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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质量强国建

设纲要》《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等工作部署，实现电

力工程绿色施工。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发电工程（包括新能源工

程）、输电工程、变电工程、配电工程等电力工程绿色施工评价。

1.0.3 电力工程绿色施工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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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色施工 green construction

在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以人为本，因

地制宜，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

境负面影响的施工及生产活动。

2.0.2 控制项 prerequisite items

绿色施工过程中必须达到要求的条款。

2.0.3 一般项 general items

绿色施工过程中实施难度和要求适中的条款

2.0.4 优选项 extra items

绿色施工过程中实施难度较大、要求较高的条款

2.0.5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trash

在建筑工程与电力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料。

2.0.6 建筑废弃物 building waste

在建筑垃圾分类后，丧失施工现场回收再利用和再生利用价值的

部分。

2.0.7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 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 rate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回收利用和再利用量占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产

生总量的比重。

2.0.8 绿色施工评价 green constructio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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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施工活动的环境影响、资源利用

效率、施工管理等方面进行评估和评价的过程。

2.0.9 声强限值 sound intensity limit

在不同环境和场合下，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对声音

强度所设定的最高允许值。这些限值通常以分贝（dB）为单位来表示。

2.0.10 永临结合 combined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是指将工程施工中的临时设施与永久设施相结合进行一次施工,

让部分永久设施在施工中能够直接使用。

2.0.11 物联网技术 internet of things

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将任何物体与网络相连

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

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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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实施组织

3.1.1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电力工程项目的绿色施工总负

责,并应对分包单位的绿色施工实施管理与监督。

3.1.2 项目部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

3.2 绿色施工策划

3.2.1 工程项目开工前，项目部应按照电力工程的类型特点，对绿色

施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对绿色施工评价要素中的条款进行取

舍，形成绿色施工策划，明确绿色施工的目标。

3.2.2 绿色施工策划应通过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和绿色

施工技术交底等文件的编制实现。

3.2.3 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应包括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内

容及相应措施。

3.3 管理要求

3.3.1 电力工程绿色施工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立健全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和制度；

2 具有齐全的绿色施工策划文件；

3 设立清晰醒目的绿色施工宣传标志；

4 建立专业培训和岗位培训相结合的绿色施工培训制度，并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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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记录；

5 采集和保存实施过程中的绿色施工典型照片或影像资料；

6 绿色施工评价记录完整，持续改进的资料保存齐全；

7 积极推广新技术应用及施工技术创新：

a） 国家重点低碳节能技术应用；

b） 电力行业“五新”技术应用；

c） 建筑业“十项”新技术应用。

3.3.2 图纸会审应包括绿色施工内容。

3.3.3 施工单位应进行施工图、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专项方案）

的优化。

3.3.4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得评为绿色施工合格项目：

1 发生安全生产死亡责任事故；

2 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由质量问题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3 发生群体传染病、食物中毒等责任事故；

4 施工中因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法律法规问

题被政府管理部门处罚，或者造成社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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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评价指标

4.1 控 制 项

4.1.1 应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编制环境保护应急预案。

4.1.2 施工现场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环境保护标识。

4.2 一 般 项

4.2.1 环境资源保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选用绿色环保材料；

2 保护地下水形态，减少抽取地下水；

3 施工现场的古迹、文物、树木及生态环境等应采取有效保护

措施，制订地下文物保护应急预案；

4.2.2 建筑垃圾处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制定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测算建筑垃圾产生量，明确

减量化、资源化具体指标及各项措施；

2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应分类、封闭、集中堆放；

3 施工现场产生的废电池、废墨盒、废硒鼓、剩余油漆（桶）、

剩余涂料（桶）、废机油（桶）等有毒有害废弃物应 100%分类回收、

存放、设置醒目标志，并由符合要求的专业机构消纳处理；

4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宜达到 30%；

5 材料、设备的包装物回收利用率达到 100%；

6 建筑渣土、建筑废弃物等，办理排放手续，按指定地点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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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滤油前，变压器、滤油设备及油管路应采取防泄漏措施。

4.2.3 扬尘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现场建立洒水清扫制度，配备洒水设备，并有专人负责；

2 应沿周边连续设置围挡，进行封闭式施工；

3 建筑物脚手架外围，采取防尘措施；

4 对进出场的车辆进行冲洗；

5 对裸露地面、集中堆放的土方采取抑尘措施；

6 遇有六级及以上大风天气时，停止土方开挖、回填、转运及

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活动；

7 现场运送土石方、弃渣及易引起扬尘的材料时，车辆采取封

闭或遮盖措施；

8 对易起扬尘的物料采用专门仓库堆放，并有覆盖措施；

9 现场搅拌、材料加工应设有防尘措施；

10 拆除、爆破、开挖、回填及易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有抑尘措

施；

11 高空垃圾清运采用封闭式管道或垂直运输机械。

4.2.4 废气排放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机械设备及施工机具废气排放应符合要求，达标后排放；

2 对有毒有害气体，应悬挂警告提示牌，专库存放；

3 焊接时应采用焊烟净化装置；

4 在环境敏感区域内的施工现场进行喷漆作业时，设有防挥发

物扩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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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IS 室、开关室应安装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4.2.5 污水排放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生活污水和工程污水处理合格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检测

频率不少于 1 次/月；

2 现场厕所应设置化粪池，工地厨房设置隔油池，并定期清理；

3 钻孔桩、顶管或盾构法作业采用泥浆循环利用系统，不得外

溢漫流。

4.2.6 光污染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现场焊接、切割时应采取遮光或封闭等防治光污染措施；

2 施工场区照明采取防止光线外泄措施。

4.2.7 噪声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对工地的噪声进行实时监测；施工场界声强限值昼间不大

于 70dB，夜间不大于 55dB；

2 采用低噪声施工机具，针对距离现场办公区、生活区和周边

敏感区较近的噪声源，采取隔声、吸声、消音等降噪措施。

4.3 优 选 项

4.3.1 施工现场宜采用自动喷雾（淋）、雾炮机等降尘设备。

4.3.2 施工场界宜设置自动监测仪，动态连续监测扬尘和噪声。

4.3.3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宜达到 50%。

4.3.4 利用无人机等智能技术对施工现场进行环境监测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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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源节约评价指标

5.1 控 制 项

5.1.1 绿色施工策划文件中应涵盖资源节约与利用的内容。

5.1.2 项目部应建立具体材料进场计划以及材料采购、限额领料等管

理制度。

5.1.3 项目部应制定用水、用能消耗指标，并建立台账。

5.1.4 项目部应了解施工场地及毗邻地区内人文景观、特殊地质及基

础设施管线分布情况，制定相应的用地计划和保护措施。

5.2 一 般 项

5.2.1 临时设施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多层、可周转装配式的临时办公及生活用房。临时用房围护

