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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建筑高质量发展，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降低建筑碳排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即“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加强沿线国家技术标

准体系的对接，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2020年 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中国《关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

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2022年 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提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之际，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 2023年 10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旨演讲中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一项行动即为“促

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

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将共同落实本届高峰论坛成果，进一

步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各国人民“心联通”，为促进世界经济

复苏和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

在此背景下，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点及发展需求，制

定本标准，为沿线国家绿色低碳建筑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提供指导和参考。

1.0.2 本标准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用建筑绿色低碳性能的评价。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即本标准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民用建筑绿色

低碳性能的评价，包括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其他国家和地区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1.0.3 绿色低碳建筑评价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建筑所在国家和地域的气候、环境、

资源、经济和文化等特点，对建筑全寿命期内的绿色低碳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条文说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俗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

大差异，而因地制宜是绿色低碳建筑建设的基本原则，因此对绿色低碳建筑的评价，也应综

合考量建筑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条件和特点。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

施工，再到运行使用及最终的拆除，构成一个全寿命期。本标准以“节能、节地、节水、节

材和环境保护”为基本约束，以“以人为本”为核心要求，对建筑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

污染减少等方面的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1.0.4 绿色低碳建筑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是参与绿色低碳建筑评价的前提条件。本标准重点在于对建筑

绿色低碳性能进行评价，并未涵盖通常建筑物所应有的包含安全耐久性能在内的全部功能和

性能要求，故参与评价的建筑尚应符合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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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绿色低碳建筑 green low-carbon building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降低碳排放，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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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色低碳建筑评价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指标，

应基于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建筑单体和建筑群均可以参评绿色低碳建筑，临时建筑不得参评。单栋建筑应为完整的

建筑，不得从中剔除部分区域。

建筑群是指位置毗邻、功能相同、权属相同、技术体系相同（相近）的两个及以上单体

建筑组成的群体。常见的建筑群有住宅建筑群、办公建筑群。当对建筑群进行评价时，可先

用本标准评分项和加分项对各单体建筑进行评价，得到各单体建筑的总得分，再按各单体建

筑的建筑面积进行加权计算得到建筑群的总得分，最后按建筑群的总得分确定建筑群的绿色

低碳等级。

当需要对某工程项目中某栋或某几栋建筑的系统性、整体性指标进行评价时，由于这类

评价指标是针对该工程项目设定的，或该工程项目中其他建筑也采用了相同的技术方案，此

时，应基于该指标所覆盖的范围或区域进行总体评价，且边界应选取合理、口径一致，一般

以城市道路完整围合的最小用地面积为宜。

对于建筑未交付使用时，应坚持本条原则，不对一栋建筑中的部分区域开展绿色低碳评

价。但建筑运行阶段，可能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业主的多功能综合性建筑，此情况下可灵

活处理，首先仍应考虑“以一栋完整的建筑为基本对象”的原则，鼓励业主联合申请评价；

如所有业主无法联合申请，但有业主有意愿单独申请时，可对建筑中的部分区域进行评价，

但申请评价的区域应具有一定规模（如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0m2），应有相对独立的暖通空

调、给水排水等设备系统，此区域的电、气、热、水耗也能独立计量，还应明确产权和运行

管理涵盖的区域，涉及的系统性、整体性指标，还应按照本条的规定执行。

3.0.2 绿色低碳建筑的评价分为预评价和评价。预评价应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完成

后进行；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进行。

【条文说明】

绿色低碳建筑的评价应注重运行实效。不过预评价能够更早地掌握建筑工程可能实现的

绿色低碳性能，可以及时优化或调整建筑方案或技术措施，为建成后的运行管理做准备。绿

色低碳建筑的评价在建设工程竣工后，以更加有效地约束绿色低碳建筑技术落地，保证绿色

低碳建筑性能的实现。

3.0.3 绿色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应由污染物控制、碳排放控制、能耗、水耗、建设运营

