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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青岛市档案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莉、于震、秦清波、米士刚、吴剑林、高彩凤、沈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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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执行国家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规范全国绿色档案馆建

筑的评价,制定本标准.本标准是为完善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总结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在评价档案馆建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我国绿色档案馆建筑方面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制定的国内第一部针对档案馆建筑的绿色建筑专用评价标准,引导档案馆建筑以及功能相近的建

筑的绿色设计、施工与运行,规范绿色档案馆建筑的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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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标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档案馆建筑的评价方法、评价原则以及评价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评价档案馆(含各类档案馆及备份中心)新建、改扩建过程中的建筑和基础设施.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３０９６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６５６６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１２５２３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１８５８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３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４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５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６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料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７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用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GB１８５８８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GB/T１８８８３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１９２１０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GB/T２７７０３　信息与文献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保存要求

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５００３３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３４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５０１１８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８９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５０３１４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５０３２５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５０５５５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５０７３６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JGJ２５—２０１０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５０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T１６３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７８１



DA/T７６—２０１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绿色档案馆建筑　greenarchivesbuilding
在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档案资料

提供适宜、安全和便捷的存储空间,同时为档案馆建筑使用者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并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档案馆建筑.

３．２
绿色档案馆建筑环境　greenarchivesbuildingenvironment
以保障档案安全和服务档案工作人员及档案利用人员需求为目标,由绿色档案馆建筑室内外空间

共同营造的声、光、电磁、热、空气质量、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

３．３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energy
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的统称.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４]

３．４
再生水　reclaimedwater
污水经处理后,达到规定水质标准、满足一定使用要求的非饮用水.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５]

３．５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ionalwater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雨水和海水等.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６]

３．６
可再利用材料　reusablematerial
不改变物质形态可直接再利用的,或经过组合、修复后可直接再利用的回收材料.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７]

３．７
可再循环材料　recyclablematerial
通过改变物质形态可实现循环利用的回收材料.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８]

３．８
热岛效应　heatislandeffect
城市内一个区域的气温与郊区气温的差别,用二者代表性测点气温的差值表示,是城市热岛效应的

表征参数.

３．９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captureratioofannualrainfall
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入渗、滞蓄、调蓄和收集回用,场地内累计一年得到控制的雨水量占全年总

降雨量的比例.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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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垂直绿化　verticalgreening
垂直绿化是在立体空间进行绿化的一种方式,是利用植物材料沿建筑物或构筑物立面攀附、固定、

贴植、垂吊形成垂直面的绿化.

３．１１
复层绿化　multilayergreening
采用乔、灌、草进行植物配置的绿化方式.

３．１２
照明功率密度值　lightingpowerdensityvalue
建筑的房间或场所,单位面积的照明安装功率.

３．１３
档案馆　archives
集中管理特定范围档案的专门机构.
[DA/T１—２０００,定义２．２４]

３．１４
档案库　archivalrepository
收藏档案的专门用房.
[JGJ２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０．５]

４　总则

４．１　评价原则

绿色档案馆的建筑评价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综合考虑合理规划建筑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

文化等特点进行评价.

４．２　评价内容

评价绿色档案馆建筑时,应根据档案馆建筑的功能特点,统筹规划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的节能、节地、
节水、节材、室内环境质量以及运营管理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节约资源,提供绿色安全的使用空间,体
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４．３　评价方法

评价绿色档案建筑时,应鼓励采用被动技术、适宜技术和绿色安全性技术.

５　基本规定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本标准着重评价与绿色档案馆建筑性能有关的内容,实施本标准时,应符合经国家批准或备案

的有关标准.

