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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50gOg_⒛ 13,自 ⒛14年 5月 1日 起实施。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⒛13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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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⒛09年工程

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⒛Og]龆 号 )

的要求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会同有关单位编

制完成的。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了实践经

验 ,参考了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广泛征求了有关方

面的意见,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分为 9章 2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 总

贝刂;2 术语;3 基本规定;4 节地与室外环境;5 节能与

能源利用;6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7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

8 室内环境质量;9 运营管理。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发展促进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或建议 ,请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号 ,邮政编码 :100835)。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

公司

清华大学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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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刂

1.0.1 为规范和引导办公建筑开展绿色建筑评价工作 ,制定本

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各类政府办公建筑、

商用办公建筑、科研办公建筑、综合办公建筑以及功能相近的其

他办公建筑的设计阶段和运行阶段的绿色评价。

1.0.3 绿色办公建筑的评价应以建筑单体或建筑群为对象。评

价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评价单栋办公建筑时,凡涉及室外环境的指标 ,以该栋

办公建筑所处周边环境的评价结果为准 ;

2 评价建筑群内的一栋或几栋办公建筑时,凡涉及室外环

境的指标,以参评建筑所属用地周边环境的评价结果为准 ;

3 评价综合办公建筑时,评价对象至少为一栋建筑,凡涉

及多功能区的指标 ,表述为各功能区指标的面积加杈值。

1.0.4 评价绿色办公建筑时,应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办

公建筑所在地域的气候、资源、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特点进

行评价。

1.0.5 评价绿色办公建筑时,应统筹处理办公建筑全寿命期内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室内环境质量、运营管理之间的关

系,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0。 6 评价绿色办公建筑时,应鼓励采用被动技术、适宜技术

和综合效益显著的技术。

1.0.7 绿色办公建筑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0.1 绿色办公建筑 green ofⅡ ce building

·
在办公建筑的全寿命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节能、节

地、节水、节材)、 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办公人员提供健康、

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2.0.2 综合办公建筑 comprehen⒍ ve ofke buiⅢ ng

办公建筑面积比例 70%以上,且与商场、住宅、酒店等功

能混合的综合建筑。

2.0.3 建筑环境质量 bd由 Ilg en访 ronmental qu汕 ty

建筑项目所界定范围内,影响使用者的环境品质,包括室内

环境、室外环境以及建筑系统本身对使用者生活和工作在身心健

康、舒适、工作效率、便利等方面的影响,简称 Q。

2.0.4 建筑环境负荷 building en访 ronmental load

建筑项目对外部环境造成的影响或冲击,包括能源、材料、

水等各种资源的消耗,污染物排放、噪声、日照、风害、交通流

量增加等,简称 L。

2.0.5 建筑环境负荷的减少 building en说 ronmental load reˉ

duct1on

建筑 项 目对 外 部 环境 造 成影 响或 冲击 的减 少 程 度 ,简

称 LR。

2.0.6 围护结构节能率  energFsa访 ng rate of building enveˉ

lope performance

与参照建筑对比,设计建筑通过优化建筑围护结构 (不包含

自然通风、天然采光和其他被动式节能设计)而使采暖和空气调

节负荷降低的比例。

2.0。 7 空气调节和采暖通风系统节能率  energ疒 sa访ng rate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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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 本 规 定

3.1 评价指标与权重系数设置

3.1.1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指标及其杈重系数应分下列三级 :

1 一级指标是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

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运营

管理 ;

2 二级指标是指第一级指标下设的指标 ;

3 三级指标为标准第 4章~第 9章条文。

3.1.2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指标按属性分为建筑环境质量 Q指标

和建筑环境负荷的减少 LR指标。

3.1.3 三级指标分为控制项和可选项两类。控制项不设权重

系数。可选项中每级相同属性指标 (Q指标或 LR指标 )的权

重系数之和为 1;当存在两种得分途径时 ,每种得分途径的指

标权重系数之和为 1。 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确定 ,三级评价指标分值设置应按本标准附录 B的规

定确定。

3.1.4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指标应在设计阶段与运行阶段分别设

置权重系数。

3.2评 价 方 法

3.2.1 设计阶段与运行阶段的评价应分别按各 自的权重系数进

行评分。绿色办公建筑应满足所有控制项的要求 ,控制项全部达

标后,Q指标和 LR指标各获得基础分 50分。可选项的 Q指标

和 LR指标分别计算得分。当存在两种得分途径时,建设项目可

根据自身情况采用其中一种得分途径评分。

3.2.2 评价时应逐级计算指标得分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4



1 三级指标得分可采用递进式或并列式两种 5分制逐条评

分,各条文分值应按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确定。

2 二级指标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三级指标 J得分 ×权重

二级指标得分 =号
∑ 三级指标 f满分 ×权重
j=1

3 一级指标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二级指标 ￡得分 ×权重

一级指标得分 =气 × 50

∑ 二级指标 J满分 ×权重
扌=l

(3.2.2-2)

4 Q指标和 L指标的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Q指标得分 =Q指标基础分+∑ 第一级 Q指标 J得分 ×权重
扌=l

(3.2.2-3)

I'指标得分 =100— (LR指标基础分 +

∑ 第一级 LR指标 f得分 ×权重 )
扌=1

(3.2.2-4)

5 各级计算过程中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项 目的 Q指标和

L指标的得分应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3。 2.3 绿色办公建筑等级应根据可选项 Q指标和 I'指标得分在

Q—L图中所处的位置确定 ,得分在 A、 B、 C三个区域内的项

目为绿色办公建筑,由高到低划分为 A、 B、 C三个等级 ,分别

对应★★★、★★和★ (图 3.2.3)。

× 5

(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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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地与室外环境

4.1 选  址

控 制 项

4.1.1 建筑选址应符合城乡规划,符合各类保护区的建设要求。

4.1.2 建筑场地应无洪涝灾害、泥石流及含氡土壤的威胁 ,无
危险源及重大污染源的影响。

4.2土 地 利 用

可 选 项

4.2.1 在满足当地城乡规划和室外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场地规

划宜确定合理的容积率。

4.2.2 建筑场地宜合理选用废弃场地进行建设。

4.2.3 地下空间宜合理开发利用。

4.2.4 场地规划与建筑设计宜提高空间利用效率,提倡建筑空

间与设施的共享,设置对外共享的公共开放空间。

4.3室 外 环 境

控 制 项

4.3.1 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4.3.2 建筑物不应影响周边建筑及场地的日照要求。

可 选 项

4.3.3 环境噪声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的 有关规定。

4.3.4 室外日平均热岛强度不宜高于 1.5℃ 。

4。 3.5 建筑物周围人行区距地 1.5米高处风速不宜高于 5m/s,

冬季建筑物前后压差不宜大于 5Pa9夏季保证建筑物前后适宜压

差,避免出现旋涡和死角。

4.3.6 室外公共活动区域和绿地冬季宜有 日照。

4.3.7 建筑不宜对周边建筑物、道路及天空造成光污染。

4.4 交  通

可 选 项

4.4.1 建筑场地与公共交通宜具有便捷的联系。

4.4.2 建筑场地宜合理设置 自行 车停放设施及专 门的人

行道。

4.4.3 机动车停车的数量和设施宜满足最基本的需要 ,宜采用

多种停车方式节约用地。

4.5场 地 生 态

可 选 项

4,5.1 建筑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宜结合现有地形进行设计 ,减

少对原有地形地貌的破坏。

4.5.2 建筑场地内的表层土宜进行分类收集 ,采取生态恢复措

施 ,并在施工后充分利用表层土。

4.5.3 场地内的自然河流、水体及湿地宜合理保护。

4.5.4 地表与屋面雨水径流途径宜合理规划 ,降低地表径流 ,

减少排人市政管道的雨水量。

4.5.5 建筑场地的绿地率宜高于规划设计要求 ,并合理采用屋

顶绿化、垂直绿化等立体绿化方式。

4.5.6 绿化设计中宜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 ,

8



采暑勤簸弘 潜柙岣复孱绿镪”旦种樘区墩有醐 覆圭琛鏖裥

茛黟蜘播水罹。
⒋盏7醐 两醵瑁-值结舍萜水敢桑筝肀水揞沲惫理设廾

垒态龈暴。



5 节能与能源利用

5.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优化

控 制 项

5.1.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批准或备案的现行公

共建筑节能标准的规定。

可 选 项

5.1.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宜高于现行国家或地方节能标准

的规定。

5.1.3 外窗或透明幕墙宜采用外遮阳设计。

5.1.4 围护结构非透明部分宜采用因地制宜的保温隔热改善措施。

5.2 自然通风与天然采光利用

可 选 项

5.2.1 建筑主朝向宜选择本地区最佳朝向或接近最佳朝向。

5.2.2 建筑宜采用合理的开窗设计及其他措施 ,强化自然通风 ,

降低采暖空调负荷。

5.2。 3 室内和地下主要功能空间宜采用合理的天然采光措施 ,

降低照明能耗。

5.3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

控 制 项

5.3.1 空气调节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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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共建筑节能标准及相关节能设计标准中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可 选 项

5.3.2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宜合理选择系统形式,提高

设备及系统效率,优化控制策略,降低系统能耗。

5.3.3 空气调节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比宜高于现行国

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及相关标准的有关

规定。

5。 3.4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的输配系统效率宜高于现行

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 有关规定。

5.3.5 建筑物处于部分冷热负荷时和仅部分空间使用时,宜采

取有效措施节约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能耗。

5.4照 明 系 统

控 制 项

5.4.1 各房间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有关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可 选 项

5.4.2 照明灯具及其附属装置宜合理采用高效光源、高效灯具

和低损耗的灯用附件,降低建筑照明能耗。

5.4.3 照明系统宜合理设计控制方式 ,降低建筑照明能耗。

5.5 其他用能系统

可 选 项

5.5.1 电梯系统宜合理选用高效节能电梯和合理的控制方法 ,

以降低建筑电梯运行能耗。

5.5.2 给排水输配系统宜选用高效节能设备,并合理设计给排



水系统 ,降低给排水系统输配能耗。

5.5.3 生活热水系统宜采用高效能源利用系统 ,降低生活热水

能耗。

5.5.4 输配电和变配电系统宜合理选用高效节能设备和合理的

控制方法 ,降低建筑输配电和变配电系统损耗。

5.6 可再生能源利用

可 选 项

5.6.1 可再生能源宜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

5.7 用能设备计卫、监测与控制

可 选 项

5.7.1 能耗计量与用能设备监控系统宜进行合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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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6.1水 系 统

控 制 项

6.1.1 方案规划阶段应制定水资源规划方案,统筹、综合利用

各种水资源。

6.1.2 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合理、完善。热水供应系统形

式应根据用水特点合理确定。

6.2节 水 措 施

可 选 项

6.2.1 管网漏损宜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6.2.2 给水系统不宜出现超压出流现象。

6.2.3 水表宜分区域、分用途设置。

6.2.4 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宜达到节水评价值。

6.2.5 用水设备宜采用节水设备或节水措施。绿化灌溉宜采用

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6.2.6 冷却水系统宜采用循环冷却塔、闭式冷却塔等节水型冷

却塔设备或其他冷却水节水措施。

6.3 非传统水源利用

控 制 项

6.3.1 使用非传统水源时,应采取用水安全保障措施 ,不应对

人体健康与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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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景观用水不应采用市政供水和自备地下水井供水。

可 选 项

6.3.3 项目周边有市政再生水利用条件时,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不宜低于幻%;项目周边无市政再生水利用条件时,非传统水

源利用率不宜低于 15%。

6.3.4项 目周边有市政再生水利用条件时,苒生水利用率不宜

低于 30%;项目周边无市政再生水利用条件时,再生水利用率

不宜低于 10%。

6.3.5 雨水回用率不宜低于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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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7.1 材料资源利用

控 制 项

7.1.1 禁用国家和地方建设主管部门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

料及制品。

可 选 项

7.1.2 场址范围内的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宜合理利用。

7.1.3 建筑构、配件宜工厂化生产。

7.1.4 在保证安全和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 ,建筑宜使用可再利

用建筑材料、可再循环建筑材料和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

料,其质量之和应不低于建筑材料总质量的 10%。

7.1.5 装饰装修材料宜经济适用。

7.1.6 基于当地资源条件和发展水平 ,建筑宜合理使用新型绿

色环保材料及产品。

7.2 建筑设计优化

可 选 项

7.2.1 建筑造型要素宜简约,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7.2.2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宜控制主要结构材料的用量。

7.2.3 建筑方案宜规则。

7.2.4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建筑结构方案宜进行优化设计。

7.2.5 主体结构宜合理使用高强混凝土。

7.2.6 主体结构宜合理使用高强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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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建筑设计时宜采取适当措施减轻建筑自重。

7.2.8 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宜灵活分隔。

0。 2.9 建筑土建与装修宜一体化设计。

7.3 施工过程控制

可 选 项

7.3。 1 施工现场 500km以 内生产的建筑材料质量应占建筑材料

总质量的 sO%以上。

7.3.2 现浇混凝土应使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宜使用预拌

砂浆。

7.3.3 建筑土建与装修宜一体化施工。

7.3.4 施工组织设计中宜制定节材方案 ,并在施工过程中得到

落实。

7.3.5 对旧建筑拆除、场地清理和建筑施工时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宜进行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

7.3.6 施工过程 中主要材料 的损耗率应 比定额损耗率 降

低 30%。

7.3.7 现场施工中宜提高围挡、模板等设施的重复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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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内环境质量

8。 1光 环 境

控 制 项

8.1.1 主要功能空间室内照度、照度均匀度、眩光控制、光的

颜色质量等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 有关规定。

可 选 项

8.1.2 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宜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

光设计标准》GB/T sO033的 有关规定。

8.1.3 建筑宜鼓励采用反光、遮光、导光等新装置、新材料作

为辅助设施 ,改善室内或地下空间的天然采光质量 ,控制眩光。

8.1.4 设计中宜充分考虑照明可控性及灯具防眩光措施。

8.2 声 环 境

控 制 项

8.2.1 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50118室 内允许噪声级的低限要求。

8.2.2 隔墙、楼板、门窗的隔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的 低限要求。

可 选 项

8.2.3 除开放式办公室之外,室内其他主要功能空间的噪声级

宜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室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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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噪声级的高限要求。

8.2.4 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功能宜合理安排 ,减少相邻空间的

噪声干扰以及外界噪声对室内的影响。

8.2.5 建筑中宜合理设计设备减噪、隔振措施。

8.3 热 环 境

控 制 项

8.3.1 采用集中空调的建筑 ,房间内的温度、湿度等参数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 有关

规定。

可 选 项

8.3.2 建筑围护结构内部和表面宜无结露、发霉现象 ;减少围

护结构带来室内环境的不舒适性。

8.3.3 建筑设计和构造设计宜具有诱导气流、促进 自然通风的

措施 ,可实现有效的自然通风。

8.3.4 建筑中宜合理设计各种被动措施、主动措施 ,加强室内

热环境的可控性,改善热舒适。

8.4 室内空气质量

控 制 项

8.4.1 建筑材料中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室内装

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 《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2、 《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 《室内装饰

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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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6、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

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释放限量》GB18587、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18588的 有关规定 ,放射性

核素的限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6566的有关规定。

8.4.2 建筑中游离甲醛、苯、氨、氡和 TVOC等空气污染物浓

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的有关规定 ,建筑在运行阶段的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的有关规定。

8.4.3 采用集中空调的建筑,新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sO189的有关规定。

8.4.4 新风采气口位置应合理设计 ,保证新风质量及避免二次

污染的发生。

可 选 项

8.4.5 在建筑中宜采取禁烟措施 ,或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室内用

户以及送回风系统直接暴露在吸烟环境中。

8.4.6 在装饰装修设计中,宜采用合理的预评估方法,对室内

空气质量进行源头控制或采取其他保障措施。

8.4.7 报告厅、会议室、公共区域等人员变化大的区域宜有针

对空气品质的实时监测或人工监测措施。

8.4.8 地下停车场宜有针对一氧化碳浓度监控措施。

8.5其 他 要 求

可 选 项

8.5.1 建筑人口和主要活动空间宜设有无障碍设施。

8.5.2 主要功能房间外窗宜合理设计 ,具有良好的外景视野。

8.5.3 公共场所宜设有专门的休憩空间和绿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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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运 营 管 理

9.1管 理 制 度

控 制 项

9.1.1 物业管理组织架构设置合理 ,人员及专业应配备齐全 ,

岗位职责明确。

9.1.2 物业管理部门应制定并实施节能、节水、节材等资源节

约与绿化、垃圾管理制度。

可 选 项

9.1.3 物业管理单位宜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及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9.1.4 物业管理部门宜实施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管理业绩宜与

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挂钩。

0.1.5 物业管理部门宜引导并规范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行为模

式 ,定期进行培训与宣传。

9.1.6 物业管理部门宜定期进行办公建筑环境满意度评价,并

有持续改进措施。

9.2 资源管理与运行维护

控 制 项

9.2.1 建筑能耗和水耗应实行分类、分项计量与分用户计量收

费,有完整的记录、分析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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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选 项

9.2.2 物业管理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并建立有完善的建筑工程、

设施、设备、部品等的档案及记录。

9.2.3 建筑智能化系统定位合理,配置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的有关规定 ,并满足建筑使

用功能的需求。

9.2.4 建筑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监控系统高效运行 ,满足

设计要求。

9.2.5 设备维护保养措施齐全 ,日 常运行、检测、维护及应急

措施合理有效 ,运行记录保存完整。

9.2.6 设备、管线的设置宜便于维修、改造和更换。

9.2.7 空调通风系统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

规范》GB19210的 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照明灯具宜

定期清洁并对室内照度进行检测。

9.2.8 建设用地内停车场闲置时间内宜对外开放 ,并设置 自行

车服务设施。

9.3环 境 管 理

控 制 项

9.3.1 建筑运营管理过程中噪声检测达标 ,无不达标废气、废

水羽卜放 ;危险废弃物按规定处置率应达到 100%。

9.3.2 建筑中应配置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垃圾容器设置合理 ,

垃圾处理间应设有风道或排风、冲洗和排水设施 ,并定期清洗。

可 选 项

9.3.3 垃圾分类收集率宜达到 gO%以上。

9.3.4 设有餐厅或厨房的办公建筑 ,宜对餐厨垃圾进行单独收

集 ,并及时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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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指标权重设置表

