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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驱动:《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2年财政部、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财
建[2012]167号），是迄今为止，我国发布的最有力的绿色建筑促进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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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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政策驱动:国务院转发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1月1日 

p 财政奖励：对达到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二星级及以上的建筑给予财政资金奖励。

p 税收优惠：财政部、税务总局要研究制定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商

建设绿色建筑，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住宅。

p 贷款利率优惠：改进和完善对绿色建筑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对购买绿色住宅的

消费者在购房贷款利率上给予适当优惠。

p 土地政策的支持：国土资源部门要研究制定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在土地转让方面的政

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研究制定容积率奖励方面的政策，在土地招拍挂出让规划

条件中，要明确绿色建筑的建设用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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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24倍

2008～2011年绿色建筑标识数量增长迅速                                全国各地绿色建筑发展迅速

截止2012年5月全国已经评出绿色绿色建筑标识项目740项，总建筑面积达到7000万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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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效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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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布局

        规划布局应采用有利于接收或遮挡太阳辐射的被动节能规划，利用规

划有利于夏季主导风向通风或防止冬季住宅外表面散热过快，增加或降低

温湿度。

建筑规划布局应考虑：

1.1建筑群体布局与建筑朝向

1.2太阳辐射遮挡与通风间距

1.3建筑群夏季通风与冬季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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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规划布局被动节能应考虑：

规划布局是否有利于夏季自然通风。定性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居住区建筑物的规划布局是否考虑采用错列式或斜列式布局，并使建筑
与夏季主导风向的投射角不大于45°。公共绿地规划是否符合《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中有关公共绿地布置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共
绿地的空间形态布局是否有利于夏季主导风的气流通风组织。是否符合
不同气候条件地区所规定的住宅楼间距，以及住宅楼体单元组合长度等
相关规定。 

   要求居住建筑南北朝向布置或多数主要房间朝南向布置，尽量避免
夏季西向日晒，主要是由于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的变化规律，使住宅在
冬季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照，增加太阳辐射得热量，并避开冬季主导
风向，减少住宅外表面热损失。同时，居住建筑物南北朝向布置，在夏
季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太阳辐射得热，并可利用自然通风降温冷却，以
达到节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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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区气流通风组织不畅还会严重地阻碍空气的流动，对于室外散热
和污染物消散非常不利，会严重影响居民在室外活动时的舒适感。同时采用
有利于夏季、过渡季自然通风和降低热岛效应的建筑规划布局，对于住区建
筑节能也十分重要，可以减少夏季的空调能耗，提高空调设备的工作效率。 
       
       夏季西向日晒的太阳辐射通过窗体进入室内的热量是造成夏季室内过
热的主要原因，遮阳设施遮挡太阳辐射热量的效果，除取决于遮阳形式外，
还与遮阳设施的构造措施、安装位置、材料及颜色等多因素有关。遮阳设施
可设置为水平式外遮阳、垂直式外遮阳、挡板式外遮阳等固定或活动式遮阳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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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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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形体

2.1、严格控制建筑体型系数。

2.2、避免凹缝和过多外凸。

        建筑体型系数对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耗热及空调能耗，影响很大，体型

系数越小，耗热量越小，严寒、寒冷地区体型系数应控制在0.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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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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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体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3.自然通风与引导通风

       3.1、室内对流通风

       3,2、室内引导通风

       通过在设计时对建筑形体及外门窗位置的考虑，使建筑两侧产生正负

气压，有利于建筑的自然通风。

       通过对室内空间布局及门与通道的考虑，在建筑内部形成空气对流，

使入室气流能流向生活区及人体高度的范围。

       利用天井、楼梯间等增加建筑内部开口面积，便于引导自然通风。

       利用热压原理，用通风塔（井）、中庭等产生烟囱效应实现通风换气。
       利用楼电梯间使住宅中间户型形成引导通风。
       利用太阳能热压通风井的厨卫防串味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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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通风塔原理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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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栋建筑或居住小区公共区域天然采光在满足功能区照度的前提下，建筑

地上部分，公共区域的天然采光面积大于一定比例；有地下室的建筑，地下一

层公共区域的天然采光面积大于一定比例。       

       住宅的楼电梯间和公共走道。为满足居民心理和生理的健康需求，并节约

住宅公共区域人工照明的能耗，应使更多的住宅楼地上公共区域能够天然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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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楼地上公共区域天然采光面积比例的核定较为复杂。《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规定当楼梯间设置采光窗时，采光窗洞口的窗地面积比不应小于

1/12，采光系数不应低于0.5%，室内天然光临界照度为25（LX）。且采光窗

下沿离楼面或地面高度低于0.50m的窗洞口面积不应计入采光面积内。但住宅

楼电梯间或公共走道处通常会设置较多的外装饰构件，《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50033规定：侧面采光口上部有宽度超过1m以上的外挑结构遮挡时，其

