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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誉设计有限公司、中骏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新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苌文华、宋海涛、许舒意、郑博、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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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技术文件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技术文件编制的一般规定、设计说明、专业设计和计算书。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绿色建筑节能设计项目的初步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70  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CJ/T 16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JGJ/T 449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 

JGJ 286  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规定 

绿色建筑节能设计内容由建筑、结构、给水排水、电气、暖通共五个专业组成，适用于公共建筑

与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 

绿色建筑节能设计说明采用文本形式，由各专业设计说明汇总集结成篇，重点对采用技术措施、

系统及控制指标要求进行描述。 

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文件应包括设计说明专篇、设计图纸、建筑节能计算模型及计算报告书、建筑

节能设计自审意见书、建筑节能初步设计阶段基本情况表。设计说明专篇按以下次序编排： 

—— 设计主要依据； 

—— 项目概况； 

—— 建筑专业； 

—— 结构专业； 

—— 电气专业； 

—— 给水排水专业； 

—— 暖通专业。 

绿色建筑节能条文涉及的内容不在设计合同约定的设计范围内的（如园林景观、室内装饰、门窗

与幕墙、建筑室外照明、智能化等专项深化设计不在设计范围内的），应在设计说明和相关专业设计说



T/CASME XXX—2023 

2 

明中详细说明，相关专业应针对该内容在本专业设计说明中提出需要满足的具体达标要求，以供其他设

计单位作为设计依据。 

5 设计说明 

设计主要依据 

应包含以下内容： 

—— 设计中执行的国家和本市的标准、规范、图集； 

—— 设计中执行的国家和本市的政策文件； 

—— 项目环评报告、地勘报告。 

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概况 

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概况表应包含以下内容： 

—— 项目名称、建设地点； 

—— 总建筑面积、建筑用地面积、地下建筑面积； 

—— 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 

—— 子项建筑高度、层数、建筑面积、绿色建筑等级； 

—— 不适用条文说明、需在后续设计中完善的达标条文内容。 

6 专业设计 

建筑专业 

6.1.1 建筑节能设计说明 

6.1.1.1 建筑节能设计说明应体现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在减轻热岛效应方面的考虑。 

6.1.1.2 建筑设计应包含以下内容：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分类、居住建筑的朝向及体型系数； 

—— 公共建筑各主要功能房间外窗和幕墙可开启面积占该房间外墙面积比情况； 

—— 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与外窗（含透光幕墙）玻璃可见光透射比； 

—— 公共建筑西向窗墙面积比大于 0.3时，遮阳类型、遮阳位置及控制方式； 

—— 居住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含阳台门面积）与外窗所在房间地板轴线面积比，每套住宅的通

风开口面积与地板轴线面积比情况； 

—— 屋顶透光部分面积比及活动遮阳措施设置； 

—— 空调器（机组）室外机布置情况，空调器（机组）室外机置于凹槽的深度及凹槽的宽度，空

调机位支承结构； 

—— 屋面采用种植屋面的范围及措施，外墙采用墙体垂直绿化的范围及措施； 

—— 建筑物的外墙采用自保温系统时，自保温系统构造； 

—— 楼梯间、走廊、电梯间的外窗可开启情况。 

6.1.1.3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应包含以下内容： 

—— 非透明围护结构各部位保温系统构造及相应材料的热物理性能指标、修正系数、燃烧性能指

标； 

—— 透明围护结构各部位材料的热物理性能指标； 



T/CASME XXX—2023 

3 

—— 屋面、外墙、地下室（半地下室）热桥部位建筑防结露、防冷凝设计的措施及计算结果、屋

面外墙隔热性能； 

—— 公共建筑大厅全玻璃幕墙非中空玻璃与同一立面透光面积（门窗和玻璃幕墙）的面积比、对

应的加权平均传热系数； 

—— 居住建筑每个供暖空调空间满足供暖和空调季节新风量要求的方式，设置新风口时其净面积

与该空间的地板轴线面积比值。 

6.1.1.4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判定应简要说明项目各楼栋各围护结构部位热工性能及指标是否达到权衡

