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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
,

香港的建筑行业也迅速发展
。

建筑面积的持续增长
,

在改善

人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导致了建筑能耗的大量攀升
。

为 了实现香港经济的寸持续发展
,

有

必要对香港地 区建筑能耗现状进行研究
。

介绍 了香港建筑的发展
,

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

香港地 区建筑能耗的历 史发展趋势
,

并对建筑能耗的类别进行 了详细的分类派分析
。

通过

分析可看出建筑能耗在香港地 区能源消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建筑

节能势在必行
,

因此本文也对香港地 区建筑节能的现状和节能潜力进行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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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能耗有两种定义方式
:
广义建筑能耗和狭义建筑能耗

。

狭义建筑能耗是指建筑物日常使用和

运行能耗
,

或称直接能耗
,

即用于采暖
、

空调
、

制冷
、

通风
、

锅炉
·

照明
、

电器
·

炊事
、

热冰和开水供应
,

以及

维修所消耗的能源
。

广义建筑能耗包括日常运行使用能耗和建筑物能耗两部分
。

津筑物能耗或称间接
能耗

,

是指各种建筑材料与制品的生产
、

加工和运输等能耗
,

以及施工
、

安装过程的能耗
。

在整个建筑物

的寿命周期内
,

建筑使用能耗是长期性的
、

经常性的
,

其他能耗则是一次性的
。

据一些发达国家统计分

析
,

一般情况下
,

直接能耗与间接能耗之比大约为 9 : l
,

不超过 8 : 2
。

因此
,

各国都把建筑节能的重点

放在使用能耗上
。

基于以上分析
,

本文研究的建筑能耗为建筑物 日常使用和运行能耗
,

主要包括住宅建

筑能耗和商业建筑能耗之和
。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

建筑业也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

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建筑能耗在各

国国民经济总能耗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

建筑业是耗能大户
,

全社会总能量的加% 一
40 % 消耗于建

筑物的建造与使用过程中
。

发达国家建筑使用耗能占总能耗的 30 % 一
40 % 〔’ 〕 ,

这一比例的高低
,

反映

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

1 香港建筑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

香港的建筑行业也迅速发展
,

建筑行业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

根据

香港政府统计处的统计
,

建筑行业对 C D P 的贡献 1 997 年时为 5
.

7 %
,

2 0( 刃 年时为 ! 5
.

2 %
。

随着人 口数

量的增长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

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
,

这使得建筑面积在过去二十几年里

一直在稳步递增
。

在 19 80 年
,

住宅的单元数为 1 19 4
.

8 万个
,

商业建筑的面积 ( s) 为 6 947 700 扩
。

到
2 000 年时

,

住宅的单元数增加到 2 18 2
.

7 万个
,

商业建筑的面积增加到 一9 57 6 35夕m
, 。

图 l [ , l和图 2 〔, ]

分别为商业和住宅的增长情况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建筑面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增长非常迅猛
,

在改善

人们的居住条件的同时
,

也直接导致了建筑能耗的大量攀升
。

2 香港建筑能耗

一` 查鳌鱼丝丝匕丝丝 年间
,

一次能源需求增加 17 1%
,

最终能源需求增加 1 82 %
。

一次能源需求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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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8 0 年时为 20 3 5 34 MJ
,

20() 2 年为 5 5 2 0 9 2 M J
。

最终能源需求在 19 80 年时为 1 2 0 9 5 6MJ
,

20() 2 年为

34 0 78 7 MJ
。

其中在 200 2 年最终能源需求中电力占 40 %
,

煤气占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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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香港终端能耗分类 ( 1 984 一 200 1 年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数量 的增加
,

