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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绿色设计与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配式建筑绿色设计与评价方法的总则、绿色设计、绿色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绿色设计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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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在设计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基础上，实现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的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

绿色建造 green construction
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采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排放、提

高效率、保障品质的建造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程建造活动。

4 总则

为贯彻执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家技术经济政策，推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规范装配式

建筑的绿色设计与评价，制定本规范。

装配式建筑的绿色设计与评价应统筹考虑全寿命周期内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

约、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环境宜居等方面的要求，遵循健康、简约、高效、低碳的设计理念，促进人、

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

装配式建筑绿色设计应包括建筑设计、主体结构设计、地基基础设计、围护系统设计和设备系统

设计，设计过程中各环节应紧密配合。

装配式建筑应基于模数化、标准化、通用化的设计要求，以少规格、多组合的方式进行设计，宜

采用具有较高装配率的建筑结构体系。

装配式建筑的主体结构和围护系统设计宜就地取材或采用耐久性好、可回收利用率高的绿色建材，

应采用装配率高、节能效果好、易安装更换的部品部件。

装配式建筑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在使用前应对其进行技术评审，并制定相应

的实施方案。

装配式建筑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已淘汰、禁止的技术、工艺、设备及材料。

装配式建筑的绿色评价应对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与设备管线、

绿色建筑进行综合评价。

装配式建筑绿色设计与评价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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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设计

一般规定

5.1.1 绿色设计策划应明确绿色建筑的项目定位、建设目标及对应的技术策略、增量成本与效益，并

编制绿色设计策划书。

5.1.2 绿色设计策划宜采用团队合作的工作模式。

5.1.3 装配式建筑应在建筑全寿命期内做到节能、节水、节材、节地，保护环境。

策划内容

5.2.1 绿色设计策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前期调研；

b) 项目定位与目标分析；

c) 绿色设计方案；

d)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5.2.2 前期调研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场地调研：包括地理位置、场地生态环境、场地气候环境、地形地貌、场地周边环境、道路

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条件等；

b) 市场调研：包括建设项目的功能要求、市场需求、使用模式、技术条件等；

c) 社会调研：包括区域资源、人文环境、生活质量、区域经济水平与发展空间、公众意见与建

议、当地绿色建筑激励政策等。

5.2.3 项目定位与目标分析应体现下列内容：

a) 项目自身特点和要求；

b) 达到 GB/T 50378或其他绿色建筑相关标准的相应等级或要求；

c) 适宜的实施目标，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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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的目标等。

5.2.4 绿色设计方案的确定宜符合下列要求：

a) 优先采用被动设计策略；

b) 选用适宜、集成技术；

c) 选用高性能建筑产品和设备；

d) 当实际条件不符合绿色建筑目标时，可采取调整、平衡和补充措施。

5.2.5 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技术可行性分析；

b) 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c) 风险评估。

6 绿色评价

一般规定

6.1.1 装配式建筑绿色评价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作为评价单元。

6.1.2 绿色装配式建筑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设计阶段宜进行预评价，并应按设计文件计算装配率；

——项目评价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后进行，并应按竣工验收资料计算装配率和确定评价等级；

——绿色建筑相关评分以建设主管部门的认定为依据。

6.1.3 绿色装配式建筑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主体结构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20分；

——围护墙和内隔墙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10分；

——采用全装修；

——装配率不低于 50%；

——绿色建筑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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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绿色装配式建筑宜采用装配化装修。

装配率计算

6.2.1 装配式建筑绿色评价的各项得分应按表 1规定进行判定，总得分应按下式计算：

� = �1+�2+�3+�4+�5
100−�6

× 100%············································(1)

式中：

Q——装配率；

Q1——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

Q2——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

Q3——装修与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

Q4——绿色建筑指标实际得分；

Q5——加分项指标实际得分；

Q6——评价项目中缺少的评价项分值总和。

表 1 装配式建筑绿色评分表

评分项 评价要求 评价分值 最低分值

主体结构Q1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

板等竖向结构

A、采用预制构件 35%≤比例≤80% 15~25

20
B、采用高精度模板或免

拆模板施工工艺
比例≥85% 5

梁、板、楼梯、阳台、空调

板等构件
采用预制构件 70%≤比例≤80% 10~20

围护墙和内隔

墙Q2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比例≥80% 5

10

外维护墙体集成化

A、围护墙与保温、隔热、

装饰一体化
50%≤比例≤80% 2~5

B、围护墙与保温、隔热、

窗框一体化
50%≤比例≤80% 1.4~3.5

内隔墙非砌筑 比例≥80% 5

内隔墙体集成化

A、内隔墙与管线、装修

一体化
50%≤比例≤80% 2~5

B、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 50%≤比例≤80% 1.4~3.5

装修和设备管

线Q3

全装修 — 6 6
干式工法的楼面、地面 比例≥70% 4

4

集成厨房 70%≤比例≤90% 3~5
集成卫生间 70%≤比例≤90% 3~5
管线分离 50%≤比例≤70% 3~5

绿色建筑Q4
绿色建筑基本要求

满足绿色建筑审查基本

要求
4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一星≤星级≤三星 2~6

加分项Q5
BIM技术应用

设计 1
—生产 1

施工 1
采用EPC模式 — 2 —

注1：表中每得分子项A、B项不同时计分，其余项均可同时计分。

注2：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一星计2分，二星计4分，三星计6分。

注3：“—”表示无该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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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主要采用混凝土材料时，预制部品部件的应