判断基本要求。 

6.1.1.5 安全设计（构造与防火安全）应包含以下内容： 

—— 保温系统各部位的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保温构造、粘贴、锚固、托架、加强网设置要

求； 

—— 各保温系统防护层厚度，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有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封堵

措施； 

—— 防火隔离带构造及粘贴（方式、面积）、锚固要求，加强网设置要求； 

—— 保温系统托架设置要求，托架的材料、规格与锚固要求； 

—— 保温系统变形缝设置要求，填缝与密封材料类型； 

—— 幕墙类型和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 

—— 外墙上门、窗的耐火完整性（有要求时应说明）； 

—— 坡屋面保温系统的防滑措施（有要求时应说明）； 

—— 外墙外保温系统和外门窗抗风压性能计算值、标准最小值及设计值。 

6.1.1.6 专项论证相关说明应包含以下内容： 

—— 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时的论证内容与论证结论； 

—— 建筑高度超过 150 m 或公共建筑单栋建筑地上建筑面积大于 200 000 m
2
时的论证内容与论证

结论。 

6.1.2 绿色建筑设计说明 

6.1.2.1 选址与规划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场地选址：项目的建设地点与周边情况，场地的安全性，场地内外需要保护的资源及措施，

场地内外污染源及防治措施； 

—— 总平面及竖向：场地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竖向设计及土石方平衡情况，场地设计标高，总平

面利于通风、日照分析，建筑主朝向设计； 

—— 场地交通：场地交通组织，公共交通设置（位置、距离、线路）情况，建筑与周边公共交通

系统的人行通道设计情况；场地内人车分流设计情况；场地内人行通道无障碍设计及与外部

人行通道无障碍连通情况；机动车停车设施方式及位置，地面停车位数量；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和无障碍停车位设计；非机动车位数量、位置等设计情况。 

6.1.2.2 物理环境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建筑风环境设计：场地自然条件与建筑群规划布局，建筑的平面及立剖面的通风设计情况；

对于需进行软件模拟分析的项目，应说明冬季建筑物周围人行风速、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建

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过渡季的自然通风及风压差情况，应说明分析结果是否满足

标准要求；外窗可开启面积与外窗所在房间地板轴线面积或外墙面积的比例、每套住宅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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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开口面积与地板轴线面积的比例；套型内卫生间明卫设计情况；自然通风的进排风口具备

的功能及通风器设置； 

—— 建筑日照与光环境设计：建筑间距要求及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建筑、医院建筑、疗养

院等有明确日照要求的建筑类型的日照分析；建筑是否设置幕墙及窗墙防光污染设计情况；

建筑各主要功能房间采光质量及窗地面积比设计； 

—— 建筑热环境设计：热环境相关的设计措施及标准符合情况； 

—— 建筑声环境设计：建筑室内声环境设计要求，有声环境质量要求的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允许噪

声级及其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噪声源房间的布置及相应的防噪减振措施；

公共建筑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多功能厅、接待大厅、大型会议室等）专项声学设计及隔

声要求。 

—— 室内空气质量的设计要求：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限值、装饰装修材料及家具制品中污染

物释放量限值要求。 

6.1.2.3 建筑材料及构造 

应包含以下内容： 

—— 绿色建材的等级、种类、比例及应用部位； 

—— 建筑装饰性构件位置及女儿墙高度，非功能性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 

—— 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使用情况，其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 

—— 建筑构配件设计是否遵循模数协调原则，公共建筑的公共区域土建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

居住建筑土建与全装修一体化设计的户数比例；采用工厂化生产的预制构件，其重量与建筑

地上部分重量的比值； 

—— 建筑产业化技术措施应用情况，内隔墙非砌筑和预制装配式楼板是否按“应用尽用”原则采

用，且说明其应用部位； 

—— 卫生间、浴室、厨房、阳台、接触土壤的首层地面、地板辐射采暖房间等部位的防水防潮设

计； 

—— 主体结构材料和装饰装修的污染物情况。 

6.1.2.4 建筑设备 

应包含以下内容： 

—— 电梯的台数与规格要求，无障碍电梯设计及担架电梯设计情况； 

——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的节能控制设计； 

—— 冷热系统、风系统空调器（机组）室外机位置，变配电所位置及降噪减震措施。 

6.1.2.5 安全维护系统 

应包含以下内容： 

—— 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设计情况； 

—— 外遮阳、空调室外设施、外墙花池等外部设施的设计要求。 

6.1.2.6 标识系统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安全防护警示和引导标识设计情况； 

