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91.040
CCS A 75

团 体 标 准
T/QAID 002-2025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

性能提升评价标准

2025-7-4发布 2025-7-4实施

青岛市勘察设计协会发布



工程建设行业

团 体 标 准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

性能提升评价标准

T/QAID 002-2025

批准部门：青岛市勘察设计协会

施行日期： 2025 年 7 月 4 日



目 次

前 言 ..................................... V

1 范围 ................................. 7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8

3 术语和定义 .......................... 10

3.1 热阻 ............................ 10

3.2 导热系数 ........................ 10

3.3 传热系数 ........................ 10

3.4 绿色性能 ........................ 10

4 基本规定 ............................ 12

4.1 一般规定 ........................ 12

4.2 评价指标 ........................ 16

5 外墙、屋顶与地面的保温性能评分 ...... 18

5.1 基准热阻 ........................ 18

5.2 最优热阻 ........................ 18

5.3 评分公式 ........................ 19

6 外窗的保温性能评分 .................. 21

6.1 基准传热系数 .................... 21

6.2 最优传热系数 .................... 21

6.3 评分公式 ........................ 22

7 外围护结构的防潮性能评分 ............ 23

7.1 基础型防潮 ...................... 23

7.2 改善型防潮 ...................... 23

7.3 进阶型防潮 ...................... 24

7.4 全面型防潮 ...................... 25



7.5 最优型防潮 ...................... 26

附：条文说明 .............................. 28



V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1.范围；2.规范性引用

文件；3.术语和定义；4.基本规定；5.外墙、屋顶与

地面的绿色性能评分；6.外窗的绿色性能评分；7.

外围护结构的防潮性能评分。

本文件由青岛市勘察设计协会提出并归口，由青

岛理工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青岛理工大学、青岛市勘

察设计协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青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市建筑节能与产业

化发展中心、青岛市黄岛区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刘崇、潘贵成、李存东

本文件参与起草人： 高鹏、路瑞娟、荣超、庞

峰、何海东、石德嘉、董卫锡

本文件审查专家：苗青、郝彤、林婧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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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1 为贯彻国家的双碳战略，落实有关节能与

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引导既有建筑逐步实现绿色低

碳转型，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改建、扩建以及实施改造的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价。在技术措施的选

择上应结合建筑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

和文化等特点，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1.3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价除应符

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省市现行有关强

制性标准的规定。

1.4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

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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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

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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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6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 51141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GB 5502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T 8484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 5003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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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34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JGJ/T 117 民用建筑修缮工程查勘与设计标准

JGJ/T 235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

T/ASC 14 主动式建筑评价标准

JG/T 269 建筑红外热像检测要求

JGJ 26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75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475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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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阻

表征围护结构本身或其中某层材料阻抗传热能

力的物理量，单位面积热阻的单位为 m²・K/W。

（来源《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3.2 导热系数

在稳态条件和单位温差作用下，通过单位厚度、

单位面积匀质材料的热流量，单位为 W/(m・K)。

（来源《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3.3 传热系数

在稳定传热条件下，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差为1

度（K或℃），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积传递的热量，

单位为 W/（㎡·K）。

（来源《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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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绿色性能

涉及建筑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 源

节约（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和环境宜居等方面

的综合性能。

（来源《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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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价应以

进行改造的建筑单体或建筑群作为评价对象。评价对

象中的扩建建筑面积不应大于改造后建筑总面积的

50%。

4.1.2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价包括

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两个必备环节。设计评价应在项

目施工图审查完成之后进行，以评估设计方案对相应

性能的提升程度；运行评价应在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并

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以验证设计中采取的措施是否

达到预期效果。设计评价后必须进行运行评价，以保

障设计中采取的相应措施落到实处。进行设计评价后，

评价机构出具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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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行运行评价后，评价机构出具既有建筑保温与

防潮性能提升运行标识。

4.1.3 申请评价方应对项目进行技术和经济分

析，合理确定提升方案，选用适宜的建筑技术，对设

计、施工、运行阶段进行全过程控制，并提交相应资

料。

4.1.4 申请评价方在设计评价前需提供的资料

应包含：

（1）既有建筑改造前的竣工图或测绘图，应明

确体现建筑外围护结构的构造作法及各构造层次的

厚度。

（2）既有建筑改造前的照片，应清晰体现建筑

外观及外围护结构各部位的病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屋顶、墙体、外窗和地面等部位的裂缝、渗水、发霉、