５．１．２　绿色档案馆建筑的评价范围应包含档案馆建筑应有的主要功能用房,如档案库、对外服务用房、
档案业务和技术用房、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等,如所有功能用房未能集中于单栋建筑,则绿色档案馆评

价对象应包含所有的主要功能建筑.评价单栋建筑时,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指标,应基于所属档案

馆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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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申请评价方应进行建筑全寿命周期技术和经济分析,合理确定建筑规模,选用适当的建筑技术、
设备和材料,对规划、设计、施工、运营阶段进行全过程控制,并提交相应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

５．１．４　绿色档案馆建筑应选用质量合格并满足使用要求的材料和产品,严禁使用国家或地方管理部门

禁止、淘汰和限制的材料和产品.

５．１．５　绿色档案馆建筑的评价分为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设计评价应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通过后进行,运行评价应在建筑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

５．１．６　评价机构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报告、文件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确
定等级.对申请运行评价的建筑,应进行现场考察.

５．２　评价与等级划分

５．２．１　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由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

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施工管理、运营管理７类指标组成.施工管理和运营管理两类指标不参

与设计评价.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每类指标的评分项总分为１００分.为鼓励绿色建筑技

术、管理的提升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加分项.

５．２．２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或不满足;评分项的评定结果为某得分值或不得分;加分项的评定结

果为某得分值或不得分.

５．２．３　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按总得分确定等级.设计评价的总得分为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

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５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经加权计算后与加

分项的附加得分之和;运行评价的总得分为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

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施工管理、运营管理７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经加权计算后与加分项的

得分之和.

５．２．４　评价指标体系７类指标各自的评分项得分Q１、Q２、Q３、Q４、Q５、Q６、Q７,按参评建筑的评分项实际

得分值乘以折算系数,折算系数为１００分除以理论上可获得的总分值.某类指标理论上可获得的总分

值等于所有参评的评分项的最大分值之和.

５．２．５　加分项的附加得分Q８ 按第１３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５．２．６　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的总得分按式(１)计算,其中评价指标体系７类指标评分项的权重w１~w７

按表１取值.

∑Q＝w１Q１＋w２Q２＋w３Q３＋w４Q４＋w５Q５＋w６Q６＋w７Q７＋Q８ (１)

表１　绿色档案馆建筑分项指标权重

评价阶段

评价指标

节地与

室外环境

w１

节能与

能源利用

w２

节水与

水资源利用

w３

节材与材

料资源利用

w４

室内

环境质量

w５

施工

管理

w６

运营

管理

w７

设计评价 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１９ ０．２４ — —

运行评价 ０．１１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０８

　　注:“—”表示施工管理和运营管理两类指标不参与设计评价.

５．２．７　绿色档案馆建筑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３个等级.３个等级的绿色档案馆建筑都应满足

本标准所有控制项的要求,且每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４０分.当绿色档案馆建筑总得分分别达

到５０分、６０分、８０分时,绿色档案馆建筑分别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５．２．８　标准中评价条文的评价,计分方式分别采用累加计分、递进计分及分别计分三种.当一条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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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多个技术指标,将多个技术指标的评判以子项的形式表达,并按各子项一一赋以分值,且评价条文

总得分为各子项得分之和,采用累加计分方式计算得分,在标准评分规则中表述为“按下列规则分别评

分并累计”;当评价条文评判一类性能或技术指标,需要根据达标情况不同赋以不同分值时,且从低分到

高分排列,采用递进计分方式计算得分,在标准评分规则中表述为“评分规则如下”;当一条条文评判一

类性能或指标,但需要针对性能或指标的不同方面分别评判时,针对各方面按子项分别赋以分值时,采
用分别计分的方式,且评价项的总得分等于某子项得分,在标准评分规则中表述为“评分规则按以下情

况分别计分”.

６　节地与室外环境

６．１　控制项

６．１．１　项目选址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且符合各类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的控制要求.
６．１．２　场地应无洪灾、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
无电磁辐射、含氡土壤等危害.

６．１．３　场地内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６．１．４　建筑规划布局满足日照标准,且不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６．１．５　档案馆的总平面布置应符合JGJ２５—２０１０的要求.

