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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

★ 2015年，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
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1、绿色发展

新时期的建筑方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6年2月6日）的“指导思想”里写道： 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贯
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塑
造城市特色风貌，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着力创新城市管理服务，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ü主要任务：全面推动绿色建筑发展量质齐升。
ü城镇新建建筑绿色建筑面积比重超过50%。
ü获得标识项目中，运行标识项目比例超过30%。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ü基本原则：生态文明，绿色低碳。
ü加快绿色城市建设：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
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

1、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在建筑领域的落实途径: 绿色建筑



 

 

ü 高度重视绿色建筑发展。发展绿色建筑，已连续列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等国家纲要方案；

ü 我国绿色建筑已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城市到全国范围
，从单体到城区、到城市的规模化发展；

ü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全面强制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江苏、浙江、河北、宁夏、辽宁等省市先后发布绿色
建筑发展条例；贵州、广西、河南等省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节约能
源条例中，对绿色建筑发展的内容做了相关规定；福建省等省市将
制定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列入政府立法计划。

2、绿建发展背景

工作成效



 

 

ü 研究建立了我国绿色建筑技术标准体系，并朝向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评价全过程、不同区域和类型全覆盖的方向精细化发展。

ü GB/T 50378明确了绿色建筑的定义、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对评估
建筑绿色程度、保障绿色建筑质量、规范和引导我国绿色建筑健康
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ü 绿色金融支持。

2、绿建发展背景

工作成效

设计阶段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 229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

施工阶段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 50640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

运营阶段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JGJ/T 391

改造阶段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既有社区绿色化改造技术规程 》JGJ/T 425



 

 

2、绿建发展背景

工作成效

近年来，绿色建筑实践工作稳步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效益明显，全社会对绿色建筑的理念、

认识和需求逐步提高，绿色建筑评价蓬勃开展。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共评出绿色建筑

标识项目超过1.3万个，建筑面积超过12亿㎡,全国累计新建绿色建筑面积32.78亿㎡。

2018年度新增绿色建筑面积10.6亿㎡ ，占当年新建城镇建筑面积的56%（“十三五”发

展目标为50%）



 

 

 设计标识多，运行标识少
截至2018年底，全国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累计超过1.3万个，建筑面
积超过12亿m2，而运行标识项目仅占7%左右。

 “以人为本” 体现得不够
2006和2014版标准的“四节一环保”更多考虑的是建筑本身的绿色性能，考
虑“以人为本”的技术要求涉及不够。

 可感知性不足
“四节一环保”性能不能让使用者感知，使用者难以感受到绿色建筑在健康
、舒适、高质量等方面的优势。

 对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理念反映有待提高
随着建筑科技的快速发展，建筑工业化、海绵城市、建筑信息模型、健康建
筑等新领域方向和新技术发展并未及时反映在标准中。

存在问题

2、绿建发展背景



 

 

3、新时代新要求

Ø 大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Ø 新要求：

    --构建新时代绿色建筑评价技术体系

    --满足新时代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修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3、新时代新要求

推动新时代高质量绿色建筑发展。整合健康建筑、可持续建筑、百年建筑、装

配式建筑等新理念新成果，扩展绿色建筑内涵，对标新时代高质量绿色建筑品

质，修订《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绿色建筑产品的需要。

全面提升建筑全过程绿色化水平



 

 

• 响应当前建筑科技新理念新技术发展

• 构建新时代的绿色建筑评价技术体系

• 契合新时代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需求

3、新时代新要求

绿色建筑发展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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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

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落实“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国家战略为方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落脚点，针对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实施中的新需求和遇到的新问题，对其予以修订，

进一步促进绿色建筑指标的落实，提升绿色建筑性能，推进绿色

建筑高质量发展。

1、指导思想



 

 

• 以构建新时代绿色建筑供给体系、提升绿色建筑质量层次为目标

，充分结合工程建设标准体制改革要求，梳理提出新时期绿色建

筑的基本技术要求，形成高质量发展绿色建筑新阶段的控制性与

一般性技术要求相结合的标准技术指标体系，并与强制性工程建

设规范研编工作有效衔接。

2、修订原则



 

 

结合未来我国绿色建筑发展方向，基于充分的研究与论证，汲取健康建筑、智

能建筑、低碳建筑等理念，适应建筑工业化、建筑信息模型、海绵城市、垃圾

资源化利用等新领域、新技术发展需求，更新和增补有关技术内容，进一步扩

展绿色建筑内涵。

3、具体目标

结合我国绿色建筑发展与绿色建筑性能现状，同时兼顾国际绿色建筑发展动向

，全面梳理绿色建筑性能发展目标，修订《标准》相关技术评价指标，构建并

完善新指标体系，提升绿色建筑的性能和品质。

（1）丰富绿色建筑内容、扩展绿色建筑内涵

（2）完善指标体系，提升绿色建筑性能



 

 

《标准》作为划分绿色建筑性能档次的评价工具，既要体现其性能评定、技术

引领的行业地位，又要兼顾其推广普及绿色建筑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标准》

修订时，考虑完善绿色建筑的分级模式，并对相应技术内容进行研究和规定，

扩大绿色建筑评价覆盖面。

3、具体目标

根据获得星级的绿色建筑工程情况、绿色建筑后评估等相关研究课题成果，梳

理总结目前《标准》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论证和修改。

（3）扩大绿色建筑评价覆盖面

（4）其他技术内容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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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2018年7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达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修订工作的函》（建

标标函[2018]164号），同意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修订工作，并于2018年12月前

完成修订任务。

任务下达



 

 

ü 2018年8月14日，召开启动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住建部周晓杰副处

长等领导出席。

ü 2018年8月22日、8月30日、9月5日、10月25日、11月7日，分别召

开了第2~6次编制组全体工作会议，并召开了多次内部专题讨论会。

工作过程



 

 

ü《标准》于2018年9月20日~10月

20日公开对社会征求意见。

ü到截止日，共收到了来自81家单

位专家反馈的1300余条意见。

征求意见



 

 

ü2018年11月12日，召开《标准》修订重点问题讨论征求意见会议。如何
充分发挥规划师、建筑师在推动绿建发展中的作用，是重要议题之一。

征求意见

部分特邀领导和专家：
•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田国民、倪江波
• 中国工程院崔愷院士
•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英副总裁
•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迪总建筑师
•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一建筑专业设计研究院景泉院长



 

 

ü2018年11月22日，住建部节能与科技司组织召开绿色建筑及能效提
升工作座谈会，听取了来自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及有关单位对标准修订及技术内容的意
见和建议。

征求意见



 

 

2018年12月1日召开审查会。《标准》通过审查，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8年12月28日，《标准》报批。

标准审查



 

 

标准发布

住建部于2019年3月

13日发布公告，批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为国家标准，标准号是 

GB/T50378 – 2019， 

于2019年8月1日开始

实施。



 

 

  一、修订背景

  二、总体目标

  三、工作过程

  四、修订要点

  五、典型条文

目录

  六、主要特点

  七、未来计划



 

 

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以百姓为视角，以性能为导向，

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的绿色建筑指标。

1、更新评价指标体系，响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修订前： 四节一环保

• 节地

• 节能

• 节水

• 节材

• 环境保护

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修订后： 五大性能



 

 

1、更新评价指标体系，响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1、更新评价指标体系，响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生态质量：
包括对建筑上使用的建筑材料在生产、建造过程中对环境
产生负面影响的评估和有害物质的控制，对一次性能源消
耗量的严格控制，水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等；
经济质量：
包括全寿命周期内的建造、运营、维护、改造费用，以及
建筑平面使用率、使用灵活性、功能可变性以及价值稳定
性等指标因素；
社会及功能质量：
包括热工舒适度、空气质量、声学质量、采光照明控制，
个性化需求、社会环境以及环境设计的协调；
技术质量：
包括防火技术、室内气候环境，控制的灵活性、耐久性和
耐候性等；
过程质量：
包括设计、施工、经营的管理，能耗管理和材料品质监督
；
场地质量：包括基础设施管理、微观和宏观质量控制、风
险预测和扩建发展可能等。

DGNB



 

 

1、更新评价指标体系，响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BREEAM



 

 

