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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 11 个场馆全部通过绿色建筑认证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经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

确定的 11 个冬奥场馆全部通过绿色建筑认证。国

家速滑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五棵松冰上运动中

心、北京冬奥村、延庆冬奥村等 5个新建场馆获得

绿色建筑三星级评价标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等 3个新建

雪上场馆获得绿色雪上运动场馆三星级评价标识，

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体场馆群等 3个改

造场馆获得既有建筑改造绿色二星级评价标识。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介绍，目前，

北京和延庆赛区所有竞赛场馆已经实现完工，并接

受了“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集中检验，所余

7 项非竞赛场馆也将于年内全部实现完工。北京举

办一届“低碳冬奥”的蓝图正在变为现实。 

北京冬奥会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所有场

馆 100%由绿电供应，首次大规模使用碳排放趋近于

零的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北京及延庆赛区所有场

馆都可以完全采用公共交通抵达赛场，11个冬奥场

馆全部通过绿色建筑认证。这些建筑不仅支撑起了

一届具有新时代、新理念的“低碳冬奥”，而且这

些低碳建设理念、低碳设施一定会为北京留下一笔

宝贵的，可利用、可传承的资产。 

低碳奥运，能源先行。2020 年 6月，随着张北

至北京世界首条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全面投产，冬奥

会所有场馆在奥运历史上首次 100%使用绿色电力，

该项工程在保障冬奥会的同时，还将绿电输送进入

千万北京市民的家中。目前，来自张家口的风电、

光伏电能等每年可向北京输送 140亿千瓦时“绿电”，

是北京市年用电量的十分之一。2020年成为北京进

入“绿电”时代的元年，北京全体市民都将成为绿

色清洁电能的受益者、参与者。这相当于节约标煤

49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280 万吨，从源头降低了

碳排放量。 

同时，冬奥会众多的场馆积极开发分布式可再

生电源，推进光伏、光热系统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延庆冬奥村采用高压电锅炉供暖，实现了 100%由可

再生能源供应热力。山地新闻中心建设“绿色”屋

顶，利用 64个采光天窗，定制 256块异形光伏板，

装机容量为 129.8KWP，年发电量达 14 万度，产生

的绿能相当于每年减排约 90 吨二氧化碳。所发电

量按“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的原则，在满足山地

新闻中心使用的前提下，富裕部分将汇入大网供社

会使用。国家速滑馆在屋顶设计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共铺设总面积约 3000 ㎡的光伏板，发电能力

为 300kW，可为场馆提供清洁能源。北京冬奥村在

屋顶设置 2584 ㎡的真空管集热器，可提供生活热

水 10340kW，占生活热水的 71.3%。 

新技术成就北京“低碳冬奥”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

晖介绍，国家速滑馆采用世界体育馆建筑跨度最大

的马鞍形单层索网结构，与传统屋面完全不同，这

个长 198米，宽 124米的巨大屋面就像一个网球拍

一样，形成了独特的轻、薄、软的屋顶，重量仅为

传统屋顶的四分之一，大幅降低场馆用材量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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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程度，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量。同时，国家速

