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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汇报内容

一、项目背景介绍

二、设计指南修编的主要目标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四、不参评条文和直接得分条文汇总



一、项目背景

新版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已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一、项目背景

2006版 2014版

评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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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标识 每个指标体系都有参评条
文

施工、运营与设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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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后，
可以权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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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旧标准对比



一、项目背景

《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指南》2012版已执行3年时间，
通过对三年来的执行和使用情况进行总结

优势：

评价条文划分到具体专业，便于设计师掌握，有
利于更好的指导设计

不同星级（重点是一星）分专业技术组合的普及

绿建施工图设计专篇和备案表的强制编制



1. 以评价标准为基础，分专业编制各种星级绿色建筑
的技术组合

评价标准及细则

分专业

一星绿色建筑技术组合

二星绿色建筑组合建议

三星绿色建筑组合建议

建筑专业任务

结构专业任务

给排水专业任务

暖通专业任务

电气专业任务

景观专业任务



2. 以控制指标为桥梁，为设计、审查、备案和验收提
供共同的切入点

提炼控制指标

规定性指标

性能性指标

设计环节

审查环节

备案环节

验收环节



3. 以岭南地区适宜绿色建筑技术为核心的《设计指南》

3.1 自然通风设计

3.2 建筑遮阳设计

3. 3 室外场地遮阳

3.4 雨水低冲击开发技术（LID技术）与雨水综合利用

3.5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应用

3.6 外窗遮阳与自然采光的协调优化

3.7 可渗透地面面积和覆土绿化面积的折算



一、项目背景

《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指南》2012版已执行3年时间，
通过对三年来的执行和使用情况进行总结

普遍问题：

施工图对绿色建筑设计要表达深度不够

专篇技术措施描述不到位，甚至和图纸不对应

施工图备案时，绿建计算依据不充分，缺少分析
报告 ，填写参数和施工图不对应

审查、验收环节脱钩，需要更规范的流程管理



主要汇报内容

一、项目背景介绍

二、设计指南修编的主要目标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四、不参评条文和直接得分条文汇总



二、指南修编目标

1. 基于新国标的评价方法和技术体系，对广州指南进
行修订。明确评价条文的专业归属、评分技术要求、
设计深度以及图纸表达要求

2. 完善设计流程，形成设计、审查和验收的闭合环节

3. 规范施工图绿色建筑审查的技术成果编制要求，包
括绿色建筑设计专篇、设计审查与施工验收登记表、
绿色建筑设计指标分析计算书三个主要审查备案文
件



二、指南修编目标

规划方案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二次专业设计

设计标识

竣工验收

广
州
市
绿
建
设
计
和
审
查
流
程
图

合理引入绿色规划指标

提供初设绿色建筑专篇

提供绿建专篇、设计审查与施工验
收登记表、绿建指标分析计算书

实施绿建专篇的相关承诺

节能办组织专家审查

对照设计审查与施工验收登记表



主要汇报内容

一、项目背景介绍

二、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指南修编的主要目标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四、后续正在开展的工作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使用说明

建议按照下表所示流程进行具体的绿色建筑设计和分
析 ，推荐绿色建筑全过程设计流程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使用说明

建议按照下表所示流程进行具体的绿色建筑设计和分
析 ，推荐绿色建筑全过程设计流程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2、本指南主要内容

按照国标的条文
框架进行编排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2、本指南主要内容

附录增加了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的基础数据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3、强调绿色建筑设计策划的作用，提出了各专业
策划内容

 

绿色建筑定位，确定总体目标 
绿色建筑等级、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规模及实施范围等。 

 前期调研 
现场调研，收集项目基本信息，整理相关资料。 

编制绿色建筑项目策划书 
明确绿色建筑技术内容及技术指标 

 

绿色建筑初步方案与实施策略分析 
以多方案对比为基础，提出初步技术方案与实施策略   

绿色建筑分项目标 
节地与室外环境的目标、节能与能源利用的目标、节水与水资源利用的目标、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目标、室内环境质量的目标、运营管理的目标。 

 
 

绿色建筑方案可行性判断 
技术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

析与风险分析  
 
 

