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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会员、咨询师、设计师及其他对DGNB系统感兴趣的朋友, 
 
作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德国和中国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和中国分别制定了到2050年和2060年达到零

碳排放的目标，其中建筑业对达成零碳目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持续建筑的内容涉及到建筑业的几乎所有的方面，而

且代表着更高的建筑质量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DGNB愿与中国的绿建同行在可持续建筑领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两国建筑业的平均水平，使绿色可持续

成为两国建筑业的新常态。DGNB期待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和促进中德两国可持续建筑的共同发展。 
 
因此，很高兴为您介绍我们最新推出的国际版新建建筑认证体系：一个真正面对全球适用的可持续性基准。此版本源自

于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DGNB）多年的建筑认证经验。目前，我们面对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的全球挑战，

此版本也是我们对目前可持续发展市场趋势及市场要求做出的重要回应。 
 
DGNB以及DGNB认证体系设立的初衷，不仅仅是提供一种营销工具，为了认证而提供认证，也不是为了彰显其领导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藉由认证这样的方式，确保可持续性成为建筑始终如一的整体质量标准。依赖独立、中立的认证

流程，DGNB认证体系带来的透明度，可以有效地控制其质量。DGNB认证体系作为一种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和

规划工具，可以使得建筑建造和管理得到更好的落实。每一个建筑项目的开发过程都应该把可持续性当作其责无旁贷的

一部分，不能只把其视为一种附加的额外选项。 
 
制定此版本的DGNB认证体系时，我们充分考虑了各界市场参与者基于之前版本的使用经验分享和信息反馈。在此基础

上，我们进一步开发了DGNB认证体系，针对可持续性给出了比以往版本都更加明确的定义，充分体现出DGNB的可持

续性理念内核。以便在规划和施工阶段，可以使用此体系作为工具，为应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找

出正确的答案。其核心关注话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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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我们是为自己本身的生活而打造建筑——因为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建筑里面度过的。有鉴于此，在进行建筑设

计和施工相关决策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人的健康和福祉作为考虑焦点。从拟定认证体系的伊始，DGNB就在

坚实地秉持着这一重要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最新版本的标准集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化的扩展。比如说，以批判

性的眼光审视建筑中使用的技术和设备，并关注在决策过程中忽视用户要求而可能导致的用户无助感。要确保管理既有

效又适当，用户的自主权和责任感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 
 
 
 
 
 
 
 
循环经济 
 
DGNB的关注的另一个核心话题，就是推动负责任的资源利用。也就是在选择产品时，要基于产品的成分和应用场景，

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选择，还要考虑产品使用期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结构性变化。此外，还要做到闭环的全周期考虑，在

规划阶段选择产品时，就应该提前考虑建筑使用生命终止阶段的拆除问题。在新版中，我们更系统性地进行了开发，巩

固了这一主题的内容。DGNB认证体系贯彻“从摇篮到摇篮”零废循环的设计理念，以新型商业模式以及具有前瞻性的产

品开发，确保物质循环能为后期的再利用或进一步的使用做好准备。DGNB体系因此成为了首个始终贯彻落实循环经济

理念的建筑认证体系，将循环经济放在众多主题之前，以便实现其在建筑层面上的可评估性和可测量性。为了推动新方

法的使用，有助于促进循环经济的解决方案，在项目的认证过程中会得到积极的评价和适当的激励（采用加分的形式）。 
 
 
 
 
 
 
 
设计质量 

 
 
DGNB将设计质量视为可持续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我们在2016年引进了“DGNB钻石奖”——在标准

认证之上，更高质量和高要求的可持续性评估方式。在新版的DGNB认证体系中，我们更加密切关注建筑及其户外空间

在城市规划背景下的融合度，进一步系统性地开发了这一内容。因此，我们并不仅仅修订了区位质量的标准，还把这一

核心模块直接纳入到认证结果中。为了促进更完整、更全面的规划方法，我们更加强调设计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通

过持续的项目委托，奖励赢得竞赛的建筑事务所以及相关的专业规划师团队。此外，为了从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设施管

理方面的问题，在过程质量核心模块下的标准项中纳入了符合设施管理规划相关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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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鉴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焦点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联合国在2016年设定了一系列具体目标，描述了一

种务实可行的方法，让我们在考虑世界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完成思维方式的长期转变，这反过来也将帮助我们生活在

一个更加发展可持续的世界中。DGNB通过认证，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鼓励采用正面措施促进相关主题能在项

目中得以落实。为了坚定地树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建筑理念，并让此过程变得更公正透明，我们郑重审视了

此版本中的所有标准项，确认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符合度和相关性，还提供了可以对此进行相应验证的必要信

息。因此，未来获得DGNB认证的每个项目也会获颁一份声明，说明此项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出的相关贡献。

这也能更好地鼓励用户和设施管理者在建筑使用和运营期间，能继续贯彻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有助于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的相关标准，我们会在条款中说明其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作为额外的加分项。 
 
 
 
 
 
 
 
气候保护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如何通过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解决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问题。同

时，我们普遍认为建筑业中存在大规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可能性，在应对此项挑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

大多数国家依然缺乏从政府层面颁行的系统性方法。十多年来，DGNB一直致力于自主达成比法律法规要求之上更高的

质量标准。这些年，通过DGNB认证的建筑，正在雄心勃勃地实现着建筑施工和使用阶段的碳减排目标。因此，在最新

版本的DGNB认证中，通过落实量身定制的加分系统，奖励更好建筑，从而提高气候目标的重要性。要获得加分，建筑

的设计至少要达到碳中和，也就是说在经营期间，它们所生产的能源要大于其能源消耗。通过这种做法，DGNB向市场

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为了对实现全球及国家气候目标做出积极贡献，每一个新建建筑都可以被设计成碳中和。 
 
 
 
 
 
 
 
 
创新领域 
 
对于目前和着眼的未来而言，可持续性依然是一个重要且关键问题。审视当下的建筑和城区，我们可能已经能够看到不

少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典范。在此之上，DGNB尝试提出更大胆的新理念，有意让它更上一层楼。因此，在这最新的版本

体系中，我们设立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创新领域。在很多标准的文本中都添加了这一项，其目的是鼓励设计师提出最贴

合项目要求的最优解决方案。目前，这些标准中整合的创新领域还有意培养出一种设计氛围——积极满足具体建筑任务

的要求，针对个体项目因地制宜，量身定制适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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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借助此新推行的国际版DGNB新建建筑认证体系作为一个重要跳板，进一步开发和关注这一焦点，有助于进一

步改善全球人居环境的质量。在当前全球挑战的背景下，需要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在措施落实方面尤其重

要。口头协议以及纯市场驱动的措施可能不能再被轻易地予以认可。因为我们希望借助DGNB认证体系等切实可用的评

估和规划工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我们相信通过此现行版本，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在此，我们要感谢所有在DGNB可持续理念的传递和发展过程，贡献过知识性或其他志愿性帮助的人。我们还要感谢

DGNB董事会的代表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将DGNB体系打造成为一个以创新和未来为导向的规划工具，是因

为他们在背后坚实地提供着驱动力。当然，还必须感谢DGNB技术委员会成员在文档制作和质量保证方面所付出的辛勤

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感谢DGNB合作框架中所有的专家和审计师，感谢他们为此版本体系的制作和审核所贡献的知识

和时间。 
 
 
 
 

            

Johannes Kreißig     Christine Lemaitre 博士        Anna Braune 博士 
首席执行官 CEO      首席执行官 CEO          研发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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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NB 标准的结构组成 
 

 

为了提高DGNB的可使用性，我们重组了所有标准，使之更加明确、更易于阅读且更加用户友好。其结构组织更加突

出了项目决策者最关心的相关方面，显著强调了满足每一项标准可直接造成的影响。其中也提供了关于DGNB未来如

何继续推进相关标准的展望。在单独的文件中，可以找到更多文档相关的技术内容，作为认证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内

容也是审计师最为关心的部分。下方图片为各项标准的示例。 
 
 
 
 
 
 
 
 
 
 
 
 
 
 
 
 
 
 
 
 
 
 
 
 
 
 
 
 
 
 
 
 
 
 
 
 
 
 
 

核心模块的图标 

核心模块的专题 

DGNB 想通过此标准实
现什么价值？ 

项目业主及其用户通过执行此
标准可以收获什么成效？ 

标准：编号 

核心关注话题：以人为
本 

执行此标准对实现联合国以及
德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怎样
的贡献？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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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得分以外的加分项 

针对指标中的细分项， 
分值累计的情况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说明 

创新领域 

指标项的名称，可能包含其他
相关的关键信息 

如何进一步发展完善此标准？ 

执行线性插值计算的范围  

通过给具体的指标分配合理的
分值，来实现量身定制的评估  

针对指标中的细分项，执行不
同分值选项的情况  

此标准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如何通过使用具体的指标来落实
执行此标准，从而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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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的建筑 
关键绩效指标 

此标准与 DGNB 其他认证 
体系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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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浅蓝色页眉表示附件 

附件 A:  
包含相关性、附加说明、评估
方法等内容的具体表述  

附件 B:  
列出认证评估过程需要提交的
相关文档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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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针对国际版本DGNB体系中的每一标准，附件C中只提到有英文版本的文献。要进一步阅读与特定标准相关的德文

文献，请参考DGNB认证体系-德语版-2018年版本。 
 

附件 C:  
此标准与其他版本比较的变更
信息，以及相关的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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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关注话题：以人为本的相关标准 
 

 

标准项 标准项的名称 目标与关键信息 

ENV1.2 建筑产品和材料的健康影响  不应因为建筑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或产品，造成建筑用户以及

参与生产、安装和处置阶段的人员接触到更多的污染物或危

险物质。 

ENV1.3 可持续的资源利用 在所有原产国，应按照公平、人道的最低社会标准，开采、

生产及加工建筑所必需的原材料。 

ENV2.2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应节俭地使用清洁水，提高雨水或中水的使用量，以让每个

人都能喝到清洁的饮用水。 

ECO2.1 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建筑用户应该能够通过简单的改变，使建筑满足其不断变化

的要求。 

SOC1.1 热环境舒适度 建筑内的房间温度和湿度应该让居住者感到舒适愉悦。 

SOC1.2 室内空气质量 房间内可呼吸的空气必须证明其清洁和健康，应该展现出良

好的空气交换率。通过测量确定室内空气的质量。 

SOC1.3 声环境舒适度 建筑内的人员应在房间内体验到良好的听觉质量，在工作学

习或者开展其他活动时，不应感受到过大混响时间的影响。 

SOC1.4 视觉舒适度 用户应该能够尽可能地利用房间内的自然光，但不能被刺眼

的光照得睁不开眼；还应该提供优质的人造光源。 

SOC1.5 用户控制 人员应该能够调节房间的环境条件，例如温度和光线，以满

足其个人偏好。  

SOC1.6 室内与室外空间的质量 应该为建筑用户提供尽可能多样的室内及室外空间，以改善

其健康和福祉，促进社交。 

SOC1.7 安全与安保 应该让使用者享有高度的安全感，例如，不会因为害怕被其

他人攻击而使自身活动自由受限。 

SOC2.1 无障碍 所有人，不论是否有个体生理缺陷，都应该能够平等地拥有

使用建筑的权力。 

TEC1.2 隔声措施 建筑内人员在工作、学习或者生活时，不应该受到外界、邻

居或者建造技术的噪音影响。 

TEC1.7 声光污染控制  人员不应该受到建筑或其使用所产生的光线或噪音的影响。 

TEC3.1 交通基础设施 应提供设施支持替代移动方式的使用，在对环境做出积极贡

献的同时，提升人员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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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1.5 项目文件的可持续管理 必须以结构明确的格式，向所有方、租户和设施管理者提供

所有相关信息，以确保建筑能够高效地运营及优化。 

PRO1.6 城市规划与项目设计的融合 应该通过良好的设计和措施将建筑融入其周围环境，努力确

保建筑用户及附近的其他人接受和欣赏建筑，从而在未来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喜欢使用此建筑。 

PRO2.1 施工现场 / 建造过程 通过减少施工场所的噪音及灰尘量，可在施工阶段将对人员

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 

PRO2.4 用户参与 / 信息沟通 应向建筑用户告知所提供可持续性的质量和可能性，优化用

户在建筑经营期内对真实可实现性能的个人影响。 

SITE1.1 当地的环境风险评估 建筑应从设计上缓解本地环境的环境风险，以在极端条件下

保护人员安全。 

SITE1.2 项目对社区形象的提升 建筑及其外表面，作为其所处环境一部分，应该让人们对其

产生积极的认同感，做出积极回应。 

SITE1.3 交通连接 人员应该能够通过自己偏好的方式便捷地抵达建筑，可使用

的交通方式应该尽可能多样。 

SITE1.4 配套设施连接 建筑用户应该能够便捷地进入各种社会及商业基础设施，以

最佳方式满足其个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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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关注话题：创新领域的相关标准 
 

 

标准项 标准项的名称 目标与关键信息 

ENV1.1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采取替代方法整合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并对其结果进行优化，

则这样的替代方法可以得到分数。 

ENV1.3 可持续的资源利用 以负责任的方式开采或生产，或者使用二次利用原材料，但

目前尚不符合标准官方要求的原材料，与DGNB议定后，可

加入到评估中作为替代选择。 

ECO1.1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可选择能够在设计阶段将其他方法纳入考虑、优化生命周期

成本的替代方法，则这样的替代方法可以得到分数。 

ECO2.1 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对于“建筑深度”、“垂直基础设施”、“平面图”、“结构设计”和
“技术建筑服务”等指标，够提供高度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替代

方法可以得到认可。 

ECO2.2 商业可行性 根据具体环境，能够解决与停车场情况相关的目标问题的替

代方法可得到认可。也可以选择能够适当应对现有市场潜力

和市场风险的替代方法。 

SOC1.2 室内空气质量 如果使用替代解决方案确实能够改善室内空气通风，则可以

获得相应分数。 

SOC1.5 用户控制 无法归入标准中列出的任何类别（通风、防晒/遮光保护、温

度、控制人造光水平）的措施，或者未被列为可采取措施范

例的用户控制措施，如果确实能够改善用户的舒适性或福

祉，也可以作为替代方案计算分数。 

SOC1.6 室内及室外空间的质量 如果采用超前的空间概念来促进交流，满足用户需求和要

求，有效地适应建筑内发生的活动，则该等概念可作为“促进

交流的室内空间”指标中所描述内容的替代方案计算分数。

此规定亦适用于既灵活又具有经济可行性的概念。 

在标准中所述内容之外的替代解决方案，如可为用户带来附

加福利，或者可通过情况介绍及信息提供等方式为用户提供

协助，则只要其有利于家庭生活，或者有助于改善建筑进出

区域的空间质量，就可以获得分数。 

有效利用室外空间或者为用户提供舒适性和便捷性的创新

性个体解决方案，可作为替代方案计算分数。 

SOC1.7 安全与安保 无法归入标准中列出的任何类别或措施，但确实可以让人们

感到更安全、能够保护他们免受攻击的安全措施，可作为替

代方案计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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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4 建筑技术的应用与集成 如果未使用冷热输送及转移系统，而是使用完全由可再生能

源供应的系统，视为已满足相关指标。 

使用蓄能装置并确保该等装置的易操作性可以得到分数。向

房间内转移能量时，易操作性也可以获得分数。此规定亦适

用于对未来要求的适应性 

TEC1.5 建筑清洁 如果设计了可提高地板易清洁性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则该等

方案可作为列示解决方案的替代选择计算分数。 

TEC1.6 建材与建筑部件的回收和再利用 超出建筑构件范围之外，被视为符合标准定义的措施，或者

目前不符合质量水平定义但可大幅提高回收机拆除容易度

的措施，可作为替代方案计算分数。 

TEC3.1 交通基础设施 如果所采用的措施确实能够鼓励建筑用户普遍且频繁地使

用环保型交通方式（非机动化交通方式、公共交通或租赁系

统）抵达建筑，则可根据标准的目的计算分数。这也可能适

用于电动车（例如“绿色物流”——实现在城镇中心提供低排

放或零排放交付服务的理念）。 

PRO2.1 施工现场 / 建筑过程 若创新性概念、工艺和技术可大幅减少施工场所工人以及环

境中接触的噪音和灰尘污染，则可作为替代方案计算分数。 

PRO2.2 施工质量保证 如采取的附加或替代的测量及其他质量保证措施并不是法

律或主管机构要求的，也不是习惯做法，但能够为建筑或构

件的高质量提供证明文件，则可作为替代方案计算分数。 

PRO2.3 系统调试验收 取代标准中要求的“初步功能测试”、“功能测试与简报”和“试
运行最终报告”等指标而采用的附件或替代程序，如果能够

满足与该等指标相同的目的，也可以获得批准。 

SITE1.2 项目对社区形象的提升 如果建筑在“宣扬/吸引”指标中定义的范围之外，给区域或地

方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宣扬效果，也可以得到分数。比如，其

中可能包括建筑或土木工程创新。 

SITE1.3 交通连接 如果为建筑用户提供了班车、企业自行车或企业公共交通票

等附加移动要素，或者有可达成同样目标的其他有效方式

（例如基于区域或企业的移动管理、汽车和自行车共享及其

在公共交通网络中的融合、周边公共交通网络的创新发展）

可供建筑用户选择，则可作为替代方案计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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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项：循环经济的相关标准 
 

 

标准项 标准项的名称 对循环经济的贡献 加分幅度 

ENV2.3 土地利用 棕地再开发： 

通过对土地内的土壤和沉淀物进行适当的处

理，大幅改善被低度或严重污染的土地。 

循环经济加分： 

+5分（低度污染）；          
+10分（严重污染） 

ECO1.1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重复利用： 

需证明大比例的建筑构件在建筑内部被重复利

用，或其使用符合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商业模

式（例如含回收或重复利用策略的绩效合同）。 

循环经济加分：+10分，加上

每落实一项循环经济解决方

案加5分。 

ECO2.1 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高强度使用： 

在建筑内部落实的区域使用概念，实现至少

50%可用面积的区域共享，促成更高强度的使

用（更多数量的用户使用或者错时使用）。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ECO2.2 商业可行性 循环经济用户或租户： 

至少一家企业（或其中一方）作为建筑用户/租
户为循环经济做出积极贡献。此种贡献是通过

与建筑附近区域另一家公司（另一方）的联合材

料流管理或者类似形式的合作，发生在建筑物

内部或者场地内。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TEC1.4 建筑技术的应用与集成 可再生能源的区域级解决方案：为了满足有建

筑运营和用户活动造成的建筑内的能源需求，

总是使用在周边区域/紧邻地带使用可再生能

源生产的能量（至少10%的能源需求来自于建

筑运营）。或者，建筑内或其场地内使用可再生

能源生产的能量可以供给到区域/紧邻地带（至

少比建筑运营造成的能源要求高出10%）。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TEC1.4 建筑技术的应用与集成 向电网提供辅助服务的能源系统： 

建筑出于电网兼容性的目的提供巨大的存储容

量（基于建筑总能源要求的大约10%），或者采

用能源及负荷一体化管理。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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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6 建材与建筑部件的回

收和再利用 
重复利用或材料回收： 

建筑构件在建筑内重复利用，或者有证明文件

证明所使用建筑构件的原材料目前可被回收利

用制成类似产品。 

循环经济加分：+20分 

（每一个建筑构件1分） 

TEC1.6 建材与建筑部件的回

收和再利用 
免除建筑构件的使用： 

建筑的设计完全免除了通常出于此目的必须安

装的建筑构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能确实消除

原材料或二次材料使用需求，视为可行方案。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每一个建筑构件1分） 

TEC3.1 交通基础设施 移动共享： 

建筑指定了方便进出或者离建筑入口非常近的

移动共享停车场。或者，建筑所在区域可享受

到自由流动的车辆共享服务。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PRO1.4 招标过程的可持续性

体现 
回收利用材料： 

招标书没有明确禁止使用矿物回收材料；但针

对建筑产品，招标书明确推荐或要求重复利用

或使用二次材料。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PRO2.1 施工现场 / 建造过程 施工场所的废弃物防治：在施工场所使用可大

幅减少所产生废弃物数量的创新概念、施工方

法或技术。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SITE1.4 配套设施连接 满足人员日常需求、提供交互会面点的设施： 

在建筑内部或附近，为用户或其他人员建造或

提供创新性的便利设施或供应品，例如社区农

园或者蜂房（都市耕作），或者永久或定期提

供与社区内其他人交易技术或服务的空间，例

如临时交易空间/快闪店经营场址、维修咖啡馆

和社区会面点。 

循环经济加分：+10分 

 
 
请注意： 
使用“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比较分析”指标，记录通过提供余能或者重复利用建筑构件，为标准ENV1.1“建筑生命周期环境

影响评估”中所列的循环经济做出的贡献，并纳入评估之中。因此，此指标可全面体现对循环经济的贡献。 
在确定关键的用水绩效指标时，记录通过使用雨水或灰水来减少饮用水消耗量及废水产生量，为标准ENV2.2“清洁水需

求和废水量”中所列的循环经济做出的贡献，并纳入评估之中因此，此标准可全面落实对循环经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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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项：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标准 
 

 

标准项 标准项的名称 对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贡献 加分幅度 

ENV1.1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

响评估 
气候中和运营（建筑）： 

根据DGNB建立气候中和*的定义，至少抵消因

建筑运营的能源需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10分 

ENV1.1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

响评估 
气候中和运营（用户）： 

根据DGNB建立气候中和*的定义，至少抵消因

建筑用户活动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10分 

ENV1.1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

响评估 
气候中和建筑施工： 

至少要抵消制造及维护过程中以及生命终止

阶段在建筑内产生的总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

碳当量），通过DGNB生命周期评估法确定*。
（生命周期情景分析）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10分 

（如果数值比参考值低50%，

+5分） 

ENV2.4 生物多样性 建筑的绿色立面： 

在建筑的附加表面上种植绿色植物，增加场

地的群落生境面积。 

最高加分： 

若生物多样性指标＞30，+10分 

SOC1.1 热环境舒适度 有弹性的热舒适性： 

使用2030到2050年的未来气候数据预测值，

计算建筑供暖和供冷期的超标频率。在规划

阶段的决策流程中，使用计算结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5分 

SOC1.2 室内空气质量 保护不吸烟者： 

落实保护不吸烟者的措施有助于减少过早死

亡，促进健康。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2.5分 

SOC1.2 室内空气质量 室内区域的粉尘： 

落实消除室内区域吸尘的措施有助于减少过

早死亡，促进健康。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2.5分 

SOC1.3 声环境舒适度 降噪： 

落实了标准中列出的所有降低噪音（有害健

康的因素）的措施并通过测量确认。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10分 

TEC1.3 建筑围护结构质量 有弹性的热舒适性： 

使用2030到2050年的未来气候数据预测值，

计算建筑供暖和制冷期的超标频率。在规划

阶段的决策流程中，使用计算结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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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3.1 交通基础设施 电动车与电网的连接： 

为电动车的双向充电与放电做好准备（V2G-
电动车与电网的连接）。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10分 

 
* 请注意：在 DGNB“碳中和建筑与场区”框架. 中可以找到气候中和的定义以及气候中和建筑系统边界的相关信息。 
 
 
 

https://www.dgnb.de/en/topics/climate-action/framework/index.php
https://www.dgnb.de/en/topics/climate-action/framework/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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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NB认证体系 
的评估与结构 
 
 
以下七个章节概述了整个DGNB体系的内容。其中包括标准及其权重、DGNB的认证等级划分以及DGNB体系基本术语

的解释和应用等内容。 
 
   
  认证体系的基本结构 
  标准项的内容综述   
  标准项的分值权重 
  认证等级的划分 
  总则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解释 
  术语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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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体系的基本结构 

 
 

 

 
 
DGNB认证体系考量的可持续性范围，不仅仅基于普遍应用的“三要素”模式，更是覆盖了可持续建筑相关性能的所有方

方面面。其中涉及包括以下六个主题的核心模块：环境质量（ENV）、经济质量（ECO）、社会文化功能质量（SOC）、

技术质量（TEC）、过程质量（PRO）以及区位质量（SITE）。前三个主题模块在评估中所占权重相等（均为22.5%）。

借此，DGNB认证体系也成为了唯一一个把可持续建筑的经济标准和环境生态标准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考量的认证体系。

技术、过程和区位质量作为区别于以往基础“三要素”模式的评估范畴，在DGNB体系中占有不同的权重，发挥着补充、

整合和连结各主题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在建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获得的分数需要在持续的评估过程中进行修正

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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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的内容综述* 
 

核心模块 标准组  标准项的名称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 

全球性及地区性环境影响
(ENV1) 

 ENV1.1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ENV1.2 建筑产品和材料的健康影响 

 ENV1.3 可持续的资源利用 

资源消耗及废弃物产生 
(ENV2) 

 ENV2.2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ENV2.3 土地利用 

 ENV2.4 生物多样性 

 

 

经济质量 
ECONOMIC  

QUALITY  
(ECO) 

生命周期成本 
(ECO1) 

 ECO1.1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项目的价值提升 
(ECO2) 

 ECO2.1 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ECO2.2 商业可行性 

 
社会文化及     
功能质量 

SOCIOCULTURAL 
AND  

FUNCTIONAL  
QUALITY  

(SOC) 

健康舒适度及用户满意度
(SOC1) 

 SOC1.1 热舒适性 

 SOC1.2 室内空气质量 

 SOC1.3 声学舒适性 

 SOC1.4 视觉舒适性 

 SOC1.5 用户控制 

 SOC1.6 室内及室外空间的质量 

 SOC1.7 安全与安保 

功能性 (SOC2)  SOC2.1 无障碍设计 

 

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TEC) 

技术质量 
(TEC1) 

 TEC1.1 消防安全 

 TEC1.2 隔声措施 

 TEC1.3 建筑围护结构质量 

 TEC1.4 建筑技术的应用与集成 

 TEC1.5 建筑清洁 

 TEC1.6 建材与建筑部件的回收和再利用 

 TEC1.7 声光污染控制 

  TEC3.1 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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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认证过程的一部分，必须对所有标准进行评估和考量。如果缺少了对任何一项标准的评估，则不能通过认证。 
 
 
 
 
 
 
 
 
 
 
 
 
 
 
 
 
 
 
 
 
 
 
 
请注意： 
DGNB对此内容的精确性或其对实际施工项目的适用性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强烈建议您咨询具备DGNB认证资格的审计

师或顾问，以确保此内容可准确且顺利地应用于实际项目

核心模块 标准组  标准项的名称 

 

 

 

过程质量 
PROCESS  
QUALITY  

(PRO) 

设计规划质量 
(PRO1) 

 PRO1.1 前期的项目设计规划质量 

 PRO1.4 招标过程的可持续性体现 

 PRO1.5 
  
 

项目文件的可持续管理 

 PRO1.6 
 
   

城市规划与项目设计的融合 

建设质量保证 
(PRO2) 

 PRO2.1 施工现场 / 建造过程 

 PRO2.2 施工质量保证 

 PRO2.3 系统调试验收 

 PRO2.4 用户参与 / 信息沟通 

 PRO2.5 设施设备管理计划 

 

区位质量 
SITE QUALITY 

(SITE) 

区位质量 
(SITE1) 

 SITE1.1 当地微环境 

 SITE1.2 项目对社区形象的提升 

 SITE1.3 交通连接 

 SITE1.4 配套设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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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的分值权重 
 

 
 权重因子   
 权重占比   
 

核
心

模
块

 

标
准

组
 

标
准

项
 

  
办

公
 

  
教

育
 

  
住

宅
 

  
酒

店
 

  
单

体
零

售
商

店
 

  
购

物
中

心
 

  
百

货
公

司
 

  
物

流
 

  
生

产
 

 

全球性及地区

性环境影响
(ENV1) 

ENV1.1 8 9.5% 8 9.5% 8 9.5% 8 9.5% 8 9.5% 8 9.0% 8 9.5% 8 9.5% 8 9.5% 

环
境

质
量

  
(E

N
V

) 

ENV1.2 4 4.7% 4 4.7% 4 4.7% 4 4.7% 4 4.7% 4 4.5% 4 4.7% 4 4.7% 4 4.7% 

ENV1.3 2 2.4% 2 2.4% 2 2.4% 2 2.4% 2 2.4% 2 2.3% 2 2.4% 2 2.4% 2 2.4% 

资源消耗及废

弃物产生 
(ENV2) 

ENV2.2 2 2.4% 2 2.4% 2 2.4% 2 2.4% 2 2.4% 2 2.3% 2 2.4% 2 2.4% 2 2.4% 

ENV2.3 2 2.4% 2 2.4% 2 2.4% 2 2.4% 2 2.4% 3 3.4% 2 2.4% 2 2.4% 2 2.4% 

ENV2.4 1 1.2% 1 1.2% 1 1.2% 1 1.2% 1 1.2% 1 1.1% 1 1.2% 1 1.2% 1 1.2% 

 生命周期成本 
(ECO1) ECO1.1 4 10.0% 4 10.0% 4 10.0% 4 10.0% 4 10.0% 4 10.0% 4 10.0% 4 10.0% 4 12.9% 

经
济

质
量

 
(E

C
O

)  
物业的      
价值提升 
(ECO2) 

ECO2.1 3 7.5% 3 7.5% 3 7.5% 3 7.5% 3 7.5% 3 7.5% 3 7.5% 3 7.5% 3 9.6% 

ECO2.2 2 5.0% 2 5.0% 2 5.0% 2 5.0% 2 5.0% 2 5.0% 2 5.0% 2 5.0% 0 0% 

 

健康、舒适度及
用户满意度
(SOC1) 

SOC1.1 4 4.1% 4 3.6% 4 4.3% 4 3.9% 4 4.5% 4 4.5% 4 4.5% 4 4.3% 4 4.3% 

社
会

文
化

及
功

能
质

量
  

(S
O

C
) 

SOC1.2 5 5.1% 5 4.5% 5 5.4% 5 4.9% 4 4.5% 4 4.5% 4 4.5% 5 5.4% 5 5.4% 

SOC1.3 2 2.0% 3 2.7% 0 0% 3 2.9% 0 0% 0 0% 0 0% 0 0% 0 0% 

SOC1.4 3 3.1% 3 2.7% 3 3.2% 2 2.0% 3 3.4% 3 3.4% 3 3.4% 3 3.2% 3 3.2% 

SOC1.5 2 2.0% 2 1.8% 2 2.1% 2 2.0% 2 2.3% 2 2.3% 2 2.3% 0 0% 0 0% 

SOC1.6 2 2.0% 2 1.8% 2 2.1% 2 2.0% 2 2.3% 2 2.3% 2 2.3% 5 5.4% 5 5.4% 

SOC1.7 1 1.0% 2 1.8% 1 1.1% 2 2.0% 1 1.1% 1 1.1% 1 1.1% 4 4.3% 4 4.3% 

功能性 
(SOC2) SOC2.1 3 3.1% 4 3.6% 4 4.3% 3 2.9% 4 4.5% 4 4.5% 4 4.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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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因子   
 权重占比   

  
核

心
模

块
 

  
标

准
组

 

  
标

准
项

 

  
办

公
 

  
教

育
 

  
住

宅
 

  
酒

店
 

  
单

体
零

售
商

店
 

  
购

物
中

心
 

  
百

货
公

司
 

  
物

流
 

  
生

产
 

 

技术质量 
(TEC1) 

TEC1.1 4 2.5% 4 2.5% 4 2.5% 4 2.5% 4 2.9% 4 2.9% 4 2.9% 4 2.7% 4 2.7% 

TEC1.2 3 1.9% 3 1.9% 3 1.9% 3 1.9% 0 0% 0 0% 0 0% 0 0% 0 0% 

技
术

质
量

 
(T

E
C

) 

TEC1.3 4 2.5% 4 2.5% 4 2.5% 4 2.5% 3 2.1% 3 2.1% 3 2.1% 4 2.7% 4 2.7% 

TEC1.4 3 1.9% 3 1.9% 3 1.9% 3 1.9% 3 2.1% 3 2.1% 3 2.1% 3 2.0% 3 2.0% 

TEC1.5 2 1.3% 2 1.3% 2 1.3% 2 1.3% 2 1.4% 2 1.4% 2 1.4% 2 1.4% 2 1.4% 

TEC1.6 4 2.5% 4 2.5% 4 2.5% 4 2.5% 4 2.9% 4 2.9% 4 2.9% 4 2.7% 4 2.7% 

TEC1.7 1 0.6% 1 0.6% 1 0.6% 1 0.6% 2 1.4% 2 1.4% 2 1.4% 2 1.4% 2 1.4% 

TEC3.1 3 1.9% 3 1.9% 3 1.9% 3 1.9% 3 2.1% 3 2.1% 3 2.1% 3 2.0% 3 2.0% 

 

设计规划质量 
(PRO1) 

PRO1.1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过
程
质
量

 

(P
R

O
) 

PRO1.4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PRO1.5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PRO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建设质量保证 
(PRO2) 

PRO2.1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PRO2.2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PRO2.3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3 1.6% 

PRO2.4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PRO2.5 1 0.5% 1 0.5% 1 0.5% 1 0.5% 1 0.5% 1 0.5% 1 0.5% 1 0.5% 1 0.5% 

 

区位质量 
(SITE1) 

SITE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区
位

质
量

 
(S

IT
E

) 

 

SITE1.2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SITE1.3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SITE1.4 3 1.7% 3 1.7% 3 1.7% 3 1.7% 3 1.7% 3 1.7% 3 1.7% 3 1.7%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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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等级的划分 
 

 

图 1: DGNB的认证等级划分 

 
 
DGNB体系使用加权总得分（百分比）对建筑认证进行分级。计算总得分时，会覆盖所有六个核心模块，并考虑其各自

权重。铂金级证书是DGNB颁发认证中的最高级别。 
 
加权计算后的总得分达到50%或以上可获得DGNB建筑认证银级证书。加权总得分达到65%或以上可获得DGNB建筑认

证金级证书。要获得DGNB建筑认证铂金级证书，则项目的加权总得分必须达到80%或以上。 
 
DGNB致力于促进建筑的全方位可持续发展，针对不同的主题层面都能体现其高质量标准。因此，DGNB证书的颁发准

则不仅仅基于加权总得分。项目想要获得某一等级（铂金、金、银或铜级）的认证时，除了要达到加权总得分的要求以

外，还必须满足各核心模块中特定的最低得分要求（“区位质量”除外）。例如，要获得铂金级证书，每个核心模块中的

得分必须都至少要达到65%。要获得金级证书，每个核心模块中的得分必须都至少要达到50%。银级证书对应的最低得

分要求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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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NB预认证 
 

 

图 2：项目干预能力及成本/效果随时间推进的变化曲线图 

 
 
尽早地介入项目，在规划设计的早期阶段为可持续建筑认证奠定基础，是DGNB一直以来想达成的目的之一。为此，DGNB
为客户提供联合申请预认证和认证的选项，费率需要基于具体情况另外拟定。通过引入DGNB预认证，可以在最早在预

认证阶段，就开始根据最终认证考虑要求中的选定标准进行相关内容的执行和文档材料的提交，让DGNB基于此执行最

终的认证评价。 
 
在DGNB网站上，可以找到现行收费表以及关于预认证的更详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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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DGNB认证体系应用过程的相关总则见下文解释。要了解进一步信息，请参考DGNB网站上的认证指引。 
 
定义 

由于需要认证的建筑项目既可能属于单一用途建筑，也可能是包含多种使用类型的混合用途建筑。DGNB设计面积的作用

在于根据不同建筑类型的面积分配情况，判定项目的主要用途和其它次要用途。 
此面积的定义如下： 

(1) 
ADGNB = UA – VA + CS 

 
其中： 
ADGNB  DGNB设计面积[m²]  
UA  使用面积 [m²] [T&D_04] 
VA  停车用地面积 [m²] [T&D_04] 
CS  走廊和大堂的通行空间 [m²] [T&D_04] 
 
 
主要用途 
在DGNB总设计面积中占到最大比例的建筑类型被称为“主要用途”。如果项目属于 混合用途 ，占到最大面积的建筑类型

被称为“主要用途”。如果无法明确归入某一主要建筑类型（例如40% 办公 、40% 住宅 、20% 百货公司 ），必须由审计

师决定主要用途，并应证明其决定的正当性。 
 
次级用途：面积 ≥ DGNB设计面积的15%  
除主要用途以外，被划定在一项建筑类型下的一种或多种用途，若其所占面积大于DGNB设计面积的15%，即被称为“次
级用途”。对于次级用途的指定面积，必须根据划定的建筑类型进行评估。既有主要用途又有次级用途（且其次级用途≥ 
DGNB总设计面积30%）的建筑须归类为 混合用途 。 
 
次级用途（子用途）：面积 < DGNB设计面积的15%  
除主要用途以外，被划定在一项建筑类型下的一种或多种用途，若其所占面积小于DGNB设计面积的15%（或者如果有

多项用途，总计 < 30%），即被称为“子用途”。这样的子用途应该被划入到主要用途当中，并根据主要用途的建筑类型

进行评估。如果有多项子用途，且总面积≥DGNB设计面积的30%，则占据最大面积的子用途被视为次级用途。 
 
如果子用途占据的面积≥400 m2 ,或者≥DGNB设计面积的10%，必须针对标准“SOC1.2——室内空气质量”和标准

“SOC2.1——无障碍设计”指标1，需提供至少满足最低要求的证明文件。若标准项存在针对子用途的单项规定，会在本

章中的“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解释”节段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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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完工状态的可认证性 

一般来说，在向DGNB提交用于符合性评估的证明文件时，建筑物必须已经完工。 
室内的家具和配件是此规定中可能存在的仅有例外情况。出于DGNB认证之目的，在完成了围合面（围墙、天花板、地板

等）以及至少基本照明的安装之后，也可以视为已完工。 
 

1. 以下部分必须完工： 

a. 所有的通行空间CS（[T&D_04]） 
b. 所有的停车用地面积（使用面积-UA7）[T&D_04] 
c. 位于系统边界之内、纳入DGNB认证范围的室外空间。 
d. 至少占到DGNB设计面积80%的空间内的内部装修。 

 
2. 与1d不同，如果剩余面积将由租户负责，则在至少占到DGNB设计面积25%的空间内完成内部装修，视为已完

工。已完工面积以及由租户负责的面积（此项需提供证明文件）加起来，至少必须占到DGNB设计面积的80%。 

3. 与1d不同、与2类似，针对混合用途建筑中的主要用途和次级用途，如果剩余面积将由租户负责，则在至少占到

DGNB设计面积25%（按比例）的空间内完成内部装修后，视为已完工。已完工面积以及由租户负责的面积（此

项需提供证明文件）加起来，至少必须占到DGNB设计面积的80%。 

4. 作为第2点和第3点的替代方案，还有一个对主体完成的建筑进行认证的选项。“主体完成”的DGNB证明文件可用

于证明针对建筑内由租户负责的某些或所有内部装修，尚未做出明确的决定。要获得此证明，公共区域必须完

工。除了室内装修工作已经完成的租赁区域以外，必须按比例进行评估。应在认证结果中明确尚未完成的装修

工作。一旦进一步的室内装修工作完工，就可以对建筑进行后续评估，例如通过内装认证的方式。在DGNB网
站上，可以找到“主体完成”的DGNB认证的相关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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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边界和最低要求 

 除非单项标准中另有规定，否则评价中仅考虑建筑以及附属的开放空间。某些标准规定或允许室外空间的评价。 
 建筑需要根据其主要用途划定的类型进行使用。 
 此外，适用以下DGNB强制达标要求： 

 
1. 室内空气质量（符合SOC1.2标准的强制达标要求） 
2. 无障碍设计（符合SOC1.2标准的强制达标要求） 
3. 消防安全（符合TEC1.1标准的强制达标要求） 
4. 法定要求：必须满足适用于待认证建筑的法定要求。 

 
当存在与强制达标要求相关的单项规定时，会在本章中的“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解释”节段中列示。 
 

 专家报告、分析和模拟的当前有效性： 
专家报告、分析和模拟必须参考当前的规划状态或者已实际建造完成的建筑。如果专家报告和模拟参考了之前的

规划状态，则必须提供证据明确证明它们依然有效且具有相关性。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DGNB认证体系的评估与结构 

总则 
 

 

© DGNB GmbH  32 

针对项目必须提交的文档（证明） 

必须根据标准中描述的要求形成必要的文档。或者，可以提供以下形式的文档： 
 
 替代证明 

标准/指标的要求保持不变。 
标准规定了文档的必要形式，或可以容许的其他形式。只要能够明确证明已达成标准/指标的目的，也可以提供其

他形式的证明。在提交替代形式的证明文件之前，必须先就所提出的替代形式与DGNB认证机构达成一致。决定

权归DGNB认证机构所有。 
 
 创新领域的文档（取代“单项工程解决方案”） 

如果一项指标的标准允许采用创新领域形式的替代解决方案，则可通过此解决方案满足相关指标。如此，可通过

标准/指标中之前未按此方式描述的建筑质量，满足标准/指标的目的。在提交替代形式的证明文件之前，必须先

就所提出的替代形式与DGNB认证机构达成一致。决定权归DGNB认证机构所有。 
 
 提供证明文件的简化方式 

可使用文档模板（可从DGNB网站的内部网络下载）提供某些标准的文档，以取代必要的文档。模板必须经模板

上指明的人员签字确认。签署文件，即表明签名人确认以满足标准中列出的要求。DGNB保留出于项目审核目的，

随机抽查个别证明文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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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分值 

DGNB定义了每一标准项的目标值。要满足目标，就要获得每种情况下的评估分值。取决于其所属的建筑类型，某些标准

项可能有不同权重，权重大小取决于它们对应于不同建筑类型的重要性。 
 
评估分值的呈现方式 
每一指标都规定了可以获得的最大评估分值。如下图所示，包括可使用插值计算法得到分值，根据不同选项计算可供选

择分值，以及可通过叠加子项分数计算分值，等多种形式： 
 
 插值计算法的表现形式： 

   
 

 

 
 

 有不同分值选项时的表现形式（多选一）： 
  
 

 

 
 

 可以叠加子项分值时的表现形式： 
 

        

 
 
 超额满足标准要求时的加分项 
 对于某些标准，可能因为循环经济加分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而获得附加分数，也就是说所获得的分数可

能超过该特定标准的最大分值。该等附加分数只能在该核心模块内计算，不可转移到其他质量。前言提供了所有

可用加分的概述。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DGNB认证体系的评估与结构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解释 
 

 

© DGNB GmbH  34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解释 
 
每种建筑类型对应的主要用途见下文定义。 
 
 办公  
办公建筑是主要用于办公和行政活动的所有建筑（UA2——办公空间[T&D_04]） 
 
 
 教育  

此方案包括所有教育建筑，例如： 
 

a. 普通教育学校 
b. 职业学校 
c. 特殊教育学校 
d. 继续教育和培训机构 
e. 幼儿园 

 
这些建筑的主要用途是提供用于教育、培训、研讨会、讲座、研习会和教室的房间。被评估建筑的次级用途，例如办公

室、厨房、餐厅、实验室、图书馆、健身房等，也在此范围内评估。体育馆、图书馆、餐厅等独立建筑被排除在此范围

之外。 
 
针对次级用途的单独规定： 
如果次级用途占据的面积≥200平方米，或者≥DGNB设计面积的10%，必须针对标准项“SOC1.2——室内空气质量”，和标

准项“SOC2.1——无障碍设计”的指标1，提供至少满足最低要求的证明文件。 
 
 
 住宅  
住宅建筑是主要用于住宅目的所有建筑。 
此方案适用于居住单元数量>6的多户建筑。与DGNB认证部达成一致后，此建筑类型也可能适用于寄宿学校、学生宿舍

和养老院等。 
对于居住单元数量≤6的建筑，应该使用“新建小型住宅建筑”作为认证类型。 
 
针对次级用途的单独规定: 
如果次级用途占据的面积≥200平方米或者≥DGNB设计面积的10%，必须针对标准项“SOC1.2——室内空气质量”和标准项

“SOC2.1——无障碍设计”的指标1，提供至少满足最低要求的证明文件。 
 

零售建筑: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零售建筑是用于销售商品的建筑，但场地不开展任何大规模加工或生产活动。 
 
 
 单体零售商店  
供一位或多位用户使用的大规模销售区域，专营分门类产品或全门类产品的销售（800平方米起）。评估整栋建筑，包括

室内装修（建筑结构工程与建筑技术设备[T&D_05]）。区别于购物中心和百货公司，单体零售商店一般适用于在单体整

栋的建筑物内专营某门类产品零售业的项目，一般情况下不包括购物中心或百货公司中的单一铺面。 
DGNB将以下各项定义为单体零售商店： 
（连锁）超级市场、折扣店和专业零售店（例如药房、建材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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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是基于中央规划建造的大型设施，旨在满足短期、中期及长期需求。大量的各种规模的零售店、餐饮和服务企

业密布于一个区域，得到集中管理。体系会评估中央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带室内装修的商业运营区域（建筑结构工程

与建筑技术设备[T&D_05]）及某些租客装修。 
购物中心有别于百货公司的地方在于购物中心所有方不会自己进行交易，而只是作为房东进行集中管理。另一方面，百

货公司所有方一般都是既自己开展交易，又负责物业管理。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方案包括销售各种商品的零售机构。其中通常包括成人及儿童的成衣及配饰、按码出售的织物和家用纺织品、

小件家用物品、家具、电器和配件等，往往还包括食品。百货公司在同一屋檐下设有多个部门，以促进购买、客户服务

和推销。 
 
百货公司可能包括通用区域，例如消费者卫生设施、停车场以及为在租赁交易区工作的员工提供的房间。与购物中心不

同，百货公司没有一条中央购物街。针对通用区域的内容源自于购物中心的相关标准。会考虑中央基础设施、公用设施、

带室内装修的商业运营区域（建筑结构工程与建筑技术设备[T&D_05]）及某些租客装修。 
 
 
工业建筑:  物流   生产  
 
 物流  
物流建筑的定义是用于配送和交付商品的建筑。此方案也被用于认证高货架仓库。 
 
范围： 
如果用于永久性办公场所的可用楼面面积超过400平方米，或者如果建筑内有超过20个永久办公位，还必须按照标准

SOC1.1和SOC1.4评估办公室所占据比例的指标。 
 
针对次级用途的单独规定: 
如果次级用途占据的面积≥DGNB设计面积的10%，必须针对标准项“SOC1.2——室内空气质量”，和标准项“SOC2.1——
无障碍设计”的指标1，提供至少满足最低要求的证明文件。 
 
 
 生产  
生产建筑指的是在其中使用能源、劳动力等要素，对原材料或初级产品进行加工的所有建筑。 
 
针对次级用途的单独规定: 
如果次级用途占据的面积≥DGNB设计面积的10%，必须针对标准项“SOC1.2——室内空气质量”，和标准项“SOC2.1——
无障碍设计”的指标1，提供至少满足最低要求的证明文件。 
 
 
 酒店  
酒店建筑指的是提供以下范围内酒店服务的任何建筑。比如，其中包括： 
 

1. 住宿服务（住宿/接待）：包括接待、客房服务和预订 
2. 餐饮（F&B）：厨房、餐厅、酒吧、客房服务和宴会服务 
3. 物流：采办处、商品检查、储存 
4. 行政：管理、记账/会计、控制、文秘、营销/销售、人力资源部和工作室/维护等的组合。 
5. 附加服务：例如电话/传真、互联网连接、电视、洗衣服务、健身和健康设施、会议室租赁、娱乐项目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DGNB认证体系的评估与结构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解释 
 

 

© DGNB GmbH  36 

 
不同酒店的主要功能各有不同：可能是疗养度假村、康乐酒店（水疗）、假日或运动酒店，或商务、会议和研讨会酒店。 
 
不符合酒店定义的酒店业住宿设施指的是，不提供所有主要范围的酒店服务的任何设施。尤其是，其中包括含早餐旅馆

（B&B）、旅馆、客栈、招待所、学生宿舍、提供服务或自备餐饮的住宿设施，例如公寓、庇护所、农舍木屋、露营地、

度假屋和假日公寓、青年旅社、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宾馆、宿舍和别墅，以及可用于租赁的任何其他类型的住

宿设施。 
 
度假村属于2018年版本未涵盖的单独类别，可通过城区认证体系进行认证。 
 
 
 混合用途  
混合用途的适用规则 
 
强制达标要求 
不论是主要用途还是所有次级用途，都必须满足相关方案的标准中规定的DGNB强制达标要求。 
 
各核心模块的最低得分要求 
参见章节“DGNB的认证等级划分”中的内容。比如，混合用途的建筑要获得DGNB金级的认证，主要用途及次级用途的

每个核心模块的评分都要满足50%的最低得分要求。 
 
部分认证 
如果可以适当地对不同用途的建筑部分完全分割，则可以提交部分认证的申请。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明确定义待评估项

目的用途，并与DGNB达成一致（具体项目的可认证查询——参见DGNB网站）。应满足以下参数： 
 针对不同子区域，必须存在单独的能源绩效证明 
 必须存在单独的建筑入口 
 可以识别不同用途，比如从外观设计来识别 
 不同子区域内的技术建筑设备可彼此独立地发挥作用 
 

关于混合用途的进一步信息，可在DGNB网站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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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与定义  
 
在DGNB体系中，有些术语与定义会在不同标准中重复使用。有鉴于此，特此集中详述该等术语与定义，以便之后在相

关标准中，可以通过使用以下缩写符号 [T&D_xx] 简要标注。 
 
 
T&D_01.《德国建筑设计师和建造工程师报酬法》(HOAI) 的服务阶段 

出于DGNB认证之目的，服务阶段的术语和内容均基于德国建筑设计师和建造工程师报酬法（即

Honorarordnung für 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或简写为HOAI）。 

此文件定义了在建筑开发过程中，提供建筑服务的9个服务阶段（参见表1），此内容在以下标准中提及：

ENV1.1“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ECO1.1“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PRO1.1“前期的项目设计规划

质量”、PRO1.6“城市规划与项目设计的融合”和PRO2.3“系统调试验收”。 

 
 
表 1：根据德国建筑设计师和建造工程师报酬法（HOAI）确定的服务阶段 

  服务阶段   描述  

1  制定战略  
(GRUNDLAGENERMITTLUNG)  识别处理设计纲要要求的框架和环境。 

2  概念设计  
(VORPLANUNG)  概述处理设计纲要要求的选择和提案。 

3  规划设计  
(ENTWURFSPLANUNG)  准备满足设计纲要要求的最终设计提案。 

4  规划许可  
(GENEHMIGUNGSPLANUNG)  准备及提交规划许可所必需的文件包以及任何其他相关的许

可过程。 

5  技术设计  
(AUSFÜHRUNGSPLANUNG)  准备已完成且可用于施工的工作图纸和详细规格。 

6   
招标准备  
(VORBEREITUNG BEI DER 
VERGABE) 

 执行数量调查并准备用于招标的服务规范 

7   招标支持  
(MITWIRKUNG BEI DER VERGABE)  获得成本估算，计算总成本，支持投标承包商的选择。 

8   施工建设  
(OBJEKTÜBERWACHUNG)  监督场地的施工工程。 

9   
竣工归档  
(OBJEKTBETREUUNG UND DOKU-
MENTATION) 

 编辑问题清单，监督问题修复。以文件记录最终完工及向客户

交付时的建筑状况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DGNB认证体系的评估与结构 

术语与定义 
 

 

© DGNB GmbH  38 

T&D_02. Level(S)可持续性评估绩效工具 
 
“Level(s) – A common EU framework of core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及后在文中简称为“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
或“Level(s)框架”），指的是提高建筑可持续性的自愿报告框架工具。Level(s)框架使用现有标准，为已建成环境的环境

绩效评估提供一种通用的欧盟方法，提供一个可在工程中引入的可持续性评估起点。 
在 Level(s)框架内，每一指标的设计都是为了将单体建筑的影响与欧洲层面上可持续性的优先级联系起来。这是为了让

Level(s)框架用户在建筑层面上，集中关注可管理的基本概念和指标，为欧盟和成员国的环境政策目标做出贡献。 
 
了解关于层级的更多信息：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ussd/buildings.html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ussd/pdf/Level(s)_flyer-EN-web.pdf 
 
 
T&D_03.EnEV——符合DIN 18599标准的能源效能证书（EPC） 

《节能法令》（EnEV，Energieeinsparverordnung）是定义与建筑能效相关的最低要求的德国法规，此法令适用于新建

建筑及现有建筑的翻修改建。 
 
EnEV 能源效能证书（Energieausweis）（及后在文中简称为 EPC 或“能源效能证书”）针对为建筑服务的围护结构和装

置或其中部分，提供与其能源质量相关的复杂信息。包括供暖、水暖、通风和制冷的能源需求。其中还包括可能改进建

筑能源绩效的推荐。证书有效期为 10 年，自签发日期算起。能源效能证书有两种类型，即能源需求证书和能源使用证

书。需求证书是基于技术性能的分析，而使用证书是验证最近三年的实际能源消耗。符合资格并得到许可的专家可以出

具证书。 
 
文件包括以下信息： 

 建筑的一般信息：建筑类型、地址、建造年份、住处数量、可用面积规模、能源、通风类型及冷却系统 
 建筑的能效级别（从 A+ 到 H） 
 与最低法定能源性能要求等参考值相比的年度一级能源需求 [kWh/(m²·a)]   
 与最低法定能源性能要求等参考值相比的年度最终能源需求 [kWh/(m²·a)]   
 二氧化碳——排放[kg/( m²·a)]（自愿原则） 
 围护结构的能源质量 U 值 [W/(m²·K)] 
 可再生能源——特定的可再生能源满足多大比例（%）的需求（只针对新建筑） 
 如果要出具能源使用证书，还必须额外提供以下数据： 

o 建筑的能效级别（从 A+ 到 H），基于最近 36 个月的平均能源使用量 
o 特定年份的能源使用量 

 
德国的要求符合欧盟法规，例如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建筑的能源性能的第 2010/31/EU 号

指令（可提供不同语言：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0L0031 ）。 
但是，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地条件，能源效能证书的内容可能不同。欧盟能源效能证书、建筑能源效能模拟或者

本地证书（标准 ENV1.1 提供了与建筑能源效能文档相关的替代方案的详细信息）可取代 EnEV 证书。 
 
 
T&D_04.建筑的面积和容积 
 
根据德国标准  《DIN 277-1：2016-01：建筑的面积和容积——第 1 部分：建筑施工》（DIN 277-1:2016-01: 
Grundflächen und Rauminhalte im Bauwesen – Teil 1: Hochbau）定义建筑的面积和容积。  
 
此标准指的是建筑内特定的面积（见图 1），DGNB 采用此标准实现计算的标准化。请注意在不同国家，建筑面积的定

义会有所不同，出于 DGNB 认证的目的，必须按下文原则执行面积计算。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ussd/buildings.html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ussd/pdf/Level(s)_flyer-EN-web.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0L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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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符合标准 DIN 277-1:2016-01的面积定义 

 

 

 
总建筑（楼面）面积 – Gross Floor Area （GFA）（德语：Brutto-Grundfläche - BGF） 

建筑所有楼层的所有楼面建筑面积的总和。总建筑面积中不包括以下区域： 
 

 楼层平面图内不存在的区域，例如中庭、走廊或天花板开口上空的区域 
 不可进入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可使用的区域，例如没有入口的阁楼 
 专门用于结构和技术系统维修、维护和检查的空间（例如不可使用的屋顶、固定的通道竖梯和屋顶进出通道、

垂吊式天花板的维修通道、爬行空间、垂吊式天花板的狭窄过道） 
 与建筑没有结构性连接的建筑外在部分（例如外部楼梯、外部坡道、藤架、户外休息区、露台） 

 
标准的总建筑面积 – Standard Gross Floor Area（GFAS） 
包括被屋顶覆盖且完全围合的总建筑面积部分（地板、天花板和围墙）（见图 4）。不包括被防水或户外作业结构体部

分围合的房间（例如多孔车库门、百叶窗） 
 
特殊的总建筑面积 – Special Gross Floor Area 
指的是基于净使用面积的所有房间和楼面面积，与建筑有结构性连接但并未完全围合，例如凉廊、阳台、平屋顶露台、

庭院、入口区域、外部楼梯（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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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标准的总建筑面积和特定的总建筑面积的定义和区别 

 

 
图纸中的高度（h）可以被忽略，上图中突出标记了在 DGNB 认证过程中需要被纳入考虑的楼层面积。 
为确定总建筑面积 （GFA），必须在楼层顶部或者天花板覆盖物上设定建筑结构体的外部尺寸，包括罩盖（例如石膏

层的外面或者多重壳墙体结构的外壳）。 
 
 
净使用（楼面）面积 – Net Floor Area （NFA） (德语：Netto-Raumfläche - NRF) 
建筑所有楼层的所有可使用的面积总和。其中包括实用面积 （Useable Area - UA）（德语：Nutzfläche - NUF）、技

术设备面积（Technical Plant Area - TPA）（德语：Technikfläche - TF）和通行空间 （Circulation Space - CS）（德

语：Verkehrsfläche - VF）： 
 

NFA = UA + TPA + CS 
 
净使用面积中包含以下要素： 
 
 外置安装 
 永久内置的物体（例如烘炉、暖气和空调设备、浴室和淋浴设备） 
 嵌墙式家具（例如嵌墙式衣柜、排架） 
 可移动隔断（例如窗帘、折叠隔断墙） 
 净横截面＞1.0 平方米的步入设施及电梯井的面积，如不可进入，视为结构面积的一部分 

 
要确定净使用面积，需考虑地板或天花板覆盖层平面上建筑结构体之间的测量值。不考虑结构及艺术性偏移、壁脚板、

路缘、底切、梯级边缘，例如门窗的突出部分。如果倾斜结构体（例如楼梯、坡道或廊台）没有与其他楼面面积重合，

则应增加该等结构体的基础表面。最下层楼梯或坡道下方的楼面面积被分配到楼梯或坡道起点处楼层的平面图。根据其

用途，建筑面积被标示为实用面积（UA）、技术设备面积（TPA）或通行空间（CS）。净横截面＞1.0 平方米的设施

及电梯井的基础面积在可进入时，仅在平面图中确定为净使用面积（NFA）。若不可进入，则增加到结构面积（SA）。 
 
 
结构面积 – Structural Area (SA) (德语：Konstruktions-Grundfläche KGF) 
穿过楼层的结构体（例如墙壁、柱子、烟囱）在每一层建筑结构体下方的所有面积。 
 

SA = GFA – 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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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结构面积，需考虑地板或天花板覆盖层平面上的建筑结构体及罩盖的测量值。 
不可进入或者≤1.0平方米的墙洞（例如门、窗或过道）、设施和电梯井 
结构面积（SA）可不基于结构体的个体尺寸确定，而是根据总建筑面积（GFA）和净使用面积（NFA）之间的差值确

定。 
 
 
实用（使用）面积 – Usable Area（UA）（德语：Nutzungsfläche NUF） 
 
用于工程根本目的的面积部分被确定为实用面积（UA）。可根据表2进一步细分实用面积（UA）。 
 
 
表 2: 实用面积(UA)的分类 

用途分类   楼面面积范围和房间  

1 – 住宅和公共空间 (UA 1)  1.1 居住空间 
1.2 公用房间 
1.3 休息室 
1.4 等候室 
1.5 餐厅 

2 – 办公空间 (UA 2) 
 

 2.1 办公室 
2.2 开放式办公室 
2.3 会议室 
2.4 设计室 
2.5 带柜台的房间 
2.6 控制室 
2.7 监控室 

3 – 生产、手工及机器作业、研发 (UA 3)  3.1 车间（限永久工作区） 
3.2 技术实验室 
3.3 物理学、工程物理学和电气工程实验室 
3.4 化学、细菌学和形态学实验室 

4 – 店铺、分配和销售空间 (UA 4)  4.4 收货及配送区（限永久工作区） 
4.5 销售室 
4.6 陈列室 
3.2 车间（限永久工作区） 

5 – 教育、学校和文化空间 (UA 5)  5.1 有固定座位的教室 
5.2 没有固定座位的一般教室和练习室 
5.4 没有固定座位的专用教室和练习室 
5.5 图书室 
5.6 会议室或会议区 
5.7 舞台、工作室 
5.8 展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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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保健护理空间 (UA 6) 用于一般检查和治疗（初级医疗保健、咨询等）的房间、用于特

别检查和治疗（内窥镜检查、生理机能、牙科等）的房间、手术

室、分娩室、辐射诊断和放射治疗室、物理治疗和康复室、卧室、

重症护理室 

7 – 其他用途 (UA 7)  储存室、自行车存放、垃圾收集室、停车场（车库、大厅、保护

屋顶）、旅客住宿区（铁路和支墩等） 
为运转特定用途设备而进行的技术安装（电脑化服务器室、车间

压缩空气系统的压缩机房、医疗设备配电室、控制室、控制中心

等）、供应及处理其他结构体的技术设施（发电站、煤气厂、变

电站、污水处理厂等）、庇护所、卫生设施（厕所含门廊、盥洗

室、淋浴室、桑拿室、清洁室等）、更衣室（壁橱室、化妆间等）、

可锁清洁存物柜 

 
 
总容积 – Gross Volume （GV）（德语：Brutto-Rauminhalt BRI） 
 
总容积（GV）包括总建筑面积（GFA）上面所有房间和建筑结构体的容积。总容积（GV）被由结构性营建物、外墙和

房顶（包括老虎窗或层顶天窗）构成的外边界表面围护。 
 
以下要素的容积不属于总容积（GV）： 
 
 深浅地基； 
 采光井； 
 未通过建筑构造与结构体连接的外部楼梯和外部坡道； 
 入口屋顶； 
 挑檐，只要它们未展现第 5.6.2 条规定面积（S）的空间内容的覆盖范围； 
 突出的防晒系统； 
 延伸到房地覆盖物之外的烟囱上端、通风管或者通风道； 
 天窗≤1.0立方米； 
 藤架和铺砌露台或阳台。 

 
总容积（GV）通过计算出的总建筑面积（GFA）及相关高度确定。用于确定总容积（GV）的高度是相应平面楼层中天

花板覆盖物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若为屋顶，即为屋顶覆盖物表面与像一层天花板覆盖物表面之间的距离。建筑体中最

底层高度的定义为：从不支撑地基的底层底板和楼板的底面，到覆盖该层的天花板顶部之间的距离。如果建筑的结构体

或部分的边界为非垂直或非水平表面，则应使用适当的几何公式确定容积。对于面积 S（特殊情况）房间内容的高度，

限制性建筑构造（例如护墙、阁楼、栏杆）的上缘具有决定性。 
 
 
T&D_05.符合德国标准DIN 276-1:2008的成本组（Kostengruppe） 
 
成本组是在建筑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成本的类别。根据其特征识别并归类特定成本，主要分为以下组别： 
 

成本组    
100 
200  
300  
400 

建筑造价的组成部分 
土地整理和开发 
清除和开发 
建筑结构工程 
建筑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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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600 
700 

外部设施 
内饰，家具和艺术营造 
附带建设成本 

 
为了简化，国际版 DGNB 体系将不再实用成本组编号（100 到 700）。我们只参考标准 ECO1.1“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

估”附件 1 中详述的建筑构件（根据其主要及次级水平分为结构构件和建筑构件）。 
以下标准中提到了这些构件：ENV1.1“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ENV1.3“可持续的资源利用”、ECO1.1“建筑生命周

期成本评估”和 PRO1.5“项目文件的可持续管理”。 
 
 
T&D_06.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心 
 
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心（即 the Baukosteninformationszentrum 或简称为 BKI）是由德国建筑师协会主持运营的德国机

构，此中心创建并经营着 BKI 数据库——一个复杂的工程造价数据库。基于对几千个真实项目的计算，BKI 数据库是一

个专业且每年更新的建造工程成本规划信息源。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包括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成本参数（特定成本组成本

与基于德国标准 DIN 277 的特定参考单位的相对比例[T&D_05]）和规划参数（确定与可用面积和总楼面面积相关的特

定面积比例的数值[T&D_04]）。 
此数据库是以建筑师、工程师、专家和专业人士为对象的信息源，用于建设项目初始服务阶段的成本预测领域[T&D_01]。 
ECO1.1“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中提到了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心。 
 
要了解更多信息（网站仅提供德文）：http://www.bki.de/ueber-uns.html 

http://www.bki.de/ueber-u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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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通过六项环境质量标准，可评价建筑对全球和本地环境的影响以及对资源和废弃物产生的影响。 
 
  ENV1.1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ENV1.2  建筑产品和材料的健康影响 
  ENV1.3  可持续的资源利用 
  ENV2.2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ENV2.3  土地利用  
  ENV2.4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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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1.1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目的 

执行此标准的目的是，确保采用统一规范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法进行建筑规划与设计，以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将其排放相关的环境影响以及非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量降至最低。 
 
 
成效 

应用生命周期评估法对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有助于建筑从业人和设计师基于全面的信息，做出有利

于环境友好的决策判断。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针对各种相关的环境问题做出应对，而且可以因应环境影响的不同时

空特征，找出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的优化解决方案。采取统一规范的方法有助于形成建筑相关环境影响指标的报告，例

如对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或能源需求进行报告。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性战略的贡献 

          

   
  3.9 化学品、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影响  7.1.a/b 资源保护 
  7.2 可再生能源占比  7.2.a 可再生能源 

  高  7.3 能源效率 12.1.b 可持续消费 
  8.4 全球资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去耦 13.1.a 气候保护 
 12.2 自然资源的使用   
 13.2 指导方针、战略和规划中的气候保护措施   
       
          

   
  6.3 改善水质量  3.2.a 空气污染 
 14.1 避免海洋污染 14.1.aa/ab 海洋保护 

  中 14.3 避免海洋酸化   
        
        
     6.4 高效用水和可持续水抽提 6.1.a 水质量 

  低    7.2.b 可再生能源 
  12.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环保处理 8.1 资源保护 
  15.1 土地和淡水生态系统保护 15.2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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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随着未来国际和地方政府层面对气候保护、工业及建筑业范畴的排放和资源消耗要求不断的提高，本标准将会进一步对

项目建造和运营的参考值做出更严格的调整。为了进一步推动能源需求方面的积极措施（针对目前还不受建筑能源法强

制要求的部分），目前的系统边界及限制也会在适当的范围内被进一步开发和拓展。因为，未来将会把自动扶梯和电梯

也纳入到考虑范围当中。随着建筑技术和工程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更加关注建筑服务技术设施的相关内容。因此，为了

扩充依据，定期提供与技术建筑设备中所使用部件相关的全面数据将可能成为未来的常态化要求。 
 
作为评估项目全生命周期生态影响的方法，建筑生命周期评估（LCA）法的分析范围也应该因应学科的发展，在未来进

行合理适当的扩充。针对新增的环境影响评价需求，当其鉴定和表征方法基于专家层面达成广泛共识时，且可以针对全

生命周期评估提供适当的数据，则可以将此新增的环境影响指标纳入到本标准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计算当中。上述内容

的适用例子可能包括：生态毒性、天然资源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等。 
 
在可预见的未来，基于不断被优化改进和相互联结的集成工具，相信建筑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将能更容易地被创建，

为决策者在更大应用层面的决策判断提供可靠的评估依据，从而可以更高效和高质地完成建筑规划。因此，作为贯穿建

筑项目规划各个阶段的重要因素，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重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与上一版的标准相比较，指标1和指标2新增的内容，作为激励措施，有利于推动建筑生命周期影响评估法在更早期的阶

段被纳入考虑，也有助于更好且更具连续性地把生命周期评估整合到项目的全过程规划当中。从长远来看，当这两项指

标中关于建筑生命周期影响评估的内容成为了建筑规划过程中的常态化要求后，在以后的版本升级过程中将会对这些指

标的相关尼尔进行适当的改动和调整。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9.5% 
 
 
9.0%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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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将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纳入到早期的规划阶段中，并执行超出法定要求范围的能耗分析，可获得相应分数（指标1）。此

外，基于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制定多种的建筑变体的规划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对项目方案全生命周期的环境

影响进行优化，也有助于在此条款中得到积极性评价，获得相应分数（指标2）。针对具体项目方案完成的建筑生命周期

环境影响评价计算所得的结果值，将会与基于预设经验条件定义下的参考建筑体的基准值进行比较，从而获得相应的分

值（指标3）。当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优于建筑生命周期评估预设的目标值时，还可以获得最多20分的附加分。在此基

础上，当建筑项目的建造或运营达到“气候中和”的要求时，或者项目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中全球变暖潜势（GWP）子

项的最终计算结果等于或低于基准值的一半时，可获得“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计算

中，可重复利用建筑构件或组件的情况也会被纳入考虑。因此，项目对循环经济（参见指标5的描述）的贡献可以在指标

3“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的评估过程中得到充分落实。综上，在此标准中，不包含额外加分时，总计最

高可获得100分；包括额外加分时，最高可获得13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规划阶段的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1.1  将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纳入规划过程 最高 10 

1.1.1  在早期规划阶段，为项目创设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模型。对规划阶段形成的多种建筑变体

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比较它们因建筑的建造和运营过程而产生的潜在环境影响。作为评价指标的一

部分，评估中需要包含来自至少三个不同主题范畴或来自至少三位不同领域专家的提供相关信息（例

如：建筑的支撑结构规划、HVAC暖通空调系统、建筑物理环境设计或建筑能源规划）。至少要在规

划团队内部，就典型建造阶段可预期的生命周期评估参数（可基于相关学术研究或基准值）以及能源

相关影响的具体数值进行充分讨论（按运营和建造进行区分）。 

     +8 

    
1.1.2  在规划过程中，定期确认项目的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根据相对应的规划状态进行调整

和匹配），并因应具体的规划问题，将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在规划团队内部进行充分

讨论（按运营和建造进行区分）。最晚需要在建筑项目管理的服务阶段4，至少根据DGNB定义的

部分计算法，将建造以及其他建筑相关的使用过程所导致的环境影响整合到评估计算当中。关于建

筑项目管理服务阶段的描述，具体参见 “DGNB认证体系的评估与结构”章节中的“术语与定义”条文

下的内容（[T&D_01]）。 

     +3 

    
1.1.3  在相关法律规定的能源计算范围之外，建筑运营阶段的生命周期评估结果需要纳入考量。比如，对

建筑内或场地内与建筑使用相关的能源需求（人工智能、供电、生产、（效果）照明等）、建筑技

术设备（电梯、自动扶梯等）的完整能源需求或其他类似的需求情况，执行差异化分析。就相关内

容，在规划团队内部进行充分沟通。 

     +2 

   
创新领域 

   

 
同 1.1 

Re 1.1  说明：若通过具体的创新替代方式，可以等效达成上述内容中的要求，将建筑生命周

期环境影响评估整合到规划过程汇中，也可获得相应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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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优化  
2.1  规划过程中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优化 最高 18 

2.1.1  与项目各种替代性方案相关的重大决策所引起的可预期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应该予以考

虑。此过程需要对整个建筑体作充分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提出替代性方案，为项目的改进和优化提

供机会。规划团队需要从中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并解释其选择的理由。 

 

   在服务阶段2、3或4，对每个替代方案进行充分考虑（根据[T&D_01]） +8 
   在服务阶段5、6或7，对每个替代方案进行充分考虑（根据[T&D_01]） +4 
    

2.1.2  项目重大决策所引起的可预期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应该予以考虑。此过程作为部分性分析

对项目的相关专题进行评价。在合理范围内提出替代性方案，为项目的改进和优化提供机会。规划

团队需要从中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并解释其选择的理由。 

 

   在服务阶段2、3或4，对每个替代方案进行部分性分析（根据[T&D_01]） +6 
   在服务阶段2、3或4，对每个替代方案进行部分性分析（根据[T&D_01]） +2 
           
  创新领域    

同 2.1 
Re 2.1  说明：若通过具体的创新替代方式，可以等效达成上述内容中的要求，在规划过程中

对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进行优化，也可获得相应的分值。 
 

    
           

3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  
3.1  环境影响的加权计算  

环境影响的加权计算（基于部分计算法（PCM）） 
最高 90 
最高 70 

3.1.1  需提供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 至少  
    

3.1.2  对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进行评价 
对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进行评价（基于部分计算法） 

0–90 
0–70 

   加权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 加权限定临界值     0 
   加权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 加权参考值（部分计算法） 

 加权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 加权参考值 
  30 

40 
   加权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 加权目标值（部分计算法） 

 加权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 加权目标值  
  60 

80 
   加权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 加权理想目标值（部分计算法） 

 加权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 加权理想目标值 
 70 

90 
           
           

4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气候保护目标1  
4.1  实现碳中和的潜力 +最多 30 

4.1.1  达成建筑相关能源需求的气候中和： 
涵盖范围须至少包括建筑相关能源需求的二氧化碳排放，使建筑能耗达到符合DGNB气候中和定义

的相关要求。 

  +10 

4.1.2  达成用户活动相关能源需求的气候中和： 
涵盖范围须至少包括建筑内用户活动相关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使建筑能耗达到符合DGNB气候中

和定义的相关要求。 
 
 

  +10 

           

 
1 注：若采用部分计算法（PCM）则不可获得任何加分。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1.1 /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评估 

 

© DGNB GmbH  49 

4.1.3  达成建筑施工过程的碳中和： 
采用DGNB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法，计算及评价建筑施工、建筑维护和建筑寿命终止阶段所

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若结果（在建筑生命周期情景计算条件下）达成气候中和，可获得10分的加

分。若结果比参考值（RV）GWPC,ref 低至少50%，可获得5分的加分。 

  +10 

    
 
 
          

5  循环经济      
5.1  建筑组件或结构部件的重复利用 

通过重复利用建筑组件或结构部件减免的环境影响，被记录并整合到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环境影响评估计算过程中。因此，指标3“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对循环

经济的贡献，可以得到体现。 
 

 

5.2  建筑项目“为其他用户”提供额外生成的能源 
建筑项目的过剩产能，被记录并整合到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计算过程中。因

此，指标3“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对循环经济的贡献，可以得到体现。 

  

           
           

6  制冷剂中的卤代烃  
6.1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须符合全球变暖潜势系数的相关要求 2  

  不使用全球变暖潜势（GWP）系数≥150kg二氧化碳当量的制冷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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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基于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确定的建筑运营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值，指的是 “温室气体协议”（www.ghgprotocol.org）
中“范围1”和“范围2”定义的碳排放。此参数也可用于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或者作为环境管理措施的一部分被加以

运用。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计算依据和计算结果，可用于完成符合欧盟可持续绩效评级工具“Level(s) – A 
common EU framework of core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及后在文中简称为“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或“Level(S)”）
相关规定的报告。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KPIS）       单位 

           
KPI 1  终端能源需求（建筑运营），按供暖、制冷、通风、热水和照明进行区分 

——对应“Level(S)”指标1.1.1 
  [kWh/m²a] 

      
           

KPI 2  一次能源需求（建筑运营），可分为总的一次能源需求、非可再生的一次能源需

求以及可再生的一次能源需求，按供暖、制冷、通风、热水和照明进行区分 
——对应“Level(S)”指标1.1.1 

  [kWh/m²a] 

      
           

KPI 3  额外输出能源——对应“Level(S)”指标1.1.2   [kWh/m²a]       
           

KPI 4  二氧化碳排放（建筑运营），与建筑的净使用面积（NFA）和设计使用年限等参

考值有关（ = 全球变暖潜势“使用”部分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kg CO2-e/m²a] 

      
           

KPI 5  二氧化碳排放（建筑运营），与建筑的用户（按照各项标准的假设）和设计使用

年限等参考值有关（ = 全球变暖潜势“使用”部分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kg CO2-
e/person*a]       

           

KPI 6  二氧化碳排放（建筑建造），与建筑的净使用面积（NFA）和设计使用年限等参

考值有关（ = 全球变暖潜势“建造”部分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kg CO2-
e/m²*a]       

           

KPI 7  二氧化碳排放（建筑生命周期），与建筑的净使用面积（NFA）和设计使用年限

等参考值有关（ = 全球变暖潜势“使用”和“建造”部分的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

估结果）；对应“Level(S)”指标1.2的简化报告选项。 
请注意：在执行完整流程时，可选用简化报告的选项。在执行简化流程时，必须

说明采用了“不完整的建筑生命周期”。要完成符合“Level(S)”的完整报告，必须根

据EN 15978对所有模块进行说明。 

  [kg CO2-
e/m²*a] 

      
 

KPI 8  按照DGNB方法完成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对应“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
指标2.4。 
注1：与DGNB不同，按照 “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执行时，必须根据EN 
15978对所有模块进行说明。 
注2：按照 “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执行时，还必须对指标“非生物耗竭性

（ADP）化石燃料”、“生物资源-可再生”和“生物资源-不可再生”进行说明。 

  [建筑生命周期

评估相关单位] 

      
           

KPI 9  详细的组件清单；对应“Level(S)”指标2.1“建筑材料清单”。 
注1：“材料清单”对应一份详细的组件清单（99%完整），说明所有尺寸，包括根

据四个不同材料组的归类。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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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 10  组件清单，含使用年限信息；对应“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指标2.2“建筑使用寿

命期内的场景假设” 
注：对于符合EN 15978的所有模块，应该按照“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说明

与产品、材料、构件等的使用年限相关的所有假设。 

  [使用年限] 

      
  

      
   

KPI 11  建造废弃物和拆除废弃物；对应“Level(S)”指标2.3“建造废弃物和拆除废弃物” 
请注意：符合EN 15978的所有模块的所有建造废弃物和未来拆除废弃物，单位设

定为千克废弃物，并应按照材料组进行归类——此内容未包含在DGNB方法中。 

  [kg 废弃物/m²] 

      
  

      
   

KPI 12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披露声明 302-01 “组织机构内部的能源消耗” 
注1：分为供暖、制冷及其他能源需求。 

  [kWh/a] 

      
  

      
   

KPI 13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披露声明 305-0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注1：按照温室气体协议“范围1”定义。注2：还要单独声明生物成因的二氧化碳排

放。注3：建筑内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整合到此条款 

  [kg CO2-e/a] 

      
  

      
   

KPI 14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披露声明 305-02 “能源领域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注1：按照温室气体协议“范围2”定义。注2：其中包括来自于外部能量相关来源的

电能、长距离区域供暖等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kg CO2-e/a] 

      
  

      
   

KPI 15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披露声明 305-03 “其他领域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注1：按照温室气体协议“范围3”定义。注2：可参考模块B1-B5的二氧化碳排放 

  [kg CO2-e/a] 

      
  

      
   

KPI 16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披露声明 305-05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注1：与建筑运营及运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 

  [kg CO2-e/a]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 与建筑运营认证体系中的标准ENV9.1存在高度关联：针对运营，可以使

用根据DIN V 18599（标准的详细描述，见章节[T&D_03]）计算或模拟所得的能源要求值。藉此可检

查能耗值，帮助用户优化运营。此标准中建筑试用阶段的二氧化碳值同样可用于建筑运营项目中。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 与改建建筑认证体系的标准ENV1.1和ENV2.1存在高度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 计算出的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可直接用于城区和商业区认证体系

标准ENV1.1和ENV2.1的评估。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 相关的计算元素可直接用于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标准ENV1.1的评估。此

外，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效的计算结果可用于评估标准ENV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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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从建造（如建筑材料和建筑产品的使用），到使用（如建筑的运营与维护），再到建筑

寿命终止阶段（如建筑的拆除），都会导致污染物排放以及资源消耗。排放物进入空气、水和土壤，引起各种环境问题。

其中包括全球变暖、平流层臭氧层破坏、夏季光化学烟雾、森林梢枯、鱼类死亡以及水土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在建筑

项目的规划阶段采用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法，可以帮助项目持有方和设计师做出科学决策，针对各种环境问题及

其相关时空特征，执行优化的解决方案。 
 
 
二．附加说明 

使用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数据，可以计算建筑整个生命周期（从建造、运营到建筑寿命终止阶段）的排放和资源

消耗，再与基准值比对进行评估。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可借助以下的环境指标反映相关的环境问题： 
 

（1） 气候变化：全球暖化潜势（GWP） 
（2） 平流层臭氧层破坏：臭氧破坏潜势（ODP） 
（3） 夏季光化学烟雾，地表臭氧：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POCP） 
（4） 土壤酸化、森林梢枯和鱼类死亡：酸化污染潜势（AP） 
（5） 地表水富营养化：富营养化潜势（EP） 
（6） 不可再生的一次能源需求（PEnr） 
（7） 总的一次能源需求（PEtot） 
（8） 可再生的一次能源占比 
（9） 非生物、非能源消耗：非生物资源耗竭潜势（ADP elements） 

（10） 用水量：洁净水（FW）净使用量 
 
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早在规划阶段开展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分析，可以作为改善建筑生态质量的重要工具。 
 
 
三．方法 

指标1：规划阶段的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指标1.1的目的是，从早期规划阶段开始引入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并针对项目的具体情景或规划的时间节点和范围不断进

行调整。 
 
为满足此目的，应在早期规划阶段（服务阶段2-3）开始制定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模型（指标1.1.1）。就建造和使用阶段

造成的潜在环境影响，对最有可能/首选的几个建筑变体进行比较分析。作为评估的一部分，评估中需要包含来自至少三

个不同主题范畴或来自至少三位不同领域专家的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建筑的支撑结构规划、HVAC暖通空调系统、建

筑物理环境设计或建筑能源规划）。至少要在规划团队内部，就典型建造阶段可预期的生命周期评估参数（可基于相关

学术研究或基准值）以及能源相关影响的具体数值进行充分讨论（按运营和建造进行区分）。 
 
此外，如果创设了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模型并至少在项目服务阶段4将此模型用于评估（指标1.1.2），则分数可计入评估。

根据指标3中描述的简化方法，必须至少将建造及所有建筑使用相关的影响纳入计算。 
 
超出此评估框架或预期“环境收益”的与建筑建造或使用相关的支出，也可以根据指标1.1.1或1.1.2纳入评估——其中可能

包括运输支出、施工场所支出、拆除或循环利用支出等。，根据指标3未纳入DGNB计算范围的所有方面，规划阶段的建

筑生命周期评估也可以纳入考虑范围，例如包含外部空间或者其他建筑构件。同样可能将惯例情况信息纳入评估范围，

例如相关的参考使用期或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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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过程执行评价以及规划团队沟通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时，应定义目标值（针对规划状态量身定制），与各个规

划阶段的实际计算值进行比较。 
 
原则上，可以自由选择计算方法，但计算应满足细分指标的目标。在规划阶段开始，可以选择简单计算工具，例如使用

统计所得的建筑建造数据作为计算起点，并选定几个与能源相关的环境指标进行评估。 
 
如果按照法律规定的完整分析范围，针对建筑运营阶段确定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则可在评估中加上附加分（指标

1.1.3）。比如，对建筑内或场地内与建筑使用相关的能源需求（人工智能、供电、生产、（效果）照明等）、建筑技术

设备（电梯、自动扶梯等）的完整能源需求或其他类似的需求情况，执行差异化分析。同样地，结果应在规划团队内部

进行充分沟通。 
 
 
指标2：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优化 
 
规划过程中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优化的目的是，尽早应对或减轻建筑各个生命阶段引起的环境影响，对建筑变体的计算

进行优化。应在各个适当的规划时间节点，对建筑生命周期评估进行优化。 
 
其中包括，可以在评估中采取充分考虑的方式进行（符合指标3分析范围和指标1规定的最低分析范围的整个生命周期评

估结果）或者采取部分分析的方式进行（针对部分分析范围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 
 
优化过程应研究项目各种替代性方案相关的重大决策所引起的可预期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结果。不同的规划阶段可

能有巨大的差异，会影响诸多方面，比如采用面积/体积比例系数不同的建筑变体、规划组件的不同使用生命或者其他替

代制造商的使用。 
 
计算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变体时，也可以考虑未包含在“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分析范围内的方面（见指

标3）。比如，其中包括考虑附加组件（外部设施或设备）。扩展的分析范围也可以包括对其他可能环境收益的评估。有

别于下文定义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比较计算的惯例情况（见指标3），比如参考使用年限、参考值等信息，也可以纳入考

虑。为了实现优化，应该考虑指标3评估中包括的所有环境指标。仅使用一个或两个核心指标（例如全球变暖潜势和不可

再生一次能源需求）作为优化的一部分时，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确保潜在环境影响不会在任何较大范围内涉及到其他

的环境指标。 
 
 
指标3：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 
 
方法见下文“DGNB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法”部分。 
 
 
指标4：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气候保护目标 
 
目标是鼓励在当下落实长期气候保护目标的解决方案。通过情境计算证明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实现气候中和： 
 

 建筑相关的能源需求 
 用户活动想的能源需求 
 建造及施工过程的碳中和（“等效的”二氧化碳当量） 

 
必须根据“DGNB二氧化碳平衡规则”（目前正在制定的文件），执行确定二氧化碳排放量、证明运营或建造至少达到气候

中和的流程。在此规则发布之前，只有在使用获得认可且有效的计算方法，确保内部产生的可再生能源的年度余额至少

涵盖建筑及用户的能源消耗，或者针对“建造阶段”，按照DGNB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法中简化方法的定义（见指标3），因

建造、维护和建筑寿命终止阶段的排放被完全抵消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分数。容许的补偿措施不包括为运营购买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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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或者购买二氧化碳补偿证。 
 
如果指标3中建造阶段的计算结果值（GWPCact）低于建造的参考值（GWPCref）至少50%，可以要求获得5分的加分。尤

其是，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建筑材料（例如可再生原材料制成的产品、气候中和混凝土等）以及为建筑寿命终止阶段做

特定的准备（例如重复使用组件的可能性等），实现此目的。 
 
 
指标5：循环经济 
 
在指标3“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中，可以充分纳入重复利用组件的使用，以及在建筑本身的内部能源需

求之上，为其他用户提供的热能或电能的数量。重复利用的组件必须排除在环境影响的记录之外。能源生产可以纳入到

“模块B6：运营中的能源使用情景”部分（下文）中描述的计算。为了防止双重计分，针对此方面不会获得任何加分。 
 
 
指标6：制冷剂中的卤代烃 
 
按照德国联邦环境部（Umweltbundesamt (UBA)）发布的清单，制冷系统不得使用全球变暖潜势系数≥150kg二氧化碳

当量的制冷剂。该等制冷剂也包括建筑空调系统中依然经常使用的物质，例如R134a、R-407c或R-410a。运营过不包含

主动供冷的建筑也满足此指标的要求。 
 
关于制冷剂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umweltbundesamt.de/en 主题 > 经济 | 消费 > 产品 > 氟化温室气体和完全卤代氟氯化碳 > 文件，或者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2503/dokumente/global_warming_potential_gwp_of_cert 
ain_substances_and_mixtures_2017_05.pdf 
 
 
 
 
 
  

http://www.umweltbundesamt.de/en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2503/dokumente/treibhauspotentiale_ausgewaehlter_verbindungen_und_deren_gemische_2017_05.pdf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2503/dokumente/treibhauspotentiale_ausgewaehlter_verbindungen_und_deren_gemische_2017_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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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NB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方法 

采用统一的方法评价标准ENV1.1“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作为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此种建筑生命

周期评估的结果被认定为建筑的“环境概况”或“环境质量”。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基于建筑方案（办公楼、百货公司、学校

等），确定并评估建筑的环境质量，并将结果与参考值相比较。必须形成文件并提交用于获得数据的依据，以防止检查

结果时出现任何疑问。如果可能，在规划阶段早期就应该使用建筑生命周期法进行评估，可以成为优化建筑环境质量的

一项重要工具。用于计算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依据是DIN EN 15978。 
 
 
1.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依据 

1.1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应用领域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结果可以应用于评估对象。此处必须考虑计算规则、数据要求、环境指标的选择以及下文描述的其

他方面。原则上，必须评估建筑的完整生命周期。 
 
1.2 被评估建筑的描述 
1.2.1 功能等效（评估的对象） 
评估的对象是整个建筑，但不包括外部设施。对于只考虑结构体特定部分的评估，必须明确定义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系

统限制。 
 
必须描述被评估建筑的材料以及具有时间依存性的性质。此外，必须在文档数据表中，记录关于建筑技术及功能性质的

明确描述、建筑类型和方案（例如用户数量）。在“必要的证明文档”要点下，要更详细地描述关于证明文档的细节。对

被评估建筑的描述用以表达评估对象的等效功能。  
 
1.2.2 建筑的参考使用寿命期 td 

规定了不同建筑类别的参考使用寿命期td（也称为“参考研究周期”）。如果被评估建筑的预期使用建筑生命比此期限长

或短，可以对结果的计算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应该注意审视某些过程的方式应始终保持一致，即便使用建筑生命偏

离了此标准；比如，此规定适用于建造、拆除等。但是，作为DGNB认证的一部分，必须使用规定的参考使用寿命期作

为预测值，以便与参考值进行比较。 
 
1.2.3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系统边界 
评估仅适用于建筑，不包括任何外部设施。表1列出了包含在系统限制内且应纳入到评估中的过程和阶段，以及要排除

在外的过程和阶段。关于模块A到D的命名和描述，参考DIN EN 1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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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DIN EN 15978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模型 

     
建筑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 

A 1–3 A 4–5 B 1–7 C 1–4 D 

生产阶段 建设阶段 使用阶段 建筑生命周期终止
阶段 

系统边界以
外的收益和
责任 

  

原
料

开
采

 

运
输

 

生
产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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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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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运
营

 1
 

维
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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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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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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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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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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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拆
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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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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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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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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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废
弃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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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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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置

 

再
利

用
、

回
收

和
 

循
环

的
潜

力
 

符合 DIN EN 
15978 的模块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B6   B7 C1 C2 C3 C4      D 

公布的模块 x x x    
(x)
3 

 
(x)
4 

 x 
(x) 
5 

  x x x 

1) 有些排放可能影响建筑内部环境和使用人员的健康，由此排放造成的影响可归入标准ENV1.2和SOC1.2的评估中。 
2）考虑在用建筑能源需求情景，仅考虑建筑效能证书（EPC）中记录的能源需求，或者能源性能模拟（模块B6）。 
3）维护过程在ENV2.2中以耗水量的形式体现，不包含在建筑生命周期评估中。 
4）只包括更换产品的创造和处理，不包括更换过程本身（与建造过程相同）。 
5）只在“耗水量”指标下考虑建筑的耗水量。 
 
 
1.3 建筑模型的计算规则 
实体建筑模型可以实现质量和能量流动的量化。它与相应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相结合，就可以确定建筑生命周期评估

指数 。为了实现对已确定质量和能量流以及由此产生的指数的有效检查，必须以结构化的方式组织并记录相关结果。

建筑的证明文档必须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建筑的组成部分（所有建筑构件、组件、建筑产品和建筑材料）； 
 相关过程，例如维护、更换和建筑寿命终止阶段的处理以及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和能量回收； 
 运营期的（能量）使用。 

 
针对建筑模型，必须确定并单独介绍相应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指数。 
 
原则上，创建建筑模型的方法有三种，其中部分计算法可以实现对建筑组成部分的简单记录；简化计算法可以记录建筑

组件目录中的主要组件；完整计算法包括对所有组成部分及其相关过程的记录。 
 
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根据能源性能证书（EPC）或者替代的建筑能源性能模拟，确定运营期的能量使用量，公平地纳

入计算范围。使用本地气候数据执行完整的建筑分析。使用参考建筑法评估建筑的环境绩效。 
能源性能证书和能源性能模拟的要求和细节在附件2、4和5中列示。 
 
 
1.3.0 生产阶段（模型A1-A3）、部分计算法（PCM） 
生产阶段的计算只包括以下所列的结构部分：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1.1 /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附件 

 

© DGNB GmbH  57 

 
(1)  外墙和地下室墙——仅限混凝土（包括钢筋）、混凝土砖、砖块（包括周界隔热材料） 
(2)  屋顶——仅限周界隔热材料和混凝土部分（包括钢筋） 
(3)  内部地板和天花板——仅限混凝土结构与构件（包括钢筋），不含地板覆盖物和涂料 
(4)  地面地板——仅限地板混凝土结构（包括钢筋）和周界隔热板 
(5)  地基2——仅限混凝土（包括钢筋） 

(6)  内墙——仅限混凝土（包括钢筋）、混凝土砖、砖块 
(7)  承重结构件——所有混凝土（包括钢筋）和金属部件（例如柱、梁等） 

 
附件1列示了必须以表格形式详细记录的建筑构件。 
 
建筑的组成部分以及相关数量必须系统化地列示，如果可能，按照附件1的要求进行组织。创建的建筑模型必须有足够

的透明度，以便能够针对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例如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或者其他已验证的建筑生命周

期评估数据集）确定一个参考单位。必须检查建筑模型定量计算的每一个参考单位，以确保它与指定建筑生命周期评估

数据集的单位相匹配，能够在必要时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单位面积的密度或重量）。 
 
应确定生产阶段的计量，并做以下记录： 
针对（1）、（2）、（3）、（4）、（5）、（6）和（7）中的构件，必须确定并相应地记录混凝土（包括钢筋）、混

凝土砖和/或结构性金属组件的总用量。不必计算层状结构，周界隔热材料（围护结构），例如矿棉板、泡沫塑料隔热材

料等。 
 
到施工场所的运输不包括在内，同样的，与施工场所工作无关的支出也不予考虑。这也适用于准备工程和土方开挖。此

外，安装构件时的损耗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必要计算构件的毛总量。 
 
建筑的施工模型必须接入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如果没有与某个组成部分精确匹配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可以

使用技术上类似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如果有多个类似的可用数据集，必须采用保守方案（最坏情况原则）。 
 
请注意：如果使用部分计算法确定数量，则生产阶段、维护和更换以及建筑生命终止时的指标结果必须乘以系数1.4。如

果考虑全面的被动措施并根据标准TEC1.4指标1中得到认可，则被动式建筑部分法的系数1.4可以减少到1.35。 
 
 
1.3.1 生产阶段（模型A1-A3）简化计算法 
生产阶段的计算包括计算下方列的结构和技术构件： 
 

(1)  外墙（包括门和窗）和地下室墙 
(2)  屋顶 
(3)  内部地板和天花板（包括地板结构和地板覆盖物与涂层） 
(4)  地面地板（包括地板构造和地板覆盖物与涂层，以及开放空间的地板） 
(5)  地基3 

(6)  内部墙和门（包括涂层和内部柱子） 
(7)  供热供冷系统和空调系统 
(8)  其他建筑设施（例如光伏系统或天阳能集热器的使用） 
(9)  在个案中：使用阶段能耗相当大的用户设备（如果该等设备可提供适当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例如冷

藏柜和冷藏间）可能有更详细的描述，具体取决于其在此处用途。 

 
2 如果挡土墙或其他支护法仍然作为结构体的永久部分，则必须包含在内，作为寿命周期评估中的预测值。但是，如果它们仍然位于
建筑地面内，但与结构体彼此独立，则不纳入考虑范围。 
3 如果挡土墙或其他支护法仍然作为结构体的永久部分，则必须包含在内，作为寿命周期评估中的预测值。但是，如果它们仍然位于

建筑地面内，但与结构体彼此独立，则不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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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列示了必须以表格形式详细记录的建筑构件。 
 
建筑的组成部分以及相关数量必须系统化地列示，如果可能，按照附件1的要求进行组织。创建的建筑模型必须有足够

的透明度，以便能够针对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例如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或者其他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

据集）确定一个参考单位。必须检查建筑模型计算数量的每一个参考单位，以确保它与指定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的

单位相匹配，能够在必要时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通过单位面积的密度或重量）。 
 
应确定生产阶段的数量，并做以下记录： 
 

 针对（1）、（2）、（3）、（4）、（5）和（6）中的构件，必须把相应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层状结

构的结果，并单独列示。 
或者，可以确定并相应地记录（例如外墙中的混凝土）总质量。 

 针对（1）、（2）和（5）中的构件，必须把相应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层状结构的结果，并单独列示。

对于窗/门/大门/地板和天花板结构或者其他结构性设施，必须列示出计算的适当细节。简化必须有文档

证明，至少必须记录每一结构构件90%的质量或者所有重要层。 
 针对（7），适用以下规定：在建筑模型中，必须包含供热供冷系统以及空调系统中央机组的创设。进

行简化分析时，不得在建筑模型中加入作为技术建筑设备（BE）组成部分的管道、管线、通道和其他系

统。 
 针对（8），适用以下规定：全面计算中必须包括其他建筑设施（光伏、太阳能集热器等）的生产。如果

没有可用于此目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则必须在项目报告中进行解释说明。开关等小部件不受此

规定约束。 
 针对（9）,适用附件1中的用户具体规范（目前，仅记录零售部门的冷藏柜）。 

 
为了简化建筑模型的创设，可按相应的比例使用类似建筑构件或者层状结构的平均值。这些数值必须反映建筑内的实际

使用。简化的使用必须披露并记录。此处提出要求但未记录在建筑模型中的任何建筑组成部分必须有文件记录。到施工

场所的运输不包括在内，同样的，与施工场所工作无关的支出也不予考虑。这也适用于准备工作和土方开挖。此外，安

装构件时的损耗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必要计算构件的毛额总量。 
 
建筑的施工模型必须接入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如果没有与某个组成部分精确匹配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可以

使用技术上类似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如果有多个类似的可用数据集，必须选择保守的方法（最坏情况原则）。 
 
请注意：如果使用简化计算法确定数量，则生产阶段、维护和更换以及建筑寿命终止阶段的指标结果必须乘以系数1.2。
如果考虑全面的被动房措施并根据标准TEC1.4指标1中得到认可，则被动式建筑简化法的系数1.2可以减少到1.1。 
 
 
1.3.2 生产阶段（模型A1-A3）完整计算法 
计算建筑施工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值，必须包含结构工程和装备，与建成状况一致。必须根据附件1订购结构和技术构

件。 
 
必须考虑满足至少一项以下条件（标准的减免条件）的所有材料： 
 

 占到建筑总重量1%以上的材料。被忽略的材料/材料组加起来，在整个建筑的质量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

5%。 
 以下规定适用于塑料和可再生原材料制成的产品：材料的总一次能源需求（PEtot）超过建筑总一次能

源需求（仅建筑，包括生产、维护和建筑生命终止）的2%。被忽略的材料/材料组加起来，在建筑的总

一次能源需求所占比例不得超过5%。 
 以下规定适用于涂层：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POCP）超过建筑相关潜势的2%。被忽略的材料/材料组

加起来，在建筑的夏季烟雾潜势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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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可验证地展现并证明数量测定的完整性（见上文）。要完成此任务，必须针对被忽略的材料进行粗略的相关性估量。 
 
同样的，在简化过程中，可以忽略施工场所工程、废弃物及废弃物管理。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运输、准备工作和土方开

挖。 
 
施工模型必须接入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如果没有与某个组成部分精确匹配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可以使用技

术上类似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如果有多个类似的可用数据集，必须选择保守的方法（最坏情况原则）。 
 
 
1.3.3 使用情景计算法 
在计算建筑使用相关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值时，必须考虑到供应和处理处置系统以及维修的内容。针对不同的建筑类别

考虑使用的适当的值作为参考使用寿命期td。应按照标准ECO1.1处理计算和结果。 
 
计算由以下模块构成： 
 

 模块B6：应考虑在用建筑的能源需求，仅限能源性能证书中记录的最终能源需求，或者能源需求模拟的

结果。 
 

 模块B2和B4：维护与更换，包括建造和建筑寿命终止阶段 
 
模块B6：运营能耗的使用情景 
在能源性能证书计算中，可以找到建筑运营各项/单项能源的最终能源需求值，详情见附件2描述（如果充分满足附件2中
描述的计算/模拟标准，则应考虑具体国家或地区与建筑能源性能相关的法定要求）4。此处，必须确保在计算包含最终

能源值及非一次能源值。计算出的能源需求必须根据T&D_04参考的净使用面积（NFA），即不考虑基于能源性能证书

的空调/供暖区域。或者，可以将建筑能源性能模拟的结果用于实际建筑。这么做的时候，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参数执行

计算。该内容在附件2、4和5中描述。 
 
基于相关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例如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CHISUCO或具体国

家的数据集5），应使用混合用电（electricity mix）作为预计电力需求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值的依据。在新建建筑情况中，

不用考虑绿色电力的采购。绿色电力的占比已经在混合用电中被包含。 
以下规定适用于产生的额外能量反馈输入电网或者用以满足建筑系统内部需求（光伏系统、热电联产机组）的情况：生

成的能量可以从建筑能源需求中扣除。应在此处说明以下内容： 
 

 通过考虑发电设施的内部电力使用，可能已经在能源性能证书计算中计算了已证实的电力需求。此种情

况下，比如，使用光伏系统发电时，可能会错误地减少建筑的可再生一次能源需求和总能源需求。必须

注意纠正这种情况。考虑到由热电联产机组生成的电力用于内部用途时，必须相应地纠正相应的建筑生

命周期评估指标。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阐明在能源需求的计算中是否考虑建筑系统的能量生产，以及是否在建筑生命周期

评估结果的计算中相应地加入此内容。 
 在大规模发电以减少源自电网的内部电力需求，将过剩电量反馈输入电网的情况下，电力平衡的净数值

以及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指标的总数值都有可能变成负数。应于能量为正的建筑（与建筑运营相关），这

些结果仅对被考虑的建筑有效。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尤其是归因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框架未涵盖

市场上对此类结果的推断。 
 

必须以附件的形式，将估计收益的明确清单附于计算之后。 

 
4 必须满足具体国家的能源性能证书（法定规则），并咨询 DGNB。 
5 使用具体国家的能源寿命周期分析数据库，需与 DGNB 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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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能源（例如用于满足供暖需求）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值按以下方式确定：必须指定热量生成法，必须使用相应的建

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使用的数据集（例如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已经部分包括了燃烧有效率（QG）损失。

有效率/损失应相应地记录在数据集中。 
 
如果针对具体情况没有可用的长距离区域供暖相关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则以下方法适用于长距离区域供暖的使

用： 
 

 如果能源供应商能够证明长距离区域供暖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但并非一次能源因素），可通过二

次燃料燃烧数据集进行估算（如不可用，可使用工业规模木材燃烧的数据集）。长距离区域供暖中非可

再生能源的比例与相应的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挂钩，例如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长距离

区域供暖数据集中非可再生能源的构成。必须通过供应商出具的相应证明或声明，证明供应商提供的长

距离区域供暖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大小。用于长距离区域供暖的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生物气、沼气、

填埋气和太阳热能。 
 
使用地热能、光伏系统、太阳能集热器或热电联产机组时，适用以下规定： 
 

 能源证书中展现的辅助能源通常包括热泵运营的电力需求。在此种情况下，还必须考虑以地热能形式的

可再生能源作为可再生一次能源。如果能源证书未呈现热泵的电力需求，则必须使用适当的热泵数据集

（必须包含电力需求和地热能形式的可再生能源）。 
 评估电热泵的过程：第一步，可使用能源性能证书中规定的热泵的电力需求（最终能源）以及混合用电

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确定热泵运营的环境影响潜势。第二步，用能源证书中规定的热泵的电力

需求（最终能源）乘以热泵的季节性效能因数（SPF），确定生成的可再生能源（PEe）。 
 允许使用电动盐水热泵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计算深层地热能。 
 评估运营中的光伏系统和太阳能集热器时，只能额外考虑已生成的可再生能源。 
 允许使用天然气冷凝式锅炉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计算热电联产机组产生的热量。为了充分考虑小

型热电联产机组，包括电力供应，推荐采用热电联产机组的具体计算，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热电联

产机组发电量的影响。必须按照产品的能量含量对影响进行归类（以确保与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的

一致性）。 
 

如果不能使用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直接呈现能量生产，则必须执行具体项目的计算。如果无法完成此项计算，则必

须通过可比较的可用数据集，完成适当的保守估算。必须说明并以文件形式记录采用选定方法的理由。或者，针对具体

的能源生产方法，可以使用符合DIN EN ISO 14025和DIN EN 15804的环境产品声明（EPD）作为优选的变体方案。 
 
对于工业过程产生的废热，如果能够证明此种废热不被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则其利用可单独纳入计算，即不包括排放和

资源支出。对于工业规模废物焚化设备产生的废热，其应用不属于是此规定的适用范围，必须根据长距离区域供暖规则

予以考虑（见上文）。 
 
模块B2和B4：维护与更换情景 
在以下数据源中可以找到构件的预期使用建筑生命： 
 

 建筑材料/建筑产品与技术设施：代表德国交通、建筑和住宅部的2001年“可持续建筑指导方针”，或者来

自于符合DIN EN 15804的环境产品声明（EPD），可以找到与使用寿命期参考值相关的相应信息。 
 

对于使用建筑生命低于参考期td的所有材料和构件或者表面，必须执行维护和更换方面的计算。计算中假定要更换原本

使用的构件/产品，须确定其预期使用建筑生命到期后的构件/产品的更换频率。出于此项计算，只允许完全（整体）更换

（不允许部分更换）。用参考期限除以构件/产品的预期使用建筑生命，确定更换频率。计算部分更换（非整体数值）时，

必须对最终数值四舍五入。针对此过程，一定要保证尽可能真实地计算更换的技术框架条件。尤其是，此规定适用于可

能要求去除并更换附加层的构件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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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频率按以下方式确定： 
nReplacement = 取整 rounded up (tR/tD) - 1      [-] 
 
  其中 

 nReplacement: 更换频率；如果结果为小数（部分更换），则结果必须取整为下一个整数。  
   

 tR:  建筑的参考使用期 [年] 
 tD:  构件的使用年限 [年] 
 

必须使用适当的“建筑生命终止阶段相关数据集”，以适当的数量计算更换构件/产品的回收和处理，并记录在全面评价中

（见建筑生命终止阶段情景的计算方法）。运输到施工场所和回收处理设施的过程可以被予以忽略。 
 
必须证明方法的合理性。必须保证所做的假设与计算建筑生命周期成本的不定期维护成本与所做的假设一致。 
 
请注意：如果使用部分计算法确定计算，则维护和更换情景的指标结果必须乘以系数1.4。如果考虑全面的被动房措施并

满足标准TEC1.4指标1中的要求，则被动房的部分计算法的系数1.4可以减少到1.35。如果使用简化计算法确定数量，则

维护和更换情景的指标结果必须乘以系数1.2。如果考虑全面的被动措施并满足标准TEC1.4指标1中的要求，则被动式建

筑简化法的系数1.2可以减少到1.1。 
 
 
1.3.4 建筑生命终止阶段的计算法（模块C1-C4和D）、建筑生命终止阶段情景以及系统限制之外的收益与责任 
计算建筑生命终止情景（EoL）下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时，必须包括生产阶段列出的所有材料/建筑材料的回收和处

理。为简化此过程，也可以使用相同的建筑生命终止情景，针对不同组别的材料执行计算。 
 
计算及评估时，材料必须分为以下材料组： 
 

(1)  可回收的金属 
(2)  可回收的矿物材料 
(3)  可热回收的材料（具有发热量，例如木材、塑料等） 
(4)  只可在垃圾填埋场沉积的材料 
(5)  供暖制冷系统和空调系统6  

 
 针对（1），适用以下规定：必须选择处理/循环的路径“循环使用/回收”。必须选择包含模块C和D的相应

“金属循环利用潜势”的数据集。必须确保精确的归类。如果没有明确适合的数据集，必须选择类似的数

据集。应该注意的是，只有一定比例是通过初级制造生产出来的金属，才可能被证明具有与该等比例相

应的循环利用潜势（这通常可以在根据DIN EN 15084计算出的建筑生命终止数据集中找到）。如果产

品完全是由循环利用材料构成的，则不可再评估进一步的循环利用潜势（例如钢筋）。 
 针对（2），适用以下规定：必须选择处理/循环的路径“循环使用/回收”。对于通常情况下明确具有可回

收性的矿物材料（比如用于道路回填或垃圾填埋场建设的混凝土等材料）来说，必须选择“建筑碎砖再处

理”过程（模块C中部分），且必须关联到相应碎石数量（模块D中部分）的货项凭单（负数据集）。 
 针对（3），适用以下规定：必须选择“热回收”作为处理选项。可按材料组别（木头、木质材料、塑料等）

整理数据集，必须呈现相对应的热回收值。在模块C4（如果是没有能量产生的热回收）中记录，如果可

以应用含能量产生的热回收（符合数据集中的定义），则在C3中记录。 
 针对（4），适用以下规定：如果除了在垃圾填埋场沉积之外，材料通常没有其他回收选择，则必须选

择循环利用路径“垃圾填埋场处理”。例如，此规定适用于玻璃、矿物棉、沥青片材等。必须为此选择适

当的数据集或者混合材料数据集。结果属于模块C的一部分。 

 
6 未包含在部分计算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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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5），适用以下规定：必须评价与生产相对应的数据集。此处，一定要确保数量的正确缩放比例

以及所使用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的正确参考单位（与“建造”下所列的声明相同）。 
 在建筑生命周期评估中详细考虑建筑服务设施时，必须相应地提供适当的建筑生命终止情景。这里，推

荐将建筑服务设施的材料构成分成几部分，以促成可用建筑生命终止情景和数据集的使用。 
 

注1：如果使用部分计算法确定数量，则建筑生命终止情景的指标结果必须乘以系数1.4（见上文）。如果考虑全面的被

动措施并根据标准TEC1.4指标1中得到认可，则被动式建筑部分法的系数1.4可以减少到1.35。如果使用简化计算法确定

数量，则建筑生命终止情景的指标结果必须乘以系数1.2（见上文）。如果考虑全面的被动措施并根据标准TEC1.4指标

1中得到认可，则被动式建筑简化法的系数1.2可以减少到1.1。 
 
注2：如果从环境产品声明中提出针对特定建筑产品的建筑生命终止情景，则必须确保环境产品声明中可以规定多个替

代情景。通常要定义一个标准情景，反映正常的循环利用路径。即使此标准情景是源自于上文中针对待应用建筑生命终

止情景给出的规范，也可以使用。但前提是产品的具体安装位置支持此种情景。（实例：环境产品声明标准情景假设产

品采用可以拆除的安装方式，例如用螺丝固定。但是，如果相关的具体项目是把产品胶合上去，则可能不再适用标准建

筑生命终止情景。此种情况下，必须使用适当的建筑生命终止情景。） 
 
注3：可用建筑生命终止数据集在细节方面的差异通常小于建筑材料的制造数据集（这也适用于一般数据集）。很少会针

对每一具体产品，使用最新方法回收建筑材料，往往都是将拆除材料分成几个产品组别，所以通过少量的平均数据集代

表建筑生命终止是适当且足够精确的做法。对于针对特定产品的回收方法，例如因为有一个已建成的回收系统，可能参

考包含建筑生命终止数据的相应环境产品声明。 
 
 
1.4 数据要求  
1.4.1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数据来源 
原则上，应该优先使用具体且已核实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比如环境产品声明，EPD），而不是通用的一般建筑生

命周期评估数据。DGNB为DGNB注册的审计师和咨询顾问提供访问以下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库的权限，包括一般和

具体数据： 
 

 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 
 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CHISUCO 

 
这些数据库符合建筑生命周期分析计算的范围和目的。采用统一的方法，针对每一指标提供要求的结果。必须通过独立

的专家，核实方法的一致性、合规性以及其他来源的具体数据的完整性。符合ISO 14025和DIN EN 15804的第三类环境

产品声明满足该等要求。 
只有在合乎情理的例外情况下，才允许使用特定制造商为建筑中未使用产品提供的数据集，考虑到所使用数据集可能出

现的偏差，必须给DGNB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指标加上至少10%的安全裕度。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应该首先选择能在技

术相关性和评价日期方面，最精确反映相关项目（材料、建筑生命终止情景、能源供应等）的数据集，例如设计阶段评

价的一般数据集、用于最终证明文档的具体产品的环境产品声明。 
请注意：使用简化计算法的计算规则时（只考虑建筑的选定组成部分）（见上文），建筑建造必须应用20%的裕度（系

数1.2），不要将此安全裕度与该裕度相混淆。  
 
对于未经过外部检查的其他通用（一般）数据，为了补偿数据无法精确反映现实的可能性，必须在计算中加上计算裕度

（“安全裕度”）。对于该等数据集在质量和代表性方面的分类，可以参考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等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时，适用以下通用规定：必须选择能最精确代表（在材料、建筑生命终止情景、能源供应等方面）评估对象

（材料或构件）的数据集，参考技术规范和评价时间的合规性（例如概念分析的通用数据、用于最终证明文档的特定公

司的环境产品声明）。未根据DIN EN 15804通过任何外部认证的具体项目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使

用（参见“必要的证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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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与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完整性相关的数据质量和要求 
可以选择针对墙壁、屋顶系统等组装构件或完整系统的综合数据，以及针对具体产品或具体材料的构件数据。任何情况

下，数据都必须具有代表性，不论其是否包含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平均值或者特定制造商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

除了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中提供的数据以外，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必须匹配EN 15804标准设定的方法标准、

质量和完整度，此方面必须有全面的文档证明，以备核查。 
如果使用环境产品声明，必须符合DIN EN 15804，且在产品使用时（或者在决定购买产品之时）必须有效。只有在合乎

情理的例外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有效性过期的数据集。 
 
请注意：符合DIN EN 15804的环境产品声明有效期为5年，但在个体案例中，如有必要，可以延长。 
 
使用名义上不符合DIN EN 15804的数据或环境产品声明时，必须确保数据或环境产品声明在质量和完整性方面，符合

与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相同的方法规范。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的减免标准必须满足DIN EN 15804的要求和/或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设定的方法标

准。 
 
注：如果本地没有可用的适当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DGNB审计师和咨询顾问应咨询DGNB。 
 
 
1.5 结果的报告和呈现 
必须创建简短的项目报告（见“必要的证明文档”），必须提供确保建筑模型创设透明度的信息。必须根据文档规范，呈

现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这么做的时候，必须评估标准描述中列示的指标和数据。 
 
必须按每年时间期间内每一平方米净使用面积（不包括地下车库行车车道）为单位，呈现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在所