滑馆还采用智慧建造技术，主体工程建设工期大大

缩短，大幅度降低用水、用电、用材量。五棵松冰

上运动中心在使用二氧化碳制冰的基础上，首次引

进溶液除湿系统，与传统的除湿方式相比，该系统

可以降低能耗约 50%。 

此次冬奥会还首次大规模的采用二氧化碳环

保型制冷剂进行制冰。国家速滑馆、首体园区及五

棵松冰上运动中心三个场馆共建设 7块二氧化碳冰

面，约占此次冬奥会总冰面的 1/2。二氧化碳是当

前最环保的制冷剂，碳排放趋近于零。不仅减少了

传统制冷剂对臭氧层的破坏，制冷过程中产生的大

量高品质余热可回收再利用，相比较传统方式效能

提升 30%。 

山林场馆率先实现“碳中和”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

利锋介绍，延庆赛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赛区

采用了树木移植、表土剥离等方式，成功修复了赛

区 185万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例如，长达 9.2公里

的高山滑雪赛道建设完成后，对其进行原土覆盖生

态修复。巨大的赛道群重新融入到了山里之中。据

了解，延庆赛区目前已完成总体生态修复工作的

95%，今年 6 月将全部完工，世界级运动场馆将重

现生机，重新融于小海陀山之中。 

延庆赛区在建设过程中，将废弃的渣石用于雪

道填方及景观工程等，内部消化弃渣总计约 30 万

立方米，并将施工中开挖出的石材经简单加工后二

次利用，做成各类建筑物的“石笼墙”，不仅大幅

减少废弃渣土，还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形成了石

墙、石屋等浓郁的北方山村文化特色。延庆冬奥村

采用装配式装修，既减少了现场湿作业所带来的碳

排放，还在赛后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可回收再利用，

利用率可达 40%，降低了场馆的能源消耗，力争实

现 “北京冬奥会所产生的碳排放全部实现中和”

这一庄严承诺。 

北京冬奥低碳出行很酷很方便 

为降低碳排放量，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倡导

“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即 1公里以内步行，3

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为实现“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北京市建设了

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观众在北京冬

奥会期间完全可通过地铁、高铁、公交车等公共交

通便捷抵达赛场，在鼓励绿色出行同时缓解交通压

力。 

在这张交通网中，京张高铁、京礼高速两条主

干线路将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相连，

打造出“两地三赛区 1小时交通圈”；北京赛区所

有场馆实现地铁覆盖，降低赛时的碳排放量。北京

奥林匹克公园场馆区域有地铁8号线、15号线到达，

首都体育馆周边有地铁 4号线、9号线和 16号线到

达，五棵松体育馆有地铁 1号线到达，首钢滑雪大

跳台有地铁 6 号线、11 号线、S1 线到达；在延庆

赛区，随着京张高铁延庆支线建成，观众从北京北

站至延庆站的车程不到 40 分钟，从延庆站乘摆渡

车 30 分钟内即可直达延庆赛区各赛场。延庆赛区

11 条缆车索道为运动员、观众提供高山交通网络，

从延庆冬奥村抵达海拔 2198 米的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仅需 30分钟。 

绿色建筑、低碳场馆唱主角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安全质量处处长周光辉

介绍，北京 2022年冬奥会优先采用绿色建造技术，

建设了一批绿色、低碳的冬奥场馆。北京及延庆赛

区共 11个冬奥场馆全部通过绿色建筑认证。同时，

北京及延庆赛区建设 3个共计 50000㎡的超低能耗

示范工程。北京冬奥村选取综合诊、延庆冬奥村选

取 D6 组团，作为超低能耗示范项目进行建设，通

过合理的朝向、保温隔热以及节能散热系统，降低

建筑的总体能耗。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作为当前世

界上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建设 2块二氧化碳

冰面，并通过在屋面安装 600KW光伏发电系统，能

实现年供电约 70 万度。同时，还在空气空调机组

和新风机组设置全热回收装置，回收效率达到 70%，

可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低碳”场馆。 

同时，大量利用北京 2008 年 8 座夏季奥运会

场馆，创造性地实现冬季项目与夏季项目转换的

“双轮驱动”模式，既避免了新建场馆带来的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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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还为赛后的可持续发展及多业态经营奠定了基

础。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不仅利用旧工业遗址进

行建设，降低了碳排放量，也使得百年首钢焕发了

新的生机。 

丁建明说，北京 2022年冬奥会是我国承诺“力

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后的首次国际体育盛会，我们将竭力打造一届绿色

低碳的冬奥盛会，将为国际社会贡献一份北京方案，

同时更彰显中国的责任担当。 

(来源:中国日报网) 

 

惠州发布民用绿色建筑验收标准 

确保绿色建筑对标全面落地实施 

 

4月 20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惠

州市民用绿色建筑验收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简

称《验收指南》），明确了惠州市绿色建筑验收工作

适用范围、验收标准和查验方式，进一步推动惠州

市绿色建筑数量和质量双提升。 

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惠州市新开工装配式建

筑面积 102.64 万平方米，占新开工工程总面积的

9.05%，其中，新开工装配化装修住宅建筑面积

46.54 万平方米。新开工政府投资工程装配式建筑

面积 0.79 万平方米，占新开工政府投资工程总面

积的 6.95%。 

全流程细化验收管理要求 

发展绿色建筑是加速建筑业转型升级，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的城乡建设模式的重要内容。据惠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介绍，目前，惠州市绿色