结构满足节能指标，应结合日照和风向等自然条件，合理采用自然采

光、通风和外窗遮阳设施；

2 临时设施节水器具和节能灯具配置率达 100%；

3 利用既有建筑物、市政设施和周边道路,采用永临结合技术。

5.2.2 材料节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编制采购计划，合理安排材料和设备进场、限额领料、按需

使用；

2 主要建筑材料损耗率宜比定额损耗率低 30%以上；

3 材料堆放合理，避免现场二次搬运产生材料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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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工程成品采取保护措施；

5 导线与电气元件间不宜采用焊接，宜采用螺栓连接、插接

以及压接等方式。

5.2.3 用水节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现场施工应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

2 施工用水量应节约 10%以上；

3 非传统用水量占比达 10%以上；

4 设置雨水收集池、蓄水罐或循环水池，用于冲洗机具、设备、

车辆、喷洒路面、绿化浇灌等。

5.2.4 能源节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施工用电量节约 10%以上；

2 使用能效高、性能稳定的施工设备与机械。并建立机械设备

管理台账，定期维护保养；

3 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施工进度，提高施工机具利用率；

4 应根据就近原则进行材料采购。

5.2.5 土地保护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合理布置施工平面，减少对原状土的扰动和破坏；

2 污水排放管道不得渗漏，废机油、废涂料及危化品采用隔离

措施、不得随意排放；

3 工程施工完成后进行地貌和植被复原；

4 采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5 土方回填不得含有毒有害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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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优 选 项

5.3.1 主要建筑材料损耗率宜比定额损耗率低 50%以上。

5.3.2 非传统用水占比达 30%以上。

5.3.3 临时照明系统采用自动控制技术。

5.3.4 构件宜采用工厂化加工和集中配送。

5.3.5 宜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管控物资、设备。

5.3.6 施工现场利用太阳能或其他清洁能源。

5.3.7 清洁能源占比达 6%以上。

5.3.8 采用履带、轮胎式起重机等机械设备进行杆塔组立，减少地锚

拉线造成的土地开挖，最大限度减少对土地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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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力资源节约和保护评价

6.1 控 制 项

6.1.1 绿色施工策划文件中应包含人力资源节约和保护内容，并建立

相关制度。

6.1.2 施工现场人员应实行实名制管理。

6.1.3 炊事员应持有效健康证明。

6.1.4 各类作业人员应接受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经

考试合格上岗。

6.1.5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配备消防、医务、安全、健康等设施和用品。

6.2 一 般 项

6.2.1 人员健康保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制定职业病预防措施，定期对从事有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

进行体检；

2 现场有应急疏散、逃生标志、应急照明；

3 项目部应配备日常应急药品，并有专人负责；

4 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及时清运并定期消毒；

5 制定食堂管理制度，建立熟食留样台账；

6 现场宿舍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2.5㎡并设置可外开式外窗，

设置消防报警、防火等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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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劳动保护应包括以下措施：

1 建立合理的休息、休假、加班及女职工特殊保护等管理制度；

2 减少夜间、雨天、严寒和高温天作业时间；

3 施工现场危险地段、设备、有毒有害物品存放处等设置醒目

的安全标识，并配备相应的应急设施；

4 在有毒、有害、有刺激性气味、强光和强噪声环境施工的人

员，佩戴相应的防护器具和劳动保护用品；

5 在电缆沟、地下室等密闭环境和室内装修时设置通风设施；

6 现场使用的安全工器具应检测合格并符合有关要求。

6.2.3 劳务节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和绿色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序；因地制

宜制定各施工阶段劳动力劳务使用计划，合理投入施工作业人员；

2 对施工人员培训做到有计划、有记录；

3 建立劳务使用台账，统计分析施工现场劳务使用情况。

6.3 优 选 项

6.3.1 利用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等来替代部分人工操作。

6.3.2 电缆通道、户内 GIS 设备智能控制柜、电缆支架等构件宜采用

预制式。

6.3.3 设置心理疏导室、活动室、阅览室，文体设施等。

6.3.4 项目部配备 AED 除颤装置，并培训使用。

6.3.5 GIS 安装完成后，使用 X光等无损检测方法对 GIS 内部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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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防止异物遗留。

6.3.6 GIS 搬运要加强地面成品保护，采用气垫运输新技术，提高就

位工作效率。

6.3.7 使用电缆智能敷设机械、电缆自动化剥切装置等新型机械化装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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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创新评价指标

7.0.1 绿色施工应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7.0.2 技术创新指标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信息化施工技术

2 装配式施工技术

3 数字化工地

4 无人机施工技术

5 分布式储能技术

6 建筑垃圾减量化及回收利用技术

7 国家电网公司推广的基建新技术

8 取得与绿色施工有关的工法、专利、QC 成果、科研课题、论

文、科技进步奖等创新成果

7.0.3 技术创新应有专业技术先进性和综合价值的评审资料。

7.0.4 技术创新应按本标准第 8.2.7条的加分方式进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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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 价 方 法

8.1 评 价 框 架 体 系

8.1.1 电力工程绿色施工评价应在绿色施工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依据绿色施工策划文件，对工程实施过程进行评价。

8.1.2 电力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框架体系应由基本规定评价、指标评价、

要素评价、批次评价、阶段评价、工程整体评价及评价等级划分等构

成。

8.1.3 基本规定评价应对绿色施工策划、管理要求的条款进行评价。

8.1.4 指标评价应对控制项、一般项、优选项的条款进行评价。

8.1.5 要素评价应在指标评价的基础上，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人

力资源节约与保护三个要素分别进行评价。

8.1.6 批次评价应在要素评价的基础上随工程进度分批进行评价。每

季度不应少于 1 次，且每阶段不应小于 1 次。

8.1.7 阶段评价应在批次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电力工程施工阶段划分

为土建施工阶段、电气施工阶段。

8.1.8 评价等级划分为不合格、合格和优良三个等级。

8.2 得分计算方法

8.2.1 绿色施工评价时应首先对照基本规定的内容逐条进行，符合要

求时，启动指标评价；不符合要求时，判定为绿色施工不合格。

8.2.2 指标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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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项指标全部符合要求，进入评分流程；控制项指标不符

合要求，一票否决，不进入评分流程，判定为绿色施工不合格。

2 一般项指标根据实际发生项执行的情况计分。措施到位，满

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2分；措施到位，基本满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1

分；措施不到位，不满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0分。

3 优选项指标根据实际发生项执行的情况加分。措施到位，满

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2分；措施到位，基本满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1

分；措施不到位，不满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0分。

8.2.3 要素评价得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项得分按百分制折算，并应按下式计算：