６．２　评分项

６．２．１　土地利用(３４分)

６．２．１．１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建筑的容积率评分规则如下:
a)　不低于０．５但低于０．８,得５分;
b)　不低于０．８但低于１．５,得１０分;

c)　不低于１．５但低于３．５,得１５分;
d)　不低于３．５,得１９分.
评价总分值:１９分.

６．２．１．２　场地内合理设置绿化用地.绿地率评分规则如下:

a)　不低于３０％但低于３５％,得２分;

b)　不低于３５％但低于４０％,得５分;
c)　不低于４０％,得７分.
评价总分值:７分.

６．２．１．３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评分规则如下:

a)　建筑的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不小于０．５,得３分;

b)　建筑的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不小于０．７,同时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

比率小于７０％,得６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６．２．１．４　对于改扩建项目,其评分规则如下:

a)　在规划时,应保证拟拆除的建筑物主体结构已达到建筑耐久年限,得１分;
b)　合理利用保持了原使用性质、尚可使用的旧建筑,并纳入了新的档案馆规划,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２分.

６．２．２　室外环境(１６分)

６．２．２．１　档案馆建筑不对周边建筑产生日照遮挡,满足国家级及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日照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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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值:１分.

６．２．２．２　建筑及照明设计避免产生光污染.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玻璃幕墙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０．２,得１分;

b)　室外照明光污染的限制符合JGJ/T１６３的规定,得１分.
评价总分值:２分.

６．２．２．３　借阅区以及办公区等用房不宜紧邻城市主干道,如条件许可,应增加隔声措施.
评价分值:１分.

６．２．２．４　对馆区内真空泵站、锅炉、燃气轮机、柴油发电机、制冷机、水泵等各种动力源控制噪声,使场

内环境噪声符合 GB３０９６的规定.
评价分值:１分.

６．２．２．５　场地内风环境有利于冬季室外行走舒适及过渡季、夏季的自然通风.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

累计:

a)　在寒冷和严寒的多风地区,档案馆主要出入口考虑设置遮风设施;在夏热冬暖和夏热冬冷地

区,档案馆主要出入口设置遮阳设施,得１分.

b)　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建筑物周围人行通道风速低于５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小于

２,得２分.

c)　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不超过

５Pa,得１分.

d)　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场地内人活动区不出现涡旋或无风区,得２分.

e)　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５０％以上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大于０．５Pa,
得１分.

评价总分值:７分.

６．２．２．６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红线范围内户外活动场地有遮荫措施的面积达到１０％,得１分;达到２０％,得２分.

b)　超过７０％的道路路面、建筑屋面的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小于０．４;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４分.

６．２．３　交通设施与公共服务(１４分)

６．２．３．１　档案馆场地与公共交通设施具有便捷的联系.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档案馆场地主要出入口有便捷的人行通道联系公共交通站点,得２分;

b)　档案馆建筑满足主要出入口与公交站点步行距离小于５００m,或到达轨道交通站的步行距离

不超过８００m,得２分;

c)　场地出入口８００m范围内设有２条或２条以上线路的公共交通站点(含公共汽车站和轨道交

通站),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６．２．３．２　档案馆建筑的无障碍设计应满足JGJ５０的相关要求.
评价分值:２分.

６．２．３．３　合理设置停车场所.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自行车停车设施位置合理、方便出入,且有遮阳防雨措施,得２分;

b)　采用机械式停车库、地下停车库或停车楼等方式节约集约用地,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４分.

６．２．３．４　鼓励绿色交通工具出行,设置城市自行车或电动车自助停放区域,方便工作人员与查档人员

的出入.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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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城市自行车或电动车自助停放区域与档案馆步行距离小于８００m,得１分;

b)　在自助停放区域内,自行车或电动车可使用数量不少于１０辆,得１分.
评价总分值:２分.

６．２．４　场地设计与场地生态(２４分)

６．２．４．１　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采取

表层土利用等生态补偿措施.
评价分值:３分.

