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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包括英国
QL::4Y

&美国
M::O

&日本
14DQ::

在内的典型国外绿色建筑评估

体系对节地条款的内容&权重体系及相应要求等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选址&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是节

地条款的主要组成部分'在
M::O

中!土地利用所占分值大于其他部分之和#在
14DQ::

中生态环境所占分值大于

其他部分之和#在
QL::4Y

及
162./ Q̀M

中!仍然是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占了最大的分值'同时!还发现了
B

个评

价体系所共同关注的节地指标'此外!与其他体系相比!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具有大量的控制项!且对应的绿色建

筑等级越高对接地条款的要求就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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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超过
')[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

只占地球上可利用面积
A[

的耕地上,

)

-

'房屋建筑的城市

化和技术创新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改变着城市面貌'随着

大型城市规模和数量的持续增长%为适应城市化的土地供应

问题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

-

'土地利用是当前全球环境

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众多全球变化研究的焦

点,

!CB

-

'建设用地的扩张是全球土地利用的普遍趋势%包括

城市及农村居住用地&工业与交通用地,

"C>

-

'因此%集约节约

建筑用地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应对土地资源的严重的短缺%一场绿色革新正在建

筑领域进行着'这次一场关于绿色建筑的革命%旨在通过建

造节能&健康和多产的建筑从根本上改变建筑环境%并减少

或最小化建筑对城市生活和全球环境的影响,

EC)(

-

'过去的

'(

年%一系列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协议&导则和标准已开发出

来%用以满足评估和基准建筑达到绿色革新等级的需求,

))

-

'

然而%只有一些体系被广泛接受并为可持续发展设立了可行

标准'除了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文章选择了以下
!

个体

系进行分析%因为它们是当前最流行&最具影响力和技术最

先进的绿色建筑评估工具,

)'

-

'

)EE(

年%英国建筑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筑研究组织环境评

估法%简称
QL::4Y

%它是运用最广泛及拥有最长使用记录

的建筑环境评估法,

)'

-

'

)EE>

年%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HDC

Q̀1

$发布了能源及环境设计先导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简称

M::O

评估体系%并为环境可持续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标准'

自创建以来%

M::O

完成了包括美国和其他
!(

个国家的超过

)B(((

个项目%覆盖了
EE(

亿
;

' 的开发区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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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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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筑综合环境评价委员会研究开发了建筑环境效率的综

合评价系统%简称
14DQ::

'

14DQ::

有
B

个基本版本%分

别对应于建筑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即设计&新建&既有及改

造阶段,

)'

-

'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0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绿色建筑

的多目标&多层次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B

-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于
'((*

年颁布%应用于居住建筑及办公楼&商场&旅馆

等公共建筑,

)"

-

'

在上述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节地条款都包括在内并占

有重要的位置,

)*

-

'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对
QL::4Y d00258

'((>

&

M::OCc1'((E

&

14DQ::Cc1'()(

和中国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中的节地指标部分进行比较研究'

A

!

典型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节地条款介绍

ACA

!

4M==2*

评估体系节地标准

QL::4Y

采用
'

级权重体系%共设有
E

个一级指标#不

包括创新$%分别是!管理&健康和舒适&能源&交通运输&水&

材料&废物&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污染'每个一级指标下又

根据各自的主要内容设有若干二级指标%分为最低标准项和

非最低标准项%每项指标都计分%对应不同的得分点%各指标

所得分数加权汇总%按最后得分评定相应等级!不合格&通

过&好&非常好&优秀&卓越'

以
QL::4Y d00258'((>

体系为例%它对处于设计和竣

工阶段的建筑关于其节地类指标由交通与运输及土地利用

和生态环境两大类一级指标共同构成%两类一级指标下又分

别包含了
*

个子条款%即共设有
)'

个得分指标'每条指标包

括了问题资料&目标&评估准则&注释表&所需证明资料&附件

信息等内容'

节地类指标内容涵盖了公共交通网络连接&选址&生态

功能保护等方面!该评估体系鼓励再利用先前被开发或被污

染的土地%最小化建筑开发对既有生态环境&周围区域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因为低效土地的再利用对提高绿色建筑的节

地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强调合理的建筑内部交

通用地规划及与建筑外面的交通联系%合理完善的交通规划

无疑能提高建筑的土地利用效率'

ACB

!

