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绿色民用建筑设计专篇

（示范）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说 明

1、为更好推动我省绿色建筑发展，指导我省绿色建筑设计，

依据山西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04/T 335-2017)，编制我

省《山西省绿色民用建筑设计专篇（示范）》，以下简称“《设计

专篇》”。

2、本《设计专篇》适用于我省新建、改（扩）建的绿色民

用建筑的设计，各项目可结合工程实际参考使用。当保障性住房

执行《绿色保障性住房技术导则》时，可依据《绿色保障性住房

设计专篇（示范）》执行。

3、本《设计专篇》为通用格式，所有设计阶段参评的条文

全部列出，各工程可根据项目功能和工程设计内容，将项目得分

项和不参评项在措施表中列出，并根据项目实际设计内容编写相

应设计作法，不参评项应说明不参评理由。

4、《设计专篇》中斜体字为对技术措施描述要求的说明解释，

实际工程设计专篇中应删去，以具体措施描述代替。

5、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应当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编制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绿色建筑设计专篇》应汇总各专业内容，

作为一个独立说明纳入施工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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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绿色民用建筑设计专篇（示范）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2、建设地点：

3、建设单位：

4、建筑功能：

5、建设情况：

 !"#$%&#'()$*#+

6、总用地面积： m2，净用地面积： m2。

7、总建筑面积：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m2，地下

建筑面积 m2。

8、容积率： ，绿地率： %

9、建筑层数：地上 层，地下 层

10、建筑高度： 米

11、结构型式： 结构

12、抗震设防烈度：

13、居住户数： 户（  !,-./）

14、居住人数： 人（  !,-./）

15、机动车停车位： 个

16、非机动车停车位： 个

二、本项目绿色建筑设计情况：

本项目所有控制项均满足山西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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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类别 指标类型 条文编号 不参评分 得 分

节地与室外环境

控制项

4.1.1

4.1.2

4.1.3

4.1.4

评

分

项

土地

利用

4.2.1

4.2.2

4.2.3

室外

环境

4.2.4

4.2.5

4.2.6

4.2.7

交 通 设

施 与 公

共服务

4.2.8

4.2.9

4.2.10

4.2.11

场 地 设

计 与 场

地生态

4.2.12

4.2.13

4.2.14

4.2.15

小计

节能与能源利用

控制项

5.1.1

5.1.2

5.1.3

5.1.4

评

分

项

建 筑 与

围 护 结

构

5.2.1

5.2.2

5.2.3

供暖、通

风 与 空

调

5.2.4

5.2.5

5.2.6

5.2.7

5.2.8

照 明 与

电气

5.2.9

5.2.10

5.2.11

5.2.12



— 4 —

能 量 综

合利用

5.2.13

5.2.14

5.2.15

5.2.16

小计

节水与水资源

利用

控制项

6.1.1

6.1.2

6.1.3

评

分

项

节水

系统

6.2.1

6.2.2

6.2.3

6.2.4

6.2.5

节 水 器

具 与 设

备

6.2.6

6.2.7

6.2.8

6.2.9

非 传 统

水 源 利

用

6.2.10

6.2.11

6.2.12

小计

节材与材料资源

利用

控制项

7.1.1

7.1.2

7.1.3

评

分

项

节材

设计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材料

选用

7.2.7

7.2.8

7.2.9

7.2.10

7.2.11

7.2.12

7.2.13

7.2.14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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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质量

控制项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评

分

项

室内声

环境

8.2.1

8.2.2

8.2.3

8.2.4

室 内 光

环 境 与

视野

8.2.5

8.2.6

8.2.7

室 内 热

湿环境

8.2.8

8.2.9

室内

空气

质量

8.2.10

8.2.11

8.2.12

8.2.13

小计

提高与创新

加

分

项

性能

提高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创新

11.2.10

11.2.11

11.2.12

11.2.13

11.2.16

小计

de7fgQ7h=>ijklmiZn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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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专业

一、设计依据：

1、《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04/T335-2017

2、《民用绿色建筑设计规范》JGJ/T 229-2010

3、《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4、《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6

5、《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6、《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

7、《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8、《严寒及寒冷地区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0

9、《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4-242-2012

10、《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11、《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12、《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13、《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2010（2013）

14、建设单位、管理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15、规划部门对本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16、规划部门对本工程建筑设计方案的批复

17、上级主管部门对本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18、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场址检测报告》

opq6r56789:stWAu,vwkx$yz$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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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专业绿色节能技术措施：

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节地与

室外环

境 控制项

4.1.1 项目选址、规划与建设应符合山西省各地城乡规划，

且应符合各类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的建设控制要求。

本工程项目选址、总平面规划设计___（是/否）满足

规划部门的要求。规划选址时___（是/否）优先选择

已开发地（或废弃地），建设场地情况 。 |

}r~ # ¡DL9:c¢&£¤¥¦,L§&F

¨$©ª$D«D¬®¯°±W²fa³@´hk

 Wµf|~ +¶¶¶（是/否）非法占用及破坏需特

殊保护的区域（¢®¯£·¸$¹º»¼¸$½¾+。

4.1.2 建筑场地应安全可靠，应无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的威胁，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无

电磁辐射、含氡土壤等危害。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本工程建筑场地内___（是

/否）无洪涝灾害、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___（是

/否）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___（是

/否）无电磁辐射等危害；依据《场址检测报告》，土

壤氡浓度含量为 ,不大于20000Bq／m
3
，不造成

威胁。 ¢&¿ÀkxLÁÂ¥ÁÃ±WA~ ÄuÅ

LAÆÇÈÉÊË+

4.1.3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本项目___（是/否）无排

放超标的污染物。 ¢&ÌÍÎÏÐLÑÒ¥ÓÔ¡

ÄWÕÖ×jkLØÙ$ÚÛmÜÔÝÛ¿kÞßL

àÚáâÙWãäåÞß¿kLæçèWAuÅé

AÇÈc+



— 8 —

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4.1.4 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国家及地方日照标准，且不得降

低周边建筑及场地的日照标准。

经日照分析，本项目内部楼座___（满足/不满足）国

家规范规定的 日照标准。  éêëìkx+

78íî& |}~ íî#'É¡D9:W

¢&ëìïðL¡D¢ñ.¸òóôD$õö÷øÒ

¡D+W本项目建设后____(是/否)降低周边建筑及

场地的日照标准。详见日照分析报告。

评

分

项

I

土地利

用

4.2.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评价总分值为19分。对居住建筑，

根据其人均居住用地指标按表4.2.1-1的规则评分 RùW

[0úzhRùWûühAýþWÿĀ+

对公共建筑，根据其容积率按表4.2.1-2的规则评分。 R

ù+ 56ñ.#'mòó#'W[>éêXY+

本工程总用地面积 m
2
，净用地面积 m

2
，

居住人口为 人（以每户 人计算），人均居

住用地指标 m
2
/人。 ,-ñ.#'W¢78hā

fZĀĂăL./W²UVĄąòĆ+

本工程为 （q6RćĈĉĈĊċĉ=>#'ČEčĎW¢

Zď-RhUVLĐčW> nđĒēč+容积率

为 。（,-òó#'+

4.2.2 场地内合理设置绿化用地，评分总分值9分，并应按

下列规则评分：

1、居住建筑应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住区绿地率：新区建设达到30%，旧区改建达到25%，得2