成本、空气质量、用水质量、室内舒适度、用户满意度共 9个指标组成，每个指标总分值均

为 10分。

【条文说明】

每个指标总分值均为 10分，但当某指标中出现不参评款项时，该指标最终得分按照该

指标参评款项的得分率乘以 10分计算。例如本标准第 4.7.2条用水质量评分时，如果建筑未

设置直饮水和集中生活热水，则相应款项可不参评，其余参评款项总分为 8分，若经评估可

得到其中 4分，那么此条最终得分为：4÷8×10=5分。

3.0.4 绿色低碳建筑评价指标按属性应分为负荷 L指标和质量 Q指标两类。其中，分项

L指标包括污染物控制（L1）、碳排放控制（L2）、能耗（L3）、水耗（L4）、建设运营成

本（L5）；分项 Q指标包括空气质量（Q1）、用水质量（Q2）、室内舒适度（Q3）、用户

满意度（Q4）。

【条文说明】

负荷 L（Load）指标是指建筑项目对外部环境和社会经济等造成的影响或冲击，质量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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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指标是指建筑项目所界定范围内，影响使用者的环境品质。

3.0.5 质量 Q指标和负荷 L指标总分均为 10分。Q指标总得分应按式（3.0.5-1）计算；

L指标总得分应按式（3.0.5-2）计算。不同类型建筑的各分项 Q指标和各分项 L指标的权重

应按表 3.0.5的规定取值。

Q = wQ1Q1 + wQ2Q2 + wQ3Q3 + wQ4Q4 （3.0.5-1）
L = 10 − wL1L1 + wL2L2 + wL3L3 + wL4L4 + wL5L5 （3.0.5-2）

表 3.0.5 各类绿色低碳建筑评价指标权重

建筑类型

负荷 L指标 质量 Q指标

污染物控

制

wL1

碳排放控

制

wL2

能耗

wL3

水耗

wL4

建设运营

成本

wL5

空气

质量

wQ1

用水

质量

wQ2

室内

舒适度

wQ3

用户

满意度

wQ4

办公/教育建

筑
0.10 0.15 0.40 0.25 0.10 0.25 0.19 0.26 0.30

商店/博览建

筑
0.10 0.15 0.45 0.20 0.10 0.26 0.17 0.27 0.30

饭店建筑 0.16 0.15 0.36 0.23 0.10 0.24 0.21 0.25 0.30

医院建筑 0.15 0.15 0.36 0.24 0.10 0.25 0.20 0.25 0.30

体育建筑 0.10 0.15 0.38 0.27 0.10 0.25 0.19 0.26 0.30

住宅建筑 0.11 0.15 0.35 0.29 0.10 0.24 0.20 0.25 0.31

【条文说明】

各分项 L指标和分项 Q指标的权重系数相加之和均分别为 1。目前各类指标的权重参考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相关的一些国家标准，并根据各类建筑的特点进行适度调整确定。

3.0.6 绿色低碳建筑评价分为 4个等级，应根据Q指标和L指标总得分在Q-L图（图 3.0.6）
中所处的位置确定，得分在 A、B、C、D四个区域内的项目，由高到低应分别对应钻石级、

金级、银级、铜级 4个等级。

图 3.0.6 绿色低碳建筑评价 Q-L 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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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考虑到国际上主要的评级体系在等级划分时一般会设置入门级别，在此基础上至少再区

分出 3个等级，从而能够有效体现出被评对象之间的差异，因此，本标准设置 4个等级，分

别为钻石级、金级、银级、铜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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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指标

4.1 污染物控制

4.1.1 建筑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产生的废气、污水、噪声、垃圾等各类污染物。

【条文说明】

为确保使用绿色低碳建筑的用户的基本健康和舒适，提出本指标要求。污染物控制主要

包括对建筑产生的固、液、气等三废的控制，以及噪声污染等的控制。

4.1.2 污染物控制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1.2的规则评分。

表 4.1.2 各类污染物控制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各 类 污 染

物控制

废气污水噪

声排放

建筑施工、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废水、噪声等污染物达标

排放
5

垃圾站卫生

状况

垃圾收集站（点）及垃圾间定期冲洗，垃圾及时清运处置，不散

发臭味，无二次污染
3

垃圾分类收

集和处理

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 90％ 1

对有害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和合理处置 1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施工、运营过程中会产生污水和废气，从而造成多种有机和无机

的化学污染，放射性等物理污染，以及病原体等生物污染。同时还有噪声、电磁辐射等物理

污染。住宅建筑主要为生活污水，而公共建筑除了生活污水外，还有餐饮污水、油烟气体等

的排放。为此需要设置各类设备，通过合理技术措施和排放管理，进行无害化处理，杜绝建

筑运行过程中相关污染物的不达标排放。废气、污水、噪声等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当地现行有