６．２．４．２　合理规划地表与屋面的雨水径流,对场地雨水外排总量进行控制,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

应小于５５％,得３分;达到７０％,得６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６．２．４．３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合理设置雨水基础设施,超过１０hm２ 的场地进行雨水专项规划设计.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或有调蓄雨水功能的水体等面积之和占绿地面积的比例不小于３０％,
得３分;

b)　合理衔接和引导屋面雨水、道路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并设置相应的径流污染控制措施,得

３分;

c)　室外活动用地、道路铺装材料的选择在满足用地功能要求的基础上,选择透水性铺装材料以及

透水铺装构造,透水铺装率不小于５０％,得３分.
评价总分值:９分.

６．２．４．４　合理选择绿化方式,科学配置绿化植物.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种植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并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且种植区域覆土深度

和排水能力满足植物生长需求,同时还应选择对档案保管环境无害的植物种类,得２分;

b)　采用复层绿化、垂直绿化、屋顶绿化方式,得２分;

c)　停车场、人行道和广场宜采取乔木遮阳措施.步行道与自行车道林荫率不小于６０％,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６．２．５　场地安全(１２分)

６．２．５．１　合理选择档案馆的建设场地.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档案馆馆址周边１５００m内没有严重空气污染企业,得２分;

b)　馆址周边５０m内没有甲、乙、丙类液体储蓄罐区,液化石油气储蓄区,可燃、助燃气体储蓄区,
可燃材料堆场、输气(油)管道,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４分.

６．２．５．２　档案馆各功能分区布局合理,无互相交叉,馆内三流即人员流、物流/档案流、信息流设计合理

有序,相互隔离且内外流无交叉.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档案库房应集中布置、自成一区,得１分;

b)　锅炉房、变配电室、车库、食堂操作间等用房未与档案库毗邻,得１分;

c)　除更衣室外,档案库区内无其他用房,且其他用房之间交通未穿越档案库区,得１分;

d)　各类用房之间传送档案不通过露天通道,得１分.
评价总分值:４分.

６．２．５．３　合理设计档案馆室内外、档案库内外高差.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档案馆室内外地面高差不小于０．５m,得２分;

b)　档案库区内比库区外楼地面高出１５mm,得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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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总分值:４分

７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７．１　控制项

７．１．１　档案馆建筑设计符合 GB５０１８９及其他现行节能设计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规定.

７．１．２　档案馆建筑的冷热源、输配系统、照明、办公设备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７．１．３　档案馆各功能用房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高于 GB５００３４规定的现行值.

７．２　评分项

７．２．１　建筑与围护结构(２２分)

７．２．１．１　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和建筑内不同区域的功能要求,对建筑的体形、朝向、楼距、窗墙比等进行

优化设计.
评价分值:６分.

７．２．１．２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国家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其评价总分值为a)或b)项
单项的得分值,评分规则按以下情况分别计分:

a)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提高幅度达到５％,得５分;达到

１０％,得１０分.

b)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降低幅度达到５％,得５分;达到１０％,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７．２．１．３　档案库外围护结构应有良好的保温和隔热性能.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库房外围护结构根据地区气候和建筑要求,采取保温和隔热等措施,得２分;

b)　档案库门为保温门,得２分;

c)　窗的气密性能、水密性能及保温性能分级要求应比当地办公建筑的要求提高一级,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７．２．２　供暖、通风与空调(３７分)

７．２．２．１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应符合 GB/T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的规定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评价分值:６分.

７．２．２．２　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和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应符合

GB５０１８９的有关规定,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低于 GB５０７３６规定值的２０％.
评价分值:６分.