1、更新评价指标体系，响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类别 指标 内容概况

Q建筑环境品质

Q1室内环境

声环境 噪声、隔声、吸声

热舒适 房间温度控制、湿度控制、空调系统类别

采光和照明 自然光、防眩光措施、照明等级、光可调

空气质量 来源控制、换气、运行计划

Q2服务质量

服务能力 功能性和使用性、便利性、维护

耐久性和可靠
性 抗震、构件服务年限、可靠性

灵活性和适应
性 空间裕度、楼面荷载裕度、系统可再生性

Q3场地室外环境

生物区保护和创造
城市景观

当地特色和户外设
施 注重地方特色、改善场地热环境

LR建筑环境负荷
减量

LR1能源

建筑外表面热负荷控制
天然能源使用
建筑服务系统能效
高效运行 监控、运行和管理系统

LR2资源和材料

水资源 节水、雨水和中水

减少使用不可再利
用资源

减少材料使用、现有结构利用、结构材料使用可循环材料、非结构
材料使用可循环材料、可再生林木材、加强构件和材料再利用

避免使用有污染材
料

不含有害物质材料使用、消除含氯氟烃和溴代烃

LR3场外环境

考虑全球变暖

考虑当地环境 空气污染、热岛效应、当地基础设施负荷

考虑周边环境 噪声、振动和气味、风沙损害、采光障碍、光污染

C
A

SB
EE



 

 

1、更新评价指标体系，响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序号 BREEAM LEED DGNB CASBEE

1 管理 整合项目计划
与设计 环境质量 建筑环境品质

2 健康和舒适 整合过程 经济质量 建筑环境负荷减
量

3 能源 选址与交通 社会文化及功
能质量  

4 运输 可持续场地 技术质量  
5 水 用水效率 建筑过程质量  
6 材料 能源与环境 区位质量  
7 废物 材料与资源   
8 土地使用与生态 室内环境质量   
9 污染 创新设计   

10 创新 地域优先   



 

 

★ 绿色建筑新定义：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

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 绿色建筑原定义：

在全寿命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

、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

筑。

其他术语还有：绿色性能、全装修、绿色建材、热岛强度等。

2、重新定义绿色建筑术语



 

 

3、重新设定评价阶段，引导绿色技术的实施落地

• 2006版

ü 运行评价：竣工验收并使用一年后。

• 2014版

ü 设计评价：施工图审查通过后；

ü 运行评价：竣工验收并使用一年后。

• 本次修订计划

ü 绿色建筑的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进行；

ü 取消设计评价，代之以设计阶段的预评价。



 

 

绿色建筑等级分别为：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Ä 和国际上主要绿色建筑评价技术标准接轨
Ä LEED /DGNB：认证级、银级、金级、白金级；
Ä HK-BEAM：铜级、银级、金级、白金级
Ä GREEN Mark：认证级、金级、超金级、白金级

Ä 兼顾我国绿色建筑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Ä 基本级：全部控制项（全文强制条文+2014版高达标率要求+新增条文

）

4、新增绿色建筑等级，与全文强制工程规范相协调并推进
绿色建筑的普及推广



 

 

总得分：Q=（Q0+Q1+Q2+Q3+Q4+Q5+QA）/10

式中，Q0──控制项基础分值，当满足所有控制项的要求时取400分
；  

   Q1~Q5──分别为评价指标体系5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

         QA──提高与创新加分项得分。

5、改变分值确定方法，简便易操作

控制项
基础分值

评价指标评分项满分值 提高与创
新加分项
满分值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预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100 200 100 100

注：预评价时，本标准第6.2.10、6.2.11、6.2.12、6.2.13、9.2.8条不得分。

2006版采用条目法，2014版采用权重打分法。



 

 

一、二、三星级绿色建筑均应进行全装修，全装修工程质量、选用

材料及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全装修：在交付前，住宅建筑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

门窗、固定家具、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

公共建筑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本

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6、全装修



 

 

7、分层设置性能要求，提高绿色建筑的性能水平

星级确定：最低得分（每类指标满分值的30%）+全装修+总得分（60、
70、85）+特殊要求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提高比例，

或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比例

围护结构提高5%；

负荷降低5%

围护结构提高10%；

负荷降低10%

围护结构提高20%；

负荷降低15%

严寒和寒冷地区住宅建筑外窗

传热系数降低比例
5% 10% 20%

节水器具用水效率等级 3级 2级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 /

室外与卧室之间、分户墙（楼板）

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以

及卧室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

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

平均值

室外与卧室之间、分户墙（楼

板）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

声性能以及卧室楼板的撞击声

隔声性能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降低

比例
10% 20%

外窗气密性能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且外窗洞口与外窗本体的结合部位应严密



 

 

•    取消不参评的得分项。

•    拓展条文对不同地域和不同建筑类型的适用性。

•    不采用得分率的计分方式，直接累计计分即可。

•    抓主要矛盾，精简总条目数。

8、优化计分评价方式，增强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



 

 

8、优化计分评价方式，增强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
4 安全耐久——  8条
5 健康舒适——  9条
6 生活便利——  6条
7 资源节约——10条
8 环境宜居——  7条

条文
类型

控制
项

评分
项

加分
项

4 安全耐久——  9条
5 健康舒适——11条
6 生活便利——13条
7 资源节约——18条
8 环境宜居——  9条

9 提高与创新——10条

共
40
条

共
60
条

共
10
条



 

 

9、扩展绿色建筑内涵，提升了绿色建筑的质量

• 绿色建筑的内涵拓展（安全、耐久、服务、健康、宜居、老龄

化 …… ）

• 汲取建筑科技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新理念（建筑工业化

、海绵城市、健康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建筑信息模型 ……

）



 

 

10、性能提升

• 更新和提升建筑在安全耐久、节约能源、节约资源等方面的性能要求；

• 提高和新增对室内空气质量、水质、健身设施、垃圾、全装修、全龄友

好、服务等以人为本的有关要求。

内容 国外标准 国外标准要求 修订要求 对比

能效指标 LEED、DGNB、
CASBEE

未对用能设备及系统能效进行要
求

对冷热源设备能效等进行要
求且均比现行标准要求提升 整体提升

用水品质 BREEAM 做水质调查，以确保供应建筑的
饮用水水质满足需要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水质公
示

措施更为具体，提高
饮用水品质

热湿环境 LEED 热环境设计需满足
ASHRAE55标准要求

温湿度参数设计和供暖空调
末端选择应考虑人体的热适
应性特征和自我调节功能

增加人体热适应性要
求，营造舒适热湿环
境

建材选用 LEED
WELL

获得“生态建筑挑战”标签，通
过 Cradle to Cradle ™ Material 
Health Certified 认证

提出绿色建材要求 符合国情，按我国相
关标准执行



 

 

  一、修订背景

  二、总体目标

  三、工作过程

  四、修订要点

  五、典型条文

目录

  六、主要特点

  七、未来计划



 

 

章节 内容概要

总则

1.0.1 标准制订目的

1.0.2 适用范围

1.0.3 绿色建筑评价原则

1.0.4 绿色建筑设计原则

1.0.5 其他标准要求

术语

2.0.1 绿色建筑

2.0.2 绿色性能

2.0.3 全装修

2.0.4 热岛强度

2.0.5 绿色建材

章节 内容概要

基本
规定

3.1.1 评价对象
3.1.2 评价阶段
3.1.3 对申请评价方的要求
3.1.4 对评价机构的要求
3.1.5绿色金融支持
3.2.1 评价指标体系
3.2.2 控制项和评分项的评定方法
3.2.3 综合体建筑评价方法
3.2.4 绿色建筑评价的分值
3.2.5 总得分计算方法
3.2.6 等级划分
3.2.7 基本级评定
3.2.8 绿色建筑星级的特殊要求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条文内容：1.0.1 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制定本标准。

条文释义：2014版“1.0.1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规范绿色建筑的评价，推进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本条修订更
突出新时代对绿色建筑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条文内容：2.0.3　全装修  decorated
 在交付前，住宅建筑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门窗
、固定家具、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公
共建筑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本
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条文释义：

