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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落实浙江省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推进浙江

省未来社区低碳场景建设，规范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方法，根据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３年浙江省建筑节能及
相关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设发 〔２０１４〕
１０３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吸取国内
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７章和６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和符号，基本规定，基础资料，设计技术评估，设计能耗和碳排

放评估，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本规程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浙江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１４８号；邮编：３１００２８，ｊｎｐｇｈｚ＠１６３ｃｏｍ），
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浙大精创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龙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５



杭州筑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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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国家有关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政策，落
实浙江省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规范民用建筑项目节

能评估方法，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项目
的节能评估。

１０３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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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ｉ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根据民用建筑节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建筑节能

减碳设计、绿色建筑设计等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对民用建筑项目

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评估，提出提高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降低能源资源消耗的对策和措施，并编制节能评估报

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填写节能登记表的行为。

２１２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审
!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ｉｖｉ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民用建筑项目设计方案和节能评估报告

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登记表进行审查，形成审查意见并监

督实施的行为。

２１３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ｔｏ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ｍｅ

对于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是指一次出让或划拨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总建筑面积；对于集

体建设用地上的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是指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总建筑面积。

２１４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节能评估管理用的建筑规模，公共建筑是指节能评估总建筑

面积一万平方米；居住建筑是指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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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设计技术评估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根据民用建筑节能相关法律、法规和建筑节能设计、绿色建

筑设计等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对设计文件进行绿色性能与节能减

碳技术评估分析的行为。

２１６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在建筑设计阶段，根据设计文件与建筑设计运行方式，对建

筑运行的年能耗和碳排放量的预测计算结果进行评估分析的行为。

２１７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ｇｒｅ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在建筑设计阶段，根据设计文件对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的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评价条文逐条评分，并预测建筑建设完成后

可实现的绿色建筑星级目标的行为。

２１８　可再生能源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从自然界获取的、可以再生的非化石能源，包括太阳能、风

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空气能和海洋能等。

２１９　建筑运行碳排放　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建筑物在运行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包括直接碳

排放与间接碳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２１１０　碳排放因子　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

化建筑物不同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２１１１　设计建筑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时用于计算符合设计文件的建筑运行

能耗与碳排放的建筑。

２１１２　基准建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与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用于计

算符合２０１６年执行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关要求的建筑运行能
耗与碳排放的建筑。

２１１３　参照建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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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用于计算全年供暖空调能耗和照明能

耗的假想建筑。参照建筑的建筑本体及围护结构、室内设计参数

和运行时间参数与设计建筑一致。

２１１４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根据设计文件与建筑设计运行方式计算的单位建筑面积的运

行碳排放量。

２１１５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设计建筑的运行碳排放强度相比基

准建筑的运行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

２１１６　绿色建筑节能率　ｇｒｅ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ｒａｔｅ
绿色建筑评估时，设计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年能

源消耗量相比参照建筑相应能源消耗量的下降幅度。

２１１７　建筑能耗综合值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单位面

积年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的终端能耗量和

可再生能源系统发电量，利用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标准煤

当量后，两者的差值。

２１１８　建筑本体能耗值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利用能

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标准煤当量后的单位面积年供暖、通

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的终端能耗量。

２１１９　建筑本体节能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在设定计算条件下，设计建

筑不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建筑能耗综合值与基准建筑的建筑

能耗综合值的差值，与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的比值。

２１２０　建筑综合节能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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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的建筑

能耗综合值的差值，与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的比值。

２１２１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ｎｅｗ
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设计建筑可再生能源年综合利用量

核算值与不含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建筑能源年消耗量的比值。

２１２２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ｅｒａｔｉｏ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可再生能源统一换算到标准

煤当量后的利用量占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

系统统一换算到标准煤当量后的能量需求量比例。

２２　符　　号

２２１　负荷
ＱＤ———设计建筑空调冷 （热）负荷；

ＱＲ———基准建筑空调冷 （热）负荷；

Ｓｃ———变压器计算负荷。
２２２　功率与容量

ＮｐＤ———设计建筑空调冷冻 （热）水泵功率；

ＮｐＲ———基准建筑空调冷冻 （热）水泵功率；

Ｓｒ———变压器额定容量。
２２３　能源消耗与供应量

Ｅｉ———第ｉ类能源年消耗量；
Ｅｉ，ｊ———不含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能源量的 ｊ类系统的第 ｉ类

能源年消耗量；

ＥＲｉ，ｊ———ｊ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 ｉ类年能
源量；

ＥＲＤ，ｊ———ｊ类可再生能源系统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Ｑｈ———年供暖耗热量；
Ｑｃ———年供冷耗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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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ｗ———年生活热水耗热量；
Ｅｈ———年供暖系统能源消耗；
Ｅｃ———年供冷系统能源消耗；
Ｅｌ———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
Ｅｗ———年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
Ｅｅ———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
ＥＴ———变压器年有功损耗；
Ｐ０———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
Ｐｋ———变压器满载有功损耗；
ＥＤ，ｃ———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设计建筑能源年消耗量；
ＥＲ，ｃ———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基准建筑能源年消耗量；
ＥＤ，ｌ———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设计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

和照明系统年能耗之和；

ＥＲ，ｌ———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参照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
和照明系统年能耗之和；

Ｅ———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建筑能耗综合值；
ＥＤ———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设计建筑的建筑能

耗综合值；

ＥＲ———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基准建筑的建筑能
耗综合值；

ＥＥ———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不含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ＥＥＤ———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设计建筑不含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Ｅｒ，ｉ———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建筑产生的第 ｉ类型
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

ＥＰｈ———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供暖系统中可再生
能源利用量；

ＥＰｃ———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供冷系统中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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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量；

ＥＰｗ———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生活热水系统中可
再生能源利用量；

Ｅｒｄ，ｉ———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年周边产生的 ｉ类型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２２４　比例
εｃ———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建设计能耗水平降低率；

ＲＥＲ———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时，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
代率；

ε———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时，绿色建筑节能率；
ηｐ———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建筑综合节能率；
ηｅ———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建筑本体节能率；

ＲＥＰｐ———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２２５　碳排放

Ｃ———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ＣＡ———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
ΔＣＡ———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
ＣＤ———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ＣＲ———基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２２６　系数
ＥＦｉ———第ｉ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ＣＥｉ———第ｉ类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ＣＥＤ———电折标准煤系数；
ｆｉ ———能源换算系数；
Ａ ———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
Ｂ ———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
α ———与空调水系统总输送长度有关的计算系数。

２２７　其他
Ｓ———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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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时，建筑能耗综合值的计
算面积。住宅类建筑为套内使用面积，非住宅类为节

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ｔ———变压器全年投入运行小时数；
τ———变压器最大负荷年损耗小时数；

∑Ｌ———空调水系统总输送长度；
ΔＴ———空调水系统规定工况的计算供回水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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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节能评估应在综合考虑建设项目所消耗能源的基础上，
对建设项目节能减碳的相关文件和资料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必须

客观、公正。

３０２　节能评估结果应满足与节能相关的国家和浙江省政策文
件、现行的相关规范与标准、国家和浙江省相关规划文件的技术

指标要求。

３０３　民用建筑项目应根据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编制节能评估
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登记表，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在三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及以上的
项目，应编制 《节能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书》可按附

录Ａ编制；
２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在一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及以上、

三倍以下的项目，应编制 《节能评估报告表》。 《节能评估报告

表》应按附录Ｂ编制；
３　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在一倍基准能耗建筑规模以下的

项目，应填写 《节能登记表》。 《节能登记表》应按附录 Ｃ
填写；

４　 《节能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和 《节能登记

表》均应包含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应按附录Ｄ编制；
５　对于规划条件允许分期实施的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分期

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节能登记表并申请节能

审
!

，但应按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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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４　节能评估应包括设计技术评估、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其中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符合性评估和性能

性评估。

３０５　设计技术评估中的符合性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设计文件与国家和浙江省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的符

合性；

２　设计文件与现行国家和浙江省建筑节能设计、绿色建筑
设计等相关工程强制性标准中技术要求的符合性；

３　设计文件与绿色建筑等相关专项规划中控制性指标的符
合性。

３０６　设计技术评估中的性能性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建设项目所采取的绿色建筑的节能减碳措施的合理性；
２　建设项目所采取的建筑节能减碳措施技术的经济可行性；
３　建设项目存在能源利用风险及制约因素时，所采取的能

源利用风险防范措施和能源利用事故处理应急方案的可靠性。

３０７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根
据设计文件及预期运营管理，对建设项目预期运营的能耗与二氧

化碳排放量化评估。

３０８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绿色建筑评估，并应填
写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３０９　节能评估可采用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对比分析、模拟
验算等方法。

３０１０　建设单位宜在委托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工程设计的同时，
开展节能评估工作。节能评估应与设计协同，并应在施工图设计

结束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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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础资料

４１　项目建设地环境资料

４１１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周边土地利用现状、规划指标
及绿色建筑专项规划指标等资料进行收集。

４１２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建材使用情况，收集项目所在地周
边建筑材料种类、生产、供给和运输现状；同时应收集和分析项

目所在地周边可再循环利用材料和建筑废弃物再利用材料的

现状。

４１３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气象资料统计结果进行收集，
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建筑节能计算用的典型气象年资料；
２　暖通空调设计用的室外设计参数资料；
３　建筑物理环境模拟用的典型气象年资料。

４１４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水资源现状及规划资料进行收
集，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情况；
２　市政给水排水管网资料；
３　低影响开发相关指标要求。

４１５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的地质资料进行收集。

４２　项目建设地能源资料

４２１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管理策略、
资料进行收集。

４２２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周边能源设施现状和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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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进行收集。

４２３　节能评估应对项目建设地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能源新利用
的现状和规划进行收集。

４３　项目设计及预期运营管理资料

４３１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进行收集，设计文件
应完整、准确、有效。

４３２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功能定位及预期运营管理方式
资料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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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设计技术评估

５１　项目特性与总平面设计技术评估

５１１　项目特性与总平面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对建设项目的项目特性、基本情况、设计依据进行评价；
２　对项目总平面布局与土地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３　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４　对建设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评价；
５　对总平面中建设项目空间布局进行评价；
６　对总平面中安全防护措施的设置进行评价。

５１２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特性和依据性文件，对建筑设计概
况、关键指标、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等情况

进行符合性评估。

５１３　节能评估应对总平面布局与土地开发利用进行评价，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场地内建筑物的布局、建筑高度、体量、朝向等应满足
场地自然条件和建筑功能需求，并应符合规划条件及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建设项目功能与分区布置应清晰合理，居住街坊人均住
宅用地指标、公共建筑容积率等指标应符合规划条件以及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建设项目场地内停车设施的配建和设置应符合国家和浙
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４　场地内的垃圾分类收集场所和设施应合理规划布置，并
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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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场地内的室外吸烟区应合理规划设置，并应符合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　场地内透水铺装、下凹绿地等低影响开发设施应布置合理，
面积规模应明确，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１４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综合考虑周边地块开发利用情况统
筹利用，并符合规划条件的规定；

２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指标，应符合规划条件以及国家和浙
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地下空间采光通风措施应合理设置，宜有效利用天然采
光和自然通风。

５１５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住宅建筑项目场地内和周边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应
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公共建筑项目场地内和周边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应
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应合理设置，
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１６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空间布局进行评价，并应满足
下列要求：

１　建设项目空间布局应合理，建筑空间与辅助设施宜开放
共享；

２　建设项目空间布局应充分利用连廊、架空层、上人屋面、
室外广场等设置公共步行通道、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开放空间，

并宜满足全天候的使用要求。

５１７　节能评估应对总平面中安全防护措施的设置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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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２　场地内应设计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３　室外活动场所、坡道、路面的防滑措施应合理设置，并

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２　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技术评估

５２１　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室外场地风环境和热环境模拟与评价；
２　室外场地声环境模拟与评价；
３　室内自然采光环境评价；
４　室内风环境评价；
５　室内声环境评价。

５２２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外场地风环境和热环境进行
数值模拟与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数值模拟采用的气
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当所在地无气象参数时，应

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２　风环境、热环境数值模拟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行浙
江省标准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１１１的
规定；

３　风环境、热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对外窗气密性等级、垃圾分类收集

点布置和园林绿化等与风环境、热环境相关的设计提出合理

建议。

５２３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外场地声环境进行数值模拟
与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数值模
拟采用的声源资料应优先选用项目环评报告的监测数据，无项目

环评报告的监测数据时，应按场地周边规划实施后的环境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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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状况进行合理预测取值；

２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ＪＧＪ／Ｔ４４９的规定；
３　室外声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２４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内自然采光环境进行计算与
评价，采光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３３的规定，对于采光形式复杂的建筑，应利用计算机模拟
软件数值模拟或缩尺模型进行采光计算分析。数值模拟应满足下

列要求：

１　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数值模拟采用的气
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当所在地无气象参数时，应

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２　数值模拟的计算区域可选择建筑最不利房间或户型；
３　数值模拟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

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ＪＧＪ／Ｔ４４９的规定；
４　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２５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内风环境进行计算与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公共建筑应对可开启窗扇与房间外墙面积比例进行计算
与评价；

２　居住建筑应对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面面积比例及通风
开口面积与外窗面积比例进行计算与评价；

３　公共建筑宜对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自然通风
换气次数进行计算与评价；

４　对于体型复杂的建筑，宜利用计算机数值模拟的方法进
行计算与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数值模拟应采用区域网络模拟法或基于ＣＦＤ分布参数
计算方法，区域网络模拟法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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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ＪＧＪ／Ｔ４４９
的规定，ＣＦＤ分布参数计算方法的相关参数设置应符
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

准》ＤＢ３３／１１１１的规定；
２）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数值模拟采用的
气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当所在地无气

象参数时，应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３）数值模拟的计算区域可选择典型房间或户型；
４）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２６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室内声环境进行计算与评价，
评价内容应包括室内噪声级计算和围护结构构件隔声性能分析，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室内噪声级计算应同时考虑室外噪音源和室内噪音源对
室内噪声级的影响；

２　室内噪声级的计算区域应选择建筑最不利房间或户型；
３　围护结构构件隔声性能分析应包含围护结构的空气隔声

性能分析和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分析；

４　室内声环境计算与分析的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３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技术评估

５３１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应对建设项目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形式、保温隔热材料

的选择以及节能构造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２　应对建设项目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围护结构的热
工性能、遮阳设施、屋顶天窗、屋顶绿化等设置进行评价；

３　应对建设项目的围护结构节能计算进行评价；
４　应根据项目特性及建筑热工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意

见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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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文件中各单体的体形系数、朝向进行
符合性评估。