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 = ���/� × 100%··················································(2)

式中：

qla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

V1a——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混凝土体积之和，符合本标准6.2.3
条规定的预制构件间连接部分的后浇混凝土也可计入计算；

V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混凝土总体积。
注：对于结构体系中必须采用现浇的剪力墙可以不计入混凝土总体积。

当采用叠合竖向构件（剪力墙、柱）时，叠合构件部分按照总体积（含叠合构件中的现浇混凝土）

乘以0.85的折减系数计算；

当采用高精度模板施工工艺时，按下式计算：
��� = ���/� × 100%···················································(3)

式中：

q1b——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高精度模板施工工艺的应用比例；

Vlb——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采用高精度模板施工工艺现浇混凝土

体积之和；

V ——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混凝土总体积。

当采用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时，框架柱采用现浇钢管混凝土柱应用比例≥80%时本项可得15分，采

用现浇型钢混凝土柱本项不计分。

6.2.3 当符合下列规定时，主体结构竖向构件间连接部分的后浇混凝土可计入预制混凝土体积计算：

——预制剪力墙板之间宽度不大于 600 mm的竖向现浇段和高度不大于 300 mm的水平后浇带、圈

梁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柱梁节点区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预制柱间高度不大于柱截面较尺寸的连接区后浇混凝土体积。

6.2.4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装配式钢结构和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主体结构部分竖向构件评分

项评分值可取 25分。

6.2.5 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 = ���/� × 100%··················································(4)

式中：

q1b——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

A1b——各楼层中预制装配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A ——各楼层建筑平面总面积。

6.2.6 预制装配式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可包括：

——预制装配式叠合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

——预制构件间宽度不大于 300 mm 的后浇混凝土带水平投影面积；

——金属楼承板和屋面板、木楼盖和屋盖及其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盖和屋盖的水平投影面积。

6.2.7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1 × 100%················································(5)

式中：

q2a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A2a——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

的面积；

Aw1——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6.2.8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2 ×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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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2b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b——各楼层采用墙体、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做法的围护墙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

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2——各楼层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6.2.9 围护墙与保温、 隔热、窗框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2 × 100%················································(7)

式中：

q2c ——围护墙与保温、隔热、窗框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c——各楼层采用墙体、保温、隔热、窗框一体化做法的围护墙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

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2——各楼层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6.2.10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3 × 100%················································(8)

式中：

q2d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A2d——各楼层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墙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Aw3——各楼层内隔墙墙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6.2.11 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3 × 100%················································(9)

式中：

q2e——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e——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墙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

留洞口等的面积。

6.2.12 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3 × 100%·············································· (10)

式中：

q2f——墙采用墙体、管线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f——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一体化的墙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

等的面积。

6.2.13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3� = �3�/� × 100%················································(11)

式中：

q3a——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应用比例；

A3a——各楼层采用干式工法的楼面、地面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6.2.14 集成厨房的橱柜和厨房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

下式计算：

�3� = �3�/�� × 100%··············································· (12)

式中：

q3b——集成厨房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A3b——楼层厨房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面积之和；

Ak ——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6.2.15 集成卫生间的洁具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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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100%··············································· (13)

式中：

q3c——集成卫生间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A3c——卫生间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面积之和；

Ab ——各楼层卫生间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6.2.16 管线分离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3� = �3�/� × 100%················································(14)

式中：

q3d——管线分离比例；

L3d——各楼层管线分离的长度，包括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腔和

吊顶内的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长度之和；

L ——各楼层电气、 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的总长度。

6.2.17 绿色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评价项的评价应满足 GB/T 50378的相关要求。

6.2.18 BIM模型应包括主体结构、外围护、室内装修和设备管线系统建筑设计等主要信息：

——宜在初步设计阶段建立 BIM 模型，主要施工图纸宜由 BIM模型生成。

——BIM模型宜实现与部品部件采购和生产、安装施工、检验与验收、建筑适，用阶段运营维护

等进行信息传递。

等级划分

6.3.1 当评价项目满足本标准 6.1.3 条规定，且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不低于

35%时，可进行装配式建筑绿色等级评价。

6.3.2 装配式建筑绿色评价等级应划分为 A级、AA级、AAA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装配率为 60%~75%时，评价为 A级绿色装配式建筑；

b) 装配率为 76%~90%时，评价为 AA级绿色装配式建筑；

c) 装配率为 91%及以上时，评价为 AAA级绿色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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