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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川建勘设科发〔2024〕113号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加强绿色建筑全过程质量管理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单位：

发展高品质绿色建筑是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

举措，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着力点。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决策部

署，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城

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四川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专项

行动方案》《四川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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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强绿色建筑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等全过程质量管理，

进一步提升全省绿色建筑发展质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绿色建筑设计管理

（一）落实绿色建筑设计要求。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应按照绿

色建筑标准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应包含

绿色建筑相关内容。方案设计阶段应明确绿色建筑设计目标和主

要技术措施；初步设计阶段应明确绿色建筑各专业技术选项和相

应的指标，包含各专业控制项、评分项、加分项技术措施等；施

工图设计阶段应编制绿色建筑专篇（详见附件1）及配套技术文

件，相关内容应满足项目设备材料采购、制作和施工要求。既有

建筑绿色改造设计应编制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专篇（详见附件2）

及配套技术文件。鼓励设计单位在绿色建筑设计中使用BIM技术

正向设计，应用BIM技术开展方案比选、性能分析、出图交付。

（二）实施绿色建筑专项审查。完善绿色建筑专项审查制度，

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对照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及相关要求，对

绿色建筑等级和设计内容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出具绿色建

筑专项审查意见（详见附件 3、4）。绿色建筑专项审查不合格的，

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应出具审查合格书。鼓励市（州）依据标准规

范编制本地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并组织实施。应用 BIM

技术设计的项目，施工图审查机构应使用 BIM技术进行审查。

（三）严格设计修改管理。落实国家相关法规、规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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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绿色建筑相关设计

内容。确需修改的，修改内容不得低于本地绿色建筑等级要求（以

首次取得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时间为准），并按要求将修改后施工

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二、强化绿色建筑施工管理

（一）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在项目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

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绿色建筑相关内容进行技术交底。施

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将绿色建筑相

关内容纳入施工组织设计并组织实施。工程监理单位应依据有关

标准规范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对绿色建筑相关内容实施监理。工

程质量检测机构应按有关标准规范，开展绿色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工作，并出具检测报告。鼓励施工单位使用 BIM技术，并基于

BIM模型开展施工过程可视化模拟、施工方案优化等工作。

（二）落实抽样检测要求。严格落实《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55016、《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建

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等现行强制性标准要求，

对绿色建筑空气质量、隔声性能、照明效果、空调性能、水质等

内容进行检测，相关检测结果作为绿色建筑质量控制资料。

（三）严格工程质量监管。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应将绿色建筑质量管理工作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依法处

理发现的违反绿色建筑相关规定和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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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施工、监理、验收等行为。

三、建立绿色建筑验收制度

自 2024年 9月 1日起（以取得施工许可证时间为准），建设

项目在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对照现行《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

专项验收标准》DBJ51/T208开展绿色建筑专项验收。绿色建筑

专项验收应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实施：

（一）专业验收。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基础上，由项目监理

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分专业验收，并按要求填写《四

川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各专业验收记录表》（详见《四川省

绿色建筑工程专项验收标准》附录 D）。分部分项工程已验收合

格的，不再重复验收。

（二）整体验收。在专业验收合格基础上，建设单位组织设

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按照施工合同、有关标准规范及施

工图设计文件等相关资料，对绿色建筑整体质量完成情况进行验

收，并填写《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报告》（详

见附件5、6）。

四、规范绿色建筑评价管理

新建绿色建筑评价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进行。建筑工

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可进行预评价。

（一）优化预评价流程。预评价采用“自评+施工图审查”方

式实施，在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设计单位自评基础上，通过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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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绿色建筑专项审查。预评价不授予绿色建筑标识证书。需申

请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的项目，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

予以支持。

（二）推动标识评价认定。申报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认定遵循

自愿原则，由建设单位、运营单位或业主单位提出，鼓励设计、

施工和咨询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申报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各市（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委）认定一星级绿色建筑并授予标识，初

审推荐二星级绿色建筑，预审推荐三星级绿色建筑。住房城乡建

设厅认定二星级绿色建筑并授予标识，初审推荐三星级绿色建筑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认定流程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要求执

行。得到绿色金融政策支持或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的星级绿色

建筑，应取得相应等级的绿色建筑标识证书，鼓励其它星级绿色

建筑申报绿色建筑标识。鼓励各市（州）出台星级绿色建筑支持

政策。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实施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推动既有建筑

