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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绿色创新技术导则 

1  总  则 

1.1 目的 

    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以超限高层建

筑工程为示范引领，积极推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构

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结合山西省实际，制定本导则。 

1.2 适用范围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是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

规定》（建设部令第 111 号）及《山西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界定规定》（晋建质字〔2018〕272 号）中规定的需进

行抗震专项审查的高层建筑工程。 

山西省行政区域内超限高层民用建筑工程，均应按照本导则

进行绿色设计、建造及运维。 

其它建筑工程创建绿色建筑创新项目，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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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则 

1.3.1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在全寿命期内，应因地制宜，立足

于山西省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状况、气候特点和文化特色，融合

健康、智慧、低碳、可持续等理念，采用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绿

色技术、工艺与产品，通过先进的设计、建造和运维管理，体现

绿色建筑特色，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1.3.2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在建设理念、建造方式、新技术

应用和系统集成等应用方面进行创新，在全寿命期 BIM、铝模板、

装配式、绿色建造及基于 5G 移动互联网的智慧化管理等技术应

用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3.3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绿色设计、建造和运维，除满足本

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山西省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2 基本要求 

    2.0.1 建设单位是绿色建筑创新项目创建的责任主体，应组

织制定绿色建筑创新总目标并统筹协调各相关专业、各建设主

体、各实施阶段，确定并落实各项绿色技术措施。 

2.0.2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绿色设计、建造及运维方案应结合

建设项目要求及项目所在地实际情况，优先采用适宜的绿色技

术，在实施中积极研发适合山西省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绿色创

新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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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绿色创新设计应综合考虑建筑全

寿命期的技术与经济特性，树立创新理念，选择有利于促进建筑

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场地、建筑形式、技术、设备和材料，不断

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鼓励晋材晋用。 

2.0.4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进行设计、建造和运维，达到绿色建筑三

星级要求，并获得标识。 

2.0.5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采用以下绿色技术： 

1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2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3 装配式建造技术 

4 铝模板技术（仅用于非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5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幕墙体系除外） 

6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一体化技术 

7 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公共建筑） 

2.0.6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除采用 2.0.5 规定必选技术外，尚

须选用一定数量的创新技术，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创新技术清

单及选用数量要求详见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2.0.7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还应积极采用其他适用的创新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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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创新实施基本要求 

3.1 规划方案设计阶段 

3.1.1 建设单位应在规划方案设计阶段对超限高层建筑工

程进行绿色创新项目技术策划，制定绿色创新实施方案。 

3.1.2 绿色创新实施方案应建立绿色创新管理体系，确立绿

色创新目标和实施路径，结合项目具体情况，确定必选技术和符

合要求数量的可选创新技术应用方案，明确相应的指标要求。 

3.1.3 绿色创新实施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项目概况 

2 绿色创新管理体系 

3 项目绿色创新目标 

4 实施路径（符合 2.0.5 必选技术） 

（1）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2）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3）装配式建造技术 

（4）铝模板技术（仅用于非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5）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幕墙体系除外） 

（6）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一体化技术 

（7）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公共建筑） 

5 绿色创新技术： 

应选取附录 A 可选创新技术中的 3 项及以上，逐项说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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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路线、实施方案。 

3.2 初步设计阶段 

3.2.1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绿色创新实施方案审查通过后，在

初步设计阶段应进行细化深化，落实各项创新技术的技术细节，

编制绿色创新初步设计文件。 

3.2.2 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在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

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时，应同时对绿色创新初步设计文件进行审

查。 

3.2.3 绿色创新初步设计文件应对工程绿色建筑达标情况

进行评价，提出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和 BIM

技术应用等要求。 

3.2.4 绿色创新初步设计文件编制除满足国家初步设计文

件编制深度的要求外，尚应有以下内容： 

1 项目概况 

2 绿色创新目标 

应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进行评分，

对满足绿色建筑三星级的技术要求进行细化深化。 

3 绿色创新必选技术 

（1）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2）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3）装配式建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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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幕墙体系除外） 