５３３　节能评估应对围护结构热工设计的热工性能限值进行评
价，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３４　节能评估应对屋面的保温隔热设计进行评价，并应满足
下列要求：

１　屋面保温隔热系统和材料的选择、防水材料的选择、保
温防水构造做法、热桥节点处理应合理清晰，施工工艺应明确；

２　屋面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热工计算公
式应正确，计算结果应准确，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３　屋面、内表面不得结露，热桥内表面温度应高于房间空
气露点温度；

４　屋面内部不应产生冷凝，屋面隔热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的有关规定；
５　屋面保温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　屋面隔热宜根据日照模拟及太阳辐射模拟分析结果提供
优化建议，优化建议措施应合理；

７　当屋顶设置绿化种植时，屋顶绿化的面积比例、设置位
置、植物品种选择和绿化实现方式应合理；

８　当屋面设置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时，设施设置的位置应
合理，方便检修维护，不应破坏屋面防水构造。

５３５　节能评估应对外墙 （包括非透光幕墙）的保温隔热设计

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保温隔热系统和材料的选择、构造做法、热桥节点处理
等应安全可靠，施工工艺应明确；

２　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热工计算公式应
正确，计算结果应准确，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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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３　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热桥内表面温度应高
于房间空气露点温度；

４　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外墙隔热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的有关规定；
５　保温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３６　节能评估应对楼板 （包括架空或外挑楼板）的保温隔热

设计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保温隔热系统和材料的选择、构造做法、热桥节点处理
等应合理清晰，施工工艺应明确；

２　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热工计算公式应
正确，计算结果应准确，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３　架空或外挑楼板内表面不得结露，热桥内表面温度应高
于房间空气露点温度；

４　保温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３７　节能评估应对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的保温隔热设计和

遮阳措施分别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的热工参数应完整，来源应可

靠，构造应安全可靠，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２　太阳得热系数的计算公式应正确，计算结果应准确，并
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建筑的窗墙面积比、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的通风开口

面积或有效通风换气面积、屋顶透光部分的面积比值计算应准

确，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４　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的气密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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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　遮阳措施的设置和形式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构造做法应合理清晰、安全可靠。

５３８　节能评估应对其他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设计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居住建筑的分户墙保温材料选择应合理；
２　居住建筑户门、分户墙保温材料的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热工计算公式应正确，计算结果应准确，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当建筑设置防火隔离带时，防火隔离带的材料选择应合
理，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与主体保温材料应进行加权计算，计

算结果应准确，并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３９　节能评估应对围护结构节能计算进行符合性评估，并应
满足下列要求：

１　节能计算选用的软件和计算方法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节能计算模型应与设计图纸一致；
３　节能计算选用的围护结构热工参数应与设计图纸一致，

热工参数来源应可靠；

４　节能计算应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计算条件的符合性
进行判定；

５　节能计算结果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４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５４１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对暖通空调设计参数与设计指标进行评价；
２　对暖通空调冷热源系统进行评价；
３　对暖通空调输配系统进行评价；
４　对暖通空调末端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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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对暖通空调监测与控制系统进行评价。
５４２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设计参数与设计指
标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
关标准及卫生防疫的规定；

２　室内外设计参数选取应合理；房间的设计温度应根据建
筑空间功能分区设置，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计标准应合理

降低；

３　空调负荷折算建筑面积冷热负荷指标同比该地区同类型
节能建筑应在合理范围内；

４　通风计算折算房间通风换气次数应合理。
５４３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冷热源系统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空调冷热源系统所用制冷剂应在安全的基础上选用环境
友好的制冷剂；

２　空调冷热源设备的总装机容量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空调冷热源设备的效率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４　空调冷热源形式应符合项目特点及预期运营管理方式；
５　空调冷热源配置数量与预期运行策略应能满足不同负荷

率的调节需求；

６　多联机空调系统室内外机配比率应满足产品要求且符合
项目特点；

７　空调冷热源设备位置应合理，室外散热条件应良好，并
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４４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输配系统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空调输配系统形式应符合项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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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空调输配系统分区应合理，满足运营特点；
３　空调输配系统的流速应合理；系统的比摩阻应在合理范

围内；输配系统的作用半径应合理；

４　空调水输配系统供回水温度与温差的选取应合理；
５　暖通空调系统用水水质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６　水泵和风机效率、水输配系统耗电输冷 （热）比、多联

式空调系统冷媒管等效长度下满负荷运行性能系数、大于

１００００ｍ３／ｈ风量的风输配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４５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末端进行评价，并应
满足下列要求：

１　暖通空调末端的类型、气流组织形式应符合项目特点；
２　末端及管道减少冷热量损失的措施应完整、有效；
３　各主要功能房间的供暖空调末端装置应独立可调节；
４　餐饮业油烟排放、锅炉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　空调送风温度的选取应合理。
５４６　节能评估应对建设项目的暖通空调监测与控制系统进行
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暖通空调系统应进行监测与控制，并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暖通空调控制系统应符合项目特点，并对系统进行分区
控制。

５５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５５１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对设计依据、各系统设计方案的准确性、完整性等基本

情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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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供配电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３　对照明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４　对动力设备的节能措施进行评价；
５　对用电计量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６　对智能化系统设计进行评价；
７　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评价。

５５２　节能评估应对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的基本情况进
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设计采用的标准、设计依据应准确、全面；
２　应采用需要系数法或准确度相当的其他方法进行负荷计

算，计算参数取值与结果应合理；

３　负荷分级应准确，供电电源的数量及电压等级应合理；
４　供配电、照明、动力、计量、智能化等主要系统的设计

应完整、清晰。

５５３　节能评估应对供配电系统设计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　各变、配、发电站的位置与供电范围应合理；供电半径
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变压器数量、容量、负载率应合理；自备电源数量、容
量应合理；

３　变压器选型及其能效等级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４　变压器的运行方案应明确、利于节能；
５　三相平衡、无功功率补偿的设置、谐波防治措施应符合

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　供电线路型号、导体材质应考虑环保、耐久的要求，并
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９２的
规定；

７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供配电设计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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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５４　节能评估应对照明系统设计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　室内场所的照度标准、照明质量等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室外照明的光污染控制、照度标准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室内、外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４　照明光源、镇流器及灯具等照明产品的能效等级、效率
或效能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　照明产品的光生物安全性、波动深度应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　照明方式应合理；
７　照明控制方式应合理适用、利于节能。

５５５　节能评估应对动力设备的节能措施进行评价，并应满足
下列要求：

１　动力、空调设备的启、停、调速等控制方式应满足相关
专业的工艺要求；

２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节能措施应符合国家和
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３　集中制备饮用热水的电开水炉应具备根据温度、时间控
制的功能。

４　家用电器应选用中国能效标识二级及以上的产品。
５５６　节能评估应对用电计量系统设计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
列要求：

１　需要考核用电量的用户或功能区域应设置计量或电能监
测装置；

２　居住建筑的公共设施应设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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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公共建筑的用电计量系统构架，计量点设置数量、位置，
计量装置的精度应合理，并应按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用电

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９０的要求设置用电分项计量
系统。

５５７　节能评估应对智能化系统设计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　分类能耗监测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且满足相关专业的计量要求；

２　用电分项计量系统应具备远程传输，并将数据上传至主
管部门监控平台的功能；

３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各用能设备的控制策略应合理，且满足相关专业的

工艺要求；

４　信息网络系统、智能化服务系统设置应合理；
５　智能化系统应根据需求，具有远程监控、连接智慧城市、

大数据分析等功能。

５５８　节能评估应对电气系统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评价。

５６　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５６１　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进行评价；
２　当建设项目有热水需求时，对热水系统进行评价；
３　对排水系统进行评价；
４　对用水器具与给排水设备、管道进行评价；
５　当建设项目存在非传统水源利用时，对非传统水源利用

进行评价；

６　对低影响开发设计进行评价。
５６２　节能评估应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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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应符合当地节水、非传统水源利用
等相关政策，并采用计量、限压、节水器具和节水节能设备等

措施；

２　项目用水定额的选取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项目的最高日用水定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规定，年用水量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５５５平均日用水量确定；
３　给水系统设置应合理、完善、安全，在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确保给水系统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生活

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给水分区及用水点水压控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的相
关规定，用水点处水压大于０２ＭＰａ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
并应满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

４　水源选择、水泵房位置及服务半径、水池容积、给水系
统加压设备参数的选取应合理；

５　非亲水性的室外景观水体用水水源不得采用市政自来水
和地下水；

６　游泳池、游乐池、水上乐园、洗车场、集中空调用冷却
水等用水系统应按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采取循环

处理措施减少耗水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冷却塔补水系统、循环

系统、冷却塔选型应合理；泳池循环处理系统的游泳池补水系

统、循环处理系统、池水加热系统等设计应合理；

７　绿化灌溉应采用节水设备或技术；
８　空调冷却水系统应采用水处理措施，并应采用加大集水

盘、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等节水设备或技术；

９　生活饮用水、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
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应采用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且应设置有保证储水不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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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１０　给水系统应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分项、分级
安装满足使用需求和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装置；并可根据项目

具体情况设置远传水计量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１１　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生活
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小于１次。
５６３　当建设项目有热水需求时，节能评估应对热水系统进行
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项目热水用水定额的选取、热水使用水温、项目的最高
热水日用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１５规定，年热水用水量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

筑节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５５５平均日用水量确定；
２　 热源选择应符合项目特点及节能要求，宜首先利用工业余

热、废热，充分利用太阳能、空气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有条件

时可利用空调系统余热，并可采用多种能源互补作为生活热水热源；

３　热水系统设计与主要设备性能参数选择应合理；
４　热水系统选择的户式燃气热水器和供暖热水炉的热效率、

热泵热水机的性能参数，户式电热水器的能效标准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的
规定；

５　 热水系统的设备、管道、管件应采取保温措施。
５６４　节能评估应对排水系统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排水系统设计及参数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和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４
的规定；

２　排水系统设计、排水出路应合理；
３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５０ｍｍ；构造内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或无水封的地漏及其他设备
或排水沟的排水口，与生活污水管道或其他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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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连接时，必须在排水口以下设存水弯；

４　地面以上的生活污废水排水宜采用重力流系统直接排至
室外管网；

５　污水处理系统规模及处理流程应合理，排放水质应符合
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６５　节能评估应对用水器具、给排水管道设备进行评价，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用水器具应采用节水型器具；
２　管材、管道附件及设备等供水设施的选取和运行不应对

生活饮用水供水造成二次污染；

３　应使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管
件，应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所有给水排水管道、设

备、设施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４　活动配件应选用长寿命产品，并应考虑部品组合的同寿
命性；不同使用寿命的部品组合时，应采用便于分别拆换、更新

和升级的构造。

５６６　当建设项目存在非传统水源利用时，节能评估应对非传
统水源的利用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非传统水源的选择、使用应合理，非传统水源用水应安
全，设有城镇或小区中水供水管网的建筑，应充分利用安全可靠

的中水水源；

２　非传统水源宜优先采用雨水、市政再生水等；
３　非传统水源水处理系统设计应合理，水量平衡计算应符

合项目特点；

４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防止误接误饮误用；

５　非传统水源利用设施应与建筑物同步规划设计、同步
施工。

５６７　节能评估应对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的设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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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新建的建筑与小区的降雨年径流总量和外排径流峰值的
控制应达到建设开发前的水平，建设用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

综合径流系数等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雨水控制与利

用设计规程》ＤＢ３３／Ｔ１１６７的规定；
２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当地的水

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合理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

技术措施，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３　建设用地面积２００００ｍ２以上的新建民用建筑，应按照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同步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４　 采用雨水回用系统应结合低影响开发设计合理规划地表
与屋面雨水径流途径，进行水量平衡和技术经济分析，合理确定

雨水收集汇水区域、系统形式、处理工艺和规模及利用方案，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应设置雨水初期弃流装置和雨水调
节池，收集、处理及利用系统可与景观水体设计相

结合；

２）处理后的雨水宜用于空调冷却水补水、绿化、景观、
消防等用水，水质应达到相应用途的水质标准。

５７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

５７１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应包括结构设计评价和结构节材评价。
５７２　节能评估应对结构设计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变形和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结构
构件的耐久性应满足相应设计工作年限的要求；结构体系应合理

而经济，结构方案应满足抗震设计的要求，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

的结构方案，对于特别不规则的结构应合理确定抗震性能目标；

２　结构设计选取的依据和参数应完整，并符合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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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构设计应根据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合理
选取设计荷载，并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要求；

４　结构抗震计算模型的建立、必要的简化计算与处理，应
符合结构的实际工作状况，计算软件的技术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１的规定，设计时应对计算
结果进行分析判断，确认合理有效后方可在设计中应用；

５　地基基础设计应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资料，综合考虑结构
类型、材料情况与施工条件，合理确定地基和基础型式，地基基

础应满足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要求，做到安全适用、经济

合理；

６　地下室结构设计应根据地下室建筑功能和布置，综合考
虑上部结构、侧压力、嵌固条件以及地下水的不利作用影响，合

理确定地下室结构布置，地下室应满足抗浮稳定性要求，采取的

抗浮措施应安全、合理和经济；

７　装配式建筑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等文件
的规定，装配式建筑应满足适用、经济、安全、绿色、美观的

要求；

８　保温结构设计一体化技术的保温性能及结构性能应合理、
适用。

５７３　节能评估应对结构节材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严禁采用国家和浙江省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材料和

产品；

２　５００ｋｍ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
例应大于６０％；
３　现浇混凝土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应采用预拌

砂浆；

４　混凝土结构中梁、柱、剪力墙等构件的受力普通钢筋应
采用不低于４００ＭＰａ级的热轧带肋钢筋；
５　混凝土、钢筋、钢材、砌体材料 （建筑填充墙体材料和

０３



砌筑砂浆）等主要结构材料的性能应满足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

标准和政策要求；

６　主要结构材料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

准》ＤＢ３３／１０９２的规定；
７　结构节材措施应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满足

节材的要求；

８　宜采用绿色建材，绿色建材的应用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
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９２的规定。

５８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技术评估

５８１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应对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应用形式进行评价；
２　应对建设项目的能源新利用系统进行评价。

５８２　节能评估应对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进行评价，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根据项目特点及项目所在地的环境资料对可再生能源
应用形式进行计算、分析与评价，并提供相应可再生能源应用系

统综合利用量核算值、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和减碳量

计算；

２　新建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
准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ＤＢＪ３３／Ｔ１１０５的规定
和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的要求。

