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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简讯  

重庆市首个三星级绿色居住建筑运行评价标识评审会组织召开 

 

2020年 11月 10日，由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筑

产业化协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寰宇天下

B03-2 地块运行评价标识评审会在寰宇天下物业会

议室召开。 

位于江北区的寰宇天下 B03-2地块项目是由重

庆丰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咨

询，该项目是重庆市首个申报铂金级（三星级）绿

色居住建筑运行评价标识的项目。评审会聘请了中

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唐小燕高级

工程师、重庆市设计院谭平教授级高工、重庆源道

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张勇教授级高工、重庆中煤

科工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徐惦农教授级高工、重

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雷映平教授级高工、招商局重

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杨航卓教授级高工、重

庆市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张晓琰教授级

高工、江北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杨菲菲高级工程

师共 8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唐小燕高级工程师

担任本次评审会组长，谭平教授级高工和张勇教授

级高工担任副组长。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设计与绿色建筑发展处、江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代表参加了本次评审会。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

筑产业化协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丁勇主持会议，重庆市建筑节能中心以及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咨询单位的相关人员参

加了会议。 

评审会上，专家组认真听取了申报单位的项目

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进行了现场技术应用查勘，

对项目的技术实施情况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评

审意见，项目按专家意见和建议实施完善后，将有

望成为重庆市首个通过运行评价的三星级绿色居

住建筑。 

项目从规划设计开始按照绿色生态的理念进

行设计，主要采用山地集约化设计、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应用、住宅精装修设计施工、中水系

统、垃圾分类等技术，在施工过程中实施绿色施工

及文明施工要求，在运营阶段倡导绿色物业管理，

实现从规划、设计、竣工及运维的全过程的绿色开

发理念。 

本项目率先在重庆市试点了居住建筑中水利

用、精装修交付等绿色技术，并结合山地地形，实

践山地集约化设计在居住建筑中的应用，将有望为

重庆市绿色居住建筑的技术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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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专项论证专家沟通会组织召开 

 

 

由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扩建指挥部组织的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 T3B航站楼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专项

论证专家沟通会日前在江北机场扩建指挥部召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委设计与绿色建筑发展处何

丹、叶强出席了会议，会议聘请了重庆市绿色建筑

与建筑产业化协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丁勇教授、

重庆市勘察设计协会谢自强教授级高工、重庆市建

筑科学研究院张京街教授级高工、重庆市设计院周

强教授级高工、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颜强教授

级高工、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胡萍教授

级高工、重庆大学王智教授、重庆交通大学董莉莉

教授、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郭长春教授

级高工组成专家组。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

的设计方和绿色建筑咨询方对项目的绿色建筑和

建筑节能实施情况进行了介绍，分别阐述了项目在

外围护结构节能设计、天然采光性能分析、噪声控

制与设计、自然通风措施分析、冷热源优化配置、

空调系统节能优化、可再生能源应用、建筑能耗降

低等八个方面的技术思路、优化分析和应对措施，

并分别就重庆市《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

标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的技术要点满

足情况与专家组进行了沟通和讨论。专家组基于项

目实际情况，对项目在自保温体系、保温实施技术、

绿色建材、景观设置、非传统水源、设备能效、智

能化需求、空气质量保障、装配式内隔墙、构造与

施工等方面的技术措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合理

化技术应用措施，为项目打造高星级绿色建筑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技术途径。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航站楼是 T3A的卫星航

站楼，定位 3星级绿色建筑，建成后将有望成为重

庆市又一个标志性绿色建筑建筑项目。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开展标准化工作 协会在行动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

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精神，适应建设

行业发展需要，加快安徽省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和

建设科技事业的团体标准化体系建设，安徽省建筑

节能与科技协会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办法》

等文件，积极开展了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标

准化工作。 
一、完善配套能力建设 

制定了《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标准管理

办法（试行）》 

共征集专家 64 名，成立了以丁克伟为主任委

员的协会标准化委员会,配套设立协会标准化委员

会办公室。 

依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要求，完成了全国

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登记注册审核工作。 

积极参加安徽省工程建设标准员培训工作，协

会秘书处共有 3人获得 A类标准员证书。 

二、积极参与地方标准编制 

累计参编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 11 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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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编制。其中主编省级标准 4 项，参编 7 项。 

三、推动协会标准编制 

印发了《关于征集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标准的通知》，开展标准的征集工作。自 2019 年 5

月开展协会标准征集工作以来，采取分散受理、集

中发布的方式，征集了 5批 12项团体标准。 

所有标准均已完成立项工作，其中《榫槽式石

墨模塑聚苯乙烯保温隔声板浮筑楼面保温隔声工

程技术规程》已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正式批准发

布。 

四、开展标准宣贯培训 

协会创办了“绿色建筑江淮行”品牌宣贯培训

活动，分别对《安徽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装

配式混凝土结构检测技术规程》《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等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相关标准