—— 禁烟标识设计情况； 

—— 出入口、车库和楼层禁烟标识设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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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7 绿地率及植物配置 

应包含以下内容： 

—— 项目配建的绿地设计； 

—— 环境绿化乡土植物选用； 

—— 常绿树与落叶树的搭配比例，乔、灌、草复层配置比例； 

—— 种植区绿化覆土深度； 

—— 公共建筑立体绿化设计。 

—— 居住建筑场地挡墙、堡坎等硬质裸露体垂直绿化设计。 

6.1.2.8 场地景观资源及生态修复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场地可利用的古树、名树、大树及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乡土植物； 

—— 场地生态修复及表层土的利用，对需改造的场地制定的生态修复措施。 

6.1.2.9 低影响开发设施 

应采用低影响开发设施，内容包含硬质铺装地面中透水铺装的位置、材质、面积与比例，透水构造

说明，透水土基的渗透性能。 

6.1.2.10 缓解热岛措施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场地户外活动场地（包括步道、游憩场、庭院、广场等）有乔木遮荫措施的面积和比例；  

—— 建筑阴影区外的机动车道的路面材料选择或设置遮荫面积较大的行道树； 

—— 居住建筑的东、南、西向墙面设置绿化情况。 

—— 公共建筑屋顶的绿化面积、太阳能板水平投影面积及屋面材料选择和面积比例。 

6.1.2.11 生活垃圾设置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分类收集垃圾箱设置间距、材质及要求； 

—— 垃圾通道与储存空间的清洗设施及地面材料。 

6.1.2.12 室外吸烟区、隔音措施 

应包含室外吸烟区位置布置、居住小区与外界主干道采用措施控制噪声污染情况。 

结构专业 

6.2.1 场地选址应避开危险地段（如洪水、泥石流、抗震危险地段），对不利地段（如滑坡、抗震不

利地段）应提出保证措施。 

6.2.2 地基基础应对所采用基础形式的合理性进行说明；对复杂地基，应提供不低于 2 种基础方案形

式的分析说明。 

6.2.3 结构体系应根据受力特性采用结构传力合理、经济的结构体系（含结构构件），应进行节材分

析说明；当可选择多种结构体系时，应提供各种结构体系（含结构构件）的节材优化分析说明。 

6.2.4 应说明主体结构是否采用抗震性能设计，采用性能设计时应明确关键部位、关键构件及节点，

并应明确其性能目标是否达到中震不屈服以上目标。 

6.2.5 建筑幕墙体系应体现幕墙结构的变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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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建筑结构高强材料的运用： 

—— 钢结构：钢材强度等级；Q355 及以上高强钢材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 

—— 混凝土结构：主受力钢筋如梁、板、柱、剪力墙、基础钢筋的强度等级；混凝土的强度等

级。 

6.2.7 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的运用： 

—— 钢结构：是否采用耐候结构钢或耐候型防腐涂料； 

—— 混凝土结构：是否采用高耐久性的混凝土及其应用比例； 

—— 木结构：采用防腐木材、耐久木材或耐久木制品的使用部位。 

6.2.8 现浇混凝土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应采用预拌砂浆。   

6.2.9 应说明是否采用装配式部品、部件或装配式构件。 

6.2.10 墙体材料应说明砌体材料及等级，以及其他围护材料的说明。 

6.2.11 应说明本地化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 

6.2.12 应说明地下室、车库、屋面等与土壤或水接触的混凝土结构部位是否采用结构自防水设计及采

用的抗渗等级。 

6.2.13 既有建筑进行改造或利用时，应说明是否依据国家或重庆相关规范对主要受力构件及结构体

系进行检测鉴定。 

6.2.14 应说明绿色建材的等级、种类、应用部位及比例。 

电气专业 

6.3.1 设计主要依据 

应包含以下内容： 

—— 本工程采用的主要电气节能相关的标准及规范； 

—— 有关职能部门及建设方提供的有关节能设计要求。 

6.3.2 供配电系统 

应包含以下内容： 

—— 根据用电性质及容量，考虑技术经济合理性，选择的供电电压，确定的供配电系统； 

—— 变配电所的设置位置是否靠近负荷中心，变压器容量、数量及负载率；过渡季节负荷调整措

施； 

—— 三相配电干线的各相负荷分配的平衡情况； 

—— 功率因数补偿方式； 

——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一次配建比例与数量，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充电设施单位容量； 

