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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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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7〕014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

经广泛深入调查，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7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环境保护、能源

资源、建筑品质、用户感受、运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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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邮政编码：1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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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明确绿色建筑实施效果，推进可持续发展，规范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

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为解决我国绿色建筑实施效果显示度不够的问题、针对我国绿色建筑运营后

缺乏长期、系统评价的现象，组织编制该标准，用于指导绿色建筑投入使用后的

实施效果评价，包括建筑运行中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建筑提供的室内外环境品

质和功能、以及建筑使用者行为影响与反馈的评价，进一步明确体现绿色建筑对

节能减排和改善民生健康的效果，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社会各界对绿色建筑的准确

认识，另一方面能够建立良性反馈机制，为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物业方、

使用者之间的反馈互通提供渠道，促进绿色建筑的设计实施水平的不断改进和优

化，提升使用者和社会公众参与绿色实践的积极性，引导绿色建筑行业持续发展。 

1.0.2 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是对绿色建筑投入使用后的效果评价，包括建筑提

供的室内外环境品质与能源资源消耗量的控制，以及建筑使用者主观反馈的评

价。 

【条文说明】 

绿色建筑从规划设计、建造竣工，随即进入了建筑全寿命期中所占时间最长

的运行使用和维护阶段。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即对绿色建筑运维阶段的实施效果、

建成使用满意度及人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主客观的综合评估。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

重在评价各项绿色技术与措施的综合实施效果，如能耗、水耗、建筑使用者反馈

等评价指标，而非单项技术（屋顶绿化、热回收技术的应用与否等评价指标）的

落实评价，更好地体现了建筑作为一个有机集成系统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作用。 

1.0.3 本标准适用于投入运营使用、具备典型季节运营工况数据的绿色建筑项

目的运营后评估。 

【条文说明】 

本标准用以反映绿色建筑投入使用后的实际运营效果和实时绿色状况，故参

评项目需投入运营使用、具备典型季节运营工况数据，典型季节一般包括夏季、

冬季和过渡季。 

本标准主要用于民用建筑，轻型工业建筑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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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物业运营单位、政府管理部门、项目业主和用户均可使用本标准，以进

一步明确绿色建筑对节能减排和改善民生健康的效果，并促进绿色建筑的设计和

使用水平不断优化。后评估时应注意，对于采用主观调查问卷方式予以评价的内

容，调查问卷发放者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能对被调查者所提疑问做出讲解。建

筑使用人数不多于 100 人时，调查样本应基本覆盖所有人员；调查对象大于 100

人时，问卷发放量不少于建筑使用人数的 20%。 

1.0.4 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条文说明】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是开展绿色建筑后评估的前提条件。本标准重

点是对绿色建筑在运行使用阶段的节能、环保、健康等绿色方面综合实施效果的

评价，并未涵盖所有绿色指标要求，也未涵盖通常建筑物所应具备的全部功能和

性能要求，如安全、消防等要求，故参评的建筑应首先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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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 一般规定 

2.1.1 参评项目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指标，应基于参评建筑单体或建筑群

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当需要对某工程项目中的单栋建筑进行评价时，由于有些评价指标是针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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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仅基

于该单栋建筑进行评价，此时，应以该栋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为基准进行评

价。 

计算系统性、整体性指标时，要基于该指标所覆盖的范围或区域进行总体评

价，计算区域的边界应选取合理、口径一致、能够完整围合。 

2.1.2 参评项目应有正常运行的能源与环境计量监测平台系统，且已投入使用

一段时间，具备典型季节运营工况数据。 

【条文说明】 

由于该标准的应用中需要建筑能耗、水耗、以及室内热环境、空气品质等实

时测量数据，为保证评价工作的顺利实施，参评建筑应具有正常运行的能源与环

境计量监测平台系统。如无平台系统，则应保证运营记录真实、完整。 

 

2.2 等级划分 

2.2.1 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指标体系应由环境保护、能源资源、建筑品质、用

户感受、运营经济 5 类指标组成。每类指标包含数量不等的评分项，每个评分项

总分值均为 10 分。 

【条文说明】 

“环境保护”包括第 3.0.1 条污染物控制、第 3.0.2 条碳排放，“能源资源”

包括第 4.0.1 条用能、第 4.0.2 条用水，“建筑品质”包括第 5.0.1 条室内空气质量、

第 5.0.2 条用水质量、第 5.0.3 条室内物理性能，“用户感受”包括第 6.0.1 条用户

感受，“运营经济”包括第 7.0.1 条建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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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评分项（评分条文）总分值均为 10 分。当某条评分项中出现不参评款

项时，该条评分项最终得分按照参评款项的得分率乘以 10 分计算。 

2.2.2 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指标按属性应分为质量 Q 指标和负荷 L 指标两类，

每类属性指标总分均为 10 分。Q 指标总得分按式（2.2.2-1）计算，即各分项 Q

指标得分按表 2.2.2 权重加权求和值；L 指标总得分按式（2.2.2-2）计算，即用

10 分减去各分项 L 指标得分按表 2.2.2 权重加权求和值后的值。 

                           （2.2.2-1） 

                                      （2.2.2-2） 

表 2.2.2 各类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指标的权重 

建筑类型 

污染物

控制 

ω L1 

碳排放 

ω L2 

用能 

ω L3 

用水 

ω L4 

建筑 

成本 

ω L5 

室内空

气质量 

ω Q1 

用水 

质量 

ω Q2 

室内物

理性能 

ω Q3 

用户感

受 

ω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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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 0.25 0.30 

工业建筑 0.15 0.15 0.36 0.24 0.10 0.25 0.19 0.26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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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 L 指标包括第 3.0.1 条污染物控制（L1）、第 3.0.2 条碳排放（L2）、第

4.0.1条用能（L3）、第 4.0.2条用水（L4）、第 7.0.1条建筑成本（L5）；质量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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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 Q 指标包括第