进行了专题宣贯培训。 

陆续组织开展了“全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

范工作座谈会”“第六届绿色建筑联盟大会”“建筑

外墙外保温技术交流会”等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相

关政策、技术、标准宣贯活动。 

 

(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供稿)

 

业内信息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 

暨第三届全国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技术创新大会-南方地区清洁取暖论坛组织召开 

 

2020年 11月 13日，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暨

第三届全国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技术创新大会-

“南方地区清洁取暖”论坛在厦门组织召开。会议

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主办，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承办，会议平行论坛 “南方地区清洁取暖”

论坛由重庆大学组织。此次论坛集聚该领域的权威

专家，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会长武涌，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科技与产业发展中心建筑节能领域首席研究

员刘幼农教授级高工，重庆大学低碳绿色建筑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李百战教授，全国冷冻空调设备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石文星教

授，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徐强

总工程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宏研究

员，山东力诺瑞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路兴明，广州孚达保温隔热材料有限公司高娴经理

等行业、高校、企业专家出席了论坛。中国建筑节

能协会理事、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建

筑室内环境学组秘书长、重庆大学丁勇教授主持了

论坛。 
论坛上，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武涌会长在致辞中

指出，在倡导低碳发展的背景下，适应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了南方采暖应该以建筑节

能为前提，用可持续发展、合理的方式进行下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发展中心建筑

首席研究员刘幼农教授级高工在《清洁取暖技术应

用与思考》主题发言中，分享了北方清洁取暖的现

状，从“北”到“南”，对南方清洁取暖提出了建

议与思考。指出应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因地制宜选

择技术路径；重视提高建筑能效水平；制定合理的

能源价格激励政策；在尊重南方冬季开窗通风的习

惯下，合理引导用能方式。 

重庆大学李百战教授基于“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长江流域建筑供暖空调方案及相应

系统”的研究成果，为论坛带来了《建筑节能目标

导向的长江流域室内热环境绿色营造》的主题演讲，

全面分析了室内热环境要素、低能耗营造过程，综

合阐述了长江流域空调使用行为、开窗及风扇行为

特性、建筑围护结构构造、空气源热泵技术产品、

新型末端等最新研究进展，提出了长江流域建筑供

暖空调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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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石文星教授长期从事热泵原理与技

术研究，此次结合到长江流域供暖问题，为论坛带

来了《长江流域空气源热泵的技术路线》的主题报

告，介绍了空气源热泵的分区设计，分享了长江流

域空气源热泵在压比适应与变容调节压缩机技术、

无霜/抑霜/除霜技术、供暖空调一体化对流末端，

以及性能测量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将有助于推动长

江流域空气源热泵应用的长足进步。 

针对业界广泛关注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的修编，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宏研究员

为论坛带来了《中南部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标准修

编状况》的报告。报告对夏热冬冷夏热冬暖地区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修订的背景、思路及主要变化

进行了分享，此次修订对建筑围护结构性能参数、

设备效率等级、节能率等指标均有所提升，将对体

形系数、电采暖等略有放松，在权衡判断中将体现

对部分空间、部分时间的考虑，标准的修编将是实

现居住建筑节能“三步走”的重大举措。 

山东力诺瑞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路兴明

技术总监从企业角度，对南方清洁供暖方案进行了

分析，对现有的南方供暖方式：集中供暖、分布式

供暖及分户式供暖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具体实

施的思考与建议。 

广州孚达保温隔热材料有限公司高娴经理围

绕供暖末端设置，介绍了一种装配式高效供暖干式

地面系统的应用，对直铺型 FD 干式地暖系统、架

空型干式地暖系统及加强隔声型干式地暖板的优

势及应用案例进行了详细介绍。 

论坛最后，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员有限公司徐

强总工程师以《南方清洁采暖与健康环境》为题压

轴论坛，报告分享了南北采暖燃料使用的差异、南

方地区采暖方式的多元化、燃气采暖及 NO2 排放污

染问题，指出分散式电采暖是南方清洁采暖的主要

方式；对流辐射混合采暖可能是兼顾舒适、节能、

环境的有效途径。 

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的取暖问题，近年来广大

民众呼声高涨，学术界也针对室内热环境需求、能

源供应形式、室内末端适宜形式等开展了不断研究、

探索，随着系列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出，相信在全国

各个地方的冬天，室内都将实现四季如春的美好需

求。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推动新国标项目申报，广东停止开展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评价工作 

近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通知称，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以下简称“新国标”），促进广东省

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停止开展绿色

建筑设计标识评价工作。 

通知明确，发文之日起广东省不再受理任何绿

色建筑设计标识评价项目。之前已经受理的设计标

识评价项目，各绿色建筑评价机构应当在 2021年 2

月 28日前完成评审，并公示公告完毕。 

通知强调，要积极推动新国标项目申报。各地

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推动

绿色建筑项目按照新国标设计和建设，并申报标识。

要加强绿色建筑建设过程各环节监管，各级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政策宣传和

引导，修改完善现行规定，平稳顺利做好停止设计

标识评价后的相关工作。

(信息来源:中国建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