N==L

评估体系节地标准

美国
M::O

体系采用了无权重体系%共设有
"

个一级指

标#不包括创新设计创新和区域性$%分别是!可持续性选址&

节水&能源与大气&材料和资源&室内环境'每个一级指标下

又根据各自的主要内容设有若干二级指标项%分为先决条件

项和细化评分项'先决条件项不计分%在满足先决条件的前

提下再对细化评分项进行打分%按总得分高低将通过评估的

建筑分为认证级&银奖&金奖&白金奖
B

个级别%以反映建筑

的绿色水平'

以
M::OCc1'((E

体系为例%其节地类条款由可持续性

选址中的大部分构成%可分为!建设活动污染防治&场址选

择&开发密度和社区连通性&褐地开发&可选择交通&场地开

发&雨水设计&热岛效应&减少光污染
E

个方面%共设有
)!

个

得分指标%其中雨水设计下的水质控制为节水类指标%不属

于节地类大块'每条指标包括了内容&要求和潜在技术与策

略等内容%要求中给出了确切的达标前提条件%技术与策略

则给出了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节地类指标内容上涵盖了选址&交通规划&室外环境与

生态等内容'该评估体系将建设活动中的污染防治作为必

需达到的前提条件%对公共交通通道&开发密度和社区连通

性给予较大的权重%并在土地的规划中注重公共交通的合理

设计%同时倡导建筑物选址要与环境保持协调%把建筑物融

入公共交通环境中去考虑%这样设置无疑会对中心城市开发

密度过高&交通拥堵&用地紧张的现状起到改善作用'

ACD

!

/2$4==

评估体系节地标准

14DQ::

评估体系采用了
B

级权重体系%估指标分为

*建筑的环境品质和性#简称
g

$+和*建筑的外部环境负荷

#简称
ML

$+两类'其中
g

包括室内环境&服务质量&室外环

境#建筑用地内$

!

个一级指标%

M

包括能源&资源与材料&建

筑用地外环境
!

个一级指标,

'!

-

'各类一级指标下又根据其

受影响因素的类别进行分类%共有
B

级指标'

14DQ::

对每

一个子项目都设置了
"

个等级%并规定了详尽的评价标准和

权重值%根据评价值划分为
"

个等级!优秀&很好&好&比较

差&差'

以
14DQ::

(

c1'()(

体系为例%

14DQ::

并未单独设

立节地大块%对于新建建筑关于节地类条款的规定%由*室外

环境#建筑用地内$#简称
gC!

$+&*建筑用地外环境#简称
MLC

!

$+中的大部分及*资源与材料#简称
MLC'

$+中的小部分构

成%且分布在生物群落的保护与创造&城镇风景与景观&当地

特征与室外服务设施&考虑全球变暖&考虑当地环境&考虑周

围环境&降低非再生资源的使用
A

个二级指标中'

MLC!

中当

地基础设施负荷下的排水量抑制和废物处理负荷%这两条二

级指标不属于节地类)而在降低非再生资源的使用中%只有

继续使用既有结构框架这一条三级指标属于节地类'即%共

设有包括二级指标至四级指标在内的
)>

个得分指标'

节地类指标内容上涵盖了选址&场地生态&室外环境等

内容'该评估体系强调建筑场地及场地周围的生态环境%鼓

励维护和加强原有的生物多样性%建筑用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对土地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ACE

!

国内绿色建筑评估体系节地标准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回避了权重体系%指标体系比较

简单%共设有
*

个一级指标%分别为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

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运营管

理%各一级指标下又分为控制项#不得分$&一般项和优选项

三类'控制项相当于
M::O

的先决条件%是评为绿色建筑的

必备条款'按满足一般项和优选项的程度%绿色建筑划分为

一星&二星&三星
!