A。 0。 I “
节地与室外环境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应按

表 A。 0.1确 定。

表 A。 0.1 “
节地与室外环境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级指杯 类 别 权重 二级指标 类别 杈 重 三级指标 类 别

权 重

设计 运行

节地与

室夕卜环境

|△  
∷Ⅱ
∷|Ⅱ

Q 0,30

Q ∷
4。
∷
1∶ 2Ⅱ

∷ Q

Q o.65

∷返.⒊ 1 Q

4.⒊ 2 Q

4,3.3 Q 0.20 0.20

⒋⒊Ⅱ4 Q 0 20 0 20

4· β⒈卩 Q 0.20 0.20

⒋ 3|雨 Q 0 20 0 20

砝i3●7 Q θ 20 0.20

Q 0,35
⒋∷5∶⒖ Q 0,50 0 50

瘩
∷
5.恣 Q 0.50 o。 50

一
级指秫 类别 权重 二级指标 类别 杈重 ≡级指标 类 别

权重

饣殳计 运行

∴节捣与、|
{{∶∴I丨 ||}∴

∶||∶∶外邛擐∷
1'R θ.10

I'R 碴:1,1 I'R

⒋ 2 LR 0.35

4∷ 2.1 LR 0.30 0.30

⒋2,2 LR 0.15 0.15

4,2.3 I'R 0.25 o.25

⒋ 2.刂 LR 0 30 0 30

4∫砼 LR o.25

4.∷4.l I'R 0.40 o 40

4.⒋ 2 LR 0 30 0 30

∷犭。⒋3 LR 0 3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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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一
级指标 类 别 杈重

=级
揩标 类 别 权 重 三级指标 类 别

权 重

设 汁 运行

节地扫

窒外环境
I'R 0,10 硅.∷ 5Ⅱ 1R 0,40

4.5.1 I'R 0 25

4.5.2 I'Ⅰt 0,15

4。 5。∶B I'R 0.15

∶4,⒌Ⅱ4 I'R 0,25 0.25

|琅。5。Ⅱ7 LR 0.20 0 20

注:1 控制项不设权重及得分,用 “—”
表示 ;

2 当场地内不存在需要保护的水体时,第 4,5.3条不参评 ;

3 当场地内无设计水景时,第 4.57条不参评。

A.0.2 “
节能与能源利用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应按

表 A。 0.2确 定。

表八0.2 “
节能与能源利用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L皱指称 类别 权重 ∷
=级

指杯 类别 杈重

∷Ⅱ ∷∶Ⅱ
∷
 ∷∷∷

∶F终 ;0l|,诃
类 别

权 重

设 计 运行

节能埒

能源利用
I'R o,40

∷
 
∷⒌

一

I'R 020

5∶ 1.1 I'R

s∶
Ⅱ1,2 I'R o,65

5∶ 1.3 I'R 0,20

⒌

一
I'R 0.15 0.15

●Ⅱ
∷

I∶
|∷

∷
s。 犭: I'R 0.15

;!2.且 LR 0.20 0,20

甑 2∷ ⒓ IJR 0 40

⒌
^|‘

I'R 0.40

o·⒈∴
LR 0,25

∷5.a.l LR

0.3.∷ z I'R

Ⅱ
5,5∶ j LR 0 40 0.40

⒌ 3.4 LR 0.30 0,30

5.3.5 LR 0.3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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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级指标 类别 权重 二级指标. 类 别 杈重 主级招标 类 别
杈 重

设 计 运行

∷节能与

能源利用
LR 0.40

I'R 0.15

⒌⒋ 1 LR

5Ⅱ 臻‘Ⅱ2 I'R 0.60 0.60

⒌⒋3 I'R 0.40 0.40

∷5Ⅱ ⒌ LR 0.10

⒌ 5Ⅱ1 LR 0 50 0,50

5∶
·
5∶

·
2 I'R 0.20 0,20

o「∶5Ⅱ 8 I'R 0 20 0.20

5I5.∷ 4 LR 0,10 0,10

LR 0,10 5,|6.∷ 1 I'R 1,00 1.00

⒌∷? LR 0.05 ∷5∶
Ⅱ
7∶ 1 LR 1.00 1.00

注:l 控制项不设权重及得分,用 “—”
表示 ;

2 第 532条与第 5,3.3、 5.3.4、 s3.5条不重复参评。

A。 0.3 “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应

按表 A.0.3确定。

表人0.3 “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级指标 类 别 权重
ˉ
级指标 类别 权重 一级指标 类 别

杈 重

设 计 运行

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QI~R 0,20

〓
⒍

∷

∷

l'R

⒍ 1=l I'R

6∮ 1=∷2 l'R

6J2● I'R θ,70

0。 2.∷ 二 I'R 0.lo 0.10

I6∶
2,它 LR 0 15 0 15

61∷ 2∶
∷
息 LR 0 15 θ.15

∵6=2,在 LR o。 20 0.20

6J2.⒌ I'R 0 20 0.20

6.∷ 2.6Ⅱ I'R 0.2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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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3

ˉ级指标 类别 杈 重 二级指标 类 别 权 重 三级指标 类别

权重

设 计 运 衍

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QI'R 0.20 QI'R 0 30

6⒈ 3.l Q

6.3Ⅱ2 I'R

⒍3.3 LR 1,0θ 1 00

6.3.亻 I'R 0.60 0.60

0。 ⒊5 I'R 0 40 0.10

注:1 控制项不设权重及其得分,用 “
-” 表示 ;

2 第 6,33条与第 6.3,1、 63.5条不重复参评。

A。 0.4 “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应按表 A.0.4确定。

表A.0.4 “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杈重系数

一级指标 类 别 杈重
靼
〓〓〓铷

类别
权重 三级

指标
类别

杈 重

设 计 运行 没计 运行

节材与材

Ⅱ料资源
∷

Ⅱ
痢角:∷

LR 0.20

∷7~l l'R 0 40 0.35

7亩 ⒈ 1 LR

⒎ ⒈∷z 【'R o。 20 0.15

?,1i3 I'R 0,20 0,15

7.⒈ 4 LR 0 50 0.50

7,∷I.5 I~R 0,30 0 35

7.⒈ 6 I'R 0.20 0,15

∷
7|∷2 IⅡR 0.60 0 /10

.7.⒉ 1 I'R 0.15 0 15

7.∷z。 z I'R 0.60 0.60

∷
7∷2.B I'R 0.15 0.15

7,2.4 LR 0 25 o 25

7⒈∷2.5 LR 0,05 0,05

·
7∶
∷
2∶

∷6 LR 0.05 0,05

⒎2|7 LR 0.10 0,10

.⒎ 2.|8 LR 0。 10 0.10

7∶ 2∶氵0 LR 0.1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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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4

L薮掊标 类别 权重 =级
指标

类别

杈 重 三级

指标
类别

杈重

设计 运 行 设计 运行

芾榜与初
∷
.肛擎谅∷
犁甲∵-

I'R 0.20 I'R o,25

⒎,3∶ 1 I'R × 0.25

7.⒊ 2 I'R × 0 10

⒎3Ⅱ8 I'【t × 0.20

⒎⒊
Ι
4 I'R × 0.15

7.s.弓 I~R × 0,15

⒎3.0 I'R × 0.15

7∶∷3.∷ ? LR × 0,15

注:1 控制项不设权重及得分,用
“—”

表示 ;

2 设计阶段不参评项用
“×”

表示 ;

3 第 7.1.2、 7.1.3、 71.6条 二者不重复参评;第 7.2.2条 与第 7.2.3、

7.2.1、 7.2.5、 7.2.6、 7.27条不重复参评;第 7.36条 与第 7.3.7条 不

重复参评。

A。 0.5 “
室内环境质量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杈重系数应按表

A。 0.5确 定。

表人0.5 “
室内环境质量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L级指标 类别 权 重 三级指标 类别 权 重 三级指标 类别
权重

设 汁 运 行

宰内环璋

∷.取彝Ⅱ
Q 0 50

B.△  Ⅱ Q 0.25

|8i1.1 Q

8.1,z Q 0.35 0.35

8,⒈ 3 Q 0.35

8∶
∶1.4 Q 0.30

Q 0。 15

8.2,】 Q

△8.⒓。2 Q

8,2。 3 Q

8.⒉ ⒋Ⅱ Q 0.50

8.2∶ 5 Q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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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5

=级
指杯 类 别 权 重 二级揩标

∵
类别 权重 三级指标 类另刂

权重

设计 运 行

室∷内环境

∷质量∷∷
Q 0,50

B
∷

∷

∷

∷

Q 0.20

Ⅱ8。 |⒔ .△氵 Q

8∶℃。犭 Q 0.20 0.20

B.-,母 Q 0.40 θ.40

Ⅱ8=3.∷4 Q 0.40 0。 40

⒏ 4 Q 0.30

⒏硅,1 Q ×

8△ 4,2 Q ×

8∶ 4∵B ⅡⅡ Q

卩:4∷ ∮ Q

8.⒋∷5∷ Q × 0.20

忿:4∶ 6 Q 0 70 0.50

⒏ 4.7 Q 0 15 0.15

⒏ 4∶Ⅱ8 Q 0 15 0.15

Q 0.10

⒏ 5∶ 1 Q o,20 0 20

8,5,2 Q 0.40 0.40

8,⒌ 3● Q 0。 亻() 0.40

注:] 控制项不设权重及得分,用 “ ”
表示 ;

2 设计阶段不参评项用
“×”

表示 ;

3 第 8.23条与第 8.24、 825条不重复参评。

A。 0.6 “
运 营管理

”
部分 的各级评 价指标权 重 系数应按 表

A。 0,6确定。

表 A。 0.6 “
运营管理

”
部分的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一级揩标
∷

类别 权重 瑚〓黼〓

类 别
权重 三级

指标
类别

权重

设计 运 行 设计 运 行

Ⅱ运营管理 Q 0.20 Q × 0。 15

9∶ ⒈ 1 QI'F ×

9.⒈ 2 Q|LR ×

⒐】.3 Q × 0,55

9.△.6 Q ×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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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0.6

一级指标 类 别 权重 =∷

级

指标
类 别

权重 三级

指标
类 别

权 重

设计 运 行 设 计 运行

运营管理 Q 0 20

9.⒓ Q 0,50 0.25
9.2ia Q 1.00 0 80

9.2∶ 7 Q × 0.20

∷9,3 Q 0.50 0.60

9.8Ⅱ 1 Q ×

9.、 3∷2 Q

|9∶ |8●3 Q × 0 40

Ⅱ9.,.4 Q 1,00 0 20

∷9。 3.|5 Q × 0,20

∷
9∶ 3,∷6 Q × 0,20

△级指标 类别 权重 蜘∵黼
类 别

权重 ∶∶::i|纟’:1

∶指标
类 别

杈重

设计 运 行 设 汁 运行

运苜僭蛆 I'R 0.10

9|】 I'R × 0 25

⒐ 1∵ 1 Q|LR ×

∷9∶ ⒈2 QI冫R ×

⒐△4 I'R × 0,75

9'1.5 I'R × 0 25

LR 1.θ 0 0.75

θ
'2=1

LR ×

θⅡ2.2∵ LR X 0 20

9|2∷ 4 u × 0.25

9.⒓Ⅱ5∷ I'R × 0.20

9.∷ 2|∷0∷ I'R 1.00 o。 20

Ⅱ9,⒓ i8 I~R × 0.15

注:1 控制项不设杈重及其得分,用 “—”
表示 ;

2 设计阶段不参评项用
“×”

表示 ;

3 在设计阶段。当第 93.4条不参评时,二级 Q指标 9.2的权重系数调整

为 1.00;

4 在运行阶段,当 第 93.4条 不参评时,三 级 Q指标第 9.3.3、 93.5,

9,3.6条 的权重系数分别调整为 0.50,0.25,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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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
可

”
。

2本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

合⋯⋯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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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S3

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3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

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5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7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8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9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

1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18580

11 《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 型木器涂料 中有 害物质 限量 》

GB18581

1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1gsg2

1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s砧3

1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4

1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5

16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18586

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中有

害物质释放限量》GB18587

18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18588

19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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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国家标准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GB/T sOgO8-zO13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年 9月 6日 以第 146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为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总结近年来 《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GB/T sO378— zOOG在评价办公建筑实践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和我国绿色建筑方面的研究成果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制定的国内第一部针对办公建筑的绿色建筑专用评价标准 ,引导

政府办公建筑、商用办公建筑、科研办公建筑、综合办公建筑以

及功能相近的办公建筑的绿色设计、建设与运行 ,规范绿色办公

建筑的评价工作。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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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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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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 本 规 定

3.1 评价指标与权重系数设置

3.1.1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指标共分三级:一级指标为第 4~9章

的标题 ,包括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

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运营管理 ,共六部

分;二级指标为第 4~9章下各节的标题 ,如一级指标
“
节地与

室外环境
”

的二级指标为 4.1选址、4.2土地利用、4.3室外环

境、4.4交通和 4.5场地生态;三级指标为标准第 4~9章条文

的具体要求 ,如二级指标
“4.1选址

”
的三级指标为第 4.1.1条

和第 4.1.2条。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指标的 Q指标和 LR指标分布在节地与

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

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和运营管理六部分。其中,“节地与室外

环境
”
、
“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
和

“
运营管理

”
部分既有 Q指标 ,

也有 LR指标 ;“节能与能源利用
”

和
“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

部分均为 LR指标 ;“室内环境品质
”

部分均为 Q指标。

3.1。 2 杈重系数与评价指标相对应,同样分为三级。其中,一

级指标权重系数反映了节地与窒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

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和运营管理

六类一级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二级指标权重系数反映了二级指

标之间的权重关系;三级指标权重系数反映了三级指标之间的权

重关系。

控制项不设权重系数。可选项中每级相同属性指标 (Q指

标或 LR指标)的权重系数之和为 1;但当存在两种得分途径时 ,

每种得分途径的指标权重系数之和为 1。 如表 1所示 ,一级 Q指

标 l、 5、 6的权重之和为 1。 二级 LR指标中有两种得分途径 ,



其中 1.3和 1.4为一种得分途径,其权重之和为 1;1.3、 l。 5和
1.-为另一种得分途径,其权重之和也为 1。 三级 Q指标 1.1.1、

1.1.2和 1。 1.3的权重之和为 1。

表 1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指标与权重设置示例

3.2评 价 方 法

3.2.1 本条阐述评价的打分原则。

设计阶段评价时参照设计阶段的权重系数进行打分;运行阶

段评价时参照运行阶段的权重进行打分。

绿色办公建筑应满足所有控制项的要求 ,根据可选项的得分

确定绿色建筑的等级。

本标准中部分指标有两种得分途径。建设项目可根据自身情

况采用其中一种得分途径打分,两种途径不能同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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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本条阐述逐级计算指标得分的方法。

三级指标得分计算采用递进式或并列式两种 5分制逐条打分

(如表 2和表 3所示 )。

二级指标得分计算 ,以表 1为例,如果三级 Q指标 1.1.1~

1.1.2的得分分别为 4分和 3分 ,且 1.1.3不参评 ,则二级 Q指

标 1.1的得分为
争:引≡罴字诺￡

×5=3· ss。

表 2 第7.2.6条 的评价 (递进式 5分制评分表〉

条文 评 价 内 容 得分

7.2.6主体

结构宜合理使

用高强度钢

对于砌体

结构 (含配

筋 砌 体 ),

本条不参评

高强度钢的使用率达到 60%,但低于

70%;或对 40%~60%的 结构构件所采用

的钢强度等级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3

高强度钢的使用率达到 ⒛%,但低于

sO%氵 或对 60%~gO%的 结构构件所采用

的钢强度等级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4

高强度钢的使用率达到 80%;或 对 BO%

以上的结构构件所采用的钢强度等级的合理

性进行了论证

5

表 3 第 4.2.4条的评价 (并列式 5分制评分表 )

条文 评价内容 优 良 一般 得分

4.2.4场地

规划与建筑设

计宜提高空间

利用效率,提

倡建筑空间与

设施的共享 ,

设置对外共享

的公共 开 放

空问

①建筑中的休息交往空间、会议设

施、健身设施等共享
3

5× (① +
② +③ +
④)/10

当④不参

评时 :

5× (① +
②+③ )/9

②对外共享的室外或半室外公共开

放空间

优:不低于基地总面积的⒛%
良:设有公共开放空间

一般:没有公共开放空间

3 2 0

③未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房间面积

和层高过大;过多的交通辅助空间 ;

较多不易使用的空间;过于高大的室

内空间

3

④充分利用建筑的坡屋顶等不易使

用的空间 (没有坡屋顶等不易使用的

空问不参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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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得分计算 ,以表 1为例 ,如果二级 Q指标 1.1和

1.2的得分分别为 3.63分和 4分 ,则一级指标
“
节地与室外环

境
”

的 Q指标得分为          ×5o=粥 .71。

3.2.3 绿色建筑要求在提高建筑使用性能 (室 内环境)的同时 ,

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地球环境的负荷。本标准引入
“
建筑环境质量

Q” 和
“
建筑环境负荷 L” 两类指标 ,通过二者的得分确定绿色

办公建筑等级。

考虑到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sO378—

⒛06将绿色建筑划分为三个等级 ,为在现阶段与其评价结果一

致 ,故本标准将绿色办公建筑划分为三个等级。当本标准与国家

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淮》GB/T sO378在划分绿色建筑等级上

存在差异时,应在保证各级绿色办公建筑指标水平基本一致的基

础上 ,明确绿色建筑等级的对应关系。

此外 ,为进一步细划绿色办公建筑等级,并考虑到其他行业

在等级评定中普遍采取五个等级的划分 ,近年来诸多专家学者建

议将绿色建筑的等级划分调整为五个等级,因此为适应未来发展

需要,本标准建议采取以下方式将绿色建筑划分为五个等级 :将

划分三星级的 B区域划分为 B+和 B^两区域,C区域划分为 C+

和 C^两区域 ,由高到低依次分为 A、 BH、 B^、 C+、 C^五个等

级 ,分别对应★★★★★、★★★★、★★★、★★、★,根据

Q指标和 L指标得分在 αL图中所处的位置确定绿色等级,见
图 1。

建设项目也可应用基于上述评价方法开发的 《绿色办公建筑

参评项目自评软件 CODEs》 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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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地与室外环境