关标准的要求。

垃圾站（间）的景观美化及环境卫生反映了生活环境的品质。垃圾站（间）应设有冲洗

和排水设施，有专人定期进行冲洗、消杀。垃圾能及时清运（每日一清）、不散发臭味。运

输时垃圾不散落、不污染环境。

生活垃圾的管理应根据当地有关标准和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要求，结合本地区垃圾的

特性和处理方式选择垃圾分类方法。制定相应的垃圾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垃圾分类收集、清

运、处理等一系列环节，包括分类垃圾容器设置（投放箱、投放点等）、分类垃圾收集点、

分类运输工具、器具，垃圾物流措施，以及不同类别垃圾的处理设施，这样才能保证垃圾管

理措施行之有效的推行。

当评估项目是否按照要求分类收集清运时，重点评估分类收集率是否达到 90%以上。分

类收集率的计算公式为：

γs = ωs

W
× 100% （1）

式中：γs——分类收集率（%）；

ωs——分类收集的垃圾质量（t）；

W——垃圾排放总质量（t）。

采用公式（1）时，应注意评估时间段的选择，分子分母时间段取值的一致性，评估时

间段宜取 1年以上。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评价查阅相关竣工

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关管理制度，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查阅相关运行记录、影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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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计算报告。

4.2 碳排放控制

4.2.1 建筑建造运营过程中应进行建筑碳排放计算分析和展示优化。

【条文说明】

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源自：《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

书》）排放的简称。建筑碳排放指建筑全寿命期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一般以二氧

化碳当量（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量，用于比较不同温室气体对

温室效应影响的度量单位）进行表征。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建筑碳排

放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业内的关注，鉴于其对环境的影响愈加凸显，本标准对其提出控制要求。

4.2.2 碳排放控制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2.2的规则评分。

表 4.2.2 建筑碳排放量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 筑 碳 排

放控制

建筑运行阶

段碳排放量

统计计算并展示建筑使用期内考虑各类系统及能源消耗总量

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3

建筑碳排放

量逐年分析

及优化

展示年碳排放量数据，分析逐年碳排放量变化情况，并提出并

实施改进优化措施
4

建材生产及

运输阶段碳

排放量

统计计算建筑主体结构材料、建筑围护结构材料、建筑构件和

部品等主要建筑材料在生产和运输阶段的碳排放量
2

建筑建造及

拆除阶段碳

排放量

统计计算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产生的碳排放量和各项措施项

目实施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人工拆除和使用小型机具机械拆除

使用的机械设备消耗的各种能源动力产生的碳排放量

1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建筑碳排放计算应覆盖建筑全寿命期，应包括建筑运行阶段、建筑施工及拆除阶段、建

材生产及运输阶段。为定量化衡量建筑碳排放量，引导建筑在建设阶段关注碳减排、在运营

后持续进行碳排放量统计及披露，并根据建筑总体碳排放的情况提出减排措施，继而达到建

筑领域碳减排的目标，提出本条要求。

建筑碳排放计算方面，可参考已有的一些相关国际标准、当地或其他典型国家相关标准

规范。比如在中国，目前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和《民用建筑

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2018对于建筑碳排放的计算均进行了详细规定。本条涉及的

碳排放计算范围主要包括建筑运行阶段、建筑施工及拆除阶段和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计算报告；评价查阅相关施工记录、运行记录、

分析计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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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能耗

4.3.1 建筑应采取措施降低建筑能耗，建筑能耗强度达到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指标要求。

【条文说明】

建筑能耗强度是对建筑各类节能技术措施（建筑本体节能、设备设施节能、智能化运维

管理等）的综合实施效果的体现，本标准以此指标考量建筑节能水平。

4.3.2 能耗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3.2的规则评分。

表 4.3.2 建筑能耗水平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筑能耗强

度

能耗指标实测

修正值 EO

达到能耗指标约束值 E1 （1）

介于能耗指标约束值 E1和引导值 E2之间 （1 + 9 × （�1−E�）

�1−E2
）

达到能耗指标引导值 E2 10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约束值为当地建筑节能有关标准指标要求的“低限标准”；引导值为相关指标要求的“高