是 

否 

按照一般

项目实施，

参照绿色

建筑相关

标准执行 

调 整 定 位

与目标，或

采 取 补 偿

措施。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3、强调绿色建筑设计策划的作用，提出了各专业
策划内容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4、具体设计条文的编排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4、具体设计条文的编排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4、具体设计条文的编排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5、 广州指南与国标条文评价差异性条文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5、 广州指南与国标条文评价差异性条文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6、 部分条文的深度解析与专篇范例

A类条文

B类条文

C类条文

D类条文

基本无技术要求，且性价比
好，但要注意规范表达

有明确技术要求，且为控制
项，必须要做

基本无技术要求，但有前提
条件，且须注意规范表达

有明确技术要求，且为得分
项，根据实际情况选做



本项目所在区域处于XXX大道以
北，XXX路以东，地块属珠江三

角洲北部边缘的丘陵地区，整体
地势表现为低丘陵地貌区。

本工程在设计中采取台地设计，
尽量维持原有场地的地形地貌、
基本水系和山丘植被，以减少对
原有场地环境的改变，保持较大
的绿地率。

在总平面设计时，充分利用坡地
地形，在用地范围内分一期、二
期和三期设置南低北高的组团布
局，既减少土石开挖量，又促进
室外自然通风效果。

在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地块原
有水系，在一期和二期结合部位，
设置面积超过XXX m2的景观湖体，

同时兼做雨水调蓄体。结合绿地
规划，尽可能保留原有高大乔木
植被，做到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
行场地设计，最大限度地保护场
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
被。



本项目所在地块目前为XXX区域

的公共绿化区，无明显环境危险
源。地块周边以教学、科研等功
能为主，场地选址无洪涝灾害、
泥石流及含氡土壤的威胁。建筑
场地安全范围内无电磁辐射危害
和火、爆、有毒物质等危险源。

场地的土壤氡浓度检测报告表明：
423个检测点土壤氡浓度平均值为
5574Bq/m3，小于20000 Bq/m3，
可不采取防氡工程措施。

考虑到首层为文物库房，设计中
还是采取了建筑物底层地面抗开
裂措施，如回填土夯实、地面设
置分隔缝、地面垫层中配置钢筋
网。



本项目非居住建筑和教育建筑，功
能房间无日照标准要求，建筑最高
点仅为23.75m，前后单体之间的
间距均超过2H。

项目周边为园林绿地和市政道路，
北边界距离生活区为129m，建筑
间距超过5H，不会产生日照遮阳。

建筑屋顶采用仿古挑檐设计和下沉
庭院设计，兼顾遮阳和采光要求。



本项目建筑北侧主要出入口距离最
近的XXX公交站步行距离约为374
米，该公交车站共有8路公交车，分
别是：383路、 387路、801路、
B25路。



本项目停车场所设置在室外南北广
场区域，停车场对外直接开放，采
用错时管理方式，展览馆参观时间
对游客开放（拟考虑购买门票后免
费停车），非参观时间可以对所有
市民免费开放。

对非机动车位、出租车位、大巴车
位、公众小车车位、残疾人车位均
有合理划分；南广场停车场为社会
公众停车场，分别设置人行和车行
出入口，做到人车分流，不挤占步
行空间及活动场所；北广场停车场
为博物馆后勤停车场和社会公众停
车场。

社会公众在北广场停车后，可以沿
西侧消防通道（平时为人行通道）
进入南侧广场购票进入参观。自行
车位设置在展览馆西侧，南北广场
均可通过消防通道进入，但必须从
南广场购票进入馆内。





在空间共享方面，作为岭南历史文化展示基地，建筑内部设置用于文化交流
的讲堂（会议室）、临时展厅和多个交流空间，实现了建筑功能的混合，实
现建筑空间的共享。

在开放空间设置方面，展览馆本身就是对外开放的公共建筑，内部的临时展
厅可以根据需要实现多种展品的布展。同时，本项目充分利用二层和三层的
屋面，布置了大面积的室外展区，不仅可以用于展陈，还可以作为公众交流
的开放场所。二层的室外展区是相对独立的区域，通过栅栏和大门与展陈区
域隔断，同时又直接通往南侧出入口，非常便于人流的进出。在管理上也比
较灵活，既可以单独对外开放，也可以结合博物馆门票管理，为社会提供多
种开放的展览会和文化交流活动。

