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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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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加强对上海市绿色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的管理，保证绿色建筑工程

设计文件的质量和完整性，制定本规定。

1.0.2本规定适用于上海市新建、改建、扩建等建筑工程的绿色建筑方案设计（规

划立项阶段）、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1.0.3本规定是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有关绿色

建筑设计内容的补充。绿色建筑设计文件的编制，必须符合国家、地方有关法律

法规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其中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必须严格执行。

1.0.4在绿色建筑设计中应因地制宜选用绿色建筑技术，应针对工程性质和特点正

确选用国家、行业和上海市地方的建筑标准设计，并在设计文件的图纸目录或施

工图设计说明中注明所应用图集的名称及编号，图纸中应注明被引用节点详图的

图集名称、页码、节点编号。

1.0.5各阶段绿色建筑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应分别满足以下要求：

1 方案设计（规划立项阶段）应编制绿色建筑策划书，明确绿色建筑目标等

级及拟采用的主要绿色建筑技术；

2 初步设计应编制绿色建筑设计专篇，明确绿色建筑星级，分专业阐述绿色

建筑技术措施、材料选用和主要设备选型，宜进行绿色建筑技术增量成本的分析；

注：本条款规定仅适用于报批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当有关部门在初步设计阶段没有

审查要求，且合同中没有作初步设计的约定时，可在方案设计审批通过后直接进入施工图设

计，不需要编制初步设计的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3 施工图设计应分专业明确绿色建筑技术指标和技术措施，应满足绿色建筑

技术相关的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

4 各条文措施说明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的设计内容或设计指标值填写，不可

直接抄写条文内容或指标数值。

1.0.6本规定对绿色建筑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要求，具有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的通

用性，对于具体工程项目的绿色建筑设计执行本规定时，应根据建筑物性质的不

同和能源种类、用能设备的差异以及绿色建筑技术的选项对本规定的条文进行合

理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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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对建筑节能设计、超低能耗设计、装配式建筑设计、海绵城市设计、建筑信

息模型（BIM）等专项设计另有深度规定时，应分别按相关深度规定执行。

1.0.8需另行委托专业公司进行景观、全装修、幕墙和夜景照明等专项深化设计时，

建筑主体设计应对专业公司明确专项设计的绿色建筑得分内容和技术要求，并应

在涉及绿色建筑技术内容的深化设计图纸上会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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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案阶段绿色设计

2.1一般要求

2.1.1绿色建筑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设计说明书，包括绿色建筑的目标等级和相应的绿色技术选项以及各专业

关于绿色建筑专项内容，投资估算应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的内容；

2 总平面图以及建筑设计图纸应反映绿色建筑策划内容；

3 基地内外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应绘制日照分析图或编制日照分析报告；

4 宜包含室外风环境、室内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等分析报告及示意图。

2.1.2方案设计阶段应以各专业设计说明为基础统一编制绿色建筑策划书。

2.1.3绿色建筑策划书编排顺序：设计依据及绿色建筑星级、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

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结构、给水排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电气与智能化。

2.2绿色建筑策划书

2.2.1设计依据、工程概况及绿色建筑星级

1 与绿色建筑有关的依据性文件的名称和文号，如：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

（土地出让合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用地红线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申请报告）、市政管网条件、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绿色建筑星级要求的批文等；

2 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标准：

1）《上海市绿色建筑条例》

2）《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 08-2090

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15

4）《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5）《公共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GJ08-2143

6）《住宅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GJ08-2139

7）《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107

8）《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08-205

9）《办公建筑用能限额设计标准》DG/TJ08-2444

10）《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准》DG/TJ 08-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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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单体预制率、装配率计算细则

的通知》（沪建建材〔2025〕250号）

12）《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沪建建材联〔2022〕679号）

13）国家、省、市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3 工程概况，包括：总用地面积、总建筑面积、总投资、结构形式、建筑类

型（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建筑主要使用功能、可再生能源利用种类等；

4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面积的比例；

5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预制率、标准化评分）；

6 绿色建筑星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自评分表

（表 2.2.1-1）。

表 2.2.1-1 绿色建筑自评分表

评价指标
控制

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提高

与创新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自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价得分

自评价总得分

注：得分计算规则详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JT08-2090-2024。

7 主要绿色建筑技术简介（表 2.2.1-2），说明策划自评分的主要技术措施

表 2.2.1-2 主要绿色建筑技术简介

分类 选项技术内容 自评价得分

安全耐久

场地安全防护

结构安全设计

地面防滑

场地交通优化

应急通道

安全防护警示

健康舒适

声环境、光环境：

建筑设计中合理布置各功能房间，动静分区。

采用有效地降低排水噪声的措施。

主要受声面采用加强隔声的围护结构进行保护

生活便利

无障碍设施

公共交通

远传计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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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节约

节能设计

可再生能源

结构规则性

地下空间

建筑工业化

环境宜居

建筑日照

室外热环境

绿地、海绵城市

污染源及处理措施

场地声环境

场地风环境

提高与创新

特色建筑风貌

室内环境舒适度提升

降低建筑能耗

保障水体水质

工业化结构体系

降低碳排放强度

绿容率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智能建造

2.2.2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设计说明

1 场地有无滑坡、泥石流、洪涝等自然危险，场地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

险源的威胁，电磁辐射、含氡土壤的危害或处理措施；

2 场地周边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汽车站点、轨道交通站点等）、停车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群众文化、体育活动设施，老年人日

间照料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和开敞空间（居住区公园、城市绿地、广场及公

共运动场地等）的设置情况；

3 总平面布局在日照、风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在场地内道路交通流线及停车

布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景观绿化（地面绿化和立体绿化），运动场地，环

境保护（玻璃幕墙、夜景照明、废气和废水等污染物排放、噪声环境、垃圾处理）

等方面的技术方案；

4 特色建筑风貌的保留、利用、改造（改建）的方案。

2.2.3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设计说明

1 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方案及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比例；

2 建筑立面造型（建筑风貌、形态、玻璃幕墙、装饰构件、遮阳、雨棚等）

及外饰面材料选用的设计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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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室内环境营造、环境分析（遮阳、隔声、通风、采光）；

4 地下空间的利用和环境营造（地下空间的采光、通风）；

5 主要建筑材料选用中可再利用、可再循环、绿色建材的选用及比例；

6 装配式建筑的主要技术、装配率或预制率：建筑结构系统、建筑外围护系

统、设备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技术配置方案；

7 节约材料：建筑装修设计一体化，太阳能、建筑遮阳、建筑装饰等使用功

能与建筑构件一体化。

2.2.4结构设计说明

1 工程概况：场地及周边环境、主体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建筑结构安全等级、

结构体系、地基基础类型；

2 建筑形体的规则性，对整体结构、局部部位或者关键构件及节点按更高的

抗震性能目标进行设计，采取措施减少地震作用；

3 合理选用结构材料：高强建筑结构材料（钢筋、混凝土、钢材）及其他材

料；高耐久性结构材料的应用；

4 装配式建筑：装配式钢结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建筑、各单体预制率或装

配率的估算目标、预制构件应用范围。

2.2.5给水排水设计说明

1 水资源利用方案：给水水源；节水用水量估算；简述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

利用方案（包括水源种类、收集范围、回用用途）；景观水体类型及补水水源等；

2 给水系统设置：供水压力分区及减压措施；简述用水计量方式及水表形式；

3 节水节能设备与措施：节水型卫生器具水效等级、绿化灌溉方式及控制方

式；

4 热水系统：热水供应范围、热水用量、采用可再生能源制备的方式；

5 排水系统：便器水封设置、排水体制等；

6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提供规划批复文件的设计目标，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设

计策划文件，包含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设计控制雨量、调蓄

设施容积及选型估算等内容。

2.2.6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说明

1 工程概况、暖通空调设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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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暖通空调室内、外设计参数及设计标准；

3 冷、热负荷估算数据（包括：单位面积冷、热负荷概略指标和供暖、空调

负荷估算值等）；

4 冷热源系统形式及参数选择（包括废热、余热、可再生能源利用，分布式

供能，蓄冷蓄热空调等），不同类型冷热源所占的比例，冷热源主机设备能效水

平和系统节能措施（如项目有要求时，简述超低能耗建筑、高效制冷机房等设计

策划），隔声、降噪、隔振、减振处理措施等；对于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

建筑，应说明保障室内热舒适度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5 供暖、空调水系统形式及参数选择，水系统分区原则和节能措施；

6 通风风系统形式及参数选择，防止污染物串通与排气倒灌措施、场地污染

源排放控制措施和地下车库一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控制通风量措施等；

7 空调风系统形式及参数选择，风系统分区原则、空气过滤净化方式、CO2

浓度传感器控制新风量技术等节能措施；

8 监测和自动控制措施；

9 适宜采用的其他节能技术措施。

2.2.7电气与智能化设计说明

1 供配电系统和主要电气设备的节能措施：变压器的位置和节能要求，垂直

电梯和自动扶梯的节能控制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计；

2 智能化系统设计：信息网络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管理系统（自动监控管理

功能、一氧化碳浓度监测及排风设备联动）；

3 照明系统的主要节能措施：节能光源、灯具及灯具附件，照度与照明功率

密度限值，照明质量要求（均匀度、色温、显色指数、统一眩光值等照明参数）、

灯具效率，照明控制（采光区域的人工照明随天然光照度变化自动调节）、人车

分流区域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照明设计、光污染限制措施；

4 计量与能耗监测系统和能源管理系统：能耗分类、分区、分项、分户计量、

数据分析和管理；

5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PM10、PM2.5、CO2浓度的监测与存储人员密度较大且

密度随时间有规律变化的房间，空调系统宜根据 CO2浓度采用新风需求控制；

6 电气管线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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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智能化服务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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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监控功能、接入智慧城市（城区、社区）的功能等；

8 采用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类型：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冷热电联供等；

