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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河西综合楼项目

建设绿色医院的背景目的：在我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医院属于能耗相对较高的建筑之一，

通过建设绿色医院，能使医院的运营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也为广大的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安全、

舒适、健康、高性能的人居环境，有助于提高医院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更符合现代医院的发展趋势，

践行新发展理念，助力卫生健康领域绿色发展。

方法过程：通过 BIM 技术及绿色生态的适用性分析，合理绿化配置，采用自然通风、高能效

设备与系统、绿色照明、节水器具、高强度钢、预拌混凝土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等被动式手段为主，

主动式技术为辅的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多措并举地推动绿色医院的建设。

结果结论：我院在建设绿色医院过程中，充分结合了绿色建筑及绿色医院的 4 节 2 环保（节地、

节能、节水、节材，室内和室外环境）的要求对本项目进行建设，切实地将本项目打造成为一个实用、

高效、舒适、节能的绿色医院。

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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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举措

（一）实施路径

图 1 绿色医院建设技术路线图

（二）具体举措

1. 绿色医院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规模：项目净用地面积 9129.56 平方米，拟建成一个约 480 床的集医疗护理、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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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康复、急救任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本项目建筑总高度 63.2 米，地上 16 层，

地下 2 层。总建筑面积为 35048.04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计容面积）：24759 ㎡；地下建筑面

积：10289.04 ㎡（不含原有地下室建筑面积）。本项目鸟瞰图如下图所示。

图 2 项目鸟瞰图

2. 建设绿色医院所采取的关键措施与方法

主要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5 及参照相关发达地区的《绿色医院评价标准》

的“四节二环保”（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室内和室外环境质量）的相关要求进行建设，所

采取的关键措施和方法总结为如下七大点：

2.1 绿色建筑选址

项目位于广西柳州市潭中西路、西环路交叉口东北侧即潭中西路 30 号，周边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适合建设。

2.2 建筑规划设计

（1）总平面布置

①有效整合新建综合楼和原第二妇幼保健院住院楼、门诊楼的资源，在两者之间合理分配布

置各功能科室，使两者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②新建综合楼在西南角、西北角及东北角各设一出入口，面向基地内部环路且入口明显，其

中西北角为主出入口，相对独立且比较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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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新建综合楼设置内部采光天井，从而改善内部采光和通风环境。地下车库出入口相对隐蔽，

一出一入流线顺畅。后勤污物出入口在用地北面。整个医院总平流线合理顺畅，方便快捷。如图

3 总平图所示

图 3 总平图

（2）建筑功能布局

①综合楼主楼平面以回字形平面构成，主要交通核和护士站集中在中部，便于集中管理及节

约能耗。

②医护部分相对独立自成一区，均在护理单元中央，护士站位置适中，可监视所有病房，在监控、

采光、管理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满足。观光电梯、医梯、污物电梯、手术梯、消防梯、分别设置，

形成洁污分流，医疗抢救与消防疏散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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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病房卫生间靠外墙竖向布置。既不影响护士在走廊内观察病人情况，又可以满足病房的均

匀采光，同时缩短了护理路线，又保证卫生间直接通风采光，对其清洁卫生也起到良好的作用。

阳台的设置既可提供病人休闲观景的平台及晾衣场所，又能起到遮阳的作用，避免南方灼热阳光

直射室内。手术区设洁净走廊和污物走廊，按要求设置各功能用房。

④污物出口在西侧，职工入口分别设置在地下室与主楼的南、北面，相对隐蔽独立。

（3）建筑立面设计

建筑体型简洁大方、舒展。在整个建筑造型上，贯穿使用了简洁的、简单的元素来进行丰富

的组合，恰如其分的营造出典雅、理性美的氛围。

2.3 节能与可再生资源技术的应用

（1）建筑主体结构

①建筑节能设计：

本工程外墙采用：水泥砂浆（20mm）＋页岩烧结多孔砖（200mm）＋保温砂浆（30/40mm）

＋抗裂砂浆（4mm）；外窗采用普通铝合金窗 +Low-E 中空玻璃（5+9A+5）。

②建筑结构体系节材设计：

本项目建筑造型要素简约，不采用过多的装饰性构件，装饰性构件占工程总造价的比例为

0.29‰。

③预拌混凝土使用：

项目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绿色环保，可达到节能降耗，节省施工用地、改善劳动条件、