５８３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场地太阳能资源状况对
项目的太阳能光热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太阳能资源状况应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确定，数值模
拟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数值模拟的模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数值模拟采用的
气象资料应选取项目所在地气象参数，当所在地无气

象参数时，应选取临近城市的气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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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太阳辐射环境数值模拟的计算区域应对目标建筑周边
可能对目标区域产生遮挡的范围内的所有建筑以最大

细节体现。

２　太阳能光热系统的系统选型、系统设计应合理，并应和
建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３　设计参数的选择，辅助能源加热设备配置应合理；
４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计算数据应准确，贮热水箱热损系数、

集热系统效率分析应准确；

５　集热器的安装倾角应根据热水的使用季节和地理纬度
确定；

６　集热器排间距以及集热器与前侧遮光物的距离应符合国
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７　循环水泵选型应合理；
８　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和加热系统、辅助加热系统和热水

供回水系统应采用全自动控制操作方式。控制功能应简单可靠，

满足节能和系统运行要求。

５８４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空气源热
泵热水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选型、系统设计应合理；
２　根据设计参数的选择，辅助能源加热设备配置应合理；
３　贮热水箱热损系数、集热系统效率分析应准确；
４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热泵主机应根据平均日用水量调

节的要求合理确定供热能力；

５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输入功率应根据热泵的能效比值
和平均秒功率确定；

６　循环水泵选型应合理；
７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集热和加热系统、辅助加热系统和

热水供回水系统应采用全自动控制操作方式。控制功能应简单可

靠，满足节能和系统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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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５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太阳能资源状
况、电网条件、负荷性质和系统运行方式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的应用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太阳能资源状况应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确定，数值模
拟应符合本规程５８３条第１款的规定；
２　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的设备选型、系统设置应合理，并

应和建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３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装机容量应满足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要求；

４　太阳能光伏系统宜根据光伏发电系统的设置情况和电网
情况，合理采用光储直柔系统；

５　太阳能光伏系统应对光伏组件的二次辐射光污染对本建
筑或周围建筑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价，降低光污染采取的措施应有

效合理。

５８６　节能评估应对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价，并应满
足下列要求：

１　导光管采光系统设计的设备选型、系统设置应合理、
可靠；

２　导光管采光系统设计应对照明系统进行分析评价，电气
设计时应考虑调光器的用电需求与单独供电回路的预留，并应将

人工照明控制与导光管采光系统结合；

３　导光管的规格和数量应依据采光计算合理确定。
５８７　节能评估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地勘报告、周围地表水
情况对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地源热泵系统的选型、系统设计应合理；
２　地源热泵系统应进行全年冷热负荷计算，地源热泵系统

应根据总释热量与总吸热量的差异，确定是否需要采取热量平衡

措施；

３　当项目存在集中生活热水需求时，应评价地源热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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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热水系统热源的可行性；

４　地源热泵系统应设置机房群控设施，并应符合国家和浙
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８８　节能评估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能源新利用系统
进行评价，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能源新利用的方式、设备、热回收量应可行有效；
２　当项目周边存在市政余热废热时，应优先采用市政热电

余热废热能源。当市政热媒为蒸汽时，蒸汽凝水应考虑热回收；

且凝水的排放应满足市政排水水温水质要求；

３　热回收效率计算应准确，热回收两侧温度等参数计算与
取值应合理。排风能量热回收效率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标准

的规定；

４　余热废热的利用应分析能量回收设施投入产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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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节能评估应对建筑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进行评估，评估结
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建筑设计能耗和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不应超过项目所在
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的控制性指标要求；

２　 新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不应低于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的控制性指标要求。

６１２　 节能评估宜对绿色建筑节能率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
果对设计建筑绿色性能评价的相应内容进行评分。

６１３　 当建筑的设计目标为超低能耗、近零能耗或零能耗建筑
时，节能评估应对建筑能效指标的能耗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５０的规定。

６２建筑运行碳排放计算方法

６２１　建筑运行碳排放量和运行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Ｃ＝∑ｎ

ｉ＝１
（Ｅｉ×ＥＦｉ） （６２１１）

Ｅｉ＝∑ｎ

ｊ＝１
（Ｅｉ，ｊ－ＥＲｉ，ｊ） （６２１２）

ＣＡ ＝Ｃ／Ｓ （６２１３）
式中：Ｃ———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ｋｇＣＯ２／ａ）；

Ｅｉ———第ｉ类能源年消耗量 （单位／ａ）；
ＥＦｉ———第ｉ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按附录Ｅ取值；
Ｅｉ，ｊ———不含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能源量的ｊ类系统的第ｉ类

能源年消耗量 （单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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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ｉ，ｊ———ｊ类系统消耗由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第ｉ类年能源
量 （单位／ａ）；

Ｓ———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ｍ２）；
ＣＡ———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 ［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
６２２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ＲＥＲ＝
ＣＥＤ×∑ｎ

ｊ＝１
ＥＲＤ，ｊ

∑ｎ

ｉ＝１
（ＣＥｉ×∑ｍ

ｊ＝１
Ｅｉ，ｊ）

（６２２）

式中：ＲＥＲ———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ＥＲＤ，ｊ———ｊ类可再生能源系统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ＣＥＤ———电折标准煤系数，按附录Ｅ取值；
ＣＥｉ———第ｉ类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按附录Ｅ取值。

６２３　建筑运行碳排放计算范围应包含建筑运行期间供暖和空
调、通风、照明、插座、电梯、生活给水、生活热水、变压器损

耗、炊事燃料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以及可再生能源系统产生

能源量与碳排放减少量。

６２４　供暖和空调系统能源消耗量计算范围应包含冷热源系统、输
配系统、冷却塔风机和末端空气处理设备，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根据建筑供暖和空调系统逐时负荷计算能源消耗量；
２　应考虑系统形式、效率、部分负荷特性对能耗的影响；
３　计算结果应包括负荷计算结果，并应按能源类型计算系

统能耗；

４　室内逐时温度、照明使用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建筑面
积及逐时在室率、新风运行时间表、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逐时使

用率等建筑运行参数可按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２０２１附录 Ｃ确定。
６２５　建筑供暖和空调系统逐时负荷计算方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全年负荷计算的气象参数应选取项目所在地典型气象年
数据，当所在地无气象参数时，应选取临近城市的典型气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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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２　应根据负荷计算结果和室内环境参数计算供暖和供冷起
止时间；

３　应反映建筑外围护结构热惰性对负荷的影响；
４　负荷计算时应能够计算不少于１０个建筑分区；
５　应计算暖通空调系统间歇运行对负荷计算结果的影响；
６　空调系统设计免费冷源利用时，空调逐时冷负荷应扣除

相应免费冷源的利用量；

７　设置排风热回收系统时，处理新风的热 （冷）需求应扣

除从排风中回收的热量 （冷量）。

６２６　建筑空调冷热源能源消耗量应根据逐时空调冷热负荷与
空调冷热源效率、运行时间计算，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空调冷热源应按主机逐时负载率下的效率计算能耗；
２　当设计文件未明确不同负荷率下多台主机运行策略时，

按所有运行的主机负载率相同计算。

６２７　建筑供暖和空调输配系统能源消耗量计算范围应包含冷
冻水泵、冷却水泵和供热水泵，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空调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和供热水泵应按逐时负载率下
对应的运行功率计算能耗；

２　采用定频水泵时，水泵负载率按１００％取值；采用变频
水泵时，水泵负载率按实际负载率取值，当水泵负载率低于

３０％时，按３０％取值；
３　水泵设计工作点的效率，应根据设计文件取值，设计文

件未明确时按表６２７取值；水泵电机效率按０９０取值；水泵
传动效率按０９８取值。

表６２７　水泵设计工作点效率

水泵流量Ｇ Ｇ≤６０ｍ３／ｈ ６０ｍ３／ｈ＜Ｇ≤２００ｍ３／ｈ Ｇ＞２００ｍ３／ｈ

设计工作点效率 ０６２ ０７０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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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　建筑冷却塔风机能源消耗量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冷却塔风机能源消耗量应根据全年不同的逐时冷负荷、

冷却塔风机开启数量、冷却塔风机运行功率、运行时间计算；

２　冷却塔风机电机传动效率，按０８５５取值，风机效率应
按设计文件取值，设计文件未明确时按０６取值；
３　当设计文件中冷却塔风机功率未明确时，单位制冷量下

冷却塔风机运行功率按５８８Ｗ／ｋＷ计算。
６２９　建筑供暖和空调末端风机能源消耗量计算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　供暖和空调末端风机能源消耗量应根据末端负载率与末
端风机运行功率、运行时间计算；

２　采用定频末端风机时，风机负载率按１００％取值；采用
变频末端风机时，风机负载率按实际负载率取值，当风机负载率

低于３０％时，按３０％取值；
３　末端风机２２０Ｖ电压配电时，运行功率按电机功率计算；

３８０Ｖ电压配电时，运行功率根据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及风量
计算。

６２１０　建筑通风系统能源消耗量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通风风机能源消耗量应根据风机运行功率、开启数量、

运行时间计算；

２　风机 ２２０Ｖ电压配电时，运行功率按电机功率计算；
３８０Ｖ电压配电时，运行功率根据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及风量
计算。

６２１１　建筑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量应根据建筑年生活热水耗
热量与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计算。

６２１２　建筑给水系统能源消耗量应根据给水泵年平均供水量、
水泵扬程及水泵效率计算，水泵效率按本标准６２７条取值。
６２１３　建筑照明、插座系统能源消耗量应根据建筑各房间照明
功率密度、设备功率密度、房间面积及运行时间累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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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４　建筑电梯能源消耗量应根据电梯速度、额定载重量、待
机的能量需求、单位速度与载重量运行能量消耗、运行时间计

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ＧＢ／Ｔ
５１３６６的规定。
６２１５　建筑变压器损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ＥＴ ＝Ｐ０ｔ＋Ｐｋ
Ｓｃ
Ｓ２ｒ

２

τ （６２１５）

式中，ＥＴ———变压器年有功损耗 （ｋＷｈ／ａ）；
Ｐ０———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 （ｋＷ）；
Ｐｋ———变压器满载有功损耗 （ｋＷ）；
ｔ———变压器全年投入运行小时数 （ｈ）；
Ｓｃ———变压器计算负荷 （ｋＶＡ）；
Ｓｒ———变压器额定容量 （ｋＶＡ）；
τ———变压器最大负荷年损耗小时数 （ｈ）。

６２１６　建筑炊事燃料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住宅用燃料能耗包括厨房燃气灶、燃气热水器和燃气热

水供暖系统等。以天然气为燃料的住宅，厨房燃气灶、燃气热水

器人均生活用气量按２３０３ＭＪ／人·年计算。
２　公共建筑的职工食堂用气量指标按２３０３ＭＪ／人·年计算，

餐饮业用气量指标按９２１１ＭＪ／座·年计算。
６２１７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综合利用量应根据现行浙江省标准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ＤＢＪ３３／Ｔ１１０５计算。

６３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

６３１　建筑运行碳排放评估中用能系统计算范围应符合本规程
第６２３条的规定。
６３２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ΔＣＡ ＝
ＣＲ－ＣＤ
Ｓ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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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ＣＡ———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降幅 ［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

ＣＤ———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

ＣＲ———基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

Ｓ———节能评估总建筑面积 （ｍ２）。
６３３　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计算参数应按设计文件取值，基
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计算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建筑的形状、大小、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计算
使用的软件、气象参数，供冷、供暖、新风、照明、电梯等系统

的运行时间，室内温度，人员密度、在室率，应与设计建筑

一致；

２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人均新风量应按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和行业标准 《夏热冬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１３４２０１０限值取值，且不应
考虑活动遮阳装置影响；

３　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
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现行值取值；

４　当设计建筑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时，基准建筑空调系
统应采用电制冷机组供冷和燃气热水锅炉供热。其他情况冷热源

系统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冷热源性能系数应按行业标准 《夏

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１３４２０１０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限值取值，且不应计
算全新风工况对冷热源能源消耗的影响；

５　冷冻水 （热水）系统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当采用一

级泵系统时，水泵应定频；当采用二级泵系统时，一级泵应定

频，二级泵应变频。基准建筑冷冻水 （热水）循环泵功率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ＮｐＲ＝
Ａ（Ｂ＋αＬ）

ΔＴ
×ＱＲ （６３３）

式中：ＮｐＲ———基准建筑空调冷冻 （热）水泵功率 （ｋ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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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与水泵流量有关的计算系数，应按国家标准 《公

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取值；
Ｂ———与机房及用户的水阻力有关的计算系数，应按国家

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
取值；

α———与∑Ｌ有关的计算系数，应按国家标准 《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取值；

∑Ｌ———从冷热机房出口至该水系统最远用户供回水管道
的总输送长度 （ｍ）；

ΔＴ———规定的计算供回水温差 （℃），应按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取值；

ＱＲ———基准建筑空调冷 （热）负荷 （ｋＷ）。
６　冷却水系统形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冷却水泵流量应依

据基准建筑空调负荷、冷机冷凝热量、冷却水供回水温差计算，

且应增加１０％的富裕量；冷却水泵扬程取３０ｍＨ２Ｏ；冷却水泵定
频运行；水泵工作点效率应根据水泵流量选取；当水泵流量小于

２００ｍ３／ｈ时，水泵效率取０６９，当水泵流量大于或等于２００ｍ３／ｈ
时，水泵效率取０７１；
７　冷却塔风机运行功率应按单位制冷量下 ５８８Ｗ／ｋＷ

计算；

８　风机盘管、多联式空调室内机功率应与设计一致；空调机组
和通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的规定，且不应计算风机变频对能源消耗影响；
９　不应计算冷热源热回收及新风热回收系统对能源消耗

影响；

１０　基准建筑运行碳排放量计算不应包含可再生能源减
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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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其他计算参数设置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６４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

６４１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中用能系统计算边界应包含供暖空
调系统和照明系统。

６４２　绿色建筑节能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ε＝
ＥＤ，ｌ－ＥＲ，ｌ
ＥＲ，ｌ

×１００％ （６４２）

式中：ε———绿色建筑节能率；
ＥＲ，ｌ———参照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年能源消耗量

之和 （ｔｃｅ／ａ）；
ＥＤ，ｌ———设计建筑中供暖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年能源消耗量

之和 （ｔｃｅ／ａ）。
６４３　绿色建筑节能率评估中，设计建筑能源消耗计算参数应
按设计文件取值，参照建筑计算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及构造做法应与设计参数一致；
２　供暖和空调系统形式应符合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

