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第４期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Ｖｏｌ．３８Ｎｏ．４

２０１６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ｕｇ．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３５／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４７６４．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１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分析与设计对策

时刚１，王立雄２，张余力１，褚泽晶１，高宏韬１

（１．天津天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天津３００８４；

２．天津大学 天津市建筑物理环境与生态技术重点实验室，天津３００７２）

摘　要：绿色建筑的实施效果依赖于设计人员对相关评价标准的理解和执行，通过对２０１４版《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的编制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其在建筑设计阶段涉及到的８７项评价条款，根据不同专

业及技术措施对其分类统计，计算出不同专业及技术措施的得分情况，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绿色建筑

设计工作的特点及侧重方向，结合建筑设计阶段８个设计专业的１００余项申报文件在不同设计阶

段的分布情况，总结出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在不同设计阶段的设计任务及工作重点，提出

绿色建筑的设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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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的基本目标是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健

康、舒适的生活空间，在最低限度影响环境的条件

下，最高效地利用能源［１］，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作为

衡量建筑环境性能的标尺，对绿色建筑的发展具有

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２］。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

推广和发展绿色建筑，并根据自身的国情和特点制

定相 应 的 评 价 方 法 或 标 准，如 德 国 的 ＤＧＮＢ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Ｎａｃｈｈａｌｔｉｇｅｓ

Ｂａｕｅｎ）
［３］、美国的ＬＥＥ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４］、

法国的 ＨＱＥ（Ｈｉｇ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等
［５］。

中国在２００６年编制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

５０３７８—２００６）
［６］（以下简称为“２００６版标准”），但该

评价标准是特定阶段的适应性标准，随着社会和建

筑科技的进步，该版评价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绿色建

筑的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ＧＢ／Ｔ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以下简称为“２０１４版标准”）

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实施，

成为新国家标准［７］。只有深入了解２０１４版标准，并

遵循相应的设计对策才能更好地完成绿色建筑设

计，达到落实标准的真正目的。目前，针对绿色建筑

设计对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在２００６版标准基础上

开展的［８１１］，２０１４版标准与２００６版标准在内容与评

价要求上有很大区别，需要针对２０１４版标准的特点

和各项指标进行深入分析，并开展大量的绿色建筑

设计实践，才能掌握其在设计中应用的原则与对策，

更好地为绿色建筑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

支持。

１　２０１４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编

制特点

　　通过在绿色建筑设计项目中对２０１４版标准的

应用，发现该标准的编制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建

筑的资源效益与环境效益，创造出环境友好的建筑，

所有条款设置均以该目标为中心进行展开。条款设

置的主要特点是：重点突出节能、节水、节地、节材与

室内环境的要求，注重过程控制，定性定量评价相结

合。在绿色建筑设计及实践过程中要根据这些特点

灵活操作与应用。

１．１　重点突出节能、节水、节地、节材与室内环境的

要求

　　为了突出绿色建筑的资源与环境效益，２０１４版

标准中把“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室内环境”这些要

求分成了不同章节，采用相同的行文结构，规定了绿

色建筑应满足的要求及相应措施应得的分数。这些

章节涵盖了绿色建筑实施过程中的不同方面，从多

个专业方向对绿色建筑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与设

计指标，需要不同专业的设计人员充分了解其他专

业的设计要求，才能更好地协同合作，完成绿色建筑

设计。

１．２　注重过程控制

绿色建筑是贯穿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营各个阶

段的系统工程，绿色建筑的各阶段工作不应相互独

立，需要互相嵌套，前后呼应。因此，２０１４版标准在

条款设置时充分考虑到过程控制，要求设计人员在

绿色建筑的不同设计阶段相互配合。这也提高了标

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的难度，对绿色建筑设计的项

目负责人和各专业相关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３　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

