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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依据

•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
 发〔2013〕1号）

•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云南省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通知》（云建标

 [2013]4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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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绿色建筑标准

BREEAM（英）
通过、好、很好、优秀（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1990）

LEED（美）
一般、铜牌、银牌、金牌、铂金（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1994）

NABERS（澳） 0～5星级

CASBEE（日） 根据环境性能效率指标BEE，

 

给予评价，表现为QL二维图

HK-BEAM（港） 满意、好、很好、优秀

ESCALE（法） 标准工程、优秀工程、较差工程

ESFGB（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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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

• 定义
– 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
 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

 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 发展方向
– 绿色建筑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建筑设计摆脱了只

 对功能和美学的追求，逐渐地走向从生态的角度
 来看待建筑，成为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间物质
 和能量循环的有机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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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标准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2006）
– 《云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53/T- 

49-2013 ）

•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22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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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标识

• 设计标识
– 对象：完成施工图设计并通过施工图审查

– 有效期：自公告通过评价起2年
– 申报主体：业主单位、房地产开发单位、设计单位等相关单

 位独立或共同申请

• 运营标识
– 对象：通过工程质量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以上，且未发生重

 大质量安全事故

– 有效期：自公告通过评价起3年
– 申报主体：业主单位、房地产开发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及物业管理单位等相关单位独立或共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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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通过建设部认证的绿色建筑项目数量

绿色星级分布（个）
一星级 216
二星级 227
三星级 156

公建/居建数量（个）

公建 276

居建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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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开发企业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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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绿色建筑类型分布

绿建类型

设计标识 572

运营标识 27

设计标识
运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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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增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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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成本构成

节地, 4.83%

节能, 47.27%

节水, 7.14%

节材, 5.31%

室内环境, 29.05%

运营管理,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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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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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评价标准

• 《云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分类
• 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室内环境质量和运营管理6 
类

– 定星
• 分为一星、二星和三星（最高）

• 根据达标条文数量确定星级

– 基础
• 条文评审为基础，分为控制项、一般项和优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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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绿色建筑星级的项数要求（住宅建筑）

等级

一般项数（41项）

优选项

 数
共14项

节地与

 室外环

 境
共8项

节能与

 能源利

 用
共6项

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共7项

节材与材

 料资源利

 用
共7项

室内环境

 质量
共6项

运营管理
共7项

★ 4 2 3 3 2 4 1

★★ 5 3 4 4 3 5 4

★★★ 6 4 5 5 4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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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绿色建筑星级的项数要求（公共建筑）

等级

一般项数（45项）

优选项数
共20项

节地与

 室外环

 境
共8项

节能与

 能源利

 用
共6项

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共7项

节材与材

 料资源利

 用
共7项

室内环境

 质量
共6项

运营管理
共7项

★ 3 4 3 5 3 3 1

★★ 4 6 4 6 4 4 7

★★★ 5 8 5 7 5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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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 节地与室外环境
– 场地选址：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环境威胁和危

 险的防御
– 用地经济：用地指标；旧建筑利用；废弃场地利

 用；坡地利用
– 外部环境：日照；噪声；热岛；风环境
– 环境绿化：植物选择；绿地率；复层绿化；乔木

 利用；立体绿化
– 环境影响：污染源控制；施工过程控制；透水地

 面；光污染控制
– 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交通
– 文化传承：民族或地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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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 节能与能源利用
– 满足标准：节能设计标准；能效测评

– 被动设计：建筑设计保证日照通风采光；外窗通
 风面积和气密性

– 主动设计：暖通设备能效；集中系统的室温调节、
 计量和能量回收；照明节能；蓄冷蓄热；余热废

 热利用；全空气系统；变水量变风量；分布式热
 电冷联供

–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光热光伏

– 能源管控：分项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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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 系统规划：水系统规划方案

– 节水措施：防漏损；节能器具；用水计量

– 非传统水源：景观、绿化、洗车用水；水
 质保障；中水利用；雨水利用和渗透；高
 效灌溉；消防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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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 人体健康：建筑材料

– 高效利用：就地取材；装饰性构件；预拌
 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高强度钢筋；土
 建装修一体化；建筑结构体系；减隔震技
 术；灵活隔断

– 循环利用：固体废弃物利用；可再循环利
 用材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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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 室内环境质量
– 光环境：日照；采光；紫外线控制；自然

 采光

– 声环境：噪声控制和干扰

– 风环境：窗地面积比；自然通风

– 室内污染：空气污染浓度；通风换气和空
 气质量监控；集中空调新风量

– 热环境：温湿度；防结露；自然通风下内
 墙温度；温湿调控；蓄能调湿等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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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 运营管理

– 制度：节能；节水；节材；绿化；垃圾；
 ISO环境认证；经济激励机制；空调清洗

– 硬件：垃圾窗口密闭；分户分类计量收
 费；垃圾站冲洗；智能化系统；生物降解

 垃圾处理房；设备管道易维修

– 绿化：无公病虫防治；树木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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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审查体系编制原则