4.1 选

4.1.1 城乡规划包括依法审批的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

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各类保护区包括自然保护区、基本农

田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等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地区,以
及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周边保护范围等有明确范围及建设要求

的地区。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看相关城乡规划文件。

4.1.2 本条主要关注建筑场地安全。建筑场地选址必须符合国

家相关的安全规定 ,确保场地无洪涝灾害、泥石流及含氡土壤的

威胁,与周边可能存在的各种危险源及重大污染源保持足够的安

全距离,或采取其他可靠的安全措施。

场地防洪设计须满是现行国家标准 《防洪标准》GB50⒛ 1

及行业标准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qJ50的要求。土壤中

氡浓度检测及控制措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的要求。电磁辐射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和 《电磁辐射暴露限值和

测量方法》GJB5313的要求。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场地选址文件、安全措

施的合理性分析及相关检测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审

核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及相关检测报告。

4.2土 地 利 用

4.2.1 为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 ,提高场地的利用效

率,本条鼓励适当提高容积率。针对目前出现的一些土地资源浪

费现象,如有些办公建筑的附属广场面积过大 ,本条提出应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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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面积过大的广场。

容积率计算方法补充说明 :

1 用地面积可不计代征绿地和代征道路 ;

2 规划待建的建筑可计人总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 ;

3 含办公的综合体可整体计算容积率;也可不计用地内的

公寓、旅馆、大型商业、大型餐饮娱乐、大型影剧院等,只计算

办公部分相应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

4 受文物保护、环保、安全、景观等环境因素影响的区域

可不参评 ,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规划限高在 12m以 内的项 目

可不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根据图纸审核建设项目容积率或

此条不参评的说明文件。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核实建设项目容

积率。

4.2.2 城市的废弃地包括不可建设用地 (各种原因未能使用或

尚不能使用的土地,如盐碱地、裸岩、石砾地、陡坡地、塌陷

地、沙荒地、废窑坑等),长期弃置的仓库与工厂等建设用地 ,

选用这些用地是节地的首选措施 ,但应根据场地及周边地区环境

影响评估和全寿命期成本评价,对废弃地采取改造或土壤改良的

措施 ;对原有的工业用地、垃圾填埋场等已被污染的场地,可能

存在健康安全隐患,应进行土壤化学污染检测与再利用评估 ,并

提供检测和评估报告 ;改 良或治理后的场地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

要求方可使用。       
·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场址检测报告及改良措

施的可行性。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核实废弃场地利用情况、场

地改造措施以及场地改造后是否达到相关标准。

4。 2.3 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是节约土地资源的重要措施之

一。地下与地上建筑及城市空间应紧密结合,统一规划。地下空

间可以作为车库、机房、公共设施、超市、储藏等空间,应科学

协调好与地上空间的关系。人员活动频繁的地下空间应满足空间

使用的安全、便利、舒适及健康等方面的要求 ,做好引导和无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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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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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设施。人防空间应尽量做好平战结合设计。

地下建筑容积率为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该指标

反映了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强度。

为地下空间引人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如将地下室设计为可

自然采光通风的半地下室,或设置采光井、采光天窗、通风井、

窗井、下沉庭院、反光板、散光板、集光导光设备等,能使地下

空间更加健康、舒适 ,并能节约通风和照明能耗 ,提高地下空间

环境品质,有利于地下空间的充分利用。

考虑到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与诸多因素有关 ,因此对于无法

利用地下空间的项目应提供相关说明,经过论证确实不适宜建设

地下室的项目,例如项目所在地地质条件不好等情况,本条可不

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地下空间设计文件或此

条不参评的说明文件。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核实设计阶段的各

项措施落实情况。

4.2.4 在建筑中设计可共享的休息空间、交往空间、会议设施、

健身设施等,可以有效提高空间的利用效率,节约用地,节省建

设成本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对于建筑中较难使用的空间,宜进行充分利用以提高空间利

用效率。如坡屋顶空间可以用作储存空间,也可作为自然通风间

层 ,在夏季遮挡阳光直射并引导通风降温,冬季作为温室加强屋

顶保温。

有条件的建筑应开放一些空间供社会公众享用,增加公众的

活动与交流空间,使建筑服务于更多人群 ,提高建筑的利用效

率,节约社会资源,节约土地 ,为人们提供更多沟通和休闲的机

会。可利用连廊、架空层、上人屋面等设置公共步行通道、公共

活动空间、公共开放空间,并设置完善的无障碍设施 ,且尽量考

虑全天候的使用需求。

建筑中设置过多的交通辅助空间,过于高大的大厅 ,过高的

建筑层高,过大的房间面积 ,形成一些很难使用或使用效率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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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等会增加建筑能耗,浪费土地和空间资源。所谓层高过大 ,

通常指标准层层高大于 5m;所谓过多的交通辅助空间,通常指

走廊过宽;所谓很难使用或使用效率低的空间,通常指有较多锐

角空间;所谓过于高大的室内空间通常指大厅面积超过建筑标准

层面积,大厅高度大于 20m。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设计图纸。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核实设计落实情况。

4.3室 外 环 境

4.3.1 建筑场地存在污染源会影响建筑场地内及周边的环境 ,

影响人们的室内外工作生活。因此根据现场踏勘及规划情况 ,应

考虑建筑场地内的空气质量、水质等各项环境指标。污染源对项

目所在区域的影响。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大气污染物或污水排放

超标的污染源,包括未达标排放的厨房、车库,超标排放的燃煤

锅炉房、垃圾站等。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环评报告和设计中应对措施

的合理性。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各项污染物排放的检测

报告。

4.3.2 新建及改建建筑应避免过多遮挡周边建筑及影响周边场

地的日照,以保证其满足日照标准的要求。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日照分析报告。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建筑物高度、间距等。

4.3.3 环境噪声是评价建筑室外环境的重要指标 ,与室内声环

境共同保证建筑的整体声环境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应对场地周

边的噪声现状进行检测,并对工程实施后的环境噪声进行预测 ,

必要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噪声状况,使之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中对于不同声环境功能区噪声杯准

的规定。当拟建噪声敏感建筑不能避免临近交通干线 ,或不能远

离固定的设备噪声源时,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噪声干扰。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环境噪声影响评估报告以及



现场测试报告,达到评价要求或采取适当的隔离或降噪措施后达

到评价要求同样得分。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场地噪声检测

报告、现场核查降噪措施。

4.3,4 热岛效应是指一个地区 (主要指城市内)的气温高于周

边郊区的现象 ,可以用两个代表性测点的气温差值 (城市中某地

温度与郊区气象测点温度的差值)即热岛强度表示。
“
热岛

”
现

象在夏季出现,不仅会使人们高温中暑的几率增大,同时还会形

成光化学烟雾污染 ,增加建筑的空调能耗 ,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

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TO采用建筑当地过去 ⒛ 年的夏季平均热岛强度值,规划

设计阶段,要求对夏季典型 日的室外热岛强度 △T"进行模拟计

算 ,以夏季典型时刻的郊区气候条件 (风向、风速、气温、湿度

等)为例,模拟建筑室外 1.5m高 处的典型时刻的温度分布

情况。

除应采用计算机模拟手段优化室外建筑规划设计外,还可采

取相应措施改善室外热环境 ,降低热岛效应。例如:可选择高效

美观的绿化形式 ,包括屋顶绿化、墙壁垂直绿化及水景设置等 ;

营造绿色通风系统 ,把市外新鲜空气引进市内,以改善小气候 ;

除建筑物、硬路面和林木之外,其他地表尽量为草坪所覆盖 ;建
筑物淡色化以增加热量的反射 ;控制使用空调设备 ,提高建筑物

隔热材料的质量 ,以减少人工热量的排放;改善道路的保水性

能,用透水性强的新型材料铺设路面,以储存雨水 ,降低路面温

度;建筑物和室外道路的下垫层宜使用热容量较小的材料等

措施。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热岛模拟预测分析报告或审

核设计中采取相应措施的合理性分析说明文件。运行阶段的评价

方法为核对实施情况与设计要求是否相符。

4.3.5 高层建筑的出现使得再生风和二次风环境问题凸现出来。

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群中,由 于建筑单体设计和群体布局不当,有
可能导致局部风速过大,行人举步维艰或强风卷刮物体伤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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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夏季、过渡季自然通风对于建筑节能十分重要 ,通风不畅

还会严重地阻碍风的流动 ,在某些区域形成无风区和涡旋区 ,

不利于室外散热和污染物消散。大型室外场所的夏季室外热环

境恶劣 ,不仅会影响人的舒适程度 ,当环境的热舒适度超过极

限值时 ,长时间停留还会引发一定比例人群的生理不适直至

中暑。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规划设计中的风环境模拟预

测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实际情况与设计要求是否相

符以及测试报告。

4.3.6 室外公共活动区域 (如供人们室外活动的集中铺地和绿

地)冬季宜有 日照,以保证冬季公共活动区域的舒适性。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日照分析报告。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建筑物高度、间距等。

4.3.7 建筑的本体和照明设施应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光污染 ;

建筑的布局、体形及外围护结构材料、装饰构件等也应避免引起

对周围环境的光污染。

建筑立面如采用镜面式铝合金装饰外墙或玻璃幕墙,当直射

日光和天空光照射其上时,会产生反射光及眩光,进而可能造成

道路安全隐患,而不合理的夜景照明易造成光侵扰及过亮的天空

辉光,应加以避免。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环评报告、光污染分析报

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图纸或文件 ,并现场

核实。

4.4 交 通

4.4.1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对策 ,办

公建筑是人流比较集中的建筑类型,与公共交通的联系尤为重

耍。为便于办公建筑的使用者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在选址与

场地规划中应重视办公建筑与公共交通站点的有机联系,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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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通道 ,如办公建筑外的平台直接通过天桥与公交站点相

连,或地下空间与地铁站点直接相连等。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规划设计图纸。运行阶

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公交站点、距离、人行通道等。

4.4.2 自行车是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 ,在绿色建筑中对其作出

细致周到的考虑 ,有利于自行车的推广使用。自行车丢失是影响

其使用率的主要障碍之一,若通过专人看管或设置具备摄像监控

的自行车停车设施 ,可以减少自行车被盗的可能,让 自行车的使

用更加安全。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设计图纸。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图纸 ,并现场核实。

4.4.3 绿色建筑不鼓励机动车的使用 ,以减少因交通产生的大

气污染、能源消耗和噪声 ,因此停车位数量符合城市规划规定的

下限指标即可,不应盲目增加停车位数量。通过对地面停车比例

的控制,以及采取机械停车或建设停车楼等措施 ,有利于更好地

利用空间、节约用地。

考虑到城市停车设施紧张,停车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为了最

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社会效益,鼓励办公建筑机动车停车场在节

假日、夜间错时对社会开放。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设计图纸。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图纸及停车场管理措施 ,并现场核实。

4.5场 地 生 态

4.5.1 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地形地貌现状 ,尽可能维持原有

场地的地形地貌 ,减少土石方量。在施工过程中确需改造场地地

形、地貌等条件时,应采取生态恢复措施 ,减少对原有场地环境

的改变。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设计图纸及生态恢复计

划。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施工过程中及施工后的生态恢复

措施,并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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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表层土主要是指 自然形成的土壤表面一定厚度的土层。

其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植物生长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适

合植物和微生物生长,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表层土需要很长

时间的自然演变才能形成,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因此 ,对表层土

进行分类收集并利用 ,有利于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生态的恢复。

需要进行改良的表层土主要包括现状植物生长不良,缺乏营养的

表层土。

若原始场地中不存在可利用或者可改良的表层土时,本条不

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表层土收集、改良及利用策

略等相关图纸或说明文件。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

图纸或文件,并现场核实。

4.5.3 场地内的自然河流、水体、湿地等不但具有较高的生态

价值 ,而且是传承场地所在区域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 ,也是该区

域重要的景观标志,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保护。

当原始场地中无水体时,本条不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水体保护策略等相关图纸或

说明文件。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图纸或文件,并

现场核实。

4.5.4 增强地面透水能力,有利于降低城市热岛,调节小气候 ,

增加场地雨水与地下水涵养,减轻排水系统负荷,改善场地排水

状况。

室外透水地面包括自然裸露地面、公共绿地、绿化地面和镂

空面积大于 40%的铺地。

透水性铺装包括透水性硬化路面及铺地 ,内部构造是由一系

列与外部空气相连通的多孔结构形成骨架 ,同时又能满足交通使

用强度和耐久性要求的地面铺装 ,通常包括透水性沥青铺装、透

水性混凝土铺装及透水性地砖等。透水砖物理性能应满足建材行

业标准 《透水砖》JC/T945的相关要求。

本条采用措施评价与性能评价两种评价方法,两种评价方式



不能同时得分。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设计图纸及文仵。运行

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图纸,并现场核实。

4.5.5 绿地率是衡量环境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提高绿地率有

助于提高室外环境质量,因此应鼓励在满足规划条件的情况下 ,

适当提高绿地率。

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有利于增加绿化面积 ,改善生态环境 ,

因此应鼓励结合办公建筑屋顶、墙面采取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等

绿化方式 ,尤其是对建筑西、南外墙采取垂直绿化措施 ,有利于

辅助建筑节能。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设计图纸。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图纸 ,并现场核实。

4.5.6 植物的选择应体现地域性特点,宜选择适合当地条件和

小气候特点的乡土植物。

乡土植物包括 :在本地 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种及其衍生品

种;归化种 (非本地原生,但 已逸生)及其衍生品种 ;驯|化种

(非本地原生,但在本地正常生长,并且完成其生活史的植物种

类)及其衍生品种。

根据生态和景观的需要 ,合理配置乔木、灌木、草本,形成

复层绿化,提升绿地的生态效益。同时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应满

足乔、灌木生长的需要。通常深根乔木种植土厚度应大于 1.5m;

浅根乔木种植土厚度应大于 0.9m;大 灌木种植土厚度应大

于 0.6m。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园林种植设计图纸及苗

木表。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竣工图纸,并现场核实。

4.5.7 为了减少水景所消耗的水资源及其他能源,不鼓励在办

公建筑周边设置水景,对于没有设置水景的项目,本条不参评。

对于设置水景的项 目,在进行水景设计前 ,需结合当地气

候、水资源、给排水工程等客观环境条件 ,制定水系统规划方

案 ,鼓励结合雨水收集等节水措施采用生态化的手段处理水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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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能与能源利用

5,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优化

5.1.1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达到国家和地方节能设计标

准的规定,是保证建筑节能的关键 ,在绿色建筑中更应该严格执

行。我国由于地域气候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在

符合国家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基础上 ,各地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因此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外围护结构热

工性能、屋顶透明部分面积比的规定限值应符合国家和当地

要求。

本条评价方法为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50189中 的围护结构热I性能权衡判断法进行评判,不

对单个部件进行强制性规定。如果地方公共建筑节能标准的相关

条款要求高于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中

的节能要求 ,则应以地方标准对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

评判。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项 目的建筑施工图设计说

明、图纸、施工图节能审查备案登记表和节能计算书。运行阶段

的评价方法为审核项目的建筑竣工图,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报

告等。

5.1.2 鼓励绿色建筑的围护结构做得比国家和地方的节能标准

更高,降低空调采暖负荷 ,同时提高非空调采暖季节的室内热环

境质量,在设计时应利用计算机软件模拟分析的方法计算其本体

节能率。考虑到地域性差异,对于以采暖负荷为主的严寒地区 ,

以及兼顾供冷采暖的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 ,

应执行不同的评分办法。

围护结构节能率旨在评价设计建筑相比于参照建筑 ,由于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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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结构优化设计 (建筑体形、窗墙比、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等)对

于降低空调采暖负荷的贡献率,评价时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的系

统能效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折算为节能率。

参照建筑和设计建筑的能耗模拟设定方式,应依照现行国家

和地方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相关规定。

围护结构节能率计算公式如下 :

鲫=纽垲瑟净垭×100%   ⑴
式中:Q田w——设计建筑的采暖、空调负荷需求 ,kW· h;

αw,耐 ——参照建筑的采暖、空调负荷需求 ,kW· h;

卯Nv——围护结构节能率。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施工图

设计说明、围护结构做法详图、施工图节能审查备案登记表以及

建筑节能评估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竣工图说

明、围护结构做法详图,建设监理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的检

验记录和性能检测报告等◇如竣工资料中关于围护结构构件的热

工性能指标未能达到设计要求,则需要根据实际值重新计算围护

结构节能率 ,并出具相应的建筑节能评估报告。

5.1.3 建筑外窗对室内热环境和空调负荷影响很大,应通过各

种形式的遮阳设计减少主要功能空间的太阳辐射热量。建筑形体

设计时,可利用建筑自身的形体变化形成自遮阳;立面设计时 ,

可把普通构件和遮阳构件进行整合 ,形成与建筑统一协调的遮阳

形式;天窗、东西向外窗宜设置活动外遮阳。
‘

夏热冬暖、夏热冬冷地区的办公建筑应在建筑设计中优先考

虑自遮阳,并通过软件模拟进行分析优化。当采用外遮阳设施进

行阳光入射控制时,应综合比较遮阳效果、天然采光和视觉影响

等因素,采用可调节遮阳或固定遮阳。

严寒地区本条不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设计说明、立面图纸、

遮阳系统大样图和控制原理图等,以及设计院或第三方提供的建

卫03



筑遮阳模拟评估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建筑竣工

图纸,并进行现场核实。

5.1.4 严寒、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分别采取

适宜的外墙和屋顶保温隔热措施 ,如反射隔热涂料、种植屋面

等,以改善外墙和屋顶的热工性能。反射隔热涂料的性能,应满

足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JG/T235中关于产品隔

热性能的相关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根据设计资料和竣工资料分别计算采用因

地制宜保温隔热措施的屋面部分面积比例和外墙部分面积比例 ,

并根据项目所在热工分区,判定相应得分。设计阶段评价时审核

建筑设计说明、屋面和立面图及构造详图等,以及采用特殊保温

隔热处理的外围护结构面积比例计算书。运行阶段评价时审核相

关建筑竣工图纸,并进行现场核实。如竣工资料或现场核实结果

表明与设计资料不符,则需要根据实际值重新计算本条文得分。

5.2 自然通风与天然采光利用

5.2.1 建筑朝向的选择涉及当地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建筑用

地情况等因素,必须全面考虑。建筑总平面设计的原则是冬季能

避开主导风向,夏季和过渡季则能利用自然通风。各地区建议的

建筑朝向表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以及地方相关节能标准的相关规定。

本条评价方法为判断参评建筑的主朝向是否属于该城市所推

荐的最佳、适宜的建筑朝向,并且主要功能房间是否迎向夏季主

导风向。设计阶段评价时审核建筑总平面图、设计说明、各层平面

图等。运行阶段评价时审核相关建筑竣工图纸,并进行现场核实。

5.2.2 为有效利用自然通风,使室内达到良好的热舒适性并减

少空调运行时间,主要功能房间,如办公室、会议室、报告厅、

餐厅等 ,应具备一定的通风开口面积比。在通风开口面积比无法

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可采用多种补偿措施改善自然通风效果 ,也

可采用室内气流模拟设计的方法综合比较不同建筑设计及构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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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确定最优的自然通风系统方案。例如,可采用导风墙、