２０１４版标准将旧标准中部分定性要求的条款

进一步细化，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除了定性判断

条款外，还增加了大量定量评价的条款，并设置了分

值和权重。对于定量要求的条款，根据“量”的不同，

对应不同的得分，从而使评分系统更加科学，指标更

加明确。设计人员需要根据绿色建筑的预期目标，

选择合适的方案及技术措施，获取合理的评价分值。

１．４　评价方式与评分要求

２０１４版标准设有８大类评价指标，每类评价指

标均包含若干“控制项”、“评分项”，“控制项”为必须

满足的条件，“评分项”设有相应的分值，可以根据项

目的特点进行选择，将获得的得分相加即为本类指

标的得分。将各大类指标得分加权重求和，再加上

“创新与提高”的附加得分就是项目的最终得分，根

据最终得分是否达到５０分、６０分、８０分，确定绿色

建筑的等级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２　绿色建筑设计阶段评价指标、评价条

款及设计文件分析

　　２０１４版标准在绿色建筑设计阶段主要涉及到５

类评价指标：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与室内环境质

量［１２］，其参评条款数量多达８７项，且涉及各相关专

业，内容繁杂，因此，需要对相关条款进行数据统计

并加以分析，才能使设计人员能更清晰地了解２０１４

版标准的要求，更高效地进行绿色建筑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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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评价指标得分分析

２．１．１　节地与室外环境　该指标的设置目的是为

了减少建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创造更适宜的室外

环境。一共设置１９项条款，其中控制项４条、评分

项１５条，主要涉及规划和建筑两个专业，以规划专

业涉及条款最多，为１５条，条款工作集中在设计前

期和方案设计阶段，以被动技术居多。其评价条款

具体得分情况如图１所示，其中节约用地条款分值

最高，为１９分；其次是绿化用地、公共交通和绿色雨

水设施，评价分值均为９分，在设计的前期和方案设

计阶段的总图设计中要重点考虑这几项指标的要

求。具体技术措施包括：提高绿地率，在设置绿地时

应结合日照分析，尽可能提高公共绿地的面积；在出

入口设置时考虑靠近公交站点，并尽量设置人行通

道联系公交站点；充分考虑透水铺装，设置具有雨水

调蓄功能的雨水花园和生态设施。总体来说，节地

与室外环境评价指标要求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综合考

虑项目选址、适当提高容积率、创造便利的交通、减

少场地环境影响等因素。

图１　节地与室外环境得分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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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　该指标的设置目的是促

进建筑向更节约、更高效的能源利用方向发展。一

共设置２０项条款，其中控制项４条、评分项１６条，

主要涉及暖通、建筑、电气３个专业，以暖通专业涉

及条款最多，为１０条，条款工作集中在初步设计和

施工图设计阶段，在初步设计时需要建立建筑模型

进行能耗模拟，优化建筑节能方案［１３］。其评价条款

具体得分情况如图２所示，其中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系统选择与优化、可再生能源利用３个条款分值最

高，为１０分，其他条款分值分布相对平均。具体实

现措施包括：较现有国家节能标准将围护结构保温

性能提高５％～１０％；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进行合

理选择与优化，使能耗降低５％～１５％；根据当地气

候特点及建筑需求，合理地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发

电、提供生活热水或作为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本项

评价指标主要要求相关专业在设计时考虑优化建筑

整体热工性能、降低采暖空调能耗、高效照明、电气

节能及能源综合利用等措施。

图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得分柱状图

犉犻犵．２犛犮狅狉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狊犪狏犻狀犵犪狀犱犲狀犲狉犵狔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２．１．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该指标的目的是提高

用水效率，减少水资源浪费。一共设置１５项条款，

其中，设计阶段不参评１条、控制项３条、评分项１１

条，主要涉及给排水和暖通２个专业，以给排水专业

涉及条款最多，为１１条，条款工作集中在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阶段，以主动技术居多。其评价条款

具体得分情况如图３所示，其中非传统水资源利用

率分值最高，为１５分，其次是日均用水量、卫生器具

用水效率等级、节水灌溉技术及冷却水技术各占１０

分。本项评价指标主要通过在给水排水设计上采用

节水技术措施，如：利用非传统水源进行室内冲厕、

灌溉、洗车、道路浇洒以及空调冷却水补水；通过选

取优质管材、密闭性好的阀门等措施防止水的渗漏；

选用节水效率达到三级以上的节水型器具；选取适

合当地气候的乡土植物［１４］等方法，来实现绿色建筑

评价的要求。

图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得分柱状图

犉犻犵．３　犛犮狅狉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狑犪狋犲狉狊犪狏犻狀犵犪狀犱

狑犪狋犲狉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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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该指标的目的是提