5.0.1 条室内空气质量（Q1）、第 5.0.2 条用水质量（Q2）、第 5.0.3 条室内物理性

能（Q3）、第 6.0.1 条用户感受（Q4）。 

各类指标的权重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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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GB/T 50908-2013、《绿色商店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00-2015、《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53-2015、《绿色博览建筑评价标

准》GB/T 51148-2016、《绿色饭店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65-2016、《绿色工业

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2013 等标准中相关建筑类型的指标，根据各类建筑

运营后评估指标的特点进行适度调整，并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试评价后综合调整确

定。其中碳排放、建筑成本指标均需要详细计算，且缺乏完整详细的数据库支撑，

但鉴于行业和社会发展方向以及标准引导导向，为便于提升使用者感知度和运营

者对能源资源消耗的关注度，仍设置相关条文，为此也降低了操作难度，一般要

求对于结果进行展示即可得分，故均未设置过高权重；而碳排放、建筑成本、用

户感受这 3 个指标对于不同类型建筑来说重要程度基本相同，难以区分出不同权

重差异，所以各类型建筑均设置了相同的权重。 

2.2.3 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分为 4 个等级，应根据 Q 指标和 L 指标总得分在

Q-L 图中所处的位置确定，得分在 A、B、C、D 四个区域内的项目（如图 2.2.3

所示），由高到低分别对应卓越、优秀、良好、合格 4 个等级。 

 

图 2.2.3  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 Q-L 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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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至少再区分出三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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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卓越、优秀、良好、合格。根据我国目前建筑行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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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运营发展水平，结合典型项目试评，确定 4 个等级的具体划分要求。 

考虑到项目运营后评估时的实际使用人数、建筑功能用途、设备系统运转情

况等运行状态会与设计状态（或运行标识时的运行状态）存在差距，而运营后评

估重在考查项目实际运行效果，因此后评估结果不完全等同于设计（或运行）评

价标识的项目得分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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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保护 

3.0.1 建筑运营过程中对于各类污染物加以有效控制，使其达标排放和处理，

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3.0.1 的规则评分。 

表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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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控制达

标 

废气污水噪

声排放 

建筑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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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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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1 废气污水噪声排放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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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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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现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污水排

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制

冷空调设备和系统 减少卤代制冷剂排放规范》GB/T26205 等的规定。在一些环

保工作先进地区，排放物还应符合当地的特定要求。重点关注场地内的污染源种

类及排放情况。物业管理机构需要根据建筑物的功能，制定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度，

并定期委托第三方进行各类污染物的检测。 

具体评估方式：重点审查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度文件，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

机构出具的项目运行期排放废气、污水等污染物的排放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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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测点数量、测点位置、测试工况、测试项目、检测结果等内容。现场考察污

水和废气处理设施的连续运行情况。 

2 垃圾站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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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人进行定期进行冲洗、消杀。存放垃圾能及时清运、不

散发臭味。运输时垃圾不散落、不污染环境。垃圾站的除尘除臭效果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恶臭污染排放标准》GB1455 等有关标准规定。垃圾站除尘除臭标准宜按《生

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 规定数值进行评估。硫化氢、氨、臭气浓度限

值采用《恶臭污染排放标准》GB14554 厂界标准值一级标准，总悬浮颗粒及可

吸入颗粒物的限值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三级日平均值。 

具体评估方式：重点关注垃圾收集站(点)及垃圾间的环境卫生状况。评估方

法为现场考察，考察垃圾站(间)的冲洗和排水设施，垃圾站（间）运行记录（定

期冲洗记录、垃圾清运记录），必要时进行用户抽样调查，调查用户投诉记录及

满意度情况。 

3 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 

生活垃圾的管理应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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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依据有：垃圾收集站（收集点）的规划、设计、建设、验收、运营及维护应满足

《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 的相关要求；垃圾收集站（收集点）配套容器

应符合《城市环境卫生专用设备 清扫 收集 运输》CJ/T16、《塑料垃圾桶通用技

术条件》CJ/T280、《废物箱通用技术条件》CJ/T5026 和《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

置标准》CJJ27 的要求；垃圾收集点、容器和机具应具有明显的标识，标识文字

和图案应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19095 和《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

准》CJJ/T125 的要求；承担清运的专用车辆应符合《垃圾车》CJ/T84、《压缩式

垃圾车》CJ/T127 和《垃圾容器 五吨车用集装箱》CJ/T5025 的要求;垃圾排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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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估标准》CJJ/T102 的要求分类贮存、排放垃圾；

大件垃圾的排放应符合《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GB/T25175 的要求；危

险废物的排放应符合《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 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要根据垃圾的来源、可否回用、处理难易度等进行分类。对于

可再利用或可再生的材料进行有效回收处理。在尚未建立垃圾分类处理的城市，

应要求建筑物和住宅区先行实施垃圾分类，为今后的城市实施打下基础，使市民

和物业管理机构养成环保习惯。设置小型有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时，还应考虑其

处理能力配置的合理性。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估标准》CJJ/T102，垃

圾分类评估指标包括知晓率、参与率、容器配置率、容器完好率、车辆配置率、

分类收集率、资源回收率和末端处理率等。当评估垃圾运营部门是否按照要求分

类收集清运时，可采用分类收集率来评估。分类收集率指垃圾分类收集地区分类

收集的垃圾量与垃圾排放总量的比，而住宅建筑的垃圾分类收集率是指实行垃圾

分类收集的住户占总住户数的比例。 

具体评估方式：重点关注生活垃圾管理制度是否完善、合理，容器是否设置

规范并符合要求。主要评估内容为垃圾管理制度中应明确垃圾分类方式，如对可

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场地内应设置分类容器，且具有

便于识别的标志；垃圾收集和运输过程符合环卫相关规定；垃圾的分类排放，应

明确专业人员管理，严禁随意混合或在专门处理处置设施外处置垃圾。重点审查

物业管理机构的垃圾管理制度与运行记录，现场核实垃圾收集、清运的效果。 

垃圾分类收集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分

类处理或重新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收集有利于资源回收利用，便于处理有毒有害

的物质，减少垃圾的处理量，减少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成本。可回收垃圾是指直

接进入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系统的生活废物，也叫可回收物。可回收垃圾主要包含

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五种物质。有害垃圾是指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