捕风窗、拔风井、太阳能拔风道等诱导气流的措施 ,并对设有中

庭的建筑在适宜季节利用烟囱效应引导热压通风。对于地下空

间,通过设计可直接通风的半地下室,或在地下室局部设置下沉

式庭院改善自然通风效果。

本条的得分由基础分和附加分两部分构成 ,基础分满分 3

分,附加分 2分 ,共计满分 5分。基础分要求夏热冬暖、温和、

夏热冬冷、寒冷地区办公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通风开口面积比不

应小于 3%,严寒地区则不应小于 2%,根据气候区的差异设置

不同的得分方式。附加分要求对于建筑采用了导风墙、捕风窗、

拔风井、太阳能拔风道等诱导气流的措施 ,或设计可直接通风的

半地下室和下沉式庭院,或采用室内气流模拟设计的方法综合比

较不同建筑设计及构造设计方案,确定最优的自然通风系统方

案,在此情况下可在本条基础得分的基础上增加 2分。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设计说明、立面图纸、

门窗表及大样图、通风开口面积与地上部分建筑面积比例计算

书,以及设计院或第三方提供的建筑自然通风模拟报告。运行阶

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建筑竣工图纸以及相应的通风开口面积

与地上部分建筑面积比例计算书,并进行现场核实。

5.2.3 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对 不同功

能空间的采光系数作出了规定,本条根据项目主要功能空间的采

光系数达标面积比例进行评价。

建筑可通过合理的采光设计及各种被动和主动式的采光技术

措施改善天然采光效果 ,并通过采用模拟软件进行定量分析 ,提

交计算报告,但报告中应明确主要计算参数。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计算建筑室内主要功能区域 (包括地下层

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达标面积比例,判定相应得分。采光

系数达标面积比例可按下式计算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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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采光系数达标面积,m2;

Fd——被评建筑室内主要功能空间总面积,亻 。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平立面立面图纸、门窗

表,以及说明天然采光设计的相关图纸和资料,并查阅设计院或

第三方提供的建筑天然采光模拟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

核相关建筑竣工图纸,并进行现场核实。

5.3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

5.3.1 冷热源的能耗是办公建筑空调系统能耗的主体 ,冷热源

机组能效比对节能至关重要。同时,高品位的电能直接转换为低

品位的热能进行采暖或空调 ,热效率低,运行费用高,属于
“
高

质低用
”

的能源转换利用方式 ,应避免采用。本条重点考查建筑

的冷热源形式、冷源的性能系数和锅炉的热效率,均应满足国家

和地方公共建筑节能标准及相关节能标准的要求。

空气调节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189第 5.4.2、 5.4.3、 5.4.5、 5。 4.8

及 5.4.9条对冷热源机组能效比的规定。此外冷热源机组的能效

比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

级》GB19577、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19576、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

级》GB21454等 相关节能标准的规定。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施工图设计说明、系统

图、设备清单。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竣工图、相关设

备的型式检验报告或证明符合能效要求的检测报告 ,以及建设监

理单位的进场验收记录。

5.3.2 本条对设计建筑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节能率进行

评价,旨在鼓励通过选用高效节能设各,优化空调采暖系统,提

高系统用能效率 ,提高节能效果。

本条以建筑采暖空调系统节能率 %v挺为评价指标 ,按下式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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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w=(1一暑罘V× 100%    ⑶
式中:蜘埏——被评建筑设计空调采暖系统全年能耗 ,GJ;

Q田1℃,d——被评建筑参照空调采暖系统全年能耗 ,q。

参照系统优先选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对于不宜采用风机

盘管的空间,选用全空气定风量系统。确定参考系统时,应综合

考虑建筑内外分区、高大空间气流组织设计等方面因素。参照系

统的设计新风量、冷热源、输配系统设备能效比等均应严格按照

节能标准选取,不应盲目提高新风量设计标准,不考虑风机、水

泵变频、新风热回收、冷却塔免费供冷等节能措施。

对于集中式空调采暖系统,计算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

能耗时,应考虑部分负荷下的设备效率。计算采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系统能耗时,除冷热源能耗外,还应计人输配系统、末端等

的能耗。如,采用水冷式制冷机组作为冷源的系统 ,应计人冷却

侧的水泵和风机的能耗,即冷却泵及冷却塔风机电耗 ;水源热

泵、土壤源热泵系统应同时计算地下水取水及回灌用水泵电耗 ;

利用电热的末端再热或加湿装置的电耗应计人此项 ;利用冷却塔

自由冷却的风机电耗应计入此项 ;水环路热泵系统各热泵分别计

算并累加后统一计算。

对于有多种能源形式的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其能耗

应折算为一次能源进行计算。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设计说明和相关图纸 ,

以及设计院或第三方提供的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节能率计

算书。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建筑竣工图纸,采暖、通

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运行能耗记录,并进行现场核实。

当建筑主要空间设计新风量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GB50189中表 3.0.2的 相关规定时,本条必须参

评 ,第 5.3.3条 和第 5.3.4条不参评。

5.3.3 在公共建筑节能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冷热源机

组的性能系数 ,进一步挖掘办公建筑中的节能潜力。《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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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第 5.4.2、 5.4.3、 5。 4.5、 5。 4.8及

5.4.9条对冷热源形式和机组的性能已有明确规定要求。此外 ,

冷热源机组性能还应符合需满足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

率等级》GB19577、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

等级》GB19576、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

效率等级》GB21454等 相关节能标准的规定要求。

根据选用的冷热源性能比等级,计算提升百分比。本条以冷

热源能效比提升比例 qm为评价指标,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α,P= 怔昆#1ˉ 1)><100%            “)

式中:α
'—

—被评建筑实际空调采暖系统冷热源能效比;

α
'诃

——被评建筑参照空调采暖系统冷热源能效比。

当采用多种冷热源形式时,应按照承担负荷比例,折算到一

次能源进行计算。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项 目的暖通施工图设计说

明、系统图、设备清单。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竣工

图,相关设备的型式检验报告或证明符合能效要求的检测报告。

当建筑主要空间设计新风量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GB50189中 表 3.0.2和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GB50019的相关规定时,本条不参评 ,但第 5.3.2条

必须参评。

5.3.4 办公建筑,尤其是高层和超高层办公建筑中,采暖空调

的输配系统能耗在建筑总能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必须严

格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相

关规定进行设备性能控制。

采暖系统耗电输热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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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GB50189第 5.3.26、 5.3.27条 的相关规定。

本条以耗电输热比 (EFfR)、 单位风量耗功率 (Ws)和 输

送能效比 (ER)为评价指标。若采用多套输配系统,则按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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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全年能耗 ,按照比例折算到一次能源进行计算。本条最终得

分根据各指标得分及各系统输送能量比例确定。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施工图设计说明、设备

清单 (说明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和冷热水系统的输送能效比)。

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竣工图、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

耗电输热比、单位风量耗功率和输送能效比的测试报告等。

当建筑主要空间设计新风量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GB50189中表 3.0.2的相关规定时,本条不参评 ,

但第 5.3.2条 必须参评。

5.3.5 针对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的情况,如何采取有效的

措施节约能源,显得至关重要。系统设计中应考虑采取合理措施

提高系统在部分冷热负荷时和部分空间使用时的系统效率,如合

理的系统分区、提高机组 IPLV、 变总风量、变新风量、变水量

等节能措施 ,保证在建筑物处于部分冷热负荷时和仅部分空间使

用时,能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恰当的能源供给,同时不降低能源转

换效率,并能够指导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实现节能高效运行。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施工图设计说明、系统

图和空调平面图。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竣工图,物业

及技术支持单位提供的系统运行记录。

5.4照 明 系 统

5.4.1 本条的目的是有效控制照明功率密度 ,降低运行中的照

明能耗。

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第
6.1.2~6.1。 4条的相关规定,采用房间或场所一般照明的照明

功率密度 (LPD)作为照明节能的评价指标 ,要求公共场所和部

位照明设计功率密度值不高于现行值要求。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照明施工图设计说明、各层

照明平面图。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照明竣工图设计说明、

各层照明平面图,照明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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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明功率密度检测报告。

5.4.2 照明能耗在办公建筑运行能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

设计阶段严格采取措施降低照明能耗,对控制建筑的整体能耗具

有重要意义。

本条采用照明系统用能效率 (LEE)进行评价。照明系统

用能效率是指在满足同样的照度要求下 ,各功能区域的照明功率

密度 (LPD)均满足节能要求时整幢建筑的照明总功率与设计

方案实际照明系统总功率的比值 ,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LEE=鸶     
⑸

式中:E钅
——各功能区域的照明功率密度均满是节能要求时整

幢建筑照明系统总功率,kW;
E`一 实 际 照 明 系 统 ,整 幢 建 筑 的 照 明 系 统 总 功

率 ,kW。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照明施工图设计说明、各层

照明平面图,照明系统用能效率设计计算书。运行阶段的评价方

法为审核照明竣工图、照明产品型式检验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

提供的照明功率密度检测报告、运行阶段照明系统用能效率计

算书。

5.4.3 除在保证照明质量 的前提下尽量减小照明功率密度

(I'PD)外 ,采用合理的照明控制系统也能够有效地降低照明能

耗 ,如 :随室外天然光的变化自动调节人工照明照度;采用人体

感应或动静感应等方式自动开关灯 ;门厅、电梯厅、大堂和走廊

等场所采用夜间定时降低照度的自动调光装置;中大型建筑按具

体条件采用集中或集散的、多功能或单一功能的照明自动控制系

统等。

本条采用照明自控面积比例 卿焰,L进行评价,可按下式进行

计算 :

pl,,A~s山 =宜
采用照明自控的建筑面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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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宜采用照明自控的建筑面积指门厅、电梯厅、大堂、

走廊、车库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大开间办公室等。

对于小型建筑 ,合理设计照明回路 ,采用就地控制方式可得

3分。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照明施工图设计说明、照明

自控系统图纸。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照明竣工图设计说

明、照明自控系统竣工图。

5.5 其他用能系统

5.5.1 在办公建筑中,尤其随着高层超高层写字楼的兴起 ,电

梯能耗也在快速增加,通过选用高效节能电梯和合理的控制方

法 ,可降低高层、超高层建筑中的电梯运行能耗。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施工设计说明、电气智

能化设计说明、设备控制系统图。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

筑设计竣工图、电气智能化竣工图,电梯设备的型式检验报告、

物业提供的运行记录。

5.5.2 给排水系统能耗在办公建筑,尤其是高层、超高层建筑

能耗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本条文要求建筑的给水系统根

据市政、气候条件及建筑用水特点进行优化设计 ,合理采用各类

节能措施 ,提高供水系统节能率。如:变频供水、叠压供水 (利

用市政余压)系统等;高层建筑给水系统分区合理 ;供水系统采

用高效设备等。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给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设

备材料表等。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给排水竣工图,给排水

设备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5.5.3 办公建筑中生活热水的能耗也占较大比例,尤其分布式

电热水器往往处于长时间开启状态。因此 ,鼓励采用高效的能源

利用系统提供生活热水,选用满足国家标准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1519等相关标准的节能产品,提高

管道、热水贮水槽的保温性能,对热水供应设备采用合理的控制



方法,如控制出水温度等,从而降低办公建筑 中的生活热水

能耗。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给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系

统图、生活热水系统设计方案。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给排

水竣工图、生活热水设备的型式检验报告等。

5.5.4 合理选用高效节能设备及合理的控制方法 ,有利于降低

建筑输配电和变配电系统损耗。例如,采用必要的补偿方式提高

系统的功率因数 ,并对谐波采取预防和治理措施 ;合理地计算、

选择变压器容量 ,并选择低损耗、低噪声的节能高效变压器等 ,

均可以达到提高电能质量和节能的目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电气专业施工图。运行阶段

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电气专业竣工图及物业提供的运行记录。

5.6 可再生能源利用

5,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指出,可再生能源 ,

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

能源。鼓励在技术经济分析合理的前提下 ,选用高效设备系统 ,

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部分常规能源使用。

对于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的项目,根据等效太阳能光电

板面积占建筑基底面积的比例 卿 进行评价,并且要求选用设备

的实际运行效率不低于市场主流产品的平均水平。卿 可按下式计

算 :

甲A=磊 × 100%

式中:卿 ——等效太阳能光电板面积占建筑基底面积的比例 ;

E——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发电量,MWh;
召——按照水平面上最佳铺设方式的太阳能光电板单位

面积年发电量,MWh/m2;
A——建筑基底面积 ,nlz。

对于采用地源热泵技术的项 目,根据其承担的负荷比例 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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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并且要求系统 (含热泵机组和输配系统)实际运行的

一次能源效率高于国家节能标准的燃气锅炉与水冷式离心机组

系统。

对于采用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项目,利用建筑总能耗可再

生能源替代率 pREN进行评价,替代率的计算考虑了可再生能源系

统必需的能源消耗 ,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甲REN=亘
·里鱼匪塑Ⅱ⊥】塑

霪疡蒜豁翳篝尸
型垦至堑型壅墼兰丝 ×100%

(8)

其中,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系统能量消耗和建

筑总能耗应按照当地能源方式及能源利用效率折算为同一能源形

式进行计算 ;建筑总能耗指采暖、通风、空气调节、照明和生活

热水能耗之和。

前述评价中已得分的措施 ,在本条评价中不再重复得分。

对于采用多种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的项 目,根据其利用情况

分别进行打分,得分之和为本条得分 ,但最高不超过 5分。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说明及

图纸、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计算书等。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

核可再生能源系统竣工图纸、主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运行记录

以及第三方检测报告等。

5.7 用能设备计量、监测与控制

5.7.1 公共建筑的能源消耗情况较复杂,以空调系统为例,其

组成包括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空调箱、风

机盘管等多个环节。对新建或重大改建的办公建筑 ,要求在系统

设计时必须考虑,按照国家和地方能耗监测系统建设相关规范的

要求 ,使建筑内各能耗子项如冷热源、输配系统、照明、办公设

备和热水能耗等都能实现独立分项计量,有助于分析公共建筑各

项能耗水平和能耗结构是否合理,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从

而有效地实施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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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设备监控系统应对建筑内各类用能设备系统进行全面、

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使各系统设备始终处于有条不紊、协同一致

和高效、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尽量节省能耗和日常管理的各项费

用。如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应对冷热源、风机、水泵、

冷却塔等设备进行有效监测 ,对关键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并记录 ,

对上述设备系统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可靠的自动化控制。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系统图、

各用能系统施工图纸、配电系统图、智能化系统施工图等。运行

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系统竣工图纸、各用能

系统竣工图纸、配电系统图、智能化系统竣工图,物业及技术支

持单位提供的分项计量运行记录,以及用能监控系统运行记

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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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6.1水 系 统

6.1.1 在进行绿色建筑设计前 ,应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区域的市

政给排水条件、水资源状况、气候特点等客观情况,通过全面的

分析研究,制定水资源规划方案,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减少

市政供水量和污水羽拦放量。水资源规划方案应包含下列内容 :

1 根据当地政府规定的节水要求、地区水资源状况、气象

资料、地质条件及市政设施情况等,选择可利用的水资源。

2 当项目除办公建筑之外还有其他性质建筑 ,如商场、餐

饮、会展、旅馆等建筑时,可统筹考虑项目内水资源的情况 ,确

定综合利用方案。

3 确定用水定额、编制用水量估算 (水量计算表)及水量

平衡表。办公建筑用水定额的确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

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的 规定。

4 采用雨水和建筑中水作为景观用水补水时,水景规模应

根据设计可收集利用的雨水或中水量来确定,需要进行水量平衡

分析计算,进而确定适宜的水景规模。

6.1.2 给排水系统设置及热水系统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I 建筑给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应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相关

规定。

2 给水水压稳定、可靠,优先采用高效节能的给水系统。

高层建筑生活给水系统合理分区,低区充分利用市政压力。合理

采用减压限流的节水措施。

3 根据用水要求的不同,给水水质应达到国家、地方或行

业规定的相应标准。

4 管材、管道附件及设备等供水设施的选取和运行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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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造成二次污染。有直饮水时,直饮水应采用独立的循环管网

供水,并设置安全报警装置。

5 各给水系统应保证以足够的水量和水压向所有用户不间

断地供应符合卫生要求的用水。

6 应设有完善的污水排放设施,利用中水但无市政中水的

建筑还需设有完善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

7 对已有雨水排水系统的城市,室外排水系统应实行雨污

分流,避免雨污混流。雨污水收集、处理及排放系统不应对周围

人群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8 为避免办公服务用房内的重要物资和设备受潮引起的损

失,在设计中应采取措施避免管道、阀门和设备的漏水或结露。

9 选择热水供应系统时,热水用水量较小且用水点分散时 ,

宜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热水用水量较大、用水点比较集中

时,应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并应设置完善的热水循环系统 ,

保证用水点开启后 10秒钟内热水出水温度达到 45℃ 。由于办公

热水用水时间短,采用局部加热有利于节能和计量;酒店式办公

用水有一定持续性 ,采用集中热水系统可节约一次性投资;公寓

式办公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局部或集中热水系统。

10 设集中生活热水系统时,应确保冷热水系统压力平衡 ,

或设置混水器、恒温阀、压差控制装置等。

本条评价方法为审核施工图纸、设计说明并进行现场核实。

6.2节 水 措 施

6.2.1 管网漏失水量包括 :管网阀门漏水量、室内卫生器具漏

水量、屋顶水箱漏水量和漏计量水量等。避免管网漏损的有效措

施包括 :