有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标准上，必须统一规范地落实此规定。在核实文档中，净使用面积必须分成每一层的可用面积（UA）、
通行空间（CS）和技术设备面积（TPA）呈现，停车区域必须与地下车库的行车车道分别呈现。所有面积的计算都必须

符合[T&D_04]。 
 
以下规定适用于工业建筑：对于净楼板高度≤12米的建筑，必须使用以平方米净使用面积为单位的方法。对于净楼板高

度＞12米的建筑，必须参照以立方米为单位的总容积（BRI），执行评价。必须根据[T&D_04]计算总容积。 
 
 
2.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方法学基础 

评估需要对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建造和运营所造成排放进行优化。已确定的数值将以与净容积（NV）相关的指标结果

标注：指标结果，单位为[千克环境影响当量/（平方米净使用面积×年）]7。计算出的是建筑的年度平均值，与评价参考

值进行比较。较低的排放当量值对应于较低的潜在环境影响。必须针对每一环境影响指标，单独执行下文描述的计算方

法。 
 
2.1 对于实际项目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 
建成建筑的环境影响，作为一种可共享的参数，会以环境影响潜势（EIP）形式来呈现，用来表示评价指标在参考使用

寿命期内的年度平均值： 
EIPT = EIPC + EIPU (1) 
 

其中  
 EIPT

  
建筑建造过程（C）和建筑使用过程（U）导致的总的环境影响，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7 一次能源需求和非可再生一次能源需求指标的标注单位为[兆焦耳/平方米净楼面面积×年]，水需求指数的标注单位为

[立方米/平方米净楼面面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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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NFA*a)] 
 EIPC

  
建造过程的环境影响潜势：建筑（包括技术设施）建造、维护、回收和处理过程造成的环境

影响潜势，包括参考使用期 td内技术设备用于维护的年平均影响值，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

响 /(m2NFA*a)] 
 EIPU 使用过程的环境影响潜势：已落成建筑，在运营内可预期产生的年度环境影响潜势，源自于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最终能源需求，加上建筑运营期内用户设备的环

境影响潜势，源自于定义设施的最终能源需求（在“方法的具体用途描述”要求的范围内），单

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建筑建造过程的年度平均环境影响值 EIPC 计算方式如下： 
EIPC = (P + D + M) / td  (2) 
 

其中 
 P

  
已落成建筑生产（建筑建造和技术设施）导致的环境影响潜势的预测值，单位为 [kg 等量环

境影响 /(m2NFA*a)] 
 D

  
已落成建筑回收和处理（建筑建造和技术设施）导致的环境影响潜势的预测值，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M 已落成建筑维护和更换（建筑建造和技术设施）导致的环境影响潜势的预测值，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td 认证考虑的参考使用期，单位为[年]。 
 

 
建筑使用过程的年度平均环境影响值 EIPU 计算方式如下： 
EIPU = EIPUE + EIPUH + EIPUF (3) 
 

其中 
 EIPUE

  
使用期内电力需求的环境影响潜势，按照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计算，乘以

相关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中混合用电的环境影响潜势系数，单位为[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EIPUH
  

使用期内供暖和（如适用）制冷需求的环境影响潜势，按照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

模拟）计算，乘以相关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中选定能源的环境影响潜势系数，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EIPUF 仅针对选定方案：建筑经营期用户设备的年度环境影响潜势预测值，源自于定义设施的最

终能源需求，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2.2.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参考值计算 
环境指标（EIPGref）的参考值（30 和 40 子项分数）一般源自于 

 建造、维护和回收/处理造成排放的建造相关环境影响值的固定比例，以及 
 用作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依据的参考建筑水平上使用相关环境影响值的可变比例。可变

比例的计算是基于根据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确定的电力和供热需求（最终能量），乘以

定义的系数（电力结构和代表性热能结构的环境概况值）。 
 
REIP = EIPGref = EIPCref + EIPUref (5) 

 
其中 
 EIPCref

  
建造过程环境影响潜势的参考值：参考使用期td内建筑（包括技术设施）的建造、维护、

回收和处理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潜势的年度平均参考值，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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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PUref
  

使用过程环境影响潜势的参考值：建筑运营造成的年度环境影响潜势的参考值，源自于符

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参考建筑的最终能源需求，或者针对选定的方案，

建筑运营期内用户设备造成的年度环境影响潜势的参考值，源自于定义设施的最终能源需

求，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建筑建造过程的环境影响参考值 EIPCref 计算方式如下： 
EIPCref = 常量  (6) 
 
EIPCref 值取决于数据统计研究得出的相关参数。 
 
 
建筑使用过程的环境影响参考值 EIPUref 计算方式如下： 
EIPUref = EIPUEref + EIPUHref +EIPUFref (7) 
 

其中 
 EIPUEref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参考建筑年度电力需求（最终需求）的环境影

响潜势，单位为[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EIPUHref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参考建筑年度供暖和（如适用）制冷需求（最

终需求）的环境影响潜势，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EIPUFref 仅针对选定方案：建筑经营期用户设备的年度环境影响潜势参考值，源自于定义设施的最

终能源需求，仅针对选定方案：建筑经营期用户设备的年度环境影响潜势预测值，源自于

定义设施的最终能源需求，单位为 [kg 等量环境影响 /(m2NFA*a)] 
 

最终能源需求的计算是基于建筑能源性能证书或者标准化能量模拟。 
 
此计算方法的参考使用年限 td 设定为 50 年。针对  生产  及  物流  建筑类别的认证，参考使用年限为 20 年。 
 
换算表（参考）中已经考虑了以下影响参数：针对建筑相关的排放和资源需求的环境影响值：  

(1)  制造、维护和建筑生命终止阶段的相关统计研究 
(2)  DGNB 认证的结果 
(3)  DGNB 在环境指标方面的长期目标 

 
针对与用户相关的排放环境影响值： 

(4)  电力环境概况及典型热能构成的当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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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建筑的生命周期评价结果和参考值 
必须根据“评估方法的一般说明”确定已实现的数值和参考值。 
 
表 2:  建造、维护和回收/处理（“建造”）以及应用的参考值：全球暖化潜势（GWP）、臭氧破坏潜势（ODP）、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

（POCP）、酸化污染潜势（AP）和富营养化潜势（EP）EP 

 

GWP 

全球暖化潜势 

ODP 

臭氧破坏潜势 

POCP 

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 

AP 

酸化污染潜势 

EP 

富营养化潜势 

           
单位 [kg CO2 

equiv./(m2NFA*a)] 
[kg R11 
equiv./(m²NFA*a) 

[kg C2H4 
equiv./(m2NFA*a)] 

[kg SO2 
equiv./(m2NFA*a)] 

[kg PO43 

equiv./(m2NFA*a)]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建造 GWPCref = 9.4 ODPCref = 5.3 * 10-7 POCPCref = 0.0042 APCref = 0.037 EPCref = 0.0047 
 物流   
 生产  

     

建造 
(每 m³ BRI) 

GWPCref = 
1.2/(m³BRI*a) 

ODPCref = 1.9 * 10-8 

/(m³BRI*a) 
POCPCref = 0.0005  
/(m³BRI*a) 

APCref = 0.003  
/(m³BRI*a) 

EPCref = 0.0004  
/(m³BRI*a) 

 物流  
 生产  

     

建造  
(每 m2SA) 

GWPCref = 
12/(m2SA*a) 

ODPCref = 1.9 * 10-7 

/(m2SA*a) 
POCPCref = 
0.005/(m2SA*a) 

APCref = 
0.03/(m2SA*a) 

EPCref = 
0.004/(m2SA*a) 

      
           

Use GWPUref = 
GWPUEref  
+ GWPUHref  
+ GWPUF,ref  

ODPUref =  
ODPUEref  
+ ODPUHref  
+ ODPUF,ref 

POCPUref = 
POCPUEref  
+ POCPUHref  
+ POCPUF,ref 

APUref =  
APUEref  
+ APUHref 

+ APUF,ref 

EPUref =  
EPUEref  
+ EPUHref  
+ EPUF,ref 

 其中  其中 其中 其中 其中 

 GWPUEref =  
GWP factor 
el.mix * Eref 

ODPUEref =  
ODP factor el.mix * 

Eref 

POCPUEref =  
POCP factor el.mix 
* Eref 

APUEref =  
AP factor el.mix * 
Eref 

EPUEref =  
EP factor el.mix * 
Eref 

 GWPUHref =  
GWP factor heat 
* Href 

ODPUHref =  
ODP factor heat * 
Href  

POCPUHref =  
POCP factor heat * 
Href  

APUHref =  
AP factor heat * 
Href 

EPUHref =  
EP factor heat * 
Href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GWPUF,ref = 0 ODPUF,ref = 0 POCPUF,ref = 0 APUF,ref = 0 EPUF,ref = 0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GWPUFEref =  
GWP factor 
el.mix * EUFref 

ODPUFEref =  
ODP factor el.mix * 

EUFref 

POCPUFEref =  
POCP factor el.mix  
* EUFref 

APUFEref =  
AP factor el.mix  * 
EUFref 

EPUFEref =  
EP factor el.mix  * 
EUF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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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ref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参考建筑的电力需求（最终能量），单位为 
[kWh/(m2NFA *a)] 

 Href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参考建筑的供热需求（最终能量），单位为 
[kWh/(m2NFA *a)] 

 EUFref 用户设备的电力需求，单位为 [kWh/(m2NFA *a)] 
 

 全球暖化潜势（GWP）、臭氧破坏潜势（ODP）、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POCP）、酸化污染潜势（AP）
和富营养化潜势（EP）电力构成和热量系数来源于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

库 ESUCO/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 CHISUCO，或者符合 ISO 14025 和 DIN EN 15804 的任何其他建

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外部数据集的系统适配过程必须与 DGNB 达成一致。 
 
表 3:建造、维护和回收/处理（“建造”）以及应用的参考值：不可再生一次能源需求（PEnr）、总一次能源需求（PEtot）和可再生能源占总一

次能源需求（PEe/PEtot）比例 

 PENR PETOT PER/PETOT 

           
单位 [MJ/(m2NFA*a)] [MJ/(m2NFA*a)]  [%]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建造 PEnr,Cref = 123 PEtot,Cref = 151 [-] 
 物流   生产     
建造 
(每 m³ BRI) 

PEnr,Cref = 12.3  PEtot,Cref = 13.7 [-] 

 物流   生产     
建造 
(每 m2 NFA) 

PEnr,Cref = 123 PEtot,Cref = 137 [-] 

      
           

使用 PEnr,Uref =  
(PEnr,UEref + PEnr,UHref + PEnr,UFref) 

PEtot,Uref = 
(PEtot,UEref + PEtot,UHref + PEtot,UFref) 

[-] 

 where  where   

 PEnr,UEref = factor PEnr,E  MJ * Eref 
kWh 

PEtot,UEref = factor PEtot,E MJ * Eref kWh  

 PEnr,UHref = factor PEnr,H MJ * Href 
kWh 

PEtot,UHref = factor PEtot,H  MJ * Href 
kWh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公务中心  
 百货公司  PEnr,UFref = 0 PEtot,UFref = 0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PEnr,UFref = factor PEnr,E  MJ * EUFref 
kWh 

PEtot,UFref = factor PEtot,E  MJ * EUFref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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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建筑类别：   15% (使用和建造) 

      
           

其中 
 Eref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参考建筑的电力需求（最终能量），单位为 
[kWh/(m2NFA *a)] 

 Href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标准化能量模拟）的参考建筑的供热需求（最终能量），单位为 
[kWh/(m2NFA *a)] 

 EUFref 用户设备的电力需求，单位为 [kWh/(m2NFA *a)] 
 

 因数 PEnr,E 用于发电的一次能源（非可再生），来自于相关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例如欧洲可

持续建筑数据库 ESUCO、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 CHISUCO、国家数据集等） 
 

 因数 PEtot,E 用于发电的一次能源（总计），来自于相关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例如欧洲可持续

建筑数据库 ESUCO、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 CHISUCO、国家数据集等） 
 

 因数 PEnr,H 用于供暖的一次能源（非可再生），来自于相关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例如欧洲可

持续建筑数据库 ESUCO、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 CHISUCO、国家数据集等） 
 

 因数 PEtot,H 用于供暖的一次能源（总计），来自于相关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例如欧洲可持续建筑

数据库 ESUCO、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 CHISUCO、国家数据集等） 
 

 
注：所有国家（或地区）或全球（除欧洲可持续建筑数据库ESUCO和中国可持续建筑数据库CHISUCO以外）建筑生命

周期分析数据集必须符合ISO 14025、DIN EN 15804，其系统适配过程必须与DGNB达成一致。 
 
 
限定临界值和目标值计算 
 
标准的评估使用限定临界值 G 和目标值 Z，其通常的定义是应用于各种环境影响潜势的参考值，数学表述方式如下： 
 
GEIP = XEIP * REIP 
ZEIP = YEIP * REIP 

 
各种环境指标的相关系数 X 和 Y 必须按如下计算，如表 4 所示。  
 
表4: 各种环境指标的限定临界值和目标值 

限制值和目标值 GWP POCP AP EP PENR PETOT PER/PETOT ODP LS ADPE 

           
X（限定临界值系数） 1.4 2.0 1.7 2.0 1.4 1.4 5% - - - 
      
           

Y（一般目标值系数） 0.7 0.7 0.7 0.7 0.7 0.7 30% - - - 
      
           

Y+（超额目标值系数） 0.55 0.55 0.55 0.55 0.55 0.55 37.5% - - - 
      
           

 
请注意：可再生一次能源占比的参考值（15%）源自于 Ökobau.dat（德国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2017——德国能

源构成中可再生一次能源的当前占比；限定临界值（15%）源自于建筑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更低的能源占比以及不含

可再生能源的供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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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环境指标换算及得分计算 

分项得分   GWP POCP AP EP PENR PETOT PER/PETOT ODP WU ADPE 

0  GWPB ≥ 
1.4 * 
GWPtot,ref 

POCPB 
≥ 2.0 * 
POCPtot

,ref  

APG ≥ 
1.7 * 
APtot,ref 

EPB ≥ 
2.0 * 
EPtot,ref 

PEnr ≥ 1.4 
* PEnr,ref 

PEtot ≥ 1.4 
* PEtot,ref 

PEr/PEtot  
= 5%  

可提供的

ODPB 和  

ODPBref 

数据 

可提供的

WUB 和  

WUBref  

数据 

可提供的

ADPB 和  

ADPBref  

数据 

40 
(30 for 
PCM) 

 GWPB = 
GWPtot,ref  

POCPB 
= 
POCPtot

,ref 

APB = 
APtot,ref 

EPB = 
EPtot,ref 

PEnr = 
PEnr,ref 

PEtot = 
PEtot,ref 

PEr/PEtot 
= 15% 

n/a n/a n/a 

80 
(60 for 
PCM) 

 GWPB < 
0.70 * 
GWPtot,ref  

POCPB 
< 0.70 * 
POCPtot

,ref 

APB < 
0.70 * 
APtot,ref 

EPB < 
0.70 * 
EPtot,ref 

PEnr  < 
0.70 * 
PEnr,ref 

PEtot < 
0.70 * PE-
tot,ref 

PEr/PEtot 
<  
30% 

n/a n/a n/a 

90 
(70 for 
PCM) 
(over-
fulfil-
ment) 

 GWPB < 
0.55 * 
GWPtot,ref  

POCPB 
< 0.55 * 
POCPtot

,ref 

APB < 
0.55 * 
APtot,ref 

EPB < 
0.55 * 
EPtot,ref 

PEnr  < 
0.55 * 
PEnr,ref 

PEtot < 
0.55 * PE-
tot,ref 

PEr/PEtot 
<  
37.5% 

n/a n/a n/a 

 
 
评估加权环境影响指数的权重 
 
表6: 环境因素的加权值 (W) 

WGWP WPOCP WAP WEP WPENR WPETOT WPENR/PETOT 

           
40% 10% 10% 10% 15% 10% 5% 
      
           

 
为计算指标3“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比较计算”的加权环境影响（= 分数），必须针对每一环境指标，单独评估表4和
表5中与目标值、参考值和限制值相关的子项分数。之后，必须使用表6中的加权值对子项分数（SP）加权。加权子项分

数的总和是指标中分数的总和。取决于建筑生命周期分析计算法，指标的一般目标值（Y）总计为80（60）分，超额完成

目标值（Y+），最高可获得100（80）分。满足参考值总计为40（30）分。 
 
指标 3 的分值 =  
SPGWP*WGWP + SPPOCP*WPOCP + SPAP*WAP + SPEP*WEP + SPPEnr*WPEnr + SPPEtot*WPEtot + SPPEnr/PEtot*WPEnr/PEt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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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定义: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指标 
 
(1) 全球暖化潜势 (GWP)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导致贴近地面的空气层升温（温室效应）。全球暖化的影响主要用二氧化碳（CO2）所引起的全

球暖化潜势来表示——即以二氧化碳（CO2）当量表述对温室效应做出贡献的排放量。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持续时长不等，

所以必须结合时长说明全球变暖潜势值。使用100年期限作为描述对全球变暖潜势贡献特征的基础。此外，使用影响系数

描述不同物质对全球变暖潜势的贡献范围。着眼于100年期限考虑，同等质量下，甲烷的影响系数比二氧化碳高25倍。意

味着甲烷的二氧化碳当量是25。这意味着同等质量下，甲烷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是二氧化碳（全球变暖潜势值为1）的25倍。 
 
(2) 臭氧破坏潜势 (ODP) 
大气中只存在低浓度的臭氧，但它对地球上的生命极其重要。臭氧可以吸收短波紫外辐射，然后再以更大波长释放出来。

臭氧层保护地球免受太阳的紫外线A辐射和紫外线B辐射，防止地球表面过度变暖，保护动植物群。有害卤代烃在大气的

累积会破坏臭氧层。其造成的不良结果包括人类和动物的肿瘤以及扰乱光合作用。臭氧破坏潜势以[千克氟利昂 R-11当量

/平方米净使用面积×年]表示；臭氧破坏潜势值参考含氯氟烃的比较物质氟利昂-11（CFC-11）。与氟利昂-11（也称为R11；
化学式CCl3F）相比，臭氧破坏潜势低于1的所有物质都有较低的臭氧破坏潜势，而大于1的物质有较高的臭氧破坏潜势。 
 
(3) 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 (POCP) 
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势指的是与质量相关的有害痕量气体的当量数。该等痕量气体，例如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与紫外线

辐射相结合，会促进形成地面臭氧。此种含有高浓度臭氧的地面空气层污染也被称为光化学烟雾。光化学烟雾会损害呼吸

器官，伤害动植物。通过空气质量监测站定期确定地面臭氧的浓度，并记录在污染地图中。 
 
(4) 酸化污染潜势 (AP) 
酸化污染潜势指的是酸化排放物的影响，以二氧化硫（SO2）当量作为测量单位。含硫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等空气污染物

与空气中的水起反应，形成硫酸或硝酸，然后以“酸雨”的形式落到地面，进入土壤和水体。这会对生物和建筑造成损害。

例如，酸化土壤中的营养成分被快速化学分解，流失速度更快。 
土壤中也可能形成有毒物质，侵害植物根系，破坏植物水平衡。酸化结果的各种单项影响加在一起，会导致两种严重后果：

森林梢枯病和鱼类死亡。除此之外，酸雨也会侵蚀建筑。历史建筑中使用的砂岩最容易受到酸雨影响。 
 
(5) 富营养化潜势 (EP) 
富营养化指的是从低营养（贫营养）状态向高营养（富营养）状态变化的水和土壤。这是营养物质汇集造成的，尤其是含

磷和含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可能通过建筑产品的制造和燃烧排放的浸出进入环境。如果水体中可用营养物质的浓度增

加，藻类生长也会增加。这可能导致鱼类死亡以及其他后果。 
 
(6) 非可再生的一次能源需求 (PEnr) 
确定项目在建筑生命周期内建造、修理、运营和拆除/处理的非可再生一次能源需求。 
结合面积和使用年限，确定对非可再生一次能源的需求，以单位[[兆焦耳/（平方米净使用面积×年）]表述。可以通过能源

性能证书（EPC）确定计算所必需的数据（如标准ENV1.1“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所述）。建造和技术设施的环境影

响可能源自于所使用材料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 
 
(7) 总的一次能源需求 (PEtot) 
通过能源证书获得使用阶段必需的计算值。要确定建造和技术设施的环境影响，可参考所使用材料和构件的建筑生命周

期评估。一栋平均水平建筑的参考值会对建造和技术设施的评价起到帮助作用。 
 
(8) 可再生能源的占比 
此指标评价的是可再生能源在总一次能源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为了完成此评价，需将可再生一次能源在相关建筑总一次

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与符合能源性能证书的参考建筑的数值进行比较。如果建筑的数值比符合能源性能证书

的参考值低30%以上，可再生一次能源的占比要求可以按比例再下调。有鉴于此，设计师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理念，实现

首要目标：一次能源需求的整体下降。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1.1 /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附件 

 

© DGNB GmbH  71 

 
(9) 非生物资源耗竭潜势 (ADP elements) 
非生物耗竭潜势（ADP）作为一个影响类别，可导致非可再生（非生物）资源的消耗和缺乏。与源自于生物圈的资源不同，

这里指的是矿物资源。矿物资源包括化石原材料，被称为“非生物耗竭潜势化石燃料”，以及其他矿物，被称为“非生物耗竭

潜势要素”。一定要注意铀作为非化石燃料，被归入“非生物耗竭潜势要素”组别。化石原材料的特征因素表明每一种原材料

都有较低的发热量。假设此等原材料面临着同等水平的稀缺性，因为它们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剩余矿物材料的特征因素会考虑相关资源的可用数量及其年度开采率。数量的估算取决于地壳内可以找到多少原材料，

或者通过技术及经济上可行的方式能够提供多少原材料。此种估算会用到各种计算方法：“最终储量”只考虑地壳内发现的

总数量。“储量基础”考虑通过技术及经济上可行的方式可以开采的数量，而“经济储量”考虑到是从用经济上可行方式的开

采量。DIN EN 15804和DIN EN 15978纳入了“最终储量”法。 
 
(10) 用水量 (WU) 
耗水量或用水量指的是人类临时或永久性地从集水地区提取水，但未将所提取的水回存到同一集水地区。耗水量可能包

括蒸发、蒸腾、纳入产品/材料中或者存储到不同的集水地区或海洋。如果水没有保留在同一集水地区，蓄水池的蒸发也

可能被计作消耗量，和蒸发的灌溉水一样。 
选择使用此术语的目的是不把使用后依然留在同一集水地区的水计作消耗，例如用于发电的水力涡轮机、航行水道或者

冷却水。同样的，因自然过程蒸发的雨水不计作消耗。与DGNB标准相关的标准EN 15978和EN 15804包含一项指标“洁
净水的净使用量”。 
在EN标准获准通过时，ISO 14046“环境100管理——水足迹——原则、要求与指南”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它到2014年5
月才完成。我们有意使用ISO 14046的术语。落实EN 15804的指导文件（目前正在制定）将ISO 14046纳入考虑范围，更

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指标。标准EN 15978和EN 15804通常会区分消耗量/损耗量与使用量。但是，“洁净水的净使用量”指的

是消耗意义上的洁净水使用量，这也是“净使用量”有意传达的含义。在建筑生命周期评估软件系统中，例如GaBi ts，此指

标在某些情况下被称为“蓝色水消耗量”，单位为[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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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必须根据“评估方法的一般说明”确定参考值。 
针对符合能源性能证书的参考建筑，应在计算中包括以下维护照度值： 
 
 低照度：500 lux，相当于大约13 W/m²（*） 

（零售部门：通用、食品、面包店、家具、家庭用品等） 
 中照度：750 lux，相当于大约20 W/m²（*）  

（零售部门：商场、纺织品、清洁、香水、皮革制品等） 
 高照度：1000 lux，相当于大约26 W/m²（*）  

（零售部门：珠宝、照明、广播电视等） 
 超高照度：1500 lux，相当于大约39 W/m²（*）  

（租户装修） 
 
（*）使用“带外部电子镇流器的紧凑型荧光灯”作为基础，（直接）作为高效T5/T8照明和低效聚光灯的平均值。 
 
在附件3及后文中可以找到用户制冷设施电力消耗的参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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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DGNB认证体系中生命周期评价的系统边界 

 
    
图例说明: 

x = 纳入考虑范围 
(x) = 部分纳入考虑范围 
  = 不纳入考虑范围 
  = 不相关 

 
    A 1–3 A 4–5 B 1–7 C 1–4 D 

    

生产阶段  建设阶段  使用阶段  建筑生命周期终止阶段  系统边界以外

的收益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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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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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B6 B7 C1 C2 C3 C4 D 

 结构部件及结构工程                   

 挖掘                   

 挖掘工程                   

 支护工程                   

 抽水                   

 其他                   

 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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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改良 x x x            x x x 

 浅层地基 x x x            x x x 

 深层地基 x x x            x x x 

 地台基板与底板 x x x      (x)1      x x x 

 地板 x x x    (x)2  (x)1      x x x 

 结构防水 x6 x6 x6      (x)1      x6 x6 x6 

 排水 x x x      (x)1      x x x 

 其他 x7 x7 x7      (x)1      x7 x7 x7 

 外墙结构                   

 承重外墙 x x x      (x)1      x x x 

 非承重外墙 x7 x7 x7      (x)1      x7 x7 x7 

 外柱 x x x      (x)1      x x x 

 外部门窗 x6 x6 x6    (x)2  (x)1      x6 x6 x6 

 覆层单元 x6 x6 x6    (x)2  (x)1      x6 x6 x6 

 内衬（外墙） x6 x6 x6    (x)2  (x)1      x6 x6 x6 

 预制立面单元 x7 x7 x7      (x)1      x7 x7 x7 

 遮阳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其他 x7 x7 x7      (x)1      x7 x7 x7 

 内墙结构                   

 承重内墙 x x x      (x)1      x x x 

 非承重内墙 x7 x7 x7      (x)1      x7 x7 x7 

 内柱 x x x      (x)1      x x x 

 内部门窗 x6 x6 x6    (x)2  (x)1      x6 x6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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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衬（内墙） x6 x6 x6    (x)2  (x)1      x6 x6 x6 

 预制墙单元 x7 x7 x7      (x)1      x7 x7 x7 

 其他 x7 x7 x7      (x)1      x7 x7 x7 

 楼板与天花板                   

 楼板结构 x x x      (x)1      x x x 

 地板铺设 x7 x7 x7    (x)2  (x)1      x7 x7 x7 

 天花板衬层 x7 x7 x7    (x)2  (x)1      x7 x7 x7 

 其他 x7 x7 x7      (x)1      x7 x7 x7 

 屋顶                   

 屋顶结构 x x x      (x)1      x x x 

 屋顶采光，屋顶开口 x6 x6 x6    (x)2  (x)1      x6 x6 x6 

 屋顶构件 x7 x7 x7      (x)1      x7 x7 x7 

 屋顶表面覆盖物 x7 x7 x7      (x)1      x7 x7 x7 

 其他 x7 x7 x7      (x)1      x7 x7 x7 

 结构施工与安装                   

 一般安装 x7 x7 x7      (x)1      x7 x7 x7 

 特殊安装 x7 x7 x7      (x)1      x7 x7 x7 

 其他 x7 x7 x7      (x)1      x7 x7 x7 

 其他建造相关的内容                   

 场地设备                   

 脚手架                   

 安全措施                   

 拆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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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工程                   

 材料的最终处理                   

 附加工程                   

 临时建造工程                   

 其他                   

 建筑技术构件                   

 给排水与供气系统                   

 排水系统 x6 x6 x6      (x)1   (x)3   x6 x6 x6 

 供水系统 x6 x6 x6      (x)1   (x)3   x6 x6 x6 

 供气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其他 x6 x6 x6      (x)1      x6 x6 x6 

 供暖系统 x6 x6 x6            x6 x6 x6 

 产热装置 x6 x6 x6      (x)1  x    x6 x6 x6 

 热输配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辐射供暖装置 x6 x6 x6      (x)1      x6 x6 x6 

 其他 x6 x6 x6      (x)1      x6 x6 x6 

 空调通风系统 x6 x6 x6            x6 x6 x6 

 通风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局部空调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空调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制冷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其他 x6 x6 x6      (x)1      x6 x6 x6 

 强电设备 x6 x6 x6            x6 x6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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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压设备 x6 x6 x6      (x)1  x    x6 x6 x6 

 独立供电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低压开关柜 x6 x6 x6      (x)1  x    x6 x6 x6 

 低压设备 x6 x6 x6      (x)1  (x)5    x6 x6 x6 

 照明系统 x6 x6 x6      (x)1  x    x6 x6 x6 

 防雷接地系统 x6 x6 x6      (x)1      x6 x6 x6 

 其他 x6 x6 x6      (x)1      x6 x6 x6 

 电信系统和其他通讯设备 x6 x6 x6            x6 x6 x6 

 电信系统 x6 x6 x6      (x)1      x6 x6 x6 

 搜索和信号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计时系统 x6 x6 x6      (x)1      x6 x6 x6 

 电声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电视和天线系统 x6 x6 x6      (x)1      x6 x6 x6 

 安全系统 x6 x6 x6      (x)1      x6 x6 x6 

 传输网络 x6 x6 x6      (x)1      x6 x6 x6 

 其他 x6 x6 x6      (x)1      x6 x6 x6 

 建筑内的运输系统 x6 x6 x6            x6 x6 x6 

 电梯 x6 x6 x6      (x)1      x6 x6 x6 

 自动扶梯，移动步梯 x6 x6 x6      (x)1      x6 x6 x6 

 检修升降平台 x6 x6 x6      (x)1      x6 x6 x6 

 传送带 x6 x6 x6      (x)1      x6 x6 x6 

 吊车 x6 x6 x6      (x)1      x6 x6 x6 

 其它 x6 x6 x6      (x)1      x6 x6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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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相关的设备和配件 x6 x6 x6            x6 x6 x6 

 厨房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洗衣和干洗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媒体供应系统 x6 x6 x6      (x)1      x6 x6 x6 

 医学和实验室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消防设施 x6 x6 x6      (x)1      x6 x6 x6 

 游泳池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供热、制冷、通风相关的工艺设备 x6 x6 x6      (x)1      x6 x6 x6 

 废弃物处置设施 x6 x6 x6      (x)1      x6 x6 x6 

 其它 x6 x6 x6      (x)1      x6 x6 x6 

 建筑自动化 x6 x6 x6            x6 x6 x6 

 自动化系统 x6 x6 x6      (x)1  (x)5    x6 x6 x6 

 控制柜 x6 x6 x6      (x)1  (x)5    x6 x6 x6 

 管理和运营设施 x6 x6 x6      (x)1  (x)5    x6 x6 x6 

 房间控制系统 x6 x6 x6      (x)1  (x)5    x6 x6 x6 

 传输网络 x6 x6 x6      (x)1  (x)5    x6 x6 x6 

 其它 x6 x6 x6      (x)1  (x)5    x6 x6 x6 

 与服务相关的其他内容                   

 场地设备                   

 脚手架                   

 安全措施                   

 拆除工程                   

 修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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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的最终处理                   

 附加工程                   

 临时建造工程                   

 其他服务相关作业，其他项目                   

1）只包括更换产品的生产和处理，不包括更换过程本身（与建造过程相同）。 
2）维护过程在ENV1.1中以耗水量的形式部分呈现。 
3）建筑的耗水量在ENV1.1中表述。 
4）因为数据不充分，所以未表述光伏系统。 
5）用户耗电并未完全记录，因为它无法根据DIN V 18599完全确定。 
6）未包含在建筑组件的部分计算法（PCM）中 
7）采用部分计算法时，只考虑混凝土，包括钢筋（以及适用情况下的周界隔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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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NB认证体系中生命周期评价的系统边界 

(建筑使用阶段详述) 
  
Legend: 

x = 纳入考虑范围 
(x) = 部分纳入考虑范围 
  = 不纳入考虑范围 
  = 不相关 

 

 

    A 1–3 A 4–5 B 1–7 C 1–4 D 

    

生产阶段  建设阶段  使用阶段  建筑生命周期终止阶段  系统边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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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阶段的系统边界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B6 B7 C1 C2 C3 C4 D 

 运营成本 
                 

 资源供应                  
 水           x       
 供电、供暖用燃油           x       
 天然气           x       
 固体燃料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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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区域供热           x       
 电           x       
 技术媒介                  
 其它                  
 修复成本                  

 结构修复                  
 地基      (x)1) (x)3)  (x)2)         
 外墙      (x)1) (x)3)  (x)2)         
 内墙      (x)1) (x)3)  (x)2)         
 楼板和天花板      (x)1) (x)3)  (x)2)         
 屋顶      (x)1) (x)3)  (x)2)         
 结构配件      (x)1)   (x)2)         
 其它      (x)1)   (x)2)         

 系统设施修复 4                                   

 给排水与供气系统               (x)2)  x             

 供暖系统               (x)2)  x             

 空调通风系统               (x)2)  x             

 强电设备               (x)2)  x             

 电信系统和其他通讯设备               (x)2)               

 建筑内的运输系统               (x)2)               

 功能相关的设备和配件               (x)2)  x             

 建筑自动化               (x)2)               

 其它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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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工程修复                                   

 地表面                                   

 硬表面                               

 外部建造工程                               

 外部服务                               

 外部配件                               

 其它                               

 设备修复                                   

 设备                               

 艺术品                               

 其它                                   

1）被其他标准纳入考虑范围，例如室内空气质量。未包含在ENV1.1中。 

2）只包括更换产品的生产和处理，不包括更换过程本身（与建造过程相同）。 

3）维护过程在ENV1.1中以耗水量的形式部分呈现。 

4）未包含在部分计算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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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运营期的建筑能耗（模块B6） 

作为默认标准 DIN V 18599（德国供暖、供冷、通风、生活热水及照明用对净能源、最终能源及一次能源需求的计算）

的替代选择，可通过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能源性能证书或者建筑动态能源性能模拟确定最终能源需求。DGNB参考多项

计算和模拟标准，规定了评估建筑总能源使用量、基于一次能源或其他能源相关度量指标计算能效评价的通用框架。这么

做的时候，必须考虑能源性能证书计算和建筑能源性能模拟标准的以下边界条件。下文表7用图表展示了建筑能源需求计

算（选项1）和模拟（选项2）的可选途径。 
 
 
表 7: 能源模拟或计算的选项 

 
*允许使用其他兼容的计算方法取代DIN 18599标准，例如被动房规划套件（PHPP），针对建筑能源需求计算，提供了一

个精细的Excel工具以及大量世界各地的气候数据： 
https://passipedia.org/planning/calculating_energy_efficiency/phpp_-_the_passive_house_planning_package 
 
 
附件2.1：动态建筑模拟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标准 

出于模拟目的，DGNB参考了首要的建筑能源性能（EPB）标准——EN ISO 52000:2017系列标准（要了解详细内容，在

边界条件下参见表8，默认选择参见附件4），此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适合每一种国家情况的定制评价选择。总的

来说，为了计算建筑的能源需求，必须使用整体分析。整体分析指的是针对用于供暖、制冷、照明、通风、生活热水以及

某些情况下的电气用具的总能源，执行能效评价。这样可以保证所有技术都得到公平的处理和平衡。模拟标准必须包含建

筑或建筑部分区域内的热区评价规范。针对每一热区执行计算。在计算中，可以假设热区存在热耦合或者没有热耦合。作

为EN ISO 52000系列标准的替代选择，可以应用ASHRAE能源标准90.1-2013（或最新版本）。根据ASHRAE 140：2011
（或最新版本）标准，测试模拟程序。 
执行评价时，必须使用建筑场所所在地的微气候信息（例如市中心位置的“城市热岛”），使用所在地以小时计的典型气象

气候数据（测试参考年），基于过去30年间已知的本地气候数据。 
 
边界条件  
首要EPB标准EN ISO 52000具有模块化结构（描述见EN ISO 52000-1：2017），包括四个主要领域： 

 模块1 首要内容 
 模块2 建筑（本体） 
 模块3-11 建筑能源性能（EPB）下的技术建筑系统 
 模块12-13 其他系统或电气用具（非EPB） 

 

 
 

选项 1  选项 2 

国家能源性能证书(EPC)  建筑动态能源性能模拟 

a                                        b                                                              
a                                            b 

DIN 18599*  当地标准  EN ISO 52000  ASHRAE 90.1 

详见附件 2.2 中的描述  详见附件 2.1 中的描述 

https://passipedia.org/planning/calculating_energy_efficiency/phpp_-_the_passive_house_planning_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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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EN ISO 52000-1的模块化结构 

首要内容 

 

建筑 (本体) 

 

建筑技术系统 

子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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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加
湿

 

除
湿

 

生
活
热
水

 

照
明

 

建
筑
自
动
化
与
控
制

 

电
力
生
成

 

模块 1 模块 2 子项 1 

模块

2 

模块

3 

模块

4 

模块

5 

模块

6 

模块

7 

模块

8 

模块

9 

模块

10 

模块

11 

 
表8展示了在EN ISO 52000-1规定的模块化结构背景下，此文件在建筑能源性能标准集中的相对位置。 
注1.在ISO/TR 52000-2中，可以找到同一表格，其中针对每一模块，还附有相关建筑能源性能标准的编号以及已发布或

编制中的附带技术报告。 
注2.模块呈现了建筑能源性能标准，但一项建筑能源性能标准可能涵盖超过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可能被超过一项建筑能源

性能标准所涵盖，例如，分别被简化方法和详细方法所涵盖。 
 
在使用来自本地（国家）气象部门的动态天气数据，进行整体、全面的建筑能源性能模拟时，必须将模块3到模块11以及

模块1和模块2中的首要描述视作边界条件予以考虑。与标准中规定的计算程序校验相关的更多信息，见技术报告附带首

要主文件ISO/TR 52000-2。附件4提供了与默认标准、信息型默认选择以及参考其他建筑能源性能标准的相关信息。 
 
计算边界 
根据以下模块确定被测量的能源性能的运营条件数据计算边界： 
 

 模块3-10，针对供热； 
 模块4-10，针对生活热水； 
 模块4-10，针对供冷； 
 模块5-10，针对通风； 
 模块9-10，针对照明； 
 模块10-10，针对建筑自动化和控制； 
 模块11-10，针对电力生产。 

 
考虑源自于EN ISO 52000-1:2017（例如测量间隔和测量周期、分区等）首要条件和规定。模拟程序应该能够执行设计负

荷计算，以根据针对设计提案和基线建筑设定的公认工程标准（例如附件4中列出的标准）和手册（例如ASHRAE手册—
—基本原则），确定必要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HVAC）设备容量和空气及水流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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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具体国家的能源性能证书 

总的来说，没有可用的国家规定时，必须执行建筑能源性能模拟。如果使用了满足国家或地方法定要求的本地标准，则

DGNB可以接受将此标准作为建筑能源性能计算的有效文件。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就国家/地方标准与DGNB办事处进行

沟通，完成最终确认。即便因为国家规定、政策或传统等原因，预计国家/地方标准与附件4或者 ASHRAE 90.1中所列示

建筑能源性能标准（EN ISO 52000标准系列）的默认值、选择和参考值并非完全对应，也必须满足以下边界条件： 
 

 为了计算建筑的能源需求，必须使用整体分析。 
 针对每一供暖区执行计算。 
 必须使用建筑工地所在地的微气候，执行评价。 
 能源性能计算必须至少基于月进行计算 

 
 
计算边界 
为了验证具体国家的国家/地方建筑能源性能证书，在计算建筑总体能源性能时，必须考虑以下服务集合： 

a)（合理的）供暖和制冷能源需求； 
b) 加湿（除湿）的潜在能源需求； 
c) 照明（包括照明控制）的能源需求 
d)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能源需求 
e) 生活热水的能源需求 
f) 建筑自动化与控制的能源需求8 
g) 辅助能源设备 
h) 可再生能源能源生产（场地） 
 

针对住宅或非住宅建筑，或其中的部分，称为“建筑”或“评价对象”，可以使用计算法。 
但是，如果以使用动态天气数据的建筑热模拟（上文所述）实质上取代迭代计算法，意味着在评估标准“ENV 1.1——建筑

生命周期评估”和标准“SOC 1.1——热环境舒适性”时，使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关于电力需求，计算也要与标准“SOC 1.4—
—视觉舒适性”挂钩。 
 
参考建筑体的落实 
总的来说，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分析计算是基于符合本地建筑规定的基线（参考）建筑以及和实际（设计）建筑的比较。 
必须使用以下各项，计算实际建筑性能和基线建筑性能： 
 

 相同的模拟程序 
 相同的天气数据 
 相同的几何和面积属性 
 相同的居住和使用概况 

 
参考建筑有两个设计选择（默认值）： 
 

 符合国家规定9的基线建筑设计特征 
 符合附件5的基线建筑设计特征或者ASHRAE 90.1–2013（或最新版本）标准章节G3中规定的特征。 

 
模拟环境 
在建筑热模拟证明文档中，必须包括创建验证文档用到的程序，以及实际建筑和参考建筑模拟中数据的关键信息的总结。 
 

 
8 如果未被国家标准考虑，则必须在改编过程中与 DGNB 沟通。 
9 参考建筑的国家标准必须在改编过程中与DGNB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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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3.1: 含冷冻产品和商用制冷的食品部门的用户概况 

表 9: 含冷冻产品和商用制冷的食品部门的用户概况 

使用期限  从 到 

依
据
来
源
：
概
况
资
料

 n
o.

 7
 

每日的使用区间 时间 08:00 20:00 
年平均使用天数 duse,a  d/a 300 
年平均日间使用小时数 tday  h/a 2999 
年平均夜间使用小时数 tnight  h/a 601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制冷系统的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冷和供暖系统每年各

自的运行天数 dop,a 
d/a 300 

供暖系统的每天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环境状况 (如若可调节) 

 

房间供暖目标温度 °C 21 
房间制冷目标温度 °C 24 
供暖设计的最低温度 °C 20 
制冷设计的最高温度 °C 26 
减少运行时间的温度下降 K 4 
湿度要求  包含容差 

自外部空气通风的最低要求 VE 

  
按人数 m³ / h * persons 20  

按面积  m³ / h * m2   

机械新鲜空气流动速率 (实际使用过程)  从 到 
 

空气交换律 h-1     

空气交换律，仅空气 h-1    

照明 

维持照度值 Em Ix 500 
低照度（食品），注：

可用空间内平均照度值

500 lx，对应于货架上

大约 1,000 lx 

工作面的高度 hwp m 0.8 
减缩系数 kA  0.93 
相对缺失 CA  0 
房间指数 k  2.5 
建筑运营期的减缩系数 F1  1 

占用率 低 中 高 

最高占用率 m³ / person 6 5 4 

内部热源 满功率运行时数

(h/d) 
最大单位功率 (W/m²) 

 低 中 高 
使用者 (70 W 每人) 6 12 14 18 
工作辅助 a 17 -12 -10 -8 
每天供热 (qI,p+qI,fac) Wh/(m².d) -132 -86 -28 

a 如果热负荷消散在室外（例如中央商用供冷系统），冷藏柜就是散热器；否则，适用5瓦/平方米（而不是-10瓦/平方米）的标准单位功率值。冷

藏柜在周末的满功率运行时间较短，考虑一年使用300天，每天的满功率运行时间为17小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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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含冷冻产品但无商用制冷的食品部门的用户概况 

表 10: 含冷冻产品但无商用制冷的食品部门的用户概况 

使用期限  从 到 

依
据
来
源
：
概
况
资
料

 n
o.

 7
 

每日的使用区间 时间 08:00 20:00 
年平均使用天数 duse,a  d/a 300 
年平均日间使用小时数 tday  h/a 2999 
年平均夜间使用小时数 tnight  h/a 601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制冷系统的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冷和供暖系统每年各

自的运行天数 dop,a 
d/a 

300 

供暖系统的每天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环境状况 (如若可调节) 

 

房间供暖目标温度 °C 21 
房间制冷目标温度 °C 24 
供暖设计的最低温度 °C 20 
制冷设计的最高温度 °C 26 
减少运行时间的温度下降 K 4 
湿度要求  包含容差 

自外部空气通风的最低要求 VE 

  
按人数 m³ / h * persons 20  

按面积  m³ / h * m2   

机械新鲜空气流动速率 (实际使用过程)  从 到 
 

空气交换律 h-1     

空气交换律，仅空气 h-1    

照明 

维持照度值 Em Ix 500 
低照度（食品），注：

可用空间内平均照度值

500 lx，对应于货架上

大约 1,000 lx 

工作面的高度 hwp m 0.8 
减缩系数 kA  0.93 
相对缺失 CA  0 
房间指数 k  2.5 
建筑运营期的减缩系数 F1  1 

占用率 低 中 高 

最高占用率 m³ / person 6 5 4 

内部热源 满功率运行时数

(h/d) 
最大单位功率 (W/m²) 

 低 Medium 低 
使用者 (70 W 每人) 6 12 14 18 
工作辅助 a 17 -12 5 -8 
每天供热 (qI,p+qI,fac) Wh/(m².d) -132 169 -28 

a 如果热负荷消散在室外（例如中央商用供冷系统），冷藏柜就是散热器；否则，适用5瓦/平方米（而不是-10瓦/平方米）的标准单位功率值。冷

藏柜在周末的满功率运行时间较短，考虑一年使用300天，每天的满功率运行时间为17小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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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照度为500 lux 的用户概况 

表 11: 照度为500 lux 的用户概况 

使用期限  从 到 

依
据
来
源
：
概
况
资
料

 n
o.

 6
 

每日的使用区间 时间 08:00 20:00 
年平均使用天数 duse,a  d/a 300 
年平均日间使用小时数 tday  h/a 2999 
年平均夜间使用小时数 tnight  h/a 601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制冷系统的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冷和供暖系统每年各

自的运行天数 dop,a 
d/a 300 

供暖系统的每天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环境状况 (如若可调节) 

 

房间供暖目标温度 °C 21 
房间制冷目标温度 °C 24 
供暖设计的最低温度 °C 20 
制冷设计的最高温度 °C 26 
减少运行时间的温度下降 K 4 
湿度要求  包含容差 

自外部空气通风的最低要求 VE 

  
按人数 m³ / h * persons 20  

按面积  m³ / h * m2   

机械新鲜空气流动速率 (实际使用过程)  从 到 
 

空气交换律 h-1     

空气交换律，仅空气 h-1    

照明 

维持照度值 Em Ix 500 

低照度（通用、食品、

面包店、家具、家庭用

品等） 

工作面的高度 hwp m 0.8 
减缩系数 kA  0.93 
相对缺失 CA  0 
房间指数 k  2.5 
建筑运营期的减缩系数 F1  1 

占用率 低 中 高 

最高占用率 m³ / person 6 5 4 

内部热源 满功率运行时数

(h/d) 
最大单位功率 (W/m²) 

 低 中 低 
使用者 (70 W 每人) 6 12 14 18 
工作辅助 a 12 1 2 3 
每天供热 (qI,p+qI,fac) Wh/(m².d) 84 108 144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1.1 /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附件 

 

© DGNB GmbH  89 

附件 3.4:照度为750 lux 的用户概况 

表 12: 照度为750 lux 的用户概况 

使用期限  从 到 

依
据
来
源
：
概
况
资
料

 n
o.

 6
 

每日的使用区间 时间 08:00 20:00 
年平均使用天数 duse,a  d/a 300 
年平均日间使用小时数 tday  h/a 2999 
年平均夜间使用小时数 tnight  h/a 601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制冷系统的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冷和供暖系统每年各

自的运行天数 dop,a 
d/a 300 

供暖系统的每天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环境状况 (如若可调节) 

 

房间供暖目标温度 °C 21 
房间制冷目标温度 °C 24 
供暖设计的最低温度 °C 20 
制冷设计的最高温度 °C 26 
减少运行时间的温度下降 K 4 
湿度要求  包含容差 

自外部空气通风的最低要求 VE 

  
按人数 m³ / h * persons 20  

按面积  m³ / h * m2   

机械新鲜空气流动速率 (实际使用过程)  从 到 
 

空气交换律 h-1     

空气交换律，仅空气 h-1    

照明 

维持照度值 Em Ix 750 

中照度（商场、纺织

品、清洁、香水、皮革

制品等） 

工作面的高度 hwp m 0.8 
减缩系数 kA  0.93 
相对缺失 CA  0 
房间指数 k  2.5 
建筑运营期的减缩系数 F1  1 

占用率 低 中 高 

最高占用率 m³ / person 6 5 4 

内部热源 满功率运行时数

(h/d) 
最大单位功率 (W/m²) 

 低 中 低 
使用者 (70 W 每人) 6 12 14 18 
工作辅助 a 12 1 2 3 
每天供热 (qI,p+qI,fac) Wh/(m².d) 84 10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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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照度为1000 lux 的用户概况 

表 13: 照度为1000 lux 的用户概况 

使用期限  从 到 

依
据
来
源
：
概
况
资
料

 n
o.

 6
 

每日的使用区间 时间 08:00 20:00 
年平均使用天数 duse,a  d/a 300 
年平均日间使用小时数 tday  h/a 2999 
年平均夜间使用小时数 tnight  h/a 601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制冷系统的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冷和供暖系统每年各

自的运行天数 dop,a 
d/a 300 

供暖系统的每天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环境状况 (如若可调节) 

 

房间供暖目标温度 °C 21 
房间制冷目标温度 °C 24 
供暖设计的最低温度 °C 20 
制冷设计的最高温度 °C 26 
减少运行时间的温度下降 K 4 
湿度要求  包含容差 

自外部空气通风的最低要求 VE 

  
按人数 m³ / h * persons 20  

按面积  m³ / h * m2   

机械新鲜空气流动速率 (实际使用过程)  从 到 
 

空气交换律 h-1     

空气交换律，仅空气 h-1    

照明 

维持照度值 Em Ix 1000 

高照度（珠宝、照明、

广播电视等） 

工作面的高度 hwp m 0.8 
减缩系数 kA  0.93 
相对缺失 CA  0 
房间指数 k  2.5 
建筑运营期的减缩系数 F1  1 

占用率 低 中 高 

最高占用率 m³ / person 6 5 4 

内部热源 满功率运行时数

(h/d) 
最大单位功率 (W/m²) 

 低 中 低 
使用者 (70 W 每人) 6 12 14 18 
工作辅助 a 12 1 2 3 
每天供热 (qI,p+qI,fac) Wh/(m².d) 84 10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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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照度为1500 lux 的用户概况 

表 14: 照度为1500 lux 的用户概况 

使用期限  从 到 

依
据
来
源
：
概
况
资
料

 n
o.

 6
 

每日的使用区间 时间 08:00 20:00 
年平均使用天数 duse,a  d/a 300 
年平均日间使用小时数 tday  h/a 2999 
年平均夜间使用小时数 tnight  h/a 601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制冷系统的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通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冷和供暖系统每年各

自的运行天数 dop,a 
d/a 300 

供暖系统的每天使用区间 时间 06:00 20:00 

室内环境状况 (如若可调节) 

 

房间供暖目标温度 °C 21 
房间制冷目标温度 °C 24 
供暖设计的最低温度 °C 20 
制冷设计的最高温度 °C 26 
减少运行时间的温度下降 K 4 
湿度要求  包含容差 

自外部空气通风的最低要求 VE 

  
按人数 m³ / h * persons 20  

按面积  m³ / h * m2   

机械新鲜空气流动速率 (实际使用过程)  从 到 
 

空气交换律 h-1     

空气交换律，仅空气 h-1    

照明 

维持照度值 Em Ix 1500 

超高照度（租户装修、

购物中心） 

工作面的高度 hwp m 0.8 
减缩系数 kA  0.93 
相对缺失 CA  0 
房间指数 k  2.5 
建筑运营期的减缩系数 F1  1 

占用率 低 中 高 

最高占用率 m³ / person 6 5 4 

内部热源 满功率运行时数

(h/d) 
最大单位功率 (W/m²) 

 低 中 低 
使用者 (70 W 每人) 6 12 14 18 
工作辅助 a 12 1 2 3 
每天供热 (qI,p+qI,fac) Wh/(m².d) 84 10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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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7: 用户制冷设施用电参考规范 

消费者市场和购物中心因为有为客户提供的制冷设施，所以有非常高的电力消耗。制冷设施与建筑的室内气候概念和能

源概念直接交互，所以它们可以融入到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和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价中。因此，在建筑生命周期成本中整

合用户制冷设施的电力消耗，而不包括设想的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因为针对此类成本，目前还没有经过验证的数据。 
 
表 15: 用户冷藏柜用电参考规范 

   单位  总计  

线性距离每米的电力消耗 
 kWh/(a * linear metre) 3000 ** 

运行时数 / 年 
 h/a 8760 

 
** 根据德国联邦环境部（Umweltbundesamt – UBA）报告（正常制冷+深度冷冻的平均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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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参考标准 

表 16: 参考标准，通过模块代码编号识别 

参考 参考文件 

 
标号 文件名称 

M1-4 EN ISO 52003-1 
建筑物能源性能——指标、要求和认证——第1部分：总体能源性能的

通用方面和应用 

 
EN W16798-1 
or EN 15251 

建筑物能源性能——第1部分：建筑物选址室内空气质量、热环境、照

明和声学设计和能量性能评估用室内环境输入参数——模块M1-6；
（EN 15251修订版） 

M1-13 EN ISO 52010-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首要评价程序。外部环境条件——第1部分：计

算程序 

M1-14 EN 15459-1 建筑物内能量系统用经济评价程序 

M2-2 EN ISO 52016-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建筑物和建筑构件——计算建筑物或建筑物区

域中的感热和潜热负荷的能源需求——第1部分：计算程序 

M2-3 EN ISO 52017-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建筑物和建筑构件——计算建筑物或建筑物区

域中的动态热平衡——第1部分：详细程序 

M2-4 EN ISO 52018-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建筑物和建筑物构件——表达能源性能和能源

性能要求的方式——第1部分：表达和程序 

M2-5 EN ISO 13789 建筑物的热性能——传输和通风传热系数——计算方法 

 
EN ISO 13370 建筑物的热性能——地面传热——计算方法. 

 
EN ISO 6946 建筑物组件和建筑物构件——热阻和热传递率——计算方法 

 
EN ISO 10211 建筑结构中的热桥——热流和表面温度——详细计算 

 
EN ISO 14683 建筑结构中的热桥——线性热透射率——简化方法和默认值 

 
EN ISO 10077-1 窗、门和百叶窗的热性能——热传输的计算——第1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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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ISO 10077-2 

窗、门和百叶窗的热性能——热传输的计算——第2部分：框的数值化

方法 

 
EN ISO 12631 幕墙热性能——热透射率计算 

M2-9 EN ISO 13786 建筑构件的热性能——动态热特性——计算方法 

M2-8 EN ISO 52022-3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建筑物和建筑物构件——太阳光和视觉特征—
—详细计算方法 

 EN ISO 52022-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建筑物和建筑物构件——太阳光和视觉特征—
—简化计算方法 

   

M3-1 EN 15316-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1、M8-2——建筑物内的供热和生活热

水系统——第1部分：总则和能源性能表示 

M3-3 EN 12831-1 建筑物内的供热系统——设计热负荷的计算方法 

M3-5 EN 15316-2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5、M4-5——空间排放系统（供热和供

冷） 

M3-6 EN 15316-3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65、M4-6、M8-6——分配系统（生活热

水、供热和供冷） 

M3-7 EN 15316-5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3-7；M8-7——部分5-1：供热和生活热水

的储存系统 

M3-8 EN 15316-4-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8-1、M8-8-1——供热和生活热水供应系

统，燃烧系统（锅炉、生物质） 

 EN 15316-4-2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8:1——供热系统——部分4.2:1：发生

与控制——热泵系统 

 EN 15316-4-3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8-3、8-8-3、11-8-3——热发生系统、

太阳热能和光伏系统 

 EN 15316-4-4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8-4、8-8-4、11-8-4——热发生系统、

建筑物集成废热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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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15316-4-5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8-5；M4-8-5；M8-8-5；M11-8-5——区

域供热和供冷 

 EN 15316-4-8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建筑物内的供热系统和水基供冷系统——模块

M3-8-8——空间发热系统、热风供热和架空辐射供热系统，包括炉灶

（当地） 

M3-10 EN 15378-3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3-10和M8-10——供热和生活热水——测量

的能源性能 

M3-11 EN 15378-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建筑物内的供热系统——供热和生活热水系统

的检查 

M4-1 EN 16798-9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第9部分：建筑物通风——模块4-1——供冷系

统能源要求的计算方法——通则 

M4-3 EN 16798-11 建筑物能源性能——第11部分：模块M4-3——设计供冷负荷的计算 

M4-7 EN 16798 – 15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第15部分：模块M4-7——供冷系统的计算——
储存——通则 

M4-8 EN 16798-13 
建筑物能源性能——第13部分：模块M4-8——供冷系统的计算——发

生 

M4-11 EN 16798-17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第17部分：建筑物的通风 

——模块M4-11、M5-11、M6-11、M7-11——通风和空调系统检查的

指导方针 

M5-1 EN 16798-3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第3部分：非住宅建筑物的通风——通风和房间

调节系统的性能要求 

M5-5 EN 16798-7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5-5——建筑物的通风——通风和空调系

统性能要求的计算方法——第7部分：排放（确定空气流速） 

M5-6 EN 16798-5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5-6、M5-8, M6-5、M68、M7-5、M78—
—建筑物的通风——通风和空调系统性能要求的计算方法——部分5-
1：分配和发生——方法1 

M8-2 EN 12831-3 生活热水系统热负荷和需求特征描述 

M9-1 EN 15193-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模块M9——照明的能源需求——第1部分规范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1.1 /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附件 

 

© DGNB GmbH  96 

M10-1 EN 15232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楼宇自动化、控制和管理的影响 

M10-11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楼宇自动化和控制的检查 

M10-12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楼宇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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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参考建筑 
附件提供了在没有可用本地数值的情况下，制定全球可以用的参考建筑要考虑的因素。 
 

附件 5.1: 使用和运营 

*D  =  日光传感器 
*M  =  手动（考虑用户行为开启/关闭照明） 
*P  =  测定/运动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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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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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最
低

新
鲜

空
气

交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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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低

湿
度

要
求

 

照
度

 

     要
素

照
明

 

照
明

控
制

 

  

    [HOUR

S/DAY] 

[HOURS/A]   [M3/P] [WH/M2 

DAY] 

[WH/M2 

DAY] 

[°C]  [°C] [%] [M3/M2H]  [LUX]   

1 单独 /集群办

公室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14 30 42 21 

 

17 24 无要求 50 4 无 

 

500 0.7 D* 

2 开放空间办

公室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10 42 60 21 17 24 无要求 50 6 无 500 1 D* 

3 会议和研讨

会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3 96 8 21 

 

17 24 无要求 - 15 无 500 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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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柜台大厅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12 36 24 21 

 

17 24 无要求 - 2 无 200 1 M* 

5 食堂  08:00 15:00 7 1750 9 2250 1.2 177 10 21 17 24 无要求 - 18 无 200 1 M* 

6 餐厅  10:00 00:00 14 4200 16 4800 1.2 236 14 21 17 24 无要求 - 18 无 200 1 M* 

7 厨房  10:00 23:00 13 3250 15 4500 10 56 1800 21 17 24 无要求 - 90 无 500 1 M* 

8 厨房——准

备、储存  

10:00 23:00 13 3250 15 4500 10 56 180 21 17 24 无要求 - 15 无 300 1 P* 

9 厕所、浴室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 0 0 21 17 24 无要求 50 15 无 200 1 P* 

10 邻近区域

（无娱乐

区）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 0 0 21 17 24 无要求 50 0.15 无 100 1 P* 

11 计算空间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 0 0 21 17 24 无要求 50 0 无 100 1 P* 

12 储存、服务

室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 0 0 21 17 24 无要求 50 0.15 无 100 1 M* 

13 服务器机房  00:00 00:00 24 8760 24 8760 30 15 1800 21 17 24 无要求 - 1.3 无 500 0.5 P* 

14 停车场（办

公和私人使

用）  

07:00 18:00 11 2750 13 3250 - 0 0 - - - 无要求 - 8 无 75 1 M* 

15 停车场（公

共使用）  

09:00 00:00 15 5475 17 6205 - 0 0 - - - 无要求 - 16 无 75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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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建筑围护结构 

 
 

编号  

 

建筑构件  

 

性质  

 

参考值  

1.1 暴露在空气中的外墙、地板 传热系数 UW = 0.28 W/(m2 K) 

1.2 幕墙立面（同时参见编号 1.14） 传热系数 UW = 1.40 W/(m2 K) 

玻璃导热系数 g = 0.48 

玻璃的光传递指数 TD65 = 0.72 

1.3 暴露在土壤中的墙壁、底板、与无供热房间相连接

的墙壁和天花板（除编号 1.4 规定建筑构件以外） 

传热系数 UW = 0.35 W/(m2 K) 

1.4 屋顶（只要编号 15 中未予考虑）、顶层楼板、中

厅过道方向的墙壁 

传热系数 UW = 0.20 W/(m2 K) 

1.5 玻璃屋顶 传热系数 UW = 2.70 W/(m2 K) 

玻璃导热系数 g = 0.63 

玻璃的光传递指数 TD65 = 0.76 

1.6 照明排 传热系数 UW = 2.40 W/(m2 K) 

玻璃导热系数 g = 0.55 

玻璃的光传递指数 TD65 = 0.48 

1.7 采光穹顶 传热系数 UW = 2.70 W/(m2 K) 

玻璃导热系数 g = 0.64 

玻璃的光传递指数 TD65 = 0.59 

1.8 窗户、玻璃门（同时参见编号 1.14） 传热系数 UW = 1.30 W/(m2 K) 

玻璃导热系数 g =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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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光传递指数 TD65 = 0.78 

1.9 采光屋顶、天窗（同时参见编号 1.14） 传热系数 UW = 1.40 W/(m2 K) 

玻璃导热系数 g = 0.60 

玻璃的光传递指数 TD65 = 0.78 

1.10 外门 传热系数 UW = 1.80 W/(m2 K) 

1.11 建筑构件编号 1.1 以及编号 1.3 到 1.10 热桥调整 ΔUW = 0.05 W/(m2 K) 

1.12 建筑的密封防漏 相关值 n50 带通风:   n50 = 1.0 h-1 

不带通风:   n50 = 1.5 h-1 

1.13 遮阳和/或防眩板的日光供应 日光供应系数 CTL,Vers,SA 不提供遮阳或防眩板：0.70 

提供防眩板：0.15 

1.14 遮阳装置 计算参考建筑时，需考虑已建成建筑的遮阳装置。这指的是夏季根据标准TEC1.3指标6“太阳热

防护”采取的隔热措施。 

如果使用太阳能玻璃来满足此指标，针对所使用的太阳能玻璃，需要考虑以下数值： 
 取代编号1.2 

 玻璃导热系数：g = 0.35 
 玻璃的光传递指数：TD65 = 0.58 

 取代编号1.8和1.9中的数值： 
 玻璃导热系数：g = 0.35 

 玻璃的光传递指数：TD65 =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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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5.3:建筑的供暖、通风、空调和照明 

 
 

编号  

 

系统  

 

参考值  

2.1 照明技术 直接/间接，每一种都有电子镇流器和荧光灯管 

2.2 照明控制 参见附件 5.1 表格中的“照明控制”栏 

3.1 供热（楼底高度≤4 米）——热发生器 考虑位于热封套之外的锅炉、鼓风式燃烧器和民用燃料油，含水量＞0.15 升/千瓦 

3.2 供热（楼底高度≤4 米）——热分配  散热器供热和热风供热的情况下（通风系统的分散式再热器） 
套管网络、非供热区的外部分配管道、内部增压管、内部供应线、系统温度55/45℃、液压

对齐、Δp常数、按需求设计的泵、间歇运行的泵、无溢流阀，计算参考建筑的长度时，采

用标准长度的70%，且可以根据DIN V 18599-5选择环境温度。 
 
 集中通风系统的情况下： 
套管网络、系统温度 70/55℃、液压对齐、Δp 常数、按需求设计的泵，计算参考建筑时，必

须假设管道的长度和位置与实际建筑一致。 

3.3 供热（楼底高度≤4 米）——热传递  散热器供热的情况下： 
固定在外墙上的自由加热面，带玻璃表面和辐射防护，P控制器（1K），无辅助能。 

 
散热器热风供热的情况下（通风系统的分散式再热器）房间温度为受控变量，高控制质量。 

3.4 供热（楼底高度＞4 米） 供热系统： 

热风供热，带标准感应出口，侧面空气出口，符合 DIN V 18599-5 的 P 控制器（1K）。 

4.1 生活热水——中央系统  热发生器： 
符合DIN V 18599-8章节6.4.1的太阳能集热器，包括： 
 平板集热器：AC = 0.09×(1.5×净楼面面积a*)0.8 
 蓄能系统下方太阳能部分的蓄能量：VS,SOL = 2×(1.5×净楼面面积a*)0.9 
 如果净楼面面积a*＞500平方米，“大型太阳能设备” 
通过供热系统的热发生器提供剩余需求。 

注：指的是由中央系统供应的区域的净楼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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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热： 
间接加热蓄能系统（垂直），位于热封套之外。 

 
 热分配： 

包括循环、Δp常数、按需求设计的泵，计算参考建筑时，必须假设管道的长度和位置与实际

建筑一致。 

4.2 热水——分散式供水系统 即热式电热水器，每一设备配一个水龙头和 6 米长的管道。 

5.1 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排气系统 风机比功率：PSFP = 1.0 千瓦/（立方米/秒） 

5.2 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不带再加热和供冷功

能的供气和排气系统 

风机比功率： 
 供气风机：PSFP = 1.5千瓦/（立方米/秒） 
 排气风机：PSFP = 1.0千瓦/（立方米/秒） 

如果可提供以下部件，仅可考虑符合DIN EN 13799章节6.5.2的额外调整：高效微粒空气

过滤器、气体过滤器或者H1或H2级热回收系统 
 通过热板式换热器（交叉-逆流）进行热回收，其中： 

 回收热系数：ηt = 0.6 
 压力比：fP = 0.4 
 建筑物内部的风道布置 

5.3 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带受控空气调节的供

气和排气系统 

风机比功率： 
 供气风机：PSFP = 1.5千瓦/（立方米/秒） 
 排气风机：PSFP = 1.0千瓦/（立方米/秒） 

如果可提供以下部件，仅可考虑符合DIN EN 13799章节6.5.2的额外调整：高效微粒空气过

滤器、气体过滤器或者H1或H2级热回收系统 
 通过热板式换热器（交叉-逆流）进行热回收，其中： 

 回收热系数：ηt = 0.6 
 压力比：fP = 0.4 
 供气温度：18℃ 
 建筑物内部的风道布置 

5.4 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空气加湿系统 计算参考建筑时，必须假设加湿设备与实际建筑的一致。 

5.5 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纯空气调节 安装可变风量系统的情况下： 
 压力比：fP = 0.4 
 建筑物内部的风道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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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间供冷 
 供冷系统： 

 冷却水风机盘管，护栏装置 
 冷水温度：14/18℃ 

 
 冷却水环路房间供冷： 

 溢流：10% 
 分配的比电功率：Pd,spec = 30瓦el/千瓦cooling 
 液压对齐、受控泵、液压解耦泵、季节性和夜间/周末关机 

7 供冷生成系统 
 发生器： 

 活塞/涡旋式压缩机多档可变换，R134a，空气冷却式 
 

 冷却水温度： 
 如果通过房间供冷冷却的净楼面面积＞5,000平方米，此区域的系统温度：14/18℃ 
 否则：6/12℃ 

 
 包含冷却水环路发生器的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供冷： 

 溢流：30% 
 分配的比电功率：Pd,spec = 20瓦el/千瓦cooling 
 液压对齐、非受控泵、液压解耦泵、季节性和夜间/周末关机 
 调节区域以外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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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评估的要求。 
 
指标 1: 规划阶段的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参与规划流程的审计师或其他专业规划师通过证明文档，确认规划流程中采用建筑生命周期评估 
 明确提及建筑物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比较的摘录 
 对所使用方法和分析范围的简要描述 
 各式证明文档必须证明它们与各服务阶段之间的关系 
 规划团队参与以及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沟通的确认（例如通过规划日志） 

 
 
指标 2: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优化 

 审计师通过试运转证明文档确认针对重要决策已采用建筑生命周期评估 
 验证建筑生命周期评估计算，以及执行计算的依据是全面考虑法还是部分分析法的分类 
 所考虑的替代选项的描述，包括内容 
 明确证明评价和各服务阶段之间的关系（含数据） 
 规划团队参与以及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沟通的确认（例如通过规划日志） 

 
 

指标 3: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的比较计算 
根据简化计算法进行建造计算的证明文档 

 建筑模型的描述，包括总平面图原始数据的来源、城市设计理念以及航拍照片 
 构件或表面/材料（数量和预计使用期限）；如果构件分组结合，则必须明确披露此情况； 
 建筑面积和容积； 
 确定国家能源性能证书计算或模拟模型中围护表面（外墙，包括窗/立面、底板、屋顶）的数量，评价

中包含的组件的归类； 
 窗户/窗门/柱梁立面（类型和面积，包括框架比例），普通主轮廓系统的描述； 
 确定内部墙壁和支撑的数量；通过平面图证明合理性，包括内部墙壁和支撑的类型； 
 内门；最重要类型的数量（个数和面积）和规范，计算的描述； 
 确定楼层天花板的数量； 
 按层次顺序描述构件，并提供层次厚度、估计容积密度以及所使用数据集的归类； 
 确定基础数量的描述； 
 对于钢筋混凝土，必须以千克/立方米或千克/平方米为单位，说明钢筋在构件中所占比例。或者，可以

通过项目的完整清单记录钢筋用量。 
 供热供冷系统和无管道空调系统的证明文档； 
 必须记录被忽略的过程/构件。 
 所使用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依据。如果使用了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集，必须披露此数据的依据

或者一致性检查的相应部分（例如符合EN15804）。如果使用了特定产品环境产品声明，必须提供审

计师就此种宣告使用出具的确认函。 
 
根据完整计算法进行建造计算的证明文档 

 建筑面积和容积； 
 未归入截断标准的所有构件或表面/材料（数量和估计使用期限）； 
 结构和技术构件的质量摘录； 
 必须可验证地展现并证明数量测定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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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使用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依据。如果使用了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集，必须可验证地披露此数

据依据或者一致性检查的相应部分。 
 
根据情景计算法的证明文档 

 符合国家能源性能证书或模拟的认证建筑及参考建筑的电力和供热需求（最终能源）。计算必须对应

执行的建筑，能源证书必须随附有效签名。详细技术方案中特定电效率的规范，用于计算人造光需

求，否则按照附件2所列方法进行计算； 
 供热供冷系统、空调系统和能源的类型； 
 对于长距离区域供热，必须通过相应的证书（但是证书不能只解释一次能源因素）或供应商声明，证

明所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如果为了简化，使用了来自相关已验证数据集的国家或地区长距离区域

供热构成的数据集，则不必提供此种证明。 
 构件和表面的估计使用期限； 
 符合针对建筑能源系统的德国《可再生能源法案》的描述和供应值； 
 废热的来源证明，以及使用废热情况下，如果提供此种证明。 
 对于特定项目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计算，必须证明符合DIN EN 15804的方法要求。此种情况下，

必须提供两种形式的证明： 
 计算方法符合DIN EN 15804的确认（由获得认可的DIN EN 15804专家提供，获得认可的专家包括验

证环境产品宣告计划符合DIN EN 15804的专家，或者提供可验证地符合DIN EN 15804的数据提供者

等）。 
 由独立内部或外部第三方（例如质量经理或获得认可的专家）提供的确认，确认特定项目的数据与计

算中的输入数据彼此对应。 
 如果使用工具计算特定项目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数据，则必须提供以下证明： 
 如果DGNB一致性检查中提出要求，则必须出示证明，证明计算方法符合DIN EN 15804的要求。对于

工具，此项可以是由获得认可的DIN EN 15804专家提供的确认。获得认可的专家包括验证获得认可的

环境产品宣告计划是否符合DIN EN 15804的专家，例如建筑与环境研究所（Institut Bauen und 
Umwelt e.V. IBU）。 

 此外，如果使用了计算工具，则必须保证建筑中实际安装/使用的解决方案与计算彼此对应。保证的方

式可以是呈现输入工具的输入值和针对特定实际技术项目的数值，包括证明输入值与实现值彼此对应

的证据（“输入值对应实现值B”）。此种证明必须由独立的内部或外部第三方确认（例如质量经理、建

筑师或场地经理在交货单上的签名）。 
 
根据建筑生命周期终止情景计算法的证明文档 

 含有构件进行处理/循环利用路径归类信息的证明文档。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结果的证明文档 
必须介绍整个建筑生命周期以及每一平方米净楼面面积和每一年的指标结果，分为： 

 建造 
 使用（电力和供热） 
 使用（维护） 
 建筑生命终止（回收/处理） 

 
根据附件1，按照对指标结果贡献最大的10个结构构件，对建造结果进行细分，以合理形式的证明文档对此种细分进行

评价。为了确保归一规范的归纳，必须填写由DGNB为建筑生命周期评估提供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表。 
创建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项目报告 
项目报告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一般信息： 
 建筑名称（地址等） 
 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作者（姓名和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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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使用的计算和评估方法； 
 建筑生命周期中创建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时间点； 
 创建日期。 

 关于建筑和建筑模型的一般信息： 
 建筑类型； 
 使用结构； 
 要求的使用期限； 
 参考期； 
 关于建筑的其他信息，例如：建筑的技术类型（支护结构类型）；试运转的年份；验证能源性能证书

计算，包括与参考建筑最终能源相关的信息； 
 用于为建筑供热、供冷和供应热水的能源生产商和能源； 

 用于评估的限制和情景的规范： 
 针对被评估的建筑，必须声明已根据上文描述的要求应用了计算方法（关键假设和情景）。 

 数据来源： 
 必须定性声明所使用数据的来源、类型和质量。此规定既适用于建筑模型，也适用于建筑生命周期评

估数据。 
 

结果验证  
为了确保可验证性，必须以透明的形式呈现所使用的信息和选项以及所做的决定。验证包括以下要点： 

 建筑层面上量化的完整性和完整性证明； 
 产品所使用数据的可追溯性； 
 数据符合DIN EN 15804要求的合规性； 
 建筑层面上应用的情景与用于产品的情景的一致性。 

在以下文件中可以找到计算所必需的参数和计算规范： 
 按照国家能源性能证书或者能源模拟计算，提供与参考建筑最终能源需求相关的详细信息，分为能源

和能源生产方法。 
 对于根据EN ISO 14040和14044认证的建筑，实际建筑构件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包含要纳入考虑范

围的所有建筑生命周期阶段。 
 2015年起的建筑生命周期分析数据集或者更新版本。 
 构件的使用期限（德国交通、建筑和住宅部联邦建筑与区域规划办公室2001年《可持续建筑指导方

针》，或者来自于符合DIN EN 15804的环境产品宣告）。 
 如果使用软件工具，则必须确保执行标准中所列之要求，并应用所描述的数据依据。 

 
 
指标 4: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 气候保护目标 

 用户和/或建造能源需求二氧化碳当量的情境计算结果 
 根据符合获得认可的标准证明达成气候中和（注：DGNB正在自行开发定义“气候中和建筑”的标准，预

计在2018年中期发布） 
 能源相关用户活动及选定方法的评价描述 

 
 
指标 6: 制冷剂中的卤代烃 

 所使用制冷剂的证明，说明全球变暖潜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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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EN ISO 52000-1: 2017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 Overarching EPB assessment 
 DIN EN ISO 14040：2009-11 环境管理——建筑生命周期评估——原则与框架。柏林：博伊特出版社

（Beuth publisher）。2009年11月 
 DIN EN ISO 14044：2006-10 环境管理——建筑生命周期评估——要求与指导方针。柏林：博伊特出

版社（Beuth publisher）。2006年10月 
 DIN V 18599：建筑物的能源效率——用于供热、供冷、通风、家用热水和照明的能源需求、已交付

能源和一次能源的计算。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3年5月 
 DIN EN 15804：2014-07 建造工程的可持续性——环境产品宣告——建造产品产品类别的核心规则。

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4年7月 
 DIN EN 15978:2012-10 建造工程的可持续性——建筑物环境性能评价——计算方法。柏林：博伊特

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2年10月 
 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部（BMVBS）：Baustoffund Gebäudedaten [建造材料和建筑数据]。

Ökobau.dat.柏林 
 Kreißig, J., Binder, M. Methodische Grundlagen – Ökobilanzbasierte Umweltindikatoren im 

Bauwesen[方法原则——基于建造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的环境指标]。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部

项目“Aktualisieren, Fortschreiben und Harmonisieren von Basisdaten für das nachhaltige Bauen”[更
新、延续及协调可持续建造的基本数据]的方法报告（参考编号10.06.03–06.119），2007年5月 

 德国交通、建筑和住宅部联邦建筑与区域规划办公室2001年《可持续建筑指导方针》 
 代表德国交通、建筑和住宅部的“可持续建筑指导方针”，2001年第1次重印（含编辑修正） 
 ASHRAE 140：2011 建筑热封套和织物负荷测试 
 ANSI/ASHRAE/IES标准90.1-2013 除低层住宅楼以外的建筑物的能源标准 
 EN ISO 52000-1：2017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首要建筑能源性能评价 
 EN ISO/TR 52000-2：2017 建筑物的能源性能——首要建筑能源性能评价——解释和理由。 
 http://files.designbuilder.cl/200000036-348f735887/DesignBuilder_v4.2_ASHRAE140_2.pdf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361.4714&rep=rep1&type=pdf 

 
 

 
 

http://files.designbuilder.cl/200000036-348f735887/DesignBuilder_v4.2_ASHRAE140_2.pdf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361.4714&rep=rep1&typ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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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1.2 

建筑产品和材料的健康影响 

 
目的 

此标准的目的是减少、避免或替代所有可能对人和动植物造成不良影响（短期、中期或长期损害危害）的具有危险性或

破坏性的材料、（建筑）产品或制剂的使用。 
 
 
成效 

使用环保材料不仅能为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做出重要贡献，也有助于限制建筑物因污染物而造成的污染风险。通过对建筑

构件目录相关材料环境质量的详尽描述，才能为建筑持有方提供涉及建筑各方各面的全面的建筑产品信息。这种信息的

关键意义在于，可以确保建筑的施工质量、阐明缺陷并找到根除缺陷的适当方式，以及可以优化维护成本。这对于降低

风险，保障建筑价值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2.1.a 可持续消费 
  12.2 可持续生产 

  高     
       
          

   
  3.4 减少过早死亡、促进健康/福祉  3.2.a 空气污染 
  13.1.a 气候保护 

  中  3.9 化学品、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影响   
    
 12.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环保处理   
    
 13.2 指导方针、战略和规划中的气候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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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针对环保材料的处理和使用施加的监管规范将日益严格。从长远来看，质量水平的分类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除了德

国版的标准质量水平（QL1 – QL4，QL-Quality Levels）之外，针对此国际版，还开发了另一个零级质量水平（QL0），

即此标准的最低要求。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4.7% 
 
 
4.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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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标准矩阵中提到的质量水平（QL）互为基础。所实现的质量水平源自于需要进行最低程度评估的单个方面。每一种情况

下，更高质量水平的要求都会包含针对较低水平列出的所有要求。此标准最多可获得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使用环境友好的建筑材料  
1.1   办公   教育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物流   生产    

   满足质量水平-标准矩阵中所有的要求： 最高 100 
  质量水平 QL 0  10 
  质量水平 QL 1  30 
  质量水平 QL 2 50 
  质量水平 QL 3 75 
  质量水平 QL 4  100 
    

   住宅   百货公司     
   满足质量水平-标准矩阵中所有的要求：基于指标1.1和1.2，对公共区域、围护结构和居

住/租赁空间进行评估。如果居住/租赁空间的装修标准不同标准化的装修描述，则必须

另外通过指标1.2来单独评估（详细内容参见IV.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最高 50 
  质量水平 QL 0 5 
  质量水平 QL 1 15 
  质量水平 QL 2  25 
  质量水平 QL 3  35 
  质量水平 QL 4  50 
    

   购物中心   
   满足质量水平-标准矩阵中所有的要求：公共区域和围护结构的评估。 最高 60 
  质量水平 QL 0  5 
  质量水平 QL 1  15 
  质量水平 QL 2  25 
  质量水平 QL 3  40 
  质量水平 QL 4  60 
    
    
    

1.2   住宅   百货公司    
   至少50%的租赁空间（公寓），满足质量水平-标准矩阵中所有的要求： 最高 50 
  QL 0  5 
  QL 1  15 
  QL 2  25 
  QL 3  40 
  QL 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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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至少50%的租赁空间，满足质量水平-标准矩阵中所有的要求：（详细内容参见IV. 针对

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最高 40 

  质量水平 QL 0  5 
  质量水平 QL 1  15 
  质量水平 QL 2  25 
  质量水平 QL 3  35 
  质量水平 QL 4  40 
    
    
    

1.3   办公   教育   酒店   购物中心   单体零售商店   物流   生产    住宅   百货公司     
  在所有质量水平基础上可以获得的附加分： +10 

  在质量水平0、1、2、3和4中，证明制冷过程不使用卤代/部分卤代制冷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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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指标1中计算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以及是否种植了入侵植物物种的信息，是需要报告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未使用卤代或部分卤代制冷剂 

（其本身具有持久性或者含有持久性降解产物） 
  [是] 

      
           

KPI 2  所使用建筑产品的排放概况，说明具有致癌性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

和含最低关注浓度值的物质（根据CEN/TS 16516测试）； 
——对应“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指标4.1.2 

  [μg/m³],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质量水平-标准矩阵的应用在采购指南中进一步落实，符合DGNB在建筑运

营认证体系中的标准ENV9.2“采购”。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体系的标准ENV1.2存在高度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与室内空间认证体系的标准ENV1.2存在高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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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某些物质、建筑产品和制剂对土壤、空气、地下水、地表水以及人和动植物具有危险性。这种危害可能存在于建筑项目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从制造、施工场所的处理到建筑运营过程中的使用，最后到建筑生命终止阶段的处理处置（拆卸、

循环利用和垃圾填埋场的处置）。基于相关物质和产品对本地的环境和健康风险进行评估， 因为缺少记录和评估过程，

所以生命周期评价中尚未记录对环境和人类产生毒性影响的类别。 
 
 
二．附加说明 

在DGNB认证体系中，会基于产品，对高风险材料和物质组别进行单独的调查和评估。其中，目前纳入考虑范围的有以

下材料组别（产品或者组成成分）： 
 

 卤代及部分卤代制冷剂 
 卤代及部分卤代推进剂 
 重金属 
 受《生物杀灭剂指令》（528/2012/EC）管理的物质1  
 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850/2004/EC）管理的物质2  
 符合《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法规》（CLP法规1272/2008/EC）的危险物质3  
 有机溶剂和增塑剂 
 高度关注物质（符合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1907/2006/EC）的高度关注物质）4  

 
基于毒性终点试验，非常危险的化学物品/物质被归类为高度关注物质： 

 致癌、致突变和生殖毒性（CMR）；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5； 
 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vPvB）； 
 具有类似关注性（例如内分泌干扰物） 

 
 
根据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供应商必须告知其消费者产品是否含有候选清单上列出的高度关注物质，且浓度超

过0.1%（重量/重量）。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第33条规定了此项义务，一旦某物质被纳入候选清单，即适用此条

款。 
 
质量水平-标准矩阵（附件1）中规定并解释了必须考虑的物质和成分。 
 
为满足限制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或者限制其使用期间潜在风险的要求，可选择限制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或者限制产品导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无需重复考虑。在标准ENV1.2“当地的环境影响”中，主要评估了产品

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只有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例如密封剂）方面没有相关行业规定的情况下，才会评估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释放量。标准SOC1.2“室内空气质量”考虑了挥发性物质在建筑内部排放量的定量评估。 
 
 
1 关于生物杀虫剂的信息：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biocidal-active-substances 
2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NSLEG:2004R0850:20070416:EN:PDF 
3 符合法规的标签和包装指南：https://echa.europa.eu/documents/10162/23036412/clp_labelling_en.pdf/89628d94-573a-4024-86cc

-0b4052a74d65 
4 高度关注物质候选清单https://echa.europa.eu/candidate-list-table  
5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评价：https://echa.europa.eu/pbt 

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biocidal-active-substances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NSLEG:2004R0850:20070416:EN:PDF
https://echa.europa.eu/documents/10162/23036412/clp_labelling_en.pdf/89628d94-573a-4024-86cc-0b4052a74d65
https://echa.europa.eu/documents/10162/23036412/clp_labelling_en.pdf/89628d94-573a-4024-86cc-0b4052a74d65
https://echa.europa.eu/candidate-list-table
https://echa.europa.eu/p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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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程序： 

 
从早期规划阶段开始，就必须考虑某些材料和成分的关键物质（见附件1），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必须评估适当的替代

性规划。在选择建造材料时，做出适合的选择和决策，可能在不限制创意及功能规划流程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避免使

用质量水平-标准矩阵中规定的危险物质和产品。 
 
 
三．方法 

标准ENV1.2包含针对各种建造材料的具体要求。表格中特别列示的所有材料和成分，都必须满足附件1规定的要求。评

估时，必需考虑到附件1中列出的所有要求，有些情况下，个别材料和成分可能与多行内容具有相关性。必需基于建筑

构件目录，说明所有成分的完整层级结构（见附件2实现实例）。必须加上对粘合剂、底漆等辅助材料的考虑。对于在

目标质量水平上，需要验证的所有要求，必须根据标准矩阵，形成可验证的证明或声明（参见附件1中关于证明文档类

型：针对具体情况的验证要求）。 
 
有鉴于此，必须考虑以下方面： 
 

 地面结构，包括地基 
 外墙结构 
 内墙结构 
 地板和天花板结构 
 屋顶结构 
 地下车库（单独考虑） 

 
对于现成的交付到施工现场的下列材料/产品/材料，必须考虑，验证和遵守此标准的以下要求。： 
 

 工厂内应用于窗户、立面构件、门、框、散热器、隔断、天花板系统、供冷管道等的涂层；根据目标（防止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到环境中），满足标准矩阵中产品限值的合规证明可被视为一种有效的证明形式。或

者，也可以由废气处理系统的涂料员/操作员，基于获得官方认可的当前监测日志，证明已满足1999/13/EU
号指令中规定的法定限值，从而保证目标的合规性。 

 施工场所应用的涂层：根据目标（防止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到环境中），只有满足标准矩阵中产品限值的

合规证明可被视为一种有效的证明形式。 
 与卤代推进剂相关的合成隔热材料 
 与六价铬（Cr（VI） ）化合物处理相关的铝和不锈钢构件 
 供冷系统中的制冷剂 
 与铅、镉和锡稳定剂相关的塑料窗、地板覆盖物和墙壁覆盖物 
 与高度关注物质（符合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的高度关注物质）相关的塑料、隔热材料、功能涂层、

密封剂、橡胶制品等 
 与危险物质和排放相关的地板覆盖物 
 与生物杀灭物质相关的木质承重构件，例如叠层木材桁架、支护结构中的柱子/横梁和窗框。 
 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相关的涂层——应用于工厂内木结构中的承重和非承重构件，例如涂料、清漆、油和蜡。 
 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相关的涂层——应用于工厂内的木材和木质材料，例如立面和声学元件、门、天花板覆

盖物、地板和墙壁、镶木地板、楼梯和窗台等。或者，也可以由废气处理系统的涂料员/操作员，基于获得

官方认可的当前监测日志，证明已满足1999/13/EU号指令中规定的法定限值，从而保证目标的合规性。 
 
应该注意在标准矩阵（附件1）中，只列出了超出法定材料标准的要求。任何建筑项目声称其满足此文件的一个先决条

件就是要始终满足特定国家或地区所有的法定要求，例如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制造商须满足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 
 
基于质量水平执行定性评估，是基于实际落实的成本和难度，以及使用材料或其替代性用料的环境影响。必须根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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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水平，验证标准矩阵中考虑的所有材料及所用使用层面。在合规性检查中，只考虑及评估已通过验证的质量。所实

现的质量水平源自于需要进行最低程度评估的单个方面。每一种情况下，更高质量水平的要求都会包含针对较低水平列

出的所有要求。 
 
所使用的验证形式也对确定质量水平至关重要。必须以包含材料环境质量的建筑构件目录的形式，执行验证。 
 
基于多年的经验，DGNB已然知悉只有在使用相关材料之前，确保其在施工场所已通过相关质量水平测试并获得批准，

才能保证达成满足质量水3或4的材料质量。因此，只有通过呈现相关的材料监测日志，才能实现质量水平3或4。材料检

查和日志创建工作可以委托给符合资质的第三方（审计师、建筑生态学家）完成。 
 
施工场所的材料检查： 
审批清单必须由符合资质的审批机构定期更新，并提供给施工经理/物业监控员，以便在施工场所执行材料检查。施工经

理/物业监控员必须比照目标，定期检查已实现的成果，以监督参与施工的公司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材料，并创建结果日志。

须以适当的频率执行此种定期检查，以保证 
• 参与涉及相关材料的所有施工流程的所有承包商开始作业后不久，其工作就要接受检查（例如完成了对满足目

标至关重要的5%的工作量之前），且 
• 一旦开始装修工作，即需缩短检查的间隔时间。  

附件5提供了与处理不当使用相关的信息。 
 
要实现质量水平0、1或2，则不必对施工场所检查进行认证。因此，可以假设如果仅须满足标准SOC1.2“室内空气质量”
中的限值，就不必对质量水平0、1或2执行施工场所检查。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与指标1.1相关的信息 
在以下方案中，可能通过指标1.2对租赁空间进行单独评估。这与指标1.1中用于评估围护结构和任何现有公共区域的方

法相对应。 
 

 住宅   百货公司 ： 
可以通过指标1.2对租赁空间进行单独评估。这与指标1.1中用于评估围护结构和公共区域的方法相对应。 
如果居住租赁/居住空间执行的装修标准与标准化装修描述有偏差，则必须通过指标1.2进行考量。必须根据DGNB标准

矩阵，验证租户出具的义务声明和具有约束力的装修描述，确认质量水平的落实情况。 
对有租户的百货公司，不必执行单独的评估。 
 
如果没有执行单独的分析，可以获得指标1.1和1.2中的相应分数。在此种情况下，无要求提供单独清单。 
 
原则上，如果按照标准和附件2中规定的验证要求，提供了租赁/居住空间的证明文档并顺利落实，则只有在租赁空间的

质量水平高于公共空间已实现的质量水平时，才可以评估租赁空间的质量水平。 
 
 

 购物中心 ： 
通过指标1.1评估公共空间和围护结构，通过指标1.2评估租赁空间。 
 
公共空间和围护结构： 
公共空间包括所有非租赁空间。其中包括逃生路线、停车场、公共卫生间区域、办公空间和公共社交区域等空间。由租

户装修的所有非零售空间，比如储藏空间，必须包含在公共空间之内。还要包括维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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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标1.2相关的信息 
租赁空间： 
如果可以证实相关租户已经在至少50%的租赁空间内，承诺执行标准矩阵的质量水平，则可以得到积极评价。例如，通

过租户一方在租赁合同中的约定义务可以实现此目的。 
 
原则上，如果按照标准和附件2中规定的验证要求，提供了租赁/居住空间的证明文档并顺利落实，则只有在租赁空间的

质量水平高于公共空间已实现的质量水平时，才可以评估租赁空间的质量水平。 
 
与指标1.3相关的信息 
为了提供附加市场激励措施，采用无卤代/部分卤代制冷剂的供冷系统，可以获得附加检查表分数。如果没有使用制冷剂，

则不可以获得附加检查表分数。其首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使用卤代制冷剂或推进剂，除非已经证明它们以及它们的降解产

物不会在环境中累积，不会产生可能污染自然环境（在自然界中累积）或产生有效影响的持久性降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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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目标评估的要求。必须

考虑质量水平-标准矩阵（附件1）中列出的组件/建造材料和使用区域。 
 用于特定地点或管线的相关构件/建造材料（例如密封剂）的完整声明和验证，使用标准矩阵中要求的证明

文档。原则上，验证过程应该处理标准矩阵中的所有连续行编号。应该将标准矩阵中的不相关方面明确标示

为不相关，将技术例外明确标示为有正当理由的例外情况。 
 针对所有质量水平（QL），都必须使用符合附件2规定、包含材料环境质量的建筑构件目录的形式，就表面

应用的相关构件/建造材料提供声明和验证。验证还可以采用不同形式提交，只要它能够在与建筑构件目录

（符合附件2）相当的范围内，明确证明“附件1——质量水平-标准矩阵”中考虑的所有材料的安装地点（位置

/构件/层状结构），并涵盖建筑生命周期评价中有相同构件名称和区域分配的构件（保证合规检查可追踪）。 
 标准ENV1.2的证明文档中列出的材料、产品和构件必须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建造产品 
 制造商 
 使用区域信息（对于应用于表面的材料） 
 各层的描述（见“附件2：建筑构件目录”中的实例） 

 租户装修义务（如果方案中有要求） 
 施工场所材料检查日志（对质量水平3和4为强制要求） 
 在批准清单之外的目标/已实现成果比较（对质量水平3和4为强制要求） 
 按照附件5出具的缺陷通知/建筑物没有任何缺陷的通知（发生不当使用的情况下） 

 
验证过程的减免情况： 

 质量水平1： 
对于质量水平1的验证，可以忽略两项标准（标准矩阵中的编号行），不会影响最高评估分值。标准（标

准矩阵中的编号行）的任何进一步例外都会导致扣减分（-5分）。 
标准矩阵中被忽略的标准至少必须满足质量水平1的要求。 
 

 质量水平2： 
对于质量水平2的验证，可以忽略两项标准（标准矩阵中的编号行），不会影响最高评估分值。标准（标

准矩阵中的编号行）的任何进一步例外都会导致扣减分（-5分）。 
标准矩阵中被忽略的标准至少必须满足质量水平1的要求。 
 

 质量水平3： 
对于质量水平3的验证，可以忽略三项标准（标准矩阵中的编号行），不会影响最高评估分值。标准（标

准矩阵中的编号行）的任何进一步例外都会导致扣减分（-5分）。 
标准矩阵中被忽略的标准至少必须满足质量水平1的要求。 

 
 质量水平4： 

对于质量水平4的验证，总共可以忽略三项标准（标准矩阵中的编号行），不会影响最高评估分值。标

准（标准矩阵中的编号行）的任何进一步例外都会导致扣减分（-5分）。 
标准矩阵中被忽略的标准至少必须满足质量水平1的要求。 

 
 减免评估的标准： 

最多可以根据[T&D_04]忽略5%总楼面面积的验证，但前提是必须明确提及；不论产品/材料用于哪些建

筑区域，都适用此规定（见标准矩阵附件1：“应用和验证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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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实例： 
 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的建筑（包括地板以下区域，例如地下车库） 
 实例结果： 
 总建筑面积的5%  = 2,500平方米 
 应用：对于在标准矩阵中标示为此种例外情况的标准，其验证过程最多可以在证明文档中排

除面积为2,500平方米的区域。在这里，材料/产品的位置（墙、天花板、地板）为无关因素。 
 

 技术和功能例外情况6： 

如果出于技术或功能原因（即因为缺少功能对等的产品或者满足要求的建造替代选择），无法满足规

定的产品要求之一，可作为例外情况，允许其不满足相关要求。与要求之间的任何偏差都必须有文件

证明和理由解释，说明所使用产品、技术应用和数量。纯粹出于美学原因的产品例外不在豁免之列。

可能的证明文档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由至少三位市场相关制造商最新出具的确认函，说明无法提供适合

预期质量水平的任何产品（见附件3），或者提供证据证明因为“不可抗力”原因（天气状况、自然环

境，例如施工场所底土中承受压力的水），技术上无法实现适当产品的应用。技术例外的验证仅与单

一质量水平相关，对于该水平之下的质量水平，不构成相关适用要求的例外情况。如果出于技术原因，

无法满足较低质量水平的要求，则必须基于三个制造商为技术例外提供的确认函，证明其有正当理由。 

 
 数据依据： 

原则上，以下各项可用作数据依据： 

 技术信息 
 安全数据表（SDS） 
 与成分和配方组成相关一类和三类环境产品宣告及制造商声明 
 制造商声明 
 产品制造商的高度关注物质声明（参考附件4） 

 
在标准ENV1.2范围内查询材料质量的最适当来源通常包括： 

 涂料/漆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技术信息、安全数据表、标签（符合2004/42/EC号指令

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声明），单位克/升 
 其他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制造商声明 
 制剂中的高度关注物质：安全数据表 
 产品中的高度关注物质：技术信息、制造商数据表（制造商一方的义务） 
 个别物质（重金属等）：制造商声明（参见附件1中关于证明文档类型：针对具体情况的验

证要求）。 
 

 用于验证的数据依据的有效性 

验证须用到以下信息： 

 符合EC 1907/2006的安全数据表。 
 根据此DGNB版本出版之日最新版的EC 1907/2006之附录十四，产品中高度关注物质的声明。 
 根据此DGNB版本出版之日最新适用的高度关注物质候选清单，产品中高度关注物质的声明。 

 
这意味着必须基于此版本出版之时可以获得的数据依据或者物质清单（例如高度关注物质），创建相

关的证明文档。只有满足化学品相关立法的前提下，使用当前有效的安全数据表、技术数据表和制造

商声明，才可以确保满足此规定。较晚日期发布的证明文档可用于验证目的。 

 
 
6 质量水平不存在技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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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从可用物质清单和材料数据中选出的基本来源： 
 

 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法规法规（CLP法规）1272/2008/EC，包括接轨法规* 
 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EC 1907/2006）* 
 生物杀灭剂指令98/8/EC * 
 独立验证的声明，例如环境产品声明（EPD） 
 行业内开发的认证 
 EC（2010）：不再允许出售的物质综合清单，由欧洲委员会发布并持续更新 
 高度关注物质 SVHC，也称为REACH候选清单：（http://echa.europa.eu/web/guest/candidate-list-table）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04年4月29日发布的（EC）第850/2004号法规 
 符合（EC）第1272/20084号法规的标签和包装指南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评价：https://echa.europa.eu/pbt 
 第2004/42/EC号指令的实施和评审，最终报告，2009年11月10日 
 通用涂料和铜系涂料中的镉，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报告，2012年11月19日 
 ISO 12944，关于钢结构防护涂料系统的防腐蚀保护的一项国际标准，2018年 
 蓝色天使——德国生态标签，基本颁发标准，2011年2月版 
 欧洲化学品法规附录十七，关于：物品中的铅及其化合物，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第63条（段落7-10） 
 EU-GHS危险性说明，REACH Compliance GmbH 

 
 
*对于所有法定清单和材料信息，必须参考提交建筑申请之时的有效版本。对于法律规定，每一种情况均适用投放市场和使用的过渡期。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candidate-list-table
https://echa.europa.eu/pb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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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质量水平-标准矩阵 

行

编

号
No. 

相关部件/建筑材料/ 
适用表面 范围 关注物质/ 

考虑层面 参考标准 
质量水平 QL0 

QUALITY LEVEL 0 

质量水平 QL1 

QUALITY LEVEL 1 

质量水平 QL2 

QUALITY LEVEL 2 

质量水平 QL3 

QUALITY LEVEL 3 

质量水平 QL4 

QUALITY LEVEL 4 
证明文档的类型 应用和验证的范围 与定义/说明/ 

脚注相关的信息 
在建筑物生命周期各阶段，关注物质/考虑层面的影响焦点 

(符合 DIN EN 15978)  应用 

 具体的适用区域 产品类型 说明 定义 对应分值：10 分 

 对应分值：30 分 
 

（需通过建筑构件 
目录进行验证） 

对应分值：50 分  
 

（需通过建筑构件 
目录进行验证） 

对应分值：75 分 
 

（需通过建筑构件 
目录进行验证） 

对应分值：100 分 
 

（需通过建筑构件 
目录进行验证） 

针对具体情况的验证要求

（只需提交包含待验证数

据的证明文档） 

要求适用于 
以下构件  

原料开采 
 

(A1) 

产品生产 
 

(A3) 

建筑建造 
 

(A5) 

建筑运营/ 
使用 
(B1) 

建筑拆除
(C1-C4  
and D) 

符合《德国

建筑设计

师和建造

工程师报

酬法》

(HOAI)的
服务阶段  

 

一般信息: 
1) 针对下文列出的的所以标准、参考、质检章等，与所关注物质或考虑层面（见第 4 栏）相关的合法有效的等效证明均会被予以接受。此种合法有效的证明可以由制造商或者负责颁发质检章的主管机构提供。  
 
2) 通常情况下，指定为“参考标准”（见第5栏）的要求主要适用于质量水平0和1中列示的法定要求。在此之外的要求，不一定指的是参考标准。每一种情况下，更高的质量水平等级都会包含较低级别质量水平中列出的所有要求；针对更高质量水平（QL）可能提出附

加的要求和质量标准。 

合法有效的证明 

参照 DGNB 认证体系中的其他相关标准 

 
 

ENV 1.3 "
可持续的资

源利用" 
 

  SOC 1.2  
"室内空气质量" 

 
TEC 1.6 

"建材回收

和再循环" 
 

1 
非矿物基体表面上的涂料：

金属、木材、塑料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指的是装饰性的液态

涂层材料：包括其底

漆的油漆/清漆。 
不包含效果涂层 

（如：金属效果漆） 

挥发性有机物

（VOC）/ 
铅 Pb，镉 Cd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不使用 
含铅和含镉化合物 
(质量浓度< 0.1%) 

VOC < 300 g/l 
 

（符合欧盟指令

2004/42/EC 的 D 类溶

剂性涂料） 

VOC < 130 g/l  
 

（符合欧盟指令

1004/42/EC 的D类水

溶性涂料） 

VOC < 100 g/l VOC < 100 g/l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请注意： 
在工厂应用的涂

料也应予以考虑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2 

用于室内的矿物基体表面

上的涂料，包括用于墙纸、

非编织材料、石膏板等材料

上的涂料。不考虑有特殊耐

磨性要求的地坪区域（例

如：OS 停车场地坪保护），

以及地下车库和进出道路

等交通路线。  

指的是装饰漆、 
底漆、装饰用流平剂、

深层底漆、特殊耐磨

性要求的地板涂料和

混凝土釉 

挥发性有机物

（VOC）/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 
铅 Pb，镉 Cd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不使用 
含铅和含镉化合物 
(质量浓度< 0.1%) 

 

符合欧盟指令

2004/42/EC（附件二）

针对水溶性产品施加

的要求 

VOC < 30 g/l 

不含溶剂 
( VOC ≤ 0.7 g/l) 

 
和 
 

 不含塑化剂  
( VOC ≤ 0.7 g/l) 

不含溶剂 
( VOC ≤ 0.7 g/l)  

 
和  
 

不含塑化剂  
( VOC ≤ 0.7 g/l)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不超过 5%总建筑

面积的情况，不要

求证明文档。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3 

用于室内的矿物基体表面

上的涂料，例如用于混凝

土、砖石、砂浆和填料（例

如混凝土填料）表面上的涂

料。不考虑有特殊耐磨性要

求的地坪区域（例如：OS
停车场地坪保护），以及地

下车库和进出道路等交通

路线。裸露在外的以及用于

装饰的烫平板也不予考虑。 

粘附结合涂料和底

漆。例如混凝土防护

（Betonkontakt）底漆

和阻燃底漆

（Aufbrennsperre）等
产品 

挥发性有机物

（VOC）/ 
铅 Pb，镉 Cd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不使用 
含铅和含镉化合物 
(质量浓度< 0.1%) 

VOC < 30 g/l VOC < 30 g/l 
 

VOC < 10 g/l 
 

VOC < 5 g/l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书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不超过 5%总建筑

面积的情况，不要

求证明文档。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4 墙壁和天花板饰面 壁纸粘合剂 
和辅助材料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粉末产品 
 

或，不含溶剂的 
分散粘合剂 
( ≤ 0.7 g/l) 

粉末产品 
 

或，不含溶剂的 
分散粘合剂 
( ≤ 0.7 g/l) 

粉末产品 
 

或，不含溶剂的 
分散粘合剂 
( ≤ 0.7 g/l) 

 
粉末产品 

 
或，不含溶剂的 
分散粘合剂 
( ≤ 0.7 g/l)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5 

用于室外的矿物基体表面

上的涂料，例如用于混凝

土、砖石、矿物砂浆和填料、

石膏物、外墙的外保温系

统、墙纸（立面墙纸）、石

膏板等表面上的涂料。 

考虑范围包括装饰

漆，底漆，以及用于

石膏板和隔热材料与

墙体的粘合剂 

挥发性有机物

（VOC）/ 
铅 Pb，镉 Cd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不使用 
含铅和含镉化合物 
(质量浓度< 0.1%) 

VOC < 40 g/l VOC < 40 g/l VOC < 40 g/l VOC < 40 g/l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书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HOAI  
服务阶段 
5-9 

6 纺织类地板覆盖物 
（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 纺织类地板覆盖物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有害物质 

符合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法规( (EC) No 
850/2004) 的限制要

求，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 候选清单中包

含的高度关注物质

(SVHC)，以及符合欧

盟指令 528/2012/EC
的生物杀灭产品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3 日后检出值 
< 2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µg/m³  
 

且，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且，生物杀灭产品符合

欧盟指令
528/2012/EC  

 

3 日后检出值 
< 2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µg/m³  
 

且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且生物杀灭产品符合

欧盟指令
528/2012/EC  

3 日后检出值 
< 2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µg/m³  
 

且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且生物杀灭产品符合

欧盟指令
528/2012/EC  

3 日后检出值  
< 2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µg/m³  
 

且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且生物杀灭产品符合

欧盟指令
528/2012/EC  

>技术数据表 
>符合 EN ISO16000-28
的排放证明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的地板 
覆盖物     室内空气卫生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5-9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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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弹性地板覆盖物 
（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 弹性地板覆盖物 

挥发性有机物

（VOC）/ 
半挥发性有机物

（SVOC）/ 
有害物质 

REACH, SVHC / 
氯化石蜡 (CPs)  

Chlorinated paraffins 
 (包括长链氯化石蜡) 

不使用 
含铅和含镉化合物 
(质量浓度< 0.1%) 

排放证明文件  
排放证明文件  

 
且氯化石蜡 < 0.1% 

排放证明文件  
 

且氯化石蜡 < 0.1% 
 

且含生殖毒素的邻苯

二甲酸盐 phthalates 
（= SVHC）≤ 0.1%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300 μg/m³ 
 

且氯化石蜡 < 0.1% 
 

且 SVHC ≤ 0.1% 

>技术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针对质量水平 QL4 
还需添加： 
 
>符合 EN ISO16000-9/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的地板 
覆盖物 

排放证明文件 
 

氯化石蜡 
   室内空气卫生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5-9 

8 

墙壁和地板覆盖物（例如瓷

砖、地毯、弹性地板——壁

纸除外）下方的底漆、预涂

层、接缝砂浆、填料和粘合

剂 

所有的安装材料、 
安装辅助材料 
（墙壁和地板）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溶剂：沸点 (b.p.) 

≤ 200 °C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9/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9 密封涂料、无缝地面树脂、

瓷砖密封剂 安装辅助材料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溶剂：沸点 (b.p.) 

≤ 200 °C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0.5%） 

 
例外情况：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9/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不超过 5%总建筑

面积的情况，不要

求证明文档。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10 天然石材地板 

用于室内的不会产生

薄膜的浸渍剂（例如：

天然石材浸渍剂、砂

岩加固剂）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不含芳香类物质 
(< 1%) 

不含芳香类物质 
(< 1%) 

不含芳香类物质 
(< 1%) 

溶剂含量 < 5%,  
无需遵守贴标要求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特殊情况下（针对特定的

天然石的类型），可能允

许技术例外情况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11 

用于黏合壁脚板、门轨、支

撑配件（如：抬高或中空地

板）的粘合剂； 
 

此处不考虑玻璃构造、外立

面及消防区域。 

用于室内的，作点形

和线性覆盖使用的粘

合剂和密封剂。 
 

指的是聚氨酯粘合剂

（PU 胶） 
和硅烷改性的聚合物

（SMP）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溶剂：沸点 (b.p.) 

≤ 200 °C 
 聚氨酯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聚氨酯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 

聚氨酯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聚氨酯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10%，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1/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GISCODE 
PU10  

（针对PU产品

的要求） 
 

GISCODE 
RS10 

（针对树脂材

料的要求）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12 

用于室内范围和建筑设备

中承受机械应力的小接缝

粘合剂； 
 

此处不考虑玻璃构造、外

立面和消防区域。 

用于室内贴装通风管

道的，作点形和线性

覆盖使用的粘合剂和

密封剂。 
 

指的是丙烯酸密封胶/
粘合剂和硅酮密封剂

和硅烷改性的聚合物 
 (混合密封剂) 

氯化石蜡，溶剂，

烃类物质 

氯化石蜡/溶剂（包括长

链氯化石蜡）， 
烃类塑化剂 

 

  安全数据表证明， 
无氯化石蜡 

 
氯化石蜡 
< 0.1% 

氯化石蜡  
< 0.1% 

 
溶剂含量 < 1%  

 
且  
 

烃类塑化剂  
< 0.1%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书 

适用于密封接口

（瓷砖、天然石材

拼接）的所有相关 
构件和建造产品， 
适用于室内通风设

备的粘结和密封

（清水墙施工、油

漆作业、门） 

氯化石蜡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室内空气卫生，

和危险物质预

防  
 

HOAI  
服务阶段 
5-9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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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于立面、窗户和外门的粘

合剂和密封剂 
（用于施工现场的） 

用于内外立面上加强

气密性的粘合剂和密

封剂，例如： 
PU 胶，PU 混合物。

改性硅酮聚合物，硅

烷改性聚合物，等 

卤代推进剂， 
氯化石蜡 

及相关排放 

氯化石蜡（包括长链氯

化石蜡）， 
溶剂：沸点 (b.p.) 

≤ 200 °C 

 卤代推进剂 < 0.1%  卤代推进剂 < 0.1%  

氯化石蜡 < 0.1 % 
且 

卤代推进剂 < 0.1% 
 
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或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1 % 

氯化石蜡 < 0.1 % 
且 

卤代推进剂 < 0.1% 
 
且 
 

3 日后检出值  
< 100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100 μg/m³ 
 
或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1 %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1/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氯化石蜡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预防使用本

身具有持久

性或者会产

生持久性降

解产物的制

冷剂或推进

剂* 

  

室内空气卫生，

和危险物质预

防 
  
预防使用本身

具有持久性或

者会产生持久

性降解产物的

制冷剂或推进

剂* 

 
HOAI  
服务阶段 
5-9 

14 混凝土脱模剂 脱模油和 
混凝土脱模剂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溶剂：沸点 (b.p.) 

≤ 250 °C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0.5%)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0.5%)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0.5%)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0.5%)，

可生物降解产品 
(例如：菜籽油)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土壤及地下

水保护   
HOAI  
服务阶段 
5-9 

15 

室内承重及非承重金属构

件上超过 50 m² 涂装面积

的涂层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金属构件上 
的防火涂层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排放物和卤素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和 ISO 11890-2 的内

容进行定义  

  
无卤素产品，且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50 g/l 

无卤素产品，且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25 g/l 

无卤素产品，且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1 g/l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工厂车间 
和建筑工地 

供室内使用的建

筑产品的健康相

关评估原则 
(DIBt) 

 
说明：根据德国

国家技术批准选

择使用外涂层漆

的情况下，挥发

性有机物 
(VOC) < 60 g/l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16 

室内承重金属构件 
（厚度> 3 mm）上超过 50 
m² 涂装面积的涂层，例如

中庭结构、梁等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室内构件的防腐蚀 
涂层 (最高符合 

ISO 12944 
的 C2 级腐蚀)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VOC < 300 g/l 

水性产品  
VOC < 140 g/l 

(符合装饰涂料指令中

的 A/i 和 A/j 类要求) 

水性产品   
VOC < 140 g/l 

(符合装饰涂料指令中

的 A/i 和 A/j 类要求) 

水性产品 
 VOC < 100 g/l 

或使用符合质量水平

QL4 要求的 C3 涂料

（见下一行） 

>制造商声明 
 
注：关于免除的单项标准，

承重构件防腐蚀方面的要

求必须被视为总体符合要

求（针对质量水平 3 和 4）。 
 

工厂车间 
和建筑工地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17 

承重金属构件 
（厚度> 3 mm）上超过 50 
m² 涂装面积的涂层，例如

中庭结构、梁等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室内构件的防腐蚀 
涂层 (最高符合 

ISO 12944 
的 C3 级腐蚀)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120 g/m²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90 g/m²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60 g/m²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30 g/m² 
 

或使用 C4 或更高要求

级别的涂料 
（见下一行） 

工厂车间 
和建筑工地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18 

承重金属构件 
（厚度> 3 mm）上超过 50 
m² 涂装面积的涂层，例如

中庭结构、梁等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室内构件的防腐蚀 
涂层 (高于 
ISO 12944 

的 C3 级腐蚀)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150 g/m²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120 g/m²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90 g/m² 

涂层系统中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60 g/m² 

工厂车间 
和建筑工地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19 

非承重金属构件，例如楼梯

扶手、金属底部构造、框架、

钢门、立面构件和传热传冷

表面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防腐蚀涂料和效果涂

料 
(例如：金属效果漆)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挥发性有机物（VOC）

根据欧盟 
指令 2004/42/EC 

进行定义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300 g/l  

 
符合欧盟指令
2004/42/EC  
的 A/d 类要求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300 g/l  

 
符合欧盟指令
2004/42/EC  
的 A/d 类要求 

 
水性产品 

VOC < 140 g/l 
 

例外情况： 
使用金属效果漆时，挥

发性有机物 
(VOC) < 300 g/l，  
符合欧盟指令
2004/42/EC  
的 A/d 类要求  

水性产品  
VOC < 140 g/l 

 
例外情况： 

使用金属效果漆时，挥

发性有机物 
(VOC) < 300 g/l，  
符合欧盟指令
2004/42/EC  
的 A/d 类要求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工厂车间 
和建筑工地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20 

用于矿物基体地板、天花板

和墙壁表面的反应性聚氨

酯（PU 产品）地板涂料

——包括在没有特殊要求

的系统结构中 

密封剂， 
双组份聚氨酯涂料， 

聚氨酯地面涂料 
 

停车场地坪保护(OS)
等除外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有害物质 

溶剂：沸点 (b.p.) 
≤ 200 °C  

不含溶剂的 
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0.5%) 

不含溶剂的 
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0.5%) 

不含溶剂的 
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0.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件  

不含溶剂的 
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0.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件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9/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不超过 5%总建筑

面积的情况，不要

求证明文档。 

GISCODE 
PU10 

 
作为单项产品或

者在体系中的排

放证明文档 
 

AgBB 测试证书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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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用于木质表面的涂料，例如

镶木地板、楼梯和木质板材

饰面等  

用于木质材料表面的

涂料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溶剂：沸点 (b.p.) 

