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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统一本市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要求，保证绿色建筑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民用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扩建、改建项目在技术条件相同

时也可适用。 

 

1.0.3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应与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同步实施。 

 

1.0.4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市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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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acceptance of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由建设单位组织，绿色建筑工程参建各方共同对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工程、

建筑与装饰装修工程、给水排水工程、供暖通风与空调工程、建筑电气工程、智

能建筑工程、可再生能源工程、室内环境工程、室外总体工程进行设计符合性判

定的活动。 

2.0.2 主控项目dominant item 

与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控制性要求相对应，对

建筑绿色性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验收项目，所有主控项目必须合格。 

2.0.3 一般项目general item 

对照绿色建筑设计文件，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评分项和加分项相对应，除主

控项目以外的验收项目。 

2.0.4 核查check 

对技术资料的检查及资料与实物的核对。包括对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内容的

正确性、与其他相关资料的一致性及整理归档情况的检查，以及将技术资料中的

技术参数等与相应的材料、构造、设备或产品实物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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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色建筑工程应根据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及设计变更文件进行验收，验收

项目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主控项目应全部进行验收，一般项目依据具体项

目的绿色建筑设计文件确定纳入验收范围的具体内容，主控项目和纳入验收范围

的一般项目的验收结论全部合格，方视为绿色建筑工程项目验收通过。 

 

3.0.2 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组织参建各方针对绿色建筑设计、验收等相关内容进

行交底；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纳入绿色建筑要求，施工组织设计经工程

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审查合格后实施。 

 

3.0.3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应核对其设计变更情况，绿色建筑工程的设计变更不得

降低绿色建筑的目标等级。对涉及建筑绿色性能变更的，应经过原审查机构审

查通过。 

 

3.0.4 绿色建筑工程作为一个单位工程，应按表3.0.4 划分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

检验批，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批的划分可根据绿色建筑各分部验收的需要，分别按工程量、楼层、

施工段、系统、管网进行划分。施工前，应由施工单位制定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

划分方案，并由监理单位审核。 

2  绿色建筑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验收应单独填写验收记录，验收

资料应单独组卷。 

3  验收项目、验收内容、验收标准和验收记录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表3.0.4绿色建筑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 

序号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主要验收内容 

1 
地基基础与主体

结构 

1 地基基础 

2 主体结构 
材料、施工质量、工业化建造 

2 建筑与装饰装修 
1 围护结构 

2 装饰装修 

外墙、门窗（幕墙）、屋顶、地

面、墙面、顶棚、通行空间、出

入口、防水材料、防火材料、装

饰装修材料、清水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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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水排水 

1  给排水系统 

2  生活热水系统 

3  节水设备与部品部件 

4  非传统水源利用 

5  监测与计量 

水质、管网系统、节水设备、部

品部件、非传统水、用水计量 

4 供暖通风与空调 

1  热源系统与冷源系统 

2  室内外管网 

3  空调通风系统 

空调系统设备与管道、空调冷热

水管网、送风及排风系统 

5 建筑电气 
1 配电系统 

2 照明系统 

配电设备、电线电缆、照明光源

、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电梯 

6 智能建筑 

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2 室内空气质量监控系统 

3 能源管理系统 

4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5 信息网络系统 

6 智慧建筑综合服务平台 

计量装置、传感器、执行器、控

制器、数据采集器、网络交换设

备等主要设备及线缆、各类弱电

系统及平台 

7 可再生能源 

1 太阳能热水系统 

2 太阳能光伏系统 

3 地源热泵系统 

进场验收要求、进场复验要求、

系统安装统一要求、系统调适要

求、检测计量要求、对周边环境

影响控制、系统安全运行要求、

噪声控制、标识要求 

8 室内环境 

1 声环境 

2 光环境 

3 热湿环境 

4 通风与空气质量 

围护结构隔声、室内噪声级、照

明质量、室内温湿度及新风量、

污染物浓度、视野、自然采光、

眩光控制、自然通风 

9 室外总体 

1  场地安全及污染源控制 

2  交通与公共服务设施 

3  室外声、光、热环境 

4  场地生态措施 

污染源控制、垃圾站点、无障碍

设施、标识系统、室外场地、停

车场所、人车分流、绿化、海绵

设施、服务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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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工程 

4.1 一般规定 
 

4.1.1结构工程应对下列项目进行验收： 

1  地基基础 

2  主体结构 

 

4.1.2地基基础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GB50202 及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1.3主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8、《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及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的规定。 

2 钢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55006、《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及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装配式钢结

构工程质量验收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2 的规定。 

3 木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通用规范》GB55005、《木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 及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装配式木

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GB/T51233的规定。 

4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50203、《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55007及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混合结构工程质量应根据验收部位的结构形式按相应的现行国家标准进

行验收。 

4.2 主控项目 

4.2.1 地基与基础的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施工方案、施工记录、进货台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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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2.2 500km以内生产的地基基础材料重量占地基基础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

