗的能源非电力，则“功率”项不填，在“备注”中填入设备单位能耗量。 

注2：如同一设备在不同系统中均有使用，则在每一系统中均填写该设备，并在备注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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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能源（资源）消耗量 

能源（资源）种类              

月份 
年 

消耗量 费用 备注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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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机构名称  建筑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 

名称 

型号 

规格 

准确度 

等级 

安装 

使用地点 
监测对象 校准周期 是否有效 

是否与能耗监测 

平台联网 

1 电能表        

2 热量表        

3 燃气表        

4 蒸汽表        

5 水  表        

6 燃油表        

7 燃  煤        

8         

9         

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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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现场调查表 

被审计机构                 

编号 问题 无此项 存在 不存在 

管理 

A-1 供暖空调系统的温控装置不容易调节    

A-2 温控装置的设定温度不在节能设计标准推荐范围内    

A-3 无人区域或很少使用的区域仍然供暖、供冷或照明    

A-4 下班后少数人加班，空调系统仍照常运行    

A-5 在无人时间段内室内温度不作调整    

A-6 入口大厅的供暖空调设备正在运行    

A-7 在人员到达之前 HVAC 设备便启动，一直运行到所有人都离开    

A-8 没有用已有的百叶帘和窗帘作为建筑物辅助的遮阳措施    

A-9 没有电动机和其他电动设备的运行维修记录    

A-10 控制系统和装置没有作定期检查    

建筑围护结构 

E-1 外墙屋顶的保温系统不符合节能设计标准    

E-2 围护结构的保温层已破裂或脱落    

E-3 窗户传热系数不符合节能设计标准    

E-4 门窗空气渗透较严重    

供暖系统 

H-1 房间温度过高    

H-2 在供冷季仍然开着锅炉或热水器    

H-3 没有根据厂家规定定期对锅炉进行检修和维护    

H-4 锅炉容量偏大，与建筑热负荷不匹配    

H-5 燃油锅炉运行中有过量烟尘    

H-6 锅炉或热水器有故障或低效率的征兆    

H-7 进入锅炉的空气未经预热    

H-8 热水或蒸汽管道无保温或保温层破裂    

H-9 没有热回收系统    

H-10 垂直通道或楼梯间热损失较严重    

供冷系统 

C-1 房间温度过低    

C-2 建筑内各房间冷热不均    

C-3 无人时间段房间内空调系统末端（如风机盘管或带风机的 VAV 末端）仍照常

运行 

   

C-4 空调系统运行的同时开着门窗    

C-5 空调系统的制冷能力与建筑负荷不匹配，容量过大或偏小    

C-6 HVAC 系统存在冷热抵消的现象    

C-7 没有根据厂家规定定期对冷水机组进行检修和维护    

C-8 供冷管道或风道没有必要的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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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现场调查表（续） 

编号 问题 无此项 存在 不存在 

C-9 冷水管路、阀门或管件有渗漏    

C-10 制冷机的冷凝器和蒸发器盘管结垢较严重    

通风系统 

V-1 建筑内无人时新风阀依然开启    

V-2 室内人员感觉沉闷、空气不新鲜，有人反映 SBS 症状    

V-3 过渡季节没有充分利用室外新风    

V-4 建筑内没有新风量按需控制系统    

V-5 没有提前开启新风系统或利用夜间通风    

生活热水系统 

W-1 生活热水的温度过高    

W-2 储水箱、管道、阀门和热水器的保温不当    

W-3 在供暖季，电热水器的使用没有时间限制    

W-4 没有热水储存装置    

W-5 在热水系统中跑冒滴漏十分明显    

W-6 大楼有热水供应，但大楼热水需求较小，或几乎没有需求    

照明 

L-1 在无人区域开着灯或照度偏大    

L-2 工作区域的照度水平高于推荐值    

L-3 在工作区域使用白炽灯    

L-4 在工作区使用传统的荧光灯    

L-5 使用高压汞灯    

L-6 灯泡和灯具不干净    

L-7 未充分利用昼光照明    

电机、风机和水泵 

M-1 采用普通电机    

M-2 电机总是在部分负荷下运行（如经常在<50%的负荷下运行）    

M-3 泵或风机的尺寸过大    

M-4 泵或风机均定速运行    

审计人员：                             审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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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室内环境检测 

表A.7 室内环境检测记录表 

房间号        室 测点 
温度 

℃ 

相对湿度 

% 

CO2浓度 

ppm(mg/m
3
) 

照度 

lx 

    年   月   日 

 

时间：     点 

(9:00~11:00 为宜)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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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公共机构用能人数的确定 

C.1 机关办公类 

将机关办公类公共机构用能人数分为四类，其计算方法如下：  

 =A + B + C + D/E用能人数  ............................. (C.1) 

式中： 

A-在编人员； 

B-长期聘（借）的编外人员； 

C-工勤、保障人员； 

D-外来人员； 

E-全年天数。 

注1：工勤、保障人员的人数计算应考虑轮流制。 

C.2 教育类 

将教育类公共机构用能人数分为四类，其计算方法如下： 

 A B C A B C=A  + B  + C  + [A(1- ) + B(1- ) + C(1- ) ]+D/E      用能人数  ......... (C.2) 

