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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编 内 容 

第一部分 

1、修编目的 

 贯彻执行深圳市人民政府第253号令《深圳市绿色建筑促进办法》，推进深圳市绿色建筑

的发展，规范与统一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自查和审查；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78-2014）于2015年1月1日起已全面执行，为保障《审

查要点》适用性和适度超前性，启动修订《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工

作； 

 以此为契机，认真总结和吸收了国内和深圳市近年来执行绿色建筑设计、审查的经验问题

以及结合《审查要点》执行以来所遇到的共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修订《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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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编 内 容 

第一部分 

2、2014版新标准与2006版旧标准比较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 的技术评价方法与旧标准有颠覆性改动 

主要指标 GB/T50378－2006 GB/T50378－2014 

参评对象 住宅、公建两个体系 
住宅、公建共用一个体系，参评条文有取

舍 

评价指标体系 
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环境质量、

运营管理 

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环境质量、施

工、运营、创新 

针对设计标识 每个指标体系都有参评条文 施工、运营与设计评价无关 

评价方法 
每个单项指标都需要满足一定数量条

文，不能权衡 

各单项指标满足最低得分40分后可以权

衡判断，最后算总分 

星级判定 满足条文数量 最终得分数 

其它 
对用地指标、绿地率有强制要求，准入

门槛较高 

部分控制项，如用地指标、绿地率纳入评

分项，但分数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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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编 内 容 

第一部分 

3、修编原则和特点 

涵盖审查范围、评价界定范围、分

专业编制、技术条文要求、配套文

件填写格式等 

 

易操作、明确、简洁易懂、指

导性强，审查要求尽量明确，

具体落实到在什么图纸上需表

达什么内容，实现什么技术要

求，达到什么数量 

设计、绿建咨询、建设单位和

施工图审查人员等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及主管部门技术管理人

员 

 内容全面 

 可操作性 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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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编 内 容 

第一部分 

4、参考文献 

标准规范  技术指引 

专业著作 
 

 调研分析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 《夏热冬暖居住区节能设计标准》JGJ75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JGJ/T 229 

• 等50余本国家、省、深圳市标准规范 

•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建科〔2015〕
108号） 

•《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
（建质函〔2015〕153号） 

•《广东省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审查要点》（粤
建市商[2015]39号） 

• 《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指南》（2015） 

• 江苏、福建、北京等10余省市相关标准规范 

•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2015》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 

• 历年《中国绿色建筑》中国城市

科学研究会编等10余本专业著作 

• 《绿色建筑实施效果后评估报告》； 

• 《深圳市大型绿色办公建筑和绿色商品住

宅运行后关键问题的诊断研究》（在编）

等相关调研报告 

• 对30余个各类民用建筑进行研究、分析，

总结审查范围、方法、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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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编 内 容 

第一部分 

5、修编思路 

考虑施工图设计单位与审图单位的专业分工和工作程序。 

国标条文 

按专业
划分 

规划专业 

建筑专业 

暖通空调 

电气专业 

景观专业 

参照各标准规范，对

条文逐条分析并总结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给排水专业 

结构专业 

关

键

词 

提炼条文的内容、
便于了解、查找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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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编 内 容 

第一部分 

6、修编主要内容 

 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的要求，修订了评价对象、评价建筑类别界

定的原则、评价等级的划分以及审查材料和审查要点的内容。 

 对《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中设计阶段参评的标准条文按照专业进行归类，

分为规划（建筑）专业、建筑专业、暖通空调专业、电气专业、给排水专业、结构专业、

景观专业等七个专业； 

 修改了绿色建筑设计专篇说明、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

书的内容。 

 修订版的《审查要点》按照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审查流程、审查材料、审查要点、附

录共七章节来编排，每个章节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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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编 内 容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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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1、常见问题 