高材料利用率，降低建筑对材料的消耗。一共设置

１７项条款，其中设计阶段不参评３条、控制项３条、

评分项１１条，主要涉及结构和建筑２个专业，以结

构专业涉及条款最多，为８条，条款工作集中在初步

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其评价条款具体得分情况

如图４所示，其中土建装修一体化、选用本地建筑材

料、采用预拌混凝土、采用高强度建筑材料，采用可

循环再利用材料这几项评分条款分值最高，均为１０

分，其他选项分值分布平均。具体技术措施包括：在

进行方案设计时将室内装修方案一同考虑，完成一

体化设计；尽量选用距施工现场５００ｋｍ以内的建筑

材料；选用距离工地距离较近的预拌砂浆与预拌混

凝土，尽量减少现场湿作业；在结构选型时混凝土结

构选用４００ＭＰａ以上的受力钢筋或Ｃ５０以上的混

凝土，钢结构建筑则要选用至少５０％Ｑ３４５以上的

高强度钢筋。本项评价指标主要要求设计人员通过

建筑形体设计、循环利用材料、增强建材的耐久性等

措施来达到评价要求，结构及建筑专业需要在方案

设计时精心考虑建筑体型，并合理选择结构形式及

材料来实现绿色建筑对节材的要求。

图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得分柱状图

犉犻犵．４　犛犮狅狉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狏犻狀犵犪狀犱

狋犺犲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２．１．５　室内环境质量　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品质，

是工作生活的重要保障［１５］，此类指标的目的是通过

控制室内物理环境质量，以达到创造舒适、健康的室

内环境的目的。指标一共设置２０项条款，其中设计

阶段不参评１条、控制项７条、评分项１２条，主要涉

及暖通和建筑２个专业，以建筑专业涉及条款最多，

为１２条，条款工作主要集中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

计阶段。其评价条款具体得分情况如图５所示，其

中，分值最高的是改善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和采用可

调节遮阳措施，得分分别为１４分、１３分和１２分；其

次是隔声性能、空调末端独立调节以及室内空气质

量监控，其他评分项分值较为平均。具体技术措施

包括：通过采光设计提高满足室内采光系数要求的

地上、地下建筑面积，并避免产生眩光；透明围护结

构部分应采用可调节遮阳措施，面积比例不低于

２５％；通过优化平面布局和构造措施提高居住建筑

和公共建筑的通风效果。本项评价指标要求设计时

重点考虑控制室内的热湿环境、声环境、光环境及空

气质量，建筑及暖通专业设计人员在进行技术方案

设计时应加强对室内物理环境质量的控制。

图５　室内环境质量得分柱状图

犉犻犵．５　犛犮狅狉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犐狀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狇狌犪犾犻狋狔
　

２．１．６　施工管理　建筑施工是将方案落实为绿色

建筑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方人员都应对设

计文件中的绿色建筑的重点内容进行深入理解与把

握，设置施工管理这一类指标的目的就是保障绿色

建筑的实施，完善施工过程中的组织与管理。施工

管理指标一共设置１７项条款，其中控制项４条、评

分项１３条，其评价条款具体得分情况如图６所示，

其中分值最高的是土建装修一体化，分值为１４分，

该条款在节材指标中也有要求，其次是施工过程中

减少废弃物、采用工具化定型模板，得分均为１０分，

其他评分项分值较为平均。在方案设计时要注意这

些条款，充分考虑到施工时的需求，避免设计施工脱

节影响绿色建筑的实施效果。

图６　施工管理得分柱状图

犉犻犵．６　犛犮狅狉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２．１．７　运营管理　绿色建筑的效果最终会在运营

管理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设计人员应该对运营管理

的评价要求有所理解，才能更好的完成绿色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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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运营管理指标一共设置１８项条款，其中

控制项５条、评分项１３条，其评价条款具体得分情

况如图７所示，其中分值最高的是智能化系统的运

行效果，分值为１２分，这就要求在设计过程中对智

能化控制系统进行优化，使其运行能够满足绿色建

筑要求，其次是物业管理的体系认证、公共服务设施

定期优化、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得分均为１０分，其他

评分项分值较为平均。在方案设计时要注意这些条

款，考虑运营管理时的实际需求，针对相应条款进行

优化，更好的实现绿色建筑的目标。

图７　运营管理得分柱状图

犉犻犵．７　犛犮狅狉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２．１．８　提高与创新　提高与创新是为了鼓励在满