建筑材料脱落等。必要时需注明拍摄时间及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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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雨季、冬季采暖期），以反映不同气候条件下的

病害特征。

（3）既有建筑改造设计施工图、建筑节能设计

专篇及节能计算书。应明确体现外围护结构的构造作

法及各构造层次的厚度。

4.1.5 申请评价方在运行评价前需提供的资料

应包含：

（1）既有建筑改造后的竣工图，以及屋顶、墙

体和地面改造实际使用建筑材料的热工性能指标证

明，和实际使用外窗的热工性能指标证明。

（2）体现建筑屋顶、墙体、外窗和地面构造实

际作法的施工现场照片或视频，需清晰记录关键节点

（包括墙体、屋面、外窗、地面等部位的保温层安装、

防潮层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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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有建筑改造项目竣工后，依据《建筑红

外热像检测要求》（JG/T 269）拍摄的红外热成像照

片，以检验保温层的连续性和防潮状况。

（4）能耗实测数据，包括全年建筑整体逐月能

耗数据，以及对应统计周期内的能耗强度（单位面积

能耗）。

4.1.6 评价机构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

请评价方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对于部分改造的既有

建筑项目，未改造部分的各类指标也应按本标准的规

定评分，并与改造部分得分进行加权计算。在运行评

价环节，评价机构还应进行现场考查，核实资料与实

际状况的一致性。

4.1.7 进行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价

的项目，在建筑投入使用后，应在门厅等显著位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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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设计标识（设计评价

后）或运行标识（运行评价后）。

4.2 评价指标

4.2.1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价由建

筑外墙保温、屋顶保温、外窗保温、地面保温以及外

围护结构的防潮性能五大类指标组成。

4.2.2 本标准通过五大类指标的得分（1~5分，

5分代表最优）量化既有建筑在更新改造前后的保温

与防潮性能，并在保温与防潮性能评价雷达图以坐标

的形式直观展示。

4.2.3 雷达图应在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

升评价标识中公示。雷达图由放射状坐标系及绿色虚

线、绿色实线构成的两个五边形组成。虚线与实线五

边形的顶点坐标分别表征改造前后外墙保温、屋顶保

温、外窗保温、地面保温及外围护结构的防潮性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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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一坐标系内两个五边形的对比，直观反映建筑

改造后各项性能指标的提升幅度。

图4.2.3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评价雷达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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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墙、屋顶与地面的保温性能评分

5.1 基准热阻

因 24 厘米厚烧结砖墙在我国保温性能较差的

既有建筑中较为常见，为方便赋值，本标准以导热系

数为 1.00 W/(m·K)的 24 厘米厚烧结砖的热阻作

为评价外墙、屋顶及地面保温性能的基准热阻。该基

准热阻值 R = 0.24 m²·K/W，赋值为最低分1分。

5.2 最优热阻

基于我国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能耗建

筑等领域的现行标准，结合多气候区实践经验，本标

准将传热系数为 0.15 W/(m²·K) 的外墙、屋顶及地

面的保温性能定义为最优级，并以此对应的热阻值 R

= 6.67 m²·K/W作为最优热阻，赋值为最高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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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评分公式

为量化建筑外墙、屋顶和地面的保温性能，本标

准采用5分制进行评价，设热阻值为 ��，保温性能

得分为 ��。

当建筑外墙、屋顶或地面的热阻值 �� 的取值在

0.24m²·K/W < �� < 6.67m²·K/W 范围内时，其保

温性能得分 �� 的计算公式如下：

�� =
�1 − �2

�1 − �2
�� − �2 + �2

其中，�1 = 5，是建筑外墙、屋顶或地面热阻 �1

= 6.67m²·K/W 时的最高分、即性能评分的上限；�2

= 1，是建筑外墙、屋顶或地面热阻 �2 =

0.24m²·K/W 时的最低分、即性能评分的下限。

为方便在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评价雷达图

上的展示，规定当建筑外墙、屋顶或地面的热阻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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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m²·K/W 时，保温性能得分 �� = 5；当 �� ≤

0.24m²·K/W 时，保温性能得分 �� = 1。

由于地面热阻的计算方法在不同标准中存在差

异，本标准统一采用《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中规定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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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窗的保温性能评分