（5）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一体化技术 

（6）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公共建筑） 

4 绿色创新可选技术： 

应选取附录 A 创新技术中的 3 项及以上。 

5 针对必选技术、可选技术以及绿色建筑三星级相关绿色技

术，均应明确每项技术的设计要点、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在设

计图纸中应有相应要求。 

3.3 施工图设计阶段 

3.3.1 设计单位应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要求和绿色创新初

步设计文件评审意见，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中

绿色创新专项设计应包含项目绿色创新技术。 

3.3.2 绿色创新专项设计应满足国家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要求，并应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进

行评分，确保达到绿色创新目标。 

3.3.3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设计单位应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装

配式建筑预评价，计算项目装配率，宜有专项论证报告。 

3.3.4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重要工程专家论证时，论证

内容应包含绿色创新专项设计，并对项目的绿色建筑等级进行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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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造阶段 

3.4.1 施工单位应将施工图中绿色创新设计内容纳入施工

组织总设计，施工组织总设计应设置绿色建造创新技术专项方

案。 

3.4.2 绿色建造创新技术专项方案应有以下内容： 

1 项目概况 

2 绿色创新目标 

3 绿色建造必选技术 

（1）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2）装配式建造技术 

（3）铝模板技术（仅用于非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4 绿色建造可选技术： 

选取附录 B 中创新技术 15 项以上，施工过程中自主创新技

术总结与转化 3 项以上，鼓励项目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和科技成果

登记。 

5 绿色建造创新技术专项方案中应包含绿色建造创新技术

实施计划。 

3.4.3 绿色建造创新技术专项方案中创新技术应突出项目

建造过程的绿色化、工业化、智能化；同时对施工阶段 BIM 技

术应用、促进项目精细化管理等进行详细策划。 

3.4.4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组织的图纸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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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包括绿色创新专项会审，设计单位就项目绿色创新相关事宜

进行技术交底。 

3.5 运维阶段 

3.5.1 建设单位应在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绿色建筑预评价阶

段提出绿色运维初步方案，工程竣工验收后，运维单位应编制绿

色运维管理方案。 

3.5.2  绿色运维管理方案应有以下内容： 

1 项目概况 

2 绿色创新目标 

3 绿色运维必选技术 

（1）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2）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公共建筑） 

4 绿色运维可选技术： 

选取附录 C 中创新技术 3 项以上，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3.5.3 建设单位应在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申报绿

色建筑标识，确保达到绿色创新目标。 

3.5.4 鼓励项目申报绿色建筑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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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选绿色技术要点 

4.0.1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1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在设计阶段，提倡 BIM 技术正向设计，

自项目创建伊始，通过设计信息参数化、方案优化、各专业协同

作业、计算与模型相结合，实现自动出图。 

2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建造过程中，在施工组织、进度管理、

成本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及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采用 BIM

技术。 

3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在运维阶段，BIM 数字化模型承载建筑

产品运维的所有管理任务和数据，通过运用 BIM 技术可进行隐

蔽工程管理、空间管理、设备管理、安防管理、应急管理、能耗

管理等。 

4.0.2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设计应树立被动优先的理念，采用超低能

耗技术，降低建筑能耗。主要体现在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性能、建

筑整体气密性、无热桥处理、可调节外遮阳、可再生能源应用等

方面。除应满足以下第 1 款外，尚应满足其它三项以上技术。 

1 提高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外墙、外窗及屋顶热工性能在

国家现行节能标准上提高 20%，或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 15%，

外窗传热系数降低 20%。 

2 建筑围护结构应进行无热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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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采用自然通风、自然采光方式，降低项目能耗，可使用

导风板、导光管等方式。 

4 保证建筑整体气密性。 

5 采用可调节外遮阳设施。 

6 采用可再生能源。 

7 选用高性能供暖空调设备。 

4.0.3 装配式建造技术 

1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鼓励采用钢结构，采用混凝土结构的，

应采用两种以上预制构件。 

2 宜采用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预制外墙。 

3 宜采用装配式装修方式。 

4.0.4 铝模板技术（仅用于非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非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中应采用铝

合金模板体系，达到清水混凝土免抹灰效果。 

4.0.5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 

1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幕墙体系除外）应采用保温结构一体

化技术。 

2 可采用保温型复合免拆模板系统、非承重砌块自保温结构

体系、装配式墙板自保温体系等一体化技术。 

4.0.6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一体化技术 

1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采用太阳能、浅层或中深层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技术中至少一种。 

http://www.zhuall.com/news/hyxw/2020-07-05/4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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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阳能光热、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术产品应与建筑同步规