≤ 250 °C  
含或不含异氰酸脂硬

化剂的水性木地板漆 
(溶剂含量 ≤ 15%) 

含或不含异氰酸脂硬

化剂的水性木地板漆 
(溶剂含量 ≤ 15%) 

含或不含异氰酸脂硬

化剂的水性木地板漆 
(溶剂含量 ≤ 5%) 

含或不含异氰酸脂硬

化剂的水性木地板漆 
(溶剂含量 ≤ 5%)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22 

用于有特定要求的地板和

墙面（例如壁脚板）的涂料：

PMMA（亚克力涂料）和

PMMA/环氧涂料，及液体

塑料 

工业地板、停车场和

地下车库，不包括：

用作地面标记（车道）

的情况，以及用作基

座部位和厨房密封层

的情况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溶剂：沸点 (b.p.) 

≤ 200 °C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5%)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5%)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23 

用于矿物表面（地板、天花

板和墙壁）涂层的环氧树脂

产品，属于无特殊要求的涂

料  

该要求适用于底漆、

涂漆、2K-环氧树脂油

漆和环氧树脂地坪涂

料，不包括停车地坪

用涂料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有害物质 

溶剂：沸点 (b.p.) 
≤ 200 °C  

CLP Regulation 
(1272/2008/EC)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 10%)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 10%)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 10%)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H317） 

 

环氧树脂产品 
(溶剂含量 ≤ 10%)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H317）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9/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不超过 5%总建筑

面积的情况，不要

求证明文档。 

作为单项产品或

者在体系中的排

放证明文档 
 

AgBB测试证书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24 

环氧树脂（EP）/ 聚氨酯

（PU）底漆（包括沥青砂

浆层），和用于特殊要的地

板和墙面（例如壁脚板）的

涂料  

工业地板、停车场和

地下车库（停车场地

坪保护 OS 8、10、
11），不包括：用作

地面标记（车道）的

情况  

聚氨酯和 
环氧树脂 

溶剂：沸点 (b.p.) 
≤ 200 °C  环氧树脂/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10%) 
环氧树脂/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10%) 
环氧树脂/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10%) 

 
环氧树脂/聚氨酯产品 

(溶剂含量 ≤ 10%)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9/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GISCODE  
PU10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HOAI  
服务阶段 
5-9 

25 

用于保护屋面密封和建筑

密封免受土壤或潮湿的沥

青涂层， 还适用于沥青厚

层和保温层安装沥青涂层 

可用于冷加工的涂料

产品（例如预涂漆、

涂漆）和施工过程相

关辅料（例如粘合剂、

密封剂） 

沥青 

溶剂：沸点 (b.p.) 
135 - 250 °C  

 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 

 

 
沥青产品 

(溶剂含量 ≤ 2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315、319、

336 及 412）  

  沥青产品 
(溶剂含量 ≤ 2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315、319、

336 及 412）  

沥青乳液 
(溶剂含量 ≤ 3%)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沥青乳液 
(溶剂含量 ≤ 3%)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26 
用于倒置式屋面的沥青复

合密封剂，即密封沥青位于

保温层下方的屋面结构 
沥青底漆 沥青 

溶剂：沸点 (b.p.) 
135 - 250 °C  

 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 

 

 
沥青产品 

(芳香烃含量 ≤ 2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304、315、
319、336、411 及 412）  

沥青产品 
(芳香烃含量 ≤ 2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304、315、
319、336、411 及 412）  

沥青产品 
(芳香烃含量 ≤ 2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304、315、
319、336、411 及 412）  

沥青产品 
(芳香烃含量 ≤ 25%) 

 
及 
 

 相关排放证明文档：  
 符合欧盟 CLP 法规

（1272/2008/EC）的

无危险声明（300/400）  
（不包括 315、319、
336、411 及 412）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避免芳香类

物质的排放   
HOAI  
服务阶段 
5-9 

27 
用于木质表面的涂料，例如

镶木地板、楼梯和木质板材

饰面等 

用于木质材料表面的

涂料 油和蜡 溶剂：沸点 (b.p.) 
135 - 250 °C  无芳香族化合物 

(溶剂含量 ≤ 15%) 
无芳香族化合物 
(溶剂含量 ≤ 5%) 

不含溶剂 
(溶剂含量 ≤ 0%) 

不含溶剂 
(溶剂含量 ≤ 0%)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产品制造过

程中溶剂使

用的风险最

低化 

  溶剂的环境

排放最小化 室内空气卫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28 
内部承重木构件，包括可能

的外部伸出部分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承重木构件的 
化学保护 

木材防腐剂 
（欧盟指令

528/2012/EC 产

品类型 8） 

欧盟指令 
528/2012/EC 

不使用二氯二苯三氯

乙烷（DDT）＜0.1%  
 

且，五氯酚（PCP）含

量＜0.1% 
 

且，六氯环己烷（HCH）

（林丹）＜0.1% 

 
木构件使用等级*0： 
用于建造目的且符合

国家“建筑物检查批准”
的木材防腐剂 

 
木构件使用等级*1-3：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的市面

销售生物杀灭产品  

木构件使用等级*0-1： 
用于建造目的且符合

国家“建筑物检查批准”
的木材防腐剂 

 
木构件使用等级*2-3：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的市面

销售生物杀灭产品 

用于建造目的且符合

国家“建筑物检查批准”
的木材防腐剂 

 
或 
 

符合 DIN EN 350-2 的

天然耐久性要求 

用于建造目的且符合

国家“建筑物检查批准”
的木材防腐剂 

 
或 
 

符合 DIN EN 350-2 的

天然耐久性要求 

>规划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符合德国条例

68800-2 或符合
DIN EN 350-2
天然耐久性的木

材防腐剂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3-9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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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外部承重木构件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承重木构件的 
化学保护 

木材防腐剂 
（欧盟指令

528/2012/EC 产

品类型 8） 

欧盟指令 
528/2012/EC 

不使用二氯二苯三氯

乙烷（DDT）＜0.1%  
 

且，五氯酚（PCP）含

量＜0.1% 
 

且，六氯环己烷（HCH）

（林丹）＜0.1% 

木构件使用等级*2-4：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的市面

销售生物杀灭产品  

木构件使用等级*2： 
用于建造目的且符合

国家“建筑物检查批准”
的木材防腐剂 

 
木构件使用等级*3-4：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的市面

销售生物杀灭产品 

木构件使用等级*2： 
用于建造目的且符合

国家“建筑物检查批准”
的木材防腐剂 

 
木构件使用等级*3-4：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的市面

销售生物杀灭产品 

用于建造目的且符合

国家“建筑物检查批准”
的木材防腐剂 

 
或 
 

符合 DIN EN 350-2 的

天然耐久性要求 

>规划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符合德国条例

68800-2 或符合
DIN EN 350-2
天然耐久性的木

材防腐剂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3-9 

30 
木窗，及内外部非承重木质

构件（例如立面和露台）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非承重木构件的 
化学保护 

木材防腐剂 
（欧盟指令

528/2012/EC 产

品类型 8） 

欧盟指令 
528/2012/EC 

建筑内部： 
无化学木材防腐剂 

建筑内部： 
无化学木材防腐剂 

建筑内部： 
无化学木材防腐剂 

建筑内部及外部： 
无化学木材防腐剂 

 
例外：在木窗中仅使用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的市面

销售生物杀灭产品 

建筑内部及外部： 
无化学木材防腐剂 

 
例外：在木窗中仅使用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的市面

销售生物杀灭产品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内部：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外部：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不超过 5%总建筑

面积的情况，不要

求证明文档。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3-9 

31 含膜保护功能的产品和用

生物杀灭剂处理过的产品  

用于外部石膏面、立

面的涂料，毛料/天然

纤维制成的地板覆盖

物，含膜保护功能的

木釉 

生物杀灭剂 
（欧盟指令

528/2012/EC 产

品类型 7&9），例

如灭藻剂、杀菌剂

和抗蛀剂  

欧盟指令 
528/2012/EC     

以下规定仅适用于

NWO15：在建筑内部

没有使用生物杀灭剂，

罐内防腐除外 

>制造商声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符合欧盟指令
528/2012/EC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3-9 

32 

 
围护结构中所有的铝制和

不锈钢构件， 
总表面积＞5 m2。 

 
不考虑防晒板条、卷闸式壁

龛和不锈钢栏杆。 
（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  

用于铝和不锈钢产品

的钝化剂 
六价铬 
Cr (VI)     不含六价铬的钝化剂 不含六价铬的钝化剂 >制造商声明 

所有相关的建筑围

护结构构件，例如

立面型材、覆盖物

和栏杆板 

    土壤及地下水

保护  
HOAI  
服务阶段 
3-9 

33 

带涂层的金属构件：立面组

件、门、散热器和供暖/制
冷天花版材料。 

 
热镀锌不属于相关涂料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底漆和面漆 
（例如油漆、涂漆、

粉末涂料） 

铅 Pb，镉 Cd，  
六价铬 
Cr (VI) 

 不使用含铅、镉及 
六价铬的化合物 

不使用含铅、镉及 
六价铬的化合物 

不使用含铅、镉及 
六价铬的化合物 

不使用含铅、镉及 
六价铬的化合物 

不使用含铅、镉及 
六价铬的化合物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产品在工厂生产过

程中被使用，且涂

层总面积 > 100 
m² 被应用到建筑

中  

  
避免使用危

险废弃物（六

价铬） 
   

HOAI  
服务阶段 
3-9 

34 屋顶覆盖物、排水沟、 
落水管 

屋顶及雨水排水管的

输水构件 
铅 Pb，铜 Cu，  

锌 Zn     
当含有高度关注物质

的产品覆盖面积超过

10%的屋顶垂直投影

面积时，需要加装重金

属过滤器 

当含有高度关注物质

的产品覆盖面积超过

10%的屋顶垂直投影

面积时，需要加装重金

属过滤器 

>规划 
>制造商声明 
>符合联邦环境署（UBA）
指令 17/05 的证明文档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土壤及地下水

保护  
HOAI  
服务阶段 
3-9 

35 

用于地板和墙壁的塑料产

品，以及围护结构中的相关

塑料构件 
（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  

弹性地板铺层（例如

PVC 或橡胶材质），

墙壁涂料，天窗、隔

音物料 （立面支架） 

有机铅和有机锡

化合物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制造商声明 所有相关构件 

> 100 m² 
注意：使用再循

环材料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5-9 

36 屋顶和地基使用的塑料膜 
（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 

用于屋顶和地下室外

墙密封的塑料膜 
有机铅和有机锡

化合物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铅含量 < 0.1%  
且  

锡含量 < 0.1% 
>制造商声明 所有相关构件 

> 100 m² 
注意：使用再循

环材料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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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供冷系统 / 建筑技术设备 

/ 空调压缩机 
（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 

制冷剂 卤代制冷剂  
附加评估分： 

不含卤代/部分卤代 
制冷剂 

附加评估分： 
不含卤代/部分卤代 

制冷剂 

附加评估分： 
不含卤代/部分卤代 

制冷剂 

附加评估分： 
不含卤代/部分卤代 

制冷剂 

附加评估分： 
不含卤代/部分卤代 

制冷剂 

>建筑技术设备规划 
>制造商声明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避免本身具

有持久性污

染或者会产

生持久性降

解产物的制

冷剂或推进

剂的使用* 

     

避免本身具有

持久性污染或

者会产生持久

性降解产物的

制冷剂或推进

剂的使用* 

  
HOAI  
服务阶段 
3-9 

38 
带隔热和贴装功能的喷涂

泡沫 B2 或 E（不包括隔热

材料的粘合剂） 

用于外门窗和门框等

配件现场施工的喷涂

泡沫 

卤代推进剂及其

他推进剂、溶剂、

增塑剂和阻燃剂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 
高度关注物质(SVHC)/ 
挥发性有机物(VOC)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和

磷酸三氯乙酯（TECP） 

3 日后检出值  
≤ 7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60 μg/m³ 
 

且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氯

化石蜡和磷酸三氯乙

酯（TECP） 

3 日后检出值  
≤ 7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60 μg/m³ 
 

且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氯

化石蜡和磷酸三氯乙

酯（TECP） 

3 日后检出值  
≤ 7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60 μg/m³ 
 

且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氯

化石蜡和磷酸三氯乙

酯（TECP） 

 
3 日后检出值  
≤ 750 µg/m³ 

 
或 28 天后检出值 

≤ 60 μg/m³ 
 

且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氯

化石蜡、磷酸三氯乙酯

（TECP）、增塑剂和

卤代阻燃剂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符合 EN ISO16000-9/ 
EN 16516 的检测证书 
>DGNB 的产品标识认证 
https://www.dgnb-system
.de/de/system/labelanerk

ennung/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推进剂 
 

根据欧洲化学品

法规（REACH）

候选清单 

避免本身具

有持久性污

染或者会产

生持久性降

解产物的制

冷剂或推进

剂的使用* 

   

避免本身具有

持久性污染或

者会产生持久

性降解产物的

制冷剂或推进

剂的使用* 

  
HOAI  
服务阶段 
5-9 

39 用作贴装隔热材料 
的喷涂泡沫 

喷涂泡沫，例如用于

贴装外墙隔热系统、

基座隔热系统、地下

室天花板隔热及屋面

隔热 

卤代推进剂及其

他推进剂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 
高度关注物质(SVHC) 

不使用喷涂泡沫 
（接缝除外） 

不使用喷涂泡沫 
（接缝除外） 

不使用喷涂泡沫 
（接缝除外） 

不使用喷涂泡沫 
（接缝除外） 

不使用喷涂泡沫 
（接缝除外） 

>不含卤代推进剂的矿物

胶粘剂、接缝泡沫的证明

文档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避免本身具

有持久性污

染或者会产

生持久性降

解产物的制

冷剂或推进

剂的使用* 

  

避免本身具有

持久性污染或

者会产生持久

性降解产物的

制冷剂或推进

剂的使用* 
 
粘合剂的耐久

性 

 
HOAI  
服务阶段 
5-9 

40 用于建筑和建筑设备的合

成隔热材料 

 
聚苯乙烯（PS）/ 挤
塑聚苯乙烯（XPS）/ 
聚氨酯（PUR）隔热

产品，柔性的建筑隔

热材料（例如橡胶和

聚乙烯）  

卤代推进剂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 不使用卤代推进剂 >技术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与建筑热封套和建

筑技术设备主体部

分相关的所有构件

和建造产品 

   
避免潜在温

室气体的排

放 
     

HOAI  
服务阶段 
5-9 

41 
合成隔热材料 

（建筑和建筑设备，包括供

暖和制冷件表面） 

聚苯乙烯（PS）/ 挤
塑聚苯乙烯（XPS）， 
聚氨酯（PUR）/ 聚异

三聚氰酸酯（PIR），

酚醛树脂版 

阻燃剂 
HBCD 

（六溴环十二烷） 

HBCD 
（六溴环十二烷） 

禁令 
 不含 HBCD 

（六溴环十二烷） 
不含 HBCD 

（六溴环十二烷） 
不含 HBCD 

（六溴环十二烷） 
不含 HBCD 

（六溴环十二烷）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5-9 

42 含阻燃剂的建造产品 
（混合物） 

建筑内部空间的防火

工艺、粘合剂或密封

件，聚氨酯（PU））

安装粘合剂； 
防火墙填料、电缆的

消防涂层、消防硅胶、

隔热材料的聚氨酯安

装粘合剂 
（聚苯乙烯-EPS、挤

塑聚苯乙烯-XPS、聚

氨酯树脂-PUR） 

氯化石蜡 
及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符合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法规的限制、欧洲化

学品法规候选清单中

的高度关注物质以及

长链氯化石蜡 

   
氯化石蜡< 0.1% 

且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氯化石蜡< 0.1% 
且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符合

1907/2006/EC 最新规定） 
>制造商声明（氯化石蜡和

高度关注物质≤ 0.1%）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氯化石蜡 
 

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法规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候选

清单 

      避免有害废弃

物的产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43 含阻燃剂的建造产品 
（产品） 

用户建筑设备和墙壁

覆盖物（玻璃纤维壁

纸、非编织油漆基材、

非编织装饰纤维等）

的隔热材料 

氯化石蜡、 
多溴化联苯

（PBB）、二苯醚

（PBDE）及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符合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法规的限制、欧洲化

学品法规候选清单中

的高度关注物质以及

长链氯化石蜡 

   

 
氯化石蜡 < 0.1% 
多溴化联苯< 0.1%, 
 二苯醚 < 0.1%, 

且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例外：对于 B1 等级建

造材料，可容忍使用含

长链氯化石蜡（LCCP）
的隔热材料  

 
氯化石蜡 < 0.1% 
多溴化联苯< 0.1%, 
 二苯醚 < 0.1%, 

且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技术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氯化石蜡、

多溴化联苯、二苯醚和高

度关注物质≤ 0.1%）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氯化石蜡 
 

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法规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候选

清单 

      避免有害废弃

物的产生 

避免有害

废弃物的

产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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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带有颜色标记的编号行：除上述质量要求外，还必须考虑附件 A 中“III. 方法”章节中的解释（“对于现成的交付到施工现场的下列材料/产品/材料，必须考虑，验证和遵守此标准的以下要求。”） 

 

 

 
* 木材的使用: 

0 内部安装木材，持续干燥，对木材横截面进行了控制（至少三面可见），破坏木材的昆虫无法接近 

1 内部安装木材，持续干燥，破坏木材的昆虫可能接近 

2 未接触土壤或者不会被直接风化或淋洗的木料，可能临时受潮 

3 不在屋顶下的木材，但没有与土壤和/或水持续接触，预计木材中会出现积水——即便只在有限的空间内 

4 持续接触土壤或被长时间受潮的木材 

44 塑料制品 
（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 

外墙和屋顶密封、墙

壁覆盖物、窗户、电

缆：塑料膜、墙壁覆

盖物、墙纸、塑料窗、

电缆包皮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邻苯二甲酸盐 
（增塑剂）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候选清单

的所有高度关注物质； 
部分包含在欧洲化学

品法规（REACH）附

录十四中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高度关注物质 
SVHC ≤ 0.1% 

>技术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高度关注物

质≤ 0.1%）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候选

清单 
   避免有害废弃

物的产生 

避免有害

废弃物的

产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45 

含有生物杀灭剂和阻燃剂

的建造产品：木材防腐剂、

木质材料、隔热材料 
（用于工厂及施工现场） 

承重木结构、软质纤

维板、隔热，包括吹

入产品和填充物：木

材防腐剂、木质材料、

有机隔热材料（纤维

素、纤维板、木屑、

羊毛等） 

作为配方成分的

硼化合物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候选清单

的所有高度关注物质； 
部分包含在欧洲化学

品法规（REACH）附

录十四中 

   硼化合物 ≤ 0.1% 硼化合物 ≤ 0.1% 
>技术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硼化合物 ≤ 
0.1%）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避免有害

废弃物的

产生 

HOAI  
服务阶段 
5-9 

46 聚氨酯结构粘合剂 
用于干砂浆层、中空

地板、干施工木板的

聚氨酯结构粘合剂 
溶剂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0.5%)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0.5%) 

无溶剂产品 
(溶剂含量 ≤ 0.5%)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HOAI  
服务阶段 
5-9 

49 

外墙和内墙、地板和天花板

覆盖物，墙壁和地板覆盖物

下的填料和粘合剂，窗户/
门/墙缝的建筑安装 

立面和墙面覆盖层、

隔热、轻质消防构件、

穿过墙壁和天花板的

密封块、天花板覆盖

物（例如纤维板）、

瓷砖粘合剂、塑料覆

盖物（例如石棉支持

垫-乙烯衬里）、铸件

和填料、工业砂浆层

管道和隔热（供热和

通风系统） 

石棉纤维产品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2004年 4月 29日发布

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及修订第

79/117/EEC 号指令的

（EC）第 850/2004 号

法规（批准 2001 年《关

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无石棉 无石棉 无石棉 无石棉 无石棉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SVHC ≤ 
0.1%）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法规 
 

欧洲化学品法规

（REACH）候选

清单 

避免本身具

有持久性污

染或者会产

生持久性降

解产物的纤

维的使用*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3-9 

50 用于建筑和建筑设施的人

造矿物纤维隔热材料 
建筑的隔热和隔音，  

管道隔热 人造矿物纤维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2004年 4月 29日发布

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及修订第

79/117/EEC 号指令的

（EC）第 850/2004 号

法规  

不使用人造矿物纤维 
≤ 3 μm 

不使用人造矿物纤维 
≤ 3 μm 

不使用人造矿物纤维 
≤ 3 μm 

不使用人造矿物纤维 
≤ 3 μm 

不使用人造矿物纤维 
≤ 3 μm 

>技术数据表 
>安全数据表 
>制造商声明 
>检测证明（SVHC ≤ 
0.1%）  

所有相关的 
构件和建造产品 

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法规 

避免本身具

有持久性污

染或者会产

生持久性降

解产物的纤

维的使用* 

 工作场所的

健康保护  

避免回收

过程中危

险物质和

杂质带来

的风险 

HOAI  
服务阶段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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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附件1（标准矩阵）有关的解释和信息： 

 
合法有效的证明（见一般信息：1）：合法有效的证明包括经全权代表签字的文件，或者制造商声明的明确陈述，说明

此为了解配方人员合法出具的证明。 
 
氯化石蜡： 
术语“氯化石蜡”指的是包含链长为10-30个碳原子、氯化度为10%到70%（按质量计算）的氯化烷烃的物质混合物（=短
链氯化石蜡（SCCP）、中链氯化石蜡（MCCP）和长链氯化石蜡（LCCP））。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和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候选清单： 
目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POP）》和《欧洲化学品法规（REACH）》候选清单都对短链氯化石蜡进行监管。

但要注意，中链和长链氯化石蜡也会纳入考虑。 
 
根据第528/2012/EC号指令获得批准的物质： 
对于在欧盟制造的产品，可以假设已经满足此项要求，因为欧盟已经落实了强制规定（这种情况下无须提供额外证明文

档）。 
 
生物杀灭剂指令： 
要了解与《生物杀灭剂指令》许可物质相关的更多信息，可登录：

http://www.reach-clp-biozid-helpdesk.de/de/Biozide/Wirkstoffe/Genehmigte-Wirkstoffe/Genehmigte-Wirkstoffe.html 
 
排放证明文档： 
通过ISO 17025认证的实验室出具的证明（不超过5年），证明基于符合ISO 16000-9、prEN 16516或EN 16402的排放

测试，产品或系统符合AgBB标准（感官特征除外）。 
 
烃类化合物塑化剂（HC）： 
碳氢化合物塑化剂是脂肪族烃，沸点范围为200到400摄氏度。 
 
注——在工厂应用的涂料： 
在工厂内，采用质量水平3的涂层材料（VOC ＜ g），可满足最高质量水平（QL）下第1行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要求。 
 
注——使用循环利用材料： 
对于采用循环利用塑料制成的产品，必须通过制造商声明，提供证据证明其中不包含有机铅、有机镉或有机锡化合物。 
 
 

关于“在建筑的各个寿命阶段，所考虑的物质/方面所产生影响的焦点”的信息、说明和脚注： 

* 第13、37、38和39行中的“卤代制冷剂或推进剂”： 
防止使用卤代制冷剂或推进剂，除非已经证明它们以及它们的降解产物不会在环境中累积，不会产生可能污染天然环境

（在天然环境中累积）或产生有效影响的持久性降解产物。 
 

 
 

  

http://www.reach-clp-biozid-helpdesk.de/de/Biozide/Wirkstoffe/Genehmigte-Wirkstoffe/Genehmigte-Wirkstoff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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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制造商声明”文件示例 
 

尊敬的先生/女士： 
 

针对此项目：我们计划使用以下涂层材料/涂料： 
 

 

编号 产品 干膜厚度 
微米 

VOC 
g/L 

VOC        
质量分数% 

VOC 
g/m2 

1      

2      

3      

总计      

 
 

请基于理论产量，以g/L、质量分数%和g/m2为单位，补充采用规定干膜厚度（DFT）涂覆的表面的VOC数据。 
 
感谢您 
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1.2 / 建筑产品和材料的健康影响 
附件 

 

© DGNB GmbH  130 

附件 4 
 

“高度关注物质SVHC查询函”文件示例 
 

（EC）第 1907/2006 号法规（欧洲化学品法规）——根据第 33 条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 
 
 
 
 

尊敬的先生/女士：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发布了一份高度关注物质清单，其中所列物质满足上述欧洲化学品法规第57条标准，已采用

该法规第59条所述之流程确定，具体信息见其网站（http://echa.europa.eu/chem_data/candidate_list_table_en.asp）。 
 

本人特此请求贵方参考上述法规第33条第（2）款之规定，告知我方，贵方所售之“XXXX”产品是否包含任何此类高度关

注物质（比例超过0.1%），并请求贵方向我方，提供安全使用“XXXX”产品的必要信息。 
 
 

根据上述法规第33条，贵方作为“XXXX”的供应商，有义务在45天内，向作为用户的我方提供此类信息。 
 
 

感谢您 
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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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处理不当使用的情况说明（在建筑工地执行材料检查的过程中） 
 
在执行该等建筑工地检查时，如果确定已经安装的个别材料不符合质量水平3或4的预期质量水平，则施工经理/物业监控

员必须以书面形式禁止使用该等材料。此种缺陷通知要说明材料、受影响的构件、执行的作业、背离规范的理由以及使

用不合规材料构建的区域。 
为了确保该等背离不会妨碍实现质量水平3或4的目标，必须通过以下文件证明该等背离： 
 
在相关作业开始之前，批准使用的适当材料的规范（标注日期的批准清单）。 
施工经理/物业监控员出具的书面缺陷通知以及负责施工的公司出具的作业无缺陷通知。 
说明使用不合规材料执行作业的区域；必须证明（通过建筑构件目录证明）在参与执行作业的交易中，有意使用相关材

料类型的区域面积＜构件面积的5%（范例：作为保温屋盖的平屋顶，不当使用底漆的面积＜保温屋盖面积的5%）。 
建筑所有方没有因为材料内永久残留的有害物质而遭受任何处罚，例如重金属、增塑剂或在吸附剂基质上形成沉淀的溶

剂（镶木地板上溶剂密封件）——提供技术数据表，或者安全数据表，或者高度关注物质证明文档，或者制造商声明（例

如增塑剂）作为证明 
根据SOC1.2指标1“室内空气质量”，不当使用不会妨碍项目预期目的的实现（排气行为、补偿通风计划等） 
提供已在建筑工地（参考PRO2.1）适当执行定期材料检查（见上文）的日志 
施工经理/物业监控员，或者负责施工的公司，提供合法有效的确认函（经全权代表签名），确认除了不当使用的单一实

例之外，其余作业使用的全部都是根据此标准目标质量水平获得批准的材料。 
 
请注意：DGNB明确说明DGNB证明文档必须与建成的建筑相对应。因此，技术证明文档和DGNB证明文档在所使用材

料方面存在的任何分歧，都可能导致金钱损失。甚至，未来的建筑所有方在很多年后也可能因此蒙受损失。因此，为了

避免因为翻修成本造成的金钱损失，对建筑进行有害物质测试，例如为完成DGNB存货认证或者作为DD审核一部分。 
 
因此，推荐施工经理/物业监控员从负责施工的公司处获取合法有效的确认函，确认其仅使用获得批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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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1.3 

可持续的资源利用 

 
目的 

执行此标准的目的是，在建筑及其外部设施中，推广使用（在整个价值链上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方面）具有透明度的

产品，采用符合公认环境和社会标准的原材料提取和加工方法。 
 
 
成效 

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参与价值链的所有人的可持续资源开采意识。藉此可以进一步拓展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具有可

持续性且满足社会-生态要求的原材料开采经验，从而抵消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不当做法。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性战略的贡献 

          

   
 12.2 自然资源的使用 12.1.a 可持续消费 
 15.2 所有森林类型的可持续管理 15.3 森林保护 

  高    
       
          

   
  8.4 全球资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去耦  8.1 资源保护 
  8.7 禁绝童工 12.2 可持续生产 

  中 12.5 减少和消除浪费   
 12.6 可持续性报告   
       
          

   
  

 

  
   8.6 全球供应链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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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为了反映当前对原材料开采所承担责任的现实情况，从根本上修订了此标准。在评估方面，此标准旨在促使DGNB进一

步扩大分析范围，实现质量水平评估与产业发展的彼此匹配。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2.4% 
 
 
2.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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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如果产品的原材料是采用负责任的方式开采的，且该等产品在其所应用的结构、技术设施或外部工程中占到了相应的比

例，那么就能够得到积极的评价。以负责任的方式开采的原材料所占比例越大，或者在建筑中使用二次原材料取代原材

料的比例越大，此项标准评估就能取得越好的结果。在此标准中，针对一项或多项指标最多可能授予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原材料  
1.1   资源开采的企业责任（质量水平1.1） 最高 12 

   建筑内或者建筑外表面上永久安装的产品，满足质量水平1.1的要求并超过显著性水平。  
     单一产品 +3 
     两个不同制造商生产的两种产品 +6 
     三个不同制造商生产的三种产品 +9 
     至少四个不同制造商生产的至少四种产品 12 

     
1.2   通过认证的可持续资源开采作为价值链的一部分（质量水平1.2）  最高 100 

   方法A——具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分数： 

 每一材料组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10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
的特定材料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1.2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高分数。 
 
 

+10 

   方法B——具有高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分数： 

 每一材料组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25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高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的特定

材料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1.2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大分数。 
 
 

+25 

   方法 C——参考产品在建筑或建筑外表面上的使用对产品进行定性评价 
针对超出显著性水平的产品，该等产品无法被归入任何已定义的材料组别，或者无法根据方法

A 或 B 提供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时，且该等产品满足质量水平 1.2 的要求。  
分数：  

 每一超出显著性水平的已认证产品 

 通过针对各项应用采用“建筑相关性系数”（根据表1）进行评价 
 不同材料组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根据方法A和B获得分数后，同样的产品不能再根据方法C获得分数。 
 

最高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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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过认证的可持续资源开采（质量水平1.3） 最高 100 
   方法A——具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分数： 
 每一材料组别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30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
的特定材料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1.3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大分数。 

+30 

    
 
方法B——具有高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每一材料组别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70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高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的特定材料

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1.3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大分数。  
 

 
 

+70 

    
方法C——参考产品在建筑或建筑外表面上的使用对产品进行定性评价 
针对超出显著性水平的产品，该等产品无法被归入任何已定义的材料组别，或者无法根据方

法A或B提供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时，且该等产品满足质量水平1.3的要求。 

分数： 

 每一超出显著性水平的已认证产品 

 通过针对各项应用采用“建筑相关性系数”（根据表1）进行评价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根据方法A和B获得分数后，同样的产品不能再根据方法C获得分数。 

 
最高 100 

     
            

2   二次原材料  
2.1   使用有自我声明的二次原材料（质量水平2.1） 最高 100 

   方法A——具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分数： 

 每一材料组别，与二次原材料的占比成比例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10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
的特定材料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2.1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大分数。 
 

+10 

    
方法B——具有高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分数：  
 每一材料组别，与二次原材料的占比成比例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25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高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的特定

材料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2.1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大分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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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C——参考产品在建筑或建筑外表面上的使用对产品进行定性评价 
针对超出显著性水平的产品，该等产品无法被归入任何已定义的材料组别，或者无法根据方

法A或B提供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时，且该等产品满足质量水平2.1的要求。 

分数： 
 每一超出显著性水平的已认证产品 

 通过针对各项应用采用“建筑相关性系数”（根据表1）进行评价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根据方法A和B获得分数后，同样的产品不能再根据方法C获得分数。 

最高. 80 

    
 

 

2.2   使用通过认证且有自我声明的二次原材料（质量水平2.2） 最高. 100 
   方法A——具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分数： 
 每一材料组别，与二次原材料的占比成比例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30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
的特定材料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2.2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大分数。 
 
 

+30 

   方法B——具有高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分数： 
 每一材料组别，与二次原材料的占比成比例 
 采用线性插值法，在参考值的0%到80%之间，得到0到70之间的分数 
 不同材料组别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高相关性的材料组别，如果至少80%的特定

材料参考值满足质量水平2.2的要求，则可以获得最大分数。 
 
 

 
+70 

   方法 C——参考产品在建筑或建筑外表面上的使用对产品进行定性评价 
针对超出显著性水平的产品，该等产品无法被归入任何已定义的材料组别，或者无法根据方法

A 或 B 提供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时，且该等产品满足质量水平 2.2 的要求。 
分数： 

 每一超出显著性水平的已认证产品 

 通过针对各项应用采用“建筑相关性系数”（根据表1）进行评价 
 不同产品可以加在一起 

评论：根据方法A和B获得分数后，同样的产品不能再根据方法C获得分数。 

最高 100 

     
  Re 
1 & 2 

  创新领域 
说明：如果无法按照标准体现以可持续方式开采的原材料或二次原材料，但可以提供已满足素

有设定目标的证据，则作为一个替代选择，可以按照指标1.2-1.3和2.1-2.2的评价方案对这些材

料计分，前提是要与DGNB协调并达成一致。 
 

   同 
1.2–1.3  

和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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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建筑中使用的原材料或二次原材料源自于负责任的开采方式，可以作为进行宣传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KPIS）       单位 

           

KPI 1  以（通过认证的）可持续方式生产、在建筑中安装的原材料的质量指数 

注：例如，可以选择面积（总建筑面积）或容积（总容积）作为参考单位。 
  （通过认证的） 

可持续方式生产的 
千克原材料 

/参考单位 
      
           

KPI 2  在建筑中安装的（认证）二次原材料的质量指数 

注：例如，可以选择面积（总建筑面积）或容积（总容积）作为参考单位。 
  （通过认证的） 

千克二次原材料 
/参考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 可使用建造产品的要求，作为在用建筑方案中标准9.2“采购”项下维护和室

内装修采购指南的一部分。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 此标准对应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ENV1.3“负责任的采购”。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 此标准密切对应室内空间认证中的标准 ENV1.3“可持续资源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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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定义不同质量水平是为了，让市场意识到推广可持续原材料管理的需求。在整条价值链上推行质量水平及相关的必要证

明文档有助于提高透明度。通过这种做法，可以确定并落实改善环境和社会标准的措施，并以此作为基石努力提高能源

效率。 
 
因此，其目标是通过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标准，在原材料及二次原材料的整条价值链上，鼓励实现其产地、耕作和收割条

件或者开采条件以及处理方式上的透明度和可追踪性，同时为消费者的决策提供指引。 
 
2050年愿景：价值链上所有参与者都理解可持续资源开采的好处，随着透明度的提高，在整条价值链上找出由此引起的

行动领域，并有效地落实必要的措施。自然资源整体上的绝对消耗处于一个能够为后代提供同等机会的水平（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通过有效的回收及循环利用基础设施，支持二次材料的广泛应用，采用新技术确保建造材料能够以一种易

于循环利用的方式装配和加工。 
 
 
二．附加说明 

此标准支持宣传原材料的“不可见属性”，为相关公司提供与资源开采各方面相关的明确指导方针。“不可见属性”可能包括

社会或环境影响，例如加工者和/或终端用户，无法基于建造材料进行识别的影响，比如原材料开采符合人权法，或者开

采资源用到的化学品污染地下水的风险。标准能够以一种可信、可靠地方式向加工者/终端用户提供与建造材料相关的复

杂信息。标准有助于协调及推行关于国际市场的明确规定和要求。 
 
建造行业使用的产品在产地、生产方法和加工方法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目前，在加强全面的透明度以及保证环境和社

会标准方面，并没有很多标准。很多公司按照环境管理标准开展生产运营，遵守最低社会要求，或者在其企业社会责任

（CSR）报告中，提供与生产流程基本可持续性相关的全面报告。 
 
设计师应考虑建造产品中使用的原材料的产地和开采条件，在选择建造材料和建造产品的过程中，尽早与建筑所有方积

极讨论此方面事宜。 
 
 
三．方法 

介绍和首要信息 
对于以负责任的方式开采和加工的产品，或者包含二次原材料并安装在建筑或建筑外部工程中的产品，应基于三个因素

进行评估。 
 

 第一个因素是通过落实针对产品相关含量的措施，实质上符合目标。使用上文描述的五种质量水平的定义，执

行此项评估。 
 第二个相关评估因素是与产品相关的证明文档质量和/或实现深度。执行此项评估时，要区分质量水平1.1（有

企业责任证明的产品）、质量水平1.2（认证产品——证书记录部分价值链或者部分内容要求）和质量水平1.3
（认证产品），还要区分质量水平2.1（有自我声明的二次原材料）和质量水平2.2（有证书的二次原材料）。 

 第三个影响评估的因素是建筑相关（原）材料的数量和相关性。使用“评估建筑中认证产品的方法”，执行此项

评估。 
 
针对质量水平1.1的产品，如果产品制造商承担起高度的企业责任，且该等产品超过显著性水平，则最多可以一次性获

得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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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其他质量水平的产品，提供三种不同方法。 
 

 以下情况可采用方法A：提供定量证明文档，说明某一材料组别的认证产品在整个建筑中所占的比例，且建筑

内材料的相关性为低或中等。取决于质量水平，此项最多可以获得10分或30分。 
 

 以下情况可采用方法B：提供定量证明文档，说明某一材料组别的认证产品在整个建筑中所占的比例，且建筑

内材料的相关性为高。取决于质量水平，此项最多可以获得25分或70分。 
 

 以下情况可采用方法C：提供定性证明文档，介绍产品的安装位置、证书或者声明，并指明产品使用超过显著

性水平的范围。取决于质量水平，通过预先定义的“建筑相关性因素”，此项总计最多可以获得80分或100分。

方法C适合不能归入任何材料组别的产品，或者在没有材料组别的总数量证明文档以及此材料组别中认证产品

所占比例的情况下，用作一种简化方法。 
 
根据可用证据，一个材料组别的认证产品在整个建筑中占到的比例可能归入不同质量水平。 
 
原则上，此项标准可以评估在建筑或者建筑外部设施中永久性安装、并归属于以下组别的所有产品：符合表1“建筑相关

性因素”（详细清单见ECO1.1附件1）的结构性建筑构件；或者外部工程（详细描述见“户外设施和开放空间”，附件4）。

产品必须超过显著性水平，才能应用指标1.1和方法C。出于此标准的目的，产品还包括建筑材料、装配组件或者结构性

构件。 
 
具体国家的调整和例外 
在绝大多数国家，与负责任资源开采和加工相关的高质量证明文档都只存在于少量材料，且必然是木材/原木材料和天然

石。使用木产品或者木质材料时，建议确保其中较高比例为符合质量水平（QL）1.2或1.3的认证产品，此建议对天然石

产品同样有效。这两个材料组别（木材和天然石）始终要纳入考虑范围，在DGNB单独发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不同材

料组别的公认标准：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 recognition/index.php 
 
如果有可用的具体国家的替代认证体系或者材料组别标准，例如DGNB尚未发布的替代FSC森林认证的标准，则可以通

过DGNB体系调整过程，制定针对具体项目的解决方案。最后，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可以请求DGNB的认可。 
 
最低要求 
满足最低要求应构成建筑或建筑外部工程中产品评估的附加要求。一般来说，对于结构性建筑构件和外部工程中使用的

建造产品，只有使用完全（总质量的100%）符合以下条件的一次和二次原材料创造的产品才可能得到积极评价： 
 

 耕作、开采或制造过程中未使用任何童工或强迫劳动力；且 
 能够证实不存在非法开采或生产。 

 
对于仅使用在欧盟国家开采的一次原材料且仅使用在欧盟生产的二次原材料的建造产品，不需要证明其满足该等最低要

求，因为可认为该等产品已经得到了欧盟法律的充分监管。要满足质量水平1.1，必须提供此方面的证明文档，形式可

以是由制造商出具的适当保证，确认已满足最低要求。 
1.1.对于质量水平1.2和1.3，则必须由负责发布产品认证标准的组织，保证其充分满足最低要求。对于指标2“二次原材料”，
必须通过制造商声明或证明的形式，提供完整的证明文档，证明自前一次重复使用材料之时起，一直满足最低要求。 
 
 
指标1：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原材料 
在建筑或建筑外部工程中使用的原材料，如已通过认证，确认其开采采用了负责任的方式，且对于该等原材料的使用，

制造商接受并声明在企业层面上承担全部责任，则可以在此标准指标1中获得积极评价。请注意：以循环利用材料/产品

形式使用的二次原材料，可通过指标2“二次原材料”纳入考虑范围。 
 

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20recognitio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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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1.1：资源开采的企业责任（质量水平1.1） 
预设目标是让负责生产的公司，掌握其产品中所使用（原）材料的产地、开采和加工等方面的信息，为确保提高整条价

值链上环境及社会影响的透明度做出贡献，让市场参与者的主动施压带动开采和生产过程中环境及社会标准的提高。 
 
根据质量水平1.1接受评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须满足最低要求。此外，还应提供证明文档，证明负责制造产品的公司在

企业层面上，就负责任且透明的资源开采和加工承担起责任，并对此进行适当通报，例如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展现其对

供应链负起的责任，以适当的文件证明产品的成分。 
 
企业层面上的责任指的是：制造商承担起（共同）责任，确保对其所使用的（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满足环境和社会标

准，且承诺接受根据《经合组织（OECD）跨国企业准则》或其他相当的指导方针执行企业尽职调查的责任。对于建造

材料、产品和构件中使用的（原）材料，在制造商企业使命宣言中至少要融入以下原则和过程： 
 

 防止腐败和贿赂； 
 防止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或二次材料（例如争端矿物）造成负面环境和社会影响； 
 防止践踏人权。 

 
此外，制造商必须以文件证明产品中使用的一次原材料的产地，载明所有加工步骤，指出执行该等加工步骤的位置（国

家和地区）。作为此方面的证明，必须以制造商声明的形式提供一份原材料清单，附上产地证明文档以及对加工步骤及

加工地点的描述。 
 
按照质量水平1.1评估建筑中认证产品的方法 
如果产品是永久性地安装在建筑或建筑外部表面上且超过了显著性水平，那么可以将产品纳入评估范围，可能一次性得

到3分。应该注意得是，在评估中每位制造商仅考虑一种产品。在评估中，最多可以考虑四位不同制造商的四种不同产

品。估算显著性水平时，必须评估相关产品在其所构成结构物及外部工程的生产成本中所占到的比例。待评估产品的材

料成本在结构性建筑构件和外部工程总成本中的占比达到0.5%，即构成显著性水平。如果无法确定材料成本，允许使用

典型成本参数确定显著性水平。如果也没有典型成本参数，可以使用成本参数（包括安装和加工等）作为确定显著性水

平的替代选择。 
 
指标1.2和1.3： 
通过认证的可持续资源开采作为价值链的一部分（质量水平1.2）和通过认证的可持续资源开采（质量水平1.3） 
根据质量水平1.2或1.3接受评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须满足最低要求。此外，所使用的构件/产品通过了获得DGNB认可且

超出环境保护及职业安全相关法定要求的一项标准的认证（出于此标准之目的，“认证体系”和“标签”为同义词），通过此

项标准本身，至少能确保在产品层面上满足特定的形式（体系）要求和内容要求。为了缩小验证范围，DGNB根据认可

标准维持并发布一份清单：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cognition/index.php  
 
如果标准获得DGNB的认可，且有文件证明符合标准的体系要求（单独文件）和内容要求（根据附加1），则可以使用

标准的证书作为此项标准评估的一部分。如果标准尚未获得认可，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可以请求DGNB认可该项标准，

或者可以通过创新领域，获得具体项目的认可。 
 
与指标1.2和1.3相关的标准要求 
作为标准一部分的可持续资源开采与其在质量水平1.2和质量水平1.3中的应用有差别，这种差别与获得认可的认证产品

标准中的要求落实有关。 
 

 如果标准允许仅对DGNB标准定义的增值链要素的子要素(聚焦于可持续资源开采，例如仅针对原材料的开采而

不包括加工，或者仅针对原材料的加工而不包括开采)进行认证，则此种应用必须被归类为“部分价值链的已认

证开持续资源开采”（质量水平1.2）。只有在描述目前尚未考虑的价值链要素的标准未来会得到确定（已经宣

布要整合）的情况，才可以执行此归类。 
或 

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cognitio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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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标准允许在内容要求（见附件1）中，仅应用环境要求或者仅应用社会要求，也必须将其归类到质量水平

1.2。 
或 
 如果标准允许认证及非认证原材料的“混合”，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必须按照质量水平1.2执行分类，或者基于认

证原材料在审计师审计产品中所占的比例，执行成比例的评估。如有疑问，则必须采用最差假设（最差情景原

则）。 
 

只有被定义为基础要求的环境和社会要求，被应用于价值链的所有基础要素并有文件证明，才可以归类为通过认证的可

持续资源开采（质量水平1.3）。 
 
出于DGNB体系目的的体系要求（应用于质量水平1.2和1.3）： 
“认可标准作为DGNB体系一部分的方法”中，针对可持续资源开采认证提出的体系要求，由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提供文

件证明，并通过组织的颁授标准予以落实（链接到须遵循的文件：“DGNB认可标准作为DGNB体系的一部分”）。 
 
要将标准归类为质量水平1.2，则必须提供文件证明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提出了以下内容要求： 
 

 出于指标1.2（质量水平1.2）目的的标准内容要求： 
标准应以被指定为基础目标的可持续目标的形式，明确阐述符合附件1的环境和/或社会要求，必须证明并通报

原材料的开采和/或加工或者特定组别的建造材料、构件或建造产品，实现该等可持续目标。标准超过法定规定。 
 
社会问题领域的要求是基于人权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工标准、国际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保

险准则和经合组织（OECD）尽职调查指南。要成为标签认可验证流程的一部分，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必须证

明其与前述或同等标准的关系（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verfahren/ 
 
必须采用指明范围及有效期限的特定产品证书及特定制造商证书，证明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满足前述体系要

求和内容要求。此外，必须由责任制造商出具声明，确认其对要求的合规性执行持续监督，或者提供“产销监管

链认证”文件。对建筑证书进行执行一致性检查时，必须就相关的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提供与要求合规性相

关的证明、持续监督声明以及安装证明文档作为相关证明文档。 
 
要将标准归类为质量水平1.3，则必须提供文件证明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提出了以下内容要求： 
 

 出于指标1.3（质量水平1.3）目的的标准内容要求： 
标准应以可持续目标的形式，根据附件1明确提出必须满足的环境和社会要求，必须证明并通报原材料开采和

加工或者特定组别建造材料、构件或建造产品的生产，落实了该等可持续目标。标准超过法定规定。 
 
社会问题领域的要求是基于人权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工标准、国际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保

险准则和经合组织（OECD）尽职调查指南。要成为标签认可验证流程的一部分，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必须证

明其与前述或同等标准的关系。 
 

 必须采用指明范围及有效期限的特定产品证书及特定制造商证书，证明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满足前述体系要

求和内容要求。此外，必须提供文件证明对要求的合规性执行了持续监督（例如通过“产销监管链认证”）。对

建筑证书进行执行一致性检查时，必须就相关的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提供与要求合规性和持续监督相关的

证明以及安装证明文档。 
 
按照质量水平1.2或1.3评估建筑中认证产品的方法 
可根据三种不同方法执行评估。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ver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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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A——具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中等或低相关性的材料组别，提供证据说明至少80%的特定材料参考

值满足质量水平1.3。建筑内材料组别的相关性评价必须以成本为基础。对于此过程，必须确定或者合理估算材

料组别的成本在结构性构件和外部工程的总成本中所占比例。如果材料组别所占的成本比例不到总成本（结构

性构件和外部工程的成本总计）的5%，则其在建筑内的相关性必须归类为中等到低（方法A）。 
 
允许根据方法A进行评估的材料组别为（使用括号内的特定参考值）： 

 木材和木质材料（体积） 
 天然石（质量） 
 混凝土（体积） 
 金属（质量） 
 软木（质量） 
 玻璃（质量） 

 
此方法可以应用于每一材料组别。它涉及到认证产品在总数量/总体积中所占比例，参考值为0%到80%。当认证产品占

到80%的比例时，可以得到全部评估分数。此项评估可应用于上文所列的六个材料组别。每一材料组别获得的分数可以

加在一起，最多可以得到80分的评估分。 
 
方法B——具有高相关性的整个材料组别的定量评价： 
 对于永久安装、预计与建筑及其外表面有高相关性的材料组别，提供证据说明至少80%的特定材料参考值满足

质量水平1.3。建筑内材料组别的相关性评价必须以成本为基础。对于此过程，必须确定或者合理估算材料组别

的成本在建筑结构性构件和外部工程的总成本中所占比例。如果材料组别所占的成本比例大于等于总成本（结

构性构件和外部工程）的5%，则其在建筑内的相关性必须归类为高。 
 
允许根据方法A进行评估的材料组别为（使用括号内的特定参考值）： 

 木材和木质材料（体积） 
 天然石（质量） 
 混凝土（体积） 
 金属（质量） 
 软木（质量） 
 玻璃（质量） 

 
此方法可以应用于每一材料组别。它涉及到认证产品在总数量/总体积中所占比例，参考值为0%到80%。当认证产品占

到80%的比例时，可以得到全部评估分数。此项评估可应用于上文所列的六个材料组别。每一材料组别获得的分数可以

加在一起，最多可以得到100分的评估分。 
 
方法C——参考产品在建筑或建筑外表面上的使用对产品进行定性评价 
 针对超出显著性水平的产品，若该等产品无法被归入任何已定义的材料组别，或者缺少根据方法A或B对其整个

材料组别总数量执行的定量评价，可提供证据证明它们满足质量水平1.3的要求。 
 
此种方法可适用于超过显著性水平的每一种认证产品。估算显著性水平时，必须评估相关产品在其所构成结构物及外部

工程的生产成本中所占到的比例。待评估产品的材料成本在建筑结构性构件和外部工程总成本中的占比达到0.5%，即构

成显著性水平。如果无法确定材料成本，允许使用典型成本参数确定显著性水平。如果也没有典型成本参数，可以使用

成本参数（包括安装和加工等）作为确定显著性水平的替代选择。 
 
可根据表1中针对建筑中各项应用规定的“建筑相关性因素”，确定相关分数。任何一种情况下，认证产品在建筑内选定参

考应用中所占比例都不具有相关性。不同产品和材料组别的分数可以加在一起。已经根据方法A或B评估过的产品排除在

外（不允许重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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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每一产品在建筑内应用得到的分数——“建筑相关性因素” 

 
 

构件 
质量水平1.3或2.2中
产品的分数  

质量水平1.2或2.1中
产品的分数 

           

外墙    
  非承重或预制外墙  5  2 
  外墙的覆层和内存  3  1 
  外部门窗  3  1 

      
           

内墙    
  非承重或预制外墙  8  3 
  内墙的内存  8  3 
  外部门窗  7  3 

      
           

地板和天花板    
  地板  12  5 
  天花板内衬  10  4 

      
           

屋顶    
  屋顶覆盖物和屋顶内衬  3  1 

      
           

称重结构    
  称重外墙 8  3 
  外柱  2  1 
  称重内墙  6  2 
  内柱  2  1 
  地板结构  8  3 
  屋顶结构  4  2 

      
           

地基    
  浅层或深层地基  2  1 
  底土和地基板  2  1 
  地板 2  1 

      
           

外部工程    
  土地表面、硬质表面、外部建造工程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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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2：二次原材料 
循环利用是减少一次原材料开采及相关影响的替代选择。出于此原因，在建筑内使用消费后二次原材料和消费前二次原

材料（应该能够证明其外部来源；消费前内部循环利用不纳入考虑范围）也能得到积极评价。可证明在建筑内使用的循

环利用材料，可通过两个质量水平整合到评估之中。如果建筑或其外部工程中安装了二次原材料，且可以通过自我声明

确认二次原材料在产品中的占比，就可以在质量水平2.1中向二次原材料授予分数。如果建筑或其外部工程中安装了二

次原材料，且可以通过证书确认二次原材料在产品中的占比，就可以在质量水平2.2中向二次原材料授予分数。 
 
指标2.1：使用有自我声明的二次原材料（质量水平2.1） 
根据质量水平2.1接受评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须满足最低要求。此外，所使用的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有制造商出具的

自我声明，说明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中包含二次原材料，并详细说明了相关的质量占比（类同于附件2中的内容要求）。

自我声明/制造商声明可以使用特定制造商的二次原材料占比或者行业内二次原材料的典型占比，作为二次原材料占比的

依据。 
 
建筑内有自我声明的二次原材料的评估 
建筑或建筑外部工程中安装的原材料，如有二次原材料比例数据，则可以按照适用于质量水平1.2的方法授予分数。但

是，只有产品中安装的实际二次原材料占比才与评估具有相关性，可按比例授予指标分数。 
 
指标2.2：使用认证二次原材料（质量水平2.2） 
根据质量水平2.2接受评估的建造材料、产品和构件，其生产过程须满足最低要求。 
1.1此外，所使用的建造材料、产品或构件一项认可标准的认证（出于此标准之目的，“认证体系”和“标签”为同义词），

此项标准至少能确保特定形式（体系）要求和内容要求的合规性。为了缩小验证范围，DGNB根据认可标准维持一份清

单。 
如果标准已经获得DGNB的认可，且有文件证明符合标准的体系要求（单独文件）和内容要求（根据附加2），则可以

使用标准的证书作为此项标准评估的一部分。如果标准尚未获得认可，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可以请求DGNB认可该项标

准，或者可以通过创新领域，获得具体项目的认可。 
 
建筑中认证二次原材料的评估 
建筑或建筑外部工程中安装的原材料，如有二次原材料比例数据，则通过提供认可标准的证明文档和建筑内材料相关性

的证明文档，可以按照适用于质量水平1.3的方法授予分数。但是，只有建造材料、产品或构件中安装的实际二次原材

料占比才与评估具有相关性，可按比例授予指标分数。必须出具证明，详述二次原材料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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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得到DGNB质量水平1.2和1.3认可的内容要求 
 
出于标准的目的得到DGNB的标准认可 
如果有文件证明已满足标准的体系要求和内容要求，则在评估过程中，可以参考标准证书。如果标准已经得到了DGNB
的认可，则可以从DGNB单独发布的文件中提取此项：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cognition/index.
php. 如果标准尚未获得认可，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可以请求DGNB的认可。 
 
标准的内容要求： 
标准应以可持续目标的形式，明确提出必须满足的环境和社会要求，该等目标对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或者特定组别建造

材料的生产具有根本/重要意义，且须通报并落实该等目标。标准超过法定规定。 
 
“环境要求”的定义 
目标是降低原材料开采和加工领域的负面环境影响。针对特定原材料提出了下列环境可持续目标，这些目标对相关原材

料组别的开采和加工至关重要，必须通过标准证明已满足该等目标。DGNB办事处可提供一份单独文件，列示哪些环境

目标对哪一特定原材料组别至关重要。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护 
2. 确保生态系统（栖地多样性）的持续存在和保护——自然环境应该回复到至少与其原始状态相当的状态。禁止

恶化适用于此处。 
3. 维护生态系统的保护功能（防洪、饮用水、雪崩等） 
4. 通过减少土地使用保护土壤，维持风景 
5. 通过预防生物、化学和物理性土地退化（例如土壤压实、土壤侵蚀、危害环境和健康的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符

合欧洲化学品法规的高度关注物质）使用造成的土壤污染） 
6. 维护自然水循环 
7. 减少水消耗，防止对地表水位和/或地下水位及其质量造成影响 
8. 防止水污染（例如防止废水对水质量造成的影响） 
9. 防止废弃物，尤其是有毒废物 
10. 通过防止有害排放维护空气质量 
11. 减少交通造成的环境影响（例如通过使用本地/地方原材料来源） 

 
“社会要求”的定义 
目标是减少原材料开采和加工导致的负面社会影响。针对原材料开采和特定组别产品的加工和生产提出了至关重要的社

会可持续目标，必须通过标准证明已满足该等目标。DGNB办事处可提供一份单独文件，列示哪些社会目标对哪一特定

原材料组别至关重要。 
1.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第29, 105、138和182号）禁止使用童工和强迫劳动力 
2. 整条供应/价值链都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动力标准，落实基础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防止工业事故/保护

危险条件下的工人安全） 
3. 遵守劳动法的要求（例如确保存在符合法定要求的书面雇佣合同）也适用于分包商 
4.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87号和第98号，遵守自由结社权，保护结社权，遵守集体谈判权 
5.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00号和第111号，保障同工同酬和工作场所无歧视 
6. 推行“商业道德”（例如防止腐败、落实公平商业实践、遵纪守法） 
7. 维护文化价值观，遵守土著民族和本地人民的权利防止因为原材料开采、产品的加工或制造可能造成的负面影

响，而导致的资源冲突以及对本地人口生计的威胁（土地征用和抢占、强迫移居或者对食品安全的负面影响） 
 
社会问题领域的要求是基于人权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工标准、国际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保险准则和

经合组织（OECD）尽职调查指南。 
作为验证过程的一部分，必须证明与上述或等同标准的关系。必须采用指明范围及有效期限的特定产品证书及特定制造

商证书，证明满足前述体系要求和内容要求。 
 
 

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cognition/index.php
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cognitio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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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得到DGNB质量水平2.1和2.2认可的内容要求 
 
出于标准的目的得到DGNB的标准认可 
 
如果有文件证明已满足标准的体系要求和内容要求，则在质量水平2.2的评估过程中，可以参考标准证书。如果标准已

经得到了DGNB的认可，则可以从DGNB单独发布的文件中提取此项：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
cognition/index.php. 如果标准尚未获得认可，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可以请求DGNB的认可。 
 
下文定义了针对含二次原材料的产品提出的体系要求和内容要求，应由负责发布标准的组织提供文件证明： 
 

 出于DGNB体系目的的体系要求（应用于质量水平2.2）： 
满足“认可标准作为DGNB体系一部分的方法”中二次原材料认证的体系要求：（“DGNB认可标准作为DGNB体
系的一部分”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verfahren/ ）。 

 
要将标准归类为质量水平2.2，则必须提供文件证明以下内容要求： 
 

 出于指标2.2（质量水平2.2）目的的标准内容要求： 
标准以文件证明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的制造过程使用了二次原材料以及它们在产品中的比例。 
必须采用指明范围及有效期限的特定产品证书及特定制造商证书，证明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满足前述体系要

求和内容要求。此外，必须提供文件证明对要求的合规性执行了持续监督（例如通过“产销监管链认证”）。对

建筑证书进行执行一致性检查时，必须就相关的建造材料、构件或产品，提供与要求合规性和持续监督相关的

证明以及安装证明文档。 
. 

 
 
  

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cognition/index.php
https://www.dgnb-system.de/en/system/label-recognition/index.php
https://www.dgnb-system.de/de/system/labelanerkennung/ver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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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建筑层面上特定原材料要求 
 
1. 使用木材和木质材料 
 
对于安装的木材和木质材料，要授予质量水平1.2或1.3的分数，首先必须满足的一项最低要求是：不得使用在热带、亚

热带和北方气候区，以非受控开采方式砍伐的木材。使用缺少认证的热带、亚热带或北方木材即构成未满足此最低标准。

此种情况下，不会得到任何分数。 
 
 
2. 天然石的使用 
 
根据质量水平1.2或1.3执行评估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尽可使用未使用童工或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天然石材。使用欧盟国家

的天然石不受任何限制。要证明满足此要求，必须提供所使用产品的CE标示。有CE标示的天然石可以在质量水平1.2
下获得分数。对于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天然石，必须证明已满足《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82号的要求，且已对采石场

执行独立的突击检查。 
 
*通过一份单独的清单公布获得DGNB认可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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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户外设施和开放空间 
 
“外部工程”包括建造与结构体彼此对立、自成一体的建筑户外设施和开放空间的建造服务与供应，含相关的结构设施、构

造或技术设施。其中也包括与建筑结构体永久连接、为特殊目的和首要措施服务的嵌入构件。 
 
 
  外部工程（主层和地下层）  内容 

        

土方工程  表面和地面工程、土方工程、挖掘、水坝、切口、壁垒、边坡稳定 
    
        

制造  土壤清除和土壤保护，包括表层土和土壤调理；挖掘，包括作业区域和路堤；

仓储、土壤运输和土壤清除；填埋和回填；     
     
        

围护  铺设和固定基坑、建造设备、水坝、壁垒和切口（例如槽、桩、板桩、梁、砂

浆层、注入和喷浆混凝土固定），包括锚地、支撑和筑堤     
     
        

排水  移除建造过程中的地下水和层间水 
    
     
        

挖土方  打断地下结构，包括支撑和锁定 
    
     
        

地基、下层结构  户外设施和开放空间的地基和下层结构措施，包括相关的土方工程和清洁层（如

未包含在土方工程中）     
     
        

土壤改良  换土、压实、压入、锚固、支撑措施、松土、铺设土工织物 
    
     
        

地基和楼板  单个地基、条形地基、地基、地板和楼板 
    
     
        

地基覆盖物  基底、地板和基础底板的覆盖物（包括砂浆层、密封、隔热、保护层和耐磨层） 
    
     
        

密封和内衬  基底、地板和基础底板下面的建造层、地基防水和内衬，包括隔热，以及过滤、

排放、清洁和保护层     
     
        

排水  管道、竖井、填料、池、深层排水、表面排水 
    
        

上层结构、表面层  户外设施和开放空间的上层结构和表面层；铺砌面上使用或不使用粘结料的上

层结构和表面层，包括垫底材料、接头填缝、标记和镶边（例如肋拱、磨边石）     
     
        

步径  步行道及自行车道的上层结构和表面层 
    
     
        

道路  轻型及重型交通工具区域以及含送货交通的步行区域的上层结构和表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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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庭院、露台  广场、庭院、露台和座位的上层结构和表面层 
    
     
        

停车场  静止交通表面的上层结构和表面层 
    
        

运动场表层  运动场的上层结构和表面层 
    
        

铁路轨道  轨道，包括开关和枕木 
    
        

直升机停机坪  例如直升飞机停机坪的上层结构和表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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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目标评估的要求。除了

下文列出的文件以外，还必须考虑针对附件3中指定材料的说明。 
 
指标1：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原材料    
最低要求 
 

 制造商/加工者关于避免非法采伐原材料的证明文档 
 制造商/加工者关于排除童工和强迫劳动力的证明文档（产品名称、文件发布者、发布日期和签名、符

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82号规定） 
 如果必要，制造商/加工者关于在欧洲进行材料采购和/或生产的证明文档 
 只提交标签就能证明符合最低要求的情况下，无需提供单独的证明文档 

 
指标1.1：质量水平1.1的证明文档 
 

 针对相关原材料采用的风险管理的摘录，连同结果报告、分析、措施和产地证明以及对制造商造成的任

何后果（针对被考虑的每一原材料） 
 企业指导方针的摘录（突出相关段落，例如与公司要求的原则和流程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连同原

材料相关性的描述） 
 评价/预测超过显著性水平的范围 

 
指标1.2和1.3：质量水平1.2和1.3的证明文档 
 

 如果应用了方法A或B：所使用原材料的量化（例如通过用于寿命周期评价的建筑构件目录或者通过基

于投标的传统方法） 
 说明所安装的同一原材料组别中相关原材料的类型（例如木材、木质产品和/或木质材料） 
 所使用产品已通过获得DGNB认可的标准（标签）的证据 
 供应商提供的交货单或发票（说明产销监管链认证编号以及认证项目的名称）如果适用标准中有要求，

交付文件必须指出备档项目的认证状态（例如森林认证（FSC）或者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

认证） 
 直接装运：如果产品卖方是使用原包装直接转卖的经销商，则该经销商必须提供其供应商出具的交货单

/发票，其中必须指明产销监管链认证编号、备档物品的认证状态、经销商的名称以及认证项目。 
 如果应用了方法C：评价/预测超过显著性水平的范围 

 
请注意：只有在招投标中已经明确规定了认证原材料/产品/构件的要求，落实该等要求才有意义。只有加工企业足够早

地（如果可能，在收到订单之时）知悉所要求的认证，才可能随交货文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档。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溯

及既往出具必要的文件。 
 
指标2.1：质量水平2.1的证明文档 
 

 说明安装的相关二次原材料的类型 
 如果应用了方法A或B：所使用二次原材料的量化（例如通过用于寿命周期评价的建筑构件目录或者通

过基于投标的传统方法） 
 如果应用了方法C：评价/预测超过显著性水平的范围 
 证明可针对所使用的产品提供与二次原材料比例相关的自我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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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2.2：质量水平2.2的证明文档 
 

 说明安装的相关二次原材料的类型 
 如果应用了方法A或B：所使用二次原材料的量化（例如通过用于寿命周期评价的建筑构件目录或者通

过基于投标的传统方法） 
 如果应用了方法C：评价/预测超过显著性水平的范围 
 所使用产品已通过获得DGNB认可的标准（标签）的证据 
 供应商提供的交货单或发票（说明产销监管链认证编号以及认证项目的名称）如果适用标准中有要求，

交付文件必须指出备档项目的认证状态（例如森林认证（FSC）或者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

认证） 
 直接装运：如果产品卖方是使用原包装直接转卖的经销商，则该经销商必须提供其供应商出具的交货单

/发票，其中必须指明产销监管链认证编号、备档物品的认证状态、经销商的名称以及认证项目。 
 
请注意：只有在招投标中已经明确规定了认证二次原材料/产品/构件的要求，落实该等要求才有意义。只有加工企业足

够早地（如果可能，在收到订单之时）知悉所要求的认证，才可能随交货文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档。通常情况下，不可

能溯及既往出具必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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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国际劳工组织（ILO）： 

 公约第29号——强迫劳动，1930 
 公约第98号——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1949 
 公约第105号——废除强迫劳动，1957 
 公约第138号——最低就业年龄公约，1973 
 公约第182号——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1999 

 经合组织（OECD）跨国企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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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2.2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目的 

执行此标准的目的是，维持天然水循环，通过废水的循环使用和本地资源的合理利用，降低清洁水（饮用水）需求。 
 
 
成效 

降低清洁水和废水需求，减少运营成本。此外，废水的高度循环利用以及本地资源（水井、雨水）的使用有助于摆脱价

格波动和可用性的影响。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性战略的贡献 

          

  
   

  6.3 改善水质量   

  6.4 高效用水和可持续水抽提   
  中    
       
          

   
  6.5 落实水资源综合管理  6.2 饮用水和卫生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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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饮用水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尤其是考虑到国际环境。DGNB将根据相关发展，对标准进行相应的更新。此外，长远

来看，可能会增加质量评价，因为硝酸盐污染饮用水的问题将愈发受到关注。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1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2.4% 
 
 
2.3% 

2 
 
 
2 

      
      

 
 
 
 

 
1 在总分中的占比和权重因子可能因为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水压力指数（WSI）而有所不同，详细描述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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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通过对用水量的定量计算，可体现清洁水和废水的平衡，可使用此数值进行评估。此外，通过废水的循环使用和本地资

源的使用，可以维护天然水循环，降低清洁水需求，因此可使用指标“灌溉和雨水调蓄”和“融入到区域基础设施中”，将此

纳入考虑范围。在此标准中，可能得到的最高分值为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1.1  用水量 最高 90 

   用水量 ≥ 动态用水限制 10 
   用水量 ≤ 动态用水参考值  45 
   用水量 ≤ 动态用水目标值 90 
           

Re 1  循环经济     
  说明：将雨水或灰水的使用融入到用水量的评价中。在水参数评价中记录节约的清

洁水和减少的废水，并将之融入到生命周期影响的评估中。因此，标准充分落实了

对循环经济的贡献。 

 

 

           
           

2  户外设施  
2.1  灌溉和雨水调蓄 最高 5 

   不使用清洁水浇灌户外设施 +2.5 
   户外设施包括雨水调蓄设施  +2.5 
           
           

3  融入到区域基础设施中  
3.1  整合水平 5 

  根据周边的现有基础设施，调整雨水和废水的处理方法，采取所以可能的措施进行雨污分流和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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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合适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包括根据指标1确定的用水量。此外，还包括根据 “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详见[T&D_02]），
确认的用户水需求。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KPIS）       单位 

           

KPI 1  DGNB定义的用水量和水压力指数；对应于Level（s）指标3.1“使用阶段耗水量”，

包括水开发利用指数（WEI+） 

注1：使用此指标时，应与“卫生用水消耗”、“需水设备的水消耗”和“水消耗总量”

进行区分，还应该与用户人数挂钩 

            [m3/a] 

      
           

KPI 2  全球报告倡议披露声明 （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组织） “总取水量，按来源列示” 
注1：总水需求，说明来源（地下水、雨水、另一组织的废水、公共供水） 

            [m3/a]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 与建筑运营认证体系中的标准ENV9.1存在高度关联：来源于水参数计算的

水需求值可用于运营。藉此可检查消耗值，帮助用户优化运营。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 与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中的标准ENV2.2（指标1的计算）存在高度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 建筑雨水或灰水使用量确定的结果、外部工程浇灌详情以及与区域整合相

关的信息，与城市区域和商业区域认证中的标准 ENV2.2 存在高度关联。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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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降低清洁水需求，减少运营成本。此外，废水的高度循环利用以及本地资源（水井、雨水）的使用有助于摆脱价格波动

和可用性的影响。地理位置不同，所有这些因素及诸多其他方面的严重性可能不同。在针对具体国家的体系调整过程中，

此标准的占比和权重可能根据附件1列示的水压力指数进行调整。 
 
 
二．附加说明 

为了确保高质量清洁水的供应，在完成成本密集型的准备工作之后，每天从自然水循环中取水，然后使用。产生的废水

在回到天然水循环中之前，必须先行净化，去除有害物质和污染。可持续建造的目标是减少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从而

尽可能少地干扰自然水循环。 
 
基于与用户行为以及灰水和雨水规划用途相关的既定假设，测试及评估该等要求。如果在建筑内排水和处理水的问题同

样重要。采用同时考虑设计方面的全面方法，可以确定对实现DGNB标准规定目标至关重要的条件。 
 
 
三．方法 

确定的清洁水需求量和废水量加起来就是“用水量”。它是用于评估建筑用水量的一个简单数值。建造期间消耗的水忽略

不计。与用户行为和实际确定的参数相关的既定假设融入到评估之中。 
 
系统边界 

在评估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时，主要考虑可能被设计师影响的措施。其中不包括用于饮用的清洁水需求，或者适用情况

下，用于食品制备等目的的清洁水需求。不允许对单项标准进行选择性分析，因为这与全面评估相抵触。这意味着只有

在其他相关标准（尤其是建筑相关的寿命周期成本）也考虑分散式废水处理厂、雨水河水或废水的规划使用等要素时，

才可以在评估中融入该等要素。 
总的来说，用户的消耗是水需求的决定因素，这意味着节水技术对于减少水消耗尤为重要。相反，清洁用水只有轻微影

响，必须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差别化评估设备及雨水管理用到的总面积的影响。 
 
图1: 用水量计算的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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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基准 

取决于用户数量、屋顶面积和设备数量，一栋建筑的年度清洁水需求及其产生的废水量可能大相径庭。有鉴于此，尽量

使用建筑的具体条件，确定动态限值。 
 
指标1.1：用水量 
用水量 water use value（WUV）的计算公式如下： 
 

WUV = (WDU + WWU) + (WWRW) + (WDSPA + WWSPA)         (1) 
 
  其中 

 WUV  用水量 [m³/a] 
 WDU  员工用水需求 [m³/a] 
 WWU  用户产生的废水 [m³/a] 
 WWRW  进入排水系统的雨水 [m³/a] 
 WDSPA  温泉区的清洁水需求 [m³/a] 
 WWSPA  温泉区产生的废水 [m³/a]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办公   教育   物流   
 住宅 （取决于“用户行为参数”和“使用天数”）  
 生产 （取决于“用户行为参数”） 
 
指标1：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用户相关 
确定员工用水需求（WDU）的依据是：与用户行为相关的既定假设下，设施的清洁水需求总量。从用水需求中扣除可

以用来取代清洁水的雨水、河水或灰水的使用量： 
 

𝐖𝐖𝐃𝐃𝐃𝐃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𝐑𝐑𝐖𝐖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2) 

 
  其中 

 WDU 用户/居民/员工的用水需求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 [m³/a] 
 NRW 雨水或河水使用量（如冲厕用水） [m³/a] 
 NGW 灰水使用量（如冲厕用水） [m³/a] 

 
可以基于使用雨水、河水和灰水的经济核算，计算雨水、河水和灰水的使用量。 
确定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wdI）的依据是：与用户行为和使用天数相关的既定假设下，每天的用水需求： 
 

wdI = (nU * fI * cvI * d/a) / 1000  (3) 
 
  其中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U 用户数量 

fI 按照表1计算的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升/天] 或 [冲厕次数/天] 
 cvI 设施的水耗指标，单位 [L/s] 或 [升/冲厕次数] 
 d 使用天数 (= 210 天) 
 a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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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用户产生的废水（WWU）的方法是：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总量，减去重复利用的灰水和/或通过分散式处理场地净

化的废水： 
 

.𝐖𝐖𝐖𝐖𝐃𝐃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  𝐑𝐑𝐁𝐁𝐖𝐖  (4) 

 
  其中 

 WWU 用户产生的废水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GW 重复利用的灰水量（如冲厕用水）[m³/a] 
 RBW 原位污水净化处理的废水量 [m³/a] 

 
从分散式（小型）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中可以得出净化水量。 
 

表 1: 用户行为参数 

 
设施 

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FI  
[秒或冲厕次数/人/天] 

   
 盥洗盆 45 
   

 节水型厕所冲水 1 
   

 洗手间 1 
   

 小便斗 1 
   

 淋浴 30 
   

 厨房洗涤池 20 
   
 
具体设施的系数源自于以下假设： 
 

 每位用户每天洗手三次，每次15秒 
 节水型厕所冲水/小便斗的使用量与正常厕所冲水的使用量的比值为2:1；假设男女比例相等（各50%） 
 10%的员工每天淋浴，每次5分钟（如提供淋浴设施） 
 使用厨房洗涤池清洗餐具，例如每位员工一个杯子 

 
表 2: 具体设施水耗指标（cvl），单位 [升/秒] 或 [升/冲] 

 设施 具体设施的水耗指标（升/秒 或 升/冲） 

   
 盥洗盆（升/秒） 0.15  
   

 节水型厕所冲水（升/冲） 3 
   

 洗手间（升/冲） 6 
   

 小便斗（升/冲） 1.5 
   

 淋浴（升/秒） 0.25  
   

 厨房洗涤池（升/秒）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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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指标1：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用户相关 
现有设施具体用水要求的使用天数: 
 

 d 使用天数 (=345 天) 
 
表 3: 用户行为参数 

 
设施 

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FI  
[秒或冲厕次数/人/天] 

   
 盥洗盆 195 
   

 节水型厕所冲水 4 
   

 洗手间 1 
   

 淋浴 120 
   

 洗碗机 0.5 
   

 洗衣机 0.25 
   
 
带浴缸的民居： 
在节水方面，淋浴显然优于泡澡。选择浴缸时，必须选择能够用于淋浴而不会有损于舒适性或便捷性的类型。针对浴缸

而言，节水与浴缸的容积成正比例。浴缸越小，节水可能越大。在浴缸里注水时，送水配件的类型不会影响用水需求。

配件只可能为淋浴带来节水的效果。对于带浴缸的民居，假设每14天会有一次注满浴缸泡澡，其他时间都是用来淋浴。 
 
 
表 4: 具体设施水耗指标（cvl），单位 [升/秒] 或 [升/冲] 

 
设施 具体设施的水耗指标（升/秒 或 升/冲） 

   
 盥洗盆（升/秒） 0.15  
   

 节水型厕所冲水（升/冲） 3 
   

 洗手间（升/冲） 6 
   

 淋浴（升/冲） 0.25  
   

 浴缸（升/满浴缸） 70 (容积) 
   

 洗碗机（升/洗涤循环） 20 
   

 洗衣机（升/洗涤循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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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指标1：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用户相关 
 
表 5: 用户行为参数 

 
设施 

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FI  
[秒或冲厕次数/人/天] 

   
 盥洗盆 90 
   

 节水型厕所冲水 1 
   

 洗手间 1 
   

 小便斗 1 
   

 淋浴 150 
   

 厨房洗涤池 20 
   
 
具体设施的系数源自于以下假设： 
 

 每位用户每天洗手三次，每次30秒 
 节水型厕所冲水/小便斗的使用量与正常厕所冲水的使用量的比值为2:1；假设男女比例相等（各50%） 
 50%的员工每天淋浴，每次5分钟（如提供淋浴设施） 
 使用厨房洗涤池清洗餐具，例如每位员工一个杯子 

 
 
表 6: 具体设施水耗指标（cvl），单位 [升/秒] 或 [升/冲] 

 

 设施 具体设施的水耗指标（升/秒 或 升/冲） 

   
 盥洗盆（升/秒） 0.15  
   

 节水型厕所冲水（升/冲） 3 
   

 洗手间（升/冲） 6 
   

 小便斗（升/冲） 1.5  
   

 淋浴（升/秒） 0.25 
   

 厨房洗涤池（升/秒）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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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市场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指标1：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用户相关 
 

WDU = WDE + WDCU   (2) 
 
  其中 

 WDU 用户的用水需求 [m³/a] 
 WDE 员工的用水需求 [m³/a] 
 WDCU 客户的用水需求 [m³/a] 

 
WWU = WWE + WWCU   (3) 

 
  其中 

 WWU 用户产生的废水 [m³/a] 
 WWE 员工产生的废水 [m³/a] 
 WWCU 客户产生的废水 [m³/a] 

 
 
员工 
确定员工用水需求（WDE）的依据是：与员工行为相关的既定假设下，设施的清洁水需求总量。从用水需求中扣除用来

取代清洁水的雨水、河水或灰水的使用量： 
 

𝐖𝐖𝐃𝐃𝐄𝐄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𝐑𝐑𝐖𝐖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4) 

 
  其中 

 WDE 员工的用水需求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 [m³/a] 
 NRW 雨水或河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m³/a] 
 NGW 灰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m³/a] 

 
可以基于使用雨水、河水和灰水的经济核算，计算雨水、河水和灰水的使用量。 
 
确定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wdI）的依据是：与用户行为和存在天数相关的既定假设下，每天的用水需求： 
 

wdI = (nE * fI * cvI * d/a) / 1000  (5) 
 
  其中 

 wdI S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E 员工人数 
 fI 按照表1计算的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升/天] 或 [冲厕次数/天] 
 cvI 设施的水耗指标，单位 [L/s] 或 [升/冲厕次数] 
 d 使用天数(= 312 天) 
 a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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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员工产生的废水（WWE）的方法是：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总量，减去重复利用的灰水和/或通过分散式原位处理净

化的废水： 
 

𝐖𝐖𝐖𝐖𝐄𝐄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  𝐑𝐑𝐁𝐁𝐖𝐖  (6) 

 
  其中 

 WWE 员工产生的废水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GW 重复利用的灰水量（如冲厕用水）[m³/a] 
 RBW 在地原位处理净化的废水量 [m³/a] 

 
从分散式（小型）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中可以得出净化水量。 
 
 
客户 
确定客户用水需求（WDU）的依据是：与客户行为相关的既定假设下，设施的清洁水需求总量。从用水需求中扣除用来

取代清洁水的雨水、河水或灰水的使用量： 
 

𝐖𝐖𝐃𝐃𝐂𝐂𝐃𝐃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𝐑𝐑𝐖𝐖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7) 

   
          其中 

 WDCU 客户的用水需求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 [m³/a] 
 NRW 雨水或河水使用量（如冲厕用水）[m³/a] 
 NGW 灰水使用量（如冲厕用水）[m³/a] 

 
可以基于使用雨水、河水和灰水的经济核算，计算雨水、河水和灰水的使用量。 
 
确定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wdI）的依据是：与用户行为和使用天数相关的既定假设下，每天的用水需求： 
 

wdI = (nCU * fI * asI * d/a) / 1000  (8) 
 
  其中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CU 客户数量 
 fI 按照表1计算的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秒/天] 或 [冲厕次数/天] 
 cvI 设施的水耗指标，单位 [L/s] 或 [升/冲厕次数] 
 d 使用天数 (= 312 天) 
 a 年 

 
假设5%的客户使用卫生设施。 
 
 
计算客户产生的废水（WWCU）的方法是：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总量，减去重复利用的灰水和/或通过分散式在地原位处

理净化的废水： 
 

𝐖𝐖𝐖𝐖𝐂𝐂𝐃𝐃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  𝐑𝐑𝐁𝐁𝐖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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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WWCU 客户产生的废水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GW 重复利用的灰水量（如马桶冲厕）[m³/a] 
 RBW 在地原位处理净化的废水量 [m³/a] 

 
从分散式（小型）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中可以得出净化水量。 
 
 
表 3: 用户行为参数 

 
设施 

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FI  
[秒或冲厕次数/人/天] 

  员工 客户 

   
 盥洗盆 45 15 
   

 节水型厕所冲水 1 0.3 
   

 洗手间 1 0.5 
   

 小便斗 1 0.2 
   

 淋浴 30 - 
   

 厨房洗涤池 20 - 
   
 
具体设施的系数源自于以下假设： 
 
员工 

 每位员工每天洗手三次，每次15秒 
 节水型厕所冲水/小便斗的使用量与正常厕所冲水的使用量的比值为2:1；假设男女比例相等（各50%） 
 10%的员工每天淋浴，每次5分钟（如提供淋浴设施） 
 使用厨房洗涤池清洗餐具，例如每位员工一个杯子 

 
 
客户 

 5%的客户使用卫生设施。 
 使用卫生设施的客户中60%为女性，40%为男性。 
 每位用户每次洗手平均花费15秒钟。 
 女性客户使用节水型厕所冲水和正常厕所冲水的比例是1:1，男性客户使用小便斗/节水型厕所冲水和正

常厕所冲水的比例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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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具体设施水耗指标（cvl），单位 [升/秒] 或 [升/冲] 

 

 设施 具体设施的水耗指标（升/秒 或 升/冲） 

   
 盥洗盆（升/秒） 0.15  
   

 节水型厕所冲水（升/冲） 3 
   

 洗手间（升/冲） 6 
   

 小便斗（升/冲） 1.5  
   

 淋浴（升/秒） 0.25 
   

 厨房洗涤池（升/秒） 0.25 
   
 
 
 酒店  
 
指标1：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用户相关 
确定客人用水需求（WDU）的依据是：与客人行为相关的既定假设下，设施的清洁水需求总量。从用水需求中扣除用来

取代清洁水的雨水、河水或灰水的使用量： 
 

𝐖𝐖𝐃𝐃𝐃𝐃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𝐑𝐑𝐖𝐖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2) 

 
  其中 

 WDU 客人的用水需求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 [m³/a] 
 NRW 雨水或河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 [m³/a] 
 NGW 灰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m³/a] 

 
 
可以基于使用雨水、河水和灰水的经济核算，计算雨水、河水和灰水的使用量。 
 
确定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wdI）的依据是：与用户行为和存在天数相关的既定假设下，每天的用水需求： 
 

wdI = (nU * fI * cvI * d/a) / 1000  (3) 
 
  其中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U 客人数量 
 fI 按照表1计算的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秒/天] 或 [冲厕次数/天] 
 cvI 设施的水耗指标，单位 [L/s] 或 [升/冲厕次数] 
 d 使用天数 (= 360 天) 
 a 年 

 
确定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wdI）的依据是以下假设下的每日用水需求：入住360天，使用率为总容量的65%，双人房平

均入住1.2人： 
 

nU = (nSR + (nDR * 1.2)) * 0.6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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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nU 客人数量 
 nSR 单人房的数量 
 nDR 双人房的数量 

 
计算客人产生的废水（WWU）的方法是：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总量，减去重复利用的灰水和/或通过分散式处理场地净

化的废水： 
 

𝐖𝐖𝐖𝐖𝐃𝐃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  𝐑𝐑𝐁𝐁𝐖𝐖  (5) 

 
  其中 

 WWU 客人产生的废水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清洁水需求 [m³/a] 
 NGW 重复利用的灰水量（如马桶冲厕）[m³/a] 
 RBW 在地原位处理净化的废水量 [m³/a] 

 
从分散式（小型）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中可以得出净化水量。 
 
表 9: 用户行为参数 

 
设施 

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FI  
[秒或冲厕次数/人/天] 

   
 盥洗盆 75 
   

 节水型厕所冲水 1 
   

 洗手间 1 
   

 小便斗 1 
   

 温泉区的盥洗盆 15 
   

 温泉区的节水型厕所冲水 1 
   

 温泉区的淋浴 600 
   
 
具体设施的系数源自于以下假设： 
 

 每位客人每天使用洗手盆一次，每次75秒。 
 节水型厕所冲水或小便池每留宿一晚使用两次，正常厕所冲水每留宿一晚使用一次。 
 每留宿一晚，淋浴使用300秒。 
 在温泉区，每位泡温泉者使用洗手盆15秒，使用淋浴600秒，使用节水型厕所冲水一次。 
 游泳池不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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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具体设施水耗指标（cvl），单位 [升/秒] 或 [升/冲] 

 

 设施 具体设施的水耗指标（升/秒 或 升/冲） 

   
 盥洗盆（升/秒） 0.15  
   

 节水型厕所冲水（升/冲） 3 
   

 洗手间（升/冲） 6 
   

 淋浴（升/秒） 0.25 
   
 
 
指标1：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雨水转入排水系统造成的废水 
转入排水系统的部分雨水（WWRW）确定方式如下： 
 

WWRW = NP - PRW - NRW  (6) 
 
  其中 

 WWRW 进入排水系统的雨水产生的废水 
 NP 降雨量 [m³/a] 
 PRW 渗透到土壤或者转入河流或河涌的雨水量 [m³/a] 
 NRW 雨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m³/a] 

 
必须提供适当的文档证明渗入泥土的雨水量。降水量纳入考虑范围。NP的确定方法如下： 
 

NP = (AR * eR + AS * eS) * SRW / 1000 (7) 
 

其中 
 AR 屋顶表面面积 
 AS  不透水表面面积 [m2] 
 eR 屋顶表面的雨水系数 
 eS  不透水屋顶表面的雨水系数 
 SRW 项目所在地的年降雨量 

 
表 4: 雨水系数的参数 

   
 屋顶表面的雨水系数 0.8% 
   

 地面的雨水系数 0.8% 
   
 
自然渗透的户外绿色空间的雨水系数为0.0 
必须考虑的地块面积仅指地块面积，不包括建筑楼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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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雨水系数2 

 表面类型 雨水系数 % E 

   
 倾斜的坚硬屋顶（偏差取决于吸收性和粗糙度） 0.8 
   

 平屋顶，未铺砂砾 0.8 
   

 平屋顶，铺砂砾 0.6 
   

 绿色屋顶，花园式 0.3 
   

 绿色屋顶，简略式 0.5 
   

 铺筑区域/连结铺筑区域 0.5 
   

 沥青表面 0.8 
   
 
指标1：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温泉区 
确定温泉用水需求（WDSPA）的依据是：与客户行为相关的既定假设下，设施的饮用水需求总量。 
 

𝐖𝐖𝐃𝐃𝐒𝐒𝐒𝐒𝐒𝐒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𝐑𝐑𝐖𝐖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8) 

 
          其中 

 WDSPA 客户的用水需求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 [m³/a] 
 NRW 雨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m³/a] 
 NGW 灰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m³/a] 

 
确定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wdI）的依据是以下假设下的每日用水需求：温泉区开放360天，过夜客人的平均总人数中，

有25%会使用温泉区： 
 

nSPA = nU * 0.25    (9) 
 
          其中 

 nSPA 泡温泉的客人数量 
 nU 客人数量 

 
 

wdI = (nSPA * fI * cvI * 360 d/a) / 1000 (10) 
 
          其中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 [m³/a] 
 nSPA 泡温泉的客人数量 
 fI 按照表1计算的具体设施的用水系数 [秒/天] 或 [冲厕次数/天] 
 cvI 符合表9的设施水耗指标，单位 [L/s] 或 [升/冲厕次数] 

 
 
 
 
2 根据 DI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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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温泉客人产生的废水（WWSPA）的方法是：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总量，减去重复利用的废水和/或通过分散式现场

原位处理净化的废水，加上用于冲马桶的雨水量： 
 
 

𝐖𝐖𝐖𝐖𝐒𝐒𝐒𝐒𝐒𝐒 = ∑ 𝐰𝐰𝐰𝐰𝐈𝐈𝒏𝒏
𝒊𝒊=𝟏𝟏 −  𝐍𝐍𝐆𝐆𝐖𝐖 −  𝐑𝐑𝐁𝐁𝐖𝐖  −  𝐍𝐍𝐑𝐑𝐖𝐖 (11) 

 
           其中 

 WWSPA 泡温泉客人产生的废水 [m³/a] 
 wdI  建筑内设施的具体用水需求 [m³/a] 
 NGW  重复利用的灰水量（如马桶冲厕）[m³/a] 
 RBW  在地原位处理净化的废水量 [m³/a] 
 NRW  雨水使用量（如马桶冲厕）[m³/a] 

 
可以基于使用废水的经济核算，计算废水的使用量；而从分散式（小型）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中可以得出净化水量。 
 
 
指标2：户外设施 
基于两个定性问题执行评估。第一个问题是是否有意使用清洁水浇灌户外设施。第二个问题是户外设施是否包括雨水保

留装置。 
 
 
指标3：融入到区域基础设施中 
基于一个定性问题评估融入到区域基础设施的程度。如果是根据周边区域的现有基础设施，调整雨水和废水的处理方法，

把握一切可用机会进行分离、减废等，就可以将此项积极地融入到评估中。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2.2 /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附件 

 

© DGNB GmbH  170 

附件 1: 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用水紧张度指数 (WSI) 
 
下表引用了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工作文件，采用一种加权集合方法，按国家及流域规模对渡槽的颗粒状子流域级

信息进行归纳，形成所有用户用水量相关风险的全球排名，以及农业、城市和工业水用户的具体部门排名。 
 
用水紧张度的基线 (definition) 
用水紧张度基线测量的是总取水量与可用可再生水供应量的比值。取水量包括国内、工业、灌溉以及家畜的消耗性和非

消耗性使用量。可用可再生供水量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供应量，并考虑上游消耗性水用户和大型水坝对下游水可用性的

影响。数值越高（总分），则用户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表 13: 国际或地区的用水紧张度排名: https://www.wri.org/applications/aqueduct/country-rankings/  

名称 缩写 总分 排名 类别 评级 
卡塔尔 QAT 4,97 1 4 非常高 (>80%) 
以色列 ISR 4,82 2 4 非常高 (>80%) 
黎巴嫩 LBN 4,82 3 4 非常高 (>80%) 
伊朗 IRN 4,57 4 4 非常高 (>80%) 
约旦 JOR 4,56 5 4 非常高 (>80%) 
利比亚 LBY 4,55 6 4 非常高 (>80%) 
科威特 KWT 4,43 7 4 非常高 (>80%) 
沙特阿拉伯 SAU 4,35 8 4 非常高 (>80%) 
厄立特里亚 ERI 4,33 9 4 非常高 (>8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4,26 10 4 非常高 (>80%) 
圣马力诺 SMR 4,14 11 4 非常高 (>80%) 
巴林 BHR 4,13 12 4 非常高 (>80%) 
印度 IND 4,12 13 4 非常高 (>80%) 
巴基斯坦 PAK 4,05 14 4 非常高 (>80%) 
土库曼斯坦 TKM 4,04 15 4 非常高 (>80%) 
阿曼 OMN 4,04 16 4 非常高 (>80%) 
博茨瓦纳 BWA 4,02 17 4 非常高 (>80%) 
智利 CHL 3,98 18 3 高 (40-80%) 
塞浦路斯 CYP 3,97 19 3 高 (40-80%) 
也门 YEM 3,97 20 3 高 (40-80%) 
安道尔 AND 3,92 21 3 高 (40-80%) 
摩洛哥 MAR 3,89 22 3 高 (40-80%) 
比利时 BEL 3,89 23 3 高 (40-80%) 
墨西哥 MEX 3,86 24 3 高 (40-80%) 
乌兹别克斯坦 UZB 3,82 25 3 高 (40-80%) 
希腊 GRC 3,80 26 3 高 (40-80%) 
阿富汗 AFG 3,80 27 3 高 (40-80%) 
西班牙 ESP 3,74 28 3 高 (40-80%) 
阿尔及利亚 DZA 3,69 29 3 高 (40-80%) 
突尼斯 TUN 3,67 30 3 高 (40-80%) 
叙利亚 SYR 3,64 31 3 高 (40-80%) 

https://www.wri.org/applications/aqueduct/country-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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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TUR 3,56 32 3 高 (40-80%) 
阿尔巴尼亚 ALB 3,53 33 3 高 (40-80%) 
亚美尼亚 ARM 3,43 34 3 高 (40-80%) 
布基纳法索 BFA 3,42 35 3 高 (40-80%) 
吉布提 DJI 3,37 36 3 高 (40-80%) 
纳米比亚 NAM 3,31 37 3 高 (40-80%) 
吉尔吉斯斯坦 KGZ 3,31 38 3 高 (40-80%) 
尼日尔 NER 3,28 39 3 高 (40-80%) 
尼泊尔 NPL 3,17 40 3 高 (40-80%) 
葡萄牙 PRT 3,14 41 3 高 (40-80%) 
伊拉克 IRQ 3,13 42 3 高 (40-80%) 
埃及 EGY 3,07 43 3 高 (40-80%) 
意大利 ITA 3,01 44 3 高 (40-80%) 
泰国 THA 2,98 45 2 中高 (20-40%) 
阿塞拜疆 AZE 2,94 46 2 中高 (20-40%) 
苏丹 SDN 2,92 47 2 中高 (20-40%) 
南非 ZAF 2,89 48 2 中高 (20-40%) 
卢森堡 LUX 2,86 49 2 中高 (20-40%) 
澳大利亚 AUS 2,67 50 2 中高 (20-40%) 
塔吉克斯坦 TJK 2,65 51 2 中高 (20-40%) 
马其顿 MKD 2,59 52 2 中高 (20-40%) 
韩国 KOR 2,55 53 2 中高 (20-40%) 
保加利亚 BGR 2,53 54 2 中高 (20-40%) 
蒙古 MNG 2,51 55 2 中高 (20-40%) 
中国 CHN 2,40 56 2 中高 (20-40%) 
危地马拉 GTM 2,36 57 2 中高 (20-40%) 
爱沙尼亚 EST 2,26 58 2 中高 (20-40%) 
法国 FRA 2,19 59 2 中高 (20-40%) 
哈萨克斯坦 KAZ 2,16 60 2 中高 (20-40%) 
毛里塔尼亚 MRT 2,14 61 2 中高 (20-40%) 
德国 DEU 2,14 62 2 中高 (20-40%) 
莱索托 LSO 2,13 63 2 中高 (20-40%) 
丹麦 DNK 2,08 64 2 中高 (20-40%) 
印度尼西亚 IDN 2,07 65 2 中高 (20-40%) 
秘鲁 PER 2,05 66 2 中高 (20-40%) 
委内瑞拉 VEN 2,03 67 2 中高 (20-40%) 
古巴 CUB 2,02 68 2 中高 (20-40%) 
朝鲜 PRK 1,95 69 1 中低 (10-20%) 
罗马尼亚 ROU 1,85 70 1 中低 (10-20%) 
美国 USA 1,85 71 1 中低 (10-20%) 
津巴布韦 ZWE 1,79 72 1 中低 (10-20%) 
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 1,75 73 1 中低 (10-20%)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2.2 /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附件 

 

© DGNB GmbH  172 

海地 HTI 1,74 74 1 中低 (10-20%) 
日本 JPN 1,66 75 1 中低 (10-20%) 
安哥拉 AGO 1,66 76 1 中低 (10-20%) 
斯里兰卡 LKA 1,66 77 1 中低 (10-20%) 
萨尔瓦多 SLV 1,66 78 1 中低 (10-20%) 
坦桑尼亚 TZA 1,63 79 1 中低 (10-20%) 
荷兰 NLD 1,61 80 1 中低 (10-20%) 
厄瓜多尔 ECU 1,59 81 1 中低 (10-20%) 
立陶宛 LTU 1,59 82 1 中低 (10-20%) 
菲律宾 PHL 1,55 83 1 中低 (10-20%) 
南苏丹 SSD 1,52 84 1 中低 (10-20%) 
乌克兰 UKR 1,49 85 1 中低 (10-20%) 
波兰 POL 1,48 86 1 中低 (10-20%) 
乍得 TCD 1,44 87 1 中低 (10-20%) 
塞内加尔 SEN 1,44 88 1 中低 (10-20%) 
英国 GBR 1,40 89 1 中低 (10-20%) 
格鲁吉亚 GEO 1,39 90 1 中低 (10-20%) 
尼日利亚 NGA 1,39 91 1 中低 (10-20%) 
阿根廷 ARG 1,31 92 1 中低 (10-20%) 
捷克共和国 CZE 1,29 93 1 中低 (10-20%) 
俄罗斯 RUS 1,22 94 1 中低 (10-20%) 
玻利维亚 BOL 1,15 95 1 中低 (10-20%) 
埃塞俄比亚 ETH 1,11 96 1 中低 (10-2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BIH 1,10 97 1 中低 (10-20%) 
斯威士兰 SWZ 1,08 98 1 中低 (10-20%) 
摩尔多瓦 MDA 1,06 99 1 中低 (10-20%) 
索马里 SOM 1,01 100 1 中低 (10-20%) 
卢旺达 RWA 0,99 101 0 低 (<10%) 
列支敦斯登 LIE 0,99 102 0 低 (<10%) 
几内亚比绍 GNB 0,98 103 0 低 (<10%) 
莫桑比克 MOZ 0,98 104 0 低 (<10%) 
越南 VNM 0,94 105 0 低 (<10%) 
肯尼亚 KEN 0,93 106 0 低 (<10%) 
哥斯达黎加 CRI 0,92 107 0 低 (<10%) 
加拿大 CAN 0,88 108 0 低 (<10%) 
塞尔维亚 SRB 0,83 109 0 低 (<10%) 
赞比亚 ZMB 0,81 110 0 低 (<10%) 
瑞士 CHE 0,80 111 0 低 (<10%) 
巴西 BRA 0,78 112 0 低 (<10%) 
匈牙利 HUN 0,77 113 0 低 (<10%) 
加纳 GHA 0,75 114 0 低 (<10%) 
白俄罗斯 BLR 0,75 115 0 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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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 MDG 0,69 116 0 低 (<10%) 
斯洛文尼亚 SVN 0,66 117 0 低 (<10%) 
哥伦比亚 COL 0,65 118 0 低 (<10%) 
缅甸 MMR 0,65 119 0 低 (<10%) 
伯利兹 BLZ 0,62 120 0 低 (<10%) 
黑山共和国 MNE 0,58 121 0 低 (<10%) 
马拉维 MWI 0,56 122 0 低 (<10%) 
马里 MLI 0,55 123 0 低 (<10%) 
芬兰 FIN 0,54 124 0 低 (<10%) 
斯洛伐克 SVK 0,50 125 0 低 (<10%) 
爱尔兰 IRL 0,46 126 0 低 (<10%) 
瑞典 SWE 0,44 127 0 低 (<10%) 
孟加拉 BGD 0,43 128 0 低 (<10%) 
柬埔寨 KHM 0,42 129 0 低 (<10%) 
布隆迪 BDI 0,42 130 0 低 (<10%) 
拉脱维亚 LVA 0,38 131 0 低 (<10%) 
马来西亚 MYS 0,28 132 0 低 (<10%) 
洪都拉斯 HND 0,27 133 0 低 (<10%) 
奥地利 AUT 0,27 134 0 低 (<10%) 
乌干达 UGA 0,26 135 0 低 (<10%) 
巴拿马 PAN 0,23 136 0 低 (<10%) 
尼加拉瓜 NIC 0,21 137 0 低 (<10%) 
几内亚 GIN 0,19 138 0 低 (<10%) 
贝宁 BEN 0,18 139 0 低 (<10%) 
克罗地亚 HRV 0,18 140 0 低 (<10%) 
巴布亚新几内亚 PNG 0,06 141 0 低 (<10%) 
新西兰 NZL 0,05 142 0 低 (<10%) 
刚果民主共和国 COD 0,04 143 0 低 (<10%) 
科特迪瓦 CIV 0,04 144 0 低 (<10%) 
喀麦隆 CMR 0,04 145 0 低 (<10%) 
冈比亚 GMB 0,04 146 0 低 (<10%) 
老挝 LAO 0,03 147 0 低 (<10%) 
中非共和国 CAF 0,03 148 0 低 (<10%) 
塞拉利昂 SLE 0,01 149 0 低 (<10%) 
巴拉圭 PRY 0,01 150 0 低 (<10%) 
乌拉圭 URY 0,00 151 0 低 (<10%) 
多哥 TGO 0,00 152 0 低 (<10%) 
挪威 NOR 0,00 153 0 低 (<10%) 
刚果共和国 COG 0,00 154 0 低 (<10%) 
不丹 BTN 0,00 155 0 低 (<10%) 
东帝汶 TLS 0,00 156 0 低 (<10%) 
文莱 BRN 0,00 157 0 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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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 GAB 0,00 157 0 低 (<10%) 
赤道几内亚 GNQ 0,00 157 0 低 (<10%) 
圭亚那 GUY 0,00 157 0 低 (<10%) 
冰岛 ISL 0,00 157 0 低 (<10%) 
牙买加 JAM 0,00 157 0 低 (<10%) 
利比里亚 LBR 0,00 157 0 低 (<10%) 
苏里南 SUR 0,00 157 0 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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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评估的要求。 
 
指标1: 清洁水需求和废水量   
指标1.1: 用水量   
 

 用水量的计算（WUV） 
 

清楚计算已建成建筑的用水量，以及整个标准计算过程中的限值、参考值和目标值必须清楚地呈现计算的

所有结果和中间结果，例如采用表格的形式。 
 

 如果使用河水，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河水的抽取： 
如果建筑紧邻某水体，则在建筑内，可使用河水代替灰水或雨水用于冲马桶等用途。如果雨水同时也会排

放到水体中，就会构成一个排放和抽取的循环。 
(2) 无害雨水排放到地表水中（河流/运河/溪流） 
要求：根据本地法规允许排放到地表水水体中，强制连接和使用除外。 

 
 用户的饮用水需求和废水量 

 
 员工人数 
 来自数据表的配件流量值 
 雨水或河水的使用量 
 灰水的使用量 
 通过分散式处理净化的废水量，例如设计污水处理厂带来的净化 

 
 雨水转入排水系统造成的废水 

 
 合理测定场地的年降水量  
 合理测定河水流量 
 合理计算密封区域和绿色空间 
 根据表12合理测定密封区域的产率系数 

 
 计算用于浇灌或冲马桶的雨水量 

 
 

指标2: 户外设施 
指标2.1: 灌溉和雨水调蓄 
 

 平面图、照片等形式的文件，包括雨水保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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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3：融入到区域基础设施    
指标3.1：整合水平 

 
 与建筑内及周边区域雨水和废水处理系统相关的文件，包括已落实措施（和整体规划的本土化）的照

片，如必要 
 

针对具体国家的调整（可选） 
 

 在调整的过程中向DGNB通报水压力指数，通过以下链接，可以下载Excel格式的具体国家（包括具体

省份）水压力指数：https://www.wri.org/applications/aqueduct/country-rankings/ 
 
 
 
 
 
 
 
 
 
 
 
 
 
 
 
 
 
 
 
 
 
 
 
 
 
 
 
 
 
 
 
 
 
 
 
 
 
 

https://www.wri.org/applications/aqueduct/country-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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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EN 246.卫生龙头流量调节器通用规范。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03年11月 
 DIN 1989-1.雨水集蓄系统第1部分：规划、安装、运营与维护。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

）。2002年4月 
 DIN 1988/3.饮用水供应系统；管道尺寸（德国燃气与供水工业技术和科学协会（DVGW）实务守则）

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1988年12月 
 DIN EN 12056-1.建筑内的重力排水系统——第1部分：通用和性能要求。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01年1月 
 VDI 3818.公共卫生设施。杜塞尔多夫：德国工程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2008年2月 
 VDI 6024工作表1，表10：饮用水设施节水——规划、安装、运营与维护要求。杜塞尔多夫：德国工程

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2008年9月 
 Feurich.Sanitärtechnik [卫生工程]，第9版，杜塞尔多夫2005；页12-29（说明行政办公楼的耗水量，

每位员工每个工作日20到25升）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用水紧张度国家和流域排名：空间区域水文指标的加权聚合”。华盛顿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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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2.3 

土地利用 

 
目的 

减少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限制非建筑覆盖区域的不透水铺面比例。 
 
 
成效 

节约集约地开发土地及土壤，不仅仅是基于生态环境层面的考虑。由于基建成本的不断上涨，土地开发还必须考虑其经

济成本。通过节约集约且谨慎地使用土地，既可以降低开发成本，减少污水径流，还可以改善当地微气候。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1.1.a 土地利用 

  高    
       
          

   
     

 15.3 保护土壤质量 11.1.b/c 土地利用 
  中     
        
          

   
     
 11.5 减少灾害的影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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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此，在之后的版本中仍会保留此分项标准，并将

进一步加强此条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积极贡献。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2.4% 
 
 
3.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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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了减少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此分项标准将根据项目建筑用地此前的使用情况，来评估该地块的再开发程度。为了限

制未开发区域的不透水铺面比例，在项目中实现较低的土壤密封系数并落实相关的补充措施，可以获得相应的正面评价。

此外，本章节设有循环经济加分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受污染的土壤和建筑废弃物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和处置，有效

改善或修复原污染状况，即可获得加分。此标准总计可获得100分；算上加分项，总计可获得最高11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土地利用  
1.1  用地的再开发程度  0–80 

1.1.1  建成区外的存量建设用地 ——未开发 10 
  出于建造目的使用的土地，在土地利用规划中被划分为建设和交通运输用途的土地，并且具备合法

有效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许可。该地块尚未被开发。（是否属于“建成区外”，将根据当地的土地利用

分类规范进行划定）。  
 

 

1.1.2  建成区内的存量建设用地 ——未开发 40 
  出于建造目的使用的土地，位于现有建成区内部存量建设用地。该地块尚未被开发。（是否属于“建

成区内”，将根据当地的土地利用分类规范进行划定）。 
 

 

1.1.3  建设用地的再开发（棕地再开发） 80 
  出于建造目的使用的土地，位于现有建成区内部的已开发用地（棕地）。（是否属于“建成区内”，

将根据当地的土地利用分类规范进行划定）。 
 

    
1.1.4  循环经济加分 – 城市棕地再开发 

污染地块的环境修复 
 

+10 

  说明：对该地块的土壤进行适当的处置，可以显著修复其土地质量。可以使用当地的污

染分类标准或者本章附件B中的分类方法，对所在地土壤进行归类。术语“污染地块”指的

是存在一定水平的危险物，且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风险的场地（定义见（EC）

第1272/2008号法规第3条1）； 
或者，对现存建筑结构中已受到高度污染的建筑构件/材料，进行适当的处置。在场地或

建筑结构中残留的弹药，也应被认定为危险物，具体情况应结合当地历史背景考虑。 

 

  被轻度污染的土地因此项目得到显著修复  +5 
  被重度污染的土地因此项目得到显著修复  +10 
           
           

2   土壤密封系数*及相关补偿措施  
2.1   土壤密封系数及相关补偿措施 最高 20 

2.1.1   土壤密封系数 (+)0–20 
    建筑覆盖区与非建筑覆盖区总计的不透水铺面系数高于80% 0 

   建筑覆盖区与非建筑覆盖区总计的不透水铺面系数不高于50% 
* 土壤密封系数指的是用地综合计算所得的不透水铺面比例系数 
 

20 

2.1.2  落实相关的补偿措施 +10 

 
1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法规，并修订和废止指令

67/548/EEC和1999/45/EC及修订第（EC）1907/2006号法规的第（EC）1272/2008号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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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已开发区域和未开发区域总计的不透水铺面系数，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被记录。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建筑覆盖区与非建筑覆盖区总计的不透水铺面系数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此条款中关于土壤密封（不透水铺面）系数的评估，可以与DGNB城区及商务

区认证体系中的标准ENV1.7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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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附加说明 

土地资源一般不会被凭空“消耗”，而是在不同的使用类别中被相互置换，这通常会体现在土地覆盖变化的类型和程度上。

此标准的评估主体就是，因该项目导致而发生的土地覆盖变化以及此变化的程度。 
特别地，循环式土地资源管理及再利用、城市再致密化发展、内部填充式城市开发以及其他棕地开发的措施，在此项评

估中均会获得正面评价。 
 
 
三．方法 

此标准与竣工的建筑有关。此标准与建筑的竣工状况相关。通常来说，一个项目可使用的地块大小，只有在项目开发与

设计阶段才能被影响。一旦提交了相关规划许可申请并获得批准，就不能做出更进一步的更改。 
 
指标1.1：用地的再开发程度 
此项仅考虑（建筑）地块。用于提取或生产建筑原材料和产品的土地，不纳入考虑范围。为了对地块进行评估，必须查

询土地登记记录或地籍资料，确定其之前的使用情况。此外，必须查询该地块相关的现有专家报告，以确认该用地之前

是否因为危险废弃物及其他遗留污染物、军火等造成过污染。 
 
评估指标时，要考虑以下方面： 
 

 查询土地登记记录或者地籍资料，以确定土地之前的使用情况。 
 查询现有专家报告，以确定该地块之前的污染情况（例如，危险废弃物及其他遗留污染、军火等）。 
 

按照计量规定，记录并评估土地用途实际变化的类型、范围和方向。评估土地用途变化的方向时，开发半天然植被覆盖

土地将在评估中得到负面评价；开发受到低度到重度污染的土地将在评估中得到正面评价。 
 
此外，与开发不曾用于建设的地块（绿地开发）不同，棕地开发的措施将在评估中得到正面评价。  
 
土地（地块区域内）的实际用途不能仅凭该用地区域是否已开发或是否被不透水铺面覆盖而做出判断。评估需要基于地

籍资料中定义的实际用途。 
 
未开发土地指的是：通过“绿地开发”措施，被划分到建设和交通运输用途的土地区域，有合法有效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许

可，且尚未被开发过。 
 
未开发土地也指：位于现有建成区“内部”，被划分到“棕地开发”区域且尚未被开发过的土地。（其中包括城市填充式发

展和城市再致密化发展等措施。 
 
已开发土地指的是：位于现有建成区“内部”，已经被归类为“建筑区域”、“商业运营区域”或者“交通运输区域”的土地，之

前主要作为建筑、工业、商业或交通运输用途；此类型的土地包括城市棕地。 
 
指标 1.1.4：循环经济加分 – 城市棕地再开发（污染地块的环境修复） 
棕地再开发的落实方式往往是采取措施处理污染土壤，改善土壤状况，从而是使被污染的土地适合被再次开发利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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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地土壤污染分类标准的土地，因为正在发生/发生过被认为可能造成污染的活动的土地，以及发生过事故或泄露而被

怀疑受到过污染的土地（包含军火残留），被归类为污染土地。如果在土地上遗留的建筑构造中发现需要予以处理的严

重污染，在评估指标时，也可以纳入考虑。被归类为“轻度污染土地”还是“重度污染土地”，取决于土壤或相关建筑构造的

受污染程度（污染物类型），以及受污染区域占据整个项目范围的比例。必须使用土壤和污染物调查作为评价的依据，

必须提供污染物处理和处置相关的文件证据。 
 
 
指标 2.1： 土壤密封系数及相关补偿措施 
必须确定未开发区域的不透水铺面系数。基于建筑覆盖区与非建筑覆盖区总计不透水土地面积在总用地面积中所在的比

例，计算综合的土壤密封系数。 
 
土壤密封系数 = （不透水的建筑覆盖区与非建筑覆盖区总计土地面积/总土地面积）×100 [%] 
 
建筑覆盖区与非建筑覆盖区综合的土壤密封系数的计算，将依据相关可用的证明文档。土壤密封指得是，通过在土壤表

面覆盖雨水无法渗透穿过的材料，例如是在土地上建盖的道路、步径和建筑物，人为地将土壤与大气彼此分割。土壤的

密封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完全封闭，例如通过柏油路或混凝土； 
 部分封闭，例如通过石板、草坪和地砖对土地进行铺设； 
 地下封闭，例如通过地下车库等。 

 
土壤密封系数指的是被封闭部分在考虑范围内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部分封闭土地相关的计算中，会用到以下数据： 
 

 不透水铺面（步径和道路、广场和其他大型露天地块、出入口和行车道等）- 80%； 
 草坪砖铺面，或类似铺设措施，排水铺面 - 70%； 
 草坪铺面- 50%； 
 碎石铺面 - 40%； 
 碎石上铺设草坪 - 30% 