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险的物质，包括废旧小电子产品、废油漆、废灯管、

非日用化学用品等。对有害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单独运输、单独处理，这是《环

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 的一般性规定。 

本条重点评估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处理情况。 

（1）垃圾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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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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值要求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第 10.2.3

条要求给出。分类收集率指垃圾分类收集地区分类收集的垃圾量与垃圾排放总量

的比。分类收集率的计算公式为： 

 γ
 
 

ω
 

 
      （1） 

式中： γ
 
—分类收集率（%）； 

ω
 
—分类收集的垃圾重量（t）； 

W—垃圾排放总重量（t）。 

采用上述公式时，应注意评估时间段的选择，分子分母时间段取值的一致性，

评估时间段宜取一年以上。 

（2）有害垃圾 

本款重点评估有害垃圾是否按照《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 的要

求单独收集和处理。此外，有害垃圾还应符合《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 和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的相关规定。 

本条的评估方法为：查阅垃圾管理制度文件、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制度，并进

行现场核实。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制度应明确对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

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记录应包括总的垃圾处理记录、可回收垃圾的回

收量记录；现场核实垃圾分类收集情况、垃圾容器的设置数量及识别性、工作记

录，必要时进行用户抽样调查。 

3.0.2 进行建筑碳排放计算分析和展示，采取措施降低单位面积碳排放强度，

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3.0.2 的规则评分。 

表 3.0.2 建筑碳排放量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筑碳排

放量 

建筑运行阶

段碳排放量

展示 

建筑寿命期内考虑各类系统及能源年消耗总量的单位

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4 

建材生产阶

段碳排放量

展示 

不低于建筑主体结构材料和围护结构材料总重量的95%

的主要建筑材料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2 

建材运输阶

段碳排放量

各类建材从生产场地运输到施工现场所产生的单位建

筑面积碳排放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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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建筑施工阶

段碳排放量

展示 

施工设备机具使用过程中消耗各类燃料动力产生的单

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1 

建筑碳排放

量逐年分析

及优化 

将年碳排放量数据进行展示，并分析逐年碳排放量化情

况，找出数据变化原因，据此提出并实施改进优化措施 
2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为定量化衡量建筑碳排放量，提出本条要求。绿色建筑碳排放评估指标为单

位建筑面积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计算范围主要包括建材生产阶段、建材运输阶

段、建筑施工阶段和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量的计算结果为四个阶段单位建筑面

积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之和。 

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简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控制的 6 种温室

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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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建筑碳排放越来越受到业内关注。 

目前已送审的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绿色

性能计算标准》对于建筑碳排放的计算进行了详细规定，参考以上标准要求，并

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标准对于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时的碳排放的计算采用单

位建筑面积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值作为核心评估指标，单位为 kgCO2eq/m
2。 

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应覆盖建筑全寿命期，应包括建材生产阶段、建材运输

阶段、建筑施工阶段和建筑运行阶段，而其他阶段如拆除阶段的碳排放量所占比

例较小，因此在进行建筑碳排放计算时主要考虑以上四个阶段的碳排放量。 

本条的评估方法主要是查阅具体项目提交的碳排放计算报告的计算过程、数

据选取和计算结果，实施步骤如下： 

（1）搜集建筑碳排放量计算所需的能源年消耗总量、主要建筑材料总用量、

建材运输距离等数据，分析其可靠性，确定项目拟进行哪些阶段的计算。 

（2）查询计算所需相关因子的最新数据，并参照各阶段计算公式所需逐一进

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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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前两步的相关数据代入拟计算的某阶段的计算公式中，输出该阶段的

计算结果，同时将不同阶段的计算结果进行叠加形成总数值。 

（4）将项目碳排放量数据进行展示，并分析逐年碳排放量化情况，找出数据

变化原因，据此提出并实施改进优化措施。 

下面对具体的各阶段计算方法分别进行说明： 

（1）建材生产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FM(
C 1 




n

i ii

sc
 （2） 

式中：Csc——建材生产阶段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kgCO2eq/m
2）； 

Mi——第 i 种建材的总用量（t）； 

Fi——第 i 种建材的生产碳排放因子，kgCO2eq/单位建材用量； 

A——建筑面积（m
2）。 

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计算主要考虑建筑主体结构材料和围护结构材料，对于

其他装饰材料、家具、设备等可以不予考虑。 

纳入计算范围的建材主要包括水泥、混凝土、砂浆、钢材、玻璃、保温材料

等，其总重量不应低于建筑主体结构材料和围护结构材料总重量的 95%，；在满

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下，重量占比小于 0.1%的建材可不予考虑。 

建筑主要建材的用量应通过查询相关设计图纸、材料决算清单、工程采购清

单等技术资料确定。 

建材碳排放因子 Fmi 的数据来源，可优先选用由厂家提供的经过第三方审核

的碳排放数据，或者经过相关验证的第三方碳排放数据库。部分建材生产商不能

提供时，可采用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目前已送审）附录 D 给出的

缺省值，但应在报告中说明数据来源。 

表 1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注：引自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征求意见稿）附录 D)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数值 单位 

普通硅酸盐水泥（中国市场平均） 740.6 kg CO2eq/t 

C30 混凝土 321.3 kg CO2eq/m
3 

C50 混凝土 399.9 kg CO2eq/ m
3
 

砂（f=1.6～3.0） 2.796 kg CO2e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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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d=10～30mm） 2.425 kg CO2eq/t 