同时伴随

着建筑面积的增加
,

香港的建筑能耗呈现逐年上升

的趋势
。

图 3 是对香港的商业
、

住宅
、

工业和运输能

耗的逐年统计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里
,

随着经济的转

型
,

香港逐渐成为一个金融和商业中心
,

工业大量内

迁
,

工业能耗需求开始下降
。

工业能耗在 19 8 8 年达

到最大值
,

然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

其他的三类能

耗都呈逐年递增 的趋势
,

因而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

比重不断增加
。

图 4 和图 5 分别为香港商业类别能

图 4 香港商业类别能耗的分类 ( 19 84
一 200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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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香港住宅类别能耗的分类 ( 19 84
一 200 1年 )

耗和 住宅类别 能耗的分类增 长情

况图
。

图 6 与 图 7 则表明了香港地

区 2 0 01 年建筑能耗的构成川
,

由图

中可看出
:
商业类别终端能耗主要用

于空调
、

照 明和炊事
,

它们 占商业类

别总能耗 的 58 % ; 住宅建筑终端能

耗主要用于空调
、

热水
、

照 明冷冻和 图 6

炊事
,

它们 占住宅总能耗 的 88 %
。

住宅能源最终用途 (2 00 1 年 ) 图 7 商业能源最终用途 ( 2 00 1 年 )

由于香港的夏季闷热潮湿
,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

为了改善室内热环境
,

空调越来越成为必须品
,

使

用空调的范围越来越广
,

因此空调能耗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

在商业建筑中
,

空调能耗一直是数量最

大的一项
。

在住宅建筑能耗中
,

1985 年以前空调能耗只 占很小的比例
,

但到了 19 95 年后
,

空调能耗已

超过其他所有的能耗成为住宅能耗中最主要的部分
。

空调所消耗的电能在香港地区总电耗中占

有重要的比重
,

在 200 1年时为香港地区总

电耗的 32 %
。

香港建筑物 的能 源以 电力 和煤气为

主
。

分析这两种能源在最终能源需求中的

表 1 香港电力和煤气 2 00 2 年的褥求统计 (单位 :
川 )

商 业 住 宅 工 业 总 计

电 力

煤 气

87 6 04

( 64 % )

10 8 6()

( 40 % )

3 3 3 94

( 2 4% )

14 7 94

( 5 6% )

16 1 12

( 12% )

9 8 7

( 4% )

1 37 11 2

( l X() % )

26 64 1

( 100 % )



比重
,

可以了解建筑能耗的特性
。

表 l[
` 」是这两种能源在 200 2 年最终能源需求的统计

,

商业和住宅分

别占最终能源需求的 29
.

2% 和 1 4
.

6%
,

两者共计 43
,

8 %
,

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

其中商业建筑所消耗

的电能占香港地区总耗电能的 64 %
,

住宅建筑所消耗的煤气占香港地区煤气总消耗量的 56 %
。

3 节能潜力分析

2 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发生后
,

香港开始着手研究能源效益和节能的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可看

出
,

随着香港经济的转型
,

工业能耗需求下降
,

商业 和住宅能耗的比重不断增加
,

到 200 2 年建筑能耗占

最终能源需求的 4 3
.

8%
。

建筑能耗在社会总能耗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

建筑节能也成了当务之急
。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

香港节能政策的发展比以往更加快速
,

在能源效

益及节能工作上讨论
、

草拟和实施了一些措施
,

对建筑节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香港特区政府现已制定了六份建筑能耗规范
,

第一份综合热传值守则 ( vo er 叫 hT
e

mr al T r a n

sfe
r V al

-

u e 一 O TT V )
,

又称为热传移值守则
,

已于 1 995 年 7 月 21 日起实施 ;空调装置能源守则 ( Ced
e of Par ct ice

fo r E n e r盯 E伍 e i e n e y o f A i r C o n di t i o n i n g In s t a ll a ti o n s
)和照明装置能源守则 ( C

o d e
Of arP

e it e e fo r E n e

卿 E-f

if e i e n e y o f iL hg t i n g nI s at ll 丽 on
s
)已于 19 9 8 年制定实施 ;电气装置能源守则 ( C