足前面条款的基础上，对绿色建筑的性能进行进一

步的提升而设置的条款。分为２部分，一部分是对

前面已有的条款指标进行性能提升，侧重于“提高”；

另一部分是鼓励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绿色建筑

的目标，侧重“创新”。本类指标进行评价时采用实

际得分制，满足条件即可得分，没有权重系数，直接

在总得分上进行附加，是得分效率最高的，同时也是

较难实现的条款。在进行绿色建筑设计时要根据建

筑的特点和当地的气候条件进行相应的提高与创

新，推动绿色建筑向更高水平发展。

２．２　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条款设置特点分析

２．２．１　按照专业参与度进行划分　参与绿色建筑

设计阶段工作的主要有规划、景观、建筑、室内、结

构、建筑电气、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等８个专业，每个

专业都有主要负责的条款，负责的条款数量不同，其

参与度也有所不同。如图８所示，通过对２０１４版标

准中的条款数量进行统计，发现建筑专业负责条款

数量最多，为２０条，参与度最高；其次是暖通空调和

规划专业各１５条，给排水专业１２条。这主要是

２０１４版标准注重绿色建筑的环境品质，因此强化了

与室内外环境直接相关专业的参与度，在绿色建筑

设计过程中需根据这些要求安排合理的人员分配。

２．２．２　按照主被动技术措施划分　通过统计新评

图８　不同专业条款数量分布柱状图

犉犻犵．８　犎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狋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狋犲狉犿狊

　

价标准评分条款中涉及主动建筑技术措施和被动建

筑技术措施的条款可以发现，涉及主动技术的条款

４０条，涉及被动技术的条款４７条，被动措施比主动

措施多１７．５％。被动建筑措施是主动措施的基础，

被动措施设计相对合理会使后期的主动措施更加有

效。被动措施主要涉及场地规划、建筑设计、结构设

计、景观设计等专业，在设计时要考虑科学的建筑

平、立、剖面布局及组合形式，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自

然通风等被动技术降低能源消耗［１６］；主动措施则主

要涉及给水排水和暖通空调专业，主要考虑通过采

用高效设备实现建筑的能源节约，降低资源消耗。

主、被动技术相结合的系统方案可大幅降低建筑的

能源消耗［１７］，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主、被动技术都应

引起重视，设计人员应遵循“被动优先、主动优化”的

设计原则。

２．３　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各专业得分分析

对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涉及到的８个设计专业

条款进行统计，用得分与该条款指标权重系数求积，

再求和，得到不同专业的相关得分，发现得分情况如

图９所示，各专业得分中，建筑专业的得分最高，其

中公共建筑得３３．６分、居住建筑得３１．２６分，其次

是给水排水、暖通、规划，然后是结构、景观、室内设

计专业。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在不同专业的得分上

区分度不大，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居住建

筑，建筑设计专业是绿色建筑设计的主导，应加强建

筑专业人员的绿色建筑知识储备，强化其主导作用。

２．４　不同专业的联系与相关性分析

在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通常由一个专业主导相

关条款的工作，其他专业进行配合辅助，通过统计不

同专业的主导条款数量和其他专业配合完成的条款

数量，如图１０所示，可以发现不同专业间的联系和

相关性。以规划和建筑专业为例，从图中可以看出，

规划专业主导条款为１５条、需要建筑专业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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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专业评价得分分布曲线

犉犻犵．９　犛犮狅狉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

　

７条、景观专业配合完成６条，可见规划与建筑、景

观专业的联系较为密切，与其他专业联系较弱；建筑

专业主导条款２３条，需要与暖通专业配合完成６

条、结构专业４条、规划专业２条、电气专业２条，建

筑专业与暖通专业相关性最高，其次是结构、规划、

电气，这也充分体现出绿色建筑对于节能和节材的

要求。在绿色建筑设计过程需要根据配合情况，分

析不同专业的相关性，对不同专业的协作方式和方

法进行调整。

图１０　不同设计专业协同合作条款数量分布柱状图

犉犻犵．１０　犎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狋犲狉犿狊

　