平板玻璃 1071 kg CO2eq/t 

天然石膏 31.39 kg CO2eq/t 

石灰石 5.394 kg CO2eq/t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1017 kg CO2eq/t 

页岩石 4.845 kg CO2eq/t 

粘土 2.556 kg CO2eq/t 

石灰生产-市场平均 1.344 kg CO2eq/kg 

混凝土砖（240mm×115mm×90mm） 334.8 kg CO2eq/m
3
 

页岩空心砖（240mm×115mm×53mm） 0.2945 kg CO2eq/块 

页岩实心砖（240mm×115mm×53mm） 0.4208 kg CO2eq/块 

粘土空心砖（240mm×115mm×53mm） 0.362 kg CO2eq/块 

粘土实心砖（240mm×115mm×53mm） 0.4826 kg CO2eq/块 

煤矸石空心砖（240mm×115mm×53mm，grade 

for 90%） 
0.02549 kg CO2eq/块 

煤矸石实心砖（240mm×115mm×53mm，90%

掺入量） 
0.03641 kg CO2eq/块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240mm×115mm×53mm，

掺入量为 50%） 
0.1986 kg CO2eq/块 

蒸压粉煤灰砖（240mm×115mm×53mm） 0.6249 kg CO2eq/块 

普通聚苯乙烯 4.487 kg CO2eq/kg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1.973 kg CO2eq/kg 

高密度聚乙烯 2.671 kg CO2eq/kg 

低密度聚乙烯 2.869 kg CO2eq/kg 

聚氯乙烯（市场平均） 6.964 kg CO2eq/kg 

铝 22670 kg CO2eq/t 

氧化铝（市场平均） 1999 kg CO2eq/t 

铝板带 23800 kg CO2eq/t 

非工业非农业用自来水 0.1891 kg CO2eq/t 

炼钢生铁 1802 kg CO2eq/t 

铸造生铁 2348 kg CO2eq/t 

炼钢用铁合金混合 9372 kg CO2eq/ t 

转炉碳钢 2321 kg CO2eq/t 

电炉碳钢 1849 kg CO2eq/t 

碳钢混合 2295 kg CO2eq/ t 

热轧碳钢小型型钢 2593 kg CO2eq/t 

热轧碳钢中型型钢 2655 kg CO2eq/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方圆坯管坯) 2603 kg CO2eq/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重轨普通型钢) 2649 kg CO2eq/t 

热轧碳钢中厚板 2684 kg CO2eq/t 

热轧碳钢 H 钢 2609 kg CO2eq/t 

热轧碳钢宽带钢 2573 kg CO2eq/t 

热轧碳钢钢筋 2617 kg CO2e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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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碳钢高线材 2617 kg CO2eq/t 

热轧碳钢棒材 2617 kg CO2eq/t 

螺旋埋弧焊管 2816 kg CO2eq/t 

大口径埋弧焊直缝钢管 2702 kg CO2eq/t 

焊接直缝钢管 2814 kg CO2eq/t 

热轧碳钢无缝钢管 3480 kg CO2eq/t 

冷轧冷拔碳钢无缝钢管 4030 kg CO2eq/t 

碳钢热镀锌板卷 3412 kg CO2eq/t 

碳钢电镀锌板卷 3272 kg CO2eq/t 

碳钢电镀锡板卷 3358 kg CO2eq/t 

酸洗板卷 2707 kg CO2eq/t 

冷轧碳钢板卷 2879 kg CO2eq/t 

冷硬碳钢板卷 2725 kg CO2eq/t 

EPS 板 5.64 kg CO2eq/kg 

岩棉板 2.37 kg CO2eq/kg 

硬泡聚氨酯板 5.22 kg CO2eq/kg 

铝塑复合板 8.06 kg CO2eq/m
2
 

铜塑复合板 37.1 kg CO2eq/m
2
 

铜单板 218 kg CO2eq/m
2
 

断桥铝合金

窗 

100%原生铝型材 253.7 kg CO2eq/m
2 

原生铝：再生铝=7:3 194.3 kg CO2eq/m
2
 

铝木复合窗 
100%原生铝型材 146.7 kg CO2eq/m

2
 

原生铝：再生铝=7:3 122.5 kg CO2eq/m
2
 

铝塑共挤窗 129.5 kg CO2eq/m
2
 

塑钢窗 121.1 kg CO2eq/m
2
 

PPR 管 3.72 kg CO2eq/kg 

PE 管 3.60 kg CO2eq/kg 

PVC-U 管 7.93 kg CO2eq/kg 

 

（2）建材运输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TDM(
C 1 




n

i iii

t
 （3） 

式中：Ct——建材运输阶段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kgCO2eq/m
2）； 

Mi——第 i 种建材的总用量（t）； 

Di——第 i 种建材的平均运输距离（km）； 

Ti——第 i 种建材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kgCO2eq/（t·km））； 

A——建筑面积（m
2）。 

建材的平均运输距离为建材从生产场地运输到施工现场的距离，该阶段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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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主要为各类交通运输工具在运输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的生产和使用过程的

碳排放，根据各类交通运输方式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碳排放因子进行计算。 

建材运输阶段主要建材的运输距离应通过查询建材采购合同、运输合同、财

务报表等方式确定。 

建材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因子 Ti 应包含建材从生产地到施工现场的运输过程

的直接碳排放和上述运输过程所耗能源的生产过程的碳排放。Ti 可采用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目前已送审）附录 E 给出的缺省值。 

表 2 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 

(注：引自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征求意见稿）附录 E) 

运输方式类别 
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 

数值 单位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2882 kg CO2eq/tkm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034 kg CO2eq/tkm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402 kg CO2eq/tkm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09585 kg CO2eq/tkm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2461 kg CO2eq/tkm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663 kg CO2eq/tkm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772 kg CO2eq/tkm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1211 kg CO2eq/tkm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t） 0.07269 kg CO2eq/tkm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46t) 0.05777 kg CO2eq/tkm 

