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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说明专篇

一、设计依据

1.《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 15-83-2017

2.《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3.《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229-2010

4.《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5.《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

6.《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

7.《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12

8.《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2016

9.《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1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

1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4年版）

12.《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1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年版）

14.《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2015

16.《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17.《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18.《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2008

19.《建筑幕墙》GB21086-2007

20.《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7106-2008

21.《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0151-2008

22.《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286-2013

23.《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24.国家、省、市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二、工程概况

1. 项目名称： 楚商大厦

2. 建筑功能： 办公

3. 项目用地面积： 3994.31 m
2

4. 项目建筑面积，其中地上： 16260.47 m
2
地下： 5499.4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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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平面图（标有北向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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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标明细表

指标

体系
节地与室外环境 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

利用
室内环境质量

提高

与创

涉及

专业
规划 建筑 暖通 电气 给排水 建筑 结构 建筑 暖通 电气 \

控制

项

4.1.1
☑

4.1.5☑ 5.1.1
☑

5.1.2
☑

5.1.3☑ 6.1.1☑ 7.1.1
☑

7.1.2
☑

8.1.1
☑

8.1.4
☑

8.1.3
☑

\

4.1.2
☑

4.1.6☑ 5.1.4
☑

5.1.5☑ 6.1.2☑ 7.1.3
☑

8.1.2
☑

\

4.1.3
☑

5.1.6☑ 6.1.3☑ 8.1.6
☑

\

4.1.4
☑

6.1.4☑
8.1.5
☑

\

指标

体系
节地与室外环境 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

利用
室内环境质量

提高

与创

新

涉及

专业
规划

给排

水
景观 建筑 暖通 电气

给排

水
暖通

给排

水
景观 建筑 结构 建筑 暖通 电气

各专

业

一般

项

及得

分情

况

（括

号内

填入

该项

得分

情况）

4.2.1
(18)

4.2.14
( 0 )

4.2.7
( 3 )

5.2.1
( 0 )

5.2.3-
2

( 3 )

5.2.9
( 5 )

5.2.16
-热水

（0）

6.2.8
( / )

6.2.2
( 7 )

6.2.7
(7 )

7.2.3
( 0 )

7.2.1
( 3 )

8.2.1
( 6 )

8.2.9
( / )

8.2.12
-2
(/)

11.2.1
（0）

4.2.2
(4)

4.2.13
( 6 )

5.2.2
( 6 )

5.2.5
( / )

5.2.10
( 8 )

6.2.11
( / )

6.2.3
( 8 )

6.2.12
( 7 )

7.2.4
( 4 )

7.2.2
( 0 )

8.2.2
( 3 )

8.2.11
( 3 )

11.2.2
（0）

4.2.3
(5 )

4.2.15
( 3 )

5.2.3-
1

( 0 )

5.2.6
( / )

5.2.11
( 3 )

6.2.4
( 6 )

7.2.5
( 0 )

7.2.8
( 7 )

8.2.3
( 2 )

8.2.12
-1( /)

11.2.3
（0）

建筑
4.2.4
( 4 )

5.2.4
( 0 )

5.2.7
( / )

5.2.12
(0 )

6.2.5
( / )

7.2.6
( / )

7.2.9
( 5 )

8.2.4
( / )

8.2.13
( 5 )

11.2.4
（0）

4.2.5
( 4 )

5.2.8
(/ )

5.2.16
-电量

（0）

6.2.6
( 10 )

7.2.12
( 8 )

7.2.10
( 10 )

8.2.5
( 3 )

11.2.5
（0）

4.2.6
( 4 )

5.2.13
( 9 )

6.2.9
( 5 )

7.2.14
( 4 )

7.2.11
( 0 )

8.2.6
( 8 )

11.2.6
（0）

4.2.8
( 6 )

5.2.14
( / )

6.2.10
( 0 )

8.2.7
(10 )

11.2.8
（0）

4.2.9
( 0)

5.2.15
( / )

8.2.8
( 0 )

11.2.9
（0）

4.2.10
( 3 )

5.2.16
-空调
( 0)

8.2.10
( 13 )

11.2.1
0（0）

4.2.11
( 5 )

11.2.1
1（0）

4.2.12
( /)

11.2.1
2（0）

实际得分小计（ 65 ） 实际得分小计（ 34 ） 实际得分小计（ 50 ）
实际得分小计

（ 41 ）
实际得分小计（ 53） 小计

（0）

不参

评项

及得

分情

况

4.2.12( 3 ) 5.2.5/ 5.2.8-2 / 5.2.13 / 5.2.14/5.2.15
( 32 )

6.2.1/ 6.2.5/6.2.8 /6.2.11
( 32 )

7.2.6/7.2.7/7.2.1
3/7.2.14( 25 )

