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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改善型住宅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第一批） 

类别 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 

围护

结构 

1. 免拆复

合保温模

板外墙外

保温系统 

免拆复合保温模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是在外墙混凝土浇筑前，将免拆复

合保温模板用作现浇部位的外侧模板，预置锚栓机械固定，浇筑后混凝土

与免拆复合保温模板结合为一体，外侧设置找平层、抹面层和饰面层，构

成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免拆复合保温模板是由一种或者多种保温材料作为

芯材，以水泥基材料为面层的模板，经工厂化预制，在现浇混凝土建筑施

工中起模板和保温隔热作用。 

系统耐候性：经耐候性试验后，不得出现空鼓、剥落或脱落、开裂等

破坏，不得产生裂缝出现渗水；系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

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系统耐冻融：经耐冻融试验后，系统无空鼓、剥落，无可见裂缝；系

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系统抗冲击性：建筑物首层墙面及门窗口等易受碰撞部位为10J级；建

筑物二层及以上墙面为3J级。 

系统吸水量：≤500g/m
2；防水抹面层不透水性：2h不透水。 

系统抗风压值：≥6.0kPa，且满足设计要求。 

系统传热阻较现行相关标准提高10%。 

板材性能：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0.15MPa。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A2级。 

建筑外墙 

2. 大模内

置保温板

外墙外保

温系统 

大模内置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是将保温板置于建筑外模板内侧，并

安装连接件，混凝土现浇成型后与保温板结合成一体，外侧做轻质砂浆找

平层、防水抹面层、饰面层形成的外墙外保温系统。 

系统耐候性：经耐候性试验后，不得出现空鼓、剥落或脱落、开裂等

破坏，不得产生裂缝出现渗水；系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

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系统耐冻融：经耐冻融试验后，系统无空鼓、剥落，无可见裂缝；系

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系统抗冲击性：建筑物首层墙面及门窗口等易受碰撞部位为10J级；建

筑物二层及以上墙面为3J级。 

系统吸水量：≤500g/m
2；防水抹面层不透水性：2h不透水。 

系统抗风压值：≥6.0kPa，且满足设计要求。 

系统传热阻较现行相关标准提高10%。 

板材性能：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0.15MPa。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A2级。 

施工中推荐使用铝模等高精度模板施工；当采用木模、钢模等模板技

术时，应有专用的模板调平技术，以最大限度降低找平抹灰需求。 

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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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 

围护

结构 

3. 幕墙内

置保温系

统 

幕墙内置保温系统是在非透明幕墙部位的外墙保温系统，可为保温结

构一体化系统，也可为粘结发泡陶瓷保温板系统。 

1.保温结构一体化系统 

系统耐候性：经耐候性试验后，不得出现空鼓、剥落或脱落、开裂等

破坏，不得产生裂缝出现渗水；系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

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系统耐冻融：经耐冻融试验后，系统无空鼓、剥落，无可见裂缝；系

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系统吸水量：≤500g/m
2；防水抹面层不透水性：2h不透水。 

系统抗风压值：≥6.0kPa，且满足设计要求。 

系统传热阻较现行相关标准提高10%。 

板材性能：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0.15MPa。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A2级。 

2.粘结发泡陶瓷保温板系统 

系统耐候性：经耐候性试验后，不得出现空鼓、剥落或脱落、开裂等

破坏，不得产生裂缝出现渗水；系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

位应位于保温层内。 

系统耐冻融：经耐冻融试验后，系统无空鼓、剥落，无可见裂缝；系

统拉伸粘结强度≥0.15MPa，且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系统吸水量：≤500g/m
2；防水抹面层不透水性：2h不透水。 

系统抗风压值：≥6.0kPa，且满足设计要求。 

系统传热阻较现行相关标准提高10%。 

保温板材性能：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0.15MPa。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A1级。 

建筑外墙 

4. 无机保

温装饰一

体化板系

统 

无机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系统是由保温装饰板、粘结砂浆、锚固件和密

封胶等组成，采用粘结和锚固的固定方式，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的保温装

饰一体化系统。系统同时包括必要时采用的护角、托架等配件以及防火构

造措施。保温芯材包括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匀质板或岩棉条等。

面板包括耐久性较好的装饰面板、带有涂层的金属板或铝板。 

系统耐候性：经耐候性试验后，不得出现饰面层起泡或剥落、面板空

鼓或脱落等破坏，不得产生渗水裂缝；系统拉伸粘结强度≥0.10MPa，且

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层内。 

系统抗冲击性：建筑物首层墙面及门窗口等易受碰撞部位为10J级；建

筑物二层及以上墙面为3J级。 

系统吸水量：≤500g/m
2；系统不透水性：2h不透水。 

系统抗风压值：≥6.0kPa，且满足设计要求。 

系统传热阻较现行相关标准提高10%。 

面板与保温芯材板拉伸粘结强度：≥0.12MPa。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A2级。 

