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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供热计量手册》

内容概要

《德国供热计量手册(原著第6版)》在德国发行20年，是一本专业指导性手册。全面介绍德国供热计量
，书中内容包括德国供热计量的法律法规；商业供热的操作模式；热费结算的方法；各种热量表、热
分配表的技术特点和应用场合及其检测规程；供热计量数据的采集方法等。《德国供热计量手册(原著
第6版)》可以为推进我国供热计量改革的进程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德国供热计量手册(原著第6
版)》适合于从事供热计量改革的所有人员，包括政府部门人员、法律制定部门人员、科研院所的研究
人员、相关设备生产厂家、供热计量工程设计与施工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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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中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组和德国米诺测量仪表有限公司
（Minol Messtechnik W．Lehmann GmbH&C0．KG）联合组织翻译的，旨在将德国先进的供热计量理
念和技术引进到中国，为中国供热计量改革的推进提供参考。
    能源价格越来越高。这一点在中国对环境气候保护、能源安全以及节能问题的探讨上有很深的体现
。因此节约热能和水资源的重要性日渐明显。中国采暖地区建筑节能，尤其是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对热源、热网和建筑物进行全面的节能改造和运行优化，才能真正达到节能减
排的目的。热计量收费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引导热用户改变用能行为，以节约采暖费用为动力
，在保证基本舒适度的条件下，进一步减少采暖能耗。
    为了顺利地进行热计量收费，首先要在技术、法律和政策方面创造一系列框架条件，使消费者能够
建立起节能的积极性。作为一部专业参考读物，本书为热计量中常见的问题给出了详尽的解答。根据
德国的经验，热计量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争议，经常需要通过评估人员协调或者法律诉讼的途径才能得
到解决。这样看来，把这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验传到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有助于更好地实
现节能目标，以及避龟使用在德国实践过程中被证明不合适的方法，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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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法律法规及公认的技术规范  1.1  导言  1.2  法规产生的历史  1.3  供热计量条例    1.3.1  《供热计量
条例》的一般性依据说明    1.3.2  修订《供热计量条例》的一般性依据说明    1.3.3  《供热计量条例》的
适用范围（第1条）    1.3.4  建筑物业主（第1条第2款）    1.3.5  直接供应合同（第1款第3节）    1.3.6  福
利廉租房（第1条第4款）    1.3.7  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条款（第2条）    1.3.8  住宅所有权（第3条）   
1.3.9  计量和容忍义务，公用面积（第4条）    1.3.10  分户计量装置（第5条）    1.3.11  预先分摊（第5条
第2款）    1.3.12  技术条款    1.3.13  费用分摊（第6条第1款）    1.3.14  用户组别的划分（第6条第2款）   
1.3.15  因用途而导致能耗很高的公用面积（第6条第3款）    1.3.16  结算比例的变更（第6条第4款）   
1.3.17  热费结算比例（第7条第1款和第3款）    1.3.18  可分摊的供热运行费用（第7条第2款和第4款）   
1.3.19  生活热水结算比例和可分摊的运行费用（第8条第1至第4款）    1.3.20  供热和热水供应联合设施
（第9条）    1.3.21  热耗的估测（第9a条）    7.3.22  用户更换（第9b条）    1.3.23  超越规定界限的情况（
第10条）    1.3.24  例外（第11条）    1.3.25  降费权（第12条第1款）    1.3.26  过渡期规定（第12条第2款到
第5款）    1.3.27  柏林条款，生效日期（第13条和第14条）  1.4  新建筑租赁条例（节选）    1.4.1  修订（
新建筑租赁条例）的一般性依据说明    1.4.2  更新供热方式时保本租金的修订（第5条）    1.4.3  福利廉
租房的热费结算（第22条第1款）    1.4.4  福利廉租房特殊条款（第22条第2款和第3款）  1.5  第二部费用
计算条例（节选）及运行费用条例    1.5.1  福利廉租房的可分摊的运行费用（儿BV第27条）    1.5.2  福利
廉租房的运行费用（附件3有关第27条第1款一节录）  1.6  《德国集中供热通用条件管理条例》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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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法律法规及公认的技术规范　　1.1 导言　　在德国，多户住宅楼、办公楼或其他建筑的集
中采暖和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是根据用户的实际用量来计算费用的。有关的法律法规属于联邦政府旨在
明显降低建筑采暖能耗的措施之一，尤其是用于激励集中采暖用户节省利用热能。　　对于采用单体
炉灶或燃气热源的房间，其节约使用燃料的动力就更强了，尤为明显的是用户采暖行为和燃料消耗之
间的关系。除燃料费用需由各用户全部自已承担之外，一般而言在使用炉灶采暖时，合理的采暖行为
也会节省大量体力，这也是动力之一。集中采暖方式能让采暖更加方便舒适，但却很难一目了然地辨
别采暖行为、采暖能耗和采暖费用之间的关系。过去经常使用的一揽子热费结算方式导致用户在使用
室内热量和热水时经常大手大脚，从而缺乏合理使用这些商品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政
府有针对性地考虑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实现能源的合理利用，其中既可以通过合理的数量分配，也可以
通过价格来进行调控。应通过按需计费的结算方式，使建筑采暖热能重新变回无论公私，其价格都可
以计算的商品。这样就能使热能用户成为全社会节能降耗经济链条中的一环。《供热计量条例》①中
对有关内容进行了规定，该法规并未强调追求分配更加合理性的主旨。首先，个人用户要服从集体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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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它将关于热计量法律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与实践经验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书中展示了冷、热计量技
术在欧洲的最新发展。　　《德国供热计量手册(原著第6版)》由14位专家共同编写。涉及范围包括：
热计量法律法规，法规的应用和热计量仪器的结构性能描述。另外，在《德国供热计量手册(原著第6
版)》中读者还可以找到关于热费结算方法以及可信度检验的内容。　　热计量技术部分的内容在中国
可以直接被读者应用，因为建筑特性和热学原理是相同的。就商业建筑而言，冷计量有着特别重要的
意义，书中介绍了对冷计量仪器的特别要求，以及如何使用才能避免错误发生。　　热量表质量检测
规程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供热单位而言，仪表测量精度是对热费账单正确率的保证。测量不到的
热量意味着供热单位的收益损失。检测结果表明，质量好的机械热量表在测量中的表现优于质量差的
超声波热量表。因此，仅从测量原理为超声波这一点上是无法说明仪器的精准度高的，应该对所有的
品牌和型号进行严格的测试。　　法律部分描述了按热量收费过程中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这可以给
中国的相关立法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这本手册将为所有评估检测人员、技术人员、法律人员、计
量服务人员以及房屋业主提供热计量、冷计量和水计量方面的问题解答。　　我们希望这《德国供热
计量手册(原著第6版)》能为中国供热改革的顺利完成、为节能减排、改善生活环境提供帮助。

Page 6



《德国供热计量手册》

精彩短评

1、此书是为公司采购的。是一部权威的专业参考书。内容很详细，对中国的供热计量生产厂家有指
导意义。
2、详细，专业，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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