 建筑评价的对象是什么？建筑群是什么？ 

 评价基本原则是什么？ 

 建筑评价范围如何界定？ 

 混合功能综合建筑（如商住楼）如何评价？ 

 居住建筑群中配套建筑、配套商业网点如何评价？ 

 不参评项、直接得分的前提如何判定？ 

 理论满分、参评项得分、实际得分、适用得分、权重值，分值如何计算？   

 新版标准与旧版标准比较，各专业审查条文有多少、工作量增加还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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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2、与《深圳市绿色建筑设计方案审查要点（试行）》的联系与区别 

 《方案审查要点》适用于对深圳市新建民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用于指导设计单位方案阶

段设计和规划部门对方案设计的审查。 

建设项目 

通过方案
审批 

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报审 

规土部门《建设工程方案设
计核查意见书》或《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图审
查机构 

设计阶段控制：场地选
址、日照、绿地率、公

共绿地、建筑间距 

审查控制情况，注明相
关指标通过规土部门核

查或审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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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3、审查对象——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审查对象 

 以一栋完整的建筑为基本审查对象的原则 

居住建筑 商场、办公建筑 商住楼 住宅，配套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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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3、审查对象——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审查对象 

 1  不论建筑功能是否综合，均以各个条款为基本评判单元，对于某一条文，只要建筑中有

相关区域涉及，则该建筑就参评并确定各评价条文的得分； 

 2  对多功能的综合性单体建筑（例如商住楼），应按照本审查要点逐条对适用的区域进行

评价，确定各评价条文的得分； 
① 逐条逐款评判、只要涉及就参评（4.2.1条：居建评人均居住

用地指标、公建评容积率，都要评） 

② 系统性、整体性指标总体评价（绿地率、容积率等） 

③ 所有部分均满足才给分（5.2.7条，住宅分体空调，商业集中

空调，都满足得分） 

④ 就低不就高（8.2.6条采光系数，若居住得8分，商场得4分，

则取4分） 

⑤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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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3、审查对象——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审查对象 

 建筑群特征：①两个及以上单体建筑组成，②位置毗邻，③功能相同， 

                         ④权属相同，⑤技术体系相同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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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4、关于系统性、整体性指标界定 

 评单栋建筑的“人均居住用地、容积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基于该栋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审查。对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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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完整合围。 

 工业用地上的办公楼、宿舍等类似民用建筑工程评价时，可根据实际使用功能分区划分评

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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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4、关于系统性、整体性指标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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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6、关于建筑群评价规则 

 先对各单栋建筑评分，得各栋建筑得分Q1总，Q2总，Q3总······Qn总 

 再对各单栋建筑按面积加权计算建筑群总得分 

 

n21

总nn总22总11建筑群总得分
SSS

QSQSQ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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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6、关于建筑群评价规则 

 总用地面积18951.9m²，总建筑面积67795.84 m²，基地面积为3663.89 m²，建筑高度约为79.75 m，容积率

为2.5。小区总户数488户，总人数1562人，绿地率31.98％，停车位424个。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4栋27层的

高层住宅楼以及一层半地下车库和两层地下车库。 

 

   

1#A座 

1#B座 

2# 

3# 

4# 

子项名称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m2） 

子项得分 

1栋 商住楼 19071.42 50.92 

2栋 住宅 9872.05 52.58 

3栋 住宅 9116.86 52.31 

4栋 住宅 9116.77 51.95 

n21

总nn总22总11建筑群总得分
SSS

QSQSQS
Q




 =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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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7、关于居住建筑群评价 

 

 居住建筑为主 

 公共建筑为居住社区公共配套设施、托儿所、幼儿园和商业服务网点 

 或单体建筑面积小于3000m2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评价条件 

评价方式 

 按居住建筑群评价 

 且系统性、整体性指标可完全按居住建筑要求评价 

 可按总面积中占绝对多数比例的建筑类型来选取权重 



19 

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7、关于居住建筑群评价 

 本项目包括5栋高层住宅和1栋3层综合服务楼，其中1、2号楼为33层，3、4号楼为

30层，5号楼为19层。 

5号 

3号 

2号 
1号 

4号 

综合服
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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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7、关于居住建筑群评价 