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

④高性能钢的使用：

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使用 HRB400 级（或以上）钢筋。

⑤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本项目地下建筑面积 10289.04 ㎡。

（2）可再生能源应用

地源热泵热水系统提供。同时，为更节约能源，在夏季时充分利用空调余热回收制备热水。

本项目设置的水冷式螺杆全热回收型冷水机组全热回收热量为 922kw，可满足夏季 100% 热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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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余热回收提供，这样减少了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的使用负荷，达到更加节能的效果。

（3）空调系统设计

项目采用冷暖型中央空调系统，夏季制冷，冬季制热。能效比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设计参数详见下表 1。

表 1 设计参数

（4）电气照明系统及电气节能

①采用节能照明措施：

分区控制；光源主要以节能型荧光灯为主，要求所有荧光灯、气体放电灯均在就地设补偿装

置及采用节能型电子镇流器，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不小于 0.9。

②能耗分项计量：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③电梯节能：采用电梯群控技术，缩减候梯时间。

（5）给排水系统

①给水方面节能环保措施：

卫生洁具采用 2 级节水型器具，且全部选用节水零配件。经常操作使用的 DN15 水龙头或阀

门使用陶瓷芯产品，节水节能。采用一次冲洗水量不大于 6L 的坐便器。

充分利用城市管网压力，四层以下用水直接由市政管网压力供给，节省水泵能耗及投资。

采用先导式稳压减压阀，不设分区水箱，使各种系统压力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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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泵采用低噪音高效水泵，节约能源。

总水表处加装引进美国技术的管道倒流防止器，有效防止市政管网突然产生负压时的倒流污

染现象。

②排水方面环保措施：

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③水系统规划设计：

制定水系统规划方案，统筹、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

④应用喷灌技术，节约绿化用水。

⑤安装排水分项计量表，按区域、部位科室计量用水情况。

（6）智能化设计

采用数字化安防监控系统及能源计量系统。

2.4 环境品质

（1）采光及通风

设置内部采光天井，改善内部采光和通风环境。此外，项目在设计阶段通过斯维尔 Vent 通风

软件和采用 Ecotect 采光模拟软件对建筑进行了通风和采光模拟分析，对建筑进行了优化设计。

图 4 项目采光天井照片及前期对建筑模拟采光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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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项目标准层建筑室内通风的模拟分析图

（2）空气质量

使用绿色环保建材进行建设，严控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建筑

设计充分考虑了建筑的自然通风和采光。景观绿化方面采用了乔、灌、草的复层绿化。对废气、

废水和固废的处理有完善的管理措施。

（3）室内温湿度

本项目空调末端主要采用风机盘管 + 新风，室温调节方便，可提高人员舒适性。空调设计关

于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参数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空调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参数

房间名称

人员
职务 / 职称 务 / 职称 新风量标准

m3/h·人
职噪声标准

dB（A）温度℃ 相对
湿度 % 温度℃ 相对

湿度 %

大堂 26 ～ 28 40~60 18 ～ 20 ≥ 30 10 45 ～ 55

门诊、办公室、
医技用房 25 ～ 27 40~60 18 ～ 20 ≥ 30 30 45 ～ 55

病房 25 ～ 27 45~65 18 ～ 20 ≥ 30 50 35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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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景观绿化（含防高空坠物安全措施）：

本项目的绿地率 29.21%。植物配置多层次，人工植物群落类型达 3 种以上，观赏花卉种类丰富。

图 6 景观绿化——乔灌木复层搭配

（5）诊疗环境

对医院的不同病区、不同科室及各类使用对象，进行与之相对应的专项设计与细节设计。

图 7 护士站、内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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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采光天井