要求标准”，若相关标准中未给出引导值，则可考虑按约束值的 80%取值。

比如在中国，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中规定的各类建筑能耗

指标约束值是强制性指标值，为当前民用建筑能耗标准的基准线。能耗指标引导值是非强制

性指标值，反映了建筑节能技术的最大潜力，是综合高效利用各种建筑节能技术，充分实现

了建筑节能效果后能达到的具有先进节能水平的建筑能耗指标值。因此，建筑能耗指标应至

少能够满足该标准中的能耗约束值要求，并趋近或达到引导值目标。

预评价应与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指标要求进行比较，评价应与相关建筑能耗标准的

指标要求进行比较。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和投入使用前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分析计算文件；投入使

用的项目评价，尚应查阅相关运行记录、分析计算报告。

4.4 水耗

4.4.1 建筑应采取有效节水措施，加强水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水资源消耗量，实际建筑平

均日用水量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节水用水定额的要求。

【条文说明】

用水量是对建筑各类节水技术措施的综合实施效果的体现，本标准以此指标考量建筑节

水水平。

4.4.2 水耗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4.2的规则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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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建筑水耗水平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筑平均日用

水量

建筑平均日用水

量WO

达到节水定额上限值W1 （1）

介于节水定额上限值W1与下限值W2之

间
（1 + 9 × �1−W�

�1−W2
）

不超过节水定额下限值W2 10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参考中国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若当地无节水用水定额

标准，上限值可考虑按当地用水定额（或建筑给水设计标准指标值）乘以 0.9～0.8计算（节

水器具节水 10~20%），下限值可考虑按上限值乘以 0.6～0.7计算（结合 GB 50555 给出的

住宅、公建的多个上、下限值的比值情况估计）。

实际建筑平均日用水用量核算时，应实事求是地确定用水的使用人数、用水面积等，使

用人数在项目使用初期可能不会达到设计人数，如建筑的入住率在入住初期不会很快达到

100%，因此对与用水人数相关的用水，如饮用、盥洗、冲厕、餐饮等，应根据用水人数来

计算平均日用水量；对使用人数相对固定的建筑，如办公可按实际人数计算；对商场、餐厅

等流动人口较大、且数量无法明确的场所，可按设计人数计算。对与用水人数无关的用水，

如绿化灌溉、地面冲洗、水景补水等，则根据实际水表计量情况进行考核。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和投入使用前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分析计算文件；投入使

用的项目评价，尚应查阅相关运行记录、分析计算报告。

4.5 建设运营成本

4.5.1 建筑建造运营过程中应对绿色低碳建筑建造及 50年运营的累计成本进行统计和估

算，并采取措施实现建筑生命期成本的经济合理。

【条文说明】

建设运营成本指标是对建筑建造和运营生命周期成本的考量，以此作为评估建筑经济性

的指标。之所以将建筑建造（建安）成本也纳入考量，主要是考虑到建造和运营的紧密关联

性，建造期廉价低质投入可能会造成运营期的高消耗高成本，而反之亦然，故统筹考虑其综

合成本则更加科学和客观，也更有利于建造成本较高的建筑项目重视运营成本控制。

4.5.2 建设运营成本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8.2的规则评分。

表 4.8.2 建筑成本经济性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 筑 建 造

运营成本

建筑建造运营成本展示 统计估算建筑建造及 50年运营累计成本 6

建筑建造运营成本经济合理
成本不高于国内同类建筑成本的平均水平 （2）

成本不高于国内同类建筑成本的较低值水平 4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为定量化衡量绿色低碳建筑建造和运营使用阶段的经济成本投入情况，提出本条要求。

建筑在设计、建造和运营使用各个阶段都需要经济成本投入。考虑到目前相关标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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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本条对建筑建造及 50年运营的累计成本（元/㎡）进行考

查，这样既反映了建筑建设投资的影响，也体现了建筑运营期的成本投入情况。其中，建筑

建造成本可通过建筑工程决算数据获取；建筑 50年运营使用的成本可在往年实际运营花销

情况的基础上并结合相关研究算法和经验数据进行估算，范围包括建筑使用的能源资源成本、

建筑设备系统的清洁养护成本和维修改造成本、结构与装修的清洁养护成本和维修改造成本

等。另外，还应考虑相关成本的利率和价格浮动等因素，按照现值进行估算。建筑成本的计

算可参考国际标准 ISO 15686-5（Buildings and constructed assets - Service-life planning - Part 5:
Life-cycle costing，房屋和建筑资产 工作寿命计划 第 5部分：生命周期成本）或德国可持