２．５　不同设计阶段各专业申报文件分析

绿色建筑设计及申报过程中涉及到说明书、图

纸、计算书等不同设计文件，这些文件总量约为１００

项，每项文件均会涉及到不同专业和不同的设计阶

段，通过这些文件对进行数据统计，绘制不同专业在

不同设计阶段的文件量曲线，如图１１所示，可以分

析出不同专业在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相应的工作重

点和切入时机。从图中可以看出，绿色建筑设计与

传统设计的流程有所不同，各专业在设计的前期阶

段工作就已经开始，８个专业均有相应的工作需要

从前期阶段开始介入，并随着设计工作的深入逐步

进入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直至施工图完成。总体

来说，建筑专业在前期阶段负责方案的被动技术设

计，而后期阶段负责配合其他专业完成主动技术的

优化，因此，工作总量远高于其他专业，每个阶段都

要参与４０条以上的文件；而其他专业的工作分布都

有各自的特点，规划专业的工作是负责场地规划和

总图设计，工作集中在在设计前期和方案设计阶段，

随着设计工作向施工图深入，其工作量急剧减少；而

暖通、电气专业主要负责系统设计、设备选取等主动

技术，前期设计阶段工作量较少，随着设计的深入，

工作内容持续增加；景观、给排水专业在前期及方案

阶段会涉及到场地排水设计的问题，工作内容略多

于初步设计及施工图阶段，不同专业在不同设计阶

段的工作重点有所不同，在绿色建筑设计的过程中

需要根据这些特点和规律加以应用，获取切实可行

的设计对策。

图１１　不同设计阶段各专业文件数量分布曲线

犉犻犵．１１　犖狌犿犫犲狉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狅犳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犲狊犻犵狀狊狋犪犵犲狊

　

３　绿色建筑设计对策分析

通过对２０１４版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绿色建筑

在设计过程中涉及不同专业，内容繁杂，只有厘清

２０１４版标准的评价条款，对其指标体系、等级划分

及得分要素等特点进行深入剖析，才能掌握绿色建

筑设计的核心内容，更好地完成绿色建筑设计工作。

总体来说，进行绿色建筑设计时的具体对策应遵循

如下原则：

１）进行绿色建筑设计时，不能再遵循传统建筑

设计各专业按部就班线性介入的工作流程，在设计

正式开始前，就应成立设计项目组，各专业人员进入

并全程跟进项目，分阶段提出优化设计策略，供团队

权衡判断，最终获得最优的绿色建筑方案。

２）在绿色建筑的设计前期阶段，规划和建筑专

业与建设方的沟通应加强，了解建设方对于项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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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化的目标和要求。进行方案探讨时着重考虑建筑

的平面布局、景观绿化、竖向设计等外部环境的绿色

设计策略；其他专业，如结构、给水排水、电气等，需

进行一些前期干预，及时修正设计前期不利于实现

绿色建筑目标的因素，为规划、建筑等前期工作较多

的专业提供技术支持。

３）在方案设计阶段，建筑专业与结构、电气、暖

通、给排水等专业加强沟通，共同推进绿色建筑的方

案设计。在此阶段需要结合场地特点及周边环境重

点完成建筑的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太阳能利用等被

动技术方案，为后期主动技术的更好实施奠定基础。

４）在初步设计阶段，结构及暖通、电气等设备专

业的工作开始强化，建筑专业需结合其他专业的技

术要求，通过计算机模拟分析，进一步完善优化建筑

方案。此阶段要求确定建筑的开窗、遮阳等较为细

节的技术方案，并开始进行采暖、空调、照明等主动

措施的绿色技术方案设计。

５）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各专业对前一阶段的主、

被动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深化，完善各项绿色建筑

技术措施，编制各专业图纸及技术说明，对照２０１４

版标准评价条款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前期的绿色设

计目标已全部完成并落实到施工图文件中，保障绿

色建筑方案的顺利实施。

６）各专业设计人员在每一设计阶段的初期和末

期，必须及时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成

果，整理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商讨下一阶段的进

程及解决方案，保证前后工作的顺畅衔接，最终确保

绿色建筑设计目标得以贯彻实施。

４　结　论

通过对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分析研究可

以发现，绿色建筑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源、环境的综

合效益，这个目标的实现，要求不同专业的设计人

员，根据绿色建筑的特点，遵循相应的设计原则通力

协作。只有真正了解新评价标准的内涵，在实践中

运用合理的设计对策，才能完成优秀的绿色建筑方

案，实现绿色建筑的预期目标，推动绿色建筑事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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