个等级'六大类指标分别设立了权值%以

体现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以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对住宅的评价体系为例%其节地

类指标即作为六大一级指标之一的节地与室外环境%包括了

>

条控制项&

>

条一般项&

'

条优选项%共
)(

条得分项%内容上

涵盖了选址&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不同的绿色建筑

等级对节地达标项数的要求不一样%其中最低要求一般项达

标项数比例大于等于
"([

'

B

!

对比分析

BCA

!

各类节地指标的内容分布

由第
'

节可知%由于各评价体系对指标的设置及分类方

式都不一样%如
M::O

及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将节地指标

>*)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第
!"

卷



 http://qks.cqu.edu.cn

单独设在一个一级指标中%

QL::4Y

是由两个一级指标共

同构成%而
14DQ::

则是将节地指标分散地设置在多个板块

中%因此在本节的分析比较中%采用以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的分类为基准的方式%将
QL::4Y

&

M::O

和
14DQ::

中

的节地类指标进行整合与分类%来对应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中的节地与室外环境'而节地与室外环境又可分为选址&

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三类节地指标%具体内容将在本节进行

详细阐述'其中%

14DQ::

体系因其独特的指标设置方式%

在对各类节地指标进行分析时%往往会出现同一条文同时包

含有选址&生态环境&土地利用中的两种或全部内容的节地

类指标%文章采用按其内容占有条文比例的多少来进行平均

分配'

'&)&)

!

选址
!

QL::4Y

中选址类指标占了
!

条%其中对保

护区及原有地形地貌的保护与维系类占了
'

条&废弃地开发

类占了一条)

M::O

中选址类指标占了
'

条%其中对保护区及

原有地形地貌的保护与维系类占了一条&废弃地开发类占了

一条)

14DQ::

体系比较特殊%各类节地指标往往会同时出

现在一条条文中%选址类指标按比例分配占了
(&!B

条%且都

属于对保护区及原有地形地貌的保护与维系)中国绿色建筑

评价体系中选址类指标占了
!

条%对保护区及原有地形地貌

的保护与维系&废弃地开发&建筑场地安全与危险源的避让

各占了一条'

'&)&'

!

土地利用
!

与选址一样%在对条文内容进行详细分

析时可以发现土地利用下包括了集约节约用地&合理设置绿

地&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共享
B

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集

约节约用地再细分%包括了人均用地指标&利用旧建筑&开发

地下空间
!

个方面的内容)交通设施再细分%分为公共交通

和停车场所'

QL::4Y

中土地利用类指标占了
*

条%其中
"

条都属于

交通设施%公共交通占了
'

条&停车场所占了
!

条%剩余一条

属于公共服务设施共享)

M::O

中土地利用类指标占了
*

条%

有
)

条属于合理设置绿地%有
B

条属于交通设施%公共交通

占了
)

条&停车场所占了
!

条%剩余一条既包括了利用旧建

筑又包括了公共服务设施共享)

14DQ::

中土地利用类指标

按比例分配占了
'&!B

条%一条属于利用旧建筑%一条属于停

车场所%合理设置绿地和公共服务设施共享分别占了
(&)A

条)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土地利用类指标占了
*

条%除

了停车场所%其余各类各设有一条'

'&)&!

!

生态环境
!

同样%生态环境可分为!室外环境和场地

生态两大块'其中%室外环境主要包括了光环境&声环境&风

环境&城市热岛效应及污染源'场地生态可分为建设活动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雨水流量控制&园林绿化三块'

QL::4Y

中生态环境类指标占了
!

条%且都属于场地

生态)

M::O

中生态环境类指标占了
*

条%其中室外环境占了

!

条%光环境
)

条&城市热岛效应
'

条%场地生态也占了
!