A = ∑B
∑C
×100

式中：A——一般项折算得分；

B——实际发生项目实际得分；

C——实际发生项目应得分。

2 要素评价得分应按下式计算：

F = A+∑D

式中：F——要素评价得分；

D——优选项实际发生项得分。

8.2.4 批次评价得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批次评价得分应按下式计算：

E = ∑(F × ω1）

式中：E——批次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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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1——批次评价要素权重系数，按表 8.2.4取值

2 批次评价要素权重系数按表 8.2.4规定的分阶段进行确定：

表 8.2.4 批次评价要素权重系数表

评价要素 权重系数ω1

环境保护 0.45
资源节约 0.35

人力资源节约和保护 0.2

8.2.5 阶段评价得分应按下式计算：

G=G1 + J1

G1=
E∑

N

式中：G——阶段评价得分；

G1——阶段评价基本分

N——阶段评价次数；

J1——阶段技术创新加分根据本标准第 7.0.2 条进行，单项加

0.5分～1分，总分最高加 5分。

8.2.6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基本得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基本得分应按下式计算：

W1 =∑(G·ω2)

式中：W1——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基本得分；

ω2——阶段权重系数，按本条第 2款规定取值。

2 工程阶段权重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 8.2.6 工程阶段权重系数表

评价阶段 工程阶段权重系数ω2

土建施工 0.4

电气施工 0.6

8.2.7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总得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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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总得分应按下式计算：

W = W1 + J2

式中：W——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总得分；

J2——技术创新加分。

2 技术创新加分（J2）根据本标准第 7.0.2 条进行，单项加 0.5

分～1分，总分最高加 5分。

8.3 评 价 等 级

8.3.1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等级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判定：

1 全部符合下列情况时，判定为优良：

1）控制项全部满足要求；

2）评价总分（W）不少于 90分；

3）每个评价要素中至少有两项优选项得分，且优选项总分不少

于 10分；

4）技术创新加分（J2）不少于 3分。

2 全部符合下列情况时，判定为合格：

1）控制项全部满足要求；

2）工程整体评价总分（W）不少于 75分；

3）每个评价要素中至少有一项优选项得分，且优选项总分不少

于 5分；

4）技术创新加分（J2）不少于 1.5分。

3 不符合本条第 2款时,应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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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价组织和程序

9.1 评 价 组 织

9.1.1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阶段评价）应由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

组织，监理单位参加，评价结果应由建设、监理和施工单位三方签认。

批次评价应由施工单位组织，建设和监理单位参加，评价结果由建设、

监理和施工单位三方签认。

9.1.2 施工单位应对本企业范围内绿色施工的项目进行检查，并对工

程项目绿色施工完成情况进行评估。

9.1.3 施工单位会同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根据绿色施工情况，制订

改进措施，由施工单位实施改进。

9.2 评 价 程 序

9.2.1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应由施工单位书面申请，在工程竣工前

进行评价。

9.2.2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应检查相关技术和管理资料，并听取施

工单位绿色施工总体情况报告，综合确定绿色施工评价等级。

9.3 评 价 资 料

9.3.1 绿色施工评价资料应按规定记录、收集、整理、分析、总结、

存档、备案。

9.3.2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应填写各类表格，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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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规定评价表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2 要素与批次评价表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

3 技术创新与阶段评价表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

4 工程整体评价表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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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基本规定评价

A.0.1 基本规定评定表应按表 A.0.1 执行。

表 A.0.1 基本规定评价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 填表日期

工程类别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

□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施工阶段

标准

条款
基本内容 评价标准 结论

3.1 实施组织

措施到位，全部

满足要求，进入

环保、节约、人

力资源节约和

保护要素评分

流程；否则，一

票否决，为绿色

施工不合格

3.1.1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电力工程项目的绿色施

工总负责,并应对分包单位的绿色施工实施管理与监督

3.1.2
项目部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绿色施工管

理体系

3.2 绿色施工策划

3.2.1

工程项目开工前，项目部应按照电力工程的类型特点，

对绿色施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对绿色施工评价

要素中的条款进行取舍，形成绿色施工策划，明确绿色

施工的目标

3.2.2
绿色施工策划应通过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专项方

案和绿色施工技术交底等文件的编制实现

3.2.3
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专项方案应包括技术和管理

创新的内容及相应措施

3.3 管理要求

措施到位，全

部满足要求，进

入环保、节约、

人力资源节约

和保护要素评

分流程；否则，

一票否决，为绿

色施工不合格

3.3.1 电力工程绿色施工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立健全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和制度

2 具有齐全的绿色施工策划文件

3 设立清晰醒目的绿色施工宣传标志

4
建立专业培训和岗位培训相结合的绿色施工培训制

度，并有实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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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5
采集和保存实施过程中的绿色施工典型图片或影像资

料

措施到位，全部

满足要求，进入

环保、节约、人

力资源节约和

保护要素评分

流程；否则，一

票否决，为绿色

施工不合格

6 绿色施工评价记录完整，持续改进的资料保存齐全

7 积极推广新技术应用及施工技术创新

a 国家重点节能低碳节能技术应用

b 电力行业“五新”技术应用

c 建筑业“十项”新技术应用

3.3.2 图纸会审应包括绿色施工内容

3.3.3
施工单位应进行施工图、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专

项方案）的优化

3.3.4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得评为绿色施工合格项目

全部未发生，

进入环保、节

约、人力资源节

约和保护要素

评分流程；否

则，一票否决，

为绿色施工不

合格

1 发生安全生产死亡责任事故

2 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由质量问题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3 发生群体传染病、食物中毒等责任事故

4

施工中因“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问题被政府管理部

门处罚或者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法

律法规，造成社会影响的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建设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注：符合填“✔”，不符合填“×”，没有发生填“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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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要素与批次评价

B.0.1 批次评价表应按表 B.0.1 执行。

表 B.0.1 批次评价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 填表日期

工程类别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

□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施工阶段

评价要素 要素评价得分 F 权重系数ω1 批次评价得分 E

环境保护 0.45

资源节约 0.35

人力资源节约和

保护
0.20

技术创新 1

评价结论

E = ∑(F × ω1)
式中：E——批次评价得分；

F——要素评价得分；

ω1——批次评价要素权重系

数，按表 8.2.4取值

合计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建设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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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环境保护要素评价表应按表 B.0.2 执行。

表 B.0.2 环境保护要素评价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 填表日期

工程类别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

□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施工阶段

控
制
项

标准条款及要求 评价标准 结论

4.1.1 应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编制环境保

护应急预案

措施到位，全部满足

要求，进入“一般项”

和“优选项”评分流

程；否则，一票否决，

为绿色施工不合格

4.1.2 施工现场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环境保护

标识

一
般
项

标准条款及要求 计分标准 应得分 实得分

4.2.1 环境资源保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按 0~2 分评价：

①措施到位，满

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2；

②措施到位，基

本满足考评指标要

求，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0

1 施工选用绿色环保材料 2

2 保护地下水形态，减少抽取地下水 2

3 施工现场的古迹、文物、树木及生态环境等

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制订地下文物保护应急预

案

2

4.2.2 建筑垃圾处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制定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测算建筑垃