式中： 

A-在编教职工； 

B-工勤、保障人员； 

C-注册学生； 

D-外来人员； 

E-全年天数； 

η A，η B，η C—分别为前三类人员假期在校比例； 

σ —假期天数比例。 

注2：工勤、保障人员的人数计算应考虑轮流制。 

C.3 医疗类 

将医疗类公共机构用能人数分为五类，其计算方法如下：  

 = A + B + C F/G+ D/G + E用能人数  ........................ (C.3) 

式中： 

A-在编职工； 

B-工勤、保障人员； 

C-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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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门诊人数，应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E-住院人数； 

F-在医院天数； 

G-全年天数。 

注3：工勤、保障人员的人数计算应考虑轮流制。 

C.4 场馆类 

场馆类公共机构用能人数计算应区分全天开放及非全天开放两种类型，应分别计算用能人数。 

C.4.1 全天开放场馆类 

将全天开放场馆类公共机构用能人数分为三类，其计算方法如下： 

 = A + B + C /D用能人数  .............................. (C.4) 

式中： 

A-在编人员； 

B-工勤、保障人员； 

C-外来人员； 

D-开放天数。 

注4：工勤、保障人员的人数计算应考虑轮流制。 

C.4.2 非全天开放场馆类 

将非全天开放场馆类公共机构用能人数分为四类，其计算方法如下： 

 = A + B + C /F+D /F用能人数  ............................ (C.5) 

式中： 

A-在编职工； 

B-工勤、保障人员； 

C-场内活动人次； 

D-比赛售（赠）票量； 

F-全年天数。 

注5：工勤、保障人员的人数计算应考虑轮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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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格式示例 

D.1 封面 

图D.1给出了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封面格式示例。 

 

 

 

 

 

 

XXXXXXXX能源审计报告 

 

 

 

 

 

XXXXXXXXXX（能源审计机构签章） 

XXXX年XX月XX日 

图D.1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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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扉页 

图D.2给出了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扉页格式示例。 

能源审计机构信息表 

机构名称：  

地    址：  

负 责 人：  

联系方式：  

能源审计组人员名单 

组内职务 姓名 职称 专业 

审计负责人    

审计联络人    

专家    

成员    

„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配合人员名单 

组内职务 姓名 部门 职务 

负责人    

联络人    

成员    
 

图D.2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扉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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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目录 

图D.3给出了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目录格式示例。 

 

目    录 

第一章 能源审计概况 

第二章 能源管理 

第三章 能（水）耗分析 

第四章 室内环境检测 

第五章 节能专项检测（深度能源审计） 

第六章 节能潜力分析及建议 

第七章 审计结论 

附件 

 

 

图D.3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报告目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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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正文提纲 

D.4.1 第一章    能源审计概况 

应包括下列内容： 

——审计目的 

——审计依据 

——审计周期 

——审计范围 

——审计等级 

——公共机构基本信息 

——用能系统概况 

D.4.2 第二章    能源管理 

开展能源审计时，应对公共机构能源管理状况进行描述，可包括下列内容：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机构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方针和目标 

——公共机构用能设备使用、计量及管理 

——公共机构用能管理制度 

——公共机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管理规定 

——公共机构绿色运营状况 

——公共机构已采取节能措施 

D.4.3 第三章    能（水）耗分析 

应包括下列内容： 

——公共机构总能（水）耗分析、指标计算及对标：通过公共机构能源账单计算得到常规总能耗、

数据中心总能耗、特殊功能区域总能耗和总耗水量，并计算相应指标，进行对标分析。总能耗

应以年消耗标准煤数量为标准单位；当获得 2年及以上数据时，应进行逐年指标的对比分析。 

——能源种类构成及占比分析：对于使用单一能源种类的公共机构仅进行简单说明；对于使用两种

及以上能源种类的，应给出审计周期内能源种类的构成以及各能源种类在总能耗中的占比，不

同能源种类统一折算为标准煤。 

——逐月能（水）耗分析：对审计周期内一年及以上的逐月能耗进行分析，宜分别列出不同能源种

类的逐月能耗变化图，分析公共机构逐月用能特点，对于逐月能耗波动异常的建筑,应根据调

研情况分析说明。 

——分项能耗拆分：应描述通过拆分得到的审计周期内分项能耗、各分项能耗在总能耗中的占比以

及分项能耗指标。当有分项能耗计量系统时，应描述基于分项能耗计量系统的拆分结果。 

D.4.4 第四章    室内环境检测 

应说明室内环境检测的基本信息（检测时间、检测方法、检测数量、检测工况及检测依据等）、检

测结果以及对检测结果的分析评价，并应分析通过检测发现的室内环境质量问题。 

D.4.5 第五章    节能专项检测（深度能源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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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深度能源审计时，应说明节能专项检测的检测项目、检测基本信息（检测时间、检测方法、检

测数量、检测工况及检测依据等）、检测结果及对结果的分析评价，应分析通过检测发现的问题。 

D.4.6 第六章    节能潜力分析及建议 

D.4.6.1 一般能源审计节能潜力分析及建议应包括行为节能、管理节能和节能改造三个方面的存在问

题及节能改造建议。 

D.4.6.2 深度能源审计除应满足一般能源审计要求外，还应提出节能改造初步方案，并测算其节能量，

同时对实施节能改造的投资费用及投资回收期等进行分析。 

D.4.7 第七章    审计结论 

应给出真实性结论，客观反映审计结果。 

D.4.8 附件 

列出相关统计报表、费用清单、能源资源利用状况报告、主要设备清单、主要管理制度文件、主要

设备监测报告及运行记录等支持性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