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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修订背景
《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GJ32/

J173-2014自2015年1月1日实施以来，
为全国第一部绿色建筑地方法规《江苏省
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
撑，为全面强制推广一星级绿色建筑奠定
了坚实基础。为有效呼应新版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继续保障条例的实施，切实推进江苏绿色
建筑高质量发展，全面构建全省绿色建筑
技术指标体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开
展了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修订工
作。

2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及重点内容
2.1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本次修订以《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为基础，以助推我省
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积极响应社
会对于建筑品质提升的需求，充分体现绿
色建筑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在保留依据
专业分工划分章节的标准框架基础上，对
标准的技术要点进行更新。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开展了绿色设计协同要点分析、设
计标准与评价标准的对应性分析、满足设
计标准的建筑星级试评价等相关专项研
究，以提升本次修订的科学性和完备性。
修订的主要框架结构如下：

(1)新增“智能化设计”章节；
(2)新增“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章节：
(3)原第4章“绿色建筑策划及设计文

件要求”更名为“绿色建筑策划与设计流
程”，并增加“绿色建筑设计流程”小节：

(4)原第5章“场地规划与室内环境”
更名为“场地设计”，原5.4节“场地规划设
计与室内环境”拆分为“总平面布局”和

“室外环境控制”两小节；
(5)原第6章“建筑设计与室内环境”

更名为“建筑设计”，原6.9小节“装饰装修
设计”相关内容移至“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章节，同时新增“建筑安全防护与耐久设
计”小节；

(6)原第7章“结构设计”删除7.3小节
“改建、扩建建筑结构设计”，将原7.4节
“工业化住宅结构设计”调整为“工业化建
筑结构设计”，同时新增“非结构构件设
计”小节；

(7)原第8章“暖通空调设计”删除8.4
小节“末端设计”，并新增“室内通风设计”
小节；

(8)原第9章“给排水设计与水资源利
用”更名为“给排水设计”，原9.2小节“节
水措施”、9.3小节“给排水系统设计”合并
至“节水设计”小节，原9.4小节“绿色雨水
基础设施设计”、9.5小节“再生水回用设
计”合并至“非传统水源利用设计”小节，
原9.6小节“太阳能热水供应设计”内容扩
充并更名为“生活热水节能设计”，同时新
增“用水安全设计”小节；

(9)原第10章“电气设计”中与智能化
监测、控制相关内容移至新增“智能化设
计”章节；

(10)原第11章“景观环境设计”将原
11.2、11.3、11.4、11.5小节整合为“种植设
计”、“场地安全与环境设计”两小节。

2.2标准修订的重点内容
本次修订在2014版设计标准的基础

上，吸收纳入《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
T50378-2019等标准规范内容，紧密结
合江苏省情，研究梳理国内绿色建筑方面
的科研成果，在建筑设计中体现简约、高
效、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为人们们提
供健康、舒适和集约的使用空间，实现人、
自然与建筑和谐共生。

2.2.1重点体现绿色建筑协同设计要
求

本次修订强调绿色建筑设计以建筑
师为主导，全过程多专业协同的理念，新
增“绿色设计流程”小节,从方案设计,初
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不同阶段规定了绿
色设计的基本流程,明确了目标设定、协
同设计,方案优化、经济分析等关键环节
的工作逻辑和路线。此外,在各专业相关
条文编制中,以协同设计为原则,具体绿
色设计内容根据专业进行拆解,提升标准
条文的可操作性。

2.2.2全面响应新版《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的技术要点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019对绿色建筑的技术体系进行了大幅
度的修订,确定了以“安全耐久、健康舒
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五大
性能为主的评价体系,大幅增加了相关技
术要点。本次修订充分响应新版《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的技术要求,在内容上进行
了相应的增补和调整。同时修订后的

“应”字条文对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的控制项实现全覆盖,为我省建筑的全面
绿色提供技术保障。

各主要章节针对新版《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增补的内容如下:

(1)在“术语”章节,增加了“非结构构
件”“绿容率”等术语解释;

(2)在“场地设计”章节,增加了公交站
点连接、人车分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电
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垃圾分类收
集等内容;

(3)在“建筑设计”章节,增加了建筑适
变性、地下停车充电设施、建筑围护结构
安全耐久、防坠落措施、栏杆安全防护、地
面防滑、安全标识系统等内容;

(4)在“结构设计”章节,增加了主体结
构耐久性设计、抗震性能优化、百年建筑
设计、外围护结构安全耐久性、外部设施
一体化、非结构构件安全耐久、栏杆荷载、
建筑隔振等内容;

(5)在“暖通空调设计”章节,增加了过
渡空间合理降低温度设定标准、隔声减
振、部分负荷能效指标、风机水泵节能评
价值、空调气流组织等内容;

(6)在“给排水设计”章节,增加了给排
水系统永久性标识、各类水质要求、地漏
水封、二次用水安全、管材耐久性、恒温混
水阀等内容；

(7)在“电气设计”章节,增加了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管线耐久性、管线分离、光源
安全性等内容;