分；

2）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按表4.2.2-1的规则评分，最高

得7分。 Rù+

2、公共建筑应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绿地率：按表4.2.2-2的规则评分，最高得7分；（Rù+

2）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得2分。

本工程绿地率为 。

1、公共绿地面积为 m
2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m
2
/人。 ,-ñ.#'+

2、绿地___(是/否)向社会公众开放。 ,-ò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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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4.2.3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评价总分值为6分，并应按

表4.2.3的规则评分。 Rù+

本工程设有 层地下室，功能为 ，建

筑面积为 m
2
。

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Rr为 。

,-ñ.#'+

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Rp1为_____,地下一

层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Rp2为_____。 ,-òó

#'+

II

室外环

境

4.2.4 建筑及照明设计避免产生光污染，评价总分值为4分，

并应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玻璃幕墙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0.2，得1分，同时玻璃幕墙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ĔĕĖėĘęĚěEĜGB/T18091的规定，

得2分；

2、室外夜景照明光污染的限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

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的规定，得2分。

本工程___（是/否）存在玻璃幕墙ĝĞėĘf|}

 ğ，玻璃幕墙可见光反射比为 ，不大于 0.2。

本工程位于______（城市主干道立交桥高架路两侧/其

余路段）（56Ġġ9:;<），本工程___（20m/10m）

56Ģģ;<éAăb+以下玻璃幕墙反射比为

______,不大于 0.16。

室外夜景照明需采取措施避免光污染，满足《城市夜

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 的相关规定。具体措施如

下： 56yz>VéAÇÈ）

4.2.5 场地内环境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的有关规定，评价分值为4分。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场地内环境噪声预测值昼

间 ____db，夜间 db，___（符合/不符

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的 类区域要求。ĝ¢

ZĤĥW²~ ĦÐħÏLÇÈc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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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4.2.6 场地内风环境有利于室外行走、活动舒适，有利于建

筑冬季的防风和过渡季、夏季的自然通风，评价总分值为6

分，并应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 在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并应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

后累计：

1)建筑物周围人行区风速小于5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

数小于2，得2分；

2）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

差不大于5Pa，得1分；

2 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并应按下列规则分

别评分后累计：

1）场地内人活动区不出现涡旋或无风区，得2分；

2）50%以上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大于0.5Pa，

得1分。

根据气象资料，___地区冬季典型风向为___,风速为

____；夏季典型风向为____，风速为____。

经室外风环境模拟：（详见《风环境模拟报告》）

1、在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下，建筑周围人行区风速为

___,室外风速放大系数为____.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

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为____。

2、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下，场地内人活动区

___（出现/不出现）涡旋或无风区，__%以上可开启外

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大于 0.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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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4.2.7 采取措施降低热岛强度，评价总分值为4分，并应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红线范围内户外活动场地有乔木、构筑物等遮阴措施的

面积达到10%，得1分；达到20%，得2分。

2、超过70%的道路路面、建筑屋面的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低

于0.4，得2分。

红线范围内户外活动场地总面积为 m2，其中乔木

遮阴面积为 m2，构筑物遮阴面积为 m2，建

筑日照投影遮阴面积为 m2，有遮阴措施的面积占

户外活动场地面积比例为 %.

道路路面、建筑屋面的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低于 0.4

的部分占 %

部位 做法 太阳辐射反射系数 面积

道路路面

建筑屋面

4.2.8 场地与公共交通设施具有便捷的联系，评价总分值为

9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汽车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或

到达轨道交通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800m，或到达公共自行车

租赁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得3分；

2、场地出入口步行距离800m范围内设有2条及以上线路的公

共交通站点（含公共汽车站、轨道交通站和公共自行车租赁

站），得3分；

3、有便捷的人行通道联系公共交通站点，得3分。

本场地周边 800m范围内有公交线路（mĨĩĪī$m
òó®wĬĭĮį+ 条（处），分别为

=>òĪİĢmĨĩĪīİĢ+，项目出入口距离最

近的公交汽车站（mĨĩĪīį$mòó®wĬĭĮ

į+的步行距离为 米。

场地___（是/否）设有便捷的人行通道联系公交站点。

详见公交站点分析图及总平面图。

4.2.9 场地内无障碍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

范》GB50763的规定，人行通道与外部人行系统实现无障碍

衔接，评价分值为3分。

场地内人行通道及建筑出入口___（是/否）均采用无

障碍设计，场地内人行通道与外部人行系统___（是/

否）采用无障碍衔接，详见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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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III

交通设

施与公

共服务

4.2.10 合理设置停车场所，评价总分值为6分，并应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自行车停车设施位置合理、方便出入，且有遮阳防雨措

施，得3分；

2、合理设置机动车停车设施，并采取下列措施中至少2项，

得3分：

1）采用机械式停车库、地下停车库或停车楼等方式节约

集约用地；

2）满足停车位数量规划配建指标要求；

3）采用错时停车方式向社会开放，提高停车场（库）使

用效率；

4）合理设计地面停车位，不挤占步行空间及活动场所。

1、场地内在 =>ıĲ+布置了自行车停车棚，

共停放非机动车 辆 ，采用___方式遮阳防雨。
2、机动车停车采用 停放（=>ĳĬĴĆ+，共

停放机动车 辆，根据 市 =>78ÄfD+

城市规划管理规定，应配建机动车位 辆，本项目

___（是/否）满足配建指标。

3、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管理制度，___（是/否）采用
错时停车方式向社会开放。

4、场地在____ =>ıĲ+布置了地面停车位，___

（是/否）未挤占步行空间和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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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4.2.11 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评价总分值为6分，并应按下
列规则评分：

1、居住建筑：满足下列要求中3项，得3分；满足4项及以上，

得6分：

1）场地出入口到达幼儿园的步行距离不大于300m；

2）场地出入口到达小学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

3）场地出入口到达商业服务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大于

500m；

4）相关设施集中设置并向周边居民开放；

5）场地1000m范围内设有5种及以上的公共服务设施；

6）停车库或停车场内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2、公共建筑：满足下列要求中2项，得3分；满足3项及以上，