７．２．２．３　合理选择和优化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评分规则如下:

a)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降低幅度不小于５％,但小于１０％,得３分;

b)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降低幅度不小于１０％,但小于１５％,得７分;

c)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降低幅度不小于１５％,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７．２．２．４　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采取可调新风比的措施.评分规则如下:

a)　最大可调新风比不小于５０％,但小于７５％,得３分;

b)　最大可调新风比不小于７５％,得６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７．２．２．５　采取措施降低建筑物在部分冷热负荷和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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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区分房间的朝向,细分空调区域,对空调系统进行分区控制,每个档案库房空调应能够独立控

制,得３分;

b)　合理选配空调冷、热源机组台数与容量,制定实施根据负荷变化调节制冷(热)量的控制策略,
且空调冷源的部分负荷性能符合 GB５０１８９的规定,得３分;

c)　水系统、风系统采用变频技术,且采取相应的水力平衡措施,得３分.
评价总分值:９分.

７．２．３　照明与电气(２１分)

７．２．３．１　在满足档案馆功能的前提下,采用照明节能措施,其具体评分规则如下:

a)　档案馆中的照明系统采取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得５分;

b)　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根据需求调节人工光源.按建筑面积计算,该系统的使用率不低于

３０％,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７．２．３．２　在照明质量符合 GB５００３４有关规定的同时,照明功率密度值达到 GB５００３４规定的目标值.
评分规则如下:

a)　不少于总建筑面积６０％的区域,照明功率密度值不高于 GB５００３４规定的目标值,得４分;

b)　所有区域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均不高于 GB５００３４规定的目标值,得８分.
评价总分值:８分.

７．２．３．３　合理选用电梯,并采用电梯群控等节能措施.
评价分值:３分.

７．２．４　能量综合利用(２０分)

７．２．４．１　排风能量回收系统设计合理并运行可靠.
评价分值:３分.

７．２．４．２　合理采用蓄冷蓄热系统.
评价分值:３分.

７．２．４．３　合理利用余热废热提供建筑所需的蒸汽、供暖或生活热水等.
评价分值:４分.

７．２．４．４　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用热水比例不低于２５％,得４分;

b)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空调用冷量和热量的比例不低于２５％,得４分;

c)　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量比例不低于２％,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８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８．１　控制项

８．１．１　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

８．１．２　给排水系统设置合理、完善、安全.

８．１．３　采用节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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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评分项

８．２．１　节水系统(３０分)

８．２．１．１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满足 GB５０５５５中的节水用水定额的要求.评分规则如下:

a)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小于节水用水定额的上限值、不小于中限值要求,得４分;

b)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小于节水用水定额的中限值、不小于下限值要求,得７分;

c)　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小于节水用水定额的下限值要求,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８．２．１．２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使用耐腐蚀、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件,得１分;

b)　室外埋地管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得１分;

c)　设计阶段根据水平衡测试的要求安装分级计量水表;运营阶段,提供用水量计量情况和管网漏

损检测、整改的报告,得５分.
评价总分值:７分.

８．２．１．３　给水系统无超压出流现象.评分规则如下:

a)　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大于０．３０MPa,得３分;

b)　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大于０．２０MPa,且不小于用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工作压力,得８分.
评价总分值:８分.

８．２．１．４　使用用水计量装置,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按使用用途,对卫生间、空调系统、绿化、景观等用水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得

２分;

b)　按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得３分.
评价总分值:５分.

８．２．２　节水器具与设备(４０分)

８．２．２．１　使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卫生器具.评分规则如下:

a)　用水效率等级达到三级,得５分;

b)　用水效率等级达到二级,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８．２．２．２　绿化灌溉采用节水灌溉方式.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采用节水灌溉系统,得７分;在采用节水灌溉系统的基础上,设置土壤湿度感应器、雨天关闭装

置等节水控制措施,再得３分;

b)　种植无需永久灌溉植物,得４分.
评价总分值:１４分.