续建筑评价标准（DGNB）中“经济质量”一章中的条文 ECO1.1“生命周期建筑物成本”

的有关方法。

对于建筑成本的经济合理性的判断，可通过与当地同类建筑的成本水平比较来实现。当

地同类建筑的成本水平可由参评建筑项目方通过对同类建筑的调研统计得到，也可由评估专

家和评估机构不断收集相关建筑项目数据，不断充实完善评估数据库，当地同类建筑成本的

平均水平可取数据库中相关数组的 50分位值（中位数），成本的较低值水平可取数据库中

相关数组的 25分位值（前 1/4）。建筑成本不高于当地同类建筑成本的平均水平时可得较低

分数，不高于当地同类建筑成本的较低值水平时可得较高分数。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分析计算文件；评价查阅项目提交的建筑建造

运营成本计算书的计算过程、数据选取和计算结果，以及与国内同类建筑成本的比较结果。

针对已运营年，需提交各类成本支出的合同、账单、票据等证明材料；针对未运营年，需提

交各类成本支出的测算依据，以及可能的相关构件、设备说明书等证明材料。

4.6 空气质量

4.6.1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细颗粒物（PM2.5）

等污染物浓度应满足室内环境健康要求。

【条文说明】

空气质量指标确定时主要参考了中国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考虑到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能够反映室内新鲜空气多少或通风程度强弱，而细颗粒物的影响也

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其受关注度也与日俱增，故本标准也纳入了这些指标。

4.6.2 空气质量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5.2的规则评分。

表 4.5.2 室内空气质量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室内空气质

量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 不高于当地现行有关标准限定值的 90% 2

室内细颗粒物浓度 不高于当地现行有关标准限定值的 90% 2

室内总挥发性有机物

浓度
不高于当地现行有关标准限定值的 90% 2

室内甲醛浓度 不高于当地现行有关标准限定值的 90% 2

室内氨浓度 不高于当地现行有关标准限定值的 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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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苯浓度 不高于当地现行有关标准限定值的 90% 1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以中国有关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为例，相关指标限值见表

1。

表 1 室内空气质量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室内空气质

量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 现场检测 1h 平均体积浓度不高于 0.09% 2

室内细颗粒物浓度
现场检测 24h 室内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不高于

45μg/m
3

2

室内总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浓度
现场检测 8h 均值不高于 0.54mg/m

3
2

室内甲醛浓度 现场检测 1h 均值不高于 0.072mg/m
3

2

室内氨浓度 现场检测 1h 均值不高于 0.18mg/m
3

1

室内苯浓度 现场检测 1h 均值不高于 0.027mg/m
3

1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相关说明文件（装修材料种类、用量、

空气质量保证措施）、预评估分析报告；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相关说明文件（装修材料种

类、用量、空气质量保证措施）、预评估分析报告，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查阅室内空气质量

检测报告。

4.7 用水质量

4.7.1 建筑应采取有效水质控制措施，使得生活饮用水、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等水质符

合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定期检测或在线监测各类用水的水质，及时掌握各类用水的

水质安全情况。

【条文说明】

用水质量指标主要从用水健康的角度出发，考量建筑各类用水水质情况。

建筑设计时，应保证相关设计条件下水质达标。建筑运行期间，各类用水的供水系统运

行状态会随时间、环境、使用需求调整而发生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对各类用水的供水水质也

会造成影响。建筑物业管理部门应制定水质检测制度，定期监测各类用水的供水水质，及时

掌握各类用水的水质安全情况，对于水质超标状况应能及时发现并进行有效处理，避免因水

质不达标对人体健康及周边环境造成危害。水质季检、（半）年检应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按标准进行定期检测，项目所在地卫生监督部门对本项目的水质抽查或强制检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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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入定期检测次数中。各用水系统的水质检测项目可参考下表 2。