9 电气设备的节能、安全要求。

2.2.8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技术分析

1 涉及成本增量的主要绿色建筑技术；

2 各项绿色建筑技术初期投资的分项增量成本计算；

3 绿色建筑技术总投资及占建筑总投资的比例；

4 经济效益分析：增量成本预计回收期计算（静态回收期、动态回收期）。

2.3设计图纸

2.3.1 总平面设计图纸和相关分析图

1 场地的区域位置图，应表示出周边公共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幼儿园、中

小学校、医院、群众文化活动设施，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

周边社会公共停车场（库）、周边居住区公园或城市公园绿地、广场，中型多功

能运动场地等开敞空间的设置情况；

2 总平面图应反映场地内及周边环境：相邻的城市道路（河流水域）和建筑

物、相邻用地性质、建筑名称、建筑层数、建筑高度等，应注明与海绵城市设计

有关的竖向标高，场地内改造（建）利用的旧建筑、构筑物、古树名木等；

3 场地内拟建的道路、广场、停车场采用透水铺装应有表示，并应明确其面

积比例和标高；

4 交通分析图应绘制人、车交通流线，应表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布置位置，

并应明确无障碍车位、机动车充电设施、非机动车充电设施的配置比例及车位数

量；

5 当场地内设置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立体绿化等绿色技术时，应在绿化

分析图中表示出其位置范围及面积比例，应与海绵城市设计专篇内容一致；

6 根据绿色技术选项及需要绘制风环境分析图（风速、自然通风）、立体绿

化布置图、硬质地面透水铺装分析图等。

2.3.2 建筑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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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面图

1） 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的主要功能房间布置应与设计说明及自评价得分一

致；

2） 采用技术措施（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改善室内自然采光的房间应

有表示，并应与自评价得分一致；

3） 室内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措施的使用空间区域应与设计说明、自评价得

分一致；

4） 当采用屋顶绿化时，屋顶平面应标示绿化区的位置；

5） 应绘制太阳能光伏组件布置图。

2 立面图

1） 建筑立面图应标注装饰构件的高度尺寸及高出建筑主体的高度尺寸；

2） 当采用垂直绿化时，应绘制垂直绿化的建筑立面图；

3） 当立面采用光伏组件时，应绘制包含太阳能光伏组件的立面图；

4） 当立面采用可调节遮阳设施时，应绘制并标示。

3 剖面图

1） 当采用技术措施（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改善室内自然采光时，应

绘制所在位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

2） 当采用垂直绿化时，应绘制所在位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

3） 当采用屋顶绿化时，应绘制所在位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

4） 当采用屋顶天窗（包括地下室）时，应绘制所在位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

剖面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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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设计阶段绿色设计

3.1一般要求

3.1.1 绿色建筑设计文件

1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包括绿色建筑的星级等级和相应的绿色技术选项、各

专业关于绿色建筑专项内容的设计说明，建筑概算应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的内容；

2 总平面图以及建筑、结构、给水排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电气与智能

化等各专业设计图纸，应反映选用的绿色建筑技术内容；

3 基地内外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应编制日照分析报告；

4 对室外风环境、降低热岛强度、室内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等有得分选项的，

应有相应的分析报告及示意图；

5 设计说明中的文字内容应与设计图纸相一致，文字说明中的数字指标值应

反映实际设计值。

3.1.2 初步设计阶段绿色建筑设计专篇应汇总各专业设计说明统一编制。

3.1.3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编排顺序：设计总说明、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建筑设

计与室内环境、结构、给水排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电气与智能化。

3.2设计总说明

3.2.1 设计依据、工程概况与绿色建筑星级

1 与绿色建筑有关的依据性文件的名称和文号，如：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

（土地出让合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用地红线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申请报告）、市政管网条件、政府主管部门对绿色建筑星级要求的批文等；

2 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标准：

1）《上海市绿色建筑条例》

2）《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TJ 08-2090

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4）《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5）《公共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GJ 08-2143

6）《住宅建筑绿色设计标准》DGJ 08-2139



11

7）《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 08-107

8）《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TJ 08-205

9）《办公建筑用能限额设计标准》DG/TJ 08-2444

10）《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核算标准》DG/TJ 08-2329

11）《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G/TJ 08-2198

12）《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沪建建材联〔2022〕679号）

13）国家、省、市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3.2.2 工程概况

1 建设地点、用地面积、容积率、总建筑面积、建筑单体名称、面积、层数

及建筑高度；

2 建筑类型（住宅建筑、公共建筑）、结构形式、建筑主要使用功能；

3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的面积比例、太阳能光

伏发电消纳原则；

4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预制率、标准化评分）。

3.2.3 绿色建筑星级

1 绿色建筑星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2 绿色建筑自评分表（表 3.2.3）。

表 3.2.3 绿色建筑自评分表

评价指标 控制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提高

与创新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自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价得分

自评价总得分

注：得分计算规则详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JT08-2090-2024。

3.2.4 主要绿色建筑技术简介（表 3.2.4），说明策划自评分的主要技术措施。

表 3.2.4 主要绿色建筑技术简介

分类 选项技术内容 相关专业 自评价得分

安全耐久

场地安全防护

结构安全设计

地面防滑

场地交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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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通道

安全防护警示

健康舒适

声环境、光环境：

建筑设计中合理布置各功能房间，动静分区。

采用有效地降低排水噪声的措施。

主要受声面采用加强隔声的围护结构进行保护

生活便利

无障碍设施

公共交通

远传计量系统

资源节约

节能设计

可再生能源

结构规则性

地下空间

建筑工业化

环境宜居

建筑日照

室外热环境

绿地、海绵城市

污染源及处理措施

场地声环境

场地风环境

提高与创新

特色建筑风貌

室内环境舒适度提升

降低建筑能耗

保障水体水质

工业化结构体系

降低碳排放强度

绿容率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智能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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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

3.3.1 设计说明

1 场地概述

1）规划用地性质、场地现状（原有土地或建筑性质）、周边建筑、绿化、

水域等环境情况及地质地貌特征；

2）周边公共交通（公共汽车站点、轨道交通站点等）、公共停车场（库）

等资源可利用的情况；

3）周边公共设施（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群众文化、体育活动设施、

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资源可利用、可共享的情况；

4）周边开敞空间（居住区公园、城市绿地、广场、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等）

资源可利用、可共享的情况；

5）传承建筑文化的地区特色风貌设计、与自然生态环境融合、既有资源利

用的情况。

2 总平面布置

绿色建筑场地设计的构思意图和指导思想：说明总平面在布置建筑物、构筑

物、绿地景观等要素时，是如何因地制宜综合协调考虑日照、通风、交通以及环

境保护等要求，以满足绿色建筑设计要求的；

3 主要技术指标：

住宅建筑：人均住宅用地面积、绿地率，人均集中绿地面积，住宅建筑地下

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比率、住宅建筑地面停车位数量与住宅总套数的比率；

公共建筑：绿地率、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与

总用地面积的比率、停车数量（包含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公共建筑

地面停车占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4 场地的安全性（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电磁辐射等危害）、污染

源（噪声、废气、废水等）及治理措施；

5 场地内外的日照要求及日照分析；

6 场地生态保护或修复补偿（如自然水域、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其他生态

恢复或补偿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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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玻璃幕墙减少反射光影响的措施；

8 室外风环境分析（建筑物周围人行区风速、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

差、人员活动区通风情况、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风压差等）；

9 交通设计：基地出入口距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场地内机动车、电动汽车

停车位（充电桩）、无障碍停车位和非机动车停车数量、位置情况；

10 可面向社会提供开放的公共空间或活动场所：开放步行公共通道、地道、

人行天桥等的设置情况，对外开放的绿地、运动场地或健身房；

11 场地和景观绿化设计：降低热岛强度的措施（建筑物、构筑物遮阴措施

及面积、绿化遮阴）、绿化配置、立体绿化、屋顶绿化；

12 绿色雨水设施：下凹绿地、雨水花园、硬质场地透水铺装等；

13 特色风貌建筑保留、利用、改造（改建）措施；

14 凡绿色建筑自评价未得分的内容可从略。

3.3.2 设计图纸

1 场地的区域位置图，应表示出周边公共交通（公共汽车站点、轨道交通站

点等）、公共服务设施（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群众文化活动设施，老年人

日间照料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周边社会公共停车场（库）、周边居住区公

园或城市公园绿地广场、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等开敞空间的设置情况，并注明与

控制项、得分选项相关的距离尺寸；

2 利用基地内的旧建筑改造时（不含历史保护建筑），应反映改造、改建利

用的旧建筑、构筑物、古树名木等的位置及相关尺寸和改造后的用途或建筑名称；

3 场地内可提供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步行公共通道、室外健身场地、场地

内室外吸烟区的范围、垃圾收集点等；

4 建筑外侧可降低高空坠物风险的缓冲区、隔离带；

5 场地内拟建的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硬质地面中设置透水铺装的范围及其

面积比例应有表示；

6 竖向设计图注明下凹绿化、雨水花园的位置及标高。

3.3.3 分析图

1 采用下凹绿化、雨水花园、立体绿化等绿色技术时，绿化分析图应有表示，

并应明确其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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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分析图应绘制人、车交通流线，表示机动车（含电动汽车停车位、无

障碍停车位）和非机动车（含非机动车充电车位）的布置位置，宜注明公共交通

站点与基地人行出入口的步行距离；

3 风环境分析图、立体绿化布置图、硬质地面透水铺装分析图等与得分选项

相关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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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建筑设计及室内环境

3.4.1设计说明

1 设计概述

1）与建筑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2）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3）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

4）装配式建筑系统的选用（外围护结构系统、内装系统）；

5）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可再生能源种类、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的

面积比例；

6）立体绿化、建筑遮阳等使用功能与建筑构件一体化。

2 安全耐久

1）外墙、屋面的设计工作年限及防水设计；

2）外窗、幕墙（含非透明幕墙）的设计工作年限及物理性能（隔声、保温、

抗风压性、气密性、水密性等）；

3）卫生间、浴室等用水场所的防水和防潮设计；

4）安全玻璃的选用及门窗的安全措施；

5）各类安全防护栏杆的设置；

6）建筑出入口及室内楼、地面防滑等级（建筑主要用料表的材料应与其一

致）；

7）开放、灵活可变使用空间的设置；

8）耐久性、易维护的装饰装修材料。

3 健康舒适

1）室内装修材料污染控制指标（建筑主要用料表的材料应与其相符）；

2）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级；

3）外墙、外窗、楼板、隔墙等围护部位的隔声构造措施及达到的隔声量；

4）机电设备用房、电梯井道的隔声减振处理措施；

5）自然采光的指标及措施（主要功能房间窗地面积比，采光系数，达标比

例，地下空间自然采光、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外窗眩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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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然通风的房间，自然通风的指标及措施（外窗或玻璃幕墙可开启面积