得6分：

1）2种及以上的公共建筑集中设置，或公共建筑兼容2种

及以上的公共服务功能；

2）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共同使用、资源共享；

3）建筑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公共空间；

4）室外活动场地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

5）停车库或停车场内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ñ.#'+1、本项目内设有幼儿园、商业、小

学等公共配套设施，相关设施集中设置并向周边居民

开放。 ¢× WA~ íîòóĵĶ È$ķĸW

¡DVĹĺķĸõö÷$Ļļ$ĽÔľĿ Èŀw

ķĸ+

2、本小区内换热站、调压站等配套辅助设施___（是/

否）与周边地块共同使用、资源共享，___（达到/未

达到）节地效果。3、室外活动场地___（是/否）错时

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

,-òó#'+1、本建筑（m#'Ł）功能为_____

2、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如______均共同使用。

3、本项目内_____(òółŃńı)向社会公众开放。

4、室外活动场地___（是/否）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

放。

Ⅳ

场地设

计与场

地生态

4.2.12 场地设计充分保护原有生态环境，评价总分值为3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场地内有

保护价值的既有建筑应纳入规划统筹设计，得1分；

2、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得1分；

3、采取表层土利用等生态补偿措施，得1分。

说明本地块地形地貌、如有保留建筑应说明建筑概况。

应说明相关生态补偿措施。

应说明保留建筑如何纳入规划统筹设计。

¢ŅņDĪŇW² ňW|XZ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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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4.2.13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对

大于10hm
2
的场地进行雨水专项规划设计，评价总分值为9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有调蓄雨水功能的绿地和水体

的面积之和占绿地面积的比例达到30%，得3分；

2、合理衔接和引导屋面雨水、道路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

并采取相应的径流污染控制措施，得3分；

3、非湿陷性黄土场地内硬质铺装地面中透水铺装面积的比

例达到50%，得3分。

1、小区内设有____(?ŉĆôD$ŊFŋ÷ğ用来调

蓄雨水，面积为 m2，占绿地面积的 %.

2、采用的雨水断接措施为_________。

3、小区硬质铺地采用了____(ŌFō$ŌFŎğ，铺

装面积为 m2，占硬质铺装地面面积的 %.（¢

¡DŅŏŐěőŒWA ňŏŐœW|XZnPc

¢ŔŕŖŗ?ŅĬŘřŚśW²~ ĬŘřŚŜ4O

ŝŌFŞĹíîûġŒşLÇÈ+

4.2.15 合理选择绿化方式，科学配置绿化植物，评价总分

值为6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种植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采用乔、灌、草

结合的复层绿化，种植区域覆土深度和排水能力满足植物生

长需求，得3分；

居住建筑绿地配植乔木不少于3株/100m
2
，公共建筑采用垂直

绿化、屋顶绿化等方式，且屋顶绿化面积占屋顶可绿化面积

的比例达到30%及以上，得3分。

小区绿化___（是/否）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

化，种植区覆土深度为 米，___（是/否）满足种

植要求。绿化物种科学配置，__（是/否）选择适应当

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具体详见景观设计。

绿地总面积为__m2，配植乔木数量为__株，合计__株

/100m2 (,-ñ.#')，采用了____(ŠšmŢř)绿

化，屋顶绿化面积占屋顶可绿化面积的比例为

_____%(¢ŅŢřôţ+ ,-òó#'+c



— 15 —

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节能与

能源利

用

控制项
5.1.1 建筑设计应符合国家及山西省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本工程节能设计___（是/否）满足国家规范要求。具

体详见节能专篇。

评

分

项

I

建筑与

围护结

构

5.2.1 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对建筑的体形、朝向、楼距、窗

墙比等进行优化设计，评价分值为6分。

本工程建筑为 布局，南北朝向，楼间距

米，日照、通风、采光良好。体形系数为 ，窗

墙比为 。

5.2.2 外门窗、玻璃幕墙的可开启部分能使建筑获得良好的

通风，评价总分值为6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设玻璃幕墙且不设外门窗的建筑，其玻璃幕墙透明部分

可开启面积比例达到5%，得4分；达到10%，得6分。

2、设外门窗且不设玻璃幕墙的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

达到30%，得4分；达到35%，得6分。

3、设玻璃幕墙和外门窗的建筑，对其玻璃幕墙透明部分和外门

窗分别按本条第1、2款进行评价，得分取两项得分的平均值。

本工程 18 层以下部分设置有____(外窗/玻璃幕)。 经

计算，18 层以下玻璃幕墙透明部分可开启面积比例

为 。18 层以下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为 。

Ť Ċť Ă+

¢Ņ&ŦŧH2ŨŏũïðWZŪu,®¯ī¹L

#'mÙŃĄą@ūś4ZĄĹc+

5.2.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国家和山西省现行相关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评价总分值为10分，并按下列规

则评分：

1、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不高于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规定限值的95%，得5分；不高于90%，得10分。

2、按照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的方法和要求计算能耗，

居住建筑耗热量指标不高于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限

值的95%，得5分；不高于90%，得10分。公共建筑供暖、空

调全年计算负荷不高于参照建筑全年计算负荷的95%，得5

分；不高于90%，得10分。

本工程围护结构主要部位的传热系数 K和遮阳系数 SC

ñ.#'+或太阳得热系数 òó#'+如下：外

墙 、屋面 、外窗 、幕墙 、遮阳系数

SC ñ.#'+或太阳得热系数（òó#'） 。

,-Ŭ Ċ1+

按照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法计算能耗，本工程

耗热量指标为 ,不高于限值的 。 ,-ñ.

#'+

按照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法计算能耗，本工程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不高于参照建筑全年计算负

荷的 。 ,-ò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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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节材与

材料资

源利用

控制项

7.1.1 不得采用国家或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和

制品。

本项目___（是/否）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

的建筑材料和制品。

7.1.3 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建筑造型要素简约。女儿墙高度为 米，在 处

存在少量装饰性构架，经造价计算，装饰性构架造价

为__万元，占工程总造价的 %。 ñ.#' ŭĈŮůW

ò# ĉůB2Ĥĥïð+

评

分

项

I

节材

设计

7.2.3 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评价总分值为10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住宅建筑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的户数比例达 30%，得

6 分；达到 70%，得 8分；达到 100%，得 10 分。

2、公共建筑公共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 6 分；所

有部位均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 10 分。

本项目_____部位采用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详见室
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土建施工时需按照装修要求，

提前进行孔洞预留和相关构件的预埋，避免在装修时

打凿、穿孔。（Æñ.#'$òó#'ŰűČELWÅ

³Ųb+

7.2.4 公共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采用可重复使用

的隔断（墙）。评价总分值为 5分，根据可重复使用隔断（墙）

比例按表 7.2.4 的规则评分。（表略）

本工程采用了______隔断，可重复使用，用于灵活分
隔空间，详见平面图及隔断详图。经计算，该隔断（墙）

使用比例为_______（0X[ų,-òó#'）

7.2.6 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卫浴间，评价总分值为

6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 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得3分；