6.1 基准传热系数

结合多气候区的实践经验，本标准的外窗转热系

数基准值 5.0 W/(m²·K)对应《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

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4）中 1 级门窗的传热

系数下限（K≥5.0 W/(m²·K)），代表行业最低保温

性能要求，并赋值为1分。

6.2 最优传热系数

国际上，德国被动式房屋理论体系对整窗传热系

数的要求为不高于0.80 W/(m²·K)，低于我国《近零

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中不同地区外窗

传热系数的限值。为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和便于量化评

价，本标准将整窗传热系数 K = 0.80W/(m²·K) 的

外窗保温性能定义为最优水平，赋值为最高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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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评分公式

当外窗的传热系数 �� 的取值在 0.80

W/(m²·K) < �� < 5.00 W/(m²·K) 范围内时，其

保温性能�� 的计算公式为：

�� = �1 −
�� − �1

�2 − �1
�1 − �2

其中：

�1 = 5，是当整窗传热系数 �1 = 0.80W/(m²·K)

时的最高分、即性能评分的上限；�2 = 1，是当整窗

传热系数 �2 = 5.00W/(m²·K)时的最低分、即性

能评分的下限。

为方便在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评价雷达图

上的展示，规定当整窗传热系数 �� ≤ 0.80

W/(m²·K)时，保温性能得分 �� = 5；当 �� ≥ 5.00

W/(m²·K) 时，保温性能得分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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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围护结构防潮性能评分

7.1 基础型防潮

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外围护结构基本防潮功能，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最低要求：

（1）依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和《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

修复因密封或保温失效导致的可见结露路径，消除墙

体空鼓、渗漏点。

（2）对发霉区域进行杀菌处理，阻断可见潮气

渗透路径。

该类型的防潮措施赋值为1分。

7.2 改善型防潮

在基础型防潮的基础上，阻断隐蔽潮气路径，

并优化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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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

在卫生间、地下室等易潮区域设置防潮层。

（2）针对通风不畅区域，采取设置通风口、安

装通风设备或调整空间布局等措施，有效促进空气流

通。

该类型的防潮措施赋值为2分。

7.3 进阶型防潮

在改善型防潮的基础上，进一步应用主动防潮

技术，并加强对脆弱部位的防护:

（1）依据《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系统优化建筑自身及周边环境的排水系统设计，避

免积水导致结露或渗漏。

（2）外窗台、女儿墙、出入口雨棚顶部或烟囱

等易受降水和冻融作用侵袭的脆弱部位，迎水面（直

接暴露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雨雪的表面）具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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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与后安装）金属披水板或其它耐腐蚀防潮构造，

且其材质、完好程度、安装工艺均符合建筑行业标准。

（3）依据《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在围护结构的高温侧（室内侧）设置隔汽层，防止室

内水蒸气渗透到保温层中。

该类型的防潮措施赋值为3分。

7.4 全面型防潮

在进阶型防潮的基础上，构建系统性防潮体系：

（1）在外窗台、女儿墙、出入口雨棚顶部和烟

囱等易受降水和冻融作用侵袭的脆弱部位，迎水面所

具备（含原有与后安装）的金属披水板或其它耐腐蚀

性强的防潮构造的使用面积不少于迎水面总面积的

50%，且其材质、完好程度、安装工艺均符合建筑行

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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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建筑节能改造，有效提升外围护结构

的保温隔热性能。依据《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通过热工模拟或现场检测验证围护结构内

表面温度不低于室内空气设计温、湿度条件下的露点

温度。

（3）采用卷材防水的屋面，依据《屋面工程技

术规范》（GB 50345）设置通气层（如架空透气膜、

排气管），通气层与大气连通，有效降低屋面内部水

蒸气分压。

该类型的防潮措施赋值为4分。

7.5 最优型防潮

在全面型防潮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与超长耐

久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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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湿度传感器和智能通风系统，实时监

测室内湿度并自动调控通风设备，确保室内湿度处于

健康安全范围。

（2）在外窗台、女儿墙、出入口雨棚顶部和烟

囱等易受降水和冻融作用侵袭的脆弱部位，迎水面的

金属披水板或其它耐腐蚀性强的防潮构造的使用面

积不少于迎水面总面积的80%，且其材质、完好程度、

安装工艺均符合建筑行业标准。

该类型的防潮措施赋值为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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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行业团体标准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价标准