采光系数乘以0.7的挡光折减系数。所以，评价公共区域天然采光面积比例时，

应按以上标准核算天然采光的面积比例。

   地下一层公共区域所指为：住宅地下室楼电梯间、公共走道、地下车库和

设备用房。当通过设置下沉庭院、采光窗井或采光天窗实现地下室的天然采光

时。其窗井挡墙对窗体采光口的光线遮挡，可按《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50033第5.0.2款进行采光系数计算后，可按以上标准核算地下一层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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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导光管和反光装置将天然光引入地下停车场或设备房，在满足该功能

区照度的条件下，天然采光的区域不小于地下室一层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

       利用导光管和反光装置将天然光引入地下室或设备房时，应根据工程的地

理位置、日照情况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合理地选择导光或反光装置。可采用

主动式或被动式导光系统，主动式导光系统采光部分实时跟踪太阳，以获得更

好的采光效果，该系统效率较高，但机械、控制较复杂，造价较高。被动式导

光系统采光部分固定不动，不需跟踪太阳，其特点为：系统效率不如主动式系

统高，但结构、控制较简单，造价低廉。当采用导光管或反光装置时，宜采用

照明控制系统对人工照明进行自动控制。有条件时，可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对人工照明进行调光控制。当天然光对室内照明达不到照度要求时，控制系统

自动开启人工照明，直到满足照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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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光管利用示意图与导光管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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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遮避与利用太阳热能的被动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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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荫与减少太阳辐射吸收 

      1、硬质地面采用遮荫措施或铺设太阳辐射吸收率低的浅色表面材料可有效
降低地面的表面温度，减少热岛效应，提高行人室外活动的热舒适度。遮荫措施
包括绿化遮荫、构筑物遮荫、建筑自遮挡，其中：绿化遮荫面积按照成年乔木的
树冠投影面积计算；构筑物遮荫按照遮荫投影面积计算；建筑自遮挡面积按照夏
至日8:00~16:00内有4h处于建筑阴影区域的硬质场地面积计算。

        
       2、坡屋面采用太阳辐射吸收率小于0.7的浅色饰面，平屋面采用太阳辐射

吸收率小于0.5的浅色饰面，或同时采用太阳辐射吸收率低的屋面材料和绿化屋面，
可降低建筑屋面表面温度，减少建筑能耗。

        
       3、建筑外墙采用太阳辐射吸收率小于0.6的浅面饰面，可减少外围护结构

吸收得热，有利于空调系统节能。
        
       4、设置有顶盖的遮荫停车棚（库）或将停车位设置在地下车库。都可按

比例认定为停车位有遮荫措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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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绿化节能        

       屋面绿化是指满足当地人工绿地覆土种植要求，并能够保证植物良好成活
率的的永久绿化。屋面绿化应根据屋顶荷载和使用要求，利用耐旱草坪、地被、藤
蔓植物、低矮灌木或小型乔木等进行屋面绿化的植物配置，并可设置花坛、棚架、
花墙、水池和亭子等园林设施。屋面绿化应注意做好防水、阻根、排水、过滤等构
造层，保证屋面绿化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屋面绿化可使屋面具有更好的保温隔热能力，并增加相应的绿植面积，减
少城市热岛效应。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我国太阳能技术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1、被动式太阳能利用重点解决的问题
（1）住区规划和建筑设计优化有利于太阳能的利用。
（2）严寒和寒冷地区建筑南向外围护结构蓄热。
（3）夏热冬暖和夏热冬冷地区建筑南侧及西侧外遮阳。

2、太阳能热水发展重点的问题
（1）解决我国高层高密度住区发展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2）解决太阳能储热设备增加建筑公摊面积的问题。
（3）解决太阳能节能与地产开发运营维护的利益关系。
（4）解决太阳能热水系统与辅热系统（电、燃气、地源热泵）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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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与建筑外观的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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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建筑构造高气密性的被动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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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建造体系
    被动式住宅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著名金融中心城市法兰克福。

           这类住宅主要通过住宅本身的构造做法达到高效的保温隔热性能，并利用太

阳能和家电设备的散热为居室提供热源，减少或不使用主动供应的能源，即便是

需要提供其他能源，也尽量采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5000座被动式住宅，其中德国已经建设4000—6000座

单元住房。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在德国，低能耗房屋的年采暖热需求不得超过70kwh/（㎡a），而被

动式房屋的最高年采暖热需求只能为15kwh/（㎡a）,换言之，被动式房屋

所消耗的采暖热能比“低能耗房屋”要少80%左右。

            根据现阶段我国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在经济发达或较为发达的一二线

城市建设“被动式高层住宅”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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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节能技术经验