2.5 绿色交通采取的措施

（1）公共交通：在 5 条线路上，设置潭中人民医院站点。

（2）在公共场所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导引标识系统。

（3）设置地面地下停车场

（4）设置无障碍车位

（5）设置新能源充电设施

2.6 废水、废气、固废合理处置

本项目在运营期间主要的污染源为：生活污水、生活固废和医疗固废等。我院通过制定《项

目运营后对产生的废气、废物、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符合绿色环保的

相关要求。

废水：生活、医疗废水。

主要措施：在项目用地东面新建 1 座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工艺设备全部埋于地

面下，消毒系统设备放置于地面消毒间内），拟采用“MBR+ 二氧化氯消毒”污水处理工艺。

废气：燃料废气及油烟、备用发电机组燃油废气、地上和地下车库的汽车尾气、消毒药水异味、

消毒蒸汽、污水处理站脱氧系统异味。

主要措施：项目地下室设置机械排风、自然送风系统，满足稀释有害气体的需要；地面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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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位置不多，主要作为地面临时停车，机动车尾气中污染物排放量也较小，且在停车场种植乔、

灌木用以过滤废气，因此对医院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固废：生活垃圾、医疗废物。

主要措施：现有医院固体废物主要分为生活垃圾和医疗废物两类，按规定分开收集，生活垃

圾统一收集后存放于封闭的垃圾收集桶内，每天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医疗垃圾由各部门打

包收集后暂存于医疗垃圾临时贮存房，再统一交由柳州市绿洁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处理。

2.7	BIM 技术的应用

（1）BIM技术在设计阶段的应用

在设计前期引入绿色建筑概念，通过采用计算机软件对项目建筑进行日照模拟分析和光模拟、

风模拟分析，对各楼栋的朝向，分布及楼距等进行了优化设计，使其具备良好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的效果。

（2）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

在施工阶段应用 BIM 技术，可以对各专业的施工图纸进行碰撞检查，及时优化施工图。

通过建立建筑、结构、机电等各专业 BIM 模型，运用专业软件在施工前进行碰撞检查，通过

碰撞检查快速查找模型中的所有碰撞点，并出具碰撞检测报告。报告以 word 形式向业主交付碰

撞具体位置，并由业主与设计人员沟通商定碰撞解决方案，及时优化了设备、管线位置，加快了

施工进度，避免了施工中大量的返工与材料浪费。

（3）BIM技术在运维阶段的应用

照明、消防等各系统和设备空间定位。例如：消防报警时，在 BIM 模型上快速定位所在位置，

并查看周边的疏散通道和重要设备。

内部空间设施可视化。例如：二次装修的时候，哪里有管线，哪里是承重墙不能拆除，这些

在 BIM 模型中一目了然。

（三）资源配置

技术团队保障

一是建立涵盖工程建设及医院管理及运营的，由具有中高级管理及技术人员组成的医院建设

管理团队；二是行业资深的设计单位－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具备丰富绿色医院设计

经验的建筑设计团队；三是专业从事绿色低碳节能领域的广西远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咨询设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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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四是行业资深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广西宏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柳州市润泽

园林有限公司等施工团队及监理团队。

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公司及项目管理制度。包括设计、施工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安全文明管理制度、节

能工程施工组织、质量管理、竣工验收及后期设备运营维保等环节的制度保障。

项目资金保障

本项目建设投资估算为 29070 万元。资金来源主要有：中央预算内资金、自治区配套资金、

专项债、地方债、公立医院改革补助资金、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等资金构成，且按时足额到位。

本项目的建设从设计到施工建设，再到运营投入使用，我院始终坚持走“优质、高效、低耗”

之路，基于绿色环保、科技节能、优质低价的原则，并通过多方资源的合理配置，齐心协力，确

保了我院绿色医院建设项目顺利开展和完成。

（四）难点风险

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是项目立项的前期阶段（2012 年 6 月前）面临的难点，由于在很多建设方面的指标需求及

思路还没有得到明确，且当时绿色医院建设的理念也处于发展阶段，我院对相关绿色医院理念及

相关高效能设备应用、可再生能源设备应用的经济效益等缺少相应的评估，因此当时主要阻力和

困难点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建设思路；二是资金缺口面临的阻力，我院自有资金和需建设投资的