建筑外墙 



— 3 — 

类别 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 

围护

结构 

4. 无机保

温装饰一

体化板系

统 

岩棉条导热系数≤0.046W/(m·K)；抗拉强度≥100kPa，燃烧性能A1级。 

当系统高度≤40m时，锚栓可采用膨胀螺栓，每层设置一道托架；当

系统高度＞40m时，锚栓采用化学螺栓，每层设置一道托架。化学螺栓性

能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2013的有关规定。 

建筑外墙 

5. 楼面保

温隔声系

统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是由具有保温、隔声性能的材料和构造实现，分为

浮筑楼板和装配式楼板两种形式。 

浮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是指将保温隔声板材或卷材铺设于楼板上，再

在保温隔声材料上浇筑细石混凝土保护层，保温隔声材料、细石混凝土保

护层与墙体之间设置竖向隔声材料，形成的楼、地面保温隔声系统。 

装配式楼板保温隔声系统是指将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材料以及其他

相关的功能材料在工厂预制成保温隔声模块，在现场直接安装在楼板上，

再在保温隔声模块与墙体之间设置竖向隔声材料，形成的楼、地面保温隔

声系统。 

系统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现场测量）≤60dB(A)。 

保温隔声垫层材料：压缩形变（23℃，4kPa，24h）≤5.0%。 

除橡塑以外的单一发泡材料：最小使用厚度≤15mm时，压缩弹性模量

≤0.5MPa；最小使用厚度≥20mm时，压缩弹性模量≤1.2MPa；橡塑类、

纤维类和分层复合类：压缩弹性模量≤0.5MPa。 

系统中所有有机材料的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 

烟气毒性不低于t1级；六溴环十二烷含量（有机材料）不得检出。 

表面无覆膜的单一发泡材料保温隔声垫的弯曲变形≥50mm。 

建筑楼 

地面 

6. 高性能

建筑外窗

系统 

高性能建筑外窗系统是安全、节能、适用和耐久等性能指标优于现行

相关标准的建筑外窗及节能附框组成的系统，包括标准化外窗系统和遮阳

一体化外窗系统。外窗安装应采用节能型附框干法安装、窗台应使用批水

板。 

系统抗风压性能：多层建筑5级≥3.0kPa，高层建筑6级≥3.5kPa。 

系统气密性能8级：单位缝长≤0.5m
3
/(m·h)，单位面积≤1.5m

3
/(m

2
·h)。 

系统传热系数8级：K≤1.5W/m
2
·K。 

太阳得热系数：冬季玻璃≥0.44，夏季整窗≤0.22。 

系统水密性能4级：≥350Pa。系统隔声性能4级：≥35dB(A)。整窗反

复启闭：≥30000次。 

建筑外窗 

热泵

空调 

7. 新风机

组 

新风机组是将室外新鲜空气经过滤、冷却或加热、除湿或加湿等处理，

并满足一定温度、湿度与洁净度要求后送入室内的设备。 

住宅设置的新风系统设计新风换气次数宜为0.8~1次/h。新风机组

PM2.5过滤效率≥90%。 

新风机组噪音： 

600m
3
/h≤风量L≤1000m

3
/h，风压P≤200Pa时，噪音≤53dB(A)； 

300m
3
/h≤风量L≤600m

3
/h，风压P≤180Pa时，噪音≤49dB(A)。 

建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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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 

热泵

空调 

7. 新风机

组 

对流空调系统选配的新风机组能效APF：CC≤14kW时，APF≥3.5； 

7.1kW＜CC≤14kW时，APF≥3.3；14kW＜CC≤28kW时，APF≥3.2；CC

＞28kW时，APF≥3.0。 

辐射空调系统选配的新风机组额定工况送风含湿量≤8.5g/kg干空气。除

湿、加湿新风机组全年能效APF≥2.8。 

新风机组实际制冷制热量不小于出厂标定值，噪音不大于出厂标定值。 

建筑设备 

8. 空调末

端 

空调末端是空调系统在室内对空气进行冷却或加热的换热设备，根据

换热形式不同，分为辐射空调末端和对流空调末端。 

辐射空调末端以水为冷热媒、由小口径PPR管组成换热管席，敷设于

顶面或墙面，或直接组成换热吊顶，以较低温差对室内进行降温或加热。 

对流空调末端包括风机盘管、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室内机和无风

机重力柜等形式。静音风机盘管、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室内机应采用

低噪音风机、直流无刷电机等配置，噪音低于普通产品。 

对噪音、温度均匀性、吹风感有较高要求时，宜采用辐射空调末端，

并需要配置除湿新风系统。采用对流空调末端时，应采用静音风机盘管或

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静音型室内机。 

应避免卧室、书房等明显吹风感，床头部位风速v≤0.1m/s，写字桌座

椅位置风速v≤0.2m/s。 

空调末端实际制冷制热量不小于出厂标定值，噪音不大于出厂标定值。 

建筑设备 

9. 多联式

空调（热

泵）系统 

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是一台（组）室外热泵主机配置多台室内机，

通过改变制冷剂流量适应各房间负荷变化的直接蒸发冷却式空调系统（如

配设水力模块，可实现冬季地板采暖方式）。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全年性能系数APF：CC≤14kW时，APF≥5.1；