 工程性质为普通住宅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7栋32层高层住宅楼（1#~7#）、4栋7

层住宅楼（9#~12#），21栋3层联排住宅，1栋3层幼儿园，1栋5层商业性综合楼

及其他配套公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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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8、设计评价与等级划分 

   分100理论满分
适用总分

实际得分
得分各类指标评分项的适用

适

实
5~1 

Q

Q
Q

2) 各类指标适用得分 

其中：实际得分（Q实）—该类评价指标的评分项评价得分值； 

适用总分（Q适）—为理论满分（100分）减去不参评条文的分值； 

5~1Q —分别为5类指标评分项的适用得分。 

1)不参评条文界定和评价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某条文不适应该建筑的功能、所处地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等条件时，

该条文可不参与评价，按参评建筑该类指标的评分项实际得分值（Q实）除以适用于该建筑

的评分项总分值（Q适）再乘以理论满分（100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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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8、设计评价与等级划分 

85544332211总 QQQQQQQ  

3)各栋总得分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的总得分（Q总）为节地与室外环境（Q1）、节能与能源利用（Q2）、节

水与水资源利用（Q3）、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Q4）、室内环境质量（Q5）5类指标评分项

的适用得分经加权计算后与加分项的附加得分(Q8 )之和。即： 

建筑类别 
节地与室

外环境 ω1 

节能与能

源利用 ω2 

节水与水资

源利用 ω3 

节材与材料

资源利用 ω4 

室内环境

质量 ω5 

居住建筑 0.21 0.24 0.2 0.17 0.18 

公共建筑 0.16 0.28 0.18 0.19 0.19 

混合功能建筑
① 

0.185 0.26 0.19 0.18 0.185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5类评价指标评分项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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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8、设计评价与等级划分 

4)评价星级的确定 

绿色建筑等级的确定 

前提条件 
每类指标控制项均达标 

每类指标评分项适用得分不低于40分 

星级确定 

一星级 总得分达到50分 

二星级 总得分达到60分 

三星级 总得分达到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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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9、标准体系研究 施工图审查重点关注设计阶段

评价，不参评条文 

1、设计阶段不参评条文 

• 6.2.1 节水用水定额 

• 7.2.7 本地材料 

• 7.2.13废弃物生产材料 

• 7.2.14装饰装修材料 

• 8.1.7 空气污染物浓度 

• 施工管理章节 

• 运营管理章节 

• 11.2.7 空气污染物浓度 

2、深圳地区不参评项 

• 5.2.13排风热回收 

• 8.1.5 内表面结露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4 4 
3 3 

7 

4 
5 

0 

15 
16 

12 
14 

13 

13 
13 

12 

控制项 评分项（加分项） 

控制项, 30

评分项

（加分

项）, 108

标准条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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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9、标准体系研究 

建筑类型和建筑使用功能可选

择性不参评条文或直接得分 

• 居住建筑 

• 公共建筑 

• 非集中空调 

• 分体空调 

• 无水景 

• 无公共浴室…… 

控制项, 20

评分项（加

分项）, 77

设计阶段评价标准条文分布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4 4 3 3 
6 

0 0 0 

15 16 

11 11 

13 

0 0 

11 

控制项 评分项（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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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9、标准体系研究 不参评情况和直接得分情况 