2 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卫浴间，得3分；

本工程采用了整体化定型设计的____ ØÙ$ŴÎŃ+c
0X[ų,-ñ.#'¥ŵŶ$ŷŸ#'WÆŵŶ

#'WŬ 114ZnP+

II

材料选

用

7.2.12 采用可再利用和可再循环材料，评价总分值为10分，

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住宅建筑中的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达

到 6%，得 8 分；达到10%，得 10 分。

2、公共建筑中的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达

到10%，得 8 分；达到15%，得 10 分。

本项目采用了__________________等可再利用和可再
循环材料，经计算，材料总用量_____吨，其中可再利
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用量____吨，占比为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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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室内

环境质

量

控制项

8.1.1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中的低限要求。

经计算，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如下：

房

间

名

称

设计噪声级

（A声级，dB）

允许噪声级（A声级，dB）

低限 高标准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8.1.2 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

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中

的低限要求。

主要功能房间围护结构隔声性能如下：

构件名称 做法
空 气 声

隔声量

空气声隔声标准

低限 高标准

8.1.5 在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下，建筑围护结构内表面不

得结露。

建筑采用___保温形式，冷桥部位均 >

 Źźńı£ŨŻż+W经防结露计算，围护结构内表

面不结露。

评

分

项
I

室内

8.2.1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评价总分值 8分。噪声

级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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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见 8.1.1 条附表，均达到《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_______。ĝŽžk

xžb¥ſïðkxžbL³Ųb$ſïðkxžb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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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声环境 8.2.2 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评价总分值 12 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构件及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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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

2、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

声设计规范》GB 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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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

主要功能房间构件隔声性能见 8.1.2 条附表，均达到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_______。ĝŽ

žkxžb¥ſïðkxžbL³Ųb$ſïðkx

žbğ

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如下：

构件名称 做法
撞击声声

隔声量

撞击声隔声标准

低限 高标准

楼板

8.2.3 采取减少噪声干扰的措施，评价总分值 6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建筑平面、空间布局合理，没有明显的噪声干扰，得 2

分；

2、对引起传声的管道、设备等物体进行减振、隔声处理，

得 2分；

3、对水、暖、电、燃气、通风和空调等管线安装和孔洞处

理进行有效的隔声处理，得 2分。

1、本工程平面布置___（是/否）合理，___（是/否）

动静分区，___（是/否）有明显噪声干扰。水泵房、

变配电站、换热站等设备用房设于 （ıĲ) ，设

备基础均加隔振垫，房间墙面及顶板___（是/否）做

吸音减噪处理， ĝŻżğ。电梯井道内壁粘贴

ĝŻżğ。

第 2款设计做法见水暖专业技术措施。

3、所有水、暖、电、燃气、通风、空调等管线安装孔

洞处___（是/否）进行隔声处理，具体措施为

ĝŻżğ。

8.2.4 公共建筑中 100 人规模以上的多功能厅、接待大厅、

大型会议室和其他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进行专项声学设

计，满足相应功能要求，评价分值为 4分。

0X[,-òó#'+本工程多功能厅、接待大厅、

大会议室等___（是/否）进行了声学专项设计，声学

指标要求如下： UVĐČEÙŃLÐļƀk+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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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II

室内光环

境与视野

8.2.5 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具有良好的户外视野，评价分值为

3分。对居住建筑，其与相邻建筑直接间距超过 18m，对公

共建筑，其主要功能房间能通过外窗看到室外自然景观，且

无明显视线干扰。

1、本楼与周边建筑间距最小为 米，大于 18 米，

避免了视线干扰。ĝ¢#'ŃķĻ- Ċť ƁW²~ u

ÅLÇÈƂƃƄİƅƆğ ,-ñ.#'+

2、经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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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

分

III 室内

热湿环境

8.2.8 采取可调节遮阳措施，降低夏季太阳辐射得热，评价

总分值为 4分。外窗和幕墙透明部 分中，有可控遮阳调节

措施的面积比例达到 25%，得 2分；达到 50%，得 4 分。

本工程在 ĠġıĲ+采取了可调节遮阳措施，

具体为 ~ ƇïÇÈ+c

IV 室 内

空气质量

8.2.10 优化建筑空间、平面布局和构造设计，改善自然通风

效果，评价总分值为 13 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居住建筑按下列两项的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达到 5%，得 10 分；

2）设有明卫，得 3分。

2公共建筑：根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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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8.2.10 的

规则评分，最高得 13 分。 Rù+

经计算，本楼内各房间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

的比例最小值为 均大于 5%，通风效果良好。卫生

间均为明卫。 ,-ñ.#'+

经室内通风模拟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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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积比例为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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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专业

一、设计依据：

1、《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04/T335-2017

2、《民用绿色建筑设计规范》JGJ/T 229-2010

3、《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１6年版）

4、《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

5、《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2015 年版）

6、《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2011

7、《建筑变形测量规程》 JGJ8-2007

8、《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2011

9、《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50046-2008

10、《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50108-200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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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专业绿色节能技术措施：

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7

节材

与

材料

资源

利用

控制项

7.1.1 不得采用国家或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

筑材料和制品。

本项目___（是/否）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

材料和制品。

7.1.2 混凝土结构中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

用不低于400MPa级的热轧带肋钢筋。

本工程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采用了 强度等级的热轧

带肋钢筋。 0Xų,-ŰƊŒÊƋW¢78Zď-ŰƊŒ

ÊƋW~ +

评

分

项

I

节材设计

7.2.1 择优选用建筑形体，评价总分值为9分。根

据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规

定的建筑形体规则性评分，建筑形体不规则，得3

分；建筑形体规则，得9分。

本工程形体 ƌƍ#'«ġ），根据《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3版）属于建筑形体_____(y
Ǝ/ZyƎ/ƏƐZyƎ)。

7.2.2 对地基基础、结构体系、结构构件进行优化

设计，达到节材效果，评价分值为 5分。并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地基基础优化，得 2分；

2 结构体系优化，得 2分；

3 结构构件优化，得 1分。

设计对____ DƑƑƒ/ÊƋġ¨/ÊƋƋƓ+进行了优化，
利于抗震。详见结构节材优化设计书。

7.2.5 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评价总分值为

5分，根据预制构件用量比例按表7.2.5的规则评

分。 Rù+

本工程采用了________等预制构件，总用量为______吨，占
比____

II

材料选用
7.2.8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

本工程现浇混凝土___（是/否）全部采用预拌混凝土。(ƔÊ
ƋÈÜZ²ïƕƖvƗŰƊŒśW0XZnPWƘ100kmzƙ
2ƚ&ƛƜŰƊŒƝAW0XZnPW²ƞƝéê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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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评价总分值为5分。