1 给水系统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的

相关标准,避免供水压力持续高压或压力骤变。

2 使用的管材、管件、阀门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及产品

行业标准的要求。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使用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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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件;热水系统所使用的管材、管件的设计

温度不低于 sO℃ ;管材与管件连接的密封材料卫生、严密、防

腐、耐压、耐久。

3 合理设置检修阀门位置及数量 ,降低检修时泄水量。

4 水池、水箱溢流报警和进水阀门自动联动关闭。

5 做好室外管道基础处理和覆土 ,控制管道埋深,加强管

道工程施工监督。

6 根据水平衡测试标准的要求安装分级计量水表,计量水

表安装率达 100%。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相关防止管网漏损措施的设

计文件等。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查阅用水量计量情况报

告、水量平衡测试报告 ,报告包括建筑内用水计量实测记录、管

道漏损率和原因分析。

6.2.2 超压出流是指卫生器具流量大于额定流量的现象。超压

出流量并不产生正常的使用效益,是浪费的水量。由于这部分水

量是在使用过程中流失的,不易被人们察觉和认识 ,属 “
隐形

”

水量浪费。

建筑给水系统超压出流的现象是普遍存在而且比较严重的。

建筑给水系统超压出流的防治对策应从给水系统的设计、合理进

行压力分区、采取减压措施等多方面采取对策。如合理进行压力

分区,每区供水压力不大于 0.45MPa;采 用减压限流措施 ,用
水点处供水压力不大于 0。 ⒛MPa;采用 自带减压装置的用水器

具等。设 3档进行评分。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施工图纸、设计说明书,采
用自带减压装置的用水器具时,在设计文件中要注明用水器具自

带减压装置的相应参数。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竣工图纸、

设计说明书、产品说明并进行现场核查。

6.2。 3 按照使用用途、分区域 (分户、缴费单元)和水平衡测

试要求设置水表。

对不同使用用途和不同计费单位分区域、分用途设水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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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并据此施行计量收费,以实现
“
用者付费

”,达到鼓励

行为节水的目的,同时还可统计各种用途的用水量和分析渗漏水

量 ,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为保证计量收费、水量平衡测试以及合理用水分析工作的正

常开展,至少在以下位置应安装水表 :

1 给水系统总引人管 (市政接口)。

2 每栋建筑的引人管。

3 高层建筑的如下位置 :

D直接从外网供水的低区引人管 ;

2)高区二次供水的水池前引人管 ;

3)对于二次供水方式为水池一水泵一水箱的高层建筑 ,

有条件时,可在水箱出水管上设置水表,以防止水箱

进水浮球阀和水位报警失灵 ,溢流造成水的浪费。

4 冷却塔补充水管。

5 公共建筑内需单独计量收费的支管起端。

6 满足水量平衡测试及合理用水分析要求的管道其他部位。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施工图纸并现场核实。

6.2.4 绿色建筑鼓励选用高节水性能的节水器具 ,目前我国已

对部分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制定了相关标准,如 :现行国家标准

《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25501和 《坐便器用

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25502,今后还将陆续出台

其他用水器具的标准。

现行国家标准 《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5501规定了水嘴用水效率等级 ,在 (0.10± 0.01)MPa动压

下 ,依据表 4的水嘴流量 (带附件)判定水嘴的用水效率等级。

水嘴的节水评价值为用水效率等级的 2级。

表 4 水嘴用水效率等级指标

用水效率等级 1级 2级 3级

流量 (L/s) 0.100 0,125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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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坐便器用水效率等级指标

用水效率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用水量

(L〉

单 档 平均值 7.5

双档

大档 4.5 5.0 6,5 9.o

小 档

平均值

现行国家标准 《坐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

GB25502规定了坐便器用水效率等级 (见表 5),坐便器的节水

评价值为用水效率等级的 2级。

用水效率等级达到节水评价值的卫生器具具有更优的节水性

能,因此按达到的用水效率等级分档评分。今后其他用水器具如

出台了相应标准,也按同样的原则进行要求。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施工图纸、设计说明书,在

设计文件中要注明对卫生器具的节水要求和相应的参数。运行阶

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竣工图纸、设计说明书、产品说明并进行现

场核查。

6.2.5 用水设备的节水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行业、企业相关

标准的要求。

绿化灌溉采用喷灌、微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具有显著的

节水效果。传统的浇灌多采用直接浇灌 (漫灌)方式 ,不但会浪

费大量的水 ,还会出现跑水现象 ,使水流到人行道、街道或车行

道上,影响周边环境。传统灌溉过程中的水量浪费还可能由以下

四个方面导致 :

1 由于高水压导致的雾化。其解决方法是保持稳定的最佳

水压,进而防止高压导致的雾化和蒸发,每降低 0.035MPa,即

可节水 6%~8%。

2 由于土壤密实、坡度和过量灌溉所导致的径流损失。其

解决方法是对植物根部区域或周围提供精准的灌水量,以达到最

高效率 ,通过直接对根系供给水分,使水的利用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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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天气和季节变化导致的过量灌溉。其解决方法是采

用自动监测关闭系统和降雨延迟控制。

4 由于不同植物种类和环境条件所导致的过量灌溉。其解

决方法是采用多个并行独立系统分区灌溉,或采用植物根部直接

灌溉。

采用节水灌溉方式和设备,如喷灌、滴灌以及干旱地区使用

的更加高效的微灌 ,都是行之有效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目前普遍采用的绿化节水灌溉方式喷灌,比地面漫灌要省水
30%~50%。 喷灌要在风力小时进行。当采用再生水灌溉时,因
水中微生物在空气中极易传播 ,应避免采用喷灌方式。

微灌包括滴灌、微喷灌、涌流灌和地下渗灌,它是通过低压

管道和滴头或其他灌水器,以持续、均匀和受控的方式向植物根

系输送所需水分,比地面漫灌省水 50%~70%,比喷灌省水
15%~⒛ %。 微灌的灌水器孔径很小 ,易堵塞。微灌的用水一般

都应进行净化处理 ,先经过沉淀除去大颗粒泥沙,再进行过滤 ,

除去细小颗粒的杂质等,特殊情况还需进行化学处理。

绿化不需要灌溉或仅在种植初期需要临时灌溉的项目 (如采

用耐旱植物或本地植物作为绿化植物的项 目),节水灌溉项可不

参评 ,但采用临时灌溉的项 目必须在竣工一年后拆除临时灌溉

设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施工图纸、设计说明书、产品说明并

进行现场核查。

6.2.6 冷却水系统宜采用循环冷却塔、闭式冷却塔等节水型冷

却塔设备或其他冷却水节水措施。

1 采用循环冷却塔。

2 采用冷却水节水措施。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设置水处理

措施和 (或)加药措施 ,以减少排污的水量损失;采取加大积水

盘、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的方式 ,避免冷却水泵停泵时冷却水

溢出。

3 采用闭式冷却塔。

Ι20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施工图纸、设计说明书、产

品说明及现场核查。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冷却水补水的用水

计量表。

6.3 非传统水源利用

6.3.1 用水安全保障措施评价范围包括:水质安全保障、水量

安全保障、卫生安全保障;在处理、储存、输配等环节中必须采

取安全防护和监 (检)测控制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非传统水源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应按使

用用途要求达到相应的水质标准,采用中水用于冲厕、道路清

扫、绿化灌溉、车辆冲洗等杂用时,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的 规

定;用于景观环境用水时,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1的规定。利

用雨水时,如用于上述用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小区

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的规定。根据使用用途考虑

消毒、杀菌措施。

2 雨水或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在储存、输配等过程中应有

是够的消毒杀菌能力,保证水质不会被污染,水质应符合国家或

地方相应标准的规定。

3 雨水或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在处理、储存、输配等过

程中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 范》

GB50335、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及 《建筑与小区雨

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等 的相关要求。

4 雨水或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的供水管道及各种设备应有

明显的永久性标识 ,给水栓口、取水口应设带锁装置 ,以保证与

生活用水管道严格区分,防止误接、误用。

5 供水系统根据需要设有备用水源、溢流装置及相关切换

设施等,以保障水量安全。

6 当采用自来水补水时,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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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景观水体采用雨水或再生水时,在水景规划及设计阶段

应将水景设计和水质安全保障措施结合起来考虑。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设计图纸、说明书。运行阶

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并查阅全年运行数据报告,包括年用水

量、水质检测记录和报告。

6.3.2 景观用水不应采用市政供水和自备地下水井供水,并应

同时满是下列要求 :

1 景观用水只能采用雨水、建筑中水、市政再生水等非传

统水源。

2 根据所在地区水资源状况、地形地貌及气候特点,合理

规划水景面积比例,水景的补水量应与回收利用的雨水、建筑中

水水量达到平衡。

3 当采用雨水和建筑中水作为景观用水补水时,水景规模

应根据设计可收集利用的雨水或中水量来确定 ,需要进行水量平

衡分析计算,即研究水景的补水量 (蒸发量、漏损水量等)与水

景面积的关系,进而确定合适的水景规模。

4 水景的年损耗水量必须与非传统水源年供应量相平衡 ,

一年中的各月间允许水景水位高度在常水位上下能够接受的范围

内波动。

5 采取景观用水水质保障措施 ,设置循环水处理设施 ,景
观用水循环使用。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竣工图纸、设计说明书。运

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 ,查 阅用水量报告和系统运行

报告。

6.3.3 普通办公建筑用水类型单一 ,对于不设集中空调的办公

建筑,其用水主要为冲厕 (60%~66%)和盥洗 (40%~3砝 %),

冲厕用水比例较高。

对于包含商业、餐饮、旅馆、办公的综合性建筑,办公区域

和附属办公服务区域应按办公建筑参评 ,其他区域应按相应建筑

类型参评。可按用水量的权重 (生活用水量部分)和面积的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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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灌溉、道路浇洒、管网漏损和未预见水量部分)调整计算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要求。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按下式计算 :

Ru票斧×100%     (9)
Wu=WR+Wr+Ws+W。      (10)

式中:Ru——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

Wu——非传统水源设计使用量 (规划设计阶段)或实际使

用量 (运行阶段),m3/a;

WR——再生水设计利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利用量 (运

行阶段),m3/a;

Wr——雨水设计利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利用量 (运行

阶段),nl3/a;

Ws——海水设计利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利用量 (运行

阶段),m3/a;

W。——其他非传统水源利用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利用量

(运行阶段),d凡 ;

Wt——设计用水总量 (设计阶段)或实际用水总量 (运行

阶段),ms/a。

按年用水量计算 ,设计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

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的规定。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设计说明书和非传统水源利

用报告等。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全年运行数据报告 (年用

水量记录报告)等。

当项目所在地区年降雨量低于 400mm、 周边无市政再生水

利用条件,且项 目建筑面积小于 5万 m2或可回用水量小于

1QOd/d时 (如地方标准中有更高要求,应按地方标准实施 ),

本条可不参评。

6.3.4 在规划设计阶段应考虑利用周边市政再生水的可行性 ,

再生水可代替市政 自来水用作室内冲厕用水以及室外绿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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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道路浇洒、洗车等非饮用用水。再生水包括市政再生水 (以

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或城市污水为水源 )、 建筑中水 (以建筑生

活排水、杂排水、优质杂排水为水源 )。

再生水水源的选择应结合项目的用水情况、周边建筑用水状

况、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办法、水量平衡等,从经济、技术和

水源水质、水量稳定性等各方面综合考虑。项目周边有市政再生

水利用条件时,应优先利用市政再生水。

公寓式办公建筑和酒店式办公建筑废水量较大 ,自建中水设

施在经济上较合理。常规办公建筑废水量较小 ,投资自建中水设

施所带来的节水效益可能不明显 ,只有当建筑面积大于 5万 m2

且可回用水量 (包括项目范围周边其他可利用的再生水水源,见
下段)大于 100m3/d时 ,才考虑设置中水处理设施。

当项目除办公建筑之外还有其他性质建筑 (如旅馆、洗浴健

身等)功能时,可统筹考虑回收、处理此类建筑的优质杂排水 ,

回用作办公冲厕等。

当条件允许时,在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和产权单位允许的前提

下,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可以选择利用除参评项目以外的其他建

筑的再生水水源,包括参评范围外附近其他建筑的废水。选择其

他再生水水源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必须在参评建筑本身再生水水源已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提

下,才可考虑选择其他再生水水源。

2 选择其他再生水水源时,必须做好水量平衡分析,保证

供水的水量安全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不得影响周边建筑 自身的

非传统水源利用。

再生水利用率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RR=罱 × 100% (11)

式中:RR——再生水利用率 ,%;

WR——再生水设计利用量 (设 计阶段)或实际利用量
(运行阶段),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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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设计用水总量 (设计阶段 )或实际用水总量 (运

行阶段),m·
q/a。

用水量按年用水量计算,设计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

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sO555的规定。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竣工图纸、设计说明书、非

传统水源利用方案 (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中,必须包含非传统水

源利用的水量平衡表 )、 相关政府部门和产杈单位出具的许可证

明等。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勘查和查阅系统设备运行记录

和用水量计量记录。

当项目周边无市政再生水利用条件,且建筑面积小于 5万

m2或可回用水量小于 100m3/d时 (如地方标准中有更高要求 ,

应按地方标准实施),本条可不参评。

6.3.5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合理确定雨水集人渗、调蓄及利用

方案。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和建筑所在地地形、地貌等特点,除采

取措施增加雨水渗透量外 ,还可以建立完善的雨水收集、处理、

储存、利用等配套设施 ,对屋顶雨水和其他地表径流雨水进行有

效的收集、调蓄、回用。可收集雨水量是指整个场地形成径流的

雨水量,包括屋面及地表径流。

1 对于屋顶面积较大的办公建筑,雨水收集利用宜优先收

集屋面雨水。

2 可收集雨水量应扣除入渗而没有形成径流的雨水和初期

弃流雨水等。

3 当参评建筑本身可收集雨水已得到充分收集利用,尚无

法满足雨水利用需求时,可以考虑收集利用参评范围外附近其他

建筑和住宅小区的雨水。但必须做好水量平衡分析,不得影响周

边建筑或住宅小区自身的雨水利用和雨水人渗。

4 参评项 目周边有调蓄功能良好的地表天然或人工水体

(如 天然河道、湖泊、人工水渠等)时 ,在取得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许可的前提下,也可用于雨水的调蓄,项 目可从水体取水使

用,但必须采取措施收集场地内的雨水,保证注人的雨水量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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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取水量,不得破坏水体的水量平衡 ,且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排放水体的雨水造成的面源污染。

雨水回用率为实际收集回用的雨水量占可收集雨水量的比

率 ,设计阶段和运行阶段的雨水回用率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13)

可通过增加雨水人渗实现本条要求 ,可收集雨水量应扣除不

能形成径流的雨水,这样可以引导雨水人渗。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设计说明书和非传统水源利

用报告等。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运行数据报告 (用水量记

录报告)等。

年降雨量低于 ⑽0mm的地区不宜设置雨水回用设施 ,当项

目位于此类地区时,本条可不参评。但项目可加强雨水人渗,评

价要求见第 4.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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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7.1 材料资源利用

7.1.1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使用过程中不断暴露的新问题 ,一些

建筑材料及制品的技术性能已经被证明不适宜继续在建筑工程中

应用,或者不适宜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类型的建筑中使用。因此 ,

在绿色办公建筑中严禁使用国家及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限制、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例如 《建设事业十一五推广

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北京市推广、限制和禁止使用

建材目录》中限制、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等。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对照国家和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向

社会公布的限制、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目录,查阅设计说明和

概预算材料清单 ,对设计选用的建筑材料进行核查。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对照国家和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的限制、禁

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目录,查阅工程材料决算材料清单 ,对实际

选用的建筑材料进行核查。

7。 1.2 已有建筑物、构筑物
“
利用率

”
的计算公式为 :

栅 率 =       ⑾

与构筑物的等效面积的总和

式中,已有建筑物、构筑物的
“
利用面积

”
等于场址范围内

被利用的已有建筑物建筑面积与被利用的构筑物等效面积之和。

其中,“构筑物等效面积
”

应按造价相等的原则 ,依据当地现行

的概算定额折算获得 ,即 :

构筑物的等效面积=薪篷絮戆桑矗箅羹酱寄譬褚綦袋砀/15)
单位建筑面积的造价

当申报项目场址范围内无建筑物、构筑物,或已有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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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的建筑面积 (含构筑物的等效面积)不足 100m2时 ,本
条可不参评;超过 1000m2时 ,计算利用率时按 1000m2计算。

有些项目因场地等原因,保留旧建筑会带来材料消耗的大幅
度增加。对于此类项目,本着

“
合理

”
的原则 ,允许不利用已有

的建筑物、构筑物,但应专门对此进行详细解析。当以安全因素
为理由对已有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时,应由具有资质的鉴定

单位出具鉴定报告,理由充分者,本条可不参评 ,否则应判定本
条不达标。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施工图纸及已有建筑
物、构筑物利用面积和利用率计算书。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

阅建筑竣工图纸、施工方案及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利用面积和利
用率计算书。

7.1.3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本条旨在鼓励提高建筑的工业化

率,采用工厂化生产的建筑构、配件,如预制楼板、预制阳台、

预制楼梯、预制隔墙板、预制外墙板、幕墙等,既能减少材料浪
费,又能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为将来建筑拆除后构、

配件的再利用创造了条件。装配式或装配整体式结构是目前预制
化水平较高的两种结构体系,鼓励合理使用。

目前本条仅考察楼面板、屋面板、阳台、楼梯、隔墙板、外
墙板、幕墙的工厂化程度。为了鼓励采用钢、木、钢木组合结
构 ,本条将钢、木、钢木组合构件视作工业化方式生产的构件。
“
工业化率

”
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工业化率 =P/G (16)

式中:← 全部楼面板、屋面板、阳台、楼梯、隔墙板、外墙

板、幕墙的总质量与钢构件、木构件、钢木组合结

构构件总质量之和 ;

P——采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楼面板、屋面板、阳台、楼

梯、隔墙板、外墙板、幕墙的总质量与钢构件、木

构件、钢木组合结构构件总质量之和。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施工图纸及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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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计算书。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竣工图纸 ,