 
与土壤密封系数计算相关的免除： 

 如果专家报告可以证明，出于生态原因（例如高度污染的土壤会污染地下水）必须封闭特定区域，在计

算中可忽略该等子区域。 
 
补偿措施得分： 

 在地块或者紧邻区域落实的补偿措施可以在评估中得到分数。其中包括建筑和规划法律法规中正常认可

的所有措施。该等措施包括特定的雨水管理和渗透措施、屋顶绿化、外墙绿化以及其它绿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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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中的评估要求。 
 
指标 1.1：用地的再开发程度 

 以土地登记记录或地籍资料中的相关摘录作为建筑用地之前用途的证据。 
 
指标 1.1.4：循环经济加分 – 城市棕地再开发（污染地块的环境修复） 

 与地块之前污染相关的证明文档，例如土壤调查的摘录、污染物地籍簿或者能说明污染程度、废弃物类

别和污染物地理位置（绘图）* 的污染物调查，以及被污染区域在整个项目中所占比例的专业评价。综

合评价后，可将地块归类为“轻度”或“重度”污染。取决于工业化历史背景和各地立法的不同，不同国家

的污染活动清单也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污染活动的指的是由于特定的设施2 和工业活动3，导致土

壤功能被破坏，不能继续充分满足广泛土地用途的功能要求。 
 

* 但是，可对污染物分类进行如下定义（如果没有可用的国家土壤污染分类时）： 
- 0 自然土壤，不受限制的的再开发 
- 1 受限制的露天设施（特定用途限制，决定性因素通常是地下水防护材料） 
- 2 受限制的再开发，采取特定的技术措施保护地下水 
- 3 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填埋等级一 
- 4 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填埋等级二 
- 5 有害废弃物填埋 

 

参数 有害废弃物填埋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等级二 城市生活垃圾，填埋等级一 

原物质干燥残余物的烧失量  10 % 质量百分比  5 % 质量百分比  3 % 质量百分比 

原物质的亲脂性萃取质  4 % 质量百分比  0.8 % 质量百分比  0.4 % 质量百分比 

导电性  100,000  S/cm  50,000  S/cm  10,000  S/cm 

总有机碳（TOC）  200 mg/l  100 mg/l  20 mg/l 

酚类（Phenols）  100 mg/l  50 mg/l  0.2 mg/l 

铅（Lead）  2 mg/l  1 mg/l  0.2 mg/l 

锌（Zinc）  10 mg/l  5 mg/l  2 mg/l 

容易释放的氰化物  1 mg/l  0.5 mg/l  0.1 mg/l 

水质可吸附有机卤素（AOX）  3 mg/l  1.5 mg/l  0.3 mg/l 

水溶性部分  10 % 质量百分比  6 % 质量百分比  3 % 质量百分比 

表中列出了某些划定的参考值，明确对应不同的废弃物填埋等级。 

https://www.umweltdaten.landsh.de/nuis/upool/gesamt/jahrbe97/tasi/tasiabfa.htm 
* 与土壤污染类型相关的更多信息：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integration/research/newsalert/pdf/IR5_en.pdf 

 
2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10年11月24日发布的关于工业排放（综合污染预防和控制）的第2010/75/EU号指令，第23页。 
3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制定土壤保护框架、修订第2004/35/EC号指令的指令提案之附件二。 

https://www.umweltdaten.landsh.de/nuis/upool/gesamt/jahrbe97/tasi/tasiabf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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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1： 土壤密封系数及相关补偿措施 
 未开发土地土壤密封系数的计算 
 包含土地及覆土类型相关信息的总平面图 
 相关补偿措施的证明文档，例如以下形式的文档： 

相关主管机构根据栖息地指令（更正式名称为：欧洲理事会关于保护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的第

92/43/EEC号指令）出具的允许落实补偿区域/补偿措施的批准函。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相关摘录，证明已针对待评估地块落实了获得批准的补偿措施，列出适用的要求 
 定义补偿措施、用于落实要求的书面文本和图纸的摘录 
 补偿区域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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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栖息地指令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nature/legislation/habitatsdirective/ 
 欧洲本地土壤污染状态，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与欧洲环境信息与观察网络（Eionet）国家土壤参

考中心合作出具的报告，2018 
 欧盟层面上土壤保护的立法需求，德国联邦环境部意见书，2018年10月 
 关于物质和混合物分类、贴标和包装的（EC）第1272/2008号法规，2018年12月 
 土壤危险分类与管理，美国环境保护署（EPA）2009年6月 
 联邦土壤保护法案（Bundes Bodenschutzgesetz）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en/topics/soil-agriculture/site-contamination 
 城市垃圾回收、处理及其他处置的技术说明，LandesportalSchleswig-Holstein，能源转型、农业、环

境、自然与数字化部。

https://www.umweltdaten.landsh.de/nuis/upool/gesamt/jahrbe97/tasi/tasiabfa.htm 
 土壤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环境政策科学，欧洲委员会发布，2013年9月第5期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nature/legislation/habitatsdirective/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en/topics/soil-agriculture/site-contamination
https://www.umweltdaten.landsh.de/nuis/upool/gesamt/jahrbe97/tasi/tasiabf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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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2.4 

生物多样性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维持本地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已建成环境对生态系统（生态社区、栖息地和风景）多样性、当地的物种

多样性以及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有巨大影响。我们有意鼓励人们采取积极措施，创建、维持和增加建筑物本身以及附近

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 
 
 
成效 

人们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时，通常会感到更加幸福、更加健康。主观幸福感对人们的健康以及可能取得的成就有巨大的

影响。此外，建筑上及建筑周围的植物以及对本地动物群的尊重可以创造积极的建筑形象。这样可以提高地产的价值。

此外，选择适合本地条件的植物可能减少后续成本，因为这些植物更难、更少会受到病害等因素的影响，所需的护理

也较少。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5.5 自然栖息地 15.1 生物多样性 
     

  高     
       
          

   
 13.1 弹性和适应性   
 15.8 入侵物种   

  中 15.9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在决策过程中的价值   
    
        
          

   
 11.5 大灾难的影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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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此，在之后的版本中仍会保留此分项标准，并

将进一步加强此条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积极贡献。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1.2%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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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了减少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此分项标准将根据项目建筑用地此前的使用情况，来评估该地块的再开发程度。为了

限制未开发区域的不透水铺面比例，在项目中实现较低的土壤密封系数并落实相关的补充措施，可以获得相应的正面

评价。此外，本章节设有循环经济加分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受污染的土壤和建筑废弃物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和处

置，有效改善或修复原污染状况，即可获得加分。此标准总计可获得100分；算上加分项，总计可获得最高11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群落生境区域质量  
1.1  生物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指数 =（总计（子区域面积×对应的生物多样性指数）×（面积系数）/ 地块面积） 
0–30 

   生物多样性指数 = 0.25 30 
   生物多样性指数 ≤ 0 0 
           

1.2  2030议程加分 – 气候及物种保护目标      +10 
 

  建筑的绿色表面：具体资产的生物多样性指数＞0.25（在此数字之上，每高0.015（取

整），分数+1，最大加分=10） 
 
 

 

            
           

2  户外区域的动物物种多样性  
2.1  针对户外区域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和保育生物多样性 20 

  作为建筑项目以及建造措施的一部分，已经且未来仍会在项目覆盖的地块上或者项目邻近区域，

落实鼓励及支持现有物种的保护和保育、在户外区域引进新的合适的本地动物物种的措施。 
 

           
           

3  建筑本体的动物物种多样性  
3.1  针对建筑本体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和保育生物多样性 20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已经且未来仍会针对建筑本身，落实鼓励及支持现有物种的保护和保育、在

户外区域引进新的合适的本地动物物种的措施（例如鸟屋、蜂房、鸟类保护玻璃等）。 
 

           
           

4  避免植物物种入侵  
4.1  避免入侵植物物种的使用 10 

  没有在作为建筑项目一部分的土地上种植任何入侵植物物种（根据附件A中的表格指标4）。  
           
           

5  栖息地的连通性   
5.1  栖息地连通性措施  10 

  已针对项目的影响，以及项目是否会破坏或改善周围群落生境之间的联系或者不同区域间动物的

迁移，执行了相关评估。如果预期项目会导致破坏，已落实措施缓解这种破坏或者连通不同区域。 
 

           
           

6  发展与维护 最高 10 
 6.1  发展协议  +5 

  完成了满足初始维护规定的工作后，需要在进一步的有限期限内（通常为1到2年），照管户外区

域，鼓励植被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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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维护 +5 
  照管户外区域，确保其满足维护规定，在维系运营的同时，维持环境质量。 

每年按照合同约定执行一次检查。 
 

           
           

7  生物多样性策略  
7.1  制定及落实生物多样性策略 10 

   针对建筑及紧邻的周边区域，制定并落实全面的长期生物多样性策略，超越土地使用规划或规划

许可中规定的措施，为未来的地区开发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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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指标1中计算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以及是否种植了入侵植物物种的信息，是需要报告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项目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       

           

KPI 2  种植入侵植物物种   是 / 否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指标1、2、4和5对应城市区域和商业区域认证（2016年版）标准ENV1.4中的

指标2、1、4和3以及工业区位方案中的指标1.4.1和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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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全世界都可以观察到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这会将人类生存的根基置于风险之中，因为这种损失是不可逆的（参考德国

联邦环境、自然保育及核能安全部，2007）举个例子，为了抵消此种情况，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峰会

上，各国议定了维持和增加生物多样性的目标，目前，这些目标即将在本地层面上落实（参考联合国，1992）。 
 
通过在本地开发场地为生物多样性创造所需，彰显对自然的尊重，从而对外部客户和参观者以及内部员工，投射一种

积极的形象。健康的自然环境显然能够加强幸福感受，从而反过来促进人的整体健康。 
 
即便是在城市环境下，通过市场的措施也可以维持或培育生物多样性，比如，与非结构性景观或者几乎没有可用于此

目的的耕地的农业区域相比，在城市环境中，也可能获得更高的生物多样性。可以采用一种战略性的环保城市化理念，

整合景观和建筑，例如采用绿色屋顶景观美化、新立面绿化系统、现实的水景设计和小规模的城市耕作，将当代设计、

必要的城市化与对群落生境的发展和保护融为一体。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以部分定性、部分定量的方式评估指标。首先，使用生物多样性指数评价地块/项目区域的整体生态质量；其次，针对

可提供证据证明在相关区域引进了当地原本不存在的新物种的情况，进行相关评估，同时评估避免入侵物种的情况。 
 
指标1：群落生境区域质量 
评价项目区域的整体生态质量。基于项目区域的各个子区域及其生物学质量执行此项评估。出于此目的，基于子区域

的生物学质量，为每一子区域分配一个系数（见下表“生物多样性指数”）。例如，铺满柏油碎石的区域分配的系数是0，
自然水域分配的系数是1.0。垂直绿化和绿色屋顶也纳入到评估范围之中。因此，理论上，具体资产的生物多样性指

数可能超过1.0。 
 
生物多样性指数是项目区域内各子区域乘以具体系数的总和——具体系数为子区域在总地块面积中所占比例，采用场

地占用指数评定。 
 
如果符合资质的专家证明一个土地区域的环境质量应该得到比表1中规定值更高的评级，则可以针对此区域记录一个

新的系数。例如，如果在一块土地区域内引进了高危物种，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与评估有关的信息 
可使用以下公式计算指标分数： 
生物多样性指数 = （总计（子区域面积×对应的生物多样性指数）×（面积系数）/ 地块面积） 
 
建筑活动（不透水铺面等）可能降低了土地区域的环境质量。有鉴于此，应针对具体开发区域，以占地面积指数（fsi）
的形式引进一个纠正系数。占地面积指数（fsi）通常在国家（本地）土地使用规划中定义。如果没有土地使用规划，

则必须通过确定地块归属的区域类别，设定占地面积指数（见表5：场地占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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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子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编号  描述  系数  

     
1.  密封或部分密封的土地   

     
     

1.1  密封的（不透水的）土地 
不受空气和水影响的土地覆盖物；没有植被  
例如混凝土、柏油碎石、带粘附地基的路板 

0  

     
     

1.2  部分密封的（不透水的）土地 
不受空气和水影响的土地覆盖物；通常没有植被 
例如熔渣、不规则错铺、带沙土/碎石地基的路板、水生覆盖物、碎石

表面、沙土表面、草地铺路材料、以草地接合的间隔铺砌 

0.3  

     
     

1.3  空气和水可渗透的半开放土地或土地覆盖物；渗透、植被等；例如碎

石、木板铺砌上的草坪 
0.5  

     
     
 

编号  描述  系数  

     
2.  绿色空间   

     
     

2.1  与地面分离的植被区域 
不到80厘米深的地面填平上的植被区域 

0.5  

     
     

2.2  与地面分离的植被区域 
超过80厘米深的地面填平上的植被区域 

0.7  

     
     

2.3  与地面接触的植被区域 
与邻近地面接触、可用于培育动植物群的植被 

1.0  

     
     
 

编号  描述 系数  

     
3.  建筑表面的绿色空间   

     
     

3.1  屋顶绿化 
屋顶表面的简略式或花园式绿化 

0.7  

     
     

3.2  垂直绿化，最高达到10米的高度 
绿化外墙；包括最高达到10米的真实高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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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描述  系数  

     
4.  其他   

     
     

4.1  雨水渗透 
每平方米屋顶表面区域 

0.2  

     
     
 
 
表 5: 场地占用系数 

编号  描述  系数  

     
1.  开发区域   

     
     

1.1  小型住宅开发区域  0.2  
     
     

1.2  专用住宅区域、一般住宅区域、度假区域 0.4  
     
     

1.3  特别住宅区域 0.6  
     
     

1.4  乡村区域、混合用途区域 0.6  
     
     

1.5  城镇中心 1.0  
     
     

1.6  商业区域、工业区域、其他特别区域 0.8  
     
     

1.7  周末露营地 0.2  
     
     
 
 
指标1.2：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气候保护目标 
如果生物多样性指数的结果大于可能得到的最大评估分数，授予此加分。每超过此数值一个整数，得到1分的加分（最

多可以获得10分加分）。 
 
 
指标2：户外区域的动物物种多样性 
评估对现有动物物种的保护，以及可提供证据证明在相关区域引进了当地原本不存在的新物种的情况。仅评价在项目

区域内或者项目紧邻区域内落实的措施。主动引进新物种的目的是在长期内提高生物多样性，而不仅仅是维持。 
 

 鸟类、蝙蝠 
 蝴蝶、野生蜂、黄蜂 
 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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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交一份物种选择的计划。此计划要描述针对“繁殖/饲养”、“进食/睡觉地点”、“冬眠”和“求偶/交配期”等生命阶段

提供的关键场地因素，及其在区域内的整合。遵循“动物辅助设计”原则（参考Hauck, Weisser 2015），必须从一开始，

就将新物种的需求整合到开放空间规划中。如果动物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设计草案的一部分，那么它们不仅要启发设计，

还要让设计变得更好。 
为了获得评估分，必须做出有约束力的声明，说明措施并未列于环境影响评价（EIA）的环境报告或土地使用规划或

者战略环境评价（SEA）中。 
 
 
指标3：建筑本体的动物物种多样性 
与指标2类似，除了只有针对建筑本身落实的措施才能在评价中得到积极反映以外。 
 
 
指标4：避免植物物种入侵 
区域内存在入侵植物物种可能对环境质量有持续的负面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入侵物种的故意进口及无意引进都被认

为是损害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原因，排在第一的是栖息地的破坏”（参考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育及核能安全部，2010
年11月）。 
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规划区域/地块用作观赏植物或灌木的植物中，不包含任何主要入侵及潜在入侵植物物种清单上列示的

入侵植物物种（见下文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14年10月22日发布的关于预防和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传入与扩散的（EU）

第1143/2014号法规）。清单来源于德国BNB户外设施评估体系[BNB-System zur Bewertung von Außenanlagen]（参

考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育及核能安全部，2010）的生物多样性标准。如果入侵物种本地化，必须制定打击入侵物种的

行动计划，或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打击入侵物种没有成功的可能。 
 
表 6: 与入侵植物物种相关的推荐措施1 

    名称（植物学名） 推荐措施 

梣叶枫 
（Acer negundo） 

不得在水体或者牧场附近种植。种植地点与水体至少保持2千
米的距离。 

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不得在开放土地上种植。在住宅区域，必须在场地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方可使用，例如适合可能出现供水短缺的高度城市化地

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已采取措施防止其蔓延（通过营养生殖

或种子）。 
棉槐 

（Amorpha fruticosa） 
不得在开放土地上种植。种植地点与住宅区域的水体至少保持2
千米的距离。 

大叶醉鱼草 
（Buddleja davidii） 不得在开放土地上种植。 

瘤果匙荠 
（Bunias orientalis） 不得用作药草（瘤果匙荠没有作为观赏植物的价值）。 

黑乐草 
（Crassula helmsii） 不得使用。 

蓝刺头 
（Echinops sphaerocephalus） 不得在开放土地上种植。 

水蕴藻 
（Elodea canadensis） 

仅在用栅栏隔开的水景园/池塘中使用。种植地点与水体至少

保持2千米的距离；低于此距离种植必须有合理依据。 

伊乐藻 
（Elodea nuttallii） 

仅在用栅栏隔开的水景园/池塘中使用。种植地点与水体至少

保持2千米的距离；低于此距离种植必须有合理依据。 

 
1入侵植物物种的清单可能根据本地条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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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日本紫菀 
（Fallopia japonica） 不得使用。 

虎杖 
（Fallopia sachalinensis） 不得使用。 

波西米亚虎杖 
（Fallopia x bohemica） 不得使用。 

红梣 
（Fraxinus pennsylvanica） 不得在开放土地上种植。 

菊芋 
（Helianthus tuberosus） 

如果无法保证种植地点与水体至少保持2千米的距离，则不

得使用。 

大豕草 
（Heracleum mantegazzianum） 不得使用。 

漂浮天胡荽 
（Hydrocotyle ranunculoides） 不得使用。 

喜马拉雅凤仙花 
（Impatiens glandulifera） 不得使用。 

小花凤仙花 
（Impatiens parviflora） 不得使用。 

多叶羽扇豆 
（Lupinus polyphyllus） 

不得在开放土地或者住宅区的外围地带播种（或者，可以使

用不育品种）。 

宁夏枸杞 
（Lycium barbarum） 不得在开放土地上种植。 

黄花水芭蕉 
（Lysichiton americanus） 不得使用。 

南欧黑松 
（Pinus nigra） 不得在开放土地上种植。不得在钙质草地或其周边区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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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5：栖息地的连通性 
在土壤封闭和城市扩张的双重作用下，很多动植物物种的栖息地变小，变得支离破碎。动植物群只能少数依然存在的

栖息地上生活，而这些栖息地彼此隔绝，阻碍了种群的基因交换。为了抗衡此种情况，群落生境必须互相连通。 
评价应评估土地是否有足够有效的群落生境连通要素。必须使用带群落生境功能图的群落生境土地使用规划，定义这

些要素的规模和分布。 
 
相互连通的定义： 
 

 如果一片区域通过一个足够宽阔的连通通路与另一个开放空间相互连通，则该区域被视为“相互连通”。
（如果能提供证据证明所谓的“生态踏脚石群落生境”足以实现动物的迁移和迁徙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物

种交换，区域也可被视为相互连通。） 
如果某些物种没有相互连通（例如因为繁忙的道路），必须证明已采取措施（绿桥、迁移隧道等），将

项目区域内的现有物种与区域外的物种连通，以将该等区域纳入评估范围。必须由符合资质的专家确认

这些措施的有用性（这可能成为环境影响评价的一部分）。路宽大于3.5米的道路也适用此规定。 
 
 
指标6：发展与维护 
 

 监督、维持及调整相关措施也具有重要意义。评价将审查是否将与专业公司拟定维持协议，设定维持规

定的性质、维持任务的数量以及执行该等任务的频率。按照完成满足初始维护规定的工作后要执行的国

家（本地）管理和维护计划，设计开发规定，确保户外设施可投入运营。 
 按照完成满足开发规定的工作后要执行的国家（本地）管理和维护计划，设计维护规定，确保户外设施

持续运营。 
 

 
 
指标7：生物多样性策略 
 

 针对建筑及紧邻的周边区域，制定并落实全面的长期生物多样性策略，超越土地使用规划或规划许可中

规定的措施，为未来的地区开发做准备。必须提供目标开发状态的明确定义，每年必须检查已完成的进

度并执行任何必要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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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目标评估的要求。 
 
指标1：群落生境区域质量 
 

 已落实措施的简要说明、照片，如果必要，在总体规划中绘制出来 
 总设计图、城市设计理念和航空照片 
 项目区域内的区域归类及其在总体规划中的名称。使用提供的Excel工具计算生物多样性指数。对于仍

没有开放空间规划的区域和立面表面，必须有明确的意图声明。 
 

 
指标2：户外区域的动物物种多样性 
和 
指标3：建筑本体的动物物种多样性 
 

 “动物辅助设计”框架内的理念，证明从一开始就将新动物的需求整合到开放空间规划中 
 介绍引进新的本地物种的规划和/或落实措施 
 所选择物种已经融入区域的证据（考虑关键生境因素） 
 （符合资质的专家出具的）声明，说明土地不包含附件1中规定任何入侵物种——但如果确实包含，则

必须制定打击该等入侵物种的强制性行动计划。 
 
 
指标4：避免植物物种入侵 
 

 （符合资质的）专家出具的声明，说明土地不包含表6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14年10月22日发布的关

于预防和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传入与扩散的（EU）第1143/2014号法规中规定的任何入侵物种。但如果确

实包含，则必须制定打击该等入侵物种的强制性行动计划。 
 

 
指标5：栖息地的连通性 
 

 总设计图、城市设计理念和航空照片 
 已落实措施的简要说明、照片，如果必要，在总体规划中绘制出来 
 符合资质的专家出具的声明，说明如何实现某些物种生态相关开放空间的互相连通（生态踏脚石群落生

境、迁移隧道、绿桥或者类似穿越辅助设施） 
 

 
指标6：发展与维护 
 

 已签订开发和维护协议的摘录 
 

 
指标7：生物多样性策略 
 

 最终版生物多样性策略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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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欧盟（EU）境内受保护木材品种的交易信息表

[Informationsblatt über den Handel mit Holz geschützter Arten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U)]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受理

事会（EC）第338/97号法规保护的木材品种清单[Information from the 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 Liste 
der im WA und der VO(EG) Nr. 338/97 geschützten Holzarten]2012年2月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木材禁令[Information from the 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 Holzverbote]2011年4月 

 Kaule, Giselher：环境规划[Umweltplanung]，Eugen Ulmer Verlag，Stuttgart，2002 
 Küchler-Krischun, Jonna; Walter, Alfred Maria：德国国家生物多样性策略[Nationale Strategie zur 

biologischen Vielfalt],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及核安全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Umwelt, 
Naturschutz und Reaktorsicherheit]（编辑），2007年10月 

 落实关于预防和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传入与扩散的（EU）第1143/2014号法规的法律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带玻璃和灯光、对鸟类友好的建筑[Vogelfreundliches Bauen mit Glas und Licht]，Vogelfreundliches 

Bauen mit Glas und Licht， 
 Schmid, H., W. Doppler, D. Heynen & M. Rössler（2012）：Vogelfreundliches Bauen mit Glas und 

Licht.第2次修订版, Schweizerische Vogelwarte Sempach [瑞士森帕赫鸟类研究所]，国际标准图书编

号（ISBN）编号：978-3-9523864-0-8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14年10月22日发布的关于预防和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传入与扩散的（EU）第

1143/2014号法规 
 
 

网站 
 WISIA –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维护的物种保护数据库[Artenschutzdatenbank des 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URL：www.wisia.de,2011年2月6日) 
 德国国家自然保护资本竞争[Wettbewerb Bundeshauptstadt im Naturschutz]（URL: 

www.duh.de/uploads/tx_duhdownloads/Dokumentation_Naturschutzkommune.pdf ,2011年1月27日） 
 http://naturschutzbund.at/files/projekte_aktionen/vielfaltleben/downloads/EU-Liste_Beschreibungen_

Auswirkungen.pdf  
 

http://www.duh.de/uploads/tx_duhdownloads/Dokumentation_Naturschutzkommune.pdf
http://naturschutzbund.at/files/projekte_aktionen/vielfaltleben/downloads/EU-Liste_Beschreibungen_Auswirkungen.pdf
http://naturschutzbund.at/files/projekte_aktionen/vielfaltleben/downloads/EU-Liste_Beschreibungen_Auswirkung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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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质量 

Economic quality 
 
 
包含三项经济质量标准，用来评估项目的长期经济可行性（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及经济发展趋势。 
 
  ECO1.1  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ECO2.1  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ECO2.2  商业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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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1.1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明智、有意识的经济资源应用。在建筑实现的构思和规划阶段，可能着眼

于后期的经济管理，对某些领域进行大幅优化。参与规划过程的各方应该从规划阶段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定期关注与其

设计和实现变体相关的可能后续成本。 
 
 
成效 

除了生产收益和利用成本以外，建筑的经济可行性取决于有成本效益的运营。有鉴于此，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应该将中期

和长期成本纳入考虑范围。执行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并在规划过程的更早期阶段，更频繁地向参与规划的各方通报计算

成果，可以提高实现通过优化解决方案实现长期成本效益的可能性。开发项目时，可与具有类似用途和功能的建筑进行

比较，作为性能指导，也可使用此种方法作为确定透明成本比较的依据。针对这一步，应基于已设定约定中的固定参数，

执行生命周期成本计算，然后再使用适当的基准，用来执行比较评价。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7.1 获取现代能源服务  7.1.a/b 资源保护 
   7.3 能效    11.3 住宅 

  中  12.2 自然资源的使用   
        
          

   
  1.1 根除极端贫穷  1.1.a/b 贫困 
  1.2 贫困人口减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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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当前版本的标准强调了持续监督生命周期成本、在规划过程中对各要点的变体执行评价的重要性，并为此引入了新的指

标。生命周期成本的比较计算依然是为项目团队提供指导、与其他项目进行比较的一个基本工具。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0.0% 
 
 
12.9%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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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在整个规划过程中，定期检查当前规划状态下的生命周期成本，通过指标1，确认此项检查。通过指标2，评估变体生命

周期成本的发展与分析。如果根据固定方法确定生命周期成本并与比较值（基准）进行比较，那么适度超过或者（适当

情况下）低于基准值的结果——取决于与参考值的偏差程度，可以积极地融入到指标3的评估中。此指标最多可获得80
分。循环经济加分可以融入到评估之中，最多10分（每一落实的解决方案5分）。没有加分，最多可以得到100分，或者

算上加分，最多可以得到110分（这也适用于消费者市场，包括可能的附加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规划过程中的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计算  
1.1  将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计算融入规划过程 最高 10 

1.1.1  在早期规划阶段，为项目创设生命周期成本系统/模型。对规划阶段包含的建筑变体，进行生产成

本和相关后续成本方面的比较，最少要包括预期能源成本。 
+5 

    
1.1.2  在规划过程中定期确定生命周期成本（调整以匹配相关规划状态），并在规划团队内部沟通。 

最迟要在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官方服务费用表服务阶段4，将建筑相关的全部后续成本充分融入到计

算中。 
（HOAI——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官方服务费用表。关于服务阶段的描述，见文件“DGNB体系的评估

与结构”中的“术语与定义”（T&D_01）章节。） 

+5 

    
           

2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的优化  
2.1  规划过程中的建筑生命周期成本优化 最高 10 

2.1.1  确定重大的替代决策对建筑预期生命周期成本的影响。 
执行此流程作为对整个建筑的广泛及充分考虑。 

+ 最高 7 

   每一替代方案作为服务阶段2、服务阶段3或服务阶4范围内充分考虑的一部分 +3 
   每一替代方案作为服务阶段5、服务阶段6或服务阶7范围内充分考虑的一部分 

 
+2 

    
2.1.2  确定重大决策对建筑预期生命周期成本的影响。执行此流程作为相关建筑构件及后续成本分析范围

的部分分析（片段）。 
+ 最高 3 

   每一替代方案作为服务阶段2、服务阶段3或服务阶4范围内部分考虑的一部分 +2 
   每一替代方案作为服务阶段5、服务阶段6或服务阶7范围内部分考虑的一部分 

 
 

+1 

Re 
2.1 

  
创新领域 

   

 
同 2.1 

  
说明：也可以选择实现建筑生命成本优化的替代方法，可计算分数。.  
 

 

2.2  经济循环加分 – 重复使用  + 最高 10 
 
 
 
 

 说明：如果通过符合循环/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可证明在建筑内或建筑上，重复利用

或实现了构件相关参考价值中一大部分，并且保证或实质上支持可循环利用性，则能

够获得加分（例如包含回收或重复利用战略的绩效合同）。每落实一项循环经济解决

方案，可以获得5分的加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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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类 2类 3类   分值 

           

3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3.1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的评价与比较  

  提供以下各项的每平方米总楼面面积的成本净值（单位：欧元/平方米总楼面面积）：符合附件1中
的选定结构及技术构件；选定的房屋占用成本，即选定的运营成本（供应与处理、清洁、能源消耗、

运营、检查和维护）；以及基于50年参考期（ 物流  和  生产  =20年）的选定维护成本（详情参

见附件2和3）。 
所有规范（如果未单独标注）都以欧元/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单位（符合T&D_04的总楼面面积“标
准情况”）。 

 

    
   办公    教育    住宅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酒店  
10–80 

   单体零售商店  10–90 
    

3.1.1   办公  办公建筑 – 中等标准  办公建筑 – 满足额外标准   10–80 
   ≤ 6447 ≤ 6755  10 
   ≤ 5033  ≤ 5536   40 
   ≤ 3661  ≤ 4164   80 
       

3.1.2   教育  日间托儿所 / 幼儿园 学校  研究机构  10–80 
   ≤ 6477  ≤ 6700  ≤ 8255  10 
   ≤ 4986  ≤ 5164  ≤ 6578  40 
   ≤ 3815  ≤ 3992 ≤ 5406  80 
       
3.1.3   住宅  住宅建筑 (至少六个住宅单元) 10–80 
   ≤ 5660    10 
   ≤ 4239    40 
   ≤ 3093    80 

       

3.1.4   单体零售商店  零售 / 超级市场   + (10–80) 
   ≤ 3606   10 
   ≤ 2923   40 
   ≤ 2289 

 
  80 

   使用冷藏柜可以获得的附加分数：每一延米冷藏柜的年度能源消耗 + (1–10) 
   ≤ 3000 kWh/延米   1 
   ≤ 1200 kWh/延米 

 
  10 

3.1.5   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    10–80 
   ≤ 7040    10 
   ≤ 5373   40 
   ≤ 3807 

 
  80 

3.1.6   百货公司  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10–80 
   ≤ 5311 ≤ 6476  10 
   ≤ 4096 ≤ 5155  40 
   ≤ 3020 ≤ 40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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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物流  
 生产  

仓库 / 物流 /  
低要求的生产设施 

 
高要求的生产设施 

 10–80 

   ≤ 2577 ≤ 2718  10 
   ≤ 2004 ≤ 2121  40 
   ≤ 1629 ≤ 1747  80 
  或者 :    

   仓库 / 物流 /  
低要求的生产设施 
容积单位 €/m3  

 
高要求的生产设施 
容积单位 €/m3  

  

   ≤ 258 ≤ 272  10 
   ≤ 200 ≤ 212  40 
   ≤ 163 

 
≤ 175  80 

3.1.8   酒店  酒店 – 标准 ( 0–3 星) 酒店 – 高档 ( 4星或以上 )   10–80 
   ≤ 9809 ≤ 12,041  10 
   ≤ 7483 ≤ 9156  40 
   ≤ 4449 

 
≤ 5477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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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DGNB法计算出的生命周期成本值可以作为关键绩效指标（KPIs）宣传。 
 
生命周期评价的结果和计算依据可用于完成符合“层级——欧盟核心环境指标共同框架”的报告（与欧盟框架有关的更多

信息，见T&D_02）。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符合DGNB的建筑相关生命周期成本，对应Level（s）指标6.1“生命周期成本”（简化报告选项） 

注1：如果执行详细评价并计算处理成本，报告对应“非简化”选项。 
注2：除了DGNB要求以外，根据Level（s），在常规付款之外，还必须说明作为非常规付款的预

期的保养和修理成本。 
注3：必须按照设定方法，针对所有生命周期模型和要素，按照Level（s）要求详细说明数据来源。 
注4：可以直接从生命周期成本法中得到与计算惯例相关的信息（例如折扣率、参考期） 

[€/m² 
GFA*a]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按照建筑运营标准ECO9.1执行比较时，可使用指标3.1的结果作为依据。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按照改建建筑认证标准ECO1.1执行比较时，可使用计算模型和指标3.1的
结果作为依据。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按照城市区域、工业园区和商业区认证标准ECO1.1执行比较时，可使用某些输

入值和指标3.1的结果作为依据。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按照室内空间认证标准ECO1.1执行比较时，可使用计算模型和指标3.1的
结果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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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除了制造收益和利用成本以外，建筑的经济可行性取决于有成本效益的运营。有鉴于此，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应该将中期

和长期成本纳入考虑范围。为了执行进一步分析和优化，可以使用这些数字作为依据，与具有类似用途和功能的建筑进

行透明成本比较。按照固定参数执行计算，基于基准执行比较平价。 
 
 
二．附加说明 

在过程中执行的生命周期成本规划可以用来确认成本动因及双赢情况（例如出于环境原因和经济原因值得采取的措施）。

如此，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就能够为DGNB认证体系中各项主题的平衡措施分析做出贡献。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成本效益

出发，审查选项和替代方案，从而可能为加强建筑的经济可行性的做出贡献。 
 
正常情况下，生命周期成本包括在整个建筑生命期内产生的所有成本： 
 

 建造或（初始）投资成本：生产阶段产生的成本（规划和落实成本）。 
 后续成本或选定的运营成本：物业管理、运营和维修成本。 
 回收成本：拆除、拆卸、循环利用和处理成本（因为使用净现值法，所以这些成本目前在生命周期成本

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因此在比较成本法（指标3）中不予考虑）。 
 
按照成本类型组织生命周期成本，因为这是将构件的更换周期和维护纳入考虑范围的唯一方式。 
 
 
三．方法 

指标1：规划过程中的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计算 
指标1.1的目的是明确介绍自早期规划阶段起的完整生命周期成本，针对具体环境或者规划的时间点和范围量身定制。 
 
应在早期规划阶段（服务阶段2-3）制定生命周期成本模型。对包含的最可能/优先的建筑变体，进行生产成本和相关后

续成本方面的比较，最少要包括预期能源成本。 
 
此外，如果在服务阶段4创建了生命周期成本模型并用于评估，至少包括以下后续成本（“所有相关的建筑相关后续成本”）
则可以在评估中包含分数： 
 

 供应和处理成本（水、燃料、能源、废水） 
 清洁成本 
 保养与维护成本 
 修理成本 

 
从服务阶段4开始，生命周期成本评价应该包括上述后续成本范围。评价中也可以包括附加的建筑相关或使用相关后续

成本或预期收益，例如循环利用成本、转换成本、收益和人事成本。此方法也可以考虑未包含在指标3规定的DGNB计
算范围内的方面，例如包含外部空间或其他成本类型。同样可能将惯例纳入评估范围，例如利息。 
在规划过程执行评价以及向规划团队沟通生命周期成本时，必须定义目标值（针对规划状态量身定制），与各个规划阶

段的获得值进行比较。 
原则上，可以自由选择计算方法，但计算应满足子指标的目标。在规划过程的一开始，可以基于用途选择简单的工具，

例如年租的倍数（“Maklermethode”或者“地产代理法”），作为计算收益性质及能源成本组合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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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2：建筑生命周期成本的优化 
针对生命周期成本优化规划的目的是在规划过程中，尽早处理后续成本，通过变体计算，减少或优化该等成本。应在各

个适当的时间点，执行生命周期成本的优化规划。 
 
或者，可以在评估中融入充分考虑（符合指标3分析范围和指标1规定的最低后续成本范围的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成本）

或部分分析（针对部分分析范围的生命周期成本）。 
 
优化应研究相关决策重大替代方案的生命周期成本。不同的规划阶段可能有巨大的差异，会影响诸多方面，比如A/V比
例的变体、规划组件的使用生命或者运行材料的使用。 
 
计算生命周期成本变体时，也可以考虑未包含在“成本比较”分析范围内的方面（见指标3）。比如，其中包括考虑其他成

本类型（外部设施或设备）、其他能源消费者（例如电梯和用户设备）、运行材料（例如制冷剂）或者转换、更换或现

代化成本。扩展的分析范围也可以包括对可能收益（包括与人事或客户相关的收益）或者人事相关成本缩减的评估，例

如未来转换措施的智能规划有别于下文定义的成本比较的惯例（见指标3），比如利率、价格增长率等，也可以计作替

代方案。 
 
生命周期成本优化规划的发现应该融入决策过程中。评估在早期或较晚规划阶段执行全面或部分生命周期成本计算的替

代方案的数量。 
 
指标2.2：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 
如果通过符合循环/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可证明在建筑内或建筑上，重复利用或实现了构件相关参考价值中一大部分（至

少80%，基于附件1中列示的相关建筑构件（次级）），并且保证或实质上支持可循环利用性，则能够获得循环经济加

分（例如包含回收或重复利用战略的绩效合同）。如果执行了多于一项解决方案，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在不同的构件

（次级）上执行，或者彼此之间有显著差异。 
 
 
指标3：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评估方法对应ISO 15686-5:2008的解释。为了确立DGNB证明文档的一致方法，有基于标准内容的附加规范。 
在生命周期成本评价和此标准的评估中融入以下建筑构件： 
 
符合附件1的选定生产成本（一般描述见T&D_05） 

 
 结构构件——建造工程 
 技术构件——服务（按照附件3） 

 
符合附件2、3和4的选定运营成本 
 

 供应与处理成本 
 水 
 燃料、能源 
 下水道系统 

 建筑的清洁与维护 
 运营、检查、保养 

 结构体的检查与保养 
 设施的检查与保养 

 修理成本 
 结构修理 
 设施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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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评价中目前不包括其他成本，包括地块成本、规划成本、资本成本、税收、保险以及建筑拆除及处理成本。 
 
 
净现值（NPV）法: 
因生产和运营成本导致、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分配的生命周期成本在认证年度资本化，以净现值列示。通过净现值法，可

以对不同的成本/时间进展进行比较。采用这种方法，能够权衡初期开支及后期的后续成本，乃至成本节约。应用净现值

法必须有成本的具体信息以及与付款日期相关的信息。这种方法考虑价格发展（价格上涨）和有效利率。 
 
净现值代表参考期内累计成本的当前资本价值。定义基准的成本水平作为认证参考点。 
 
有效利率由DGNB规定。有效利率表达了投资资本的预期收益，体现了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等方面。 
 
 
惯例 
从根本上说，生命周期成本评价的开放式的，可以根据很多地点的应用情况进行调整。但是，要使用生命周期成本评价

作为一项指标，来评估基准中的已确定参数，须满足以下要求：明确定义了方法；清楚说明了各种不同参数。这是确保

计算结果可以进行比较的唯一方式，是一个必要要求。 
 
包括以下要点： 

 参考期 
 生命周期阶段 
 包含的建筑构件 
 包含的计算 
 不同成本类型的价格发展 
 有效利率 
 参考值 
 允许的简化和截断规则 
 要展示的部分结果及相关描述 
 计算和证明文档的详细程度 
 每一期付款的时间 

 
这些惯例针对的是此标准的指标3。特殊情况下或者针对特定方案，可以与该等标注惯例有适当的偏差。基于具体方案，

指明这些偏差的规范。基于同样的管理，确定生命周期成本进行比较的基准。 
 
 
适应德国价格基准 
通则 
DGNB开发了一个适合此目的、用于简化审计程序的生命周期成本线上工具（针对过渡期，可使用一个Excel工具作为替

代解决方案）。以本地货币为单位，在DGNB生命周期成本工具中输入成本，并根据德国价格进行调整。DGNB比较了

世界各地的建筑建造成本，得到了一个将德国价格与其他国家价格进行计较的系数。 
 
在“成本计算”表中输入了相关国家及其相关的适应系数之后，这一过程将自动完成。建造成本的国家适应系数见附件6。
注：附件6中未列示国家的适应系数，需与DGNB另行议定。 
 
当前版本的参考年份和季度为2017年第3季度。工具会生成具体项目的每平方米成本，单位为本地货币及欧元，并计算

出录入评估矩阵的检查表要点（欧元（€）与本地货币的汇率见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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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完成认证评估要求基于以下文件执行评价： 
 

 选定结构和技术建筑构件（根据附件1）以及选定的运营和维护成本（根据附件2、3和4）的加权生命

周期成本，单位为欧元/平方米总楼面面积，基于50年参考期（仅物流和生产=20年）。 
 已完工建筑能源性能证书（或者能源需求模拟/计算）中建筑的最终能源需求（与标准ENV1.1一致）。 
 明确的能源归类（见上文，与ENV1.1一致），可能提供的馈入和上网电价的详细信息 
 来自标准“ENV2.2 – 饮用水需求和废水量”规范的与用水需求和废水量计算值 
 使用附件3中规定的一般化百分比，或者基于可获取及有文件备档的参考值（例如合同、制造商规范或

类似数据）计算的保养、检查和修理成本的详细信息 
 清洁成本评价（见附件2），基于用于生命周期评价的建筑构件目录中的面积和材料，或者基于可获取

的参考值（例如制造商规范或类似数据） 
 
此外，采用详细方法执行评价要求有以下文件： 
 

 用于生命周期评价的建筑构件目录（标准“ENV1.1 –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符合附件3的构件使用期限 
 可归类为建筑构件目录中构件的生产成本明细分类，明确展示特定产品使用期限的归类 

 
 
简化方法 
在简化方法中，检查、保养和修理成本以在生产成本所占比例列示。详细记录生产成本以及能源需求、清洁和用水/废水

的运营成本。 
 
“管理”部分（见具体用途描述）和附件规定了要纳入考虑范围的建筑构件的参考期和计算参数。 
 
必须从附件3中获取一般化呈现的适用百分比。此附件取决于相关的方案。 
 
 
详细方法 
详细方法根据附件1（包括参考值和建筑规范），扩展了次级构件简化方法中的生产成本明细。详细方法只能整体应用，

也就是说如果详细地考虑地基，就必须详细列示全部结构构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只对具有长使用期限的构件进行“详细”
列示，而对其他构件，则使用简化方法中的一般化平均值列示。 
 
以下内容适用于修理成本的分析：取决于构件的安装条件和使用条件，可以按照附件3中的使用期进行适当且合理的分

类，或者必须使用可获得的参考值、制造商规范或类似数据。此外，必须提供生产成本明细，超过附件1中的次级水平。 
 
对于须考虑的所有其他成本，在简化方法中采用的方式（包括使用可获得参考值、制造商规范或类似数据）继续以完全

相同的方式应用。 
 
DGNB提供了一个提交证明文档的工具，用于计算生命周期成本数据，并将计算结果转移到后续合规检查。使用此工具

时，必须调整具体项目完工之时的生产成本，以反映使用相关国家价格指数的参考价格水平。必须在参考值下“基础数据”
标签下数据相应的信息。当前版本的参考年份和季度为2017年第3季度。 
 
要得到建造成本指数，必须确定以下数据： 
 

 年度：具体项目 
 季度：具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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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不含增值税的测量数字：包含增值税的指数 
 建筑类型：具体项目 
 形式：建筑上的建造工程  

 
附件，取决于不同的建筑类别 
 

 附件1：根据此附件要包含的建筑构件 
 附件2：清洁成本 
 附件3：保养和维护参数 
 附件4：能源、淡水和废水的适用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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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办公    教育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酒店  

 
评价生命周期成本时，必须假定以下惯例： 
 
表1:生命周期成本计算惯例（各项方案） 
 
惯例 

 
参考使用期 50年 
  
建筑生命周期的相关阶段 建造、使用 
  
成本 选定建筑构件: 

根据附件1的生产成本  
结构构件——建造工程  
技术构件——安装 
（根据附件3的维护） 
 
根据附件2的运营成本 
供应与处理成本  
水 
燃料、能源  
下水道系统 
建筑的清洁与维护  
结构体的检查与保养  
设施的检查与保养  
修理成本 
结构修理 
设施修理 

  
包含的计算 最终能源需求、用水需求和废水、清洁区域 
  
不同成本类型的价值变化 一般建造价格提高2%  

供水和废水成本2%  
能源成本5% 

  
有效利率 3%1 
  
参考值 m² GFAS  /  百货公司 : m² GFA 
  
允许的简化和减免规则 当前成本水平，含对建筑完工时最终发票成本的预测值 

根据系统限制，呈现整个建筑或部分建筑 
符合简化方法附件1的关于主级结构构件和次级技术构件的

成本信息 
关于详细方法，构件证明文档与生命周期评价（ENV1.1）中

简化方法的要求一样 

 
1确定：一方面，使用按照“2012年1月16日通过的（EC）第850/2004号委员会授权法规——‘关于建立比较方法框架，用以计算建

筑及建筑构件最低能源性能要求的成本优化水平，以补充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建筑物能源性能的第2010/31/EU号指令’——的随附

指导方针”确定能效计算成本优化水平的指导值，确定有效利率。另一方面，2017年在内部执行的评价表明3%的有效利率构成一个合

理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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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展示的部分结果及相关描述 净现值分为：  

 根据附件1的结构构件生产成本 
 根据附件1的技术构件生产成本 

 
以下各项的分项运营成本： 

 水 
 能源 
 废水 
 清洁和维护 

 
运营成本分为： 

 检查和保养 
 修理（根据附件1和3列出结构构件和技术构件） 

  
计算和证明文档的详细程度 参见简化和详细方法的描述 
  
每一期付款的时间 拖延 
  
 
 
 
 物流    生产  
 
与其他方案的要求不同，可以采用热模拟作为建筑能源性能证书的替代方案，确定最终能源需求。同时参见标准“ENV1.1 
- 建筑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 
 
参考使用期为20年。 
 
对于房间净高大于12米的工业建筑，必须选择以[立方米总容积×年]作为计算评估分的参考单位。对于房间净高小于12
米的单层及多层工业建筑，必须选择以[平方米总楼面面积×年]为单位的参考值。 
 
评价生命周期成本时，必须假定以下惯例： 
 
表 2: 生命周期成本计算惯例 (  物流  及  生产  ) 
 
惯例 

 
参考使用期 20年 
  
建筑生命周期的相关阶段 建造、使用 
  
成本 选定建筑构件: 

根据附件1的生产成本  
结构构件——建造工程  
技术构件——安装 
（根据附件3的维护） 
 
根据附件2的运营成本 
供应与处理成本  
水 
燃料、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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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系统 
建筑的清洁与维护  
结构体的检查与保养  
设施的检查与保养  
修理成本 
结构修理 
设施修理 

  
包含的计算 最终能源需求、用水需求和废水、清洁区域 
  
不同成本类型的价值变化 一般建造价格提高2%  

供水和废水成本2%  
能源成本5% 

  
有效利率 3%2 
  
参考值 m² GFAS  /  m3 GV 
  
允许的简化和减免规则 当前成本水平，含对建筑完工时最终发票成本的预测值 

根据系统限制，呈现整个建筑或部分建筑 
符合简化方法附件1的关于主级结构构件和次级技术构件的

成本信息 
关于详细方法，构件证明文档与生命周期评价（标准 ENV1.1）
中简化方法的要求一样 
 

  
要展示的部分结果及相关描述 净现值分为：  

 根据附件1的结构构件生产成本 
 根据附件1的技术构件生产成本 

 
以下各项的分项运营成本： 

 水 
 能源 
 废水 
 清洁和维护 

 
运营成本分为： 

 检查和保养 
 修理（根据附件1和3列出结构构件和技术构件） 

  
计算和证明文档的详细程度 参见简化和详细方法的描述 
  
每一期付款的时间 拖延 
  
 
 
特殊条件和附加费用 
若因为特殊要求和条件造成了合理的附加费用，可以从生命周期成本声明中扣减。此种费用必须提供可信、明确且合理

的附加费用声明。 
 
 

 
2参见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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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附加费用与评估中立的典型情况包括： 
 

 恶劣的地基土壤条件 
 支护临近结构体 
 建筑法中的特殊要求，例如历史性建筑保护法令 
 自然中的典范性创新 

 
与特殊条件相关的附加费用必须被量化（例如符合附件1的次级成本的证明文档，含相关参考值和建筑规范）。可能从

生产成本中减去已被证实的附加成本（并非总成本）。 
 
附加费用、由创新直接导致的成本（根据附件1关于次级或单个要素的规定）必须提供文档证明。 
 
或者，如果作为认证过程一部分的被评估建筑与用作参考值生产成本依据的假设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与DGNB达成一

致后，可以基于具体项目调整“生产成本”基准要素的基准。用于计算基准的基本假设见附件5。对于所有用途，都可以针

对具体国家/具体项目进行调整，尤其是针对各种气候带和结构体（如高层建筑和高货架仓库），建议进行此种调整。 
 
 
分类 
 
 办公   住宅  
 
出于评估的目的，必须合理、明确地将建筑归入以下三个类别之一： 
 
第1类：新建筑通常按第1类进行评估。 
 
第2类：在代表性方面具有超出平均水平要求的建筑按第2类进行评估。为了证明归入第2类的合理性，必须描述有助于

达到要求的代表性水平的措施和特征。 
 
必须详细证明归入第2类的合理性，并提供证明文档。如果没有完成此项工作，则建筑按标准归入第1类。 
 
要在代表性方面构成超出平均水平的要求，必须考虑以下内容： 
 

 物质性和建造方面具有高质量、高耐久性的材料（地板和墙壁中） 
 A类位置导致的要求（城镇或城市中心有利可图、高客流量的（商业）位置） 
 先进的技术设施 

 
 

 教育  
 
出于评估的目的，必须合理、明确地将建筑归入以下三个类别之一： 
 

 日间托儿所、幼儿园 
 学校 
 公共机构建筑 

 
 
 单体零售商店  
 
消费者市场按第1类进行评估。如果建筑包含冷藏柜，且每一延米制冷设备的相关年度能耗低于参考值3,000千瓦时/延米，

则可以得到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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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冷藏柜的能耗 
 
每延米冷藏柜的年度能源消耗 分值 

  
≤ 3000 kWh/延米 1 
  
≤ 1200 kWh/延米 10 
  
在给定数值之间可以线性插值。 
 
 
 购物中心  
 
对于购物中心，租赁区域内租户执行的装修不包含在分析范围之外。  
 
购物中心按第1类进行评估。 
 
如果建筑包含地下车库或多层停车场，可针对这些区域的成本调整生命周期成本。必须考虑符合章节T&D_04中空间和

区域描述的区域7.4（停车区域）、9.4（车辆流通区域）和9.9（其他流通区域（例如行车车道））。 
 
执行此项扣减时，可以基于此类区域产生的实际成本的证明文档，采用详细方法，或者使用来源于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

心、根据本地建造成本进行调整的成本参数（适应系数根据附件6确定）。 
 
表4: T&D_04确定的区域7.4、9.4和9.9的一次性成本扣减 
 
停车场类型 根据针对本地成本调整后的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心2017（NET）

参数执行的扣减 

  
地下停车场 673 €/m² GFAS / 国家及地区转换系数 
  
地上多层停车场 543 €/m² GFA / 国家及地区转换系数 
  
 
 
 百货公司  

 
如果建筑包含地下车库或多层停车场，可针对这些区域的成本调整生命周期成本。必须考虑符合章节T&D_04描述的区

域7.4（停车区域）、9.4（车辆流通区域）和9.9（其他流通区域（例如行车车道））。 
 
执行此项扣减时，可以基于此类区域产生的实际成本的证明文档，采用详细方法，或者使用来源于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

心、根据本地建造成本进行调整的成本参数（适应系数根据附件6确定）。 
 
 
表5: 根据T&D_04确定的区域7.4、9.4和9.9的一次性成本扣减 
 
停车场类型 根据针对本地成本调整后的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心2017（NET）参数执行

的扣减 

  
地下停车场 673 €/m² GFAS / 国家及地区转换系数 
  
地上多层停车场 543 €/m² GFA / 国家及地区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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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    生产  
 
出于评估的目的，必须合理、明确地将建筑归入以下两个类别之一： 
 

 第1类：仓库/物流建筑以及低要求的生产设施一般都按第1类进行评估。 
 第2类：提高要求的生产设施 

 
原则上，物流建筑和生产设施必须根据其使用的空气调节类型，归入以下类别： 

 
一：无空气调节 
二：供暖；室内空气温度在0℃到12℃之间  
三：供暖；室内空气温度在12 °C到19 °C之间  
四：供暖；室内空气温度＞19℃ 
五：供暖、供冷；室内空气温度＞19℃  
六：空气调节；室内空气温度＞19℃  
七：制冷；室内空气温度＜-5℃ 
 

在七类物业的生命周期成本计算中，必须考虑制冷技术的建筑科技系统构件，包括生产成本和相关保养、检查、修理和

处理成本。 
 
必须单独确定制冷的最终能源需求，以20年参考期为跨度进行计算，但是不得融入到生命周期成本计算中。 
 
 
 酒店  

 
出于评估的目的，必须对建筑进行明确归类，按照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酒店分类系统或与欧洲消费者中心网络

（ECC-Net）合作打造的分类系统，将其归入以下两个类别之一： 
 

 第1类：0到3星 
 第2类：4星或以上或更高级设施（游泳池、温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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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卫

生
用

具
 

X 
X 

X 
 

 
 

 
供

气
系
统

 
用

于
工

业
加

热
的

供
气

系
统

：
气

体
贮

藏
和

发
生

设
备

、
供

气
计

量
点

、
压

力
控

制
设

备
和

供
气

管
道

，
包

含
在

供
热

系
统

中
的

除
外

 
X 

X 
X 

 
 

 
 

消
防

设
施

 
洒

水
装

置
、

气
体

灭
火

系
统

、
灭

火
水

管
、

墙
上

消
防

栓
、

灭
火

器
 

X 
X 

X 
 

X 
 

 
下

水
道
、

供
水

与
供

气
系

统
、

其
他

项
目

 
水

暖
设

备
、

卫
生

砖
块

 

X 
X 

X 
X 

 
 

 
供

热
系

统
 

 
X 

X 
X 

X 
 

 
 

热
发

生
器

 
燃

料
供

应
、

供
热

计
量

点
、

基
于

燃
料

或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热

发
生

，
包

括
烟

囱
连

接
、

中
央

热
水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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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热

分
配
网

络
 

泵
、

分
配

器
；

空
间

供
热

管
道

、
供

热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

系
统

及
其

他
热

用
户

 
X 

X 
X 

X 
 

 
 

空
间

供
热

 
散

热
器

、
辐

射
供

热
系

统
 

X 
X 

X 
X 

 
 

 
供

热
系
统

，
其

他
项

目
 

烟
囱

，
包

含
在

其
他

成
本

组
别

中
的

除
外

 
X 

X 
X 

X 
 

 
 

空
气

处
理

系
统

 
具

有
和

没
有

通
风

功
能

的
系

统
 

X 
X 

X 
X 

 
 

 
通

风
系
统

 
排

气
系

统
、

供
气

系
统

、
具

有
或

没
有

热
力

学
空

气
处

理
功

能
的

排
气

/供
气

系
统

、
机

械
排

烟
系

统
  

X 
X 

X 
X 

 
 

 
部

分
空
调

系
统

 
具

有
两

或
三

个
热

力
学

空
气

处
理

功
能

的
系

统
 

X 
X 

X 
X 

 
 

 
空

调
系
统

 
具

有
四

个
热

力
学

空
气

处
理

功
能

的
系

统
 

 
 

 
 

 
 

 
工

艺
空
气

设
备

 
漆

雾
分

离
系

统
、

工
艺

排
气

系
统

、
抽

吸
设

备
 

X 
X 

X 
X 

 
 

 
制

冷
设
备

 
用

于
空

气
处

理
系

统
的

制
冷

设
备

：
冷

却
及

二
次

冷
却

设
备

，
包

括
泵

、
分

配
器

和
管

道
 

X 
X 

X 
X 

 
 

 
空

气
处
理

系
统

，
其

他
项

目
 

通
风

天
花

板
、

供
冷

天
花

板
、

排
气

窗
；

服
务

性
假

地
板

，
包

含
在

其
他

成
本

组
别

中
的

除
外

 
X 

X 
X 

 
 

 
 

电
力

设
施

 
 

X 
X 

X 
 

 
 

 
高

压
和
中

压
设

备
 

配
电

盘
、

变
压

器
 

X 
X 

X 
 

 
 

 
独

立
供
电

设
施

 
发

电
设

备
，

包
括

供
冷

、
排

气
和

燃
料

供
应

、
中

央
蓄

电
池

和
不

间
断

电
源

系
统

、
光

伏
系

统
 

X 
X 

X 
 

 
 

 
低

压
开
关

设
备

 
低

压
主

配
电

盘
、

无
功

功
率

补
偿

器
、

峰
值

读
取

指
标

 

X 
X 

X 
 

 
 

 
低

压
安
装

设
备

 
电

缆
、

导
管

、
分

配
电

盘
、

安
装

系
统

和
器

具
 

X 
X 

X 
X 

 
 

 
照

明
系
统

 
固

定
灯

具
、

安
全

照
明

 

X 
X 

X 
 

 
 

 
避

雷
和
接

地
系

统
 

避
雷

针
、

避
雷

导
线

、
接

地
连

接
、

等
电

位
连

接
 

X 
X 

X 
 

 
 

 
电

力
设
施

，
其

他
项

目
 

变
频

器
 

X 
X 

X 
 

 
 

 
电

信
与

其
他

通
信

系
统

 
个

体
系

统
包

括
相

关
分

配
器

、
电

缆
和

布
线

 

X 
X 

X 
 

 
 

 
运

输
系

统
 

 
X 

X 
X 

 
 

 
 

电
梯

 
客

梯
、

货
梯

 
X 

X 
X 

 
 

 
 

自
动

扶
梯

、
自

动
人

行
道

 
 

X 
X 

X 
 

 
 

 
检

查
维
护

输
送

带
 

窗
户

清
洁

摇
篮

及
其

他
检

查
和

维
护

输
送

带
 

X 
X 

X 
 

 
 

 
输

送
设
备

 
自

动
货

物
运

输
系

统
、

办
公

升
降

机
、

气
动

传
送

管
道

 
X 

X 
X 

 
 

 
 

起
重

机
 

包
括

起
重

机
械

 
X 

X 
X 

 
 

 
 

运
输

系
统

，
其

他
项

目
 

升
降

平
台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经济质量 Economic quality 

ECO1.1 / 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附件 

 

© DGNB GmbH  221 

  

X 
X 

X 
 

 
 

 
建

筑
自
动

化
 

自
动

化
成

本
，

包
括

相
关

分
配

器
、

电
缆

和
布

线
 

X 
X 

X 
 

 
 

 
其

他
服
务

相
关

工
程

 
无

法
归

入
单

独
的

服
务

成
本

组
别

或
者

无
法

在
其

他
成

本
组

别
中

记
录

的
服

务
以

及
与

服
务

相
关

的
一

般
措

施
 

 
 

 
 

 
 

 
外

部
工
程

 
 

与
建

筑
外

部
的

地
面

及
流

通
区

域
建

造
、

结
构

体
和

服
务

相
关

的
建

造
工

程
物

资
成

本
，

包
含

在
清

除
和

开
发

成
本

中
的

除
外

 
 

 
 

 
 

 
个

别
成

本
组

别
包

括
相

关
工

程
，

例
如

土
方

工
程

、
底

部
构

造
和

地
基

 
 

 
 

 
 

 
 

陈
设

、
家

具
和

艺
术

委
派

 
结

构
体

试
运

行
、

一
般

用
途

或
者

结
构

体
及

户
外

区
域

装
修

必
需

的
所

有
活

动
或

易
安

装
陈

设
和

委
派

的
成

本
。

 
 

 
 

 
 

 
 

附
带

建
设

成
本

 
规

划
和

执
行

过
程

中
基

于
费

用
结

构
、

费
用

规
模

或
者

根
据

其
他

合
约

协
议

产
生

的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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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清洁成本 
 
成本类型   内容  €/M²A 

1  外部门窗   

  容易进出 (无需辅助设施)  2.25 

  中等程度 (例如需要立面检查和维护输送机及清洁桥辅助)  3.00 

  难以进出 (例如需要载式吊车或攀登安全带辅助)  4.50 

2  立面覆盖物的类型   

  天然石材 (软)  2.83 

  铝、不锈钢、镀铜、钢（防锈）  1.42 

  陶瓷、人造石、琢石、天然石（硬）  0.71 

  遮阳保护  2.13 

3  内部门窗   

  内门  3.60 

  内窗  2.25 

4  地板覆盖物的类型   

  人造石、天然石、砂浆层、柔性地板或类似物  6.30 

  纺织品或类似物  7.08 

  木材或类似物  6.30 

5  卫生区域   

  最多 10 m²  89.25 

  最多 30 m²  59.50 

  高于 30 m²  44.63 

不考虑调整适应本地条件，因为最终基准是根据德国定价指数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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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H (净价) 

清洁工作的每小时收费  17.00  

玻璃清洁工作的每小时收费  22.50  

不考虑调整适应本地条件，因为最终基准是根据德国定价指数提供的。 

 
 
附件 3 
 
保养和维护参数 
根据简化方法完成生命周期成本声明时，必须应用以下表格。可使用详细方法呈现次级或以上的建筑构件，以必须提供

证明文档的具体细节取代简化方法的规范。所选择的具体细节必须与生命周期评价信息一致（同时参加ENV1.1中使用

期限的解释）。 
 
建筑构件  假定的使用年限  每年用于保养或检查 

的支出比例 %  
 每年用于修理 

的支出比例 %  

结构建筑构件 

  根据代表德国交通、建
筑和住宅部的文件“可持
续建筑指导方针” 

 0.1  不定期修理：使用期限到期后
的更换投资，或者所有建筑构
件0.35%的一次性修理成本 

技术建筑构件 

下水道、供水与供气系统  50  1.01  0.98 

供热系统  25   0.41  0.66 

通风系统  25   0.96  1.10 

电力设施  25  0.60  0.70 

电信及其他通讯系统   25  1.04  1.04 

建筑内的输送系统  25  1.76  1.78 

建筑自动化  25  1.16  0.76 

基于VDI 2067:2000和基于构件使用期数值的增补，以及AMEV 2013调整版（不包含运营） 

涉及“正在执行的维修”，应考虑与建筑技术（技术建筑构件）修理相关的具体信息。还必须考虑使用期限到期后的更换投

资，但目前，此项不包括拆除和处理。 
 
简化方法： 
作为简化方法的替代选择，也可以编辑详细清单。 
对于技术建筑构件，允许假设20年后更换所有构件的更换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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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能源、淡水和废水的适用单价 
 

资源媒介  类型  净价格 / 单位 

电  混合式发电  0.25 €/kWh 

燃油（供电或供暖用）    0.06 €/kWh 

天然气    0.06 €/kWh 

生物质燃料-木屑颗粒    0.05 €/kWh 

生物质燃料-木屑片    0.03 €/kWh 

长距离供暖 /  
热电联产 CHP 

 化石燃料  0.09 €/kWh 

  可再生燃料  0.07 €/kWh 

洁净水    2.01 €/m³ 

废水  回用中水  2.14 €/m³ 

  降水  1.10 €/m³ 

电价来源：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协会（BDEW）2017，约四年平均值，净价格 

不考虑调整适应本地条件，因为最终基准是根据德国定价指数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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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生命周期成本 LCC 的参考基准 
 
生产成本： 
一般情况下，假设生产成本的目标值和参考值相等（“可持续建造的成本不会超过现行标准”）。 
确立方案基准的基本数据：建筑结构和技术构件的生产成本总额（所有数据以欧元/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单位——净价） 
 
 办公  中等标准的办公建筑  满足额外标准的办公建筑  

 
 

参考目标值 1723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的中高标

准办公楼的平均值

（详见T&D_06） 

2052 符合德国工程造

价信息中心2017
的高标准（详见

T&D_06） 
 

  

限值 2052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2017的高

标准 
 

2258 比参考值高10%   

 教育  日间托儿所 / 幼儿园 
 

学校  研究机构 

参考目标值 1383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2017的中

高标准日托机构的

平均值 
 

1447 符合德国工程造

价信息中心2017
的普通教育学校 

2037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信

息中心2017的公共机

构建筑 

限值  1494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2017的高

标准日托机构 
 

1592 比参考值高10% 2240 比参考值高10%  

 住宅  中等及更高标准的住宅建筑     
参考目标值 939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2017的高

标准公寓楼（6-19
个住宅单元）×系数

1.1 
 

    

限值 1024 比参考值高10%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零售商店 / 超级市场  购物中心   

参考目标值 1094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2017的消

费者市场 

1152 符合德国工程造

价信息中心2017
的无住宅功能的

百货公司×系数

1.2 
 

  

限值 1204 比参考值高10% 1267 比参考值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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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公司  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参考目标值 

 
922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2017的消

费者市场 
 

1547 百货公司、内部

评价 
  

限值 1014 比参考值高10% 1701 比参考值高10%  
 

 

 物流  
 生产  

仓库 / 物流 /  
低要求的生产设施 

 
高要求的生产设施 
  

  

参考目标值 908 符合德国工程造价

信息中心2017的非

混合用途物流建筑

及骨架构造生产建

筑的平均值 
 

1019 符合德国工程造

价信息中心2017
的坚固结构的生

产建筑 

  

限值 1089 比参考值高20% 1223 比参考值高20%  
 

 

 酒店  0–3星  4星或以上  
 

  

参考目标值 938 酒店的内部评价 1263 酒店的内部评价 
 

  

限值 1031 比参考值高10% 1389 比参考值高10%   
 
 
洁净水 / 废水： 
 
办公：基于与饮用水需求和成本相关的典型假设，使用 1.20 欧元/平方米的统一价格为参考值。目标值是比参考值低 30%，

限值是比参考值高 40%。 
 
住宅：基于与饮用水需求和成本相关的典型假设，使用 7.27 欧元/平方米的统一价格为参考值。目标值是比参考值低 30%，

限值是比参考值高 40%。 
 
教育：基于与饮用水需求和成本相关的典型假设，使用 1.11 欧元/平方米的统一价格为参考值。目标值是比参考值低 30%，

限值是比参考值高 40%。 
 
酒店：基于与饮用水需求和成本相关的典型假设，使用 13.63 欧元/平方米的统一价格为参考值。目标值是比参考值低

30%，限值是比参考值高 40%。 
 
百货公司、购物中心、零售商场：使用源自于 FM Benchmarking 的 2016 年报告的 3.03 欧元/平方米作为参考值，使用

第一象限的数值作为参考值，使用第三象限的数值作为限值。 
 
物流、生产：使用源自于 FM Benchmarking2016 年报告的 3.01 欧元/平方米作为参考值，使用第一象限的数值作为参

考值，使用第三象限的数值作为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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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 
所有用途：使用 0.81 欧元/平方米楼面面积/年作为参考值，推导根据：每年 736 毫米的降水量；典型楼层=4（除用于生

产和物流以外的所有用途，生产及物流情况下的楼层=1）；且雨水的废水成本为 1.1 欧元/立方米。使用 0 欧元/平方米

作为目标值，限值与参考值相等。 
 
 
运营成本（结构和技术构件）：常规/非常规 
所有用途：结构和技术构件的参考值、目标值和限值为每年生产成本的 0.35%，针对每一方案确定及使用单独的数值。 
 
 
清洁成本： 
使用 FM Benchmarking2016 年报告中建筑使用的典型平均值作为参考值。使用第一象限的数值作为目标值，第三象限

的数值作为限值（办公范例：目标值 5.04 欧元/平方米总楼面面积、参考值 8.08 欧元/平方米总楼面面积和限值 12.41
欧元/平方米总楼面面积）。 
 
 
能源： 
认证建筑的已确定及平均最终能源值，乘以系数 1.2，作为能源参考值（见下表）。针对特定方案，使用典型的能源和

热量分配，同样源自于认证。计算能源成本时，也可以针对每一方案使用典型的能源组合，同样源自于认证建筑。以参

考值乘以系数 0.6 确定最终能源需求的目标值。以最终能源参考值乘以系数 1.4 确定限值。用作能源成本计算依据的数

据对应上述规范。使用 25 欧分/千瓦时作为电力价值，热量价值为源自于所使用能源组合而确定的 9 欧分/千瓦时热量（除

物流和生产以外的所有用途），或者用于物流和生产的热量价值为 7 欧分/千瓦时。 
 
表：用于确定基准的最终能源值输入变量 (kWh/m² GFA/a) 
 
 目标值 参考值 限值  
办公 45 110 150  
教育 50 120 170  
单体零售商店 30 70 100  
购物中心 55 130 180  
百货公司 45 110 150  
物流 45 110 150  
生产 45 110 150  
酒店 100 240 330  
住宅 30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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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转换系数 
（同时参见生命周期成本工具中的图表） 
 
调整本地建造成本以适应德国价格水平 
计算建筑相关生命周期时，我们提出采取以下方式： 
 
必须调整单个建筑构件或技术系统的建造成本以适应德国价格。因此，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建造成本进行了相关比较，得

到了一个描述德国价格与其他国家价格进行比较的系数。 
 
项目的制造成本必须乘以表格中的系数，得出一个可比较的加权制造成本。这一步由生命周期成本工具自动完成。 
 
 
国家及地区  2017 年第 3 季度的国家及地区建造成本转换系数 

 

  办公    教育  
 酒店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阿根廷  1.73  1.64 

澳大利亚  1.03  1.28 

奥地利  0.94  0.94 

巴林  1.49  1.46 

比利时  1.02  1.00 

巴西  2.04  1.31 

保加利亚  2.06  1.81 

加拿大  1.16  1.08 

智利  1.5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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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71  2.23 

哥伦比亚  2.25  1.93 

克罗地亚  1.59  1.48 

捷克共和国  1.65  1.38 

丹麦  0.73  0.76 

埃及  1.88  1.88 

芬兰  0.72  0,68 

法国  0.95  0,94 

德国  1.00  1.00 

希腊  1.11  1.04 

香港  0.63  0.40 

匈牙利  1.38  0.97 

印度  3.69  1.96 

印度尼西亚  2.35  1.88 

爱尔兰  0.90  1.00 

意大利  1.10  1.25 

日本  0.83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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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3.41  3.31 

科威特  1.39  1.36 

卢森堡  0.88  0.84 

马来西亚  2.63  2.35 

荷兰  1.23  1.07 

新西兰  1.14  1.14 

挪威  0.76  0.66 

菲律宾  3,21  2.89 

波兰  1.32  1.55 

葡萄牙  1.48  1.30 

罗马尼亚  1.95  1.55 

俄罗斯  2.13  1.25 

沙特阿拉伯  1.34  1.34 

塞尔维亚  1.88  1.88 

新加坡  1.22  1.04 

南非  2.29  2.16 

韩国  1.31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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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1.17  1.36 

卡塔尔国  1.22  1.05 

瑞典  0.70  0.81 

瑞士  0.69  0.59 

泰国  2.21  1.64 

土耳其  2.89  1.8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24  1.24 

英国  0.72  0.93 

美国  0.76  0.72 

越南  2.73  2.40 

更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适用系数须与DGNB进行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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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本地货币汇率 
 
国家及地区   本地货币   2017年第3季度货币汇率  

阿根廷  ARS  17.92 

澳大利亚  AUD  1.49 

巴林  BHD  0.44 

巴西  BRL  3.71 

保加利亚  BGN  1.96 

加拿大  CAD  1.47 

智利  CLP  755,09 

中国  CNY  7.84 

哥伦比亚  COP  3495.28 

克罗地亚  HRK  7.43 

捷克  CZK  26.06 

丹麦  DKK  7.44 

埃及  EGP  20.83 

德国  EUR  1.00 

香港  HKD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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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HUF  306.20 

冰岛  ISK  124.30 

印度  INR  75.54 

印度尼西亚  IDR  15660.09 

伊朗  IRR  38822.39 

以色列  ILS  4.19 

日本  JPY  130.34 

哈萨克斯坦  KTZ  391.19 

韩国  KRW  1330.19 

科威特  KWD  0.35 

马来西亚  MYR  5.01 

墨西哥  MXN  20.93 

新西兰  NZD  1.61 

挪威  NOK  9.34 

菲律宾  PHP  59.72 

波兰  PLN  4.26 

罗马尼亚  RON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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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RUB  69.34 

沙特阿拉伯  SAR  4.41 

新加坡  SGD  1.60 

南非  ZAR  15.48 

卡塔尔国  QAR  4.28 

瑞典  SEK  9.55 

瑞士  CHF  1.13 

泰国  THB  39.20 

突尼斯  TND  2.89 

土耳其  TRY  4.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ED  4.32 

乌克兰  UAH  30.41 

英国  GBP  0.90 

乌拉圭  UYU  33.77 

美国  USD  1.17 

更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适用系数须与DGNB进行议定 

主要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中央银行（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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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目标评估的要求。 
 
指标1：规划过程中的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计算 
必须证明针对建筑创设了生命周期成本模型，并以此模型作为规划过程的一部分。 
 
指标1.1.1：还必须证明最晚在服务阶段3就创设了模型，且针对最可能/优先的建筑变体，进行了生产成本和相关后续成

本方面的比较，最少包括预期能源成本。 
 
指标1.1.2：还必须证明分析范围包括符合定义的所有相关建筑相关后续成本。 
 
针对此指标，必须设定用于比较的目标值，出具向规划团队沟通的适当证明文档。 
 
 
指标2：建筑生命周期成本优化 
 
必须证明已针对生命周期成本对规划进行了优化。必须提供以下方面的证明： 
 

 分析类型（全面考虑或者部分分析） 
 分析时间（工作阶段规范） 
 替代方案的数量 
 替代方案的类型，有已研究重大决策的证明文档。 

 
指标2.2：循环经济加分——再利用 
对于循环经济加分，必须出具适当的证明文档，证明已落实解决方案的相关性（相关参考值的比例），并证明解决方案

是重复使用的，或者并不是通过租赁模型或类似方式获得的，但解决方案的应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指标3：建筑相关生命周期成本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全面且明确地证明其符合各项指标目标评估的要求。 
 

 展示基于附件1成本计算得出的生产成本的表格 
 展示基于附件2成本计算得出的运营成本的表格 
 整个参考期内生命周期成本的证明文档，单位为平方米净楼面面积、平方米总楼面面积和立方米总容积 
 符合能源性能证书或能源模拟的建筑的最终能源需求（参考标准ENV1.1） 
 参考能源的数据（为了将向电网馈送能量的建筑系统纳入考虑范围，必须附上所达成上网电价的证明文

档）。 
 用水需求和废水量来源于标准ENV2.2。 
 用于应用平均值或参考值的来源 
 用于次级或以上结构和技术构件保养及维护详细方法的数值。 

 
应该根据以下规范，通过文件证明归为1类、2类或3类的理由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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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类/特殊条件和附加费用： 
 

 例如恶劣的地基土壤条件：通过源自于相关地基土壤专家报告的证明文档 
 例如支持：适当的照片证明文档或设计方案 
 建筑法要求的文件和/或规范 
 创新：参考值和建筑规范 

 
第2类： 

 所使用的材料或技术设施及安装位置和数量 
 与位置/场地有关的专家报告 

 
第3类： 

 带尺寸标准的平面图和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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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15686-5.建筑和建造资产 - 使用生命规划 - 第5部分：生命周期成本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08年6月 

 德国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Bau und Stadtentwicklung）可持续建

筑[Nachhaltiges Bauen]指南（2013） 
 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心（BKI）：德国工程造价信息中心建造成本2017——新建筑——建筑统计成本参

数[BKI Baukosten 2017 Neubau – Statistische Kostenkennwerte für Gebäude]。斯图加特2017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FM.benchmarking2016年报告：Ingenieurgesellschaft mbH & Co KG公司Uwe Rotermund教授发布，

赫克斯特尔，2-16 
 欧洲建设情报2018，建造成本指数，RLB——Euro Alliance。 
 国际建造成本2017，Arcadis Consulting，2016 
 新加坡年度建造成本手册2018，Arcadis Consulting，2018 
 马来西亚建造成本手册2018，Arcadis Consulting，2018 
 汇率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国际建筑市场调查2018，Turner & Townsend，2018年4月 
 酒店分类系统，世界旅游组织（UNWTO），2015 
 欧盟境内酒店设施的分类，欧洲消费者中心网络（ECC），2009 
 德国交通、建筑和住宅部联邦建筑与区域规划办公室2001年《可持续建筑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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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1 

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目的 

此标准旨在实现尽可能灵活的建筑设计，创造尽可能最大的转换潜力。 
 
 
成效 

如果可以轻松调整建筑，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要求，那么就有助于提高用户满意度；它可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减少

建筑整个寿命周期内发生的成本。灵活性与适应性可降低空置风险，促进建筑的长期经济成功。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1.3 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化 11.1.a/c 土地使用 

    
  中    
        
          

   
  8.4 改善消费和生产中的资源效率  7.1.a/b 资源保护 
 12.2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  8.1 资源保护 

  低  12.5 可持续性减少废弃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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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考虑到社会变化，对于大多数建筑类型，灵活性以及与其他类型用途的适应性是我们应该应对的关键未来主题。人口结

构变化、工作4.0、工业4.0和数字化将大幅改变我们的建筑需求。此标准的重要性将日益提高，它会不断调整适应，以

融合未来的技术进步。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7.5% 
 
 
9.6%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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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项评估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可用楼面面积在建筑总楼面面积中的高占比；允许转换为其他用途的建筑深度；楼面面积与

建筑通道核心数量之间的良好比例；提供平面图灵活性的特征；高灵活性结构设计和高适应性技术建筑服务。在此标准

中，不算加分，总计最高可获得100分；算上加分，最高可获得11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空间利用率  
1.1  空间利用率  

  空间效率系数：可用楼面面积（UA）/总楼面面积（GFA）的比例 [T&D_04]  
           
   办公          
  ≤ 0.48 – ≥ 0.75 1–10 
    
   教育   
  ≤ 0.48 – ≥ 0.75 1–30 
    
   酒店   
  ≤ 0.43 – ≥ 0.70 1–30 
    
   住宅   
  ≤ 0.60 – ≥ 0.80 1–20 
    
   单体零售商店   
  ≤ 0.70 – ≥ 0.90 1–20 
    
   购物中心   
  类别一： ≤ 0.55 – ≥ 0.65 1–20 
  类别二： ≤ 0.50 – ≥ 0.60  
    
   百货公司   
  ≤ 0.50 – ≥ 0.70 1–20 
    
   物流  和  生产  最高 20 
  a）项下提供文件证明的比例值 1 
  a）和 b）或 c）项下提供文件证明的比例值 14 
  a）、b）或 c）项下提供文件证明的比例值 20 
   
          参见“方法”章节： 

 a): 成本优化  
 b): 环境优化 

  c): 对社会优化的贡献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经济质量 Economic quality 

ECO2.1 / 建筑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评估 

 

© DGNB GmbH  241 

           

2  楼层高度  
2.1  建筑楼层净高  

   办公            10 
  ≥ 3.00 m  
    
   教育     15 
  ≥ 3.00 m  
    
   住宅  7–10 
  ≥ 2.50 m – ≥ 2.75 m  
    
   酒店   
  > 2.50 m (酒店房间) and     10 
  ≥ 3.25 m (其它常规区域)  
    
   单体零售商店     10 
  ≥ 3.25 m (租赁空间)  
    
   购物中心   
  ≥ 3.90 m (租赁空间)  10 
    
   物流   
  ≥ 6.00 m – ≥ 10.50 m 5–10 
    
  不包括  生产  和  百货公司    
    
           

3  建筑进深  
3.1  情况1: 标准场景 (外墙 – 外墙)  

  情况2: 建筑通行核心 (外墙 – 通行核心筒)  
    
   办公    酒店  最高 10 

   情况1  
   10.00 m ≤ 建筑进深 ≤ 16.50 m  5 
   12.50 m ≤ 建筑进深 ≤ 14.50 m  10 
   情况 2  
   5.00 m ≤ 建筑进深 ≤ 8.25 m  5 
   6.25 m ≤ 建筑进深 ≤ 7.25 m  10 
    

   住宅  最高 10 
   情况1  
   11.50 m ≤ 建筑进深 ≤ 13.50 m, 统一的建筑进深  5 
   11.50 m ≤ 建筑进深 ≤ 13.50 m, 不同的建筑进深 

 
 10 

   情况2  
   5.75 m ≤ 建筑进深 ≤ 6.75 m, 统一的建筑进深 

    6.25 m ≤ 建筑进深 ≤ 6.75 m, 不同的建筑进深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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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3  创新领域   如 
  说明：展现替代建筑深度允许建筑轻易地转换为其他用途的替代方式的概念模型。 3.1 
     
  不适用于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商店    物流    生产    

           
           

4  垂直通道   
4.1  总楼面面积与建筑通道核心之间的关系，基于每一楼层[总楼面面积-层/n建筑通道核心]  

     
   办公    酒店    
  ≤ 1200 m2  至  ≤ 400 m2  1–10 
     
   教育    
  ≤ 1200 m2  至  ≤ 400 m2  1–15 
           

           

Re 4  创新领域     
见上文  

  说明：展现垂直基础设施允许建筑轻易地转换为其他用途的替代方式的概念模型。  
     
  不适用于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5  楼层的平面布局  
5.1  楼层平面的灵活性布置  

   办公    
   为后续改造分隔为≤400平方米单元准备的卫生设施或连接（竖井） 10 
    

   住宅  最高 15 
   每一居住单元内的居住空间由非专用房间（例如3×3米，理想情况为4×4米）构成  +10 
   规定结构体内的承重和非承重墙允许对布局进行必要的变更 +5 
    

   物流  最高 20 
   为后续改造分隔为较小单元准备的卫生设施或连接（竖井） +10 
   为了分隔为较小单元，可能会有分开的基础设施和用途（分别计费或租赁单元） +10 
    

   生产   
   为了分隔为较小单元，可能会有分开的基础设施和用途（分别计费或租赁单元）  10 
    

Re 5  创新领域    见上文 
  说明：展现房间可以轻易地转换为不同用途的替代方式的概念模型。  
     
  不适用于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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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   
6.1  结构体的灵活性  

    
   办公  最高 10 

   大部分内部隔断不是承重结构 +2.5 
   在不干涉地板或天花板的前提下，每一立面轴上都可以安装隔断墙 +2.5 
   隔断墙可以重复利用。 +2.5 
   结构工程为潜在转换所造成的负荷增加提供充分的应变余地。 +2.5 
    

   教育  最高 40 
   大部分内部隔断不是承重结构 +10 
   在不干涉地板或天花板的前提下，每一立面轴上都可以安装隔断墙 +10 
   隔断墙可以重复利用。 +10 
   结构工程为潜在转换所造成的负荷增加提供充分的应变余地。 +10 
    

   住宅  最高 5 
   大部分内部隔断不是承重结构 +2.5 
   竖井配置为集中室内区域内的厨房及卫生连接规划提供灵活性。 +2.5 
    

   酒店  最高 40 
   大部分内部隔断不是承重结构 +10 
   在不介入地板或天花板的前提下，每一立面轴上都可以安装隔断墙 +10 
   提供在必要情况下，能够灵活地分隔为会议及餐饮区的空间。 +10 
   结构工程为潜在转换所造成的负荷增加提供充分的应变余地。 +10 
    

   单体零售商店  最高 30 
  结构工程为潜在转换所造成的负荷增加提供充分的应变余地。或者：结构体系允许承

重天花板/墙壁区域的后续变更（在介入承重结构的情况下，必须执行静力计算）。 
 +10 

   为租户设施（例如制冷设备）提供安装区域以及相应的有效负荷/区域备用容量。 +10 
   有出于送货目的扩建（例如扩建电梯设施和电梯设备）的潜力。存在展现可用备

用容量的物流概念（例如切换为新产品线/租户时）。 
+10 

    
   购物中心  最高 30 

  结构工程为潜在转换所造成的负荷增加提供充分的应变余地。或者：结构体系允许承

重天花板/墙壁区域的后续变更（在介入承重结构的情况下，必须执行静力计算）。 
 +5 

   为租户设施（例如制冷设备）提供安装区域以及相应的有效负荷/区域备用容量。  +5 
   有出于送货目的扩建的潜力。存在展现可用备用容量的物流概念。  +10 
   执行改建、室内装修以及安装作业或者在租赁空间和购物街（商铺立面）之间增

加空间界线时，在建筑室内装修的结构设计中，提供便于安装及拆除的连接点。 
 +10 

   与立面的连接：在天花板区域，存在与租户立面进行连接的可能性。  
   与地板的连接：租赁区域边界的地板上有补强胶条。  
   与侧面的连接：便于拆除侧面覆盖物，含商铺立面侧向紧固的底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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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公司  最高 30 

  结构工程为潜在转换所造成的负荷增加提供充分的应变余地。或者：结构体系允许承

重天花板/墙壁区域的后续变更（在介入承重结构的情况下，必须执行静力计算）。 
 +5 

   为租户设施（例如制冷设备）提供安装区域以及相应的有效负荷/区域备用容量。  +5 
   有出于送货目的扩建的潜力。存在展现可用备用容量的物流概念。  +10 
   在无需大规模建造作业（例如更改立面设计/布局）的前提下，可以分隔及改造租

赁单元。在此方面提供的结构设计解决方案融入到规划中。 
 +10 

    
   物流  最高 30 

   在不改造现有承重结构的前提下，可对建筑进行扩建。  +10 
   也可以在垂直方向上对建筑进行扩建（例如夹层楼面支撑）。  +10 
   在结构分析中已考虑并已提供将建筑转换为替代用途的备用有效负荷。 

 
 +10 

           

   生产  最高 20 
   在不改造现有承重结构的前提下，可对建筑进行扩建。  +5 
   也可以在垂直方向上对建筑进行扩建。  +5 
   铺设支撑栅格，以便在更改或扩大生产过程时，可提供充分的跨度。  +5 
   在结构分析中已考虑并已提供将建筑转换为替代用途的备用有效负荷。  +5 
    

Re 6  创新领域   见上文 
  说明：展现结构设计灵活性的替代方式的概念模型。  
     

           

7  建筑技术服务  
7.1  建筑技术服务的灵活性  

   办公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最高 40 
   生产  最高 50 
   物流  最高 20 
  在房间条件变更或者重建的情况下，可以对输配系统和连接进行适当调整。  
    

7.1.1  通风/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HVAC +最高 10 
   必须通过重大结构修改  1 
   通过细微结构修改  7 
   不要求结构修改  10 
    

7.1.2  制冷 +最高 10 
   必须通过重大结构修改  1 
   通过细微结构修改  7 
   不要求结构修改  10 
    

7.1.3  供暖 +最高 10 
   必须通过重大结构修改  1 
   通过细微结构修改  7 
   不要求结构修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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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水 – 垂直式洗手间连接 +最高 10 
   必须通过重大结构修改  1 
   通过细微结构修改  7 
   不要求结构修改  10 
    
   生产   

7.1.5  电气 +最高 10 
   必须通过重大结构修改  1 
   通过细微结构修改  7 
   不要求结构修改  10 
    
   物流  只涉及供暖和电气  
    
   购物中心   最高 40 
   百货公司  最高 50 
  质量水平1：建筑服务采用租赁单元固定转移点的形式。如果房间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如果房间

或建筑被改建，可能必须执行调整适应作业。已执行调整/管理作业；不保留分配及发生备用容量。 
 

  质量水平2：配置建筑服务时，要提供分配备用容量，以便能够更简单地对需求增长做出回应，

例如房间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房间或建筑被改建造成的电力需求增长。 
 

  质量水平3：配置建筑服务时，要提供发生和分配备用容量，以便能够非常简单地对需求增长做

出回应，例如房间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房间或建筑被改建造成的电力需求增长。 
 

    
7.1.6  供冷：供冷系统 +最高 10 

   质量水平 QL 1  1 
   质量水平 QL 2  6 
   质量水平 QL 3  10 
    

7.1.7  供乱：供暖系统 +最高 10 
   质量水平 QL 1  1 
   质量水平 QL 2  6 
   质量水平 QL 3  10 
    

7.1.8  水：供水和废水系统 +最高 10 
   质量水平 QL 1  1 
   质量水平 QL 2  6 
   质量水平 QL 3  10 
    

7.1.9  电气：供电系统 +最高 10 
   质量水平 QL 1  1 
   质量水平 QL 2  6 
   质量水平 QL 3  10 
    
   百货公司   

7.1.10  通风/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HVAC +最高 10 
   质量水平 QL 1 租赁单元  1 
   质量水平 QL 2 分配系统与连接  6 
   质量水平 QL 3 发生系统、分配系统与连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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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7  创新领域    见上文 
  说明：展现技术建筑服务灵活性的替代方式的概念模型。  
     
  不适用于  教育    酒店    
     
     

8  循环经济加分 – 高使用强度   +10 
  说明：对于大部分（至少50%）建筑可用面积，已落实允许更高强度使用（更多用户

以及不同的使用时间）的区域使用理念（例如办公桌轮用/办公桌共享、商务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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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空间效率系数、壳体状态下的天花板高度、建筑深度和总楼面面积/建筑通道核心的数量是需要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

（KPIs）。对于欧盟的Level（s）报告框架[T&D_02]，可以使用设计师提供的与支承间距、墙壁系统和区域布置相关的

信息。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可用楼面面积（UA）/总楼面面积（GFA）的比例 [T&D_04]   [m²/m²]       

           
KPI 2  楼层净高   [m]       

           
KPI 3  建筑进深   [m]       

           
KPI 4  总楼面面积（GFA）[T&D_04] / 建筑通道核心的数量   [m² GFA]       

           
KPI 5  为用户提供的灵活性：支承间距[米]、非承重内墙系统[灵活/不灵活]、分隔

区域的潜力[平方米]，根据Level（s），指标2.2（1级）[T&D_02]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此条款中关于土壤密封（不透水铺面）系数的评估，可以与DGNB城区及商务

区认证体系中的标准ENV1.7进行关联。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ECO2.1有内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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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附加说明 

技术和社会发展会影响已建成的工作、住宅和休闲环境。这就要求建造高效、灵活且适应性强的建筑。适应性需求可能

来源于建筑用途内的变化，或者转换为不同用途（例如由新租户引起的）。 
 
从经济方面看，对建筑空间的评估是基于可用及可租空间在建筑总面积中所占比例。 
 
此标准与集中关注技术系统适应性的TEC1.4密切相关。 
 
 
三.方法 

定义 
从经济角度评价空间效率。可用/可租面积与建筑总面积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一个呈现空间使用成本效率的指标，已被纳入

考虑范围。 
 
灵活性： 
建筑架构对现有用途内所发生变化（例如个别办公室变成开放式办公室、实现中心变成仓库）的轻度适应性 
 
功能转换的适变性： 
建筑结构转换为不同用途（例如办公用途变为酒店用途、物流设施变为生产设施）的适应性 
 
评估以下指标： 
 
建筑几何学： 
指标1：空间利用率 
为了确定空间的使用效率，根据方案及细分市场上的习惯作法，按以下方式计算可被视为可用面积（根据相关定义）的

总楼面面积[T&D_04]的比例：  
 
 
可用面积/总楼面面积[T&D_04] 
出于此目的，必须注意以下内容： 
 

 单元内可无限制使用的流通面积是可用面积的一部分。 
 两个单元共同的通向紧急出口楼梯井的必要走廊是流通面积的一部分。 
 单元内的通向紧急出口楼梯井的必要走廊是可用面积的一部分（一个单元专用）。 
 有证据证明可以用作集合地点的门厅区域（前提是符合建筑法规的要求）可全部包含在可用面积之中。 
 

计算空间效率系数时，四舍五入到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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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一类：简单要求的地块 
 

 1到2层的零售建筑加上1个附加使用层（停车、办公等），及 
 几乎没有城市规划要求  
 

二类：重大要求的地块 
 

 销售层≥3的建筑加上2个附加使用层（停车、办公等），或 
 重要的城市规划限制，或 
 要求高进出和流通区域比例的挑战性地块（例如平行、圆形和三角形购物中心） 

 
 
 物流   生产  
 
提供文件证明的比例值： 
 

 a）：成本优化：通过有效区域布置减少的建造和运营成本；处理难以使用的区域 
 b）：环境优化：通过减少经营场址的供热、通风和供冷系统设备（通过高空间效率，可以减少对天然

土壤的封闭），降低产业运营的环境影响。 
 c）：对社会优化的贡献：合理比例的空间和明确的布局（例如连接办公和社交区域、布局明确的夹层、

优化的流通路线）可以对工作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指标2：楼层高度 
在项目中，可以通过规划图或测量确定高度。如果一个房间内的房间高度不统一，例如阁楼，必须使用平均房间高度。 
 
必须定义标准楼层并应用于评估中。不可能明确定义标准楼层的情况下，必须提供文件证据，证明80%的区域符合评估

中使用的高度。在此项评估的此方面，不考虑服务层和地下停车场。 
 
在此标准中，天花板高度是壳体尺寸 = 未完成楼层的上边缘到裸露天花板的下边缘。 
 
 
指标3：建筑进深 
必须定义标准楼层并应用于评估中。 
 
对于70%的可用面积，必须提供标准楼层两个立面之间的建筑深度。在此标准附录1中以粗体强调待评估的房间。 
 
要么通过平面图确定建筑深度，要么通过测量确定，取决于建造工程的进度。 
 
有两种不同情景： 
 
情景1：一般来说（单负荷或多负荷基础设施），测量从外墙内缘到对面外墙内缘的建筑深度。 
 
情景2：临近建筑通道核心（例如在塔式（高层）大厦和临街建筑内），从核心正面测量建筑深度，也就是说，测量心

墙外缘到外墙内缘的距离。 
 
必须介绍并按照情景1或2评价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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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面布置相关的文件证据 
如果建筑内的建筑深度与建筑案例1和建筑案例2中所列的建筑深度不同，且如果受委托的建筑师制定的理念是建造一个

适合转换用途的灵活建筑，则可以将此作为指标的文档证据。理念必须表明建筑的灵活性和转换为其他理念方式的适宜

性（例如针对办公：开放式、分格式、组合式办公布局等）。 
 
分为多个单元的潜力： 
指标4：垂直通道 
楼梯和电梯的布置会对建筑的灵活性产生影响，它会影响到可能的单元大小和有效实现其他用途的范围，例如办公或住

宅。应该计算每一垂直通道核心的典型楼层的总楼面面积[T&D_04]。此比例越小，将建筑细分为更小单元就越容易。只

应该考虑安全出口通道核心。在超过三个楼层的建筑中，只应考虑含电梯的通道核心。 
 
必须明确且合乎逻辑地介绍及评估例外情况。 
 
 
指标5：楼层平面的灵活性布置 
取决于布局，后续要细分为更小的单元可能需要更多的卫生单元。 
应该从一开始就提供该等卫生单元，或者应该有落实到位的相关服务通道，为后续的增设提供便利。 
应该能够在不进行重大结构变更的前提下，转换建筑服务（例如分区传热建筑构件） 
 
 
指标6：结构 
审查结构设计，着眼于其质量会影响建筑转换的个体构件： 
 

 内墙 
 隔断墙 
 负荷备用 

 
 
指标7：建筑技术服务 
基于以下参数，审查技术建筑服务的适应性： 
 

 通风/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 
 供冷 
 供热 
 水 
 电气 

 
针对此指标，考虑单个单元内部改造/房间变更所必须执行的结构变更的数量（灵活性）。如果不存在任何需要评估的服

务，可以得到分数。 
 
定义： 

 重大结构变更 = 例如要求砌体工程或者拆除钢筋混凝土建筑构件 
 轻微结构变更 = 有充足且足够大的安装开口、门和走廊。可达性良好。可以通过干法施工等方式运输

及更换构件。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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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必须提供全面且合理的证据，支持各项指标的分数分配。 
 
指标1：空间利用率 
 

 可用面积[T&D_04]的计算和相关楼面空间的清单 
 总楼面面积[T&D_04]的计算和相关楼面空间的清单 
 空间效率系数的计算 

 
指标2：楼层净高 
 

 使用横断面图摘录呈现高度 
 
指标3：建筑进深 
 

 使用平面图和/或横截面图呈现高度，随附说明及相关楼面空间清单 
 与平面布置相关的文件证据使用平面图和截面图（随附书面形式的理念简要阐述），呈现有意通过替代

方式建造一个适合转换用途的灵活建筑的（建筑师）理念 
 

指标4：垂直通道 
 

 在附带说明的平面图中呈现 
 总楼面面积[T&D_04]/建筑通道核心数量的比例计算 

 
指标5：楼层平面布局 
 

 使用附带说明的平面图呈现 
 
指标6：结构 
 

 使用附带说明的平面图呈现承重及非承重构件 
 附带说明的照片文档 
 天花板和地板连接的详细图纸、产品证明 
 计算备用有效负荷的合理证明 

 
指标7：建筑技术服务 
 

 附带说明的技术建筑服务规划的摘录，介绍分配系统以及通风/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供冷、供热和卫

生系统的连接 
 附带说明的照片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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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ISO 9836:2017: https://www.sis.se/api/document/preview/922406/ 
 
 
  

https://www.sis.se/api/document/preview/92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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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指标3：建筑进深 
以粗体强调待评估的房间（同时参见[T&D_04]）。 
 
建筑类型   针对指标3要求文件证据的可用楼面面积（UA）的类型  

  用途分组   楼层面积和房间  

 办公  

 
 2 – 办公  2.1 办公室 

2.2 开放式办公室 
2.3 会议室 
2.4 设计室 
2.5 带柜台的房间 (例如售票处) 
2.6 控制室 
2.7 监控室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4 – 销售与分销 
 (不包括储存) 

 4.4 收货及配送区（限永久工作区） 
4.5 销售室 
4.6 陈列室 
3.2 工作车间 （限永久工作区） 

 物流  
 生产  

 

 

2 –办公 
（包括部分行政用途） 

 2.1 办公室 
2.2 开放式办公室 
2.3 会议室 
2.4 设计室 
2.5 带柜台的房间  
2.6 控制室 
2.7 监控室 

3 –生产、手工和机械作

业、试验 
（包括部分工业用途） 

3.1 工作车间 （限永久工作区） 
3.2 技术实验室 
3.3 物理学、工程物理学和电气工程实验室 
3.4 化学、细菌学和形态学实验室 

 住宅  

 
 1 – 居住和占用  1.1 居住空间 

1.2 公用房间 
1.3 休息室 
1.4 等候室 
1.5 餐厅 

 酒店  

 
 

1 – 逗留和占用 
（含酒店房间百分比） 

 1.1 居住空间 
1.2 公用房间 
1.3 休息室 
1.4 等候室 
1.5 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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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办公 
（含办公室百分比） 

2.1 办公室 
 

 教育  

 
 5 – 教育、教学和文化  5.1 有固定座位的教室 

5.2 没有固定座位的一般教室和练习室 
5.4 没有固定座位的专用教室和练习室 
5.5 图书馆 
5.6 会议室或会议区 
5.7 舞台、工作室 
5.8 展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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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2 

商业可行性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打造具有最大用户认可度和长期市场潜力的建筑。 
 
 
成效 

未使用的建筑构成财政资源的分配不当。空置建筑（中期或长期）不具有可持续性。为了实现良好的商业可行性，必须

维持甚至提高物业价值，大幅降低其投放市场的难度。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8.4 改善消费和生产中的资源效率  7.1.a/b 资源保护 
 12.2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  8.1 资源保护 

  低  12.5 可持续性减少废弃物产生 11.1.a/c 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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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此，在之后的版本中仍会保留此分项标准，并将

进一步加强此条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积极贡献。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5.0% 
 
 
0.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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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本质上，商业可行性的评估是基于市场及场地情况。评估的目的是确定为满足市场和场地要求而改变建筑及其用途的范

围。目的不是对场地或市场执行绝对分析，而是评估物业质量、场地情况以及市场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通过“场地与

形象”、“入口情况、路线和路标设置”、“停车空间情况”、“市场风险”和“占用率”等主题，描述商业可行性。此标准可以获

得100分；或者算上加分，最多可获得11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入口情况、路线和路标设置  
1.1  入口情况  

   办公    住宅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易于识别、方便寻找 7.5 
    

   教育   
   易于识别、方便寻找 10 
    

   物流   
   易于识别、方便寻找 5 
    

1.2  路线和路标设置  
   办公    住宅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提供路线设置/标志，可辨识、可理解（建筑名称、门牌号、建筑入口、车辆/载重车辆入口

/停车空间） 
7.5 

    
   教育   

   提供路线设置/标志，可辨识、可理解（建筑名称、门牌号、建筑入口、车辆/载重车辆入口

/停车空间） 
10 

    
   物流   

   提供路线设置/标志，可辨识、可理解（建筑名称、门牌号、建筑入口、车辆/载重车辆入口

/停车空间） 
5 

           

           

2  停车设施情况  
2.1  交货区  

   办公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主入口或送货入口紧邻区域的指定停车空间 7.5 
    
   教育  1    
   主入口或送货入口紧邻区域的指定停车空间 

 
10 

1 对于有多栋教育建筑或者多栋建筑共用一个停车空间的校园，必须在计算中包括分配到建筑的停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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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最高 15 

   乘用车和重载货车有不同的入口 +7.5 
   对交货区的使用没有限制，不会影响持续经营。 +7.5 
    
   物流      
   每天24小时都可以使用及进入交货区（此项已获得批准）。 15 
    

2.2  下客及上客区  
   教育     
   距离主入口最多50米（临停接送区） 7.5 
    
   酒店      
   上下客及装卸行李区距离主入口最多50米 7.5 
    

2.3  分配到建筑的客车停车空间容量 
≥ 1个私家车停车位（每单位面积） 

 

   办公    教育    1 – 10 
   ≥ 200 m2 办公区域（UA-2）[T&D_04] 

 ≥ 50 m2  办公区域（UA-2）[T&D_04] 
1 

10 
    
   住宅     5 – 10 
   2个住宅单元 

 1个住宅单元 
5 

10 
    
   酒店       1 – 

7.5 
   5个房间 

 2个房间 
 

1 
7,5 

   购物中心     2 – 7.5 
  地点1：在新发展区（较为良好的公共交通连接点） 

 ≤ 4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 2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2 

7,5 
    
  地点2：在城镇/城市中心（良好的公共交通连接点） 

 ≤ 8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 4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2 

7,5 
    
   物流      
   3个雇员 7.5 
    
   单体零售商店     最高 7.5 
  地点1：在新发展区（较为良好的公共交通连接点） 

 ≤ 4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2 – 7.5 

2 
   ≤ 2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7.5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经济质量 Economic quality 

ECO2.2 / 商业可行性 
评估 

 

© DGNB GmbH  259 

   
地点2：在城镇/城市中心（良好的公共交通连接点） 
 ≤ 8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2 – 7.5 
2 

   ≤ 4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7.5 
    
   百货公司      
  地点：在城镇/城市中心（良好的公共交通连接点） 

 ≤ 8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2–7.5 

2 
   ≥ 20 m2 销售区域（UA-4.5）[T&D_04] 7.5 
    

2.4  分配到建筑的自行车停车容量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已根据停车空间标准文档，100%提供要求的自行车停放处，或者所提供的数量符合本地自

行车停放标准/法规中规定的必要数量。 
10 

    
   办公    教育    住宅     
   已根据停车空间标准文档，100%提供要求的自行车停放处，或者所提供的数量符合本地自

行车停放法规中规定的必要数量。 
 

15 

2.5  距离主入口或侧入口200米的公共停车空间 
≥  1个客车停车位（每单位面积） 

最高 15 
 

   办公    住宅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教育  

   

   500 m2 GFAs [T&D_04] 7.5 
   200 m2 GFAs [T&D_04]  15 
    

2.6  距离送货入口500米的公共停车空间 
≥ 1 个重载货车停车位（每单位面积） 

 

   物流     
   10 – 5 入口大门 

 
1–7.5 

2.7  入口大门数量 
≥ 1 个入口大门（每单位面积） 

 

   物流     
   2000 m2 - 500 m2 GFAs [T&D_04]  1–15 
    

2.8  地下停车位数量  
   住宅     
   分配到建筑的大部分客车停车位是地下停车位 7,5 
    

Re 2  创新领域    如 
2.1–2.7   说明：展示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停车空间理想情况的替代方式的建模。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经济质量 Economic quality 

ECO2.2 / 商业可行性 
评估 

 

© DGNB GmbH  260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1 – 15 
   高：专家报告或市场分析认定规划项目在其细分市场上只有非常有限的市场潜力 1 
   低：专家报告或市场分析认定规划项目在其细分市场上有杰出的市场潜力 15 
    

Re 3  创新领域    如 
3.1   说明：展现已知市场风险/市场潜力的替代方式的建模 

  指标不适用于  教育    
           
           

4  使用率 / 完工之时出租的单元  
4.1  使用率 / 占用率  

   办公    住宅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50%–100% 1 – 15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50%–100% 1 – 22.5 
    

4.2  循环经济加分 – 用户、租户和雇主   +10 
  说明：至少一家企业/一方作为建筑用户/租户为循环经济做出积极贡献。此种贡献是通

过与建筑附近区域另一家公司/另一方的联合材料流管理或者类似形式的合作，发生在

建筑物内部或者场地。 

  

    
           

 
           

3  市场特征  
3.1  市场风险  

   办公    1 – 22.5 
   高:          

1 
  - 相关次级市场上规划区域与现有办公区域净楼面面积[T&D_04]的比例关系（单位%），

≤10%，或者： 
 

  - 规划区域与年度平均租赁绩效（单位面积营业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单位%）：  
   国内人口最多的 7 个城市≤城市相关次级市场上的 100%  
   国内人口数量排名 8 到 14 的城市≤相关（次级）市场上的 60%  
   居民人数超过 100,000 的其他城市≤40%  
   居民人数不到 100,000 的城镇≤30%  
   低: 22.5 

- 相关次级市场上规划区域与现有办公区域净楼面面积[T&D_04]的比例关系（单位%），

≤1%，或者： 
- 规划区域与年度平均租赁绩效（单位面积营业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单位%）： 

 国内人口最多的 7 个城市≤城市相关次级市场上的 50% 
 国内人口数量排名 8 到 14 的城市≤相关（次级）市场上的 30% 
 居民人数超过 100,000 的其他城市≤20% 
 居民人数不到 100,000 的城镇≤15%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1 – 22.5 
   高：专家报告或市场分析认定规划项目在其细分市场上只有非常有限的市场潜力 1 
   低：专家报告或市场分析认定规划项目在其细分市场上有杰出的市场潜力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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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分配到建筑的停车空间容量、规划区域和现有建筑的比例关系以及利用度是需要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针

对欧盟的 “Level(S)可持续绩效工具” [T&D_02]，可以从与标准相关信息中获得与建筑相关的一般信息。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分配到建筑的汽车停车空间容量（停车位）   [客车停车位/单元] 

      
           

KPI 2  分配到建筑的自行车停车空间容量   [自行车停车位/单元] 
      
           

KPI 3  公众可用的车辆/重载货车停车空间容量   [客车/重载货车停车

位/单元] 
      
           

KPI 4  规划区域与次级市场上现有建筑的比例关系   [%] 
      
           

KPI 5  利用度/占用率   [%] 
      
           

KPI 6  建筑的建造年份、建筑的规划使用寿命、建筑几何学、可用楼面面积、符

合国际建筑业主与管理者协会（BOMA）分类的市场细分，根据“Level（s）”
中与建筑相关的基本信息[T&D_02]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占用率相关信息可以用于建筑运营认证的标准9。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ECO2.2有内容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在城市区域和商业区域认证的标准ECO2.4中，可以使用市场和场地分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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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附加说明 

物业的商业可行性通过投资和租赁决策就能显现出来。这些最终构成相关物业在其整个寿命周期内继续使用的基础。 
 
如果建筑的场地和物业质量超过惯常的市场标准，可以假设建筑具有高商业可行性，因此空置风险低。相反，低于平均

值的场地和物业质量会导致商业可行性下降、租赁潜力有限。该等情况下，价值稳定性和租赁收入会遭受损失。 
 
 
三．方法 

指标1：入口情况、路线和路标设置 
通过评价入口情况、路线和路标设置，评估此指标。 
 

 入口情况：根据入口质量，可将建筑分为：有容易辨认、容易找到的入口的建筑；入口仅间接可辨认（例

如因为二次定位或其他原因而隐藏起来）的建筑；和/或物业由一系列建筑组成的建筑。如果建筑有容

易辨认、容易找到的入口，就可以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 
 路线和路标设置：建筑户外区域路线、路标、标志或导航系统的呈现，能够让到访者轻易找到建筑入口、

客车/重载货车入口及停车场，可以在评估中得到积极的反映。除了门牌号以外，单体建筑、系列建筑

或者有不同入口的建筑综合体经常使用其他识别方式。如果使用这种方式识别预期入口，评价时必须评

估其呈现方式是否使得相关建筑入口容易识别（醒目）、容易寻找，是否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导引，包

括在户外区域。 
 
 
指标2：停车设施情况 
通过评价交货区以及停车空间的情况，评估此指标。 
 

 交货区： 
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交货区，不会影响持续运营，在主入口附近或者送货入口为送货车辆指定了停车位，

可以在评估中得到积极的反映。客车和重载货车有不同入口，也会得到积极评价，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交

通停顿。 
 地块上/建筑内部为建筑分配的停车空间容量：评价时，应评估地块上和/或建筑内部是否为建筑分配了

客车停车空间。按照建筑和规划法已证实的停车空间可以在评估中得到分数，就和分配到建筑的停车空

间一样。如果在申请建筑许可的过程中，规划主管部门要求强制收取停车空间费用，可提交此项作为替

代文件证据。自发收费的停车空间不可用作文件证据。至少按100%的要求提供自行车停放空间，也可

以在评估得到积极反映。如果国家建筑法规不要求提供自行车停放空间，可以使用可用的本地标准/法
规。取决于本地情况（例如自行车使用程度）及任何特定问题，提供比该等指导方针推荐数量更多或更

少的自行车托架，可能是一种有利或者必要的做法。计算要求的停车位数量时，必须四舍五入到最接近

的整数。必须基于每一项目的具体情况，计算真实的预测值（代表员工数量和场地的具体情况）。 
 里主入口或侧入口200米的公共停车空间：如果在建筑入口附近合理的距离内，有可供访客、消费者及

其他建筑用户使用的公共停车空间，可以在评估中得到积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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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3：市场特征 
在建筑项目完工之时，已经出售或出租的空间比例，可展现该物业初步投放市场时是否对用户有吸引力。应执行市场风

险分析，核实建筑项目规划用途的范围并不是基于过高的市场预期。评估市场潜力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类型。

根据建筑适用的细分市场（办公楼市场、零售门店、住宅市场等）评价建筑。 
 
进行市场分析的信息来源通常无法轻易获得，要进行评估时，最好还是提交一份对必要事项进行评估的专家报告。或者，

可使用由地产代理/房屋中介/物业顾问执行的市场分析加上现实的评估作为文件证据。 
 
 
指标4：使用率/完工之时出租的单元 
除了初始营销情况以外，还应评估一般商业可行性。比如，在有自用业主的情况下，或者当建筑是针对主要租户（关键

租户）量身定制的时候，即满足初始租赁条件。但是，最初用户搬离后，它就对后续租赁的基本市场潜力没有任何影响。

建筑为100%业主自用时，认为其已充分满足预租赁条件。 
 
指标4.2：循环经济加分 - 用户、租户或雇主 
如果至少有一个在建筑内常驻的公司或当事人作为建筑的用户/自用业主/租户，对循环经济做出积极贡献，那就能够通

过加分的形式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该等公司/当事人所贯彻的商业模式应该能够通过联合物料流管理的形式，或者通

过与建筑邻近区域内的另一公司/当事人展开类似形式的合作，为建筑本身的循环经济做出贡献。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指标3：市场特征 
指标3.1：市场风险 
 
 办公  
对于办公楼，可通过计算过去几年间，与建筑项目规模相当的相关细分市场的一般租赁业绩（营业额），评估其市场风

险。对于办公楼，还可以结合细分市场上现有的办公面积，分析其物业规模。如果已经存在较大、较为完备的办公市场，

那么在进行后续租赁时，新的办公空间就很可能也会被市场所吸纳。 
 
应使用市场数据证实商业可行性。但是，德国办公市场的统计数据质量可能良莠不齐。关于现有办公面积、空置建筑和

营业额（租赁收入）没有可靠的官方数据。所有城市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此种数据，但对较小的城镇来说，只能提供

其中部分数据。获得此种数据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要求专家知识和技能，离不开调研、技术讨论和/或必须进行计算

的各部门输入数据），而且无论如何，基本上所有建筑项目都已经拟定了专家报告（市场价值或贷款价值），所以可以

通过该专家报告的摘录来证实相关数据。对指标2.4“分配到建筑的自行车停车容量”进行评估时，项目新创建的办公面积

与分市场上现有办公面积的比值是一项关键因素。可以从获得认可的市场报告中提取关于现有办公面积的数据，用此数

据计算此面积系数。之后，还要提供说明，解释可以获得哪些数据以及获得数据的范围和方式。对于某些分市场，只能

提供关于现有建筑的信息，而其他一些分市场则只能提供关于市场上租赁业绩的信息。不论哪种类型的数据，都可以用

来进行此方面的评估。如果两种类型的数据都有，则适用单位面积的营业额（租赁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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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入口情况、路线和路标设置 
 

 附带说明的照片文档 
 规划方案摘录及总平面图 

 
 
指标2：停车设施情况 
 

 客车停车位数量证明文档/自行车停车位数量证明文档：规划方案摘录及总平面图 
 建筑许可证摘录/符合本地标准/法规的自行车托架数量的证明文档 
 附带说明的照片文档 
 建筑许可文档摘录（要求收取强制停车费的情况下） 

 
 