条%

建设活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条&雨水流量控制
)

条)

14DC

Q::

中生态环境类指标按比例分配占了
)B

条%其中室外环

境占了
)'

条%光环境
!

条&声环境
'

条&风环境
)

条&城市热

岛效应
!

条&污染源
!

条%场地生态占了
'

条%建设活动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

条&雨水流量控制
)

条&园林绿化
(&"

条)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生态环境类指标占了
E

条%除了园

林绿化占有
'

条%其余各类分别占了一条'

BCB

!

权重对比

权重系数是表示某一指标项在指标系统中的重要程度%

反映在其他指标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指标项的变化对结果

的影响%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

!

指标体系中节地类指标控制项的权重分布
!

除了

14DQQ:

未设置控制项%与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设置的

控制项相似%在
QL::4Y

中设有最低标准项%

M::O

中设有

先决条件项%控制项是构建绿色建筑所必须满足的基本条

件'节地类指标控制项比例在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的情

况见表
)

'

表
A

!

绿色建筑节地类指标控制项数占所有控制项的比例

评价体系 节地指标控制项项数比例

QL::4YdIIP1:'((> )

"

)B

M::OCc1'((E )

"

>

14DQQ:Cc1'()(

无控制项

中国绿建
'((* >

"

'A

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节地类指

标的控制项项数在评价系统中的比例相对较高%超过了系统

的均值%而
QL::4Y

和
M::O

中节地类指标的控制项都只

有
)

项%在评价系统中占的比例相对较低%这说明在各绿色

建筑评价体系中%节地类指标在绿色建筑中需要满足的基本

条件相对较多'

'&'&'

!

指标体系中节地类指标得分项的权重分布
!

如第
)

节所述%各指标体系评价的评分体系不一样%

M::O

是以分数

累计%

QL::4Y

采用权重系数计算得分率%

14DQ::

采用权

重系数%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是以达标的项数累计'将各

自的分值体系统一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可以得出了节地类

指标得分项在各个指标体系中的相对比重情况%具体情况如

图
)

%其中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的得分项包括了一般项

和优选项'

如图
)

中所示%

QL::4Y

体系和
M::O

体系把节地类

指标都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权重系数均仅次于能源类%

位列第二'

QL::4Y

中节地类指标权重比为
)>[

%分别由

交通与运输的
>[

及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
)([

共同组成%仅

次于能源#

)E[

$一个百分比'

M::O

中%节地类条款为可持

续性选址%除去其中属于节水类指标的水质控制的
(&E[

%仍

占有高达
''&A[

的比例'

14DQ::

将指标分成建筑环境
g

和建筑负荷
ML

两部分%对应了建筑的收益和投入'节地类

条款分散的体现在
g

和
ML

中%占了
g

类中的
!([

与服务性

能并列第二%占了
ML

类中的
!'&E[

%同样也位列第二'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没有设置权重系数和分数%各类

一级指标的权重只能根据得分项的数量进行对比%从图
)

中

可以看出节地指标居于第一%且各一级指标获得的权重相对

比较均衡'

BCD

!

各类节地指标的权重系数

根据上文中对各标准体系中节地类指标内容的介绍与

分析%将节地类指标内容细分为选址&土地利用&生态环境
!

大类%在本节中也将指标按照这
!

类分别对其控制项和得分

项中各类节地指标的指标数量分布情况及权重分布情况进

行分析对比'

E*)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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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各指标体系中节地指标得分项权重

'&!&)

!

各类节地指标控制项的数量分布情况
!

控制项是获

得绿色建筑等级认证的前提条件%同样也是保证绿色建筑基

本性能的控制方法%节地指标控制项是节地条款最基本的保

障'各类节地指标的布情况见表
'

'

表
B

!