工业化率计算书,并进行现场核实。对抗震设防地区的办公建

筑 ,本条可不参评。

7.1.4 本条的设置旨在整体考量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对于节材

与材料资源利用的贡献,评价范围是永久性安装在工程中的建筑

材料,不包括电梯等设备。

本条中的
“
可再利用建筑材料

”
是指不改变所回收材料的物

质形态可直接再利用的,或经过简单组合、修复后可直接再利用

的建筑材料,如场地范围内拆除的或从其他地方获取的旧砖、门

窗及木材等。合理使用可再利用建筑材料 ,可充分发挥旧建筑材

料的再利用价值,延长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建筑材料的使用周期 ,

降低材料生产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材料运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本条中的
“
可再循环建筑材料

”
是指通过改变材料的物质形

态,可实现多次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 ,如金属材料、木材、玻

璃、石膏制品等。充分使用可再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可以减少生

产加工新材料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于建筑的可

持续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条中的
“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

”
是指在满足安

全和使用性能的前提下 ,使用废弃物等作为原材料生产出的建筑

材料,其中废弃物主要包括建筑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

物。在满足使用性能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建筑废弃混凝土生产出

的再生骨料制作成的混凝土砌块、水泥制品和配制的再生混凝

土;鼓励使用和利用工业废弃物、农作物秸秆、建筑垃圾、淤泥

为原料制作的水泥、混凝土、墙体材料、保温材料等建筑材料。

鼓励以工业副产品石膏制作的石膏制品。鼓励使用生活废弃物经

处理后制成的建筑材料。为保证废弃物使用量达到一定要求 ,本

条要求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占同类建筑材料的比

例需超过 30%,且其中废弃物的掺量要求至少达到 zO%,此类

建筑材料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检测标准的要求方能使用。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申报单位提交的工程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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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清单和相关材料使用比例计算书,核查可再利用建筑材料、

可再循环建筑材料以及以废弃物为原材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使用

情况。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申报单位提交的工程决算材料

清单和相应的产品检测报告 ,核查可再利用建筑材料、可再循环

建筑材料以及以废弃物为原材料生产的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

7.1.5 在办公建筑中装饰装修材料是I程建筑材料的重要组成

部分,过度装修造成的材料的浪费和装修成本的增加,应予以控

制。尤其是针对政府类办公建筑 ,提倡选用经济适用的装饰装修

材料,进行简易装修 ,不片面追求美观,减少材料资源的消耗。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申报单位提交的工程概预算

材料清单 (含装修部分)和装饰装修材料设计情况专项说明,该

说明需从装饰装修材料设计用量、单位面积装修造价等角度对申

报项目的装饰装修材料的经济适用性进行介绍 ,由专家判断装饰

装修材料的设计情况。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申报单位提交

的工程决算材料清单 (含装修部分)和装饰装修材料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说明,该说明需从装饰装修材料实际用量、单位面积装修

价格等角度对申报项目的装饰装修材料的经济适用性进行介绍 ,

由专家进行评价。

7.1.6 考虑到建材业的飞速发展,为绿色建筑所适用的新型建

材不断出现,为鼓励创新性 ,特设置本条。鼓励项目根据当地的

资源条件和发展水平合理使用新型材料及产品,新型材料及产品

应占到同类产品用量的一半以上 ,且经国家和省市建设主管部门

推荐使用或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工程概预算材料清单和其他

说明文件,核查是否使用新材料及新产品。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

为查阅工程决算材料清单和其他说明文件,核查项目是否实际使

用了新材料及新产品。

7。 2 建筑设计优化

7.2.1 以较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追求美观,不符合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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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故本条鼓励建筑构件功能化,减 少纯装饰性构件的

应用。

本条的工程总造价系指所有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的总和。本条

所指的
“
纯装饰性构件

”
是指只有装饰作用的构件,主要针对下

列构件 :

I 不具备遮阳、导光、导风、载物、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

板、格栅和构架等 ;

2 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的塔、球、曲面等 ;

3 女儿墙中高度超出安全防护最低要求的部分 ;

4 双层外墙中无益于节能的外层墙 (含幕墙 )。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施工图纸,建筑

效果图,工程预算书及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竣工图纸,工程决算书及装饰性构件

造价比例计算书,并进行现场核实。

有的项目为了追求美观,对某些功能性构件进行了尺寸上的

过分夸张,当情节严重时,也应判定本条不达标。

7.2.2 绿色建筑的成本通常高于普通建筑,但可通过优化建筑

设计,适当降低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 ,更可减少资源消耗和碳

排放。

在确保满足规范规定安全度的前提下,节约用材是减少碳排

放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因此材料用量应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使

用较多材料资源的建筑不应被评为绿色建筑。

影响材料消耗水平的因素包括建筑方案优劣、结构布置优

劣、材料选择和构造合理性、设计精细化程度等诸多方面,材料

用量是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

本条的
“
同类建筑

”
是指结构类型相同的建筑 ;“层数 (高

度)相近
”

是指与参评建筑层数和高度相差均不超过 15%。
“
主

要结构材料
”

是指如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混凝土和钢筋,钢结构

中的钢材和混凝土,木结构中的木材,砌体结构中的砌块、钢

筋、混凝土 (当采用木楼板时为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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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申报项目建筑结构材料用量的多少 ,应与当地层数 (高

度)相近且结构类型相同的建筑进行比较。考虑到目前积累的资

料有限,且短期内难以统计出权威的材料用量平均值数据,故本

条仅要求比较单位建筑面积的主要结构材料的用量,并提供了简

化的统计方法。当样本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应按统计学的方法进

行统计,以便形成一组科学、合理、权威的统计数据。

本条要求各申报项目的设计单位应配合建设单位收集项目所

在地区已建的层数 (高度)相近的同类建筑单位建筑面积的主要

结构材料用量 ,统计出
“
平均值

”,并将其作为证明材料上报评

价机构。评价机构经审核确定是否可将该数据作为本申报项目材

料用量的比较基准。

鉴于目前现状 ,主要结构材料用量
“
平均值

”
的统计工作应

满足如下要求 :

对于有地下室的建筑 ,应将地上、地下 (含基础)部分分开

分别统计;对于无地下室的建筑,应将地上部分与基础部分合并

统计;一般不计人桩、地基处理部分的材料用量,可以仅计算一

次结构的材料用量。

此外,对于带裙房的建筑 ,应注意参与统计建筑的裙房与主

楼的建筑面积之比应与参评建筑的面积比相似。

本条在设计阶段评价时应以预算资料为准,可不计损耗。运

行阶段评价时应以决算资料为准,应计人损耗。预算、决算等不

同阶段的材料用量统计资料允许相互折算 ,以求对比口径上的

一致。

评价钢与混凝土组合 (混合)结构建筑时,可将其中的钢材

用量累加到钢筋用量中,按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评价。

对于缺乏统计资料的地区,可将风荷载和抗震设防烈度均相

同的地区的资料视作当地的资料;当风荷载控制时,也可将风荷

载相同地区的资料视作当地的资料;当地震荷载控制时,也可将

抗震设防烈度相同地区的资料视作当地的资料。此外 ,还可将结

构或预算方面专家根据经验估计的数据视作符合要求的样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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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家提供的经过签名确认的书面数据可作为一个样本。

各样本的极差不得超过平均值的 30%,否则应分析原因 ,

并补充样本。此外 ,符合上述条件的统计样本数不得少于 5个 ,

且应尽量选取 ⒛02年以后设计的建筑作为样本。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施工图纸及用材

量报告 (含预算书 )。 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竣

工图纸及用材量报告 (含决算书 )。

本条与第 7.2.3、 7.2.4、 7.2.5、 7.2.6、 7.2.7条不重复

参评。

7.2,3 建筑的材料用量与建筑方案的规则性关系密切。在抗震

设防地区,采用不规则的建筑方案需按规范采取加强措施 ;采用

特别不规则的建筑方案需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 ,采取特别的加强

措施。在非抗震设防地区,采用不规则的建筑方案也会带来材料

用量的增加。因此,建筑及其抗侧力结构的平面布置宜规则、对

称,并应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建筑的立面和竖向剖面宜规则,结

构的侧向刚度宜均匀变化,竖向抗侧力构件的截面尺寸和材料强

度宜自下而上逐渐减小,避免抗侧力结构的侧向刚度和承载力

突变。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禁止在抗震

设防区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建筑方案。对于不规则、特别不规则、

严重不规则建筑方案的判断,可 参考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O01l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

项审查技术要点》(建质 EzO10]109号 ),也可以参考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机构的施工图审查意见书。

对于城市建设需要的不规则或特别不规则的建筑方案,应提

供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对于不需进行抗震设计的

建筑,应参照上述办法进行判断。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施置图纸,建筑

效果图,施工图审查意见书。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

结构竣工图纸,施I图审查意见书,并进行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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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实践证明,结构体系相同而结构布置不同的建筑 ,用材

量水平会有很大差异 ,资源消耗水平、对环境的冲击也会明显不

同。因此,除了关注结构体系外,还应关注结构布置的优劣。办

公建筑中超过一半的材料用于结构构件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对结

构体系和结构构件进行合理优化 ,能够有效地节约材料用量。

本条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精细化设计,增强设计单位和建设

单位的优化意识。因此 ,作为申报方之一的设计单位应对参评项

目的上部结构和基础方案分别进行比选论证 ,提交结构优化论证

报告,在报告中充分反映结构构件布置的优化过程及其合理性。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结构优化论证报告及相关图纸,并结

合参评项目的具体情况,酌情判断优化结果的合理性。

7.2.5 混凝土是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建筑材料之一 ,减少混

凝土用量,是节材的重要措施。

一般情况下,提高竖向承重构件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可以明显

减小竖向承重构件的截面尺寸,减少混凝土用量,并增加使用面

积;提高水平承重构件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也可以减小水平承重构

件的截面尺寸,减少混凝土用量,并增加室内净空。

我国将 C50作 为高强混凝土的起点强度等级。在合理的前

提下 ,竖向承重构件应优先采用高强混凝土,水平承重构件宜根

据论证结论采用适当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由于某些建筑结构的竖

向承重构件采用高强混凝土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条允许在合理

的前提下,竖向承重构件采用低于 C50的混凝土,但需针对所

有结构构件进行详细论证 ,并提交论证报告。

砌体结构 (含配筋砌体结构)和钢结构中的混凝土用量较钢

筋混凝土结构要少很多,因 此对于上述两类结构,本条可不

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结构施工图纸,工程预算材

料清单 ,竖向承重结构中高强混凝土的使用比例计算书,相关论

证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结构竣工图纸,工程决算材

料清单 ,竖向承重结构中高强混凝土的使用比例计算书,相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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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报告 ,混凝土检验报告,必要时进行现场核实 c

7.2.6 钢 (钢筋和钢材)是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建筑材料之

一 ,减少钢的用量,是节材的重要措施。

一般
J清

况下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选用高强度钢筋作为受

力钢 筋,节 材 效 果 显 著。据 测 算 ,用 HRB400钢 筋 代 替

HRB335钢筋 ,可节省约 10%的钢筋。

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钢结构本身具备 自重轻、强度高、

抗震性能好、施I快、建造和拆除时环境污染少、容易回收再利

用等独特优点,应鼓励采用。一般情况下,高层、超高层、大跨

度钢结构建筑采用高强钢非常理想。

符合规范的抗拉强度设计值不低于 360NIPa的 钢筋 (如

HRmoo、 RRB400级钢筋、冷拉钢筋、冷轧扭钢筋及高强预应

力钢丝 (索)等)均可视作满足本条要求的高强度钢。当采用抗

拉强度设计值高于 360MPa的钢筋 (丝 、索)时 ,可按等强 (抗

拉能力设计值相等)的原则,将上述更高强度的钢筋 (丝 、索 )

折算成 HRBd00级钢筋。

符合规范的 Q345GJ、 Q345GJZ级 钢材和抗拉强度设计值不

低于 295MPa的钢材 (如 厚度不大于 35mm的 Q345级钢材 ),

均可视作满足本条要求的高强度钢。

评价钢与混凝土组合 (混合)结构建筑时,可将其中的高强

钢材用量与高强钢筋用量之和作为高强钢的用量 ,全部钢材和钢

筋用量之和作为钢的总用量。

在合理的前提下 ,应优先采用高强钢。由于某些承重构件采

用高强钢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条允许在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较

低强度的钢,但需进行详细论证 ,并提交论证报告。

砌体结构 (含配筋砌体结构)中的用钢量较钢筋混凝土结构

和钢结构少很多,因此对于上述结构,本条可不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评价方法为查阅结构施工图纸,工程预算材料

清单,高强钢的使用率计算书,相关论证报告。运行阶段评价方

法为查阅结构竣工图纸,工程决算材料清单,高强钢的使用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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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书,相关论证报告 ,钢筋、钢材检验报告,必要时现场核实。

7.2.7 减轻建筑 自重对节材有重要意义,是重要的节材途径。

本条仅评价楼地面现浇面层和墙面抹灰的 自重 ,其 主要原因

如下 :

1 楼地面现浇面层和墙面抹灰的密度较大,用量多,对结

构材料用量影响大 ;

2 建筑拆除时,楼地面现浇面层和墙面抹灰均是难以处理

的建筑垃圾 ,对环境影响大 ;

3 目前仅关注楼地面现浇面层和墙面抹灰 ,更具可操作性。

计算楼地面现浇面层自重时,对于以瓷砖和石材为面板的楼

地面,应包括结构板以上所有做法的重量 ;对于以木板为面板的

楼地面,可不包括木地板层 ,但至少应包括其下的找平层、找坡

层、水泥砂浆或混凝土填充层等。

计算墙面抹灰量时,可不包括墙面腻子,但至少应包括湿

挂、湿贴的瓷砖和石材面层 ,且应包括外围护墙、内隔墙 (断 )、

结构墙的抹灰及其外部的贴面。

尽管减小结构构件的截面也是减轻建筑自重的重要途径 ,但

其节材效果已在第 7.2.4~7.2.6条 中有所考虑 ,故本条不再对

该措施进行评价。

本条设计阶段评价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施工图纸及室内地

面现浇面层平均自重计算书、墙面抹灰体积计算书。运行阶段的

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竣工图纸、室内地面现浇面层平均自重计算

书、墙面抹灰体积计算书,并进行现场核实。此外,当采取本标

准未涉及的其他措施减轻建筑自重时 ,尚应查阅相关说明和证明

资料。

7.2.8 办公类建筑中的可变换功能空间应在保证室内工作环境

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尽量多采用可循环利用隔断 (墙 ),以减少

室内空间重新布置时对建筑构件的破坏,节约材料。

除设计使用年限内位置比较固定的走廊、楼梯、电梯井、卫

生间、设备机房、公共管井以外的地上室内空间均应视为
“
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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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功能的室内空间
”
。此外,对于重新分隔概率较高的地下空间 ,

如作为商业娱乐、办公等用途的地下空间,也应视为
“
可变换功

能的室内空间
”,其他地下空间面积在计算时可剔除。

可循环利用隔断 (墙 )是指使用可再利用材料或可再循环利

用材料组装的隔断 (墙 ),其在拆除过程中应基本不影响与之相

接的其他隔断 (墙 ),如 :大开间敞开式办公空间内的矮隔断
(墙 )、 玻璃隔断 (墙 )、 预制板隔断 (墙 )、 特殊设计的可分段拆

除的轻钢龙骨水泥压力板或石膏板隔断 (墙 )和木隔断 (墙 )

等。采用砂浆砌筑的砌体隔断 (墙 )不应算作可循环利用隔断

(墙 )。

在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内,将作为房间整面的可循环利用

隔断 (墙)全部去掉后 ,留下的墙体与门围合出若干封闭区域 ,

其中面积小于 100m2的 办公区域以及面积小于 500m2的其他功

能区域应视作
“
不可循环利用隔断 (墙 )围合的房间

”
。

对于砌体结构、剪力墙结构等结构墙较密的办公类建筑 ,本

条可不参评。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施工图纸及可变

换功能的室内空间内不可循环利用隔断 (墙 )围合的房间总面积

占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总面积的比例计算书。运行阶段的评价

方法为查阅建筑、结构竣工图纸及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内不可

循环利用隔断 (墙 )围合的房间总面积占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

总面积的比例计算书,并进行现场核实。

7.2.9 本条排斥三边工程,除非采取充分措施,能够避免破坏

和拆除已有的建筑结构构件及设施。

一般情况下 ,应针对参评项目的全部建筑面积进行评价 ,仅

部分建筑面积满足时不能得分。粗装修销售或出租的项目多为商

业建筑,该类项目一般只能做到建筑主要人口、楼电梯厅、卫生

间等公共区域的
“
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

”,故本条要求此类项

目应至少提供一套完整的装修方案,并完成预留预埋设计。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土建、装修各专业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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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订货合同及其他证明材料 ,评审时尚未开始土建施工的项

目,应以申报时的实际状况为准。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各

专业竣工图纸、订货合同及其他证明材料并现场核实。

7.3 施工过程控制

7.3.1 建材本地化是减少运输过程资源和能源消耗、降低环境

污染的重要手段之一,提高本地化材料的利用率还可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本条旨在鼓励使用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 ,提高就地取材

制成的建材产品所占的比例。

选用的建筑材料应由距离施工现场 500km范围内的厂家生

产 ,以生产地为准,如在当地或邻近地区建材商处采购的建材 ,

但其生产厂家距离施工现场 500km以上,则不符合本条要求。

地基 (桩 )处理中产生的回填土不计人其中。

考虑到地域性差异,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对指标进行适当

调整。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在运行阶段评价时,要求申报单位

提供 500km以 内建筑材料使用比例计算书,计算书要求以建筑

材料的生产厂家地址为准,对距施工现场 500km以内的建筑材

料的质量之和与项目建筑材料的
`总质量的比例进行统计计算,专

家根据该计算书和材料决算清单进行评价。当使用较多规定范围

外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时,若能说明此类建筑材料不可变更的原

因,则由专家根据说明材料酌情判断。

7.3.2 相比于现场搅拌混凝土生产方式 ,预拌混凝土性能稳定

性比现场搅拌好得多,对于保证混凝土工程质量十分重要。与现

场搅拌混凝土葙比,使用预拌混凝土还能够减少施工现场噪声和

粉尘污染,并节约能源、资源,减少材料损耗。我国预拌混凝土

的应用技术已较为成熟,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限期禁

止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的文件,明确规定
“
北京等 124个

城市城区从 2003年 12月 31日 起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其他省

(自 治区)辖市从 zO05年 12月 31日 起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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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现场搅拌砂浆,使用预拌砂浆可明显减少砂浆用量。