指标3：市场特征 
 

 呈现如果不存在上述文档，可使用由地产代理/房屋中介/物业顾问执行的市场分析加上合理评估作为文

件证据）。 
 
 
指标4：使用率/完工之时出租的单元 
 

 建筑所有方签署的清单，说明完工之时已租赁空间所占比例，提供每一用户及其所占用区域的可验证证

明文档。 
 验证对循环经济做出贡献的联合物料流管理或者用户/租户与占用建筑的其他公司之间的类似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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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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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与功能质量 

Sociocultural and              
functional quality 

 
 
八项社会文化与功能质量标准有助于对建筑进行健康、舒适度、用户满意度和基本功能方面的评价。 
 
  SOC1.1  热舒适性 
  SOC1.2  室内空气质量 
  SOC1.3  声学舒适性 
  SOC1.4  视觉舒适性 
  SOC1.5  用户控制 
  SOC1.6  室内及室外空间质量 
  SOC1.7  安全与安保  
  SOC2.1  无障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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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1 

热舒适性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保证建筑一年四季具有适合其用途的热舒适性，确保用户舒适性。 
 
 
成效 

向建筑用户提供尽可能最大的室内气候条件控制可能性，改善用户的个人舒适感。改善舒适感能够提高建筑用户对设施

的满足度，从而提高建筑用户的生产率。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提升心理健康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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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数字解决方案让技术变得越来越精良，越来越贴近个体需求。不会详细规定获得分数的具体细节要求。相应地，会鼓励

设计师更多从项目的具体情况出发，为项目提出更合适的的目标。为了确保建筑物在未来也能继续实现与热舒适性相关

的理想参数，设计师需自己先要熟悉未来的气候数据预测。目前，这种适应气候变化及提高建筑弹性的措施是作为加分

项处理，但在这个气候变化仍在持续的时代，它们的重要性也将与日俱增。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物流   生产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4.1% 
3.6% 
4.3% 
3.9% 
4.5%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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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基于建筑用途，从作用温度、气流、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相对湿度等不同方面，评估供热期和供冷期的热舒适性。此标

准可以获得100分；或者算上加分，最多可获得105分。对于  教育  的建筑类别，可以得到120分。但实际上，最多只

能得到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热期  
1.1  作用温度（供热期）  

  （可进行面积加权计算）  
   办公    教育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酒店  最高 30 
      
   满足DIN EN 15251三类标准的要求（见附件2）或者最低国家标准，以

更严格者为准，提供证明文档 
允许5%的使用时间偏差频率 
 

  
 单体零售商店  

    

   10 
15   

    

   满足DIN EN 15251二类标准的要求，见附件2  
允许5%的使用时间偏差频率* 

 单体零售商店  

 
   20 

25    
    

   满足DIN EN 15251一类标准的要求，见附件2 
允许3%的使用时间偏差频率 

 
    

   30 
    

    酒店   注：评估此指标时，可通过不同归类将办公和酒店房间归入上述类别（最多30分）  
   单体零售商店  

 
 

   满足DIN EN 15251二类标准的要求，见附件2 
允许5%的偏差频率*  
此外：收银台工位的本地供热系统（例如散热器、地板供热系统） 

   30 

    
   物流    生产  最高 30 
  工业生产区** 最高 30 
   符合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SR）A3.5的证明文档，见附件2 15 
   在至少95%的工位，执行额外措施，提高温度方面的热舒适性，例如让用户能够自行改变

本地温度的解决方案，比工作场所法规A3.5表1中的规定值高出至少1K 
30 

* 规定的可接受偏差频率的%数值指的是超过及未达到频率的总额（偏差时间根据DIN EN 15251，附录G）。不论分类

如何，三类的可接受上限通常被用来分析供热季的超出温度。可使用面积加权差值完成评分。 

 

  办公区** (+) 最高 30 
   满足工作场所法规要求，并满足DIN EN 15251三类标准的要求，见附件2 

允许5%的使用时间偏差频率 
   10 

   满足工作场所法规要求，并满足DIN EN 15251二类标准的要求，见附件2 
允许5%的使用时间偏差频率 

   20 

   满足工作场所法规要求，并满足DIN EN 15251一类标准的要求，见附件2 
允许3%的使用时间偏差频率 

   30 

    
  对于  购物中心  和  百货商店  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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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流/供热期  
2.1  气流（供热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7,5 
15 

   工位或者开放空间的气流速度不会升到DIN EN ISO 7730规定的B类最

高允许值以上。 
对于没有室内空气通风（HVAC）系统的建筑，视为已满足此要求。 

 
    

    
    

    
   购物中心  20 
   在商场内所有气流区域（例如建筑入口、排气口、立面上的冷空气下行口），采取必要的

措施防止气流。 
    

    
   物流    生产  最高 12 
  工业生产区** 最高 12 
   工位或者开放空间的气流速度不会升到DIN EN ISO 7730规定的B类最高允许值以上。对于

没有室内空气通风（HVAC）系统的建筑，视为已满足此要求。 
   8 

   此外，对开门造成的气流风险进行评估。基于此评估，设计了必要的结构、技术或组织措

施，例如空气帘系统、双门系统、自动门系统、高速门等。 
  +4 

    
  办公区** (+) 12 
   工位或者开放空间的气流速度不会升到DIN EN ISO 7730规定的B类最高允许值以上。对于

没有室内空气通风（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建筑，视为已满足此要求。 
 

    
  对于  百货商店  无要求  
           
           

3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 / 供热期  
3.1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热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7.5 
2 

  内部表面温度大体符合以下限值：  
 天花板最高温度：35 °C 
 立面/墙体的玻璃表面最低温度：18 °C 
 立面/墙体的玻璃表面最高温度：35 °C 
 地板最高温度：29 °C 

    

    
  对于  物流  和  生产  的附加要求 4,5 
   采取充分结构/技术措施防止辐射温度不对称性的证明文档  
    
  对于  购物中心    百货商店  和  单体零售商店  无要求  
           
           

4  相对湿度/供热期（定量）  
4.1  相对湿度（供热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物流    生产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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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暖期内（即便是在外部温度低或者外部空气干燥的情况下），室内空气不会变得

过于干燥，即室内湿度满足以下要求： 
 

  ᵩ ≥ 25%  

 
95%的运行时间段内满足此要求。 

    

    
   酒店  5 
   供暖期内（即便是在外部温度低或者外部空气干燥的情况下），室内空气不会变得

过于干燥，即室内湿度满足以下要求： 
 

  75% ≥ ᵩ ≥ 25%  

 
在至少95%的运行时间段内满足此要求。 

    

    
  对于  百货商店  无要求  
           
           

5  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冷期  
5.1  作用温度（供冷期）  

  （可进行面积加权计算）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最高 35 
最高 30 

    
   满足避免夏季温度过高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MIN_FAC*，

以更严格者为准，见附件3 
 

 
 

   10 
 

   满足DIN EN 15251三类标准，见附件3。允许5%的使用时间

偏差频率。 
 

 
 
  

  20 
    
    

   满足4108-2标准和DIN EN 15251二类标准，见附件3。允许

5%的使用时间偏差频率。 
 
 满足DIN EN 15251一类标准，见附件3。允许3%的使用时间

偏差频率。（不适用于  单体零售商店 ） 
 

 
 
 

   30 
    
 

35 
 

    教育  
幼儿园：始终能够进入共用的外部区域。级别：满足DIN EN 
15251三类标准，见附件3。 
允许5%的偏差频率* 

 

     
20 

   酒店   注意：评估此指标时，可通过不同归类，将办公和酒店房间归入上述类别（最高可得35分）。 

    
   购物中心  注意：评估此指标时，可对商场/商业街和租赁空间进行不同的分类（最高可得40分）。 最高 40 
    
  温度/商场供冷期/商业街 最高 15  
   满足避免夏季温度过高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见附

件3 
 

   6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社会文化功能质量 Sociocultural & functional quality 
SOC1.1 / 热舒适性 
评估 

 

  

 

© DGNB GmbH  272 

   满足DIN EN 15251三类标准，温度上限 
qi = 0.33rm + 18.8 °C + 4 K 
允许5%的超出频率 

   9 

   满足DIN EN 15251二类标准，温度上限 
qi = 0.33rm + 18.8 °C + 3 K 
允许5%的超出频率 

   12 

   满足DIN EN 15251一类标准，温度上限 
qi = 0.33rm + 18.8 °C + 2 K 
允许3%的超出频率 
 

   15 

* 规定的可接受偏差频率的%数值指的是超过及未达到频率的总额（偏差时间根据DIN EN 15251，附录G）。不论分类如

何，三类的可接受上限通常被用来分析供热期的超出温度。可使用面积加权差值完成评分。 

** 根据评估指南评估办公和工业工程的热舒适性要求（见方法） 

    
  温度/供冷期/租赁空间 + 最高 25 
   满足避免夏季温度过高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

见附件3 
   10 

   40 W/m2    15 
   60 W/m2    20 
   80 W/m2 

 
   25 

  替代证明文档  
   满足避免夏季温度过高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

见附件3 
   10 

   满足DIN EN 15251三类标准，见附件3。 
允许5%的偏差频率 

   15 

   满足DIN EN 15251二类标准，见附件3。 
允许5%的偏差频率 

   20 

   满足DIN EN 15251一类标准，见附件3。 
允许3%的偏差频率 

   25 

    
   百货公司  最高 100 
   满足DIN 4108-2标准，见附件3。    10 
   40 W/m2    25 
   60 W/m2    75 
   80 W/m2   100 
    
  替代证明文档  
   满足避免夏季温度过高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

见附件3 
   10 

   满足DIN EN 15251三类标准，见附件3。 
允许5%的偏差频率 

   25 

   满足DIN EN 15251二类标准，见附件3。 
允许5%的偏差频率 

   75 

   满足DIN EN 15251一类标准，见附件3。 
允许3%的偏差频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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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    生产  最高 30 
  工业生产区** 最高 30 
   满足工作场所法规A3.5，见附件3。    10 
   如果工位区域的温度超过26℃，采取结构和技术措施。    15 
   限制工位区域的空气温度最高为30℃    20 
   限制工位区域的空气温度最高为26℃ 30 
    
  办公区** (+) 最高 30 
   满足避免夏季温度过高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

见附件3 
   10 

   满足4108-2标准和DIN EN 15251三类标准，见附件3。（允许5%的使用时间

偏差频率） 
15 

   满足4108-2标准和DIN EN 15251二类标准，见附件3。（允许5%的使用时间

偏差频率） 
20 

   满足4108-2标准和DIN EN 15251一类标准，见附件3。（允许3%的使用时间

偏差频率） 
   30 

           
           

6  气流/供冷期  
6.1  气流（供冷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单体零售商店  
 单体零售商店  

5 
15 

   满足DIN EN ISO 7730的B类，附录A，图A2。对于没有室内

空气通风（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建筑，视为已满足此

要求。 

 
     

 

    
   购物中心   
   在商场内所有气流区域（例如建筑入口、排气口、自然通风通气孔开口），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气流。 
20 

    
  对于  百货商店  无要求  
           
           

7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冷期  
7.1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冷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5 
2 

  内部表面温度大体符合以下限值：  
 天花板最低温度：16 °C  
 天花板最高温度：35 °C 
 立面/墙体的玻璃表面最低温度：18 °C  
 立面/墙体的玻璃表面最高温度：35 °C  
 地板最低温度：19 °C 
 地板最高温度：29 °C 

 
 

    
  对于  物流  和  生产  的附加要求 4.5 
   采取充分结构/技术措施防止辐射温度不对称性的证明文档     
    
  对于  购物中心    百货商店  和  单体零售商店  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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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内湿度/供冷期  
8.1  室内湿度（供冷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5 
10 

  供冷期内（即便是在外部温度高的情况下），室内空气不会变得过于潮湿，室内湿度满足以下要求： 
 绝对湿度 < 12 g/kg 

必须满足室内湿度要求，不论内部空间是否通过窗户或通风系统通风。 

    
 

 
    
  对于  百货商店  无要求  
           
           

9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 气候适应   
  有弹性的热舒适性：使用2030年和2050年气候数据预测值，预测建筑在供热和供冷期内

的超出温度允许值的频率。在规划阶段的决策流程中，使用该预测结果。 
   +5 

    
           

** 办公区和工业生产区的热舒适性要求见评估指南（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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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适当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包括通报作用温度、气流速度、表面和室内湿度的数值。热模拟的基本数据和结果可用于

完成符合“层级——欧盟核心环境指标共同框架”的报告。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运营温度偏差的频率（供热和供冷期），对应Level（s）指标4.2：超出范围时间   [%]       

           
KPI 2  作用温度规定偏差频率（供热和供冷期）适用情况下工位的数量或比例   [%]       

           
KPI 3  作用温度偏差的温度上限和下限（供热和供冷期），对应Level（s）指标4.2：绩

效评估结果 
  [°C] 

      
           

KPI 4  工位的最大气流速度（供热和供冷期）   [%]       
           

KPI 5  规定气流速度适用情况下工位的数量   [%]       
           

KPI 6  最高和最低内部表面温度   [°C]       
           

KPI 7  95%运行时间内的室内湿度（最高和最低）对应Level（s）指标4.1.1的要素   [%]       
           

KPI 8  气候区以及供热和供冷天数也对应Level（s）中与建筑相关的基本数据   [气候区] 
[天数] 

      
            

KPI 9  2030年和2050年超出温度的小时数对应于Level（s）指标5.1：超出热舒适范围

的时间——超出范围时间 2030/2050 
  [kh/a]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在建筑运营认证中实现高度的热舒适性，可以间接地提高其SOC9.1用户满

意度评估的评价结果。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中的SOC1.1有很大相似性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标准PRO1.1鼓励在选择租赁空间时，将热舒适性纳入可持续性的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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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 相关性 

建筑内的热舒适性对确保高效、高产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用户满意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果房间既不太冷也不太热、空气既不太干燥也不太潮湿，并且不会出现强气流，房间就具有热舒适性。 
 
 
二．附加说明 

室内环境的可接受性取决于整个供冷期及整个供暖期内，室内空气温度、用户周围表面的温度、房间内的气流速度以及

相对湿度。不仅应该考虑总体的舒适度，还要考虑发生可能对热舒适性产生负面影响的局部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

个人可能整体上处于热舒适状态，但他的某些身体部分仍会因为局部气流影响而觉得不舒服。 
 
 
三．方法 

通过多个单项指标，评估供热和供冷期的热舒适性。DIN EN 15251、DIN EN ISO 7730、DIN EN ISO 13786、DIN EN 
ISO 10211以及DIN EN ISO 13370，（或）DIN EN ISO 13789、DIN EN 12831中的规范以及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SR）

（由德国雇主责任保险协会编制）构成评估的基础。 
 
评估时要评价以下指标： 
 

(1)  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热期（定量） 
(2)  气流/供热期（定量） 
(3)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热期（定量） 
(4)  相对湿度/供热期（定量） 
(5)  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冷期（定量） 
(6)  气流/供冷期（定量） 
(7)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冷期（定量） 
(8)  相对湿度/供冷期（定量） 
(9)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热舒适性气候适应 

 
垂直温度梯度是尚无法评价的指标，因此暂不属于评估范围。 
 
对供冷期的作用温度进行分析时，一定要区分有供冷的房间和无供冷的房间。 
 
使用以下标准确定相关建筑是否为无供冷，并适用DIN EN 15251相应的(无供冷)适应舒适性模型： 

 
 房间必须有方便用户打开及调整的窗户或开口，可以让外部空气进入室内。 
 房间内不使用任何机械供冷设备。在此，必须将辐射供冷或表面供冷（例如供冷天花板或者混凝土芯供

冷/构件激活）归为机械供冷。 
 可以使用非冷却空气的机械通风方式（供冷期内），但必须优先使用窗户的开合作为调节室内气候的手

段。 
 此外，可以使用百叶窗、夜间通风等其他低能耗手段，对室内温度进行个人调节。 
 附件2：供热期内舒适性类别的允许最高及最低温度限值 
 附件3：供冷期内舒适性类别的允许最高及最低温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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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区域要求 
 
指标 1 和 5：  
可通过面积加权平均，评估1和5“作用温度”。 
 
一般情况下，不必模拟整栋建筑。只需要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房间样本（分类归并）。必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房间，确保

附件1所描述区域的95%与被评估的质量水平彼此对应。为了确保结果可应用于其他房间，必须考虑不同的边界条件（例

如具体的内外部热负荷）和建筑技术理念，安排使用区域。证明文档中必须包含临界房间，例如角落房间、有大玻璃表

面的房间等。总的来说，可以假设，能够保证临界房间热舒适性的功能设计，也能够确保在其他方面具有相同条件的非

临界房间的热舒适性。 
 
 
指标2、3、4、6、7、8：  
其他热舒适性指标的重要性不如指标1和5，意味着这些指标只需对每种用途下的代表性房间的进行评估。考虑范围内的

房间在附件1中以粗体标识。 
 
必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房间，确保考虑范围内80%的可用面积与被评估的质量水平彼此对应。 
 
 
指标9：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热舒适性气候适应 
使用2030年和2050年气候数据预测值，计算建筑在供热和供冷期内的超出温度要求范围的时间频率。在规划阶段的决

策流程中，使用计算结果。所使用的气候数据应该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缓解”（SRES E1）排放情景。

“中高”（SERES A!B）排放情景可以用作第二“最坏情况”。在欧洲委员会发布的“Level（s）框架”中，可以找到与评价方

法及规划过程中可能的焦点领域相关的信息（来源：“Level（s）——办公和住宅建筑的共同欧盟核心可持续性指标框架”，
Beta v1.0草案，布鲁塞尔，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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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对于指标1和5，分析所有列出的房间。对于剩余指标，可在附件1中找到要分析的房间（以粗体列示的房间）。 
 
 办公  
房间和区域参考值见附件1所示：要验证的房间，针对用户组别2——办公。 
 
 教育  
房间和区域参考值见附件1所示：要验证的房间，针对用户组别5——教育、教学和文化。 
 
指标1和5：作用温度 
 
对于新教育设施（NEF）方案中的日间托儿所建筑用途，要求的作用温度与其他教育目的的建筑用途不同。 
 
 住宅  
房间和区域参考值见附件1所示：要验证的房间，针对用户组别1——居住及休息。 
 
 酒店  
房间和区域参考值见附件1所示：要验证的房间，针对用户组别1——居住及休息和组别2——办公。 
 
 购物中心  
与附件1相反，在购物中心方案NSC的评估中，要分析以下房间或区域： 
 
对于以下指标，只分析商场或商业街内区域： 
指标2：气流/供热期 
指标6：气流/供冷期 
指标8：相对湿度/供冷期 
指标4：相对湿度/供热期 
指标5：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冷期 
指标5.1：商场或商业街 
指标5.2：租户区域 
 
此方案中不包括以下指标： 
指标1：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热期 
指标3.：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热期 
指标7.：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冷期 
 
 百货公司  
房间和区域参考值见附件1所示：要验证的房间，针对用户组别4——经销和销售。 
与附件1相反，百货公司方案中只分析销售区域。 
 
此方案中不包括以下指标： 
指标1：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热期 
指标2：气流/供热期 
指标3：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热期 
指标4：相对湿度/供热期 
指标6：气流/供冷期 
指标7：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冷期 
指标8：相对湿度/供冷期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社会文化功能质量 Sociocultural & functional quality 
SOC1.1 / 热舒适性 
附件 

 

© DGNB GmbH  279 

 物流   生产  
评估指南： 
办公和工业区的热舒适性要求不同。 
对于使用面积≥400平方米或者有≥20个经常工位的办公区域，办公和工业区域的热舒适性都必须分析。 
 

 案例1：办公工位的数量≥总工位数量的15%，或者≥20个永久办公工位： 
 

通过办公区域的比例和工业区域的比例评估 
 
办公区域的房间和区域的选取见附件1所示：要验证的房间，针对用户组别2——办公和组别3——生产、手

工及机器作业。 
 
进行评估时，必须分析单项指标下办公区域的比例和工业区域的比例。 
 

总分 = 办公区域分数 × 办公室工位的数量

工位总数
    + 工业区域分数 × 工业工位的数量 

工位总数
 

 
 案例2：办公工位的数量＜总工位数量的15%，且＜20个永久办公工位：通过工业区域进行评估 

 
进行评估时，必须分析单项指标下工业区域的比例。  

 
总分 = 工业区域分数  

 
已创建评估工具简化备档过程。 
 
指标 1 和 5：  
验证是否符合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3.5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必须检查是否有存在可能导致舒适性损失的工作要求。其中包括与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气流速度、热辐射、工作强度

或着装相关的问题。如果是此种情况，风险评价过程必须涉及检查是否必须采取技术、组织或个人措施（如有），以及

检查是否在炎热环境下工作。 
 
供热期 
此外，必须根据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3.5表2中规定的工作强度，对工位进行分类。房间供热的设计必须满足工作区

域技术要求导则A3.5表1中规定的最低室内空气温度值。在此过程中，必须以适当的形式考虑局部温度差异和温度分层。 
 
即便在用尽所有技术选项之后，工作场所依然无法达到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3.5表1中规定的最低值，，则必须按此

优先次序，执行以下的附加措施，以防止温度降得过低： 
 

 与工位有关的技术措施（例如热辐射加热器、发热垫） 
 组织措施（例如供热时间） 
 个人措施（例如适当的着装） 

 
如证明上述措施足够，可以根据DIN EN ISO 7730的PMV评估进行证明。 
 
供冷期 
特定情况下，在+26℃以上温度中工作可能导致健康风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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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涉及繁重的体力劳动； 
 必须穿着能够大幅降低热辐射的特殊防护服。 

 
此种情况下，必须通过针对具体情况量身定制的风险评价，选择要落实的附加措施。 
 
定义 
 
自动门系统是包含手动（例如无线电、拉线或按钮）或自动（例如感应线圈、雷达、激光、挡光板）启动机制的电动门。 
 
高速门是平均开关门速度超过 0.5 米/秒的门。适当的组织措施可能包括防止反向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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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物流    生产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部分。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某些形式

的证明文档适用于所有方案。取决于具体方案，不同的文档也可能具有相关性——某些情况下，要明确说明相关文档。 
 
根据附件4：“允许的文档证明过程” 
 
指标1：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热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物流    生产  
已完成建筑热模拟的参数和结果 
为编制热舒适性文档所完成测量的测量报告  
根据DIN EN 12831或当地标准计算的供热负荷 
 
 
指标2：气流/供热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物流    生产  
排气口的特征，例如制造商产品数据表  
已完成流体模拟的依据和结果 
测量报告 
 
 购物中心    物流    生产  
商场/商业街区域内相关气流区域的陈述和证明文档 
已落实防止可能气流的必要措施的陈述和证明文档 
 
 
指标3：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热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允许的文档证明过程取决于构件的类型： 
 
加热构件：通过设计文档执行验证。 
 
非加热、不透明构件：如果满足TEC1.3标准中的U值，则假定也满足最低温度标准。 
 
非加热、透明构件：区域热模拟、单维热流计算、简化表格方法 
 
 
指标4：室内湿度/供热期 
允许的验证过程取决于房间是否配备有加湿功能的通风系统： 
 
有加湿和除湿功能的机械通风系统： 

– 通过通风系统的设计文档执行验证。 
无机械通风系统加湿的房间、无加湿和除湿功能的房间，或者无窗户通风的房间： 

– 如果可以通过装置/系统改变室内湿度，则视为已满足要求。 
– 分区域湿度模拟，或者扩大热模拟范围，加入体现房间空气湿度时间发展的湿度计算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社会文化功能质量 Sociocultural & functional quality 
SOC1.1 / 热舒适性 
附件 

 

© DGNB GmbH  282 

指标5：作用温度/室内空气温度/供冷期 
已完成热建筑模拟的依据和结果 
为编制热舒适性文档所完成测量的测量报告 
符合EN 16798-11（ISO 52000-1的模块3和4）或本地标准的供冷负荷计算 

 
 
指标6：气流/供冷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排气口的特征，例如制造商产品数据表  
已完成流体模拟的依据和结果 
测量报告 
 
 
指标7：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供冷期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冷却构件设计的证明文档 
 
 办公    教育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立面/遮阳/供冷系统总体理念的陈述  
分区域房间模拟 
CFD流模拟或者光谱计算 

 
 

指标8：室内湿度/供冷期 
允许的验证过程取决于房间是否配备有加湿功能的通风系统： 
有加湿和除湿功能的机械通风系统： 

– 通过通风系统的设计文档执行验证。 
无机械通风系统加湿的房间、无加湿和除湿功能的房间，或者无窗户通风的房间： 

– 扩大热模拟范围，加入体现房间空气湿度时间发展的湿度计算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分区域湿度模拟 

验证过程取决于房间是否配备有加湿功能的通风系统： 
 
有加湿和除湿功能的机械通风系统： 

– 通过通风系统的设计文档执行验证。 
无机械通风系统加湿的房间、无加湿和除湿功能的房间，或者无窗户通风的房间： 

– 分区域湿度模拟，或者扩大热模拟范围，加入体现房间空气湿度时间发展的湿度计算 
 
 
指标9：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气候适应 

 使用2030和2050年气候数据预测完成的热模拟/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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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277-1:2016-01: 建筑的面积和容积——第1部分：建筑施工，柏林，2016年1月 
 DIN 33403-02.工作场所及其所在环境的气候——第2部分：气候对人类热平衡的影响。柏林：Beuth 

Verlag.2000年8月 
 DIN EN 4108-2.建筑内的热保护和能源经济——第2部分：隔热的最低要求。柏林：Beuth 

Verlag.2013年2月 
 DIN EN 12831.建筑物内的供热系统——设计热负荷的计算方法。柏林：Beuth Verlag.2003年8月 
 DIN EN 13363.装配玻璃的太阳能保护装置——总太阳能透射和光透射的计算——第2部分：详细计算

方法。柏林：Beuth Verlag.2005年6月 
 DIN EN 15251.建筑物选址室内空气质量、热环境、照明和声学设计和能量性能评估用室内环境输入参

数。柏林：Beuth Verlag.2012年12月 
 DIN EN ISO 7726.热环境的人机工程学——测量物理量的仪器。柏林：Beuth Verlag.2002年4月 
 DIN EN ISO 7730.热环境的人机工程学——使用PMV和PPD指数计算和本地热舒适性标准的热舒适性

分析测定和解释。柏林：Beuth Verlag.2006年5月 
 ISO 15099.窗户、门和遮蔽装置的热性能——详细计算。柏林：Beuth Verlag.2011年3月 
 VDI指导方针VDI 2078.房间和建筑的供冷负荷和房间温度计算（VDI供冷负荷实施规程）。杜塞尔多夫

：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2015年6月 
 VDI指导方针VDI 3804.空调——办公楼（VDI通风实施规程）。杜塞尔多夫：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 2009年3月 
 VDI指导方针VDI 6020：建筑和设备热能及能源模拟计算的方法要求。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 
 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3.5 房间温度[Raumtemperatur]。德国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德国联邦

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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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要验证的房间 
 

要验证的房间  

请注意：必须通过符合下文所述区域的面积加权呈现建筑内的不同用途。必须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房间

样本（分类归并）。必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房间，确保95%的区域与被评估的质量水平彼此对应。 

建筑类型  根据DIN 277-1验证的可用面积（NUF）的类型 

  表1： 
编号——用途分组  表2： 

编号——面积和容积 

 办公   2 – 办公  

2.1 办公室 
2.2 开放式办公室 
2.3 会议室 （也包括会议厅） 
2.4 设计室 
2.5 售票、问询处 
2.6 控制室 
2.7 监控室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2 – 办公  

2.1 办公室 
2.2 开放式办公室 
2.3 会议室  
2.4 设计室 
2.5 售票、问询处 
2.6 控制室 
2.7 监控室 

 
4 – 经销与销售 
（不包括储存） 

 

4.4 收货及配送区（经常工作区） 
4.5 销售室 
4.6 陈列室 
3.2 车间（经常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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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  
 
 生产  

 

2 –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办公室 
2.2 开放式办公室 
2.3 会议室  
2.4 设计室 
2.5 售票、问询处 
2.6 控制室 
2.7 监控室 

3 – 生产、手工和机械

作业、试验（工业工程

部分） 

3.1 工厂大厅（经常工作区） 
3.2 车间（经常工作区） 
3.3 技术实验室 
3.4 物理学、工程学和电气工程实验室 
3.5 化学、细菌学和形态学实验室 

 
4 – 尤其是储存、经销、

销售（经常工作区） 

 4.1 仓库 
4.2 档案室、收藏室 
4.4 接收和分配区域 
（也包括订单提货区域） 

 住宅  

 1 – 居住及休息  1.1 居住空间 
1.2 公共活动室 
1.3 休息室 
1.4 等候室 
1.5 餐厅 

 酒店  
 

 

1 – 居住及休息 
（酒店房间部分） 

 1.1 居住空间 
1.2 公共活动室 
1.3 休息室 
1.4 等候室 
1.5 餐厅 

2 – 办公 
（办公室部分） 

2.1 办公室 
 

 教育   

 5 – 教育、教学和文化  5.1 有固定座位的教室 
5.2 没有固定座位的一般教室和练习室 
5.4 没有固定座位的专用教室和练习室 
5.5 图书室 
5.6 会议室或会议区 
5.7 舞台、工作室 
5.8 展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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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供暖期内允许的温度下限（根据DIN EN 15251和DIN EN ISO 7730） 
 

 

 
活动强度 

符合DIN 
EN 15251
的类别 

PMV指数*/供热期 

作用温度下限   

衣着指数 ≈ 1.0 CLO 

PMV指数/供热期 

作用温度上限   

衣着指数≈ 1.0 CLO 

办公 坐 
~ 1.2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21.0 °C  
 
 
 
 
+0.7 / +25.0 °C 

二类 -0.5 / +20.0 °C 

三类 -0.7 / +19.0 °C 

经销与销售-1 站立、行走 
~ 1.6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17.5 °C  
 
 
 
 
+0.7 / +23.0 °C 

二类 -0.5 / +16.0 °C 

三类 -0.7 / +15.0 °C 

经销与销售-2 
 

工作 
~ 2.0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14.0 °C*  
 
 
 
 
+0.7 / +21.0 °C* 

二类 -0.5 / +12.0 °C* 

三类 -0.7 / +11.0 °C* 

生产、手工及机器

作业、试验-1 
工作 
~ 1.6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17.5 °C  
 
 
 
 
+0.7 / +23.0 °C 

二类 -0.5 / +16.0 °C 

三类 -0.7 / +15.0 °C 

生产、手工及机器

作业、试验-2 
工作 
~ 2.0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14.0 °C*  
 
 
 
 
+0.7 / +21.0 °C* 

二类 -0.5 / +12.0 °C* 

三类 -0.7 / +1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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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及休息 坐 
~ 1.2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21.0 °C  
 
 
 
 
+0.7 / +25.0 °C 

二类 -0.5 / +20.0 °C 

三类 -0.7 / +18.0 °C 

教育、教学和文化 坐 
~ 1.2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21.0 °C  
 
 
 
 
+0.7 / +25.0 °C 

二类 -0.5 / +20.0 °C 

三类 -0.7 / +19.0 °C 

幼儿园 站立、行走 
~ 1.4 代谢当量 

一类 -0.2 / +19.0 °C 
 
 
 
 
+0.7 / +23.5 °C 

二类 -0.5 / +17.5 °C 

三类 -0.7 / +16.5 °C 

* 根据DIN EN ISO 7730确定的数值 

 
对供暖期内超过限值的温度进行分析时，一般都使用三类允许温度上限，不论分类如何。 
如果活动强度或衣着系数与实际使用条件下的不符，也可以通过验证PMV作为作用温度的替代选择。必须验证所选择的

边界条件。在供暖期内必须应用始终如一的衣着系数。 
 
根据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3.5允许的室内空气温度最低值 
 
主要姿势  工作强度：轻  工作强度：中  工作强度：重 

坐  + 20 °C  + 19 °C  - 

站立、行走  + 19 °C  + 17 °C  + 12 °C 

 
 
工作强度  范例 

轻  轻度手工/手臂作业，工作时坐着或站着不动，偶尔走动 

中  中等强度的手工/手臂作业，工作时坐着、走动或站着 

重  高强度的手工/手臂或腿部作业，工作时坐着、走动或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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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冷期内低于下限值的温度进行分析时，不论何种类型，一般都使用三类允许温度下限。 
 
如果活动强度或衣着系数与实际使用条件下的不符，也可以通过验证PMV作为作用温度的替代选择。必须验证所选择的

边界条件。在供冷期内必须应用始终如一的衣着系数。 
 
根据DIN 15251，适应性舒适模型只适用于活动强度在1.0到1.3代谢当量之间的坐姿任务。根据DIN EN 15251，即便是

针对更高活动强度，也允许使用适应性舒适模型作为评估手段。其上限参照坐姿活动的相关设定，下限则根据活动强度

向下调整。在上文所示表格中，已规定了每种类型的上下限值。 
 
根据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3.5工业工程部分，允许的室内空气温度最高值 
对于供冷期，最高室内空气温度的初始假设为符合工作区域技术要求导则A3.5的26℃。允许改变限值，不过针对工业工

位验证设置的最高限值为30℃。 
 
夏季热保护要求（MIN_FAC） 
 
表1：MIN_FAC的定义 

 
  机械供热建筑（办公及类似用途的空间）     没有主动供冷或者没有空气调节的建筑  

MIN_FAC  SHP, = WWR ∙ gt ≤ 0.16 = S hp,max  SHP = WWR ∙ gt ≤ 0.16= S hp,max 

 

其中： 

WWR 指的是窗墙比 = 窗户面积/墙壁面积 

窗户面积 = 所有窗户的总和（包括窗框和窗棂） 

墙壁面积 = 外墙面积（宽度×地板到天花板高度），包括所有透明和不透明的墙壁部分 

指的是窗户系统、玻璃和防晒的合计总遮阳系数。 

gt  指的是窗户系统、玻璃和防晒的合计总遮阳系数。 

SHP  （太阳热能防热）指的是根据DIN EN 13363避免办公室过热的系数 

         替代选择：根据DIN EN 13363详细计算方法，或者根据ISO 52022-1:2017装配玻璃的太阳能保护装置的太阳能及日光特征简

化计算方法，计算的建筑构件和组件的热能、太阳能和日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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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允许的验证过程 
 
验证标准中所列指标或者是否满足相关要求时，允许使用下文所列方法。 
 
指标1和5：作用温度 
 
1. 分区域房间热模拟 
 
须由专业人员进行区域热模拟（=建筑热模拟），更多详情，参见标准ENV1.1附件2.1“动态建筑模拟的基本原则和相关

标准”。必须根据DIN EN 15265和/或DIN EN 15255或ASHRAE 140:2011（或最新版）标准，验证用于模拟的软件，更

多选择，参见ENV1.1附件2和4。 
评估与供热期热舒适性有关的模拟结果，必须只针对供热期（根据DIN EN 15251，供热期的定义为必须为建筑供热的

时间段）。这就意味着在评估低于及超过限值的允许频率时，只评估供热期（而不是一整年）。 
如果无法提供与供热期相关的更精确数据，出于简化的目的，可假设11月1日到4月30日为供热期。 
评估与供冷期热舒适性有关的模拟结果，必须只针对供冷期（根据DIN EN 15251，供冷期的定义为建筑不需要供热的

时间段）。这就意味着在评估超过及低于限值的允许频率时，只评估供冷期（而不是一整年）。 
如果无法提供与供冷期相关的更精确数据，出于简化的目的，可假设5月1日到10月31日为供冷期。 
 
与热舒适性有关的模拟必须基于本地气象服务机构针对相关地点提供的当前天气数据（=地区的测试参考年）。执行评

价时，必须考虑建筑场所所在地的微气候（例如市中心位置的“城市热岛”），使用所在地以小时计的典型气象气候数据

（测试参考年），基于过去30年间已知的本地气候数据。 
如果计划建造吊顶和/或吸声板确保房间有良好的声学条件，则在进行热模拟时，必须考虑标准SOC1.3听觉舒适性中评

估的声学要素。 
 
信息： 
分区域房间热模拟可用于证明以下指标： 
 

 作用温度（=房间内的平均值）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房间表面温度的平均值） 
 相对空气湿度（=房间内的平均值）。 

 
2. 根据DIN EN 15251进行的测量 
 
验证供热期和供冷期热舒适性的测量必须满足DIN EN 15251中的舒适性测量要求： 
 

 必须在典型运行阶段，在具有代表性的房间执行测量。 
 必须在适用的寒季或暖季的典型天气条件下执行测量。这意味着执行供热期的测量时，外部温度必须达

到或低于一年中三个最寒冷月份的统计平均值。在执行供冷期的测量时，外部温度必须达到或高于一年

中三个最温暖月份的统计平均值。 
 温度测量持续时长的选择应使其具有代表性。 
 用于进行室内热气候评估的测量装置必须满足DIN EN ISO 7726中规定的测量精度要求。 

 
 
信息： 
热舒适性模拟可用于证明以下指标： 
 

 作用温度（=在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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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流（=在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位内） 
 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内部表面温度） 
 相对湿度（=在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位内） 

 
3. 符合DIN EN 12831的供热负荷计算或者符合EN 16798的供冷负荷计算 
（源自EN ISO 52000-1模块化结构的模块M4） 
 
如果接受验证的房间满足以下条件，可使用符合DIN EN 12831的供热负荷计算或者符合EN 16798的供冷负荷计算作为

替代方案，完成文档证明： 
 
窗户面积比例的定义：参考面积为从内部可以看到的立面面积。 
 
针对供热期： 
 
窗户面积比例 f < 40% 
 

 接受验证的房间的窗户面积比例 f＜40%。 
 根据DIN EN 12831，针对供热系统的供热负荷计算，藉此确定附件2中规定的作用温度的下限。 

 
窗户面积比例 f ≥ 40% 
 
如果房间供热采用具有单独房间调节的快速可调节供热系统（例如供热篷、散热器、对流加热器），则可根据DIN EN 
12831计算供热负荷，完成文档证明。但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接收验证的房间的窗户面积比例 f 在 40% 到 70% 之间，且UW值≤1.3 W/m²K。 
 接收验证的房间相对立面的窗户面积比例 f ＞70%，且UW值≤1.0 W/m²K。 
 整合到构件中的供热系统（例如地板下供热、毛细管垫）不是快速调节供热系统。这意味着在此种情况

下，不允许以符合DIN EN 12831的供热负荷计算作为文档证明。 
 为了补偿作用温度和更高窗户面积比例（f ≥ 40%）之间的差别，根据符合DIN EN 12831的供热负荷计

算得到的空气温度（= 设计温度）必须比附件2中的一类、二类和三类规定温度高1开尔文，以达到同样

的检查表分数。 
 
销售室或陈列室 (> 100 m²) 
 

 对于大型销售室或陈列室（＞100平方米），一般允许通过符合DIN EN 12831的供热负荷计算完成文档

证明。 
 
鉴于根据DIN EN 12831执行供热负荷静力计算，无法提供温度低于或超过设计温度的相关情况信息，为了简化起见，

此验证过程不要求为低于和超过要求温度的频率提供文档证明。 
 
针对供冷期： 
 
窗户面积比例 f < 40% 
 

 接受验证的房间的窗户面积比例f＜40%。 
 房间有主动供冷（基于供气的供冷或辐射供冷）。 
 立面有外部遮阳。 
 通过计算针对供冷系统尺寸的供冷负荷，确定附件3中规定的有供冷建筑的作用温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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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面积比例 f ≥ 40% 
 

 接受验证的房间的窗户面积比例f≥40%。 
 立面有外部遮阳。 
 使用有单独房间调节的快速调节供冷系统。 
 供冷系统使用对流供冷和辐射供冷（例如供冷篷、冷却顶板）。对于纯对流系统（例如地板下对流器、

风机盘管），不允许在更高窗户面积比例（f≥40%）下，通过计算供冷负荷完成文档证明。 
 整合到构件中的供冷系统（例如地板下供冷、结构构件调和、毛细管垫）不是快速调节供冷系统。这意

味着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以供冷负荷计算作为文档证明。 
 含除湿功能的机械通风系统确保供冷系统能够无功率损耗地继续运行。如果唯一可用的通风手段是通过

窗户通风或者通风系统无除湿功能，则不满足此要求。 
 通过计算针对供冷系统尺寸的供冷负荷，确定附件3中规定的有供冷建筑的作用温度上限。 

 
鉴于供冷负荷静力计算无法提供温度低于或超过设计温度的相关情况信息，为了简化起见，此文档证明过程不要求为低

于和超过温度的频率提供文档证明。 
 
对于没有供冷的房间或者被归类为没有供冷的房间，原则上，不允许采用此种简化方法。 
 
4. 其他方法 
 
验证供热期和供冷期的热舒适性时，一般不允许采用上文所列方法以外的方法。 
 
DIN 4108-2的夏季热保护文档证明相关的信息： 
 

 必须按照公法规定的适用于认证（EnEV认证[T&D_03]）的DIN 4108-2版本，执行夏季热保护的文档证

明。或者，允许按照更新版本的DIN 4108-2完成文档证明。 
 对于符合DIN 4108-2的夏季热保护文档证明，除了满足最大许可太阳透射参数S_max,per以外，还必须

验证预测总能量透射值g_tot。此外，还必须验证、证明此数值的组成部分、玻璃的预计总能量透射值g
和防晒衰减水平F_c，并提供参考清单。 

 
 
指标2和6：气流 
DIN EN ISO 7730中气流模型所要求的输入参数为室内空气温度、平均空速和气流速度的标准偏差（或者湍流度；采用

混合通风，必须假设湍流度为40%到50%，采用置换通风，则必须假定湍流度为20%到25%[EN 16798]）。 
在20℃到26℃的温度范围内，可以使用符合DIN EN ISO 7730附录A图A.2的方法。使用此模型为气流指标的评估提供理

想的参考点。 
对于没有室内空气通风（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建筑，一般视为已满足此要求。气流被认为是由开窗引起的。但

是，用户可以通过关闭窗户自行阻止气流。 
 
不论采用哪种文档证明过程，一般情况下，都要针对所有类型的出风口和通风设备驱动气流（例如通风系统、循环式加

热器、带鼓风机的对流加热器等）编辑证明文档。 
 
通过文档证明气流要求时，可以接受以下方法： 
 

 出风口的特征——制造商产品特性 
 制造商提供的出风口特征可用来确定距离出风口某距离处的气流速度。在最接近出风口的开放空间，气

流速度不得超过最高允许值。 
 流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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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也可以使用高分辨率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流动模拟，确定房间内的空气流动。此时，开放空

间的气流速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测量 
 或者，也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开放空间的测量值，确定气流速度。这么做的时候，开放空间的空速不

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指标3和7：辐射温度不对称性和地板温度 
允许的文档证明过程取决于构件的类型： 
 

 供热/供冷构件 
 通过设计文档执行验证。 

 
仅针对供热期： 
 

 非加热、不透明构件 
 如果满足TEC1.3标准中的U值，则假定也满足最低温度标准。 
 非加热、透明构件 
 仅允许以下文档证明过程： 

 
a) 分区域热模拟 

 
通过分区域房间热模拟的附加评估，验证允许内部表面温度的符合性。针对指标1采取同样方式时，在总计不

超过冬季使用期（指标1中的时间参考：冬季供热期，并非整年）3%或5%（取决于要符合的类别）的运营时

间内，温度可以超过或低于允许限值。 
 

b) 单维热流计算 
 

如果使用单维热流计算验证允许内部表面温度的符合性，必须应用以下边界条件： 
外部温度：-5 °C 
内部温度：20 °C 
符合DIN EN ISO 6946的传热阻力：  
外部：Ra = 0.04 m²K/W 
内部：热流 
向上：Ri = 0.10 m²K/W 
水平：Ri = 0.13 m²K/W 
向下：Ri = 0.17 m²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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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简化表格方法 
 

如果未执行任何模拟或者单维热流计算，可以使用下表通过简化方法编制证明文档。 
 

窗口相对于立面的面积比例，按房间  文档证明的要求 

f ≤ 40 %  视为已满足要求。 

40% < f ≤ 70%  在窗户的传热系数 Uw ≤ 1.3 W/(m²K) 1且玻璃下放置了散

热器的情况下，视为已满足此要求。 

f > 70%  窗户的传热系数小于等于Uw ≤ 1.0 W/(m²K)². 

1. 对于各气候带内的项目：满足传热系数的最低国家要求，或者标准TEC1.3附件1规定的各气候带的可选U值（最低要求）。 
2. 对于各气候带内的项目：超额25%满足传热系数的最低国家要求，或者标准TEC1.3附件1规定的各气候带的可选U值（最

低要求）。 
 

仅针对供冷期： 
 
对于非供冷构件（尤其是玻璃立面），适用以下规定： 
 

d) 小窗户（f＜40%）不要文档证明 
窗户面积比例f＜40%的房间，不要求提供玻璃立面最大内部表面温度的证明文档。窗户面积比例f与内部立面表

面或者内部可见的立面表面相关。 
 

e) 外部遮阳的文档证明： 
可以通过立面/太阳能辐射防护/供冷系统总体理念的陈述，执行外部遮阳的文档证明。这么做的时候，必须出示

并说明构件的隔热质量、遮阳的位置和类型以及通风和供冷系统的布置和运行。 
 

f) 没有外部遮阳的更大窗户（f≥40%）： 
如果使用没有外部遮阳的更大窗户（f≥40%），则必须通过适当的模拟计算，对最大内部表面温度进行额外验证。

出于此目的，只可使用分区域房间模拟、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流动模拟或者符合DIN EN 13363-2或ISO 15099
的光谱计算。 

 
I. 分区域房间模拟 

通过分区域房间热模拟的附加评估，验证允许内部表面温度的符合性。针对指标5采取同样方式时，在总计不

超过夏季使用期（指标5中的时间参考：夏季供冷期，并非整年）3%或5%（取决于要符合的类别）的运营时

间内，温度可以超过或低于允许限值。 
II. 计算流体动力学流动模拟 

通过针对典型夏季模拟的高分辨率计算流体动力学流动模拟，验证允许内部表面温度的合规性。 
III. 符合DIN EN 13363-2或ISO 15099的光谱计算 

如果通过符合DIN EN 13363-2或ISO 15099的光谱计算执行文档证明，则必须达到以下数值：最大外部温度

+32℃；朝南立面的垂直总太阳能透射达到600瓦/平方米，或者朝东或朝西立面的垂直总太阳能透射达到720
瓦/平方米（EN 16798-11）；且室内空气温度达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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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4和8：室内湿度 
允许的文档证明过程取决于房间是否配备有加湿功能的通风系统： 

(1)  有加湿和除湿功能的机械通风系统。  
 

通过通风系统的设计文档执行验证。 
 

(2) 采用机械通风系统、无加湿或除湿功能的房间，或者没有窗户通风的房间 
 
针对供热期： 
 
分区域湿度模拟 
扩大热模拟范围，加入体现房间空气湿度时间发展的湿度平衡。对于包括湿度平衡的热模拟，必须通过分区域通风模拟

（空气节点网络），呈现不同时间窗户通风强度的高度变化。 
温度低于或超过允许限值的时间总计不超过冬季使用期的5%（指标1中的时间参考：冬季供热期，并非整年）。 
 
针对供冷期： 
 
分区域湿度模拟 
扩大热模拟范围，加入体现房间空气湿度时间发展的湿度平衡计算。对于包括湿度平衡计算的热模拟，必须通过分区域

通风模拟（空气节点网络），呈现不同时间窗户通风强度的高度变化。 
如果在至少95%的夏季使用期（指标5中的时间参考：非供热期，并非整年）达到符合DIN EN 15251的空气湿度限值（见

上文），则视为已满足该等限值；这意味着温度超过或低于限值的时间不超过夏季使用期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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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2 

室内空气质量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确保室内空气高质量，不会对用户的健康和舒适产生负面影响。 
 
 
成效 

现如今，人类最多有90%的时间在室内空间内度过。因此，室内空气质量在工作效率和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

使用低排放产品、提供充分的空气交换率，来确保房间内的高空气质量，提高用户的舒适度、生产率和满意度。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减少过早死亡、促进健康/福祉   3.1.a/b 健康与食品 
    

  高  3.9 化学品、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影响   3.2.a 空气污染 
    
 12.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环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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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标值和参考值是基于科学研究结果。如果根据研究结果须进一步提高质量要求，，则可能在未来的标准制订中得到

反映。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物流   生产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   

5.1% 
4.5% 
5.4% 
4.9% 
4.5% 
4.5%  

5 
5 
5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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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是DGNB认证体系中的一项强制要求（不适用于新建造零售和新建造工业建筑认证体系）。不满

足室内空气质量最低要求的建筑无法认证。 
 
室内空气质量通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室内密度（指标1）和通风率（指标2）进行评估。如通过创新解决

方案实现的室内空气质量改善，可以在创新加分中得到确认。 
 
作为此项标准评价的先决条件，指标1必须至少满足最低室内空气质量要求，即在检测房间完工后4周内，通过室内空

气质量测量得到至少10分（或者在完工4周后，通过室内空气质量测量得到至少5分），或者按要求提供建筑材料申报。

这与满足标准ENV1.2中质量水平3相关联。评估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时，要使用最差测量值。不得使用中间值。此

质量分项可以获得100分；如算上附加分，最多可获得105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室内空气质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1.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量  

   办公   教育   酒店   
   根据ISO 16000-6和ISO 16000-3标准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50 
  > 3000  > 100    0 
  ≤ 3000  ≤ 100    10 
  ≤ 1000  ≤ 60    25 
  ≤ 500  ≤ 30    50 
  或者：  
   根据ISO 16000-6和ISO 16000-3标准评估无法比较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量值

（完工后四周以上进行测量）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25 
  > 3000  > 100    0 
  ≤ 3000  ≤ 100    5 
  ≤ 300  ≤ 30    25 
  或者：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标准TO-1/TO-15/TO-17和TO-11A评估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甲醛） 
最高 40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 3000             > 100 0 
           ≤ 3000             ≤ 100 10 
           ≤ 1000             ≤ 60 20 
           ≤ 300             ≤ 30 40 
  或者：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标准TO-1/TO-15/TO-17和TO-11A评估无法比较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量值（完工后四周以上进行测量） 
最高 20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 3000             > 100 0 
           ≤ 3000             ≤ 100 5 
           ≤ 300             ≤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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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根据ASHRAE 189.12014（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报告应符合加州公共卫生

部（CDPH）标准方法V1.1，并结合附录3中列示的单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评估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Max. 20 

             > 500            > 100 0 
                   < 500                < 100 10 
               < 200                < 30 20 
  或者：  
   根据国家（当地）法规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1 

 
可变 

   住宅   
    
   如果因为已落实的租户装修，无法对≥80%的公用房间进行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则

必须应用较低的评估。（根据ISO 16000-6和ISO 16000-3标准评估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 80%    /      ≥ 80% 最高 30/50 
  > 3000  > 100       0            0 0 
  ≤ 3000  ≤ 100       5            10 5/10 
  ≤ 1000  ≤ 60      10            25 10/25 
  ≤ 500  ≤ 30      30            50 30/50 
  或者：  
   根据ISO 16000-6和ISO 16000-3标准评估无法比较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量值

（完工后四周以上进行测量）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 80%    /      ≥ 80% 最高 10/15 
  > 3000  > 100       0            0 0 
  ≤ 3000  ≤ 100       5            5  5 
  ≤ 300  ≤ 30      10           15 10/15 
  或者：  
   如果因为已落实的租户装修，无法对≥80%的公用房间进行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则

必须应用较低的评估（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标准TO-1/TO-15/TO-17和
TO-11A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甲醛））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 80%    /      ≥ 80% 最高 25/40 
  > 3000  > 100       0            0 0 
  ≤ 3000  ≤ 100       5           10 5/10 
  ≤ 1000  ≤ 60      10           20 10/20 
  ≤ 300  ≤ 30      20           40 20/40 
  或者：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标准TO-1/TO-15/TO-17和TO-11A评估无法比较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量值（完工后四周以上进行测量）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 80%    /      ≥ 80% 最高 7.5/10 
  > 3000  > 100        0           0 0 
  ≤ 3000  ≤ 100        5         5  5 
  ≤ 300  ≤ 30       7.5             10 7.5/10 
   

 
 

 
1 TVOC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测量方法、浓度限值和最高分，需与DGNB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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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如果因为已落实的租户装修，无法对≥80%的公用房间进行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则

必须应用较低的评估（根据ASHRAE 189.12014（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报

告应符合加州公共卫生部（CDPH）标准方法V1.1，并结合附录3中列示的单项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 80%     /      ≥ 80%   

 
 
 
 

最高 5 
             > 500            > 100                     0                0 0 
                   < 500                < 100                     5               10 5/10 
               < 200                < 30                     10               20 10/20 
    
    
   如果因为租户装修，无法对≥80%的公用房间进行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则满足租户

义务可获得附加分：提供文档证明：租户/公寓所有者保证根据标准“ENV1.2-当地

环境影响”中质量水平3实现至少50%的总租赁空间；且租赁空间完工后所满足的

要求对应以下结果：根据ISO 16000-6和ISO 16000-3标准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15 
  ≤ 3000  ≤ 100 5 
  ≤ 1000  ≤ 60 10 
  ≤ 500  ≤ 30 15 
  或者：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标准TO-1/TO-15/TO-17和TO-11A评估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甲醛）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10 
  ≤ 3000  ≤ 100 5 
  ≤ 1000  ≤ 60 7.5 
  ≤ 300  ≤ 30 10 
    
  或者：  
   根据ASHRAE 189.12014（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报告应符合加州公共卫生

部（CDPH）标准方法V1.1，并结合附录3中列示的单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评估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5 
  ≤ 500  ≤ 100 2.5 
  ≤ 200  ≤ 30 5 
   

或者： 
 

   根据国家（当地）法规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2 
 

可变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最高 30 
   公共区域只使用低排放建造产品。对产品进行全面申报，并符合ENV1.2中的质量

水平第3级。 
   +15 

   通过文档证明：租户已保证在至少50%的租赁空间内，满足ENV1.2中质量水平3
为最低标准，且在租赁空间完工后已确认合规性。 

  10 

   通过文档证明：租户已保证在至少80%的租赁空间内，满足ENV1.2中质量水平3
为最低标准，且在租赁空间完工后已确认合规性。 

   15 

 
2 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测量方法、浓度限值和最高分，需与DGNB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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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    生产  最高 50 
   所有地板表面产品都已完成申报并有文档证明。至少满足ENV1.2中的质量水平3。    25 
   所有地板表面及其他内部表面产品都已完成申报并有文档证明。产品至少满足

ENV1.2中的质量水平3。 
40 

   此外，根据ISO 16000-6和ISO 16000-3标准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

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10 

  > 3000  > 100    0 
  ≤ 3000  ≤ 100    5 
  ≤ 1000  ≤ 60 7.5 
  ≤ 500  ≤ 30   10 
   

或者：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标准TO-1/TO-15/TO-17和TO-11A评估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7.5 
  > 3000  > 100 0 
  ≤ 3000  ≤ 100 2.5 
  ≤ 1000  ≤ 60 5 
  ≤ 300  ≤ 30 7.5 
   

或者： 
 

   根据ASHRAE 189.12014（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报告应符合加州公共卫生

部（CDPH）标准方法V1.1，并结合附录3中列示的单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评估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 
 

  TVOC [μg/m³] 甲醛 [μg/m³] 最高 5 
  > 500  > 100 0 
  ≤ 500  ≤ 100 2.5 
  ≤ 200  ≤ 30 5 
 
 

  
或者： 

 

   根据国家（当地）法规评估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浓度3 可变 
    
   单体零售商店   
   已执行申报并有文档证明 30 
 
           

1.2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 减少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排放以及健康和福祉    +最高 5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的目的是减少过早死亡、促进健康和福祉。  

1.2.1  保护不吸烟者：在建筑物内或周边区域，人们不应该受到其他吸烟者的负面影响。在周边外

部区域，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香烟烟气不会进入建筑。 
+2.5 

1.2.2  室内微粒物质：通过使用低排放喷墨打印机，或者在有充分通风的单独打印室内安装复印机

和激光打印机，防止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造成的微粒物质污染。 
 +2.5 

           
   

 
 

 

 
3 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测量方法、浓度限值和最高分，需与DGNB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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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内空气质量——通风率  
2.1  空气交换率  

   办公    教育    酒店     
  符合EN 15251的机械通风系统 最高 50 
               EN 15251 描述  
   四类 数值不在一类到三类的范围；只应使用有限的时间 0 
   三类 可接受、适度的预期；可用于现有建筑 25 
   一类和二类 正常预期；建议用于新建筑和翻修建筑 50 

   
或者：  

 

  通过开窗自然通风 最高 25 
    类别  描述  
    无验证 0 
   工作场所法规A3.6  满足工作场所法规A（3.6）的要求。通风或增强通风。

见附件A。 
25 

   
或者： 

 

  分区域流动模拟 最高 50 
     EN 15251 高于室外空气浓度的CO2浓度[ppm]   
   四类 > 800    0 
   三类 > 500 且 ≤ 800    25 
   一类和二类 ≤ 500    50 
    
  如果通过机械通风以及满足工作场所法规的增强通风分别得到25分，则机械通风和自然通风

的组合获得50分。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注：关于 购物中心 ：评估此指标时，可对商场/商店进行不同的分类。商场有单独的文档证明

（总计最大70分）。  
  符合EN 15251的机械通风系统 最高 70 
    EN 15251          描述  
   四类 数值不在一类到三类的范围；只应使用有限的时间 

 
0 

   三类 合理、适度的预期；可用于现有建筑  购物中心   
（商店）（商场）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25 
10 
35 
30 

 
   一类和二类 正常预期；建议用于新建筑和翻修建筑 

 
 购物中心  
（商店）（商场）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50 
20 
70 
70 

   
 

 

   住宅  最高 50 
   创设符合DIN 1946第6部分的通风理念    15 
   通风措施，含通风阶段的落实：RL    35 
   通风措施，含通风阶段的落实：RL/NL*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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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按照DIN 1946-6计算的结果是通过渗透达到的单位空气流速（单位：m³/h）足以满足

DIN 1946-6规定的防潮空气流速，视为已满足此要求。 
 
空闲期（空缺）：如果未在国家层面上定义任何数值，空闲期建议采用防潮（FL）的通风率。 
 

 

    
   物流    生产   
  通过开窗自然通风或者机械通风 最高 50 
   无验证    0 
   满足工作场所法规A3.6的要求，见附件A。    25 
   符合要求的通风调节    40 
   超出卫生方面要求的最低空气交换率至少20%    50 
    

Re 2  创新领域    
同 2.1. 

  说明：如果能证实已通过替代方案、创新解决方案改善了室内空气质量，就能够得到

相应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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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用于通报的适当参数（关键绩效指标）包括指标1中确定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的测量结果、空气交换率和最大

二氧化碳浓度。也可用于完成Level（s）报告。室内空气测量的结果可用于此目的。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KPIS） 单位 

           
KPI 1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量值（含测量值适用的房间数量/比例） [µg/m³] 

      
           

KPI 2  甲醛的测量值（含测量值适用的房间数量/比例）对应Level（s）指标4.1.2的要素 [µg/m³] 

      
           

KPI 3  总通风率（含通风率适用的房间数量/比例）对应Level（s）指标4.1.1的要素 [l/s] 

      
           

KPI 4  最CO2浓度（含最大CO2浓度适用的房间数量/比例）对应Level（s）指标4.1.1的要素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实现高水准的室内空气质量（在用建筑方案的标准SOC9.1），在用户满意

度评估中可以得到间接的积极评价。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中的标准SOC1.2高度相似。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与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中的标准SOC1.2高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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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附加说明 

如果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密度超过了上文评估表中列出的限值，或者违反了附录2规定的指导值或者附录3规定

的规定及指导值，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几个小时的居住房间、办公室或教室会对固定使用人群造成卫生方面的危险，所

以这些高污染度的建筑被排除在认证之外。 
 
在使用者只逗留几个小时且使用者不断变化的房间（例如销售室、电影放映室），必须应用适当的方法，将上述对卫

生的危害降至尽可能最低的水平。认证时必须排除造成可辨认健康风险的建筑。 
 
室内建筑构件只构成有限威胁的房间，以及并不持续使用的房间（例如大型棚屋或仓库）对健康造成有限的风险。目

标是让此类房间内的建筑材料和方法只造成有限的污染。 
 
 
三．方法 

基于检查表评估室内空气质量（IAQ），包括各项指标，求和得到一个总分。作为检查表的一部分，评价以下指标： 
 
指标1：室内空气质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针对此指标，除了基于测量的方式以外，还有一种纯粹基于设计的评估方式。针对在规划阶段未决定或仅部分决定后

续室内空气状况要求的建筑，例如因为要由租户完成装修，采用替代方法（低排放产品）。 
 
指标1.2：2030年议程加分——减少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排放以及健康和福祉 
目的是减少过早死亡、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 
 
1.2.1 保护不吸烟者 
吸烟和被动吸烟的有害性毋庸置疑。出于此原因，建筑或其周围环境中的人不应受到吸烟的负面影响。为了防止外边的

香烟烟气进入建筑，应在建筑内和建筑周围落实适当的措施。 
 
1.2.2 室内微粒物质 
超细颗粒物对人类尤为有害。尤其是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会造成室内空气中超细颗粒物的大幅增加以及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的浓度上升。因为每一次打印的过程都会将超细颗粒物排出到空气中，可能对人类的呼吸器官造成损害，所以应该

以低排放喷墨打印机取代激光打印机，或者在有充分通风的单独打印机室内安装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 
 
 
指标2：室内空气质量——空气交换率 
取决于建筑用途，此指标有很多不同的评估方式。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指标1：室内空气质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在建筑完工后不超过四周，在随机样本房间执行室内空气测量（见具有代表性的家具类型表格）。当对室内空气质量可

能造成影响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后，包括建筑服务设施、油漆和卫生和通风系统的试运行，视为建筑已完成。在室内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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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中，应考虑在建筑内永久安装的家具（例如内置橱柜），但不考虑用户提供的家具（椅子、电脑、桌子等）。 
 
除了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外，还必须单独量化附录2或附录3中列出的物质，必须确定室内空气中的甲醛浓度。 
 
基于相关标准，确定室内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和甲醛含量。根据以下规范评价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值： 
 

 DIN ISO 16000-6; 
 
或者： 

 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纲要方法TO-1/TO-15或TO-17：确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或者： 

 根据ASHRAE 189.1中描述的方法报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值。 
 
在系统适应过程中，必须先和DGNB议定所有其他国家或当地标准和方法。 
 
根据以下规范评价甲醛浓度值： 
 

 DIN ISO 16000-3,  
 
或者： 

 美国环境保护署纲要方法TO-11A； 
 
或者： 

 根据ASHRAE 189.1标准中描述的方法报告甲醛值。   
 

在系统适应过程中，必须先和DGNB议定所有其他国家或当地标准和方法。 
 
根据DIN EN ISO 16000-5的规范执行选定房间的通风。此过程区分自然通风房间和机械通风房间。或者，可根据章节“建
造后、占用前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基线”内ASHRAE 189.1-2014标准中描述的规范，执行测量程序 
 
在有通风的条件下相关的评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自然通风的房间进行15分钟的深度通风。然后，在测量之前，必须将所有门窗保持关闭至少八个小时（最

好隔夜）。最后，在所有门窗都关闭的状态下执行测量。 
 在采用机械通风的房间内，设备应照常运行。在执行测量之前，设备必须投入使用不少于三个小时。在有

规定通风方式的房间内（例如学校、托儿所），应该完成一整个典型应用循环。 
 必须在与DIN EN ISO 16000-1附录D章节D和E中描述内容相符的通风记录中，以文档证明测量之前机械通

风的运行或者通风条件。 
 

必须与有资质的实验室协调通风，且必须提交与通风有关的报告作为证明文档。 
 
后期进行的测量不具有比较性，因为建筑材料会改变排放模式。如果后期测量的值低于必要的卫生水平值，则可以接受

该测量值。此种情况下，根据表3（无法比较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 量的评估）执行评估。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社会文化功能质量 Sociocultural & functional quality 
SOC1.2 / 室内空气质量 
评估 

 

© DGNB GmbH  309 

表1：代表性房间 

建筑内的房间  房间类型  要求取样检测的房间数量 

≤ 100 

 建筑内的所有房间基本满足相同的房间设置  2 

如整个建筑内的房间设置各有不同。必须测

试在建筑内所有房间中占比超过10%的每一

种房间类型。 

每类1个 

> 100 

 建筑内的所有房间基本满足相同的房间设置  3 

整个建筑内的房间设置各有不同。必须测试在

建筑内所有房间中占比超过10%的每一种房

间类型。 

每类2个 

 
在所使用材料及其排放表现方面没有重大差别的地板覆盖物、墙壁和天花板表面和永久设施，具有基本类似的房间设置。

颜色、图案、形状或制造商方面的差别不具有相关性。 
 
比如，这就意味着不同制造商生产的、具有不同结构的两种纺织覆盖物，若都以低排放粘合剂固定并通过GUT标签认证

（即排放受控），就可能被认为构成一种基本相同的房间设置。这里必须注意地板覆盖物等建造材料，它们的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和甲醛排放可能存在不同速率的衰减。不是所有地毯都要在（例如GUT、RAL-UZ）标签保证的最高300或
100µg/m³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最终值下，进行测试。 
 
对于正式通过AgBB（建造产品排放健康评价委员会）认证的地毯，允许在28天后，仍然表现出最高≤1.0毫克/m³总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m³的试验箱浓度。因此，建议将必要的衰减时间纳入考虑范围。 
 
如果建筑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超过3000µg/m³（或者如果测量过程参考ASHRAE 189.1标准，为500µg/m³），或

者甲醛含量超过100µg/m³，或者超过II类指导值，则建筑无法通过认证。 
 
评估无指导值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时，必须使用德国联邦环境部通过研究确定的新建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指导值，见附

录2。对于某些物质，如果内部指导值工作组提供了临时气味参考值，则每一种情况都应提供气味参考值2的文档证明。

这种量级的数值表明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的气味。 
 
持续超过二类指导值（附录2）中规定物质限值的任何情况均不可接受。有鉴于此，对于超过二类指导值的物质，必须

提供声明，说明物质的来源或者进行包括衰减特性等相关内容的申报。在提供参考值“健康数字”的情况下，同样的要求

也对附录3有效。这些数值被用作慢性吸入接触水平的推荐值（即＞每天8小时）。ASHRAE 189.1门槛值也被用作导向

值，超过门槛值，就必须提供相关声明（如上文所述）。 
 
若测量值高于该等比较值，则表明在被评估的建筑内，室内空气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水平在统计上显著高于背景水

平。 
 
如果个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浓度显著高于“正常”预期水平（此处指是符合附录2的新建筑基准值），这不会导致建筑

被否决，但意味着除了测试报告以外，还必须提供独立专家报告，说明物质的来源或者包括与衰减特性。如果未提供此

信息，则测量值不被接受。 
如果个别物质或者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的水平超过限值，则必须向客户/建筑所有方提供专家推荐（例如推荐的通

风或进一步测量），以便在早期阶段采取措施。 
创建验证模板简化文档证明过程（见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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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因为所安装设施的巨大影响，评估中未包括室内空气测量。此处通过申报所使用的建筑产品执行评估。使用室内空气测

量作为印证计划目标实现的手段。 
公共区域及（如适用）租赁空间各的所有表面材料，都必须申报。尤其是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上的油漆、清漆和涂料以

及粘合剂和密封材料等。产品申报须基于标准ENV1.2-记录当地影响的规范。必须满足ENV1.2质量水平3的要求并提供

文档证明。 
如可证明租户遵守建造材料要求，将得到积极评价。如通过文档证明租户承诺在至少50%的租赁空间内，至少满足质量

水平3的要求，且在租赁空间完工后证明承诺已经执行，则能够得到积极评价。 
 
 
 物流    生产  

 
建筑用途以及其中安装的通风系统会对工业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产生巨大影响。须满足用户职业健康与安全要求。在可

证明内部使用了低排放产品的建筑中，可以预期相对较低的室内空气污染水平。因此，空气测量不仅是室内空气质量的

评估，也是监督规划和设计目标达成情况的有效方法。 
 
对于紧邻工作区域表面的所有产品，都必须申报；，其中尤其是包括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上的油漆、清漆和涂料以及粘

合剂和密封剂。产品申报须基于标准ENV1.2-记录当地影响的规范。必须证明满足ENV1.2质量水平3的要求。尤其是让

租户满足建造材料要求将得到积极评价。 
 
在建筑完工后不超过四周，在随机样本房间执行测量。除了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外，还必须单独量化附录2中列出的

物质，必须确定室内空气中的甲醛浓度。房间的选择必须确保记录内部表面之间的巨大差别。如果房间被分为更小的部

分，则至少在不同房间执行两次测量。对单独一个大厅，须执行一次或多次测量，必须使用该等测量值以及基于该等测

量构件的通风系统，得到与实际污染水平尽可能接近的近似值。必须与认可的实验室协调测量，且必须提交与测量有关

的报告作为证明文档。 
 
基于适用标准（EN ISO 16000-5、ISO 16000-6、ISO 16000-3、美国环境保护署TO-1/TO-15、美国环境保护署TO-17、
美国环境保护署TO-11A和ASHRAE 189.1标准中描述的方法）确定室内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和甲醛含量。 
根据ISO 16000-6附录A的规范，或者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标准方法TO-1/TO-15/TO-17中的表格1，评价总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值。 
 
基于完工后四周内执行的测量，进行比较评估。如果建筑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超过3000µg/m³，或者甲醛含量超

过100µg/m³，（如果使用ASHRAE 189.1标准清单，则分别Wei00µg/m³），或者如果已超过最新版本的II 类指导值或

者规管及咨询值，则建筑无法通过认证。如果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值＜500µg/m³（参考美国环境保护署TO-1/15/17或
ASHRAE 189.1 标准，则分别为300µg/m³或200µg/m³）且甲醛值＜30µg/m³，则建筑得到最大评估分数。如果总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1000µg/m³且甲醛值＜60µg/m³，则实现部分目标值。 
 
评估无指导值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时，必须使用德国联邦环境部通过研究确定的新建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I 类指导值，

见附录1。若测量值比该等比较值高50%以上，则表明在被评估的建筑内，室内空气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水平在统

计上显著高于背景水平。 
 
如果个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浓度显著高于“正常”预期水平，这不会导致建筑被否决，但意味着必须提供测试报告，说

明物质的来源或者包括与衰减行为相关的申报。如果未提供此信息，则不接受测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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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2：室内空气质量——空气交换率 
 
 办公    教育  
 
评估通风率时，可采用多种替代评估方法。对于使用通风系统的机械通风，可根据EN 15251或者分区域流动模拟执行

评估。对于通过开窗的自然通风，可能通过工作场所法规或者分区域流动模拟提供文档证明。 
 
必须根据EN 15251附录B章节“B.1.2基于人员和建筑构件的方法”中的计算规范，评估非住宅建筑的总通风率。人员组成

部分考虑用户的自然汗水以及呼吸引起的二氧化碳污染。总通风率qtot（=每人的空气流速+建筑构件的空气流速）根据

EN 15251定义用户的舒适度。 
 
qtot = n * qP + A * qB （n：人数，A：楼面面积）  
 
其中： 
 
qtot 是房间的总通风率，升/秒； 
n 是针对房间内人数的设计规范，-；  
qP 是占用或者人均使用的通风率，升/秒；  
A 是房间的楼面面积，平方米； 
qB 是基于建筑排放的通风率，升/秒，平方米。 
 
EN 15251中推荐的通风率是基于房间内空气的完全混合。如果空气分布不等同于完全混合，可以对要求的通风率进行

必要的调整。EN 15251中推荐的通风率可以除以通风效率。以下流速值可以应用于通风效率： 
 

 混合通风的通风效率 = 1.0 
 置换通风的通风效率 = 1.3 

 
如果有文档证明已落实的通风出口实现了更高的通风效率，则可应用该数值。 
 
进行建筑构件评估时，将建筑归入以下类别之一：非常低污染、低污染和非低污染。根据EN 15251附录C执行此种归类。 
 
如果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被限制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指标的目标值（50分）内，则可以使用符合EN 15251的“非
常低污染建筑”类别作为附录C的替代方案。通过与指标的部分目标值（25分）对应的室内空气质量，可以达到“低污染

建筑”类别。 
 
如果所有内部材料都满足ENV1.2质量水平4的要求，则可以使用符合EN 15251的“非常低污染建筑”类别作为附录C的替

代方案。通过满足质量水平3的要求可以达到“低污染建筑”类别。 
 
对于自然通风，根据工作场所法规A3.6章节5的规范执行通风评估。可以通过增强通风或者连续通风落实自然通风。 
 
至少必须合理提供以下数值用于评审： 
 

 自然通风系统。 
 具有代表性房间的描述，证明它可以应用于其他房间。 
 符合工作场所法规A3.6（表3.1.3）规定的相对于室内净高的最大允许房间深度。 
 证明开放表面的计算（同时参见工作场所法规A3.6附录中的计算范例）。 

 
作为替代方案，对于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的房间，可提供通过分区域流动模拟计算出通风率的证明文档。用作流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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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信息必须根据SOC1.1指标1和5运行温度执行热模拟所必需的信息相同。必须描述窗扉的空气动力学表面以完成

天然通风模拟。对于手动打开的窗/门，必须选择适当的用户行为边界条件。 
 
要完成通风率的文档证明，必须执行涵盖一整年的模拟，证明二氧化碳浓度随时间的发展变化。在≥95%的使用时间段，

必须符合超过外部空气浓度的最高允许二氧化碳浓度（见EN 15251表B.4）。 
 
必须通过文档明确证明分区域流动模拟的边界条件，例如占用情景、用户的二氧化碳排放、通风要素和横截面、通风行

为。此外，还必须规定模拟中使用的通风开口的空气动力学参数。 
 
 
 住宅  

 
居住者的呼吸、浴室或厨房内形成的水蒸气（湿气和二氧化碳）、设施的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他释放都会或

多或少地污染公寓的室内空气。为了保障公寓内的空气卫生，必须对室内空气进行充分的交换。居住者的数量、建造材

料和设备物品可能产生的排放以及房间内的活动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德国DIN 1946第6部分定义了防止过度潮湿、确

保室内空气卫生的措施。基于DIN 1946第6部分的分类，评估建筑内实现的空气交换率。 
 
空气交换率 
符合DIN 1946第6部分的通风理念：DIN 1946第6部分设定了总外部体积流量的四个不同最低值（数值中包括建筑渗透）。 
 
防潮通风： 
旨在防止建筑内霉菌和受潮损坏的用户独立通风（最低运行），取决于正常使用条件下（部分减少的潮湿负荷；房间温

度）的建筑隔热水平（高隔热：0.3×标称通风；低隔热：0.4×标称通风）。 
 
减少通风： 
满足正常使用条件下暂时空置（潮湿和污染物负荷）的最低室内空气质量要求的使用独立通风（0.7×标称通风）。 
 
标称通风： 
为确保建筑保护、满足规划用途的卫生和健康要求（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通风（1.0×标称通风）。此种水平是机械通风

设计的基础。 
 
如果采用基于建筑渗透的用户独立通风未实现防潮所必需的通风风量，就必须采用DIN 1946-6定义的以下通风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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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根据括号内提供的数值完成设计。 
DIN 1946第6部分表5和6可用作单项总外部流速值的指标。根据DIN 1946第6部分表7或者德国DIN 18017第3部分定义

总抽气流速。 
 
住宅通风的不同系统在规划可靠性、能源效率和使用舒适性方面有不同性质。用户的影响因素只发挥次要作用。 
 
 
 酒店  
 
办公和酒店房间 
评估通风率时，可采用多种替代评估方法。对于使用通风系统的机械通风，可根据EN 15251或者分区域流动模拟执行

评估。对于开窗通风，可能通过工作场所法规或者分区域流动模拟提供文档证明。 
 
必须根据EN 15251附录B章节“B.1.2基于人员和建筑构件的方法”中的计算规范，评估总通风率。人员组成部分考虑用户

的自然汗水以及呼吸引起的二氧化碳污染。总通风率qtot（=每人的空气流速+建筑构件的空气流速）根据EN 15251定义

用户的舒适度。 
 
qtot = n * qP + A * qB （n：人数，A：楼面面积） 
 
其中： 
qtot 是房间的总通风率，升/秒； 
n 是针对房间内人数的设计规范，-；  
qP 是占用或者人均使用的通风率，升/秒；  
A 是房间的楼面面积，平方米； 
qB 是基于建筑排放的通风率，升/秒，平方米。 
 
EN 15251中推荐的通风率是基于房间内空气的完全混合。如果空气分布不等同于完全混合，可以对要求的通风率进行

必要的调整。EN 15251中推荐的通风率可以除以通风效率。以下流速值可以应用于通风效率： 
 

 混合通风的通风效率 = 1.0 
 置换通风的通风效率 = 1.3 

 
如果有文档证明已落实的通风出口实现了更高的通风效率，则可应用该数值。 
 
进行建筑构件评估时，将建筑归入以下类别之一：非常低污染、低污染和非低污染。根据EN 15251附录C执行此种归类。 
如果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被限制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指标的目标值（50分）内，则可以使用符合EN 15251的“非
常低污染建筑”类别作为附录C的替代方案。通过与指标的部分目标值（25分）对应的室内空气质量，可以达到“低污染

建筑”类别。 
对于自然通风，根据工作场所法规A3.6章节5的规范执行通风评估。可以通过增强通风或者连续通风落实自然通风。 
 
至少必须合理提供以下数值用于评审： 
 

 自然通风系统。 
 具有代表性房间的描述，证明它可以应用于其他房间。 
 符合工作场所法规A3.6（表3.1.3）规定的相对于室内净高的最大允许房间深度。 
 证明开放表面的计算（同时参见工作场所法规A3.6附录中的计算范例）。 

 
作为替代方案，对于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的房间，可提供通过分区域流动模拟计算出通风率的证明文档。用作流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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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信息必须根据SOC1.1指标1和5运行温度执行热模拟所必需的信息相同。必须描述窗扉的空气动力学表面以完成

天然通风模拟。对于手动打开的窗/门，必须选择适当的用户行为边界条件。 
 
要完成通风率的文档证明，必须执行涵盖一整年的模拟，证明二氧化碳浓度随时间的发展变化。在≥95%的使用时间段，

必须符合超过外部空气浓度的最高允许二氧化碳浓度（见EN 15251表B.4）。 
 
必须通过文档明确证明分区域流动模拟的边界条件，例如占用情景、用户的二氧化碳排放、通风要素和横截面、通风行

为。此外，还必须规定模拟中使用的通风开口的空气动力学参数。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根据EN 15251，基于建筑和人员组成部分设计非住宅建筑的通风率。 
必须根据EN 15251附录B“室内空气质量和通风率标准的基础”中的计算规范，评估非住宅建筑的总通风率。人员组成部

分考虑用户的自然汗水以及呼吸引起的二氧化碳污染。总通风率qtot（=每人的空气流速+建筑构件的空气流速）根据EN 
15251定义用户的舒适度。 
 
qtot = n * qP + A * qB （n：人数，A：楼面面积） 
 
其中： 
qtot 是房间的总通风率，升/秒； 
n 是针对房间内人数的设计规范，-；  
qP 是占用或者人均使用的通风率，升/秒；  
A 是房间的楼面面积，平方米； 
qB 是基于建筑排放的通风率，升/秒，平方米。 
 
EN 15251中推荐的通风率是基于房间内空气的完全混合。如果空气分布不等同于完全混合，可以对要求的通风率进行

必要的调整。 
 
EN 15251中推荐的通风率可以除以通风效率。以下流速值必须应用于通风效率： 
 

 混合通风的通风效率 = 1.0 
 置换通风的通风效率 = 1.3 

 
如果有文档证明已落实的通风出口实现了更高的通风效率，则可应用该数值。 
必须根据“推荐通风率范例”（EN 15251:2012附录B表B3）表，在一类到三类范围内，对由人员造成的通风率执行评估。

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适用的建筑构件，即由建筑本身造成的污染。 
总通风率以及由人员引起的通风率必须根据NSC15_SOC1.2工具提供证明文档。 
 
租赁空间和商场空间的通用规范： 
租赁空间和商场空间须分别评估。以下基本原则适用于两种空间： 
 
EN 15251包含百货公司占用率的推荐值（每人7平方米），但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能偏离该等推荐值。对各种建

筑类型的研究表明，在实践中，一般都无法实现该占用率。有鉴于此，出于DGNB认证之目的，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

确定占用率： 
 

 应用可靠的具体项目预测值（要求以下数据：每日客流量、平均逗留时长、开放时间） 
 归入指定的典型类别之一（折扣店、全程供应商、DIY商店）；审计师向DGNB推荐归类并提供合理的

证明。归类必须经过DGNB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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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提供任何信息：根据EN 15251表B.2应用每人7平方米的守恒值。 
 
情况1和2必须应用NSC15_SOC1.2工具。在此工具中输入日客流量、平均逗留长度和开放时间。此外，考虑到高峰期，

工具中的平均逗留长度要应用100%的安全裕度。此过程考虑上述参数，计算适用于评估的人数。 
 
此外，在所有案例（1到3）中，为了将建筑构件纳入考虑范围，必须基于具体项目，进行“非常低污染”、“低污染”或“污
染”建筑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上按照EN 15251附录C执行。 
 
对于DGNB证明文档，可基于作为替代方案的标准ENV1.2，进行“非常低污染”或“低污染”建筑的分类。标准ENV1.2中定

义的质量水平4对应非常低污染建筑；质量水平3对应低污染建筑；质量水平1和2对应非低污染建筑。 
假设在进行项目规划时，考虑到了建造材料的合理选择。此外，使用ENV1.2中未考虑的建造材料时，必须确保它们不

会对室内空气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租赁空间无法提供文档证明其限制了建造材料的排放（参考指标1），则该等区

域必须被归类为“非低污染”。 
 
租赁空间溢流： 
针对从商铺或租赁空气进入到商场的空气溢流，如果建筑理念中做出了规定并努力确保卫生的空气交换，则其也可以应

用于评估中。有鉴于此，应在工具中输入所有商铺的相关数据（空气流速、消费者等）。考虑到商铺内的预期通风质量

（一类到四类），工具自动计算仍有多少可用的“新鲜”空气，并向商场提供此数字（见“新鲜空气比例”、“商场溢流”）。

此种溢流必须提供合理的证明文档，且相应地，必须考虑租赁空间内所使用空气的（部分）抽吸（例如：如果向租赁空

间内引入了100,000m³/小时的供应气体，其中70,000m³/小时是抽吸到商场中，剩余的抽吸到店铺中，则必须在工具中

输入“70%”的数字）。 
 
 
 物流    生产  

 
根据工作场所法规A3.6执行通风评估。 
对于机械通风，外部空气流的设计必须确保能够可靠地去除负荷（物质、潮湿负荷、热负荷），且二氧化碳浓度不会超

过百万分之1000。 
 
对于自然通风，必须通过文档证明以满足工作场所法规A3.6的要求（例如符合工作场所法规表格3规定的最大房间深度）。

开放表面的尺寸设计须确保其满足连续通风或增强通风的要求。 
 
或者，在采用自然通风的情况下，允许通过分区域建筑模拟证明负荷可去除，且二氧化碳浓度不会超过百万分之1000。 
对于自然和机械通风，必须确保外部空气的污染不会达到不允许程度，且不会受到以下各项的显著负面影响，例如抽取

或者室内空气通风系统排出的空气、繁忙的交通或者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如果工作区域的室内空气质量受到额外负荷（例如物质、潮湿负荷或热负荷）的负面影响，则必须通过文档证明已落实

适当的措施，确保根据工作场所法规A3.6达到充分的空气质量。 
 
如果开展任务的工位涉及危险物质或可能危害员工的生物制剂，针对由该等工位内物质造成的危险，可根据德国危险物

质法令或者德国生物制剂法令落实相关规定，包括相应的技术规定。 
 
通过以下措施可以获得适当的通风水平，例如： 
 

 创设自然通风理念。对于根据工作场所法规A3.6要求连续通风的通风表面，至少要通过传感器（例如二

氧化碳传感器）实现通风表面的机动化和自动运行。 
 可由用户操作（例如步进开关）或者通过传感器（例如二氧化碳传感器）自动调整机械通风的新鲜空气

流速，以满足当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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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以下方式，通过文档证明已超出卫生方面要求的最低空气交换率且至少超过20%：首先，必须确定由人员排放

造成的物质负荷、建筑和工业过程。这些必须用作确定必要空气量或者自然通风横截面的依据。为了完成目标值的文档

证明，必须在至少95%工位，将该等数值提高20%。 
 
 
通过开窗自然通风  
工作场所法规A的要求 
通风系统  相对于房间净高（h）的最大允许房间深度 [m]  确保最低空气交换的开放表面 

针对连续通风 

[m
2
/ 现场人数]  

针对冲击通风 

[m
2
/10 m

2
 楼面面积] 

1. 单向通风* 房间深度 = 2.5 x h 
（h＞4 米时：最大空间深度=10 米） 
（假定的横截面空气速度=0.08 米/秒） 

0,35  1,05  

2. 对流通风* 房间深度 = 5.0 x h 
（h＞4 米时：最大空间深度=20 米） 
（假定的横截面空气速度=0.14 米/秒） 

0,20  0,60  

系统 1：通过外墙的单面通风。系统 2：从外墙到墙或者从外墙到屋顶的横向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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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必须提供全面且合理的证据，支持各项指标的分数分配。 
 
指标1：室内空气质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确定挥发性到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的水平 
 确认进行测量的选定房间和测量时间（确认模板见附录1） 
 各装修类型在房间总数中的占比 
 执行测量机构（分析实验室/测量机构）的资格认证，包括与名称、经营场址、法人实体相关的详情以

及资格认证证书的复印件。 
 

 
 
指标1.2：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减少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排放以及健康和福祉 
 

 平面图/总平面图 
 照片 
 已落实措施的说明 

 
 
指标2：室内空气质量——空气交换率 
 

 根据EN 15251对人员引起的空气交换率进行的评价 
 符合工作场所法规的证明文档 
 完成分区域流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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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验证文件的模板 
 
 
确认进行测量的选定房间和测量时间（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由审计师或委派专家确认已根据标准中所列要求，测量了室内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我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确认在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中的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选择进行室内空气测量的房间的室内装修对应于建筑中可见的主要装修类型，该等房间因此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用来确定已安装建造材料和建造产品可能对室内空气造成的污染。 
 
 
执行测量房间的选择依据是标准中的表1。已针对在建筑房间总数中占比超过10%的所有装修类型执行了测量。 
我们确认任何情况下，样本收集工作都是在取样房间完工后的四周内执行。 
 
 
 
 
日期   审计师或指定专家的签名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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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和落实室内空气测量的指导方针，必要的证明文档： 
 
1  规定房间装修类型的相关内部表面 

 地板覆盖物类型，含系统结构详情（未完成地板上边缘之上） 
 墙壁覆盖物，相关的镶板、隔断墙系统等 
 天花板表面，例如吸声天花板，含涂料类型 
 天花板篷 
 门类型（木材、塑料、金属、清漆表面等） 
 室内窗户表面（清漆、金属、塑料等） 

 
2  测量条件/测量仪器： 

 根据EN ISO 16000-5或ASHRAE 189.1取样之前和取样过程中的房间调节 
 提交通风报告，例如根据EN ISO 16000-1附录D“室内空气测量中应记录信息的指导方针”中的模板 
 根据ISO 16000-3或美国环境保护署TO-11A使用DNPH采样管进行甲醛取样， 
 根据ISO 16000-6或美国环境保护署TO-1使用Tenax TA吸附管进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取样，或者根

据美国环境保护署TO-17使用吸附管取样，或者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TO-15使用取样桶取样。 
 请注意：与实验室协调执行取样，对取样器没有特殊要求——除了上文提及的申报以外。 

 
3  执行测量机构（分析实验室/测量机构）： 

 执行测量机构的资格认证文档，包括与名称、经营场址、法人实体相关的详情以及相关标准和方法资格

认证证书的复印件。 
 
4  实验室报告/测量报告： 

 根据以下标准确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ISO 16000-3/美国环境保护署TO-11A/ ASTM标准方法D 5197 = 甲醛分析要求 
ISO 16000-6/美国环境保护署TO-1/15/17 =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要求 

 单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值（附录2或附录3中新建筑基准值中所有物质的量化） 
 单项数值与II 类指导值规管及咨询值和新建筑基准值的比较，采用适当的表格形式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甲醛的规范 

 
5  测量结果的评估： 

 总结报告/专家报告 
 如果超过了新建筑基准值、Heals数值和I 类指导值，与来源或衰减行为相关的声明 
 符合标准的测量结果的评估（使用最差值进行评估。不得使用中间值）。 

 
6  负责报告的人员： 
不同项目的责任区域可能不同；一种可能的责任分配是： 

 标准的说明：审计师 
 房间内装修类型的确认和规范：审计师/专家 
 第2点和第5点：专家 
 第3点和第4点：分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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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新建筑基准值——针对作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量一部分的单项物质的评估 
 
 

CAS编号  物质名称  新建建筑基准值
[µg/m³]  一类指导值 

[µg/m³]  二类指导值 
[µg/m³] 

57-55-6   1,2-丙二醇（propane-1,2-diol）  95 

 

 

 

 

107-98-2   
丙二醇单甲醚 
（1,2-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1-methoxy-2propanol） 

  1000 10,000 

1569-02-4  
1-乙氧基-2-丙醇 
（2-Propylene glycol-1-ethyl ether）   300 3000 

57018-52-7  
1-叔丁氧基-2-丙醇 
（2-Propylene glycol-1-tert-butyl ether）   300 3000 

  默认值：无充分数据的乙二醇醚   
0.005 ml/m³ (v)  
(=0.05 ppm) 

0.05 ml/m³ (v) 
(=0.005 ppm) 

71-36-3   正丁醇（1-Butanol）   700 2000 

872-50-4   
1-甲基-2-吡咯烷酮 
（1-Methyl-2-pyrrolidone）   100 1000 

96-29-7   甲基乙基酮肟（Butanone oxime）   20 60 

104-76-7   2-乙基己醇（2-Ethylhexanol）   100 1000 

112-25-4   
2-（正己氧基）乙醇 
（2-Hexoxyethanol）   100 1000 

57018-52-7   
1-叔丁氧基-2-丙醇 
（2-Propyleneglycol-1-tert-butyl ether 
（2PG1tBE）） 

  300 3000 

75-07-0   乙醛（Acetaldehyde）   100 1000 

组  醛类C4到C11（饱和、无环、脂肪族）   100 1000 

组   烷基苯C9-C15   1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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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新建建筑基准值
[µg/m³]  

一类指导值 
[µg/m³]  

二类指导值 
[µg/m³] 

80-56-8   α-蒎烯（alpha-Pinene（bicylic terpene））  200 

 

 

 

 

100-52-7   苯甲醛（Benzaldehyde）   20 200 

100-51-6   苯甲醇（Benzyl alcohol）   400 4000 

123-72-8   丁醛（Butanal）  70   

Group   C9–C14-烷烃/异烷烃（低芳烃含量）   200 2000 

75-09-2   二氯甲烷（Dichloromethane）   200 2000 

111-96-6   
二乙二醇二甲醚 
（Diethylene glycol dimethyl ether） 

  30 300 

111-77-3   
二乙二醇单甲醚 
（Dieth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2000 6000 

112-34-5   
二乙二醇单丁醚 
（Di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400 1000 

111-90-0   
二甘醇单乙醚（Diethylene glycol monoethyl 
ether, ethyldiglycol）   700 2000 

84-66-2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Diethyl phthalate）  5   

34590-94-8   
二丙二醇单甲醚 
（Di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2000 7000 

105-60-2   己内酰胺（Epsilon-Caprolactam）  5   

64-19-7   醋酸（Acetic acid）  116   

141-78-6   乙酸乙酯（Ethyl acetate）   600 6000 

100-41-4   乙基苯（Ethyl benzene）   200 2000 

111-76-2   
乙二醇丁醚 
（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1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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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新建建筑基准值
[µg/m³]  

一类指导值
[µg/m³]  

二类指导值
[µg/m³] 

112-25-4  
2-（正己氧基）乙醇 
（Ethylene glycol hexyl ether）   

 

100 

 

1000 

112-07-2   
乙二醇丁醚醋酸酯 
（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acetate）   200 2000 

110-80-5   
乙二醇单乙醚 
（Ethylene glycol monoethyl ether, 
2-Ethoxyethanol） 

  100 1000 

111-15-9   
乙二醇乙醚乙酸酯 
（Ethylene glycol monoethyl ether acetate）   200 2000 

109-86-4   
乙二醇单甲醚（Eth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2-Methoxyethanol）   20 200 

122-99-6   
乙二醇苯醚 
（Ethylene glycol monophenyl ether  
（EGMP, 2- Phenoxyethanol）） 

  30 300 

98-01-1   糠醛（Furfural）   10 100 

Group   甲酚   5 50 

138-86-3   柠檬烯（Limonene）  1000   

78-93-3   
甲基乙基酮 
（Methyl ethyl ketone, ethyl methyl ketone）  290   

108-10-1   
甲基异丁基甲酮 
（Methyl isobutyl ketone）   100 1000 

Group   单环单萜（铅物质柑橘柠烯）   1000 10,000 

Group   萘和与萘类似的化合物   10 30 

123-86-4   
醋酸丁酯 
（n-Butyl acetate）  60   

124-19-6   壬醛（Nonan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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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新建建筑基准值
[µg/m³]  

一类指导值 
[µg/m³]  

二类指导值 
[µg/m³] 

124-07-2   辛酸（Octanoic acid）  20     

108-95-2   苯酚（Phenol）   

 

20 

 

200 

1569-02-4   
丙二醇单乙醚（Propylene glycol monoethyl 
ether）   300 3000 

100-42-5   苯乙烯（Styrene）   30 300 

Group   双环萜烯（铅物质？-蒎烯）   200 2000 

127-18-4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ene）  5   

108-88-3   甲苯（Toluene）   300 3000 

组   环状二甲基聚硅氧烷D3-D6（总指导值）   400 4000 

94-47-6; 
108-38-3; 
106-42-3; 
1330-20-7 

 总二甲苯（Total xylenes）    100  800 

75-29-6  2-氯丙烷（2-Chloropropane）    800  8000 

 
与新建筑基准值（附录2）证明文档相关的信息，包括I 类指导值：根据ISO 16000-6，使用Tenax TA吸附管及指定的分

析方法，所有列示的化合物和组别均可检测出来，且有足够的确定性水平。对于能够实现更高检测确定性的部分化合物，

有其他可用的文档证明过程，但使用Tenax吸附管可以实现的测定下限低于适用的新建筑基准值/I 类指导值，留有足够

安全的余量。 

* 根据德国室内指导值委员会发布的新衍生指导方针，定期更新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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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进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量时，各单项物质评估的参考浓度（RfC）和规管值： 
 
 

CAS编号  物质名称  
ASHRAE 

189.1 基准值 
[µg/m³] 

 
健康数值4 
(非癌症) 
[µg/m³] 

 规管及咨询值5 
[µg/m³] 

79-34-5  
1,1,2,2-四氯乙烷 
（1,1,2,2-Tetrachloroethane；
C2H2C14） 

   

 

3000 

 

3.500 

79-00-5  
1,1,2-三氯乙烷 
（1,1,2-Trichloroethane；
C2H3C13） 

   400 4.500 

57-14-7  
1,1-二甲基肼 
（1,1-Dimethylhydrazine；
C2H8N2） 

   1 15 

120-82-1  
1,2,4-三氯苯 
（1,2,4-Trichlorobenzene；
C6H3C13） 

   200 4.000 

96-12-8  
1,2-二溴-3-氯丙烷 
（1,2-Dibromo-3-chloropropane；
C3H5Br2C1） 

   1 10 

106-88-7  
1,2-环氧丁烷 
（1,2-Epoxybutane  
（1,2-butylene oxide）；C4H8O） 

   20 590 

75-55-8  
2-甲基氮丙啶（1,2-Propyleneimine 
（2methylazindine）；C3H7N）    46 460 

542-75-6  
1,3-二氯丙烯（1,3-Dichloropropene
；C3H4C12（cis））    20 1.000 

106-46-7  
1,4-二氯苯（1,4-Dichlorobenzene（
p-）；C6H4Cl2） 

 800 800 6.000 

123-91-1  
1,4-二氧六环（1,4-Dioxane（1,4 
Diethylene oxide）；C4H8O2） 

 3000 30 3.600 

540-84-1  
2,2,4-三甲基戊烷（2,2,4-Trimethyl 
pentane；C8H18）    350 35.000 

 
4 健康数值为源自于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开发的动物试验或风险评估的毒理数值。 
5 规管值是融入政府法规的数值，而咨询值是政府或其他机构作为建议提供的非规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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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ASHRAE 

189.1 基准值
[µg/m³] 

健康数值 
(非癌症) 
[µg/m³] 

规管及咨询值 
[µg/m³] 

79-46-9  
2-硝基丙烷 
（2-Nitropropane；C3H7NO2） 

   20 9.000 

75-05-8  
乙腈（Acetonitrile（cyanomethane
）；C2H3N） 

   60 7.000 

98-86-2  
苯乙酮 
（Acetophenone；C8H8O）    490 3.200 

107-02-8  
丙烯醛 
（Acrolein（2-propenal）； 
C3H4O） 

   1 25 

79-06-1  丙烯酰胺（Acrylamide；C3H5NO）    1 30 

79-10-7  丙烯酸（Acrylic acid；C3H4O2）    1 300 

107-13-1  
丙烯腈 
（Acrylonitrile（2-propenenitrile）；

C3H3N） 
 5 5 430 

62-53-3  
苯胺（Aniline（aminobenzene）；

C6H7N）    1 1.900 

71-43-2  
苯 
（Benzene；C6H6）  60 30 320 

100-44-7  
氯化苄（Benzyl chloride（
achlorotoluene）；C7H7C1）    22 220 

57-57-8  
丙醇酸丙酯（Beta-Propiolactone；
C3H4O2） 

   15 150 

542-88-1  
双-（氯甲基）醚（Bis（chloromethyl
）ether；C2H4C12O） 

  0.5 3 

75-25-2  
三溴甲烷（Bromoform（

tribromomethane）；CHBr3）    50 500 

56-23-5  
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CC14）  40 40 1.200 

120-80-9  
邻苯二酚（Catechol（
o-hydroxyphenol）；C6H6O2）    2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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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ASHRAE 

189.1 基准值 
[µg/m³] 

健康数值 
(非癌症) 
[µg/m³] 

规管及咨询值 
[µg/m³] 

79-11-8  
一氯乙酸（Chloroacetic acid；
C2H3C1O2） 

   42 190 

108-90-7  
氯苯 
（Chlorobenzene；C6H5C1） 

 1000 1000 8.000 

67-66-3  
三氯甲烷 
（Chloroform；CHC13）  300 150 300 

126-99-8  

氯丁二烯 
（Chloroprene（
2-chloro-1,3butadiene）； 
C4H5C1） 

   20 400 

1319-77-3 , 
95-48-7, 108-39-4, 
106-44-5 

 
甲苯基酸 
（甲酚异构体混合物）；C7H8O 

   

 

4 

 

50 

98-82-8  
异丙苯 
（Cumene（isopropylbenzene）；

C9H12） 
   400 4.000 

111-44-4  

2,2'-二氯乙醚 
（Dichloroethyl ether  
（BIS（2Chloroethyl）Ether）；

C4H8C12O） 

   100 300 

77-78-1  
硫酸二甲酯（Dimethyl sulfate；
C2H6O4S） 

   5 50 

79-44-7  
二甲氨基甲酰氯（Dimethylcarbamyl 
chloride；C3H6C1NO）    2 7 

106-89-8  

环氧氯丙烷 
（Epichlorohydrin （
l-chloro-2,3epoxy propane）；

C3H5C1O） 

 3 3 1.000 

140-88-5  
烯丙酸乙酯 
（Ethyl acrylate；C5H8O2）    5 2.000 

100-41-4  
乙基苯 
（Ethylbenzene；C8H10）  2000 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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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ASHRAE 

189.1 基准值 
[µg/m³] 

健康数值 
(非癌症) 
[µg/m³] 

规管及咨询值 
[µg/m³] 

106-93-4  
二溴化乙烯（Ethylene dibromide（
1,2dibromoethane）；C2H4Br2） 

   1 30 

107-06-2  
二氯乙烷（Ethylene dichloride（
1,2dichloroethane）；C2H4C12） 

   400 2.000 

107-21-1  
乙二醇（Ethylene glycol；C2H6O2
）  400 400 10.000 

75-34-3  
亚乙基二氯 
（Ethylidene dichloride（
1,1dichloroethane）；C2H4C12） 

   500 5.000 

50-00-0  甲醛（Formaldehyde；CH2O）  336 9 100 

87-68-3  
六氯丁二烯（Hexachlorobutadiene
；C4C16）    90 240 

67-72-1  
六氯乙烷（Hexachloroethane；
C2C16）    

 

80 

 

1.000 

110-54-3  己烷（Hexane；C6H14）  7000 200 18.000 

78-59-1  异佛尔酮（Isophorone；C9H14O）  2000 12 11.000 

67-63-0  异丙醇（Isopropanol；C3H8O）  7000  320  2.450 

67-56-1  甲醇（Methanol；CH4O）     4000  10.000 

71-55-6  
1,1,1-三氯乙烷（Methyl chloroform
（1,1,1 trichloroethane）；

C2H3C13） 
 1000  1000  6.800 

78-93-3  
2-丁酮（Methyl ethyl ketone（
2butanone）；C4H8O）     1000  5.900 

108-10-1  
甲基异丁基甲酮（Methyl isobutyl 
ketone（hexone）；C6H12O） 

    80  2.000 

 
6 如果使用美国环境保护署TO-11A方法进行测量，则甲醛的门槛值可以设定为100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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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ASHRAE 

189.1 基准值 
[µg/m³] 

 
健康数值 
(非癌症) 
[µg/m³] 

 规管及咨询值 
[µg/m³] 

80-62-6  
甲基丙烯酸甲酯（Methyl 
methacrylate；C5H8O2） 

    320  2.040 

1634-04-4  
甲基叔丁基醚（Methyl tert-butyl 
ether；C5H12O） 

 8000  3000  14.500 

60-34-4  
一甲肼（Methylhydrazine；CH6N2
）     2  20 

108-38-3  间二甲苯（m-Xylene；C8H10）     240  2.600 

91-20-3  萘（Naphthalene）  9  9  5.000 

121-69-7  
N,N-二甲基苯胺（

N,N-Dimethylaniline；C8H11N）     25  2.500 

68-12-2  
N,N-二甲基甲酰胺（

N,N-Dimethylformamide；C3H7NO
） 

 80  30  3.000 

98-95-3  
硝基苯（Nitrobenzene；C6H5NO2
） 

    2  500 

95-48-7  
邻甲苯酚（o-Cresol（2-Methylphenol
）；C7H8O） 

    100  2.200 

95-47-6  邻二甲苯（o-Xylene；C8H10）     80  900 

108-95-2  苯酚（Phenol；C6H6O）  200  6  1.900 

78-87-5  
氯化丙烯;（Propylene dichloride（
1,2dichloropropane）；C3H6C12） 

    4  3.500 

107-98-2  
丙二醇单甲醚（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7000  2000  20.000 

106-42-3  焦化二甲苯（p-Xylene；C8H10）     80  900 

96-09-3  
氧化苯乙烯（Styrene oxide；
C8H8O）     6  1.900 

100-42-5  苯乙烯（Styrene；C8H8）  900  1000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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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编号  物质名称  
ASHRAE 

189.1 基准值 
[µg/m³] 

 
健康数值 
(非癌症) 
[µg/m³] 

 规管及咨询值 
[µg/m³] 

127-18-4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Perchloroethylene）；C2C14） 

 35  40  1.700 

108-88-3  甲苯（Toluene；C7H8）  300  5000  7.500 

79-01-6  
三氯乙烯 
（Trichloethylene；C2HC13）  600  500  6.000 

121-44-8  
三乙胺 
（Triethylamine；C6H15N）     7  1.900 

108-05-4  
醋酸乙烯酯 
（Vinyl acetate；C4H6O2）  200  200  1.500 

1330-20-7,95-47-6, 
108-38-3, 106-42-3 

 
二甲苯 
（同分异构物和混合物；C8H10） 

 700  400  4.350 

 
** 这份清单列出了TO-1/15/17测量标准规定的72种化合物，更贴近美国环境保护署8260的目标清单，但这份清单可以

扩展到100种化合物。在相关实验设备可用性受限的某些情况下（针对某些地区或国家），可以缩短测量化合物清单。

在此情况下，在系统适应阶段，必须向DGNB通报测量程序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并与DGNB达成一致。 
 
 
“健康数值”描述： 
绝大多数健康数值指的是美国环境保护署参考浓度（RfC）和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署（CalEPA）参考暴露水平。 
参考浓度或RfC是一个人类（包括敏感子群体）连续吸入暴露的预测值（不确定性可能跨越一个数量级），在此数值上，

整个寿命周期内很可能不会产生可感知的有害影响风险。通常用于美国环境保护署的非癌症健康评价中。 
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署（CalEPA）确立了慢性参考暴露水平。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署的参考暴露水平是一个浓度，

在此浓度或此浓度之下不太可能发生负面健康影响。 
 
“规管及咨询值”描述： 
规管值指的是职业安全健康局的容许暴露限值（OSHA PEL），以时间加权的平均值表述——在平均每天8小时或每周

40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内，大多数工人接触此种物质浓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大多数咨询值指的是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的门槛限值（ACGIH TLV），以时间加权平均数表述——大多数工人可

以暴露而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物质浓度，以及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的8小时或10小时时间加权平均暴露限

值（NIOSH REL）。 
（已按照气味门槛值、慢性暴露水平和未观察到有害作用的计量（NOAEL）纠正了所有“规管及咨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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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3 

声学舒适性 

 
目的 

目的是实现符合预期用途的室内声学条件，确保适当的用户舒适性。 
 
 
成效 

良好的声学条件是确保生产率和用户舒适性的重要要求。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提升心理健康   3.1.a/b 健康与食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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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没有提高任何要求严格性的计划。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酒店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  
 物流   生产   

2.0% 
2.7% 
2.9% 
0.0%  

2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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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了实现适当的用户舒适性，在混响时间内，应根据房间的用途评估房间的声学舒适性。此外，如果已落实了指标1-5
中列示的所有措施，并已通过测量完成验证，则可获得“2030年议程加分”。在此标准中，总共可以获得130分，但实际

上可授予的总分仅为100分，或者算上加分，最大为110分。 
 
评估计算方法： 
 
此标准的评估允许使用两个不同计算方法。两种情况下，至少必须有95%的代表性房间满足评估的质量水平。 
 
计算方法1：根据DIN 277-1，基于可用面积的实际比例（NUF）（R）进行加权评估（关于面积的详细描述见文件：“DGNB
体系的评估与结构”章节“术语与定义”，[T&D_04]）；每一指标按照用于相关用途的面积百分比加权；可能获得的最大评

估分数是基于实际可用、执行评估的房间。 
 
计算方法2：无面积比例分配的简化方法，根据指标的分配分数。 
 
 

编号  指标        分值 

           

1  规划过程中制定的声学理念  
   办公    教育    酒店   

1.1  室内声学理念  
  与整体设计相匹配的室内声学设计 20 
    

           

2  面积40平方米以下的个人办公室和多人办公室  
2.1  满足混响时间要求  

   办公    

 
最高 20 

无家具设备空置状态下混响时间  𝑇𝑇（单位：秒）的算数平均值  
（倍频带125赫兹到4000赫兹）  

   1.0 < 𝑇𝑇 ≤ 1.5  10 
  0.8 < 𝑇𝑇 ≤ 1.0  15 
    𝑇𝑇 ≤ 0.8  20 
   

  
 

   教育    酒店  

 
 最高 10 

   无家具设备空置状态下混响时间 𝑇𝑇（单位：秒）的算数平均值  
 （倍频带125赫兹到4000赫兹下混响时间的算数平均值）  

  

     
   1.0 < 𝑇𝑇 ≤ 1.5  5 
  0.8 < 𝑇𝑇 ≤ 1.0  7.5 
    𝑇𝑇 ≤ 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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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积大于40平方米的多人办公室  
3.1  满足混响时间要求  

   办公    最高 30 
   

无家具设备空置状态下A/V比例  VA /  

（单位：M-1）的算数平均值  

（倍频带125赫兹到4000赫兹）  

 无家具设备空置状态下混响时间  T  

（单位：秒）的算数平均值  

（倍频带125赫兹到4000赫兹）  

 

0.16 < 𝐴𝐴 𝑉𝑉⁄  ≤ 0.2  0.8 < 𝑇𝑇 ≤ 1.0 

 

≥ 0.2  ≤ 0.8 

 

 
 
 
 
 
 
 
 

15 
 
 
 

30 
    
   教育    酒店  最高 10 
   

无家具设备空置状态下A/V比例  VA /  

（单位：M-1）的算数平均值  

（倍频带125赫兹到4000赫兹）  

 无家具设备空置状态下混响时间  T  

（单位：秒）的算数平均值  

（倍频带125赫兹到4000赫兹）  

 

0.16 < 𝐴𝐴 𝑉𝑉⁄  ≤ 0.2  0.8 < 𝑇𝑇 ≤ 1.0 

   
  

 
 
 
 
 
 

5 

  
≥ 0.2  ≤ 0.8 

 

10 
    

Re 3  可能的加分 + 最高 10   
  考虑到开放办公室结构中天花板上的吸声区域，或者在采用地板到天花板房间隔板的情况下，考虑

天花板和房间隔板上的吸声区域： 
 

   天花板和/或地板到天花板房间隔板（适用情况下）上的平均等效吸声区域的30% 5 
   天花板和/或地板到天花板房间隔板（适用情况下）上的平均等效吸声区域的70% 10 

    
           

4  满足DIN 18041:2016-03（房间组别A1-A5）及语言清晰度方面特殊要求的房间 
（例如会议室、讨论室或教室） 

 

   办公    酒店  最高 20 
4.1  满足混响时间要求 Ttarget  

   已通过文档证明所有房间都满足DIN 18041:2016-03的要求。见附件1 +10 
   
满足包容性要求  

 

   考虑符合DIN 18041:2016-03的包容性用途（教学/沟通包容性、演讲/讲座包容

性）。见附件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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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最高 30 
  满足混响时间要求 Ttarget  
   已通过文档证明所有房间都满足DIN 18041:2016-03的要求。见附件1 +15 

  满足包容性要求   
   考虑符合DIN 18041:2016-03的包容性用途（教学/沟通包容性、演讲/讲座包容

性）。见附件1 
+15 

    
   办公    教育    酒店   

Re 4  可能的加分 10 
  进行开放式办公室的详细声学模拟，或者对面积≥500 立方米的 A 类房间中开放式办公室和房间的

其他室内声学参数进行的评估 
 

    
           

5  具有满足DIN 18041:2016-03（建筑用途B3-B5）及降噪和/或室内声学舒适性特殊要求的推荐值

的房间（例如食堂、图书馆或休息室） 
 

5.1  满足250-2000赫兹频率范围内A/V比例的推荐值  
   办公    10 
   教育    30 
   酒店  40 
  见附件1 

 
 

           

6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 减压、健康和福祉   +10 
6.1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的目的是减少过早死亡、促进健康和福祉。 

降噪：指标2-5最低达到参考值，已落实并通过测量确认。基于此，建筑内可能实现高

声学质量水平，为建筑用户带来高声学舒适性。这样可以将有害的噪音降至最低，为

长久、长期的用户性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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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与混响时间和声学区域相关的信息可以当作用于通报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根据室内声学级别评估 [s] 

      
           

KPI 2  混响时间的平均值（不同房间有差别） [s] 

      
           

KPI 3  平均等效吸音区域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与建筑运营认证体系中的标准9.1有很大的相似性。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中的标准SOC1.3有很大的相似性。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与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中的标准SOC1.3有很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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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取决于房间的大小和用途，须采取不同措施实现良好的声学条件。在设计用于口头交流的房间内，焦点应该放在说话

者位置和听众位置之间的良好语言清晰度。在呼叫中心和餐厅，要优先实现第背景噪音水平和良好的短距离语言清晰

度。在音乐室内，要优先提升整个房间内的音乐体验。为了实现符合房间用途的良好室内声学条件，须满足DGNB标
准中描述的不同要求。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基于不同房间类型，通过多个单项指标评估声学舒适性。评估的依据是DIN 18041:2016-03“室内声学质量”规范，或

者可以应用当地标准。 
 
如果执行了详细的声学模拟，则可以得到标准的附加分数。 
 
评估声学舒适性时，指标中规定的房间与分析有相关性（DIN 18041：2016-03：A组和B组房间，符合室内声学级别

A、B和C的个人办公室和多人办公室。任何其他允许的替代证明方案在相关指标中列示。 
 
 
指标1：规划过程中制定的声学理念 
 
指标1.1：室内声学理念 
用途不同，房间的声学要求也会不同。必须谨慎规划以确保达到具有成本效益、贴合特定用途的良好室内声学条件。

因此，目的是在规划过程中尽早制定声学设计（符合德国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官方服务费用表（HOAI）的室内声学设

计）。设计既要考虑建筑规划，也要考虑与其他建造任务的交互作用。设计囊括符合DIN 18041:2016-03的A组和B组
房间。这样能够避免后续对房间进行任何声学改动，此种工作通常会导致巨大的成本。 
 
 
指标2：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下的个人办公室和多人办公室 
 
此指标尤其要考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下的个人办公室和多人办公室。对于声学级别为A、B或C的房间，必须满足办公

室隔音和声学设计的推荐值并提供证明文档。可基于混响时间评价个人办公室中的降噪措施。带家具房间内的混响时

间极度依赖室内吸声表面的分布、家具以及所使用物品的数量和类型。因此，此指标评估是否已通过场地安装的房间

分隔表面的吸声作用，确保房间的基本降噪。 
一般评估的是已建好、做好使用准备但尚未被使用的办公室。或者，可根据DIN EN ISO 3382-2的标准方法，在未使