考虑到民用建筑装修现状，区分了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不同要求。
• 对于住宅建筑，强调在交付前所有固定面铺装、粉刷完成，门窗、固定家具（橱

柜等）、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即满足人们入
住后的生活需求；

• 对于公共建筑，考虑到出租型办公建筑等建筑类型的实际情况，仅要求大堂、走
道、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本设
备全部安装到位。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条文内容：3.1.5  申请绿色金融服务的建筑项目，应对节能措施、节水措
施、建筑能耗和碳排放等进行计算和说明，并应形成专项报告。
条文释义：

 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绿色金融

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

、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

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服务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

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条文内容：

3.2.1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应由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
节约、环境宜居5类指标组成，且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评价
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加分项。
3.2.2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应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
应为分值。
3.2.3　对于多功能的综合性单体建筑，应按本标准全部评价条文逐条对适
用的区域进行评价，确定各评价条文的得分。
条文释义：只要建筑中有相关区域，就需参评并确定得分。对于条文下设两款分
别针对住宅和公共建筑，所评价建筑如果同时具有住宅和公共建筑，则需按这两
种功能分别评价后再取平均值。
总体原则为：（1）只要有涉及即全部参评。（2）系统性、整体性指标应总体评
价。（3）所有部分均满足要求才给分 。（4）递进分档得分的条文及第（3）点
情况时，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得分。（5）特殊情况可特殊处理。



 

 

1、安全耐久

• 建筑安全是防止建筑为使用者带来外来伤害的重要前提，建筑

耐久是延长建筑使用寿命、降低运营成本、减少资源消耗的重

要途径。

• 本章对绿色建筑达到安全耐久性提出了要求，本章共17条，

其中控制项8条，评分项9条；新增条文12条，其余条文在本

标准2014版第4章（节地与室内环境）、第6章（节水与水资

源利用）、第7章（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相应条文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新增条文比例70.6%。总分值100分。



 

 

1、安全耐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要 分值

安全耐久
（100分）

4.1  控制项 

4.1.1 场地安全 ─

4.1.2 结构承载，围护结构的安全、耐久和防护 ─

4.1.3 外部设施安全与耐久 ─

4.1.4 内部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安全 ─

4.1.5 外门窗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 ─

4.1.6 卫生间、浴室地面防水，墙面顶棚防潮 ─

4.1.7 通行空间满足疏散、救护要求，保持通畅 ─

4.1.8 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

4.2  评分项
Ⅰ安全

（53分）

4.2.1 抗震性能 10分

4.2.2 人员安全防护 15分

4.2.3 安全防护产品、配件 10分

4.2.4 室内外地面或路面的防滑 10分

4.2.5 人车分流，交通系统照明 8分

4.2  评分项
Ⅱ耐久

（47分）

4.2.6 建筑适变性 18分

4.2.7 建筑部品部件耐久性 10分

4.2.8 建筑结构材料的耐久性 10分

4.2.9 装饰装修材料的耐久性 9分



 

 

典型条文：4.1.2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建筑外
墙、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安全、耐久和防护的
要求。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建筑结构的安全、耐久性指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结构构件保持承载力和外观
的能力，并满足建筑使用功能要求，是满足建筑长期使用要求的首要条件。

• 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安全、耐久和防护
要求，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可靠，且能适合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及各种荷载
作用下的变形。

• 建筑结构相关规范：《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50476、《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木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055、《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民用建筑可
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等。

• 围护结构相关规范：《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 144、《屋面工
程技术规范》GB50345、《建筑幕墙》GB/T 21086、《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建筑玻璃点支承装置
》JG/T 138、《吊挂式玻璃幕墙用吊夹》JG/T 139、《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塑料门窗工程
技术规程》JGJ103、《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 214等。



 

 

典型条文：4.1.3 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池等外部
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条
件。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外部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构统一设计、施工，确保连接可靠，并符合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 建筑设计时应考虑后期检修和维护条件，如设计检修通道、马道和吊篮固定
端等。当与主体结构不同时施工时，应设预埋件，并在设计文件中明确预埋
件的检测验证参数及要求，确保其安全性与耐久性。

《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JGJ 237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

《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3等



 

 

典型条文：
4.1.4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连接牢固并能适应
主体结构变形。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非结构构件包括非承重墙体、附着于楼屋面结构的构件、装饰构件和部件
等；设备指建筑中为建筑使用功能服务的附属机械、电气构件、部件和系
统；附属设施包括整体卫生间、橱柜、储物柜等。

• 建筑内部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满足建筑使用的安全性，与主
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满足承载力验算及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构造要求。

• 建筑部品、非结构构件及附属设备等应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等牢固
性构件连接方式或一体化建造方式与建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防止由于个
别构件破坏引起连续性破坏或倒塌。



 

 

典型条文：
4.1.8 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设置显著、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能够起到提醒建筑使用
者注意安全的作用。

• 安全标志分为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类。本条所述是
指具有警示和引导功能的安全标志，应在场地及建筑公共场所和其他有必要
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的场所显著位置上设置。



 

 

典型条文：
4.2.1 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并合理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评价分
值为10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并适当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指标要求，如采用

“中震不屈服”以上的性能目标，或者为满足使用功能而提出比现行标

准要求更高的刚度要求等，可以提高建筑的抗震安全性及功能性；采用

隔震、消能减震设计，是提高建筑物的设防类别或提高其抗震性能要求

时的有效手段。



 

 

典型条文：4.2.2 采取保障人员安全的防护措施，评价总分值为15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采取措施提高阳台、外窗、窗台、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水平，得5分；
2 建筑物出入口均设外墙饰面、门窗玻璃意外脱落的防护措施，并与人员通行区域的

遮阳、遮风或挡雨措施结合，得5分；

3 利用场地或景观形成可降低坠物风险的缓冲区、隔离带，得5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第1款，强化防坠设计有利于降低坠物伤人风险，阳台外窗可采用高窗设计、
限制窗扇开启角度、窗台与绿化种植整合设计、适度减少防护栏杆垂直杆件水
平净距、安装隐形防盗网、与纱窗结合等措施。

• 第2、3款，受环境温度、湿度及施工质量的影响各种墙面材料会发生不同程度
的变形，材料连接界面破坏，出现外墙空鼓，最后导致坠落影响人民生命与财
产安全。因此，要求建筑物出入口均设外墙饰面、门窗玻璃意外脱落的防护措
施，并与人员通行区域的遮阳、遮风或挡雨措施结合，同时采取建立护栏、缓
冲区、隔离带等安全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典型条文：
4.2.5 采取人车分流措施，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评
价分值为8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人车分流将行人和机动车完全分离开，互不干扰，可避免人车争路，充分保
障行人安全；充足的照明可消除不安全感，对降低犯罪率，防止发生交通事
故，提高夜间行人的安全性有重要作用。

•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照明应以路面平均照度、路面最小照度和垂直照度为
评价指标，其照明标准值应不低于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 45的有关要求。



 

 

典型条文：4.2.6 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的措施，评价总分值为18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采取通用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设计，或采取建筑使用功能可变措施，得7分；
2 建筑结构与建筑设备管线分离，得7分；
3 采用与建筑功能和空间变化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布置方式或控制方式，得4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7.2.4条基础上发展而来。提升建筑的适变性，可满

足建筑可持续需求的要求，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 在设计与建造时从建筑平面设计、结构布置、设备管线布置及楼面活荷载设计
等方面考虑后期使用的适变性需求。

SI技术体系 大空间灵活可变



 

 

2、健康舒适

• 良好的室内舒适性有利于降低因空气污染、噪声、不良热湿环境

等造成的疾病风险，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工作学习效率，降低各种

疾病，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

• 本章从室内空气品质、水质、声环境与光环境、室内热湿环境四

方面对绿色建筑达到健康舒适性能提出了要求。本章共20条，其

中控制项9条，评分项11条；新增条文6条，其余条文在本标准

2014版第8章（室内环境质量）、第11章（提高与创新）相应条

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新增条文比例30%。总分值100分。



 

 