T/QAID 002-2025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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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评价标准》（T/QAID

002-2025），经青岛市勘察设计协会2025年7 月4 日

公告批准、发布。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既有建筑改造的实

践经验，同时参考了相关技术法规、技术标准，提出

适合对既有建筑的性能提升进行简明评价的指标和

方法。

为便于广大检测、设计、施工、科研和学校等单

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文说明不具

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

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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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1 本条明确了《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评价标准》

的制定目的与意义。在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的

背景下，我国积极践行“双碳”战略。建筑行业作为

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重点领域，既有建筑的绿色性能

提升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我国能源压力，有

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还能显著提升建筑室内环境质

量，打造更加健康、舒适的居住与工作空间。同时，

引导既有建筑逐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还将进一步激

发建筑行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有力推动绿色建

筑产业链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增长点。

1.2 本条明确了《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评价标准》

的适用范围与技术实施原则。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既有

民用建筑，包括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性能提升的评价。

通过因地制宜选择技术措施，既能保障建筑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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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又能确保项目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规范性文件，确保本标准

与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相协调，保证既有建筑保温与

防潮性能提升评价工作在统一、科学、合理的技术框

架下进行。

3 术语和定义

（无）

4 基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具体包括以下几

种情况：①改造前后均为民用建筑，且改造前后使用

功能不发生变化；②改造前后均为民用建筑，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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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使用功能发生变化，例如办公建筑改造为酒店建筑；

③改造前为非民用建筑， 改造后为民用建筑，使用

功能发生变化，例如工业厂房改造为公共建筑或居住

建筑。

本标准专门针对既有建筑的保温与防潮改造评

价而制定，相关技术指标也是为此目的而设置。如果

改造过程中扩建建筑面积超过改造后建筑总面积的

50%，则本标准不再适用，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建筑项

目更接近于新建建筑，而非既有建筑改造。

4.1.2 本条旨在确保既有建筑改造后达到预期保温

与防潮效果。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分别用于评估设计

方案对保温与防潮性能的提升程度，以及验证设计方

案的实施效果。设计评价完成后，必须进行运行评价，

以形成完整的评价闭环，保障设计中采取的措施真正

落实并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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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本条要求申请评价方在既有建筑改造中，科学

合理地确定提升方案，并对项目进行全过程控制，确

保每个环节的质量与效果。

4.1.4 本条旨在规范设计评价前需提交的资料，以保

障评价机构能够全面、准确地了解既有建筑的现状、

设计思路和技术措施，为设计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4.1.5 本条旨在规范运行评价前需提交的资料，以保

障评价机构对设计方案的实施程度和施工质量有准

确的判断，为运行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4.1.6 本条明确了评价机构在审查申请评价方提交

的资料时的工作要求。运行评价环节增加现场考查，

通过核实资料与实际状况的一致性，保障评价结果的

准确性与可靠性。

4.1.7 在门厅等显著位置公示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

性能提升设计标识（设计评价后）或运行标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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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后）的作用，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提升信息透明度。公示标识能够增强公众

对既有建筑性能提升工作的了解，促使业主及物业管

理者主动采取措施提升并保持其性能水平。

（2）增强市场竞争力。 标识直观展现建筑的保

温与防潮性能水平，吸引更多注重室内环境品质和节

能环保的客户、商家或购房群体。

（3）彰显绿色建筑价值。 公示的标识如同建筑

的“绿色名片”，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科普效果和示范

效应，进而助力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

4.2.1 本条明确了既有建筑保温与防潮性能提升评

价的核心评价维度。建筑外墙保温、屋顶保温、外窗

保温、地面保温以及外围护结构的防潮性能是既有建

筑围护结构绿色性能提升的关键环节，对能耗、室内

环境质量和使用寿命影响重大，构成本标准的核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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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维度。