用、无家具空置状态下对已完工项目执行测量，以完成验证。 
 
 
指标3：面积大于40平方米的多人办公室 
 
此指标尤其要考虑面积超过40平方米的多人办公室。 
对于在混响时间方面的声学级别为A、B和C的房间，必须满足办公室隔音和声学设计的推荐值并提供证明文档。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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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方针中使用的附加参数专指带家具房间的声学条件。如果无法提供与租户装修相关的信息，则租户装修只能被视为

没有吸声家具对待。 
 
必须评估多人办公室的混响时间。在房间隔音基础上简单评价室内声学条件没有意义。对大面积多人办公室进行归类

时，必须使用4米距离说话的A加权声压级Lp,A,S,4m（单位：分贝）和房间内说话的衰减率D2,S；这只能通过室内声

学模拟完成文档证明。 
 
在大面积多人办公室内，只能通过吸声天花板及工位组遮挡措施，实现开放办公室结构中的高舒适度室内声学条件。

天花板上的吸声区域在声音传播衰减方面的影响远高于地板上的吸声区域，因此能够获得附加分数。使用两面吸声的

地板到天花板房间隔板，也可以实现舒适的室内声学条件，此种情况下，天花板和房间隔板上的吸声区域可以获得附

加分数。 
或者，可根据DIN EN ISO 3382-2的标准方法，在未使用、无家具空置状态下对已完工项目执行测量，以完成验证。 
 
 
指标4：满足DIN 18041:2016-03（房间组别A1-A5）及语言清晰度方面特殊要求的房间（例如会议室、讨论室或教室） 
 
对于会议室或研讨室，必须根据DIN 18041:2016-03“室内声学质量——室内声学设计的规范与说明”，针对房间组别

A1-A5的建筑用途，计算室内声学推荐值，且必须提供文档证明满足该等要求。 
提供文档证明的房间组别见DIN 18041:2016-03表1的描述。 
 
可基于使用率80%的有家具房间的混响时间，评估用于“演讲/讲座”或者“教学/沟通”的房间内的降噪措施。 
对于使用率80%的有家具房间，根据DIN 18041:2016-03的计算规范，计算其混响时间，藉此完成验证。用于人员及

家具吸声的数值必须提供文档证明。 
 
如果额外满足DIN 18041:2016-03中包容性用途的所有要求，即可得到积极评价。 
或者，可根据DIN EN ISO 3382-2的标准方法，在未使用、无家具状态下执行测量，以完成验证。在计算中，必须考

虑80%的使用率。 
 
 
指标5：具有满足DIN 18041:2016-03（建筑用途B3-B5）及降噪和/或室内声学舒适性特殊要求的推荐值的房间（例

如食堂、图书馆或休息室） 
 
对于建筑用途类型为B3-B5、在降噪和/或室内声学舒适性方面有特殊要求的房间，在使用率50%且有家具的状态下，

通过符合DIN 18041:2016-03的混响时间实现室内隔音。要实现良好的室内声学条件，必须满足250-2000赫兹频率范

围内A/V比例的推荐值。房间组别在DIN标准表2中描述。 
用于人员及家具吸声的数值必须提供文档证明。 
或者，可根据DIN EN ISO 3382-2的标准方法，在未使用、无家具状态下执行测量，以完成验证。在计算中，必须考

虑50%的使用率。 
作为指标1-5的替代方案：完成详细声学模拟 
可使用传统的统计学计算方法，确定平均混响时间值，藉此足以评价典型用途、典型几何构造的房间。对于在室内声

学质量方面有特殊几何构造和要求的房间，必须采用包含具体位置参数的详细计算方法，开发最优室内声学条件。可

使用室内声学模拟计算，确定具体室内声学措施的有效性，检查及评估更复杂的室内声学条件。 
 
 
指标6：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减压、健康和福祉 
长期的噪音暴露可能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和睡眠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导致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因此，

目的是实现高声学质量以及建筑用户的高声学舒适性，将有害噪音水平降至最低。获得分数的最低要求是实现下文所

列质量，并通过指标2-5中的测量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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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面积40平方米以下的个人办公室和多人办公室/满足混响时间要求” 

 至少：满足指标2的基本要求 
 

3.1 “面积40平方米以上的多人办公室/满足混响时间要求” 
 至少：满足指标3的基本要求 

 
4.1 “满足DIN 18041:2016-03（房间组别A1-A5）及语言清晰度方面特殊要求的房间（例如会议室、讨论室或教室）/满
足混响时间T目标的要求” 

 满足包容性要求 
 

5.1 “具有满足DIN 18041:2016-03（建筑用途B3-B5）及降噪和/或房间声学舒适性特殊要求的推荐值的房间（例如食堂、

图书馆或休息室）” 
 最低满足250-2000赫兹频率范围内A/V比例的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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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d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 1：规划过程中制定的声学理念 
 

 室内声学设计，含根据DIN 18041:2016-03房间组别A和B在房间中已落实措施的详细描述；规划过程

中更新的透明呈现；室内声学设计和建筑设计之间的交互以及与其他建造任务的交互。 
 
 

指标 2：面积在 40 平方米以下的个人办公室和多人办公室 
 

 计算的依据和结果以及混响时间的测量或计算。 
 人员及家具吸声系数的证明文档。 
 作为满足VDI 2569：2016-02（草案）中B类房间声学要求的替代，可使用DIN 18041:2016-03就B组房

间提出的要求，执行文档证明：参考指标5。 
 
 

指标 3：面积超过 40 平方米的多人办公室 
 

 计算的依据和结果以及混响时间的测量或计算。 
 人员及家具吸声系数的证明文档。 
 作为满足替代方式，可使用DIN 18041:2016-03就B组房间提出的要求，执行文档证明：参考指标5。 
 在天花板上或以房间隔板形式落实的吸声措施的证明文档，例如通过订货单及照片文档确认。 

 
 

指标 4：满足 DIN 18041:2016-03（房间组别 A1-A5）及语言清晰度方面特殊要求的房间 
 

 计算的依据和结果以及吸声区域混响时间的测量或计算。 
 人员及家具吸声数值的证明文档。 

 
 

指标 5：满足 DIN 18041:2016-03（房间组别 B3-B5）推荐值及降噪方面特殊要求的房间 
 

 计算的依据和结果以及混响时间的测量或计算。 
 人员及家具吸声数值的证明文档。 

 
除了指标 1-5 以外：完成详细声学模拟 
 

 已完成详细声学模拟的依据和结果 
 
 

指标 6：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减压、健康和福祉 
 

 计算结果和已执行测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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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18041:2016-03.中小房间的声学质量。柏林：Beuth Verlag。 
 DIN EN ISO 3382-2.声学——室内声学参数测量——第2部分：普通房间内的混响时间。柏林：Beuth 

Verlag。2008年9月。 
 DIN EN ISO 3382-2 勘误表1:2009-09.声学——室内声学参数测量——第2部分：普通房间内的混响时

间。 
 DIN EN ISO 354.声学——混响室内的吸声测量。柏林：Beuth Verlag。2003年12月。 
 VDI 2569：2016-02（草案）“办公室内的隔音和声学设计”。杜塞尔多夫：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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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按照DIN 18041的要求 
指标 4.满足 DIN 18041:2016-03（房间组别 A1-A5）及语言清晰度方面特殊要求的房间 
 
A1 “音乐”：主要是音乐演奏。 
 
𝑇𝑇Soll,A1=(0.45lg 𝑉𝑉

m3
 +0.07) s   30 m3≤ 𝑉𝑉 <1 000 m3 

 
 
A2 “语言/讲座”： 
前台位置的语言表现，声音通常来自一个（正面）位置。室内不同地点多人之间的同时沟通很少出现。 
 
𝑇𝑇Soll,A2=(0.37lg 𝑉𝑉

m3
 −0.14) s   50 m3≤ 𝑉𝑉 <5 000 m3 

 
 
A3 “教学/沟通”（1000 立方米以下）：密集沟通用途，房间内各处多个讲话者同时说话 
和 “语言/讲座包容性”（5000 立方米以下）：A2 类型的房间，针对极其依赖良好语言理解的人群。包容性用途的要求。 
 
𝑇𝑇Soll,A3=(0.32lg 𝑉𝑉

m3
 −0.17) s   30 m3≤ 𝑉𝑉 <5 000 m3 

 
 
A4 “教学/沟通包容性”：符合 A3 类型的沟通用途，房间内各处多个讲话者同时说话，但针对极其依赖良好语言理解的

人群。此种类型的使用不适合大于 500 立方米及用于音乐用途的房间。包容性用途的要求。 
 
𝑇𝑇Soll,A4=(0.26lg 𝑉𝑉

m3
 −0.14) s           30 m3≤ 𝑉𝑉 <500 m3 

 
 
A5 “运动”：在体育馆和游泳池，多个群体进行不同内容的沟通（甚至是同时沟通） 
 
𝑇𝑇Soll,A5=(0.75lg 𝑉𝑉

m3
−1.00) s           200 m3≤ 𝑉𝑉 <10 000 m3 

 
𝑇𝑇Soll,A5=2.0 s     𝑉𝑉 ≥10 000 m3 
 
指标5.具有满足DIN 18041:2016-03（建筑用途B3-B5）及降噪和/或室内声学舒适性特殊要求的推荐值的房间（例如食

堂、图书馆或休息室） 
使用类型 
 

描述 按房间高度 h ≤2.5 m  
m2/m3  

按房间高度 h >2.5 m  
m2/m3  

B3 更长期逗留的房间 𝐴𝐴/𝑉𝑉≥0.20  𝐴𝐴/𝑉𝑉≥[3.13+4.69 ln (ℎ/1 m) ]−1  

B4 需要降噪和室内舒适度的房间 𝐴𝐴/𝑉𝑉≥0.25  𝐴𝐴/𝑉𝑉≥[2.13+4.69 ln (ℎ/1 m) ]−1   

B5 对降噪和室内舒适度有特殊要求的房间 𝐴𝐴/𝑉𝑉≥0.30  𝐴𝐴/𝑉𝑉≥[1.47+4.69 ln (ℎ/1 m) ]−1  

A 房间的等效吸声表面，单位平方米  
V 房间的容积，单位立方米 
h 房间的高度，单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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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4 

视觉舒适性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确保经常使用的所有内部空间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自然及人工照明。视觉舒适性是舒适感受和有效、

高产工作的基础之一。自然光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有积极影响。此外，有效地应用日光，可以在人工照明和供冷方

面提供巨大的节能潜力。 
 
 
成效 

用户满意度与舒适性感受和美好感受息息相关。就这一点而言，为用户提供与日光时长、周围环境、天气条件等方面

相关信息的预测值极其重要。视觉舒适性对用户的生产率和满意度有巨大的影响。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7.3 能效提升翻倍  7.1.a/b 资源保护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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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没有提高任何要求严格性的计划。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3.1% 
2.7% 
3.2% 
2.0% 
3.4% 
 
3.2% 

3 
3 
3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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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了确保充分、有效的日光和人工照明供应，针对建筑的具体用途基于七个因素评估视觉舒适性，。通过指标1和2，
评价整栋建筑内及常设工位处的日光获得量。通过指标3确认能否直接看到外边。指标4评估已落实的日光/眩光防护

系统。在指标5到7中，评价人工照明条件、日光的显色系数指数以及日照时间。在此质量分项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分

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整栋建筑的采光  
1.1  采光系数（DF）  

   办公    教育    10–18 
   住宅    20–40 
   酒店  16–34 
  50%使用面积（UA）的采光系数（DF）  
   ≥ 1.0%（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办公   

          教育  
          住宅  

10 
 

20  
              酒店  16 
     
     
   ≥ 1.5%（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14 
 

30 
25 

    
   ≥ 2.0%（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18 
 

40 
34 

    
   单体零售商店   
  通过侧窗照明的区域，采光系数至少为1.0%；通过日光照明的区域，采光系数至少

为2.0%。通过叠加所有日光照明区域（合并区域），确定日光照明面积。 
最高 45 

    
   合并区域具有以下使用面积（UA）比例特征： + 15–35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15% 15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25% 25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50% 35 
    
   天窗照明区域内日光获得的均匀性： + 10 
  天窗中点之间的距离不大于房间净高。或者，可通过日光模拟，以文档证

明天窗照明区域的均匀性(g1 = Dmin/Daverage) 大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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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采光系数至少2.0% 10–30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15% 10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25% 20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50% 30 
    
   百货公司   
  通过侧窗照明的区域，采光系数至少为1.0%；通过日光照明的区域，采光系数至少

为2.0%。通过叠加所有日光照明区域（合并区域），确定日光照明面积。 
 

10–40 

  合并区域具有以下使用面积（UA）比例特征：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5% 10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10% 25 
   面积 A ≥ 使用面积的15% 40 
    
   生产   
  50%使用面积（UA）的采光系数（DF） 15–30 
   ≥ 0.5%（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15 
   ≥ 0.75%（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20 
   ≥ 1.0%（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30 
    
  对于  物流  无要求  
    

           

2  常设工位处的采光  
2.1  年度相对运动日照  

   办公    教育   物流   8–16 

  年度相对有效日照  
   ≥ 45%（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8 
   ≥ 60%（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12 
   ≥ 75%（通过模拟或者基于遮挡系数IVJ详细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物流  16 
    
   物流  6–12 
  采用半透明天窗的屋顶表面面积的比例（工业工程的比例）  
   ≥ 0.5% 6 
   ≥ 2.0% 9 
   ≥ 4.0% 12 
    
  对于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生产  无要求  
    

           

3  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3.1  视线至外部的可及性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最高 30 
   单体零售商店  最高 18 
   所有办公室与外部的直接视线联系 

80%休息室和社交空间有直接与外部视线联系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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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开放立面的区域（不包括商场内的店铺立面）在总净销

售区域中所占比例0%到5%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 0–15  

     
   有与外部有直接视线联系的店铺区域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5  

    
   店铺区域0%到5%的立面区域与外部有直接视线联系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 0–5  

     
   所有收款台工作位与外部有直接视线联系         单体零售商店  +9 
   

 
  

   办公    教育    酒店    物流   最高 16 
   住宅   最高 20 
  （如果建筑同时拥有不同类别的日光防护系统和防眩光系统，应基于更优类

别执行评估。） 
  

     
   与外部有视线联系。  

               住宅  

  

8 
10 

 
   从工位、居住空间或酒店房间有可直接看到外部的视线联系。  

               住宅  
12 
15 

 
   从工位、居住空间或酒店房间有可直接看到外部的视线联系，

即便是在眩光防护系统或日光防护系统拉下时。 
 

               住宅   

    

16 
20 

 
  对于  生产  无要求 

 
  

           

4  防日光眩光  
4.1  因为日光/眩光防护系统而无眩光  

   办公    教育  最高 16 
  （如果建筑同时拥有不同类别的日光防护系统和防眩光系统，应基于更优类别执行评估。年度相对

有效日照。） 
 

   日光/眩光防护系统可用（无符合DIN EN 14501质量的附加证明文档） 8 
   日光/眩光防护系统 = 1级 12 
   日光/眩光防护系统 ≥ 2级   16 
    
   单体零售商店  12 
   已满足工作场所A3.4章节4.2的要求  
    
   物流   最高 13 
   日光/眩光防护系统 < 1级 6 
   日光/眩光防护系统 = 1级 9 
   日光/眩光防护系统 ≥ 2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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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24 
   有结合眩光防护和直接光过滤的光转移系统 

或者： 
使用有高比例北向光线漫射的天窗（例如锯齿形屋顶） 

 

    
  对于  住宅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酒店  不适用  
    

           

    
5  人工照明  

5.1  人工照明的最低要求  
   办公    教育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已满足DIN EN 12464-1的照明要求。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16 
12 
15 
20    

    
5.2  人工照明提高要求  

   办公    教育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可能的超额完成措施： 

 

   显色系数Ra ≥ 90  
   墙壁上的照度EV Wall ≥ 150 lux  
   通过人工照明自动或单独调整照度（> 800 lux）  
   通过人工照明自动或单独调整色温，在暖白（3000 K）到日光白

（6500 K）（对于新建酒店：6000 K）的范围内 
 

  附加要求，仅适用于  教育   
   含亮度和存在检测的光线管理，取决于日光  
   在教室中：用于黑板的附加照明，可单独打开和关闭  
    
  附加要求，仅适用于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人工照明计划考虑日光分析的结果（如通过适当的分区和管理）  
    
   办公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最高 10 
   酒店               最高 8 

  已落实的措施的数量：  

   1 3 

   2  
              酒店  

6 
5 

   ≥ 3  
              酒店  

10 
8 

    
   购物中心 （租户区域 无要求） 最高 30 
   + 最高 10 
   人工照明满足DIN EN 12464-1的数值标准： 

Ēm: 维持照度值  
UGRL：眩光限制 
Ra：显色系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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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可调光或者增量光控制，对日光获得区域的人工照明进行自

动调整 
+5 

    
  可能的超额完成措施：  + 最高 20 
   增强显色系数Ra≥ 90  
   柱面照度Ecyl ≥ 150 lux  
   可通过人工照明自动调整照度（＞ 800 lux）  
   通过人工照明自动调整色温，在暖白（3000 K）到日光白（6000

开尔文）的范围内 
 

   鼓励氛围的人工照明理念（例如分区、光池）  
   规划及落实防止夜晚光污染的理念  
   所有商场入口和过渡区域都设计成暗适应的适应区。  
   人工照明规划考虑日光分析的结果（例如适当的分区和管理） 

 
 

  已落实的措施的数量：  
   1 5 
   2 10 
   3 15 
   ≥ 4 20 
     
   物流     最高 28 
   生产   最高 38 
   人工照明满足DIN EN 12464-1的数值标准： 

 
Ēm：维持照度值  
Uo：照度均匀度  
UGRL：眩光限制 
Ra：显色系数 

            物流  
            生产  

+20 
+30 

     
  可能的超额完成措施：   +最高 8 
   增强显色系数Ra≥90   
   通过人工照明自动或单独调整照度（＞800 lux）   
   通过人工照明自动或单独调整色温，在暖白（3000 K）

到日光白（6000 K）的范围内 
  

  

  已落实的措施的数量：   
   1  4 
   2  6 
   3  8 
     
  不适用于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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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光显色系数  
6.1  显色系数指数 Ra  

   办公    教育    生产  4–8 
   住宅  15–20 
   酒店    物流  8–15 
   购物中心  5–10 
  玻璃窗和日光/眩光防护组合、所有经常使用的日光照射区域的显色系数指数Ra   
   Ra ≥ 80  

            住宅  
            酒店   
            物流  
        购物中心  

  

 
4 

15 
8 
5 

     
 
 
  Ra ≥ 90  

            住宅  
            酒店   
            物流  
        购物中心  

  

 
8 

20 
15 
10 

  不适用于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7  日照时长  
7.1  日照持续时间   

   住宅    5–20      
   酒店  8–15  

   1月17日日照持续时间≥1小时且昼夜平分日日照持续时间≥4小
时，至少40%的居住空间（每个住宅单位至少一个居住空间）/客
房单元（酒店）满足要求 

         住宅  
         酒店  

5 
8 

 

   1月17日日照持续时间≥1小时且昼夜平分日日照持续时间≥4小
时，至少60%的居住空间（每个住宅单位至少一个房间）/客房单

元（酒店）满足要求 

 10 
 

   1月17日日照持续时间≥1小时且昼夜平分日日照持续时间≥4小
时，至少80%的居住空间（每个住宅单位至少一个房间）/客房单

元（酒店）满足要求 

         住宅  
         酒店  

15 
13 

   1月17日日照持续时间≥1小时且昼夜平分日日照持续时间≥4小
时，100%的居住空间/客房单元（酒店）满足要求 

         住宅  
         酒店  

20 
15 

    
  不适用于  办公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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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关键绩效指标（KPIs）包括通报与日光相关的指标、与外部有直接视线连接、人工照明质量、玻璃质量及日照持续时间。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50%使用面积的采光系数（DF） [%] 

      
           

KPI 2  相对年有效日照 [%] 

      
           

KPI 3  采用半透明天窗的屋顶表面面积的比例 [%] 

      
           

KPI 4  与外部有直接视线连接的房间的比例 [%] 

      
           

KPI 5  人工照明质量：显色系数指数、照度和防眩光、灯光颜色 [-] 

      
           

KPI 6  玻璃的显色系数指数 [%] 

      
           

KPI 7  日照持续时间（1月17日和昼夜平分点）和此信息适用的房间的比例 [h]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与建筑运营认证中的标准9.1有很大的相似性。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SOC1.4有很大的相似性。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与室内空间认证中的标准SOC1.4有很大的相似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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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附加说明 

通过平衡照明实现视觉舒适性，没有任何明显的视觉干扰，例如直接和/或反射眩光；以及通过充分的照明以及适应具

体用户需求的个别调整实现的视觉舒适性。用户满意度与舒适性感受和美好感受息息相关。就这一点而言，为用户提

供与日光时长、周围环境、天气条件等方面相关信息的预测值至关重要。附加标准包括无眩光、光分布和和室内色温。

原则上，这些要求适用于日光和人工照明的使用，其中外部日光获得的评估尤为重要。有鉴于此，必须对经常使用的

所有内部区域提供充分、无干扰的日光及人工照明供应。 
 
 
三．方法 

指标1：整栋建筑的采光 
采光系数（DF）及相应的使用面积（UA）部分、面积定义见章节“术语与定义”[T&D_04]。可通过模拟完成文档证明，

或者按照DIN V 18599，通过遮挡系数IVJ的详细计算证明（或者在针对酒店的情况下，通过遮挡系数IVJ的简化方法）。 
 
 
指标2：常设工位处的采光 
必须确定相对年有效日照及常设工位的相应部分。可通过模拟完成文档证明，或者按照DIN V 18599，通过遮挡系数

IVJ的详细计算证明（或者在针对酒店的情况下，通过遮挡系数IVJ的简化方法）。 
 
 
指标3：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必须通过平面图以及所使用日光日光/眩光防护，定性确定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指标4：防日光眩光 
必须根据DIN 14501章节6.3，就眩光防护功能，对日光/眩光防护进行分类。针对  单体零售商店 ，必须通过文档证明

符合职业健康与安全指导方针（ASR）A3.4章节4.2。针对  生产 ，如果使用天窗，必须说明照明区域的比例，如果

使用了眩光防护系统，则必须描述该系统。 
 
 
指标5：人工照明 
指标的评估分为最低要求和可能的超额完成。只有满足评估区域的最低要求，才可能获得超额完成的分数。可针对部

分区域执行加权评估。 
照明要求的参考值见DIN EN 12464-1的总结，按用途区分。必须考虑以下数值： 
 

 Ēm 维持照度值 [lux] 
 UGRL 眩光限制 [-] 
 Uo 照度均匀度 [-] 
 Ra 显色系数 [-] 
 EV Wall 墙壁上的照度 [勒克斯] 
 L 带显示器工位上灯光的亮度限制  [c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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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6：日光显色系数 
必须确定玻璃窗和日光日光/眩光防护组合、所有经常使用的日光照射区域的显色系数指数Ra 
 
 
指标7：日照时长 
必须使用适当的遮阳计算，确定1月17日和3月21日/9月21日（昼夜平分点）的日照持续时间。这么做的时候，必须根

据DIN 5034，考虑所有外部遮阳，例如临近建筑、地势、庭院/中庭、植物/树木等造成的遮阳。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教育  

指标2：常设工位处的采光 
被评估的区域不局限于行政办公室、可用区域内的工作（UA 2——符合DIN 277-1的办公[T&D_04]）。还必须考虑可

用区域内的受影响区域（UA5——符合DIN 277-1的教育、教学和文化[T&D_04]）。 
 
 
 消费者市场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照明在零售建筑中有着重要作用。首先，人工照明的能源需求通常非常高，意味着提高日光使用的优化可能带来巨大

的节能。其次，零售建筑须满足的照明要求一般也会与办公室等有所不同，因为其中既有长时间逗留，也有短时逗留。

目前，零售建筑几乎都不使用日光照明。 
但是，室内环境的可接受性与工作场所的舒适性密切相关，自然也包括零售建筑内的员工。此外，研究已清楚地揭示

出使用日光可能对购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在零售建筑中。考虑范围内的两组人群——即员工和消费者——有本

质上的区别，所以须单独讨论并在必要时单独对待。 
 
员工* 
对员工来说，视觉舒适性构成高效、生产性工作的基础。此外，有效地应用日光，可以在人工照明和供冷方面提供巨

大的节能潜力。室内环境（热舒适性、空气质量、噪音和照明）的可接受性，尤其是照明条件，与满意度密切相关。

有鉴于此，必须对经常使用的所有内部区域提供充分、无干扰的照明。出于心理和生理原因，日光通常优于人工照明，

应该与外部世界建立适当的视觉连接。 
*员工指的是在经常使用区域工作的所有人。经常使用区域包括：销售空间、办公室、厨房、收银台、消费者服务等。 
 
消费者 
对消费者来说，视觉舒适性对确保美好感受同样至关重要，因此也会影响其逗留时长。研究发现在使用日光照明的零

售建筑内，采购活动更加频繁，因此会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调整内部照明适应日光情况也可能节约能源。此外，重

点照明为消费者提供了在建筑/店铺内找路的指引。须确保融合日光和人工照明的适当灯光设计，综合考虑能源、生理

和功能方面的问题。 
 
指标3：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从收银台工位与外部有直接视觉联系。 
必须通过平面图的图形条目，建立与外部的视觉联系。这一要求适用于所有收银台工位，看向窗户或者玻璃门的视线

不被永久设施所阻挡。出于此指标的目的，透明内墙或者开放式楼梯（例如自动扶梯）不被归类为阻挡构件。提供外

部视线的窗户或门须采用1米到2.2米高的透明设计。 
 
定义 
商场空间：购物中心上所有公众可进入区域（即不可锁闭的区域）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包括饮食区域、开放的销售

空间、开放式楼梯等。咨询师可以基于适当理由忽略辅助区域等。 
租赁空间的定义：须确认租赁空间由附件1中列示的所有可租赁楼面区域构成。租户装修（包括隔墙）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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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  
办公和工业区域的视觉舒适性要求不同。 
对于使用面积（根据 DIN 277-1 [T&D_04]）≥400平方米或者有≥20个常设工位的办公区域，必须分析办公和工业区

域的热舒适性。 
 
1. 办公工位的数量≥总工位数量的15%，或者≥20个常设办公工位： 

办公区域比例和工业区域比例的评估： 
进行评估时，必须分析单项指标下办公区域的比例和工业区域的比例。 

 
总分 = 办公部分分数×（办公工位数量/总工位数量） 
       + 工业部分分数×（工业工位数量/总工位数量） 

 
 
2. 办公工位的数量＜总工位数量的15%，且＜20个常设办公工位：工业区域比例的评估： 

进行评估时，只须分析单项指标下工业区域的比例。 
 
总分 = 工业工程部分分数 

 
针对指标2：常设工位处的日光获得量： 
因为物流建筑大厅非常广阔，因此日光通过外墙进入大厅区域的可及性受到限制。有鉴于此，如果大厅要提供日光，

就要通过天窗提供。天窗的光输出高于垂直窗户（大约高四倍）的事实可以抵消其低面积比例。不须将天窗设置在没

有常设工位的货架区，而是集中设置于订单拣货区及其他类似常设工位处，可以避免储存商品暴露于不必要的热量和

紫外线辐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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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1 要考虑的方案区域 

 
 办公    

 

 
 教育   

  

新
建

教
育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用于

社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x  x   

 

2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x  x   

建
筑

类
型

 

 

用途分组  楼面区域和房间类型  对应的指标 

      1  2  3  4  5  6  7 

新
建

办
公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用于

社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x     

 

2 办公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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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手工及机器

作业、试验（工业部

分） 

 3.2 
 
3.3 
 
3.4 
 
 
3.5 

车间（限常设工位） 
 
技术实验室 
 
物理、工程物理和电气

工程实验室 
 
化学、生物学和形态学

实验室 

 

    x  x  x  x   

 

5 教育、教学和文

化 
 5.1 

 
 
 
5.2 
 
 
 
 
5.3 
 
 
 

有固定座位的教室（讲

堂，包括实验讲堂；礼

堂） 
 
没有固定座位的一般教

室和练习室（教室和小

组会议室、讨论室、学

生工作区）  
 
没有固定座位的特殊教

室和练习室（手工艺房

间、培训室、语言室、

专用绘画教室、图形设

计、油画和雕塑室、演

唱语言和乐器练习室和

练习小间、家政课房间） 

 

x  x  x  x  x  x   

 
 住宅    

 

新
建
住
宅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 
 

 1.1 
1.2 
1.3 
1.4 
1.5 

居住空间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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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体零售商店  

 

 

 
 
 
 
 
 
 

新
建
商
店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用于社

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2 办公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x  x   

 

1 居住及休息（用于社

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x     

 

2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4 经销与销售  4.5 
 
4.6 

销售空间 
陈列室 
针对购物中心(NSC)，
不考虑指标4和指标5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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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新
建
商
店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用于社

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x     

 

2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4 经销与销售  4.5 
 
4.6 

销售空间 
 
陈列室 
 
针对购物中心(NSC)，
不考虑指标4和指标5 

 

x    x  x  x     

 

商场   购物街上所有公众可

进入区域（即不可锁

闭的区域）都必须纳

入考虑范围，包括饮

食区域、开放的销售

空间、开放式楼梯等。

咨询师可以基于适当

理由忽略辅助区域

等。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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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公司  
 

 

 生产  
 

新
建
商
店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用于社

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x     

 

2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4 经销与销售  4.5 
 
4.6 

销售空间（收银台工位） 
 
陈列室（工位） 

 

x    x    x     

新
建
工
业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用于社

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2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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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  
 

 

3.1 生产、手工和机械

作业、试验（工业部分） 
 3.1.1 

 
3.1.2 
 
3.1.3 
 
3.1.4 
 
 
3.1.5 

工厂大厅（限常设工位）  
 
车间（限常设工位）  
 
技术实验室 
 
物理、工程物理和电气工 
程实验室 
 
化学、生物学和形态学实

验室 

 

  x  x  x  x  x   

 

3.2 物流大厅 
（工业部分） 

 3.2.1 
 
 

物流大厅（限常设工位）  
 

 

  x  x  x  x  x   

 新
建
工
业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用于社

交的房间部分） 
 1.2 

1.3 
1.4 
1.5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2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x  x   

 

3.1 生产、手工和机械

作业、试验（工业部分） 
 3.1.1 

 
3.1.2 
 
3.1.3 
 
3.1.4 
 
 
3.1.5 

工厂大厅（限常设工位）  
 
车间（限常设工位）  
 
技术实验室 
  
物理、工程物理和电气工

程实验室 
 
化学、生物学和形态学实

验室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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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新
建
酒
店
建
筑

 

 

1 居住及休息 
 

 1.1 
1.2 
1.3 
1.4 
1.5 

起居室（客厅） 
公用房间 
休息室 
等候室 
餐厅 

 

x    x      x  x 

 

2 办公（行政工作部

分） 
 2.1 

2.2 
2.3 
2.4 
2.5 
2.6 
2.7 

办公室 
开放式办公室 
会议室 
设计室 
售票处 
控制室 
监控室 

 

x    x    x  x   

 
 
要考虑的范畴： 
 
 办公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1. 整栋建筑的采光 
指标评价整栋建筑的日光获得。有鉴于此，应评估以下区域： 
符合DIN 277-2 [T&D_04]的可用楼面面积包括开放式办公室、小组办公室或者组合办公室中与工位露天接触的走廊（因

此不能将指定区域分类为交通面积）。 
 
 
 办公    教育    物流    生产  
 
2. 常设工位处的采光 
开放式办公室、小组办公室或者组合办公室中不可转变为工位的走廊——与DIN 277-2和DIN V 18599以及指标1不同——
不可被归类为纳入考虑范围的可用楼面面积，而被视为交通面积，因此不纳入考虑范围。 
此规定适用于以下走廊 
a) 天花板高度低于周围的办公室（ 管道顶板）  
b) 有不同人工照明来源（走廊照明而非办公室照明）  
两种情况下，都必须编辑明确的验证文档。 
 
 

 
3.2 物流大厅（工业部

分） 
 3.2.1 

 
 

物流大厅（限常设工位）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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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    教育    物流    生产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3. 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经常使用的房间 
 
4.防日光眩光 
常设工位 
 
5. 人工照明 
经常使用的房间 
 
6. 日光显色系数 
经常使用的房间 
 
 
 单体零售商店    
 
5. 人工照明 
至少80%的总使用面积以及至少80%的常设工位应提供文档证明。 
 
 
 物流    生产    酒店  
 
5. 人工照明 
常设工位 
 
6. 显色系数 
常设工位 
 
 
 住宅    酒店  
 
1. 整栋建筑的采光 
经常使用的房间 
 
3. 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经常使用的房间 
 
6. 显色系数 
经常使用的房间 
 
7. 日照时长 
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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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指标1：整栋建筑的采光 
使用最低达到特定采光系数（0.5到2.0%）的使用面积，以文档证明整栋建筑的日光获得量。计算日光系数时，必须根据

DIN 5034考虑以下影响，不论选择怎样的文档证明过程： 
 

 所有外部遮阳，例如临近建筑、地势、庭院/中庭、植物/树木等造成的遮阳。 
 日光通过立面照射的衰减（玻璃的透光率、窗框/框条、灰尘、不寻常的日光入射角）。 

 
总的来说，允许使用下列方法评价待评估的使用面积部分。 
DIN V 18599-4原则上不考虑树木/植物造成的遮阳，但这些因素确实会减少抵达建筑的日光量，所以如果预期或者已经存

在由树木/植物造成的遮阳，则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使用日光模拟作为文档证明。如果使用了符合DIN V 18599-4的简化

方法，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将植物作为阻碍进行评估（估计植物作为建筑维度的最大高度和宽度）。作为DIN 18599-4的
替代方案，可使用ISO 52000-1模块9（M9），或者在满足标准ENV1.1“建筑寿命周期评价”标准中描述的边界条件的情况

下，使用当地能源性能证书中的计算方法。 
 
使用DIN V 18599-4简化方法进行计算 
 

I. 归类为使用面积的房间（区域）细分为 
a) 有日光获得的区域ADL 
b) 无日光获得的区域ANDL 

 
以下公式适用于使用面积（UA）（见下文）内的所有房间： Atot = ADL + ANDL 

 

 

图4.21：窗宽和过梁/栏杆高度对日光获得区域影响的图示 

© 供热、供冷、通风与照明——满足DIN V 18599的平衡基本原则[Heizen, Kühlen, Belüften & Beleuchten– Bilanzierungsgrundlagen zur DIN V 18599]；

David，de Boer, Erhorn, Reiß, Rouvel，Schiller，Weiß, Wenning，由Fraunhofer IRB Verlag发布，2006，ISBN-13: 9-783-8167-7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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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源于 DIN V 18599 计算的采光系数 DRb 的修正 
c) 采用源于DIN V 18599计算的采光系数DRb，只适用于结构开口。 
d) 采用源于DIN V 18599计算的近似有效透光率 τeff,SNA 。 
e) 评估实际有效采光系数 Deff 通过以下公式考虑由玻璃窗、窗框/框条、灰尘、非垂直日光入射角造成的衰减： 

 
Deff = DRb· τeff,SNA 

 

必须根据DIN V 18599-4详细确定遮挡系数 IVJ（至少分楼层或者适当的立面部分确定），并将之融入到 DRb 的

评价中。能源性能证书（例如EnEV，德国节能法令，详见[T&D_03]）允许的遮挡系数 IVJ = 0.9 的汇总方式，在

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充分描绘实际的遮阳情况，因此不允许用于此指标的文档证明。 
 
 
根据具体所在国家的能源性能证书（例如DIN V 18599-4，[T&D_03]），在与待考虑立面区域平行的日光获得区域，此有

效采光系数Deff 可作为该区域一半深度处的轴向平均值（见下图）： 

 

 

图 4.28：确定采光系数的检查位置图示 
© 供热、供冷、通风与照明——满足DIN V 18599的平衡基本原则[Heizen, Kühlen, Belüften & Beleuchten– Bilanzierungsgrundlagen zur DIN V 18599]；

David，de Boer, Erhorn, Reiß, Rouvel，Schiller，Weiß, Wenning，由Fraunhofer IRB Verlag发布，2006，ISBN-13: 9-783-8167-7024-4 

 

 

I. 采光系数至少为 1.0% / 1.5% / 2.0%的房间 j 内日光获得区域 ADL的部分评价 a1.0% / 1.5% / 2.0%,j，通过采光系数至少

为 1.0%/1.5%/2.0%的日光获得区域 a1.0%/1.5%/2.0%,j的线性深度差值： 
 

II. 采光系数至少为 1.0% / 1.5% / 2.0%的日光获得区域 a1.0%/1.5%/2.0%,j的相关深度可与日光获得区域 bDLj的宽度结合

使用，以得出具有此最低采光系数的房间 j 内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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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采光系数至少为 1.0% / 1.5% / 2.0%的建筑内，评价总使用面积部分，通过简单地确定建筑内必须纳入考虑范

围并被归类为使用面积的所有 n 个房间中，相关部分区域 A1.0%/1.5%/2.0%,j的总和，也就意味着适用以下方程式： 
 

A1.0%,j = a1.0%,j · bDL,j 

A1.5%,j = a1.5%,j · bDL,j 

A2.0%,j = a2.0%,j · bDL,j 
 

之后，将采光系数至少为1.0% / 1.5% / 2.0%的相关部分区域与建筑使用面积的50%进行比较，可根据评估表对结果进行

分类。 
 

通过日光模拟进行评价 
使用日光模拟评价采光系数时，不一定要模拟使用面积内的所有房间；模拟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房间，然后通过适当的

插值将结果应用于使用面积内的剩余房间，这样就够了。 
 

通过日光测量进行评价 
根据DIN 5034，原则上，必须在全阴天天空测量采光系数。与日光模拟类似，不一定要测量使用面积内的所有房间；

测量几个具有代表性房间的采光系数，然后通过适当的插值将结果应用于使用面积内的剩余房间，这样就够了。 
 
 
指标2：常设工位处的采光 
总的来说，允许使用下列方法评价相对年有效日照。 
DIN V 18599-4原则上不考虑树木/植物造成的阳光遮挡，但这些因素确实会减少抵达建筑的日光量，所以如果预期或者已

经存在由树木/植物造成的遮阳，则在可能的情况下，须使用日光模拟作为文档证明。如果使用了符合DIN V 18599-4的简

化方法，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将植物作为阻碍进行评估（估计植物作为建筑维度的最大高度和宽度）。 
 
使用DIN V 18599-4简化方法进行计算 
如果使用DIN V 18599-4，通过文档证明相对年有效日照，则必须首先计算日光获得系数CDL,supp。为完成此项内容，必

须根据DIN V 18599-4详细确定遮挡系数IVJ，并将其融入到日光获得系数CDL,supp或者结构工程开口的采光系数DRb中。 
能源性能证书（例如EnEV，T&D_03）允许的遮挡系数IVJ=0.9的汇总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充分描绘实际的遮阳

情况，因此会导致此指标文档证明的重大分数处罚。 
根据DIN V 18599-41，如果在含常设工位的房间内，有部分区域没有日光获得（即供应日光的面积小于房间的楼面面积），

则在日光获得系数的加权平均中，必须按年度相对有效日照为0%考虑无日光获得的房间区域。 
DIN V 18599-4规定的日光获得系数CDL,supp仅指的是日光小时数（=有日光的使用时间），但DIN 5034规定的相对年有

效日照涵盖整段使用时间（不论是否有日光），因此必须根据DIN V 18599-10附录A使用日间和夜间使用小时数纠正区

域内的平均日光获得系数CDL,supp，如下所示： 
 

Huse,rel = CDL,sup 
𝑡𝑡(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𝑡𝑡(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𝑡𝑡(𝑛𝑛𝑛𝑛𝑛𝑛ℎ𝑡𝑡) 

 
其中： 
Huse,rel  = 相对年有效日照，根据DIN 5034 
CDL,sup  = 日光获得系数，根据DIN 18599-4 
t (day) = 年度日间使用小时数，根据DIN 18599-4 
t (night) = 年度夜间使用小时数，根据DIN 18599-4 

 

要进行此项修正，须针对项目场地以及符合DIN V 18599-10附录A的预期使用时间（= 正常工作小时数，例如办公室工

 
1替代选择：可以应用ISO 52000-1模块9（M9）或者本地能源性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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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早上7点到晚上6点）进行计算，使用得出的符合DIN V 18599-10附录A的年度日间和夜间使用小时数。根据此种方

式确定的相对年有效日照HMot,rel构成此指标评估的基础。 
 
 
日间模拟 
使用日光模拟评价相对年有效日照时，不一定要模拟使用面积内的所有房间；模拟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房间，然后通过适

当的插值将结果应用于使用面积内的剩余房间，就足够了。 
 
 
指标3：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必须使用适当的规划和描述，通过文档证明满足DIN 5034的最低窗户面积比例。 
根据DIN EN 14501表10，针对外部的视线联系，对日光日光/眩光防护级别（0到4）进行评价时，要基于垂直-垂直透光

率Tv,n-n以及漫射的透光比例Tv,n-dif： 
 
 

DIN EN 14501表10 与外部的视线联系——分类 

 
τv, n-n 

 τv, n-dif 

 0 < τv,n-dif ≤ 0.04        0.04 < τv,n-dif ≤ 0.15        τv,n-dif ≤ 0.15        

τv,n-n > 0.10  4  3  2  

0.05 < τv,n-n ≤ 0.10  3  2  1  

τv,n-n ≤ 0.05  2  1  0  

τv,n-n = 0.00  0  0  0  

 
如果通过水平叶片实现日光/眩光防护，则必须使用以下角度作为透光率评价的基础： 
 

 正常的日光入射角（与掩蔽物相同） 
 可移动叶片的倾斜角：最大打开角度（水平） 
 固定叶片的倾斜角：以安装角度为准 

 
如果通过垂直叶片实现日光/眩光防护，则必须使用以下角度作为透光率评价的基础： 
 

 正常的日光入射角（与掩蔽物相同） 
 可旋转叶片的旋转角：最大打开角度（垂直） 
 固定叶片的旋转角：以安装角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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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4：防日光眩光 
根据 DIN EN 14501 表 8，针对日光下无眩光，对日光/眩光防护级别（0 到 4）进行评价时，要基于垂直-垂直透光率 Tv,n-n

以及漫射的透光比例 Tv,n-dif： 
 
 

DIN EN 14501表8 –眩光控制 – 分类 

 
τv,n-n 

 τv,n-dif 

  τv,n-dif ≤ 0.02        0.02 < τv,n-dif ≤ 0.04        0.04 < τv,n-dif ≤ 0.08        τv,n-dif > 0.08 

τv,n-n > 0.10  0  0  0  0 

0.05 < τv,n-n ≤ 0.10  1  1  0  0 

τv,n-n ≤ 0.05  3  2  1  1 

τv,n-n = 0.00  4  3  2  2 

 
如果通过水平叶片实现日光/眩光防护，则必须使用以下角度作为透光率评价的基础： 
 

 正常的日光入射角（与掩蔽物相同） 
 可移动叶片的倾斜角：最大闭合角度（70° to 75°） 
 固定叶片的倾斜角：以安装角度为准 

 
 
如果通过垂直叶片实现日光/眩光防护，则必须使用以下角度作为透光率评价的基础： 
 

 正常的日光入射角（与掩蔽物相同） 
 可旋转叶片的旋转角：最大打开角度 
 固定叶片的旋转角：以安装角度为准 

 
 
指标5：人工照明无眩光 
允许采用以下方法完成显色系数的文档证明： 
 
(1) 人工照明模拟 
须使用人工照明模拟计算UGR值，根据DIN EN 12464-1对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房间进行评估。 

 
(2) 含UGR值的产品数据表 
根据DIN EN 12464-1，通过含UGR值的产品数据表完成眩光限制的文档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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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6：显色系数 
允许采用以下方法完成显色系数的文档证明： 
 
(3) 日光 
对于符合DIN EN 14501的玻璃窗及日光/眩光防护的组合，一定要对日光的显色系数进行评估。必须按照符合DIN EN 410
规定的方法，通过光谱计算确定玻璃窗及日光/眩光防护组合的一般显色系数指数Ra，用作此项评估的基础。 
光谱计算中必须考虑以下要点： 

 
I. 如果日光防护在开启时也起到眩光防护的功能，则其足以合理确定及评估玻璃窗及日光/眩光防护组合的显色系

数指数 Ra。 
 

II. 如果没有安装日光防护但安装了眩光防护，则必须确定及评估玻璃窗及日光/眩光防护组合的显色系数指数 Ra。 
 

III. 如果日光防护在开启时未起到眩光防护的功能（例如如果使用了穿孔叶片），则必须确定及评估玻璃窗及日光/
眩光防护组合（如安装）的显色系数指数 Ra。 
 

多窗格玻璃窗的显色系数 

 

 
光线穿过立面时的光谱过滤： 
日光中绿色/黄色部分的更高透射导致彩色失真为绿色/黄色→Ra减小。 
 
(4) 人工照明 
必须使用制造商照明规范，验证人工照明的显色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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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附件2“允许文档证明过程”中相

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整栋建筑的采光 
 

 已完成日光模拟的依据和结果 
 已完成日光测量的测量报告 
 使用DIN V 18599-4简化方法进行计算 
 替代选择：ISO 52000-1 M9或者当地能源性能证书计算 
 

指标2：常设工位处的采光 
 

 已完成日光模拟的依据和结果 
 使用DIN V 18599-4简化方法进行计算 
 替代选择：ISO 52000-1 M9或者当地能源性能证书计算 
 如果走廊因包含镶板及不同人工照明等原因，无法转变为工位时，则必须编制明确且全面的证明文档，

例如使用照片、详细图纸和照明设计。 
 
指标3：与外部的视线联系 
 

 使用适当的图纸和计算，通过文档证明与外部的视线联系（如适用，根据DIN 5034-1章节4.2.3或4.2.2）。 
 已安装日光/眩光防护系统的数据表。 
 照片文档。 

 
指标4：防日光眩光 
 

 已安装日光/眩光防护的分类。 
 已安装日光/眩光防护的数据表。 

 
指标5：人工照明 

 
 已完成人工照明计算的依据和结果。 
 含显色系数的产品数据表。 
 光构成的光谱测量。 
 面积加权评估的区域配置。 

 
指标6：日光显色系数 

 
 根据DIN EN 410或DIN EN 13363-2进行光谱计算的基础和结果。 
 所使用玻璃窗和日光/眩光防护系统的制造商规范，例如采用数据表或计算结果的形式。 
 符合DIN EN 14501、制造商规范或计算（例如通过软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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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7：日照时长 
 

 至少一个客房/居住空间的文档证明。 
 平面图、横截面、总平面图。 
 太阳行进图。 
 日照持续时间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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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V 18599第4部分：建筑的能源效率。柏林：Beuth Verlag.2012年12月 
 DIN 5034第1部分：室内日光照明。柏林：Beuth Verlag.2011年7月 
 DIN 5034第2部分：室内日光照明。柏林：Beuth Verlag.1985年2月 
 DIN 5034第3部分：室内日光照明。柏林：Beuth Verlag.2007年2月 
 DIN EN 12464第1部分：工作场所照明。柏林：Beuth Verlag.2008年8月 
 DIN EN 13363第2部分：装配玻璃的太阳能保护装置——总太阳能透射和光透射的计算——第2部分：

详细计算方法；德国版本EN 13363-2:2005。柏林：Beuth Verlag.2005年6月，包括2007年4月发布的

DIN EN 13363-2勘误表1 
 德国工作场所法规（ArbStättV）。2004年8月12日；2010年7月19日最后更改 
 VDI 6011：日光利用和人工照明的优化。杜塞尔多夫：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 
 DIN 6169：显色系数。柏林：Beuth Verlag.197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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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5 

用户控制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在建筑内部实现高度的用户满意度。 
这也是应向居住者提供最可行的室内环境控制方案的原因。除了建筑的实际情况以外，用户满意度也取决于在标准设置

之外，根据个人偏好对通风、遮阳和眩光防护、温度和照明进行调整的能力。 
 
 
成效 

允许居住者对室内环境施加最大可能影响的措施，可提高建筑内的舒适性，这反过来也能提高舒适性，推动达成更高的

满意度和生产率。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没有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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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数字解决方案让技术变得越来越精良，越来越贴近个体需求。没有必要规定获得分数的具体解决方案。相反，鼓励设计

师更集中精力从项目的具体情况出发，实现标准的目的。目前，没有计划更加聚焦于此目标。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酒店   
 教育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2.0% 
1.8% 
2.1% 
2.3% 
 
0.0% 

2 
2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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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通风、遮阳和眩光防护、供热期间及供热期外温度以及人工照明的个别控制将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可针对五个相应

指标授予分数。在此范围之外，提高用户控制的措施可以基于使用创新领域指标（指标6）的环境，单独获得分数。在

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通风  
1.1  通风控制  

   办公         最高 25 
   房间的空气交换可在该房间内进行控制 

 空气交换可由用户或用户群体（1到3人）单独控制 
15 
25 

           
    教育   

   可对房间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必要的控制 20 
           
   住宅  最高 35  
   房间的空气交换可在该房间内进行控制 18 
   可对房间的室内空气质依据个人需要进行控制 30 
   在中央控制系统/智能手机上，可对特定房间的室内空气质量依据个人需要进行控

制 
35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店铺员工可对经营场址内的店铺通风进行控制。根据需求规定最低通风水平。 25    
    
   酒店  最高 20 
   可以控制房间的空气交换 15 
   可以控制房间的空气交换；窗户/阳台门打开时，通风自动关闭 20 
    

           

2  遮阳和眩光防护  
2.1  遮阳和眩光防护控制  

   办公  最高 30  
   可在房间内控制遮阳或眩光防护 10 
   用户或用户群体（1到3人）可控制遮阳或眩光防护 20 
  用户或用户群体（1到3人）可控制遮阳和眩光防护 30 
    
   教育  最高 25  
   房间的遮阳可在该房间内控制 

 用户或用户群体（1到3人）可控制遮阳或眩光防护 
 用户或用户群体（1到3人）可控制遮阳和眩光防护 

15 
20 

 
25 

   酒店   
   可以控制房间的遮阳或眩光防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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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暖期的温度  
3.1  供暖期的房间温度控制  

   办公  最高 15  
   可在房间内调整温度 8 
   用户或用户群体（1到3人）可单独调整温度 15 
    
   教育   
   可在房间内调整温度 15 
    
   住宅  最高 30 
   每个房间的温度都可以调整 25 
   可通过中央控制系统/智能手机，调整每个房间的温度 30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最高 25 
   建筑中有一个（供热）系统，所有店铺租户自身的供热设施都可以与此系统相连

接。 
15 

   建筑内的系统连接允许销售管理者单独调整室内温度。 25 
    
   酒店   

   可以调整房间的温度 
 

20 

           

4  供热（供冷）期外的温度  
4.1  供热期外的温度  

   办公  最高 15  
   可在房间内调整温度 8 
   用户或用户群体（1到3人）可单独调整温度 15 
    

   教育   
   可在房间内调整温度 

 
15 

  
 

 住宅  最高 35  

   可以调整特定住所的温度 15 
   每个房间的温度都可以调整 30 
   可通过中央控制系统/智能手机，调整每个房间的温度 35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最高 50  

   建筑中有一个（供冷）系统，所有店铺租户自身的供冷设施都可以与此系统相连

接。 
40 

   建筑内的系统连接允许销售管理者单独调整室内温度。 50 
    

   酒店   
   可以调整房间的温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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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工照明控制  
5.1  人工照明控制  

   办公  最高 15  
   可在房间内调整人工照明 5 
   人工照明可由用户或用户群体（2到3人）单独控制 10 
   用户可以单独控制人工照明 15 

    
   教育  最高 25  
   可以控制房间的日光和人工照明 15 
   人工照明可由用户或用户群体（2到3人）单独控制 25 

 
   酒店   

   可以分区域控制室内的人工照明 20 
    

           

6  创新领域   同 
1.1–5.1 

  说明：如果所落实的用户控制手段确实能够提升用户舒适度或福祉，但无法归入任何

上述类别或措施，则可以根据指标1.1-5.1的评估方案计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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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不适用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可针对房间或者可由用户/用户组单独控制通风。 是/否 

      
           

KPI 2  可针对房间或者可由用户/用户组单独控制遮阳和/或眩光防护。 是/否 
      
           

KPI 3  可针对房间或者可由用户/用户组单独控制室内温度（供热期内）。 是/否 
      
           

KPI 4  可针对房间或者可由用户/用户组单独控制室内温度（供热期外）。 是/否 
      
           

KPI 5  可针对房间或者可由用户/用户组单独控制人工照明。 是/否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满足此标准项下的高标准，很可能实现建筑在使用期间的高满意度。这符

合建筑运营认证中的标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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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用户生产率和满意度以及建筑能耗与用户单独控制室内环境的能力密切相关。实现室内环境接受度最大化的重要因素是

热舒适性、室内空气质量、噪声级和照明。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针对被归类为建筑主要用途（对于 酒店 ，为客房和行政用途）的80%的房间，必须提供此标准中所有指标的文档证明。 
满足本地法律要求是此标准评估的基本前提。 
 
指标1：通风 
空气交换确保用户得到充分的新鲜空气。可通过窗户通风或者室内通风系统受控通的风方式为房间供应新鲜空气。如果

用户可以控制机械或自然通风，则可以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 
 
 办公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对配有自然通风的房间进行评估时，原则上，最多可以将三个工位分配到临近的可打开窗户（距离大约为5到8米）。 
 
 
指标2：遮阳/眩光防护 
遮阳的目的是通过吸收（例如通过使用悬挑构件）或者通过反射（例如通过使用外部百叶窗），防止建筑过热。理想情

况下，窗户表面应尽量完全进行遮阳设计。提供用户控制的功能包括罩棚、软百叶窗、可调节遮光栅格、可移动穿孔金

属板、折叠百叶窗及可能受到用户影响的其他类似物品。遮阳玻璃和固定构件不能受到用户影响，也不在评估中得到认

可。须在建筑外部或者多层玻璃面板层之间设计遮阳措施。可允许能量传递值的波长应在g=300纳米和g=2500纳米之间。

须为替代遮阳措施提供明确的证明。 
 
眩光防护的目的是确保光线在房间内的平均分布，创设虑及无眩光作业的漫射照明方案。适当的眩光防护的范例包括内

部安装的窗帘、罗马百叶窗、卷帘和垂直百叶窗。外部软百叶窗无法提供充分的眩光防护。须为替代眩光防护措施提供

明确的证明。 
 
 
指标3：供暖期的温度 
居住者应该有机会影响室内温度或者室内各分区的温度并从中获益。简单地打开窗户不符合此要求，因为它没有为居住

者提供主动影响温度的机会。因此，此指标就是为了找出（主动）温度控制方案。 
 
 
指标4：供热（供冷）期外的温度 
出于评估目的，必须有主动供冷。或者，如果所选择的被动系统实现了供冷效果，允许针对不同人群或房间进行单独的

室内环境调整，则此项可以获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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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5：人工照明控制 
取决于具体情况，应为居住者提供减少日光或者通过人工照明加强日光的机会（局限于亮度，不含任何其他人工照明性

质）。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此标准不适用于  物流    生产  

 
以下指标不适用于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指标2：遮阳/眩光防护  
指标5：人工照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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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通风 
 

 建筑通风设计的摘录，概况基本设计特征、详述与建筑相关的基本假设以及符合DIN V 18599或本地要

求的空调能耗。 
 窗户到工位空间分配的证明文档 
 

指标2：遮阳 / 眩光防护 
 

 关于遮阳系统的信息，例如制造商产品数据 
 遮阳系统的描述，列出产品和制造商，提供与控制类型和控制可能性范围相关的信息 
 关于眩光防护的信息，例如制造商产品数据 
 眩光防护的描述，列出产品和制造商，提供与控制类型和控制可能性范围相关的信息 

 
指标3：供暖期的温度 
 

 关于供热系统的信息，例如制造商产品数据 
 详细供热设计，包括与所安装构件、控制性和相关参数有关的信息，例如系统温度 
 详述供热系统控制方式以及用户有可控制区域范围的证明文档（即分区域或分房间控制） 
 用户可用控制方案的文档证据，例如采用照片文档的形式 

 
指标4：供热（供冷）期外的温度 
 

 关于供冷/空调系统的信息，例如制造商产品数据 
 详细供冷/空调设计，包括与所安装构件、控制性和相关参数有关的信息，例如系统温度 

 
指标5：人工照明控制 

 
 办公工位和办公区域照明所使用产品及制造商数据 
 如果不同工位或工作场所使用不同的装置，则必须将所有装置类型纳入评估范围并提供证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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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V 18599.建筑物的能源效率——用于供热、供冷、通风、家用热水和照明的净能源、最终能源及一

次能源需求的计算——第1部分：能源资源的一般平衡程序、术语及定义、区分带及评估。柏林：博伊

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6年10月 
 DIN V 18599.建筑物的能源效率——用于供热、供冷、通风、家用热水和照明的净能源、最终能源及

一次能源需求的计算——第3部分：空调的净能源需求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6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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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6 

室内及室外空间质量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为建筑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室内和室外空间，尽可能适应各种娱乐及功能用途，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提高资产的可持续性和所有用户的舒适性。 
 
 
成效 

具有高质量空间的建筑可促进建筑用户和居民的健康和幸福，推动社交。如此可大幅提高建筑的实用价值。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4.2.a/b 家庭供应品 

    
  低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社会文化功能质量 Sociocultural & functional quality 
SOC1.6 / 室内及室外空间质量 
 

 

© DGNB GmbH  384 

展望 

此标准评估建筑内部及外部空间的质量。实际上，目前正在严肃考虑未来出于评估目的，仍将空间质量要求集中保留在

一个质量分项中，或者是否将单独评价室内和室外空间分开单独评估。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酒店  
 教育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2.0% 
1.8% 
2.1% 
2.3% 
 
5.4% 

2 
2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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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此标准评价如何评估空间的质量。此标准针对的主题如下：用于交流的空间、为用户提供的多种应用可能性、有利于家

庭儿童和老年人的设计、内部联结和交通空间交通、室外空间的设计、室外区域和固定装置及设备。可能获得的分数加

在一起超过100分；但在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促进交流的室内空间  
1.1  主要用途的交流区域 最高 15 

   各种交流区域，例如开放会议区或会面区域、有空调设备的门廊和内部庭院、作

为会面点的小型空间。 
+10 

  对于  住宅 ：在住宅建筑中，主要指公共设施和交流区域，例如座位、公用房间、

作为居住单元组成部分的多用途房间。 
 

  对于  购物中心 ：在购物中心，主要指灵活、通用的内部活动区 
 

 

   促进及提升交流的内部设计，例如通过玻璃门、墙构架：提供直视多个房间的透

明性（例如学习区、娱乐室）。 
+5 

    
Re 1  创新领域  同 1.1 

  前瞻性空间理念：通过定制解决方案促进或提升交流的房间或区域。 
  创新居住、工作、住宅、教学和学习环境的空间理念，提供各种不同用途，满足建

筑内居民/职工/用户/客人及建筑内发生的各项活动的需求和要求，提供最佳灵活性

和经济可行性（例如创造性工作休息室、基于居住、供应需求的、服务和便利设施

的使用可能性、协助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技术的服务、“网络生活”、办公桌共享、为

开放式教学模式的教育理念提供的开放空间等）。 

 

   针对每一创新设置（根据指标1.1项下指标）  
    

          
 

2  为用户提供的多种应用可能性  
2.1  多种应用可能性/服务 最高 15 

   多种应用可能性、多用途房间或者公用房间，例如自助餐厅、健身房、图书馆、

养生、桑拿 
 

对于  购物中心   单体零售商店 ： 
 存放消费者个人物品的储物柜    

 
对于  住宅 ：  

 所有住户都可进入的公用房间 

+10 

   大型洗涤和/或烘干区域，作为促进交流的公用区域——在住宅建筑内，这可以意

味着在单元内可不设洗衣机连接点。 
 

    
2.2  指示/信息  

   指示系统（例如标志、信息板/栏） 
 整合在总体内部设计理念中的、（在开放/固定时间段）由人工值守的综合信息问

询台，例如在购物中心、市场、大型住宅区、办公综合体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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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2  创新领域  同 2.1和

2.2   构成用户多种应用可能性或者协助指引/提供信息的定制解决方案，例如“从摇篮到

摇篮”的公用洗衣机创新使用及管理理念。 
   针对每一解决方案（根据2.1和2.2项下的指标）   
    

           

3  方便家庭、儿童和老年人的友好设计  
3.1  建筑内的家庭功能 最高 20 

   儿童保育设施 +5 
   带婴儿换尿布设施的房间以及单独的母乳喂养室/区域（针对具体方案定制） +5 
   儿童游乐区（无儿童保育） +5 
   老人休闲娱乐区（例如室内游戏区） +5 
   停车区域，包括为家庭提供的大量指定停车位，其尺寸可满足家庭的附加需求（宽

度≥2.7米），方便车辆轻易装卸 
 

+5 

  对于  酒店 ：  
   至少5%的房间为家庭友好型，提供婴儿换尿布台、儿童床、食品制备设施以及

遮光窗帘等特色功能。（至少应该提供其中三项特色功能）。 
+5 

    
Re 3  创新领域  同 3.1 

  说明：家庭友好型设计的创新、定制解决方案 
    

           

4  内部联结和交通空间的质量 最高 10 
4.1  内部联结和交通空间的质量  

  内部联结和交通空间提供以下或者类似的特色功能： 
 足够宽敞、能够在垂直方向上提供充分的开放空间，允许不同楼层用户进行交流

的敞露区域、画廊、小型空间和楼梯，入口楼梯、座席（例如适当的突出构件、

台阶、长椅等）。 
 日光可照到联结和交通空间。 
 提供向外打开的门廊，例如露台、屋顶平台、前庭等。 
 联结和交通空间有更严格的热、声或隔音要求，以满足这些区域的灵活应用。 

 

    
  实施上述措施的数量：  
   3 5 
   ≥ 5 10 
    

Re 4  创新领域  同 4.1 
  说明：创新、定制的解决方案，将联结和交通空间转变了契合其用途且令人愉悦的

空间 
    

           

5  室外设施设计理念  
5.1  室外设施设计理念 最高 20 

5.1.1  设计理念融合了更聪明的材料使用、照明、导航、绿化和必要的技术设施，或者有一份在所有室

外空间执行的设计指南，其中包含室外设施计划（开放空间计划、概念模型和建筑规范，以及可

能的附加、详细计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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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室外区域的质量  
   将建筑区域与创建社交空间的目的相挂钩，建立社区意识 +5 
   配备高质量设备的运动场 +5 
   可轻易进入的绿色空间和公园 +5 
   构成用户体验一部分的技术基础设施，例如可见、有美感的水流循环系统 +5 
   辅助设施融入到设计中（废物处理厂、自行车存放设施、地下车库通风等） +5 
   通过建筑与室外空间的联系，提供室外区域的社会控制 +5 
    

           

6  室外区域  
6.1  屋顶表面 最高 25 

   ＞ 10%的屋顶表面区域（但至少有5平方米的可用面积）是向建筑用户提供的室

外空间 
 
           

+5 
  对于  购物中心    物流    生产   
   ＞ 1%的屋顶表面区域  
    

6.2  立面  
   每单位可用面积至少3平方米的露台、凉廊或温室 +5 
   ＞10%的里面绿化，但总面积至少为20平方米 +5 
    

6.3  室外空间（首层）  
   所有用户都可使用的公用室外座位区域或者露台、中庭（无空调）或内部庭院等

空间 
+10 

   建筑内所有教室和其他房间中至少80%有通向室外的门，以便使用临近的室外区

域/屋顶表面 
+10 

    
Re 6  创新领域  同 

 6.1–6.3 
 

  说明：允许建筑用户使用室外区域的创新、定制的解决方案 
 针对每一解决方案（根据6.1到6.3项下的指标） 

    
           

7  固定装置和设备  
7.1  可用室外区域内的固定装置和设备 最高 10 

   固定座位和/或休闲椅  
   可移动座位和/或休闲椅  
   用于午餐休息的防风雨室外家具，包括桌椅  
   室外工位和工作区域的供电  
   固定健身和训练设备  
   人们可以消磨时间的开放绿色空间  
   水景设计  
   防恶劣天气的掩蔽处  
   防风措施  
   以树木或者固定、刚性或可移动遮蔽系统的形式防范夏日骄阳  
   提高室外区域用户群体舒适性的其他固定装置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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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上述措施的数量：  
   3 5 
   ≥ 5 10 
    

Re 7  创新领域  如指标

7.1   说明：提高使用室外区域的建筑用户或用户群体舒适性的创新、定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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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促进交流的功能、为用户提供的功能、为家庭儿童和老人提供的设施是需要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从设计上促进交流的功能的数量 [数量] 

      
           

KPI 2  为用户提供的功能多种应用可能性的数量 [数量] 
      
           

KPI 3  为家庭、儿童和老人提供的设施的数量 [数量]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与建筑运营认证中的标准SOC9.2有较大关联。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SOC1.6有较大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与室内空间认证中的标准SOC1.6有较大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指标5、6和7对应城市区域和商务区认证中指标SOC1.6.2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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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临近区域的室外空间可提升建筑用户的一般美好感受，提供工作休憩的替代场所，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提高建筑

的普遍接受度。取决于室外区域的设计，它们可能有助于改善城市风景和本地环境。 
 
 
二．附加说明 

除了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方面以外，室内外空间可能提高所有用户的舒适性（租户/所有者和/或外部用户）。设计功能区

域时，首先必须考虑用户福祉。这些区域可能用于提供娱乐地点、与其他人交流以及恢复健康。 
 
 
三．方法 

通过定性和定量指标的方式描述空间质量。评价室内外区域的数量和质量。 
 
指标1：促进交流的室内区域  
指标1.1：主要用途的交流区域 
可能的公共设施和交流区域的范例包括提供各种坐席的开放会议室、有空调的前庭和内部庭院、扩大的走廊区域、休憩

区域和小厨房等。 
 
 
指标2：为用户提供的功能多种应用可能性 
功能多种应用可能性可能满足各项功能，例如提供便利设施或休闲设施，或者扩展用于特定用途的设施。它们可能延长

建筑在昼/夜交替周期内的使用时间，且可能具有活跃紧邻区域的附加效果。为用户提供的功能多种应用可能性可能是自

助餐厅/食堂、健身房、桑拿、图书馆、音乐室、供出租的居住和工作场所、客人住宿、多功能房间、公共休息室、工作

间、大型洗涤和烘干室以及其他类似功能，作为建筑主要用途的补充。 
指示和信息系统也是重要的使用要素。 
 
 
指标3：方便家庭、儿童和老年人的友好设计 
除了社会功能以外，建筑内的家庭友好型结构是另一个可用于描述和评估物业的重要特征。取决于具体用途，其中可能

包括儿童保育设施或者公司日间托儿所、育婴所或者儿童游乐区。带婴儿换尿布和哺乳设施的房间也可能有助于满足携

带幼童的建筑用户的需求。 
 
 
指标4：内部联结和交通空间的质量 
联结和交通空间应照明良好，面积足够大，可满足必要的用途和各种目的。将联结和交通空间非正式地用于交流、休息

或其他活动等目的，也是一种发展趋势。例如，通过室内外以及不同楼层之间的视觉联系，以导航和交流加强空间感知。

有吸引力的景色可提高逗留质量。 
 
 
指标5：室外设施设计理念——室外区域的质量 
设计理念融合了更聪明的材料使用、照明、指示、绿化和必要的技术设施，或者有一份私人开放空间的设计指南，既尊

重居住者的个人设计意愿，又提供一致性区域设计的框架。其中包含与所有室外区域的室外设施计划相关的信息（开放

空间规划、概念模型和建筑规范以及可能的附加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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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6：室外区域 
评估考虑屋顶表面（屋顶露台、屋顶花园、温室等）、立面（立面构件、阳台、凉廊、温室等）及地面室外空间（前庭、

内部庭院、室外坐席区域、露台等）。这些开放空间在冬季应将日光暴露最大化，在夏季应提供充分的遮蔽。 
评估立面绿化时，要考虑立面上绿色植物的总覆盖率。规划覆盖率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应通过合同约定至少两年的生长

保障。 
 
 
指标7：固定装置和设备（可用室外区域内） 
对于室外空间的设计，应提供各项固定装置和设备。评估基于此类构件的提供数量。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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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所使用的数据必须是

最新数据，或者如果使用了相对老旧的文件/内容，则必须证明该等文件/内容继续适用。 
 

1. 室内 
 
 平面图和截面图的摘录，包括空间和功能配置，以及适用的家具 
 照片文档 
 前瞻性思维办公设计的内部设计理念（灵活性和经济可行性构成理念的一部分） 
 必须使用照片/视图/截面图/平面图证明评估区域的每一方面，并根据指标要求，提供一份说明该等区域

积极影响的声明。 
 
 

2. 室外 
 
 开放空间规划（可能提供详细规划） 
 室外空间设计理念（提供理念描述或草图） 
 屋顶表面的平面图，包含与用于技术设施的比例、屋顶绿化、屋顶材料和颜色选择及可用面积等相关的

信息 
 屋顶表面设计理念 
 展示建筑设计的建筑视图 
 总设计图 
 三维可视化（透视图、模型照片、图纸） 
 必须使用照片/视图/截面图/平面图证明评估区域的每一方面，并根据指标要求，提供一份说明该等区域

积极影响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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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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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7 

安全与安保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构建尽可能防止建筑及其邻近区域危险状况的设计理念。 
 
 
成效 

高度的安全感对人的舒适性至关重要。相反，不确定性和焦虑会限制行动自由。一般情况下，提高安全感的措施也有助

于降低被攻击的可能性。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1.7 提供进入安全、包容性绿色及 

公共空间的通道 
16.1 犯罪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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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危险事件风险也是安全主题的一部分。因此，在之后的版本中，此标准也可能添加该主题。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酒店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0% 
1.8% 
2.0% 
1.1% 
 
4.3% 

1 
2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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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对于为了提高用户安全感、预防建筑及其紧邻地区危险情况而必须采取的建筑措施，应使用指标1评价该等措施的类型

和范围。提议主题范围之外的安全措施，可按照创新领域指标，作为替代方案计算分数。在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大

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主观安全感知和攻击防护  
1.1  能见度水平 40 

  一般区域（入口区域、主干道、内部庭院路径）和地下车库、地面停车场及多层或屋顶停车场（如

可用）提供良好的能见度。 
 

    
1.2  照明水平 30 

  主干道、通向停车场的路径以及自行车停放处照明良好。 
 

 

1.3  技术安全设备  
   办公    教育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最高 30 

   住宅    最高 20 

    
  技术安全设施（紧急电话、闭路电视、公共广播系统（办公室内）、语音报警系统或类似设施）的

数量： 
 

   1  
       住宅  

15 
10 

     
   ≥ 2  

       住宅  
30 
20 

    
1.4  预防性安全措施  

   住宅  10 
  预防入室偷窃的措施，例如较低楼层上的卷闸、报警系统、阻抗防护级别。  
    
  不适用于  办公    教育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Re 1  创新领域   同 

1.1–1.4 
  说明：无法归入任何上述措施类别但确实能让人感觉更安全、保护其不被攻击的安全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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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安全设施和措施的数量是需要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技术安全设施和预防措施的数量   [数量]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建筑运营认证中的标准TEC9.1有相关内容。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SOC1.7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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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措施可能有助于提高人的安全感知，防止危险情况。 
 
 
二. 附加说明 

例如，通过确保室外区域有充分的能见度和照明、清楚的路径布局并使用技术安全设备，提升建筑用户的主观安全感知。

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危险，减少攻击和意外。 
 
 
三. 方法 

指标1：主观安全感知和攻击防护 
应使用适当的措施，提升安全感、攻击防护。此项的指标如下： 
 
指标1.1：能见度水平 
应通过改善能见度、全面标志树立，提升人们在场地和建筑内的安全感。在此项下评价开放空间和室外路径。评估考虑

所有一般区域和房间的能见度以及房间与一般区域之间视觉联系，例如提供清楚能见度的主干道、入口区域、内部庭院

和地下停车场设计。 
 
指标1.2：照明水平 
良好照明的主干道、公众可及的室外空间和无需绕路直接抵达目的地的能力（自行车停放区、停车场、公交车站）有助

于提升人的安全感。 
 
指标1.3：技术安全设备 
技术安全设备意味着自危险情况下可以随时获得帮助。这一特征在遏制潜在罪犯的同时，也提升了用户的安全感受。技

术安全设备包括闭路电视、紧急电话和公共广播系统。 
 
只有在不违反数据保护法的区域，才可以使用闭路电视设备监控。 
 
指标1.4：预防性安全措施 
此项下评估预防入室偷窃的措施，例如较低楼层上的卷闸、报警系统或者防盗门/窗（使用阻抗等级（RC）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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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主观安全感知和攻击防护  
指标1.1：能见度水平 
 

 表明房间与主干道、路径和道路、入口区域和内部庭院等一般区域之间的视觉联系以及地下停车场清楚

能见度的详细设计方案摘录。 
 规划的书面解释 
 照片文档 

 
指标1.2：照明水平 
 

 路径规划 
 路径照明设计 
 展现光强度（照度）或者光密度（照度）的文档证明，例如所使用照明产品的数据表，或者对这些数值

的测量、模拟或计算 
 显示停车场位置的证明文档，例如来自于总设计图或者地下停车场图纸 
 显示停车场位置的证明文档，例如来自于总设计图或者地下停车场图纸 

 
指标1.3：技术安全设备 
 

 现有技术安全设施的清单和文档证明，例如通过创设的功能规范或者已签订的合同 
 技术安全设施的位置，例如在图纸上 
 已落实的安全设施的照片证明文档，标明设施位置 

 
指标1.4：预防性安全措施 
 

 如指标1.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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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EN 12464-1.照明灯具——工作场所照明——第1部分：室内工作场所。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1年8月，

http://www.ageta.lt/app/webroot/files/uploads/filemanager/File/info/EN_12464-1.pdf 
 EN 12464-2.照明灯具——工作场所照明——第2部分：室外工作场所。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07年10月http://svstsv.com/assets/files/content/norms/bur/EN-12464-2.pdf 
 工作场所技术规程A3.4/3安全照明[德语：ASR A3.4/3 Sicherheitsbeleuchtung]。2009年5月。

https://www.baua.de/EN/Topics/Work-design/Workplaces/Workplaces-ordinance/Workplaces-ordina
nce_node.html 

 国家建筑规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风险地图（CEDIM Risk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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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2.1 

无障碍设计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让每个人——不论其个人状况如何——都能够进入我们打造的整个建筑环境，并不受限制地使用建筑。 
 
 
成效 

不论当前的建筑用户中是否有残疾人或者有障碍人士，如果在建筑工程规划中，已经融入了无障碍建筑原则，则这种预

见性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改造建筑的任何必要成本以及此种改造所涉及作业的复杂性。无障碍设计让建筑对所有用户群

体更具吸引力，尤其是针对运动技能受损、有感觉障碍及认知障碍的人群。随着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与人的差异将

被视为带来更多可能性的要素。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8.5 针对所有男性、女性及残疾人士的合适工作   
    

  高  10.2 促进包容性   
  

11.7 
 
公共空间和绿色空间可达性 

  

       
          

   
   10.2 分配公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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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未来的无障碍设计要求预期不会变得更加严格。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3.1% 
3.6% 
4.3% 
2.9% 
4.5% 
 
0.0% 

3 
4 
4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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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无障碍标准是DGNB认证体系中的一项强制要求（它不适用于新建物流建筑和新建生产建筑认证）。如果建筑不满足无

障碍设计的最低要求，则无法获得认证。 
 
基于建筑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的程度，对标准进行定性及定量评估。运动技能受损、有感觉障碍和/或认知障碍的人群无

需克服巨大困难且一般无需获得其他人的帮助，就可以进入及使用的无障碍建筑区域越多，建筑的评估结果就越好。 
 
对于某些建筑类型，可在质量水平内获得附加分数。此标准最多可获得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质量水平 1 / DGNB最低要求  
1.1  无障碍设计程度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购物中心   10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最高 20 
  已满足无障碍设计方面的国家建筑法规要求。且至少要落实以下内容：  
   内部和外部基础设施：道路至入口、入口和入口前的操作区域（如电梯）、相关

的交通和辅助区域以及对建筑使用具有重要意义的一般区域均采用符合ISO 
21542:2011的无障碍设计[已建成环境的可及性和可用性]  

   建筑内所有单元的无障碍连接，不论是一个还是多个不同用户使用。  
   残疾乘客停车空间的专用交通区域。  
   根据“多感官原则”（“至少两种感官原则”——例如视觉、听觉、触觉）提供的使

用信息（例如关于入口门、电梯）。  
  在公共区域至少设置一个无障碍厕位。如建筑内有不同的分割使用区域，应保证

从所有区域都可到达无障碍厕位，且在设施方面，其应与其他卫生间设施等同（例

如，在地下室层设置无障碍厕位，只有同时存在其他标准厕位作为整体卫生间设

施的一部分，且其内部设施与地上建筑区域的设施相同，地下室层的无障碍厕位

才能获得等同认定）。  
    
  对于  住宅 ： 

 无障碍卫生间设施必须相应地安装在无障碍住宅单元内。  
    
  对于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 

 在销售面积≥3000平方米的百货公司和单体零售商店的租赁区域，必须提供无障

碍厕位。 
   质量水平1的附加分：在销售面积＜3000平方米的百货公司和消费者市场的租赁

区域，提供了无障碍厕位。 
 + 10 

    
  同样对于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   
   员工通道采用员工专用无障碍通道的形式，或者通过公众可及的一般区域（商

场），在主入口区域提供了无障碍通道，前提是通往所有单位都可通过无障碍通

道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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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对于  住宅 ：   
   无障碍住宅设置符合ISO 21542:2011标准要求（建筑内住宅总数的2%，但至少

有2个单元）。  
   建筑公共区域（包括住宅的入口门）的设计必须实现坐轮椅人士的无限制使用（见

上文脚注）。此规定至少应适用于有无障碍住宅的楼层。  
           
           

2  质量水平 2  
2.1  无障碍设计程度  

   办公    教育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25 
   住宅  最高 40 
   已实现质量水平1/DGNB最低要求。  
   已提出详细的总体无障碍设计理念。  
    
  此外，特定用途建筑区域有如下无障碍设计：  
   办公   
   至少10%的工作场所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  
   该区域内设置有必要的无障碍厕位。  
   教育   
   所有专用于教学的房间/区域，包括相关交通和辅助区域/房间  
   该区域内设置必要的无障碍厕位（在相应的每一楼层上）  
   住宅   
   住宅总量的至少25%（根据 ISO 21542:2011标准的推荐），包括相关交通和辅

助区域（针对建筑的一般区域及住宅的主入口门，必须考虑质量水平1的脚注内

容）。  
   质量水平2的附加分：在这25%中，有八分之一的住宅单位（至少一个）被设计

为无障碍住宅，允许坐轮椅者的无限制使用（针对住宅的内部区域，也要考虑质

量水平1的脚注）  

 + 15 

   酒店   
   房间总量的1%（至少一个）满足ISO 21542:2011中非居住建筑类别的要求（考

虑质量水平1中的脚注）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建筑中至少25%的销售区域（定义见附件A）加上构成基础设施必要部分的所有

室外设施区域  
           
           

3  质量水平 3  
3.1  无障碍设计程度  

   办公    教育    酒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50 
   住宅  最高 65 
   已实现质量水平1/DGNB最低要求。  
   已提出详细的总体无障碍设计理念。  
    
  此外，特定用途建筑区域有如下无障碍设计：  
   办公   
   至少50%的指定工作场所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  
   该区域内设置有必要的无障碍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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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    教育    住宅   
   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区域的至少25% 

  
   教育   
   已实现质量水平2。  
   至少25%的指定工作场所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  
   该区域内设置有必要的无障碍厕位。 

  
   住宅   
   住宅总量的至少50%（根据 ISO 21542:2011标准的推荐），包括相关交通和辅

助区域（针对建筑的一般区域及住宅的主入口门，必须考虑质量水平1的脚注）。  
   质量水平3的附加分：在这50%中，有八分之一的住宅单位（至少一个）被设计

为无障碍住宅，允许坐轮椅者的无限制使用（针对住宅的内部区域，也要考虑质

量水平1的脚注） 

 + 15 

   酒店   
   在客房数量为13或更多时，须根据ISO 21542:2011中的非居住建筑类别，对房

间总数的5%进行设置，以适应有行动、听觉和视觉障碍者的需求（考虑质量水

平1中的脚注）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建筑中至少50%的销售区域，加上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

区域的至少25%  
   

另外对于  购物中心 ： 
被指定为建筑（中心）运营工作场所的50%的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

通和辅助区域  
    

           

  质量水平 4  
4.1  无障碍设计程度  

   办公    教育    住宅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75 
   酒店  最高 90 
   已实现质量水平1/DGNB最低要求。  
   已提出详细的总体无障碍设计理念。  
    
  此外，特定用途建筑区域有如下无障碍设计：  
   办公   
   至少75%的指定工作场所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  
   该区域内设置有必要的无障碍厕位。 

  
   办公    教育    住宅   
   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区域的至少50% 

  
   教育   
   已实现质量水平2。  
   至少50%的指定工作场所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  
   该区域内设置有必要的无障碍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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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住宅总量的至少75%（根据 ISO 21542:2011标准的推荐），包括相关交通和辅

助区域（针对建筑的一般区域及住宅的主入口门，必须考虑质量水平1的脚注）。 
 质量水平4的附加分：在这75%中，有八分之一的住宅单位（至少一个）被设计

为无障碍住宅，允许坐轮椅者的无限制使用（针对住宅的内部区域，也要考虑质

量水平1的脚注） 

+15 
 
 
  

   酒店   
   在房间数量为13或13以上的住处，须根据ISO 21542:2011中的非居住建筑类别，

对房间总数的8%（至少一个个房间）进行调整，以适应有行动、听觉和视觉障

碍者的需求（考虑质量水平1中的脚注）  
   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区域的至少50%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建筑中至少75%的销售区域，加上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

区域的至少50%  
   另外要求：被指定为中心运营工作场所的50%的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

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特定情况下不适用于新建百货公司/新建零售商店）  
 
           

5  质量水平 5  
5.1  无障碍设计程度  

   酒店    办公    教育    住宅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100 
   已实现质量水平1/DGNB最低要求。 

 已提出详细的总体无障碍设计理念。  
    
  还有：无障碍（根据适用标准和良好工程惯例的普遍接受原则）区域： 

 办公   
   至少95%的指定工作场所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  
   该区域内设置有必要的无障碍厕位。 

  
   办公    教育    住宅   

  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区域的至少75% 
  

   教育  
 已实现质量水平2。 
 所有指定工作场所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 
 该区域内设置有必要的无障碍厕位。 

 
 

 
   住宅  

 住宅总量的至少95%（根据 ISO 21542:2011标准的推荐），包括相关交通和辅

助区域（针对建筑的一般区域及住宅的主入口门，必须考虑质量水平1的脚注）。

在这95%中，有八分之一的住宅单位（至少一个）被设计为无障碍住宅，允许坐

轮椅者的无限制使用（针对住宅的内部区域，也要考虑质量水平1的脚注） 
 

 酒店  
 在房间数量为13或13以上的住处，须根据ISO 21542:2011中的非居住建筑类别，

对房间总数的10%（至少一个个房间）进行调整，以适应有行动、听觉和视觉障

碍者的需求（考虑质量水平1中的脚注） 
 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区域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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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单体零售商店   

 建筑中至少95%的销售区域，加上室外设施（如有）中可供使用者活动或休憩的

区域的至少75%  
 另外要求：被指定为中心运营工作场所的95%的区域，包括运营相关区域以及相

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特定情况下不适用于新建百货公司/新建零售商店）  
 

           
           

满足最低要求后，可以在不同质量水平之间进行线性插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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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由无障碍区域及无障碍卫生间设施构成的建筑比例是需要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建筑中无障碍区域（或者住宅单元）的比例，特定情况下，有区别与坐轮

椅人士可无限制使用的区域 
  [%] 

      
           

KPI 2  无障碍卫生设施的数量   [数量]       
           

KPI 3  人们可以自由活动的无障碍室外区域的比例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建筑运营认证标准SOC9.2的评估中，若提供包容性通道、可满足家庭和老

年人需求的供应品，则可以得到积极评价。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SOC2.1有内容相关。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与室内空间认证中的标准SOC2.1有内容相关。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根据城市区域和商务区认证中的标准SOC2.1，评估室外空间的无障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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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 附加说明 

无 
 
 
三. 方法 

在评估建筑的无障碍设计时，审查及评价是，是否所有人都可平等进入及使用建筑。 
 
待认证的所有建筑必须根据适用标准和良好工程惯例的普遍接受原则，满足建筑规范的无障碍设计要求；也必须最少满

足“DGNB最低要求”。DGNB最低要求是基于最新的适用国际建筑规范，此种规范确定了标准及最低建筑要求，被各国

用作国家建筑规范的基础。通过ISO 21542:2011标准[建筑环境的可及性和可用性]。 
 
另外作为设计和规划的辅助和工具，建议参考最新版本的“柏林——无障碍”[无障碍公共建筑]指南。其中描述了落实ISO 
21542:2011目的和要求的行动领域和潜在解决方案。 
 
规划和建造阶段的无障碍设计 

在规划阶段，通过结构性措施影响无障碍设计落实的可能性最大。鉴于无障碍建筑各种法律基础的复杂性，建议聘用专

家，以落实规划，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提供专业意见。 
 
为了在规划和建造阶段融合无障碍设计的所有相关方面，关键是要在一开始就确立项目的具体需求。在此确定的要求通

常是基于与建筑业主方制定的设计要求（例如无障碍工位和工作场所），整合到整体无障碍设计理念中，融入于草案设

计和详细设计。 
 
从质量水平2往上，都必须提出整体的无障碍设计理念。其中应提供与必须满足的建筑要求相关的信息，以及后期可能

需要执行的任何改装作业。还应该描述并在整体概念（如存在）中体现已经确认的工位及工作场所特殊无障碍设计要求，

例如经与严重残疾人士的代表机构磋商。理念中还可以包括满足ISO 21542:2011目标，但未在此ISO标准中明确阐明的

解决方案。 
 
建筑的无障碍设计措施 

在建筑中所有公众可进入及非公开区域，必须根据良好工程惯例的普遍接受原则，从根本上满足所有建筑要求。例如，

其中包括完全可进入性、操作区域、门和走廊宽度、卫生间附近支撑栏杆的准备。 
 
在不对公众开放的区域，引导系统、对照、触摸元素等辅助措施可在后期翻修（前提是在建筑最初投入使用时，对此无

立即要求）。对所有规划形式的翻修工作，必须提供完整的文档证明，以及制定周密的整体设计理念（包含在规划中但

尚未落实的措施清单）。 
 
无障碍建筑区域： 
无障碍使用包含各个区域，尤其是“公众可进入区域”和指定为工作场所的区域，包括相关的交通和辅助区域。交通区域

和室外设施包含在评价中，因为这它们通常构成室外基础设施。 
建筑的其他区域在具体用途描述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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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进入区域： 
根据此标准，“公众可进入区域”指的是有意允许任何人（建筑用户和/或访问者）穿行和/或使用的建筑区域，例如： 
 

 入口区域和门厅 
 衣帽间 
 销售空间 
 公共卫生间设施 
 用于招待访问者的办公室 
 柜台和等候区 
 媒体和展示区 
 提供食宿的房间 
 展览室和活动厅 
 阅览室、开架阅览图书馆区域 
 教学和会议室 
 运动室 
 相关基础设施区域或者与上述房间相连的走廊 

 
出于此要求的目的，所提供的服务是公共服务还是私人服务、是免费服务还是收费服务没有要求。 
 
指定为工作场所的区域： 
未向公众开放的区域主要是用作工作场所。指定为工作场所的区域是执行正常范围活动的必要区域，例如： 
 

 工作间（例如办公室、实验室） 
 会议室 
 储藏、机械和辅助房间 
 休息和准备室 
 小厨房和自助餐厅 
 急救室 
 卫浴设施 
 内部基础设施（走道、坡道、阶梯、门、逃生路线、紧急出口） 

 
如果必须有附加区域才能执行正常范围的活动，则该等区域也必须设计为无障碍区域。在与运营相关的所有区域，都必

须落实无障碍设计。 
 
交通区域和室外设施： 
如果有可以休憩的室外区域，则必须提供文档证明，证明这些区域允许无障碍进入以及可用于预期用途的范围。 
 
销售区域： 
出于此标准的目的，销售空间的定义如下： 

 销售空间（百货公司、商铺房、报摊，包括商店橱窗） 
 展览空间（展览厅、样品间） 
 操作室（分拣室、配送室、包装室、调度室、基材的供应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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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证明文档模板 
 
建筑无障碍设计措施规划及落实的确认： 
 
 
指定建筑师或专家保证建筑满足标准中列出的无障碍设计要求。建筑师或专家具有相应的资质。 
 
 
我方，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确认在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中，已按照下文规定的_____________
方案中的质量水平（根据DGNB标准SOC2.1）的规划并落实了无障碍设计要求。 
 
 
 

 
 

要求 

 
 
分数（输入） 

 
 

已满足的要求 

已实现质量水平1。附上证明文档。    
 

 
 

已实现_______方案的质量水平_____。      
 
请注意：DGNB保留出于符合性检查目的，在晚些时候随机请求提供个别证

据文件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指定建筑师/专家的签名    盖章 
 
审计师（DGNB Auditor）特此确认他们已经检查了相关文档中包含的信息，确认其真实且公平地呈现了以下事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审计师（DGNB Auditor）签名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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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住所：  住宅  
被归类为住宅类别、也具有相关性的具体区域一般包括： 
 

 外部基础设施（包括建筑入口） 
 内部基础设施（在建筑入口之后）——楼梯间，包括电梯和门等，包括个别住所的入口 
 住所 
 地下室、轮椅/助行器存放区等辅助房间，定量和定性评价 

 
 
交易场所：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零售场所是公众可进入建筑，满足无障碍建筑规范，此种规范通常包含在国家建筑规范、建筑技术要求和具体国家零售

场所的有关法规中。在ISO 21542可以找到与交通区域、更衣室、地板覆盖物、收银区、服务柜台和导航系统的设计等

相关的要求，且必须满足该等要求。必须由租户规划并落实的措施，须由租户予以确认。此确认证明必须与出于认证目

的提交的其他证明文档一并提供；如果租户尚确定，必须以租赁协议中租户室内装修义务的形式加以确认。 
 
旨在便于运动技能受损、有感觉障碍和/或认知障碍的人群使用的装潢要求，对质量水平2以上须提出的整体无障碍设计

理念也有所助益。自规划阶段起，就应融合这些要求。其中包括例如销售展示柜、销售柜台以及能够取到商品的自助货

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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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必须提供的证明文档 
“质量水平1/DGNB最低要求”的证明文档： 
 
建筑无障碍设计的一般解释和描述。明确标注作为无障碍设计必要组成部分的操作区域、间隙宽度等内容并标示尺寸的

相关规划摘录： 
 

 相关规划（例如展现所有使用区域之间交通区域的楼层平面图、含室外设施以及停车场等公共空间联结

的底层平面图）。 
 相关细节（过渡、导航系统、操作元件、固定装置、设备等） 
 照片文档 
 指定建筑师或专家（根据附件1）确认建筑满足此标准中列出的最低无障碍设计要求。 

 
 
建筑无障碍设计措施规划及落实满足质量水平 2-5 的证明文档和确认： 
 
在提交的平面图和室外设施规划中，必须绘制并标注被定义为无障碍工作场所的区域以及人们可以休憩的室外空间。此

外，建筑师或专家确认建筑满足标准中列示的无障碍设计要求，可被接受为证明文档（见附件1）。建筑师或专家必须

具有相应的资质。 
 
 
DGNB保留出于符合性检查目的，在晚些时候随机请求提供个别证据文件的权利。此种情况下必须提供的证明文档如下： 
 
关于建筑无障碍设计的信息 
 

 建筑内外整体无障碍设计理念的详细描述，包括所有无障碍设计措施。 
 整体理念 
 构成理念中提出的已规划翻修作业的各项措施的证明文档 

 
 
针对被定义为无障碍的（室内和室外）区域，必须提交以下内容： 

 
 楼面空间清单，以无障碍工作和使用区域为特征，说明无障碍楼面空间的比例（证明符合质量水平中要

求的区域）。此处，应说明无障碍楼面空间与可用面积（UA，根据[T&D_04]中的定义）的相对比例。 
 基于规划和照片的无障碍设计的证明文档。必须使用照片或平面图绘制、标注无障碍房间（包括无障碍

厕位）、操作区域、走廊、门宽等并标示尺寸： 
 相关平面图，例如针对标准楼层、总设计图（展示室外设施）、阁楼以及使用的地下室层/地下车库 
 相关截面图和详细图纸（连接、指示系统、操作元件、固定装置、设备等） 
 附带说明的照片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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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EN 81-70：电梯建造和安装的安全规则，2005年9月。 
 可持续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柏林——泛用设计：无障碍公共建筑（第2版），柏林州城市发展与环境部，柏林，2013年3月 
 ISO 21542:2011 建筑构造——建成环境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技术委员会：ISO/TC 59/S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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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技术质量的八项标准提供了从可持续性方面评估技术质量的衡量指标。 
 
  TEC1.1  消防安全 
  TEC1.2  隔声措施 
  TEC1.3  建筑围护结构质量 
  TEC1.4  建筑技术的应用与集成 
  TEC1.5  建筑清洁 
  TEC1.6  建材与建筑部件的回收和再循环 
  TEC1.7  声光污染控制  
  TEC3.1  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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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1 

消防安全 

 
目的 

火灾事件不仅会危及人和动物的生命与安全，还会破坏建筑构造，排放污染物，并因此危害环境。这也是“消防安全”构
成DGNB认证程序不可或缺一部分的原因。 
 
请注意：不论是通过DGNB的整体认证还是DGNB授予的消防评估分数都不能取代正式许可或者正式验收。尤其是，因

为检查和评价范围有限，所以授予证书也不代表项目的实际落实和应用符合申请人出于认证目的另行提交和/或提供的消

防文件。相反，所授予的证书和消防评估分主要是基于申请人所做之声明，DGNB及其审计师信赖该等声明完整、真实

且没有误导性。申请人确保充分满足适用消防规定的责任不受影响。对于进一步的限制，请参见认证协议序言第2段和

章节13.2。 
 
 
成效 

消防措施的主要成效是减少火灾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以及后续的相关修理和责任成本。一定要防止火灾的发生

和烟火的蔓延，它们不仅会影响建筑本身，也会影响周围区域。为建筑配备充分的消防安全措施也能消除安全隐患，消

解建筑用户在正常运营过程中的顾虑。 
 
消防措施包括：  

- 旨在防止引燃不受控火灾的措施 
- 用于限制火灾发生后火势发展及影响的措施 
- 建筑建造过程中规划或者在现有结构体中落实的措施 
- 向建筑居住者教授的措施。 

 
在建筑或经营场址内安装基本消防措施，作为预防火灾中人身伤害的重要功能。此外，这些措施要确保人和动物能够得

到救援，且在发生火灾时，可以有效地执行灭火工作。 
该等措施的范例列于下文指标2和指标3中。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减少过早死亡、促进健康/福祉 15.1 生物多样性 
    

  低  15.5 自然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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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本地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2.5% 
2.9% 
 
2.7%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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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基于检查表评估消防。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要得到此指标的积极评价，设计文件必须清楚证明已满足最低标

准。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建筑检查主管机构允许采用替代消防理念，允许与有效的建筑规程有所偏差。 
 
注意：没有基本安全措施、不符合本地建筑规程的建筑无法通过认证。 
 
建议：只有在不强制要求附加措施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指标2和指标3的检查表分数。也就是说该等附加措施不是构成

本地建筑规程的自愿选项，也不是构成消防计划的补偿措施。在咨询DGNB专家之后，可以考虑下文未列示的设计和结

构方面（指标2）或者技术建筑体系方面（指标3）的其他本地消防功能。 
 
 

编号  指标     分值 

           

1  消防证书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最高 50 

  根据本地建筑规程设计了消防功能，或者与本地建筑规程的偏差已得到相关主管机

构的批准并满足必要的安全水平。 
 

        
           

2  设计和结构方面附加的消防功能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最高 60 

   创设小型的隔火间、隔烟间 10 

   提供从外部直接进入火警中心和设备室/消防队控制台的通道，或者接入消防

队信息系统 
5 

   提供比最大允许长度要求至少短20%的逃生路线 10 

   提供比最低必要宽度要求至少宽25%的逃生路线 10 

   安装贴地的消防疏散导向荧光标识 10 

   在紧急逃生门的建筑入口门上安装自动闭合的太平门锁/栓                                                                                           10           

   逃生路线上的所有门都有玻璃嵌板                                  5           
    

    

3  建筑技术服务系统方面附加的消防功能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最高 100 

    

   在建筑规程要求的范围之外，安装全面的火灾报告和报警系统 15 

   安装动态的逃生和救援导引系统 12.5 

   提高安全照明的照度（至少10 Lux）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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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带可自动打开功能的排气道/供气开口的排烟系统 7.5 

   安装附加的（即非必备）自动灭火系统（例如消防喷淋系统） 12.5 

   落实自动灭火系统：低压水雾灭火系统                                                                                         7.5           

   落实自动灭火系统：高压水雾灭火系统                               12.5           

   在建筑规程未要求的情况下，为建筑配备用于紧急服务广播频带并与消防队的

无线电系统连接 
7.5 

   在消防规程未要求的情况下，安装灭火器、墙壁消防栓、含荧光材料的紧急按

钮等安全设备 
2.5 

   在消防规程未要求的情况下，安装消防队专用电梯，或者指定规划中的客梯为

消防队专用电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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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不适用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与城区认证标准集中的指标PRO1.10.3内容相关。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与建筑运营标准集中的标准TEC9.1内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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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的消防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此标准包含一项最低要求（即指标1）。如未满足此要求，则建筑无法通过认证。最

低要求是提供基本消防安全功能、符合本地建筑规程。 
 
 
二．附加说明 

消防安全的最低要求在本地建筑规程中规定。 
可以从超出最低要求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规划结构及技术性消防措施。如果以可持续性和预防伤亡为主要目的，落实

了附加措施，例如降低火灾事件风险或者提高逃生及救援路线的安全性，则可以得到积极评价。 
评估的基础是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落实该等措施的成本。 
 
 
三．方法 

指标1：消防证书 
评估审视是否已执行要求规划以及执行的范围有多大。不同项目的执行范围可能会有所不同。此标准的附件列出了可作

为要求规划起点的主题以及可能内容；其目的之一就是让建造者尽早满足要求，将适当的具体项目问题纳入考虑范围。

必须在项目的起始阶段执行要求规划，不得晚于服务阶段2“理念设计”[T&D_01]。建筑简报是要求规划阶段的最终结果。 
 
指标2：设计和结构方面附加的消防功能 
在最低建筑规程要求以外，强化消防安全、为建筑做出贡献的每一项设计或结构特色功能都可能获得附加分数。应在每

一单体建筑的背景下考虑任何该等特色功能的有效性。 
附加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较小的隔火室和隔烟室、较短的逃生路线长度或者更大的逃生路线宽度，可纳入附加分数的考

虑范围。 
通过计算各项措施的总分，评估此项指标。 
 
指标3：建筑技术服务系统方面附加的消防功能 
在最低建筑规程要求以外，强化消防安全、为建筑做出贡献的每一项建筑系统的技术特色功能都可能获得附加分数。应

在每一单体建筑的背景下考虑任何该等特色功能的有效性。 
方法与指标2中所述方法相同。超出法律要求的消防安全工程措施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分数。其中包括安装全面的火灾报

警系统、动态逃生和救援导引系统或者自动灭火系统。通过计算各项措施的总分，评估此项指标。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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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必须提供全面且合理的证据，支持各项指标的分数分配。 
 
指标1：消防证书 
 

 法律要求及建筑规划许可所附的任何附加条件的总结。 
 精准描述的消防安全理念。 
 详细的消防安全规划和补偿措施。 
 

指标2：设计和结构方面附加的消防功能 
 

 设计和结构方面的附加消防安全功能证据，包括消防安全规划摘要、附加的图纸和规范，或者照

片证据等。 
 
指标3：建筑技术服务系统方面附加的消防功能 
 

 建筑技术服务体系方面的附加消防安全功能证据，包括消防安全规划摘要、附加的图纸和规范，

或者照片证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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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EN 15269.门、百叶窗和可开窗组合件，包括建筑五金元件的耐火性和/或烟雾控制试验结果的扩展

应用。在此标准中，可考虑该标准的以下部分： 
 
 DIN EN 15269-1.一般要求第1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0年7月 
 DIN EN 15269-2.铰链式和转轴式钢门的耐火性第2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

2012年2月。 
 DIN EN 15269-3.卷升木门、旋转木门和可开式木框架窗口的耐火性第3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

（Beuth Publisher）。2012年10月 
 DIN EN 15269-7.钢制推拉门耐火性第7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0年4月 
 DIN EN 15269-10.轧钢百叶窗组合件的耐火性第10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

2011年7月 
 DIN EN 15269-20.铰接和枢轴钢材、木材和金属框玻璃门具的烟雾控制——第20部分。柏林：博伊特

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09年12月 
 
 DIN EN 13501.建筑产品和部件的燃烧性能分类。在此标准中，可考虑该标准的以下部分： 

 
 DIN EN 13501-1.使用燃烧试验反应的试验数据进行分类第1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0年1月 
 DIN EN 13501-2.使用通风设备除外的耐火试验数据进行分类第2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6年12月 
 

 DIN EN 1634-1.门、百叶窗和可开窗组合件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8年4月 
 

 DIN EN 12101.烟和热控制系统。在此标准中，可考虑该标准的以下部分： 
 
 DIN EN 12101-1.防烟屏障规范第1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8年10月 
 DIN EN 12101-2.烟和热的自然排放通风机规范第2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

2018年8月 
 DIN EN 12101-3.动力烟和热控制通风机的规范第3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

2015年12月 
 DIN EN 12101-4.烟和热的自然排放通风机规范第4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

2017年8月 
 DIN EN 12101-7.烟道型材第7部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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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2 

隔声措施 

 
目的 

确保适合房间使用类型的隔音可防止过度的干扰。 
 
 
成效 

降低破坏性噪音对建筑内用户的福祉和满意度有重大影响。良好的隔音能让用户更加专注、有助于确保用户隐私、为用

户提供更好的安静环境、对用户的生活舒适性和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提升心理健康 

 
  3.1.a/b 健康与食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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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没有提高任何要求严格性的计划。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2.5% 
0.0% 
 
  

3 
0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TEC1.2 / 隔声措施  
评估 

 

© DGNB GmbH  426 

评估 

 
评估是基于最不利的室内状况。为了确保达到相应的质量水平，所有组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满足隔音要求。在此

标准中，总计可获得 115 分（ 住宅  可获得 100 分），但实际上最多可授予 100 分。 
 
对以下各项无要求/评估：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    物流    生产    
 
 

编号  指标         分值 

           

1  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音  
1.1  房间自由区域内– 隔断墙R‘w 和 走廊门 Rw    

   办公     最高 20 
  满足正常要求的房间   +最高 10 
  隔断墙 R‘w 门 Rw  
   ≥ 37 dB ≥ 27 dB   5 
   ≥ 42 dB ≥ 32 dB 7.5 
   ≥ 45 dB ≥ 37 dB  10 
    
  满足提高要求的房间   +最高 10 
  隔断墙 R‘w 门 Rw  
   ≥ 42 dB ≥ 32 dB   5 
   ≥ 45 dB ≥ 37 dB 7.5 
   ≥ 50 dB ≥ 42 dB  10 
    

1.2  隔断墙 R‘w and 门 Rw   
   办公   
  隔绝来自其他区域的噪音– 隔断墙 R‘w 最高 10 
   根据DIN 4109-1的最低要求 (53 dB)    5 
   如上，但超额完成2分贝 (≥ 55 dB) 7.5 
   如上，但超额完成2分贝 (≥ 57 dB) 10 
    
   酒店  最高 40 
  隔断墙 R’w （酒店房间） +最高 20 
   根据DIN 4109-1的最低要求 (47 dB) 5    
   如上，但超额完成3分贝 (≥ 50 dB) 10 
   如上，但超额完成3分贝 (≥ 53 dB) 15 
   如上，但超额完成3分贝 (≥ 56 dB) 20 
    
  门 Rw（从酒店房间到走廊） +最高 20 
   根据DIN 4109-1的最低要求 (32 dB) 7.5    
   如上，但超额完成5分贝 (≥ 37 dB) 15 
   如上，但超额完成5分贝 (≥ 42 dB)，或者采用封闭走廊/过道设计 20 

意见：* 根据有效的建筑规程应用的要求及计算方法。DIN 4109-1: 2016-07或2018-01  
   教育   

 
 隔绝来自教室的噪音   

隔绝来自其他区域的噪音– 隔断墙 R‘w 
最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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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DIN 4109-1的最低要求 (47 dB) 20 
   如上，但超额完成3分贝 (≥ 50 dB) 35 
    
    

1.3  分离式天花板 R’w  
   办公    
  自有区域及其他区域的分离式天花板 R‘w 最高 10 
   根据DIN 4109的要求 (≥ 54 dB) 5 
   如上，但超额完成2分贝 (≥ 56 dB) 7.5 
   如上，但超额完成2分贝 (≥ 58 dB) 10 
    
   教育    酒店*  最高 20 
  公用房间之间的分离式天花板 R‘w 

 根据DIN 4109的要求 (≥ 54 dB 酒店), (≥ 55 dB 教育) 
 

7.5 
   如上，但超额完成2分贝 (≥ 56 dB) 10 
   如上，但超额完成2分贝 (≥ 58 dB) 20 
    
    
    

1.4  标准侧向传声水平差异 Rl,w,R 或 Dn,f,w,R  
   办公   
  Rl,w,R 或 Dn,f,w,R 适用于每一隔断墙格栅的所有侧向构件（地板、天花板、立面） 最高 15 
   ≥ 42 dB 5 
   ≥ 47 dB 10 
   ≥ 50 dB 15 
    
           

2  脚步声隔音  
2.1  分隔天花板和楼梯的脚步声隔音  

   办公   教育   
2.1.1  在其自有区域（同一建筑）  

  L’n,w –水平方向要求 L’n,w – 垂直方向要求 最高 15 
   ≤ 60 dB ≤ 53 dB    5 
   ≤ 53 dB ≤ 46 dB    10 
   ≤ 46 dB ≤ 46 dB （不考虑质地软且有弹性的地板覆盖物）    15 

注：* 根据有效标准DIN 4109-1：2016-07或2018-01应用的要求及计算方法。 

 
 

   办公   教育   
2.1.2  隔绝来自其他区域的噪音（隔绝来自其他用途及租赁空间的噪音） 最高 15 

   根据DIN 4109-1的最低要求：* (≤ 53 dB)    5 
   根据DIN 4109补编2的提高隔音 (≤ 46 dB)    10 
   根据DIN 4109补编2的提高隔音，超额完成3分贝 (≤ 43 dB)    15 
    
   酒店     
  隔绝来自其他区域的噪音（隔绝来自其他用途及租赁空间的噪音） 最高 20 
   根据DIN 4109-1的最低要求：* (≤ 53 dB)   7.5 
   根据DIN 4109补编2的提高隔音 (≤ 46 dB)    15 
   根据DIN 4109补编2的提高隔音，超额完成3分贝 (≤ 43 dB)    20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TEC1.2 / 隔声措施  
评估 

 

© DGNB GmbH  428 

3  空气声隔音  
3.1  外部噪音的空气声隔音  

   办公    教育    酒店  最高 15 
   DIN 4109-1:* 已满足，见附件1    5 
   DIN 4019-1:*  超额完成3 dB，见附件1 

 DIN 4019-1:* 已满足， Ctr. 100 – 5000，见附件1 
   10 

15 
    
           

4  建筑服务设施噪音的空气声隔音（水设施、其他建筑服务）  
4.1  建筑服务设施的空气声隔音  

   办公   教育  最高 15 
    DIN 4109-1:* 已满足，见附件 1     5 
   DIN 4109-1:* 超额完成 3 dB     10 
   DIN 4109-1:* 超额完成 5 dB     15 
    
   酒店  最高 20 
   DIN 4109-1:* 已满足，见附件 1     7.5 
   DIN 4109-1:* 超额完成 3 dB     15 
   DIN 4109-1:* 超额完成 5 dB 

 
  20 

           

5  住宅建筑内的隔音   
5.1  隔音要求   

   住宅   最高 100 
  最迟且至少在项目服务阶段4创设降低破坏性噪音的理念计划。 

 关于服务阶段的描述，见文件“DGNB体系的评估与结构”中的

“术语与定义”（T&D_01）章节）。 

 
50 

   隔音设计的概念已落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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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适当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包括通报各项隔音值。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其他房间的空气声隔音   [dB] 

      
           

KPI 2  分隔天花板的脚步声隔音（水平/垂直）   [dB] 
      
           

KPI 3  外部噪音的空气声隔音（超额完成）   [dB] 
      
           

KPI 4  建筑技术的空气声隔音（超额完成）   [dB]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执行用户满意度评估时，通过良好的隔音实现良好的听觉舒适性（在建筑

运营认证的标准SOC9.1），可以得到间接的积极评价。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TEC1.2有内容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在城区和商务区认证中，按标准SOC1.9评价道路交通噪音、开放空间噪音和工

业噪音。此项可用作建筑噪音隔绝要求的基础。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标准PRO1.1鼓励在选择租赁空间时，将隔音的可持续性方面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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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附加说明 

只要隔音超过DIN 4109的最低要求，就可以得到积极评价。但是，隔音措施仍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此标准评

估是否满足针对第三方生活和工作空间的隔音要求。 
 
现有结构物内的可追溯隔音改进无法实现或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可实现。因此，项目开发与规划阶段的决策对最终满足

隔音要求至关重要。 
 
 
三．方法 

建筑构件隔音质量的评价是基于参考DIN 4109和DIN 4109补编2要求的隔音证明文档，必须要考虑以下方面： 
 建筑自身区域及其他区域（墙壁、门、天花板）内住宅和工作室噪音的空气声隔音 
 建筑自身区域及其他区域（分离式天花板、楼梯、楼梯平台）内住宅和工作室噪音的脚步声隔声 
 外部噪音的空气声隔音（例如交通噪音） 
 建筑服务设施噪音的空气声隔音（水设施、其他建筑服务） 

 
必须通过提供隔音的数学证明文档、评估规划构件的隔音水平，验证要求的合规性。所有构件都必须满足相关要求。建

造期间的隔音必须可测量。计算和文档证明过程是基于普遍认可规定的计算方法。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指标1：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音 
指标1.1：在其自有区域内——隔断墙 R‘w 和内门（从走廊到住处或酒店房间）Rw 
 
 办公  

对于此方案，在其自有区域及其他区域的房间内分别完成评估。对同一区域墙壁及门的空气声隔音进行评估时，要区分

低要求和更高要求： 
 低要求：一般情况必须应用。 
 更高要求：更高要求适合会议室之间的隔音、高管办公室内的隔音或者具有不同用途的毗连房间之间的隔

音等。在要求隔音的隔断墙上有门的情况下，一般必须根据隔断墙要求，以文档记录门和墙的总隔声指数

（如果无法落实该等要求，则必须提交理由作为验证过程的一部分）。 
 
指标1.2：隔断墙 R‘w 和门 Rw 

 
 办公  

隔绝来自其他区域的噪音——隔断墙 R‘w 
DIN 4109的最低要求适用于其他区域。超额完成最低要求可得到积极评价。 
 
 酒店     
门 R‘w（从酒店房间到走廊）和门 Rw（从酒店房间到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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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4109的要求至少适用于酒店房间之间的隔断墙以及与走廊连接的酒店房间门。超额完成最低要求可得到积极评价。 
 
 教育  

隔绝来自教室的噪音 
按照DIN 4109补编2表3的要求，对于教室内的隔断墙和门，DIN 4109中关于“学校及类似教育机构”的要求适用于办公室

和会议室。针对正常教室之间的要求以及正常活动办公室隔断墙的提高要求，超额满足3分贝可得到积极评价。 
 
请注意：对于有超高要求的教室（音乐厅和演讲厅），超出目标3分贝一般不可行。此种情况下，通常被视为超出（正

常）教室之间隔断墙要求3分贝。   
 
指标1.3：分离式天花板 R’w  
 办公  

自有区域及其他区域的分离式天花板R’w 
对于其自有区域和其他区域内的分离式天花板，最低应适用指标中规定的要求。 
 
 教育    酒店  

分离式天花板和天花板 R‘w（酒店房间之间） 
DIN 4109规定的最低要求适用于分离式天花板以及酒店房间和教室的天花板。超额满足最低要求可得到积极评价。   
 
指标1.4：标准侧向传声水平差异 Rl,w,R 或 Dn,f,w,R 
标准声级差或者线性降噪测量是评价灵活办公室设计的重要参数。如果Rl,w,R或Dn,f,w,R满足适用于每一隔断墙格栅所

有侧向构件（地板、天花板、立面）的提高要求，可得到积极评价。 
 
 
指标2：脚步声隔音 
指标2.1：分隔天花板和楼梯的脚步声隔音 
自有区域及其他区域内房间在此方案中区别考虑。 
 办公    教育    酒店    
在其自有区域（使用同一建筑） 
评估同一区域内分隔天花板和楼梯的脚步声隔音时，被评估的水平和垂直标准脚步声声级 L’n,w 和 L’n,w 适用不同要求。 
  
隔绝来自其他区域的噪音（隔绝来自其他用途及租赁空间的噪音） 
DIN 4109的最低要求适用于评估其他区域的分隔天花板和楼梯的脚步声隔音。落实 DIN 4109 补编2的提高隔音要求或

者超额满足该等要求可得到积极评价。 
 
 
指标3：空气声隔音 
指标3.1：外部噪音的空气声隔音 
 办公    教育    酒店  
DIN 4109的要求适用于评估外部噪音的空气声隔音。 
外部噪音的空气声隔音若比DIN 4109的要求好3分贝，或者通过文档证明有更好的空气声隔音，在100到5000赫兹的频

率范围内考虑交通噪音的频谱适应值（DIN 717中的Ctr），则可以得到积极评价。频谱适应值仅适用于透明构件（窗户）。 
如果外部噪音造成了严重的噪音污染（超过严重门槛值＞66分贝（A）），不依赖窗户的通风是适当评估子目标值和目

标值的必要条件。 
这通常指的是必须采用机械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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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4：建筑服务设施噪音的空气声隔音（水设施、其他建筑服务） 
建筑服务设施的空气声隔音 
 办公    教育    酒店  
DIN 4109的要求至少适用于建筑服务设施噪音的空气声隔音（水设施、其他建筑服务）。超额完成最低要求可得到积极

评价。 
 
 
指标5：住宅建筑内的隔音  
隔音要求 
 住宅  

对于新建筑，须区分五个隔音级别： 
 等级 A*：具有非常良好隔音的住宅单元，能够让居住者安静的生活，几乎不需要担心扰民的邻

居。 
 等级 A：具有非常良好隔音的住宅单位，能够让居住者安静的生活，不需要过于担心扰民的邻居。

半独立屋和联排住宅的增强隔音。 
 等级 B：具有良好隔音的住宅单元，为居住者提供安静环境，在邻里之间相互谅解的情况下，很

大程度上保障居住者的隐私。 
 公寓楼的高隔音。 
 半独立屋和联排住宅的正常隔音。 

 等级 C：隔音显著优于D级的住宅单元，一般可向居住者提供安静的环境，在正常、体谅他人的

生活行为下，确保居住者的隐私。 
 公寓楼的增强隔音。 

 等级 D：具有以下隔音条件的住宅单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DIN 4109：2018-01针对含公寓及工

作室的多层建筑提出的要求，并出于健康保护目的，保护公用房间内的居住者免受其他住宅单元

及外部声传播造成的过度滋扰。不能期望完全听不到来自其他住宅单元或者外部的噪音。因此，

必须相互谅解才能防止过度的噪音。这些要求假设邻近房间不会产生异常吵闹的噪音。 
 公寓楼的正常隔音。 

 
同一居住空间内的隔音： 

 EW1级：同一居住空间内的隔音，预期无法保障隐私。 
 EW2级：同一居住空间内的隔音，可保障最低程度的隐私，防止严重干扰。 
 EW3级：同一居住空间内的隔音，可保障隐私，防止干扰。 

 
通过基于多级隔音理念授予的隔音证书，能够对整个住宅单元或整个建筑进行简单分类。隔音证书为参与规划过程的人

员尤其是用户（买家、居住者）提供简单、便于理解、以用户为导向的评估。如此，参与建造过程的所有人可以就理想

的隔音水平达成充分知情的相互协议。将结构性隔音整体归类为一个质量等级，最多可能比任何标准中的最差评估高出

一个等级。 
 
可针对整个住宅以及建筑内的单个住宅单元出具隔音证书。后一种选择可基于住宅单元在建筑内的位置，对它们进行具

体的分类，其中还会考虑到不同的建造设计，尤其是针对混合用途。 
 
必须基于在噪音方面最不利的情况，出具住宅单元的隔音证书。使用预测计算或者测量值时，每一项标准都必须考虑最

不利的数值。 
 
如果针对建筑内的所有公寓出具了证书，则至少80%的公寓必须满足预期等级的要求，20%的公寓不得比预期等级低一

个等级以上。之后，使用建筑内评估的所有公寓的平均值，确定结构性隔音授予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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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通过引用关键的建造细节，以文档证明满足符合相关评估水平的声学要求（建造法律要求的隔音证明文档）。 
 明确呈现空气声隔音的结果，比较通过DIN 4109最低要求实现的数值，在适用的情况下用作超额满足的基

础 
 有文件备档构件的建造计划，含相关数值 
 符合DIN 4109的机械隔音文档证明 
 基于措施的测试证书 

 
在证明文章中必须明确标注数值，并归入相应的指标。 
 
在规划过程中，必须通过符合DIN 4109的数学文档，提供合规的文档证明。必须通过在关键位置随机执行的测量，以文

档记录项目规划值的合规性。 
 
在以下文件中可以找到计算所必需的参数： 
 

 隔音证明文档  
 
请注意： 
 
在标准“PRO2.2 – 施工的质量保证”中，评估已完成的测量结果。为了使用基于测量的文档证明标准构件满足要求，必

须针对每一标准构件执行至少两次测量。证明文档：测量和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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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DIN 4109：行2016-07和2018-01。建筑内的隔音，包括补编1和2。柏林：Beuth Verlag. 
 补充文献： 
 DIN 45680.相邻建筑低频躁音侵扰测量和评估。柏林：Beuth Verlag.1997年3月 
 DIN 45680补编1.相邻建筑低频躁音侵扰测量和评估——工业设备评价指导方针。柏林：Beuth 

Verlag.2013年9月 
 DIN EN 12354.从元件性能评估建筑的声学性能。柏林：Beuth Verlag.2000年12月 
 DIN EN ISO 16283-1:2014-11  声学——建筑构件的建筑和隔音场地测量——第1部分：空气声

隔音； 
 DIN EN ISO 16283-2:2016-05  声学——建筑构件的建筑和隔音场地测量——第2部分：冲击声

隔音（ISO 16283-2:2015）； 
 DIN EN ISO 16283-3:2017-09——草案；声学——建筑构件的建筑和隔音场地测量——第2部分

：冲击声隔音 
 DIN EN ISO 16283-1:2014717 建筑和建筑构件的隔音标定。柏林：Beuth Verlag. 
 DIN EN ISO 10052.声学——服务设备噪音的空气声和冲击声隔音的场地测量——调查法。柏林

：Beuth Verlag.2010年10月 
 DIN EN ISO 16032.声学——建筑物服务设备的声压级测量——工程法。柏林：Beuth 

Verlag.2004年12月 
 联邦注入控制法案第六一般行政法规（关于噪音防止的技术指导（TA Lärm）），1998年发布 
 VDI 4100：2012-10 住所内的隔音 
 STEP GmbH：“住宅楼梯隔音——住宅建筑内轻质楼梯脚步声隔音手册”[Schallschutz bei 

Wohnungstreppen – Ein Handbuch über den Trittschallschutz von Leichtbautreppen im 
Wohnungsbau]，第一版，2007年，Treppenmeister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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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根据DIN 4109的要求 

外部噪音的空气声隔音 

“相关外部噪音水平”，
单位 dB（分贝） 

房间类型   

医院和疗养院内提供住

宿的房间 

公寓内的起居室、住宿设

施内留宿房间、教学室及

类似房间 
办公空间及类似空间 

室外构件总计 R′w ，单位 dB（分贝） 

< 55 35 30 — 
56 ~ 60 35 30 30 
61 ~ 65 40 35 30 
66 ~ 70 45 40 35 
71 ~ 75 50 45 40 
76 ~ 80 b 50 45 

> 80 b b 50 

 

要求隔音的外部房间

内，由技术建筑设备和

结构性建筑相关用途

造成的最大允许 A 评

估声压级 

1 2 3 4 

行编号 噪音来源 

最大允许 A 评估声压级，单位 dB（分贝） 

生活空间和卧室 教学和工作室 

1 卫生设备/水设施（供水和废水系统

统称）  LAF,max,n ≤ 30a,b,c  LAF,max,n ≤ 35 a,b,c  

2 
其他内部电气用具、永久安装的技

术设备噪音源、车库设施等供应和

处理设施 
LAF,max,n ≤ 30c  LAF,max,n ≤ 35c  

3 
餐厅（包括厨

房）、销售门店、

经营场址等。 

白天从 6:00 到
22:00 

Lr ≤ 35  
LAF,max ≤ 45 

Lr ≤ 35  
LAF,max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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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晚上到凌晨6:00 Lr ≤ 25 
LAF,max ≤ 35  

Lr ≤ 35  
LAF,max ≤ 45  

a 目前不考虑根据表 11 启动水龙头及相关装置时（打开、关闭、转换、中断）产生的单次短时间噪声尖峰。 

b 实现容许声压级的要求： 

— 执行文档必须考虑隔音要求，即建造构件必须提供必要的隔音； 

— 此外，必须指定负责的建造公司，对于关闭或包覆设施之前的部分降低，必须咨询该等公司。 

c 在最吵闹的房间角落执行测量时，不考虑与 DIN EN ISO 10052：2010-10, 6.3.3 的偏差（同时参见 DIN 4109-4）。 

 

同一公寓要求隔音的房间内，由同一区域内空调系统造成的最大允许A评估声压级的要求 

列 1 2 3 

行 噪音来源 
最大允许 A 评估声压级，单位 dB（分贝） 

生活空间和卧室 厨房 

1 同一居住和工作场所内永久安装

的空调系统噪音源 LAF,max,n ≤ 30a,b,c,d  LAF,max,n ≤ 33a,b,c,d 

a 系统启动和关闭之时产生的单次短时间噪声尖峰可能超过 5 分贝的最大值。 

b 实现容许声压级的要求： 

— 执行文档必须考虑隔音要求，即建造构件必须提供必要的隔音； 

— 此外，必须指定负责的建造公司，对于关闭或包覆设施之前的部分降低，必须咨询该等公司。 

c 在最吵闹的房间角落执行测量时，不考虑与 DIN EN ISO 10052：2010-10, 6.3.3 的偏差（同时参见 DIN 4109-4）。 

d 如果是没有明显单频的连续噪音，允许数值高出 5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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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3 

建筑围护结构质量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在确保高热舒适性，防止建筑破坏的同时，将建筑内空调的能源需求降至最低。 
 
 
成效 

精心设计的围护结构是实现高用户舒适性和低能源成本的先决条件。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7.3 能源效率  7.1.a 资源保护 
  

 
  

  高    
       
          

   
  8.4 改善消费和生产中的资源效率  7.1.b 资源保护 
    8.1 资源保护 

  中 12.2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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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标准中定义了围护结构的不同质量水平，未来将根据技术发展以及可能的中期立法发展调整该等水平。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3.0% 
2.6% 
 
3.3%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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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使用旨在以尽可能最低的能源需求，为确保高热舒适性创造条件的四个指标，评估围护结构的质量。基于具体用途，评

估传热系数（指标1）、现有热桥（指标2）、气密性（指标3）和暑热防护（指标4）。在此标准中，最高可获得100分；

算上加分，最高可获得105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传热        
1.1  传热系数      

  无法评估指标（见附件A详细描述）     0 
   办公    教育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W/(m²·K)  最高 40 
 

最高 45 
  不透明外部构件 *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20 

  透明外部构件 *     
  幕墙     
  玻璃屋顶、条形灯、天窗     
        
  不透明外部构件 *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U值的-15% 

 30 
  透明外部构件 *     
  幕墙     
  玻璃屋顶、条形灯、天窗     
        
  不透明外部构件 *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U值的-30% 

 40 
  透明外部构件 *     
  幕墙     
  玻璃屋顶、条形灯、天窗     
  针对：  单体零售商店     45 
        
  注意，针对  物流    生产 ：  

必须通过指标1.3评估低供热水平的建筑。 
 

  

或者：如果不存在强制性规定，可使用附件1中的U-值作为传热系数的最低要求。 

 1.2  具体传导热损失 H´T 的最大值      
   住宅    W/(m²·K)  最高 40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20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半独立     
  其他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U值的-15% 

 30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半独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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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适应，但在项目适应过程中，必须与DGNB就具体项目数值达成一致。可使用本地规范/标准作为参考值。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U值的-30% 

 40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半独立     
  其他     

 
或者：如果不存在强制性规定，可使用附件1中的U-值作为具体传导热损失的最低要求。 

      
1.3  传热系数    

   物流    生产   W/(m²·K)  最高 40 
  以下U-值适用于低供热水平建筑区域的外部构件（目标室内空气温度在

12℃到19℃之间）。 
   

        
  不透明外部构件 *   W/(m²·K)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20 
  透明外部构件 *     
  幕墙     

  玻璃屋顶、条形灯、天窗     

        
  不透明外部构件 *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U值的-15% 

 30 
  透明外部构件 *     
  幕墙     
  玻璃屋顶、条形灯、天窗     
        
  不透明外部构件 *   小于当地的最

低强制性要求

U值的-30% 

 40 
  透明外部构件 *     
  幕墙     
  玻璃屋顶、条形灯、天窗     
        

或者：如果不存在强制性规定，可使用附件1中的U-值作为传热系数的最低要求。         
 
* 如果未包含在构件幕墙、玻璃屋顶、条形灯和天窗中。 
 

注：可以通过插值法，计算更精确的结果。 

           

2  热桥1  
2.1  热桥校正系数      

  无法评估指标     0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W/(m²·K)  0–15 
  热桥校正系数 ΔUWB ，单位 W/(m²·K)   ≤ 0.05  10 
     ≤ 0.02  15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W/(m²·K)  0–15 
  热桥校正系数 ΔUWB ，单位 W/(m²·K)   ≤ 0.05  10 
     ≤ 0.0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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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密性  
3.1  气密性测试 

h-1 中的空气交换率（50 Pa 压力差下）n50 
分数计算注意事项：可线性插值（n50-值） 
 

 

   物流    生产    W/(m²·K)  0–30 
  热桥校正系数 ΔUWB ，单位 W/(m²·K)   0.1  10 
     ≤ 0.05  20 
     ≤ 0.02  30 
  注：可以通过插值法，计算更精确的结果。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1.5 
 
 

 q50: 2,5 

 5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1.0 
 
 

 q50: 2,0 

 10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0.6 
 
 

 q50: 1,8. 