• 考虑设计和审查需要
• 分建筑规划、结构、给排水、暖通和电气5个

 专业

• 兼顾定星需要
• 条文评价为基础

• 便于操作采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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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

• 2012年4月27日财政部、住建部《关于
 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财建[2012]167号）

– 二星级绿色建筑45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 三星级绿色建筑8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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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绿
 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主要目标

• 新建建筑。城镇新建建筑严格落实强制性节能标准，
 “十二五”期间，完成新建绿色建筑10亿平方米；到

 2015年末，20%的城镇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
 要求

•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十二五”期间，完成北方采暖地
 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4亿平方米以

 上，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5000万平
 方米，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办公建筑节能改造1.2亿
 平方米，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节能示范40万套。到

 2020年末，基本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有改造价值的城
 镇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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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绿
 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重点任务

• 切实抓好新建建筑节能工作
– 科学做好城乡建设规划；大力促进城镇绿色建筑发展；积极推进

 绿色农房建设；严格落实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

• 大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 加快实施“节能暖房”工程；积极推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开展夏热

 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创新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工作机制

• 开展城镇供热系统改造
• 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
• 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管理
• 加快绿色建筑相关技术研发推广
• 大力发展绿色建材
• 推动建筑工业化
• 严格建筑拆除管理程序
• 推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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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条文达标

• 4.1.2 建筑场地选址无洪灾、泥石流及含氡土壤的威胁，建筑场

 地安全范围内无电磁辐射危害和火、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
• 设计说明

– 根据南京市区地貌单元划分，拟建场地属秦淮河漫滩地貌单元，

 建筑场地地势较平坦,属相对稳定地基。南京市区抗震设防烈度为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10g，属第一组。按照《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2010）综合判定该建筑场地类别为Ⅲ

 类，设计特征周期值为0.45S。可不考虑软土的震陷影响。根据土

 壤氡检测报告，测点数4点，土壤氡浓度平均值为3043Bq/m3，浓

 度最大值为3124Bq/m3，无大于20000 Bq/m3的测点，符合国家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的规定,属于可

 不采取防氡工程措施的项目场地。建筑场地安全范围内无其他电

 磁辐射危害和火、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

• 支撑材料
– 工程勘察报告K2011-7正式；牛首山河以南地块7-9规划图纸；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土壤氡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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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

• 项目审批文件
– 立项；国土；规划；设计；施工

• 资质文件
– 开发单位；设计单位

• 规划文件
• 设计文件

– 建筑、结构、电气、给排水、暖通、景观、智能化

• 计算书
–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高强钢筋、高性能混凝土比例；热工

• 检测报告
– 噪声；氡

• 模拟报告
– 风、光、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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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住区风环境有利于冬季室外行走舒
 适及过渡季、夏季的自然通风。

• 查看居住区风环境模拟预测分析报告，
 建筑周围人行区距地面1.5m高度处的风
 速是否小于5m/s，风速放大系数是否小
 于2



项目参评建筑中

 9、10 #楼南侧

 区域风速处于

 2.0~3.0m/s之
 间，其他区域风

 速基本处于

 0.5~2.5 m/s之
 间，风速放大系

 数约为1.6，符

 合行人舒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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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住区建筑布局保证室内外的日照环境、采光和通
 风的要求，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
 范》GB 50180中有关住宅建筑日照标准的要求。

• 查看日照模拟分析报告，确认住宅建筑
 日照是否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
 范》 GB 50180 中的要求。



南京属Ⅲ气候区，按大城市要求，大寒日满窗日照时数≥2
云南大部分地区属于Ⅴ气候区，要求冬至日满窗日照时数≥1





条
文
示
例

5.5.11办公、宾馆类建筑75％以上的主要功能空间室内
 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要求。

• 75%以上面积的主要功能空间（除室内
 交通、卫浴等之外的主要使用空间）室
 内采光系数是否满足《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GB/T 50033中第3.2.2—3.2.7条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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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住区室外日平均热岛强度不高于1.5℃。

• 在规划设计阶段，以夏季典型时刻的郊
 区气候条件（风向、风速、气温、湿度
 等）为例，模拟住区室外1.5m高处的典
 型时刻的温度分布情况，日平均热岛强
 度不高于1.5℃。



通过建模然后对边

 界条件进行设置；

 软件对一天中四个

 时刻的小区室外地

 表温度分布及小区

 室外人员活动区域

 空气温度分布进行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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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住区环境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
 噪声标准》GB 3096的规定。

• 查看环境评估报告中对场地噪声情况描
 述的相关内容，判断环境噪声是否符合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规定，如
 不符合，则查看是否采用了合理的降噪
 措施。



规范要求



说明：以图中建筑

 外轮廓线上小圆圈

 内数值为相应立面

 区域相应时段环境

 噪声最大值；建筑

 轮廓内部圆圈中数

 值表示全楼昼夜环

 境噪声最大值（其

 中左侧为昼间、右

 侧为夜间）。

3-1#楼靠近飞龙南路一侧建筑立面噪声量基本在53～57 dB，存在噪声量

 超标1～2 dB的情况；小区内部主要人员活动区域噪声量基本处于55 dB以
 内，且建筑采用隔声效果较好中空玻璃窗，能够保证室内具有良好的声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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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在建筑设计选材时考虑使用材料的可再循环使用性能。在保证安全