在室外场地免费开放方面，本项目设置了南北两个广场，广场设有开放的连
接市政道路的出入口，方便市民出入。广场布置了室外绿地、停车位和活动
场地，均可以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

停车场采用错时管理方式，展览馆参观时间对游客开放（拟考虑购买门票后
免费停车），非参观时间可以对所有市民免费开放停车场。室外绿地和活动
区域对所有市民全时段免费开放，以供休憩娱乐。



根据广州市雨水径流控制

管理办法，本项目硬化面

积接近20000m2，需要设

置雨水调蓄设施。设计方

案设置了1000m3的雨水调

蓄池，南北广场各两个，

共4个，每个250m3。根据

容积法，本项目在年径流

控制率70%的前提下，需

要设置927m3的调蓄池，因

此可以实现70%的年径流

控制率。



调蓄容积计算如下：

V=10HΦF

式中：

H为设计降雨量，对于广州地区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取70%时，H

取24.4mm；

Φ为场地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本

项目计算值为0.58；

F为汇水面积，本项目取整个场

地用地面积，4.23 hm2；

由此可以计算得到调蓄容积不低

于 为 599m3 。 本 项 目 设 置 了

1000m3的雨水调蓄池，南北广场

各两个，共4个，每个250m3，可

以实现年径流控制率达到70%。





构件隔声计算

总吸声量A计算

组合墙有效隔声量计算

窗墙间缝隙对隔声的影响

围护结构的隔声量

房间背景噪声值

设备噪声的叠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构件隔声计算

构件类型 厚度（mm） 面密度（kg/m2） 隔声量（dB）

加气混凝土砌块 200 140 41.97

双层中空玻璃窗 6++6 30 32.94

2总吸声量A计算

界面 吸声系数 a面积(m2) b面积(m2) c面积(m2)

外墙面（内墙水

泥砂浆抹灰）

0.05 147.55 0.00 0.00

内墙面（内墙水

泥砂浆抹灰）

0.05 349.40 137.60 0.00

窗（LOW-E中空

玻璃）

0.027 10.00 183.20 1122.00

门（木质夹板门） 0.03 12.00 9.60 0.00

地板（地砖） 0.01 518.05 239.68 833.00

天棚（涂料） 0.02 518.05 239.68 1089.00



3组合墙有效隔声量计算

4窗墙间缝隙对隔声的影响

房间名称 a b c

实际有效隔声量(dB) 34.53 23.17 20.25

房间名称 a b c

(m2) 0.07 0.04 0

(m2) 178.3 0 0

(dB) 3.25 0 0



房间名称 a b c

围护结构的隔声量(dB) 31.28 23.17 20.25

5围护结构的隔声量

6 房间背景噪声值

房间名称 a b c

房间背景噪声值(dB) 27.92 36.03 38.95

7 设备噪声影响

Lp1-Lp2(dB) 0 1 2 3 4 5 6 7 8 9 10或10

以上

声压级差附

加值N(dB)

3 2.5 2 2 1.5 1 1 1 0.5 0.5 0

房间名称 a b c

房间背景噪声值(dB) 27.92 36.03 38.95

设备噪声(dB) 45 45 49

考虑设备噪声后的房

间背景噪声值(dB)
45 45 49

标准低限要求(dB) 45 45 50





1. 计权隔音量计算
根据《建筑声学计算手册》中关于实墙的不同频率下的隔声量计算公式：

R=18.5lg（f*M）-47
f- 入射声频率，Hz；
M-墙体单位面积质量，kg/m2；
按照《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 50121-2005）条文解释中的计算方法，Xw据经验可取平均值加
5dB。

类型 构件描述 面密度kg/m2 计权隔音量dB

外墙1

20mm水泥砂浆+30mm玻化微珠

保温砂浆+加气混凝土+20mm石

灰砂浆

245 51.63

外墙2

20mm水泥砂浆+30mm玻化微珠

保温砂浆+混凝土+20mm石灰砂

浆

605 58.89

外窗 6+12A+6Low-E中空玻璃 30 36.76

隔墙1 钢筋混凝土+砂浆 534 57.89

隔墙2 加气混凝土+砂浆 174 48.88

入户门 木门 70 41.57



2. 噪声频谱修正量计算

由于室内背景噪声主要考虑室外环境噪声情况，围护结构的实际隔声量还要考虑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参考《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 50121-2005）中3.4噪声频谱修正量计算方法，来确定围护结构
的交通频谱噪声和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值。