资金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寻找合适的契机去申请相关政策性的资金支持；三是规划设计阶

段（2012 年 6 月～ 2015 年 5 月）面临的难点，由于项目前期还没有匹配到合适的技术服务团队

等资源。

面对遇到的阻力及困难的解决方式

一是在资金保障方面，我院积极申请相关政策性的支持，很好的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在技

术团队组建和项目实施方面：完成了医院管理及设计、施工、建立绿建咨询服务团队的组建。二

是组织了设计、绿色节能咨询技术及施工、监理等团队开展了多次调研和项目讨论会议，推动了

项目的优化设计和提出了更科学合理的绿色医院建设方案。在团队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于 2015

年 5 月开始了项目的施工建设进程，并于 2019 年 9 月正式验收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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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成效

（一）绿色医院建设项目主要目标是按照四节二环保（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室内和室

外环境质量）的相关要求进行建设，各项主要关键技术措施主要效益总结如下：

1. 可再生能源——竖直地埋管地源热泵热水系统

（1）节能减排效果

与常规采用电锅炉制备热水相比，地源热泵热水系统每年可节约 79.5 万 kwh 电能。折合标

准煤 =3.336×79.5 万 kwh=265.21 吨，减少 CO2 排放 =2.47×265.21=655.07 吨，减少 SO2 排放

=0.02×265.21=5.30 吨，减少粉尘排放 =0.01×265.21=2.65 吨。

（2）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可再生能源应用投资估算为 188.98 万元，每年节约电能 79.5 万 kwh、节约运行费用

63.6 万元。

静态投资收回期限 =188.98÷63.6=2.97 年，即三年即可收回项目投资（静态）。

地源热泵机组使用寿命至少 15 年，总静态节能效益 =15×63.6=954 万元。

2. 空调余热利用

本项目 70.54 立方米的热水需求 100% 由土壤源地源热泵热水系统提供，为更节约能源，可

在夏季时充分利用空调余热回收制备热水。本项目设置的水冷式螺杆全热回收型冷水机组全热回

收热量为 922kw，可满足夏季 100% 热水由空调余热回收提供，这样减少了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

的使用负荷，达到更加节能的效果。

3. 电气照明系统及电气节能

（1）本工程照明设计依据国家发布的《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版进行，尽

量采用高显色节能光源、高效节能型荧光灯和其他节能型光照明灯具，以减少电能损耗。

（2）大部分照明灯具基本上采用一灯一控方式，走廊部分隔灯采用声光节能控制开关，以减

少电能损耗。

（3）本项目三相配电变压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的节能评价值要求，采用低能耗的干式电力变压器以减少电能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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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梯节能

本项目拟采用节能型电梯，符合国家要求的节能型电梯。电梯马达采矢量控制驱动系统实现

最高的整体能效，同时又将机械损耗和电气损耗减至最低。电梯还采用了能源再生驱动系统；电

梯轿厢照明灯具全部采用 led 灯，当轿厢无人使用时关闭照明、风扇，直到电梯被再次召唤，才

重新开启。减少用电量，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电梯群控结合基因计算法则，使用人工智能及模糊逻辑的高性能计算机群控系统，多个电梯

同时运行时分区域、分时段控制协调多部电梯，提高优化电梯利用率，减少乘客等候时间。

5. 电气分项计量

本工程对冷热源（制冷机房、换热机房设置能量计量装置）、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

进行独立分项计量。此外，根据节能和计量要求，在楼层动力用电、空调用电、照明插座用电等

处设置电能计量。并将相关计量数据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展现出来，以便于了解各主要设备运行的

用能情况，以便于控制节能经济考核指标，达到节能降碳的目的。

6. 绿色出行

（1）导引标识

在公共场所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导引标识系统，每个患者办理相关的手续都可以通过医院

的导视标识自己完成一个就医的流程。

（2）停车设施

建成地下立体机械停车库，停车位 332 个，地上停车位 21 个，机动车停车位共计 353 个，

其中共建设了 28 个充电车位（地面充电车位 20 个，地下室充电车位 8 个）；地面非机动车停车

位 470 个，并且合理布置了充电区域，方便使用。

（3）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满足《城市道路与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要求。主要出入口及场地人行道路均