指标 类别 条文号 关键词 得分 可不参评和直接得分情况 

节地与室

外环境 

IV场地设计

与场地生态 
4.2.12 生态保护恢复 3 

若申报项目是净地交付，即已完成土地的一级

开发成为熟地，则此条不参评 

节能与能

源利用 

Ⅱ供暖 

、通风与空

调 

5.2.4 冷热源机组能效 6 市政集中供冷、供热时不参评 

5.2.5 输配系统效率 6 非集中空调和采暖时不参评 

5.2.6 暖通系统优化 10 居住建筑未设计空调采暖系统时不参评 

5.2.7 过渡季节能 6 
采用分体空调，直接得分；不设暖通空调系统

时不参评 

Ⅲ照明与电

气 
5.2.11 电梯扶梯 3 

1、未设置电梯不参评 

2、仅设置一台电梯，则节能控制措施不参评 

Ⅳ能量综合

利用 

5.2.13 排风热回收 3 

无独立新风系统的建筑，新风与排风的温差不

超15 摄氏度或其他不宜设置排风能量回收系

统的建筑不参评 

5.2.14 蓄冷蓄热 3 
当地峰谷电价差低于2.5 倍或没有峰谷阶梯电

价的不参评 

5.2.15 余热废热利用 4 
建筑无可以利用余热废热源或建筑无稳定热需

求不参评 



27 

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9、标准体系研究 不参评情况和直接得分情况 

指标 类别 条文号 关键词 得分 可不参评情况 

节水与水

资源利用 

Ⅰ节水系

统 

6.2.1 节水用水定额 10 设计阶段不参评 

6.2.5 公共浴室节水 4 无公共浴室不参评 

Ⅱ节水器

具与设备 
6.2.8 节水冷却技术 10 

第2 款属于设计阶段不参评，采用分体式空调、风冷式冷

水机组、风冷式多联机等“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可

直接得分 

Ⅲ非传统

水源利用 

6.2.10 非传统水源 15 

1、养老院、幼儿园、医院类建筑不参评 

2、项目周边无市政再生水利用条件，且建筑可回用水量

小于100m3/d 时不参评 

6.2.11 冷却水补水 8 无冷却水需求，直接得分 

6.2.12 景观水体 7 无景观水景，直接得分 

节材与材

料资源利

用 

Ⅰ节材设

计 

7.2.4 灵活隔断 5 居住建筑不参评 

7.2.6 整体化厨卫 6 旅馆建筑第1 款不参评。非居住和旅馆建筑本条不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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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9、标准体系研究 不参评情况和直接得分情况 

指标 类别 条文号 关键词 得分 可不参评情况 

室内

环境

质量 

Ⅰ室内声环境 

8.2.2 构件隔声性能 9 第2款若为大空间办公室不参评 

8.2.4 专项声学设计 3 

1、居住建筑不参评 

2、无大型会议室、多功能厅、音乐厅、

接待大厅、讲堂、教室、餐厅和其他

有声学要求的重要功能房间时不参评 

Ⅱ室内光环境

与视野 
8.2.7 天然采光优化 14 第2款若无内区直接得分（4分） 

Ⅲ室内热湿环

境 
8.2.9 空调末端调节 8 非集中空调和采暖时不参评 

Ⅳ室内空气质

量 

8.2.12 IAQ监控 8 
1、非集中空调和采暖时不参评 

2、居住建筑不参评 

8.2.13 CO监测 5 无地下车库不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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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9、标准体系研究 

按专业划分原则 

• 符合专业特征、体现专业特色 

• 跨专业条文需要各专业共同审查 

• 综合性较强的条文（建筑方案、BIM技术、碳排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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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专业 建筑专业 暖通专业 电气专业 给排水专业 结构专业 景观专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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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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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1

4

1

1

1

1

控制项 评分项 加分项

规划专业, 

16

建筑专业, 

28

暖通专

业, 25电气专业, 

11

给排水专业, 

20

结构专业, 

11

景观专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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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内容 

第二部分 

9、标准体系研究 

专业 类别 审查要点编号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标准条文编号 
关键词 备注 

规划专

业 

控制项 

GH-01 4.1.1 选址合规 方案 核查 

GH-02 4.1.2 场地安全 方案 核查  

GH-03 4.1.3 无超标污染源  方案 核查 

GH-04 4.1.4 日照标准  方案 核查 

评分项 

GH-05 4.2.1 节约集约用地   

GH-06 4.2.3 地下空间   

GH-07 4.2.5 环境噪声   

GH-08 4.2.6 风环境   

GH-09 4.2.7 热岛强度   

GH-10 4.2.8 公共交通设施   

GH-11 4.2.10 停车场所   

GH-12 4.2.11 公共服务设施   

GH-13 4.2.12 生态保护补偿   

GH-14 4.2.13 绿色雨水设施   

GH-15 8.2.5 户外视野   

加分项 

GH-16 11.2.8 建筑设计优化   

GH-17 11.2.9 废弃场地/旧建筑   

GH-18 11.2.10 BIM技术   

GH-19 11.2.12 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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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1、案例概况 