划、一体化设计施工、同步验收投入使用。 

4.0.7 能耗监测管理系统 

超限高层公共建筑应设置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安装分类和分

项能耗计量装置，实时采集能耗数据，实现在线监测与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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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绿色创新技术要点 

5.1 绿色设计可选创新技术 

I 建筑环境 

5.1.1 生态恢复或补偿技术 

1 采取优化场地的水土保持技术，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

域、湿地、植被等，保持场地内生态系统与场地外生态系统的连

贯性。 

2 采用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技术，保护土壤资源。 

3 场地规划设计多样化的生态体系，如湿地系统、乔灌草复

合绿化体系、结合多层空间的立体绿化系统等。 

4 采用生态驳岸、生态浮岛等措施增加本地生物生存活动空

间，充分利用水生动植物的水质自然净化功能保证水体水质。 

5.1.2 降低热岛强度技术 

1 场地内步道、游憩场、广场、机动车道等室外活动场所及

建筑屋面采取遮阴措施。 

2 场地内机动车道路面及屋面选用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小

于 0.4 的材料。 

5.1.3 提升建筑适变性技术 

1 采取通用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设计，或采取建筑使

用功能可变技术。 

2 采用建筑结构与建筑设备管线分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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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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提升建筑室内环境技术 

1 采取措施降低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 

2 采取措施降低场地内的环境噪声，采用减振隔振技术，建

筑构件隔声性能达到国家高要求标准限值。 

3 人员密集场所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二氧化碳浓度监测

装置。 

4 地下车库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II 建筑结构 

5.1.5 钢筋与混凝土技术 

1 高耐久性混凝土技术  

对于耐久性要求高的各类混凝土结构工程，采用满足结构所

要求的各项力学性能且耐久性优异的混凝土，耐久性包括抗冻

害、抗盐害、抗硫酸盐腐蚀等。 

2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 

对于高层与超高层建筑的竖向构件、预应力结构等混凝土强

度要求较高的结构工程，采用高强高性能混凝土。 

3 高强钢筋应用技术  

（1）抗侧力构件推广 500MPa级以上热轧高强钢筋的应用。 

（2）楼板推广 CRB600H 高强冷轧带肋钢筋的应用。 

5.1.6 钢结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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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体系 

超限高层建筑根据平面布局可选用钢框架-筒体结构体系、

钢框架结构体系，楼盖结构宜采用钢筋桁架楼承板，填充墙为预

制轻质墙板或轻质砌块。 

2 高性能钢材应用技术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结构用钢，应选用高强度钢材。 

5.1.7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 

1 混凝土叠合楼板技术 

2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技术 

Ⅲ 装修和设备管线 

5.1.8 装配式装修技术 

1 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技术。 

2 采用集成厨房，墙面、顶面和设备集成，橱柜和厨房设备

安装到位。 

3 采用集成卫生间，墙面、顶面和设备集成，洁具设备等安

装到位。 

4 采用水平、竖向管线与结构分离技术。 

5 采用装配式地暖模块技术。 

5.1.9 非传统水源技术 

1 雨水利用与生态水处理技术 

建筑与场地对屋面、场地的雨水进行收集利用。对于室外景

观水体的雨水，利用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并能利用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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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障室外景观水体水质。 

2 中水回用技术 

采用中水回用技术，优先采用市政中水。利用中水进行绿化

灌溉、车库及道路冲洗、洗车用水、冲厕用水、冷却水补水。 

5.1.10 能源高效利用技术 

1 采用高效的供暖空调系统及高效用能设备。 

2 电梯采用能量回馈的节能技术。 

3 采用储能技术、微电网技术、分布式能源技术，鼓励绿电

大规模接入，实现多能互补。 

4 采用交直流混合配电技术，改善供电质量，减少线损高、

电能质量扰动、电压跌落等一系列问题。 

Ⅳ 其他绿色创新技术 

5.1.11 鼓励建筑实施全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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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绿色建材 

1 积极选用绿色建材。 

2 选用可再循环和可再利用材料以及利废建材，使用比例应

达到 15%以上。 

3 加大本地建材利用比例，鼓励晋材晋用。 

5.1.13 海绵城市 

采用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等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衔接和引导不少于 80%的屋面和道路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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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率应不小于 40%，透水铺装率应不小