4.2.2 本条明确保温与防潮性能的量化评价方式，采

用 1~5 分制对五大类指标评分（5 分为最优），通过

得分量化既有建筑更新改造前后的性能差异，并借助

雷达图直观展示评分结果，便于直观理解性能变化。

4.2.3 本条规定雷达图需在评价标识中公示，其内外

圈分别代表改造前后的性能水平，通过对比两区域可

直观反映各性能指标的提升幅度，为性能评价提供可

视化的展示。

5 外墙、屋顶与地面的保温性能评分

5.1 以 24 厘米烧结砖的保温性能确定基准热阻，是

因该构造在我国保温性能较差的既有建筑中均较为

常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普通粘土烧结砖

(240mm×115mm×53mm) 的 导 热 系 数 一 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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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20 W/(m・K) 之间，本标准选取该砖导热系

数为 1.00 W/(m・K) 时，对应的热阻值 0.24 m²・

K/W 作为评价建筑外墙、屋顶和地面保温性能的基准

热阻，以便于量化与评价。

5.2 最优热阻值的确定参考了我国现行的绿色建筑、

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能耗建筑等相关标准。这些标准

对建筑的保温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实现更低的

能耗和更舒适的室内环境。

5.3 本条旨在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保温性能评分体

系，将热阻值这一物理指标转化为可量化的分数，以

便于对建筑外墙、屋顶和地面的保温性能进行直观的

评价和比较。标准采用线性插值法来确定热阻值与得

分之间的关系。线性插值法是一种常用的数学方法，

可以根据已知的数据点推算未知的数据点。在本标准

中，已知的数据点为基准热阻值（0.24 m²・K/W，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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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 分）和最优热阻值（6.67 m²・K/W，得分 5分）。

通过线性插值法，可以计算出介于这两个热阻值之间

的任意热阻值所对应的得分。

6 外窗的保温性能评分

6.1 本条旨在为建筑外窗的保温性能设定基准评价

标准。本标准参照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外门窗保温性

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4）的 1 级确立基准

传热系数，因其在保温性能较差的既有建筑中较为常

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6.2 本条旨在为建筑外窗的保温性能设定最优评价

标准。德国被动式房屋理论体系对整窗传热系数的要

求为不高于 0.80 W/（m²・K），这一限值体现了国

际先进水平。根据《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不同地区的近零能耗居住建筑外窗传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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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要求有所不同。其中，严寒和寒冷地区近零能耗居

住建筑外窗传热系数要求部分省市集中在 1.0W/（m²

・K），少部分区域为 1.2W/（m²・K）；华东和华中

地区的超低能耗建筑外窗传热系数值要求主要集中

在1.4~1.6W/（m²・K）之间。整体来看，德国被动

式房屋理论体系对整窗传热系数的要求普遍低于我

国《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中不同地区外窗传热系

数的限值。因此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本标准将整窗

传热系数小于等于 0.8W/（m²・K）的外窗保温性能

评为最优等级。这一设定旨在鼓励和引导既有建筑外

窗保温性能的提升，推动建筑节能技术向国际先进水

平靠拢。

6.3 本条同样采用线性插值法来确定传热系数值与

得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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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围护结构的防潮性能评分

外围护结构防潮对建筑性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提升防潮性能可有效减少建

筑结构因潮湿引发的腐蚀与破坏，延长建筑使用寿命，

降低维护和重建成本。其次，建筑防潮对维持室内环

境健康与舒适至关重要。潮湿环境易滋生霉菌、细菌

等微生物，长期处于此类环境，人们易患呼吸道疾病、

过敏等健康问题，且高湿度会使人体感闷热不适，降

低室内热舒适度。第三，防潮性能与建筑的能源效率

紧密相关。良好的防潮设计能减少热量通过围护结构

的散失，避免潮气渗透导致冷凝水形成，从而提升建

筑保温性能，降低运行能耗。

7.1 本条为既有建筑外围护结构防潮性能规定最低

评价标准，以确保建筑具备基本的防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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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条鼓励通过阻断关键区域潮气渗透路径、改善

通风条件，解决建筑易潮区域的防潮问题，在基础型

防潮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防潮能力并改善建筑室内环

境质量。

7.3 本条鼓励通过优化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设置地面

坡度以及加强脆弱部位的防护，降低外部水源侵蚀风

险，在改善型防潮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防潮能力并延

长建筑寿命。

7.4 本条鼓励通过显著增强重点部位的防潮能力、加

强建筑保温以减少冷凝现象等措施，在进阶型防潮基

础上，构建更为全面和系统的防潮体系。

7.5 本条鼓励引入智能监测调控系统，强化重点部位

防护，实现建筑防潮性能的精细化管理与本体的长效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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