 15 

        
   单体零售商店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1.5 
 
 

 q50: 2,5 

 10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1.0 
 
 

 q50: 2,0 

 15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0.6 
 
 

 q50: 1,8 

 25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1.5 
 
 

 q50: 2,5 

 10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1.0 
 
 

 q5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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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窗和门的接缝处的密封性  

 
 

 
表1：MIN_FAC的定义 

  机械供热建筑（办公及类似用途的空间）  没有主动供冷或者没有空气调节的建筑  

MIN_FAC  SHP, = WWR ∙ gt ≤ 0.16 = S hp,max  SHP = WWR ∙ gt ≤ 0.16= S hp,max 

 

其中： 

WWR 指的是，窗墙比 = 窗户面积/墙壁面积 

窗户面积 = 所有窗户的总和（包括窗框和窗棂） 

         墙壁面积 = 外墙面积（宽度×地板到天花板高度），包括所有透明和不透明的墙壁部分 

gt  指的是窗户系统、玻璃和防晒的合计总遮阳系数。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建筑 – 内部容积 > 1500 m³ 适用 
此外：  
外表面的空气交换 

  n50 ≤ 0.6 
 
 

 q50: 1,8 

 30 

        
  不适用于  物流    生产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符合DIN EN 12207关于接缝处密封性Q的要求     最高 15 
     2 级  5 
     3 级  10 
     4 级  15 

  不适用于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4  暑热防护       
4.1  简化方法      

   办公    教育    住宅    单体零售商店    酒店     
  满足避免夏季过度供热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

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 
  S ≤ x Shp,max 

x = 1 
x = 0.8 

 
 

5–15 
   5  

15 
        
   物流    生产        
  满足避免夏季过度供热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

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 
  S ≤ x Shp, 

x = 1 
x = 0.8 

 10–30   
 10 

              
30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       
  满足避免夏季过度供热的最低国家标准，或者

MIN_FAC*，以更严格者为准。 
  S ≤ Sh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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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  （太阳热能防热）指的是根据DIN EN 13363避免办公室过热的系数 

替代选择：根据DIN EN 13363详细计算方法，或者根据ISO 52022-1:2017装配玻璃的太阳能保护装置的太阳能及日光特征简

化计算方法，计算的建筑构件和组件的热能、太阳能和日光性质。 

 

           

4.2-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气候适应   
  符合气候韧性要求的热舒适度：使用2030年和2050年气候数据预测值，确定建筑在供热

和供冷期内超出要求的频率。在规划阶段的决策流程中，使用该计算结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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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适当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包括通报与传热系数、热桥校正系数、气密性测量结果、太阳透射参数以及（如必要）超

出温度的小时数相关的信息。热模拟的结果可用于完成符合“层级——欧盟核心环境指标共同框架”（更多细节，见章节“术
语与定义”）的报告。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传热系数，按不同外部构件区分   [W/m²*K] 

       
            

KPI 2  热桥校正系数   [W/m²*K] 
       
            

KPI 3  空气交换率   [1/h] 
       
            

KPI 4  太阳透射参数   [-] 
       
            

KPI 5  超出温度的小时数对应于Level（s）指标4.2：超出热舒适范围的时间   [kh/a] 
       
            

KPI 6  2030年和2050年超出温度的小时数对应于Level（s）指标5.1：超出热舒适范围的时间   [kh/a]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与改建建筑认证标准集中的标准TEC1.3存在内容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标准PRO1.1鼓励在选择租赁空间时，将热舒适性的纳入为可持续性考虑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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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无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要求的数值见下文定义，用作已落实设计的比较值。使用以下方法评估已落实设计： 
 
指标 1：通过围护表面构件的传导和扩散 
基于选择的能源性能证书（EPC）评估此指标，要了解关于能源性能证书的更多细节，参考标准 ENV1.1 和[T&D_03]。
每种情况下都必须使用最差平均值进行评估。 
 
指标 1.1：通过围护表面构件的扩散 
为了防止长期破坏，围护结构的设计必须确保围护表面构件内只出现非临界数量的冷凝水。通过专业规划师的非正式声

明执行验证。如果专业规划师未将结构性构件归类为基本的非关键构件，则必须使用静态或动态计算，针对该等构件执

行蒸气扩散的文档证明。这也适用于室内气候有高度差异的建筑区域（例如冷藏室）的围护表面。 
如果未执行此项验证，则此指标不猛获得任何分数。 
 
指标 1.2：通过围护表面构件的传导 
计算每一构件类别的平均值时（类别 1-4，见评估），必须基于构件在总面积中所占比例考虑相关构件。构件对非供热

房间或土壤的传热系数必须使用 0.5 的系数额外加权。计算紧邻土壤的楼板的平均值时，可忽略距离建筑外边缘 5 米以

上的表面。 
 
 
指标 2：通过热桥传导 
指标 2.1：热桥上的最低隔热 
热桥的设计必须始终确保整个区域满足结构性最低隔热（防潮），以提供长久的损坏防护。通过专业规划师的非正式声

明执行验证。如果专业规划师未将结构性构件归类为基本的非关键构件，则必须根据 ISO 13788：2012“ 建筑部件和构

件的湿热性能”，对这些设计细节执行二维等温计算。如果未执行此项验证，则此指标不猛获得任何分数。根据 ISO 10211：
2017“建筑结构热桥”，确定热桥校正系数 ΔUWB。 
 
 
指标 3：围护结构的气密性  
指标 3.1：气密性测量 
测量必须包括要供热的所有建筑区域。 
 
内部容积≤1500 立方米的建筑： 
根据DIN EN 13829（方法A或者方法B）在50帕斯卡压力差下，评价H-1中的空气交换率n50。 
 
对于内部容积＞1500 立方米的建筑，也适用以下规定： 
根据DIN EN 13829（方法A或者方法B），评价外部表面的空气交换q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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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3.2：窗和门的接缝渗透性 
符合 DIN EN 12207 的接缝渗透性 Q 的证明文档。此处使用所安装构件的最差值。如果等级有差别，最多可忽略总面积

（窗户和门的面积）10%的偏差。 
 
 
指标 4：暑热防护 
必须根据 DIN EN 13363 的版本执行暑热防护的文档证明。作为替代方案，可根据更新版本的 ISO 52022-3：2017 标准

执行暑热防护的文档证明。 
 
指标 4.1：简化方法 
采用 ISO 52022-1：2017 玻璃装配遮阳装置太阳光和日光特征的简化计算方法，评价太阳透射参数 S。文档证明必须包

括在有效版本的能源性能证书中被指定具有相关性的房间。 
 
替代选择：模拟 
如果无法根据简化方法执行文档证明，出于评估热条件的目的，可执行动态热模拟计算，评价超出温度的小时数。当适

合评价的房间或者空间区域存在以下结构设施时，这一点尤为适用： 
 
双重立面，或者 透明隔热（TTI）系统。 
 
此种情况下，必须根据标准 ENV1.1 中描述的标准，基于始终如一的计算边界条件执行热模拟。 
 
指标 4.2：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气候适应 
使用 2030 年和 2050 年气候数据预测值，确定建筑在供热和供冷期内的超出频率。在规划阶段的决策流程中，使用计

算结果。所使用的气候数据应该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缓解”（SRES E1）排放情景。“中高”（SERES 
A!B）排放情景可以用作第二“最坏情况”。在欧洲委员会发布的“Level（s）框架”中，可以找到与评价方法及规划过程中

可能的焦点领域相关的信息（来源：“Level（s）——办公和住宅建筑的共同欧盟核心可持续性指标框架”，Beta v1.0 草

案，布鲁塞尔，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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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全球气候带分布及对应的 U-值说明 
 
 
 

 
图 1：德国被动房研究所（PHI）绘制的世界气候地图 

针对不存在任何强制性规程的地区和国家，DGNB 提供附有特定 U-值的德国被动房研究所气候地图作为替代解决方案。

以下 7 个气候带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气候带： 
 
 北极带 
 寒带 
 寒温带 
 暧温带 
 温带 
 热带 
 酷热带 
 

 
图 2：欧洲的气候地区（来源：德国被动房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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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气候带的可选U值（最低要求） 

 气候带: 

北极带 寒带 寒温带 暖温带 温带 热带 酷热带 

传热  
非住宅 

W/(m²·K) 

 

不透明外部构件 0.25 0.30 0.35 0.50 0.75 0.75 0.50 
透明外部构件 0.90 1.30 1.70 2.00 2.30 2.30 2.00 
幕墙 0.90 1.30 1.70 2.00 2.30 2.30 2.00 
玻璃屋顶、天窗等 1.50 2.00 2.80 3.00 3.30 3.30 3.00 
传导热损失 H´T 

住宅  

W/(m²·K)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0.35 0.40 0.45 0.60 0.90 0.90 0.60 
独立式 AN > 350 m² 立面面积 0.45 0.50 0.55 0.80 1.20 1.20 0.80 
半独立 0.40 0.45 0.50 0.70 1.10 1.10 0.70 
其他 0.50 0.60 0.70 1.05 1.50 1.50 1.05 
传热  
(室内空间温度在 12 °C 到 19 °C) 

物流 / 生产 

W/(m²·K) 

 

不透明外部构件 0.40 0.50 0.55 0.80 1.20 1.20 0.80 
透明外部构件 1.65 2.35 3.00 3.50 4.00 4.00 3.50 
幕墙 1.70 2.40 3.30 3.70 4.10 4.10 3.70 
玻璃屋顶、天窗等 1.90 2.50 3.40 3.90 4.25 4.25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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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 1：通过围护表面构件的传导和扩散 
专业规划师的声明，说明围护表面构件内有非临界数量的冷凝水，必要时，提供蒸汽扩散的文档证明。 
以下构件的传热系数清单： 

 不透明外部构件 
 透明外部构件 
 幕墙 
 玻璃屋顶、条形灯、天窗 

 
 

指标 2：通过热桥传导 
专业规划师的声明，说明已满足热桥的结构性最低隔热要求，必要时，通过等温计算完成文档证明。 
所选择热桥校正系数∆UWB的具体信息。 
符合DIN EN ISO 10211的热桥目录。 
 
 
指标 3：围护结构的气密性 
气密性测量结果的证明文档。h-1中空气交换率n50的评价，以及如适用，根据DIN EN 13829，在50帕斯卡压力差下计

算外表面的空气交换q50，单位：立方米/（小时×平方米）。 
符合DIN EN 12207的接缝渗透性Q的证明文档，以及基于能源性能证书计算出等级的具体信息。 
必须从窗户和门的相关技术数据表中提取具体信息作为测试基准值。 
 
 
指标 4：暑热防护： 
符合DIN EN 13363或ISO 520223：2017和/或ISO 52022-1：2017的太阳透射参数S的证明文档。 
根据标准ENV1.1中描述的标准，在计算边界条件下执行的动态热模拟。 
 
指标 4.2：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气候适应 
使用2030和2050年气候数据预测完成的热模拟/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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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ISO 13788:2012 建筑部件和构件的湿热性能 能——避免临界表面湿度和缝隙冷凝作用的内表面温度

——计算方法，柏林：Beuth Verlag.2013年5月 
 ISO 10211:2017 建筑结构中的热桥——热流和表面温度——详细计算 
 ISO 14683:2017 建筑结构中的热桥——线性热透射率——简化方法和默认值 
 DIN EN 15026.建筑部件和构件的湿热性能——用数值模拟评价水分传递，柏林：Beuth Verlag.2007

年7月 
 ISO 52022-3:2017 建筑物能源性能——建筑物组件和构件的热、太阳光和日光性能——第3部分: 玻璃

装配遮阳装置太阳光和日光特征的详细计算方法 
 ISO 52022-1:2017 建筑物能源性能——建筑物组件和构件的热、太阳光和日光性能——第1部分: 玻璃

装配遮阳装置太阳光和日光特征的简化计算方法 
 DIN EN 13363-1:2007-09 装有玻璃窗的遮阳设备——日光和光的透射率的计算——第1部分：简化方

法；Beuth Verlag.2007年9月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德国被动房研究所（PHI）绘制的世界气候地图

https://passiv.de/en/03_certification/01_certification_components/02_certification_criteria/01_transpa
rent components/01_transparentcomponents.html 

https://passiv.de/en/03_certification/01_certification_components/02_certification_criteria/01_transparent
https://passiv.de/en/03_certification/01_certification_components/02_certification_criteria/01_transparent
https://passiv.de/en/03_certification/01_certification_components/02_certification_criteria/01_transparentcomponents/01_transparentcompon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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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4 

建筑技术的应用与集成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打造尽可能充分利用被动系统、在必备的技术系统中整合可再生能源的建筑理念计划。此外，理念计划旨

在确保能够花费尽可能最低程度的努力，对建筑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使用条件或者技术发展，并将所使用的技

术系统整合到区域中。 
 
 
成效 

减少建筑内技术系统的使用，可能减少建筑运营期间故障的发生率。使用弹性建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可降低成本增加的

风险，减少外部依赖性，通常是实现长期耐久性所采用的设计。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2.2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 7.1.b 资源保护 

  高  7.1.a/b 可再生能源 
       
          

   
 7.1 现代能源的普遍享用 7.1.a 资源保护 

 7.3 能效提升翻倍 8.1 资源保护 
  中 8.4 改善消费和生产中的资源效率   
  9.4 对所有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可持续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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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本地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2.3% 
2.6% 
 
2.5%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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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了鼓励降低技术系统所必需的一次能源需求，通过指标1，向使用被动系统授予分数。在指标2中评估供热和供冷分配

系统。建筑技术可及性指标（指标3）和整合系统指标（指标4）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尽可能最低的努力，实现对未来技术

系统调整要求的评估。 
后一项指标评估的是可去除现有系统、将之整合到更高级别的系统及区域中的范围。任一种情况下，都可以通过两项循

环经济加分授予10分，分别是使用来自区域的可再生能源以及提供蓄能容量。 
此标准最多可获得100分；或者算上加分，最多可获得12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被动房系统  
1.1  被动房的概念规划 10 

  旨在降低技术系统在建筑运营中所造成一次能源需求的被动建筑理念规划，至少包含以下方面中

的五个： 
 建筑结构的布置和建密度、窗户面积的比例 
 日光的使用（光线重定向） 
 太阳辐射输出的使用（被动） 
 太阳辐射防护 
 蓄能质量和隔热标准 
 自然通风 
 被动供热 
 被动供冷 
 

 

1.2  被动房概念的落实 最高 20 
  旨在降低技术系统在建筑运营中所造成一次能源需求的被动建筑理念落实。  

 针对1.1中规定的每一方面 
 

每项+2.5 
           
           

2  调整分配系统以适应运行温度，促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2.1  热分配和传输系统 1–7.5 

   平均热水温度 ≥ 60 °C 的热传输系统设计      1 
   平均热水温度 > 45 °C 且 < 60 °C 的热传输系统设计    4 
   平均热水温度 ≤ 45 °C 的热传输系统设计    7.5 
  请注意：如果使用可再生能源（根据德国可再生能源热利用法案（EEWärmeG））全面满足总热

能需求（供热和供冷），完成了方法的验证检查之后，即可授予此指标下的最大总评估分（见“创
新领域”）。 

 

    
2.2  供冷分配和传输系统 1–7.5 

   平均冷水温度 ≤ 14 °C 的供冷传输系统设计    1 
   平均冷水温度 > 14 °C 且 < 19 °C 的供冷传输系统设计    4 
   平均冷水温度 ≥ 19 °C 的供冷传输系统设计    7.5 

  请注意：如果使用可再生能源（根据德国可再生能源热利用法案（EEWärmeG））全面满足总热

能需求（供热和供冷），完成了方法的验证检查之后，即可授予此指标下的最大总评估分（见“创
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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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技术设备的可达性  
3.1  技术设备/发生    10 

  技术设施的所有构件易于进入以便完成改造及后续更换。技术设施包括充分数量且足够大的安装

开口、门和走廊。无需进行结构性变更，即可运输及更换构件。 
 

    
3.2  竖井/路径/分布 最高 10 

   用于所有建造任务的立井/路径都具有充分的可及性。 5 
   用于所有建造任务的立井/路径都具有充分的可及性，无需严重干扰建造运营即可

执行转换工作。 
10 

    

           
           

4  系统整合  
4.1  系统整合的条件和可扩展性 最高 15 

4.1.1  现有网络内的开放式、标准化协议    +10 
4.1.2  符合DIN EN ISO 16484-1的规划/落实    +5 

    
4.2  更高级别系统中的整合功能 最高 10 

  可能的功能包括（每一整合要素的分数） 
 进入控制、防盗警钟系统、存在检测、气象站、太阳辐射防护、眩光防护、照明、供

热、通风、供冷、电梯系统、能源管理、卫生系统、窗户接触。 

  每项+1 

    
4.3  技术系统/媒体整合到区域/周边环境 最高 10 

4.3.1  技术系统/媒体整合到区域/周边环境的规划 +5 
  完成基于区域的整合能源理念的规划，旨在利用与区域/周边环境之间的协同效应。此种理念至少

包含以下要素中的三个： 
 分析现有能源潜力以及与周边区域现有能源基础设施的可能互连 
 创设基于区域的建筑供热、供冷和电力能源平衡 
 至少三个分散和/或集中供热变体的排放比较及环境评估 
 不同供热变体的经济评估（投资和经营成本） 
 向区域/周边环境供应可再生能源的分析，考虑可能的消费者 
 

 

4.3.2  技术系统/媒体整合到区域/周边环境的落实 +5 
  落实基于区域的整合能源理念，旨在利用与区域/周边环境之间的协同效应。  

   
 
 
 

 

Re 2  创新领域    同 2 
  说明：如果所使用系统的供能 100%来源自可再生能源，视为已满足指标 2.1 和 2.2

的要求。如果建筑内没有供热或供冷系统，则视为已满足相应指标（2.1 或 2.2）
的要求。 

Re 3  创新领域    同 3 
  说明：如将蓄能融入到建筑之中，且尤为注意确保其进入的便捷性以及针对未来要

求进行适应调整的方便性，则可获得 3.1 中的适当分数。同样的，如果尤为注意能

量传送到房间的便捷性以及针对未来要求进行适应调整的方便性，则可以根据 3.2
获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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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能源基础设施整合到区域/周边环境  
4.4.1  循环经济加分 – 区域可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   + 10 

  说明：建筑内始终使用来自周边区域/周边环境的可再生能源供应，满足建筑相关或者

用户相关的能源需求（满足至少10%的建筑相关最终能源需求）。或者，在建筑或经

营场址内使用可再生能源生成的能量传输到区域/周边环境（超过建筑相关最终能源需

求至少10%）。 

 

     
4.4.2  循环经济加分 – 兼容电网的能源系统  + 10 

  说明：建筑出于电网兼容性的目的提供巨大的存储容量（建筑总能源要求的大约10%），

或者采用能源及负荷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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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适当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包括通报设计温度、区域可再生能源满足的能源需求比例以及蓄能容量。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UNIT 

           
KPI 1  热水/冷水设计温度   [°C]       

           
KPI 2  区域可再生能源满足建筑相关最终能源的比例   [%]       

           
KPI 3  建筑的蓄能容量（电网兼容性）   [kWh/ 

时间]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此标准与改建建筑认证中的标准TEC1.4有内容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此标准与城市社区和商务区认证中的标准TEC2.1有内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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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技术系统是受变更影响最快的建筑构件之一；同时，它们对建筑的功能有巨大影响。因此，基本的技术应用及适当建筑

技术的选择在建筑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系统整合、技术系统的高适应性（即可轻易调整技术系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和区域整合是重要标准，在建筑寿命

周期内，可对建筑的用户可接受性和运营成本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目的必须是以此种方式规划及打造现有建筑，为未

来的便捷调整留出余地。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应基于成本结构的以下要素，评估技术系统服务 
 

 下水道、供水与供气系统 
 供热系统 
 空气处理系统 
 电力设施 
 电信与其他通信系统 
 运输系统 
 建筑自动化 

 
总的来说，因建筑技术系统的环境而无法评估的指标，均被视为已满足。个案中可能存在例外，须予以说明。 
评价从根本上指示建筑技术在建筑中应用和整合的因数、技术系统的适应性以及建筑技术的区域整合。 
 
 
指标 1：被动房系统 
对于降低新建筑运营期间一次能源需求而采取的几乎所有被动措施，场地的选择以及建筑结构的布置都是其中基础。这

些也为太阳热能、光伏电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本地供热系统的设计创造了条件。 
 
其目的是通过建筑、结构和基于服务的措施，降低建筑的总能源需求。首要的是，在建筑及围护结构中落实与能源利用

相关的措施，将传输和通风的热损失降至最低。该等措施与建筑结构的布置和紧密度、窗户面积的比例、日光利用、太

阳辐射防护、蓄能质量和隔热标准有关。 
 
 
指标 2：调整分配系统以适应运行温度，促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热分配和传输系统 
 供冷分配和传输系统 

 
整合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可得到积极评价。必要的情况下，建筑可分为不同区域，以解决与供热和供冷分布相关的问题。

藉此可以单独解决每一区域的该等问题。如果在不同区域安装的多个不同系统，则必须根据能源需求，确定每一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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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基于面积权重确定总体结果。必须明确展示计算过程。 
 
其目的是落实可使用可再生供热/供冷来源实现的工作温度。如果为此使用的网络为单独网络，则（能源需求的）输出加

权是要评估的重要因素。 
 
以下范例旨在阐明上述情况： 
 
系统 1 供冷天花板（VL 16℃/RL 19℃）：30 千兆瓦/（平方米×年）-＞平均工作温度 = 17.5℃ 
 
系统 2 再循环冷却器（VL 8℃/RL 14℃）：10 千兆瓦/（平方米×年）-＞平均工作温度 = 11.0 ℃ 
 
总输出：40 千兆瓦/（平方米×年） 
 
建筑是否使用单独的冷水网络？ 
 
如果是 → 输出加权评估：3/4 系统 1 + 1/4 系统 2 
这会导致以下评估：4 分×0.75 + 1 分×0.25 = 3.25 份  
 
如果否 → 使用系统 2 的总体评估 
如果建筑未配备供冷传输系统，则只能得到 0 分。如果有供冷系统改造的证明文档，则根据温度水平进行评估。 
 
不考虑除湿所需的供冷系统。 
 
 
指标 3：建筑技术设备的可达性 
 
评估对技术设施所有构件进行改造及后续更换的便捷性。 
更换时，使用每一情况下最大、最重的尺寸和重量（包括运输工具）进行评估。必须考虑过道和门的高度和宽度以及（如

适用）楼梯的尺寸或者电梯的尺寸和承重能力。 
与技术设备室空间要求相关的细节，见VDI 2050系列指导方针和/或DIN EN ISO 16484“建筑自动化和控制系统（BACS）”
和/或 EN 13321-1“建筑自动化、控制和建筑管理中开放式数据通信”和/或 EN 13779“通风和空调系统的性能要求”。 
必须考虑所有技术设备室净房间面积的至少 80%。 
 
 
指标 4：系统整合 
 
指标 4.1：系统整合的条件和可扩展性 
将现有系统整合到建筑自动化系统中可以得到积极评价。应在现有网络中使用开放的标准化协议确保跨系统、跨学科通

信。 
 
指标 4.2：更高级别系统中的整合功能 
此指标评估预先存在、以整合到更高级别系统中的具体功能。 
 
指标 4.3：技术系统/媒体整合到区域/周边环境 
此指标评估是否落实了分析区域/周边环境整合的能源理念。基于理念范围以及所分析的供热变体授予分数。此外，此理

念要素的实际落实也可以得到积极评价。 
 
指标 4.4：能源基础设施整合到区域/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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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加分——区域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建筑内始终使用来自周边区域/周边环境的可再生能源供应，满足建筑相关或者用户相关的能源需求（满足至少 10%的

建筑相关最终能源需求），可得到积极评价。或者，在建筑或经营场址内使用可再生能源生成的能量传输到区域/周边环

境（超过建筑相关最终能源需求至少 10%），也可得到积极评价。 
 
循环经济加分——电网兼容能源系统： 
建筑出于电网兼容性的目的提供巨大的存储容量（建筑总能源要求的大约 10%），或者采用能源及负荷一体化管理，可

得到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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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 1.被动房系统 
 

 能源理念的描述，包含说明主要通过被动解决方案落实该等理念的细节。 
 选定评估方式的验证检查 

 
 

指标 2.调整分配系统以适应运行温度，促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供热和供冷传输系统的设计（例如规划的供应及回水温度），通过规划文档的相关摘录证明 
 选定评估方式的验证检查 

 
 

指标 3.建筑技术设备的可达性 
 

 通道和门的高度和宽度以及（如适用）楼梯的尺寸，例如通过规划的摘录。 
 电梯的尺寸和承载能力，例如通过数据表的摘录。 
 安装开头的照片文档证明。 
 技术设备室内可验证的预留规划，例如通过规划文件。 
 立井/路径可及性的证明文档，例如通过照片文档证明。 
 立井/路径预留空间的证明文档，例如通过规划文件或照片文档证明。 

 
 

指标 4.系统整合 
 

 外委系统整合工作，例如通过合同的摘录。 
 已制定建筑技术总体理念的摘录 
 选定评估方式的验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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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VDI指导方针VDI 2050：技术设备室的要求。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 
 DIN EN ISO 16484 建筑自动化和控制系统（BACS） 
 EN 13321-1 建筑自动化、控制和建筑管理中开放式数据通信 
 EN 13779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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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5 

建筑清洁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落实减少清洁必需成本和精力的结构及技术措施。 
 
 
成效 

建筑结构体的清洁方式对建筑使用期内的成本和环境影响有巨大影响。便于清洁的表面需要的清洁剂更少，清洁成本也

更低。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或者德国可持续性战略没有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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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此标准目前不针对建筑结构的易于维护性。如果有可用的适当评估方法，将在标准中处理此方面问题。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5% 
1.8% 
 
1.7%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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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总共使用七项指标，评估为改善建筑易清洁性而落实的结构和技术性措施的类型和范围。指标1和2代表立面清洁的可行

性以及必需成本和精力的减少。指标3评估地板覆盖物的易清洁性，并通过创新领域认可替代措施。指标4到6评估的是

通过集灰阱、无障碍楼面规划以及耐用、易于进入的表面提高易清洁性。通过指标7认可确保易清洁性的理念创设。可

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建筑玻璃外墙的可达性  
1.1  立面清洁的可行性 最高 15 

   使用辅助手段可以清洁的立面 
（玻璃外墙的比例%; 1% ≙ 0.1 分） 

 
(+) 0–10 

   无需辅助手段即可清洁的立面 
（玻璃外墙的比例%; 1% ≙ 0.1 分） 

  
(+) 0–15 

           
           

2  外部和内部构件  
2.1  清洁外部构件所需的成本和精力    5 

  已落实措施减少清洁外立面所需的成本和精力。  
    

2.2  清洁内部构件所需的成本和精力 
已落实措施减少清洁内部构件（例如玻璃隔墙、护墙、栏杆）所需的成本和精力。其中也包括减

少必要清洁的措施。 

   5 

           
           

3  地板覆盖物  
3.1  易清洁性 最高 20 

   办公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住宅    酒店    物流    生产   
   部分（仅流通区域有图案装饰、呈杂色或者具有结构性）    10 
   完全（有图案装饰、呈杂色或者具有结构性）    15 
   可证实所选择的地板覆盖物可导致寿命周期清洁成本的降低         +5 

    
   百货公司  最高 20    
   销售区域至少50%的地板覆盖物可容受轻度污染。    10 
   销售区域至少80%的地板覆盖物可容受轻度污染。    15 
  可证实所选择的地板覆盖物可导致寿命周期清洁成本的降低。 

 
   +5 

3.2  创新领域    同 3.1 
  通过创新解决方案提高地板覆盖物的易清洁性。 

 
 

           

4  建筑入口处的集灰阱  
4.1  建筑入口处的集灰阱1  

   办公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酒店    物流    生产    住宅   
   每一个主要入口处都有集灰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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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筑入口处的集灰阱2  
   办公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酒店    物流    生产  5–10 
   所有集灰阱都符合三步原则 （约 2.4 m）    5 
   所有集灰阱都符合五步原则 （约 4 m） 10 
    
   住宅  5–10 
   所有集灰阱都符合两步原则（约 1.6 m）   5 
   所有集灰阱都符合五步原则（约 4 m）    10 

           
           

5  无障碍楼面规划  
5.1  障碍预防  

   办公    教育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酒店    物流    生产  

 
最高 20 

   位于适当高度的散热器（离地净高 ≥ 15 cm）    2.5 
   无散热器    5 
    
   楼梯/栏杆的扶手支护（如有）为侧向连附（台阶/地板上没有+5个支撑点）    +5 
   冲水马桶和洗脸盆连附在墙上。    +2.5 
   隔间隔墙的设计没有地板上支撑点，或者尽可能设计为墙壁/地板连接的隔墙。    +2.5 
   独立支撑的位置距离附近构件至少20 cm（针对这一点，评估中可忽略所有支撑

中的10%）。 
   +5 

   照明整合到天花板中，不需要清洁。    +2.5 
   提供衣柜，取代架子和橱柜使用。    +2.5 
     
   住宅  最高 20 
   位于适当高度的散热器（离地净高 ≥ 15 cm）    2.5 
   无散热器    5 
    
   楼梯/栏杆的扶手支护（如有）为侧向连附（台阶/地板上没有+5个支撑点）。    +5 
   冲水马桶和洗脸盆连附在墙上。    +5 
   独立支撑的位置距离附近构件至少20 cm（针对这一点，评估中可忽略所有支撑

中的10%）。 
 

   +5 

           

6  表面清洁  
6.1  频繁使用及难以接近的表面    10 

  已落实措施使频繁使用的表面（工作表面、把手、门把手、灯具开关、电梯按钮等）更易于清洁，

提高其卫生性，以及使难以接近的表面（吊灯、太阳辐射防护、架子、橱柜、窗台、角落）变得

更容易清洁。 

 

           
           

7  确保易清洁性而制定的概念  
7.1  在规划过程中考虑    5 

  在规划过程中考虑确保易清洁性的可能及必要措施。  
    

7.2  清洁概念    5 
  有可用的确保易清洁性的详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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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可使用以下方面通报关键绩效指标（KPI）：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无需辅助措施即可清洁的外部玻璃表面的比例   [%]       

           
KPI 2  高污染耐受度的地板覆盖物（内部）的比例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指标1到5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室内空间认证标准PRO1.1指标1.1的
检查表（2017年版）进行管理。指标7对应标准PRO8.1的内容。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1到5可对应改建建筑认证标准PRO1.5的指标2和3（NBV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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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结构体的清洁方式对建筑使用期内的成本和环境影响有巨大影响。便于清洁的表面需要的清洁剂更少，清洁成本也

更低。 
 
因此，目标必须是在确保长材料使用寿命的同时，尽可能压低用于清洁的营业费用。 
 
 
二．附加说明 

根据计划表清洁、可轻易执行清洁措施的建筑结构可以得到积极评价。 
 
 
三．方法 

指标 1：建筑玻璃外墙的可达性 
此指标评估的是外部玻璃表面的易清洁度。要考虑的表面包括窗户和立面表面以及光伏系统。不使用辅助手段即可清洁

的外部玻璃表面的预期情结成本更低，因此可以得到更高评价。向内打开的窗扉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或者当站立表面顶

部到玻璃表面顶部的距离大约为 4 米的情况下。 
 
可使用技术辅助手段清洁的立面表面，例如固定底座的伸缩杆或者通过立面检查维护输送带、清洁桥，也可以获得分数。

此方面不允许使用动臂装卸机或者攀登安全带。 
 
必须根据数字的商业凑整原则，将总面积的百分比比例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整数百分点。 
 
 
指标 2：外部和内部构件 
此指标评估是否在外立面或者内部构件上落实了降低清洁必需成本和精力的措施。 
 
使用替代结构及技术解决方案，降低清洁难度或者消除清洁作业需求，可得到积极评价。例如，可应用相关措施降低清

洁剂的使用量、缩短清洁过程的持续时间或者提高清洁过程之间的间隔。 
 
落实结构性防污措施（例如发挥作用的滴水檐或雨檐）或者打造防污表面性质（例如荷叶效应），可得到积极评价。 
 
 
指标 3：地板覆盖物 
此指标评估地板覆盖物是否可容受轻微污染。 
 

 容受：有图案装饰、呈杂色或者具有结构性。 
 部分容受：仅流通区域有图案装饰、呈杂色或者具有结构性。 
 不可容受：无图案装饰、未呈杂色或者不具有结构性。 

 
如果地板覆盖物无法明确地归入任何该等类别，则每种情况下都必须选择最差的评估。基于面积加权执行总体评估，必

须包含所有流通区域以及 80%的可用面积。但是，基于地板覆盖物的类型和颜色，可能区别处理大面积子区域。 
 
此外，如可证明适当选择的地板覆盖物能够对寿命周期成本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因为所选择的地板覆盖物或者所使用的

块式地毯，减少了清洁频率），则可得到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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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4：建筑入口处的集灰阱 
此指标评估主入口处是否有足够长的集灰阱。 
 
集灰阱包括入口门前后的栅栏或者适当的塑料或天然纤维垫（如置于室外，有充分的防潮）。 
 
必须确保所有主入口前和/或后都有适当的集灰阱。这关系到建筑的主要用途和次级用途。员工通道、送货通道和二级进

场道路不需要满足该等规范。 
 
如果因为结构限制，没有其他可用选择，也可以在建筑内部安装集灰阱（在可能的情况下作为结构性措施）。 
 
如果无法通过结构性措施落实必要长度的集灰阱，若在与 FM 服务提供者签订的服务协议中包含非结构性系统的定位和

维护，则也可以认可该等非结构性系统。 
 
 
指标 5：无障碍楼面规划 
此指标评估能否在尽可能最少的障碍下，落实房间的布局和配置。 
 
评估单个构件的易清洁性。 
 
如果没有栏杆或者独立支撑物，则此项指标可以得到全部分数。 
 
 
指标 6：表面清洁 
已落实措施使频繁使用的表面（工作表面、把手、门把手、灯具开关、电梯按钮等）以及难以接近的表面（吊灯、太阳

辐射防护、架子、橱柜、窗台、角落）变得更容易清洁，可得到积极评价。 
 
 
指标 7：确保易清洁性而制定的概念 
清洁成本对运营成本有巨大影响。通过提高易清洁性的适当规划，大幅降低该等成本，提高建筑使用和管理的质量，确

保系统和建筑物的长使用寿命。 
 
在规划阶段已经规划并确定了易清洁性。 
 
确保易清洁性的详细计划中已考虑适当材料、系统及设计解决方案的选择、须频繁清洁的构件的可及性以及适当公用设

施接口和储藏室的可用性。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住宅  
指标3：地板覆盖物 
 
此方案未使用“方法”章节中规定的区域参考值。必须考虑公共区域（位于住宅单元之外的入口区域、走廊和楼梯等流通

区域）的地板覆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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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 1：建筑玻璃外墙的可达性 
 

 已制定的清洁理念。 
 阐明窗户表面可及性，例如通过照片文档证明。 
 外部玻璃表面清单，按清洁所需成本和精力分类列示。 
 计算因此授予的评估分数。 
 指明表面保护类型的产品数据表。 

 
指标 2：外部和内部构件 
 

 外部构件清单以及用于减少清洁所需成本和精力的解决方案的证明文档。 
 内部构件清单以及用于减少清洁所需成本和精力的解决方案的证明文档。 

 
指标 3：地板覆盖物 
 

 已安装地板覆盖物的清单及耐污染性评估 
 地板覆盖物使用寿命规范/证明文档 

 
指标 4：建筑入口处的集灰阱 
 

 使用含尺寸规范的楼面规划呈现集灰阱 
 

指标 5：无障碍楼面规划 
 

 通过楼面规划/照片文档/制造商文档呈现 
 

指标 6：表面清洁 
 

 所选择水平的简短书面论证。 
 适当的证明文档，例如通过楼面规划的摘录及照片文档。 
 含地板覆盖物和表面分类的区域清单 

 
指标 7：确保易清洁性而制定的概念 
 

 建筑所有者确认已提交确保易清洁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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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从可用物质清单和材料数据中选出的基本来源： 
 

 可持续建筑[Nachhaltiges Bauen]指南。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部（BMVBS），2013年4月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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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6 

建材与建筑部件的回收和再循环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确保自然资源高经济性的有效利用。因此，我们推广能够以最低损失，实现预先存在价值再度利用的解决

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基本上消除建筑建造和维护的一次能源量需求，因此，我们努力创设提高当前材料效率水平的战略

——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几乎没有损耗的材料重复利用，同时大幅减少材料使用量。有鉴于此，“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

度”标准旨在应对对DGNB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打造“循环经济”，促使参与者和用户将自然资源的消耗降至最低，甚至在

理想情况下，完全避免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确保我们出于自身目的使用的资源，未来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继续为子孙

后代所用——让后代能够以一种确保自身福祉的方式发展。 
 
 
成效 

若能减少自身建筑中的材料使用量，建筑所有方也可能从建造阶段的成本缩减中受益。反过来，用户在运营阶段也能享

受到积极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可大幅降低现代化作业和维护、修理以及——最重要的——所有转换措施所需的成本

和精力。此标准的长期目标是促使建筑成为原材料的一种“储存”方式，让建筑所有方出于自身盈利目的，将建筑规划成

未来价值的存储品——要实现此目标，就必须对建筑中使用的材料有深入的了解。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8.4 全球资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去耦   
 12.2 自然资源的使用 

减少和消除浪费 
8.1 资源保护 

  高 12.5   
       
          

   
     

 12.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环保处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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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各材料组别的再次利用途径不断变化，例如因为工艺及设备成本、可实现的价格以及再次利用途径利润造成的变化。再

次利用物流以及各种材料流的再次利用设备仍处于测试或开发流程中——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在不断地进一步发展。因

此，对（建造）材料进行归类、纳入现行标准再次利用途径时所采用的相关评估工具，也要不断的进行调整。此外，为

避免将材料用于传统建筑构件设定了一系列的标准或可靠参数，鉴于此类标准和参数的应用频率与日俱增，因此可以假

设未来的质量水平也只会越来越高。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3.0% 
3.5% 
 
3.3%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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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使用现行建筑材料再次利用途径作为基准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用来选择易于再次利用的建造材料（指标 1）。该等再次

利用途径被归入“质量水平”（QL）。使用重复利用及可重复利用的建筑构件，以及避免建筑构件，可通过两项循环经济

加分分别授予分数。如果有意采用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可尽可能按照建筑构件中所含的材料类型，通过建筑构件的拆

卸容易度和分离度进行描述（指标 2）。对于定期使用的大多数标准建筑构件（SBC），应基于这两项指标，对所使用

的建造材料和设计解决方案进行评估。此外，在建筑的规划过程中，应鼓励使用集中关注再次利用和回收的评估方法（指

标 3）。在此标准中，不算加分，总计最高可获得 100 分；算上加分，最高可获得 130 分。 
 

 
1 最多适用于“至少60%的标准建筑构件达到质量水平2”列中最大数量的评估分数 

编号  指标   分值      分值 分值 

           

1  再次利用容易度      最高 20 
1.1  选择易于再次利用的建造材料 

建筑构件（相关参考值） 
至少60%的标准

建筑构件达到质

量水平1 

升级到质量水平

1：加上质量水平

2中每一占比＞

10%的标准建筑

构件1  

至少60%的

标准建筑构

件达到质量

水平2 

  外墙 (m²) 
 

           

  非承重或预制 
（外墙、护墙、填补物；预制立面单元，包括外墙、

窗、门和覆盖层） 
 

+0.5  +0.5  +2 

  覆层单元和（外墙）内衬 
（外墙和柱的外部覆盖层，包括抹灰面层、防潮、保

温和保护层；外墙和柱的内部覆盖层，包括抹灰面层、

防潮、保温和保护层） 
 

+0.5  +0.5  +1 

  外部门窗 
（窗户和展示窗、房门和大门，包括基石、框架、装

置、致动系统、通风构件及其他内置要素） 
 

+0.5  +0.5  +1 

  内墙 (m²) 
 

     

  非承重或预制 
（内墙、填补物；分段墙，包括内墙、门、窗、覆盖

层，例如折叠和滑动墙、卫生隔墙、板条箱） 
 

+0.5  +1.5  +4 

  （内墙）内衬 
（内墙和柱上的覆盖层，包括抹灰面层、密封层、保

温和保护层） 
 

+0.5  +1.5  +4 

  内部门窗 
（门和大门、窗和橱窗，包括窗框、配件、驱动器及

其他内置要素） 

+0.5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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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与天花板 (m²) 
 

     

  地板 
（地板覆盖物，包括砂浆层、防潮层、保温和保护层、

耐磨层；服务性假地板及浮式地板） 
 

+1  +2  +6 

  天花板衬套 
 
（天花板衬套，包括灰泥层、防潮层、保温和保护层；

用于照明及其他用途的假天花板） 
 

+1  +1  +5 

  屋顶 (m²) 
 

     

  屋顶覆盖物和屋顶内衬 
（屋顶结构的覆盖物，包括模架、吊杆、斜坡、密封、

保温、保护和耐磨层；屋顶表面的排水到接入排水系

统；屋顶结构下的屋顶材料，包括灰泥层、密封层、

保温和保护层；屋顶下的灯具和组合天花板） 
 

+0.5  +0.5  +1 

  承重结构 (m²) 
 

     

  承重外墙 
（承重外墙，包括水平防潮） 
 

+0.5  +1.5  +4 

  外柱 
（横截面比例＜1:5的柱子） 
  

+0.5  +0.5  +1 

  承重内墙 
（承重内墙，包括水平密封件）  

 

+0.5  +1  +3 

  内柱 
（横截面比例＜1:5的柱子）  
 

+0.5  +0.5  +1 

  地板结构 
（地板、楼梯、坡道、阳台、凉廊，包括挂梁和托梁，

以及填料，例如空心砖、假地板和填充物，但不包括

覆盖物和内衬） 
 

+0.5  +1.5  +4 

  屋顶结构 
（屋顶、桁架、空间结构和穹顶的建造，包括顶架和

底架、填充部件，例如空心砖、百叶窗地板、填料，

但不含覆盖物和覆层）  
 

+0.5  +1  +2 

  地基 (m²) 
 

     

  浅层或深层地基 
（单一、条形地基、支承板；桩基，包括格栅、井式

基础；锚固） 

+0.5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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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土和底板以及建筑密封件  

（不发挥地基作用的底层地板和楼板；建筑密封件，

包括过滤材、分离层和保护层） 
 

+0.5  +0.5  +1 

  地板 
（地板和基础底板的覆盖物，例如砂浆层、密封、隔

热、保护层和耐磨层） 
 

+0.5  +0.5  +1 

           

Re 1.1  创新领域    同 1.1 
  说明：对于上文定义的分析范围（建筑构件，见上文）以外或者目前不符合质量水

平定义，但对目标实现无巨大贡献的措施，可按照上文应用的评估逻辑，在指标

1.1 中予以考虑（参考期内适当的质量及更换相关性）。 
           

1.2  循环经济加分 – 重复使用或者材料回收    
 

+20  
（每一项

标准建筑

构件+1 
分） 

  解释：如果建筑构件重复使用，或者有回收材料打造类似产品的证明文档，则每一

占比＞10%的标准建筑构件（SBC）均可得到“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或者材

料回收”（符合表1的再次利用途径2和3）。还可授予质量水平2之外的分数。 
 

 

1.3  循环经济加分 – 避免使用建筑构件 
 

 +10  
（每一项

标准建筑

构件+1 
分） 

  说明：如果可以切实证明解决方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原材料或二次材料的使

用，则每一占比＞10%的标准建筑构件（SBC）均可得到“循环经济加分——避免

使用建筑构件”。还可授予质量水平 2 之外的分数。或者，未使用的每一结构构件

均可获得指标 1.1 项下分数。 

 

           
           

2  回收容易度 最高 70 
2.1  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 

建筑构件（相关参考值） 
   

至少60%的标

准建筑构件达到

质量水平1 

至少60%的标准建筑构

件达到质量水平2 

  外墙(m²) 
 

    

  非承重或预制 
（外墙、护墙、填补物；预制立面单元，包括外墙、窗、门和覆盖

层） 
 

 +0.9  +5 

  覆层单元和（外墙）内衬  
（外墙和柱的外部覆盖层，包括抹灰面层、防潮、保温和保护层；

外墙和柱的内部覆盖层，包括抹灰面层、防潮、保温和保护层） 
 

 
 

+0.9  +3.3 
 
 

           

  外部门窗 
（窗户和展示窗、房门和大门，包括基石、框架、装置、致动系统、

通风构件及其他内置要素） 
 
 
 

 +1.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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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阶段回收、转换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  
3.1  早期规划阶段回收、转换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 最高 10 

  在早期服务阶段（1-3），对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进行评估，以优化资源效率（包括针对可

能的转换作业）。 
 

+5 

3.2  详细设计阶段回收、转换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  
  在批准或详细设计服务阶段（4-5），对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进行评估，以优化资源效率（包

括针对可能的转换作业）。 
 

+5 

  内墙 (m²) 
 

    

  非承重或预制 
（内墙、填补物；分段墙，包括内墙、门、窗、覆盖层，例如折叠

和滑动墙、卫生隔墙、板条箱） 
 

 +2.5  +10 

  （内墙）内衬 
（内墙和柱上的覆盖层，包括抹灰面层、密封层、保温和保护层） 
 

 +1.7  +10 

  内部门窗 
（门和大门、窗和橱窗，包括窗框、配件、驱动器及其他内置要素） 
 

 +2.5  +10 

  地板与天花板 (m²) 
 

    

  地板 
（地板覆盖物，包括砂浆层、防潮层、保温和保护层、耐磨层；服

务性假地板及浮式地板） 
 

 +3.3  +15 

  天花板衬套 
（天花板衬套，包括灰泥层、防潮层、保温和保护层；用于照明及

其他用途的假天花板） 
 

 +3.3  +15 

  屋顶 (m²) 
 

    

  屋顶覆盖物和屋顶内衬 
（屋顶结构的覆盖物，包括模架、吊杆、斜坡、密封、保温、保护

和耐磨层；屋顶表面的排水到接入排水系统；屋顶结构下的屋顶材

料，包括灰泥层、密封层、保温和保护层；屋顶下的灯具和组合天

花板） 

 +0.9  +3.3 

Re 2.1  创新领域    同 2.1 
  说明：对于已定义的分析范围（建筑构件，见上文）以外或者目前不符合质量水平

定义，但对目标实现无巨大贡献的措施，可按照上文应用的评估逻辑，在指标 2.1
中予以考虑（参考期内适当的质量及更换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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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基于评估，选用易于再次利用材料打造的建筑构件的占比、易于回收的建筑构件的占比以及整栋建筑预期再次利用及回

收的配额可用作进行通报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标准和计算依据的应用可部分用于完成符合“层级——欧盟核心环境

指标共同框架”的报告（与欧盟框架有关的信息，见[T&D_02]章节）。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选用易于再次利用的材料打造的建筑构件的占比 = 建筑构件占比总额，

以质量水平2中相应参考值比例计，或者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或者

材料回收。 

  [% 参考数量占比]                    
  

      
           

KPI 2  易于回收的建筑构件的占比 = 建筑构件占比总额，以质量水平2中相应参

考值比例计。 
  [% 参考数量占比]                    

  
      
           

KPI 3  整个建筑结构的预期再次利用及回收配额 = 根据德国循环利用法

（KrWG）（章节14、3），可归入再次利用途径2、3、4、5和7的整个建

筑结构的重量百分比。 

  [% 重量比例]                    
  

      
           

KPI 4  Level（s）指标2.2“寿命周期情景”——在规划阶段使用DGNB标准TEC1.6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1和2在很大程度上与翻修办公和行政建筑认证中标准TEC1.6（2016
年版本）的内容有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指标1和2在很大程度上与室内空间认证中标准TEC1.6的内容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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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方法的核心要素是明确定义及分配产品责任，例如针对所使用的材料、建造产品和系统，并证明会对建筑回收及再次利

用的容易度产生积极影响的规划解决方案。再次利用的高容易度是切实的可持续性性质，因为它会对可持续性的多个重

要维度产生积极影响（寿命周期评价、环境影响、运营成本等）。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模式”：到 2030 年，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高效利用；到 2030 年，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用，大幅减

少废物的产生；以及到 2020 年，实现化学品和所有废物在整个存在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应结合此种背景考虑此标准

的目标。 
 
 
二．附加说明 

因为建筑及其构件的平均预期使用寿命很长，目前在建造中使用的很多材料在未来的 50 或 100 年间，只会变成拆除材

料或潜在垃圾。因此，建筑部门构成一种大型的人为临时存储器。因此，它是未来建造材料的重要资源，不应用作未来

废弃产物的临时处理场所。 
 
提高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的目标是，保护自然资源，减少废弃物，尤其是通过减少废弃物的数量和有害性。从根本

上说，此标准是从设计和材料方面考虑建筑或其相关构件要素。材料水平集中关注能效潜力。在建造规划阶段，一定要

努力实现减少一次原材料使用量的目标，在选择建造材料，倾向于选择可循环使用的材料。一定要确保在建筑拆除期，

能够高质量地提取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将之归入其中所含的材料类型。作为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方法，一定要证明建筑

构件可以拆除，且在建造场地或工厂拆除并无区别。此外，设计支撑结构上建筑构件的连接时，必须确保建筑构件可以

轻易拆除。 
 
在建筑规划中，必须考虑到寿命终止阶段及明显的转换阶段。这么做的时候，必须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1. 材料层面：选择易于回收利用的建造材料 
目的是在所使用建造材料寿命终止时，能够回收明显能够回收利用的材料。某些情况下，添加剂和涂层

可能对可回收利用性产生负面影响。 
 

 2. 设计层面：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 
此项的目的是为建筑构件和建筑产品的拆除做出规划。建造产品或者整体建筑构件若易于拆卸，则可更

好地实现建筑构件的重复使用或继续使用—— 
或者通过在建造场地或工厂回收实现材料的回收利用。此外，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可提高建筑寿命阶段

的修理容易度。 
 

 3. 规划责任 
设计师应考虑与拆卸和回收利用相关的问题，在选择建造材料和建造产品的过程中，尽早与建造所有方

积极讨论此方面事宜。如此可在运营阶段为建筑提供巨大利益。如果在选择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未考虑

此种问题，规划团队应主动向建筑所有方告知此事项。 
应向建筑所有方提供“不易回收利用的”结构构件的相应清单，如适用，再随附一份已安装且易于回收利

用的建构构件清单。 
 

 4. 产品责任 
根据合同提供服务的制造商或公司应充分确认其产品、建筑构件或服务满足下文定义指标中的质量水平

要求。针对“再次使用”的回收路径，制造商应承担回收责任，或者提供文档证明其商业模式是提供产品

的临时转移，以满足建筑功能（例如以租赁产品“作为一项服务”）。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TEC1.6 / 建材与建筑部件的回收和再循环 
附件 

 

© DGNB GmbH  479 

三．方法 

此标准分为三项指标： 
 
指标 1：选择易于回收利用的建造材料  
指标 2：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 
指标 3：规划阶段回收、转换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 
 
为了缩小验证范围，只应针对相关“标准建筑构件（SBC）”执行评估。 
 

 出于此标准的目的，标准建筑构件（SBC）指的是基本上具有相同结构或构造的建筑构件。 
 标准建筑构件的覆盖范围：对建筑构件组别进行评估时，必须涵盖相关建筑构件组别中至少60%的相关

参考值（评估主要和次级层面上建筑构件时，参见上文评估章节项下的详细清单）。 
 标准建筑构件从质量水平1升级到质量水平2的相关性（仅适用于指标1）：根据比剩余建筑构件组别更

高的质量水平对标准建筑构件进行评估时，可通过授予额外分数——最多可授予质量水平2的最大可能

评估分数，升级建筑构件组别的评估。只有在标准建筑构件至少构成相应建筑构件组别参考值的10%时，

才可以升级评估。如果已确认落实了极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或者在实现此标准目的方面尤为高效的解

决方案，则可以允许适度低于与此10%规则。 
 

出于评估目的，将建筑构件分为三个一般组别，根据其典型更换频率和面积关联性，授予相应的加权分数： 
 

 主要构造/结构，评估的更换频率为一次（假设典型的更换频率=0×每50年） 
 围护表面，评估的更换频率为两次（假设典型的更换频率=1×每50年） 
 配件，评估的更换频率为五次（假设典型的更换频率=4×每50年） 

 
此项评估仅包括不含建筑技术构件的结构性建筑构件（结构构件的详细清单，见此文件开头“评估”章节）。所使用的材

料和元件以及建筑构件的组成相同时，即存在“基本相同的结构”。建筑构件内找到的相关材料或元件的数量、体积或质

量可能发生变化（范例：保温层厚度不同但结构相同的外墙结构，或者构造相同但开口尺寸不同的内部门，均可集体评

估）。标准建筑构件结构中的所有材料和元件，不论其数量、体积或质量如何，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即油漆、涂层和

粘合剂也具有相关性。不属于标准建筑构件一部分的其他建筑构件的连接件（例如壁脚板）不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相关

参考值”是正常情况下用于次级建筑构件的评价参数（标准 ECO1.1 附件 1 中也提供了一份主级和次级结构性建筑构件

的全面清单），例如：底板、外墙、内墙、天花板和屋顶，单位平方米；支撑、窗户、单元内门等。如果建筑中未发现

相关建筑构件组别，可在没有质量水平 2 内容证明的情况下授予分数，或者可以根据“循环经济加分——避免使用建筑

构件”授予分数。 
 
出于指导和促进目的以及此标准的评估目的，DGNB 提供了“TEC1.6 计算工具”。此工具展示了选定建筑构件组别的范

例，可促进计算流程，为 DGNB 审计师和顾问提供支持。 
 
 
指标 1：选定建造材料的再次利用容易度 
预期目的是在为建筑构件选择建造材料时，要考虑其回收利用性。根据上文“评估”章节项下提供的清单，或者 ECO1.1
标准附件 1，定义建筑构件组别为次级结构建筑构件上的建筑构件。可单独评估（如可用）、在此指标中必须考虑的相

关建筑构件组别为： 
 
外墙 

 非承重或预制外墙 
 承重及非承重外墙或者预制外墙的覆层单元和内衬 
 外部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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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墙： 
 非承重或预制内墙 
 承重及非承重内墙的内衬  
 内部门窗 

 
地板与天花板： 

 地板 
 天花板衬套 

 
屋顶： 

 屋顶覆盖物和屋顶内衬 
 

承重结构： 
 承重外墙 
 外柱 
 承重内墙 
 内柱 
 地板结构 
 屋顶结构 

 
地基： 

 浅层地基或深层地基 
 底土和底板以及建筑密封件 
 底土与地基板的地板材料 

 
指标 1 的评估 
如果应将标准建筑构件归入相同的质量水平，则可以在次级结构建筑构件（无建筑技术构件）上对规定的建筑构件组别

进行评估。对于承重建筑构件组别，必须根据它们归属的结构构件组别“结构”或者“地基”，对其进行评估。 
 
如果一个建筑构件组别内 60%的标准建筑构件满足要求，则该建筑构件组别可以根据下表归入一个质量水平。对每一标

准建筑构件进行评估时，必须使用具有最低回收利用潜力的建造材料。 
 
此处不需要评估在建筑构件组别中所占比重较小的元件，例如接口或连接件，除非根据它们在“质量水平 2”或“循环经济

加分——重复使用或者材料回收”中的归类，这些元件会严重降低待评估建筑构件的可再次利用性，或者可合理预见元件

中使用的材料成分会对后续回收造成潜在风险。如果连接件的使用会严重降低建筑构件可回收利用性，则在评估该等建

筑构件时，应该考虑连接件。如果连接的两个建筑构件的可回收利用性同等下降，则在两个构件的评估中都应考虑此连

接件。任何有害或危险物质的使用都可能导致可回收利用性的严重下降，即便它们只是存在于在建筑构件组别中占比较

小的元件中。出于此原因，只有在有文件证明以下接口或连接件满足“质量水平 3”的要求或者 DGNB 标准 ENV1.2“本地

环境影响”中的最高含量要求时（行号对应 ENV1.2 标准矩阵），才能排除以下接口或连接件： 
 

 湿法涂层钢建筑构件（第15行）：使用无卤素防火涂层 
 内部承重木结构及向外挑檐（第28行）：没有任何化学木材防腐剂 
 铝及不锈钢制成的轮廓和覆盖物（第32和33行）：未使用三氧化铬（六价铬）作钝化处理，覆盖涂层

中未使用任何铅、镉或三氧化铬化合物（制造商声明：铅、镉和三氧化铬含量均＜0.1%） 
 用于表面覆盖物（地板和墙）的塑料以及围护结构上的建筑构件（乙烯基/聚氯乙烯/橡胶制成的弹性地

板覆盖物、乙烯基墙纸/层压制品等墙壁覆盖物、天窗、塑料窗、隔音内衬，第35行）：未包含有机铅、

有机镉或者有机锡化合物（制造商声明：含量＜0.1%） 
 屋顶和地基上的塑料膜（第36行）：未包含有机铅、有机镉或者有机锡化合物（制造商声明：含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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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备阻燃剂的建造产品（三元乙丙橡胶/橡胶/聚乙烯制成的建筑服务保温材料、玻璃纤维墙纸等墙壁覆

盖物、无纺布油漆底材、无纺布装饰织物等，第43行）：无氯化石蜡、无多溴化联苯、无多溴二苯醚、

无磷酸三氯乙酯（制造商声明：含量＜0.1%） 
 塑料产品（密封外墙和屋顶的塑料膜、乙烯基墙纸/层压制品等墙壁覆盖物、塑料窗、电缆，第44行）：

无高度关注物质（制造商声明：含量＜0.1%）  
 配备生物杀灭剂和阻燃剂的建造产品（产品）：承重木构造上的化学木材防腐剂、木质纤维隔热板、有

机隔热材料（第45行）：无硼化合物（制造商声明：含量＜0.1%） 
 
应注意涂层、粘合剂或者添加剂也可能降低或者阻碍“质量水平 2”或者“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或者材料回收”中规定

的可再次利用性，或者可合理预见会对后续回收造成潜在风险。有鉴于此，必须提供制造商或者处理公司的声明，说明

所使用的涂层、粘合剂或者添加剂不会导致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产品的可再次利用性下降，也不含下文所列的有害

或危险物质。出于此原因，对于“接口/连接件”项下规定的产品组别以及下文所列的产品组别，如果它们作为涂层、粘合

剂或者添加剂包含在建筑构件/产品中，则必须提供文件证明它们至少满足“质量水平 3”的要求或者 DGNB 标准

ENV1.2“本地环境影响”的最高含量要求（行号对应 ENV1.2 标准矩阵）： 
 

 纺织品和有弹性的地板覆盖物中的添加剂（第6行)：符合528/2012/EC的生物杀灭产品，（第7行）：

高度关注物质和不含具有生殖毒性的氯化石蜡和邻苯二甲酸盐（制造商声明；含量＜0.1%） 
 木窗和内外部非承重木质建筑构件（例如立面和露台，第30行）：无化学木材防腐剂或者仅使用符合

528/2012/EC的市售生物杀灭产品的窗户 
 

如果正常再次利用途径的进一步（例如技术）发展抵消了上文规定的可再次利用性的下降，且制造商可向 DGNB 证明

其产品符合此情况，则此要求不适用于该具体情况。 
 
指标 1 的定义和质量水平 
 

 结构部件组别：可在主级建筑构件组别中总结的所有部件的总计 
（例如所有外墙） 
 

 结构部件：可在主级建筑构件组别中说明的装配部件 
（例如外墙类型） 
 

 建筑构件组别：可在次级建筑构件组别中总结的所有部件的总计 
（例如所有覆层单元） 
 

 建筑构件：可在次级建筑构件组别中说明的装配（如适用）部件 
（例如覆层单元类型） 
 

 建筑次级构件：建筑构件的次级部件 
（建造）产品：建筑或建筑部分上永久安装的任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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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回收、循环与再利用的处理处置途径 

           

     1  避免  未使用正常情况下用作结构部件标准件的部件，或者用于

整个建筑构件组别的结构部件远少于正常情况下被视为

特定用途标准件的部件。范例：无天花板覆盖物、无上表

面覆盖物。 
 

 循环经济加分

——避免使用建

筑构件 

  

     2  重复利用  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在建筑中保持不变（针

对翻修建筑方案）或者（在最低程度改造之后）已经重复

利用。或者：存在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的回

收保证或者租赁系统。 
 

 循环经济加分

——重复使用或

者材料回收 

 

     3 回收材料以打造类似产品  通过当前可用的技术，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中的材料主要是被再次利用，提供相当的建筑构件/建筑

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或者：存在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的回收保证

或者租赁系统。 
 

 循环经济加分

——重复使用或

者材料回收 

 

     4  建筑施工中的材料回收  通过当前可用的技术，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中的材料主要是被回收，用以生产新的建筑构件/建筑次

级构件/建造产品，仍用于建筑建造。 

 质量水平 2  

     5  材料回收  通过当前可用的技术，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主要用作二次原材料，在建筑构造之外使用。 
 

 质量水平 2  

     6  能量回收  通过当前可用的技术，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主要在生产建筑（例如水泥厂或者内部热电厂）或者垃圾

焚烧厂内，用作替代燃料，实现能量回收。 
 

 质量水平 1  

     7  回填  通过当前可用的技术，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主要用来替代（残留）孔洞回填的其他回填材料。 
 

 质量水平 1  

     8  垃圾填埋场内处理  通过当前可用的技术，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主要是在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1级垃圾填埋场，根据

ENV2.3土壤污染等级）。 
 

 质量水平 0  

     9  作为“危险废弃物”处理  通过当前可用的技术，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

主要是在2-3级垃圾填埋场或者单独的处理设施（根据

ENV2.3土壤污染等级）进行处理。 
 

 质量水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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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质量水平 1（再次利用途径 6 和 7）和质量水平 0（处理途径 8 和 9），一定要向建筑所有方提供一份建筑内与该等

回收和/或处理途径相关的标准建筑构件的完整清单。必须经建筑所有方/客户确认其已收到并理解此份清单。 
 
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或者材料回收 
如果通过文档证明标准建筑构件的再次利用途径为“重复使用”或者“回收材料以打造类似产品”，可针对相关建筑构件授予

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或者材料回收。在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或者材料回收方面，建筑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

是 20 分。要获得加分，每一建筑构件都必须满足“标准建筑构件”的定义要求。 
 
循环经济加分——避免使用建筑构件 
如果通过说明合理且明确的参考情景（标准）的文档，证明标准建筑构件的再次利用途径为“避免”，则可以向相关建筑

构件授予循环经济加分——避免使用建筑构件。在循环经济加分——避免使用建筑构件方面，建筑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

是 10 分。要获得加分，每一建筑构件都必须满足“标准建筑构件”的定义要求。 
 
 
指标 2：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 
拆除建筑构件的容易度是后续再次利用容易度的根本要求。因此，预期目的是打造易于拆卸的结构。要将评估升级到高

于“标准”的水平，则必须通过文档证明可使用非破坏性方法从建筑中拆除标准建筑构件，且构件的各层可分离为特定的

不同类型。 
 
在此指标中必须考虑的相关建筑构件组别为 2：  
 
外墙： 

 非承重或预制外墙 
 承重及非承重外墙或者预制外墙的覆层单元和内衬 
 外部门窗   

 
内墙： 

 非承重或预制内墙 
 承重及非承重内墙的内衬 
 内部门窗  

 
地板与天花板： 

 地板 
 天花板衬套 

 
屋顶： 

 屋顶灯，屋顶开口 
 屋顶覆盖物和屋顶内衬 

 
如果由超过一个建筑构件组别（次级）构成的指定建筑构件组别被归入同一质量水平，则该等组别应接受联合评估（范

例：非承重外墙及其内衬和覆层单元的联合评估）。 
 
评估 
与不具有明确易回收性的的建筑结构（质量水平 1）相比，如果一个建筑构件组别内 60%的标准建筑构件满足质量水平

2 的要求，则建筑构件组别的质量水平可以升级。标准建筑构件的评估必须使用最低质量水平。此处，不需要评估建筑

构件组别内未包含的占比较小的元件（例如接口或连接件）。 

 
2此文件“评估”章节下可用次级建筑构件的详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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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 的定义和评估水平 
 出于此标准的目的，如果可使用非破坏性方法从建筑中拆除标准建筑构件且构件的各层可分离为特定的

不同类型，或者因为各层/各元件归属于同一（原）材料组别而无需分离层，则认为已实现质量水平2“易
于回收的建筑结构”。 

 质量水平1：并非明确为了确保上文所述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质量水平2——“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
而落实、但建筑所有方已知悉回收可能性的建筑结构。 

 出于此指标的目的，使用非破坏性方法拆除建筑构件指的是可能无损耗地重复利用或者继续使用建筑构

件（为指标1中再次利用途径2做准备）。出于此目的，必须能够在不破坏剩余建筑构件或者建筑构件层

的前提下，解除构件与建筑或邻近建筑构件之间的连接。 
 出于此指标的目的，将建筑构件层分离为特定不同类型的容易度指的是材料的回收不受限制。 

 
针对质量水平 1，一定要向建筑所有方/客户提供此项回收容易度评估所涵盖、导致转换容易度/灵活性下降的建筑内所

有相关标准建筑构件的清单。必须经建筑所有方/客户确认其已收到并理解此份清单。 
 
 
指标 3：规划阶段回收、转换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 
预期目的是让规划团队早在规划阶段，就着手处理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的问题。出于此目的，应在早期规划阶段及

详细设计过程中，对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进行评估，以优化资源效率（包括针对可能的转换作业）。 
 
未指定评估方法的类型。但是，所使用方法的内容应支持标准的预期目的。针对相关范围而非建筑结构的完整范围（例

如可通过质量占比或标准建筑构件占比定义），必须通过文档证明在（初步）草案规划阶段和/或详细设计过程中使用的

适当评估方法。 
 
此指标评估的关键标准不在于范围，而是当时建筑构件的证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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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一系列不同格式的证明文档如下文所列。提交的证明文档必须明确证明符合各项指标目标评估的要求。 
 
指标 1：选择易于回收利用的建造材料 
 

 作为首要要求，必须提供一份清单，考虑标准建筑构件的定义，对所有相关建筑构件组别进行分类，说

明建筑构件层。应使用“TEC1.6计算工具”完成此项工作。建筑构件组别的列示方式应与进行寿命周期评

价的建筑构件相同（与标准ENV1.1相同），包括建筑构件层。可接受的质量水平分类文档形式为根据

合同提供服务的制造商、设计师或公司出具的适当声明。总的来说，每一标准建筑构件有一份声明就够

了。 
 

质量水平 0 和 1 的证明文档： 
 制造商或处理公司出具的声明，或者审计师出具的、指出可靠外部来源的合理声明，说明通过当前可用

技术，能够正常回收材料，用于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产品。 
 

质量水平 2 的证明文档： 
 制造商或处理公司出具的声明，或者审计师出具的、指出可靠外部来源（例如环境产品宣告）的合理声

明，说明通过当前可用技术，能够正常回收材料，用于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产品。 
 或者：获得认可的标准发布机构出具的证明/标签，确认指标的内容要求（参见DGNB网站上的“DGNB

标签识别”） 
 

循环经济加分的证明文档——重复使用或者材料回收： 
 针对“回收材料以打造类似产品”，如果业内通常有适当的再次利用途径，则不要求证明文档。或者，如

果确认制造商提供回收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产品——用于重复使用或者回收材料以打造类似产品

——的责任担保，则必须提供具有该等效力的制造商证明文档。出于“产品租赁”目的，同样必须提供制

造商证明文档，确认已规划的产品回收或重复使用。或者，可提供“构件交换”声明，确认建造产品未来

仍会保持高转售价值，相关构件交换接受当时的产品转售。 
 

循环经济加分的证明文档——避免使用建筑构件： 
 关于具体用途（建筑类型）建筑构件的标准落实，必须提供合理的证明。必须提供审计师基于此证明出

具的声明，解释避免/不使用建筑构件的合理性。 
 

含接口、涂层、粘合剂或添加剂的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建造产品符合质量水平 2 或“循环经济加分——重复使用或者

材料回收”的附加证明文档： 
 如果确认建筑构件组别中未包含的元件（例如接口或连接件）不会大幅降低建筑构件再次利用的容易度，

则需要描述或评估其比例。满足DGNB标准ENV1.2针对方法中指定的产品组别规定的最高含量要求，

在此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使用任何涂层、粘合剂或添加剂，都一定要提供制造商或处理公司出具的声明，说明它们不会降低通过

正常再次利用途径对建筑构件/建筑次级构件/产品进行再次利用的容易度，或者说明它们并未包含在产

品构件中。满足DGNB标准ENV1.2针对方法中指定的产品组别规定的最高含量要求，在此方面具有指

导意义。 
 

关于质量水平 0、1 和 2 以及循环经济加分 1 和 2 中指标 1“选择易于回收利用的建造材料”的范例，可参见“TEC1.6 计算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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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 
 

 作为首要要求，必须提供一份清单，考虑标准建筑构件的定义，对所有相关建筑构件组别进行分类，说

明构件层。应使用“TEC1.6计算工具”完成此项工作。建筑构件组别的列示方式应与进行寿命周期评价的

建筑构件相同（与标准ENV1.1相同），包括构件层。 
 

质量水平 1 的证明文档： 
 不要求提供证明回收容易度的具体制造商、具体组件或具体产品的证明文档。但是，建筑所有方/客户

必须确认他们已经收到并理解：此项回收容易度评估所涵盖、导致转换容易度/灵活性下降并被归入质

量水平的建筑内所有相关标准建筑构件的清单。 
 

质量水平 2 的证明文档： 
 证明使用非破坏性方法拆除建筑构件的可接受文档格式为：建筑师/结构规划师、产品制造商或者负责

提供服务的公司出具的适当的证明。总的来说，每一标准建筑构件有一份声明就够了。 
 或者：获得认可的标准发布机构出具的证明/标签，确认指标的内容要求（参见DGNB网站上的“DGNB

标签识别”） 
 

关于质量水平 2“易于回收的建筑结构”和质量水平 1 的范例，可参见“TEC1.6 计算工具”。 
 
 
指标 3：规划阶段回收、转换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 
 

 说明在早期规划阶段就针对具体项目应用了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评估方法的声明， 
 说明在详细设计阶段就针对具体项目应用了回收及再次利用的容易度评估方法——以优化资源效率

——的声明，包括审计师确认已在详细设计阶段实际执行了优化。 
 说明所使用评估方法类型支持标准的预期目的的声明。 
 必须通过文档证明已针对相关范围而非建筑结构的完整范围（例如可通过质量占比或标准建筑构件占比

定义），执行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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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从可用物质清单和材料数据中选出的基本来源： 
 

 废弃物框架指令（2008/98/EC）修订版，2008年4月 
 www.wecobis.de/service/lexikon/recycling-lex.html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欧盟层面上土壤保护的立法需求，德国联邦环境部意见书，2018年10月 
 生物杀灭剂指令（528/2012/EC）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biocidal-active- 

substances  
 

http://www.wecobis.de/service/lexikon/recycling-lex.html
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biocidal-active-substances
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biocidal-active-substances
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biocidal-active-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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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1.7 

声光污染控制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将声光排放对建筑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降至最低。此外，我们希望防止建筑发出的噪音和光线对人和自然

造成负面影响。 
 
 
成效 

防止/减少声排放和不利光线条件的措施对用户的健康福祉和周围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这样能够提高建筑用户的生产率，

降低缺勤率。防止光污染有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降低由破坏造成的后续社会成本。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减少过早死亡、促进健康/福祉 15.1 生物多样性 
    

  低  15.5 自然栖息地   
          
          

 
 
 
  
  



DGNB 认证系统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TEC1.7 / 声光污染控制 
 

 

© DGNB GmbH  489 

展望 

不断涌现的新研究和解决方案，可用的技术选择变得原来越精细，定制化越来越高，可更贴合人员和自然的需求。在工

业领域范畴内，可能已经部分限制或阻止了大规模的污染影响。DGNB会跟进此专题的发展，对此标准的指标进行必要

的更新。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0.8% 
1.8% 
 
1.7%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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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总共规定了两个评估指标。此标准总分为 110 分，其中实际可以获得的最大分数为 100 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噪声污染 – 指导值        
1.1  噪声污染降低措施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最高 70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满足噪声防止技术说明（噪音技术指导）中规定的注入指

导值。 
20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注入值都比噪音技术指导中规定的注入指导值低至少6分
贝。 

40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注入值都比噪音技术指导中规定的注入指导值低至少10
分贝。 

70 

    
        
           

2  光污染  
2.1  光污染降低措施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最高 30 

   已落实照明理念，其中明确检查光污染及其预防问题，集中精力将影响周边区

域的光侵扰降至最低，例如由室外广告、室外照明、立面照明和有外部影响的

室内照明（不包括必要的安全照明）造成的光侵扰。 

+15 

   在具有外部影响的所有发光体或灯具中，至少有80%采用了防止向上及侧向光

散射的设计。 
+5 

   在具有外部影响的所有发光体或灯具中，至少有80%可以关闭或自动调暗，或

者配备了运动传感器。 
+5 

   对于所有发光体，都须注意减少使人分心的眩光效应。 +5 
   已执行了模拟，并根据模拟结果，落实了优化潜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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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须通报的适当关键绩效指标（KPIs）包括使用指标2中描述的照明理念。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超额满足关于噪音防止的技术指导（噪音技术指

导）中规定的注入控制值。 
             [dB] 

      
           

KPI 1  已明确考虑过光污染问题的外部发光体的占比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城区认证体系：与城市市区域和商务区认证标准SOC1.9中的“声光污染控制措施”有关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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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用户和邻居的生产率和满意度与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和感官知觉密切相关。为却博爱尽可能最高的用户接受度，应确保

尽可能将噪音和干扰光线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二．附加说明 

应尽可能满足现有的法定注入规程。此外，应评估潜在的优化改进。 
 
排放的定义： 
根据德国联邦注入控制法案（BImSchG），技术系统、商业和工业设施或车辆造成的任何空气污染、气味、噪音及类似

事件被称为排放。 
 
注入的定义： 
相反，法案对注入的定义是空气污染、噪音、气味以及会对人和动植物产生影响的类似环境效应。大多数情况下，排放

也会导致注入。 
 
 
三．方法 

指标 1.噪声污染 
考虑以下数值： 
 

 噪音排放水平（NEL），单位分贝（A） 
 声功率级（SPL），单位分贝（A） 
 具有注入效应的声功率级，单位分贝（A） 
 系统的运行期 
 作为附加污染的评价水平 
 注入指导值（IGV），单位分贝（A） 

 
通过已确定数值与噪音技术指导中的注入指导值（表 1）之间的差异，执行评估。超出最低噪音防护要求的噪音防护措

施可导致此标准的更好评估。 
 
通过符合噪音技术指导的噪音防护专家报告（噪音注入规划），确定已确定数值与注入指导值之间的差异。 
 
将声音注入降至最低的规划措施包括声源相对于要求防护的邻近区域的位置、使用特别安静的系统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

规划必要的附加结构性措施。该等措施包括消音器、围墙、封装以及噪音防护墙和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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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来自“关于噪音防止的技术指导”中的注入指导值 

排除 
日间参考值 
(6:00至22:00) 

夜间参考值 
(22:00至次日6:00) 

工业区域 70 dB(A) 70 dB(A) 

工业地产 65 dB(A) 50 dB(A) 

城市区域 63 dB(A) 45 dB(A) 

商业、乡村和混合区域 60 dB(A) 45 dB(A) 

一般住宅区域 55 dB(A) 40 dB(A) 

住宅区域 50 dB(A) 35 dB(A) 

温泉区、医院和疗养院 45 dB(A) 35 dB(A) 

 
 
指标 2.光污染 
光污染降低措施 
 
光污染的定义是建筑内生活或工作区域无法忍受的照明，以及外部光源造成的室外区域的增强照明。例如，百货公司紧

邻区域的住宅建筑尤其会受到光污染的影响。 
对场地的光污染进行定性评估。评估室外照明系统和有外部影响的室内照明系统。目的是尽可能防止光线向上或者向侧

面散射。还应该根据实际光线条件调整照明。因此，具有低向上及侧向光散射、可自动调整自身光线强度以适应周围条

件的灯光可归为良好灯光。此外，运动传感器等的位置设置应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激活。 
照明理念应明确审视光污染及预防光污染的问题。目的是确保由室外广告、室外照明、立面照明和具有外部影响的室内

照明等引起的照明尽可能保持最低水平（排除必要的安全照明）。 
 

 

照明范例（来源：基于 Przygoda 的 Büro Faerber） 

并不一定总能既保障充分照明，又避免破坏性影响。为满足该等舒适值，可采取不同措施。防止视线直接接触光源的措

施包括选择适当的地点、确保光线位于最优高度、确保光线有适当的倾斜角、采取遮挡措施等。通过限制开灯次数、使

用多个分布式较小灯取代单一较大灯或者调暗措施，也可以减少光排放。 
在指导方针“带玻璃和灯光、对鸟类友好的建筑”（Schmid, H., W. Doppler, D. Heynen & M. Rössler（2012）：玻璃和

灯光、对鸟类友好的建筑第二次修订版，瑞士森帕赫鸟类研究所）中，也可以找到与野生生物保护相关的细节。 
 
必要的安全照明无须遵守此规定。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无  

劣 劣 劣 优 优 优 

https://de.wikipedia.org/wiki/Bewerteter_Schalldruckp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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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的证明文档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 1.噪声污染 
 

 噪音防护专家报告 
 与噪音有关的专家报告，其中指定从建筑到周边区域的预测噪音注入为待评价水平（单位：分贝（A）），

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确定附加污染。报告必须说明已满足最低水平的噪音防护，即噪音技术说明中的注入

指导值，或者已实现的噪音防护低于此最低水平的范围。 
 专家声明，指明注入地点位于系统的暴露区域之外。 

 
指标 2.光污染 
 

 防光污染措施的证明文档 
 通过数据表和照片文档证明到目前为止已安装的照明系统 
 照明理念 
 如适用，模拟结果和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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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德国联邦注入控制法案（Gesetz zum Schutz vor schädlichen Umwelteinwirkungen durch 
Luftverunreinigungen, Geräusche, Erschütterungen und ähnliche Vorgänge——BImSchG）。2002年
9月26日（BGBl.I No. 71，2002年10月4日出版，页3830），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法案第1条最新修

订（BGBl.I页1474） 
 联邦注入控制法案第六一般行政法规（关于噪音防止的技术指导），1998年8月26日发布；联合部长级

公报（Gemeinsames Ministerialblatt），第49年，第26号，1998年8月28日发布 
 DIN ISO 9613-2.户外声传播衰减——计算的一般方法柏林：Beuth Verlag.1999年10月 
 RLS-90：“道路噪音防护指导方针”[Richtlinien für den Lärmschutz an Straßen]，1990年发布，通过第

8/1990–StB 11/14.86.22-01/25 Va 90号函件引入，联邦交通部长（Bundesminister für Verkehr）于1990
年4月10日发布。 

 DIN EN 12354-4.从元件性能评估建筑的声学性能——第4部分：室内到室外声音传递。柏林：Beuth 
Verlag.2001年4月 

 Przygod，Carsten（2013）：光源和光线重定向[Leuchtmittel und Lichtlenkung]。URL：
http://www.funnytakes.de/lichtverschmutzung/leuchtmittel-und-lichtlenkung.html 

 带玻璃和灯光、对鸟类友好的建筑，Schmid, H., W. Doppler, D. Heynen & M. Rössler（2012）：玻璃

和灯光、对鸟类友好的建筑第二次修订版，瑞士森帕赫鸟类研究所，ISBN编号：978-3-95238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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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3.1 

交通基础设施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节约自然资源，减少交通向空、水和土壤中的排放，通过可持续出行基础设施提高用户舒适性，增加使用

高效、负担得起的出行方式的机会。 
 
 
成效 

通过可持续及智能交通基础设施，用户可以选择最适合自身需求的交通方式。如果建筑为使用各种出行形式创造了必要

条件，则预期能够降低自用机动运输工具的污染水平和其他负面影响。此外，这么做能够提高用户对场地和建筑的满意

度，扩大可负担的出行范围，鼓励有利于健康的骑行和步行。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降低非传染病的死亡率及提升心理健康   3.2.a/b 空气污染 
  3.9 减少危险化学品和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   11.2.b 移动性 

  高  9.1 开发具有可持续性、弹性和包容性的基础设施   13.1.a 气候保护 
  9.4 对所有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可持续性升级   
 11.2 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交通系统   
 11.6 减少城市的环境影响   
       
          

   
 13.2 在政策和规划中整合气候变化措施   
    

  中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TEC3.1 / 交通基础设施 

 

© DGNB GmbH  497 

展望 

出行方式目前正处于剧变期（例如电动出行）。密切监督发展情况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2.3% 
2.6% 
 
2.5%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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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出行本质上与作为起点和目标的建筑和建筑基础设施息息相关。其中涉及提高替代运输方式的使用，确保建筑配有适合

各种交通方式的良好基础设施和停车设施。这是一种定性及定量方法，针对自行车基础设施、租赁系统、电动出行及建

筑内用户舒适性等指标，评估适当设施的可用性。在此标准中，各项分数加起来最高可达到 110 分；但是，可获得分数

的上限为 100 分。含加分在内，此标准最多可获得 120 分。 
 
注：如果相关国家不适用以下一项或多项指标，在进行项目评估时，可考虑 DGNB 审计师提出的替代解决方案。 
 
 

编剧  指标        分值 

           

1  自行车基础设施  
1.1  停车设施 最高 20 

  明确归入建筑的停车设施位于建筑内或建筑周围，出入方便。 5 
  已采用自行车防盗措施以及停车设施/空间防毁坏措施。 5 
  提供维护设施 5 
  停车设施/空间（至少80%）提供防风雨设施 5 
  停车设施/空间（至少80%）提供照明 5 
      
         

2  租赁系统（公共或私人）    
2.1  循环经济加分 – 出行共享  +10 

  在入口附近区域（最大350米）/建筑内出入方便的地方提供共享出行设施（车辆、

踏板车、自行车共享等）的停车空间，或者建筑位于自由流动式共享服务提供商的

运营范围内。 

 

   
 
 

   

           

3  电动出行  
3.1  电动出行 – 机动化私人交通  0–30 

  支持本地最低要求（例如在德国，遵守联邦充电设施计划（2017年BMVI计划））  
  提供两个充电站，所有停车位（内部或外部）中的50%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 

 
10 

  所有停车位（内部或外部）中的50%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另有至少25%的停车位已经配备了

充电站 
 

15 

  所有停车位（内部或外部）中的25%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另有至少50%的停车位已经配备了

充电站 
 

20 

  所有停车位（内部或外部）中的25%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另有至少75%的停车位已经配备了

充电站 
 

25 

  所有停车位（内部或外部）都配备了充电站 30 
    

3.2  电动自行车 0–30 
  所有电动自行车（内部或外部）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 

 
10 

  所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内部或外部）中的75%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至少25%的停车位已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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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了充电站 
 

  所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内部或外部）中的50%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至少50%的停车位已经

配备了充电站 
 

20 

  所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内部或外部）中的25%预设了安装充电站的设施，至少75%的停车位已经

配备了充电站 
 

25 

  所有制定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内部或外部）都配备了充电站。 
 
作为替代方式，可以提供各工作场所存在充电设施的证明文档。此种证明文档应附以电气规划师出

具的声明（此种情况下，只能得到10分）。 

30 

    
3.3  电动车出行：充电设备的融合度 最高 20 

  在建筑能源管理系统中整合充电站 10 
  在网络化充电管理系统中整合充电站，提供10个或更多个充电位 

在停车场运营商的计费系统中整合充电站 
10 
10 

  在有漫游能力的计费系统中整合充电站 10 
    

3.4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分 – 气候保护目标  
3.4.1  车辆连接到电网： 

为电动车的双向充电与放电做好准备。 
+10 

      
           

4  用户舒适性  
4.1  建筑内部的用户舒适性 最高 10 

  提供淋浴设施 5 
  提供更衣间和烘干室 5 
  提供储存设施 5 
  为助行架、婴儿车、电动踏板车等出行辅助设备提供停车位/停放设施 10 
      
           

Re 1–4  创新领域  如指标  
1–4 

  说明：如果落实了措施鼓励广大建筑用户将环保型交通方式（非电动交通方式、公

共交通或租赁系统）作为抵达建筑的常规方式，根据标准目的以及其他指标的评估，

该等措施也可以得到积极评价。这一点也适用于电动出行部分（例如实现市中心地

点低排放或无排放送货的“绿色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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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可使用以下方面通报关键绩效指标（KPI）：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高质量自行车停放设施的数量   [数量]       

           

KPI 2  临近共享汽车停车位的数量   [数量]       
           

KPI 3  临近共享自行车停车位的数量   [数量]       
           

KPI 4  汽车（标准和双向）充电站的数量   [数量]       
           

KPI 5  预设了安装充电站设施的停车位的比例   [%]       
           

KPI 6  电动自行车充电站的数量   [数量]       
           

KPI 7  预设了安装充电站设施的自行车停车位的比例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指标1、2、3和5与城市区域认证和商务区认证的标准TEC3.1和TEC3.2（机动/
非机动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内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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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移动性目前是一个重要的建筑场所因素。提供各种交通方式及高效的交通系统理念，提供用户的满意度和便捷性。相应

地，用户的高接受度和占用率也会对场地评估以及场地的物业选择产生积极影响。 
 
 
二．附加说明 

移动性并非始于建筑之外，因此内部也要提供充分的设施。灵活性和用户友好型有助于提供用户接受度。 
 
灵活性指的是公共交通、租赁系统或移动性平台等替代交通方式的可及性，以及满足各项单独移动性要求，例如使用电

动汽车、电动踏板车或电动自行车等电动车。 
 
用户友好性包括获得建筑内的乘客信息和路线安排、易于进入助行架、婴儿车、电动踏板车等出行辅助设备的存放区域，

以及通过提供淋浴设施、更衣间和烘干室提高建筑内用户的舒适性和便捷性。 
 
 
三．方法 

在场地为交通方式提供的基础设施： 
 
指标 1.自行车交通基础设施 
通过评价停车位、维护设施、防风雨设施和照明评估此项指标。 
 

 停车设施：根据本地指导方针/标准提供充分数量和质量的停车设施。如果在个别案例中，基于参考值

得出的结果与源自于建筑用户及访客现有或预期自行车数量提出的要求严重不符，则必须上调或下调该

等结果。 
 

或者，可以使用以下推荐确定空间要求： 
 

- 德国自行车协会（ADFC）的自行车停放设施规划说明和技术指导方针TR6102：
http://www.adfc.de/files/2/110/111/TR6102_0911_Empfehlenswerte_Fahrrad-Abstellanlagen.pdf 

- 丹麦骑行联盟的自行车停放手册http://www.cycling-embassy.dk/wp- 
content/uploads/2010/08/Bicycle_Parking_Manual.pdf 

- 欧洲自行车联盟（ECF）的“让建筑适合可持续出行方式”报告：

https://ecf.com/system/files/Bicycle%20vs%20Car%20Parking%20in%20Building%20Codes_ECF_ 
ONLINE.pdf 

- 其他类似国际/本地指导方针、标准等。 
 
此项指标的评估要求是通过文档证明自行车停放设施包含适当数量的自行车停放位。 
 
停车设施尽可能采用防止恶意破坏的设计，采取自行车防盗设施。 
 

 维护设施：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自行车骑行者可以轻易地进入建筑内部或附近区域，仅用于自行车维修。

该等区域应具有防风雨设施、易于寻找且应配备简单的维护工具，例如自行车架和气泵。 
 防风雨：评估停车设施/停车空间的防风雨范围。 
 照明：评估停车设施/停车空间的照明范围。 

http://www.adfc.de/files/2/110/111/TR6102_0911_Empfehlenswerte_Fahrrad-Abstellanlagen.pdf
http://www.cycling-embassy.dk/wp-content/uploads/2010/08/Bicycle_Parking_Manual.pdf
http://www.cycling-embassy.dk/wp-content/uploads/2010/08/Bicycle_Parking_Manual.pdf
http://www.cycling-embassy.dk/wp-content/uploads/2010/08/Bicycle_Parking_Manual.pdf
https://ecf.com/system/files/Bicycle%20vs%20Car%20Parking%20in%20Building%20Codes_ECF_ONLINE.pdf
https://ecf.com/system/files/Bicycle%20vs%20Car%20Parking%20in%20Building%20Codes_ECF_ONLINE.pdf
https://ecf.com/system/files/Bicycle%20vs%20Car%20Parking%20in%20Building%20Codes_ECF_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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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租赁系统（公共或私人） 
针对建筑步行距离内租赁系统的可用性，授予评估分数。 
 
 
指标 3.建筑和经营场址内的电动出行 
通过评价建筑内部及周围机动化私人交通和电动自行车（预设）充电站的数量，评估此项指标。目的是维持全面的充电

基础设施网络，让所有用户（居民、工作者、访客等）能够随时为电动车充电，符合车辆可随时随地充电的本地标准。 
 
评估以下方面： 

 以停车位充电站或者充电站预设设施的形式，支持及安装建筑内和建筑周围的基础设施 
 以自行车停车位充电站或者充电站预设设施的形式，支持及安装建筑内和建筑周围的基础设施 

请注意： 
 针对电动出行，在VDI2166表2中提供建筑内电气系统定性及定量规划的推荐。这些推荐也参考了相关

的欧洲标准。 
 应在规划过程中，尽早在建筑能源管理系统中整合充电站（例如使用建筑内部的自发电量）。 
 对于有意供公众使用的充电系统，整合到具有漫游能力的计费系统中尤为重要。 
 停车位的布局和尺寸必须能实现无障碍充电。这意味着理想情况下，停车位的宽度应为3.0米。 

 
针对 2030 年议程加分：车辆到电网（V2G），必须通过文件证明已为电动车辆的双向充放电做好准备。 
 
 
指标 4.建筑内部的用户舒适性 
通过评价淋浴设施以及储存和停车空间评估此项指标。 
 

 淋浴设施 
 更衣室和烘干室 
 储存设施 
 为助行架、婴儿车、电动踏板车等出行辅助设备提供停放/储存设施 

 
 

指标 5.创新领域 
如果落实了措施鼓励广大建筑用户将环保型交通方式（非电动交通方式、公共交通或租赁系统）作为抵达建筑的常规方

式，根据标准目的以及其他指标的评估，该等措施也可以得到积极评价。这一点也适用于电动出行部分（例如“绿色物流”=> 
市中心地点的低排放或无排放送货）。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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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 1：自行车基础设施 
 

 停车设施证明而文档：根据区域建筑规程或者相应的执行该规定，以充分的数量和质量提供 
 评估要求是通过文档证明自行车停放基础设施包含适当数量的自行车停放位。 
 自行车停车位的数量和位置的证明文档，例如通过平面图和照片文档 
 自行车维护设施的证明文档，通过总平面图和照片文档 

 
指标 2：租赁系统 
 

 通过运营区域的截图、照片文档和总平面图证明 
 

指标 3：电动出行 
 

 必须通过文件证明停车场已经存在用于预装配的电缆铺设。 
 对于准备工作，也必须对电力要求执行粗略评估，以文档证明公用事业供应商提供了必要的电力，例如

通过电气规划理念和协调文档 
 通过总设计图、照片文档证明 
 充电站的证明文档（同时参见VDI 2166表2.建筑内电气设施的规划——针对电动出行的建议） 
 整合到具有漫游能力的计费系统的性能证明文档 
 已为电动车的双向充电与放电做好准备（2030年议程加分） 

 
指标 4：用户舒适性 
 

 通过总设计图、照片文档完成证明 
 

指标 5：创新领域 
 

 通过总设计图、照片文档及其他适当文档完成证明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技术质量 Technical quality  

TEC3.1 / 交通基础设施 
附件 

 

© DGNB GmbH  504 

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VDI指导方针VDI 2166表2：建筑内电气设施的规划——针对电动出行的建议。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2015年10月 

 VDI-Richtilinien im DGNB Zertifizierungssystem.段落4.3“TEC3.1：Möbilitätsinfrastruktur” 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2012年6月（此书以德语和英语撰写）。 

 联邦充电基础设施计划（2017年BMVI计划）：

https://www.bmvi.de/EN/Topics/Mobility/Electric-Mobility/Electric-Mobility-In-A-Nutshell/electric-mobili
ty-in-a-nutshell.html 

 

https://www.bmvi.de/EN/Topics/Mobility/Electric-Mobility/Electric-Mobility-In-A-Nutshell/electric-mobility-in-a-nutshell.html
https://www.bmvi.de/EN/Topics/Mobility/Electric-Mobility/Electric-Mobility-In-A-Nutshell/electric-mobility-in-a-nutshell.html
https://www.bmvi.de/EN/Topics/Mobility/Electric-Mobility/Electric-Mobility-In-A-Nutshell/electric-mobility-in-a-nutshe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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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质量 
Process quality 

 
 
九项过程质量标准旨在提高规划质量和施工质量保证。 
 
 
  PRO1.1  前期的项目设计规划质量 
  PRO1.4  招标过程的可持续性体现 
  PRO1.5   项目文件的可持续管理 
  PRO1.6   城市规划与项目设计的融合 
  PRO2.1   施工现场 / 建造过程 
  PRO2.2   施工质量保证 
  PRO2.3   系统调试验收 
  PRO2.4   用户参与 / 信息沟通 
  PRO2.5   设施设备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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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1.1 

前期的项目设计规划质量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打造具有最大用户认可度和长期市场潜力的建筑。 
 
 
成效 

未使用的建筑构成财政资源的分配不当。空置建筑（中期或长期）不具有可持续性。为了实现良好的商业可行性，必须

维持甚至提高物业价值，大幅降低其投放市场的难度。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1.3 具体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化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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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涉及建筑信息建模（BIM）的新规划方法未来可能影响初步规划过程。DGNB谨记这一点，未来可能吸收修正后的规划

过程。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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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确保建筑具有最优质量，使用三个指标评估尽早确立相关一般条件的范围。指标1用于评估落实要求规划的范围。为

告知公众而执行的措施可以获得指标2项下分数。使用指标3，将可持续性要求的具体描述整合到规范中。在此标准中，

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需求规划  
1.1  需求规划的范围  最高 40 

   最迟在服务阶段2“概念设计”[T&D_01]执行 基于此标准附件1a或类似范围的要求描述。 10 
   最迟在服务阶段2“概念设计”[T&D_01]执行 基于此标准附件1b或类似范围的小规模要求规

划。 
20 

   最迟在服务阶段2“概念设计”[T&D_01]执行 基于此标准附件1c或类似范围的大规模要求规

划，以确定建造者的要求。  
40 

    
           

2  信息公开   
2.1  信息公开的措施 最高 20 

   已落实各种措施告知一般公众 +10 
    已向临近区域公众告知施工作业（例如持续时间、任何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并指定了回

答任何问询的联系人。 
+10 

    
           

3  规范  
3.1  规范中的可持续性要求  最高 40 

   已拟定规范，说明与建筑可持续性相关的详细要求。已考虑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功能方

面以及技术、和规划及施工过程方面的问题。 
25 

   此外，在规划阶段就明确了责任，提供了规范中对项目至关重要的信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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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分配到建筑的停车空间容量、规划区域和现有建筑的比例关系以及利用度是需要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针

对欧盟的“Level（s）”报告框架[T&D_02]，可以从与标准相关信息中获得与建筑相关的一般信息。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指标3对应于室内空间认证的指标PRO1.1.2的内容。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1、2和3对应于改建建筑认证的标准PRO1.1指标1、3和4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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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要求规划有助于确定建筑所有方及其他重要参与者的要求、目的和约束条件。通过此种方式，可以确认期望由建筑师提

供解决方案的所有问题。 
 
要求规划与建筑师的基本规划并不完全相同；通过此种规划，将大大推动在施工项目开始时，即阐明建筑所有方的要求。

本质上，要求规划并不仅仅是单纯确定必要的区域。它为以目标为中心的规划提供了依据，在考虑建筑所有方要求的同

时，不限制规划师的自由。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指标1：需求规划 
评估审视是否已执行要求规划以及执行的范围有多大。不同项目的执行范围可能会有所不同。此标准的附件列出了可作

为要求规划起点的主题以及可能内容；其目的之一就是让建造者尽早满足要求，将适当的具体项目问题纳入考虑范围。

必须在项目的起始阶段执行要求规划，不得晚于服务阶段2“理念设计”[T&D_01]。建筑简报是要求规划阶段的最终结果。 
指标2：信息公开 
评估审视为告知公众而落实的措施。 
 
对某些建筑和规划项目而言，公众咨询是强制性要求（正式咨询）。尽管法律规定了该等隔强制性过程的相关咨询权、

程序以及结果的使用方式，但基于具体环境，该等事宜仍可通过自愿的非正式过程，以各种不同方式解决。 
 
评估指标时，要考虑以下方面： 
 

 说明项目重要信息（例如完工后的用途、建造期限、建筑所有方、联系人、噪音作业警告）的通知（例如

施工场所标志） 
 直接向居住在周围的人发送通知或信函，说明项目的重要信息 
 信息事件 
 公众参观建筑工地 

 
各种不同措施的组合可能效果更好，取决于具体项目及所落实措施的范围。 
 
指标3：规范 
规范的目的是详细规定在早期项目阶段确认的规划目标。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目的，可在规范中规定应该采取关键措施实现该等目的的项目阶段。 
 
评估中须尤为关注的一点是是否已针对可持续性的各个方面设定管理切实的目标。所提及规范的依据可能包括：DGNB
认证体系中的标准、德国内政、建设和家园部发布的“可持续建筑指导方针”或其他类似文件。除了目的之外，规范还应

定义及描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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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附件1a要求描述 
从此项标准的意义上说，要求描述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点： 
 

1. 需求的描述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项目的主要目标 
 规模或尺寸 
 质量 
 财务框架 
 时间范围 
 当前的项目规划状态 
 未来的变化 

 
 
附件1b 小范围要求规划 
从此项标准的意义上说，小范围要求描述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点： 
 

1. 需求的描述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项目的主要目标 
 规模或尺寸 
 质量 
 财务框架 
 时间范围 
 当前的项目规划状态 
 未来的变化 

2. 财务和时间框架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日程安排 
 预算 
 成本 
 财务和时间风险 

3. 优先级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附加值 
 时间 
 成本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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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地块及周边情况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可达性 
 交通 
 停车 

5. 建筑整体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结构外壳的特征 
 尺寸 
 容积 
 层数 
 建造阶段 
 能源 
 适应未来用途的灵活性 

6.设施可达性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残疾人通道、设备和工作场所 

7. 单个房间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特征 
 与其他房间的连接 

 
 
附件1c 大范围要求规划 
从此项标准的意义上说，大范围要求规划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点： 
 

1. 需求的描述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项目的主要目标 
 规模或尺寸 
 质量 
 财务框架 
 时间范围 
 当前的项目规划状态 
 未来的变化 

2. 财务和时间框架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日程安排 
 预算 
 成本 
 财务和时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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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先级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附加值 
 时间 
 成本 
 质量 

4. 参与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用户参与 
 公众参与 

5. 对用户和公众的影响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房间和系统的可持续性 
 安全 
 舒适性 
 健康 
 美学 
 形象 

6.对环境的影响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生态 
 控制不良效应 

7. 项目地块及周边情况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可达性 
 交通 
 停车 

8. 建筑整体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结构外壳的特征 
 尺寸 
 容积 
 层数 
 建造阶段 
 能源 
 适应未来用途的灵活性 

9.设施可达性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残疾人通道、设备和工作场所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过程质量 Process quality  

PRO1.1 / 前期项目设计规划质量 
附件 

 

© DGNB GmbH  514 

10. 单个房间 
典型的 / 可能出现的内容： 

 房间要求规划，含作为房间要求规范的定性要求。指定可用面积[T&D_04]与
总楼面面积GFA[T&D_04]的面积比作为基于基准的规划规范。 

 最少必须根据以下特征定义单个房间的要求： 
 可修改的空间能力 
 房间高度/净空 
 照明 
 室内气候 
 表面 
 天花板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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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证明文档模板 
 