据测算,对于多层砌筑结构,使用预拌砂浆比使用现场搅拌砂浆

可节约 30%的砂浆量 ;对于高层建筑 ,使用预拌砂浆比使用现

场搅拌砂浆可节约抹灰砂浆用量 50%。 使用预拌砂浆不仅可节

省材料,而且预拌砂浆的性能也比现场搅拌砂浆更稳定,质量更

好 ,更有利于保证建筑△程质量。商务部、公安部、建设部等六

部委于 ⒛07年 6月 6日 联合发布了 《关于在部分城市限期禁止

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要求北京、天津、上海等 10个城市

从 ⒛07年 9月 1日 起禁止在施工现场使用水泥搅拌砂浆,重庆

等 33个城市从 ⒛08年 7月 1日 起禁止在施I现场使用水泥搅拌

砂浆 ,长春等 泓 个城市从 ⒛09年 7月 1日 起禁止在施工现场使

用水泥搅拌砂浆。

由于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技术已经较为成熟 ,技术经济性

优势较为明显 ,实际工程中并不难实现。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 :

应予以推广。绿色办公建筑中的现浇混凝土应全部使用预拌混凝

土。鼓励在绿色办公建筑中使用包括干粉砂浆、湿拌砂浆在内的

预拌砂浆。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预拌

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购销合同、供货单、材料决算清单等证明

文件 ,根据现浇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实际使用比例进行评价。

如某些特殊地区无法实现本条,需撰写专项说明,由专家酌情

判断。

7.3.3 本条在第 7.2.9条 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施工过程中土建

与装修一体化的情况。           、

本条在设计阶段可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土建

和装修各工种的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7.3.4 鼓励施工单位编制绿色施工方案,在保证工程安全与质

量的前提下 ,制定节材措施,如 :进行施工方案的节材优化 ,建

筑垃圾减量化,尽量利用可循环材料等。该方案应在施工组织设

计中独立成章,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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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施工组

织方案及相关资料,考核是否制订了施工中的节材方案与措施。

7.3.5 施工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利用建设用地内拆除的旧建筑

材料,以及建筑施工和场地清理时产生的废弃物等,如合理使用

建筑余料、科学利用板材、块材等下脚料和撒落混凝土及砂浆

等,达到节约原材料 ,减少废物,减少由于更新所需材料的生产

及运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旧建筑拆除、场地清理和建筑施I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废

弃物,应在现场进行分类处理 ,这是回收利用废弃物的关键和前

提。可再利用材料在建筑中重新利用,可再循环材料通过再生利

用企业进行回收、加工 ,最大限度地避免废弃物随意遗弃、造成

污染。施工单位需设计专门的建筑施I废物管理规划,包括寻找

市场销路;制定废品回收计划和方法,包括废物统计、提供废物

回收、折价处理和再利用的费用等内容。废弃物管理规划中需确

认的回收物包括纸板、金属、现场垃圾、塑料、玻璃、石膏板、

木制品等。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建筑施

工废弃物管理规划、施工现场废弃物分类处理记录、可再循环利

用材料回收记录。

7.3.6 施工单位在图纸会审时,应审核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

相关内容,施工过程中控制主要材料的损耗率至少应比其定额损

耗率降低 30%。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评价时,要求施工单位对

于施工过程中的材料损耗率进行申报,根据申报材料与定额损耗

率进行对比后进行评价。

7.3.7 利用已有围墙 ,或采用装配式可重复使用的围挡,可大

大减少施I过程中的围挡材料用量。对于施工中使用的临时围挡

材料,重复使用可节约施工用材 ,要求至少达到 70%以上。鼓

励采用工具式模板和新型模板材料,如铝合金、塑料、玻璃钢和

其他可再生材质的大模板和钢框镶边模板,对于木模板,要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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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内环境质量

8.1光 环 境
·

8.1.1 室内照明质量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良

好的照明不但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 ,更有利于人们

的身心健康 ,减少各种职业疾病。良好、舒适的照明首先要求在

参考平面 (见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上具有适当的

照度水平,不但要满足视觉工作要求而且要在整个建筑空间创造

出舒适、健康的光环境气氛;强烈的眩光会使室内光线不和谐 ,

使人感到不舒适 ,容易增加人体疲劳,严重时会觉得昏眩,甚至

短暂失明。室内照明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光源的显色性 ,人

工光源对物体真实颜色的呈现程度称为光源的显色性,为了对光

源的显色性进行定量的评价 ,引人显色指数的概念 ,以标准光源

为准 ,将其显色指数定为 100,其余光源的显色指数均低于 100。

人工光和天然光的光谱组成不同,因而显色效果也有差别。如果

灯光的光色和空间色调不配合 ,就会造成很不相宜的环境气氛 ;

而室内外光源的显色性相差过大也会引起人眼的不舒适、疲劳

等,甚至会造成物体颜色判断失误等。

办公建筑的室内照度、统一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应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有关规定,如表

6所示。

表 6 办公建筑室内照明质虽要求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lx)
UGR Rε

普通办公窒 0,75m水 平面 300

高档办公室 o.75m水 平面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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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lx)
UGR Ra

会议室 0.75m水平面

接待室、前台 0.75m水平面

菅业厅 0,75m水平面

设计室 实际工作面

文件整理、复印、发行室 0.75m水平面 300

资料、档案室 0,75m水平面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照明设计说明、照明计算书

和图纸。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检查实际典型房间的照明检测报

告 ,并现场审查是否落实设计图纸要求。

8.1.2 天然光环境是人们长期习惯和喜爱的工作环境。各种光

源的视觉试验结果表明,在同样照度的条件下 ,天然光的辨认能

力优于人工光 ,从而有利于人们工作、生活、保护视力和提高劳

动生产率。公共建筑天然采光的意义不仅在于照明节能,而且为

室内的视觉作业提供舒适、健康的光环境 ,是 良好的室内环境质

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公建筑的采光系数应达到表 7的

要求。

表 7 办公建筑采光系数要求

光

级

采

等
房间类别

侧面采光

采光系数最低值

C濒: (%)

窒内天然光临界照度

(lx)

Ⅱ 设计窒、绘图室 3

Ⅲ 办公室、视屏工作室、会议室 2

Ⅳ 复印室、档案室 l

V 走道、楼梯间、卫生间

也可采用表 8的窗地面积比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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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等级 房间类别 侧面采光

设计窒、绘图室 l/3.5

皿 办公室、视屏工作室、会议室 1/5

lV 复印室、档案室 l/7

V 走道、楼梯间、卫生问

表 8 采光计算窗地面积比

本条强调的主要功能空间是指公共建筑内除室内交通、卫浴

等之夕卜的主要使用空间。本条要求 75%以上的主要功能空间室

内采光系数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中第 3.2.2~3.2.7条的要求。

本条参考了现行国家行业标准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⑴ 67

第 6.3.1~6.3.2条 的相关规定。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设计图纸和相关的天然采光

分析、计算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检查典型房间采光检测

报告,并现场检查是否落实设计图纸要求。

8.1.3 为了改善地上空间的天然采光质量 ,除可以在建筑设计

手法上采取反光板、棱镜玻璃窗等简单措施 ,还可以采用导光

管、光纤等先进的天然采光技术将室外的天然光引人室内的进深

处 ,极大地改善室内照明质量和天然光利用效果。

地下空间的天然采光不仅有利于照明节能,而且充足的天然

光还有利于改善地下空间卫生环境。由于地下空间的封闭性 ,天

然采光可以增加室内外的自然信息交流,减少人们的压抑心理

等;同时,天然采光也可以作为日间地下空间应急照明的可靠光

源。地下空间的天然采光方法很多,可以是简单的天窗、采光通

道等 ,也可以是棱镜玻璃窗、导光管、导光光纤等技术成熟、容

易维护的先进措施。

本条参考了现行国家行业标准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

第 6.3.3条 的相关规定。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设计图纸和相关的天然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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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计算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检查典型房间采光检测

报告 ,并现场检查相关增强采光措施的实际效果,以及是否落实

设计图纸要求。

8.1。 4 强烈的眩光会使室内光线不和谐,使人感到不舒适 ,容

易增加人体疲劳,严重时会觉得昏眩,甚至短暂失明。采用避免

眩光的灯具或防眩光措施,可有效改善室内照明质量。另外 ,在

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照度的可控性和用户操作的方便性,使用户能

够自主灵活控制室内照度 ,以便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对于可以

利用天然光的区域以及仅在一定时段内使用的室内功能区域,在

区域照明设计中可结合天然采光效果和室内功能效果进行分区域

分时段控制,以增强调控的便利性。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照明设计说明、照明计算书

和图纸。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检查实际典型房间的照明检测报

告,并现场审查是否落实设计图纸要求。

8.2 声 环 境

8.2.1 室内背景噪声水平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量的噪声不仅影响思考和交谈、降低工作效率,而且容易使人

心J清
烦躁和感觉疲劳,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引发疾病。因此,办

公建筑应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控制室内噪声:保护员I的身 `心

健康,并努力创造出能最大限度提高员工△作效率的声环境。

影响室内噪声的因素包括室内噪声源和室外环境影响。室内

噪声主要来自室内设备、电器等,而室外环境对室内噪声的影响

时问更长,影响程度更大,主要是交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商

业噪声、工业噪声、邻居噪声等。

为控制室内噪声 ,可采用隔声、增加室内吸声材料、控制空

调末端噪声等措施。另外玻璃幕墙、外窗等隔声相对薄弱 ,在外

环境噪声较大的情况下应注意控制。

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中对办

公类建筑室内允许噪声级的有关规定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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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名称

噪声要求 (A声级 .dI;)

高要求标准 低限标准

单人办公室 ≤ 35 ≤40

多人办公室 ≤40 ≤如

电视电话会议室 ≤ 35 ≤碴0

普通会议室 ≤ 刂0 ≤ 坜

表 9 办公建筑的室内允许噪声级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检查建筑设计平面图纸,基于环

评报告室外噪声要求对室内的背景噪声影响 (也包括室内噪声源

影响)的分析报告以及图纸上的落实情况,及可能的声环境专项

设计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典型时间、主要空间的现

场室内声环境检测报告。

8.2.2 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对办

公类建筑主要功能房间 (如办公室、会议室)的外墙、隔墙、楼

板、门窗的空气声隔声标准以及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提出了要

求 ,应按其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设计图纸 (主要是围护结构

的构造说明、图纸以及相关的检测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

为检查典型房间现场隔声检测报告 ,结合现场检查设计要求落实

情况进行达标评价。

8.2.3 本条对于办公建筑室内的单人或高级办公室、重要会

议室等的室内噪声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要求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办公类建筑室内允许

噪声级的高要求标准。但是 ,针对目前较普遍的大空间开放式

办公室 (也称开敞式办公室),由 于在该空间除了考虑不被过

高背景噪声干扰外 ,语言私密性也很重要 ,适当的背景噪声可

起掩蔽作用 ,所以开放式办公室噪声并非越低越好 ,因此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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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要求。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检查建筑设计平面图纸,基于环

评报告室外噪声要求对室内的背景噪声影响 (也包括室内噪声源

影响)的分析报告以及图纸上的落实情况 ,及可能的声环境专项

设计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典型时间、主要空间的现

场室内声环境检测报告。

8.2.4 从建筑平面设计和空间功能安排上考虑防噪声的合理布

局,是避免办公空间受噪声干扰的最经济有效的措施。这就要求

在建筑设计、建造和设备系统设计、安装的过程中全程考虑建筑

平面和空间功能的合理安排。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设计图纸。运行阶段的评价

方法为现场检查是否按照设计要求落实空间平面布置,是否存在

变更且影响室内声环境效果。

8.2.5 在设备系统设计、安装时就考虑其引起的噪声与振动控

制手段和措施 ,从建筑设计上将对噪声敏感的房间远离噪声源、

从噪声源开始实施控制,往往是最有效和经济的方法。具体的措

施包括但不限于 :采用低噪声型送风口与回风口,对风口位置、

风井、风速等进行优化以避免送风口与回风口产生的噪声,或使

用低噪声空调室内机、风机盘管、排气扇等;给有转动部件的室

内暖通空调和给排水设备,如风机、水泵、冷水机组、风机盘

管、空调机组等设置有效的隔振措施 ;采用消声器、消声弯头、

消声软管,或优化管道位置等措施,消除通过风道传播的噪声 ;

采用隔振吊架、隔振支撑、软接头、连接部位的隔振施工等措

施,防止通过风道和水管传播的固体噪声 ;对空调机房采取吸声

与隔声措施,安装设备隔声罩,优化设备位置以降低空调机房内

的噪声水平 ;采用遮蔽物、隔振支撑、调整位置等措施,防止冷

却塔发出的噪声 ;为空调室外机设置隔振橡胶、隔振垫,或采用

低噪声空调室外机 ;采用消声管道 ,或优化管道位置 (包括采用

同层排水设计),对 PVC下水管进行隔声包覆等,防止厕所、浴

室等的给排水噪声;合理控制上水管水压,使用隔振橡胶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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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固定,采用防水锤设施等,防止给排水系统出现水锤噪声

等等。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设计图纸、设备供应商提供

的噪声检测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检查设各机房及邻近房

间的室内噪声级的检测报告,进行现场评价 ,并现场检查设计落

实情况。

8.3热 环 境

8.3.1 室内热环境是指影响人体冷热感觉的环境囚素。 “
热舒

适
”

是指人体对热环境的主观热反应 ,是 人们对周围热环境感到

满意的一种主观感觉 ,它是多种囚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舒适的室

内环境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 ,进而提高学习、I作效率;而当人

处于过冷、过热环境 中,则 会引起疾病 ,影 响健康乃至危及

生命。

一般而言,室内温度、湿度和气流速度对人体热舒适感产生

的影响最为显著,也最容易被人体所感知和认识 ;而环境辐射对

人体的冷热感产生的影响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本标准引用室内

温度、室内湿度两个参数评判办公空间室内环境的人体热舒适

性。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中

的相关规定,上述参数在冬夏季应分别控制在相应区间内。此外

高大空间或特殊功能空问的风速或气流组织也应满足有关标准的

规定。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暖通空调设计说明,检查房

间温湿度、风速是否符合要求。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

典型房间内温度、湿度、风速的检测报告。

8.3.2 由于围护结构中窗过梁、圈梁、钢筋混凝土抗震柱、钢

筋混凝土剪力墙、梁、柱等部位的传热系数远大于主体部位的传

热系数 ,形成热流密集通道 ,即为热桥。本条规定的日的主要是

防止冬季采暖期间热桥内外表面温差小,内表面温度容易低于室

内空气露点温度 ,造成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产生结露;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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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避免夏季空调期间这些部位传热过大增加空调能耗。内表面结

露 ,会造成围护结构内表面材料受潮,在通风不畅的情况下易产

生霉菌,影响室内人员的身体健康。因此 ,应采取合理的保温、

隔热措施 ,减少围护结构热桥部位的传热损失,防止外墙和外窗

等外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过低。此处提到的结露问题 ,只强调在

冬季采暖对应的室内外标准设计温湿度条件下确保无结露 ,不考

虑春季等返潮问题。另外在室内使用辐射型空调末端时,需密切

注意水温的控制,避免表面结露。

除此之外,围护结构冷、热辐射也会对室内空气温度产生直

接的影响,可结合建筑的外立面造型采取合理的外遮阳措施 ,形

成整体有效的外遮阳系统 ,夏季可以有效地减少建筑因太阳辐射

和室外空气温度通过建筑围护结构的传导得热以及通过窗户的辐

射得热,控制房间内表面最高温度,对于改善夏季室内热舒适性

具有重要作用 ;冬季采取了控制房间内表面最低温度、改善室内

冷辐射不舒适性的措施。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暖通空调设计说明,此外审

查遮阳设施在图纸上的落实情况,检查是否存在大面积玻璃幕墙

等情况。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考察遮阳、大面积玻璃幕

墙等。

8.3.3 自然通风是在风压或热压推动下的空气流动。自然通风

是实现节能和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重要手段 ,提高室内热舒适的

重要途径。因此,在建筑设计和构造设计中鼓励采取诱导气流、

促进自然通风的主动措施 ,如导风墙、拔风井等等,以促进室内

自然通风的效率。

在计算外窗、幕墙可开启面积时,注意应按有效开启面积

计算。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设计图纸,检查外窗、幕墙

可开启面积及比例,核查通风模拟报告。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核查开窗面积是否落实设计要求 ,并按照实际的开窗面积进行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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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建筑应能为室内的个人或多人用户提供可调控的高水平

热舒适系统,通过各种被动和主动措施加强室内热环境的可控

性 ,以促进建筑用户的生产力、舒适和健康。

热环境可控性指的是室内人员可以通过方便、灵活的空调器

开关、温度、风速调节开关,对个人工作区域的热环境状况进行

调节,也包括能否利用窗帘、可开启外窗等方式进行调节。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暖通空调和电气设计图纸 ;

运行阶段应进行现场检查。

8.4 室内空气质量

8.4.1 选用有害物质限量达标、环保效果好的建筑材料 ,可 以

防止由于选材不当造成室内空气污染。

本条在设计阶段可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由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的建材产品检验报告 ,需要核查的建材产品包括:(1)室内装

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溶剂型木器涂料、内墙涂料、胶粘剂、木

家具、壁纸、聚氯乙烯卷材地板、地毯、地毯衬垫等;(2)混凝

土外加剂;(3)室内使用的石材、瓷砖、卫浴洁具 ;(4)掺加了

工业废渣的建筑主体材料,如粉煤灰砌块等。

由于过度装修以及劣质材料有可能造成室内污染,装修阶段

应选用有害物质含量达标的装饰装修材料,防止由于选材不当造

成室内空气污染。选用的建筑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必须符合下

列国家标准 :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 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18580

《室 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溶 剂 型 木 器 涂 料 中 有 害 物 质 限 量 》

GB1858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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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18586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中有害物

质释放限量》GB18587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18588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