2、健康舒适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要 分值

健康舒
适 5.1  控制项 

5.1.1 建筑内污染物浓度及禁烟 ─

5.1.2 特殊散发源区域空气扩散、排气倒灌控
制 ─

5.1.3 建筑给排水系统水质、消毒、标识等健
康 ─

5.1.4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和隔声性能 ─

5.1.5 建筑照明健康 ─

5.1.6 室内热环境 ─

5.1.7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

5.1.8 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

5.1.9 地下车库CO浓度监控装置 ─



 

 

2、健康舒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要 分值

健康舒适
（100分）

5.2  评分项
Ⅰ室内空气

品质（20分）

5.2.1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 12分

5.2.2 装饰装修材料满足要害物质限量要求 8分

5.2  评分项
Ⅱ水质

（25分）

5.2.3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等水体的水质 8分

5.2.4 饮用水储水设施卫生要求 9分

5.2.5 给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永久性标识 8分

5.2  评分项
Ⅲ声环境与

光环境
（30分）

5.2.6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 8分

5.2.7 主要功能房间隔声性能 10分

5.2.8 充分利用天然光 12分

5.2  评分项
Ⅳ室内热湿

环境
（25分）

5.2.9 良好的室内热湿环境 8分

5.2.10 改善自然通风 8分

5.2.11 可调节遮阳设施 9分



 

 

典型条文：
5.2.1 控制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浓度，评价总分值为12分，并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
量标准》GB/T 18883规定限值的10%，得3分；低于20%，得6分；

2 室内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25μg/m3，且室内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50μg/m3，得6
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11.2.7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对室内主要污染物的浓
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了空气品质。

在本标准2014年版：11.2.7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
氡、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浓度不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规定限值的70%，评价分值为1分。−加分项



 

 

调研
地区

样本数
(户)

装修
时间 甲醛超标

比例(%)

苯超标比
例

(%)

TVOC超
标比例(%)

北京 10 2年以内 66.7 16.6  
上海 26 2年以内 79.0 8.0 65.0
南宁 73  47.9 0.0  
长春 100 1周以内 47.5 39.5  
武汉 45 3~6个月 75.2 0.0  
杭州△ 30 2年以内 52.8 0.0 69.4
杭州△ 15 2年以上 19.4 0.0 15.5

西安 32 29户为2
年内 34.4  90.6

我国住宅室内甲醛、苯、TVOC污染情况
建筑
类型 城市 测试条件

测试期间室内外PM2.5浓度均值
（范围）

室内超标(b)

比例/%
室内/（μg/m3） 室外(a)/

（μg/m3）

公共场所 重庆 正常营业 211（68~468） 198（85~402） ——

办公 北京

11楼，无人
办公，门窗
关闭，无空

调

夏季49
冬季134

夏季104
冬季230

27（夏）
54（冬）

办公 上海
10楼多个房
间，正常办

公
142（1~649）(c) 113

（108~120） 52.38(d)

办公 济南 10楼办公室 82（5~413） 105（26~443） 53.6

办公 南昌 正常营业 103.13
（27.25~138.84）

94.95
（

28.87~161.54）
——

商场 北京 正常营业 47（9~253） —— ——
餐饮 北京 正常营业 36（12~349） —— ——

餐厅 南昌 正常营业 164
（38.03~492.73）

92.09
（43.8~196.25） ——

学校 南昌 正常营业 63.46
（27.72~133.83）

64.05
（33.2~116.4） ——

学校 北京 无吸烟，门
窗基本关闭 85.6（2.73~383） 124

（10.20~710） 41.2

教室 武汉 —— 86（83~99）(c) —— ——

电子阅览室 武汉 正常开放 92.2（84~108）
(c) —— ——

实验室 武汉 —— 83.6（68~100）
(c) —— ——

宿舍 武汉 正常作息 105（84~152）(c) —— ——

宾馆 北京 正常营业 70（4~292） —— ——

2013年以来文献报道的我国建筑室内PM2.5浓度情况

• 第1款，在本标准第5.1.1条基础上对室内空气
污染物的浓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第2款，对颗粒物浓度限值进行了规定。预评
价时，全装修项目通过建筑设计因素、室外颗
粒物水平，对建筑内部颗粒物浓度进行估算。
评价时，建筑内应具有颗粒物浓度监测传感设
备，至少每小时对建筑内颗粒物浓度进行一次
记录、存储，连续监测一年后取算术平均值，
并出具报告。



 

 

典型条文：5.2.2 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
对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评价总分值为8分。选用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
料达到3类及以上，得5分；达到5类及以上，得8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从源头把控，选用绿色、环保、安全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是保障室内空气质量的基本手段。

《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GB/T 35602、《绿色产品评价 纸和纸制品》GB/T 35613、《绿色产品评价 陶
瓷砖（板）》GB/T 35610、《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GB/T 35601、《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
密封材料》GB/T 35609等。



 

 

典型条文：
5.2.3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
等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评价分值为8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对用水水质提出了要求。

• 当项目中除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外，未设置其他供水系统时，本条可直接得
分。

地区 统计
年份

水质平均
合格率

北京市
西城区

2009-
2011 93.4%

永嘉县 2011-
2013 60.34%

罗定市 2011-
2013 70.2%

龙岩市
城区

2012-
2014

63.72%
（二次供

水）

酒泉市
肃州区

2012-
2014 67.5%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全自动连续微/超滤净水装置》HG/T 4111
、《生活热水水质标准》CJ/T 521、《游泳池水质标准》CJ 244、《采暖空
调系统水质》GB/T29044、《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 GBT 18921、《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模块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技术规程》JGJ/T 409。



 

 

典型条文：
5.2.4 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评价总
分值为9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得4分；
2 采取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得5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二次供水是目前各类民用建筑主要采用的生活饮用水供水
方式，储水设施是建筑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水质安全保障的关键环节。

• 第1款，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能够有效避免现场加工过程中的污染
问题，且在安全生产、品质控制、减少误差等方面均较现场加工更有优势。

• 第2款，常用的避免储水变质的主要技术措施包括：储水设施分格、保证设施
内水流通畅、检查口（人孔）加锁、溢流管及通气管口采取防止生物进入的
措施等。

相关标准：《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等。



 

 

典型条文：
5.2.5 所有给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评价
分值为8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现代化的建筑给排水管线繁多，如果没有清晰的标识，难免
在施工或日常维护、维修时发生误接，造成误饮误用，给用户带来健康隐患。

• 建筑内给排水管道及设备的标识设置可参考《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
号和安全标识》GB 7231、《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中的相关规定。



 

 

典型条文：
5.2.6 采取措施优化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声环境，评价总分值为8分。噪
声级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中的低限
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得4分；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得8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8.2.1条基础上发展而来。

•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规定了建筑主要功能房间
的室内允许噪声级。

• 本标准要求采取减少噪声干扰的措施进一步优化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声环境
，包括优化建筑平面、空间布局，没有明显的噪声干扰；设备层、机房采取
合理的隔振和降噪措施；采用同层排水或其他降低排水噪声的有效措施等。



 

 

建筑类
型 房间名称 允许噪声级（A声级，dB）

低限要求 高标准要求
住宅建

筑
卧室 ≤45（昼）/≤37（夜）≤40（昼）/≤30（夜）

起居室（厅） ≤45 ≤40

学校建
筑

语音教室、阅览室 ≤40 ≤35
普通教室、实验室、计算机房 ≤45 ≤40

音乐教室、琴房 ≤45 ≤40
舞蹈教室 ≤50 ≤45

教师办公室、休息室、会议室 ≤45 ≤40
健身房 ≤50 --

教学楼中封闭的走廊、楼梯间 ≤50 --

医院建
筑

病房、医护人员休息室 ≤45（昼）/≤40（夜）≤40（昼）/≤35（夜）
注1

各类重症监护室 ≤45（昼）/≤40（夜）≤40（昼）/≤35（夜）
诊室 ≤45 ≤40

手术室、分娩室 ≤45 ≤40
洁净手术室 ≤50 --

人工生殖中心净化区 ≤40 --
听力测听室 ≤25注2 --

化验室、分析实验室 ≤40 --
入口大厅、候诊厅 ≤55 ≤50

旅馆建
筑

客房 ≤45（昼）/≤40（夜）≤35（昼）/≤30（夜）
办公室、会议室 ≤45 ≤40

多用途厅 ≤50 ≤40
餐厅、宴会厅 ≤55 ≤45

办公建
筑

单人办公室 ≤40 ≤35
多人办公室 ≤45 ≤40

电视电话会议室 ≤40 ≤35
普通会议室 ≤45 ≤40

商业建
筑

商场、商店、购物中心、会展
中心 ≤55 ≤50

餐厅 ≤55 ≤45
员工休息室 ≤45 ≤40

走廊 ≤60 ≤50

注：1 对特殊要求的病房，室内允许噪声级应小于或等于
30dB；
2 适用于采用纯音气导和骨导听阈测听法的听力测听室，
采用声场测听法的听力测听室另有规定。

室内允许噪声级



 