８．２．２．３　空调设备或系统采用节水冷却技术.评分规则如下:

a)　循环冷却水系统设置水处理措施;采取加大集水盘、设置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的方式,避免冷却

水泵停泵时冷却水溢出,得６分.

b)　运行时,冷却塔的蒸发耗水量占冷却水补水量的比例不低于８０％,得１０分.

c)　采用无蒸发耗水量的冷却技术,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８．２．２．４　除卫生器具、绿化灌溉和冷却塔外的其他用途用水若采用节水技术或相关措施,评分规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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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他用水中采用节水技术或措施的比例达到５０％的,得３分;

b)　其他用水中采用节水技术或措施的比例达到８０％的,得６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８．２．３　非传统水源利用(３０分)

８．２．３．１　合理使用非传统水源.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绿化灌溉、道路冲洗、洗车用水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８０％,得

７分;

b)　冲厕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５０％,得８分.
评价总分值:１５分.

８．２．３．２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评分规则如下:

a)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１０％,得４分;

b)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３０％,得６分;

c)　冷却水补水使用非传统水源的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５０％,得８分.
评价总分值:８分.

８．２．３．３　结合雨水利用设施进行景观水体设计,景观水体利用雨水的补水量大于其水体蒸发量的

６０％,且采用生态水处理技术保障水体水质.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对进入景观水体的雨水采取控制面源污染的措施,得４分;

b)　利用水生动、植物进行水体净化,得３分.
评价总分值:７分.

９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９．１　控制项

９．１．１　不采用国家和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９．１．２　混凝土结构中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不低于４００MPa级的热轧带肋钢筋.

９．１．３　建筑造型要素简约,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９．１．４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的要求.

９．２　评分项

９．２．１　节材设计(４５分)

９．２．１．１　择优选用建筑形体,根据 GB５００１１—２０１０规定的建筑形体规则性评分,建筑形体规则、结构

传力合理的建筑,得９分.
评价分值:９分.

９．２．１．２　对地基基础、结构体系及构件进行优化设计,达到节材效果.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对地基基础方案进行节材优化设计,得４分;

b)　对结构体系进行节材优化设计,得５分;

c)　对结构构件进行节材优化设计,得３分.
评价总分值:１２分.

９．２．１．３　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评分规则如下:

a)　公共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５分;

b)　所有部位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得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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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总分值:９分.

９．２．１．４　合理利用场地内已有建筑物、构筑物.
评价分值:５分.

９．２．１．５　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采用可重复使用的隔墙和隔断.评分规则如下:

a)　可重复使用隔墙和隔断比例不小于３０％但小于５０％,得３分;

b)　不小于５０％但小于８０％,得４分;

c)　不小于８０％,得５分.
评价总分值:５分.

９．２．１．６　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预制构件.评分规则如下:

a)　预制构件用量不小于１５％但小于３０％,得３分;

b)　预制构件用量不小于３０％但小于５０％,得４分;

c)　预制构件用量不小于５０％,得５分.
评价总分值:５分.

９．２．２　材料选用(５５分)

９．２．２．１　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选用本地生产的建筑材料,降低运输能耗.评分规则如下:

a)　施工现场５００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不小于６０％但小于７０％,得

６分;

b)　施工现场５００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不小于７０％但小于９０％,得

８分;

c)　施工现场５００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不小于９０％,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９．２．２．２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
评价分值:１０分.

９．２．２．３　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评分规则如下:

a)　不少于５０％的砂浆采用预拌砂浆,得３分;

b)　砂浆全部采用预拌砂浆,得５分.
评价总分值:５分.