 和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可再循环材料使用重量占所用建筑材料总重量的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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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不低于10％。



序号 名称 用水量标准

1 生活用水 180.00（L/m2·d）

2 汽车库地面冲洗 3.00（L/m2·次）且5天冲洗一次

3 绿化 2.00（L/m2·d）

4 道路浇洒 3.00（L/m2·次）

5 水景补水 循环水量5%，循环周期24H

6 未预见水量 总用水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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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建筑场地选址无洪灾、泥石流及含氡土壤的威胁。
 建筑场地安全范围内无电磁辐射危害和火、爆、有毒物
 质等危险源。

• 场地内存在何种危险源，当存在危
 险源时所采取的相应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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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流程

• 策划流程
– 前期调研

– 项目定位

– 定方案和策略

• 操作流程
– 组建团队

– 定各专业设计任务书

– 各阶段完成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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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框架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专篇

– 定星级、定条文、条文总结（设计说明）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支撑材料汇总表

– 便于形式审查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

– 设计成果汇总，便于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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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专篇

• 设计依据

• 工程概况

• 通用评星标准

– 运行标识的评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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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专篇

• 不参评条文说明

– 设计阶段不参评条文

– 特定情况下不参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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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专篇

• 本项目评星标准
– 考虑不参评条文的评星标准

– 折算方法
• 方法

– 定总量、按比例折减、取整

• 例子
– 公共建筑运营管理一般项由7项，其中5条设计阶段

 不参评，则实际项数为2项
– 原一星需3条达标，则本顶评星标准为

 2×4/7=1.1≈1（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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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专篇

• 星级自评

– 以本项目评星标准为基础

–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需要达标条文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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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专篇

• 涉及多专业条文说明

– 部分条文涉及一个以上专业

– 根据专业进行分工

• 条文设计说明

– 条文总结

– 要求见《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要求和审查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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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支撑材料汇总表

• 方便施工图审查的形式审查

• 设计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勾出提交的支撑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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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

• 项目基本信息

• 分专业设计指标

– 从条文中关键提炼出设计指标

– 不参评或不选评条文对应内容不用填写

• 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签章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审查汇总

– 分类条文达标情况及评星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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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软件

• 自动生成报审文件

• 增量成本分析控制

• 自动生成专项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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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能效测评软件

• 与建筑节能设计软件模型共享

• 在建筑节能模型基础上设置设备参数后
 即可完成能效测评

• 分析空调、采暖、照明、热水和动力等
 分项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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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能耗模拟软件

• 拥有中国各省市的气息数据库及材料数
 据库

• 可导入dwg、Revit、天正等进行模型设
 计

• 全年8760小时逐时负荷计算

• 涵盖多种空调系统仿真模拟





绿
色
建
筑
系
列
软
件

风环境模拟软件

• 可实现建筑室外风环境模拟、室内自然通风
 模拟及小区热岛模拟

• 通过模拟室外风和热岛可以准确得到建筑周
 围风速、风压、温度等分布情况，为优化建
 筑布局和改善建筑规划提供方案指导

• 通过模拟室内自然通风，可得到室内温、湿
 度、污染物浓度等的分布情况

• 分析室内热环境和自然风的有效性，为优化
 建筑室内布局和窗口设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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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境模拟软件

• 可以分析室内光环境质量，包括采光系
 数、眩光指数

• 并可视室内采光环境视觉效果，将性能
 评估与设计优化手段相结合，形成开窗
 洞口大小、空间布局、隔断形式、中庭、

 天窗、导光筒、外窗材料透光系数、反
 光板、采光井等措施来强化室内自然采
 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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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模拟软件

• 对噪声源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

• 在采取噪声防治措施后估计其所能达到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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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建筑一体化设计软件

• 设置需求 — 用水需求及时间表

• 选择方案 — 系统设计

• 遮挡物设计、集热器最佳倾角布置、水箱及
 辅助加热优化设计

• 全年逐时计算 — 集热量、损失量、水温

• 优化设计
 

— 合理设计

• 动态分析、经济分析

• 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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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审查流程

• 形式审查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专篇（与条文对应性）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支撑材料汇总表（与条文对应
 性）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完备性）

• 内容审查

– 根据民用建筑绿色设计审查要点对民用建筑绿色
 设计专篇（设计说明）和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支撑
 材料进行审查





其他

•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保障性住房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的通知》（建办[2013]185号）

–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和标准，按照《绿色保障

 性住房技术导则》进行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文件应当编制绿色

 建筑专篇

– 施工图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就项目是否落实绿色建筑设计相关要求

 进行审查，并在审查合格书中注明

– 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

 许可证

– 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

– 未按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和项目，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 竣工验收合格的绿色保障性住房可认定为一星级绿色建筑，不再

 进行专门评价。



谢 谢！

周智勇（云南省勘察设计质量协会培训部）

手机：13320516060

邮箱：657434674@qq.com

云南节能和绿建设计QQ群：30782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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