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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低成本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及管理策略研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杨彩霞☆　尹　波　柯　莹　周海珠

摘要　结合天津生态城内已开建的住宅项目，对所采用的绿色建筑技术进行了统计分析，

归纳总结出适宜天津地区的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并研究了适宜的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

体系开发管理流程，可供天津地区乃至寒冷地区的绿色建筑项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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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热带海岛气候建筑节能重点技
术及太阳能建筑应用研究与示范”资助（编号：２０１１ＢＡＪ０１Ｂ０５），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资助

①

０　引言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战略

性合作项目，是继苏州工业园之后两国合作的新亮

点。生态城市的建设显示了中新两国政府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决

心，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积极

探讨和典型示范。根据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规划控

制性指标，中新生态城的绿色建筑比例将达到

１００％。

在构建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过程中会遇到多

种技术组合，如何选择适宜的技术，突破绿色建

筑的增量成本带来的挑战，构建适应天津生态城

气候和资源环境特点的宜居住宅，贯彻落实《关

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财

建［２０１２］１６７号）中强制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

新建建筑强制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需更好地建立

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实现在天津生态城及

天津市的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中普遍推广绿色

建筑技术体系。

１　天津生态城适宜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简介

１．１　天津生态城气候资源特点

天津生态城距天津中心城区４５ｋｍ，天津位于

寒冷地区，夏季酷热，室外最高温度可达到４０℃左

右，冬季寒冷，室外最低温度可低至－１１℃。因此

在天津地区进行建筑设计时要兼顾夏季隔热和冬

季防寒的需要。天津地区属于太阳能资源较丰富

的三类地区，全年太阳日照时间为２２００～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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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单位面积接受的太阳辐射总量为５０１６～５８５２

ＭＪ／ｍ２，相当于１７０～２００ｋｇ标准煤燃烧所产生的

热量。因此天津生态城适宜利用太阳能光热技术

制取生活热水。天津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为５４４．３

ｍｍ，小于８００ｍｍ，属于缺水地区，且降水量不均，

主要集中在６－８月。天津地区鼓励建筑采用市政

中水，各居住区一般均配置有市政中水站，为建筑

利用中水提供了便利条件。

１．２　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为了在天津生态城建设过程中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规范天津生态城的绿色建

筑评价，相关部门制定了ＤＢ／Ｔ２９ １９２—２００９　Ｊ

１１４６８—２００９《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用于天津生态城所辖范围内新建建筑的绿色

建筑评价。经过整理归纳，相应的适宜绿色建筑技

术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节地与室外环境方面，绿地率由 ＧＢ／Ｔ

５０３７８—２００６《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以下简称国标）

中规定的住区绿地率不低于３０％提高到４０％，体

现对宜居生态环境的要求，同时增加对居住用地内

配建自行车和汽车停车场的要求，并规定设置地下

车库，有利于场地交通组织，实现人车分流，利于居

住区人员安全。

节能与能源利用方面，围护结构保温性能指标

优于国标要求，并将应用节能电梯和分室设置自动

温控装置作为强制项，从被动式和主动式角度实现

住宅的有效节能。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方面，提高非传统水源利用

率，从国标中一般项要求的１０％提升到强制项的

２０％，充分利用天津市的市政中水。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方面，在强制项中要求采

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并规定施工现场５００

ｋｍ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质量占建筑材料总质量

的７０％以上。

室内环境质量方面，更关注人的舒适性，对光

环境、声环境、风环境等都作了规定，关注室内热舒

适性，在强制项中要求室内不结露和室内内表面温

度达标，并强调无障碍设计。

２　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２．１　基础条件

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

系首先应满足表１的基本条件。

该基础条件的设置利于开发商和设计院在住

宅开发过程中把握住重点，并可首先进行基础条件

的判定，然后进行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的选

择。

２．２　绿色建筑适宜技术的分类

根据天津生态城１０个住宅项目增量成本的统

计，可以将绿色建筑技术划分为４类：负增量成本

技术、零增量成本技术、低增量成本技术和高增量

成本技术。

负增量成本技术：采用此类绿色建筑技术后不

仅不会增加建筑的造价，而且还会降低建筑的造

价。此类技术包括使用本地建材、种植本地植物、

优化建筑结构、控制人均用地指标等。

零增量成本技术：零增量成本绿色建筑技术

主要指在规划、设计阶段通过方案优化引入的被

动节能技术，以及采用的有助于改善室内环境的

一系列措施，如公共交通接入、自然采光、自然通

风、噪声控制等。此外随着相关行业标准要求的

提高及市政配套措施的改善，一些常规技术如用

能分项计量、市政中水、节水器具、用水分项计

量、室内温度控制装置及预拌混凝土等也成为了

零增量成本技术。

低增量成本技术：低增量成本绿色建筑技术是

指在经济技术合理的前提下采取的投资回收期短、

效益明显的技术，如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太阳能热

水技术、节能灯具、节水灌溉、透水地面、风环境模

拟优化、分室设置自动温控装置等。

高增量成本技术：高增量成本绿色建筑技术

是投资回收期长、需要投入成本较多的技术，如

太阳能光伏、带自控装置的可调节外遮阳、屋顶

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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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绿色建筑基础条件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评审结论

建设场地不得破坏当地湿地、自然水系、有价值的植被和其
他保护区

１）建设场地的规划设计图

２）现状地形图等相关文档

３）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４）确需改变地形、地貌、水系、有价值的植被等环境条件
时，应提供模拟自然改造的设计方案