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等）；

7）可调节遮阳应用范围与类型。

4 生活便利

1）无障碍设计内容；

2）建筑室内公共区域的墙、柱阳角处理及安全抓杆或扶手；

3）无障碍电梯、容纳担架电梯的设置数量、位置、尺寸；

4）室内健身空间的配置情况；

5）自然采光的楼梯间设置数量、位置。

5 资源节约

1）装饰构件的应用及功能，纯装饰构件造价比例；

2）建筑砂浆、装饰装修砂浆应采用预拌砂浆的标号；

3）屋面、外墙、外挑或架空楼板的保温形式、保温材料及厚度，外门窗的

型材和玻璃组合（不可用计算书替代）；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比例（5%、6%、

7%、8%、9%、10%）；

4）垂直电梯、自动扶梯的节能措施；

5）装配式建筑内装系统的应用部位和类型；

6）可再利用材料、可再循环材料的种类和应用部位；

7）绿色建材的应用部位、类型和比例（40%、50%、70%）。

3.4.2设计图纸

1 平面图

1）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的主要功能房间布置及设计应与设计说明一致；

2）采用技术措施（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改善室内自然采光的房间应

有表示；

3）开放、灵活可变使用空间区域应与设计说明一致；

4）当采用屋顶绿化时，屋顶平面应标注绿化区的范围尺寸、标高及面积（计

入绿化率的屋顶绿化面积应符合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5）应绘制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平面布置图，屋顶太阳能光伏安装面积比例应

符合政府管理规定并应与机电设备专业的设计内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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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生噪声、振动源的机电设备房间位置。

2 立面图

1）建筑立面图应标注装饰构件、女儿墙的高度尺寸及高出建筑主体的高度

尺寸；

2）当采用垂直绿化时，应绘制垂直绿化的建筑立面图；

3）当立面采用太阳能光伏组件时，应绘制包含太阳能光伏组件的立面图；

4）采用分体空调或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时，应绘制空调室外机位和空气源

热泵室外机位，室外机位应方便安装，并应考虑运营期间维修的安全要求；

5）采用可调节遮阳措施时，应绘制建筑遮阳构件。

3 剖面图

1）应标注女儿墙高度及装饰构件的位置及高度尺寸；

2）应标注窗台、平台、露台等临空处的安全防护构件高度尺寸；

3）当采用反光板、导光管等技术措施改善室内自然采光时，应绘制所在位

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

4）当采用垂直绿化时，应绘制所在位置的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

5）当采用屋顶绿化时，应绘制所在位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

6）当采用屋顶天窗（包括地下室）时，应绘制所在位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

剖面详图。

4 节点详图及绿色建筑集成技术示意图

1）典型节点详图：如屋顶、外墙、架空楼板等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构造，

建筑遮阳构造，垂直绿化构造、屋顶绿化构造、隔声构件构造、栏杆防护构造等；

2）绿色建筑集成技术应用的效果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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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结 构

3.5.1设计说明

1 工程概况

1） 场地及周边环境、主体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建筑结构安全等级、结构体

系、地基基础类型；

2） 与结构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2 基础选型说明；

3 主体结构选型及结构布置说明；

4 建筑结构形体及布置规则性判断和抗震性能化设计说明；

5 建筑结构材料与构件的合理选用

1）混凝土结构

主要受力钢筋（梁、板、柱、剪力墙、基础）的强度等级及用量比例估算；

混凝土强度等级及用量比例估算。

2）钢结构

钢材强度等级及用量比例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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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

施工时免支撑的楼屋面板面积比例估算。

6 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的运用

1）混凝土结构：采用高耐久性能的高性能混凝土的应用部位及用量比例估

算；

2）钢结构：采用耐候结构钢及耐候性防腐涂料的应用部位及用量比例估算；

3）木结构：采用防腐木材、耐久木材或耐久木制品的应用部位及用量比例

估算；

7 可再循环再利用材料、利废建材的选用及用量比例估算；

8 绿色建材的选用及用量比例估算；

9 装配式建筑结构技术综述及单体预制率、标准化率的估算。

3.5.2设计图纸

1 基础及典型楼层结构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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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主要或关键性节点构造示意图；

3 装配式结构构件典型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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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给水排水

3.6.1 设计说明

1 设计依据

1）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包括标准的名称、

编号、年号和版本号）；

2）当取用河道水时，河道的水文、水质资料及水务部门的取水许可批文。

2 水资源利用方案：给水水源；估算节水用水量；简述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

利用方案（包括水源种类、收集范围、回用用途）；景观水体类型及补水水源等；

3 给水系统设置：供水压力分区及减压措施；简述用水计量方式及水表形式；

4 水质安全保障：各类用水的水质标准；水池水箱二次污染防治措施；简述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设置方案；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利用水质安全措施等；

5 给排水管线设备：设备管线与建筑结构分离措施、耐腐耐久管材管件及配

件；给排水管道永久性标识等；

6 节水节能设备及措施：节水型卫生器具水效等级、绿化灌溉方式及控制方

式；

7 热水系统：热水供应范围、热水用量、生活热水系统中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8 排水系统：排水体制；便器水封设置；

9 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利用，水源、回用用途、回用水量、非传统水源及河

道水各类供水系统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等；

10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说明，包含海绵设施规模、汇入雨水量、设施滞蓄和

入渗雨水的能力，下凹式绿地等的比例、屋面及场地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的比

例、透水铺装面积比例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设计控制雨

量、调蓄设施容积及选型、溢流设施能力核算等内容。

3.6.2 设计图纸

1 室外给排水总图；

2 给水系统、生活热水系统、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利用给水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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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采用可再生能源（空气源热泵、太阳能等）加热生活热水时，应有制热

设备平面图及系统（原理）图、供热设备热水系统（原理）图；

4 海绵设计专项设计图纸，含汇水分区平面图、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室外

雨水排水总平面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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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3.7.1 设计说明

1 设计概述

1） 暖通空调室内、外设计参数及设计标准（包括：室内空气干球温度及相

对湿度、人员密度及新风量标准、电气照明与设备功率密度、人员活动区风速、

通风换气次数和室内噪声控制标准等）；

2） 能量综合利用情况（包括余热、废热或可再生能源利用，分布式供能，

蓄冷蓄热，排风热回收等）；

3） 与暖通空调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内容。

2 供暖总热负荷估算值和空调总冷、热负荷估算值，冷热源系统形式及参数

选择（对于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说明保障室内热舒适度的措施或

预留条件），节能设计措施（如项目有要求时，简述超低能耗建筑、高效制冷机

房等内容），隔声、降噪、隔振、减振处理措施；

3 设备容量、数量及能耗指标：如在名义工况下锅炉或热水机组的热效率，

在名义制冷工况下冷水（热泵）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风冷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组的全年性能系数、风冷热泵型单元式空调机的全年性能系数、热泵型房间空

调器的全年性能系数等；

4 供暖、空调水系统设计

1） 供暖、空调水系统形式，供、回水温度及温差，水系统划分，冷水机组

冷凝热回收等节能措施；

2） 满足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耗电输送冷（热）

比的技术措施；

3） 冷却水系统节水技术和节能措施，过渡季与冬季利用冷却塔免费供冷等。

5 通风、空调风系统设计

1）通风风系统设计、防止污染物串通与排气倒灌措施、场地污染源排放控

制措施和地下车库 CO浓度传感器控制通风量措施等；

2）空调风系统形式及参数选择、风系统分区设计和节能措施等；

3）说明各类风机最大单位风量耗功率Ws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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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调系统空气过滤净化方式；

5）主要功能房间设置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6）全空气式空调末端系统设置 CO2传感器控制新风量的措施；

7）排风能量回收、过渡季与冬季可变新风比或全新风运行等节能措施。

6 计量与监控

1）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主要功能房间室内 PM10、PM2.5、CO2浓度等指

标的数据存储、实时显示及超标警示要求；

2）冷热量计量方式及能耗监测要求；

3）暖通空调系统监测与自控要求。

7 设备与管道选材：规定主要设备、空调水（冷媒）管、风管、保温（冷）

材料等的使用年限，选用使用寿命长的设备与管材。

3.7.2 设计图纸

1 初步设计图纸主要包括：各系统原理图、各栋、各层的主要平面图；

2 冷热源系统原理图，供暖、空调水系统流程图，通风、空调的主要风系统

原理图，应能明确反映冷热源或特殊功能系统、输配系统、能量回收系统等内容，

反映补水计量、燃气计量和用能计量等仪表配置，反映节能运行控制策略（如高

效制冷机房、冷水机组冷凝热回收、排风能量回收、过渡季可变新风比或全新风

运行）等技术措施；

3 暖通空调主要平面图，应反映暖通空调专业采用的相关绿色建筑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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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电气与智能化

3.8.1设计说明

1 设计概述

1）明确用电性质、供电容量和供电距离等；

2）照明功率密度值（设计值、目标值）；

3）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计；

4）与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2 供配电系统

1）变电所设置的位置及供电范围，变压器长期负载率以及电压降等；

2）变压器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功率因素补偿方式，提高功率因素，降低无功损耗措施；

4）减小供配电线路损耗的措施；

5）当建筑物内设有谐波电流含量较大的用电设备时，说明谐波抑制及谐波

治理措施。

3 电气设备

1）明确照明产品、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节能评价值能效等级；

2）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节能控制；

3）电梯的节能控制；

4）根据负荷变化进行调节的设备，采用调节电动机转速的控制方式；

5）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计。

4 照明

1）列出设计项目中执行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所规

定的对应场所照度标准值、照明功率密度值（LPD）、统一眩光值（UGR）、照

明均匀度（U0）、一般显色指数（Ra）、色温；

2）设计中所采用主要光源、灯具及灯具附件的技术要求，灯具效率、光输

出波形的波动深度频闪效应可视度（SVM）；

3）明确室内照明、室外照明的控制要求和控制方式，室外照明光污染的限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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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采用导光系统时，明确该区域的照明控制相应需求；