三类节地指标控制项的数量分布

QL::4Y M::O 14DQ::

中国绿建

选址
( (

无
'

土地利用
( (

无
'

生态环境
) )

无
B

如表
'

所示%

14DQ::

没有包含控制项%

QL::4Y

和

M::O

一样都只包含一条控制项%内容均属于生态环境)相比

较而言%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特色之一就是控制项较

多%且属于生态环境的控制项最多%占了
B

条%其余两类各占

了
'

条'由此可以看出%要满足节地指标最重要的就是保证

场地生态环境相关内容与要求%具体内容%将在后文中给予

分析说明'

'&!&'

!

各类节地指标得分项的数量分布情况
!

得分项即在

获得控制项的基础上对节地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其数量分布

也体现了各类节地指标的影响因素的数量和所需控制手段

的数量%得分项的数量分布情况见图
'

'

图
B

!

三类节地指标得分项的数量分布

!!

在绿色建筑中受到扰动的因素越多%需要得到控制的因

素就越多%所需控制&监测的措施越多%所以指标数量分布也

就越多'由此从图
'

中可知%总体上生态环境的扰动因素最

多%最易受到影响%其次是土地利用和选址'

'&!&!

!

各类节地指标权重分布情况
!

节地类条款的权重分

布可反映节地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整体情况%而各类节

地指标的权重分布则可以反映出不同节地指标类型相互之

间的重要程度&对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和场地原有地形地貌保

护的影响程度'各类节地指标所占的权重系数如图
!

'

QL::4Y

&

M::O

和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各类节地

条款没有设置权重系数%因此各类节地条款的权重是由各类

节地指标的分值决定的%但由于各指标的分值分配有所差

别%所以各节地的权重与其得分项指标数量的分布趋势有着

明显的差异'

14DQ::

每个指标和各类节地项的三大类都

设置了权重系数%且生态环境类指标数量居大多数%因此

14DQ::

的权重系数分布情况与其得分项指标数量的分布

情况有相似的趋势%都是生态环境占有大比例'

从图
!

可以看出%在
QL::4Y

中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

的权重相对较大%分别为
"([

和
!"[

)与
QL::4Y

相似%中

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的权重相对较

大%分别为
"([

和
B([

)

M::O

将节地指标的重心放在了土

地利用上%占有
A'[

的权重%已经超过了剩余的节地因素权

重之和)

14DQ::

从
g!

&

ML'

&

ML!

分别进行分析%生态环境

权重最大%土地利用和选址所占权重相对偏少'

由上述分布情况可知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较选址而言

更易影响场地原有地形地貌保护与维系程度及土地的高效&

集约&合理利用效率'对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利用%尽可能小

的留下建筑印记%既可节约建筑用地%同时也满足了建筑使

用者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保证居住生活品质'此外%绿色建

筑的选址也是影响建筑外部大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建筑使用

者的居住舒适性及对环境敏感性土地的扰动程度都有着相

关影响'

(A)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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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三类节地指标在各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分布情况

'&!&B

!

各类节地指标下各影响因素在各评价体系中的数量

及权重分布
!

上文对
B

个绿色建筑指标体系中的三大节地

的影响因素和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但事实上各类因素的指

标数量和分值都不同%故在此对这些内容的指标数量分配和

得分分配上进行了细分%以找出
B

个指标体系在节地中所共

同注重的内容%见下表
!

'

表
D

!

各类节地指标在各评价体系中的分布

各类节地指标
QL::4Yd00258'((>M::OCc1'((E 14DQ::Cc1'()(

中国绿建

选址

对保护区及原有地形地貌的保护与维系
'

#

'

$

)

#

)

$

(&!B

#

g!

中的
E&!"[

$

)

#

(

$

废弃地开发
)

#

)

$

)

#

)

$

\ )

#

)

$

建筑场地安全与危险源的避让
\ \ \ )

#

(

$

土地利用

集约节约用地

合理设置绿地

交通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共享

人均用地指标
\ \ \ )

#

(

$

利用旧建筑
\ (&"

#

'&"

$

)

#

ML'

中的
)"&)'[

$

)

#

)

$

开发地下空间
\ \ \ )

#

)

$

\ )

#

)

$

(&)A

#

g!