∑ −−= −
w

xL
j XC iij 10/)(10lg10

j—频谱序号，j=1或者2,1为计算C的频
谱C（A计权粉红噪声），2为计算Ctr的频
谱2（A计权交通噪声）

Xw—计权隔声量
Lij—第j号频谱的第i号频带的声压级。
Xi —第i个频带的测量量。

声压级Lij（dB）

频率（Hz）
用于计算C的频谱1 用于计算Ctr的频谱2

1/3倍频程 倍频程 1/3倍频程 倍频程

100 -29

-21

-20

-14125 -26 -20

160 -23 -18

200 -21

-14

-16

-10250 -19 -15

315 -17 -14

400 -15

-8

-13

-7500 -13 -12

630 -12 -11

800 -11

-5

-9

-41000 -10 -8

1250 -9 -9

1600 -9

-4

-10

-62000 -9 -11

2500 -9 -13

3150 -9 -15



频率（f/Hz）隔声量（dB）
声压级Lij

（dB）
Lij-Xi

（Lij-Xi）

/10
取10的指数

125 18.62 -14 -32.62 -3.26196 0.000547

250 24.19 -10 -34.19 -3.41886 0.000381

500 29.76 -7 -36.76 -3.67577 0.000211

1000 35.33 -4 -39.33 -3.93267 0.000117

2000 40.90 -6 -46.90 -4.68958 2.04E-05

平均值 29.76 求和 0.001276

Xw 34.76 取10的对数 -2.894

乘以10倍 28.94001

Ctr -5.82

3. 噪声频谱修正量计算过程示例



类型 构件描述
计权隔音量

dB
修正值dB

计权隔声量+

修正值dB
备注

外墙1

20mm水泥砂浆+30mm

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加气

混凝土+20mm石灰砂浆

51.63 -5.82 45.81
交通噪声修

正

外墙2

20mm水泥砂浆+30mm

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混凝

土+20mm石灰砂浆

58.89 -5.82 53.07
交通噪声修

正

外窗 6+12A+6Low-E中空玻璃 36.76 -5.82 30.94
交通噪声修

正

隔墙1 钢筋混凝土+砂浆 57.89 -2.19 55.7
粉红噪声修

正

隔墙2 加气混凝土+砂浆 48.88 -2.19 46.69
粉红噪声修

正

入户门 木门 41.57 -2.19 39.38
粉红噪声修

正

4. 计算结果汇总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7、 分专业索引表

加为一星级推荐优选
考虑的条文

按照规划、建筑、结构、
给排水、暖通和电气几
个专业对各评价条文进
行了初步分类，便于不
同设计阶段，不同专业
快速查询和索引。其中A、
B、C分别代表控制项、
评分项和创新项。

某些评价条文得分由两
个专业组成，下表中分
别在不同专业予以体现。
部分条文需要两个专业
协同完成（详见具体条
文），为便于区分，将
该条文划分到负责或牵
头专业。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8、广州市绿色建筑初步设计说明专篇模版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9、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说明专篇模版（施工图）

图纸索引和措
施说明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0、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审查与施工验收登记表模版

增加了竣工验收内容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1、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资料清单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1、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资料清单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2、绿色建筑设计指标分析计算书模版

为了避免备案过程中主要指标和图纸不对应的问题，增加了
主要指标计算书（含模拟分析结果）提交要求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3、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用典型气象数据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14、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用典型气象数据



主要汇报内容

一、项目背景介绍

二、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指南修编的主要目标

三、本指南主要内容介绍

四、不参评条文和直接得分条文汇总



四、不参评条文和直接得分条文汇总

1、不参评条文的说明

2、直接得分条文的说明



1. 不参评条文汇总



1. 不参评条文汇总



1. 不参评条文汇总



1. 不参评条文汇总



1. 不参评条文汇总



2. 直接得分条文汇总



2. 直接得分条文汇总



谢谢！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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