星级标识认定。

五、提升绿色建筑运行管理水平

加强绿色建筑运行管理，提高绿色建筑设施、设备运行效率，

鼓励将绿色建筑节水、节能等日常运行要求纳入物业合同范围。

规范房屋装饰装修活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建筑的围护结构、

能耗监测设备及系统、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等设施。鼓励运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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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业主参照绿色建筑运行情况自查表开展运行情况自查（详见

附件 7、8）。获得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运营单位或业主，应强化

绿色建筑运行管理，加强运行指标与申报绿色建筑星级指标比

对，每年及时将年度运行主要指标上报至绿色建筑标识管理信息

系统，连续两年以上不上报或不如实上报主要指标数据，且未按

要求完成整改的，按规定撤销其绿色建筑标识。鼓励运营单位使

用 BIM模型开展运行管理。

六、压紧压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首要责任，将绿色建筑相关要求纳入设

计、施工、监理合同，并约定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工作内容

和质量。设计单位要对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规范以及合同约定进行

设计，编制绿色建筑设计文件。施工单位要严格规范施工活动，

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及施工合同进行施工。

工程监理单位应严格实施监理活动，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审查合

格的设计文件及监理合同实施工程监理。各市（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委）要加强对本地区绿色建筑勘察、设计、施工、运行等

阶段管理，强化全过程质量管理，确保各项绿色建筑技术措施落

地见效。

鼓励各市（州）在执行本通知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绿色建筑全过程质量管理细化措施。

本通知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本通知自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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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年。

附件：1.绿色建筑专篇（编制模板）

2.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专篇（编制模板）

3.四川省绿色建筑专项审查意见表（新建建筑）

4.四川省绿色建筑专项审查意见表（既有建筑）

5.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表（新建建筑）

6.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表（既有建筑）

7.四川省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自查表（新建建筑）

8.四川省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自查表（既有建筑）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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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绿色建筑专篇（编制模板）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筑类型、规划用

地面积、居住建筑总建筑面积、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地下建筑

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

（二）绿色建筑设计目标：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

级（不应低于国家和四川省相关政策要求）。

二、设计依据

（一）说明绿色建筑设计采用的设计标准、图集。

（二）设计中执行的国家和省的政策文件。

（三）其他设计依据。

三、设计内容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和《四川省绿色建筑

设计标准》DB51/T009等现行标准要求，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

由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 5类指

标组成，分别由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空调、电气、景观、

环境健康与节能 7个专业审查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的控制项

和得分项。本专篇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的控制项、得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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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设计内容。编制格式参照下表（以“建筑专业”为示例）。

（一）建筑专业

控

制

项

序号
①

条文号 设计内容 标准 施工图技术措施说明 自评

2.1.1 4.1.1

场地应避开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危险地段，易发生洪涝地区应有

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场地应

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

的威胁，应无电磁辐射、含氡土

壤的危害。

达标

项目主要技术措施概

述+对应设计文件（证

明文件）

�达标

�不达标

⋯⋯ ⋯⋯ ⋯⋯ ⋯⋯ ⋯⋯ ⋯⋯

控制项结果： �达标 �不达标

得

分

项

序号 条文号 设计内容
分值

（分）
施工图技术措施说明 自评（分）

3.1.1 4.2.2

采取保障人员安全的防护措施，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总分值不超过 10 分：

1.采取措施提高阳台、外窗、窗

台、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水平，

得 5 分；

2.建筑物出入口均设外墙饰面、

门窗玻璃意外脱落的防护措施，

并与人员通行区域的遮阳、遮风

或挡雨措施结合，得 5 分。

10

项目主要技术措施概

述+对应设计文件（证

明文件），对本项目

来说，本条第 1款得

X分、第 2款得 X分

⋯⋯ ⋯⋯ ⋯⋯ ⋯⋯ ⋯⋯

评分项得分： 分

注：
①《四川省民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阶段审查技术要点（2022版）》规定的控制项

和得分项审查要点中各专业审查条文的序号。

w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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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专业

本项目各指标类别、专业得分情况汇总如下：

标准规定

设计评价指标

类别
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提高与创新*

各类指标的

满分
100 100 70 200 100 100

各类指标的

最低分
30 30 21 60 30 0

各类指标得分 Q1: Q2: Q3: Q4: Q5: QA:

总得分（计算公式/结果） ΣQ =(Q1+ Q2+ Q3+ Q4+ Q5+ QA)