5）采光区域的人工照明的调节方式；

6）人车分流区域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照明设计。

5 计量与能耗监测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应明确公共建筑的照明插座用电、空

调用电、动力用电、特殊用电分项计量和分类计量设置情况；和上级平台连接方

式；

6 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PM10、PM2.5、CO2浓度的监测与存储；空调系统

与人员密度较大且密度随时间有规律变化的房间 CO2浓度控制方式；

7 用水远传计量系统及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8 智能化系统设计：信息网络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管理系统（自动监控管理

功能、一氧化碳浓度监测及排风设备联动）等；

9 电气管线的设计要求：电气系统的电缆选型及采取的防腐耐老化措施；

10 智能化服务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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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监控功能、接入智慧城市（城区、社区）的功能等；

11 当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时

1）说明地区可再生能源的情况；

2）装机容量，发电量及用途；

3）发电并网形式。

12 电气产品选择的要求；

13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使用情况。

3.8.2设计图纸

1 能耗监测系统图：分类与分项计量内容、系统构架、计量表具和传感器的

精度要求；

2 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图：系统原理框图，并注明总发电量、负载名称及负

载容量、占建筑物变压器总装机容量的比例；

3 其它需要设置的智能化系统，可用框图或系统原理图表示，如建筑设备监

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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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图设计阶段绿色设计

4.1一般要求

4.1.1 绿色建筑设计文件

1 施工图设计说明，应反映选用的绿色建筑技术内容；

2 应编制绿色建筑专篇，包括总体概况、绿色建筑的星级目标及绿色建筑关

键技术和相应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以及各专业关于绿色建筑技术内容的设计说

明；

3 总平面图以及建筑、结构、给水排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电气与智能

化等各专业设计图纸，应反映选用的绿色建筑技术内容；

4 相关选项的计算书、模拟分析报告，包括室外风环境模拟、室内自然通风

模拟、自然采光、建筑节能、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等；

4.1.2 应根据建筑、结构、给水排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电气与智能化等施

工图专业设计文件（设计说明和设计图纸），分专业编制施工图设计阶段的绿色

建筑设计专篇，相关技术措施、数据应与施工图专业设计文件内容一致。

4.1.3 绿色建筑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明和设计图纸，应反映自评价得分的技术

措施落实（不需要另行绘制绿色建筑专项设计图纸，但应在设计图纸中反映相关

的绿色建筑技术内容）。

4.2总体概况

4.2.1 基本信息

表 4.2.1-1项目总体信息

建设地点（需明确所在行政区）

土地出让对绿色建筑的星级要求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土地出让对超低能耗建设的要求 □是 □否

土地出让对近零能耗建设的要求 □是 □否

土地出让对零碳建筑建设的要求 □是 □否

总用地面积（m
2
） 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m
2
） 计容建筑面积（m2）

政府资金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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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单体信息

序

号

建筑

名称

建筑

类型

结构

类型

地上建

筑

面积

（m2）

地下建

筑

面积

（m2）

建筑

层数

建筑

高度

（m）

绿色

星级

1
2
3
…

4.2.2 绿色建筑技术关键指标

表 4.2.2绿色建筑技术关键指标

建筑

名称

建筑

类型

建筑

面积

（m2）

绿色建

筑星级

能耗

（kWh/m2·a）

绿色建

材应用

比例

（%）

太阳能

光伏面

积占屋

面面积

比例

（%）

装配率

或预制

率（%）

建筑

全装修

BIM
应用

住宅

公建

是

否

是

否

住宅

公建

是

否

是

否

4.2.3 绿色建筑星级自评价及关键指标技术措施

1 绿色建筑自评价

表 4.2.3-1绿色建筑星级自评价

分项 总分 最低得分 自评得分

控制项基础（Q0） 400 400
安全耐久（Q1） 100 30
健康舒适（Q2） 100 30
生活便利（Q3） 70 21
资源节约（Q4） 200 60
环境宜居（Q5） 100 30

提高与创新加分项（QA） 100 /
自评总分（Q）

自评等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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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2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技术要求

技术名称 规定值 设计值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提高比例

或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比例

二星级：性能提高 5%，或负荷降低 3%
三星级：性能提高 10%，或负荷降低 5%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
卧室分户墙、分户楼板空气隔声≥47dB
卧室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60dB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降低比

例
一星级 10%，二、三星级 20%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一星级 10%，二星级 20%，三星级 30%

碳减排
应明确全寿命期建筑碳排放强度，并明

确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技术措施

外窗气密性能

应符合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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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3-3绿色建筑各类指标自评价分及专业分工表

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价

分值

自评

价分
负责专业

安全

耐久

100
分

控制

项

4.1.1 场地安全

符合 符合

场地规划（总平

面）

4.1.2 结构承载及使用功能 结构

4.1.3 外部构件和设施一体化设计 建筑

4.1.4
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

连接牢固
建筑、结构

4.1.5
外门窗、幕墙的抗风压和水密

性
建筑

4.1.6 卫生间、浴室防水、防潮设计 建筑

4.1.7 安全疏散、应急通道 建筑

4.1.8 安全防护警示和引导标识 建筑

4.1.9
有可能冰冻的给水、消防管道

防冻措施
给排水

安全

评分

项

4.2.1 合理提升建筑抗震性能 10 结构

4.2.2 保障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 15 建筑

4.2.3
安全防护玻璃和防夹功能门

窗
10 建筑

4.2.4 室内外防滑措施 7 建筑

4.2.5 人车分流、道路照明 8 建筑、电气

耐久

评分

项

4.2.6 提升建筑适变性 15
建筑、水、暖、

电

4.2.7 提升建筑部件耐久性 13
建筑、水、暖、

电

4.2.8 提高结构材料耐久性 10 结构

4.2.9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装饰装

修材料
12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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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价

分值

自评

价分
负责专业

健康

舒适

100
分

控制

项

5.1.1 室内空气质量和禁烟

符合 符合

建筑、暖通

5.1.2 防止污染物串通 建筑、暖通

5.1.3 给排水系统设置 给排水

5.1.4 室外、室内建筑声环境 建筑

5.1.5 建筑照明 电气

5.1.6 室内热环境 暖通

5.1.7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建筑

5.1.8 独立控制热环境调节装置 暖通

5.1.9 地下车库一氧化碳监测装置 暖通、电气

室内

空气

品质

5.2.1 污染物浓度 12 暖通

5.2.2
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

要求
8 建筑

水质

5.2.3 供水设施 12
给排水5.2.4 水箱储水不变质 5

5.2.5 给排水管道、设备、设施标识 6

声环

境与

光环

境

5.2.6 提升室内声环境 8
建筑、暖通、电

气

5.2.7 主要功能房间隔声性能良好 12 建筑

5.2.8 充分利用天然光 12
建筑

室内

热湿

环境

5.2.9 室内热湿环境 8 建筑、暖通

5.2.10 促进过渡季节自然通风 8 建筑

5.2.11 可调节外遮阳 9 建筑

生活

便利

70分

控制

项

6.1.1 建筑与场地无障碍设计

符合 符合

建筑

6.1.2
公共交通站点（或专用接驳

车）
建筑

6.1.3
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

位
建筑、电气

6.1.4 非机动车停车场所合理方便 建筑、电气

6.1.5 合理设置设备自动监控系统 电气

出行

与服

务

6.2.1
场地与公共交通站点联系便

捷
8

场地规划

（总平面）
6.2.2 全龄化设计 8
6.2.3 公共服务 10
6.2.4 运动场地和空间 14

智能

化系

统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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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电气

6.2.6
设置 PM10、PM2.5、CO2浓度

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8 暖通、电气

6.2.7 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水质 8 给排水、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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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价

分值

自评

价分
负责专业

在线监测系统

6.2.8 设置智能化服务系统。 6 电气

资源

节约

200
分

控制

项

7.1.1 分区温度设置

符合 符合

暖通
7.1.2 降低部分负荷

7.1.3 公共区域照明控制 电气

7.1.4 能耗分项计量 暖通、电气

7.1.5 电梯节能 电气

7.1.6 水资源利用 给排水

7.1.7
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建筑

结构
建筑、结构

7.1.8 建筑造型简约 建筑

7.1.9 500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 结构

7.1.10 装配式建造 建筑

节地

与

土地

利用

7.2.1 节约集约用地 20
场地设计

（总平面）

7.2.2 地下空间 12

7.2.3 停车方式 8

节能

与能

源利

用

7.2.4 优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10 建筑

7.2.5 冷热源机组能效 10
暖通7.2.6 末端及输配系统能耗 6

7.2.7 过渡季节节能 6
7.2.8 节能电气设备及控制措施 8 电气

7.2.9 采取措施降低建筑能耗 10 暖通、电气

7.2.10 可再生能源利用 15 水、暖通、电气

节水

与水

资源

利用

7.2.11 节水器具 14 给排水

7.2.12 节水灌溉 7
给排水、场地规

划

7.2.13 空调冷却水系统的节水 7 暖通

7.2.14
景观水体与雨水及河道水结

合
5 建筑、给排水

7.2.15
合理使用非传统水源及河道

水
12 给排水

节材

与绿

色建

材

7.2.16 土建装修一体化 8 建筑

7.2.17
合理选用建筑结构材料与构

件
8 结构

资源

节约

7.2.18 工业化内装部品比例 8 建筑装饰

7.2.19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 8
建筑、结构7.2.20 利废材料 8

7.2.21 绿色建材 10
环境

宜居

控制

项

8.1.1 日照标准
符合 符合

场地规划

（总平面）8.1.2 室外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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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价