９．２．２．４　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降低材料用量.根据建筑结构材料的不同,其评价总分值为a)
或b)或c)项单项的得分值,评分规则按以下情况分别计分:

a)　混凝土结构评分规则如下:

　　１)　受力普通钢筋使用不低于４００MPa级钢筋占受力普通钢筋总量的不小于３０％但小于

５０％,得４分;

　　２)　受力普通钢筋使用不低于４００MPa级钢筋占受力普通钢筋总量的不小于５０％但小于

７０％,得６分;

　　３)　受力普通钢筋使用不低于４００MPa级钢筋占受力普通钢筋总量的不小于７０％但小于

８５％,得８分;

　　４)　受力普通钢筋使用不低于４００MPa级钢筋占受力普通钢筋总量的不小于８５％,得１０分;

　　５)　混凝土竖向承重结构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C５０混凝土用量占竖向承重结构中混凝土总

量的比例超过５０％,得１０分.

b)　钢结构评分规则如下:

　　１)　Q３４５及以上高强钢材用量占钢材总量的比例达到５０％,得８分;

　　２)　达到７０％,得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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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混合结构评分规则:对其混凝土结构部分和钢结构部分,分别按９．２．２．４a)和b)进行评价;得
分取前两项得分的平均值.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９．２．２．５　合理采用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提高使用年限.根据建筑结构的不同,其评价总分值为a)
或b)项单项的得分值,评分规则按以下情况分别计分:

a)　混凝土结构:高耐久性的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总量的比例超过５０％,得５分;

b)　钢结构:采用耐候结构钢或耐候型防腐涂料,得５分.
评价总分值:５分.

９．２．２．６　采用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利用材料.评分规则如下:
a)　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利用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不小于１０％但小于１５％,得

８分;
b)　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利用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不小于１５％,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９．２．２．７　合理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装饰装修建筑材料,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合理采用清水混凝土,得２分;

b)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外立面材料,得１分;
c)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得１分;

d)　库房墙面材料应采用具有耐久性好、防霉和抗菌性材料,得１分.
评价总分值:５分.

１０　室内环境质量

１０．１　控制项

１０．１．１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满足 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要求.
１０．１．２　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满足 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要求.
１０．１．３　档案馆环境的照度要求符合JGJ２５—２０１０中的规定.

１０．１．４　建筑室内统一眩光值、一般显色指数等指标符合 GB５００３４的规定.
１０．１．５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各主要功能房间的温度、相对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符合

JGJ２５—２０１０和 GB５０７３６的规定.
１０．１．６　在室内设计温、湿度条件下,建筑围护结构和表面不结露.

１０．１．７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满足 GB５０１８９的要求.
１０．１．８　馆内游离甲醛、苯、氨、氡和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空气污染物浓度符合GB/T１８８８３
的有关规定.
１０．１．９　纸质档案库房内空气质量要符合 GB/T２７７０３的有关规定.

１０．１．１０　建筑材料、装修材料中有害物质量要符合 GB１８５８０~GB１８５８８和 GB６５６６的规定.

１０．１．１１　存放档案的架、柜、箱应采用阻燃、耐腐蚀、无挥发性有害气体的材料制作,涂敷材料应稳定耐

用无挥发性有害气体.

１０．１．１２　合理布置档案库房内密集架、箱、柜的布局排列,保证库房内空气循环流通.
１０．１．１３　档案馆内禁止吸烟.

１０．２　评分项

１０．２．１　室内声环境(２０分)

１０．２．１．１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达到 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标准.评分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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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噪声级低于低限要求和高要求标准的平均数值,得３分;

b)　噪声级达到高要求标准的限值,得６分.
评价总分值:６分.

１０．２．１．２　主要功能房间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优于 GB５０１１８中的低限要求标准.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外墙和隔墙空气声隔声量:达到低标准限值和高标准限值的平均数值,得１分;达到高要求标

准限值,得２分;

b)　门和窗空气声隔声量:达到低标准限值和高标准限值的平均数值,得１分;达到高要求标准限

值,得２分;

c)　楼板空气声隔声量:达到低标准限值和高标准限值的平均数值,得１分;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得２分;

d)　楼板撞击声隔声量:达到低标准限值和高标准限值的平均数值,得１分;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８分.