圾产生量，明确减量化、资源化具体指标及各项

措施

2

2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应分类、封闭、集中堆放 2

3 施工现场产生的废电池、废墨盒、废硒鼓、

剩余油漆（桶）、剩余涂料（桶）、废机油（桶）

等有毒有害废弃物应 100%分类回收、存放、设置

醒目标志，并由符合要求的专业机构消纳处理

2

4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宜达到 30% 2

5 材料、设备包装物回收利用率达到 100% 2

6 建筑渣土、建筑废弃物等，办理排放手续，

按指定地点排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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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2

一

般

项

4.2.3 扬尘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按 0~2 分评价：

①措施到位，满

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2；

②措施到位，基

本满足考评指标要

求，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0

1 现场建立洒水清扫制度，配备洒水设备，并

有专人负责
2

2 应沿周边连续设置围挡，进行封闭式施工 2

3 建筑物脚手架外围，采取防尘措施 2

4 对进出场的车辆进行冲洗 2

5 对裸露地面、集中堆放的土方采取抑尘措施 2

6 遇有六级及以上大风天气时，停止土方开

挖、回填、转运及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

活动

2

7 现场运送土石方、弃渣及易引起扬尘的材料

时，车辆采取封闭或遮盖措施
2

8 对易起扬尘的物料采用专门仓库堆放，并有

覆盖措施
2

9 现场搅拌、材料加工应设有防尘措施 2

10 拆除、爆破、开挖、回填及易产生扬尘的

施工作业有抑尘措施
2

11 高空垃圾清运采用封闭式管道或垂直运输

机械
2

4.2.4 废气排放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机械设备及施工机具废气排放应符合要求，

达标后排放
2

2 对有毒有害气体，应悬挂警告提示牌，专库

存放
2

3 焊接时应采用焊烟净化装置 2

4 在环境敏感区域内的施工现场进行喷漆作

业时，设有防挥发物扩散措施
2

5 GIS 室、开关室应安装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2

4.2.5 污水排放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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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2

一

般

项

1 生活污水和工程污水处理合格后，排入市政

污水管道，检测频率不少于 1 次/月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按 0~2 分评价：

①措施到位，满

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2；

②措施到位，基

本满足考评指标要

求，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0

2

2 现场厕所应设置化粪池，工地厨房设置隔油

池，并定期清理
2

3 钻孔桩、顶管或盾构法作业采用泥浆循环利

用系统，不得外溢漫流
2

4.2.6 光污染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现场采取焊接、切割时采取遮光或封闭

等防治光污染措施
2

2 施工场区照明采取防止光线外泄措施 2

4.2.7 噪声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对工地的噪声进行实时监测；施工场界声

强限值昼间不大于 70dB，夜间不大于 55dB
2

2 采用低噪声施工机具，针对距离现场办公

区、生活区和周边敏感区较近的噪声源，采取隔

声、吸声、消音等降噪措施

2

优
选
项

4.3.1 施工现场宜采用自动喷雾（淋）、雾炮

机等降尘设备
2

4.3.2 施工场界宜设置自动监测仪，动态连续

监测扬尘和噪声
2

4.3.3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宜达到 50% 2

4.3.4 利用无人机等智能技术对施工现场进

行环境监测和数据采集
2

评
价
结
果

一般项得分 A=(B/C)×100

优选项得分 D 为优选项实际发生项得分之和。

要素评价得分 E=A+D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建设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 28 —

B.0.3 资源节约要素评价汇总表应按表 B.0.3 执行。

表 B.0.3 资源节约要素评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 填表日期

工程类别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

□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施工阶段

控
制
项

标准条款及要求 评价标准 结论

5.1.1 绿色施工策划文件中应涵盖资源节约

与利用的内容

措施到位，全部满足要

求，进入“一般项”和

“优选项”评分流程；

否则，一票否决，为绿

色施工不合格

5.1.2 项目部应建立具体材料进场计划以及

材料采购、限额领料等管理制度

5.1.3 项目部应制定用水用能消耗指标，并

建立台账

5.1.4 项目部应了解施工场地及毗邻区域内

人文景观、特殊地质及基础设施管线分布情况，

制定相应的用地计划和保护措施。

一

般

项

5.2.1 临时设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按 0

~2 分评价：

①措施到位，满足

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2；

②措施到位，基本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0

1 多层、可周转装配式的临时办公及生活用

房。临时用房围护结构满足节能指标，应结合

日照和风向等自然条件，合理采用自然采光、

通风和外窗遮阳设施

2

2 临时设施节水器具和节能灯具配置率达 10

0%
2

3 利用既有建筑物、市政设施和周边道路,

采用永临结合技术
2

5.2.2 材料节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编制采购计划，合理安排材料和设备进场、

限额领料、按需使用
2

2 主要建筑材料损耗率宜比定额损耗低 30%

以上
2

3 材料堆放合理，避免现场二次搬运产生材

料损耗
2

4 对工程成品采取保护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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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3

一

般

项

5 导线与电气元件间不宜采用焊接，宜采用

螺栓连接、插接以及压接等方式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按 0

~2 分评价：

①措施到位，满足

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2；

②措施到位，基本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满

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0

2

5.2.3 用水节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现场施工应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 2

2 施工用水量应节约 10%以上 2

3 非传统用水量占比达 10%以上 2

4 设置雨水收集池、蓄水罐或循环水池，用

于冲洗机具、设备、车辆、喷洒路面、绿化浇

灌等

2

5.2.4 能源节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施工用电量节约 10%以上 2

2 使用能效高、性能稳定的施工设备与机械。

并建立机械设备管理台账，定期维护保养
2

3 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施工进度，提高施工

机具利用率
2

4 应根据就近原则进行材料采购 2

5.2.5 土地保护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合理布置施工平面，减少对原状土的扰动

和破坏
2

2 污水排放管道不得渗漏，废机油、废涂料

及危化品采用隔离措施、不得随意排放
2

3 工程施工完成后进行地貌和植被复原 2

4 采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2

5 土方回填不得含有有毒有害废弃物 2

优

选

项

5.3.1 主要建筑材料损耗率宜比定额损耗率

低 50%以上
2

5.3.2 非传统用水占比达 30%以上

5.3.3 临时照明系统采用自动控制技术

5.3.4 构件宜采用工厂化加工和集中配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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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3