表 2 水质检测参考项

用水类型 检测周期 检测参考项目

生活饮用水 每季度检测 1 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pH值、溶解性总固体、硬

度、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

直饮水 每季度检测 1 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pH值、溶解性总固体、硬

度、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

生活热水 每季度检测 1 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pH值、溶解性总固体、硬

度、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嗜肺军团菌

游泳池池水 每季度检测 1 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pH值、溶解性总固体、硬

度、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

建筑中水 每半年检测 1 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

大肠菌群、CODMn

市政再生水 每半年检测 1 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

大肠菌群、CODMn

回用雨水 每半年检测 1 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pH值、溶解性总固体、细

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

4.7.2 用水质量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6.2的规则评分。

表 4.6.2 用水质量评分规则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用 水

质量

生活饮用水

水质

符合当地现

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生活饮用水总硬度 TH（以 CaCO3计，mg/L）满足要

求
3

生活饮用水浑浊度 TD（NTU，散射浑浊度单位）满

足要求
2

生活饮用水菌落总数 TBC（CFU/mL）满足要求 2

直饮水水质 直饮水水质符合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集中生活热

水水质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采取措施避免嗜肺军团菌的滋生，保证热水水质

符合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其他用水水

质

非传统水源、游泳池、供暖空调系统等的水质符合当地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1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未设置直饮水的项目，直饮水水质条款不参

评；未设置集中生活热水系统的项目，集中生活热水水质条款不参评；未设置非传统水源、

游泳池、供暖空调系统的项目，其他用水水质条款不参评。

为定量化衡量生活饮用水、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等水质，提出本条要求。

比如在中国，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对于

设置直饮水的项目，现行行业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规定了管道直饮水系统水质

标准，主要包含感官性状、一般化学指标、毒理学指标和细菌学指标等项目。现行国家强制

性规范《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规定生活热水供水温度应不低于 46℃，

并规定了生活热水的水质指标要求。但在生活热水系统加热冷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升高，

水中原本用于保证供水过程中持续杀菌能力的余氯因挥发而减少和消失，从而导致细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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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军团菌之类的致病菌，生活热水的水质有可能达不到标准指标要求。常用的军团菌抑

菌杀菌措施包括热冲击、运行水温控制、杀菌装置等。非传统水源、游泳池、供暖空调系统

等水质状况可直接影响人群健康。非传统水源一般用于生活杂用水，包括绿化灌溉、道路冲

洗、水景补水、冲厕、冷却塔补水等，其不同用途应达到相应的水质标准，如：用于冲厕、

绿化灌溉、洗车、道路浇洒、水景补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等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标准的要求。对于设置游泳

池的项目，现行国家强制性规范《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 规定了游泳池

水质常规检验项目及限值。对于设置供暖空调循环水系统的项目，现行国家标准《采暖空调

系统水质》GB/T 29044规定了供暖空调系统的水质标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分析文件；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管理制度、

工作记录、检测报告。

4.8 室内舒适度

4.8.1 建筑应采取措施控制建筑室内声、光、热等建筑物理性能，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级、

天然采光及人工照明、热舒适等建筑物理性能指标达到相应要求。

【条文说明】

室内舒适度指标涉及室内声学、光学以及热舒适等对健康环境营造方面有重要影响的性

能指标，从这几方面考量室内舒适度是否达到要求。

4.8.2 室内舒适度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7.2的规则评分。

表 4.7.2 建筑物理性能表现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筑室内物

理性能

室内背景噪声

噪声级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低限要求 （0.8）

噪声级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低限值和高标准值的平

均要求
（1.5）

噪声级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高标准要求 2.0

专项声学性能
有声学要求的特殊用途房间，混响时间满足相应功能要

求
1.0

天然采光质量

采光系数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面积比例不小于 60% （0.8）

采光系数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面积比例不小于 70% （1.5）

采光系数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面积比例不小于 80% 2.0

人工照明质量 照度、显色指数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

热舒适质量 温度、湿度满足当地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0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为定量化衡量绿色低碳建筑使用阶段在室内声学、光学以及热舒适等对健康环境营造方

面有重要影响的性能指标实际表现，提出本条要求。本条下设主要功能房间室内背景噪声、

特殊功能房间专项声学性能、天然采光质量、人工照明质量以及热舒适质量等五项指标。

比如在中国，现行国家强制性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规定了建筑隔声、

采光、照明等有关要求，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规定了不同功能房间的温度、湿度等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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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分析文件；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检测报告。