专业 建筑 结构 给排水 暖通 电气 景观
环境与节

能
汇总得分

满分

全部得分 255 50 167 15 57 44 142 730

其中创新得分 43 20 40 0 10 5 42 160*

得分

全部得分

其中创新得分 *

四、自评结果

本项目绿色建筑设计自评结果：�所有控制项达标，项目总

得分为 分，达到绿色建筑等级为�基本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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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专篇（编制模板）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筑类型、规划用

地面积、居住建筑总建筑面积、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地下建筑

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

（二）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设计目标：一星级、二星级、三星

级（不应低于国家和四川省相关政策要求）。

二、设计依据

（一）说明绿色建筑设计采用的设计标准、图集。

（二）设计中执行的国家和省的政策文件。

（三）其他设计依据。

三、设计内容

根据现行《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既有

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指标体系由规划与建筑、结构与材料、暖通空

调、给水排水、电气、施工管理、运营管理 7类指标组成，每类

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另外，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了

“提高与创新”加分项。本专篇按照指标的控制项、评分项、加分

项编制设计内容。编制格式参照下表（以“规划与建筑”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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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与建筑

控

制

项

序号 条文号 设计内容 标准
施工图技术

措施说明
自评

1 4.1.1

既有建筑所在场地应安全，不应有洪涝、滑

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不应有危险

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且不应有

超标电磁辐射、污染土壤等危害。

达标

项目主要技

术措施概述+

对应设计文

件（证明文

件）

�达标

�不达标

⋯⋯ ⋯⋯ ⋯⋯ ⋯⋯ ⋯⋯ ⋯⋯

控制项结果： �达标 �不达标

评

分

项

序号 条文号 设计内容
分值

（分）

施工图技术

措施说明

自评

（分）

1 4.2.1

场地交通流线顺畅，使用方便，评价总分值

为 5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场地车行、人行路线设置合理，交通流线

顺畅，满足交通需求，得 2分；

2 场地内无障碍设施完善，且与场地外人行

道无障碍连通，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

设计规范》GB 50763的要求，得 3分。

5

项目主要技

术措施概述+

对应设计文

件（证明文

件），对本项

目来说，本条

第 1款得 X

分、第 2款得

X分

⋯⋯ ⋯⋯ ⋯⋯ ⋯⋯ ⋯⋯

评分项得分： 分

（二）结构专业

⋯⋯

四、自评结果

本项目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设计自评结果：�所有控制项达

标，项目总得分为 分，达到绿色建筑等级为�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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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绿色建筑专项审查意见表（新建建筑）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筑

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居住+公建□

设计单位 咨询单位
星级

目标

基本级□，一星级□
二星级□，三星级□

建筑面积（㎡）

标

准

规

定

设计评价指标类别 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提高与创新*

各类指标的满分 100 100 70 200 100 100

各类指标的最低分 30 30 21 60 30 0

各类指标策划得分 Q1: Q2: Q3: Q4: Q5: QA:

总得分（计算公式/结果） ΣQ =(Q1+ Q2+ Q3+ Q4+ Q5+ QA)
结论：

经审查评估，本项目符合绿色

建筑（基本级、 一、二、三 ）星

级施工图设计阶段要求。

（审查单位技术专用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专业： 建筑 结构 给排水 暖通 电气 景观 环境与节能 汇总得分

满

分

全部得分 255 50 167 15 57 44 142 730

其中创新得分 43 20 40 0 10 5 42 160 *

得

分

全部得分

其中创新得分 *
审查专业负责人

签字

注：1.专业得分总分和各类指标总分应相等。
2. *提高创新得分大于 100分时，应取为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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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四川省绿色建筑专项审查意见表（既有建筑）
项目名称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居住+公建□ 建筑面积（㎡）

依据标准 现行《既有绿色建筑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星级标准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标准规定

—— 控制项
评价指标评分项 加分项

建筑与规划 结构与材料 暖通空调 给水排水 电气 提高与创新

设计评价总分值

是否达标

100 100 100 100 100 10

权重系数
居住建筑 w1=0.25 w2=0.20 w3=0.22 w4=0.15 w5=0.18

——
公共建筑 w1=0.21 w2=0.19 w3=0.27 w4=0.13 w5=0.20

设计自评 是□ 否□ Q1： Q2： Q3： Q4： Q5： Q8：

审查评分 是□ 否□ Q1： Q2： Q3： Q4： Q5： Q8：

总得分：Q=w1Q1+w2Q2+w3Q3+w4Q4+w5Q5+Q8
设计
自评

规划与
建筑

结构与
材料

暖通
空调

给水
排水

电气
审查
评分

规划与
建筑

结构与
材料

暖通
空调

给水
排水

电气

结论：
经审查评估，本项目符合既有建筑

绿色改造（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施
工图设计阶段要求。

施工图审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评得分 审查评分
不参评分 不参评分

折算得分 折算得分

权重系数 权重系数

权重得分 权重得分

提高与创新 提高与创新

自评总分
审查总分

审查人签字

注：加分项的附加得分应为各加分项得分之和，当附加得分大于 10分时，应按 10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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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表
（新建建筑）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设计标准