1.国外外围护结构保温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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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节能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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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节能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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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被动节能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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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被动节能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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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被动节能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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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被动节能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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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外窗保温构造的现状

附框产生热桥 发泡胶填充易渗水

以窗墙节点构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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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护结构保温构造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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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节能构造技术措施： 
    

     采用全封闭外围护结构。地下室、女儿墙、阳台地面楼板全封闭外保温。

     加厚外墙屋面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层厚度或采用复合保温墙体。一步达到

节能75%以上要求。

    增加外窗的气密性和绝热性。如在北方地区采用三层玻璃的节能窗。

    杜绝热桥发生的可能性。设备安装和保温材料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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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地下空间和结构限额设计

限定合理的车位单位面积。规整地下空间，增加车位数量

限定合理的剖面尺度。确定合理的剖面尺寸，减少开挖和施工降水。

确定合理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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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节材限额设计----绿色减量设计

              针对居住建筑限额设计示范研究项目。通过对地下车库成本管控、建筑及

结构成本管控、设备用量成本管控等多个成本管理专项进行研究，得到实际工

程的测评，并依据以上研究制定了高层居住建筑限额设计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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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限额设计方法

              根据项目开发档次选择设定地

下车库拄网基本模数尺寸7.8m、

8.1m或8.4,m。根据车辆和车道排

布情况确定以下部位的柱网尺寸：

仅用于车辆通行的车道柱网为6m、

边跨纵深柱网为3.9m、4.2m或

4.8m。车辆纵向排布时，其柱网尺

寸为7.8m、8.1m或8.4m。其柱网

位置的设定应与住宅楼结构墙体开

间尺寸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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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型
类
型

车型范
例

长（
m）

宽
(m)

高度（
m）

所需车位尺寸（长x
宽m）

所需车道宽度
（m）

A 大众
polo

3.9 1.6 1.4 4.5×2.2 5.0

B 帕萨特 4.8 1.8 1.4 5.3×2.4 5.5
C 奥迪

A6
5.0 1.9 1.5 5.5×2.5 6.0

D 奔驰S
系

5.2 1.9 1.5 6.0×2.5 6.3

地下车库分类停车位尺寸限额指标（垂直后退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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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车库空间尺度限额指标

住宅产品
类型

标准柱距（
m）

边跨柱距
（m）

层高
（m
）

停车率 地下停车位
所占比例

备注

经济适用
型 7.8 3.9 3.6 0.7 7:3 层高可根据

覆土厚度进
行调整生活改善

型 8.1 4.2 3.6 0.8 8:2

高性能型 8.4 4.8 3.9 ≥1 1:1

            材料选型    
结构选型

钢筋混凝土截面
尺寸（mm）

钢管混凝土截面
尺寸（mm） 备注

梁板结构 600X600 φ600 可利用钢管混凝土的圆
角提高其后退停车的转
弯半径

板柱结构 600X600 φ600

柱网建议值 8.4m、8.1m 8.1m、7.8m

地下车库柱截面尺寸限额指标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地下车库剖面尺度限值指标 

结构选型 梁板结构
无梁楼盖（
加柱帽）结

构

备注

板上覆土厚
度（m）

车头前最低
高度（m）

车道最低高
度（m）

层高（m）
3.7 3.3 1.5-2.0 2.0 2.2

3.9 3.4 2.5-3.0 2.0 2.2

地下车库坡道净尺寸限额指标

          出入口坡道类型
住宅产品类型

主出入口坡道
净宽度（m）

次出入口坡道
净宽度（m）

疏散出入口坡道
净宽度（m）

经济适用型 4 4 4

生活改善型 6 4 4

高性能型 7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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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型 结构
部位

含钢量/混凝土量控制值(kg/m2/m3/m2)

地震烈度（场地类别）注：7.5度表示7度0.15g

6度(Ⅱ) 6度(Ⅲ) 7度 (Ⅱ) 7度 (Ⅲ) 7.5度 (Ⅱ) 7.5度(Ⅲ) 8度(Ⅱ) 8度(Ⅲ)

多层砌体住宅
(≤6层) 上部结构 26/- 26/- 30/- 32/- 32/- 33/- 33/- 35/-

多层框架
(≤4～6层) 上部结构 39/0.33 43/0.34 48/0.37 56/0.37 57/0.37 60/0.38 61/0.38 68/0.38

框架剪力墙 上部结构 45/0.35 51/0.35 57/0.38 62/0.38 63/0.38 68/0.39 69/0.39 75/0.39

高层剪力墙住宅
上部结构(≤19层) 上部结构 41/0.36 42/0.36 46/0.39 47/0.39 48/0.39 52/0.39 53/0.41 56/0.42