4.9 用户满意度

4.9.1 建筑应对用户满意度进行调查，并采取改进措施提升用户满意度。

【条文说明】

用户满意度指标主要考量用户使用感受，建筑使用者的评判和满意度是绿色低碳建筑质

量和效果的直接反馈和重要判据。

4.9.2 用户满意度指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按表 4.9.2的规则评分。

表 4.9.2 用户使用感受评分规则

1级指标 2级指标 评估内容或限值 分值

用户使用感受

建筑室外环境满意度

0～0.5 （0.5）

0.5～1 （1）

1～2 2

建筑室内空间满意度

0～0.5 （0.5）

0.5～1 （1）

1～2 2

建筑总体综合满意度

0～0.5 （1.5）

0.5～1 （3）
1～2 6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和评价。

通过用户满意度的评价，密切关注用户对建筑室外环境、室内空间舒适性及智慧便捷性

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不仅有利于建筑性能的改进提升，也能促进用户对建筑性能的直接感

知并增添获得感，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本条的实施步骤及评估方法为：以问卷调查方式对建筑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场地、建筑的

使用者（预评价阶段可针对开发单位代表或潜在业主及使用者开展）进行主观调查（样例见

表 3，采用了国际通行的李克特 5级量表），根据调查满意度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确定本条

得分。调查应达到一定的样本量，比如建筑使用人数不多于 100人时，建议调查样本基本覆

盖所有人员；人数大于 100人时，建议调查样本不少于建筑使用人数的 20%，且总数不少于

100份。

表 3 用户使用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样例

满意度对应得分 -2 -1 0 1 2

问题设置 调查内容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建筑室外环境满意度

您对建筑所在区域

（用地红线内）所

提供的室外公共活

动空间的夏季环境

满意吗？

遮荫设施、场地植

被等
    

您对建筑所在区域 挡风措施、日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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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红线内）所

提供的室外公共活

动空间的冬季环境

满意吗？

况等

您对建筑所在区域

（用地红线内）所

提供的室外公共活

动空间的场地排水

满意吗？

排水通畅情况、道

路湿滑情况等
    

您对建筑所在区域

（用地红线内）所

提供的室外公共活

动空间的无障碍性

能满意吗？

是否设置无障碍坡

道、扶手等保证老

人、儿童、残障人

士顺利到达和使用

    

您对建筑所在区域

（用地红线内）所

提供的室外公共活

动空间的环境卫生

满意吗？

废气污水噪声排放

情况、垃圾站卫生

状况、垃圾分类收

集和处理情况等

    

您对建筑区域（用

地红线内）的交通

组织满意吗？

步行是否安全（人

车分流）、机动车

引导是否清晰、自

行车与机动车停车

位是否充足等

    

您对建筑区域（用

地红线内）的智能

化设施与服务的便

捷程度满意吗？

智能化出入管理、

停车管理、公共设

备管理、智慧物业

服务等

    

建筑室内空间满意度

您对建筑的室内空

间布局合理性满意

吗？

房间功能布局、动

线设计是否合理等
    

您对建筑室内热舒

适性能满意吗？

室内温度、湿度、

风速等
    

您对建筑室内采光

/照明满意吗？

主要功能空间采光

是否良好、各房间

照明质量情况等

    

您对建筑室内噪声

控制满意吗？

室内背景噪声、隔

声情况、声源控制

等

    

您对建筑室内空气

品质满意吗？

室内空气是否新

鲜，是否感觉氨、

甲醛、苯、总挥发

性有机物、PM2.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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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浓度较高

您对建筑室内无障

碍设计满意吗？

室内无障碍坡道、

电梯、厕所、车位

等设置情况

    

您对建筑室内的智

能化设施与服务的

便捷程度满意吗？

智能楼宇控制、智

能家居应用、智慧

物业管理服务等

    

建筑总体综合满意度

您对建筑的总体综

合感受满意吗？

对建筑总体建设运

营情况的综合感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和评价，查阅相关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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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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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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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

2《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

3《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

4《组合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4

5《木结构通用规范》GB55005

6《钢结构通用规范》GB55006

7《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55007

8《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

9《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

10《供热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0

11《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3

12《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

1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14《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15《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16《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

17《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

18《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

19《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20《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50034

21《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

22《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23《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24《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25《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6《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

标准》GB/T 50785

27《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28《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9《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 18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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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31《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665

32《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5

33《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9540

34《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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