—— 谐波抑制措施。 

6.3.3 照明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建筑室内的照度标准值、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统一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 

—— 选用的主要灯具、光源、镇流器、LED 模块控制装置的类型及技术要求； 

—— 建筑公共照明、室外景观照明、夜景照明、天然采光场所照明的节能控制方式。 

6.3.4 电气设备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变压器、电梯、风机、水泵等设备的节能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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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电气设备工艺要求确定的节能控制方式； 

——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节能控制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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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计量与智能化 

应包含以下内容： 

—— 分项电能计量装置的设置情况； 

—— 电能监测与计量系统的设置情况；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设置情况； 

—— 信息网络系统的设置情况。 

6.3.6 环境噪声控制 

应说明变配电所、发电机房等站房的设置位置及采取的相关减振降噪措施。 

6.3.7 CO 浓度监测与联动 

应说明地下车库CO浓度监测点位布置与排风设备联动情况。 

6.3.8 景观照明及控制 

应包含以下内容： 

—— 景观照明节能控制措施及照明灯具选选择； 

——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照明设计。 

6.3.9 新技术、新产品运用 

当设置新能源供电系统时，应说明地区资源的情况、发电系统设计思路、装机容量、发电量用途、

并网情况等。 

给水排水专业 

6.4.1 设计依据 

应包含以下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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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的批准文件。 

6.4.2 项目概况 

应包含以下内容： 

—— 项目区位介绍； 

—— 工程所在地区气象条件； 

—— 工程水文及地质条件； 

—— 给排水市政接口情况。 

6.4.3 用水量计算 

应说明或用表格列出平均日用水量标准，用水人数（或单位数）及平均日用水量。 

6.4.4 给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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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含以下内容： 

—— 说明或用表格列出给水系统的划分、分区供水情况、水质保证措施等； 

—— 说明给水管材选用、接口、敷设方式及用水器具的选用； 

—— 说明或用表格列出热水系统的供水方式、供水分区、系统的选择、供水加压及加热设备的容

量、位置及选型、保温及防腐蚀的技术措施等； 

—— 游泳池循环水处理系统：说明游泳池和水上游乐池的主要设计参数、循环水处理的工艺流程

及消毒剂的选用； 

—— 循环冷却水系统：说明或用表格列出空调循环冷却水量，冷却构筑物，循环水泵的选型及稳

定水质措施等； 

—— 说明项目所在地区的气象参数。 

6.4.5 热水系统 

应包含以下内容： 

—— 热源、供热水方式、加热设备的形式、位置；  

—— 分区方式及循环方式，保证冷热水水压平衡及出水水温控制措施； 

—— 热水计量措施； 

—— 管道及设备保温措施； 

——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监测和控制。 

6.4.6 排水系统 

应包含以下内容： 

—— 说明或用表格列出生产、生活排水系统排水量，当污水需要处理排放时，应分别说明排放

量、水质、工艺流程、处理方式、设备选型、构筑物情况及处理效果等;若车库设置地面冲

洗,说明其排水应经隔油和沉淀处理； 

—— 雨水系统的暴雨强度公式、设计重现期、雨水排放量等； 

—— 排水体制是否雨水、污水分流； 

—— 排水管材的选用、接口及敷设方式。 

6.4.7 中水系统及雨水利用系统 

应包含以下内容： 

—— 中水系统设计依据、水质要求、设计参数、工艺流程、处理设施、设备选型、并宜绘制水量

平衡图。 

—— 雨水用途、水质要求、设计重现期、日降雨水量、日可回用雨水量、日用雨水量、工艺流

程、处理设施、设备选型。 

——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超过 10 hm
2
的场地进行雨水专项规划设计。

并说明雨水花园或有调蓄雨水功能的水体面积、储水量、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主要指