分值

自评

价分
负责专业

100
分

8.1.3 幕墙反射光控制措施

8.1.4 绿地合规及绿化方式 建筑

8.1.5
场地竖向设计有利于雨水收

集
建筑、给排水

8.1.6 标识系统 建筑

8.1.7 建筑场地无超标污染源 暖通

8.1.8 垃圾分类收集 场地规划、建筑

场地

生态

与景

观

8.2.1 场地生态环境 8
场地规划

（总平面）

8.2.2 绿化用地 12
8.2.3 室外吸烟区布局合理 8
8.2.4 生活垃圾收集站、垃圾房设置 6

海绵

城市

8.2.5 场地雨水年径流总量 10 建筑、给排水

8.2.6 场地雨水年径流污染控制 6 建筑、给排水

8.2.7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14 建筑、给排水

室外

物理

环境

8.2.8 场地内环境噪声 8 建筑或总图

8.2.9
室外照明及显示屏光污染控

制
10 建筑、电气

8.2.10 风环境 8 场地规划

（总平面）8.2.11 降低热岛强度 10

提高

与

创新

210
分

加分

项

9.2.1
建筑风貌、自然环境、既有资

源
30 建筑

9.2.2 提升室内环境舒适性 15 建筑、暖通

9.2.3
进一步降低供暖空调系统能

耗
20 暖通

9.2.4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照明独立分项计量
10 电气

9.2.5 实现建筑柔性供电 20 电气

9.2.6
景观水体设计与海绵城市理

念
10 景观、给排水

9.2.7
符合工业化建造的结构体系

与建筑构件
10 结构

9.2.8 降低碳排放强度 30 各专业

9.2.9 绿容率 5 场地规划、景观

9.2.10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15 各专业

9.2.12 智能建造 15 各专业

9.2.14 其他创新措施 30 各专业

总分 Q=Q1+Q2+Q3+Q4+Q5+QA/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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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能耗

表 4.2.3-4建筑能耗设计指标

序号 单体名称 建筑性质

建筑能耗

(kWh/m²·a)
建筑碳排放

（kgCO2/m²·a）

限值 设计值 限值
设计

值

3 绿色建材

表 4.2.3-5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序号 绿色建材产品名称 应用比例（%）

1
2
3
…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总计（%）

4 可再生能源

表 4.2.3-6 可再生能源利用

序号 名称 数值

1 项目计容建筑面积（m2）

2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值（kWh/a）
3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kWh/a）
4 可再生能源利用品种

5 太阳能光伏板外框尺寸面积（m2）

6 太阳能集热器外框尺寸面积（m2）

7 地源热泵提供的空调供暖热负荷（kW）

8 地源热泵提供的生活热水系统的平均日供水量（m3/d）
9 空气源热泵提供的空调供暖热负荷（kW）

10 空气源热泵提供的生活热水系统的平均日供水量（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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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全装修

表 4.2.3-7 全装修实施情况

建筑类型 全装修规定 设计实施情况

住宅建筑

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

粉刷完成，门窗、固定家具、设

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

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

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粉

刷完成

门窗、固定家具、设备管线、开关插

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

公共建筑

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

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

本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公共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

成

水、暖、电、通风等基本设备全部安

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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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建 筑

4.3.1 建筑专业绿色设计包括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和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二大类。

4.3.2 施工图设计说明中场地设计、景观设计、建筑用料、装修做法等应符合绿

色建筑设计要求，并表示相关技术内容，绿色建筑专篇相关技术措施、数据应与

其内容一致。

4.3.3 绿色建筑专篇（文字说明）

1 设计依据

1） 与绿色建筑有关的依据性文件的名称和文号，包括：规划部门的选址意

见书（土地出让合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用地红线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的立项批文、市政管线条件、河道取水批文、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对绿色建筑要求的批文等；

2） 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律法规、标准；

3） 地方政府管理文件。

2 绿色建筑星级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表 4.3.3-1）。

表 4.3.3-1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控制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提高

与创新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价得分

自评价总得分

绿色建筑星级

注：得分计算规则详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JT08-2090-2024。

3 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

1） 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有关的绿色技术选项（表 4.3.3-2）；

表 4.3.3-2 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

价

分

值

自

评

价

分

备

注

安全

耐久

控制项 4.1.1 场地安全 -
安全 4.2.5-1 人车分流 5

生活 控制项 6.1.1 建筑与场地无障碍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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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

价

分

值

自

评

价

分

备

注

便利 6.1.2 绿色出行 -

6.1.3
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D)
-

6.1.4 非机动车停车场所合理方便 -

出行与服务
6.2.1 场地与公共交通站点联系便捷 8
6.2.3 公共服务配套 10
6.2.4 运动场地和空间（不含楼梯间外窗） 12

资源

节约

节地与

土地利用

7.2.1 节约集约用地 20
7.2.2 地下空间 12
7.2.3 停车方式 8

7.2.12-2 种植无需长期灌溉的绿化植物 7

环境

宜居

控制项

8.1.1 日照标准 -
8.1.2 室外热环境 -
8.1.3 配建绿地及其绿化方式 -
8.1.4 海绵城市设计※（S） -
8.1.5 竖向设计有利于雨水收集※（S）

8.1.6 标识系统 -
8.1.7 无超标污染源※（S、N） -
8.1.8 垃圾分类收集 -

场地

生态与景观

8.2.1 场地生态环境 8
8.2.2 绿化用地 12
8.2.3 室外吸烟区布局合理 8
8.2.4 生活垃圾收集站、垃圾房设置 6

海绵城市

8.2.5 场地雨水年径流总量※（S） 10
8.2.6 场地雨水年径流污染控制※（S） 6
8.2.7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S） 14

室外

物理环境

8.2.8 环境噪声 8
8.2.10 风环境 8
8.2.11 热岛强度 10

提高与

创新
加分项

9.2.1 建筑风貌、自然环境、既有资源 30
9.2.9 绿容率 5

注：1 表中内容可根据绿色建筑技术选项删减；

2 屋顶绿化应在备注栏中填写绿化类型（简单式、花园式、组合式）及覆土厚度；

3 凡标注有“※”的技术内容，标示该条文与其他专业也有关系，J-建筑专业，G-结构专业，S-给排

水专业，N-暖通专业，D-电气专业，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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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绿色技术措施

安全耐久

a.场地危害、污染处理（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电磁辐射、等危害）、

污染源控制（噪声、废气、废水等）；

b.交通设计人车分流。

生活便利

a.场地内外交通设施情况：周边公共交通（公共汽车站点、轨道交通站点等）、

周边社会公共停车场（库）等资源可利用的情况；基地出入口距上述交通设施的

步行距离，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情况；场地内机动车（含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无障碍汽车停车位）和非机动车（含非机动车充电设施）停车数量、位

置情况；

b.场地内外公共服务设施情况：周边（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群众文化、

体育活动设施、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资源可利用、可共享的

情况；基地出入口距上述公共服务设施的步行距离；场地和建筑可面向社会提供

的公共服务功能、公共活动空间的设置情况，场地内围墙、开放步行公共通道、

地道、人行天桥等的设置情况；

c.场地内外运动场地和空间情况：周边开敞空间（居住区公园、城市绿地、

广场、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等）资源可利用、可共享的情况；基地出入口距开敞

空间的步行距离。

资源节约

a.土地利用：场地性质、公共建筑容积率、住宅建筑人均用地面积；

b.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地下层数、主要功能、住宅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

建筑面积比率，公共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与

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c.停车场所：住宅建筑地面停车位数量与住宅总套数的比率、公共建筑地面

停车占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d.绿化种植种类、浇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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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宜居

a.日照标准：场地内外的日照要求及设计达到的日照时数；

b.室外场地环境：室外热环境、声环境、场地内污染源（噪声、废气、废水）

处理措施、生活垃圾收集站、垃圾容器间的布置；

c.场地生态环境保护或修复补偿：自然水域保护、净地表层土回收利用等；

d.绿地设计：公共建筑绿地率、公共建筑的绿地开放性、住宅建筑人均集中

绿地面积、住宅绿地内乔木、植物类型要求；

a.室外吸烟区的布置；

b.场地雨水控制设计：绿地标高的设置，下凹绿地、雨水花园、人工湿地、

硬质地面透水铺装等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位置、面积及比例、屋面道路雨水收集

利用；

c.场地风环境分析：建筑物周围人行区风速、户外休息区、儿童娱乐区风速

放大系数，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过渡季及夏

季人活动区通风、迎风面最小风压处和背风面的最大风压处的压差等；

d.降低热岛强度的措施：建筑物、构筑物遮阴措施及面积、绿化遮阴等。

提高与创新

a.因地制宜建设绿色建筑：特色风貌建筑设计、融合自然生态环境、利用既

有资源；

b.场地绿容率计算：合理配置植物种类，充分考虑绿化覆盖面积。

4 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

1）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表 4.3.3-3）。

表 4.3.3-3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价分

值

自评分

值
备注

安全

耐久

控制项

4.1.3 外部设施一体化设计 -
4.1.5 外门窗、幕墙的物理性能 -
4.1.6 卫生间、浴室防水设计 -
4.1.7 紧急疏散、应急救护通畅 -
4.1.8 安全防护警示和引导标识 -

安全

4.2.2 保障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 15

4.2.3
安全防护功能玻璃和防夹功

能门窗
10

4.2.4 室内外防滑措施 7



39

耐久

4.2.6-1 通用开放、灵活可变空间 6
4.2.7-2 建筑部品耐久性※（S、N） 5
4.2.9 耐久易维护装饰装修材料 12

健康

舒适

控制项

5.1.1 室内空气质量和禁烟 -
5.1.2 防止污染物串通※（N） -
5.1.4 建筑声环境 -
5.1.7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

室内空

气品质

5.2.1-1 污染物浓度 6

5.2.2
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

要求
8

声环境

与光环

境

5.2.6 室内声环境噪声控制 8
5.2.7 主要功能房间隔声性能 12
5.2.8 充分利用天然光 12

室内热

湿环境

5.2.9-1 良好的室内热湿环境※（N） 8
5.2.10 促进过渡季节自然通风 8
5.2.11 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 9

资源

节约

控制项

7.1.5 节能电梯、扶梯※（D） -
7.1.8 建筑造型简约 -
7.1.10 装配式建造 -

节能与

能源利

用

7.2.4 优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N） 10
7.2.16 土建装修一体化 8

7.2.18
建筑装修选用工业化内装部

品
8

7.2.19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G） 8
7.2.20 利废材料※（G） 8
7.2.21 绿色建材※（G） 10