能计算标准》ＪＧＪ／Ｔ４４９２０１８第５３４条的规定；
３　其他计算参数应符合本规程６３３条的规定。

６５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

６５１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评估范围应包括建筑能耗综合值、建筑综合节能率、建

筑本体节能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２　用能系统计算边界应包含供暖、空调、照明、电梯、生
活热水系统的能耗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６５２　建筑能耗综合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Ｅ＝ＥＥ－
∑Ｅｒ，ｉ×ｆｉ＋∑Ｅｒｄ，ｉ×ｆｉ

Ｓ′ （６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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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Ｅ ＝
Ｅｈ×ｆｉ＋Ｅｃ×ｆｉ＋Ｅｌ×ｆｉ＋Ｅｗ×ｆｉ＋Ｅｅ×ｆｉ

Ｓ′
（６５２２）

式中：Ｅ———建筑能耗综合值 ［ｋＷｈ／（ｍ２·ａ）］；
ＥＥ———不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ｋＷｈ／（ｍ２·ａ）］；
Ｓ′———住宅类建筑为套内使用面积，非住宅类为节能评估

总建筑面积 （ｍ２）；
Ｅｒ，ｉ———建筑产生的第ｉ类型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 （ｋＷｈ／ａ）；
Ｅｒｄ，ｉ———年周边产生的ｉ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ｋＷｈ／ａ）；
ｆｉ———能源换算系数，电力为２６ｋＷｈ／ｋＷｈ终端，天然气

为９８５ｋＷｈ／ｍ３终端，热力为１２２ｋＷｈ／ｋＷｈ终端；
Ｅｈ———年供暖系统能源消耗 （ｋＷｈ／ａ）；
Ｅｃ———年供冷系统能源消耗 （ｋＷｈ／ａ）；
Ｅｌ———年照明系统能源消耗 （ｋＷｈ／ａ）；
Ｅｗ———年生活热水系统能源消耗 （ｋＷｈ／ａ）；
Ｅｅ———年电梯系统能源消耗 （ｋＷｈ／ａ）。

６５３　建筑综合节能率和建筑本体节能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ηｐ ＝
ＥＤ－ＥＲ
ＥＲ

×１００％ （６５３１）

ηｅ＝
ＥＥＤ－ＥＲ
ＥＲ

×１００％ （６５３２）

式中：ηｐ———建筑综合节能率 （％）；
ＥＤ———设计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ｋＷｈ／（ｍ２·ａ）］；
ＥＲ———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ｋＷｈ／（ｍ２·ａ）］；
ηｅ———建筑本体节能率 （％）；
ＥＥＤ———设计建筑不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

［ｋＷｈ／（ｍ２·ａ）］。
６５４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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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ｐ ＝
ＥＰｈ＋ＥＰｃ＋ＥＰｗ＋∑Ｅｒ，ｉ×ｆｉ＋∑Ｅｒｄ，ｉ×ｆｉ

Ｑｈ＋Ｑｃ＋Ｑｗ＋Ｅｌ×ｆｉ＋Ｅｅ×ｆｉ
（６５４）

式中：ＲＥＰｐ———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
ＥＰｈ———供暖系统中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ｋＷｈ／ａ）；
ＥＰｗ———供冷系统中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ｋＷｈ／ａ）；
Ｑｈ———生活热水系统中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ｋＷｈ／ａ）；
ＥＰｃ———年供暖耗热量 （ｋＷｈ／ａ）；
Ｑｃ———年供冷耗冷量 （ｋＷｈ／ａ）；
Ｑｗ———年生活热水耗热量 （ｋＷｈ／ａ）。

６５５　近零能耗建筑能效指标评估中，设计建筑计算参数应按
设计文件取值，基准建筑计算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建筑应依次旋转９０°、１８０°、２７０°，将四个不同方向的模
型负荷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建筑负荷；

２　窗墙面积比应按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ＧＢ／Ｔ５１３５０２０１９表Ａ１４１选取；
３　供暖和空调系统形式应按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

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５０２０１９表Ａ１４２选取；
４　电梯系统形式、类型、台数、设计速度、额定载客人数

应与设计建筑一致，每台电梯待机时的能量需求 （输出）为

２００Ｗ，每台电梯运行时的特定能量消耗为１２６ｍＷｈ／（ｋｇ·ｍ）；
５　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

准》ＧＢ／Ｔ５１３５０２０１９表Ａ１３３取值；
６　其他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本规程６３３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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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７０１　节能评估应进行设计绿色建筑评估，并应填写 《设计绿

色建筑评估表》中的汇总表和分项表，汇总表和分项表内容应按

附录Ｄ的表Ｄ０１和表Ｄ０２编制。
７０２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应客观，必须与设计文件及节能评估
内容保持一致，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的控制项与得分项应在节能评

估文件或节能登记表中有分析与描述。

７０３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结果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绿色建筑专项
规划的目标要求。

７０４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的汇总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民用建筑应根据地方的相关规定进行全装修设计，全装
修工程质量、选用材料及产品质量等要求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建设项目的节能计算书作为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的评
价依据，通过对比设计建筑热工和国家和浙江省有关标准中热工

性能限值，评价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比例；建筑供暖空调全年

计算负荷分析报告作为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评价依据，通过对

比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的供暖空调负荷，评价建筑供暖空调负荷

降低比例；

３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包括室外与卧室之间、分户墙 （楼

板）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和卧室楼板撞击声隔声性

能，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８评
价室外与卧室之间、分户墙 （楼板）两侧卧室之间的空气声隔

声性能和卧室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是否达到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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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或高要求标准限值；

４　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作为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
度降低达标评价依据。

７０５　节能评估应对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的分项表进行评价，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分项评估条款涉及施工管理、物业管理等相关内容，均
按不得分评价；

２　分项评估条款涉及建筑设计预留的内容，按设计文件已
明确的预留条件与要求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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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节能评估报告书编制提纲

Ａ０１　节能评估报告书编制提纲应按表Ａ０１要求编制：
表Ａ０１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编制提纲

１　项目基本信息 （前言）

１１　项目名称、用地性质、地理位置、项目规模、绿色建筑建设星级等相
关指标

１２　总平面图、鸟瞰图、效果图、其他说明等
１３　评价范围
１４　可再生利用形式、规模与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比例
１５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与项目能耗及碳排放概况

２　项目节能设计依据及标准
２１　节能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节能政策等
２２　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２３　节能评估的计算工具软件

３　项目相关资料分析
３１　项目建设地环境资料

３１１　项目建设地的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资料
１）场地地理位置
２）场地地形地貌
３）场地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４）项目周边交通路网收集

３１２　项目建设地的用地规划资料
１）场地周边规划情况
２）项目所在地的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３１３　项目建设地的用材资料
１）场地周边建筑材料种类、生产、供给、运输现状
２）场地周边可再循环利用材料、建筑废弃物再利用材料现状、前
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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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３１４　项目建设地的气象资料
１）气象概况
２）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用气象参数
３）建设地建筑物理环境模拟用气象参数
４）节能计算用气象参数

３１５　项目建设地水资源现状
１）地下水资源
２）地表水资源
３）项目所在地的低影响开发相关指标要求
４）项目建设地地质资料

３２　项目建设地的能源条件
３２１　建设地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管理策略
３２２　建设地周边能源设施现状和规划情况
３２３　建设地可再生能源利用及能源新利用的现状和规划

３３　项目设计及预期运营管理资料
３３１　项目设计概况

１）建筑设计
２）结构设计
３）暖通设计
４）给排水设计
５）电气与智能化设计
６）建筑节能 （绿建）设计专篇

３３２　建设项目的功能及预期运营管理方式资料
１）建设项目的功能定位及产权与物业归属
２）建设项目的预期运行时间及运营管理方式

４　项目特性与总平面设计技术评估
４１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４１１　建设项目总平面布局与土地开发利用评价
４１２　建设项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评价
４１３　建设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布置评价
４１４　总平面中建设项目空间布局评价
４１５　总平面中安全防护措施设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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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４２　评估结论
５　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技术评估

５１　项目室外场地风、热环境分析
５１１　室外场地风热环境模拟的软件、模拟的范围
５１２　风热环境模拟的计算模型及说明

１）模型顶视图
２）模型轴测图

５１３　风热环境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１）室外气象数据与计算边界条件
２）计算域、再现域设置
３）网格大小设置及模型网格图

５１４　风环境模拟及结论
１）夏季、冬季及过渡季室外１５ｍ高处平面风速分布图、带网格
的风速矢量图、风速放大系数分布图和风压分布图

２）夏季、冬季及过渡季目标建筑外表面风速分布图和风压分布图
３）夏季、冬季及过渡季建筑立面上表面压强绝对值的平均值

５１５　热环境模拟及结论
１）夏季１４时室外１５ｍ高处平面温度分布图
２）夏季１４时目标建筑外表面温度分布图

５１６　评估结论
５２　项目室外场地声环境分析

５２１　室外场地声环境模拟的软件、模拟的范围
５２２　场地声环境模拟的计算模型及说明

１）模型顶视图
２）模型轴测图

５２３　场地声环境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１）室外声源资料与计算边界条件
２）计算域设置

５２４　场地声环境模拟及结论
１）昼、夜水平噪声面 （高度１２ｍ）模拟计算分析图
２）昼、夜垂直噪声面 （建筑门窗外１ｍ）模拟计算分析图

５２５　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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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５３　项目室内自然采光环境分析
５３１　自然采光模拟的软件、采光模拟的范围
５３２　自然采光模拟的模型及说明

１）模型顶视图
２）模型轴测图

５３３　自然采光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１）光气候分区及室外采光设计值设置
２）采光系数要求
３）室内模拟参数设置
４）网格大小设置及模型网格图

５３４　各房间自然采光系数分布图
５３５　评估结论

５４　项目室内风环境分析
５４１　室内风环境模拟的软件、模拟的范围
５４２　室内风环境模拟的计算模型及说明

１）模型顶视图
２）模型轴测图

５４３　室内风环境模拟的设置与边界条件
１）室内风环境模拟计算边界条件
２）计算域、再现域设置
３）网格大小设置及模型网格图

５４４　室内风环境模拟及结论
１）室内０９ｍ高处平面风速分布图、带网格的风速矢量图、空气
龄分布图

５４５　评估结论
５５　项目室内声环境分析

５５１　室内声环境计算的方法及范围
５５２　围护结构构造隔声分析

１）围护结构构造做法
２）墙体隔声性能分析
３）外窗隔声性能分析
４）楼板隔声性能分析 （含空气隔声与楼板撞击声）

０５



续表Ａ０１

５５３　室内噪声级分析
１）最不利房间选取
２）组合墙隔声分析
３）窗缝隙对隔声影响分析
４）室内噪声源影响分析

５５４　室内声环境模拟及结论
１）最不利房间或户型的室内噪声级
２）交通噪声频谱修正或粉红噪声频谱修正的围护结构计权隔声量
３）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声压级

５５５　评估结论
６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技术评估

６１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６１１　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
６１２　建设项目各单体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朝向评估
６１３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材料及构造的选择

１）屋面
２）外墙 （包括非透光幕墙）

３）楼板 （包括架空或外挑楼板）

４）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

５）其他围护结构

６１４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相对规定性指标的判断
６１５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性能性指标权衡计算

６２　评估结论
附录：工程设计的节能计算书

７　暖通空调用能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７１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７１１　设计参数与设计指标分析
７１２　冷热源系统分析
７１３　输配系统分析
７１４　末端分析
７１５　控制系统分析

７２　评估结论

１５



续表Ａ０１

８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８１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８１１　系统设计的基本情况分析
８１２　供配电系统设计分析
８１３　照明系统设计分析
８１４　动力设备的节能措施分析
８１５　用电计量系统设计分析
８１６　与绿色设计相关的智能化系统分析
８１７　电气系统的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８２　评估结论
９　给排水节水和用能系统设计技术评估

９１　设计内容分析与评估
９１１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分析
９１２　热水系统分析
９１３　排水系统分析
９１４　用水器具与给排水设备、管道选用分析
９１５　非传统水源利用分析
９１６　低影响开发设计分析

９２　评估结论
１０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

１０１　结构设计分析与评估
１０１１　结构设计依据和参数完整性和符合性
１０１２　结构设计荷载完整性和符合性
１０１３　结构体系规则性及其抗震性能分析
１０１４　结构计算模型、计算软件及参数分析
１０１５　地基基础设计分析
１０１６　地下室结构设计分析
１０１７　装配式建筑设计分析
１０１８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分析
１０１９　其他结构设计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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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１０２　结构节材分析与评估
１０２１　混凝土适用性和性能分析
１０２２　钢筋 （钢材）适用性和性能分析

１０２３　砌体材料 （墙体材料和砂浆）适用性和性能分析

１０２４　主要结构材料绿色建筑设计分析
１０２５　结构节材措施分析
１０２６　绿色建材应用分析

１０３　评估结论
１１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评估

１１１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的计算
１１１１　项目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
１１１２　项目居住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
１１１３　项目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核算
１１１４　项目余热回收或废热利用综合利用量核算
１１１５　项目其他能源新利用综合利用量核算

１１２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利用分析及评估
１１２１　太阳能光热系统
１１２２　太阳能光伏系统
１１２３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１１２４　导光管采光系统
１１２５　地 （水）源热泵系统

１１２６　余热废热利用系统
１１２７　其他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新利用系统

１１３　评估结论
１２　设计能耗和碳排放评估

１２１　建设项目用能种类、围护结构、用能系统、主要用能设备概况；
１２２　基于年用电能耗的间接碳排放量评估

１２２１　供暖和空调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２２　通风用电能源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２３　照明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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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

１２２４　插座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２５　生活给水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２６　生活热水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２７　电梯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２８　变电器损耗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２９　其他动力用电能耗预测计算与分析

１２３　建设项目年运行能耗、碳排放量汇总
１２４　建设项目年运行费用预测与估算

１３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
１３１　绿色建筑汇总评估
１３２　绿色建筑分项评估
１３３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结果
１３４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１４　综合结论
１４１　符合性评估汇总表 （见表Ｆ０１）

１４２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 （见表Ｆ０２）

１４３　改善建议与意见汇总
１５　图纸及附录

１５１　必要的图纸
１５２　相关资料

１５２１　项目审批文件
１５２２　项目有关上位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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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Ｂ０１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应按表Ｂ０１要求编制：
表Ｂ０１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项目编号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

评估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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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０１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计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评估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项目投资

（万元）

□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其他。

建筑功能

项目绿色建

筑设计星级

目标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项目性质
□公共建筑：□甲类，□乙类；
□居住建筑。

气候分区
□北区；
□南区。

建筑面积 （ｍ２） 计容建筑面积 （ｍ２）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

建筑层数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高度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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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０１