标，绘制水量平衡图。 

6.4.8 用水器具及其用水效率 

卫生洁具应选用节水型产品，并符合CJ/T 164、GB/T 18870的相关要求。 

6.4.9 管网漏损控制 

应通过采用高质量管材、高性能阀门、水池、水箱设置溢流报警装置等措施，控制管网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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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 计量方式 

应按照使用用途或付费（或管理）单元情况分别设置计量装置。 

6.4.11 绿化节水灌溉 

应说明采用的绿化节水灌溉技术。 

6.4.12 景观水体设计 

应对有无景观水体及其补水情况进行描述。 

6.4.13 环境噪声控制 

应说明设备（泵）站房、冷却塔等设备设施设置位置，及采取的相关防噪音措施；室内排水管管材

选用及设置方式。 

6.4.14 景观节水灌溉 

应包含以下内容： 

—— 节水灌溉系统及节水控制措施或种植无须永久灌溉的植物； 

—— 景观水体及室外景观水体利用雨水的水体、水质保障措施。 

暖通专业 

6.5.1 应说明工程概况及绿色建筑定性。 

6.5.2 应说明室内设计参数：房间名称、冬夏季温湿度、新风量、噪声、空调区域热舒适等级、人员

密度。 

6.5.3 应说明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 

6.5.4 应说明冷热源选择及设备能效指标，包含： 

—— 冷热负荷及冷热源选择（机型、总装机容量）； 

—— 冷水机组能效比（或性能系数）； 

——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比； 

—— 吸收式冷水机组性能系数； 

—— 单元式空调机组能效比； 

—— 水（地）源热泵能效比； 

—— 多联机综合能源效率； 

—— 锅炉热效率等。 

6.5.5 应说明空调风系统划分及热回收情况。 

6.5.6 应说明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措施。 

6.5.7 供暖、空调冷、热水系统设计内容应包含： 

—— 采用系统形式、分区及定压； 

—— 满足耗电输送冷（热）比的设计措施。 

6.5.8 空调冷却水系统设计内容应包含： 

—— 水处理功能及安装场所（见给排水设计）； 

—— 节水冷却技术及减低运行能耗措施（见给排水设计）。 

6.5.9 自然通风及机械通风系统内容应包含： 

—— 自然通风措施； 

—— 机械通风系统（停车库等）、CO 浓度传感器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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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0 计量及监控内容应包含： 

—— 供暖、空调、通风系统计量设置情况； 

—— 供暖、空调、通风系统控制要求。 

7 计算书 

建筑节能计算模型及报告书 

7.1.1 应采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计算软件建模。 

7.1.2 每栋建筑应提供一个节能计算模型； 

7.1.3 建筑节能计算模型应与设计图说一致； 

7.1.4 建筑节能计算报告书应有完整签署。 

建筑物理环境分析 

7.2.1 对项目的风环境、声环境、光环境达标情况予以描述或进行软件数字化模拟分析计算。 

7.2.2 风环境分析边界条件设置应符合 JGJ/T 449 的要求。 

7.2.3 光环境分析边界条件设置应符合 JGJ/T 449和 GB 50033 的设计计算要求； 

7.2.4 热环境分析边界条件设置应符合 JGJ/T 449和 JGJ 286 的设计计算要求； 

7.2.5 声环境分析应明确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边界条件设置应符合

JGJ/T 449和 GB 50118的要求。 

研究分析报告编制 

《建筑室外风环境分析报告》、《建筑声环境分析报告》、《建筑热环境分析报告》、《建筑自然

采光分析报告》、《建筑室内自然通风分析报告》研究分析报告编制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 

—— 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高度、功能、项目周边建筑的情况等； 

—— 项目的技术路线：包括软件、边界条件设置、工况等内容； 

—— 分析过程：分析各种工况下的指标参数，提出优化的措施或评价结论； 

—— 结论：重点论述的结果和评价的结论； 

注： 上述报告是否需要视项目情况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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