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qks.cqu.edu.cn

第
!"

卷增刊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年
*

月
+$,-./%$01232%

!

4-5627857,-/%9:.32-$.;8.7/%:.

<

2.88-2.

<

+,.&'()!

=$2

!

)(&))>!"

"

?

&2@@.&)*ABCBA*B&'()!&D)&(!>

典型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室内环境指标对比分析

杨心诚!刘
!

猛!

HJJ/% $̂@@/2.

"重庆大学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B(((B"

$

收稿日期!

'()!C(BC)(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BA!

$%国家十二五科技计划#

'()!Q4+))Q("

$

作者简介!杨心诚#

)E>EC

$%男%硕士生%主要从事绿色建筑技术研究%#

:C;/2%

$

X2.568.

<F!

/%2

F

,;&5$;

'

刘猛#通信作者$%男%副教授%博士%#

:;/2%

$

%2,;8.

<

'(!!

!

)'*&5$;

'

摘
!

要!对典型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室内环境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包括对
M::O

&

QL::4Y

和中国绿色建筑评

价体系中室内环境部分的指标内容&权重体系&达标要求的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室内空气品质&光环境&热湿环

境&声环境是室内环境质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室内空气品质在
M::O

体系的室内环境部分占大部分内容和分值

比重!而在中国绿建体系和
QL::4Y

体系中!四类组成部分的指标数量和分值的分布则相对均匀'虽然中国绿建体

系不具有
M::O

的分值体系和
QL::4Y

的一级权重体系!但其相对众多的控制项以及对应不同绿建等级的室内环

境达标项数要求却独具特色'此外!通过对比分析出了三类指标体系所共同关注的室内环境评价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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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世纪
A(

年代能源危机开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

低能源消耗水平成为全世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筑作为能

源消耗中的大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行业内进行了突破

性的技术革命,

)C'

-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室内环境

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

-

'因此%兼顾降低建筑能耗和

改善室内环境质量而避免顾此失彼现象就显得日益重要'

发展绿色建筑是应对能源短缺和全球环境问题的基本

战略之一,

B

-

'全世界许多国家和机构都开发了各自的绿色

建筑评价体系,

"CA

-

%其中%

M::O

和
QL::4Y

是世界上拥有

较长开发历史和推广最普遍的两个体系%许多其他地区的评

价体系也是以这两者为基础开发出来'我国于
'(((*

年颁

布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0

Q̀

"

G"(!A>\'((*

%分为住宅建筑

和公共建筑两部分%自
'((A

开始实施以来%随着一系列评价

措施和财政激励措施的实施,

>CE

-

%我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迅

速%至
'()'

年底%达标的建筑面积超过
Ai)(

A

;

'

'

人们平均每天大约有
>([

以上的时间在室内渡过,

)(

-

%

室内环境污染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危害程度比室外环境污染

更严重'因为室内环境直接与居民的健康&舒适和生产效

率,

))C)'

-紧密联系%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是舒适生

活空间的重要保障,

)!

-

'

以人为本是建筑的本质特质%随着社会的进步%健康的

室内环境成为了我国人民共同的期望%也是绿色建筑评价中

最为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

!

-

'对比分析目的即是通过对比

QL::4Y

&

M::O

和我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为中国正在完

善的指标体系以及其他可持续建筑体系提供参考信息和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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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室内环境质量基本信息

室内环境对人们舒适的影响主要由物理环境刺激和心

理刺激引起%其中物理因素可以分为室内空气品质&热湿环

境&声环境&光环境和电磁环境'此外%一些其他因素如空间

开发性和安全性等可以通过心理刺激对人们产生影响,

)BC)"

-

'

室内环境作为人们与建筑相联系的空间%在三类指标体

系中都组成了一类重要的一级指标'

8̂/%76/.=1$;0$-7

是

QL::4Y

体系中
E

类一级指标之一%内容分为自然采光&热

环境&声环境&室内空气质量和水体质量&人工照明%共包括
'

条控制项和
)!

条得分项#

'

条控制项也是得分项$

P:g

作为

M::O"

类基本一级指标之一%涵盖了
>

个方面%即通风性

能&施工阶段室内空气质量管理&建材的挥发性&化学性污

染&采光环境和热湿环境的控制系统&自然采光性能和窗外

视野%共包括
'

条控制项和
)"

条得分项'

中国的指标体系分成住宅和公共建筑
'

部分%共
*

类一

级指标%分为控制项&一般项和优选项%其中%室内环境除了

有控制项必须全部达标要求外%针对不同绿色建筑等级还有

不同的一般项达标项数要求)而
M::O

和
QL::4Y

体系针

对不同的绿色建筑等级未对室内环境的达标单独设置达标

分数要求%只需满足控制项和总分要求即可获得相应的绿建

等级标识%但是
M::O

和
QL::4Y

分别采用分值和一级指

标权重系数来反映出绿色建筑各一级指标对绿色建筑综合

性能的相对重要程度'

B

!

室内环境指标对比分析

由于室内环境四类主要组成部分%即室内空气品质&热

湿环境&光环境&声环境%在室内环境中的权重分布和指标内

容不相同%因此%将分别对四类环境组成部分的指标权重分

布&指标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BCA

!