满足□
不满足□

人均居住用地指标：低层不高于４３ｍ２、多层不高于２８ｍ２、

中高层不高于２４ｍ２、高层不高于１５ｍ２
１）总用地面积

２）总建筑面积

３）总户数

４）人均居住用地

满足□
不满足□

住宅区建筑布局应保证室内外的日照环境、采光和通风的要
求，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８０中有关住宅建筑日照标准的要求

室内外的日照模拟报告 满足□
不满足□

居住小区的绿地率不低于４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低于

１．５ｍ２
规划设计文件 满足□

不满足□
住宅区内部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对噪声、空气质量、水质、光污染的控制措施 满足□

不满足□
住宅区环境噪声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的
规定

环境噪声影响评估报告 满足□
不满足□

居住用地内配套设置的自行车、汽车停车场地或停车库按照
《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ＤＢ２９ ７—

２００８）规定配置

１）停车位数量

２）停车面积

３）地面停车率

满足□
不满足□

住宅区出入口的设置应方便居民充分利用公共交通网络。
出入口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距离不超过５００ｍ

住宅区出入口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距离 满足□
不满足□

公共场所和部位的照明采用高效光源
!

高效灯具和低损耗

镇流器等，并采用节能控制措施
光源、灯具和节能控制方案 满足□

不满足□
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
大于５％

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案 满足□
不满足□

制定水系统规划方案，合理利用水资源，综合水量平衡 １）所在区域位置的规划条件、水资源状况、市政设施条件

２）用水定额、用水量估算及水量平衡计算、节水器具选择

３）非传统水源的利用方案

满足□
不满足□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 １）给水系统中使用的管材、管件

２）管道基础处理措施
满足□
不满足□

住宅区景观用水不采用自来水和自备地下水源供水 景观用水方案 满足□
不满足□

设置分质供水系统。绿化、洗车及可利用再生水部位等非饮
用用水采用再生水和（或）雨水等非传统水源

分质供水方案 满足□
不满足□

使用非传统水源时，采取用水安全保证措施，且不对人体健
康与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用水安全保障措施 满足□
不满足□

采用高效节水的绿化灌溉方式 绿化灌溉用水方案 满足□
不满足□

建筑造型要素简约，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建筑单体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 满足□
不满足□

住宅建筑的水、电、气、热应分户、分类计量与收费 水、电、气、热的计量方案 满足□
不满足□

建筑智能化系统定位合理，采用的技术先进、实用、可靠，达
到安全防范、电话、有线电视、信息网络与运营管理等各子
系统的基本配置要求

智能化系统设计方案 满足□
不满足□

２．３　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相关技术选择

经过分析，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低成本绿色建

筑技术体系需选择负增量成本技术、零增量成本技

术、低增量成本技术，除非项目具有示范性和典型

性的需要，不选择相关的高增量成本技术。具体适

用技术分布如图２所示，分数越高，适用性越好。

在技术选择时充分考虑技术适宜性，例如某项

目按照标准要求需设置较多机动车停车位，但该项

目作为廉租房租给在天津生态城工作的外来蓝

白领工人，考虑到经济性和便利性，取消了机动车 图２　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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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改建成非机动车停车位，仅于地上设置部

分临时停车位。自行车停车库采用地下停车库的

方式，车库出入口与小区内道路相接，自行车从城

市道路直接进公寓小区，再进入靠近自己住宿区的

自行车库，最大化地做到以人为本的道路规划设

计，避免小区内部道路流线过长对居民生活上的困

扰。

３　天津生态城宜居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管理

流程

基于以上绿色建筑适用的技术体系，理顺低成

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的管理流程，确保低成本绿色

建筑技术的落实及绿色建筑管理的真正实现，结合

天津生态城１００％绿色建筑的要求，建议天津生态

城绿色建筑管理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天津生态城宜居住宅低成本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管理流程

　　项目立项阶段在土地招拍挂时明确绿色建筑

项目的要求；规划阶段明确建设方提供绿色生态技

术指标的要求及场址环境如周边噪声、风环境、服

务设施等方面的要求，并尽可能优化，确保关键性

的绿色指标如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非传统水源利用

率、透水地面的比例、无障碍住房比例等指标满足

要求；设计阶段需要提供绿色建筑方案专篇，主要

针对建筑本身的平面布局、日照、通风、采光等方面

的设计内容和策略，以及建筑机电设计的方案计划

和设计内容进行落实和深化，对于低成本绿色建筑

可以按照设计情况和参数进行成本预算，控制成本

在绿色建筑的低成本范围内，同时将方案中绿色建

筑技术和专项绿色建筑技术落实在施工图中，需提

交绿色建筑施工图专篇；施工阶段编制绿色施工方

案，制定完善的绿色施工策略，并进行绿色施工验

收，验收合格后将颁发绿色建筑标识证书，这样将

国标中对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的颁发后置，确保施工

图中的绿色建筑技术在施工中得到具体落实；运营

阶段主要关注物业管理及行为节能方式，对于能效

测评后节能的业主给予奖励，有效地促进建筑能耗

和水耗的降低，颁发节能之星，充分调动物业管理

单位和业主的积极性。

４　结语

《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财建［２０１２］１６７号）提出力争到２０１５年，新增绿色

建筑面积１０亿ｍ２以上，实现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

到２０１４年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和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及省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天津生态城作为国家级的生态城市探索了适宜

的低成本技术体系，以便在天津市及华北其他地区

推广应用，实现“可实施、可复制、可推广”的目的，该

管理流程可供其他生态城的绿色建设开发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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