8.2.3/8.2.4/8.2.9/8.2.12( 21
) 0

适用

总分

值

97分 68分 68分 75分 79分 10分

折算

后得

分 Q
67.01分 50.00分 73.53分 54.67分 67.09分 0分

权重
W 0.16 0.28 0.18 0.19 0.19 1

权重

得分
10.72 14.00 13.24 10.39 12.75 0

总分 ΣQ=W1 Q1+ W2 Q2+ W3 Q3+ W4 Q4+ W 5Q5+ Q8=61.09 分

四、绿色建筑设计技术措施汇总

建 设 目 标 及 关 键 绿 色 设 计 指 标

建设目标 省标二星A

1、规划设计技术措施

必须说明内容-控制项

1.【4.1.1】项目选址应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且应符合各类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的建设控制要求。

2.【4.1.2】场地应无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无电

磁辐射、含氡土壤等危害。

3.【4.1.3】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4.【4.1.4】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日照标准，且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5.【4.1.5】场地内人行通道采用无障碍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要求。

6.【4.1.6】总建筑面积达到 1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居住小区体育设施室外用地面积应达到人均 0.3平方米。

自选说明内容-评分项

1.【4.2.1】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容积率 4.071 。

2.【4.2.2】场地内合理设置绿化用地。 绿地率 30 % ，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

3.【4.2.3】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Rp1：1.38；

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Rp2： 68.84% 。

4.【4.2.5】场地内环境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的有关规定。

5.【4.2.6】场地内风环境有利于室外行走、活动舒适和建筑的自然通风。

1 在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

建筑物周围人行区风速小于5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大于2。

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不大于5Pa。

2 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

场地内人活动区不出现涡旋或无风区。

50%以上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大于0.5Pa。

6.【4.2.8】场地与公共交通设施具有便捷的联系。

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汽车站的步行距离 4106 m。

场地出入口步行距离800m范围内设有 23 条线路的公共交通站点（含公共汽车站和轨道交通站）。

7.【4.2.12】 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采取

表层土利用等生态补偿措施。

不参评：项目为净地交付，已完成土地的一级开发成为熟地。

2、建筑设计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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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内容-控制项

1.【5.1.1】建筑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2.【7.1.2】不得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3.【7.1.3】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4.【8.1.1】【8.2.1】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中

的低限要求。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设计值；

房间名称 设计噪声级（A声级，dB）

办公室 36.72

4.【8.1.2】【8.2.2】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

声设计规范》GB 50118中低限要求。

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

1、各类房间隔墙、楼板的空气声隔声：

房间名称 空气声隔声单值评价量+频谱修正量（dB）

办公室 48

2、相邻房间之间的的空气声隔声；外窗、外墙和门的空气声隔声：

构件名称
空气声隔声单值评价

量+频谱修正量（dB）
构件名称

空气声隔声单值评价

量+频谱修正量（dB）

隔墙 48 外墙 46

门 25 外窗 27

3、各类房间与上层房间之间楼板的撞击声隔声：

构件名称
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dB）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实验室测量）

办公室顶部的楼板 67

6.【8.1.6】屋顶和东、西外墙隔热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要求。

自选说明内容-评分项

1.【5.2.2】【4.2.4】外窗、玻璃幕墙的可开启部分能使建筑获得良好的通风。（有严格的室内温湿度要求、不

宜进行自然通风的建筑或房间，本条不参评；18层以上部分不参评）；建筑设计避免产生光污染。

幕墙可开启面积比例 12.11 %。

2.【5.2.3】【11.2.1】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降低幅度达到 7.11 %。

4.【7.2.1】择优选用建筑形体。根据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规定的建筑形体

建筑形体 不规则；

6.【7.2.6】卫浴间采用整体化定型设计。

不参评：非旅馆建筑；

9.【7.2.9】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的比例 100 %。

10.【7.2.12】采用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 10.64 %。

11.【8.2.3】【8.2.4】采取减少噪声干扰的措施。

建筑平面、空间布局合理，没有明显的噪声干扰；

不参评：非旅馆建筑。

不参评：不含100人规模以上的多功能厅、接待大厅、大型会艺术、讲堂、音乐厅、教室、餐厅和其他

有声学要求的重要功能房间。

12.【8.2.5】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具有良好的户外视野，能通过外窗看到室外自然景观，无明显视线干扰。

13.【8.2.6】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要求。（对于建

筑中不需要考虑天然采光的房间，如档案保密室、暗室以及商场中的KTV房间、酒吧空间等，这些房间

不参评）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要求的面积比例 98.74 %。

14.【8.2.7】改善建筑室内天然采光效果。

主要功能房间有合理的控制眩光措施；

16.【8.2.10】优化建筑空间、平面布局和构造设计，改善自然通风效果。

17.【8.2.11】气流组织合理。

避免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或室外活动场所。

3、结构设计技术措施

必须说明内容-控制项

1.【7.1.2】混凝土结构中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不低于400MPa级的热轧带肋钢筋。（适用于混凝