70%。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产品证明文件（采购合同、材料出厂合格证等）、

材料进场验收记录、材料复试报告、距离施工现场500km以内生产的地基基础材

料重量占地基基础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计算书，检查地基基础材料的使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2.3 主体结构的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结构验收记录、相关检测报告，检查检修和维护

条件。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2.4 主体结构的形体和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结构施工记录和验收记录、测量复核记录、建筑

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2.5 500km以内生产的主体结构材料重量占主体结构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

70%。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主体结构材料清单、产品证明文件、材料进场验收

记录、材料复试报告、距离施工现场500km 以内生产的主体结构材料重量占主体

结构材料总重量的比例计算书，检查主体结构材料的使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 一般项目 

4.3.1 地基基础材料及构件的耐久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材料及构件进场记录、合格证、检测报告、隐蔽

验收记录、材料及构件清单，检查材料及构件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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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2 地基基础高强材料与构件的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施工记录、材料及构件清单、各类材料及构件用

量比例计算书，检查各类材料及构件的使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3 地基基础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的使用部位、用量及性

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工程材料清单、各种建筑材料的使用部位及使用量、各类材

料用量比例计算书、产品检测报告、利废建材中废弃物掺量说明及证明材料。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4 地基基础绿色建材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计算分析报告、检测报告、工程材料清单、绿色

建材标识证书、施工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5 主体结构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并合理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抗震设防

和抗震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结构计算文件、项目安全分析报告及应对措施结

果。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6 主体结构采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下列耐久性要求： 

1 主体结构采用混凝土结构的，钢筋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高耐久混凝

土材料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2 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的，耐候结构钢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耐候性防腐涂

料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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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体结构采用木结构的，防腐木材、耐久木材及耐久木制品的使用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材料进场记录、合格证、检测报告、隐蔽验收记

录、材料用量清单，检查材料的使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7 主体结构材料与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强钢筋、高强混凝土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高强钢材用量、钢结构构件连接方式、施工免支撑楼屋面板的使用应符

合设计要求； 

3 混合结构的混凝土结构部分、钢结构部分应分别符合本条第1款和第2款的

规定。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施工记录、工程材料清单、各类材料用量比例计

算书，检查各类材料的使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8 主体结构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的使用部位、用量及性

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工程材料清单、各种建筑材料的使用部位及使用量、各类材

料用量比例计算书、产品检测报告、利废建材中废弃物掺量说明及证明材料。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9 主体结构绿色建材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计算分析报告、检测报告、工程材料清单、绿色

建材证明材料、施工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10 主体结构的工业化建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木结构的，钢结构、木结构的使用比例和部位应符合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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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体结构采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的使用比例和部位应

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预制构件的购销合同、预制率计算书，核查现场

使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4.3.11 改扩建结构中的原结构构件及改扩建过程中产生的可再利用结构材料

的使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施工方案、施工记录、原建筑结构构件及可再利

用结构材料使用统计表，检查原建筑结构构件及可再利用结构材料的使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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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与装饰装修工程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装饰装修应对下列项目进行验收： 

1 围护结构工程。 

2 装饰装修工程。 

 

5.1.2 围护结构节能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GB50411和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DGJ08-113 的相关规定。 

 

5.1.3 装饰装修工程验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GB50300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7、《地下防水工程验收规范》GB50208、《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

准》GB50210、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JGJ/T304和

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工程套内质量验收规范》DG/TJ 08-2062的相关规

定。 

 

5.1.4 建筑幕墙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

准》DG/TJ 08-56的相关规定。 

 

5.1.5 建筑门窗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技

术规程》DG/TJ 08-2242 的相关规定。 

 

5.1.6 建筑防护栏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防护栏杆技术标准》JGJ/T470的规

定。 

 

5.1.7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应符合环境污染物控制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

规范》GB50222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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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控项目 

5.2.1 屋顶太阳能设施构件、机电设备设施构件、屋顶绿化设施应符合绿色建筑

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设计图纸，核查太阳能设施、机电设备设施构件与屋顶结

构一体化施工到位，且设施基础泛水措施施工到位。核查太阳能设施、屋顶绿化

等专项施工质量验收记录。 

检验数量：3 栋及以下数量的建筑全数检查，4~10 栋建筑不应少于总栋数的

50% ，10 栋以上建筑不应少于总栋数的30%。 

 

5.2.2 外墙太阳能设施构件、空调室外机架或平台、外墙垂直绿化设施应符合绿色

建筑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结构设计图纸，核查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架、外墙垂

直绿化与墙体主结构一体化施工到位，且构件与墙体连接部位及预留孔洞应有防

水封堵措施。核查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架、外墙垂直绿化等专项施工质量验收

记录。 

检验数量：3 栋及以下数量的建筑全数检查，4~10 栋建筑不应少于总栋数的

50% ，10 栋以上建筑不应少于总栋数的30%。 

 

5.2.3 卫生间、浴室的地面、墙面、顶棚防水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要求，住宅室