中的
"&)[

$

)

#

(

$

公共交通
'

#

B

$

)

#

*

$

\ )

#

)

$

停车场所
!

#

"

$

!

#

*

$

)

#

ML!

中的
'&A[

$

\

)

#

)

$

(&"

#

'&"

$

(&)A

#

g!

中的
'&""[

$

)

#

)

$

生态环境

室外环境

场地生态

光环境
\ )

#

)

$

!

#

ML!

中的
*&*[

$

)

#

(

$

声环境
\ \ '

#

ML!

中的
)!&'[

$

)

#

)

$

风环境
\ \ )

#

ML!

中的
E&'B[

$

)

#

)

$

城市热岛效应
\ '

#

'

$

!

#

g!

中的
)"[

)

ML!

中的
BE&"[

$

)

#

)

$

污染源
\ \ !

#

ML!

中的
)'&')[

$

)

#

(

$

建设活动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
!

#

A

$

'

#

)

$

(&"

#

g!

中的
)"[

$

)

#

(

$

雨水流量控制
\ )

#

)

$

)

#

([

$

)

#

)

$

园林绿化
\ \ (&"

#

g!

中的
'([

$

'

#

)

$

!!

注!表中括号外的数字是相关的指标数量#包括了控制项和得分项$%括号内的数字是相应的分值%即得分项的分值或权重'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对保护区及原有地形地貌的保护与

维系&公共服务设施共享&建设活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四

类评价体系所共同关注的内容%而利用旧建筑&合理设置绿

地&公共交通&停车场所&光环境&城市热岛效应&雨水流量控

制则是占了三类评价体系所共同关注的内容'其中属于生

态环境和土地利用的数量最多%选址类的虽然指标数量相对

较少%但其部分内容在
B

个评价体系中仍占有重要位置)这

些指标即为绿色建筑节地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也是绿色

)A)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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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评价和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场地生态保护的关键'

BCE

!

节地条款要求的对比

'&B&)

!

节地指标控制项要求
!

如前文所述%有些指标是实现

节地条款的基本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因此这些指标都需设置

为必须满足的条件%是项目申请绿色建筑标识的前提条件'

各个评价体系中节地指标的控制项都不一样%详见表
B

'

表
E

!

各评价体系中节地指标控制项内容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控制项编号 内容

QL::4Y

土地利用与生态
B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M::O

先决条件
)

建设活动污染防治

14DQ::

未设置控制项

中国绿建

B&)&)

不占用保护区&

B&)&'

无灾害威胁

B&)&!

人均用地指标

B&)&B

日照&采光通风要求

B&)&"

植物选择

B&)&*

绿地率

B&)&A

无污染源

B&)&>

施工环保措施

!!

如表
B

所示%各体系中节地指标的先决条件数量和内容

都不相同%

QL::4Y

和
M::O

中都设置了一条先决条件%均

属于生态环境类%

14DQ::

则没设置先决条件'相比较%很

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较其他体系设

定了更多数量的控制项%内容也涉及了所分的三类节地指

标%这对节地控制起到了一个基本的保障%同样中国绿色建

筑评价体系对其他类指标也都设置了类似数量的先决条件%

这样的方法对构建一个和谐的绿色建筑起到了较好的平衡

和保障作用'

'&B&'

!

不同绿色建筑等级对节地指标得分项的要求
!

各评

价体系按建筑达到的绿色水平%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达到各

绿色等级的要求有所不同%等级越高%设置的要求或所需达

到的分值就越多或越高%实现的难度也就越大'

QL::4Y

&

M::O

和
14DQ::

对于不同等级绿色建筑只对最后的总分

设定了不同要求%而没有设定不同的节地得分要求'中国绿

色建筑评价体系则明确地对不同等级绿色建筑的节地中的

一般项指标的达标项数设定了最低要求'各评价体系对节

地类条款的要求见表
"

'

表
F

!