8.4.2 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和不舒适问题近年来得到广泛

关注。轻微的反应包括眼睛、鼻子及呼吸道刺激和头疼、头昏眼

花及身体疲乏 ;严重的有可能导致呼吸器官疾病 ,甚至心脏疾病

及癌症等。

为此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

制规范》GB50325和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有 关规

定 ,严格控制室内的污染物浓度,从而保证人们的舒适和健康。

建筑中游离甲醛、苯、氨、氡和 TVOC等空气污染物浓度应符

合现行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 规范》

GB50325中 的有关规定 ,运行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有关规定。

本条在设计阶段可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查相关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并进行现场调查、评价。

8.4.3 办公建筑所需要的最小新风量应根据室内空气的卫生要

求、人员的活动和工作性质,以及在室内停留时间等因素确定。

卫生要求的最小新风量 ,办公建筑主要是对 CO2的浓度要求
(可吸人颗粒物的要求可通过过滤等措施达到 )。

表 10所示的办公建筑主要房间人员所需的最小新风量是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 《公共场所卫生标准》GB9663~GB9673、 《饭馆
(餐厅)卫生标准》GB1615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的相关规定得到的,其中对于有分级要求的,室 内新风量

实测值达到最低一级数值即可满足本标准的该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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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办公建筑主要房间人员所需最小新风呈 [m3/(h· 人)]

空间类型 新风量 依据

办公楼 GB/T18883-2002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暖通空调设计说明,检查房

间新风量设计是否符合要求。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建筑典

型房间内新风量检测报告或主要新风机组性能的检测报告。

8.4.4 为确保引人室内的为室外新鲜空气 ,新风采气口的上风

向不能有污染源;提倡新风直接人室,缩短新风风管的长度 ,减

少途径污染。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环评报告和空调系统施工图纸。

8.4.5 由于吸烟危害健康并会对室内空气带来污染,因此应在

建筑中采取禁烟措施 ,或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室内用户以及送回风

系统直接暴露在吸烟环境中,具体措施包括设计负压吸烟室,或

者整座大楼禁止吸烟等 (即 只能到室外吸烟)。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是否设有专门吸烟室或其他禁烟

措施。

8.4.6 为保护人体健康,预防和控制室内空气污染,可在人群

密集或重要环境进行环境质量预评估。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估是根

据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的内容,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依据国家法

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分析、预测该工程项目建成后存在的危害

室内环境质量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和可行的

技术对策措施 ,作为该工程项目改善设计方案和项目建筑材料遴

选的主要依据,供进行绿色健康监理时参考。室内空气质量预评

估是保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成后具有良好的室内环境质量的一

个重要步骤 ,一般是在室内装修施工之前 ,针对建筑装饰装修设

计方案和选择的建材部品,综合考虑污染源位置和散发特性、通

风和气流组织情况、净化设施的净化性能等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

响,通过合理的累加计算或模拟分析计算 ,对建成后的室内空气

质量进行估算,并与现行国家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Ι52



18883等 的相关要求进行比较,给出室内空气质量的综合评价结

论即预评估结论和改进建议等。在装饰装修设计中,采用合理的

预评估方法 ,从源头实现室内污染控制,或采取其他保障措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是否有室内空气质量的预评估报告 ,

评价其合理性。

8.4.7、 8.4.8 为保护人体健康 ,预防和控制室内空气污染,可

在人群密集或重要的功能房间设计和安装室内污染物监控系统 ,

利用传感器对室内主要位置的温湿度、二氧化碳、空气污染物浓

度等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也可同时检测进、排风设备的工作状

态,并与室内空气污染监控系统关联 ,实现自动通风调节 ,保证

室内始终处于健康的空气环境。室内污染监控系统应能够将所采

集的有关信息传输至计算机或监控平台,实现对公共场所空气质

量的采集、数据存储、实时报警,历史数据的分析、统计 ,处理

和调节控制等功能,保障场所良好的空气质量。

上述两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暖通空调及电气设计说

明,并查阅设计图纸。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查主要房问新风

检测报告,以及地下车库的一氧化碳检测报告,并检查新风、自

控是否落实设计意图。

8.5其 他 要 求

第 8.5.1~8.5.3条主要评价建筑的功能性,包括建筑设计

和设施是否能为建筑用户 (包括特殊群体)提供便捷舒适的使用

空间,以提高工作效率及保证用户的健康等。

8.5.1 为了不断提高建筑的质量和功能性 ,保证残疾人、老年

人和儿童进出的方便 ,体现建筑整体环境的人性化 ,鼓励在建筑

人口、电梯、卫生间等主要活动空间设置无障碍设施。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设计图纸。运行阶段应进行

现场核查。

8.5.2 办公工作较为紧张,信息化的发展使得注目于电犭亩屏幕

的工作几率增加 ,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有必要在办公环境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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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相对闲适的氛围,建立室内与室外的联系,缓解使用者紧张情

绪,进而提高工作效率。鼓励主要功能房间的设计合理考虑室外

景观的可欣赏性,设有能让使用者观看室外景观的大小适中的窗

户。但考虑到对节能的影响,建议合理设置观景窗大小,不鼓励

设置大面积的飘窗、落地窗等。

具体计算方法:在平面视图里从视野窗户画出的视线所包含

的面积,视线可以穿越透明的隔墙或内窗;对于独立单人办公

室,如果 75%达标可认为所有面积达标 ;地下如果有可以看到

室外视野的,计算面积百分比的时候其面积仅仅计人分子同时可

以乘以 1.5的权重系数,分母不加。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设计图纸和相关的分析、计

算报告。运行阶段应进行现场核查。

8.5.3 为缓解使用者紧张的工作情绪,同时为人员交流提供更

加休闲、舒适的空间,鼓励在公共场所设置专门的休憩空间和绿

化空间,提高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和亲切感。

本条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阅设计图纸。运行阶段应进行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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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运 营 管 理

9.1管 理 制 度

9.1.1 建筑的物业管理 ,涉及建设、安全、供水、排水、供热、

燃气、电力、电信等诸多行业及专业的综合管理。绿色办公建筑

的物业管理除应有传统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外,还应具有节能、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管理维护、功能应用等绿

色物业管理的主要内容。合理的物业管理组织架构及完整的管理

体系,是建筑物业管理的重要基础 ,是保障绿色建筑运行效能 ,

实现节能、节水、节材与保护环境的重要环节。

本条的评价主要应了解物业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是否清晰合

理 ,岗位职责是否明确,管理人员配备和操作技术证书是否齐

全,应具有节能、节水、节材、保护环境、智能化系统管理维护

及功能应用等绿色建筑物业管理主要内容。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看相关体

系文件、管理文档、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和操作技术证书,并进行

现场核实。

9.1.2 物业管理公司应提交节能、节水、节材与绿化管理制度 ,

并说明实施效果。节能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节能管理模式、收费模

式等;节水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梯级用水原则和节水方案;耗材管

理制度主要包括建筑、设备、系统的维护制度和耗材管理制度

等;绿化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绿化用水的使用及计量 ,各种杀虫

剂、除草剂、化肥、农药等化学药品的规范使用等;垃圾管理制

度主要包括垃圾的分类收集、垃圾处理等管理制度。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看相关体

系文件、管理文档及日常管理记录等,并进行现场核实。

9.1.3 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质量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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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方法和手段 ,可以提高内部管理水平。目前多数物业公

司基本通过该体系认证。

Is01⑾ 01环境管理标准,主要针对企业在生产和服务的过

程中通过环境因素的分析,针对重要环境因素制定环境目标和环

境管理方案,定期对环境运行情况监控,将最终的环境影响降到

最低。物业管理符合 Is014001环境管理标准保证了建筑的绿色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查看相关

证书。

9.1.4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绩效考核等方式,使物业的管理业

绩与建筑用能效率、耗水量等情况挂钩,是实现管理节能的重要

手段。在保证建筑的使用性能要求的前提下,激励物业的经济效

益与建筑用能系统的耗能状况、用水量、耗材等情况直接挂钩。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部

门提交的资源能源管理制度、与业主之间的具有资源节约激励机

制内容的合同、日常管理记录等。

9.I.5 绿色办公建筑所要求的节能、节水、节材与环境保护 ,

其最后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及行为

模式c物业管理部门应与业主共同制定相关行为规范,通过各种

培训与宣传活动,并加强跟踪与检查,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最

终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部

门提交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相关行为规范、宣传与培训记录、

日常管理与检查记录等,并现场核实。

9.1.6 绿色办公建筑的运行管理应以人为本。绿色建筑最终是

为人服务的,为使用者提供高效、舒适、节能环保的办公环境。

在评价绿色办公建筑的各项指标中应有对建筑中各使用人群的满

意度调查,关注使用者的直接感受。发现不足并通过持续改进 ,

完善绿色办公建筑的各项管理。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相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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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调查记录、物业部门提供的改进措施与记录,并现场核实。

9.2 资源管理与运行维护

9.2.1 建筑物中的分类能耗包括 :电量、水耗量、燃气量、集

中供热耗热量、集中供冷耗冷量和其他能源应用量 (如集中热水

供应量及煤、油、可再生能源等 )。 用电分项计量分为动力用电、

空调用电、照明及插座用电、特殊用电四大项。

实行分类、分项计量对于了解绿色办公建筑的能耗构成,找

出耗能重点环节,实行精细化的用能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在办公

建筑中按用户实行计量收费,使用户的耗能与经济利益直接挂

钩,对于规范人的节能行为模式、促进节能管理具有直接的作

用。物业管理应有对能耗、水耗等数据逐月的完整记录与对比分

析,持续改进运行模式与节能管理。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分

类、分项计量装置的设置情况,审核物业管理措施及管理记录、

能耗与水耗的数据统计分析报告等,并抽查物业管理合同。

9.2.2 信息化管理是实现绿色建筑物业管理定量化、精细化的

重要手段,对保障建筑的安全、舒适、高效及节能环保的运行效

果 ,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部分办公建筑运营管理现状的调研分析,发现不同程

度均存在工程图纸资料、设备、设施、配件等档案资料不全的情

况 ,对运营管理、维修、改造等带来不便。部分设备、设施、配

件需要更换时,往往由于找不到原有型号规格、生产厂家等资

料 ,只能采用替代产品,就会带来由于不适配而需要另外改造的

问题。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完善的建筑I程及设备、配件档案及

维修记录是完全必要的。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物

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情况 ,建筑工程图纸资料、设备、设施、配

件等档案资料的管理情况,设各、设施的维修记录管理情况等。

9.2.3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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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系统主要包括信息设施、信息化应用、建筑设备管

理、公共安全及智能化集成等子系统。绿色办公建筑的智能化系

统定位应合理 ,采用的技术先进、实用、可靠 ,宜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的附录 A中对办公建筑

智能化系统配置的基本要求 ,信息设施系统、安全防范系统、设

备管理系统等功能完善。此外 ,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应同时满

足建筑使用功能的需求 ,为建筑运行发挥实际作用。

本条在设计阶段需参评 ,评价方法为审查智能化系统方案、

系统功能的详细说明及设计图纸 ,关注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和配置

情况。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核查建筑智能化系统第三方检测报

告、竣工验收资料、物业管理部门提供的智能化系统运行数据的

记录及分析 ,并现场核实和抽样检查。

9.2.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是保障通风、空调、照明等重点耗能

机电设备节能运行的重要措施。在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

标准》GB/T∞ 31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sO189、 《建

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以及行业标准 《公共

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177、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J⑴ 176、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GJ173中都明确提出了公共建

筑应实现的基本功能和节能控制功能,其功能应满足设计和规范

的要求。目前多数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实现了基本的监测及启停控

制功能,但节能控制上尚存在很大差距 ,在实际应用中应大力提

倡和推广应用节能控制功能,使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投资产生最

大节能和经济效益。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核查建筑智

能化系统第三方检测报告、竣工验收资料、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运

行记录及分析 ,并现场核实和抽样检查设计功能的实现情况。
9.2.5 对于绿色办公建筑中空调、风机、水泵、电梯、照明、

变配电及智能化系统等设备 ,物业部门应根据本建筑中各系统的

具体形式建立具体合理的运行、检测、维护保养措施,对突发事

件有应急响应处理措施。历史运行数据及处理记录应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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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管

理部门提供的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制度与措施 ,现场核查措施

的落实情况 ,关注运行数据及处理记录的保存情况。

9.2.6 物业管理承担建筑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

有线电视等相关管线维护工作,管线敷设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

涉及的增加或变更内容应做好记录。物业管理应有对室内外管线

的定期巡查。

建筑中设备、管道的使用寿命普遍短于建筑结构的寿命 ,因

此各种设备、管道的布置应方便将来的维修、改造和更换。可通

过将管井设置在公共部位等措施 ,减少对用户的干扰。属公共使

用功能的设备、管道应设置在公共部位 ,以 便于 日常维修与

更换。

本条在设计阶段需参评,评价方法为审查给排水、暖通、电

气等专业设计图纸及说明,关注设备、管线等设置的可维护性和

合理性。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设备、管线等的设置情

况 ,关注机房、设备、管线等是否标识清楚 ,便于查找和维护。

9.2.7 空调系统开启前 ,应对系统的过滤器、表冷器、加热器、

加湿器、冷凝水盘进行全面检查、清洗或更换,保证空调送风风

质符合国家标准 《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卫生标准》GB17093的

要求。空调系统清洗的具体方法和要求参见国家标准 《空调通风

系统清洗规范》GB19210。

各种灯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积尘 ,降低照度,应定期

进行清洁。当光源使用时间过长,也会有较大光衰,即使能点

亮 ,但使用起来很不经济。应对室内照度定期检测,当照度值达

不到要求时,应及时更换光源。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管

理部门提供的对空调通风系统的管理措施和维护记录,对照明灯

具的维护措施及照度检测记录等,并进行现场核实。

9.2.8 自行车免费或租赁服务,对改善城市道路环境条件、缓

解交通压力、促进节能减排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鼓励单位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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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在节假日或夜间向社会开放,可有效利用公共资源,解决

停车位紧缺问题。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现场核查自

行车服务设施的设置及管理情况;审核物业部门对内部停车场对

外开放的管理制度与措施 ,现场核实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效果。

9.3环 境 管 理

9.3.1 建筑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噪声、废水和废气 ,为此需要通

过选用先进的设备和材料或其他方式 ,通过合理技术措施和管理

手段 ,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杜绝建筑运营过程中废水和废气

的不达标排放;建筑内如有危险废弃物 ,必须全部严格按相关规

定进行处置。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查项日的

环评报告和排放处理记录,并进行现场核实。

9.3.2 绿色建筑应配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并由专人负责垃圾

分类收集管理,应采用分类收集垃圾的容器。

垃圾容器设置应人性化,一般设在隐蔽位置 ,能满足使用要

求且不影响建筑内外环境 ,垃圾容器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种 ,

其规格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并应每天专人清洗干净。重

视垃圾站 (间 )的景观美化及环境卫生问题,用以提升生活环境

的品质。垃圾站 (间 )设 冲洗和排水设施 ,存放垃圾能及时清

运,不污染环境 ,不散发臭味。

本条在设计阶段需参评 ,评价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图纸及详

细说明。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部门提供的垃圾管理制

度及日常管理记录等,并进行现场核实。

9.3.3 垃圾分类收集应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

清运和回收使之分类处理,重新变成资源,同时便于处理有毒有

害物质,减少垃圾的处理量 ,减少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成本。在

许多发达国家,垃圾资源回收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

置,甚至利用法律约束人们必须分类放置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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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及行业标

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JJ/T102中 将生活垃圾

分为六大类 :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可堆肥垃圾、可燃垃圾、有

害垃圾、其他垃圾。其中可回收物主要包括纸类、塑料、金属、

玻璃、织物等;大件垃圾主要包括废家电和家具等 ;可堆肥垃圾

主要包括易腐食物类餐厨垃圾、可堆沤植物类垃圾等;有害垃圾

主要包括废电池、废灯管、废油漆、废 日用化学品、过期药品

等;可燃垃圾主要包括可以燃烧的植物类垃圾、不适宜回收的废

橡胶、废木料等 ;其他垃圾是指以上分类以外的所有垃圾。

绿色办公建筑的垃圾分类收集 ,应根据当地城市环境卫生专

业规划要求 ,结合建筑本身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的种类、特性

等选择适宜的分类方法。

本条要求垃圾分类收集率达 90%以上。

本条在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查物业管

理部门提交的垃圾管理制度、垃圾处理记录等,并 进行现场

核实。

9。 3。 刂 餐厨垃圾 ,这里是指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饮食服务、

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余和废弃食用油脂。为避免餐厨

垃圾的管理无序、任意处置问题,对设有餐厅或厨房的办公建

筑,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设置符合标准的容器,用于存放餐厨

垃圾,并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设置油水分离器或

者隔油池等污染防治设施。禁止将餐厨垃圾直接排人下水道或擅

自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餐厨垃圾应由符合要求的专

门机构或企业进行处理,并在收集、清运过程中无二次污染。

对于未设置厨房或餐厅的办公建筑 ,本条可不参评。

本条在设计阶段需参评 ,评价方法为审查相关设计图纸及详

细说明。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部门提供的垃圾管理制

度及日常管理记录等,并进行现场核实。

9.3.5 对行道树、花灌木、绿篱等应定期修剪,草坪应及时修

剪。应做好树木病虫害预测、防治工作 ,做到树木无暴发性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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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保持草坪、地被的完整,保证树木有较高的成活率,老树成

活率达 98%,新栽树木成活率达 85%以上。发现危树、枯死树

木及时处理。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本条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部门

提交的绿化管理制度和绿化养护记录等,并进行现场核实。

9.3.6 本条要求采用无公害的病虫害防治技术 ,规范杀虫剂、

除草剂、化肥、农药等化学药品的使用。

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 ,直接导致树木生长质量下降,破坏生

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应加强预测预报,严格控制病虫害的传播

和蔓延。要增强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科学性,坚持生物防治和化学

防治相结合的方法 ,科学使用化学农药。大力推行生物制剂、仿

生制剂等无公害防治技术,提高生物防治和无公害防治比例,保

证人畜安全,保护有益生物,防止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可持续

发展。

本条设计阶段不参评。运行阶段的评价方法为审核物业部门

提交的相关管理制度及化学药品的进货清单与使用记录,并进行

现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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