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的比例达到50%，得3分；达

到100%，得5分。

本工程在____采用了预拌砂浆_________(湿拌砂浆/干混砂

浆),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的比例为_______。

7.2.10 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评价总分值

为10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混凝土结构

1）根据400MPa级及以上受力普通钢筋的比例，按

表7.2.10的规则评分，最高得10分。 Rù+

2）混凝土竖向承重结构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C50混

凝土用量占竖向承重结构中混凝土总量的比例达

到50%，得10分。

2、钢结构

Q345及以上高强钢材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达到

50%，得8分；达到70%，得10分。

3、混合结构

对其混凝土结构部分和钢结构部分，分别按本条第

1款和第2款进行评价，得分取两项得分的平均值。

本工程结构形式为 ,

本条不参评。 ų,-ƠġÊƋ¥ơÊƋ+

梁、柱、墙、板、基础等构件中的纵向受力筋采用了强度等级

为 的钢筋、箍筋等采用了强度等级为 的钢筋，400

MPa级及以上受力普通钢筋达到总量的 。混凝土竖向承重

结构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C50混凝土用量占竖向承重结构中混

凝土总量的比例达到50%。 ų,-ŰƊŒÊƋ+

Q345及以上高强钢材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达到

。 ų,-ƢÊƋ+

混凝土结构部分中梁、柱、墙、板、基础等构件中的纵向受

力筋采用了强度等级为 的钢筋、箍筋等采用了强度等

级为 的钢筋，400 MPa级及以上受力普通钢筋达到总

量的 。钢结构部分中Q345及以上高强钢材用量占钢材

总量的比例达到 。 ų,-ŰűÊƋ+

7.2.11 合理采用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评价分值

为 5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混凝土结构：

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总量的比例达到

50％；得 5分；

2 钢结构：

采用耐候结构钢或耐候型防腐涂料，得 5分。

3 混合结构：

对其混凝土结构部分和钢结构部分，分别按本条第

1 款和第2款进行评价，得分取两项得分的平均值。

本工程结构形式为________。

在_____采用了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总量的比例

为___.高耐久性混凝土指标如下：_______(ų,-ŰƊŒÊ

Ƌğc

采用了________（耐候结构钢/耐候型防腐涂料）。 ų,

-ƢÊƋ+Ĉ

混凝土结构部分中_____采用了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占混

凝土总量的比例为___.高耐久性混凝土指标如下：_______。

钢结构部分中采用了________（耐候结构钢/耐候型防腐涂

料）。 ų,-ŰűÊ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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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排水专业

一、设计依据

1.《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04/T335-2017

2．《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3.《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229-2010

4.《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06

5．《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2002

opq6r56789:stWAu,vwkx$yz$y{c+

二、工程概况和用水水源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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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给排水专业绿色节能技术措施

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6

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6.1控制

项

6.1.1 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 1. 详见水资源利用方案（方案阶段独立文本）。

6.1.2 给排水系统设置应合理、完善、安全。

1. 本工程____（ƣF$ĚF）系统竖向分区情
况；____层以下为低区，由____（市政供水管直

接）供水，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____层以上

为高区，采用____（恒压变频供水设备/无负压

供水设备）供水；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

的静水压不大于____MPa，并合理采取了减压限
流的节水措施。

2. 本工程生活给水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中水水质（,-Ƥ

ƥ$ôţƦƧ$ƨĬ$ĩĢƗƩ+满足《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

18920-2002的要求；中水水质（,-ºƪ,F）

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21-2002的要求。

3. 本工程热水系统热源为____ 4ƫÎE±+
ƬƭĚ±+，采用____（局部/集中）热水供应

系统；集中热水供应系统采用____（强制/自然）

循环方式，设____（干、立管）循环。采取了____

措施保证冷热水系统压力平衡。（医院、旅馆等

公共建筑用水点出水温度达到45℃的放水时间
不应大于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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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4. 本工程管材、管道附件及设备等供水设施的

选取和运行均不会对供水造成二次污染。

5. 本工程加压系统选用了____（变频供水、高

效水泵、叠压供水设备等）相对节能高效的设备。

6. 本工程采用了____（雨污分流、污废分流）

系统。楼内生活污、废水排入室外污水管道，经

____（化粪池、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

水管道（或收集洗浴废水作为中水原水进入中水

处理站处理）。屋面雨水采用____（重力流内排

水）系统排至____（室外管网、室外散水、下凹

式绿地、植被浅沟等）（或收集利用）。

7、本工程__（是/否）采用了中水回用系统，中

水水源为____（市政/自建中水处理站），并在

设计中提出了用水安全保障措施，详见中水有关

施工图。

8．本工程__（是/否）采用了雨水利用系统，雨
水贮水池有效容积____m3，设置于____（地点）。
ƮƯƌƍņţ}ưĴĆ+c

6.1.3 应采用节水器具。

除____（特殊功能需要）外，其余所有用水器具

均采用了节水器具，且已在设计说明中明确要求

符合《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164-2014及《节

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1887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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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6.1.4 室外景观水体补水，应采用非传统水源或自然地

表水体。

1．本项目__（是/否）设景观水体。 × ºƪ

FġW0XZnPc+

2. 室外景观水体补水采用了____（中水/雨水/

自然地表水体）。

评分项

6.2.1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依次满足现行《山西省用水定

额》DB14/T 1049及《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中节水用水定额的要求，评价总分值为10分，达到节水

用水定额上限值的要求，得4分；达到上限值与下限值

的平均值要求，得7分；达到下限值的要求，得10分。

详见节水生活用水量计算表，本项目采用的节水

用水定额达到____（上限值/上限值与下限值的

平均值/下限值）。

6.2.2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评价总分值为为7

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使用耐腐蚀、

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件，得1分；

2 室外埋地管道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

得1分；

3 设计阶段根据水平衡测试的要求安装分级计量

水表，得5分。

1. 本工程选用了耐腐蚀、耐久性能好的管材、

管件，并符合现行产品标准的要求。给水管道采

用____ ƱG），____连接 ƲƉĴĆ），管道

和管件的公称压力____MPa，管件与管道要求配

套提供。

2. 本工程选用了密闭性能好的高性能阀门、零

泄漏阀门。

3. 本工程室外埋地管道采取了有效防止管网漏

损的措施：________ ƱĩƳ ÉƑƒ}ưĴĆW

deƱĩƴƵ$ƶƷƸÇÈ+c

4. 本工程水池、水箱设置了溢流报警，进水阀

门采取了自动联动方式关闭。

5. （本工程按水平衡测试的要求设置了分级计

量水表、分项计量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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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6.2.3 给水系统无超压出流现象，且满足用水器具要求