 

典型条文：
5.2.8 充分利用天然光，评价总分值为12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
计：

1 住宅建筑室内主要功能空间至少60%面积比例区域，其采光照度值不低于300lx的小
时数平均不少于8h/d，得9分；

2 公共建筑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内区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达到60%，得3分；
2）地下空间平均采光系数不小于0.5%的面积与地下室首层面积的比例达到10%以上，

得3分；
3）室内主要功能空间至少60%面积比例区域的采光照度值不低于采光要求的小时数平

均不少于4h/d，得3分。
3 主要功能房间有眩光控制措施，得3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8.2.6、8.2.7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对住宅建筑和公共
建筑达到采光照度要求的采光区域和采光时间提出了要求，以更全面评价室内
采光质量。



 

 

• 对于大进深、地下空间宜优先通过合
理的建筑设计（如半地下室、天窗等
方式）改善天然采光条件，且尽可能
地避免出现无窗空间。

• 对于无法避免的情况，鼓励通过导光
管、棱镜玻璃等合理措施充分利用天
然光，促进人们的舒适健康。

• 过度阳光进入室内会造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影响室内人员的视觉舒适度。因此应采取必
要的措施控制不舒适眩光，如作业区域减少或避免阳光直射、采用室内外遮挡设施等。



 

 

典型条文：
5.2.9 具有良好的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总分值为8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采用自然通风或复合通风的建筑，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热环境参数在适应性热舒适
区域的时间比例，达到30%，得2分；每再增加10%，再得1分，最高得8分。

2 采用人工冷热源的建筑，主要功能房间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
价标准》GB/T 50785规定的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整体评价Ⅱ级的面积比例，达到60%
，得5分；每再增加10%，再得1分，最高得8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第1款，要求从动态热环境和适应性热舒适角度，对室内热湿

环境进行设计优化，强化自然通风、复合通风，合理拓宽室内热湿环境设计参
数，鼓励设计中允许室内人员对外窗、风扇等装置进行自由调节。

• 当室内平均气流速度不高于0.3m/s时，适应性热舒
适温度区间为图中的80%可接受限值温度区间；当室
内平均气流速度不高于0.6m/s时，适应性热舒适温
度上限可增加1.2℃；当室内平均气流速度不高于
0.9m/s时，适应性热舒适温度上限可增加1.8℃；当
室内平均气流速度不高于1.2m/s，适应性热舒适温
度上限可增加2.2℃。



 

 

等级 整体评价指标
Ⅰ PPD≤10% -0.5≤PMV≤+0.5
Ⅱ 10%≤PPD≤25% -1≤PMV＜-0.5或+0.5＜PMV≤+1
Ⅲ PPD＞25% PMV＜-1或PMV＞+1

• 第2款，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整体评价指标应包括预计平均热感觉指标（PMV）
和预计不满意者的百分数（PPD）。

• 对于同时存在自然通风、复合通风和人工冷源的建筑，应分别计算不同功能房
间室内热环境对应第1、2款的达标情况，按面积加权进行评分。

序号 空气温度
（℃）

平均辐射温
度（℃）

空气流速
（m/s）

相对湿度
（%）

代谢率
（met）

服装热阻
（clo） PMV PPD

1 22 22 0.1 60 1.2 0.5 -0.75 17
2 27 27 0.1 60 1.2 0.5 0.77 17
3 27 27 0.3 60 1.2 0.5 0.44 9
4 23.5 25.5 0.1 60 1.2 0.5 -0.01 5
5 23.5 25.5 0.3 60 1.2 0.5 -0.55 11
6 19 19 0.1 40 1.2 1 -0.6 13
7 23.5 23.5 0.1 40 1.2 1 0.37 8
8 23.5 23.5 0.3 40 1.2 1 0.12 5
9 23 21 0.1 40 1.2 1 0.05 5

10 23 21 0.3 40 1.2 1 -0.16 6
11 22 22 0.1 60 1.6 0.5 0.05 5
12 27 27 0.1 60 1.6 0.5 1.17 34
13 27 27 0.3 60 1.6 0.5 0.95 24

PMV-PPD的计算程序的输出结果验证

整体评价指标



 

 

典型条文：5.2.10 优化建筑空间和平面布局，改善自然通风效果，评价
总分值为8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住宅建筑：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在夏热冬暖地区达到12%，在夏热
冬冷地区达到8%，在其他地区达到5%，得5分；每再增加2%，再得1分，最高得8分。

2 公共建筑：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2次/h的面
积比例达到70%，得5分；每再增加10%，再得1分，最高得8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8.2.10条基础上发展而来。良好的自然通风设计，
可以有效改善室内热湿环境和空气品质，提高人体舒适性。当室外气象条件良
好时，加强自然通风还有助于缩短空调设备的运行时间，降低空调能耗。因此
，绿色建筑应特别强调自然通风。



 

 

典型条文：
5.2.11 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改善室内热舒适，评价总分值为9分，根据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的比例按表5.2.11的规则评分。

                                                                                            −评分项
表5.2.11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评分规则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Sz 得分

25％≤Sz＜35％ 3
35％≤Sz＜45％ 5
45％≤Sz＜55％ 7

Sz≥55％ 9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8.2.8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在透明围护结构处设置遮
阳设施可以有效降低辐射得热。从兼顾冬夏的舒适性需求角度考虑，遮阳应具
有可调节能力。

遮阳设施：活动外遮阳设施（含电致
变色玻璃）、中置可调遮阳设施（中
空玻璃夹层可调内遮阳）、固定外遮
阳（含建筑自遮阳）加内部高反射率
（全波段太阳辐射反射率大于0.5）可
调节遮阳设施、可调内遮阳设施等。



 

 

3、 生活便利

• 居住区的配套服务设施齐全，可使居民生活工作更加便捷，从

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 本章从出行与无障碍、服务设施、智慧运行、物业管理四方面

对绿色建筑达到生活便利性提出了要求。本章共19条，其中控

制项6条，评分项13条；新增条文5条，其余条文在本标准

2014版第4章（节地与室外环境）、第5章（节能与能源利用）

、第6章（节水与水资源利用）、第8章（室内环境质量）、第

10章（运营管理）相应条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新增条文比例

26.3%。总分值100分。



 

 

3、生活便利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述 分值

生活便利
（100分）

6.1  控制项 

6.1.1 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

6.1.2 绿色出行 ─

6.1.3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停车位，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

6.1.4 便捷的自行车停车场 ─

6.1.5 自动监控管理功能的设备管理系统 ─

6.1.6 信息网络系统 ─

6.2  评分项
Ⅰ出行与无

障碍（16分）

6.2.1 场地与公共交通站点联系便捷 8分

6.2.2 室内外公共区域全龄化设计 8分

6.2  评分项
Ⅱ服务设施
（25分）

6.2.3 便利的公共服务 10分

6.2.4 开敞空间步行可达 5分

6.2.5 健身场地和空间 10分

6.2  评分项
Ⅲ智慧运行
（29分）

6.2.6 自动远传计量系统，能源管理系统 8分

6.2.7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5分

6.2.8 用水远传计量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7分

6.2.9 智能化服务系统 9分

6.2  评分项
Ⅳ物业管理
（30分）

6.2.10 制定操作规程及应急预案，实施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 5分

6.2.11 节约用水 5分

6.2.12 建筑运营效果评估 12分

6.2.13 绿色教育宣传和实践机制 8分



 

 