电力机车运输 0.01094 kg CO2eq/tkm 

内燃机车运输 0.009634 kg CO2eq/tkm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0.01013 kg CO2eq/tkm 

液货船运输（载重 2000t） 0.01839 kg CO2eq/tkm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 2500t) 0.01471 kg CO2eq/tkm 

集装箱船运输（载重 200TEU） 0.01182 kg CO2eq/tkm 

 

（3）建筑施工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应根据施工阶段的各种燃料动力

用量与对应能源碳排放因子，按下式计算： 

 A

)FE(
ZC 1 




n

i iJZi
J

 （4） 

式中：CJZ——建筑施工阶段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kgCO2eq/m
2）； 

Ei——建筑施工过程中第 i 种燃料动力总用量（t）； 

Fi——第 i 种燃料动力的碳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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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筑面积（m
2）。 

施工阶段碳排放计算边界主要包括施工设备机具使用过程中消耗各类燃料

动力产生的碳排放。现场搅拌的混凝土、砂浆，现场制作的构件、部品的生产和

加工能耗产生的碳排放应计入。 施工阶段使用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预制

构件和部品在场外的生产能耗可不计入。施工阶段使用的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和

材料库房等临时设施的施工和拆除可不计入。 

施工阶段的燃料动力用量宜采用施工工序能耗估算法，将分部分项工程总燃

料动力用量和措施项目总燃料动力用量叠加进行计算（具体算法详见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目前已送审）5.3 节的规定）。施工阶段的各种燃料碳

排放因子可采用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目前已送审）附录 A 给出的

缺省值。 

表 3 常用燃料排放因子 

(注：引自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征求意见稿）附录 A) 

IPCC 2006 公布数据 

 净发热值 缺省碳

含量 

缺省氧

化因子 

有效 CO2 排放因子 kg/TJ 

燃料类型 缺省值 较低 较高 
缺省值 

95%置信区间 

 TJ/Gg   kg/GJ  较低 较高 

无烟煤 26.7 21.6 32.2 26.8 1 98300 94600 101000 

炼焦煤 28.2 24 31 25.8 1 94600 87300 101000 

褐煤 11.9 5.5 21.6 27.6 1 101000 90900 115000 

焦炭 28.2 25.1 30.2 29.2 1 107000 95700 119000 

天然气 48 46.5 50.4 15.3 1 56100 54300 58300 

天然气液体 44.2 40.9 46.9 17.5 1 64200 58300 70400 

液化石油气 47.3 44.8 52.2 17.2 1 63100 61600 65600 

汽油/柴油 43 41.4 43.3 20.2 1 74100 72600 74800 

生物汽油 27 13.6 54 19.3 1 70800 59800 84300 

生物柴油 27 13.6 54 19.3 1 70800 59800 84300 

其他液体生物

燃料 
27.4 13.8 54 21.7 1 79600 67100 95300 

城市废弃物 

（生物量比

例） 

11.6 6.8 18 27.3 1 100000 84700 117000 

城市废弃物

（非生物量比

例） 

10 7 18 25 1 91700 73300 121000 

工业废弃物 NA NA NA 39 1 143000 110000 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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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木材废

弃物 
15.6 7.9 31 30.5 1 112000 95000 132000 

填埋气体 50.4 25.4 100 14.9 1 54600 46200 66000 

污泥气体 50.4 25.4 100 14.9 1 54600 46200 66000 

其他生物气体 50.4 25.4 100 14.9 1 54600 46200 66000 

 

（4）建筑运行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Y

A

)FE(
C 1
0 



 

n

i eii

 （5） 

式中：Co——建筑运行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kgCO2eq/m
2）； 

Ei——第 i 种能源的年消耗总量（单位能耗量/年）； 

Fei——第 i 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q/单位能耗量）； 

A——建筑面积（m
2）； 

Y——建筑寿命（年）。 

建筑运行阶段应考虑空调通风、照明、电梯、生活热水等系统的碳排放，根

据全年各类能源消耗总量进行统计和计算。 

建筑寿命 Y 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当设计文件不能提供时，宜按 50 年计算。 

建筑运行阶段所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应按项目所在区域大电网的排放因

子确定。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应区分不同的区域电网。为了更准确、更方便地开发

符合 CDM 规则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重点领域的 CDM 项目，以及中国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项目（CCER 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研究确

定了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见附表），并定期进行数据更新。在进行评

价计算时，应以可以获取的最新数据为准。 

表 4  2015 年中国区域电网排放因子表 

—— EFgrid,OM,y (tCO2/MWh) EFgrid,BM,y(tCO2/MWh) 

华北区域电网 1.0416 0.4780 

东北区域电网 1.1291 0.4315 

华东区域电网 0.8112 0.5945 

华中区域电网 0.9515 0.3500 

西北区域电网 0.9457 0.3162 

南方区域电网 0.8959 0.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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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 OM 为 2011-2013 年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加权平均值；BM 为截至 2013 年

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 

（2）本结果以公开的上网电厂的汇总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 

（3）本表取自发改委 2015 年公布数据。 

 

 

4 能源资源 

4.0.1 建筑运营期间能耗强度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的对应气候分区同类型建筑的指标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4.0.1

的规则评分。 

表 4.0.1 建筑能耗水平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筑能耗

强度 

能耗指标实

测值 EO 

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

耗标准》GB/T51161 的约束值 E1 
（1） 

介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

耗标准》GB/T51161 的约束值 E1

和引导值 E2 之间 

（    
（     ）

       
） 

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

耗标准》GB/T51161 的引导值 E2 
10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为定量化衡量绿色建筑使用阶段在建筑综合能耗方面的实际性能表现，提出

本条要求。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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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实际运营阶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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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过程中，应采用实测的方法，得到被评建筑物在一个时间周期（通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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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12 个月或一个日历年）中能源实际消耗量。再按建筑能耗指标的方法与要