建筑项目大多停留在设计达标阶段，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市共有 858个项目取得绿色建筑设计标

识，取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项目只有 7个，设计

多、落地少的情况制约了绿色建筑的发展。 

绿 色建 筑新 国标 《绿色 建筑 评价 标准

（GB/T50378-2019）》于 2019 年 8月 1日实施，广

东省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出台了《广东省绿色建

筑条例》，推动更多建设项目取得运行标识是未来

的发展方向。 

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广东省都尚未出台

绿色建筑竣工验收相关标准。惠州市积极探索，从

验收方案、项目检测、自评估报告、专家评审验收

申请等全流程细化验收管理要求，确保绿色建筑按

照标准全面落地实施。 

推行分级验收和承诺制验收 

《验收指南》明确，新建绿色建筑项目应当按

照国家或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进行建设，在项

目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相关单位对新建

民用建筑项目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

筑标准进行查验。 

据介绍，惠州市创新绿色建筑竣工验收的方式，

采取分级验收和承诺制验收。对基本级和一星级绿

色建筑项目，由项目所在地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开展验收；对难度较大，技术相对复杂的二星级

及以上的绿色建筑项目，可以采取专家评审或者承

诺制的方式验收。 

《验收指南》明确，采取承诺制方式的，建设

单位联合项目物业服务单位承诺在 3年内取得相应

等级的绿色建筑运行标识，主管部门确定项目满足

最低星级标准要求后即可竣工验收。承诺制验收提

高了项目的建设效率，也有利于社会资本参与绿色

建筑标识评价的积极性。 

如果建设单位没有按照承诺的要求取得相应

等级的绿色建筑标识，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核验后

将相关违法信息移交当地城管执法部门，依照《广

东省绿色建筑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处以项目合

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相关失

信行为计入信用档案。 

鼓励建设单位开展预评价 

目前，惠州市将绿色建筑相关要求纳入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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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绿色建筑验收工作按照现行

的房屋建筑验收要求开展，除了规定的材料外，绿

色建筑验收工作不额外增设验收前置条件。 

为了让绿色建筑设计更加规范并顺利通过验

收，惠州市鼓励建设单位在绿色建筑工程施工图设

计完成后，开展绿色建筑项目预评价工作。《验收

指南》明确，通过预评价的绿色建筑项目在办理竣

工验收时，其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可根据预

评价报告开展检测工作；没有开展预评价的绿色建

筑项目应按照新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要求

全项进行检测。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建筑验收工作不完全等同

于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工作，项目通过绿色建筑验收

仅代表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图施工，绿色建筑

的相关措施有效落地，满足了特定星级的设计要求。

绿色建筑运行标识一般在项目运行一段时间后开

展。对此，《验收指南》明确，严禁项目进行虚假

宣传，严禁建设单位对通过绿色建筑验收但未取得

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项目宣传定义为特定星级的

绿色建筑项目。

（来源:广东建设报） 

2021（第三届）健康建筑大会召开在即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健康中国”

战略，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

康服务，并将建设健康环境列为五大重点领域之一。

2020年 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2020 年 7

月 1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委下发《关于

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出“提高

建筑室内空气、水质、隔声等健康性能指标，提升

建筑视觉和心理舒适性”。推动健康建筑发展，服

务健康环境建设，保障人民身心健康，是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上述政策要求，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健康建

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等机构

主办的“2021（第三届）

健康建筑大会”定于

2021年 7月 23日在北

京召开，会议主题为

“营造健康宜居环境，

提升人民健康保障”。 

会议内容： 

大会对健康建筑领域的最新政策措施、科技成

果、标准规范、技术路径、成功案例、发展趋势等

内容进行交流研讨。大会分为主论坛和分论坛，分

论坛主题内容包括国内外健康建筑技术标准解读、

建筑环境健康与宜居设计、健康性能监测与优化策

略、集成技术方案与产品应用等。 

会议地点、时间： 

北京 2021年 7月 23日全天 

联系方式： 

联系人：曾璐瑶  李淙淙  于蓓  刘茂林 

电  话：010-64693366 

邮  箱：jkjzdh@126.com 

(来源: 健康建筑联盟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