１０．２．１．３　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功能安排合理,减少排水噪声、管道噪声,减少相邻空间的噪声干扰以

及外界噪声对室内的影响.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建筑平面、空间布局合理,没有明显的噪声干扰问题,得２分;

b)　采用同层排水,或其他降低排水噪声的有效措施,使用率在５０％以上,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４分.

１０．２．１．４　建筑中的多功能厅、会议厅和其他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应进行专项声学设计,满足相应功

能要求.
评价分值:２分.

１０．２．２　室内光环境与视野(３８分)

１０．２．２．１　除库房外的地上部分主要功能空间应具有良好的户外视野,可以通过窗户或幕墙看到室外

的自然景观,无明显视线干扰.
评价分值:３分.

１０．２．２．２　室内采用高效光源设备及低能耗附件,并采取节能控制措施,在有自然采光的区域设定时段

或光电控制.
评价分值:３分.

１０．２．２．３　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系数满足 GB５００３３的要求.
评价分值:６分.

１０．２．２．４　采用合理措施改善室内采光.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主要功能房间有合理的控制眩光、改善天然采光均匀性和人工照明的照度均匀性的措施,得

４分;

b)　室内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达到６０％,得４分;

c)　地下空间平均采光系数不小于０．５％的面积大于首层地下室面积的５％,得１分,面积达标比

例每提高５％得１分,按表２的规则评分,最高得４分.

表２　地下空间采光评分规则

面积比例RA 得分

５％≤RA＜１０％ １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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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面积比例RA 得分

１０％≤RA＜１５％ ２

１５％≤RA＜２０％ ３

２０％≤RA＜２５％ ４

　　评价总分值:１２分.

１０．２．２．５　采取可调节遮阳措施,防止夏季太阳辐射透过窗户玻璃直接进入室内.评分规则如下:

a)　太阳直射辐射可直接进入室内的外窗或幕墙,其透明部分面积的２５％有可控遮阳调节措施,
得５分;

b)　透明部分面积的５０％以上有可控遮阳调节措施,得１０分.
评价总分值:１０分.

１０．２．２．６　采取措施避免有害光源对档案的损害.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档案库、档案阅览场所、展览厅及其他技术用房应防止日光直接射入,采取措施避免紫外线对

档案、资料、文物的危害,得２分;

b)　档案库房、档案阅览场所及其他技术用房人工照明设备应选用紫外线含量低的光源.当紫外

线含量超过７５μW/lm时,应采取防紫外线的措施,得２分.
评价总分值:４分.

１０．２．３　室内安防与消防(５分)

１０．２．３．１　档案库房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且采用对档案无污染的灭火系统,得２分.
评价分值:２分.

１０．２．３．２　档案馆的安全防控.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a)　档案馆建筑周界、外门及首层外窗等重要部位有入侵报警装置,得１分;

b)　馆内主要功能用房及公共区域有入侵报警和视频监控措施,得１分;

c)　监控中心对重要防护部位进行２４h监控,且监控系统有报警及实时录像和录音功能,得１分.
评价总分值:３分.

１０．２．４　室内温湿度与空气质量(３７分)

１０．２．４．１　对温湿度有特殊要求的档案库区,其空调系统应自成体系,各空调分区应能互相封闭且独立

控制,并配置档案库房温湿度巡检系统.
评价分值:２分.

１０．２．４．２　档案馆温湿度控制范围应符合JGJ２５—２０１０的要求.
评价分值:２分.

１０．２．４．３　供暖空调系统末端现场独立调节方便、有利于改善人员舒适性.评分规则如下:

a)　７０％及以上的主要功能房间的供暖、空调末端装置可独立启停和调节室温得４分;

b)　９０％及以上的主要功能房间满足上述要求,得８分.
评价总分值:８分.

１０．２．４．４　建筑空间平面和构造设计采取优化措施,改善原通风不良区域的自然通风效果,使得建筑在

过渡季典型情况下,９０％ 以上的房间的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２次/h.
评价分值:８分.

１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