提高

与

创新

加分项

9.2.2-1 污染物浓度比规定值降低 10

9.2.10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

术※（G、S、N、D）
15

注：1表中内容可根据住宅建筑、公共建筑类型选项，未选用技术可删减；

2凡标注有“※”的技术内容，标示该条文与其他专业也有关系，J-建筑专业，G-结构专业，S-给排

水专业，N-暖通专业，D-电气专业，应予以关注。

2） 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的绿色建筑技术措施

安全耐久

a. 建筑围护设施（外墙、屋面、门窗、外保温等）、外部设施（外遮阳、室

外机位、太阳能设施、墙面绿化等）一体化设计情况及检修维护条件；

b. 外门窗及幕墙的选型选材及物理性能；

c. 屋面、外墙、卫生间、浴室等潮湿房间的防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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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阳台、外窗、窗台、防护栏杆、建筑物出入口的安全措施、安全防护功能

的产品或配件（安全防护玻璃、防夹门窗）；

e. 室内、室外地面、楼面（出入口、公共区域、有水房间、活动场所、坡道

楼梯等）防滑措施；

f. 建筑适变性措施：开放灵活的使用空间设计、管线分离设计、适应性设备

布置或控制方式。

健康舒适

a. 建筑主要用料表及室内装饰装修用料表应明确所选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指

标；

b. 设计说明应明确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要求、围护构件构造组成及外

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等构件的隔声性能；

c. 明确住宅建筑起居室和卧室的窗地比、公共建筑室内主要功能房间天然采

光面积比例；

d. 采用技术措施（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改善内区采光、地下空间采光、

眩光控制时，说明使用部位、数量及面积比例；

e. 建筑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比例；

f.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设置位置、选用类型及可调节遮阳设施占外窗透明部分

的面积比例。

生活便利

a.公共空间的墙、柱阳角处理措施；

b.容纳担架的无障碍电梯设置情况，施工图设计说明中的电梯一览表应明确

无障碍电梯、容纳担架电梯，注明电梯井道及轿厢尺寸，应有电梯编号并应与图

纸编号一致；

c.自然采光楼梯间的设置情况。

资源节约

a.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比例及措施；

b. 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

c. 电梯、自动扶梯节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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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节材措施：建筑造型设计及装饰构件造价比例、土建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

计、装配式建筑内装系统部品种类及占比；

e. 绿色建材：可再利用可循环材料的选用及占比、利废材料的选用及占比、

绿色建材的选用及占比，选用材料应体现在施工图设计说明中的主要用料中，并

应与施工图设计说明一致。

提高创新

a. 室内污染指数控制措施；

b. 降低碳排放措施；

c. 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应用情况；

d. 其他提高创新设计。

4.3.4 场地规划与室外环境设计图纸（总平面设计图纸）

1 场地的区域位置图

应表示出周边公共交通（公共汽车站点、轨道交通站点等）、公共服务设施

（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群众文化、体育活动设施，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等）、周边社会公共停车场（库）、周边居住区公园或城市公园绿

地广场、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等开敞空间的设置情况及其与基地出入口的步行距

离。

2 总平面图

1）利用基地内的旧建筑改造时，总平面图应反映改造（建）利用的旧建筑、

构筑物、古树名木等的位置及相关尺寸，并应明确改造后的用途，标注建筑名称；

2）反映场地内可提供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步行公共通道、室外健身场地；

3）应反映垃圾收集用房位置、定位尺寸及所需场地；

4）应反映室外吸烟区的位置，标注与建筑出入口、进、排风口和外窗开启

扇、儿童老人活动场所的距离；

5）设有餐饮商业建筑时，应标注餐饮建筑及油烟排放的位置；

6）采用绿化屋顶时，总平面图应反映绿化屋顶所在位置；

7）交通总平面图应反映车行及人行流线、机动车（含电动汽车停车位、无

障碍停车位）和非机动车（含非机动车充电车位）的布置位置、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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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场地设计利用缓冲区或隔离带降低幕墙、外墙坠物风险时，应明确缓冲

区、隔离带的位置、尺寸或距离；

9）场地内拟建的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硬质地面中设置透水铺装的范围及

其面积比例应有表示，宜绘制透水铺装局部总平面示意图；

10）采用下凹绿化、雨水花园、立体绿化等绿色雨水设施时，绿化分析图应

有表示，并应明确其面积比例。宜绘制局部场地剖面图，并标注下凹绿地、雨水

花园的标高尺寸；

11）根据绿色技术选项需要绘制的立体绿化布置图、硬质地面透水铺装示意

图、场地或屋面绿化布置图、无障碍设施布置图、绿容率计算分析图等。

3 总平面交通流线分析图

1）总平面交通设计图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交通设计及停

车场（库）设置标准》DG/TJ08-7-2021附录 A的相关要求。

2）应明确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组织,保障交通流线顺畅,减少交织,

避免人车冲突

3）应标明各种交通组织流线,标注宽度、半径和净空等相关几何尺寸；

4）应标明基地外部相邻道路等级、红线宽度和公交站点位置;

5）邻近桥梁的，还应标明桥梁坡度、起坡点位置及至出入口间距。

4.3.5 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设计图纸（建筑设计图纸）

1 平面图

1）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的主要功能房间布置应与设计说明一致；

2）应在楼层平面图和屋顶平面图中分别反映建筑新风、排风及餐饮厨房油

烟竖井的平面位置；

3）当屋顶设置太阳能光伏（光热）组件时，应绘制包含太阳能光伏（光热）

组件的屋顶平面图；

4）建筑出入口应表达雨棚等防坠落设施；

5）采用技术措施（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改善地下、地上室内自然采

光的房间应标注设施位置及尺寸，应有节点构造详图索引；

6）当采用露台、屋顶绿化时，应绘制绿化露台、屋顶平面图，标注种植范

围尺寸及面积，并应有节点构造详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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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或光伏系统时，应绘制太阳能热水系统或光伏系

统集热板的屋顶（平台）平面布置图；

8）产生较大噪声的机电设备用房、管井、电梯井等噪声源空间与有安静要

求的空间相邻时，应有隔声减振措施节点构造详图索引；

9）宜在建筑出入口、门厅、走廊、卫生间、浴室等楼地面注明防滑等级；

10）应在临空部位注明安全防护设施，应有节点构造详图索引；

11）注明无障碍电梯、容纳担架电梯，并标注电梯井道尺寸。

12）凡引用标准设计图集的详图，应注明图集名称、页码及节点详图编号。

2 立面图

1）建筑立面图应标注装饰构件、女儿墙的高度尺寸及高出建筑主体的高度

尺寸；

2）当采用垂直绿化时，应绘制垂直绿化的建筑立面；

3）当立面采用太阳能光伏（光热）组件时，应绘制包含太阳能光伏（光热）

组件的立面图；

4）采用分体空调时，应在立面图中表示空调室外机位，室外机位应方便安

装，并应考虑运营维修的安全要求；应有节点构造详图索引；

5）出入口应绘制外挑雨蓬或其他防坠物设施，并注明尺寸，应有节点构造

详图索引；

6）采用可调节室外遮阳措施时，应在立面图中表示建筑遮阳构件，应有节

点构造详图索引；

7）凡引用标准设计图集的详图，应注明图集名称、页码及节点详图编号。

3 剖面图

1）应反映建筑新风和排风竖井分布位置及间距和高度；

2）采用技术措施（天窗、反光板、导光管等）改善室内自然采光时，应绘

制所在位置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并在剖面图标注索引号；

3）当采用垂直绿化时，应绘制所在位置的剖面图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并

在剖面图标注索引号；

4）当采用屋顶绿化时，应在屋顶绿化的部位绘制剖面或局部放大剖面详图，

并在剖面图标注索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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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采用屋顶天窗时（包括地下室顶板），应在天窗部位绘制剖面或局部

放大剖面详图，并在剖面图标注索引号；

6）应反映窗台、临空防护栏杆（板），标注其高度尺寸，应绘制节点构造

详图，并在剖面图标注索引号；

7）应标注女儿墙高度及装饰构件的位置及高度尺寸，应绘制节点构造详图，

并在剖面图标注索引号；

8）当设置架空层对外开放空间时，应反映架空层位置及相关尺寸，并在剖

面图标注索引号；

9）出入口应绘制外挑雨蓬或其他防坠物设施，并注明尺寸，绘制节点构造

详图，并在剖面图标注索引号；

10）凡引用标准设计图集的详图，应注明图集名称、页码及节点详图编号。

4 详图

1）绿化屋顶、外墙垂直绿化等节点，标注覆土厚度尺寸，标注各层材料名

称及具体技术要求；

2）外挑雨蓬或其他防坠物设施、建筑遮阳、装饰构件、安全防护栏杆等节

点，标注材料及尺寸、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等；

3）隔声、减振楼板等节点，标注各层材料名称及具体技术要求；

4）标准化设计的建筑构件详图；

5）门窗立面图，应绘制开启方式，有通风要求的外窗应明确可开启面积，

如采取防夹功能或有启闭次数更高要求，应在门窗立面图和门窗表中注明。

4.3.6 计算书及模拟分析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可根据选项取舍）

1 计算书

1）建筑节能计算书；

2）居住区热岛强度计算书；

3）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工程总造价比例计算书；

4）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书。

2 模拟分析报告

1）日照模拟分析报告；

2）幕墙反射光影响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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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环境模拟分析报告；

4）场地环境噪声分析报告；

5）室内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

6）室内自然采光模拟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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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结 构

4.4.1 设计要求

结构施工图设计应满足绿色建筑设计要求，绿色建筑设计说明、设计图纸表

达内容及技术措施应统一。

4.4.2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1 设计依据

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包括标准的名称、编

号、年号和版本号）；

2 绿色建筑星级

1）绿色建筑星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2）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表 4.4.2-1）。

表 4.4.2-1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控制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提高

与创新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自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价得分

自评价总得分

注：得分计算规则详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JT08-2090-2024

3 与结构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表 4.4.2-2）；

表 4.4.2-2 与结构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类别 条目 评价标准 评分项条文 分数
自评

