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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简讯

 

大连市建筑节能与低碳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大连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重点领域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力度，大

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了 2021 年专

业技术人员高级研修班项目，由大连市绿色建筑行

业协会主办，大连市沙河口区绿建科技培训学校承

办的“建筑节能与低碳高级研修班”于 9 月 23 日

至 26日在亿达广场成功举办。 

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邀请了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

有为、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会长武涌、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强、同济大

学绿色建筑及新能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洪卫、

辽宁省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石铁矛、大连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滨为本次高级研修班进行授

课，深入探讨有关建筑节能与低碳、碳达峰、碳中

和的政策以及实施路径等绿色建筑发展的相关问

题。大连市从事建筑节能与低碳方向的具有中高级

职称的相关建筑专业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参加此次为

期 4天的高级研修班学习。 

大连市人社局就业服务

中心副主任徐明书、专业技

术部部长初德君、大连理工

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院长唐

建出席开班仪式，会议由大

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徐梦鸿主持。 

徐明书副主任在讲话时指出，专业技术人员高

级研修班是大连市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重点工作，

高研班整体师资水平雄厚，培训效果突出。此次研

修班聚焦建筑低碳环保领域人才培养，深入探讨城

市低碳、碳达峰、碳中和导向等绿色建筑发展的路

径和政策措施。希望学员们能够严格培训纪律，保

障出勤质量，利用好本次高质量示范培训的机会，

多与行业知名专家面对面交流学习，提升建筑节能

与低碳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学有所用，为大连市绿

色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院长唐建表示，

未来要积极推动《绿色建筑评价规程》的落地实施，

为推动大连市绿色建筑标准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绿色建筑，减少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是实

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一环。针对绿色建筑，国家

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完善标准体系、深入实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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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导并推动绿色建筑蓬勃发展，

提高绿色建筑在建筑总面积中所占比例，在此基础

上，结合大连地域气候特点，推动适宜于大连的、

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节约资源和能源、促进城市

和建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建筑，为人民提供高品质、

健康舒适、低能耗和资源消耗的城市环境，为新建

及改建建筑提供绿色评价、分级、管理和技术应用

的依据尤为重要。 

徐会长指出，国家将“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

明建设整体布局后，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的能耗问

题已经成为目标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建筑行业也将

从以往传统的建造方式向着绿色、健康、节能、低

碳、环保、科技方面转型发展，这是时代所趋，更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追求。2021年是“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基础之年，可以说如何坚定

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环保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如何一以贯之研究建筑节能、健康低碳的探索路径，

是大家在今后几十年的工作中都要面对的课题和

推进的事业。本次高级研修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顺势召开，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协会邀

请的专家都是建筑节能领域的翘楚，制定行业评价

标准的带头人，为国家部委建言献策的资深专家，

有机会在此与这些国内顶级大咖面对面交流，是我

们的荣幸，更是我们的偏得，希望在为期 4天的研

修过程中，研修人员能够排除一切干扰，放下杂事，

集中精力，潜心专研，深入了解国家在实现“双碳

目标”上的大政方针，认准国家在节能减排上发展

的方向，领悟授课专家高屋建瓴的思想格局，以此

来提升研修人员的能力与水平，并将所学化所用，

行稳致远，为实现大连市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蓬勃力量。 

通过为期 4 天，共 32 学时的研修，59 名学员

获得由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颁发的结业证书。

参加研修的学员们对本次能够免费学习，并能与国

内顶级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倍感珍惜，对本次高

研班的师资水平、课程安排、管理服务等给予了一

致好评，并表示希望协会以后能够经常举办此类活

动，为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学习知识，提升专

业水平的机会。 

(来源: 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 

 

 

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专项重点示范项目 

“重庆市公共机构能源监管与运维评估大数据智慧平台”示范工程顺利通过验收 

 

2021年 9月 28日上午,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

示范专项重点示范项目“重庆市公共机构能源监管

与运维评估大数据智慧平台”项目组在重庆市采用

腾讯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专家对重庆市南岸区人

民医院、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和重庆市

沙坪坝区凤鸣山中学三项示范工程进行了验收。验

收会邀请了重庆高驰国际设计有限公司闫兴旺教

授级高工、同方泰德（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何栋总

工程师、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协会张仕永

总工程师组成专家组。项目技术负责人重庆大学丁

勇教授、重庆欧莱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重庆德宜

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合作单位相关人员参

加验收会议。 

本次验收工作涉及三个项目，考虑到各单位疫

情防控要求，以及提高验收工作的效率，项目组采

用了线上会议形式，并在各个示范工程安排现场巡

视和演示人员，通过与平台运行侧操控人员的协同

作业下，对示范工程涉及到的环境监测、能源监测、

设备控制、照明控制等功能进行了查勘和核查，对

示范技术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确定。 

专家组听取了课题组对示范工程技术实施情

况汇报，查阅了示范工程相关材料，通过视频核查

了示范工程的实施内容，观看了示范工程运行操作

演示，经质询和认真讨论，认为通过技术改造实施，

示范工程帮助解决了医院、单位及学校的工作环境

不了解、用能情况不明确、设备控制不方便的问题，

具有先进性、可靠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示范工程达

到项目示范内容要求，系统运行正常，验收专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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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意通过示范工程验收。 

重庆市公共机构能源监管与运维评估大数据

智慧平台示范工程有效验证了项目研究成果的先

进性和可靠性，对推进公共建筑与公共机构节能减

排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具有显著的引领作用。 

 