设计了无障碍措施，并与市政无障碍措施相连接；地面停车位设置了 2 个无障碍停车位，地下室

设置了 5 个无障碍停车位。

（4）新能源设施

共建设 28 个充电车位（2 个直流快充车位 +26 个 7kW 交流充电车位），其中各充电设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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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分布情况：1. 住院楼北面充电区为 2 台 14kW 双枪交流充电桩，4 个充电车位（供医院的公车

使用）；2. 住院楼东面救护车充电区为 3 台 14kW 双枪交流充电桩，6 个充电车位（供患者及职

工使用）； 3. 南门（原 120 通道）充电区为 1 台直流双枪快充桩和 4 台 14kW 双枪交流充电桩，

10 个充电车位（供患者及职工使用）；4. 地下室负一层充电区为 4 台 14kW 双枪交流充电桩，8

个充电车位（供患者及职工使用）。如图 9。

图 9 新能源设施

电动自行车充电板块：共配套建设电动自行车智能双插口充电桩 77 个（154 个充电插口），

其中各充电设施布置分布情况：1. 医院食堂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安装电动自行车智能双插口充电桩

32 个（供职工使用）；2. 住院楼北面围墙充电区安装电动自行车智能双插口充电桩 45 个（供职工、

患者使用）。

7. 景观绿化（含防坠落安全措施）

本项目的绿地率达 29.21%。植物配置多层次，种植小叶榄仁、秋枫、宫粉紫荆、八月桂、鸡

蛋花等，观赏花卉种类丰富，植被覆盖裸土。项目充分考虑美化室外环境，给医务人员及患者一

个更舒适的绿色生态环境。

本项目建筑四周布置景观绿化，可达到高空防坠物砸到人的作用，符合安全可靠的设计理念。

8. 节约材料资源

（1）建筑结构体系节材设计：

本项目建筑造型要素简约，不采用过多的装饰性构件，装饰性构件占工程总造价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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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远低于总造价千分之五，符合绿色建筑的评价要求。

（2）预拌混凝土使用：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

（3）可循环材料和可再生利用材料的使用：

建筑设计选材时可再循环材料使用重量：11298.18 吨；所有建筑材料总重量：92224.88 吨；

可再循环材料使用重量占所有建筑材料总重量比例：12.25%。

（4）高性能钢：

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 HRB400 级（或以上）钢筋作为主筋的用量：2770.777 吨；钢筋用量：

3247.81 吨；HRB400 级（或以上）钢筋作为主筋的比例：85.31%。

（5）效益小结：

通过使用预拌混凝土、可循环材料、减少装饰性构件和使用高强度钢等方式节约材料资源，

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9. 节约水资源

（1）卫生洁具采用 2 级节水型器具。卫生洁具给水及排水五金配件采用节水型。

（2）绿化节水灌溉：绿化灌溉采取喷灌的灌溉方式，减少了市政用水的使用量。

（3）效益小结：通过以上节水措施直接减少了市政用水的使用，达到节水的目的。

10. 节约土地资源

本项目地下建筑面积 10289.04 ㎡与净用地面积 9129.6 ㎡之比为 1.13；地下一层建筑面积

5190.96 ㎡与净用地面积 9129.6 ㎡㎡之比为 0.569。经计算可知，本项目合理开发利用了地下空间，

符合绿色医院节约用地的要求，同时地下室采用多层的停车位，在有限的场地内增加了停车位的

数量，满足医院建筑对停车位的使用需求。

11. 新能源设施

本项目共建设了 28 个新能源汽车充电车位（2 个直流快充车位 +26 个 7kW 交流充电车位），

77 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154 个充电插口）。

12. 智能化设计

本项目采用数字化安防监控系统，主要包括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

门禁一卡通系统和通信传输系统等。能够实现对医院大楼监控工程包括在出入口、门诊大厅、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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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收费处、药房、地下停车场和电梯轿厢、走廊、电梯厅等重要场所的动态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通过安防综合管理软件平台将视频、报警、门禁、智能视频分析等安防子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并