的最低工作压力，评价总分值为8分，并按下列规则评

分：

1 用水点压力不大于0.30MPa，得3分；

2 用水点压力不大于0.20MPa，得7分；

3 用水点压力不大于0.15MPa，得8分。

1. 本工程____（给水、热水）系统分区合理，

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的静水压不大于

____ MPa。

2. ____（给水、热水）供水系统中配水支管处

供水压力值大于____（0.30/0.20/0.15 MPa）者

均设了____（支管减压阀/减压孔板），控制各

用水点处水压小于或等于____

（0.30/0.20/0.15MPa），并满足给水配件最低

工作压力要求。

6.2.4 设置用水计量装置, 评价总分值为6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按使用用途，对餐饮厨房、公共卫生间、空调

系统、游泳池、绿化、景观等用水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

置，统计用水量，得2分；

2 按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

统计用水量，得4分。

1. 本工程按使用用途，对____（餐饮厨房、公

共卫生间、公共浴室、空调系统、绿化、景观）

等用水分别设置了用水计量水表。

2. 本工程按____（付费单元、管理单元），分

别设置了用水计量水表。

6.2.5 公用浴室采取节水措施，评价总分值为4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采用带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功能的冷热水混合

淋浴器，得2分；

2 设置用者付费的措施，得2分。

1. 本工程____（是/否）设公用浴室。 Ğò,ƹ
H0XZnPc+

2. 本工程公用浴室内的全部淋浴器____（是/否）
采用了带温度显示的恒温混水阀。

3. 淋浴器____（是/否）采用 IC卡刷卡用水。
4. 淋浴器采用了____（感应开关/延时自闭阀/
脚踏式开关等无人自动关闭装置）。

6.2.6 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评价总分值 1. 本工程住宅坐便器采用____（带两档冲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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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为10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用水效率等级达到三级，得5分；

2 用水效率等级达到2级，得10分。

5L低水箱式）；洗脸盆、洗手盆、洗涤盆采用____
（陶瓷片密封水嘴）；淋浴器采用____（节水型
淋浴花洒）；公共卫生间大便器、小便器采用____
（自闭式冲洗阀/感应式冲洗阀）；公共卫生间的
水嘴采用____（延时自闭式/自动感应式）；公用
浴室淋浴器采用____（恒温混合阀/脚踏开关）
等。

2.本工程采用的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达到
____（3/2）级。

6.2.7 绿化灌溉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方式，评价总分值为

10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90%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喷灌溉系统，得4分；

90%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微灌溉系统，得7分；在此基础

上设置土壤湿度感应器、雨天关闭灌溉供水装置等节水

控制措施，再得3分。

2 种植无需永久灌溉植物，得10分。

1. 本工程____%（90%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____

（喷灌/微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方式。水源采用

____（生活给水/雨水回用水/中水）。

2. 本工程在绿地内设有____（土壤湿度感应器、

雨天关闭装置）。

3. 本工程____%（50%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____

UV©å»ƺ）等无需永久灌溉植物，其余部

分绿化采用了____（喷灌/微灌/渗灌等）节水灌

溉方式。

6.2.8 空调设备或系统采用节水冷却技术，评价总分值

为10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循环冷却水系统设置水处理措施；采取加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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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6分；

3 采用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得10分。

1. 本工程____（是/否）设空调设备或系统。

× Ĳłƻ Ƽm¨ƽW0XZnPc+

2. 本工程采用了____（分体空调/风冷式冷水机

组/风冷式多联机/地源热泵/干式运行的闭式冷

却塔等）。

3. 选用____（开式/闭式）冷却塔。循环冷却水

系统____（是/否）设置了水处理措施；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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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采取了加大集水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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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除卫生器具、绿化灌溉和冷却塔外的其他用水采

用节水技术或措施，评价总分值为5分。其他用水中采

用节水技术或措施的比例达到50%，得3分；达到80%，

得5分。

1. 本工程车库和道路冲洗采用____（节水高压

水枪等），其用水量占总的其他用水量的比例达

到____%。

6.2.10 合理使用非传统水源，评价总分值为15分，具

体评分规则详见规范条文。

ƾƿǀ$õö÷$ǁǀč#'0XZnPc#

'4ǂ,FƖĻ-ĊŭŭǃǄǅǆśW0XZnPc+

1. 本项目属于____（住宅、办公、商店、旅馆

类），按措施评分，非传统水源用于____（室内

冲厕、室外绿化灌溉、道路浇洒、洗车）,非传

统水源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达到____%。

ǇŭůBŜL,FƖu,ǈǉƽF±Ĵ4gQ+c

,-./$Ǌò$ĽŸ$ŵŶčǋÇÈPǌ+

2. 本项目属于____（住宅、办公、商店、旅馆

类），按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评分，非传统水源用

于____（室内冲厕、室外绿化灌溉、道路浇洒、

洗车）, 非传统水源年用水量为____m
3
/a，非传

统水源利用率为____%。 ,-./$Ǌò$Ľ

Ÿ$ŵŶčǋǈǉƽF±¦,ǍPǌ+

3. 本项目属于其他类型建筑，绿化灌溉、道路

浇洒、洗车用水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

用水量的比例为____%；冲厕用水采用非传统水

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为____%。 ,

-oǎčǏ#'P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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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6.2.11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评价总分值为8

分，根据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其总用水量

的比例Rnt按下列规则评分：

1 10%≤Rnt＜30%，得4分；

2 30%≤Rnt＜50%，得6分；

3 Rnt≥50%，得8分。

1. 本项目____（是/否）设冷却塔。 ĞŹǐ

ǑsFW0XZnPc+
2. 冷却水补水使用____（中水/雨水回用水），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其总用水量

的比例为____%。

6.2.12 结合雨水利用设施进行景观水体设计，景观水

体利用雨水的补水量大于其水体蒸发量的60%，且采用

生态水处理技术保障水体水质，评价总分值为7分，并

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对进入景观水体的雨水采取控制面源污染的措

施，得4分；

2 利用水生动、植物进行水体净化，得3分。

1．本项目____（是/否）设景观水体。 × º

ƪFġ0XZnPc+

2．（¢&ºƪFġ+在雨水进入景观水体之前

设置____（前置塘、缓冲带等前处理设施，或将

屋面和道路雨水接入绿地，经绿地、植草沟等）

处理后再进入景观水体，有效控制雨水面源污

染。

3．景观水体年蒸发量为____m
3
，利用雨水的年

补水量为____m
3
，是其水体蒸发量的____%。

4. 景观水体____（是/否）采用非硬质池底及生

态驳岸，水体内投加____等水生动、植物对水体

进行净化。

4

节地与室

外环境

4.2评分

项

4.2.14合理规划地表与屋面雨水径流，对场地雨水实施
外排总量控制，评价总分值为6分。其场地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达到55%，得3分；达到70%

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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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评分 得分