案例名称 建筑类型 特征 备注 

案例1 商住楼 

• 配套商业建筑面积2000m2， 

• 配套商业、住宅采用分体空调、

无水景、毛坯交楼（暂定） 

评价区域用地面积约3万

m2，集居住、商业、办

公 

案例2 住宅 
• 采用分体空调、无水景、毛坯

交楼（暂定） 

住宅为案例1商住楼的住

宅部分 

案例3 办公楼 

• 建筑面积大于3000m2 

• 采用集中空调、无水景、公共

部位精装 

和案例1、案例2同属一个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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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条文 关键词 总分值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项目情况 难易程度 建议 

4.1.1 选址合规 — Y Y Y 符合环评要求 易 必须满足 

4.1.2 场地安全 — Y Y Y 符合环评要求，提供土壤氡检测报告需增加成本 易 必须满足 

4.1.3 无超标污染源 — Y Y Y 符合环评要求 易 必须满足 

4.1.4 日照标准 — Y Y Y 考察建筑规划布局，而不是考察建筑内部空间设计 易 必须满足 

5.1.1 节能设计标准 — Y Y Y 节能设计 易 优化设计 

5.1.2 电热设备 — — — — 

5.1.3 能耗分项计量 — Y — Y 配套商业、办公楼需参评 

5.1.4 照明功率密度 — Y Y Y 精装楼全部部位、毛坯楼为公共场所 易 必须满足 

6.1.1 水资源利用方案 — Y Y Y 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特别注意景观用水补水问题 易 必须满足 

6.1.2 给排水系统 — Y Y Y 给水、排水措施，水质安全性 易 必须满足 

6.1.3 节水器具 — Y Y Y 非一体化设计项目，提供措施、方案或约定 易 必须满足 

7.1.1 禁限材料 — Y Y Y 

7.1.2 纵向受力400兆帕钢筋 — Y Y Y 

7.1.3 建筑造型要素 — Y Y Y 出屋面装饰性构建较多，女入墙较高，≤2% 必须满足 

8.1.1 室内噪声级 — Y Y Y 易 

8.1.2 构件隔声性能 — Y Y Y 外窗玻璃类型有影响、楼板撞击声性能有要求 中 增加成本 

8.1.3 照明数量质量 — Y Y Y 住宅 

8.1.4 暖通设计参数 — — — — 不参评 

8.1.5 内表面结露 — — — — 夏热冬暖地区不参评 

8.1.6 内表面温度 — Y Y Y 需要隔热验算，采取隔热措施 难 增加成本 

8.1.7 空气污染物浓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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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 用地指标、绿地指标变非强制性 

• 风环境优化设计，增加过渡季节要求 

• 雨水基础设施范围扩大 

• 雨水径流，融入海绵城市要求 

• 新增：光污染、无障碍、停车场所、场

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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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 提倡建筑布局优化、空调系统优化、建筑节

能优化 

• 鼓励采用分体空调，优势明显，天然得分 

• 可再生能源分种类，要求细化 

• 新增：过渡季节节能、部分负荷节能、节能

电梯、节能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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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 节水器具，卫生器具分级1、2、3级 

• 非传统水源分建筑类型，细化得分要求 

• 节水灌溉：细分灌溉、无水种植和控制 

• 鼓励采用分体空调，优势明显，天然得分 

• 鼓励不设水景，不设水景天然得分 

• 新增：用水定额计算、给水无超压、公共浴室

节水、空调节水、冷却设备节水、生态水景、

其他节水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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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 高强度钢利用，控制项梁、柱纵向受力部位 