土结构的各类民用建筑）

自选说明内容-评分项

2.【7.2.8】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

3.【7.2.9】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的比例 100 %。

4.【7.2.10】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

混凝土结构部分：☑ 400MPa级及以上受力普通钢筋的比例 Rsb= 95% ；

4、给排水设计技术措施

必须说明内容-控制项

1.【6.1.1】【6.1.2】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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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系统设置应合理、完善、安全。

2.【6.1.3】【6.2.6】【11.2.4】应采用节水器具。

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 2 级。

自选说明内容-评分项

1.【6.2.2】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

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使用耐腐蚀、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件；

室外埋地管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

设计阶段根据水平衡测试的要求安装分级计量水表；运行阶段提供用水量计量情况和管网漏损检测、整

改的报告；

3.【6.2.3】给水系统无超压出流现象；用水点供水压力： 0.20 MPa；

满足用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工作压力；

4.【6.2.4】设置用水计量装置

按使用用途，对各用水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

按付费单元统计用水量

5 .【6.2.5】公用浴室节水措施（适用于对设有公用浴室的建筑进行评价，无公用浴室的建筑不参评）

不参评：无公用浴室；

5、暖通设计技术措施

1.【5.1.2】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空调系统的供暖热源和空气加湿源。（适用于集中空调或供暖

的各类民用建筑）

2.【8.1.4】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规定。（适用于集中空调或供暖的各类民用建筑）

不参评：项目为非集中供暖空调的建筑。

自选说明内容-评分项

1.【5.2.6】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和广东省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广东省实施细则》DBJ 15-51等的有关规定，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

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比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规定值低

20%。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

2.【5.2.5】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和广

东省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广东省实施细则》DBJ 15-51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标准能效限定

值的要求。

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

4.【5.2.7】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

设备。）

5.【5.2.8】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

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

7.【5.2.13】排风能量回收系统设计合理并运行可靠。（适用于进行供暖、通风或空调的各类民用建筑）

不参评：

无独立新风系统的建筑;

8.【5.2.14】合理采用蓄冷蓄热系统。（适用于进行供暖或空调的公共建筑；若当地谷峰电价差低于2.5倍或

没有谷峰电价的，本条不参评）

不参评：

当地谷峰电价差低于2.5倍或没有谷峰电价。

9.【5.2.15】合理利用余热废热解决建筑的蒸汽、供暖或生活热水需求。（若建筑无可用的余热废热热源，

或建筑无稳定的热需求，本条不参评）

不参评：

建筑无可用的余热废热热源；

建筑无稳定的热需求。

11.【6.2.8】空调设备或系统采用节水冷却技术。

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

12.【6.2.11】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

13.【8.2.9】供暖空调系统末端现场可独立启停的主要功能房间数量比例 %；（适用于集中供暖空调的各

类民用建筑）

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

14.【8.2.11】气流组织合理。

避免卫生间、餐厅、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或室外活动场所。

15.【8.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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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适用于集

中通风空调的各类公共建筑）

不参评：用户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统设备。

6、建筑电气、智能化设计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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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内容-控制项

1.【5.1.3】建筑的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2.【5.1.4】【5.2.10】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中规定的目标值。

3.【8.1.3】建筑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规定。

自选说明内容-评分项

1.【5.2.9】走廊、楼梯间、门厅、大堂、大空间、地下停车场等场所的照明系统采取分区、定时、感应等节

能控制措施。

2.【5.2.11】合理选用电梯和自动扶梯，并采取电梯群控、扶梯自动启停等节能控制措施。（仅设一台电梯

的建筑本条节能措施不参评）

5.【8.2.12】【8.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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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适

用于集中通风空调的各类公共建筑）

不参评：非集中通风空调系统。

地下车库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适用于设有地下车库的民用建筑）

7、园林设计技术措施

必须说明内容-控制项

无

自选说明内容-评分项

1.【4.2.4】室外夜景照明光污染的限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的规定。

3.【4.2.13】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对于大于10hm2的场地进行雨水专项规划设计。

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有调蓄雨水功能的绿地和水体面积之和占绿地面积的比例达到30%；

合理衔接和引导屋面雨水、道路进入地面生态设施，并采取相应的径流污染控制措施。

4.【4.2.15】合理选择绿化方式，科学配置绿化植物。

种植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并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种植区域覆土深度和排水能

力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

5.【6.2.7】绿化灌溉采用节水灌溉方式

采用节水灌溉系统；

6.【6.2.12】结合雨水利用设施进行景观水体设计（不设置景观水体得7分）

不设置景观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