室内环境的权重对比

根据室内环境的
B

大主要组成部分!空气质量&热环境&

光环境&声环境及其他一些扰动因素%在此对各类组成部分

的控制项和得分项的分布情况分析其权重分布情况控制项

是对室内环境基本质量的保障%从图
)

可以看出%整体上控

制项数量最多的是室内空气品质#

P4g

$部分%且中国绿色建

筑评价体系的室内环境各组成部分均设置了控制项'从图
'

可知%整体上%室内空气品质的扰动因素最多%最易受到影响%

其次是热环境和光环境%依次则是声环境)相比较而言%

M::O

的指标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室内空气品质的%且没有设置关

于声环境方面的指标%而
QL::4Y

中室内空气品质和光环境

的指标数量最多%中国绿建体系的指标分布较为均匀'

图
A

!

室内环境控制项的分布

图
B

!

室内环境得分项的分布

!!

指标数量的分布反映了该类组成部分受扰动的因素数

量&所需的控制和监测措施的数量%而权重分布则反映出该

组成部分对室内环境整体质量的影响程度'

由于在
M::O

和
QL::4Y

中室内环境中各指标的分值

均为
)

分%而在中国绿建体系中根据达标项数进行评价%因

此图
'

中得分项的数量分布也反映出了各组成部分在室内

环境中的权重分布情况'可看出%在
M::O

中%

P4g

的权重

最大%已经超过了剩余的室内环境因素权重之和)

QL::4Y

中光环境和热环境的权重相对较大%分别为
!"&A[

和
'>&

*[

)在中国绿建体系室内环境中%四类组成部分的权重分布

则比较均匀'

从控制项和得分项的分布可以看出%中国绿色建筑比较

注重室内环境的整体性能%

M::O

着重于室内空气品质%

QL::4Y

对室内空气品质和光环境质量更为重视'

BCB

!

指标内容的分布

三类指标体系的室内环境指标可以分成
B

个主要组成

部分%然而每个指标体系室内环境
B

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却有

所不同%为找出三类指标体系在室内环境中所共同注重的内

容%将指标的分布进行细分%见表
)

'

表
A

!

室内环境质量的指标内容

室内环境指标
M::OCc1'((E QL::4Yd00258'((>

中国绿建

室内空气品质

室内通风性能

化学污染

自然通风
'

#

)

$

)

#

)

$

'

#

'

$

新风口与室外污染源最小距离
)

#

(

$

)

#

(&"

$ (

最小新风量
)

#

(

$

)

#

(&"

$

)

#

(

$

换气次数
'

#

)

$ ( (

送风模式
)

#

(

$ ( (

通风的控制
)

#

(

$ ( (

室外污染源
'

#

(&"

$ ( (

吸烟
)

#

(

$ ( (

#d1

的挥发性
B

#

B

$

)

#

)

$

)

#

(

$

室内化学物品的控制
)

#

(&"

$ (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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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室内环境指标
M::OCc1'((E QL::4Yd00258'((>

中国绿建

微生物污染

运营管理

霉菌的控制
)

#

(

$

)

#

(&"

$

)

#

(

$

水体质量
)

#

(

$

)

#

(&"

$ (

设备清洁
)

#

(

$ ( (

1d'

浓度监测
)

#

)

$ (

)

#

)

$

管理计划
'

#

'

$ ( (

热湿环境

热湿参数设计
'

#

'

$

)

#

)

$

)

#

(

$

室内热湿环境的控制
)

#

(&"

$

)

#

)

$

)

#

)

$

被动式设计
)

#

(&"

$

\ )

#

)

$

光环境

自然采光系数
)

#

)

$

)

#

)

$

)

#

)

$

自然采光辅助措施
\ \ )

#

)

$

人工照明质量
\ '

#

'

$

)

#

(

$

工照明的控制
)

#

)

$

)

#

)

$

\

眩光控制
\ )

#

)

$

\

声环境
室内噪声水平

\ )

#

(&"

$

)

#

(

$

隔声性能
\ )

#

(&"

$

'

#

'

$

其他因素
室外视野

)

#

)

$

)

#

)

$

\

空间的开放性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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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内容为三

类指标体系都有相应指标%或至少有
'

个指标体系设置了控制项或设置了至少
'

个指标#声环境不包括
M::O

$'

!!

从整体上看%这些灰色底纹指标是四类指标都共同关注

的内容%

P4g

的重点内容包括自然通风&最小新风量&建材

#d1

排放性能&霉菌控制)热湿环境的指标内容重点包括热

环境参数设计和热环境末端控制%而光环境主要指标内容则

包括自然采光性能&人工照明质量%声环境主要指标内容为

噪声水平和隔声性能'其中属于
P4g

数量的最多%

P4g

&热

环境&声环境&光环境虽然指标数量相对较少%但这三类环境

的大部分指标在
B

个指标体系中都是重要内容)这些指标即

为绿色建筑室内环境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也是绿色建筑

中评价和保证室内环境质量的关键'

E

!

结
!

论

通过对三类指标体系的指标数量&权重&内容的分布情

况进行对比%主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各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绿建体

系设置了较多的控制项和不同绿建等级需满足的一般项要

求%为保障绿色建筑的综合性能的平衡提供了保障%而
M::O

和
QL::4Y

设置了分值体系或一级指标权重%反映出各指

标之间对绿色建筑性能的相对重要程度%因此%可以将两种

特点相结合优化指标体系的评价科学性'

'

$从指标的数量和权重上看%室内环境质量中室内空气

品质的扰动因素和所需采取的控制措施较多%其次为热湿环

境和光环境%然后则是声环境'

!

$通过对比指标内容%分析了三类指标体系所共同关注

的内容%包括自然通风&最小新风量&

#d1

挥发性&霉菌控制&

热湿参数设计&热湿环境末端控制&自然采光系数&人工照明

质量&室内噪声水平和隔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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