设计使用年限 年 结构安全等级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装配式建筑

□是；□否

结构体系 ：□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
□混合结构；□其他。

装
配
式
实
施
内
容

主体

结构

围护结构

与内隔墙

装修和设

备管线

□现场采用高精度模板；
□现场采用成型钢筋。

使用部位：

□梁；□楼 （屋）面板；

□楼梯；□阳台；□空调板。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
□采用保温隔热与装饰一体化板；
□采用围护墙与保温隔热一体化；
□内隔墙非砌筑；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

□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
□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作业楼面垫层
分离。

评价指标：　装配率： ；其他： 。

低影响开发

控制项指标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 ％
外排雨水综合径流系数：

７５



续表Ｂ０１

建设概况

节能评估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等

行业与区域规划、行业准入与产业政策等

相关标准与规范等

建设地环境资料

项目建设地的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资料

项目建设地的用材资料

项目建设地的气象资料

项目建设地水资源现状

建设地能源条件

建设地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管理策略

建设地周边能源设施现状和规划情况

建设地可再生能源利用及能源新利用的现状和规划

８５



续表Ｂ０１

建筑物理环境

设计技术评估

项目室外场地风、热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外场地声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内自然采光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内风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项目室内声环境分析 （说明并附图）

建筑与建筑热工

设计技术评估

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

建设项目各单体的体形系数、朝向评估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材料及构造的选择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相对规定性指标的判断及权衡计算

（附１：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表或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表；附２：工程设计的节能计算书）

其他

９５



续表Ｂ０１

暖通空调用能

设备系统技术

评估

设计参数与设计指标分析

冷热源系统分析

输配系统分析

末端分析

控制系统分析

其他

建筑电气与智

能化系统设计

技术评估

供配电系统分析

照明系统分析

动力系统分析

用电计量系统分析

智能化系统分析

电气系统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其他

０６



续表Ｂ０１

给排水节水和

用能系统设计

技术评估

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分析

热水系统分析

冷却水系统分析

非传统水源分析

泳池循环处理系统分析

低影响开发设施分析

对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分析

其他

结构设计

技术评估

结构设计信息分析

结构设计荷载取值分析

结构计算模型、计算软件及参数分析

地基基础和地下室结构设计分析

装配式建筑设计分析

１６



续表Ｂ０１

结构设计

技术评估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分析

结构节材分析

其他

可
再
生
能
源

可
再
生
能
源
应
用
形
式

□提供生活
热水系统

□空气能热泵热水系统

□太阳能光热系统

□发电系统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

□其他

□地热能提供空调用冷量和热量

□导光管采光系统

□其他系统

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热水量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可再生能源产生发电比例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冷量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热量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值

装机容量 （ｋＷ）

太阳能集热板面积 （ｍ２）

太阳能光伏组件面积 （ｍ２）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

冷量 （ｋＷｈ／ａ）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

热量 （ｋＷｈ／ａ）

导光管的有效采光面积 （ｍ２）

装机容量 （ｋＷ）

ｍ３／ａ

％

ｋＷｈ／ａ

％

ｋＷｈ／ａ

ｋＷｈ／ａ

ｋＷ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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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０１

能
源
新
利
用

余热

或废

热回

收利

用

系
统
类
型

□排风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冷水机组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泳池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其他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余热回收或废热利用装置的综合

利用量核算值
ｋＷｈ／ａ

年总用水量 ｍ３／ａ

非传统水源年节水量 ｍ３／ａ

生活热水年用水量 ｍ３／ａ

设
计
建
筑
分
项
能
耗

用
电
能
耗

燃
气

其
他
能
源

空调冷源 ｋＷｈ／ａ

供暖热源 ｋＷｈ／ａ

输配系统 ｋＷｈ／ａ

冷却塔风机 ｋＷｈ／ａ

供暖空调末端风机 ｋＷｈ／ａ

通风 ｋＷｈ／ａ

照明 ｋＷｈ／ａ

插座 ｋＷｈ／ａ

电梯 ｋＷｈ／ａ

生活热水 ｋＷｈ／ａ

生活给水 ｋＷｈ／ａ

变压器损耗 ｋＷｈ／ａ

特殊用电 ｋＷｈ／ａ

供暖热源 ｍ３／ａ

生活热水 ｍ３／ａ

炊事燃料 ｍ３／ａ

供暖热源 ｔｃｅ／ａ

生活热水 ｔｃｅ／ａ

炊事燃料 ｔｃ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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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０１

耗
能
量
及
碳
排
放
量

种类 能耗 碳排放量

□电力 ｋＷｈ／ａ ｋｇＣＯ２／ａ

□燃气 ｍ３／ａ ｋｇＣＯ２／ａ

□燃油 ｔｃｅ／ａ ｋｇＣＯ２／ａ

□热力 ｔｃｅ／ａ ｋｇＣＯ２／ａ

□其他 ｔｃｅ／ａ ｋｇＣＯ２／ａ

设计建筑运行能耗 ｔｃｅ／ａ

设计建筑运行碳排放量 ｋｇＣＯ２／ａ

单位建筑面积运行碳排放

设计强度降低值
ｋｇＣＯ２／（ｍ２·ａ）

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替代率 ％

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

利用量最小值
ｋＷｈ／ａ

居住建筑可再生能源

利用量核算

光伏系统设置情况；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符合性评估汇总表 （见表Ｆ．０．１）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表 （见表Ｆ．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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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

Ｃ０１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应按表Ｃ０１要求编制。
表Ｃ０１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

项目编号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登记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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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１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计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项目投资

（万元）

□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其他。

建筑功能

项目绿色

建筑设计

星级目标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项目性质
□公共建筑：□甲类，□乙类；
□居住建筑。

气候分区
□北区；
□南区。

建筑面积 （ｍ２） 计容建筑面积 （ｍ２）

基准能耗建筑规模

建筑层数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高度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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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１

设计使用年限 年 结构安全等级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装配式建筑

□是；□否

结构体系 ：□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
□混合结构；□其他。

装
配
式
实
施
内
容

主体

结构

围
护
结
构
与
内
隔
墙

装修和设

备管线

□现场采用高精度模板；
□现场采用成型钢筋。

使用部位：

□梁；□楼 （屋）面板；

□楼梯；□阳台；□空调板。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
□采用保温隔热与装饰一体化板；
□采用围护墙与保温隔热一体化；
□内隔墙非砌筑；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
□采用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

□竖向布置管线与墙体分离；
□水平向布置管线与楼板和湿
作业楼面垫层分离。

评价指标：　装配率： ；其他： 。

低影响开发

控制项指标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 ％
外排雨水综合径流系数：

其他：

７６



续表Ｃ０１

建设概况

建筑与建筑

热工设计

技术评估

各单体建筑的节能类别及适用的节能标准

建设项目各单体的体形系数、朝向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材料参数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系统相对规定性指标的判断及权衡计算

（附１：浙江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表或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表；附２：工程设计的节能计算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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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１

暖通空调用能设

备系统技术评估

冷热源系统

冷负荷

热负荷

冷热源形式与数量

冷热源制冷供热量

冷热源效率

输配系统

水系统形式

水系统效率

风输配形式

风输配效率

冷媒长度

室内外机配比

末端

末端形式

控制系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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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１

建筑电气与智

能化系统设计

技术评估

供配电系统

总计算容量

供电电压等级

变压器容量与能效等级

低压供电半径

无功功率补偿措施

主要线缆型号

照明系统

室内照明功率密度值要求

室外照明要求

照明产品光生物安全性

光源种类

照明产品能效等级

照明控制方式

动力系统

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的能效等级

电梯、扶梯、自动人行道、集中制备饮用热水的电开水炉

用电计量

用电分项计量

用电分区计量

按用户计量

智能化

分类能耗检测系统

用电分项计量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智能化服务系统

其他

０７



续表Ｃ０１

给排水节水和用

能系统设计

技术评估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和给水系统

市政水压

供水方式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

总用水量

热水系统

热水用途

热水方式

热源形式与参数

系统形式

冷却水系统

冷却塔类型

节水措施

系统形式

非传统水源

水源类型

用途

水量

泳池循环处理系统

循环处理方式

加热形式

低影响开发设施指标

其他

１７



续表Ｃ０１

结构设计技术评估

结构设计信息

抗震设防类别 抗震等级

人防抗力等级 地下室抗浮设计等级

结构设计荷载

风荷载 地面粗糙度 雪荷载　

结构计算模型和计算软件

软件编制单位 软件版本号

地基基础设计和地下室结构设计

地基 （桩基）基础设计等级 地基基础型式

基础 （桩端）持力层 桩基类型

抗浮设计水位 抗浮设计措施

地下室底板结构型式

地下室顶板结构型式

地下室抗震等级

其他

装配式建筑设计

相关指标

保温结构一体化

是否采用保温结构一体化：□是；□否；
相关指标

结构节材

混凝土

钢筋 （钢材）

砌体材料

主要节材措施

绿色建材应用

其他

２７



续表Ｃ０１

可
再
生
能
源

可
再
生
能
源
应
用
形
式

□提供生活
热水系统

□空气能热泵热水系统

□太阳能光热系统

□发电系统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

□其他

□地热能提供空调用冷量和热量

□导光管采光系统

□其他系统

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热水量

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可再生能源产生发电比例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冷量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用热量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核算值

装机容量 （ｋＷ）

太阳 能 集 热 板 面 积

（ｍ２）

太阳能光伏组件面积

（ｍ２）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装机容量 （ｋＷ）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

用冷量 （ｋＷｈ／ａ）

可再生能源年提供的空调

用热量 （ｋＷｈ／ａ）

导光管的有效采光面积

（ｍ２）

装机容量 （ｋＷ）

ｍ３／ａ

％

ｋＷｈ／ａ

％

ｋＷｈ／ａ

ｋＷｈ／ａ

ｋＷ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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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０１

能
源
新
利
用

余热或废

热回收

利用

系统

类型

□排风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冷水机组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泳池热回收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其他 额定工况热回收量　　　 （ｋＷｈ／ａ）

余热回收或废热利用装置的

综合利用量核算值
ｋＷｈ／ａ

年总用水量 ｍ３／ａ

非传统水源年节水量 ｍ３／ａ

生活热水年用水量 ｍ３／ａ

设
计
建
筑
分
项
能
耗

用
电
能
耗

燃气

其
他
能
源

空调冷源 ｋＷｈ／ａ

供暖热源 ｋＷｈ／ａ

输配系统 ｋＷｈ／ａ

冷却塔风机 ｋＷｈ／ａ

供暖空调末端风机 ｋＷｈ／ａ

通风 ｋＷｈ／ａ

照明 ｋＷｈ／ａ

插座 ｋＷｈ／ａ

电梯 ｋＷｈ／ａ

生活热水 ｋＷｈ／ａ

生活给水 ｋＷｈ／ａ

变压器损耗 ｋＷｈ／ａ

特殊用电 ｋＷｈ／ａ

供暖热源 ｍ３／ａ

生活热水 ｍ３／ａ

炊事燃料 ｍ３／ａ

供暖热源 ｔｃｅ／ａ

生活热水 ｔｃｅ／ａ

炊事燃料 ｔｃｅ／ａ

４７



续表Ｃ０１

耗
能
量
及
碳
排
放
量

种类 能耗 碳排放量

□电力 ｋＷｈ／ａ ｋｇＣＯ２／ａ

□燃气 ｍ３／ａ ｋｇＣＯ２／ａ

□燃油 ｔｃｅ／ａ ｋｇＣＯ２／ａ

□热力 ｔｃｅ／ａ ｋｇＣＯ２／ａ

□其他 ｔｃｅ／ａ ｋｇＣＯ２／ａ

设计建筑运行能耗 ｔｃｅ／ａ

设计建筑运行碳

排放量
ｋｇＣＯ２／ａ

单位建筑面积运

行碳排放设计

强度降低值

ｋｇＣＯ２／

（ｍ２·ａ）

可再生能源应用

核算替代率
％

公共建筑可再生能源

综合利用量最小值
ｋＷｈ／ａ

居住建筑可再生能

源利用量核算

光伏系统设置情况；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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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Ｄ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

Ｄ０１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的汇总内容应按表Ｄ０１进行评价。

表Ｄ０１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表汇总表

申报星级要求 是否达标

１、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９全部控
制项的要求，且每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其评分项满分值

的３０％。
□

２、符合地方相关全装修要求的规定。 □

３、技术要求 （注：以下各项对应星级均满足，则判定达标） □

技
术
要
求
内
容

围护结构热工

性能提高比例，

或建筑供暖空

调 负 荷 降 低

比例

　节水器具
　用水效率等级

　住宅建筑
　隔声性能

一星级 围护结构提高５％，或负荷降低５％ □

二星级
围护结构提高 １０％，或负荷降
低１０％

□

三星级
围护结构提高 ２０％，或负荷降
低１５％

□

一星级 ３级 □

二星级、

三星级
２级 □

二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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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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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０１

申报星级要求 是否达标

技
术
要
求
内
容

住宅建筑

隔声性能
三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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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
术
要
求
内
容

室内主要空气

污染物浓度降

低比例

　外窗气密性能

一星级 １０％

二星级、

三星级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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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４、得分情况 总得分

各
分
项
得
分

控制项

基础分值

Ｑ０

分项满

分值
４００

预评

分值

评价指标体系评分项

安全

耐久

Ｑ１

健康

舒适

Ｑ２

生活

便利

Ｑ３

资源

节约

Ｑ４

环境

宜居

Ｑ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提高与创

新项加分

值ＱＡ

１００

总得分Ｑ＝（Ｑ０＋Ｑ１＋Ｑ２＋Ｑ３＋Ｑ４＋Ｑ５＋ＱＡ）／１０＝

５、本项目绿色建筑星级等级
（注：总得分分别达到６０分，７０分，８５分且满足上表１、２、３项

对应星级要求时，分别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不符合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７７



书书书

!
"
#
"
$
设
计
绿
色
建
筑
评
估
的
分
项
内
容
应
按
照
表

!
"
#
"
$
进
行
评
价

!

表
!
"
#
"
$
%
设
计
绿
色
建
筑
评
估
表

&
分
项
表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0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1
"
/
"
/

场
地
应
避
开
滑
坡

&
泥
石
流
等
地
质
危
险
地
段

'
易
发
生
洪
涝
区

有
可
靠
的
防
涝
基
础
设
施

(
场
地
应
无
危
险
化
学
品

&
易
燃
易
爆

危
险
源
的
威
胁

'
应
无
电
磁
辐
射

&
含
氡
土
壤
的
危
害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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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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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
足

!