不同绿色建筑等级对节地条款的要求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等级 总分要求 节地指标达标项数"分数要求#一般项$

QL::4Y

d00258'((>

通过
&

!([

无

好
&

B"[

无

非常好
&

""[

必须获得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下的(

*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中的
)

分

优秀
&

A([

必须获得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下的(

*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中的
)

分

卓越
&

>"[

必须获得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下的(

*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中的
)

分

M::OCc1'((E

认证级
B(\BE

#总分
))(

$ 必须满足先决条件
)

!建设活动污染防治

银奖
"(\"E

必须满足先决条件
)

!建设活动污染防治

金奖
*(\AE

必须满足先决条件
)

!建设活动污染防治

白金奖
&

>(

必须满足先决条件
)

!建设活动污染防治

14DQ::c1'()(

差
Q::

'

(&"

无

比较差
Q::h(&"\)&(

无

好
Q::h)&(\)&"

无

很好
Q::h)&"\!&(d-Q::

&

!&(/.=g

'

"(

无

优秀
Q::

&

!&(/.=g

&

"(

无

中国绿建

一星 必须满足所有控制项%至少
)>

条一般项#共
B(

条一般项$

B

#共
>

条一般项$

二星 必须满足所有控制项%至少
'B

条一般项
"

#共
>

条一般项$

三星 必须满足所有控制项%至少
!(

条一般项
*

#共
>

条一般项$

!!

注!表中
Q::

为*建筑环境效率+的简称%其中
Q::hg

"

M

!!

从表
"

中%可见各绿色建筑等级对节地类指标的要求可

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节地条款中具体子项的要求%如

QL::4Y

和
M::O

!

QL::4Y

对非常好及以上的
!

个级别

要求必须获得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下的(*减缓对生态影

'A)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第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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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一项中的
)

分)

M::O

则是
B

个等级必须满足建设活动

污染防治这一先决条件项'另一类是不对节地类条款做具

体要求%以
14DDQ::

为代表%虽然未对具体子项及项数做出

规定%但是要求最后建筑环境效率的得分满足一定的数值%

这也间接要求包含着节地类指标的
g!

值&

ML'

值和
ML!

值

须达到一定要求'最后一类是对节地条款所需满足项数的

要求%以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为代表!除须满足所有控制

项外%不对具体的节地子项做要求%但是必须要达到一定数

目的一般项%评价等级越高%要求达标的一般项数也就越多'

从这可以看出%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有一点不同于

M::O

&

QL::4Y

&

14DDQ::

等%其更强调对每个指标类别

的独立评价%例如通过获得其他条款的分数来平衡在节地条

款中得不到的分数%以掩盖建筑节地类指标的缺陷这种情况

就不可能发生'不同等级对节地条款的不同要求将有助于

提高建筑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等对其的重视程度'

D

!

结
!

论

通过对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英国
QL::4Y

&美国

M::O

&日本
14DQ::

这些典型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节地

指标内容&权重体系及得分要求等的对比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

$尽管各评价体系的评价规则和分类方式不尽相同%节

地大块都是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占有

相对较大的权重'

'

$节地类指标可由选址&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三大类构

成'这些指标的设置都是基于保护维系原有场地生态面貌&

最大化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改善场地生态环境&满足建筑使

用者物质和精神需求等目的'其中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两

类指标所占比例明显较大%表明包含较多的干扰因素%对节

地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

$对保护区及原有地形地貌的保护与维系&公共服务设

施共享&建设活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四类评价体系所共同

关注的内容%这些指标即为绿色建筑评价和集约节约利用土

地&场地生态保护的关键'

B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较其他体系对节地指标及其

他类指标都设有大量的控制项%且其更强调对每个指标类别

的独立评价%例如通过获得其他条款的分数来弥补在节地条

款中得不到的分数%以掩盖建筑节地类指标的缺陷这种情况

就不可能发生'

"

$通过论文的撰写%发现各个绿色建筑评价体系都有着

各自的优点和内容%可通过参考和借鉴各个体系的优点来完

善现有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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