o d e
成、

e t ie e fo r En e

卿 E-f

6 e i e n e y 。 f E zec : d e公 xn s at l l a tion
s
)已于 1 9 9 9 年制定实施 ;升降机及自动扶梯装置能源守则 ( Co d e of arP

e -

ti e 。 fo r E n e

卿 E伍 e i e n e y of L ift an a E s e a laot
r In s at l l a it o n s

)在 2000 年制定实施 仁̀ 〕 ;以表现为本的建筑能源

守则 ( P e

for mr an e e 一 b a s e d B u i l d in g E n e

gyr C o d e
)已于 2X() 3 年 4 月 15 日制定实施

。

其中只有 0 1
,

1
,

V 是强

制实施的规范
,

而其他五种规范则是非强制性的
。

香港特区政府长远目标是要建立一套全面的建筑能

源守则
,

为促进能源有效利用
,

提供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通过政府引导和推广
,

可以提高市民的节能意

识
,

使节能工作得到重视
,

节能技术能够充分应用和发展
。

在建筑能耗中
,

商业建筑的电力消耗是最重要的环节
,

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因此成为香港节能

政策针对的焦点
。

通过对香港现有商业建筑能耗的调查统计发现
,

实际使用的能耗强度要大于模拟分
析值

,

并且不同的建筑能耗使用水平相差较大
。

通过对新写字楼的能耗模拟分析讨发现
:
对建筑保持同

样的基本结构 (层数
、

楼层布局
、

方向等 )
,

但改变围护结构
,

同时采用更高效的系统设计 ( 比如节能窗
、

效率更高的设备和控制方式等 )
,

会使建筑物每年的电力消耗大大降低〔” 。

对采栩水冷空调系统的
,

每

年的能源消耗将从 9 7 kw
·

丫扩下降到 6 5 kw
·

丫扩
,

对采用风冷空调系统的
,

每年的能源消耗将从

13 0 k w
·

h/ m Z

下降到 s o kw
·

h/ m Z 。

由于 目前香港地区建筑能耗规范除了 0 {IT v 是强制性的外
,

其他的规范都是非强制性的
,

所以香港

的节能水平总的来讲还是不高
。

根据文献〔8」的模拟分析
,

如果所有的建筑能耗规范都变为强制性的
,

香港的电力总能耗将节约 7
.

9%
,

每年节约的电能为 21 7 亿 kw
·

h
。

同时
,

如果所有的商业建筑都采用

所有可行的节能措施
,

达到香港建筑环境评估方法中的最优性能
,

香港的电力能耗将减少 31
.

9%
,

也即

每年节省 1 1 10 亿 k w
·

h 电
。

这表明香港的建筑能耗利用效率较低
,

相应的节能空间很大
。

4 结 论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

人 口数量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香港的建筑行业得以迅猛发展
,

这也

导致香港地区建筑能耗逐年递增
,

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比例也呈逐年增长趋势
。

在节约能源
、

保护环境

的迫切要求下
,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

节约建筑能耗成为各国能源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在香港

地区一定要加大建筑节能的力度
。

目前香港地区建筑能耗利用效率不高
,

节能科念还比较落后
,

节能潜

力巨大
。

只有通过建筑节能工作
,

才能挖掘出这些潜力来
,

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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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
,

并以柱状图和饼状图为例
,

结合 iV su al C #
.

N E T 与 O ar d e
数据库阐述了统计图实现的关键技术

和具体步骤
。

该方法既不需要安装客户端软件
,

也不需要使用第三方组件
,

程序员不仅可以灵活控制图

形的最终显示形式和处理待展示的原始数据
,

而且还可以修改完善上述示例程序而形成自己的组件
,

极

大的方便了 W eb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
,

是一种通用的方法
。

在军队油库信息可视化研究及应用项目中
,

采用本方法
,

方便地实现了油库储存油料数量
、

分布的

可视化表示
,

实现了油料收发储
、

各类油品统计分析结果图形方式展示
,

效果良好
,

表明该方法是一种非

常有用的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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