5.3.5 宜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管控物资、设

备
2

5.3.6 施工现场利用太阳能或其他清洁能源 2

5.3.7 清洁能源占比达 6%以上 2

5.3.8 采用履带、轮胎式起重机等机械设备

进行杆塔组立，减少地锚拉线造成的土地开挖，

最大限度减少对土地的扰动

2

评

价

结

果

一般项得分 A=(B/C)×100

优选项得分 D 为优选项实际发生项得分之和。

要素评价得分 E=A+D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建设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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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人力资源节约和保护要素评价表应按表 B.0.4 执行。

表 B.0.4 人力资源节约和保护要素评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 填表日期

工程类别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

□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施工阶段

控
制
项

标准条款及要求 评价标准 结论

6.1.1 绿色施工策划文件中应包含人力资源

节约和保护内容，并建立相关制度

措施到位，全部满足要

求，进入“一般项”和

“优选项”评分流程；

否则，一票否决，为绿

色施工不合格

6.1.2 施工现场人员应实行实名制管理

6.1.3 炊事员应持有效健康证明

6.1.4 各类作业人员应接受相应的安全生产

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经考试合格上岗

6.1.5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配备消防、医务、

安全、健康等设施和用品

一
般
项

标准条款及要求 计分标准 应得分 实得分

6.2.1 人员健康保障应包括以下内容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按 0

~2 分评价：

①措施到位，满足

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2；

②措施到位，基本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满

足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0

1 制定职业病预防措施，定期对从事有职业

病危害作业的人员进行体检
2

2 现场有应急疏散、逃生标志、应急照明 2

3 项目部应配备日常应急药品，并有专人负

责
2

4 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及时清运并定

期消毒
2

5 制定食堂管理制度，建立熟食留样台账 2

6 现场宿舍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2.5 ㎡并

设置可外开式外窗，设置消防报警、防火等安

全装置

2

6.2.2 劳动保护应包括以下措施

1 建立合理的休息、休假、加班及女职工特

殊保护等管理制度
2

2 减少夜间、雨天、严寒和高温天作业时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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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4

一

般

项

3 施工现场危险地段、设备、有毒有害物品

存放处等设置醒目的安全标识，并配备相应的

应急设施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按 0

~2 分评价：

①措施到位，满足

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2；

②措施到位，基本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满足

考评指标要求，得分：

0

2

4 在有毒、有害、有刺激性气味、强光和强

噪声环境施工的人员，佩戴相应的防护器具和

劳动保护用品

2

5 在电缆沟、地下室等密闭环境和室内装修

时设置通风设施
2

6 现场使用的安全工器具应检测合格并符合

有关要求
2

6.2.3 劳务节约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和绿色施工方案，合理

安排工序；因地制宜制定各施工阶段劳动力劳

务使用计划，合理投入施工作业人员

2

2 对施工人员培训做到有计划、有记录 2

3 建立劳务使用台账，统计分析施工现场劳

务使用情况
2

优
选
项

6.3.1 利用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等来替代部

分人工操作

每一子目应得分

为 2 分，实得分则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按 0~

2 分选择：

①措施到位，满足

考评指标要求，得

分:2；

②措施到位，基本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1；

③措施不到位，不

满足考评指标要求，

得分：0

2

6.3.2 电缆通道、户内 GIS 设备智能控制柜、

电缆支架等构件宜采用预制式
2

6.3.3 设置心理疏导室、活动室、阅览室，

文体设施等
2

6.3.4 项目部配备 AED 除颤装置，并培训使

用
2

6.3.5 GIS 安装完成后，使用 X 光等无损检

测方法对 GIS 内部进行检查，防止异物遗留。
2

6.3.6 GIS 搬运要加强地面成品保护，采用

气垫运输新技术，提高就位工作效率
2

6.3.7 使用电缆智能敷设机械、电缆自动化

剥切装置等新型机械化装备
2

评
价
结
果

一般项得分 A=(B/C)×100

优选项得分 D 为优选项实际发生条目加分之和。

要素评价得分 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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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4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建设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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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技术创新评价

C.0.1 阶段评价汇总表应按表 C.0.1 执行

表 C.0.1 阶段评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

单位名称

评价编号

(阶段/批次)

施工阶段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

□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填表日期

评价批次 批次得分 评价批次 批次得分

1 6

2 7

3 8

4 9

5 ...

阶段

评价结论

G=G1 + J1
G1=

E∑
N

式中：G——阶段评价得分；

G1——阶段评价基本分

N——阶段评价次数；

J1——阶段技术创新加分

签字栏

施工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建设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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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技术创新评价表应按表 C.0.2 执行

表 C.0.2 技术创新评价表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 填表日期

工程类别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

□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施工阶段

加
分
项

标准条款及要求 加分标准 实得分

7.0.2 技术创新指标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技术创新得分 J可

根据阶段实施结果

单项加0.5分~1分,

总分最高加 5分

1信息化施工技术

2装配式施工技术

3 数字化工地

4 无人机施工技术

5 分布式储能技术

6 建筑垃圾减量化及回收利用技术

7 国家电网公司推广的基建新技术

8 取得与绿色施工有关的工法、专利、QC

成果、科研课题、论文、科技进步奖等创新

成果

加
分
依
据

7.0.1 绿色施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技术创新得分 J7.0.3 技术创新有专业技术先进性和综合

价值的评审资料

签
字
栏

建设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施工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注：阶段评价时为 J1，工程整体评价时为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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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工程整体评价

表 D.0.1 工程整体评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工程所在地

施工阶段 工程竣工或申请五方验收 填表日期

工程类别 □发电工程□输电工程□变电工程□配电工程

评价阶段 阶段得分 G 权重系数ω2 权重后得分

土建施工 0.40

电气施工 0.60

工程整体绿色评价基

本得分 W₁
W1 =∑(G·ω2) W₁

技术创新加分 J₂ J₂

评价结论

签

字

栏

建设单位(组织) 监理单位(参与) 施工单位(参与)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签字人：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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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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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电力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试行）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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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江苏省电力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试行）,经_____年 月 日

以第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依据相关标准与法律法规，结合电力工程施工特点，标准编制组

经过广泛研究调查，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

参编单位是南京苏逸实业有限公司、东晟兴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

是袁敬、佘小颉、孔小红、史承虎、吴志钊、王晨、李思霈、杨骏、姬争连、

殷雄、陈有威、丁仁龙。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电力工程绿色施工情况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技术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

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施工、监理、设计、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江苏省电力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试

行）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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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标准旨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绿色施工的

指导思想，对电力工程现场施工的绿色施工评价方法进行规范，促进施工企

业实行绿色施工。

1.0.2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内的工程绿色施工评价应按

本标准执行。

1.0.3 有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1)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GB 50300、《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7、《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DL/T

516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3、《建筑电气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建

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2)环境保护相关国家标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 1252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建筑材料放射性核

素限量》GB 6566、《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 18580、《木器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1、《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化学品生产单位

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 2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 705、《输变电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

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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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应遵循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环保优先、资