指标1: 需求规划 
 
关于 PRO1.1: 需求规划 的确认书 
 
我们特此确认作为____________项目[项目名称]（协议编号_______）规划过程的一部分，根据以下评估水平之一的范

围和质量执行要求规划。 
 
 
请勾选适用

的选项 
描述  分值 

□ 最迟在服务阶段2“概念设计”[T&D_01]执行，基于此标准附件1a或类似范

围的要求描述。 
 10 

□ 最迟在服务阶段2“概念设计”[T&D_01]执行，基于此标准附件1b或类似范

围的小规模要求规划。 
 20 

□ 最迟在服务阶段2“概念设计”[T&D_01]执行，基于此标准附件1c或类似范

围的大规模要求规划，以确定建造者的要求。 
 40 

 
 
在出于确认评估目的提交的证明文档中，必须包含用作项目筹备（市场分析、环境兼容性研究、设施明细表、专家场地

报告、成本预测、资本预算等）一部分的方法的简要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签名                    建筑所有方                           盖章 

 

审计师特此确认他们已经检查了相关文档中包含的信息，确认其真实且公平地呈现了以下事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签名                    建筑所有方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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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必须提供全面且可信的证据，支持各项指标的分数分配。 
 
指标1：需求规划 
 

 表明范围（见附件1）及何时落实要求规划（例如记录摘要）的要求规划或其他文件。 
 附件2，包括所使用方法的简要描述（市场分析、环境影响评价、设施明细表、专家场地报告、成本预测、

资本预算编制等）。DGNB保留出于符合性评价目的，在晚些时候随机请求提供个别证明文档的权利。 
 
指标2：信息公开 
 

 已落实的告知公众措施的证明文档。 
 施工场所标志的照片文档 

 
指标3：规范 
 

 规范规定可持续性和责任方面切实目标的规范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过程质量 Process quality  

PRO1.1 / 前期项目设计规划质量 
附件 

 

© DGNB GmbH  517 

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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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1.4 

招标过程的可持续性体现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从招标阶段就尽早整合可持续性方面问题，以确保所有决定采用一体化的整体方法。 
 
 
成效 

在招标阶段整合可持续性方面问题，可提高建筑质量，确保与项目质量有关的决定不再是仅基于经济考虑。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2.2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 12.1.a 可持续消费 
 12.5 可持续性减少废弃物产生 12.2 可持续生产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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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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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在指标1中评估在招标阶段尽早整合可持续性方面的范围。可根据循环经济加分——再次利用材料，获得10分的附加分。

在此标准中，可获得100分；算上加分，最高可获得11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招标过程的可持续性体现  
1.1  招标过程的可持续性体现涉及的内容范围  最高. 100 

   以普通序言的形式，在招标规范中整合与环境或健康影响相关的选定可持续性方面，或者

提高可持续性的相关技术方面。 
10 

   以普通序言的形式，在招标阶段整合与建造产品对健康和环境所产生影响相关的要求。 50 
   针对具体交易，提出了与建造产品对健康和环境所产生影响相关的要求，并在选定的情况

下，将之整合到招标阶段的个体服务项目中。 
必须出具功能招标书，随附适用于建造产品选择的具体推荐/排除标准的清单。 

75 

   除了针对每一项交易，提出了与建造产品对健康和环境所产生影响（例如耐久性、清洁维

护或回收的容易度等）相关的要求，并在选定的情况下，将之整合到招标书内的个体服务

项目之中。  
必须出具功能招标书，随附适用于建造产品选择的具体推荐/排除标准的清单。 

100 

    

    
           

  

1.2  循环经济加分 – 材料的再循环    
 

+10 
  招标阶段不排除再次利用的矿物材料。 

说明：如果招标阶段的要求明确推荐/要求使用或重复利用再次利用材料/二级（消

费后）材料，打造矿物建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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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不可用。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1对应于改建建筑认证指标PRO1.4.1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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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已完工的建筑对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从目标规划阶段直到落实阶段，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指标1：招标阶段的可持续性体现 
检查是否已将可持续性方面整合到招标中。出于此目的，必须提交有意义的招标书摘要。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过程质量 Process quality  

PRO1.4 / 招标过程的可持续性体现 
附件 

 

© DGNB GmbH  523 

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招标阶段的可持续性体现 

 证明可持续性问题必要整合的招标文件摘录，例如服务项目文本范本、附加技术序言或者特定的合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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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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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1.5 

项目文件的可持续管理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在建筑完工后尽早实现建筑的理想化运营，确保切实实现建筑的规划性能，将与规划的偏差降至尽可能最

低。为了实现此目的，必须以结构明确的形式向所有方、租户和设施管理者提供所有相关信息。 
 
 
成效 

提供所有相关信息是确保建筑有效运营的关键。这样才能实现在早期阶段完成建筑运营的规划，处理任何特定的问题。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没有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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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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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总共使用四项指标评估在建筑施工完工后不久就确立的可持续管理要求。除了在指标1中评分的生产、维护、检查、运

行和护理说明以外，还要使用指标2对规划进行评估，确定这些规划是否符合最新情况。指标3涵盖设施管理人手册的制

作与提供。指标4就制作及向设施管理人提供建筑信息模型授予分数。在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  
1.1  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的制定和提供  最高 30 

   向指定的服务提供商/执行方提供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 +15 
   针对要求强制维修、测试和检查并在“建筑结构工程”和“建筑技术设备”[T&D_05]成本组别中

列示的建筑构件，制作维护及检查计划表。 
+15 

    
           

2  规划的持续更新   
2.1  更新规划、文档和计算以反映实际建造的建筑并向建筑所有方提供此类更新内容  最高 30 

   规划反映实际建造的建筑并向建筑所有方提供。 +15 
   相关文档和计算（例如能源性能计算[T&D_03]、隔音证明文档、内部声学证明文档、消防

安全理念、隔热、日光模拟等）反映实际建造的建筑，针对建筑运行进行相应编制并提供

给建筑所有方。 

+15 

    
           

3  设施管理手册  
3.1  制定及提供设施管理手册  20 

  已制作手册并向设施管理人（FM）提供。  
    
           

4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BIM）进行规划  
4.1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BIM）执行规划以及提供建筑信息（BIM）模型  5–20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规划，向设施管理公司和所有方提供一份最新的局部模型（每一相

关局部模型5分，例如针对不同建筑或技术构件）。 
5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规划，向设施管理公司和所有方提供一份最新的完整模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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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不可用。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可将指标3的结果用于建筑运营认证的指标9.2.2.2.4。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指标1、2和3在很大程度上对应室内空间认证标准PRO8.1指标2.2、2.3和
2.4的内容。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1、2和3在很大程度上对应改建建筑认证标准PRO1.5指标2、3和4的
内容。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指标3与城市区域和商业区认证标准PRO1.2和PRO3.5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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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的全面证明文档在确保建筑有效运行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额外推荐与建筑使用相关的行动步骤，例如通过用户或租户手册和指南的形式，提供与建筑具体方面相关的重要信息。 
 
 
二．附加说明 

指标1：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 
建筑相关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的完整证明文档可能对建筑的有效运行产生做出重要贡献，从而对降低寿命周期

成本产生积极影响。 
 
建筑的大部分构件必须定期护理和维护。这可能是一项或多或少需要密集劳动的工作，取决于具体构件。因此，各方应

以确定的时间间隔执行此项工作。要实现建筑的有序运营，必须提供该等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的精确描述，还

须提及相应的执行者。但是，不仅必须制作该等文件，还必须执行该等文件并备档。 
 
 
指标2：规划的持续更新 
详细、更新的规划文件和计算有助于确认规划中要实现的目标。这些也是后期生命周期阶段现代化、振兴或翻修工作的

重要依据，因此必须保持到更新状态。为了实现高效的设施管理，必须以明确、统一且结构化的方式提供文件和规划，

以便独立第三方能够在文档中找到自己的方式。 
 
 
指标3：设施管理手册 
设施管理手册为建筑设施管理人提供了与其工作相关的各种信息。 
 
设施管理手册的目的之一是解释建筑技术的技术方面以及各个构件的具体特征。例如，这可能参考窗户或供热通风与空

气调节系统。 
 
 
三．方法 

指标1：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 
审视证明文档的内容和范围。也可已临时文件的形式提供证明文档，并保证该等文件在建筑工程完工后的六个月内完成。 
 
除了要求强制维修、测试和检查并在“结构构件——建造工程”和“技术构件——安装”[T&D_05]成本组别中列示的建筑构

件清单以外，维护和检查规划还应包括基于寿命周期成本详细计算，制定的建筑预计使用寿命内的支付计划，还应规定

在多长时间之后必须更换哪些元件/建筑构件，并提供预计成本。 
 
 
指标2：规划的持续更新 
要检查所有规划文件以确保在建筑工程完工后，针对建筑的用途对这些文件进行适当的更新和编制。 
 
 
指标3：设施管理手册 
应检查是否已制作并提供了设施管理手册，其中所含信息和规范是否可促进建筑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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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4：通过建筑信息模型（BIM）进行规划 
检查是否通过建筑信息模型执行了规划以及是否向设施管理公司和所有方提供了最新模型。如果只通过建筑信息模型产

生了建筑的部分模型并提供给设施管理公司和所有方，则在确认相关性后，可以授予部分分数。 
 
 
附件1 

 
指标2验证模板： 
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的编制 
 
PRO1.5 的主要客户 
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的编制 
 
 
特此确认： 
 
______________（所有方名称），将在______________（项目名称）（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完工之后6月
内，在现有项目文档之外，提供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其范围和质量应满足以下评价水平的要求。 
与符合资格的规划师签订相应的服务合约。 
 
 

要求 

 

分值（插入） 

 

已满足要求 

编制通常范围的使用、维护和护理说明，即将使用、维护和护理说明形成文

件并向执行服务提供者提供。 
或者，可以证明与具有适当专业技能的公司/服务提供者签订了维护合约。 

25  

         
         
编制了详细的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并在维护和运行计划中落实，针

对不同目标群体（设施管理、看守员、用户、清洁公司等），做出了单独规

定。 
 

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签名                    建筑所有方                           盖章 

 
审计师确认他/她已验证相关文件的合理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签名                    建筑所有方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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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维护、检查、运行和护理说明 
证明文档包括： 
 

 已创建的使用、维护和护理说明 
 已签订的维护协议 
 已制定的维护和检查计划表，包括维护和检查周期，指定执行工作的人员/公司必须具有的资质 

 
或者： 
 

 附件1加上临时证明文档 
 

对DGNB认证机构而言，建筑所有方或服务提供者收到文档的确认函是充分的证明文档。 
 
 
指标2：规划的持续更新 
 

 证明文档，其中包含反映实际建造的建筑的规划和计算，例如采用专家设计师出具的确认函和规划 
 
对DGNB认证机构而言，建筑所有方或服务提供者收到文档的确认函是充分的证明文档。 
 
 
指标3：设施管理手册 
 

 为设施管理者制作的手册 
 
对DGNB认证机构而言，建筑所有方或服务提供者收到文档的确认函是充分的证明文档。 
 
 
指标4：通过建筑信息模型（BIM）进行规划 
客户/建筑所有方确认设施管理者和所有方已拥有最新版的建筑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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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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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1.6 

城市规划与项目设计的融合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打造人们可以长久使用的可持续建筑。可持续性和建筑文化（Baukultur）* 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在此背

景下，DGNB的目的是改善建筑环境的设计质量。 
 
*建筑文化（Baukultur）包括建筑环境的所有要素，内容又远超建筑师的建筑设计。例如，其中包括城市和城镇规划、

工程师的交通和基础设施规划，尤其是综合的公共艺术。作为文化的延伸理念，建筑文化的身份也是基于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历史和传统。 
 
成效 

通过明确、有组织且透明的流程，规划竞赛可以让建筑所有方找到最适合的承包商和最符合自身要求的设计。竞赛可以

提升设计质量，让建筑所有方从各种解决方案提案中选出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1.3 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化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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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此标准是DGNB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因此总是在DGNB认证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没有在未来几年里大幅提高此

标准中任何要求严格性的计划。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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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评估审查的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建筑设计、将之充分融入建筑环境而采用的设计程序；其中也评价该等设计促进建筑广泛

接受度、确保建筑长期使用性的程度。评估还评价对不同设计变体的探究、规划竞赛以及后续的获奖者委任，包括专家

设计团队以及获奖设计的落实。融合独立设计委员会（例如DGNB委员会的设计建议）提出的建议，或者获得建筑奖项

（例如“DGNB钻石”奖，目前仅在德国和丹麦颁授），也可以得到分数。此标准最多可获得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探究不同设计变体或者开展规划竞赛  
1.1  不同设计变体的前期探究 10 

  探究了不同的设计变体（无规划竞赛）。  
    
  或者： 

 
 

1.2  开展规划竞赛 最高 85 
1.2.1  规划竞赛的范围和质量 +最高 20 

   举办了规划竞赛 15 
   举办了规划竞赛，特别关注可持续建筑 

 
20 

1.2.2  所举办竞赛的类型  +最高 35 
   竞赛过程 15 
   开放竞赛（单阶段或两阶段）或者限制竞赛（单阶段或两阶段；含初步申

请程序） 
 

35 

1.2.3  获奖设计的落实  
  委任的获奖者和落实的获奖设计  +最高 20  

   至少落实到服务阶段3“开发设计”[T&D_01] 10 
   至少落实到服务阶段5“技术设计”[T&D_01] 15 
   至少落实到服务阶段8“建造”[T&D_01] 

 
20 

1.2.4  规划团队的委任  
  委任的获奖者的专家设计团队  +最高 10  

   至少落实到服务阶段3“开发设计”[T&D_01] 5 
   至少落实到服务阶段5“技术设计”[T&D_01] 7.5 
   至少落实到服务阶段8“建造”[T&D_01] 10 
    
  请注意：只有在根据指标1.2举办了规划竞赛的情况下，指标1.2.2-1.2.4才可以计分。  
    
           

2  独立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最高 15 
2.1  采纳了DGNB委员会提出的设计建议，或者向市政及建筑师学会的设计委员会呈递了

项目。 
 

 +5 

2.2  落实了DGNB委员会或者设计委员会提出的设计建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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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3  项目获得建筑奖项   
3.1  认可 / 奖项 最高 100 

3.1.1  优秀设计和建筑文化方面的认可 40 
3.1.2  授予已完工项目的奖项（例如建筑奖、DGNB铂金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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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不可用。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指标1和3的某些结果可在室内空间认证标准PRO1.6中使用。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1到3对应于改建建筑认证标准PRO1.6的内容。 
 

 DGNB 城区认证体系：与城市区域和商业区认证标准PRO3.5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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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竞赛是确保交付高质量项目的绝佳方式，尤其是在通过整体规划团队的相应参与条件以及评审委员会的组成，着重

强调整体性、跨学科方式的情况下。 
 
 
二．附加说明 

竞赛可激发创新和创造力，带动替代解决方案的开发；竞赛也是优化质量和经济可行性的有效方式。为确保建筑工程反

映获奖设计的质量，竞争团队应为总体规划团队的一部分，在项目规划及落实过程中尽可能多的服务阶段内与他们展开

合作。规划竞赛程序应符合国际公认的规定，例如国际建筑师联合会（UIA）条例和/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建议。此外，本地设计竞赛法规也可能包含在内。 
 
 
三．方法 

基于以下指标执行评估： 
 
指标1：探究不同设计变体或者规划竞赛  
 
指标1.1：不同设计变体的前期探究 
对于未举办规划竞赛、未获颁建筑奖或者未得到独立委员会认可（例如建筑主管机构内部规划部门的设计）的建筑，

如果在初步规划阶段规划了至少两个设计变体并形成文件，则可以在评估中获得分数。设计变体的范围应符合此指

标必要文档中的规范。 
 
指标1.2：规划竞赛 
评估的目的是确定已举办规划竞赛的范围和质量。 
 
指标1.2.1：规划竞赛的范围和质量 
是否根据国际建筑师联合会指南成功举办了规划竞赛或者类似竞赛，包括参赛作品的评估和选拔？ 
 

(1)  类似竞赛类型，例如欧盟竞赛。不得使用类似规划以及同一规划项下不同设计变体的探究代替规划竞赛。 
(2)  范围仅涵盖某些规划领域（例如立面设计）的工业和零售建筑的规划竞赛，也可以获得分数。 

 
如果筹备并举办了特别关注可持续建筑的规划竞赛，且此项竞赛的评委团是由符合资格且具有可持续建筑领域经验

的评审和专家（来自不同学科）构成，这一点将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 
任务描述应基于DGNB认证体系的选定标准，说明与可持续建筑相关的基本要求，其中应包括阐明满足要求的证明文

档。应在登记参赛作品时验证这些文件。举个例子，可以使用“Systematik für Nachhaltigkeitsanforderungen in 
Planungswettbewerben – SNAP Empfehlungen”（只有德文版本）或者类似系统。 
 
指标1.2.2：竞赛的类型 
选择哪种类型的竞赛？优先选择限制最小的竞赛类型。 
 
指标1.2.3：获奖设计的落实 
已建成建筑的范围和质量是否反映了获奖作品？是否委任了从竞赛中胜出的建筑公司？ 
 
指标1.2.4：规划团队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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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跨学科规划团队举办竞赛并为整体项目质量负责。为了确保为该等竞赛的合作创造适当的条件，鼓励委任专家

设计团队，这一点在评估会得到积极反映。 
指标2：独立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有DGNB设计质量委员会的参与或者向市政及建筑师学会的设计委员会（或同等机构）展示了项目，将在此指标的评

估中得到积极反映。在向设计委员会展示项目时，向项目团队和建筑所有方提出了如何在设计和“建筑文化”方面提高

建筑价值的建议。如果落实了这些建议，可以在评估中得到分数。建议以及建议在实践中的落实方式必须形成文件并

予以提交。 
 
说明：DGNB的设计建议由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DGNB总部提出。设计建议是与德国联邦建筑师协会

（Bundesarchitektenkammer）协同工作的成果，汲取了德国建筑师协会（Bund Deutscher Architekten）的专业知

识。委员会成员总是由这三个机构指定，期限为三年。委员会团队总是一个三人小组，可能由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或

者（取决于具体项目）大学或类似机构的代表构成。 
 
 
或者： 
 
 
指标 3：项目获得建筑奖项 
已完工项目获得了建筑奖或者“DGNB钻石”奖的认可，可以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 
 
请注意：在颁授DGNB金级认证或者DGNB白金级认证之前，无法获得“DGNB钻石”奖或者优秀设计和“建筑文化”方面

的同等认可。DGNB设计质量委员会就奖项提出的建议足以让项目在DGNB认证框架内获得认可。是否能够在相应国

家发起“DGNB钻石”奖的评估流程必须经DGNB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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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下文清单描述了可能的文档形式。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1：不同设计变体的前期探究 
 

 由制定的规划公司探究整个建筑的不同设计变体 
 展现所考虑的变体 
 应在以下所列领域中，探究并展现至少三个领域中的两个不同变体： 

 建筑基础设施（入口情况） 
 外观（立面相关问题） 
 容积 
 材料 
 城市设计变体 
 平面图变体 

 
指标1.2：规划竞赛 
指标 1.2.1：规划竞赛的范围和质量 
举办了规划竞赛： 
 

 已举办规划竞赛公开授予奖项的摘录，说明竞赛指导方针、竞赛标准、设施明细表以及评审委

员会成员名单。 
 为阐明具体情况，也可以提交附加证明文档，例如会议记录。 

 
指标1.2.2：竞赛的类型 
 

 与已举办竞赛类型相关的信息，采用公开授予奖项的摘录、初步检查报告或者评委会报告的

形式。 
 
指标1.2.3：获奖设计的落实 
 

 落实获奖设计以及委任获奖者的证明文档，通过提交已签署协议的摘录列示相关服务阶段的清单。 
 获奖设计与实际建成建筑照片的任何证明文档或者两者之间的比较。 
 在专业杂志及类似刊物上发表设计。 

 
指标1.2.4：规划团队的委任 
 

 通过提交已签署协议的摘录，证明委任了获奖者的专业设计团队 
 
 

指标2：独立设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设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包括与独立委员会构成相关的信息 
 比较设计委员会会议前后的规划状态，提供与已落实建议相关的信息 
 声明：如果未落实某些建议，建筑所有方或者建筑师必须通过声明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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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3：项目获得建筑奖项 
 

 建筑奖或者其他认可的文档证明，提供与评委会及授奖理由相关的信息 
 已发布的关于奖项的附加信息 
 专家评委会成员名单，提供与其职业和资质相关的信息 
 DGNB设计质量委员会就“DGNB钻石”奖或者优秀建筑设计认可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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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规划竞赛中对可持续性的要求：

https://www.nachhaltigesbauen.de/fileadmin/pdf/veroeffentlichungen/SNAP_1_Empfehlungen- 
kor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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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2.1 

施工现场 / 建造过程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将施工阶段对本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为了实现此目的，施工场所的承包商必须知悉相关环境问题

并接受此方面的培训。 
 
 
成效 

接受过培训的人员通常会将这种知识应用于日常工作中，未来也能够使用这种知识减少其他项目施工场所的环境影响。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降低非传染病的死亡率及提升心理健康  3.2.a/b 空气污染 

    
  中   3.9 减少危险化学品和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   
    
 12.5 可持续性减少废弃物产生   
        
          

   
  6.3 改善水质量、废弃物处理和安全的重复使用   
 12.4 化学制品和废弃物的负责任管理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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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没有在未来几年里大幅提高此标准中任何要求严格性的计划。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

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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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了将对本地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使用四个指标评估施工场所已落实措施降低噪音（指标1）、粉尘（指标2）、对土

壤和地下水的负面影响（指标3）和废弃物（指标4）的程度，以及施工场所的承包商在此方面接受了多少培训。若减少

噪音和粉尘污染的措施无法归入已提出的主题范围，可以作为相关创新领域的替代方案计分。减少废弃物产生量的创新

理念、建造方法和技术可通过“施工场所的废弃物防治”循环经济加分，获得10分的附加分。在此标准中，不算加分，总

计最高可获得100分；算上加分，最高可获得11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低噪音施工现场  
1.1  低噪音施工现场的概念  5 

  针对相关内容制定了具体理念  
    

1.2  为承包商提供的培训  10 
  针对相关内容提供了培训  
    

1.3  审查已落实的工作  10 
  已落实工作的审查/证明文档  
    

Re 1  创新领域    同 1 
  说明：若创新/新颖的替代理念、工艺和技术可大幅减少施工场所工人以及环境中接触

的噪音污染，也可以计分。 
 

    
           

2  低粉尘施工现场   
2.1  低粉尘施工现场的概念  5 

  针对相关内容制定了具体理念  
    

2.2  为承包商提供的培训  10 
  针对相关内容提供了培训  
    

2.3  审查已落实的工作  10 
  已落实工作的审查/证明文档  
    

Re 2  创新领域    如 2 
  说明：若创新/新颖的替代理念、工艺和技术可大幅减少施工场所工人以及环境中接触

的粉尘污染，也可以计分。 
 

     
           

3  施工现场的土壤和地下水保护  
3.1  土壤和地下水保护的概念  5 

  针对相关施工场所设施，例如容器和施工机械，制定了土壤保护理念；并将理念相应地整合到招标

规范中 
 

    
3.2  为承包商提供的培训  10 

  针对相关内容提供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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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审查已落实的工作  10 

  已落实工作的审查/证明文档  
    
           

4  低废弃物施工现场   
4.1  低废弃物施工现场的概念  5 

  制定了防止施工场所废弃物的概念  
    

4.2  为承包商提供的培训  10 
  为参与施工过程者提供培训，集中关注废弃物预防与分类或者委任废弃物物流专家的问题 

 
 

4.3  审查已落实的工作  10 
  已落实工作的审查/证明文档  
    

    
           

 
 
  

4.4  循环经济加分 – 施工场所的废弃物防治    
 

+10 
  说明：在施工场所使用可大幅减少所产生废弃物数量的创新/新颖理念、施工方法

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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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无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1、2、3和4的某些方面可在改建建筑认证标准PRO2.1中使用。 
 

 DGNB 城区认证体系：与城市区域和商业区认证标准PRO1.8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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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建筑场所和建筑过程会通过噪音、粉尘和灰尘污染本地环境。对于会受到施工场所工作直接影响的每个人来说，将粉尘

和噪音对本地环境影响降至最低而付出的努力将促进他们的健康，提高他们对建筑的接受度。 
 
除了消除废弃物、结束物料循环以外，此种努力在实现可持续性和气候保护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一定要创造

适合的条件，促进建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尤其是将混合废弃物降至最低。 
 
 
二．附加说明 

指标1：低噪音施工场所 
噪音对人和动物的生活质量有可观的影响。持久性噪音暴露可能导致神经系统过度刺激，损害健康。在高建筑密度和高

基础设施标准的区域，建筑噪音是仅次于交通的最大噪音源。根据法律规定（在德国：联邦污染控制法案），每一建筑

场所的规划、设置和运行方式都应保证噪音不会超过一般噪音水平，或者通过适当的措施降低噪音。 
 
 
指标2：低粉尘施工场所 
“粉尘”的定义是空气或气体中的固体悬浮颗粒或其残余物。一般说来，建筑场所的各种活动处理建筑材料时会形成粉尘。

取决于材料成分和粉尘的颗粒大小，严重的（间接）损害可能导致死亡。 
因此，防止粉尘的措施要保护在施工场所工作以及在临近区域生活的所有人。此外，还必须保护环境免受物质相关损害。 
 
 
指标3：施工场所的土壤和地下水保护 
必须保护土壤和地下水免受有害物质和机械的影响。 
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流程引起的化学效应可能导致气体、液体和固体物质最终渗入土壤。因此，宗旨应该是在施工作

业之后，让土壤回复到其原始状态，或者在必要时，处理累积污染。这么做的时候，应注意保护已开发的土壤层。 
 
 
指标4：低废弃物施工场所 
如果建造、翻修、转换或者拆除了建筑，则建筑碎石、挖出物、剩余材料、包装和木材废料会累积。本地废弃物法规要

求（在德国）规定了如何处理建筑废弃物：应该再次利用或者防止产生建筑废弃物。不可避免的废弃物以及无法再次利

用的废弃物必须采用环保的方式处理。 
目的是分离施工场所的废弃材料——有效回收材料价值以再次利用的必要步骤。分离消除了混合废弃物，对于无法避免

的废弃材料而言，这是最具商业可行性和环保责任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是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三．方法 

指标1：低噪音施工场所 
必须针对施工场所开发并落实噪音防治理念。噪音防治理念应包括使用获得适当生态标签认证（例如符合蓝色天使要求

RAL-UZ 53）的低噪音机械或者低噪音建造技术。针对涉及过度噪音的作业，还应制定时间表，将受保护的时间段纳入

考虑范围。应向承包商提供噪音防治理念方面的教育，且必须检查理念的落实情况。 
 
 
指标2：低粉尘施工场所 
机器和设备配备有效的吸入系统。必须尽可能在形成粉尘的地点捕获粉尘，以不会造成任何危险方式进行处理。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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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防止粉尘散落到未受污染的工作区域。必须避免积尘。可以通过湿法工艺或者吸入工艺进行矫正。 
分离和捕获粉尘的设施符合当前工艺水平。定期检查这些设施，执行维护作业。通过该等措施满足法律要求。应向承包

商提供防尘理念方面的教育，且必须检查理念的落实情况。 
 
 
指标3：施工场所的土壤和地下水保护 
尤其是，一定要保护天然的原状土层。例如，可以通过人员无法进入的围挡保护区域，保护施工场所的宝贵土壤或群落

生境。在施工阶段，可以转移宝贵的表层土层，使用堆积土壤（掘土）用于栽种。 
应向承包商提供土壤和地下水保护理念方面的教育，且必须检查理念的落实情况。 
 
为了保护土壤和地下水免受污染物侵蚀，必须避免污染土壤、水和环境的物质。为了这个目的，化学法规（取代并废止

欧盟指令67/548/EEC的欧盟1272/2008号法规）中描述的名称“环境危害”可在招标文件中用作排除标准。 
 
根据化学法规，最少必须在容器和安全数据表上，使用下文所示的GHS（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标志

（GHS09——环境危害）标注对环境有危害的材料。 
 

   

 
应避免使用对环境有危害的建造材料。此规定尤其适用于水体及水资源保护区边缘的施工场所区域。 
 
对于危险但无法避免的建造材料，例如未固化的环氧树脂，必须在施工场所采取措施确保钙等物质不会污染环境。 
  
 
指标4：低废弃物施工场所 
除了满足本地废弃物法规的法定最低要求以外，还必须制定消除施工场所废弃物的理念。 
承包商接受废弃物分离方面的培训。检查材料的正确分离以及回收点的应用。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9/GHS-pictogram-pollu.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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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总的来说，招标文件和其他类型的文档必须提出以下措施： 
 

 防噪措施 
 粉尘排放防护措施 
 土壤和地下水保护措施 

 
此外，必须核实提供废弃物处理理念相关信息的场地设施规划、噪音控制措施以及土壤和地下水保护措施。 
 
 
指标1：低噪音施工场所 
 

 招标文件 
 详细的防噪理念 
 施工阶段噪音水平的测量日志 
 照片文档 
 场地检查报告 
 所使用施工机械的清单，加上噪音水平符合RAL-UZ-53或类似标签（同时参见指令2000/14/EG）要求

的证明文档 
 向相关施工场所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指导的证明文档 

 
 
指标2：低粉尘施工场所 
 

 招标文件 
 场地检查报告 
 所使用低粉尘施工机械和设备的清单 
 向相关施工场所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指导的证明文档 

 
 
指标3：施工场所的土壤和地下水保护 
 

 招标文件 
 保护天然原状土层的土壤保护理念 
 施工场所设施规划，尤其是与路径、道路、入口等设施相关 
 场地检查报告 
 处理对土壤和水有危害的施工化学物质的相关要求 
 显示如何存放环境有害物质的照片文档 
 向相关施工场所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指导的证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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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4：低废弃物施工场所 
 

 招标文件 
 施工场所设施规划 
 详细的废弃物处理理念 
 场地检查报告 
 照片文档 
 向相关施工场所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指导或替代措施的证明文档 
 与废弃物专家签订的合同 
 废弃物专家出具的声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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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RAL-ZU 53.生态标签标准的依据。低噪音施工机械。RAL和联邦环境局。2011年4月 
 蓝色天使德国生态标签RAL-UZ-53： 

 低噪音施工机械 
https://www.blauer-engel.de/en/products/business-municipality/baumaschinen  
基本颁奖标准，2015年2月版 https://produktinfo.blauer-engel.de/uploads/criteriafile/en/DE-UZ%2
053-201502-en%20Criteria.pdf ，https://www.blauer-engel.de/en/node/823  

 2000/14/EC.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00年5月8日发布的关于户外用设备和机械排放环境有害噪声的指令

（户外指令）。2000年5月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发布的（EC）第1272/2008号法规。2008年12月：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8R1272&from=en  
 风险术语的翻译与解释：http://schoolscout24.de/cgi-bin/keminaco/rspinput.cgi  
 建筑产品土壤和地下水方面评估原则草案。土木工程能力中心 -DIBt-，柏林。2008年5月（有英文版） 
 EN ISO 14001 含应用说明的环境管理要求。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09年11月 
 国家废弃物规程 
 各自的区域章程 

 
 

https://www.blauer-engel.de/en/products/business-municipality/baumaschinen
https://produktinfo.blauer-engel.de/uploads/criteriafile/en/DE-UZ%2053-201502-en%20Criteria.pdf
https://produktinfo.blauer-engel.de/uploads/criteriafile/en/DE-UZ%2053-201502-en%20Criteria.pdf
https://www.blauer-engel.de/en/node/8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8R1272&from=en
http://schoolscout24.de/cgi-bin/keminaco/rspinput.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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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2.2 

施工质量保证  

 
目的 

的目的是在施工过程中，通过提供有用信息的质量保证流程，自规划阶段起就适当落实可持续性方面的相关要求，并基

于此，提供实际满足该等要求的证明文档。 
 
 
成效 

如果可以通过适当调查的方式验证建筑质量，对于确保建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可持续使用具有关键意义。这样可

为建筑所有方提供与委托工作质量相关且提供有用信息的证明文档，让用户得到适当的信息。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德国可持续性战略没有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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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作为可持续建筑的基本要求之一，质量也将始终以此种形式，在此体系的核心宗旨中占据一席之地。目前没有在未来几

年里大幅提高此标准中任何要求严格性的计划。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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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在以高于一切的规划形式，确立了建筑质量保证流程的情况下，使用指标1授予分数。指标2提供了落实质量保证流程的

刺激因素，例如针对各种可持续性问题进行的测量。提议主题范围之外的措施，可按照创新领域指标，作为替代方案计

算分数。指标3向基于所使用建造产品的特征落实严格质量保证的施工场所授予分数。指标4用于向防止或减少发霉风险

的措施授予分数。指标2.1到2.8最多可以得到60分——也就是说，要获得可能得到的最大评估分数，并不一定要执行所

有测量，只要执行与项目具有相关性的测量即可。在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质量保证规划  
1.1  质量保证规划  10 

  针对已完工建筑制定了质量保证计划，集中关注相关测量，指定了各项任务的负责人。  
    
           

2  质量控制的测定   
2.1  落实质量控制的测定  最高 60 

2.1.1  在执行装配作业之前测量了压力差（使用鼓风门测试）  +20 
    

2.1.2  针对建筑执行了热成像测量  +10 
    

2.1.3  针对具有代表性的相关建筑构件测量了混响周期  +10 
    

2.1.4  已确定与外部噪音侵入衰减（例如通过立面）相关的隔音指数（空气声隔音）  +10 
    

2.1.5  已确定与内部噪音衰减（例如通过会议室墙壁）相关的隔音指数（空气声隔音）  +10 
    

2.1.6  已执行测量确定来自天花板的脚步声噪音水平  +10 
    

2.1.7  已执行与建筑有关的其他测量（例如注入控制测量、排烟测试、铺设地板覆盖物之前

为防止受潮损坏而执行的湿度测量等），已提交相关的零缺陷声明 
 +10 

    
Re 2  创新领域    同 2 

  说明：如果在法律或主管机构要求的范围之外，执行了并非惯例做法的附加或替代测

量或其他质量保证措施，为建筑或其建筑构件的高质量提供了文档证明，则可以得到

分数。 
 

 

           

3  建造产品的质量保证  
3.1  所使用建造产品的质量保证  20 

  场地管理的依据是根据标准ENV1.2、ENV1.3和SOC1.2针对要使用的建造产品提出的要求清单。 
且，不断对目标材料和实际使用的材料（按照要求）进行比较，场地管理团队以场地检查报告的形

式出具证明文档，证明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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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霉  
4.1  防霉  10 

  针对建筑量身定制并落实通风方案，以确保建筑构件充分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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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分配到建筑的停车空间容量、规划区域和现有建筑的比例关系以及利用度是需要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针

对欧盟的“Level（s）”报告框架[T&D_02]，可以从与标准相关信息中获得与建筑相关的一般信息。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已执行质量保证测量的可持续性方面的数量   [数量] 

      
           

KPI 2  已落实的防霉措施；对应Level（s）指标4.1霉菌检验[T&D_02]   [是]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测量结果可在建筑运营认证标准9.1中使用，用作报告关键绩效指标的依据。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指标2.3和2.5的某些结果可在室内空间认证标准SOC1.3中使用。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来自此标准的信息可在城市区域和商业区认证的标准PRO1.8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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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尤其是考虑建筑的复杂度与日俱增，有很多不同方参与到此类项目的规划尤其是落实过程中，因此，质量保证措施至关

重要。尤其是，可能对建筑的用途和用户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隐形”缺陷，只有通过执行测量才能探测出来。在建筑投

入使用之前，必须纠正这些缺陷。 
此外，只有在围护结构具有适当的不透水性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规划的能源性能。因此，也必须测量和验证这一点。

必须尽早规划这种基于测量的质量保证措施，必须明确设定相关的责任。 
 
 
二．附加说明 

在实践中，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尽管应用了高标准，但所执行的作业仍然展现出某些缺陷。因此，对建筑执行全

面的质量控制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要验证是否已实现在规划阶段设定的目标值并形成文档证明，就需要出于质量控制目的执行测量，这一点具有关键作用。 
 
 
三．方法 

指标1：质量保证规划 
 

 必须针对已完工建筑制定了质量保证计划，集中关注相关测量，指定了各项任务的负责人。 
 
 
指标2：质量控制测量 
 

 必须执行测量，对测量结果进行评估，并与具有适当资质的测试机构或专家提出的要求进行比较。 
 所执行测量的范围应与建筑的规模成比例，应适当反映验证建筑质量的目的。 

 
 
指标3：建造产品的质量保证 
 

 必须基于根据标准ENV1.2、ENV1.3和SOC2.1，针对要使用的建造产品提出的清单，指导场地管理。 
 必须不断对目标材料和实际使用的材料（按照要求）进行比较，场地管理团队必须以场地检查报告的形

式出具证明文档，验证此项内容。 
 
 
指标4：防霉 
 

 针对建筑状况量身定制并落实通风方案，以确保建筑构件充分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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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下文清单描述了可能的文档形式。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质量保证规划 
 

 必须提交质量保证计划——包括测量计划表和职责定义 
 
 
指标2：质量控制测量 
 

 必须使用DGNB的测试机构或专家确认模板提交每一项指标，确认已执行测量并满足相关要求。为了满

足要求，可能必须执行改进或修理工程；之后，必须通过相应的测量，验证此项工程的有效性。不需要

向DGNB认证机构提交测量结果、测量日志、任何中间测量等。 
 
 

指标3：所使用建造产品的质量保证 
 

 必须提交证明文档，证明场地管理人员已经接受了相关指导，了解如何使用及落实针对待使用建造产品

制定的要求清单。 
 必须提交证明文档，证明场地管理人员根据要求清单，对目标材料和实际使用的材料进行持续比较，随

附由场地管理人员以场地检查报告的形式出具的结果证明文档 
 
 

指标4：防霉 
 

 必须提交证明文档，证明已落实了针对建筑环境量身定制的通风方案，以确保相关建筑构件充分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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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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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2.3 

系统调试验收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及时交付已完工建筑，确保建筑系统运行时所有功能/属性都能按照最初设计的方式运转。 
 
 
成效 

系统试运行确保已实现建筑的规划特征/属性。系统试运行可将风险降至最低，是能源高效使用的相关组成部分。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7.3 能效提升翻倍  7.1.a/b 资源保护 
 12.2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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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没有在未来几年里大幅提高此标准中任何要求严格性的计划。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

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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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指标1到5评估已完成建筑系统试运行筹备和形成文件的程度。在指标6中评估向操作人员提供的培训，包括移交连续监

测的操作理念。指标7位初始运营阶段之后的再次调整授予附加分。此种评估至少考虑以下技术构件：供热系统、通风、

室内空调、供冷技术、建筑自动化、照明、热水供应、立面百叶窗。在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监测概念  
1.1  制定监测概念  15 

  创设适当的监测理念，记录能源和水的消耗量  
    
           

2  试运行概念   
2.1  制定试运行的计划表  10 

  制定了包括计划时间表在内的试运行概念   
    
           

3  初始功能测试   
3.1  执行初始功能测试  10 

  已执行初始功能测试，将测试结果形成文件   
    
           

4  功能测试和培训   
4.1  功能测试和操作人员培训的执行和文档证明 15 

  执行了功能测试，测试结果形成文件记录，向操作人员提供了培训  
    
           

5  试运行的最终报告   
5.1  制定详细的试运行最终报告  20 

  制定详细的试运行最终报告   
    
           

6  综合的运行概念和系统调试   
6.1  制定并交付综合的运行概念  20 

  创设及移交整体运行理念，作为连续监测和监管过程的一部分，并向操作人员提供培训  
     
           

7  试运行管理   
7.1  在初始运行阶段之后重新调整系统  10 

  委任专业规划师或者（独立）第三方执行持续监管，第一次是在完工之后的大约10到
14个月 

  

     

           

Re 3–5  创新领域    如 
3–5   说明：可允许以提供与初步测试、功能测试、培训和报告同等结果的方法作为附加或

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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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将指标1的结果用于建筑运营认证的标准ENV9.1。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将指标1的结果用于室内空间认证的标准PRO8.1指标1.2。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将指标的结果用于标准RPO2.3。 
 

 DGNB 城区认证体系：与城市区域和商业区认证标准PRO1.8和PRO3.5有内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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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在计划周密的试运行中，在获得批准之后，协调和调整建筑服务系统的各个组件。应在初始运行10到14个月之后，在运

行优化的框架内，对系统进行再次调整。 
计划周密的试运行必须有调整及再调整理念，且必须以合同形式确保此种理念。此项工作必须由专业公司执行并形成记

录。除了调整验证以外，证明文档中还必须包含与系统重要预设置相关的信息，以便能够逆转用户执行的错误变更。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指标1：监测理念 
应落实适当的建筑监测理念，最少要对所有能源和水的消耗量进行定期（每个月）且全面的记录。 
 
 
指标2：试运行理念 
已针对建筑创设了适当的试运行理念。理念描述试运行过程的所有基本要素，包括日程安排。 
 
 
指标3：初步功能测试 
可证明所有基本技术构件都接受了初步功能测试。提供此种测试的适当证明文档。 
 
 
指标4：功能测试和培训 
可证明所有基本技术构件都接受了功能测试。提供适当的证明文档，以便未来操作人员理解测试结果。操作人员已听取

适当的简报。 
 
 
指标5：试运行的最终报告 
提供建筑试运行的完整最终报告。 
 
 
指标6：整体运行理念和系统试运行 
将整体运行理念转变为持续监测和监管过程。操作人员已适当听取关于整体运行理念的简报。 
  
 
指标7：试运行管理 
以合同形式议定的与试运行管理相关的服务描述构成系统试运行审核的基础。试运行管理要求有结构性方式的全面服务

描述、服务文档以及建筑运行期间验收、试运行和优化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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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管理的服务描述： 
 
1.一般服务 
试运行管理需要高度综合化的服务，且此种服务应在规划阶段尽早开始。此种服务与结构性方法、执行文档以及建筑运

行期间验收、试运行和优化的文档有关。 
试运行管理必须由一个（适用情况下，独立）机构（试运行主管机构，例如未参与项目规划和落实的工程办事处）执行，

此机构可由一人或多人构成。出于此指标的目的，（独立）机构必须参与到项目中，但项目规划和落实的任务除外。 
必须通过项目经理/提供类似服务的公司提供的权威参考文档（至少两个项目），证明（独立）机构的专业知识。 
 
根据描述的要求和条件，（独立）机构提供下文描述的服务。 
 
2.服务阶段3“开发设计”[T&D_01] 
组织设立： 
 

 整合到完整的项目团队中，包括入职 
 与客户的协调会议 
 组织试运行活动 
 设立试运行团队   

 
创设试运行计划： 
 

 试运行的目的 
 试运行过程中的任务和活动 
 试运行过程中设施和系统的范围 
 试运行团队内部的职责 
 规划基础： 

 舒适性参数 
 技术参数 
 边界条件 

 截止期限和过程 
 
将规范整合到试运行计划中（参见标准PRO1.1全面项目简介）——服务阶段1+2：“战略定义”+“理念设计”[T&D_01]： 
基于之前的规范总结建筑所有方的要求和项目目的，并整合到过程中： 
 

 建筑所有方和用户要求 
 跨系统项目目的 
 灵活性、质量、成本 
 环境和可持续性 
 合规性能源目标 
 舒适性和技术边界条件 
 技术设施的系统描述 
 建筑运行理念 
 未来用途的详细阐述 

 
每一项都描述明确的目的和可测量的成功标准（例如温度、消耗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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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阶段5+6：“技术设计”+“招标准备”[T&D_01] 
详细设计阶段的设计评审： 
为详细设计过程提供的支持，针对与试运行相关的问题，例如： 
 

 定义由试运行引起的系统要求 
 适合规划和落实中试运行的过程 
 与测量设备有关的要求，针对试运行证明文档和后期建筑运行（再度投入运行） 
 试运行的可及性 

 
解释整体运行理念的有效性检查和说明，针对与试运行相关的设施和系统的优化运行，包括创建与性能测量、功能文档

证明以及运行阶段优化系统运行有关的补充运行描述。 
 
试运行招标： 
招标文件中对试运行要求的定义以及与相关服务文本有关的简介。 
 
4.服务阶段8+9：“建造”+“完工和文档证明” [T&D_01]  
初步功能测试（参见指标3）： 
 
创建检查单和测试报告作为指导方针，协助提供服务的签约公司的试运行和验收过程。 
 

 检查单和测试报告包含承包公司执行试运行之后的必要结果，以及执行文档和主要构件（例如供冷系统、

照明等）工厂验收的测量值等。 
 检查单必须由签约公司完成，由试运行管理人员检查，确认其完整性和合理性。 
 确保通过报告和检查单完成所有必要测试的文档证明，作为后续功能和性能测试的要求。 

 
功能测试（参见指标4）： 
 

 创设在各种运行条件和依赖性下（例如满负荷运行、应急运行等）、针对各种系统执行功能和性能测试

的过程理念。 
 在与签约公司和专业规划师的密切合作下，协调和监督功能测试。 
 结果的记录 
 作为功能和性能测试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必须在早期阶段就召开与签约公司和设计师的协调会议，并通

过结果日志形成文件记录。 
 
文档证明（参见指标5）： 
 

 在整个试运行和验收流程完成后，创建最终报告，包括所执行测试和工作流程的总结、目标的证明文档

以及在建筑运行阶段一开始就需要处理的未决问题清单。 
 
5.建筑使用和运行阶段 
再次调整（重新试运行）： 
 

 与建筑所有方和设施管理方合作创设理念，在建筑占用之后的10到14个月的期限内，审核系统目标并形

成文档证明。 
 在测试运行过程确定的缺陷及剩余任务清单，作为签约公司采取纠正性措施的基础。 

 
在评估了测量结果之后，为了实现目标、符合基于试运行结果提出的要求，在初始建筑运行阶段采取的合作和优化措施。

确立在建筑使用阶段实现最优系统运行的必要措施和建议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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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清单描述了可能的文档形式。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试运行计划，包括消耗量、温度等方面的可测量目标；已制定的理念，监管和再次调整流程的完整证明

文档。 
 试运行报告以及与独立机构签订的试运行管理合同文件的摘录。 
 已完成初步功能测试的交付证书或过程理念。 
 已完成功能测试的交付证书或过程理念。 
 已完成功能测试的清单以及包含测试结果的相关报告（针对所有系统，例如供热系统、通风、立面百叶

窗等）。 
 已制定的将试运行转变为连续监测和优化过程的理念。 
 与最初14个月内建筑技术优化相关的合同摘录。 

 
与针对验收过程单独执行的功能测试不同，必须由外部第三方执行试运行管理。签约执行测试的公司（独立第三方）： 
 

 不可以是参与建筑技术系统构件的公司（签约公司）之一，或者 
 不可以是签约执行试运行、监管或运行优化的公司（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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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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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2.4 

用户参与 / 信息沟通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积极告知建筑用户与建筑可持续性相关的信息，激励用户对建筑的可持续性做出贡献，尤其是，激励他们

采取最终对自身福祉有利的行动方式。 
 
 
成效 

如果付出了充分的努力向用户证明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提高建筑的可持续性，则可以假设已达成理想的效果。

此外，有效沟通可提高客户维系和客户满意度。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4.7 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民的教育   
 12.8 推动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普遍理解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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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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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为了鼓励用户为确保建筑的可持续性做出积极贡献，此项评估审视出于此目的要向用户提供多少信息。除了提供可持续

性指南（指标1）以外，在建筑内安装了可持续性信息系统（指标2）、提供技术用户手册也可以得到分数。在此标准中，

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可持续性指南  
1.1  向用户提供可持续性指南  35 

  已向用户提供可持续性指南  
    
           

2  可持续性信息系统   
2.1  落实建筑可持续性方面的信息系统  最高 30 

   制定了理念，包括落实规划 +15 
   已安装建筑可持续性方面的信息系统 +30 
    
           

3  用户技术手册  
3.1  提供用户技术手册  35 

  已提供用户技术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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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针对此标准指标1和2授予的分数也可以授予建筑运营认证标准PRO9.1的指

标2.3和2.5。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与室内空间认证的标准PRO2.4有内容关联。指标的结果可部分用于新建建

筑方案。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指标的某些结果可用于改建建筑认证标准PRO1.5。 
 

 DGNB 城区认证体系：与城市区域和商业区认证标准PRO3.5有内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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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用户合作在确保建筑的可持续性方面至关重要。为满足此目的，必须向用户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培训。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指标1：可持续性指南 
建筑有可持续性指南，向建筑用户推荐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具体做法。 
 
用户可以自己选择指南的媒介（例如纸质、数字、定期简讯等）。决定性因素是建筑的所有常规用户都有平等的信息获

取权。 
 
指南中至少要包括节能节水、废弃物分离以及健康的室内气候等主题方面的信息。 
 
指南还应该包括与其他可持续性问题相关的信息，与建筑有关但又不直接相关，例如建筑用户的安全和健康（例如在工

位/工作场所内、酒店内），以及与用户旅行进入建筑物相关的方面。 
 
 
指标2：可持续性信息系统 
目的是通过有吸引力、容易获取的信息，让用户融入到可持续管理的过程中。 
 
为实现此目的，创设了场地信息系统或者与建筑可持续性方面相关的同等理念。其中，应通过各种信息媒介（屏幕、贴

纸、海报、布告栏、标签等）提供与目的、截止目前建筑中已实现节省等方面相关的信息。 
 
 
指标3：技术用户手册 
评估应检查是否已制作并提供了用户手册，其中所含信息和规范是否可支持建筑的运行。手册应该是一组建筑技术服务

方面的简单用户说明。用户手册应使用简单的图表解释技术方面，还应说明合适应寻求其他技术专家（设施管理）的帮

助。与设施管理手册不同，此手册直接针对建筑用户。它不必是一份独立的文件，但可以或者应该随可持续性指南等一

并提供。 
 
用户手册的目的之一是解释建筑技术的技术方面以及各个构件的具体特征。例如，这可能是窗户或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

系统。此外，用户手册提供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建筑的信息。例如，应该有关于用户如何能够降低自身耗电量的信

息。 
 
其他可能的范例： 
 

 酒店用户手册的制作 
此手册的目的是为酒店顾客提供关于他们如何能让建筑变得更具可持续性的建议。手册中包含耗水量、

耗电量或者房间清洁及洗衣等方面相关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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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酒店顾客提供的技术用户手册可能包括以下要点： 
 如何减少消耗量的建议 
 如何操作供热/供冷系统 
 如何操作百叶窗 
 房间服务、清洁、洗衣等服务的联系人 
 技术建筑服务的基本功能 
 建筑的运行时间、去酒店的旅程、地下车库 
 如何操作内部通信系统、视频、锁闭系统等 
 如何操作通风 

 
 制作及提供租赁单元租户手册 

此租户手册的目的是为租户提供关于他们如何能让建筑变得更具可持续性的信息。租户手册提供装修材

料的建议以及与建造技术等方面相关的重要说明。 
 

 为租户提供的技术用户手册可能包括以下要点： 
 如何操作供热/供冷系统 
 如何操作百叶窗 
 设施管理（FM）、安全等方面的联系人 
 建筑开放时间、到酒店的旅程、地下车库 
 如何操作内部通信系统、视频、锁闭系统等 
 如何操作通风 
 如何扩大媒体网络 
 装修、重建和转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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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清单描述了可能的文档形式。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1：可持续性指南 
 

 接收确认，最好是由用户/租户接收，或者是建筑所有方，自愿做出承诺遵守。 
 

 
指标2：可持续性信息系统 
 

 审计师确认已安装此系统或者存在相关理念，建筑所有方自愿承诺践行理念或者传递理念。 
 
 

指标3：技术用户手册 
 

 接收确认，最好是由用户/租户接收，或者是建筑所有方，自愿做出承诺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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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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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2.5 

设施设备管理计划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在规划阶段，尽早充分考虑后期建筑运行的设施管理（FM）要求。这样能让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实现建筑

的最优 运行。 
 
 
成效 

尽早审视与建筑运行及运行成本预测所导致要求相关的领域，以便能够通过简单的措施大幅减少后期的运行成本和努力。

此外，用户相关及使用相关的消费分析和优化，有助于提高整栋建筑的能效，并因此降低运行成本。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7.3 能效提升翻倍  7.1.a/b 资源保护 
 12.2 自然资源的使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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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理想情况下，此标准中涉及的主题将在几年之后成为标准实践，届时将不再需要此标准。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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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评估规划过程中已纳入考虑的后期建筑最优运行的范围 。除了执行项目的设施管理（FM）检查（指标1）以及创设详

细运行成本预测（指标2）以外，创设用户相关以及使用相关的能耗优化理念（指标3）也可以得到分数。在此标准中，

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设施设备管理的检查  
1.1  执行设施设备管理检查  30 

  针对可及性、运行路径选择以及空间利用的问题，执行项目设施管理检查  
    
          

 

2  运行成本预测   
2.1  详细的运行成本预测  40 

  制定详细的运行成本预测  
    
          

 

3  与用户相关及建筑使用相关的能耗  
3.1  用户/使用相关能耗的优化  最高 30 

   用户相关及使用相关能耗的优化 +15 
   创设及落实与对能耗有影响的设施相关的计量理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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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建筑运营认证体系：运行成本预测支持建筑运营认证指标ECO9.1.4.1的合规性。 
 

 DGNB 室内空间认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指标1和3可用于室内空间认证标准PRO8.1的指标1.3、指

标1.4和指标2。 
 

 DGNB 改建建筑认证体系：可将指标3的结果用于改建建筑认证的指标PRO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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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为了确保建筑的优化运行，必须在规划阶段尽早考虑相关过程和领域。 
 
 
二．附加说明 

无 
  
 
三．方法 

指标1：设施管理检查 
目的：可持续建筑运行方面的规划优化。 
 
在与建筑可持续运行相关的可及性、运行路径选择以及空间利用方面，执行建筑规划分析，其中包括： 
 

 着眼于规模、可及性和布局等因素，对运行相关领域（例如垃圾处理室、交货区、材料储量和清洁用品）

进行详细审查 
 表面质量（包括地板和墙面覆盖物、照明、通风、通水、废水排水、供冷和供热）的详细审查 
 着眼于清洁参数（例如可及性、面积效率、清洁友好性和职业安全），对立面、地板覆盖物和建筑结构

进行详细审查 
 与运行过程、组织和工作流程相关的评估 
 着眼于运行（例如维护容易度以及维护相关构件的可及性），对建筑构件进行详细审查 
 确保建筑内有用户和操作人员可用的指导（定位的可能性） 
 
 

指标2：运行成本预测 
目的是优化规划以期实现具有成本效益的建筑运行。 
 
为满足此目的，必须基于运行理念和用户具体特征对未来的运行成本进行评估。必须在运行成本预测中记录以下成本

类型和服务： 
 
基础设施服务： 
 

 一般清洁 
 玻璃清洁 
 立面清洁 
 外部清洁 
 冬季道路清障 
 园艺服务 
 接待服务 
 安全  

技术服务： 
 运行 
 定期审核 
 检查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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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成本： 
 热 
 电 
 水  

 
市政费用： 

 废水处理费 
 街道清洁 
 财产税 

 
 

指标3：用户相关及使用相关能耗 
针对电梯、自动扶梯、效果和立面照明、显示器和用户设备等电气用具创设适当的节能理念。在规划过程中必须考

虑该等理念，以找出潜在的改进，并在之后形成相应的文件记录。 
 
作为建筑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与客户或者后期建筑用户代表合作，基于要记录的消费者、区域、租赁空间或使

用空间，创设记录用户相关或使用相关能耗的计量理念。客户落实的计量理念应该能够促成设施管理验证理念，以

实现能源需求方面的运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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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指标1：设施管理检查 
 

 客户/建筑所有方确认已根据上述方法执行设施管理检查。 
 
 
指标2：运行成本预测 
 

 客户/建筑所有方确认已根据上述方法执行运行成本预测。 
 
 

指标3：用户相关及使用相关能耗 
 

 客户/建筑所有方确认已根据上述方法针对用户相关或使用相关能耗创设了节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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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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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质量 

Process quality 
 
 

区位质量的四项标准评价项目对其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项目的影响。 
 
 
  SITE1.1  当地的环境风险评估 
  SITE1.2  项目对社区形象的提升 
  SITE1.3  交通连接 
  SITE1.4  配套设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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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1.1 

当地的环境风险评估 

 
目的 

此标准的目的是保护建筑及其用户免受负面的环境灾害及极端事件的影响，提高建筑对本地环境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影响

的弹性。 
 
 
成效 

自然灾害的发生取决于场地的地理条件。此类灾害的强度和频率通常不会改变，也难以预测。因此，务必要对它们进行

正确的分类，消除可能对建筑内部及周围人员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或者对此做出补偿。在规划阶段，考虑每一此类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可能的严重性，以减少任何必要的改造作业的成本。针对环境量身定制的弹性建筑在很多方面具有可

持续性。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1.b 落实政策，以增强包容性，提高资源效率并降

低环境风险 
  

    
  高 11.5 减低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   
 13.1 加强对气候相关灾难的弹性和适应能力   
       
          

   
   3.4 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提升心理健康  3.2.a/b 空气污染 

     
  中   3.9 化学品、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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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此标准的内容原本针对DGNB体系的城区认证量身定制的，但它在国际环境中同样适用。针对德国境内的应用，正在开

发各种平台，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平台。从中期来看，更多的结果将被融合到标准中。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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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总共列出了14个主题及其相关指标，用以评估本地环境中的环境风险。针对前11个指标（指标1-11），按照其相关性进

行归类，只评估其中最具相关性的三大环境风险。必须说明选择各项自然灾害的理由。一般来说，是出于评估的目的，

分析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在建筑内、建筑周围或针对建筑落实的任何辅助安全措施也将在此标准中得到积极评价。

基于各项自然灾害，可针对周边区域的补偿措施授予分数，直至达到此指标允许的最高分值。除上述11个指标外，还必

须评估指标12、13和14。在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高分值是100分。 
 
 

编号 
 

 指标       
第一第二相关 

X 1.0 
第三相关  

X 0.5 

           

1  地震    
1.1  地震危害等级   最高 20 

  危害等级（地震强度、危害、475年一遇事件）   
   高 (> 8)       0      0 
   中 (> 5)       5      2.5 
   低 (< 5)      10      5 
   非常低 (< 1)      20     10 
      

1.2  地震危害的补偿措施   最高 10 
1.2.1  有区域性地震预警系统和区域概念，说明如果发出警报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5 +2.5 
1.2.2  有专用的地震庇护所    +5    +2.5 
1.2.3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地震风险分析    +5    +2.5 
1.2.4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2  火山喷发    
 2.1  火山喷发危害等级   最高 20 

   最近一次火山喷发已超过20年前或者有已知的严重风险      5      2.5 
   最近一次火山喷发已超过50年前     10      5 
   最近一次火山喷发已超过100年前或者没有过火山喷发     20     10 
      

2.2  火山喷发危害的补偿措施   最高 10 
2.2.1  有区域性火山喷发预警系统和区域概念，说明如果发出警报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5    +2.5 
2.2.2  建筑位于正常情况下不会直接受到火山岩浆和/或岩屑负面影响的地点     +5    +2.5 
2.2.3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2.2.4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3  雪崩    
3.1  雪崩危害等级   最高 20 

   红色等级（雪崩过程中会遭受严重损害的地区）       0     0 
   蓝色等级（罕见雪崩；必须落实结构性措施，危险主要在外部）     5     2.5 
   黄色等级（低危害）    10     5 
   白色（无危害或者可忽略的危害）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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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雪崩补偿措施（对建筑有直接影响）    最高 10 

3.2.1  免受雪崩损害的结构性措施（例如支承结构、雪崩坝、护廊或者其它物理防护）    +5    +2.5 
3.2.2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3.2.3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4  风暴    
4.1  风暴危害等级 

“冬季风暴，危害，50年一遇事件” 
  最高 20 

   > 50       0      0 
   > 25  10 5 
   < 25      20     10 
      

4.2  风暴补偿措施（对建筑有直接影响）   最高 10 
4.2.1  附近没有无植被或水域的巨大开放空间    +5    +2.5 
4.2.2  所有周边建筑，90%不超过四层（因为立面上的风荷载会随高度上升而呈指数增长）    +5    +2.5 
4.2.3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4.2.4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5  洪水    
5.1  洪水危害等级   最高 20 

   非常高（洪水危害，10到50年一遇）      0      0 
   中等（洪水危害，50到100年一遇）      5      2.5 
   低（洪水危害，低于100年一遇）     10      5 
   没有洪水危害     20     10 
     

5.2  洪水补偿措施（对建筑有直接影响）     最高 10 
5.2.1  基于使用要求的洪水防护理念    +5    +2.5 
5.2.2  洪水防护的（临时）结构性措施（例如大坝）    +3    +1.5 
5.2.3  一楼超出50年一遇洪水事件水位线的安全距离（＞15厘米）    +3    +1.5 
5.2.4  扩大项目区域内的滞洪区    +3    +1.5 
5.2.5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5.2.6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6  暴雨    
6.1  暴雨危害等级   最高 20 

  如果本国发布了本地暴雨事件目录，可使用此目录作为评估此指标的参考。评估是

基于暴雨事件（1小时降雨量，毫米）： 
  

   1小时降雨量≥36毫米，或者6小时降雨量≥50毫米（极端天气警告）； 
每10年复发一次 

   10    5 

   1小时降雨量≥32毫米，或者6小时降雨量≥45毫米（严重天气警告）； 
每10年复发一次 

   15    7.5 

   1小时降雨量≥28毫米，或者6小时降雨量≥40毫米 20 10 
   暴雨事件无法归入项目危害地图，因为危害地图不可用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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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暴雨补偿措施（对建筑有直接影响）   最高 10 

6.2.1  有强降雨专家报告，包含基于降雨持续时间和复发间隔（单位：年），提供场地降

水深度和降水率报告（例如根据本地可用的暴雨事件目录） 
+5 +2.5 

6.2.2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6.2.3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7  冰雹    
7.1  冰雹危害等级   最高 20 

  评估是基于本地可用的“冰雹区域”危害地图的分类 
（例如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ESPON）风险地图） 

  

   高危害区      0     0 
   次高危害区      5    2.5 
   中危害区      15     7.5 
   低危害区      20     10 
      

7.2  冰雹补偿措施   最高 10 
7.2.1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7.2.2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8  山体滑坡/地块下沉    
8.1  山体滑坡/地块下沉危害等级   最高 20 

   因为坡度的位置（斜度超过20度）或者位于采矿区域和/或因为土木工程措

施（地下铁道或类似物的建造）造成的危害性 
    0     0 

   没有风险     20    10 
      

8.2  山体滑坡/地块下沉补偿措施（对建筑有直接影响）   最高 10 
8.2.1  土壤条件的分析和评价，让相关地质和矿业主管机构与地质学家合作参与处理地方

知识。必须分析以下主题： 
  

   显示隧道和竖井的地图研究   
   历史隧道的研究   
   地下水位（最高水位）   
   边坡失稳   
   地势、形态、地质层和矿源层的地图审查。   
   检查斜坡位置的水分入渗和土壤渗透   
   作为风险的土壤岩溶作用   +5   +2.5 

8.2.2  结构性保护措施，例如：    
   安装排水系统，不论是在表面还是深入底土（例如排水锚）   
   易发生危险的底土内的预防设施——与湍流和雪崩支护体系类似   
   通过钢筋混凝土结构（例如军用反坦克障碍物）实现移动斜坡的短期稳定性   
   为了防止雨水的进一步渗透，使用防水油布大范围覆盖临界斜坡   

8.2.3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8.2.4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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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台风 / 风暴潮 / 海啸    
9.1  台风 / 风暴潮 / 海啸危害等级 

通过归入“台风/风暴潮/海啸”危害地图 
  最高 20 

   非常高风险     5     2.5 
   中度风险     10     5 
   低风险  20    10 
      

9.2  台风/风暴潮/海啸补偿措施   最高 10 
9.2.1  有区域性台风/风暴潮/海啸预警系统，制定了周边区域理念，说明如果发出警报必须

采取哪些措施 
  +5   +2.5 

9.2.2  周边区域位于正常情况下不会受到台风/风暴潮/海啸直接影响的地点（例如山顶）   +5   +2.5 
9.2.3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9.2.4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10  极端气候    
10.1  极端气候/温度的危害等级，根据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ESPON）地图

或者其他类似的危害地图 
  最高 20 

   高风险     5    2.5 
   中度风险     10     5 
   低风险     20    10 
      

10.2  极端气候补偿措施   最高 10 
10.2.1  缓解极端气候影响的结构性措施   +5   +2.5 
10.2.2  缓解极端气候影响的组织措施   +5   +2.5 
10.2.3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10.2.4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11  森林火灾    
11.1  森林火灾危害等级   最高. 20 

   建筑/区域紧邻地区最近一次森林火灾已超过10年前     5     2.5 
   建筑/区域紧邻地区最近一次森林火灾已超过20年前    10     5 
   区域紧邻地区最近一次森林火灾已超过50年前或者没发生过森林火灾     20     10 
      

11.2  森林火灾补偿措施   最高. 10 
11.2.1  有区域性森林火灾预警系统和区域理念，说明如果发出警报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5   +2.5 
11.2.2  区域位于正常情况下不会直接受到森林火灾影响的地点   +5   +2.5 
11.2.3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2.5 
11.2.4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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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空气质量   
12.1  满足法律要求的空气质量限值  最高 20 

  在周边区域，一年内超过颗粒物质（PM10）和二氧化氮（NO2）限值的超过以下要求：   +最高 10 
   超出PM10限值的情况不超过35天    5 
   未超出PM10限值   10 
     
    +最高 10 
   超出NO2限值的情况不超过18个三小时间隔（超过单小时-每日最大值）    5 
   未超出NO2限值   10 
     

12.2  空气质量补偿措施  最高 10 
12.2.1  周边区域排放水平的积极变化，例如因为立面绿化、创建通风走廊、立面光催化    +5 
12.2.2  已针对建筑执行了风险分析    +5 
12.2.3  已落实风险分析中提出的安全措施    +5 

     
           

13  室外噪音   
13.1  室外噪音水平  最高 20 

  表1、类似的本地噪音防护要求或者具体国家噪音地图中规定的噪音水平。 
评估此指标时考虑最差值（例如地图上的最差值）。 

  

   ＞75分贝（A）（符合表1的噪音水平范围六和七）      0 
   ＜75分贝（A）（符合表1的噪音水平范围四和五）      10 
   ＜65分贝（A）（符合表1的噪音水平范围二和三）      15 
   ＜55分贝（A）（符合表1的噪音水平范围一）      20 
     
  空中交通的减噪因素：记录飞机噪音，并在欧洲环境噪音地图中绘制（欧盟指令

2002/49/EC）。出于此标准目的，可使用这些噪音地图或者其他类似的非欧盟国家本

地地图。分数分配及相关的保护区降级是基于国家规定的噪音保护区。出于此目的，

必须就空中交通造成的噪音污染，对建筑及其周边区域的位置进行审查和分类。 
 

  

行列 1 2 3 4 5 

 噪音水平范围 相关外部噪音  
水平 

房间类型 

医院和疗养院（休养所）内

的卧室 
公寓内的公用房间、住宿

地点的过夜房间、教室及

类似房间 

办公室1) 及类似

房间 

外部建筑构件噪音要求 R’W,RES ，单位  DB 

1 一 up to 55 35 30 - 
2 二 56 up to 60 35 30 30 
3 三 61 up to 65 40 35 30 
4 四 66 up to 70 45 40 35 
5 五 71 up to 75 50 45 40 
6 六 76 up to 80 2) 50 45 
7 七 > 80 2) 2) 50 

1) 针对对室内噪音水平只有轻微贡献、为了执行室内活动而运行的房间外部建筑构件，不适用该等要求。 
2) 这里确定的要求会根据本地条件发生变化。 

  表1 - 外部建筑构件空气隔音最低要求——来源：德国DIN 4109-89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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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室外噪音污染补偿措施  最高 10 
13.2.1  建筑朝向/位置，以将室内和室外公共区域的噪音水平降至最低（形成噪音防护）    +5 
13.2.2  已制定融合噪音防护的楼面布置图，以便在不采取主动措施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要求的

室内噪音水平 
   +5 

13.2.3  已针对规划建筑和室外区域制定专家报告；已落实优化措施    +5 
13.2.4  已落实专家报告中提出的优化措施    +5 

    
13.3  由于航空交通噪声而需要进行的分值减扣： 

注意：Lden = 环境噪音指令EU 2002/49/EC中的总体噪音指标（或者昼-夜噪音指标） 
指标13.1 和13.2 

的减分 
   噪音防护区1：Lden 高于75分贝（A）。通常不应该在保护区1内建造任何需要保

护的新公寓或设施。 
  - 75% 

   噪音防护区2：Lden 67-75分贝（A）。保护区2内不可以建造任何需要保护的设施，

例如学校、医院等。公寓必须满足特殊的隔音要求，但因为隔音仅适用于内部，

而外部仍然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它们仍然会受到严重的噪音损害。 

  - 50% 

   噪音防护区3：Lden 62-67分贝（A）。保护区3对应商业区道路及轨道交通的限值。 - 20% 

     
           

14  氡   
14.1  基于相关本地标准，确定室内空气中的氡浓度。 

注意：也可以考虑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辐射项目（IRP）中列出的限值Q2 a/b。 
 最高 10 

   精确评价土壤和空气中的氡浓度      +5 
   如果氡浓度超过100 Bq/m³，则必须在建筑内执行适当的补救措施以防止或显著

干扰氡从土壤中的渗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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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指标1到12确定的环境风险是需报告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根据评估（指标1-12）对环境风险进行分类 [-]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城区认证体系：指标1-11对应城市区域、商业区域和工业园区认证中的标准ENV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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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对于公司、市政和/或用户，可以实现以下福利： 
 提高区域内居民和用户抵御自然灾害的安全性 
 避免自然灾害的后续成本（例如临时防洪坝、技术转换、建筑和/或基础设施的拆除） 
 建筑、流通区域和开放空间的价值稳定 

 
 
二．附加说明 

过去几年间，全世界自然灾害的数量急剧增长（见图1）。 
这些灾害给社会、经济和生态带来了难以量化的巨大影响。 
 

 

 
图1.1980到2009年之间全世界自然灾害的数量，含趋势线；来源：我们根据慕尼黑再保险（Munich RE）：“极端天气，

气候变化，坎昆2010年电子媒体地图[Wetterextreme, Klimawandel, Cancun 2010 Elektronische Pressemappe]”自行绘

制的图表,截至2010年11月2日 
 
因为宜居土地的有限可用性，未来难以完全避免将定居地拓展到会受特定危害影响的区域。有鉴于此，必须落实组织和

结构性措施以保护该等区域内居民。 
 
注意：某些SITE1.1指标的评估是基于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ESPON）提供的相应风险地图。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

地图可在线下载（参见“文献”）。 
 
针对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地图未涵盖的国家，要求由审计师找出替代的风险数据源。在就已经存在的替代信息源咨询

过DGNB之后，同意替代数据不再使用某些风险类别。必须重新校准检查表的要点以适应替代信息源中的不同数量的风

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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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 

出于评估的目的，分析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对于某些自然灾害，补偿措施可能获得分数。 
基于以下指标评估标准： 
 

(1)  环境风险 1 – 最相关：系数 x 1.0 
   

(2)  环境风险 2 – 第二相关：系数 x 1.0 
   

(3)  环境风险 3 – third most relevant: Factor x 0.5 
 
在初步阶段，必须（通过范围界定）确定建筑所在区域下列自然环境风险的区域相关性。出于此目的，必须基于描述的

方法，确定三个最相关的环境风险。必须解释所做出的选择。此方法的目的是减少涉及的工作量（例如评估低地雪崩的

风险、远离任何水体的洪水风险或者暴雨事件风险）。考虑以下环境风险： 
 
指标1：地震 
 
地震指的是可测量的地面震动。严重的地震可能摧毁房屋、建筑及其他结构体，引起海啸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和动物的

死亡。可以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发布的地震危害地图（参见图2）。如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用

该等地图。 
 
 
欧洲地震烈度表

（EMS） 强度的定义 最大影响的描述 

           

0–5 
不可察觉 –  

高度可察觉 
建筑和悬挂物体显著摇摆，没有物体偏离自己的原始位置 

      

5–6 
高度可察觉 –  

建筑受轻微损坏 

状况不良的建筑遭受轻微损坏  

（例如墙面出现裂纹、抹灰区域脱落） 

      

6–7 建筑受中度损坏 
坚固的建筑遭受中度损坏 

（例如墙面出现小裂纹、抹灰区域脱落、烟囱碎片脱落） 

      

7–8 建筑受严重损坏 
普通的建筑遭受严重损坏 

（例如山形墙和屋顶飞檐部分倒塌） 

      

> 8 建筑被毁坏 
普通的或坚固的结构体出现重大损坏  

（例如承重建筑构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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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震危害潜力地图，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 
 
 
指标2：火山喷发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火山喷发构成了严重的环境风险。基于距离最近一次火山喷发的时长，评价受到火山喷发影响的风

险。在欧洲，可以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发布的火山危害地图评价风险。如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

用该等地图。 
 
 
指标3：雪崩 
 
雪崩的定义是大量积雪或冰脱离山坡，向下滑落或者冲入山谷。导致严重伤亡及资产和环境损害的雪崩被归类为自然灾

害。在阿尔卑斯山麓，雪崩的风险尤其高（参见图3）。评估评价危害等级一级已落实的雪崩防护措施。基于相关市政

当局最新发布的区域雪崩危害地图（综合发生的强度和可能性）确定危害等级，包括0类（无风险，白色）、1类（低风

险，黄色）、2类（偶发风险，蓝色）到3类（巨大风险，红色）。一般说来，应使用详细的本地雪崩地区执行评估。如

果没有此类地图，可以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的雪崩危害地图（参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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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发生的可能性（左）——来源：瑞士行政区火灾保险公司协会指南：本地重力自然灾害防护[VKF Wegleitung 
Objektschutz gegen gravitative Naturgefahren]。雪崩危害地图（右）——来源：环境部指导方针：在土地使用相关活

动的背景下考虑雪崩风险 [Bundesamt für Umwelt: Richtlinien zur Berücksichtigung der Lawinengefahr bei 
raumwirksamen Tätigkeiten]前联邦林业局和联邦冰雪及雪崩研究所[Bundesamt für Forstwesen und Eidg. Institut für 
Schneeund Lawinenforschung]，伯尔尼，1984。 
 
 
等级划分 风险描述  

           
白色 无风险或者风险可忽略 

      
黄色 低风险 

      
蓝色 罕见/中等危害雪崩 

（必须落实结构性措施，风险主要发生在室外，因此建筑许可要与条件挂钩，必须向居民提供疏散计划） 
           

红色 极度（高/非常高）易受影响区域（雪崩后预期可能发生建筑损毁。红色区域内不能规划任何新的建造区。

此外，不能建造或者扩建任何建筑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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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雪崩危害风险地图，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 
 
 
指标4：风暴 
 
风暴的定义是速度达到至少20.8米/秒（74.9千米/小时）或者蒲福风级9级的风。风暴的直接损害主要影响屋顶覆盖物以

及可能被风吹走的其他物体；在高森林覆盖率区域，也可能造成损害，因为树木会被吹断或连根拔起。也可能由严重的

间接损害，例如，沙暴中沙尘在农业用地上的沉积或者冰雹造成的损害。 
评估评价的是风暴损害的风险以及已落实的提高风暴防护的措施。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发布的风暴危害地图（参

见图5）确定风暴损害风险。如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用该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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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风暴危害地图，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 
 
 
平均风速 定义 最大影响的描述 

           
21–24 m/s 普通风暴 轻微房屋损坏（屋顶瓦片松动） 

      
           

25–28 m/s 重大风暴 风吹断树木，严重房屋损坏 

      
           

29–32 m/s 剧烈风暴 风将树木连根拔起，大面积广布的风暴损害 

      
           

> 33 m/s 飓风 重大毁坏 

      
 
 
指标5：洪水 
 
洪水一般是自然事件。当它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时，就被归类为灾难（洪灾）。土地使用越密集，遭受洪水风险的区域就

越大。尽管几百年来，防洪措施不断发展改进，但土地的密集使用还是提高了洪水的威胁。评估评价洪水风险以及已落

实的防洪措施。基于相关德国联邦州的洪水危害地图，确定洪水风险。地图上显示四种洪水情景：高洪水泛滥可能性

（HQ10-50）、中度洪水泛滥可能性（HQ100）、防洪工程部分失效的极端事件（HQ200）和无洪水泛滥风险。 
原则上，应使用本地详细洪水地图执行评估（参见图6中的范例）。如果没有此类地图，可以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

络的数据库（洪水重现地图，会提高洪水风险的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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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巴登-符腾堡洪水风险地图摘录；来源：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环境、计量和自然保护研究所[Landesanstalt für Umwelt, 
Messungen und Naturschutz Baden-Württemberg]土地使用信息和规划系统[Räumlichen Informationsund Planungs-
system（RIPS）]的数据；2017年9月14日。链接：http://www.lubw.baden-wuerttemberg.de。了解基本数据：“基本地理

数据[Geobasisdaten]：©巴登-符腾堡州地理信息和土地开发办公室[Landesamt für Geoinformation und Landentwick-
lung Baden-Württemberg (LGL)]”,www.lgl-bw.de，参考：2851.9-1/19” 
 
 
指标6：暴雨 
 
当雨水不再渗入土地，或者当雨水量太大导致排水系统或者水体无法容纳及排出时，暴雨事件就会导致骤发洪水或者大

洪水。这一点会受到地块所在区域地势、覆土因素、已落实的任何雨水保留系统以及排水系统尺寸的影响（可使用适当

的补偿措施抵消暴雨的影响）。 
 
尤其是以下因素在此方面有负面影响： 
 

 临近道路或土地地表径流引起的地块风险 
 地面入口或露台 
 路面、车道、停车空间与建筑呈一定倾斜度 
 水可能从临近道路流入地下车库 

 
应使用本地详细洪水地图执行评估（参见图7中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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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德国气象服务局（KOSTRA-DWD）2010R（更新的数据集）的一小时（左）和六小时（右）以及10年重现期协调

暴雨区域化与分析。来源：德国天气服务局——水文气象部 [ Deutscher Wetterdienst（DWD）] 
 
 
指标7：冰雹 
 
目前，关于冰雹等小规模极端天气事件，没有充分的信息。在欧洲，可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的极端降水（暴雨和

冰雹）地图评价风险。如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用该等地图。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区位质量 Site quality 
SITE1.1 /当地的环境风险评估 
附件 

 

© DGNB GmbH  604 

 

图8. 低-高冰雹区。来源：德国联邦民防及在灾难援助办事处（BBK https://www.bbk.bund.de/SharedDocs/Bilderstrec
ken/BBK/DE/2017/Sturmsicher_bei_Unwetter/PM_Sturmsicher_bei_Unwetter.html 
 
 

 

图9. 1951-2010年期间已观察到的平均潜在冰雹指数（PHI）的年度中值和趋势——来源：基于冰雹回归模型（Mohr、
Kunz和Geyer，2015）和NCEP-NCAR的再分析数据（Kalnay等人，1996） https://www.eea.europa.eu/data-and-ma
ps/indicators/hail/assessment  

https://www.bbk.bund.de/SharedDocs/Bilderstrecken/BBK/DE/2017/Sturmsicher_bei_Unwetter/PM_Sturmsicher_bei_Unwetter.html
https://www.bbk.bund.de/SharedDocs/Bilderstrecken/BBK/DE/2017/Sturmsicher_bei_Unwetter/PM_Sturmsicher_bei_Unwetter.html
https://www.eea.europa.eu/data-and-maps/indicators/hail/assessment
https://www.eea.europa.eu/data-and-maps/indicators/hail/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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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冰雹频率预测——来源：基于过冲云顶探测及ERA INTERIM（欧洲气象中心资料）再分析的组合对全欧洲冰雹频

率的预测。作者：H. J. Punge、K. M. Bedka、M. Kunz和A. Reinbold 
 
指标8：山体滑坡/下沉 
 
山体滑坡指的是通常由强降水（长时间下雨或暴雨）触发的大量泥土和岩石的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之前彼此结合的土

层之间出现水渗透。 
评估风险（例如因为过去的采矿作业、斜坡位置或者土木工程措施）及补偿措施。可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的山体

滑坡危害地图，确定山体滑坡/下沉问题是否与区域相关。如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用该等地图。 
 
 
指标9：风暴潮/海啸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海啸和风暴潮构成了严重的环境风险。 
通过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发布的危害地图（海啸危害地图、风暴潮危害地图），在欧洲评估受到海啸和/或风暴潮影响

的风险。如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用该等地图。 
 
 
指标10：极端气候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极端气候（热潮/寒潮）构成了严重的环境风险。通过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发布的极端温度危害地

图，在欧洲评估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的风险。如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用该等地图。 
 
 
指标11：森林火灾 
 
因为干旱期的不断延长，森林火灾的风险越来越高。基于距离最近一次森林火灾的时长，评价受到森林火灾影响的风险。

在欧洲，可以使用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发布的风险地图（野火危害地图、影响森林火灾的干旱期时长）评价风险。如

果有更详细的危害地图，通常也可以使用该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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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12：空气质量 
 
针对作为主要污染源的交通，评估场地的空气质量。出于此目的，执行测量以确定场地的颗粒物质（PM10）和二氧化

氮（NO2）水平是否符合法定限值。规划的建筑也不得将周边区域的排放水平提高到预期会超过限值的程度。 
 

(1)  基于表2中规定的限值，评价初始状况。 
(2)  规划带来的空气质量的提升——使用排放预测进行评估。在评估部分更详细地描述程序。 

 
 
空气污染物 [µG/M³] 描述 

           
颗粒物 PM10 

年平均值 
20 出于保护人类健康目的，在一个日历年内的平均排放限值 

      
           

颗粒物 PM10 

日平均值 
50 

出于保护人类健康目的，在24小时内的平均排放限值，每个日历年允许有35次

超出限值的情况 

 
      
           

二氧化氮 NO2  

年平均值 
40 出于保护人类健康目的，在一个日历年内的平均排放限值 

      
           

二氧化氮 NO2  

一小时最大值 
200 每个日历年允许有18次超出限值的情况 

      
           

表2. 颗粒物质（PM10）和二氧化氮（NO2）的限值——来源：德国联邦第三十九污染控制条例（39. BImSchV） 
 
评估颗粒物质时，也可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公众可获取的表格（例如 http://www.who.int/quantifying_ehi
mpacts/global/source_apport/en/ ）。评估PM10值时，审计师必须选择最接近项目场地的国家和城市，根据相关颗粒

物质数值分配检查表要点。 
 
 
指标12补偿措施：空气质量 
 
改善立面或者建筑室外区域空气质量的积极措施将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当能够提供明确的证据，例如以测量的形式，

证明相关措施直接带来了空气质量的改善时，可以授予分数。改善空气质量的措施包括里面的绿化和光催化剂涂层等。 
 
 
指标13：室外噪音 
 
室外噪音由建筑周围区域噪音源的组合构成：来自道路交通、工商业以及轨道和空中交通的噪音。出于计算和计分的目

的，使用表明物业噪音暴露水平的噪音水平地图或测量。基于此标准表1中的“相关室外噪音水平”（外部建筑构件的空气

声隔音要求），对数值进行分类。用于评估的噪音水平应该是地块上最差的噪音水平。 
 
如果相关区域本身就非常嘈杂，落实补偿措施可能大幅改善此种情况。落实以下要点将在评估中得到积极反映。 
 
 

http://www.who.int/quantifying_ehimpacts/global/source_apport/en/
http://www.who.int/quantifying_ehimpacts/global/source_app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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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选项： 
 远离噪音源 
 整合内在屏蔽作用的设计 
 天然屏蔽措施（土路堤等）的使用 
 更小的建筑孔径以及暴露于噪音源的开口（车道、庭院开口、窗户、凉廊等） 
 其他被动屏蔽措施（隔音屏障、挡板等） 
 巧妙配置的平面布置图 

 
 
指标14：氡 
 
氡从土壤中渗出，透过基础底板和墙壁上的裂纹和孔洞或者电缆和管道进入建筑。如果建筑没有充分的通风，氡可能累

积，例如在建筑的地下室，后续楼层的浓度逐步下降。与大多数化学污染物不同，氡无法被嗅出或品尝出；因此，要知

道建筑内是否有氡以及有多少氡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测量它。 
 

 

图11. 1米深处土壤空气中氡浓度概况——来源：德国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Bundesamt für Strahlenschutz] 
 
如果建筑区域的氡浓度超过100贝克勒尔/立方米，则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该等措施的范围取决于超出此数值的程度。

首先应该尝试简单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没有实现期望的目标，则必须考虑更加广泛的程序。其中可能包括建筑变更；因

此，必须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规划和执行。 
补救措施的范例如下文列示： 
 

 简单措施 
- 在每一楼层，包括地下室，每天多次打开对向的窗户，空气通风五到十分钟 
- 密封所有供应和污水管线以及地下室和后续楼层之间的小裂缝和门。 
- 例如，安装通风设备创造微真空或压力上升，或者通过未使用的烟道通风 

 
 扩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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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地下室与后续楼层充分封离，例如，通过安装特定的密封门 
- 使用箔或者可以防止氡渗透的其他材料密封地板、墙壁和天花板 
- 安装通风系统，提高空气交换率 
- 在地基下方安装氡井或者铺设排水系统以排除含氡空气 

 
补偿措施-所有指标 
 
对于某些环境风险，可能考虑补偿措施。“评估”章节描述了可能的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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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描述       编号 

将落实措施的可靠意图声明/评估评价  A 
           
           
已落实措施/理念的简要说明、照片/规划，如果必要，在总体规划中绘制出来  B 
           
           
项目设计  C 
           
           
风险地图和评估中项目区域的本地化  D 
           
           
合格专家或者公共机构做出的声明，说明场地是否收到特定风险的影响  E 
           
           
           
           
环境风险 / 补偿措施 预认证需要提交的文件 认证需要提交的文件 

1. 地震 A, B, D B, D 
           
           
2. 火山喷发 A, B, D B, (D), E 
           
           
3. 雪崩 A, B, D B, D 
           
           
4. 风暴 A, B, C, D B, C, D 
           
           
5. 洪水 A, B, D B, D 
           
           
6. 暴雨 A, B, D B, D 
           
           
7. 冰雹 A, B, D B, D 
           
           
8. 山体滑坡 / 下沉 A, B, D B, (D), E 
           
           
9. 台风 / 风暴潮 / 海啸 A, B, D B, D 或 E 
           
           
10. 极端气候 A, B, D B, D 或 E 
           
           
11. 森林火灾 A, B, D B, D 或 E 
           
           
12. 空气质量 A, D  
           
           
13. 室外噪声 B, D  
           
           
14. 氡污染 B, D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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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ESPON）发布的风险地图：www.espon.eu.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环境噪声指令EU 2002/49/EC：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2L0049&from=EN  
 外部空气质量（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某些范例）： 

o https://gateway.euro.who.int/en/indicators/enhis_24-population-weighted-annual-mean-pm10-in- 
cities/visualizations/#id=21390 

o https://gateway.euro.who.int/en/indicators/enhis_24-population-weighted-annual-mean-pm10-in- 
cities/visualizations/#id=21390&tab=table 

o http://www.who.int/airpollution/data/AAP_database_summary_results_2018_final2.pdf?ua=1 
o http://www.who.int/airpollution/data/cities/en/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辐射项目（IRP）
http://www.who.int/ionizing_radiation/env/radon/IRP_Survey_on_Radon.pdf  

 更健康的家庭：但该如何做？：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publikation/long/3085.pdf  
 氡是什么？：http://www.bfs.de/EN/topics/ion/environment/radon/introduction/introduction.htm     

 
 

 

http://www.espon.eu/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2L0049&from=EN
http://www.who.int/airpollution/data/cities/en/
http://www.who.int/ionizing_radiation/env/radon/IRP_Survey_on_Radon.pdf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publikation/long/3085.pdf
http://www.bfs.de/EN/topics/ion/environment/radon/introduction/introdu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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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1.2 

项目对社区形象的提升 

 
目的 

此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建筑推动地区的发展，对社区形象产生积极影响。 
 
 
成效 

地点的形象对用户及访客对建筑及其周边区域的接受度、建筑在区域内扮演建设性角色的能力有巨大影响。因此，尤其

是在建筑的经济和社会质量方面，一定不能只是满足功能要求，还必须传递积极的形象。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8.2 多元化、创新和升级以提高经济生产力   
    

  中  8.3 推进支持就业岗位创造和成长型企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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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建筑的建造地点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象会受到各种不同影响。这些因素始终是关注的焦点。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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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评估项目区位地点的分析结果、建筑对地点或区域的定性影响、发挥协同效应的潜力以及建筑是否会推动本地发展/成为

游览胜地。在此标准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分数是100分。 
 
 

编号  指标        分值 

           

1  区位分析    
1.1  区位分类与评估   最高 15 

  详尽论述的专家评估，评估公众对地点的认知是否能够实现规划项目的可持续使用，或

者是否会造成与此目标的偏离。 
  

      
   具有中性形象、在区域内居于次要位置的地点；影响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对于

预期用途/建筑场所影响有可接受的形象，此种形象是中性且多用途的。 
 
 

    5 

     
   地点有积极的本地影响和/或整体处于区域内的暴露位置：因为在区域内所处的

位置，形成的建筑/地点的积极形象是高质量建筑和使用的基础。 
    10 

     
   地点在区域/国家范围内有积极影响；或者/此外：作为地标，处于理想位置：在

预期用途/建筑方面有非常积极的形象。地点因其位置或历史而具有特殊意义。 
    15 

           
           

2  形象和区位价值提升    
 2.1  建筑对地点或区域的影响   最高 15 

     
   建筑有中性形象；影响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对区域有可接受的形象。建筑及其

使用适合现有结构。 
      5 

     
   建筑有积极的本地影响：对区域有积极的形象。建筑及其使用通过独特的影响

和特性加强区域；建筑具有区域拉动力。 
    10 

     
   地点在区域/国家范围内有积极影响；对区域有非常积极的形象。 

建筑及其使用让区域成为理想区域。因为使用或建筑而具有国家拉动力。 
 

 15   

           

3  潜在的协同效应    
 3.1  因为聚集而产生的潜在协同效应   最高 40 

     
   具有中性、综合用途及对周边区域影响的建筑      5 
     
   建筑/使用在技术或经济、使用或社会层面上至少产生两种协同效应，形成对消

费者和用户极具吸引力的集群配置，让消费者和用户因此与相关公司甚至竞争

对手有密切关联。 

 
 

  10 

     
   建筑/使用在技术或经济、使用或社会层面上至少产生三种协同效应，形成对消

费者和用户极具吸引力的集群配置，让消费者和用户因此与相关公司甚至竞争

对手有密切关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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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每一种附加协同效应    +10 
  实例：   
   技术：智能电网   
   经济：供应商、售后，对其他使用或者其他公司等具有吸引力   
   混合/使用：超级市场、办公、商业、共生关系（例如学院——

酒店、商业园——寄宿公寓） 
  

   社会：日间托儿所、休闲（餐厅、健身等）   
     

           

4  宣扬效果 / 吸引力    
4.1  使用带来的宣扬效果     15 

  为区域带来了新用途/新建筑，为地区增添了独特的特征/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和/或吸

引新的用途/雇主/休闲胜地（例如奥特莱斯中心、体验等） 
  

     
4.2  空间和设计方面带来的宣扬效果   15 

  建筑/作为独特建造项目的使用让区域成为理想区域，“刺激”区域（例如柏林的50赫兹建

筑），或者成为区域命名来源的建筑/使用。 
    

     
Re 4.  创新领域   同 4 

  说明：如果此建筑在上文定义范围之外，给区域/地点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宣

扬效果，也可以得到分数。比如，其中可能包括建筑或土木工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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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指标3中确定的协同效应是需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在周边区域存在协同效应 是 / 否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指标 1 和 2 对应城市区域和商业区域认证中标准 ECO2.4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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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具有积极形象和多种用途、促进公众交流和社区感又反过来提高大众接受度的建筑。地点的形象取决于其用途；但是，

地点的形象也会影响到其后续使用。积极形象在确保建筑被其用户和访客长期接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附加说明 

根据建筑及其周边区域的形象和状态刻划其特征，根据其对区域的（社会、生态和经济）影响进行评估。 
 
 
三．方法 

指标1：区位分析 
此处最好对周边区域进行分析。首先，必须考虑物业在区域（500米半径）内的位置（从次要到暴露）。其次，必须对

周边区域执行使用方面的分析；其中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整合的证据 
 附加用途 
 给区位带来新的刺激（总部、优秀的购物设施、艺术和文化设施等） 

 
 
指标2：形象和区位价值提升 
此处的焦点在于作为公众认知一部分的反应。针对建筑和/或其用户与地点之间的关联，可以使用相关的专业杂志出版物

和媒体文章（最佳状况情景：区域以用户命名或者区域以用户的名称识别）。 
 
 
指标3：潜在的协同效应 
可能在多个层面上产生协同效应。可能的范例： 
 

 通过物质循环的方式（例如化工行业商业园：企业整合到物质循环中）。 
 没有食堂的办公楼（员工使用临近建筑内的食堂或者鼓励餐馆/三明治店搬入区域）。 
 办公楼使用附近企业的废热进行内部供热。 

  
 
指标4：宣扬效果 / 吸引力 
使用此指标向高吸引力建筑以及影响超出区域范围的用途授予分数。可能的范例： 
 

 作为“朝圣地”的建筑/用途，提供文档证明来自建筑、工程、生态、产品领域的相关方每个月

至少有15次旅行。 
 具有吸引力、更远处没有的购物设施。 

一般信息： 
如果待评估建筑对现有地点有积极影响，这一点应该在分析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当存在相关物品的情况下，应按照要求

出具下文列出的文档。必须证明与项目的明确关系。取决于地点，可能存在不同的协同效应。必须提供明确的证明，证

明已满足指标4.2中的方面“建筑/作为独特建造项目的使用让区域成为理想区域和‘刺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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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所使用的数据必

须是最新数据，或者如果使用了相对老旧的文件/内容，则必须证明该等文件/内容继续适用。 
 
 
指标1：区位分析 
定义建筑规范的书面文本和图纸的摘录，其中明确包含以下信息：详尽论述的专家评估，评估公众对地点的认知是否能

够实现规划项目的可持续使用，或者是否会造成与此目标的偏离。 
 
就以下方面对周边区域执行的分析： 
 

 物业在区域内的位置（半径大约500米） 
 区域内的使用（半径大约500米） 
 建筑相对周边区域的位置 
 与建筑功能、用途和可及性相关的信息 

 
 
指标2：形象和区位价值提升 
根据建筑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刻划建筑的特征。可使用反映公众认知的媒体文章、照片、平面图等进行分类。 
 
 
指标3：潜在的协同效应 
通过文档证明用途会产生构成集群配置的附加协同效应。协同效应的描述和说明。 
 

 
指标4：宣扬效果 / 吸引力 
以下方面的描述和说明： 
 

 构成区域的独特特征 
 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和/或 
 新用途/雇主/休闲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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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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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1.3 

交通连接 

 
目的 

此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各种形式向建筑用户推广可持续交通，确保创设可持续性交通基础设施。 
 
 
成效 

可持续、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允许用户选择最适当的交通方式满足个人需求。如果提供了多种交通方式的准备，可假设会

减少机动化私人交通的使用量，从而减少相关的污染量及其他负面影响。此外，用户对地点和建筑的满意度会提升；可

负担得起的交通方式会扩张；鼓励更多人选择健康、积极的出行方式，例如步行和骑行。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3.4 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提升心理健康   3.2.a/b 空气污染 

  高  3.9 减少危险化学品和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   11.2.b 移动性 

  9.1 开发具有可持续性、弹性和包容性的基础设施   13.1.a 气候保护 

   9.4 对所有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可持续性升级     

  10.2 推动普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包容性     

  11.2 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交通系统     

  11.6 减少城市的环境影响     

  11.7 提供进入安全、包容性绿色及公共空间的通道     
          

   
 11.b 落实包容、能效和灾难风险降低政策   
 13.2 在政策和规划中整合气候变化措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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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移动性目前正在经历巨大变革（例如电动车）。正在监督及仔细考量目前及未来的发展。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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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出行本质上与建筑及其基础设施息息相关，不论是作为起点还是重点。出于易于前往的位置之外，主要顾虑之一就是使

用替代交通方式的交通枢纽的质量。使用定性-定量方法评估机动化私人交通、公共交通、骑行者、行人交通和公交车站

的无障碍设计等指标的接近性和类型。使用创新领域指标，可以实现创新的移动性要素。因此，可获得的分数加起来会

超过100分；但是，总计可获得的分数不得超过100分。取决于用途，可相应地使用指标的内容。 
 
 

编号  指标        分值 

           

1  机动化的私人交通   
1.1  周边区域：  最高 15 

   通向主干道     +5 
   通向公路     +5 
   通向主要道路     +5 
     

1.2  建筑相关   
  分配到建筑的停车空间整合到更高层面的停车理念中    10 

           
           

2  公共交通   
 2.1  车站   

  直线半径距离 350 米     5 
     

2.2  通向最接近的火车站  最高 5 
     ≤ 20 分钟      1 
   ≤ 15 分钟     2.5 
   ≤ 10 分钟      5 
     

2.3  公共交通频率  最高 5 
   最多每15分钟      1 
   最多每10分钟     2.5 
   最多每5分钟      5 
     

2.4  建筑相关  最高 10 
   获取旅客信息（永久通知或者数字显示）     +5 
   展示周边区域的地图，表明公交站的位置以及几分钟可以走到； 

或者，提供路标。 
    +5 

     
           

3  骑行交通   
3.1  自行车道（500米）  最高 5 

   与车辆交通部分混合     2.5 
   未与车辆交通/共享空间或者自行车道混合      5 
     

3.2  通道  最高 5 
   地区级通道和连续性     2.5 
   国家级通道（＞10千米）和连续性      5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区位质量 Site quality 

SITE1.3 / 交通连接 
评估 

 

© DGNB GmbH  622 

     
3.3  建筑相关   

  物业边界内直接接入建筑/停车设施的通道道路     5 
     

           

4  步行交通   
4.1  人行通道网络（距离主入口350米半径内）  2–5 

   最多覆盖50%的步行可能性      2 
   覆盖80%以上的步行可能性      3 

     覆盖所有步行可能性      5 
     

4.2  十字路口人行横道  3–5 
   至少80%的路径可直接横穿      3 
   可直接横穿，没有任何限制      5 
     

4.3  标识  最高 5 
   大量标识      3 
   大量标识和大量导航地图      5 
     

           

5  无障碍车站设计   
5.1  到临近公共交通车站的无障碍通道  5–10 

  高度差和间隙≤3 厘米，标示进入点，防风雨   
   覆盖多达80%的进入点      5 
   覆盖所有进入点     10 
     

5.2  进入建筑及周边区域路径的无障碍设计   
  无视野障碍、触觉导向元素、短暂下坡、骑行车不可横穿的区域    10 
     
     

Re 1–5  创新领域 
 

  如 1–5 

  说明：评估审查是否针对建筑的具体情况引进了创新的移动性元素，以为交通通道和

移动性基础设施方面的困难做出补偿。如果为建筑用户提供了班车、企业自行车或企

业交通票等附加移动要素，或者有可达成同样目标的其他有效方式（例如基于区域的

移动管理、企业移动管理、汽车和自行车共享及其在公共交通网络中的融合、周边公

共交通网络的创新发展）可供建筑用户选择，则可根据评估方案指标 1-5 授予分数。 
 

 

   针对每一创新的移动性要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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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下文所列要素是需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s）。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接入机动化私人交通道路的通道数量 [数量]       

           
KPI 2  临近公共交通站（＜350米）、车站（＜10分钟）的数量 [数量]       

           
KPI 3  临近自行车道的数量（＜500米） [数量]       

           
KPI 4  覆盖所有步行可能性的临近人行通道网络的数量 [数量]       

           
KPI 5  完全无障碍的公共交通站 是 / 否       

           
KPI 6  创新移动性要素的数量 [数量]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 城区认证体系：指标1-4和6与城市区域和商业区域认证标准TEC3.1和TEC3.2（机动/非机动交

通的移动基础设施）的内容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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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目的是通过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保护资源、提高用户舒适度。 
因此，对于公司、市政和/或用户，可以实现以下福利： 
 

 便于每个人进入，不限于特定交通方式 
 提高环境质量，即降低个人机动化交通的环境影响 
 更好的生活质量 
 提高可及性，尤其是针对步行者和骑行者，以及移动性受限的道路使用者 

 
 
二．附加说明 

移动性目前是一个重要的场地因素。存在不同的交通方式，在将其整合到交通网络中时优先考虑时间效率和便捷性，会

带来建筑用户的高接受度和高使用度。 
 
移动性理念的定义是机动及非机动交通的综合方式，目的是从设计阶段到落实阶段一直到使用阶段，向机动和非机动交

通赋予同等的优先性。 
 
 
三．方法 

移动基础设施（连同TEC3.1）支持电动车及车辆共享设施以及鼓励骑行和行人交通的措施。 
 
指标1：机动化的私人交通 

 建筑必须有机动化私人交通的通道；道路类型取决于地点和方案。也必须为员工、访客和其他用户提供停

车空间。如果分配到建筑的停车空间整合到了更高层面的停车理念中，则是有利的。 
 
指标2：公共交通 

 在场地容易到达的区域内有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且提供固定间隔的（不同形式的）交通服务，可确保建

筑的可及性，且意味着可以减少采取机动化私人交通方式抵达建筑的人数。 
 通过评估乘客信息的可及性、路径安排和路标设置，评估建筑的贡献。 

 
指标3：骑行交通 

 情况与自行车道网络类似：应该允许区域之外的骑行者进入，与车辆交通彼此分离，且尽可能具有连续性。 
 基于进入道路评估建筑的贡献：评估审查是否有便于一路骑行、直接进入建筑/自行车停放设施的通道。 

 
指标4：行人交通 

 移动基础设施要素的设计应鼓励人们步行出行。其中包括充分发展的人行通道网络、（可能的情况下）采

用最直接路线安全横穿的可能性以及方向路标。 
 

指标5：无障碍公交车站设计 
 针对临近的公共交通站以及进入建筑和建筑紧邻区域的道路，采用无障碍设计，确保每个人都能方便地进

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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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描述       编号 

           
总体规划中（已规划）车站的证明文档，绘制出距离，并在必要时提供照片  A 
           
           
各车站和路线服务频率的描述和计算；必须通过适当的文件（例如时间表）证明服务频率；或者，

交通公司/运营商提供的关于规划服务频率的文件 
 B 

           
           
总体规划中车站的证明文档，提供证明各车站质量的有意义的照片  C 
           
           
含相关要素描述的总平面图  D 
           
           
展示道路和街道的规划区域的总体规划  E 
           
           
通过适当的规划文件证明  F 
           
           
以照片文档、总平面图上的明确呈现证明  G 
           
           
交通公司/运营商提供的关于规划服务的文件  H 
           
           
以设施管理人提供的截屏、打印输出或者书面确认函的形式提供的证明  I 
           
           
含路径安排和标志位置的总体规划；如必要，落实措施的照片文档  K 
           
           
以适当文件形式（例如规划、照片文档等）提供的标志的证明文档  L 
           
           
公共交通旅行次数或者出行次数的粗略估计  M 
           
           
时间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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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预认证需要提交的文件 认证需要提交的文件 

1. 机动化的私人交通 D, E D, E 
           
           
2. 公共交通 A, B, C A, B, C, G, H, I, M, N 
           
           
3. 骑行交通 D, E, F, K D, E, F, K 
           
           
4. 步行交通 D, E, F, K, L D, E, F, K, L 
           
           
5. 无障碍车站设计 F, G F, G 
           
           
 创新领域（创新的移动性要素） F, G F, G 
           
           
 
 
 
  



DGNB 认证体系 – 新建建筑标准集 
2020 国际版 中文 

 区位质量 Site quality 
SITE1.3 / 交通连接 
附件 

 

© DGNB GmbH  627 

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EN 13816.本地公共交通质量标准。柏林：博伊特出版社（Beuth publisher），2002年7月

https://de.scribd.com/document/324645289/En-13816-Standard-Service-Quality-Definition-Targeting-
and-Measurement  

 骑行理念集合2012，丹麦骑行大使馆，2012。http://www.cycling-embassy.dk/wp- 
content/uploads/2013/12/Collection-of-Cycle-Concepts-2012.pdf   

 

https://de.scribd.com/document/324645289/En-13816-Standard-Service-Quality-Definition-Targeting-and-Measurement
https://de.scribd.com/document/324645289/En-13816-Standard-Service-Quality-Definition-Targeting-and-Measurement
http://www.cycling-embassy.dk/wp-%20content/uploads/2013/12/Collection-of-Cycle-Concepts-2012.pdf
http://www.cycling-embassy.dk/wp-%20content/uploads/2013/12/Collection-of-Cycle-Concepts-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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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1.4 

配套设施连接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打造具有最大用户认可度和长期市场潜力的建筑。 
 
 
成效 

未使用的建筑构成财政资源的分配不当。空置建筑（中期或长期）不具有可持续性。为了实现良好的商业可行性，必须

维持甚至提高物业价值，大幅降低其投放市场的难度。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对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 对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 

          

   
 11.6 减少城市的环境影响   
     

  高 11.7 提供进入安全、包容性绿色及公共空间的通道   
       
          

   
   11.2.b 移动性 
  

 
  

  中    
        
          

   
  

 
11.1.a/b/c 土地使用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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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加权和评估有望保持不变。 
 
 
在总得分中的权重占比  

    比例 权重因子   

 办公   教育   住宅   酒店   
 单体零售商店   百货公司  
 物流   生产  
 购物中心   

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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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确定建筑场所与相关社交和商业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如果它们位于一定的半径之内，则归类为“临近及方便抵达”。评

估也审查建筑本身为用户提供了哪些类型的基础设施。含加分在内，此标准可获得110分。指标1.1和1.2可获得的分数

加起来最高为55分；但是，这两个指标最多只能授予35分。 
 
 

编号  指标    最大步行时间/采用公共

交通的旅行时间[分钟] 最大航行距离[米] 分值 

           

1  社会基础设施    
1.1  区域/周边区域内   最高 35 

   教育1    
  幼儿园  350    +10 
      
   教育2    
  高等教育 15 1300     +5 
      
   休闲    
  每满足一个方面：艺术和文化（电影院、剧

院、美术馆）、图书馆、区域中心、社区中

心、青年中心、老年中心、工作场所附近的

健身工作室等（或者：在建筑内提供向公众

开放的健身项目，可供第三方使用） 
 

10 700     +5 
     

   运动场  350    +10 
   运动设施    
  健身房和体育馆、含田径跑道的室外运动区

域、室内或室外游泳池 
10 700     +5 

      
1.2  使用建筑内房间和室外设施的机会 最高 20 

1.2.1  建筑内设施租赁和空间使用的机会    +10 
  第三方有机会临时租用建筑内的房间（例如办公室、会议室、多用途会议室等） 

 购物中心  : 建筑内的连接通道在正常营业时间之外也向公众开放。 
 

1.2.2  使用建筑室外设施中的空间的机会    +10 
  不论是正常营业时间之内还是之外，公众都可以使用建筑周围的室外设施。  
    

           

2  商业基础设施    
2.1  区域/周边区域内   最高 35 

   本地供应1    
  全域供应商（供应日常用品） 

 
10 700    +15 

   本地供应2    
  小零售店 

（面包店、肉店、药店等） 
 
 

10 7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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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供应3    
  每周市场 

 
10 700     +5 

      
   食品和招待    
  餐厅、咖啡馆、面包店等 10 700     +5 
      
   其他服务    
  银行、邮局、理发店、健身工作室、健康设

施等 
10 700     +5 

      
   医疗服务1    
  全科医师 10 700    +10 
      
   医疗服务2    
  专科医生、药房等 10 700     +5 
     

           

3  与建筑/各种用途相关的基础设施   
3.1  建筑内的各种用途   最高 30 

  1.1或2.1中列示的建筑本身的基础设施 
 分数同1.1或2.1 

    
 

    
3.2  循环经济加分——满足人员日常需求、提供交互会面点的设施     +10 

  说明：如果为建筑用户提供或者打造了标准要求之外的便利设施或者供应品，可以获

得加分，例如私用园地和蜂房（都市耕作），或者鼓励与社区内其他人进行交易的技

能或服务（通过临时交易空间/快闪店经营场址、维修咖啡馆、社区会议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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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报告及系统关联 

 

可持续性报告 

指标1和2中确定的附近区域内社会和商业基础设施的数量是需报告的有利关键绩效指标（KPI）。建筑本身提供的社会

和商业设施/便利设施的数量也是需报告的有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编号  关键绩效指标 (KPIS)       单位 

           
KPI 1  社会基础设施的数量 [数量]       

           
KPI 2  商业基础设施的数量 [数量]       

           
KPI 3  建筑本身提供的社会或商业基础设施的数量 [数量]       

           

 
 
与其他DGNB认证体系的关联  

 DGNB城区认证体系：指标1和2对应城市区域和商业区域认证中标准SOC3.3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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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详细描述 

 
一．相关性 

如果建筑及其周边区域为公众提供了多种用途，则可以促进公众交流和社区感，反过来又会提高大众对建筑的接受度。 

 
二．附加说明 

物业用户应该能够在相对有限的半径内，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日常需求、教育需求等（紧凑城市理念）。例如，提供

了充分的基础设施，鼓励人们的日常出行采用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方式。 
建筑对其所在环境及周边人士越开放，可及性的评分就越高。可用于提高可及性的措施包括建筑周围可供公众使用的开

放空间、自助餐厅或者供第三方租赁使用的房间（办公单元、会议室、礼堂、运动设施等）。通过这种方式开放建筑，

能够实现建筑的更广泛使用，使用期限也会超过建筑在正常运营时间发挥其实际功能所需的时长。 
 
 
三．方法 

此种方法是一种定量方法，其中必须使用图形确定物业是否位于相关基础设施的下游区域内之内。设施应该能够供公众

使用——例如，可通过俱乐部会员身份或者类似方式使用运动设施（不评估纯教育或商业设施）。 
 
评估以下指标： 
 
指标1：社会基础设施 
 
社会基础设施分为用于教育、休闲和运动场/运动设施的基础设施。 
 
 
指标2：商业基础设施 
 
商业基础设施分为本地供应基础设施、医疗服务及其他服务。 
行人可进入所有基础设施一般是理想的目标，但实际上不一定总能实现。因此，使用公共交通进入基础设施也包含在评

估中。这意味着有良好公共交通连接的物业可能依然受益于距离更远的设施。 
 
 
指标3：与建筑/各种用途相关的基础设施 
 
具有多种用途的建筑指的是建筑在其实际用途之外，还尽可能提供多种其他用途，例如向第三方租赁空间或者食堂、展

览、图书馆、服务等其他用途。一楼区域是焦点所在，因为一楼尤其适合公众使用（可及性、可见性、城市设计功能）。

它可与相邻楼层相结合。建筑的室外区域（例如没有室外座位区的餐厅、街区公共设施）也有助于刺激城市环境。 
 
 
四．针对不同建筑类型的描述 

取决于方案，可使用不同指标；之后必须解释每一项该等指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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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 证明文档 

 

一．必要的证明文档 

可能证据的范例包括以下项目。为个别指标评估而提交的文件应全面、明确地证明相关要求的合规性。 
 
           
描述                  编号 

将在物业/周边区域落实基础设施的可靠意图声明  A 
           
           
已落实措施的照片（和总体规划中的本地化）  B 
           
           
城市设计理念，包括使用和开放空间理念，该等理念必须不断更新，处理指标中规定的内容。识别

周边区域/区域内所有已规划的基础设施。  
 C 

           
           
总平面图，绘制每一使用类别的最大许可距离。识别周边区域/区域内所有已规划的基础设施以及

周边区域的现有基础设施。 
 D 

           
           
取决于物业：书面文本和图纸的摘录，定义建筑内可向第三方租赁房间的规范，明确包含

以下信息： 

 可租赁房间的位置（平面图） 
 关于房间功能、可及性、开放时间等方面的信息。 

 E 

           
           
取决于物业：书面文本和图纸的摘录，定义建筑内可向公众提供使用的范围，其中明确包

含以下信息： 

 供公众使用的位置（平面图） 

 基础设施/与用途相关的室外设施的整合（总平面图） 

 描述向公众提供的适用类型，含关于可及性、开放时间等方面的信息。 

 租赁协议 
 照片文档 

 F 

           
           
 
 

指标      
预认证需要提交的文

件 
认证需要提交的文件 

           
1. 社会基础设施 A, C B, C, D, E, F 
           
           
2. 商业基础设施 A, C B, C, D, E, F 
           
           
3. 与建筑/各种用途相关的基础设施 A, C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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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 参考文献 

 
一．版本 

变更日志 

 页 说明      日期 

           
           
 

 

二．参考文献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及核安全部（BMUB）（编辑）（2007）：莱比锡欧洲可持续城市发展

宪章[LEIPZIG CHARTA zur nachhaltigen europäischen Stadt]。
https://www.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Nationale_Stadtentwicklung/leipzig_chart
a_en_ bf.pdf  

 可持续发展目标图标，United Nations/globalgoals.org 
 

 

https://www.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Nationale_Stadtentwicklung/leipzig_charta_en_%20bf.pdf
https://www.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Nationale_Stadtentwicklung/leipzig_charta_en_%20b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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