求，进行各类修正后计算得到能耗指标实测值。其中，建筑总用能应按照实际使

用的能源种类分别按照电力、燃气和标煤统计计算，不仅包括二次能源电耗，还

包括煤、天然气、油等其它种类的一次能源，以及集中供热、集中供冷系统输入

到建筑物内的热量和冷量，均需进行相应的折算。 

本条的实施步骤及评估方法为：将被评建筑的能耗指标实测值结果与现行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 中对应的约束值和引导值要求值进行比

对，采用线性插值法，确定本条可得的分值。 

4.0.2 采取有效节水措施,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水资源消耗量，实际建筑

平均日用水量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中的节水

用水定额的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4.0.2 的规则评分。 

表 4.0.2 建筑水耗水平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或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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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达到节水定额下限值 W2 10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为定量化衡量建筑水资源利用的综合性能和实施效果，提出本条要求。《民

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 第 3 节给出了不同类别用水的节水用水定

额和年用水量计算方法要求。实际建筑平均日用水用量应根据实际运行一年的水

表计量数据和使用人数、用水面积等计算确定。 

实际建筑平均日用水用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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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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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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的实施步骤及评估方法为：查阅实测用水量计量情况报告和建筑平均日

用水量计算书，将被评建筑的用水量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555 中对应的节水用水定额上限值和下限值要求进行比对，采用线性插值

法，确定本条可得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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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品质 

5.0.1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可吸入颗粒物等污

染物浓度满足室内环境健康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5.0.1 的规则评分。 

表 5.0.1 室内空气质量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或限值 得分 

室内空气

质量 

*室内二氧化碳浓

度 

现场检测日平均体积浓度小于 0.1% 
2 

长期监测日平均体积浓度小于 0.09% 

*室内可吸入颗粒

物(PM2.5)浓度 

现场检测日平均质量浓度小于 75μ g/m3 
2 

长期监测年平均质量浓度小于 35μ g/m
3
 

室内 TVOC浓度 现场检测 8小时平均质量浓度小于 0.6mg/m
3
 2 

室内甲醛浓度 现场检测小时平均质量浓度小于 0.1mg/m
3
 2 

室内氨浓度 室内氨浓度现场检测小时平均质量浓度小于

0.2mg/m
3
，室内苯现场检测小时平均质量浓度小

于 0.11mg/m3，室内氡现场检测年平均小于

400Bq/m3，满足三项得 2分，满足两项得 1分，

满足一项不得分 

2 

室内苯浓度 

室内氡浓度 

*现场检测报告或长期监测分析结果，可以两者选择其中一种作为证明材料。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为了定量衡量室内空气质量，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健康建筑评价标

准》，提出本条要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中室内环境质量控制项 8.1.7 条要求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浓

度不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的有关规定”。 

表 5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部分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 中室内环境质量一般项 8.2.12 条要

求“主要功能房间中人员密度较高且随时间变化大的区域设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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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并对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并与通风系统联动。”其

对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的设定量值建议参考国家标准《室内空气中二氧化碳卫生标

准》GB/T17094-1997（2000mg/m³）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健康建筑评价标准》

T/ASC02-2016 中控制项 4.1.2 条要求“控制室内颗粒物浓度，PM2.5 年均浓度应

不高于 35μg/m
3”，一般项 4.2.7 条要求“控制室内空气中放射性物质和 CO2 的浓

度，年均氡浓度不大于 200Bq/m³，CO2 日平均浓度不大于 0.09%”。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常用来表征室内新鲜空气多少或通风程度强弱，其同时也

反映了室内可能存在的其它有毒有害无污染的聚集浓度水平。当室内 CO2 浓度

过高会引起头昏、憋闷或精神不佳等情况，故对长期监测的 CO2 浓度参数按照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 标准限值的 90%进行要求。 

室内 TVOC、甲醛、氨、苯、氡浓度与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入住时长有直

接的关系，一般不会有较大的波动，故对这些参数可直接采用现场检测的方法进

行判断；室内 CO2 和 PM2.5 浓度受到室内通风条件、人员活动量、人员数量、室

外天气等影响，其变化波动幅度比较大，故当项目设置长期监测平台，可直接采

用长期监测平台提供的数据，按照标准计算方法进行平均浓度核算。 

室内 TVOC、甲醛、氨、苯、氡浓度现场检测方法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GB/T18883 的规定要求，抽样比例不宜少于同类型功能房间数量的 5%，同

类功能房间不少于 3 个；年平均质量浓度为一年内有人时段平均浓度的算术平均

值，每日监测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10min。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现场检测方法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的规定要求，抽样比例不宜少于同类型功能房间数量的 5%，每层同类功能房间

不少于 1 个；年平均体积浓度为一年内有人时段日均浓度的算术平均值，每日监

测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10 min。 

室内可吸入颗粒物（PM2.5）浓度现场检测方法应符合《建筑通风效果测试

与评价标准》JGJ/T 309 的规定要求，抽样比例不宜少于同类型功能房间数量的

5%，每层同类功能房间不少于 1 个；先做筛选采样检验，若检验结果符合要求，

为达标；若筛选采样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必须按日平均要求，用累积采样检验

结果评价。建筑室内颗粒物（PM2.5）年均值为一年内日平均浓度的算术平均值，

每日监测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10 min，有人时段的建筑颗粒物平均浓度作为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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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本条的实施步骤及评估方法为：现场核查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提

供的检测报告；若是长期监测数据，则现场核查监测平台及数据，及相关的室内

环境质量分析计算报告。 

5.0.2 建筑运营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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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采取定期检测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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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5.0.2 的规则评分。 