于 50%。 

5.1.14 节水技术 

1 采用节水器具，其用水效率等级达到 2 级及以上。 

2 绿化灌溉及空调冷却水系统采用节水设备或技术。 

5.1.15 其它先进适用技术。 

5.2 绿色建造可选创新技术 

5.2.1 地基基础和地下空间工程技术 

1 采用以成型的预制构件为主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在现场

装配形成的装配式支护结构技术，包括预制桩、预制地下连续墙、

预应力鱼腹梁支撑结构、工具式组合内支撑。 

2 逆作法施工技术。 

5.2.2 钢筋与混凝土技术 

1 泵送高度在 200 米以上的超高泵送混凝土技术。 

2 自密实混凝土技术，具有高流动性、均匀性和稳定性，浇

筑时无需或仅需轻微外力振捣，能够在自重作用下流动并能充满

模板空间。 

3 建筑用成型钢筋制品加工与配送技术。 

4 施工现场钢筋智能下料集中加工技术。 

5.2.3 新型模板脚手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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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限高层建筑的结构、装修施工阶段外防护采用集成附着

式升降脚手架技术。 

2 建筑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的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

采用液压爬升模板技术。 

3 超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核心筒工程采用智能控制整

体爬升钢平台技术。 

4 模板支撑架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撑架。 

5.2.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 

1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用于各种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受

力钢筋连接。 

2 密拼式钢筋桁架叠合板当按单向板设计时宜采用密拼式

分离接缝，当按双向板设计时应采用密拼式整体接缝。 

3 采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技术实现设计、

生产、运输、装配、运维的信息交互和共享，实现装配式建筑全

过程一体化协同工作。 

5.2.5 钢结构技术 

1 钢结构机器人自动焊接技术。 

2 钢结构智能测量技术  

在钢结构施工的不同阶段，采用基于全站仪、电子水准仪、

GPS 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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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摄影测量、物联网、无线数据传输、多源信息融合等多种智能

测量技术，解决特大型、异形、大跨径和超高层等钢结构工程中

传统测量方法难以解决的测量速度、精度、变形等技术难题，实

现对钢结构安装精度、质量与安全、工程进度的有效控制。 

3 钢结构虚拟预拼装技术 

5.2.6 机电安装工程技术 

1 应用工业化成品支吊架。 

2 机电管线及设备装配化安装技术。 

5.2.7 绿色施工技术 

1 建筑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采用绿色施工新技术、精细化施工和标准化施工等措施，减

少建筑垃圾排放；同时将建筑垃圾就近处置、回收直接利用或加

工处理后再利用。 

2 施工现场太阳能、空气能利用技术用于照明、热水。 

3 绿色施工在线监测评价。 

4 垃圾管道垂直运输技术 

在建筑物内部或外墙外部设置封闭的大直径管道，将楼层内

的建筑垃圾沿着管道靠重力自由下落，通过减速门对垃圾进行减

速，最后落入专用垃圾箱内进行处理。 

5 永临结合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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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临时道路采用钢制路面、装配式混凝土路面；临时

围墙最大限度利用永久围墙；临时绿化利用原有及永久绿化；垂

直运输充分利用正式消防电梯；临时用电根据结构及电气施工图

纸，现场优化适用合适的正式配电线路；临时通风利用正式排风

机及风管；临时市政管线利用场内政府市政工程管线。 

5.2.8 抗震与监测技术 

1 消能减震技术。 

2 建筑隔震技术。 

3 超限复杂结构施工安全性监测技术 

监测参数一般包括变形、应力应变、荷载、温度和结构动态

参数等。监测系统包括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系统、数据库、状

态分析评估与显示软件等。 

5.2.9 信息化技术 

1 基于 BIM 的现场施工管理信息技术 

通过基于施工模型的深化设计，以及场布、施组、进度、材

料、设备、质量、安全、竣工验收等管理应用，实现施工现场信

息高效传递和实时共享，提高施工管理水平。 

2 项目多方协同管理技术 

通过工作任务协同管理、质量和安全协同管理、图档协同管

理、项目成果物的在线移交和验收管理、在线沟通服务，解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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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图档混乱、数据管理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实现项目各参与方之