 

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百年健康建筑技术标准》第四次专家研讨会召开 

 

2021 年 9 月 29 日，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百

年健康建筑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编制组

第四次专家讨论会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在线上组

织召开。标准编制组专家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周海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雅典高级工程

师，重庆交通大学董莉莉教授、重庆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颜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重庆市设计院有限

公司周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龚皓玥高级工程师，

上海水石建筑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陈剑松、重庆大学喻伟副教授、中机中联工程有限

公司杨芳乙高级工程师、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戴辉自高级工程师、重庆市瑞坤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专家参加了会议讨论，标准主

编、重庆大学丁勇教授主持了会议，编制秘书组重

庆大学张雪娟进行了会议记录。 

会议上，标准主编丁勇教授就重庆市《百年健

康建筑技术标准》初稿第三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

绍，并阐述了第四次编制会议的安排和目的。编制

组专家就目前汇总的标准初稿第三版的具体条文

进行了逐条研讨，形成了条文的具体修改意见。会

议对标准的术语完善、一般规定、条文说明等写法

进行了统一要求，对目前标准文稿中存在的内容交

叉进行了协调处理，对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进

行了明确。会议最后，标准主编就标准编制下一步

工作安排做了说明，进一步明确了编制工作的时间

节点。 

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百年健康建筑技术标准》

编制专家第四次讨论会的高效召开，确保了标准编

制工作的顺利推进，标准将在本次编制会议后形成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重庆市绿色建筑委员会 供稿) 

 

业内信息

 

2021 年湖州市南太湖新区（长东片区）项目 

“绿色生态城区规划设计标识”评价会议顺利召开 

 

2021 年 9 月 25 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在湖

州召开了湖州市南太湖新区（长东片区）项目“绿

色生态城区规划设计标识”评价会议。 

此次会议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委

员会主任王有为担任评价组组长，绿色生态城区委

员会 7位专家分别担任人文、信息化管理、土地利

用、水资源、资源与碳排放等专业的评价专家。会

上，来自不同专业的专家听取了申报单位的汇报，

并就申报材料和汇报论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

场提问，同时对申报项目采取的技术措施给出了相

应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评价组专家对湖州市南太湖新区（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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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项目进行了进一步现场勘验，评价组一致认

为本项目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绿色生态理念，希望这

些理念在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够积极落实，为

人们提供真正舒适、高效、健康、环保的综合城区，

同时也能够提升建设单位的品牌形象和社会责任

感，为同类项目的开发提供经验借鉴。 

(来源:城科会绿建中心) 

北京：积极推广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 

 

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民用建

筑节能减碳工作方案和市“十四五”时期民用建

筑绿色发展规划时指出，持续推进民用建筑节能减

碳、绿色发展。要强化科技支撑，积极推广绿色建

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推进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等工作，提高建筑节能设计水平，促进降低

成本、提高效能。要强化市场化机制作用，完善资

金支持政策，以政府有效投资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

本投入。 

(来源:北京日报) 

 

 

《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 

获得 2021 年“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标准与标准设计专项奖（标准）一等奖 

 

2021 年 9 月 27 日下午，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张

家湾设计小镇举办的“2021 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

——“2021 年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成果论坛”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作为主编单位之一的《绿色雪上

运动场馆评价标准》获得 2021 年“北京市优秀工

程勘察设计奖”标准与标准设计专项奖（标准）一

等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王树平副理事长、中国勘

察设计大师李兴钢应邀出席论坛并为获奖单位颁

奖，对于标准给予了充分肯定。 

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举办一届“精彩 

非凡 卓越”冬奥会的指示，以及响应对于国际奥

委会“绿色办奥”的承诺，填补国内外对于绿色雪

上运动场馆的评价标准空白，以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为契机，清华大学牵头组织编制了京津冀第一部

协同地方标准——《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

建筑学院林波荣教授为标准的第一起草人和主要

协调人。 

标准针对雪上运动场馆这类特殊建筑和构筑

物类型的特点，通过避让、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等

措施突出原生生态环境保护；充分利用山地材料，

鼓励采用装配式构件，严格采取高效造雪等工艺设

备，充分利用融雪水、太阳能风能，最大化资源节

约与降低碳排放；以人为本，为公众提供健康舒适

雪上运动环境与设施，有效提升顾客满意度，引导

群众广泛参与冰雪运动；鼓励创新，针对雪上运动

场馆特点，进一步采取如综合运用 GIS与 BIM技术、

滑雪道环境及资源消耗优化、基准面高精度施工等

绿色措施。 

标准服务于北京 2022 冬奥会，为实现向国际

奥委会承诺的“绿色办奥”提供了标准与技术保障；

促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第一批京津冀协同标准，

为地方标准协调统一探索新路；填补了国内外对于

雪上运动场馆绿色评价的空白，未来将指导我国雪

上运动场馆实现绿色低碳目标； 

本标准已针对北京 2022 冬奥会全部雪上比赛

场馆开展了星级评价，包括张家口赛区的跳台滑雪

中心、越野滑雪中心、冬季两项中心；延庆赛区的

雪车雪橇中心、高山滑雪中心；北京赛区的首钢单

板大跳台中心等，已获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设计评价

标识。未来还将基于本标准完成冬奥雪上运动场馆

的运行后评价。 

  (来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