表 5.0.2 用水质量评分规则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或限值 得分 

用水

质量 

生 活 饮 用

水水质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准》GB 

5749 的要

求 

生活饮用水总

硬度（以 CaCO3

计，mg/L）TH 

300 mg/L＜TH≤450 mg/L （1） 

200 mg/L＜TH≤300 mg/L （2） 

100 mg/L＜TH≤200 mg/L 3 

生活饮用水浑

浊度 TD（NTU-

散射浊度单位） 

0.5NTU＜TD≤1NTU （1） 

TD≤0.5NTU 2 

生活饮用水菌

落 总 数 TBC

（CFU/mL） 

50CFU＜TBC≤100CFU （1） 

TBC≤50CFU 2 

直 饮 水 水

质 

直饮水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

的规定 
1 

集 中 生 活

热水水质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采取控制运行水温、设置杀菌装置等措施

避免嗜肺军团菌孳生，保证热水水质符合标准要求 
1 

其 他 用 水

水质 

非传统水源、游泳池、采暖空调系统等的水质应符合国家现

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1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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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空调系统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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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饮用水水质从用水舒适和用水健康的角度出发，在现行国家标准《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基础之上，对生活给水的总硬度、浊度和菌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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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更高的要求。 

直饮水是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水质标准的

自来水或水源为原水，经再净化（深度处理）后供给用户直接饮用的高品质饮用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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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规定生活热水供水温度应

控制在 55℃~60 ℃之间，并规定生活热水水质的水质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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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军团菌之类的致病菌，生活热水水质的水

质有可能达不到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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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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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业标准《游泳池水质标准》CJ 244 在游泳池原水和

补水水质指标、水质检验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对于设置了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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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044 规定了采暖空调系统的水

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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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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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强制检测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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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 6 水质检测参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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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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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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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的实施步骤及评估方法为：查阅相关竣工图、管理制度、工作记录、检

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5.0.3 建筑运营过程中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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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试评估，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5.0.3 的规则评

分。 

表 5.0.3 建筑物理性能表现评分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或限值 得分 

建筑室内

物理性能 

室内背景噪声

（噪声级）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0.8）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 50118 中的低限值和高标准值的平

均要求 

（1.6）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 50118 中的高标准要求 
2.4 

专项声学性能

（混响时间） 

有声学要求的特殊用途房间，检查混响时

间是否满足相应功能要求 
1.2 

天然采光质量

（采光系数）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面积比例不小于 60% 
（0.8）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面积比例不小于 75% 
（1.6）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面积比例不小于 9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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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照明质量

（照度、显色指

数及眩光值）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 
2 

热舒适质量 

（温度、湿度）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2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为定量化衡量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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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文下设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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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室内背景噪声的评估以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水平为主要指标。实

施步骤为首先核查建筑室内背景噪声模拟或分析报告，依据报告结论并结合现场

踏勘，再选取建筑内部噪声较不利的房间及有代表性的房间进行昼间和夜间噪声

检测，并将结果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对应类

型房间的低限值和高标准要求值进行比对，确定本条可得的分值。 

2、专项声学性能的评估以特殊功能用途房间的混响时间等声学参数是否满

足相应功能要求为主要指标。实施步骤为首先核对建筑中是否存在 100 人以上

的多功能厅、接待大厅、大型会议室、讲堂、音乐厅和其他有声学要求的重要功

能房间，对于此类房间应进行专项声学评估，现场观察所在空间的体型设计、吸

声设计和混响设计、扩声系统设计等内容，并根据声学检测报告核对该房间的混

响时间等关键性能指标是否满足使用功能需求。 

3、天然采光质量的评估以室内采光系数达标率为主要指标。实施步骤为选

取建筑内的主要功能房间，根据《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的相关要求，

对主要功能房间进行抽样布点，分别对室外照度和室内照度进行检测并计算采光

系数，将结果与 GB 50033 中对应类型房间的要求值进行比对，确定本条可得的

分值。 

4、人工照明质量的评估以照度、显色指数和眩光值等为主要指标。实施步

骤为现场测试主要功能房间的人工照明质量，核查照明环境营造措施和眩光控制

措施。室内照度的检测应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的相关要求，对

主要功能房间进行抽样布点，并将结果与 GB 50034 中对应类型房间的要求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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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对。 

5、热舒适质量的评估以温度、湿度为主要指标。实施步骤为测试主要功能

房间的温度、湿度等参数，核对是否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依据《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

GB/T 50785-2012 的相关要求，对主要功能房间进行抽样布点，对进行温湿度和

风速等参数检测，并将结果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4 中对应类型房间的要求

进行比对。测试时从建筑内各种不同用途的房间中随机抽检10％的面积的房间，

检测室内基本环境状况（温度、湿度）。夏季、冬季和过渡季至少检测两天，上

午下午各一次。 

本条文对于主要功能房间的定义：办公类建筑指的是单人办公室、多人办公

室、电视电话会议室、普通会议室等，商店类建筑指的是商场营业厅、餐厅、员

工休息室、流通走廊等，综合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可参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6 用户感受 

6.0.1 用户对建筑使用的总体感受应满意，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6.0.1 的

规则评分。 

表 6.0.1 用户使用感受评分规则 

1级指标 2级指标 评价内容或限值 分值 

用户使用感受 

室外公共空间满意度 

0～0.5 （0.2） 

0.5～1 （0.5） 

1～2 1 

场地交通便捷满意度 

0～0.5 （0.2） 

0.5～1 （0.5） 

1～2 1 

建筑室内空间满意度 

0～0.5 （0.2） 

0.5～1 （0.5） 

1～2 1 

建筑人文关怀和心理健

康考虑方面满意度 

0～0.5 （0.2） 

0.5～1 （0.5） 

1～2 1 

建筑总体综合满意度 
0～0.5 （1.5） 

0.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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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通过用户满意度的评价，密切关注用户对室外公共环境、交通环境、室内环

境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不仅有利于建筑性能的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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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卷调查方式对场地、建筑使用者进行主