间信息共享、实时沟通，提高项目多方协同管理水平。 

3 5G+智慧工地 

5.2.10 项目自主应用的其他先进适用技术。 

5.3 绿色运维可选创新技术 

5.3.1 建立智慧化运维管控平台，采用 5G 物联网、GIS 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化信息技术，进行智能化管理。 

5.3.2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5.3.3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5.3.4 设置分类、分级用能自动远传计量系统，且设置能源

管理系统实现对建筑能耗的监测、数据分析和管理。 

5.3.5 设置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且具有存储至少一年的监测

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 

5.3.6 具有智能化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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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有远程监控的功能； 

3 具有接入智慧城市（城区、社区）的功能。 

5.3.7 其它先进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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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设计创新技术清单 

必选

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装配式建造技术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幕墙体系除外）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一体化技术 

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公共建筑） 

创新

技术

（根

据）

项目

实

际，

至少

选择

3 种

以上

技术 

名称 技术实施路径 绿色建筑性能 

建

筑 

环

境 

生态恢复或补偿技术 

本土化绿化、表层土保护和

回收利用、多样化生态体系、

多层空间的立体绿化体系等 

环境宜居 

降低热岛强度技术 

绿化及建筑遮阴、路面屋面

材料太阳辐射反射系数控制 

环境宜居 

提升建筑适变性技术 

空间灵活可变、管线与结构

分离、设施设备可变 

安全耐久 

提升建筑室内环境技术 

采取措施降低室内空气污染

物浓度、降低场地和室内环

境噪声，设置一氧化碳、二

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健康舒适 

建 钢筋与 高耐久性混凝土技术 采用抗冻害、抗盐害、抗硫 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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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结

构 

混凝土

技术 

酸盐腐蚀等耐久性优异的混

凝土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技

术 

具有较高的强度（一般强度

等级不低于 C60）且具有高

工作性、高体积稳定性和高

耐久性的混凝土 

资源节约 

高强钢筋应用技术 

抗侧力构件推广 500MPa 级

以上热轧高强钢筋、楼板推

广 CRB600H 高强冷轧带肋

钢筋 

资源节约 

钢结构

技术 

新型钢结构体系 

可选用钢框架 -筒体结构体

系、钢框架结构体系等 

资源节约 

高性能钢材应用技术 应选用高强度钢材 资源节约 

装配式

混凝土

结构技

术 

混凝土叠合楼板技术  资源节约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

技术 

 资源节约 

创新

技术

（根

装

修

和

装配式装修技术 

采用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

管线分离及装配式地暖模块 

资源节约 

非传统 雨水利用与生态水处 对屋面、场地的雨水进行收 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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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项目

实

际，

至少

选择

3 种

以上

技术 

设

备

管

线 

水源技

术 

理技术 集利用 

中水回用技术 

优先采用市政中水。利用中

水进行绿化灌溉、车库及道

路冲洗、洗车用水、冲厕用

水、冷却水补水 

资源节约 

能源高效利用技术 

采用高效供暖空调系统及高

效用能设备、电梯能量回馈

技术、储能技术、微电网技

术、交直流混合配电技术 

资源节约 

其

他

绿

色

创

新

技

术 

全装修  资源节约 

绿色建材 

应用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

料及利废建材、本地建材 

资源节约 

海绵城市 

采用下凹式绿地及雨水花园

等绿色雨水设施、透水地面 

环境宜居 

节水技术 节水器具、节水设备等 资源节约 

其他先进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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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绿色建造创新技术清单 

必选 

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铝合金模板施工技术（仅用于非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创新

技术

（根

据项

目实

际，

至少

选择

10种

以上

技

术） 

名称 技术实施路径 

绿色建造

性能 

地基基础

和地下空

间工程技

术 

装配式支护结构 

预制桩、预应力鱼腹梁支撑结构、

工具式组合内支撑 

资源节约 

逆作法 

框架逆作法、跃层逆作法、踏步式

逆作法 

资源节约 

钢筋与混

凝土技术 

超高泵送混凝土 泵送高度超过 200m的建筑 资源节约 

自密实混凝土 

具有高流动性、均匀性和稳定性，

浇筑时免振捣的混凝土 

资源节约 

建筑用成型钢筋制品

加工与配送技术 

信息化、专业化、自动化生产，成

型配送 

资源节约 

施工现场钢筋智能下

料集中加工技术 

采用智能自动下料机集中加工 资源节约 

新型模板

脚手架技

术 

集成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 

随工程结构逐层爬升或下降，具有

防倾覆、防坠落装置的全封闭外脚

手架 

资源节约 

液压爬升模板 通过承载体附着或支承在混凝土结 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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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上，以液压油缸为动力将模板装