提供丰富的子系统联动应用功能，完善医院管理者对突发状况的事前防范能力及事后视频查询取

证的功能。为医院安防管控、正常秩序等安全保卫工作保驾护航。

13. 导引标识设置

本项目在公共场所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导引标识系统，包括出入口导向标识、楼栋及公共

设施定位标识、室内各楼层及科室导引标识等。导引标识的设置，能更好的提升我院的工作效率，

方便每个患者办理相关的手续都可以通过医院的导引标识自己完成一个就医的流程，给医院及患

者之间都带来很大的便利和方便。

图 10 导引标识

14. 其他主要节能措施应用效益

（1）建筑节能设计：

本工程外墙采用：水泥砂浆（20mm）＋页岩烧结多孔砖（200mm）＋保温砂浆（30\40mm）

＋抗裂砂浆（4mm）；外窗采用普通铝合金窗 +Low-E 中空玻璃（下限）。经计算，建筑物内表

面最高温度不超标准要求 38.80℃。本条围护结构性能的提升，有利于减少空调能耗的使用，达

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2）高效能设备和系统：

空调采暖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比，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和冷热水系统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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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能效比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本项目通过使用高效能的设备和

系统，减少了电能的消耗，达到明显的节能降耗的作用。

（3）自然通风及采光的设计：

经计算，项目可开启面积外窗的达到 20.6%，幕墙部分可开启面积比例达到 11.69%，外窗、

玻璃幕墙的可开启部分能使建筑获得良好的通风。项目充分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提升了人们在

医院室内空间活动的舒适性，为医院营造了更好的医疗环境。

（二）行业认可及相关荣誉证书

我院绿色医院建设项目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的认可，并通过组织各专业的

专家对本项目进行了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的评价认证。证书如图所示。

图 11 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三、经验总结

在建设绿色医院的路上，节能降耗工作是管理的重要一环，也是医院建设发展的重要工作。

我院积极挖掘节能潜能，创新性探索节能手段，坚持走“优质、高效、低耗”之路，将本项目打

造成为一个实用、高效、舒适、节能的绿色医院。主要可供普及的推广经验总结如下几点：

一是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前期可以通过组织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专

题论证会，同相关专业的技术团队进行交流讨论，确保可再生能源选用形式的合理性。本项目结

合了项目病房对生活热水的使用需求，经过结合柳州市当地条件的实际，最终选择使用地源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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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系统，制备热水 100% 满足病房的使用需求。前面已计算了节能效益和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在绿色医院建设中应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考虑。

二是高能效设备和系统的应用。本项目高效能设备和系统主要体现在中央空调系统，空调采

暖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比，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和冷热水系统的输送能效比均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同时，本项目空调考虑了余热的回收利用，

可在夏天时满足病房制备热水的使用需求，节能效益亦是非常明显，本项目通过使用高效能的设

备和系统，直接减少了电能的消耗，达到了明显的节能降耗的作用，因此本条措施的应用经验建

议推广普及，当然每个项目也要结合用能需求去论证方案是否适宜使用。

三是采用节能高效照明。1. 本工程照明设计依据国家最新发布的《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2013）版进行，尽量采用高效节能型荧光灯和其他节能型光源，灯具大部分采用一灯一控

方式，大面积照明则多灯分组集中控制，车库为按需要分路控制，楼梯灯为定时声光控制。2. 照

明光源主要以节能型荧光灯为主，要求所有荧光灯、气体放电灯均在就地设补偿装置及采用节能

型电子镇流器，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不小于 0.9。通过采用高效的照明系统，可明显起到节约用电

的效果，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因此，电气照明是很多节能改造中常用的措施之一，而作为新建的

医院建筑，高效照明是更应该得到重视，可更好满足健康照明、绿色节能的需求。

四是能耗分项计量：本工程对冷热源（制冷机房、换热机房设置能量计量装置）、输配系统

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此外，根据节能和计量要求，在楼层动力用电、空调用电、

照明插座用电等处设置电能计量。并将相关计量数据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展现出来，以便于了解各

主要设备运行的用能情况，以便于控制节能经济考核指标，达到节能降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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