观调查，根据调查满意度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确定本条得分。 

调查对象：场地、建筑使用者。调查形式：由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开展问卷

调查。调查样本量和工况要求：建筑使用人数不多于 100 人时，调查样本应基本

覆盖所有人员；调查对象大于 100 人时，问卷发放量不少于建筑使用人数的 20%。

并且需包含不同季节情况调查。 

表 7 用户使用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样例 

问卷对应得分 -2 -1 0 1 2 

评价内容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您对建筑区域内所提供的室外公共

活动空间是否满意 
     

您对建筑周边的公共交通设施（地

铁、公交）使用便捷性是否满意（包

括站点配备充足度、建筑到公交站

场的便捷性、舒适性等） 

     

您对建筑的室内空间布局合理性、

室内物理环境（建筑声、光、热环

境）的舒适性是否满意 

     

您对建筑为工作或生活所营造的绿

化景观、人体工程学、适龄设计等

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考虑是否满意 

     

您对建筑的总体综合感受是否满意      

对于最后一项调查内容“建筑总体综合满意度”，如果建筑运营单位能够提

供有效材料证明用户投诉渠道畅通且近一段时间内（如半年或一年）用户投诉率

为零或很低，第三方评估机构可在调查问卷得分基础上酌情给以 0～2 分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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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营经济 

7.0.1 对绿色建筑建造及运营累计成本进行统计和估算，实现经济合理运营，

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按表 7.0.1 的规则评分。 

表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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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后评估。轻型工业建筑可参照使用。 

为定量化衡量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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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在设计、建造和运营使用各个阶段都需要经济成本投入。考虑到目

前国家规范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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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初投资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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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计算也可参考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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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方法。 

对于建筑成本的经济合理性的判断，可通过与国内同类建筑的成本水平比较

来实现。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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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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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成本不高于国内同类建筑成本的平均水平时可得较低分数，不高于国内同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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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成本的较低值水平时可得较高分数。 

本条的实施步骤及评估方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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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生命周期建造运营成本（LCC，元/m
2）计算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LCC 成本构成； 

2、主要参数说明和约定（相关单价、利率等）； 

3、各类成本的分析计算过程和依据证明（详细证明可放在附件中）； 

4、LCC 计算结果，按下式（6）计算得到 LCC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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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建筑面积（m²）； 

C0——建安成本（元）； 

d——每年预期实际贴现率，5.5%
1； 

Cn——第 n 年支付款项总额（元）； 

CE，n——第 n 年支付的能源电力款项总额（元）； 

 已运营年：CE，n =当年市政用电总量（t）×电价（元/kWh） 

 未运营年：CE，n =典型年市政用电总量（t）×电价（元/kWh）； 

Cdw，n——第 n 年支付的市政用水款项总额（元）； 

 已运营年：Cdw，n =当年市政用水总量（t）×水价（元/t） 

 未运营年：Cdw，n =典型年市政用水总量（t）×水价（元/t）； 

Csw，n——第 n 年支付的废水处理款项总额（元）； 

 已运营年：Csw，n=当年废水处理总量（t）×水价（元/t） 

 未运营年：Csw，n=典型年废水处理总量（t）×水价（元/t）； 

Ccl，n——第 n 年支付的清洁养护款项总额（元）； 

 已运营年：Ccl，n= 当年清洁工作量（ ）  清洁服务费单价（元  ） 

 未运营年：Ccl，n= 典型年清洁工作量（ ）  清洁服务费单价（元  ）； 

CBY，n——第 n 年支付的检查保养款项总额（元）； 

 已运营年：CBY，n= 当年单项检查保养额（元 项） 

                                                        
1 参考德国 DGNB CORE14 Offic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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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运营年：按建安成本的一定百分率计算，各单项百分率可参考表 8； 

CWX，n——第 n 年支付的维修款项总额（元）； 

 已运营年：CWX，n= 当年单项维修额（元 项） 

 未运营年：按建安成本的一定百分率计算，各单项百分率可参考表 8； 

CGH，n——第 n 年支付的更换款项总额（元）。 

 已运营年：CGH，n= 当年单项更换额（元 项） 

 未运营年：CGH，n= 当年寿终单项更换额（元 项），各单项更换额按其

建安成本计算，各单项在达到其假定或预计使用寿命的次年产生更换费

用，如果第 n-1 年没有单项达到使用寿命则第 n 年 CGH，n=0，各单项的

假定使用寿命可参考表 8。 

表 8 检查、保养和维修成本的参考计算参数表 

(注：参考德国 DGNB CORE14 Office 2014) 

序号 建筑/技术构件 
假定的使用寿命，

单位为年 

保养/检查开支 

%每年 

维修开支 

%每年 

A 建筑结构构件  0.1 1.0% 

B 技术设备构件    

1 燃气、供排水系统 50 0.70 0.55 

2 供热 （若有明细成本数据，采用 2.1~2.8 的指标） 

 
供热设备（若缺乏明细成本数

据，使用此汇总指标） 
25 0.6 0.5 

2.1 使用移交 25 0 1 

2.2 分配 50 0 1 

2.3 生产 25 1 2 

2.4 生活热水    

2.5 使用移交 15 1 1 

2.6 分配（包括水管） 25 0 2 

2.7 生产 25 1 2 

2.8 水处理设备 15 1 1 

3 室内空调设备 （若有明细成本数据，采用 3.1~3.8 的指标） 

 
空调和制冷设备（若缺乏明细

成本数据，使用此汇总指标） 
25 1.4 2.4 

3.1 一般使用移交 25 1 1 

3.2 热回收 25 10 2 

3.3 空气冷却器 25 4 2 

3.4 天花板辐射制冷系统 25 1 1 

3.5 加湿器/除湿器 15 2 3 

3.6 分配 2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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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产——冷量 15 1 2 

3.8 生产——热量 25 1 2 

4 强电设备 25 1 0.6 

5 通讯技术设备 25 0.70 0.25 

6 电梯 25 1.4 1.10 

7 垃圾处理设备 25 1.6 1.4 

8 建筑管理系统（BMS） 25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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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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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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3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4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5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6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7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8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