• 本地建材、高强结构材料、可循环材料、可

再生材料分比例得分 

• 全装修：规定比例30%~100%得分，精装修

有利于得分 

• 新增：建筑形体合理、结构优化、工业化预

制、整体厨卫、高耐久材料、耐久易维护装

修等 

建筑形体规则, 

9 

结构优化, 5 

土建装修一体

化, 10 

灵活隔断, 5 

预制构件, 5 

整体化厨卫, 6 

本地材料, 10 

预拌混凝土, 

10 

预拌砂浆, 5 

高强结构材料, 

10 

高耐久结构材

料, 5 

可循环利用材

料, 10 

废弃物生产材

料, 5 

装饰装修材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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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 东、西朝向和屋面隔热由一般项上升到控制项 

• 楼板撞击声由居住建筑扩大到所有有隔声要求

的民用建筑 

• 室内噪声、构件隔声、楼板撞击声随国家标准

变化而变严 

• 可调节遮阳：25%、50%要求 

• 新增：提升自然采光的地位和分值、声学设计

要求提高、室内气流组织合理等 

• 室内环境内容勉强可达到一星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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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1、项目案例——得分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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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2、常见共性问题——一星级各专业审查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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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2、共性问题总结——一星级各专业审查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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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2、共性问题总结——条文达标的难易程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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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简 析 

第二部分 

3、共性问题总结——常见问题 

 商住楼按整栋建筑评价，只要解决整体性指标、系统性指标的问题，所增加的工作量不

大，评价上市可行的。 

 评价区域内主要为居住建筑，公共建筑为居住社区公共配套设施、托儿所、幼儿园和商业

服务网点，或单体建筑面积小于3000m2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时，则可按照居住建筑建筑

群进行评价且系统性、整体性指标可完全按照居住建筑的要求评价。 

 审查单栋建筑时，凡涉及人均居住用地、容积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等系统性、整体性指标时，应基于该栋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审查。工业用地

上的办公楼、宿舍等类似民用建筑工程评价时，可根据实际使用功能分区划分评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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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4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说明（参考格式）。 

 附录7.5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附录7.6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初审意见书。 

 附录7.7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书。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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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4  绿色建筑设计专篇说明（参考格式）。 

•项目概况； 

•设计依据； 

•绿色建筑设计目标； 

•绿色建筑设计技术措施说明（按专业划分，填写内容分控制项内容和可选项内容）； 

•绿色施工技术要求； 

•增量成本及其效益分析； 

•绿色建筑自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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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46 

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5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标准条文达标（得分）自评。 

• 明确达标（得分）条文达标自评结论； 

• 各类评价指标自评得分的主要计算指标填写（如适用总分、自评实际得分、权重系数等） 

 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达标（得分）条文是否符合要求。 

• 根据达标（得分）条文达标自评情况判定条文是否达标、不参评项和评分是否正确； 

• 汇总各类评价指标适用总分、自评实际得分和总得分计算是否正确，判定建设项目达到绿

色建筑设计的等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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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5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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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5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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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5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50 

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5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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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5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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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附录7.6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初审意见书。 

 附录7.7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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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使用方法 

第三部分 

1、配套文件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xls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xls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xls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xls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xls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xls
《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配套审查计算工具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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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请 关 注 

第三部分 

1、扫描“调查问卷”国研建科微信GuoYanBuildingTech或加入国研建科绿色建筑

分享QQ群165096982获取下载地址； 

 

 

 

 

 

2、填写“调查问卷”中常用联系方式，E-mail给您； 

3、关注国研建科官方网站http://gyjkgf.com/新闻，获取下载地址； 

4、近期将发布《深圳市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征求意见稿）请关

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官方网站http://www.szjs.gov.cn/通知公告；  

1）加入国研建科QQ群165096982 2 ） 关 注 国 研 建 科 公 众 微 信 号 ：
GuoYanBuildingTech 
  

http://www.szjs.gov.cn/


深圳国研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庞观艺 

联系方式：13556891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