源高效利用的原则。

2.0.5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将建筑垃圾

进行收集或简单处理后，在满足质量和安全的条件下，直接用于工程

施工的部分；二是将收集的建筑垃圾交付相关企业实现再生利用，但

不包括直接运送垃圾场的部分。

2.0.7 施工现场回收和利用的建筑垃圾包含现场直接利用的建筑垃

圾及运出场外回收再利用的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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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实 施 组 织

3.1.1 电力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应以项目管理者身份对各分包单

位的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进行审核，根据预先设定的绿色施

工总目标进行目标分解、实施和考核活动。要求措施、进度和人员落

实，实行过程控制，确保绿色施工目标实现。

3.1.2 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应当以项目部为主体，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

人，由项目部全体成员组成，落实到项目部所有部门，贯穿项目全过

程。

3.2 绿色施工策划

3.2.1 电力工程项目的绿色施工应根据各工程的不同类型特点对评

价要素进行调整，但需有调整依据，相关文件应即时提交备案。

3.2.2 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和绿色施工技术交底等绿色策划

文件是指在传统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施工技术交底的基础上融

入绿色施工的内容编制形成的相应文件。

3.3 管 理 要 求

3.3.1 本条规定了工程项目绿色施工应满足的要求。

3.3.4 本条规定了不得评为绿色施工的 4 种情况。

2 工程质量事故是指由于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

位违反工程质量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使工程产生结构安全

及重要使用功能等方面的质量缺陷，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

的事故。根据工程质量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工程

质量事故分为 4个等级，即一般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和特别重

大事故。

4 本款中的社会影响是指施工活动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

很大影响的情况，如造成相邻房屋出现不可修复的损坏、交通道路破

坏、光污染和噪声污染等，并引起群众性抵触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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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评价指标

4.1 控 制 项

4.1.1 应对计划实施项目的周边环境进行调查，预测分析施工活动对

环境的影响，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扬尘、污水、固体废弃物、

噪声、光污染等制订合理的控制措施。

4.1.2 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是指主入口、主要临街面、有毒有害物品存

放地等。环境保护标识是指利用文字、图案、色彩等制作的与环境保

护相关的标识标牌，具有标记、信息传达等功能。施工现场环境保护

标识主要有环保设施标识，如污水排放口、噪声排放源标识等；环保

提示标识，如节水标识、节电标识等，以及为宣传环保制作的板报、

宣传牌等。

4.2 一 般 项

4.2.1 本条规定了环境资源保护的 3个方面内容。

1 绿色环保材料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

大量使用工业或城市固态废物生产的无毒害、无污染、无放射性、有

利于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的建筑材料。

2 地下水更新循环速度慢、破坏后不易修复。为防止地下工程

建设对地下水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明确除特殊情形外，禁止开采难以

更新的地下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

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

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

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处理。

4.2.2 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处置的 7个方面内容：

1 建筑垃圾减量化应在材料采购、材料管理、施工管理的全过

程实施。

2 对产生的建筑垃圾尽可能地在现场再利用能有效减少建筑垃

圾外运带来的能耗、消耗及环境污染。绿色施工要求施工企业制订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4%81%E7%94%9F%E4%BA%A7%E6%8A%80%E6%9C%A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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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现场回收再利用方案，根据规模采取再利用措施合理地在施工

现场修建封闭、分类集中建筑垃圾堆放站，并在施工过程中，对建筑

垃圾进行分类回收，集中堆放。垃圾分类可分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

收垃圾、有毒有害垃圾。

4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量/建筑垃圾总

产生量）*100%

建筑垃圾总产生量：通过施工现场记录、运输记录等获取；

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量：通过回收记录、再利用产品产量等获取。

7 真空注油、热油循环、滤油前，应对设备、油管、连接阀等

进行检查，并用新油进行冲洗，避免工作中泄漏的绝缘油及杂质进入

器身。现场可配备吸油毡、吸油棉或活性炭，用于泄漏应急处理。

4.2.3 本条规定了扬尘控制的 11个方面内容：

1 中心城区主要路段（18米及以上道路）、镇区主要路段（24

米及以上道路）工程的施工现场，围挡高度不低于 2.5 米。其他路段

施工现场的围挡高度不低于 1.8 米；围挡应采用砌体或装配式彩钢板

等硬性材料搭设（彩钢板材料厚度不小于 1.2mm）。

3 施工现场脚手架可采用密目式防尘网或金属板材、PVC 材质等

硬质围挡进行围护。密目式安全立网上的每个扣眼都必须穿入符合规

定的纤维绳，系绳绑在支撑物或架上，应符合打结方便，连接牢固，

易于拆卸的原则。其标准规格每 10cm×10cm 的面积上，应有 2000 个

网目，应有检验证件。

5 现场直接裸露土体表面和集中堆放的土方采用临时绿化、喷

浆和隔尘布遮盖等抑尘措施。

6 因六级及以上的大风易产生扬尘，故在此条件下要求不得进

行土方开挖、回填、转运及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

7 运送土方、渣土及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材料的车辆采用车斗

带盖的车辆或装车后用隔尘布加以覆盖，以免运输途中给沿路造成扬

尘污染

9 使用散装水泥、干混砂浆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时，在密闭

场所下进行，并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11 高空垃圾严禁随意抛撒，采用封闭式管道运送至地面，受条

件限制时，也可采用垂直运输机械运送，但需要装袋或覆盖。

4.2.4 本条规定了废气排放控制的 5个方面内容：

1 现场机械设备包括挖土机、装载机、翻斗车、汽车泵、商品

混凝土运输车等，进出场车辆包括项目部管理人员车辆、材料设备运

输车辆、生活物资运输车辆、垃圾外运车辆等。要求建立进出场车辆

及机械设备管理台账，与现场门卫车辆、设备进出场登记表对应，确

保所有车辆及机械设备年检有效且废气排放符合要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4%E7%BB%B4%E7%BB%B3/563672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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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电及配电设施中，存在绝缘油、绝缘气体及其他可能挥发

有毒有害气体的化合物，应设单间专库存放，并挂标识牌提醒其为有

毒有害物体。SF6 气瓶的搬运和保管过程中，应注意气瓶的安全帽、

防震圈是否齐全，且安全帽应拧紧；气瓶应存放在防晒、防潮和通风

良好的场所；SF6 气瓶应独立存放，不得与其他气瓶混放。且现场 SF6

气体需回收时应配备气体回收装置，严禁在现场直接排放 SF6 气体。

4 喷漆工艺通常是采用压缩空气将油漆从喷枪中雾化喷出均匀

涂布工件表面的工艺。由于压缩空气的作用,在喷漆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漆雾,飞溅漂浮在周边空气环境当中,沉降后形成“漆渣”。漆渣及

喷涂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挥发物(TVOC)是危险固废物和大气污染物。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环境敏感区是指依法设立的