置向上爬升，反复循环作业 

整体爬升钢平台 

由整体爬升的全封闭式钢平台和脚

手架组成一体化的模板脚手架体系

进行建筑高空钢筋模板工程施工 

资源节约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架 模板支撑体系 资源节约 

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

技术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 半灌浆套筒、全灌浆套筒 资源节约 

密拼式钢筋桁架叠合

板 

密拼式整体接缝、密拼式分离接缝 资源节约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

筑信息模型应用技术 

实现设计、生产、运输、装配、运

维的信息交互和共享，实现装配式

建筑全过程一体化协同工作 

资源节约 

钢结构技

术 

钢结构机器人自动焊

接 

 资源节约 

创新

技术

（根

据项

目实

际，

至少

选择

10种

以上

技

术） 

钢结构技

术 

钢结构智能测量 

钢结构精准空中智能化快速定位技

术、基于三维激光扫描的高精度钢

结构质量检测及变形监测技术、基

于物联网和无线传输的变形监测技

术 

资源节约 

钢结构虚拟预拼装 

采用三维设计软件，将钢结构分段

构件控制点的实测三维坐标，在计

算机中模拟拼装形成分段构件的轮

廓模型，与深化设计的理论模型拟

合比对，检查分析加工拼装精度，

得到所需修改的调整信息 

资源节约 

机电安装

工 程 技 
工业化成品支吊架 

满足不同规格的风管、桥架、工艺

管道的应用 
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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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机电管线及设备装配

化安装技术 

给排水、采暖、电气、智能化、通

风与空调工程工厂预加工，组合安

装模块化、集成化 

资源节约 

绿色施工

技术 

建筑垃圾减量化与资

源化利用技术 

建筑垃圾就近处置、回收直接利用

或加工处理后再利用 
资源节约 

施工现场太阳能、空气

能利用技术 

采用太阳能发电照明、热水；采用

空气能热水器 
资源节约 

绿色施工在线监测评

价 

现场安装智能仪表借助GPRS通讯

和计算机软件技术监测施工现场能

耗、水耗、噪音、扬尘等 

环境保护 

垃圾管道垂直运输技

术 
独立垃圾运输管道配合专用垃圾箱 资源节约 

永临结合 
临时设施、用电、供水、通风、绿

化、市政、垂直运输 
资源节约 

抗震与监

测技术 

消能减震技术 

粘滞流体阻尼器、粘弹性阻尼器、

金属屈服型阻尼器、金属摩擦阻尼

器、调频质量阻尼器等 

资源节约 

建筑隔震技术 叠层橡胶支座隔震系统等 资源节约 

大型复杂结构施工安

全性监测技术 

根据监测数据评估或预判结构安全

状态，必要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以

保证结构安全 

资源节约 

信息化技

术 

基于 BIM 的现场施工

管理信息技术 

利用 BIM 技术，并借助移动互联网

技术实现施工现场可视化、虚拟化

的协同管理 

资源节约 

项目多方协同管理技

术 

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

BIM 技术为支撑，构建多方参与的

协同工作信息化管理平台 

资源节约 

5G+智慧工地 
基于 5G 的项目进度、安全、质量、

劳务、文明施工等的智慧管理 
资源节约 

其他先进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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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绿色运维创新技术清单 

必选

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公共建筑） 

创新

技术

（根

据项

目实

际，

至少

选择

3 种

以上

技

术） 

技术名称 备注 

基于 5G 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建筑感知系统 

能耗监测管理、智慧消防、智慧安防、

远程抄表、楼宇自控等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信息网络系统  

自动远传计量系统 

设置分类、分级用能自动远传计量系

统，且设置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建筑

能耗的监测、数据分析和管理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可监测污染物浓度，且具有存储至少

一年的监测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 

智能化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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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服务等服务功能； 

2 具有远程监控的功能； 

3 具有接入智慧城市（城区、社区）

的功能。 

其他先进适用技术 



 — 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