典型条文：
6.1.3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并应
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工程建设预算范围、随工程统一设计与施
工完成直接建设或做好预留。停车位数量至少应达到当地相关规定要求，配
置条件应按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数量，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
件，为各种充电设施（充电桩、充电站等）提供接入条件。



 

 

典型条文：
6.1.3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并应
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控制项

居住区、居住
建筑

1 居住区停车场和车库的总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0.5%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若
设有多个停车场和车库，宜每处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 地面停车场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宜靠近停车场的出入口设置。有条件的居住
区宜靠近住宅出入口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3 车库的人行出入口应为无障碍出入口。设置在非首层的车库应设无障碍通道与
无障碍点电梯或无障碍楼梯联通，直达首层。

公
共
建
筑

一般规
定

建筑基地内总停车数在100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
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体育建
筑

特级、甲级场馆基地内应设置不少于停车数量2%，且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
车位，乙级丙级场馆基地内应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停车位。

停车位无障碍设计



 

 

典型条文：
6.2.4 城市绿地、广场及公共运动场地等开敞空间，步行可达，评价总
分值为5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场地出入口到达城市公园绿地、居住区公园、广场的步行距离不大于300m，得3
分；

2 到达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得2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强调了城市公共开敞空间、运动场所的便捷性、可达性。

类别
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m²/人）

居住区公园

备注最小规
模

（hm²）

最小宽度
（m）

十五分钟生活
圈居住区 2.0 5.0 80 不含十分钟生活圈及以下级居住区的公

共绿地指标
十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1.0 1.0 50 不含五分钟生活圈及以下级居住区的公
共绿地指标

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1.0 0.4 30 不含居住街坊的绿地指标

公共绿地控制指标



 

 

典型条文：
6.2.5 合理设置健身场地和空间，评价总分值为10分，并按下列规则分
别评分并累计：

1 室外健身场地面积不少于总用地面积的0.5%，得3分； 
2 设置宽度不少于1.25m的专用健身慢行道，健身慢行道长度不少于用地红线周长

的1/4且不少于100m，得2分；
3 室内健身空间的面积不少于地上建筑面积的0.3%且不少于60m2，得3分；
4 楼梯间具有天然采光和良好的视野，且距离主入口的距离不大于15m，得2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健身活动有利于人体骨骼、肌肉的生长，增强心肺功能，
改善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机能状况，有利于人体的生长发
育，提高抗病能力，增强有机体的适应能力。



 

 

• 第1款，要求设置集中的室外健身活动区。健身场地的设置应避免噪声扰民，
并根据运动类型设置适当的隔声措施；健身场地设置应进行全龄化设计，满
足各年龄段人群的室外活动要求。

• 第2款，健身慢行道是指在场地内设置的供人们进行行走、慢跑的专门道路。
健身慢行道应尽可能避免与场地内车行道交叉，步道宜采用弹性减振、防滑
和环保的材料，如塑胶、彩色陶粒等。步道宽度不少于1.25 m。

• 第3款，鼓励建筑或社区中设置健身房，或利用公共空间（如小区会所、入口
大堂、休闲平台、共享空间等）设置健身区，配置健身器材，提供给人们全
天候进行健身活动的条件，鼓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 第4款，鼓励将楼梯设置在靠近主入口的地方。楼梯间内有天然采光、良好的
视野和人体感应灯，可以提高楼梯间锻炼的舒适度。



 

 

典型条文：
6.2.8 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评价总分值为7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设置用水量远传计量系统，能分类、分级记录、统计分析各种用水情况，得3分；
2 利用计量数据进行管网漏损自动检测、分析与整改，管道漏损率低于5%，得2分；
3 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监测生活饮用水、管道直饮水、游泳池水、非传统水源、

空调冷却水的水质指标，记录并保存水质监测结果，且能随时供用户查询，得2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第1款，采用远传计量系统对各类用水进行计量，可准确掌握用水现状，如水
系管网分布情况，各类用水设备、设施、仪器、仪表分布及运转状态，用水
总量和各用水单元之间的定量关系，找出薄弱环节和节水潜力，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节水管理措施和规划。



 

 

• 第2款，远传水表应根据水平衡测试的要求分级安装。物业管理方应通过远
传水表的数据进行管道漏损情况检测，随时了解管道漏损情况，及时查找漏
损点并进行整改。

• 第3款，建筑中设有的各类供水系统均设置了在线监测系统第3款方可得分。
根据相应水质标准规范要求，可选择对浊度、余氯、pH值、电导率（TDS）
等指标进行监测。帮助物业管理部门随时掌握水质指标状况，及时发现水质
异常变化并采取有效措施。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应有报警记录功能，且能随时
供用户查询。水质监测的关键性位置和代表性测点包括：水源、水处理设施
出水及最不利用水点。



 

 

典型条文：
6.2.9 具有智能化服务系统，评价总分值为9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
并累计：

1 具有家电控制、照明控制、安全报警、环境监测、建筑设备控制、工作生活服务等
至少3种类型的服务功能，得3分；

2 具有远程监控的功能，得3分；
3 具有接入智慧城市（城区、社区）的功能，得3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要求设置智能化服务系统旨在提升家居和工作的安全性、便
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实现更加便捷适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高用户对绿
色建筑的感知度。



 

 

• 第1款，智能家居监控系统或智能环境设备监控系统以相对独立
的使用空间为单元，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自动
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等将家居生活或工作事务有关的设施进
行集成，构建高效的建筑设施与日常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
居和工作的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实现更加便捷
适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高用户对绿色建筑的感知度。

• 第2款，智能化服务系统具备远程监控功能，使用者可
通过以太网、移动数据网络等，实现对建筑室内物理环
境状况、设备设施状态的监测，以及对智能家居或环境
设备系统的控制、对工作生活服务平台的访问操作，从
而可以有效提升服务便捷性。

• 第3款，智能化服务平台与所在智慧城市（城区、社区）平台
对接，能有效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共享与互通，实现相关各方
的互惠互利。智慧城市（城区、社区）的智能化服务系统一
般包括智慧物业管理、电子商务服务、智慧养老服务、智慧
家居、智慧医院等。



 

 

4、 资源节约

• 节约资源可降低建筑能耗，节省运营费用，使建筑经济适用且更加高

效。

• 本章从节地与土地利用、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

与绿色建材四方面对绿色建筑达到资源节约提出了要求。本章共28

条，其中控制项10条，评分项18条；新增条文2条，其余条文在本标

准2014版第4章（节地与室外环境）、第5章（节能与能源利用）、

第6章（节水与水资源利用）、第7章（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相应

条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新增条文比例7.1%。总分值200分。



 

 

4、资源节约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要 分值

资源节
约 7.1  控制项 

7.1.1 建筑体形、平面布局、空间尺度、围护结构的节能
设计 ─

7.1.2 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暖通能耗 ─

7.1.3 设置分区温度 ─

7.1.4 照明节能 ─

7.1.5 能耗分项计量 ─

7.1.6 电梯节能 ─

7.1.7 用水节约 ─

7.1.8 建筑结构规则 ─

7.1.9 建筑造型要素简约 ─

7.1.10 建筑材料节能降耗 ─



 

 

4、资源节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要 分值

资源节约
（共200分）

7.2  评分项
Ⅰ节地与土
地利用（40

分）

7.2.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20分

7.2.2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12分

7.2.3 机械式停车设施、地下停车库、地面停车楼 8分

7.2  评分项
Ⅱ节能与能

源利用
（60分）

7.2.4 优化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15分

7.2.5 冷热源机组能效优于现行国家标准 10分

7.2.6 降低暖通空调系统末端系统及输配系统能耗 5分

7.2.7 节能型电气设备及节能控制措施 10分

7.2.8 降低建筑能耗 10分

7.2.9 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 10分



 

 

4、资源节约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要 分值

资源节
约（共

200分）

7.2  评分项
Ⅲ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50分）

7.2.10 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 15分

7.2.11 绿化灌溉及空调冷却水采用节水设备或技术 12分

7.2.12 结合雨水综合利用设施营造室外景观水体 8分

7.2.13 使用非传统水源 15分

7.2  评分项
Ⅳ节材与绿

色建材
（50分）

7.2.14 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 8分

7.2.15 合理选用建筑结构材料与构件 10分

7.2.16 选用工业化内装部品 8分

7.2.17 选用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
材 12分

7.2.18 选用绿色建材 12分



 