塘等）调蓄的降雨量为____m
3
。

5

节能与能

源利用

5.1控制

项

5.1.5 有生活热水需求的建筑，应采用太阳能光热系统或

其它可再生能源作为热源，并合理配置辅助加热系统。

1. 本工程生活热水系统热源由____（太阳能/地
热能）提供，辅助热源采用____。

5.2评分

项

5.2.16 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可再

生能源，评价总分值为10分，按表5.2.16的规则评分。

1．本工程生活热水系统热源由____（太阳能/

地热能）提供。采用____（集中/集中-分散/分

散）供热水系统。

2．设计小时耗热量____kJ/h，最大小时热水量

____m
3
/h，太阳能系统采用____（全玻璃真空管

/平板型/热管型真空管）集热器，集热器面积

____m2，贮热水箱容积____m3，采用____（强制/

自然）循环方式，____（直接/间接）加热生活

热水。

3. 由太阳能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为____%。

8

室内环境

质量

8.2评分

项

8.2.3 采取减少噪声干扰的措施，评价总分值为6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2 对引起传声的管道、设备等物体进行减振、隔

声处理，得2分。

1. 本工程采用同层排水____套，采用率____%。

2. 本工程排水管材采用____（PP超静音排水管、

硬聚氯乙烯螺旋排水管、中空壁消音硬聚氯乙烯

排水管等）。

ǈñ.#'¥ŵŶ#'W01Z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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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暖通专业

一、设计依据

1.《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04/T335-2017

2.《民用绿色建筑设计规范》JGJ/T 229-2010

3.《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4.《居住建筑仅能设计标准》DBG04-242-2012

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4/T241

opq6r56789:stWAu,vwkx$yz$y{c+

二、工程概况及冷热源简况：

1.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地点、规模、各类指标、功能。

2.冷热源：市政热源引入方向、温度、压力等，或自建锅炉房、制

冷机房、换热站的规模及设置位置。

三、供热空调设计形式

包括供暖空调形式，相关设计参数等内容

四、暖通空调专业绿色建筑设计措施

冷热负荷及相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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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暖通空调专业绿色节能技术措施
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节能与能源

利用

控制项

5.1.2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

暖、空调系统的供暖热源和空气加湿热

源。

本工程热源采用______（集中供热，区域锅炉，地源

热泵等形式），规格____、数量___。空调机组加湿采用

____(湿膜加湿或其它)

5.1.3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

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本条适用于

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公共部分的设计）

本工程总冷热计量设置于_____（部位）。_______（如

商业，住宅等）分设计量装置，各___（如住户、商铺

等）分户计量

¢&ŹǐǑ ƼW~ FR ĲµǒƣÞFǓÔ

ēǔ+

评

分

项

II 供

暖通风

与空调

5.2.4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

效均优于国家和山西省现行相关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关于能效限定值的要求，评

价总分值为6分。对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

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直燃型和蒸汽

双效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

式空调机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燃煤、燃油和燃气锅炉，其能效指标比

现行山西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04/T241规定值的提高或降低幅度满

足表5.2.4的要求；对水（地）源热泵机

组、房间空气调节器和家用燃气热水炉，

其能效等级满足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节

系统供暖热源为____（集中供热或其它）空调冷源为

____（电制冷机组或其它）

系统热源机组能效等级对比省标《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DBJ04/T241 要求，提高____%；系统热源机组能

效等级对比省标《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04/T241

要求，提高____%；系统冷源机组能效等级对比省标《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04/T241 要求，提高____%；

Æu,ǕǖĚ±$ǗŹĚ±ǘǙı-ǚŬǛĴ# ¥

ƱưLǜhE±į2L#'W0XZnPcÆ-ǝǞƚ

&EǟkxyǠLŹĚǘǙW0XZ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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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能评价值要求。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

1.寒冷地区：冷源、热源评价分值

各为3分；

2.严寒地区：冷源评价分值，2分；

热源评价分值，4分；

3.对于仅设供暖系统的建筑，热源

评价分值，6分。

5.2.5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
率、供暖空调系统冷热水循环泵耗电输

热比应符合国家和山西省现行相关节能

设计标准，评价总分值6分，并按以下规

则评分后累计：

1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符合国家和山

西省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得2

分；

2 采用集中供热系统的建筑，热

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符合国家和山西省

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得2分；

3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冷

热水循环泵耗电输冷（热）比比《民用

建筑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规定值低20%，得2分。

1、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满足省标《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4/T241 的要求，详见风机

耗功率计算表；

2、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______，满足省标《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4/T241 的要求，详见供暖系

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计算书；

3、空调冷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____，比《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DBJ04/T241 的要求低 20%，详见空调冷热

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计算书。

ZnPXƓ!Ċ Æ-u,QǡĆƝǢ$łƻ¨ƽL

#'W0XŬ ĉ$Ǆ 1ZnPǗ

ĉ Æ-#'ǣu,Ǥ0XŬ ĉ$Ǆ1hLēǥ¨ƽW

Æ×u,L¨ƽZnPǗ

Ǆ Æu,ǕǖĚ±$ŹĚ±ǘǙı-ǚŬǛĴ# 

¥ƱưLǜhE±į2L#'W0XŬǦ1ZnP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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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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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平衡措施，得1分。 LWÙŃǨǩǪwcłƻĴĆŅQġłƻmǫǬǘ

LW4ǭǠĤĥcĀśƝǢ¨ƽǮĤĥïð

ŬǦ1!ŹĚ±ǘǙL3ƖǯĵWǰăAĤĥńQ

Ǳǲïð ǕǖĚ±4šƉgQ+WŹ±ǘǙLǳǴǵǶ

bAĤĥĔòó#'CE ĄkxĜǷǸǹŭćǅǺĉćĊLï

ðc

ŬǛ1!F¨ƽW¹¨ƽu,ǻǼǽǾWµǿÀF

Ȁ³ȁĄą56X1gȂéAQbcƚ&F¨ƽ¥¹

¨ƽLǫǬǘłƻ ƼmQġǘ4šƉgQ+

IV能量

综合利

用

5.2.13排风能量回收系统设计合理
并运行可靠，评价分值为3分。并按下列

规则评分：回收可利用的排风量达到1/3

的，得1分；达到2/3，得2分；全部回收

的，得3分。

本工程在______（设置集中空调新风位置）设置了

热回收机组，对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利用排风

对新风进行预热（冷）处理，减低新风负荷，热回收

装置的额定热回收效率为______（不低于60%）

本工程对______(无空调但有连续排风需求的空

间)采用带热回收的新风和排风双向换气装置，且双

向换气装置的额定热回收效率不低于55%

可回收利用的排风量回收比例达到______（1/3，

2/3，全部）。

"¹¥Þ¹ŨȃZƕ-ĊŮũmĞȄȅ"¹Éo

ǎZŪu,Þ¹EƖǂȆ¨ƽL#'0XZnPc

5.2.14合理采用蓄冷蓄热系统，评价分

值为3分。

本工程设置______（蓄热锅炉，冰蓄冷等机组），装机

容量______，经计算，达到计算冷量______（>30%），电

蓄热蓄能装置提供热量满足峰电值时段供暖、空调热量。

ñ.#'WȇȈȉǌŽ-ĉĈŮȊmƚ&ȇȈȉǌW0

XZnP+

5.2.15 合理利用余热废热解决建筑的蒸
汽、供暖、供冷或生活热水需求，评价

本工程余热废热源为______（空调冷凝热，附近

工业余热废热等），经计算余热废热提供的能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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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室内环境