(8)在新增的“智能化设计”章节,明确
了信息网络系统、建筑设备系统自动监控

管理功能以及建筑智慧运行等要求;
(9)在新增的“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章

节,明确了全装修、室内装修不得影响消
防疏散、全龄化、室内标识系统、装修材料
有害物质限值等要求;

(10)在“景观环境设计”章节,增加了
健身与全龄化设施、居住区遮阳覆盖率、
室外吸烟区、室外场地防滑、室外标识系
统等要求。

2.2.3突出室内空气品质与公共安全
建筑的室内空气品质与使用者的健

康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公共卫生安全的
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一定程
度上暴露出我国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
方面的短板,亟需改善公共建筑新风系
统的运行水平。同时,室内污染物传感
装置和智能化技术的完善普及,使实时
采集监控建筑室内空气污染物成为可
能。通过设置室内空气质量动态监测系
统,是从设计层面提升公共建筑健康运
营的有效手段。

对于公共建筑,针对室内环境品质提
升和公共防疫需要,研究提出人员密集公
共场所设置空气质量监测与公告系统的
要求。本次修订明确了人员密集的公共
建筑场所应设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在建筑主要出入口和各楼层实时公告监
测数据,并将相关内容设为强制性条文。
通过动态监测和公告,强化社会监督,规
范公共建筑业单位进行新风系统运行管
理,切实提高建筑室内空气品质,提升相
关设备系统设计和运营管理水平。

对于住宅建筑,本次修订提出了全面
设置建筑新风系统或装置的要求,从设计
层面提升了住宅的通风设施水平,并规定
了厨卫排风系统防止排气倒灌等相关要
求,积极响应了社会对于住宅空气品质提
升的诉求。

2.2.4关注建筑工业化发展
推动建筑工业化发展,对于绿色建筑

乃至建筑业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意
义。本次修订中明确了模数协调、标准化
设计等建筑设计基本原则,并在结构设计
章节中,将原有“工业化住宅结构设计”小
节调整为“工业化建筑结构设计”,对结构
设计原则、结构体系选择以及广泛应用的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相关设计要点进
行了规定。在新增“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章节中单独设置“装配式装修”小节,明确
了装配化装修的设计要求,旨在提升住宅
装修在全生命期的可变性和可升级性,避
免目前广泛存在的二次装修对结构安全、
资源环境的影响。

3标准特色分析
3.1首次建立了以建筑师主导、各专

业协同的协同设计方法和全过程集成设
计流程

积极响应绿色建筑理念从“四节一环
保”到“五大性能”的转变,对标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19版的评价体系
和技术要求,注重建筑功能与建筑性能并
重,建立了以建筑师主导、其余各专业协
同设计的设计方法和全过程绿色集成设
计流程。其核心是以绿色设计为先导,统

筹绿色建材、绿色施江、绿色运维等,明确
绿色设计各阶段目标和任务、各专业设计
成果,并予以实时验证与评估,克服了传
统推广中仅以性能导向为目标而导致的
技术叠加、百姓认可度不佳的绿色建筑设
计的不足。

3.2首次提出了公共建筑人员密集场
合全面施行室内空气品质监测和实时公
告

研究并提出了在公共建筑人员密集
场合要进行室内空气品质监测和公告的
要求,并将其列为地方标准的强制性条
文,为编制地方标准《公共建筑室内空气
质量监测系统技术规程》提供上位依据,
保证了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设计参数能在
运行中真正得到落实,对于常态化防疫下
确保室内人员健康意义重大，得到了以钟
南山院士为首的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3.3首次提出了高大空间“平”“灾”、
“平”“疫”转换的设计要求

根据能耗大小对公共建筑空间进行
划分,引入高大空间概念(指高度大于
5m、体积大于1000m³的空间,其具有公
共性强、人流量大、能耗高的特征),从空
间功能与健康舒适等维度细化了设计要
求,从而实现对建筑节能的精准控制。充
分结合高大空间尺度大、灵活可变的空间
潜力,鼓励在设计中加入应急使用功能及
相应的设施技术条件,为灾情、疫情提供
必要的功能支撑和运维管理,切实提高绿
色建筑在重大灾害和疫情来临时的应急
应变能力。

3.4首次提出厨卫设施标准化设计与
柔性设计的方法

基于设计与生产协同的理念,落实装
配化设计施工要求,提出了厨卫设施标准
化设计与柔性设计的两种设计方法,即规
格化、系列化的集成设计与柔性生产满足
个性化定制设计,确保了厨卫部品的品质
优良、施工便捷和集约节约,极大减少了
建筑装修垃圾。基于干式工法提供的楼
面空腔构造,实现室内设备管线与混凝土
构件相分离,为建筑功能和房间布局的变
更以及设备设施的维护提供便捷条件,实
现建筑长寿命的目标要求。

4结语
修订后的《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全面

响应了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总结了江苏绿色建筑设计实践,重
点从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
源节约、环境宜居等五个方面积极回应
了新时代下绿色建筑的内涵,对相应的
内容和措施做出了一系列的优化，大大
提高了江苏绿色建筑设计水平,体现了
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满足了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江苏省绿
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助推江苏美丽宜居
城市建设,为江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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