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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ASC 02-2021 发布

标准修订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

上提出了“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的“四个面向”要求，特别是旗帜鲜明地

提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着重体现了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而如何抵御外界环境

侵害、构筑保卫人体健康的空间屏障、引导实

现主动健康，与健康建筑的营造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总书记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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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印发绿色

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建标〔2020〕65

号），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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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为重点创建目标。发展健康建筑，对捍卫人

民健康、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首部《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ASC

02-2016（简称“本标准 2016 年版”）由中国建

筑学会编制发布并于 2017 年 1 月正式实施，创立

了以“空气、水、舒适、健身、人文、服务”六

大健康要素为核心的指标体系，推广应用至今取

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发布至今，以本标准 2016

年版作为指引，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六大健康要

素为基础，涵盖建筑、社区、小镇多层级，囊括

新建与改建全寿命期的健康系列标准体系。

在行业推进方面，以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本标准 2016 版

核心研编团队为主要发起单位，成立了健康建筑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持续推进健康建筑产业

集群与发展。在项目落地实施方面，全国健康建

筑推广面积约 3000 万 m2，含单体近 2500 栋建筑，

涵盖北京、江苏、四川、新疆等 22 个省/直辖市，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本标准 2016 年版对评估建筑健康程度、保障

健康建筑质量、规范和引导我国健康建筑行业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健康中国建设的不断深化和

建筑科技的快速发展，我国健康建筑在实施和发

展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机遇和挑战。一方面，

本标准 2016 年版实施已近 5 年，期间新技术、新

产品不断涌现，标准内容需要吸纳新技术理念并

提升与卫生、心理等专业的跨界融合，使标准更

指向人的健康。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爆发后，标准的项目侧需求剧增，为更好的指

导项目建设、运管与评价，强化健康建筑平疫结

合属性，需要结合实践经验修订标准，使之更系

统、更全面、更科学。

因此，为贯彻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有关政策

文件精神，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适应新时代人民

群众对于健康的建筑环境的迫切需求，实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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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性能进一步提升，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绿色建筑研究中

心同有关单位对本标准 2016 年版进行了修订。

修订版发布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

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会同有关单位修订

的中国建筑学会标准《健康建筑评价标准》经中

国建筑学会批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发布，标准

号为 T/ASC 02-2021，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实

施。

标准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五大方面：

1 深化以人为本，提升平疫结合基本属

性；

2 强化跨界融合，提升营养、心理、行为、

智慧等元素与健康建筑理念融合；

3 参考近 2000 栋建筑的实践反馈，优化指标

体系；

4 融入新技术、新理念，增设“主动健

康”“健康建筑产品”等新内容；

5 提升标准普适性，结合最新行业政策发展、

国标修订情况，简化标准使用程序，优化指标体

系。

标准版本过度

为保证健康建筑标识评价工作有序完成标准

版本更替，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制定了

标准版本过度管理方案，并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以下将《标准》2016 版简称为“旧标”，将《标

准》2021 版简称为“新标”）：

一、关于新标实施的说明

2021 年 11 月 1 日后，可受理“新标”设计

标识项目，以及“新标”运行标识项目。

二、关于旧标停用的说明

1 设计标识类——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可受理 2022 年 6 月 1

日前完成图审的“旧标”设计标识项目。

其余情况不予受理“旧标”设计标识项目。

2 运行标识类——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可受理已获“旧标”

设计标识的“旧标”运行标识项目。

其余情况不予受理“旧标”运行标识项目。

(来源:健康建筑)

全国节能宣传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减碳工作成就

今年 8 月 23 日-29 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主

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十三五”以来，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减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建筑节能一直是人

们关注的热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顶层设计、

生产、建造等建筑全过程大力实施“减碳”行动，

促进建筑业绿色转型发展。例如发布《严寒寒冷

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推动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执行 75％节能标准，

引导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再如有效推动装配式建

筑快速发展。

以预制率 35%的 30 层住宅项目为例，PC 装配

式建筑较传统建筑可节约工期 20~45%、减少能源

消耗 20~40%。装配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快速推

广，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减碳工作成就

绿色建筑

2020 年新建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比

例达 77%，截止 2020 年年底，全国获绿色建筑标

识项目累计达到 2.47 万个，建筑面积超过 25.69

亿平方米。

节能建筑

截止 2020 年底，全国城镇新建建筑设计与竣

工验收阶段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比例达到 100%，

全国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 238 亿平方米，

节能建筑占比达到 63%，全国累计完成超低、近

零能耗建筑面积 1000 万平方米。

装配式建筑

2020 年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共计 6.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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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9 年增长 50%，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20.5%。

全国新开工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 4.3 亿㎡，

较 2019 年增长 59.3%，占新开工装配式建筑的比

例为 68.3%。

全国新开工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1.9 亿㎡，较

2019 年增长 46%，占新开工装配式建筑的比例为

30.2%，其中新开工装配式钢结构住宅 1206 万㎡，

较 2019 年增长 33%，截止 2020 年年底，全国共

创建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328 个，省级产

业基地 908 个。

节能改造

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 5.14 亿平方米，

2020 年全国各省(区、市)完成公共建筑能耗

统计 72579 栋，能源审计 1394 栋，能耗公示 12733

栋，能耗监测 3117 栋。截止 2020 年年底北方地

区清洁取暖率达到约 65%，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清洁取暖率达 80%以上，清洁取暖水平