序号 专业 验收要求 核查情况

1 建筑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2 结构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3 给排水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4 暖通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5 电气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6 景观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绿色建筑
星级

基本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综合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建设单位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验收意见：

设计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意见：

监理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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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表
（既有建筑）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设计标准

序号 专业 验收要求
是否
涉及

核查
情况

1 建筑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是�否�

2 结构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是�否�

3 给排水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是�否�

4 暖通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是�否�

5 电气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是�否�

6 景观 符合设计要求，相关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是�否� 是�否�

绿色建
筑星级

基本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综合验
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建设单位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验收意见：

设计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意见：

监理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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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四川省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自查表（新建建筑）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项目负责人

运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标准名称 现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四川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51/T009

序
号

项目名称
评价标准
对应条文

要求
自查
情况

1 生活垃圾分类 第 8.1.7条 检查垃圾收集设施布置符合设计要求。
是□
否□

2 室内主要空气
污染物

第 5.2.1条 检查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检测装置和记录。
是□
否□

3 室内热湿环境 第 5.2.9条 检查温湿度检测装置和温湿度记录。
是□
否□

4 信息化技术
应用

第 9.2.6条 检查运行维护阶段是否应用信息化技术。
是□
否□

5 建筑碳排放 第 9.2.7条 检查能源分类计量装置和能源分类使用记录。
是□
否□

6 给水排水系统 第 5.1.3条 管理制度、工作记录、检查非传统水源管道和
设备标识。

是□
否□

7 水质 第 5.2.3条 各类用水的水质检测报告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是□
否□

8
用水计量装置
和水质检测
系统

第 6.2.8条

检查远传计量系统设置说明、分级水表设置示
意图、水质监测点位说明、设置示意图等，监
测与发布系统设计说明，漏损检测管理制度(或
漏损检测、分析及整改情况报告)、水质监测管

是□
否□

9 建筑平均日用
水量

第 6.2.11条 检查实测用水量计量装置和用水量记录。 是□
否□

10 室外景观水体 第 7.2.12条 景观水体补水用水计量运行记录，景观水体水
质检测报告。

是□
否□

11 非传统水源 第 7.2.13条
检查非传统水源计量装置和非传统水源的用水
量记录、非传统水源水质检测报告符合相关规
范要求。

是□
否□

12 节约资源措施 第 6.2.10条 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运行记录。 是□
否□

13 建筑运营效果 第 6.2.12条 管理制度、历史监测数据、运行记录、检测报
告、诊断报告，是否进行节能诊断并优化方案。

是□
否□

14 绿色教育宣传 第 6.2.13条
管理制度、工作记录、活动宣传和推送材料、
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影像材料、年度调查报告
及整改方案。

是□
否□

15 节能措施 第 9.2.1条 建筑供暖空调系统能耗计量装置和记录。
是□
否□

检查结论

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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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四川省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自查表（既有建筑）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项目负责人

运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标准名称 现行《既有绿色建筑改造评价标准》GB/T51141

序号 项目名称
评价标准
对应条文

要求
自查
情况

1 生活垃圾
分类

第 10.1.2条 检查垃圾收集设施布置符合设计要求。
是□
否□

2 信息化技
术应用

第 10.2.10条
第 10.2.11条 检查运行维护阶段是否应用信息化技术。

是□
否□

3 给水排水
系统

第 10.1.3条 管理制度、工作记录、检查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
标识。

是□
否□

4 节约资源
措施

第 10.1.1条
第 10.2.2条
第 10.2.4条
第 10.2.8条

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运行记录。
是□
否□

5 建筑运营
效果

第 10.1.4条 管理制度、历史监测数据、运行记录、检测报告、
诊断报告，是否进行节能诊断并优化方案。

是□
否□

6 绿色教育
宣传

第 10.2.5条
管理制度、工作记录、活动宣传和推送材料、绿色
设施使用手册、影像材料、年度调查报告及整改方
案。

是□
否□

7 物业管理
机构

第 10.2.1条 检查物业管理机构认证证书和管理体系文件。
是□
否□

检查结论

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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