得分
备注

安全

耐久

控制项

4.1.2 结构承载及使用功能 -

4.1.4
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连接牢固※

（J）
-

评分项
4.2.1 合理提高建筑抗震性能 10
4.2.8 提高结构材料耐久性 10

资源

节约

控制项 7.1.7 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建筑结构※（J） --

评分项

7.2.17 合理选用建筑结构材料与构件 8
7.2.19 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J） 8
7.2.20 利废建材※（J） 8
7.2.21 绿色建材※（J） 10

提高与

创新
加分项

9.2.7
采用符合工业化建造要求的结构体系与

建筑构件※（J）
10

9.2.10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J、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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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注：1 表中内容可根据绿色建筑得分选项删减；

2 凡标注有“※”的评价标准条文，标示该条文与其他专业相关，J-建筑专业，G-结构专业，S-给排

水专业，N-暖通专业，D-电气专业，应予以关注。

4 建筑形体和布置规则性的判定；

5 合理提高建筑抗震性能的措施；

6 建筑结构高强材料的应用

1）混凝土结构：高强钢筋的强度等级及用量比例；高强混凝土或高性能混

凝土的用量比例；

2）钢结构：高强钢材强度等级及用量比例。

7 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的运用

1）按 100年进行耐久性设计；

2）采用耐久性好的建筑结构材料。

8 装配式建筑单体的结构体系、预制构件类型、预制率或装配率、标准化率

（若有）。

4.4.3 设计图纸

1 结构设计总说明和图纸应反映相关绿色技术的内容；

2 非结构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详图；

3 装配式结构预制构件布置图和详图。

4.4.4 计算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可根据得分选项取舍）

1 混凝土结构：高强钢筋的用量比例计算书；采用高强混凝土或高性能混凝

土的应用部位及用量比例计算书；

2 钢结构：高强度钢材用量比例计算书；

3 装配式建筑：预制率或装配率计算书、标准化率计算书（若有）；

4 其他设计选用的绿色建筑技术相关的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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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给水排水

4.5.1给排水施工图设计应满足绿色建筑设计要求，绿色建筑设计专篇与设计图纸

表达内容及技术措施应统一。施工图设计、施工说明应编制绿色建筑节水、节能

设计专篇（章节），表达内容及技术措施应与绿色建筑设计专篇统一。

4.5.2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1 设计依据

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包括标准的名称、编

号、年号和版本号）；当项目取用河道水时，提供河道水文水质资料及河道取水

有关部门批文。

2 绿色建筑星级

1） 绿色建筑星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2）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表 4.5.2-1）。

表 4.5.2-1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控制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提高

与创新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自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价得分

自评价总得分

注：得分计算规则详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JT08-2090-2024。

3 与给排水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内容（表 4.5.2-2）

表 4.5.2-2与给排水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价

分值

自

评

价

分

备

注

安全

耐久

控制项 4.1.9 有可能冰冻的给水、消防管道防冻措施 -

耐久

4.2.6-2、3
2 管线分离※（N、D） 6

3设备设施布置适应建筑空间变化

※（J、N、D）
3

4.2.7
耐久管材管件及配件

※（（J、N、D）
13

健康

舒适

控制项 5.1.3 给排水系统设置 -

水质

5.2.3 供水设施 12
5.2.4 水箱储水不变质 5
5.2.5 给排水管道、设备、设施标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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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便利

智慧运

行
6.2.7

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水质在线监测

系统※（D）
8

资源

节约

控制项 7.1.6 水资源利用 -
节能与

能源利

用

7.2.10
可再生能源利用-生活热水

※（N、D）
15

节水与

水资源

利用

7.2.11 节水器具 14
7.2.12-1 节水灌溉 7

7.2.14
景观水体与雨水及河道水结合

※（J）
5

7.2.15 合理使用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 12

环境

宜居

控制项 8.1.5 竖向设计有利于雨水收集※（J） -

海绵城

市

8.2.5 场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J） 10
8.2.6 场地雨水年径流污染控制※（J） 6

8.2.7-2、-3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J） 6

提高

与

创新

加分项

9.2.6 景观水体设计与海绵城市理念※（J） 10
9.2.8 降低碳排放强度※（J、G、N、D） 30
9.2.10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J、G、N、D） 15
9.2.14 其他创新措施 30

注：1 表中内容可根据绿色建筑技术选项删减；

2 凡标注有“※”的评价标准条文，标示该条文与其他专业也有关系，J-建筑专业，G-结构专业，S-

给排水专业，N-暖通专业，D-电气专业，应予以关注。

4 安全耐久

管道防冻措施；给排水管线与墙面、顶面、地面分离情况；设备设施布置适

应建筑空间变化具体措施；耐久给排水管材管件及管件。

5 健康舒适

各类系统用水水质标准；水池（箱）消毒清洗计划；便器水封设置；非传统

水源管道和设备永久性标识；

生活饮用水池（箱）材质及防储水变质措施；给排水管道及设备的永久性标

识。

6 生活便利

用水远传计量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7 资源节约

1） 用水计量；用水点水压控制；水池（箱）水位联动措施；阀门装置联动；

节水器具；公用浴室节水措施；

2） 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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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水器具的水效等级，及数量占比；

4） 绿化灌溉水源、节水灌溉方式及节水控制措施；

5） 室外景观水体补水水源；雨水进入景观水体前，采取消减径流污染措施；

6） 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利用，水源、回用用途、各用水占其用水年总用水

量比例。

8 环境宜居

详见海绵城市设计专篇。

4.5.3设计图纸

1给排水设计说明，说明应反映涉及相关绿色技术的内容，并应与绿建设计

专篇一致；

2给水总平面图，应反映市政引入管水表设置情况；

3给排水平面图，应反映涉及相关绿色技术的内容；

4给水系统、热水系统、雨水系统、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利用等系统图

1） 给水系统图中，应标注水表用途、减压阀设置位置；

2） 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利用系统图中，应分别设置补水水表和分类供水水

表；

3） 采用可再生能源（空气源热泵、太阳能等）加热生活热水，应有制热设

备平面图及系统（原理）图、供热设备热水系统（原理）图。

5给水泵房详图、水池（箱）详图、卫生间详图及公用浴室详图等反映涉及

相关绿色技术的内容；

6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

1）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说明（或计算书），包含海绵设施规模、汇入雨水量、

设施滞蓄和入渗雨水的能力，下凹式绿地等的比例、屋面及场地雨水进入地面生

态设施的比例、透水铺装面积比例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

设计控制雨量、调蓄设施容积及选型等内容；

2） 设计图纸，含汇水分区平面图、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海绵设施定位坐

标与定位尺寸图、场地竖向设计图（建筑专业相关图纸）、室外雨水排水总平面

图、海绵设施详图、雨水回用设施详图等。

7设备材料表中应有给水及热水水箱材质、热泵设备能效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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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计算书

1节水用水量；

2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利用计算，包括各系统利用非传统水源及河道水的用

水量及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等；

3热水用水量、耗热量；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年生活热水耗热量、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计算，及设备选型；

4用水点压力计算书，计算压力超过 0.20MPa的支管楼层应与给水系统图减

压阀位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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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4.6.1施工图设计说明中应编制绿色建筑设计专篇，绿色建筑设计文件包括绿色建

筑设计专篇和设计图纸。

4.6.2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1 设计依据

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相关规范、标准、规程等（包

括标准的名称、编号、年号和版本号）；

2 绿色建筑星级

1） 绿色建筑星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2）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表 4.6.2-1）。

表 4.6.2-1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控制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提高

与创新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自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价得分

自评价总得分

注：得分计算规则详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JT08-2090-2024。

3 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表 4.6.2-2）

表 4.6.2-2 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

价

分

值

自

评

价

分

备

注

安全

耐久
耐久

4.2.6-2、3
2.建筑结构与设备管线分离※（S、D） 6

3.设备设施布置适应建筑空间变化※

（S、D）
3

4.2.7-2 提升建筑部件耐久性※（J、S） 5

健康

舒适

控制项

5.1.2 防止污染物串通※（J） -
5.1.6 室内热环境 -
5.1.8 独立控制热环境调节装置 -
5.1.9 地下车库一氧化碳监测装置※（D） -

室内空气品质 5.2.1-2 污染物浓度 6
声环境与

光环境
5.2.6-2 设备隔声减振※（D） 4

室内热湿环境 5.2.9 室内热湿环境※（J）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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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便利

控制项 6.1.5 合理设置设备自动监控系统※（D） -

智慧运行 6.2.6
设置 PM10、PM2.5、CO2浓度的空气

质量监测系统※（D）
8

资源

节约

控制项

7.1.1 分区温度设置 -
7.1.2 降低部分负荷 -
7.1.4 能耗分项计量※（D） -

节能与

能源利用

7.2.4-2 优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J） 10
7.2.5 冷热源机组能效 10
7.2.6 末端及输配系统能耗 6
7.2.7 过渡季节节能 6
7.2.8-3 节能型设备※（S） 2
7.2.9 采取措施降低建筑能耗※（D） 10
7.2.10 可再生能源利用※（J、S、D） 15

节水与水资源

利用
7.2.13 冷却水节水 7

环境

宜居
控制项 8.1.7 无超标污染源※（J、S） -

提高

与

创新

加分项

9.2.2 提升室内环境舒适性※（J） 15

9.2.3
进一步降低供暖空调系统能耗※（J、

D）
20

9.2.10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J、G、S、D） 15
注：1 表中内容可根据绿色建筑技术选项删减；

2 凡标注有“※”的技术内容，标示该条文与其他专业也有关系，J-建筑专业，G-结构专业，S-给排

水专业，N-暖通专业，D-电气专业，应予以关注。

4 安全耐久

1） 建筑结构与暖通设备管线分离措施（墙体与管线分离、设公共管井集中

布置设备主管线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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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成的单元式设备等）；

3） 设备与管道耐久性提升措施（规定各类设备、管材及辅材、附件及阀件

等的使用年限，采用使用寿命长的设备、部件、管材和配件；选用不同使用寿命

的部件组合时，采用有利于分别拆换、更新和升级改造的构造形式）。

5 健康舒适

1） 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防止污染物串通

及排气倒灌措施；

2） 室内热湿环境保障措施（室内温度、相对湿度、人员活动区风速、人员

新风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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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功能房间可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布置措施；