满
足

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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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建
筑
外
门
窗
必
须
安
装
牢
靠

'
其
抗
风
压
性
能
和
水
密
性
能
应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2

卫
生
间

&
浴
室
的
地
面
应
设
置
防
水
层

'
墙
面

&
顶
棚
应
设
置
防

潮
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1
"
/
"
-

走
廊

&
疏
散
通
道
等
通
行
空
间
应
满
足
紧
急
疏
散

&
应
急
救
护
等

要
求

'
且
应
保
持
畅
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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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

应
具
有
安
全
防
护
的
警
示
和
引
导
标
识
系
统

%
控
制
项

0
"
$
"
.

采
用
基
于
性
能
的
抗
震
设
计
并
合
理
提
高
建
筑
的
抗
震
性
能

%
.
#

.
#

0
"
$
"
$

采
取
保
障
人

员
安
全
的
防

护
措
施

%

采
取
措
施
提
高
阳
台

&
外
窗

&
窗
台

&
防
护
栏
杆
等

安
全
防
护
水
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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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利
用
场
地
或
景
观
形
成
可
降
低
坠
物
风
险
的
缓

冲
区

&
隔
离
带

%

)

.
)

0
"
$
"
*

采
用
具
有
安

全
防
护
功
能

的
产
品
或
配

件
%

采
用
具
有
安
全
防
护
功
能
的
玻
璃

%

)

采
用
具
备
防
夹
功
能
的
门
窗

%
)

.
#

!

满
足

!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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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0

室
内
外
地
面

或
路
面
设
置

防
滑
措
施

%

建
筑
出
入
口
及
平
台

&
公
共
走
廊

&
电
梯
门
厅

&
厨

房
&
浴
室

&
卫
生
间
等
设
置
防
滑
措
施

'
防
滑
等
级

不
低
于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建
筑
地
面
工
程
防
滑
技

术
规
程

"
1
%
1
'
(
*
*
.
规
定
的

&

2

&
&

3

级
%

*

建
筑
室
内
外
活
动
场
地
所
采
用
的
防
滑
地
面

'
防

滑
等
级
达
到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建
筑
地
面
工
程
防

滑
技
术
规
程

"
1
%
1
'
(
*
*
.
规
定
的

4

2

&
4

3

级
%

0

建
筑
坡
道

&
楼
梯
踏
步
防
滑
等
级
达
到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建
筑
地
面
工
程
防
滑
技
术
规
程

"
1
%
1
'
(

*
*
.
规
定
的

4

2

&
4

3

级
或
按
水
平
地
面
等
级
提

高
一
级

'
并
采
用
防
滑
条
等
防
滑
构
造
技
术
措

施
%

*

0
"
$
"
)

采
取
人
车
分
流
措
施

'
且
步
行
和
自
行
车
交
通
系
统
有
充
足
照
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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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1

采
取
提
升
建

筑
适
变
性
的

措
施

%

0
"
$
"
+

采
取
提
升
建

筑
部
品
部
件

耐
久
性
的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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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建
筑
结
构
与
建
筑
设
备
管
线
分
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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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使
用
耐
腐
蚀

&
抗
老
化

&
耐
久
性
能
好
的
管
材

&
管

线
&
管
件

%

)

活
动
配
件
选
用
长
寿
命
产
品

'
并
考
虑
部
品
组
合

的
同
寿
命
性

(
不
同
使
用
寿
命
的
部
品
组
合
时

'

采
用
便
于
分
别
拆
换

&
更
新
和
升
级
的
构
造

%

)

.
,

.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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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安 全 耐 久

0
"
$
"
,

提
高
建
筑
结

构
材
料
的
耐

久
性

0
"
$
"
/

合
理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
易
维
护

的
装
饰
装
修
建

筑
材
料
&

按
.
#
#
年
进
行
耐
久
性
设
计

&
.
#

采
用
耐
久
性
能
好
的
建
筑
结
构
材
料

'
满
足
下
列

条
件
之
一

(

!

对
于
混
凝
土
构
件

'
提
高
钢
筋
保
护
层
厚
度
或

采
用
高
耐
久
混
凝
土

)

!

对
于
钢
构
件

'
采
用
耐
候
结
构
钢
及
耐
候
型
防

腐
涂
料

)

!

对
于
木
构
件

'
采
用
防
腐
木
材

%
耐
久
木
材
或

耐
久
木
制
品

&

.
#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的
外
饰
面
材
料

&
*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的
防
水
和
密
封
材
料

&
*

采
用
耐
久
性
好
%
易
维
护
的
室
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

*

.
#

/

健 康 舒 适

)
"
.
"
.

室
内
空
气
中
的
氨

%
甲
醛

%
苯

%
总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氡
等
污
染
物
浓

度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
&
'
(
.
,
,
,
*
的

有
关
规
定

&
建
筑
室
内
和
建
筑
主
出
入
口
处
应
禁
止
吸
烟

'
并
应
在

醒
目
位
置
设
置
禁
烟
标
志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应
采
取
措
施
避
免
厨
房

%
餐
厅

%
打
印
复
印
室

%
卫
生
间

%
地
下
车
库

等
区
域
的
空
气
和
污
染
物
串
通
到
其
他
空
间

)
应
防
止
厨
房

%
卫
生

间
的
排
气
倒
灌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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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
"
.
"
0

给
排
水
系
统

的
设
置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室
内
噪

声
级
和
隔
声

性
能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生
活
饮
用
水
水
质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
%
&
)
+
0
/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应
制
定
水
池

&
水
箱
等
储
水
设
施
定
期
清
洗
消
毒

计
划
并
实
施

'
且
生
活
饮
用
水
储
水
设
施
每
半
年

清
洗
消
毒
应
不
少
于

.
次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应
使
用
构
造
内
自
带
水
封
的
便
器

'
且
其
水
封
深

度
不
应
小
于

)
#
1
1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非
传
统
水
源
管
道
和
设
备
应
设
置
明
确

&
清
晰
的

永
久
性
标
识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室
内
噪
声
级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隔
声
设
计
规
范

"
%
&
)
#
.
.
,
中
的
低
限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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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中
的
低
限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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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建
筑
照
明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

照
明
数
量
和
质
量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
&
)
#
#
*
0
的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人
员
长
期
停
留
的
场
所
应
采
用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灯
和
灯
系
统
的
光
生
物
安
全
性

"
%
&
'
(

$
#
.
0
)
规
定
的
无
危
险
类
照
明
产
品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选
用

1
2
!
照
明
产
品
的
光
输
出
波
形
的
波
动
深

度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1
2
!
室
内
照
明
应
用

技
术
要
求

"
%
&
'
(
*
.
,
*
.
的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3

应
采
取
措
施
保
障
室
内
热
环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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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
设
计
规
范

"
%
&
)
#
+
*
3
的

有
关
规
定

&
采
用
非
集
中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的
建
筑

(
应
具
有
保
障
室

内
热
环
境
的
措
施
或
预
留
条
件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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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

在
室
内
设
计
温
度

&
湿
度
条
件
下

'
建
筑
非
透
光

围
护
结
构
内
表
面
不
得
结
露

(

控
制
项

供
暖
建
筑
的
屋
面
&
外
墙
内
部
不
应
产
生
冷
凝
(

控
制
项

屋
顶
和
外
墙
隔
热
性
能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热
工
设
计
规
范

"
%
&
)
#
.
+
0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
.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应
具
有
现
场
独
立
控
制
的
热
环
境
调
节
装
置

)
控
制
项

)
"
.
"
/

地
下
车
库
应
设
置
与
排
风
设
备
联
动
的
一
氧
化
碳
浓
度
监
测
装
置
)

控
制
项

)
"
$
"
.

控
制
室
内
主

要
空
气
污
染

物
的
浓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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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规
定
限
值

.
#
1

'
得

*
分

(
低

于
$
#
1

'
得

0
分

)

0

室
内

2
3

$
"
)

年
均
浓
度
不
高
于

$
)
4
5
'
6

*

'
且
室

内
2
3

.
#

年
均
浓
度
不
高
于

)
#
4
5
'
6

*

)

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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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５８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
"
$
"
*

)
"
$
"
0

)
"
$
"
)

)
"
$
"
1

水
质
满
足

国
标
要
求

水
质
满
足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要
求

%
,

除
生
活
饮
用
水
供
水
系
统

&
未
设
置
其
他

供
水
系
统
时

&
直
接
得
分

%

,

储
水
设
施
采
取
措

施
满
足
卫
生
要
求

使
用
符
合
国
家
现
行
标
准
要
求
的
成
品
水
箱

%
0

采
取
保
证
储
水
不
变
质
的
措
施

)

未
设
置
生
活
饮
用
水
储
水
设
施
直
接
得
分

%
/

所
有
给
排
水
管
道

'
设
备

'
设
施
设
置
明
确

'
清
晰
的
永
久
性
标
识

%
,

采
取
措
施
优
化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室
内
声
环
境

&
噪
声
级
达
到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隔
声
设
计
规
范

"
%
&
)
#
.
.
,
中
的
低
限
标

准
限
值
和
高
要
求
标
分
辨
率
限
值
的
平
均
值

&
得

0
分

(
达
到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
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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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
"
$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隔
声
性
能
良
好

%

充
分
利
用
天

然
光

%

构
件
相
邻
房
间
之
间
的
空
气
声
隔
声
性
能

&
高
于

低
限
标
准
限
值
和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的
平
均
值

'

得
*
分

&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
得

)
分

%

)

楼
板
的
撞
击
声
音
隔
声
性
能

(
高
于
低
限
标
准
限

值
和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的
平
均
值

'
得

*
分

&
高

要
求
标
准
限
值

'
得

)
分

%

)

住
宅
建
筑

主
要
功
能
空
间
至
少

0
#
1
面
积
比
例

区
域
采
光
照
度
值
不
低
于

*
#
#
2
3
的

小
时
数
平
均
不
少
于

,
4
'
5
%

/

公
共
建
筑

内
区
采
光
系
数
满
足
采
光
要
求
的
面

积
比
例
达
到

0
#
1

%

*

地
下
空
间
平
均
采
光
系
数

!

#
"
)
1

的
面
积
与
首
层
地
下
室
面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1
以
上

%

*

主
要
功
能
空
间
至
少

0
#
1
面
积
比
例

区
域
采
光
照
度
值
不
低
于
采
光
要
求

的
小
时
数
平
均
不
少
于

6
4
'
5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有
眩
光
控
制
措
施

%
*

.
#

.
$

７８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具
有
良
好
的

室
内
热
湿
环

境
%

自
然
通
风

&
复
合
通
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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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得

$
分

)

1
#
0

(
得

*
分

)

)
#
0

(
得

1
分

)

2
#
0

(
得

)
分

)

+
#
0

(
得

2
分

)

,
#
0

(
得

+
分

)

/
#
0
及
以
上

(
得

,
分

%

,

人
工
冷
热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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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规
定

的
室
内
人
工
冷
热
源
热
湿
环
境
整
体
评
价

!

级

面
积
比
例

'
2
#
0

(
得

)
分

)

+
#
0

(
得

2
分

)

,
#
0

(
得

+
分

)

/
#
0
及
以
上

(
得

,
分

%

,

,

８８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健 康 舒 适

)
"
$
"
.
#

优
化
建
筑
空

间
和
平
面
布

局
%
改
善
自
然

通
风
效
果

&

)
"
$
"
.
.

设
置
可
调
节

遮
阳
设
施

%
改

善
室
内
热
舒

适
&

住
宅
建
筑
通
风
开
口
面
积
与
房
间
地
板
面
积
的

比
例

'
夏
热
冬
冷
地
区
达
到

,
0

%
得

)
分

(

达
到

.
#
0

%
得

1
分

(

达
到

.
$
0

%
得

+
分

(

达
到

.
2
0
及
以
上

%
得

,
分

&

,

公
共
建
筑
过
渡
季
典
型
工
况
下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平
均
自
然
通
风
换
气
次
数
不
小
于

$
次

'
3
的

面
积
比
例

'

+
#
0

!

4
4
5
,
#
0

%
得

)
分

(

,
#
0

!

4
4
5
/
#
0

%
得

1
分

(

/
#
0

!

4
4
5
.
#
#
0

%
得

+
分

(

.
#
#
0

%
得

,
分

&

,

可
调
节
遮
阳
设
施
面
积
占
外
窗
透
明
部
分
比
例

6
7
'

$
)
0

!

6
7
5
*
)
0

%
得

*
分

(

*
)
0

!

6
7
5
2
)
0

%
得

)
分

(

2
)
0

!

6
7
5
)
)
0

%
得

+
分

(

6
7

"

)
)
0

%
得

/
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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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建
筑

%
室
外
场
地

%
公
共
绿
地

%
城
市
道
路
相
互
之
间
应
设
置
连
贯
的

无
障
碍
步
行
系
统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

场
地
人
行
出
入
口

)
#
#
1
内
应
设
有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或
配
备
联
系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的
专
用
接
驳
车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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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
足

!

满
足

0
"
.
"
2

自
行
车
停
车
场
所
应
位
置
合
理

%
方
便
出
入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

建
筑
设
备
管
理
系
统
应
具
有
自
动
监
控
管
理
功
能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
.
"
0

建
筑
应
设
置
信
息
网
络
系
统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０９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场
地
与
公
共

公
交
通
站
点

联
系
便
捷

%

0
"
$
"
$

建
筑
室
内
外

公
共
区
域
满

足
全
龄
化
设

计
要
求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或
到
达
轨
道
交
通
站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得

$
分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或
到
达
轨
道
交
通
站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大
于

)
#
#
1

'
得

2
分

'

2

场
地
出
入
口
步
行
距
离

,
#
#
1
范
围
内
设
有

$
条

及
以
上
线
路
的
公
共
交
通
站
点

%

2

建
筑
室
内
公
共
区
域

(
室
外
公
共
活
动
场
地
及
道

路
均
满
足
无
障
碍
设
计
要
求

%

*

建
筑
室
内
公
共
区
域
的
墙

(
柱
等
处
的
阳
角
均
为

圆
角

&
并
设
有
安
全
抓
杆
或
扶
手

%

*

设
有
可
容
纳
担
架
的
无
障
碍
电
梯

%
$

, ,

１９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提
供
便
利
的

公
共
服
务

%

居
住
建
筑

&
满
足

1
项

'
得

)
分

(
满
足

0
项
及
以

上
'
得

.
#
分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幼
儿
园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小
学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中
学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医
院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设
施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出
入
口
到
达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
设
施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场
地
周
边

)
#
#
2
范
围
内
具
有

*
种
及
以
上
的

商
业
服
务
设
施

%

.
#

.
#

２９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提
供
便
利
的

公
共
服
务

公
共
建
筑

%
满
足

*
项

&
)
分

'
满
足

)
项

&
.
#
分

'

!