14kW＜CC≤22.4kW时，APF≥5.0；22.4kW＜CC≤68kW时，APF≥4.5；

CC＞68kW时，APF≥4.4。 

系统室外机噪音（高档风量）：CC≤14kW时，噪音≤58dB(A)；14kW

＜CC≤28kW时，噪音≤60dB(A)；28kW＜CC≤68kW时，噪音≤64dB(A)。 

系统室内机噪音（高档风量）：CC≤4.5kW时，噪音≤34dB(A)配直流

无刷电机；4.5kW＜CC≤7.1kW时，噪音≤38dB(A)配直流无刷电机。 

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室内外机实际制冷制热量不小于出厂标定值，

噪音不大于出厂标定值。 

建筑设备 

10.风冷热

泵空调 

风冷热泵是直接采用室外空气冷却的热泵型冷热水机组。 

风冷热泵全年性能系数IPLV：CC≤14kW时，IPLV≥4.0；14kW＜CC

≤18kW时，IPLV≥4.1；18kW＜CC≤32kW时，IPLV≥4.2；CC＞32kW时，

IPLV≥4.3。 

风冷热泵噪音（高档风量）：CC≤14kW时，噪音≤57dB(A)；14kW

＜CC≤18kW时，噪音≤60dB(A)；18kW＜CC≤32kW时，噪音≤66dB(A)；

32kW＜CC≤65kW时，噪音≤67dB(A)；65kW＜CC≤130kW时，噪音≤

68dB(A)。 

建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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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 

热泵

空调 

10.风冷热

泵空调 

风机盘管噪音：CC≤4.5kW时，噪音≤42dB(A)配直流无刷电机；4.5kW

＜CC≤7.1kW时，噪音≤45dB(A)配直流无刷电机。 

风冷热泵名义工况制热COP：CC≤18kW时，COP≥3.0；18kW＜CC

≤32kW时，COP≥3.1；CC＞32kW时，COP≥3.2。 

风冷热泵实际制冷制热量不小于出厂标定值，噪音不大于出厂标定值。 

建筑设备 

11.水源热

泵 

水源热泵是以地下水、地表水、地埋管循环水为低温热源的冷热水型

或冷热风型机组。 

冷热水型机组全年综合性能系数ACOP：水环式，CC≤260kW时，

ACOP≥5.0，CC＞260kW时，ACOP≥5.6；地下水式，CC≤260kW时，

ACOP≥5.6；CC＞260kW时，ACOP≥6.0；地埋管式、地表水式，CC≤260kW

时，ACOP≥5.0；CC＞260kW时，ACOP≥5.4。 

冷热风型机组全年综合性能系数ACOP：水环式，ACOP≥4.5；地下水

式，ACOP≥5.0；地埋管式及地表水式，ACOP≥4.2。 

水源热泵实际制冷制热量不小于出厂标定值，噪音不大于出厂标定值。 

建筑设备 

智能

智慧 

12.智慧家

居系统 

智慧家居系统应设有智能门锁、户内求助报警、空气质量检测，具有

场景控制面板、移动端远程控制、联动控制等功能（受控设备包括灯光、

窗帘、空调、新风、地暖、智能家电等）。 

除以上配置外，宜设置水浸报警装置、智能人体传感器（具有跌倒监

测功能）、智能电路监控等，并具备语音交互能力或体感交互能力。 

智慧家居 

13.物业管

理信息系

统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可对监控、门禁、停车场、信息发布屏、电梯、水

泵、风机、冷热源、充电桩等设备设施进行集中管理，应具备故障报警、

状态监测等功能，可对公共设施用电、用水进行分类、分项计量。 

除以上配置外，应具有住户和物业移动端应用，支持线上报修、缴费、

访客预约、通知推送、工单管理。各子系统能够数据互通，可连接智慧城

市的数据资源和平台，提供社区政务、公共服务、商业及生活资讯等服务。 

物业管理 

14.智能公

共区域安

全监控系

统 

智能公共区域安全监控系统应具备出入口人脸识别、刷卡、指纹、二

维码等两种及以上功能，具备公共区域设置高空抛物检测功能，可设置电

梯梯控、呼梯系统，具备停车场管理设置，包括车牌识别进出及缴费等功

能。 

除以上配置外，单元门应支持云对讲，可与住户移动端音视频对讲。

针对老人儿童及特定人群，可配套建设适老适幼监控设施；可设置高空全

景监控设施等。 

公共区域

安全防范 

15.火灾安

全监测系

统 

火灾安全监测系统应具备电梯、门厅外等部位对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识别、入楼识别、违停检测、消防通道堵塞报警、红外热成像监控等功能。 

电动自行

车停放场

所 

电梯 

门厅外 

等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