 

典型条文：
7.1.3 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
温度设定标准。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要求建筑应结合不同的行为特点和功能要求合理区分设定室内温度标准。在
保证使用舒适度的前提下，合理设置少用能、不用能空间，减少用能时间、
缩小用能空间，通过建筑空间设计达到节能效果。

参
数 舒适度等级 温度(℃) 相对湿度

(%)
风速
(m/s)

冬
季

Ⅰ级 22-24 30-60 ≤0.2Ⅱ级 18-21 ≤60
夏
季

Ⅰ级 24-26 40-70 ≤0.2
5Ⅱ级 27-28

长期逗留区域空气调节室内参数

活动类型 代谢率(met) 冬季温度设定
静坐 1.0 基准值

站着/偶尔走动 1.4 降低1℃
站着/走动 1.6 降低2℃

步行0.9m/s 2.0 降低3℃
步行1.2m/s 2.6 降低4-5℃

室内过渡空间人员不同活动类型对应的冬季温度设定表

注：基准值为参照第3.02条要求。



 

 

典型条文：
7.2.3 采用机械式停车设施、地下停车库或地面停车楼等方式，评价总分
值为8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住宅建筑地面停车位数量与住宅总套数的比率小于10%，得8分。
2 公共建筑地面停车占地面积与其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小于8%，得8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4.2.10条基础上发展而来。鼓励建设立体式停车设施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让更多的地面空间作为公共活动空间
或公共绿地，营造宜居环境。

• 停车应组织好交通流线，统筹规
划、合理设置、科学管理，并对
人行、活动不产生干扰且不占用
人行及活动空间。为了营造宜居
宜业的城市环境，本条对机动车
地面停车提出了上限控制要求。



 

 

典型条文：
7.2.8 采取措施降低建筑能耗，评价总分值为10分。建筑能耗相比国家
现行有关建筑节能标准降低10%，得5分；降低20%，得10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的第5.2.6条基础上发展而来。

• 预评价和投入使用前的评价可计算建筑的供暖空调和照明系统能耗并进行比
较；投入运行1年后的建筑，要求建筑实际能耗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
耗标准》GB/T 51161及地方相关标准中规定的约束值进行比较，根据建筑实
际运行能耗低于约束值的百分比进行节能率得分判断。

相关标准：《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严
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编制中）、《民
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等。



 

 

典型条文：
7.2.10 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评价总分值为15分，并按
下列规则评分：

1 全部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2级，得8分。
2 50%以上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1级且其他达到2级，得12分。
3 全部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1级，得15分。

−评分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6.2.6条、11.2.4条基础上发展而来。绿色建筑鼓励
选用更高节水性能的节水器具。

• 当存在不同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时，按满足最低等级的要求得分。有用水
效率相关标准的卫生器具全部采用达到相应用水效率等级的产品时，方可认定
第1款或第3款得分；50%以上数量的器具采用达到用水效率等级1级的产品且
其他达到2级时，认定第2款得分。今后当其他用水器具出台了相应标准时，按
同样的原则进行要求。

相关标准：《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5501、《坐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
等级》GB 25502、《小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7、《淋浴器用水效率限定值
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8、《便器冲洗阀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9、《蹲便器
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30717等。



 

 

典型条文：
7.2.18 选用绿色建材，评价总分值为12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30%，得4分；不低于50%，得8分；不低于70%，得12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绿色建材是指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

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
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绿色建材是绿色建筑的重要物质
基础。

•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按下式确定得分：
P=（S1+S2+S3+S4）/100×100% 

式中：P—绿色建材应用比例；S1—主体结构材料指标实际得分值；S2—
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S3—装修指标实际得分值；S4—其他指
标实际得分值。

ü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建材，研究建立绿色建材认证制度，编制绿色建材产品
目录”。

ü 《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绿色建材在新建建筑中的应用比例达到40%。
ü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中将“绿色建材认证推广”正式

列入，以支撑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



 

 

5、环境宜居

• 提高场地内热环境的舒适度，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热岛强度、内

涝现象，营造绿色宜居的环境，可有效保障人们生活舒适性。

• 本章从场地生态与景观、室外物理环境两方面对绿色建筑达到

环境宜居性能提出了要求。本章共16条，其中控制项7条，评

分项9条；新增条文4条，其余条文在本标准2014版第4章（

节地与室外环境）、第10章（运营管理）相应条文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新增条文比例25%。总分值100分。



 

 

5、 环境宜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述 分值

环境宜居
（100分）

8.1  控制项 

8.1.1 日照标准 ─

8.1.2 室外热环境 ─

8.1.3 合理绿化方式 ─

8.1.4 雨水控制 ─

8.1.5 标识系统 ─

8.1.6 污染源 ─

8.1.7 生活垃圾 ─

8.2  评分项
Ⅰ场地生态

与景观
（60分）

8.2.1 保护或修复场地生态环境 10分

8.2.2 规划场地地表和屋面雨水径
流 10分

8.2.3 绿化用地 16分

8.2.4 室外吸烟区 9分

8.2.5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15分

8.2  评分项
Ⅱ室外物理

环境
（40分）

8.2.6 场地环境噪声 10分

8.2.7 光污染 10分

8.2.8 场地风环境 10分

8.2.9 降低热岛强度 10分



 

 

典型条文：8.1.2 室外热环境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建筑环境质量与场地热环境密切相关，热环境直接影响到人
们户外活动的热安全性和热舒适度。

• 本条要求项目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286进行热环
境设计。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场地通风不良，遮阳不足，绿量不够，渗透不强等
一系列问题，降低热岛强度，提高环境舒适度。

• 进行评价性设计时，应采用逐时湿球黑球温度和
平均热岛强度作为居住区热环境的设计指标，设
计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区夏季逐时湿球黑球温度不应大于33℃；
2 居住区夏季平均热岛强度不应大于1.5℃。

建筑气候区 Ⅰ、Ⅱ、Ⅵ、Ⅶ 建筑气候区 Ⅲ、Ⅴ 建筑气候区 Ⅳ 建筑气候区
平均迎风面积比（ζs） ≤0.85 ≤0.80 ≤0.70

场地
建筑气候区

Ⅰ、Ⅱ、Ⅵ、
Ⅶ Ⅲ、Ⅳ、Ⅴ

广场 10 25
游憩场 15 30
停车场 15 30
人行道 25 30

• 居住区夏季户外活动场地应有遮阳，遮阳覆盖率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 居住区的夏季平均迎风面积比应符合下表规定：



 

 

典型条文：
8.1.4 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排放，应有效组织雨水的下
渗、滞蓄或再利用；对大于10hm2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

• 要求：1）无论水资源丰富地区还是水资源贫乏地区，均应进行建设场地竖向设
计，不仅是为了雨水回收利用，还能防止因降雨导致场地积水或内涝。2）竖向
设计时，是有利于雨水收集还是排放，应根据具体工程项目及所在地的年降水
量进行统筹论证。3）按照国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部署，年降雨量丰富地区还
是较少地区，通过场地竖向设计使雨水下渗，或者滞蓄，或者再利用，都不难
做到。

• 对大于10hm2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与利用专项设计，避免实际工程中针对
某个子系统（雨水利用、径流减排、污染控制等）进行独立设计所带来的诸多
资源配置和统筹衔接不当的问题。

相关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25993、《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等。



 

 

典型条文：
8.1.5 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

−控制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能够为建筑使用者带来
便捷的使用体验。

• 公共建筑的标识系统应当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标识系统技术规范》
GB/T 51223，住宅建筑可以参照执行。

• 考虑建筑使用者的识别习惯，通过色彩、形式、
字体、符号等整体进行设计，形成统一性和可辨
识度。根据不同使用人群特点设置适宜的标识引
导系统，体现出对不同人群的关爱。

• 应在场地内显著位置上设置标识，标识应反映一
定区域范围内的建筑与设施分布情况，并提示当
前位置等。建筑及场地的标识应沿通行路径布置
，构成完整和连续的引导系统。



 

 

典型条文：8.1.7 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垃圾容器和收集点的设置应合
理并应与周围景观协调。