高层剪力墙住宅
上部结构(20~25层) 上部结构 42/0.37 43/0.37 47/0.39 48/0.40 49/0.40 53/0.40 55/0.41 58/0.42

高层住宅上部结构
(≥26层) 上部结构 48/0.39 49/0.39 50/0.40 51/0.40 52/0.40 62/0.41 63/0.42 66/0.43

住宅楼地下室 地下结构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普通地下车库 地下结构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人防地下车库 地下结构 160 160 170 170 175 175 180 185

限定钢筋和混凝土用量

           根据不同地区的地震烈度，优化不同层数住宅主体结构模型和荷载取值，

限定钢筋和混凝土的单方基准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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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围护结构材料用量

               控制建筑体形系数（小于0.3），其“墙积比”（建筑物外墙面积与建筑

物地上建筑面积之比）数值控制为1 ~1.3。减少对抗震计算和保温节能的不利

影响，降低墙体材料用量。

              控制建筑物外门窗洞口面积，减少外门窗用材和规格型号。控制其窗积

比数值（标准层外门窗面积与标准层面积之比）和开窗数比值（开启门窗扇个

数与窗体个数的比值）

窗积比值限值 开窗数比值限值

0.25 1.2

窗体用材限额用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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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饰面材料用量

            利用建筑外饰面分隔线的宽度，调整建筑外饰面材的排材方式和排列模数，

减少外饰面材的损耗。使厨卫空间模数与内饰面材的模数规格相一致，减少因

切割材料所造成的损耗。

卫生间和厨房空间模数与内饰材模数对应关系

墙面砖与地面砖规格（
mm），砖间留缝不大于

3mm

卫生间及厨房空间轴线模数计算公
式（mm）

备注

墙面砖 200×200或
200×300

地面砖 300×300
300×N+100+S

公式中：300为墙地砖
规格尺寸，N为排砖数
，100为抹灰厚度及砖
间留缝调整数，S为墙

体轴线厚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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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管材及设备选型

    各类管材及附件按部位分类选用，不同部位选用不同材质和等级的管材

各类管材及附件按部位分类选用表

管材用途 管材选型及说明

给水干管和立管、厨房和卫
生间明装给水管 S4系列，热熔连接

垫层内敷设的冷、热水管 PE-X管，采用S4系列，埋设部分不得有接头，与其他管材连接时采用专用
管件

污水立管 PVC-U单壁内螺旋消音型，粘接

污水横管、户内横支管和专
用通气管 PVC-U光壁排水管

压力排水管道 焊接钢管，工作压力1.0MPa，管径≤100mm时,采用螺纹连接;管径＞
100mm时, 采用沟槽式连接

雨水管道 PVC-U光壁排水管

消火栓管道 焊接钢管，焊接，工作压力1.6MPa

自动喷淋管道 内外壁热镀锌钢管，工作压力1.6MPa，管径≤100mm时，采用螺纹连接；
管径＞100mm时，采用沟槽式连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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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专业钢筋量BIM技术统计方法介绍：
  
    a 依据建筑平面快速绘制结构布置图
    b 导入PKPM结构计算软件进行结构受力计算
    c 将结构计算模型导入BIM-GCD2013结构设

计软件，生成钢筋
    d 将GCD模型导入广联达钢筋算量软件快速得

出用钢筋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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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用量BIM技术统计方法介绍：
   
      依据建筑平面快速搭建墙、梁、板、柱、
基础等结构构件，直接得出混凝土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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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绿色设计包括：技术集成优化、工业化住宅、BIM技术、生态城区规划

“中建工业化住宅

集成技术”研究

“中建BIM集成技

术”研究

“中建绿色生态城

”集成技术研究

“中建绿色建筑技

术集成优化”研究

天津滨海新区南部新城万科春河里花园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试验楼

工业和信息化部综合办公
业务楼

济南中海国际社区

目前中建绿色设计实践已涵盖城市规划、居住建筑、办公建筑、工业建筑、商业建
筑、文化建筑五类设计形式。

新疆中建地产 中建幸福
里居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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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是全产业链集成技术的整合，是从规划设计、建筑设计、设备设施、
材料选用、运营维护等全过程优化设计和技术论证整合。

     中建绿色设计优势差别：绿色地产优化设计，降本增效工程咨询，
                           装配式建筑设计，养老地产规划设计

B I M

技 术

全 产

业 链

应 用

养 老

宜 居

集 成

技 术

绿 色

建 筑

降 本

增 效

技 术

工 业

化 装

配 住

宅 技

术

中 建 绿 色 建 筑 设 计 技 术 研 究 体 系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获得---中建设计的绿色通道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