显著提升。

(来源:中国建设报)

全省首个！这座“绿色建筑”斩获新荣誉

近日，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项目通过了

“2019 版新绿标预评价认证的三星级绿色公共建

筑”，这也是江苏省首个通过此认证的项目，并

获批成为“2021 年江苏省高品质绿色建筑实践项

目”。

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核心区，用地面积

8.74万㎡，建筑面积18.72万㎡，建筑高度157.0m。

项目结合区位条件和气候特征，按照绿色建筑安

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

宜居五大性能要求，采用世界标准设计建造，并

将绿色、低碳、智慧、健康等绿色建筑理念贯穿

始终。项目优选各项先进的“绿色建筑”技术，

实现了相对同类建筑削减了多达 54.8%的建筑碳

排放。

高性能建筑结构

设计结合造型从建筑细节、结构体系、建材

选用三方面实现了“层波叠浪”设计理念与绿色

低碳技术理念的完美结合。

三玻两腔玻璃幕墙系统

选用了热工性能优异的三玻两腔玻璃幕墙、

保温性能优秀的外墙和屋面，使得在建筑能耗中

占比最高的建筑空调供暖需求降低了 20%以上，

从源头上减少了项目的建筑运行能耗。此外，项

目在涂料、保温、陶瓷、地板、玻璃等十多个建

材种类中大规模应用了绿色建材和绿色产品，比

例高达 50%以上。

钢框架+钢支撑结构体系

采用“钢框架+钢支撑”的装配式钢结构体

系，通过大范围应用钢梁、钢桁架、钢楼梯、钢

管混凝土柱，本项目的预制装配率达到 70%，达

到二星级装配式建筑的评价要求。项目在省内首

次采用了风振控制系统——主被动混合质量阻尼

器（ATMD），有效提高了本项目的安全耐久性能。

高效率设备系统

空调、给排水、电气等主要用能设备均采用

高能效产品。

空调制冷主机

选用磁悬浮变频超高效冷水机组，设计日综

合能效提升幅度达到 12%，全年综合能效提升幅

度达到 40%以上，大大降低了建筑的运行能耗。

生活热水供应

克服了造型上利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不利条

件，选用高能效空气源热泵系统提供生活热水，

全年系统的综合能耗低于太阳能热水系统。

智能化系统

基于设计及施工 BIM 模型深度开发，将空调

系统群控、智能照明、设备管理、安防消防等全

部建筑设备系统集成至一体化智慧建筑管理平台

中，为后期运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真正实现了

设计、施工、运营的 BIM 技术全过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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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建筑环境

从为使用者提供健康舒适的风、光、热湿、

声环境入手，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照明/声学专

项设计等手段，优化了建筑功能布局、天窗和幕

墙布置、灯具布置、隔声构造设置等，营造舒适

的室内环境。

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

通过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等的设置，实现建筑室内环境

的动态调节。

项目在建筑和景观设计中通过提高屋面、场

地的遮阴面积，尽可能多地采用太阳辐射反射系

数较高的浅色材料、道路和屋面涂料，合理布置

下凹绿地等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等手段，实现了项

目场地内热岛强度低于 1.5℃、海绵城市径流总

量控制率不低于 70%的室外环境设计目标，改善

了建筑室外及周边的微气候，为使用者和参观访

问人员提供了舒适怡人的室外活动空间。

目前项目已全部完工，即将投入使用，成为

江北新区集行政、文化创意、会议会展、科技创

新、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城市综合服务中心。

(来源:腾讯网)

地方简讯

竹木建造体系民居环境物理性能提升测试实验室建设现场会组织召开

为进一步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西南民族

村寨防灾技术综合示范”课题任务“竹木建造体

系民居环境物理性能提升集成技术研发示范工程”

的建设，重庆大学研究组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前

往重庆弘筑实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示范工程实施技

术测试实验室建设场地的勘察，并在现场对实验

室建设内容进行了研讨。重庆弘筑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圣智、总经理胡映军、项目负责人胡志

远接待了研究组一行，双方对建设场地的布置、

尺寸、相关工作安排等进行了讨论，研究组负责

人重庆大学丁勇教授，研究人员张雪娟、姚艳参

加了现场勘察会议。

该实验室是基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任务

的需求，由重庆弘筑实业有限公司联合重庆大学

共同搭建，用于测试、分析、研究相关物理环境

改善技术应用效果的实体建筑。按照研究内容，

该实验室将依据传统民居构造特点，开展墙体热

工性能改善，墙体、楼板隔声性能提升，通风采

光优化，屋面性能改善及太阳能、雨水等能源资

源综合利用等多途径的实验研究，研究成果将直

接应用于后续的示范工程建设。

通过此次现场勘察会议，双方进一步明确了

实验室建设的具体选址、规模大小，并对后续的

具体建设工作开展进行了明确，有效地保障了实

验室建设工作的推进，为示范工程的技术效果分

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