4） 地下车库空气质量监测措施（CO传感器设置的区域、位置、数量、高

度等，排风联动控制策略及监测要求等）；

5） 颗粒污染物浓度等室内空气品质控制措施（设置过滤净化处理装置，并

明确 PM10、PM2.5、TVOC等指标要求）；

6） 空调通风设备隔声减振处理措施（锅炉、冷水机组、冷却塔、大型风机

等设备）；

7） 室内热湿环境评价，对于自然通风\复合通风建筑或采用人工冷热源建筑

的室内热湿环境整体评价。

6 生活便利

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空调系统监测和自动控制，监控点位布置、系统原

理等；

2）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PM10、PM2.5、CO2等传感装置设置的区域、位置、

数据存储、实时显示及超标警示要求等。

7 资源节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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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供暖、空调系统分区设计（说明冷热源系统形式、参数和应用区域，供

暖、空调水系统形式、输配方式和系统划分，机械通风系统设计，空调风系统形

式、参数和系统划分）；

3） 能耗计量及监测系统(公共建筑冷热源、输配系统等各部分能耗独立分项

计量)；

4） 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措施（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优化等）；

5） 冷热源系统主机设备的规格（制冷量、制热量、耗电量、耗气量等）、

数量及其能效指标设计选型值与规定限值的对照情况（在名义工况下锅炉或热水

机组的热效率，在名义制冷工况下冷水（热泵）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风冷多联

式空调（热泵）机组的全年性能系数、风冷热泵型单元式空调机的全年性能系数、

热泵型房间空调器的全年性能系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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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风、空调系统各类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Ws设计值及限值对照以及供

暖、空调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度及温差、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 EHR-h、

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耗电输冷（热）比 EC（H）R-a的设计值和限定值对照；

7） 过渡季与冬季节能运行的技术措施，如可变新风比或全新风供冷、冬季

利用冷却塔免费供冷等；

8） 水泵、风机的节能选型；

9） 建筑能耗降低措施（建筑供暖、空调系统优化，如超低能耗建筑、高效

制冷机房等）；

10） 可供利用的可再生能源条件、可再生能源系统设计情况及利用比例；

11） 空调冷却水设计、水处理措施（如加大集水盘、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

箱等方式），或采用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

8 环境宜居

锅炉或热水机组所用的燃料种类，燃烧后烟气的排放方式、烟囱位置及排放

口高度；厨房油烟排放标准，排油烟净化设备的最低去除效率、排放浓度及排放

位置；对本项目或周边环境有明显影响的振动源与噪声源的环保处理措施；空调

冷热源主机设备所用冷媒的环保性能及环保指标。

9 提高与创新

1） 提升室内环境舒适性的措施；

2） 降低建筑能耗的措施；

3） 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应用情况。

4.6.3 设计图纸

1 暖通空调系统的流程图、系统图、平面图、剖面图和机房大样图等，应反

映所采用的绿色建筑设计措施；

2 流程图、系统图等，应明确反映冷热源或特殊功能系统、输配系统、能量

回收系统等内容，反映补水计量、燃气计量和用能计量等仪表配置，反映节能运

行控制策略（如排风热回收、过渡季与冬季可变新风比或全新风运行）等技术措

施；

3 平面图、剖面图、大样图等，应明确反映取新风口、排风出口的位置与高

度，反映取新风口与排风出口之间的相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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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主要设备表

1 应标明冷、热源设备（冷水机组、热泵机组、锅炉等）在名义制冷工况下

的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风冷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全年性能系数、

风冷热泵型单元式空调机全年性能系数、热泵型房间空调器的全年性能系数，在

名义工况下锅炉或热水机组的热效率等，其设计选型值与对照的规定限值，须满

足《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上海市《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DG/TJ 08-107和《热泵和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7

等各类设备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并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DG/TJ 08-2090在“冷、热源机组能效指标评分要求”中规定的能效

指标提高幅度；

2 应注明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耗

电输冷（热）比，标明各型号清水离心泵在规定点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要求；

3 应注明空气处理机组所采用的各级空气过滤净化装置、空气过滤净化指标

要求等；

4 应注明各型号风机的总效率ηt、实际单位风量耗功率Ws值和对照的规定

限值等。

4.6.5 计算书及模拟分析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可根据得分选项取舍）。

1 计算书

1）热负荷和逐项逐时冷负荷计算书；

2）单位风量耗功率（Ws）计算书；

3）耗电输冷（热）比（EC(H)R-a）计算书；

4）室内颗粒物浓度预评估计算分析报告；

5）可再生能源计算分析报告。

2 模拟分析报告（必要时，根据评分所需选择）

1）室内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

2）室内热舒适模拟分析报告；

3）建筑能耗模拟分析报告；

4）供暖空调全年负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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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电气与智能化

4.7.1施工图设计说明中应编制绿色建筑设计专篇，绿色建筑设计文件包括绿色建

筑设计专篇和设计图纸。

4.7.2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1 设计依据

绿色建筑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规和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包括标准的名称、编

号、年号和版本号）；

2 绿色建筑星级

1） 绿色建筑星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2）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表 4.7.2-1）。

表 4.7.2-1 绿色建筑自评价得分表

评价指标 控制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提高

与创新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自评价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价得分

自评价总得分

注：得分计算规则详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G/JT08-2090-2024。

3 与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表 4.7.2-2）

表 4.7.2-2 与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有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

类别 条目 技术内容

评

价

分

值

自

评

价

分

备

注

安全

耐久

安全 4.2.5-2 人车分流、道路照明 3

耐久

4.2.6-2、3
2.建筑结构与设备管线分离※（S、N） 6
3. 设备设施布置适应建筑空间变化※（S、

N）
3

4.2.7-1 提升建筑部件耐久性※（S） 8
健康

舒适
控制项

5.1.5 建筑照明 -
5.1.9 地下车库一氧化碳监测装置※（N） -

生活

便利

控制项
6.1.3 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J） -
6.1.5 合理设置设备自动监控系统※（N） -

智能化

系统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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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2.6 设置 PM10、PM2.5、CO2浓度的空气质量监 8



58

测系统※（N）

6.2.7
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

统※（S）
8

6.2.8 设置智能化服务系统 6

资源

节约

控制项

7.1.3 公共区域照明控制 -
7.1.4 能耗计量※（N） -
7.1.5 电梯节能※（J） -

节能与

能源利

用

7.2.8 节能电气设备及控制措施 8

7.2.10 可再生能源利用※（J、S、N） 15

环境

宜居

室外物

理环境
8.2.9 室外照明及显示屏光污染控制※（J） 10

提高

与

创新

加分项

9.2.4
机关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照明独立分项

计量
10

9.2.5 实现建筑柔性用电 20
9.2.10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J、G、S、N） 15

注：1 表中内容可根据绿色建筑技术选项删减；

2 凡标注有“※”的评价标准条文，标示该条文与其他专业也有关系，J-建筑专业，G-结构专业，S-

给排水专业，N-暖通专业，D-电气专业，应予以关注。

4 安全耐久

1） 步行和非机动车道的照明措施和标准；

2） 建筑结构与电气管线分离分离措施（包含墙面、顶面和地面）；

3） 电气产品设施及配件选型，建筑功能和空间变化相适应的电气设备设施

布置方式或控制方式。

5 健康舒适

1） 需明确主要场所的照度值、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统一眩光值；

2） 明确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光源和灯具的频闪效应可视度

（SVM）和儿童及青少年长时间学习或活动的场所所采用的照明光源和灯具的

频闪效应可视度（SVM）；

3） 明确地下车库设置的排风设备联动措施，并说明设置位置和原则。

6 生活便利

1） 停车场（库）的电动汽车停车位的充电设施及配电系统的容量配置；

2） 明确是否采用建筑设备自动监控系统，如采用，需明确监控的范围和系

统架构；

3） 明确能源管理系统检测的范围、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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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确所采用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应明确系统的数据存储时间、位置、

报警功能、系统架构、采集周期等；

5） 设置用水远传计量和水质在线检测系统时需明确设置的位置、系统架构

和采集周期等参数；

6） 明确所采用的智能化服务系统和服务系统的相关功能等。应明确设置的

具体系统、系统架构等。

7 资源节约

1） 明确公共区域照明系统采用的节能控制；天然采光区域的照明采取的控

制措施。

2） 建筑用能系统的主要功能、采取的计量方式、数据管理措施。

3） 垂直电梯、自动扶梯采用的节能措施；

4） 明确主要功能房间的功率密度值、人员经常活动的天然采光区域的照明

控制方式、电力变压器的能效等级等；

5）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明确技术措施和性能参数等。（无此选项得分内容

可省略）

8 环境宜居

1）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室内照明、公共区域照明和应急照

明、 室外景观照明的计量要求；

2）采用的实现建筑柔性用电的技术和用电峰值调节比例；

3）室外夜景照明设计及光污染限制或处理措施。

9 提高与创新

1） 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应用情况；

2） 其他创新技术。

4.7.3设计图纸

1 系统图

1） 能耗监测系统图：分类和分项计量内容、系统构架、计量表具和传感器

的精度和设置要求、缆线的敷设要求、外接上传的接口设置；系统图应能反映出

计量表具的具体安装位置或点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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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再生资源发电系统图：总发电量、占建筑物总变压器装机容量的比例、

系统主接线、明确负载及负载容量；明确发电接入市电的方式和控制要求；

3） 其它需要设置的智能化系统，可用框图和系统原理图表示，如信息网络

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管理系统。

2 平面图

1） 照明平面图中灯具的选型、布置及控制方式应与说明一致；

2） 能耗监测系统平面图的线路应表达清晰、标注完整，应表示监测主机的

设置位置；

3） 可再生资源发电系统平面图中应表示发电设备安装位置及设备机房的

平面布置（若在建筑立面设有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时，尚应提供立面布置图）。

4.7.4计算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可根据得分选项取舍）

1 照明计算书：典型房间和区域空间的照度、功率密度限值计算；

2 可再生能源系统计算书：发电系统的发电总负荷计算（可要求由专项设计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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