质量

控制项

8.1.4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

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

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热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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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立启停的主要功能房间数量比例达到

70%，得 4 分；达到 90%，得 8 分。

主要功能房间的_____%（达到70%或90%）

IV室内

空气质

量

8.2.11室内气流组织合理，评价总分值

为 7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 重要功能区域供暖通风与空调

工况下的气流组织满足热环境设计参数

要求，得 4分；

2 避免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等

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室内其他空

间或室外主要活动场所，得 3分。

1.本工程设置_____（集中空调或其它）系统，气流组

织形式为_____ 56ÙŃČEƕĻZĀWȒ¹Þ¹ĺ

4QĎȓƍ+

2.本工程有_____（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等设施），

卫生间设置排风扇，采用_____（比如竖向风道至屋顶）

风道，车库排风口设置于_____（绿化区域、山墙等位

置），厨房设置排风竖井至高处并设置油烟净化装置。

Ċ$ī¹łƻÛȔǙȕűưWƂƃȖȗĚ¹Ğż?ħW

ÛȔȘĢmeŹǟËZșWƕłŃ¹ĺ ĄA&tQq

6WȚïśƞƝéALțȜQȝc

ĉ$ïðØÙWŴÎŃWȞȟ&ÛȠȡǡƖƕLÙŃ

 ĲǘȢī¹£ȣǱȤWµ ȥÅ¹ĺǒÞ¹ĺLı

ĲWƂƃĪȦȘĢmãäWÆȒÞ¹ĺLȧĲŻȨƍĤ

ĥïðc+

8.2.12主要功能房间中人员密度较高且
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设置室内空气质量

监控系统，评价总分值为 8 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后累计：

1 对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进行数据

采集和分析，并与通风系统联动，得5分；

本工程设置有_____（大会议室，多功能厅等房间），均

设置排风系统，在室内设置_____（二氧化碳浓度监测

装置或污染物浓度监测装置）与通风系统联动。

0Xų,- &ǜhī¹łƻĐčòó#'W./#

'Z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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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2 实现室内污染物浓度超标实时

报警，并与通风系统联动，得3分。

8.2.13地下车库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
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评价分值为5

分。

本工程设置地下车库，

每个防火分区在_____（位置）设置一氧化碳监测点并

与通风系统联动。

²ȉÛǓÔǬÒ´ȩc#'ĞD?ĬŘW0XZ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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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气专业

一、设计依据

1．《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04/T335-2017

2．《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4/T241

3．《民用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14-2013

opq6r56789:stWAu,vwkx$yz$y{c+

二、工程概况：

包括工程地点、规模、各类指标、功能。

三、供电电源及负荷

1．供电电源及电压

2．各类负荷容量

本工程为___类建筑，最高负荷等级为___级。

一级负荷：___ Ǳǲ»ƺ+ ____KW；

二级负荷：___ Ǳǲ»ƺ+ ____KW；

三级负荷：___ Ǳǲ»ƺ+ ____KW；

3.用电负荷指标：____W/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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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气专业绿色节能技术措施

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节能与

能源利

用

控制项

5.1.3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

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本工程为____（公共建筑，住宅建筑），____（公共

建筑输配系统，照明，动力，特殊场所等）各部分能耗独

立计量，设置计量表，____（住宅建筑及独立的商业网点）

分户设置计量表。

ēȪȫ,#'LȉEȬȭWīȮ4QŅȯč!ì 

Ȱȱ,ȉ$łƻ¨ƽ,ȉ$ÒȀ¨ƽ,ȉ¥ƏƐ¡Ä,ȉc

ÆƝȉ¨ƽǪwȨƍWì WÒȀQ7 ĲȉRc+

5.1.4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不应高于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中规

定的现行值。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达到国家现行国家标准

房间 照明功率密度 照度标

准值

照度计

算值设计值 现行值

评

分

项

III 照

明与电

气

5.2.9走廊、楼梯间、门厅、大堂、大空间、地

下停车场等场所的照明系统采取分区、定时、感

应、等节能控制措施，评价分值5分

照明系统分区满足自然光利用，功能和作息差异要

求；____（走廊、楼梯间、门厅、大堂、大空间、地下停

车场等）场所的照明系统采取____（定时、感应、智能照

明系统等）节能控制措施。____（道路景观照明等）采取

了____（定时、光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

Æ-./#'W[ƌƍoòóń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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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5.2.10照明功率密度值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规定的目标值，评价

总分值为8分。主要功能房间满足要求，得4分；

所有区域均满足要求，得8分。

____（主要功能房间或所有区域）的照明功率密度值达到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规定的

目标值，详照明功率密度值计算书

5.2.11合理选用电梯和自动扶梯，并采取电梯群

控、扶梯自动启停等节能控制措施，评价分值为

3分。

本工程在____（位置）设置电梯或扶梯。____（是否）

采取电梯群控、扶梯自动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

Æ-[ &ēǰȉȲµuÅǤCEǽǾÇÈL#'W0

XšƉgQǗÆ-Z ȉȲL#'W0XZnPc+

5.2.12 合理选用节能电气设备评分规则如下

1 三相配电变压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三相配电

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20052 的节能

评价值要求，得 3分。

2 水泵，风机等设备，及其他电气装置满足相关

现行国家的节能评价要求，得 2分。

评价分值：5分

本工程选用三相变压器类型及型号为____，额定容

量____kV·A，台数____，空载损耗____W，节能评价值

为___W，负载损耗____W，节能评价值为____W，满足要

求。

本工程设置____（给水泵，供暖循环泵等），水泵效

率____（%），节能评价值____（%），满足规范要求

本工程设置____（新风机组，排风风机等），风机效

率____（%），节能评价值____（%），满足规范要求

室内环

境质量
控制项 8.1.3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规定。

本工程的室内照度，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等照明数

量和质量指标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规定。详见（下表或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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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

标类别
指标类型 规 范 条 文 设 计 做 法

不参

评分
得分

房间或

场所

参考平

面与其

高度

标准照

度值

UGR Uo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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