−控制项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10.1.2、10.2.12、
10.2.13条基础上发展而来。

• 设计时应合理规划和设置垃圾收集设施，评
价时应制定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制度。

相关标准：《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城市
环境卫生专用设备清扫 收集 运输》CJ/T16、《塑料
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CJ/T280、《废物箱通用技术
条件》CJ/T5026、《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27、《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125、《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102等。



 

 

典型条文：8.2.4 室外吸烟区位置布局合理，评价总分值为9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室外吸烟区布置在建筑主出入口的主导风的下风向，与所有建筑出入口、新风进气
口和可开启窗扇的距离不少于8m，且距离儿童和老人活动场地不少于8m，得5分；

2 室外吸烟区与绿植结合布置，并合理配置坐椅和带烟头收集的垃圾筒，从建筑主出
入口至室外吸烟区的导向标识完整、定位标识醒目，吸烟区设置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
，得4分。

−评分项

• 本条为新增条文。幼儿园、中小学校设置吸烟区不得分。

• 本标准5.1.1条规定了室内禁止吸烟，同时需要为“烟民”
设置专门室外吸烟区，有效引导有吸烟习惯的人群走出室
内，在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吸烟，做到“疏堵结合”。

• 室外吸烟区的选择还须避免人员密集区、有遮阴的人员聚
集区，建筑出入口、雨棚等半开敞的空间、可开启窗户、
建筑新风引入口、儿童年和老年人活动区域等位置，吸烟
区内须配置垃圾筒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



 

 

6、提高与创新

• 为鼓励绿色建筑性能提高和创新，在各环节和阶段采用先进、适

用、经济的技术、产品和管理方式，本次修订增设了相应的评价

项目。

• 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某得分值或不得分。加分项附加得分不大于

100分。

• 本章加分项共10条，新增条文5条，其余条文在本标准2014版第9

章（施工管理）、第11章（提高与创新）相应条文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新增条文比例50%。



 

 

6、提高与创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概述 分值

提高与创
新

9.2  加分项
（得分大于
100分时取
100分）

9.2.1 进一步降低供暖空调系统能耗 30分

9.2.2 适宜地区特色的建筑风貌设计 20分

9.2.3 废弃场地、旧建筑的再利用 8分

9.2.4 场地绿容率 5分

9.2.5 符合工业化建造要求的结构体系与建筑构件 10分

9.2.6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15分

9.2.7 建筑碳排放计算分析 12分

9.2.8 绿色施工 10分

9.2.9 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产品 20分

9.2.10 其他效益明显的创新 40分



 

 

典型条文：
9.2.2 采用适宜地区特色的建筑风貌设计，因地制宜传承地域建筑文
化，评价分值为20分。

• 本条为新增条文。强调对不同地域建筑的文化保护、传承与设计。

• 绿色建筑的设计应注重地域性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充分分析建筑
所在地域的气候、资源、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特点，考虑各类技术的
适用性，特别是技术的本土适宜性。绿色建筑设计还可吸收传统建筑中适
应生态环境、符合绿色建筑要求的设计元素、方法乃至建筑形式，采用传
统技术、本土适宜技术实现具有地区特色的建筑文化传承。

• 对场地内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和利用，也属于本条规定的传承地域建筑文
化的范畴。



 

 

典型条文：
9.2.4 场地绿容率不低于3.0，评价总分值为5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场地绿容率计算值不低于3.0，得3分。
2 场地绿容率实测值不低于3.0，得5分。

• 本条为新增条文。绿容率可以作为绿地率的有效补充，较高的绿容率往往
代表较好的生态效益。 

• 绿容率是指场地内各类植被叶面积总量与场地面积的比值。

绿容率=[∑(乔木叶面积指数×乔木投影面积×乔木株数)+灌木占地面积×3+
草地占地面积×1]/场地面积

• 为了合理提高绿容率，可优先保留场地原
生树种和植被，合理配置叶面积指数较高
的树种，提倡立体绿化，加强绿化养护，
提高植被健康水平。绿化配置时避免影响
低层用户的日照和采光。



 

 

典型条文：9.2.6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评价总分值为15分
。在建筑的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和运行维护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应用，得
5分；两个阶段应用，得10分；三个阶段应用，得15分。

•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11.2.10条
基础上发展而来。

• 建筑信息模型(BIM)是建筑业信息化的
重要支撑技术，支持建筑工程全寿命
期的信息管理和应用。



 

 

典型条文：9.2.9 采用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产品，评价总分值为
20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保险承保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的
质量问题，得10分；

2 保险承保范围包括装修工程、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
工程的质量问题，得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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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条文：9.2.9 采用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产品，评价总分值为
20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保险承保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的
质量问题，得10分；

2 保险承保范围包括装修工程、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
工程的质量问题，得10分。

•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的基本保险范
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以及
防水工程，对应本条第1款得分要求。除基
本保险外，建设单位还可以投保附加险，
其保险范围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
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
、建筑电气工程等，对应本条第2款得分要
求。

• 本条为新增条文。引入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建立健全对建筑质量的保
险保证与担保体系，可推进政府简政放权、化解责任风险；满足业主与使用者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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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构建绿色建筑技术指标体系，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统一

Ü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根本目的

；

Ü从百姓视角设计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凸显安全、耐久、便捷、

健康、宜居、适老、节约等内容；

Ü凸显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重新定位评价阶段，确保绿色技术措施落地

• 绿色建筑的评价应在建设工程竣工后进行；

• 设计评价改为预评价；

• 促进绿色技术措施落地，提高绿色建筑的运行实效

。

运行标识约7%

设计标识约93%



 

 

Ü 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与国际接轨，增加基本级；

扩大评价覆盖面，推动普及绿色建筑。

3、增设绿色建筑等级，扩大绿色建筑覆盖面

4、合理设置评分项条文，提高评价标准的易用性

Ü 聚焦主要绿色技术，总评分项条文减少；

Ü 提高条文的可操作性；

Ü 取消不参评项，每一条都是得分或不得分。



 

 

5、绿色内涵与性能双提升，促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Ü 丰富绿色建筑内涵，与建筑科技发展相适应

 耐久、服务、健康、宜居、老龄化 ……

 建筑工业化、海绵城市、健康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建筑信息模型 ……

Ü 多途径、多角度提升绿色建筑整体性能

 安全耐久、节约能源、节约资源等方面的性能要求

 空气质量、水质、健身、全龄友好、服务便捷等以人为本的有关要求

Ü 对于一星、二星和三星绿色建筑的要求：

①每类指标设置最低得分；②应进行全装修；③分别达到60分、70分、85分；④满足

对应星级在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隔声性能、节水器具用水效率、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

度等方面的附加要求。

全面促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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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写《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技术细则2019》

为配合标准的使用和技术内容解释，本标准2006版、2014版均组织编写了《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目前已启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技术细则2019》的

编写工作。



 

 

（2）编写《绿色建筑典型案例集》

在《标准》发布实施后，吸纳典型的绿色建筑项目案例，组织编写《绿色建筑

典型案例集》，通过案例展示促进新《标准》的实施。欢迎提供优秀的绿色建

筑案例。

编制过程中开展4轮项目试评工作。

公建11项，住宅11项；一星级5项，二星级10项，三星级7项。



 

 

（3）《标准》技术宣贯工作

新《标准》的指标体系、评价节点、等级设置等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使技术

人员全面理解和掌握绿色建筑技术要求，便于开展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

和评价工作，将面向全国开展广泛的技术宣传和培训工作。

北京、西安、杭

州、深圳等地组

织了多场宣贯会



 

 

（4）启动《标准》英文版翻译工作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对《标准》的修订表示了极高的兴趣。

深入贯彻我国标准化改革任务，使《标准》走出去，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及国外

项目使用中国《标准》进行项目认证，将启动《标准》的英文版翻译工作。



 

 

（5）做好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宣传工作

n 在国内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上加大《标准》的宣传力度，让百姓了解《
标准》在健康、便利、宜居、全龄友好等方面的要求，将《标准》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广泛传播给百姓。

n 通过国际网站、交流、合作等途径，在国际上宣传我国《标准》的理念和
技术，扩大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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