建
筑
内
兼
容

$
种
及
以
上
面
向
社
会
的
公
共

服
务
功
能

'

!

建
筑
向
社
会
公
众
提
供
开
放
的
公
共
活
动
空

间
'

!

电
动
汽
车
充
电
桩
的
车
位
数
占
总
车
位
数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

周
边

)
#
#
2
范
围
内
设
有
社
会
公
共
停
车
场

#
库

$
'

!

场
地
不
封
闭
或
场
地
内
步
行
公
共
通
道
向
社

会
开
放

(

.
#

0
"
$
"
3

城
市
绿
地

)
广
场
及
公
共
运
动
场

地
等
开
敞
空
间

&
步
行
可
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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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过

*
#
#
2
(

*

到
达
中
型
多
功
能
运
动
场
地

的
步
行
距
离
不
超
过

)
#
#
2
(

$

.
#

)

３９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健
身
场
地
和
空
间

室
外
健
身
场
地
面
积
不
少
于
总
用
地
面
积
的

#
"
)
1

%

*

设
置
宽
度
不
少
于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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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且
不
少
于

.
#
#
2
%

$

室
内
健
身
空
间
的
面
积
不
少
于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的
#
"
*
1
且
不
少
于

0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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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

0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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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
"
+

设
置

4
5

.
#

'
4
5

$
"
)

'
6
7

$

浓
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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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４９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生 活 便 利

0
"
$
"
,

设
置
用
水
远

传
计
量
系
统

%

水
质
在
线
监

测
系
统

&

0
"
$
"
/

具
有
智
能
化

服
务
系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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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利
用
计
量
数
据
进
行
管
网
漏
损
自
动
监
测

%
分
析

与
整
改

'
管
道
漏
损
率
低
于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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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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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
及

以
上
的
服
务
功
能

&

*

具
有
远
程
监
控
的
功
能

&
*

具
有
接
入
智
慧
城
市

#
城
区

%
社
区

$
的
功
能

&
*

+ /

节 约 资 源

+
"
.
"
.

应
结
合
场
地
自
然
条
件
和
建
筑
功
能
需
求

'
对
建
筑
的
体
形

%
平
面

布
局

%
空
间
尺
度

%
围
护
结
构
等
进
行
节
能
设
计

'
且
应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节
能
设
计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５９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应
采
取
措
施

降
低
部
分
负

荷
%
部
分
空
间

使
用
下
的
供

暖
%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

应
区
分
房
间
的
朝
向
细
分
供
暖

%
空
调
区
域

'
并

应
对
系
统
进
行
分
区
控
制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0
1
2
3
%
4
5
6
1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
&
)
#
.
,
/
规
定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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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
足

!

满
足

+
"
.
"
7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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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7
规
定
的
现
行
值

(
公
共
区
域
的
照
明

系
统
应
采
用
分
区

%
定
时

%
感
应
等
节
能
控
制

(
采
光
区
域
的
照
明
控

制
应
独
立
于
其
他
区
域
的
照
明
控
制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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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8

垂
直
电
梯
应
采
取
群
控

%
变
频
调
速
或
能
量
反
馈
等
节
能
措
施

(
自

动
扶
梯
应
采
用
变
频
感
应
启
动
等
节
能
控
制
措
施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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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应
制
定
水
资

源
利
用
方
案

%

统
筹
利
用
各

种
水
资
源

&

应
按
使
用
用
途

'
付
费
或
管
理
单
元

%
分
别
设
置

用
水
计
量
装
置

(

用
水
点
处
水
压
大
于

#
"
$
0
1
2
的
配
水
支
管
应

设
置
减
压
设
施

%
并
应
满
足
给
水
配
件
的
最
小
工

作
压
力
的
要
求

(

用
水
器
具
和
设
备
应
满
足
节
水
产
品
的
要
求

&

+
"
.
"
,

不
应
采
用
建
筑
形
体
和
布
置
严
重
不
规
则
的
建
筑
结
构

&

+
"
.
"
/

建
筑
造
型
要

素
应
简
约

%
且

无
大
量
装
饰

性
构
件

&

住
宅
建
筑
的
装
饰
性
构
件
造
价
占
建
筑
总
造
价

的
比
例
不
应
大
于

$
3

(

公
共
建
筑
的
装
饰
性
构
件
造
价
占
建
筑
总
造
价

的
比
例
不
应
大
于

.
3

&

+
"
.
"
.
#

建
筑
材
料
选

用

)
#
#
4
5
以
内
生
产
的
建
筑
材
料
使
用
量
占
建
筑

材
料
总
重
量
的
比
例
应
大
于

6
#
3

&

现
浇
混
凝
土
应
采
用
预
拌
混
凝
土

%
建
筑
砂
浆
应

采
用
预
拌
砂
浆

&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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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
$
"
$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土
地

住
宅
建
筑
根
据
其
所
在
居
住
街
坊
人
均
住
宅
用

地
规
则
评
定

%

$
#

公
共
建
筑
根
据
不
同
功
能
建
筑
的
容
积
率
规
则

评
定

%

$
#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地
下
空
间

住
宅
建
筑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与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的

比
率

0
1
&
地
下
一
层
建
筑
面
积
与
总
用
地
面
积

的
比
率

0
2
'

)
3

!

0
1
4
$
#
3

&
得

)
分

(

0
1

"

$
#
3

&
得

+
分

(

0
1

"

*
)
3
且

0
2
4
5
#
3

&
得

.
$
分

%

.
$

公
共
建
筑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与
总
用
地
面
积
之
比

0
2

.

&
地
下
一
层
建
筑
面
积
与
总
用
地
面
积
的
比

率
0
2
'

0
2

.

"

#
"
)
&
得

)
分

(

0
2

.

"

#
"
+
且

0
2
4
+
#
3

&
得

+
分

(

0
2

.

"

.
"
#
且

0
2
4
5
#
3

&
得

.
$
分

%

.
$

不
适
宜
开
发
地
下
空
间

%
.
$

$
#

.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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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采
用
机
械
式

停
车
设
施

%
地

下
停
车
库
或

地
面
停
车
楼

等
方
式

&

住
宅
建
筑
地
面
停
车
位
数
量
与
住
宅
总
套
数
的

比
率
小
于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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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
"
$
"
1

围
护
结
构
的

热
工
性
能
优

化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比
国
家
现
行
相
关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规
定
的
提
高
幅
度
达
到

)
0

'
或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负
荷
降
低

)
0

'
得

)
分

(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比
国
家
现
行
相
关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规
定
的
提
高
幅
度
达
到

.
#
0

'
或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负
荷
降
低

.
#
0

'
得

.
#
分

(

围
护
结
构
热
工
性
能
比
国
家
现
行
相
关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规
定
的
提
高
幅
度
达
到

.
)
0

'
或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负
荷
降
低

.
)
0

'
得

.
)
分

&

.
)

+
"
$
"
)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的
冷

%
热
源
机
组
能
效
均
优
于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
&
)
#
.
,
/
的
规
定
以
及
现
行
有
关
国
家

标
准
能
效
限
定
值
的
要
求

&

.
#

,

.
)

.
#

９９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0

末
端
系
统
及

输
配
系
统
性

能
优
化

+
"
$
"
+

节
能
型
电
气

设
备
及
节
能

控
制
措
施

通
风
空
调
系
统
风
机
的
单
位
风
量
耗
功
率
比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
&

)
#
.
,
/
的
规
定
低

$
#
1

%

或
采
用
分
体
空
调
和
多
联
机
空
调

#
热
泵

$
机
组

&

$

集
中
供
暖
系
统
热
水
循
环
泵
的
耗
电
输
热
比

'
空

调
冷
热
水
系
统
循
环
水
泵
的
耗
电
输
冷

#
热

$
比

比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民
用
建
筑
供
暖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
设
计
规
范

"
%
&
)
#
+
*
0
规
定
值
低

$
#
1

%

或
非
集
中
采
暖
空
调
系
统
项
目

&

*

主
要
功
能
房
间
的
照
明
功
率
密
度
值
达
到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
&
)
#
#
*
2
规

定
的
目
标
值

&

)

采
光
区
域
的
人
工
照
明
随
天
然
光
照
度
变
化
自

动
调
节

&

$

照
明
产
品

'
三
相
配
电
变
压
器

'
水
泵

'
风
机
等
设

备
满
足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节
能
评
价
值
的

要
求

&

*

)

.
#

００１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建
筑
能
耗
优
化

建
筑
能
耗
相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0

%
得

)
分

&

建
筑
能
耗
相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0

%
得

.
#
分

'

.
#

.
#

+
"
$
"
/

结
合
当
地
气
候
和
自
然
资
源
条
件
合
理
利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
.
#

.
#

+
"
$
"
.
#

使
用
较
高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的
卫

生
器
具

'

全
部
卫
生
器
具
的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达
到

$
级

%
得

,
分

&

)
#
0
以
上
卫
生
器
具
的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达
到

.

级
且
其
他
达
到

$
级

%
得

.
$
分

&

全
部
卫
生
器
具
的
用
水
效
率
等
级
达
到

.
级

%
得

.
)
分

'

.
)

.
)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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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
"
$
"
.
$

绿
化
灌
溉
及

空
调
冷
却
水

系
统
采
用
节

水
设
备
或
技

术
%

采
用
节
水
灌
溉
系
统

&
得

0
分

'

在
采
用
节
水
灌
溉
系
统
的
基
础
上

&
设
置
土
壤
湿

度
感
应
器

(
雨
天
自
动
关
闭
装
置
等
节
水
控
制
措

施
&
种
植
无
需
永
久
灌
溉
植
物

&
得

1
分

%

1

循
环
冷
却
水
系
统
采
取
设
置
水
处
理
措
施

(
加
大

集
水
盘

(
设
置
平
衡
管
或
平
衡
水
箱
等
方
式

&
避

免
冷
却
水
泵
停
泵
时
冷
却
水
溢
出

&
得

*
分

'

采
用
无
蒸
发
耗
水
量
的
冷
却
技
术

&
得

1
分

%

1

结
合
雨
水
综
合
利
用
设
施
营
造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利
用
雨
水
的
补
水
量
大
于
水
体

蒸
发
量
的

1
#
2

&
且
采
用
保
障
水

体
水
质
的
生
态
水
处
理
技
术

%

对
进
入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的
雨

水
&
利
用
生
态
设
施
削
减
径
流

污
染

%

0

利
用
水
生
动

(
植
物
保
障
室
外

景
观
水
体
水
质

%

0

未
设
置
景
观
水
体

%
,

.
$

,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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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使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

绿
化
灌
溉

&
车
库
及
道
路
冲
洗

&
洗
车
用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0
#
1

'
得

*
分

(

绿
化
灌
溉

&
车
库
及
道
路
冲
洗

&
洗
车
用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2
#
1

'
得

)
分

%

)

冲
厕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冲
厕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

冷
却
水
补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冷
却
水
补
水
采
用
非
传
统
水
源
的
用
水
量
占
其

总
用
水
量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0
#
1

'
得

)
分

%

)

+
"
$
"
.
0

建
筑
所
有
区
域
实
施
土
建
工
程
与
装
修
工
程
一
体
化
设
计
及
施
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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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

合
理
选
用
建

筑
结
构
材
料

与
构
建

%

高
强
钢
筋

#

!

混
凝

土
结
构

$

0
#
#
1
2
3
级
及
以
上
强
度
等
级
钢

筋
应
用
比
例
达
到

,
)
4

%

)

混
凝
土
竖
向
承
重
结
构
采
用
强
度

等
级
不
小
于

5
)
#
混
凝
土
用
量
占

竖
向
承
重
结
构
中
混
凝
土
总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
#
4

%

)

高
强
钢
筋

#

!

钢
结

构
$

6
*
0
)
及
以
上
高
强
钢
材
用
量
占
钢
材

总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
#
4
&
得

*
分
'

6
*
0
)
及
以
上
高
强
钢
材
用
量
占
钢
材

总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
#
4
&
得

0
分
%

0

螺
栓
连
接
等
非
现
场
焊
接
节
点
占

现
场
全
部
连
接

(
拼
接
节
点
的
数

量
比
例
达
到

)
#
4

%

0

采
用
施
工
时
免
支
撑
的
楼
层
面
板
%

$

高
强
钢
筋

#

!

混
合
结
构

$

混
凝
土
结
构
部
分

&
.
#
分

'

钢
结
构
部
分

&
.
#
分

'

合
计

#
取
平
均
值

$
&
.
#
分

'

.
#

.
#

４０１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0

+
"
$
"
.
+

+
"
$
"
.
,

建
筑
装
修
选
用
工
业
化
内
装
部
品

%

建
筑
装
修
选
用
工
业
化
内
装
部
品
占
同
类
部
品
用
量
比
例
达
到

)
#
1
以
上
的
部
品
种
类

&
达
到

.
种

&
得

*
分

'
达
到

*
种

&
得

)
分

'

达
到

*
种
以
上

&
得

,
分

(

可
再
循
环
材

料
)
可
再
利
用

材
料

住
宅
建
筑

0
1

&
得

*
分

'
.
#
1

&
得

0
分

(

公
共
建
筑

.
#
1

&
得

*
分

'
.
)
1

&
得

0
分

(

利
废
建
材

采
用
一
种
利
废
建
材

&
其
占
同
类
建
材
的
用
量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采
用
二
种
及
以
上
的
利
废
建
材

&
每
一
种
占
同
类

建
材
的
用
量
比
例
均
不
低
于

*
#
1

&
得

0
分

(

绿
色
建
材

绿
色
建
材
应
用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2
分

'

绿
色
建
材
应
用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分

'

绿
色
建
材
应
用
比
例
不
低
于

+
#
1

&
得

.
$
分

(

, 0 0

.
$

,

.
$

.
$

５０１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节
约

资
源

,
"
.
"
.

建
筑
规
划
布
局
应
满
足
日
照
标
准
%
且
不
得
降
低
周
边
建
筑
的
日
照
标
准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
"
.
"
$

室
外
热
环
境
应
满
足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标
准
的
要
求

&
控
制
项

!

满
足

!