各级各类自然、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建设项目的某类污染因子或者生

态影响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其中包括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等。

5 六氟化硫泄漏报警仪应安装在六氟化硫易泄漏的区域，如开

关设备室、GIS 室、变压器室等。其可以对空气中六氟化硫气体含量

及氧气含量进行连续或周期性的自动监测，达到或超过报警设定值时

发出报警信号并能触发风机启动。

4.2.5 本条规定了污水排放控制的 2个方面内容：

1 工程污水和实验室养护用水含有大量固体颗粒，其 pH值也会

有所提升（合格范围为 6~9），根据污水的性质、成分、污染程度等

制订不同的处理措施，并在施工中予以落实。工程污水采取去泥沙、

除油污、分解有机物、沉淀过滤、酸碱中和等针对性处理方式，实现

达标排放。

2 化粪池是一种利用沉淀和厌氧发酵的原理去除生活污水中悬

浮性有机物的处理设施，属于初级的过渡型生活处理构筑物。定期将

污泥清掏外运，填埋或用作肥料。

3 钻孔桩作业时产生的泥浆包含油类和大量悬浮物,无组排放

将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建立由制浆池、泥浆池、淀池和循

环槽等组成的泥浆循环利用系统,并采用优质管材,减少阀门和接口

的数量,禁止发生外溢漫流的情况。

4.2.6 本条规定了光污染控制的 2 个方面内容

1 焊接作业，特别是楼面电焊作业与夜间焊接作业时采取遮挡

措施，避免电焊弧光外泄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

2 特别要注意防止夜间照明光线外泄，如调整夜间施工灯光投

射角度、为夜间室外照明灯加设灯罩，使透光方向集中在施工范围场

内。

4.2.7 本条规定了噪声控制的 2 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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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噪声监测点应设置在施工区域围栏安全范围内，可直接监控

工地现场主要施工活动的区域。周边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噪声自动

监测点位可单独设置。建筑施工噪声对噪声敏感建筑物影响较大、距

离较近的位置应设噪声自动监测点。线路工程等施工场地周边无噪声

敏感建筑物的，可不设置噪声监测点。噪声监测点附近应避免强电磁

干扰，周围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方便安装和检修通信线路。同时，

噪声监测点的设置应避免对施工安全造成影响。当与其他建筑施工场

地相邻时，应避免在相邻边界处设置监测点。

2 施工机械在运转时,物体间的撞击、摩擦、交变机械力作用下

的金属板、旋转机件的动力不平衡,以及运转的机械零件轴承、齿轮

等都会产生机械噪声,如混凝土输送泵、塔吊、施工电梯等产生的噪

声。在施工中选用低噪声环保型设备是治理噪声源的主要措施之一。

吸声是指采取有吸声功能的材料,对室内噪声较大且有人在内作业的

区域进行吸声处理,降低室内混响声。在建筑施工中，吸声主要用于

木工加工棚、现场钢筋或钢结构加工间等有噪声影响的室内,对天花

板、墙面做吸声处理,降低室内噪声,保护室内作业人员健康。

4.3 优 选 项

4.3.1 喷雾降尘的原理是利用高压泵将水加压至 5MPa~7MPa，经高压

喷嘴雾化，形成飘飞的水雾，由于水雾颗粒是微米级的，非常细小，

能够吸附空气中杂质，营造良好清新的空气，达到降尘、加湿等多重

功效。

4.3.2 采用环保系统认证的扬尘自动监测仪，采样口距围挡高度不小

于 0.5m。在工地上、下风各安装一套，上、下风处测得的浓度差值即

为净排放浓度。数据采集频率与有效性按现行行业标准《环境空气颗

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

执行。日平均值根据小时平均值计算，同时测定风速、风向、湿度和

温度。

4.3.3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量/建筑垃圾总产

生量）*100%

建筑垃圾总产生量：通过施工现场记录、运输记录等获取；

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量：通过回收记录、再利用产品产量等获取。

4.3.4 利用无人机通过空气质量传感器实时监测 PM2.5、PM10 等污染

物，同时也可以对工地噪音进行实时监测，精准发现噪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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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源节约评价指标

5.1 控 制 项

5.1.1 绿色施工策划文件是指导绿色施工开展的技术文件，应明确绿

色施工相应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措施。建立施工现场水资源和能源管理

制度,实行用水和用能计量管理;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布置动态管理、临

时办公和生活用地计划、场地绿化等管理制度。

5.1.2 在材料采购、限额领料、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等管理制度或管理

文件的要求指导下,编制材料计划,合理使用并节约材料。

5.1.3 水资源消耗总目标包括传统水源和非传统水源使用目标，非传

统水源的使用目标是非传统水源使用量占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5.1.4 针对特殊工程地质及基础设施管线分布情况,项目应依据建设

单位提供的场地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制定合理的方案，降低对周边土

地资源、水资源的破坏和对施工安全的影响。

5.2 一 般 项

5.2.1 本条规定了临建设施的 3 个方面内容

1 新建工地临时办公用房、宿舍用房,应当使用环保型可拆装的

装配式轻钢活动板房或钢骨架水泥活动板房、厕所、浴室、门卫室提

倡使用环保型整体式钢板房,能够节约材料、减少临时用地。施工现

场临时设施的墙体、屋面板等部位使用保温隔热性能指标达标的节能

材料，可以显著降低临时设施的能耗。

2 节水器具指水龙头、花洒、坐便器水箱等单件器具。

3 临时设施不仅包括水电、消防、道路等，还可参照住建部八

项永临结合：管线永临结合，绿化永临结合，道路永临结合，围挡永

临结合，照明永临结合，消防永临结合，电梯永临结合，通风永临结

合。

5.2.2 本条规定了材料节约的 5 个方面内容

1 采购计划：在施工过程中，为了使材料供应与需求相适应，

需要编制材料供应计划。技术部门按施工计划及施工预算，提供年、

季、月工程项目工程量、投资计划及单项工程年、季度需要主要材料

明细表。

2 材料损耗率是指材料在采购及使用过程中，因意外或人为造

成的损耗，其损耗量所占的净用量或总用量的百分率。明确是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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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筑材料可以通过：图纸会审、材料采购计划等确定。

3 二次搬运过程中不仅会带来搬运时产生的人力、机械使用所

产生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会让材料在搬运过程中再次产生损耗。

5.2.3 本条规定了用水节约的 4 个方面内容

2 施工总用水量应于绿色施工方案策划文件中计算得出，制定

施工目标用水量时应考虑节约 10%以上。

3 非传统用水量占比=非传统用水量/（非传统用水量+传统用水

量）*100%。

5.2.4 本条规定了能源节约的 4 个方面内容

1 施工总用电量应于绿色施工方案策划文件中计算得出，制定

施工目标用电量时应考虑节约 10%以上。

2 建立设备的管理台账，有利于维修保养人员能够准确地对设

备的整机性能做出判断、预防。

3 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施工进度，有利于避免机械的闲置时间

过长，使机械的使用更加高效。

5.2.5 本条规定了土地保护的 5 个方面内容。

2 污水排放管道泄漏会污染土地与地下水，工地上产生的危化

品在堆放时需注意不能渗漏。绝缘油到场后使用的专用油罐堆放在指

定区域，严禁直接放置于草坪、土壤上；堆放地面应设置严格的防油

措施。软母线采用液压压接时，应对液压器械及其管路采取防液压油

泄漏污染措施。

3 施工后应恢复施工活动破坏的植被（一般指临时占地内），

结合建筑场地进行永久绿化，尽量恢复原有地貌和植被。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三

条，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同时，工程施工

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并按

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不得擅自倾倒、抛撒

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5.3 优 选 项

5.3.3 自动控制技术包含声控、光控、红外感应控制等。

5.3.5 利用物联网技术管控物资、设备是指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从工

厂到现场的“仓到仓”全链条一体化物资、物流、物管体系。通过手

持终端设备和物联网技术,实现集装卸、运输、仓储等整个物流供应

链信息的一体化管控,实现项目物资、物流、物管的高效、科学、规

范管理,解决传统模式下无法实时、准确地进行物流跟踪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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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而提升工程项目物资、设备的监管水平。

5.3.7 清洁能源占比=清洁能源产生量/(清洁能源产生量+施工用电

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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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力资源节约和保护评价指标

6.1 控 制 项

6.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等法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等相关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

6.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章第二节第十四条对“从业资

格”做出相关规定,施工总承包企业施工现场配备的项目经理应持有

效的执业资格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安全员应持有效的上岗证、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其他参与工程建设的相关人员，应持有效证件

上岗。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单位配备的现场负责人、安全员、质量员、

施工员、特种作业人员等均应持有效证件上岗。

6.2 一 般 项

6.2.1 本条规定了人员健康保障应包括以下 6 个方面

1 施工现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职业

病分类和目录》制订职业病预防措施,定期对从事有职业病危害作业

的人员进行体检。

2 生活区、办公区的通道、楼梯处应设置应急疏散、逃生指示

标志和应急照明灯,并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应急疏散平面布置图。

3 应配药品有创口贴、烫伤药、跌打损伤药、止血带、担架等

应急药物。

4 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的垃圾桶分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

利用两类设置，生活区还应设置专门的剩饭、剩菜收集桶。同时，加

强施工人员对垃圾分类知识的培训和宣贯。绿色施工要求在生活区搭

设封闭式垃圾站或设置密闭式垃圾容器,每天将生活垃圾收集后集中

堆放至封闭垃圾站或密闭式容器,严禁露天堆放。同时,要求对垃圾站

或容器定期消毒。

6.2.2 本条规定了劳动保护的 6 个方面内容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企业实

际，制定合理的休息、休假、加班及女职工特殊保护等管理制度。

3 在高空作业、带电危险作业、职业性灼伤和腐蚀、噪声、高

温作业等场所设置“止步，高压危险”“注意防尘”“当心腐蚀”等

警告、指令标志。

4 例如：1）在密闭空间、高浓度毒气或缺氧环境（如电缆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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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作业）使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SCBA）。2）作业人员在观察

电弧时，应使用带有滤光镜的头罩，或佩戴安全镜、护目镜或其他合

适的眼镜。3）在噪音较大、持续时间较久的作业现场，可佩戴防噪

音耳塞或耳罩等措施。4）电力设备无损检测时（如焊缝探伤）可能

会有电离辐射，作业人员需穿上铅防护服、防护眼镜等防护设备。

5 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通风、检测不

合格作业。

6.2.3 本条规定了劳务节约的 3 个方面内容

1 结合企业技术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水平、当地环境、工程状

况,合理组织施工作业队伍。

2 对施工人员培训做到有计划、有记录，具体如下:

(1)培训人员。根据培训内容,组织现场作业人员参加培训。培训过程

中需留存影像、签到表、培训记录等过程资料。

(2)培训类型。培训类型分为专业机构培训、企业培训、项目部培训、

邀请外部专家培训。

(3)培训形式。采用现场授课、多媒体视听、师徒式培训、现场样板

体验等多种形式进行培训。

人员培训流程。人员培训流程包括:发放培训需求调查表→制定培训

计划表→实施培训→培训效果验证。通过考试、现场问答等方式验证

培训效果。

6.3 优 选 项

6.3.4自动体外除颤仪，俗称 AED，能够自动分辨心脏骤停是否由室颤

或无脉性室速引起。如需除颤，它可以提供高能量电流，进行电击除

颤而完成抢救，帮助发生恶性心律的病人恢复心律，是抢救呼吸、心

脏骤停病人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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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创新评价指标

7.0.3 专业技术认同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专家评审会记录、技术标准

导则、图集图纸、技术实施效果证明等文件。创新应在创效的基础上，

提供有综合效益的认同资料。

7.0.4 为鼓励施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加分单独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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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 价 方 法

8.2.5 本条规定了工程阶段评价得分的计算方法，其中阶段创新得分

J1的计分原则是指根据工程进度已取得的创新成果得分，该项分数仅

在对阶段工程进行绿色施工评价时统计。该加分按单项技术进行，每

单项可加 0.5 分~1 分，总加分不超过 5分。

8.2.7 本条规定了工程整体评价总得分的计算方法，其中工程技术创

新加分 J2计分原则是指工程竣工验收时取得的全部创新成果得分。

该加分按单项技术进行，每单项可加 0.5 分~1 分，总加分不超过 5

分。

8.3.1 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分为不合格、合格和优良，只有合格等

级以上的方可称为绿色施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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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价组织和程序

9.1 评 价 组 织

9.1.1 规定了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阶段评价、批次评价的组织单

位、参加单位，明确了评价结果的确认方式。

9.1.2 绿色施工是在项目上开展的施工活动，企业对本企业范围内开

展绿色施工的项目要不定期地进行检查、评估、回访、督导，并保存

检查、评估、整改记录。从上级企业到下级项目全员贯穿绿色施工的

实施和管理。

9.1.3 绿色施工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措施由施工单位完成

改进工作。

9.2 评 价 程 序

9.2.1 本条规定了申请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的方式和时间。

9.2.2 本条规定了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等级要依据证据确定。要检

查相关技术和过程中留存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对照资料查验现场，询

问现场有关人员，以实际情况确定绿色施工评价等级。

9.3 评 价 资 料

9.3.1 本条规定了绿色施工评价资料留存年限，以及资料按规定记录、

收集、整理、分析、总结、存档、备案的要求。

9.3.2 本条规定了工程整体绿色施工评价资料的基本类别，并统一了

基本类别资料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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