满
足

环 境 宜 居

,
"
.
"
*

配
建
的
绿
地
应
符
合
所
在
地
城
乡
规
划
的
要
求

%
应
合
理
选
择
绿
化

方
式

%
植
物
种
植
应
适
应
当
地
气
候
和
土
壤

%
且
应
无
毒
害

'
易
维

护
%
种
植
区
域
覆
土
深
度
和
排
水
能
力
应
满
足
植
物
生
产
需
求

%
并

应
采
用
复
层
绿
化
方
式

&

控
制
项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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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

的
场
地
应
进
行
雨
水

控
制
利
用
专
项
设
计

&

控
制
项

,
"
.
"
)

建
筑
内
外
均
应
设
置
便
于
识
别
和
使
用
的
标
识
系
统

&
控
制
项

,
"
.
"
3

场
地
内
不
应
有
排
放
超
标
的
污
染
源

&
控
制
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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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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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
"
$
"
$

充
分
保
护
或

修
复
场
地
生

态
环
境

%
合
理

布
局
建
筑
及

景
观

&

保
护
场
地
内
原
有
的
自
然
水
域

'
湿
地

'
植
被
等

%

保
持
场
地
内
的
生
态
系
统
与
场
地
外
生
态
系
统

的
连
贯
性

&

.
#

采
取
净
地
表
层
土
回
收
利
用
等
生
态
补
偿
措
施
&

.
#

根
据
场
地
实
际
状
况

%
采
取
其
他
生
态
恢
复
或
补

偿
措
施

&

.
#

规
划
场
地
地
表
和
屋
面
雨
水
径
流

%

对
场
地
雨
水
实
施
外
排
总
量
控
制

&

场
地
年
径
流
总
量
控
制
率
达
到

)
)
0

%
得

)
分

(

场
地
年
径
流
总
量
控
制
率
达
到

+
#
0

%
得

.
#
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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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充
分
利
用
场

地
空
间
设
置

绿
化
用
地

%

绿
地
率
达
到
规
划
指
标
的

.
#
)
0
及
以
上

%
.
#

住
宅

项
目

!

新
区
建
设

所
在
居
住
街
坊
内
人
均
集
中
绿
地
面
积

1
2
#
3

$

'
人

$
&

1
2
4
#
"
)
#
'
得

$
分

(
#
"
)
#

5
1
2
5

#
"
6
#
'
得

7
分

(
1
2

"

#
"
6
#
'
得

6
分

%

6

!

旧
区
改
造

所
在
居
住
街
坊
内
人
均
集
中
绿
地
面
积

1
2
#
3

$

'
人

$
&

1
2
4
#
"
*
)
'
得

$
分

(
#
"
*
)

5
1
2
5

#
"
7
)
'
得

7
分

(
1
2

"

#
"
7
)
'
得

6
分

%

6

公
共

建
筑

绿
地
向
公
众
开
放

%
6

８０１



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0
室
外
吸
烟
区
设
置

,
"
$
"
)

雨
水
基
础
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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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且
距
离
儿

童
和
老
人
活
动
场
地
不
少
于

,
1
'

)

室
外
吸
烟
区
与
绿
植
结
合
布
置

%
并
合
理
配
置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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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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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2

%
得

*
分

(
达
到

3
#
2

%
得

)
分

'

)

衔
接
和
引
导
不
少
于

,
#
2
的
屋
面
雨
水
进
入
地

面
生
态
设
施

'

*

衔
接
和
引
导
不
少
于

,
#
2
的
道
路
雨
水
进
入
地

面
生
态
设
施

'

0

硬
质
铺
装
地
面
中
透
水
铺
装
面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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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0

场
地
内
的
环
境
噪
声
优
于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
&

*
#
/
0
的
要
求

%

$
类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标
准
限
值

1
环
境
噪
声
值

!

*
类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标
准
限
值

&
得

)
分

'

环
境
噪
声
值

!

$
类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标
准
限
值

&
得

.
#
分

%

.
#

,
"
$
"
+

光
污
染

玻
璃
幕
墙
的
可
见
光
反
射
比
及
反
射
光
对
周
边

环
境
的
影
响
符
合

!
玻
璃
幕
墙
光
热
性
能

"
%
&
'
(

.
,
#
/
.
的
规
定

%

)

室
外
夜
景
照
明
光
污
染
的
限
制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室
外
照
明
干
扰
光
限
制
规
范

"
%
&
'
(

*
)
0
$
0
和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
城
市
夜
景
照
明
设
计

规
范

"
2
%
2
.
0
*
的
规
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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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场
地
风
环
境

冬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建
筑
物
周
围
人

行
区
距
地
高

.
"
)
0
处
风
速
小
于

)
0
'
1
%
户
外
休

息
区

&
儿
童
娱
乐
区
风
速
小
于

$
0
'
1
%
且
室
外
风

速
放
大
系
数
小
于

$
'

*

冬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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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
只
有
一
排
建
筑

%
可
直
接
得
分

$

过
渡
季

&
夏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场
地

内
人
活
动
区
不
出
现
涡
旋
或
无
风
区

'

*

过
渡
季

&
夏
季
典
型
风
速
和
风
向
条
件
下

%
)
#
4

以
上
可
开
启
外
窗
室
内
外
表
面
的
风
压
差
大
于

#
"
)
2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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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环 境 宜 居

,
"
$
"
/

热
岛
强
度

场
地
中
处
于
建
筑
阴
影
区
外
的
步
道

%
游
憩
场

%

庭
院

%
广
场
等
室
外
活
动
场
地
设
有
乔
木

%
花
架

等
遮
阴
措
施
的
面
积
比
例

&

!

住
宅
建
筑
达

*
#
0

'

!

公
共
建
筑
达

.
#
0

'
得

$
分

(

!

住
宅
建
筑
达

)
#
0

'

!

公
共
建
筑
达

$
#
0

'
得

*
分

(

*

场
地
中
处
于
建
筑
阴
影
区
外
的
机
动
车
道

'
路
面

太
阳
辐
射
反
射
系
数
不
小
于

#
"
1
'
或
设
有
遮
荫

面
积
较
大
的
行
道
树
的
路
段
长
度
超
过

+
#
0

)

*

屋
顶
的
绿
化
面
积

%
太
阳
能
板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以

及
太
阳
辐
射
反
射
系
数
不
小
于

#
"
1
的
屋
面
面

积
合
计
达
到

+
)
0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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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提 高 与 创 新

/
"
$
"
.

降
低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的
能
耗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0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2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1

&
得

$
)
分

'

建
筑
供
暖
空
调
系
统
能
耗
比
国
家
现
行
有
关
建
筑
节
能
标
准
降
低

,
#
1

&
得

*
#
分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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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合
理
选
用
废
弃
场
地
进
行
建
设
&
或
充
分
利
尚
可
使
用
的
旧
建
筑
(

,
,

/
"
$
"
0

场
地
绿
容
率
计
算
值
不
低
于

*
"
#
&
得

*
分

'

场
地
绿
容
率
实
测
值
不
低
于

*
"
#
&
得

)
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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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
"
#
"
$

类 别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
&
'
(
)
#
*
+
,
-
$
#
.
/
条
文

分
数

目
前

建
议

条
文
号

条
款
内
容

款
项

分
数

条
文

总
分

得
分

索
引

位
置

深
化

#
优
化

$

项

深
化

#
优
化

$

后
得
分

提 高 与 创 新

/
"
$
"
)

特
殊
结
构
体
系

主
体
结
构
采
用
钢
结
构

%
木
结
构

&
.
#

主
体
结
构
采
用
装
配
式
混
凝
土
结
构

'
地
上
部
分

预
制
构
件
应
用
混
凝
土
体
积
占
混
凝
土
总
体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0

'
得

)
分

(

主
体
结
构
采
用
装
配
式
混
凝
土
结
构

'
地
上
部
分

预
制
构
件
应
用
混
凝
土
体
积
占
混
凝
土
总
体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
#
0

'
得

.
#
分

&

.
#

/
"
$
"
1

&
2
3
技
术
在
建
筑
的
规
划
设
计

%
施
工
建
造
和
运
行
维
护
阶
段
中
应

用
情
况
与
得
分

)
在
其
中
一
个
阶
段
应
用

'
得

)
分

(
在
其
中
两
个
阶

段
应
用

'
得

.
#
分

(
在
其
中
三
个
阶
段
应
用

'
得

.
)
分

&

!

规
划
设
计
阶
段

(

!

施
工
建
造

(

!

运
行
维
护
阶
段

(

.
)

/
"
$
"
+

进
行
建
筑
碳
排
放
计
算
分
析

'
采
取
措
施
降
低
单
位
面
积
碳
排
放
强

度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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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Ｅ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及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Ｅ０１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按Ｅ０１取值。

表Ｅ０１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汽油 ４３１２４ｋＪ／ｋｇ（１０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柴油 ４２７０５ｋＪ／ｋｇ（１０２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５７１ｋｇｃｅ／ｋｇ

液化石油气 ５０２４２ｋＪ／ｋｇ（１２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液化天然气 ５１４９８ｋＪ／ｋｇ（１２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７５７２ｋｇｃｅ／ｋｇ

天然气 ３６１５７ｋＪ／ｍ３ （８６３８ｋｃａｌ／ｍ３） １２３４ｋｇｃｅ／ｍ３

热力

（当量值）
— ００３４１２ｋｇｃｅ／ＭＪ

热力

（等价值）
— 按供热煤耗计算

电力

（当量值）
— 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ｋＷ·ｈ）

电力

（等价值）

按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

计算或０３３ｋｇｃｅ／ｋＷｈ

Ｅ０２　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Ｅ０２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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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Ｅ０２　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能源名称
单位热值含碳量

（ｔＣ／ＴＪ）
碳氧化率 （％）

单位热值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

（ｔＣＯ２／ＴＪ）

汽油 １８９ ０９８ ６７９１

柴油 ２０２ ０９８ ７２５９

ＬＰＧ液化石油气 １７２ ０９８ ６１８１

ＮＧＬ天然气凝胶 １７２ ０９８ ６１８１

天然气 １５３ ０９９ ５５５４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６６—２０１９

Ｅ０３　其他能源排放因子按Ｅ０３取值。

表Ｅ０３　其他能源排放因子

名称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热力 （当量值） ０１１ｔＣＯ２／ＧＪ（１）

电力 （当量值）
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或

０５８１０ｋｇＣＯ２／ｋＷｈ（２）

　　注：（１）数据取值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 《公共

建筑运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试行）》；

（２）数据取值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２０２２年中国区域电网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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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Ｆ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评估结论汇总

Ｆ０１　符合性评估汇总表应按表Ｆ０１编制。

表Ｆ０１　符合性评估汇总表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规划及建筑

专业

项
目
特
征
与
总
平
面
设
计

项目选址

政策符合性

项目及单体建筑

规划指标满足规

划条件

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

项目周边公共服

务设施设置

停车设施的配置

场地内安全防护

措施

垃圾分类收集场

所、室外吸烟区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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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规划与建筑

专业

建
筑
与
建
筑
热
工
设
计

建筑节能类别

建筑体形系数

透光围护结构各

部位热工设计规

定性指标及权衡

判断

非透光围护结构

各部位热工设计

规定性指标及权

衡判断

围护结构防结

露、防冷凝及隔

热性能

保温隔热材料的

防火

遮阳设施的设置

结构专业

设计依据和参数满足

现行标准、规定和相

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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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结构专业

结构抗震分析模型及

计算软件的技术条件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１的规定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

力和建筑使用功能

要求

结构构件的耐久性应

满足相应设计工作年

限的要求

不应采用建筑形体和

布置严重不规则的建

筑结构

特别不规则的结构应

合理确定抗震性能

目标

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

的保温性能和结构性

能满足现行相关标准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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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结构专业

严禁采用国家和浙江

省明令禁止使用或淘

汰的材料和产品

５００ｋｍ以内生产的建
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

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

于６０％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

混凝土

建筑砂浆采用预拌

砂浆

混凝 土 结 构 中 梁、

柱、剪力墙等构件的

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

不低于 ４００ＭＰａ级的
热轧带肋钢筋

主要结构材料包括混

凝土、钢筋、钢材、

建筑填充墙体材料、

砌筑砂浆等，符合现

行标准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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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结构专业

绿色建材的应用应满

足现行浙江省标准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ＤＢ３３／１０９２的要求。

暖通专业

室内外设计参数

冷
热
源

冷热源设备制

冷剂

冷热源设备总装

机容量

冷热源设备效率

多联式空调 （热

泵）机组与分体

空调室外机散热

环境

输
配
系
统

水输配系统设备

效率、耗电输冷

（热）比

风输配系统设备

效率、单位风量

耗功率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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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暖通专业

输
配
系
统

末
端
设
备

控
制
系
统

多联机空调系统

冷媒管等效长度

下满负荷运行性

能系数

暖通空调系统用

水水质

水泵、风机变频

项目的适应性

末端及管道保

温、保冷

末端装置独立可

调节

污染物排放

地上房间 ＣＯ２浓

度检测系统

地下车库 ＣＯ浓
度监测系统

集中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系统设

备的监测与控制

暖通空调系统分

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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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给排水专业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

热水系统可再生能源

利用

给水定额及给水量

计算

给水系统设计及分区

给水系统计量

热水定额及热水量

计算

热水热源选用

热水系统设计

排水系统

节水设备选用

管材选用

卫生器具、器材选用

绿化及道路浇洒用水

定额设计

景观用水

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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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专业

供
配
电
系
统

变电所供电半径

变压器选型

三相平衡要求

无功补偿

谐波防治措施

导体、线缆选择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的供配电设计

照
明

照度标准

照明质量

照明功率

密度限值

照明方式

照明控制方式

照明产品能效及

光生物安全

动
力

电动机、交流接

触器的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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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０１

技术评估意见

各项内容 评价内容
符合性评估

符合性 备注

设计

单位

回复

图审

单位

复核

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专业

用
电
计
量

智
能
化
系
统

电梯、扶梯、自

动人行道、集中

制备饮用热水的

电开水炉

用电分项计量

系统

用电分区计量

建筑设备监控

系统

能耗监测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智能化服务系统

可再生能

源利用

居
住
建
筑

公
共
建
筑

太阳能热水系统

或空气源热泵热

水系统

太阳能光伏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

系统利用量

太阳能光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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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０２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应按表Ｆ０２编制。

表Ｆ０２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表

设计绿色建筑评估意见

各项

内容
评价内容 深化优化项

设计单

位回复

图审单

位复核

６２１



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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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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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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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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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可”。

２　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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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５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３６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５５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５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
《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３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５０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６６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Ｔ１８８８３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１３４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ＪＧＪ／Ｔ４４９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９２
《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ＤＢ３３／１１０５
《居住建筑风环境和热环境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１１１
《公共建筑用电分项计量系统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９０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ＤＢ３３／Ｔ１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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