内防水工程不得使用溶剂型防水涂料。 

检验方法：核查建筑设计的防水设计说明及图纸，核查室内防水工程质量验收

资料，检查防水材料复验及现场抽样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2.4 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净宽应满足建筑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2.5外门窗气密性、水密性、隔声性能应符合建筑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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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在施工现场对预安装的外窗抽样，送到实验室对外窗进行气密性、

水密性、隔声性能等实体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现场随机抽样检验，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7106 

规定执行。 

检验数量：同一厂家的同一类型、同一品种、同一系列的产品各抽样不少于3

樘。 

 

5.2.6 建筑幕墙抗风压、水密性应符合建筑设计要求，并应提交下列资料： 

1 建筑幕墙抗风压、水密性检测报告。 

2 现场淋水、盛水试验记录。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设计图纸、幕墙设计图纸，核查建筑幕墙气密性、水密

性检测报告，核查现场淋水、盛水试验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2.7 建筑装饰构件比例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设计图纸、核查女儿墙高度、装饰构件设置情况，对比

建筑装饰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3 一般项目 

5.3.1 中庭、阳台、楼梯、窗台、上人屋面等各类临空防护栏杆的材料和配件、栏

杆高度、杆件净距、扶手尺寸及位置、防护栏杆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件之间的

连接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及配件应有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材料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2 预埋件、锚固件的数量、位置应有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 立柱锚固位置抗拔力或抗剪力应有现场检测报告。 

4 应有防腐处理措施验收记录。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设计图纸，观察和尺量。核查建筑防护栏杆工程专业质量

验收资料。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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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建筑物出入口防坠落的构件设施应符合建筑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建筑图纸核实相关防坠落措施有否施工到位，核查雨篷、挑

棚、遮阳等构件材料及配件进场复验和抽检资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3.3 外墙外保温工程应采取防坠落措施，并应符合设计要求，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系统及组成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 

2 应有保温层与基层墙体拉伸粘结强度现场检验实验报告。 

3 应有基层墙体锚栓抗拉拔承载力现场检验报告。 

检验方法：核查系统组成材料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

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和现场检验报告，核查锚栓锚固深度等隐蔽工程验收记

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3.4 建筑门窗、隔断等采用的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玻璃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建筑设计图纸对玻璃材质的要求及应用部位，观察具有安全防

护功能玻璃的标志标识，核查各类防护玻璃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进场复验和抽验

资料。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3.5 具备防夹功能的门窗配件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建筑设计图纸对防夹装置的要求、名称类型及安装位置，核查

门窗专项设计图纸落实情况，现场观察具有防夹装置门窗的标志标识，核查防夹

装置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进场复验和抽验资料。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3.6 室内外地面防滑面层材料的品种、规格、级别、防滑等性能要求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图纸的要求，检查建筑室内外防滑设计施工落实情况；

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防滑技术规程》JGJ/T331的要求，核查防滑产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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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和检验报告、进场复验报告，核查防滑工程关键部位防滑性能现场检测报告

及验收资料。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3.7 防水材料、防火涂料、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各类材料产品合格证书、型式检验报告、有害物质限量指标

及现场抽样检查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5.3.8 清水混凝土工程所用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清水

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169 的验收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核查清水混凝土的模板、钢筋、混凝土的验收记录

和资料。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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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排水工程 

6.1 一般规定 

6.1.1 给水排水应对下列项目进行验收： 

1 给排水系统。 

2 生活热水系统。 

3 节水设备与部品部件。 

4 非传统水源利用。 

5 监测与计量。 

 

6.1.2 给水排水工程验收的检验批应按系统、区域、施工段或楼层等进行划分，

分项工程应划分成若干个检验批进行验收。 

 

6.1.3 设备材料、管道、阀门、仪表，绝热和保温材料，应按设计要求对其类别、材

质、规格、外观、标识、耐久性和节能指标等进行核查，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形成文字和图像相应记录。 

6.2 主控项目 

6.2.1 二次供水系统的水池、水箱的超高水位联动自动关闭进水阀门装置应符合

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设计图纸，核查系统装置安装和联动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2.2 给水排水、非传统水系统的管道和附属设施的显著位置设置明显、清晰，连

续的永久性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的相关规定，采取措施防止误接、误用、误饮。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施工图图纸，核查标识及防止误接误用措施的实施情况。 

检验数量：按系统检查不少于10%，且不少于5 处。
 

 

6.2.3 给水排水系统的水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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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要

求。 

2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非传

统水源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施工图图纸和系统水质要求，核查各类用水调试完成后

的水质检测报告、水处理设施出水及最不利用水点的全部常规指标，现场核查水

质检测取样点位置和数量。 

检验数量： 

1 生活饮用水、直饮水水质检验数量：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指标可采纳自来

水公司定期公布的报告。管道直饮水系统水质检测在供水主管设1个采样点，分

散式直饮水设备可采纳设备质量验收记录。 

2 集中生活热水水质检验数量：用户用水端点数不足500 个时，应设2 个采样

点；500-2000 个每500 个增加1 个采样点；大于2000 个时，每增加1000 个增加1 个采

样点。 

3 游泳池水水质检验数量：全数检测。 

4 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非传统水源的水质检验数量：应按系统总

数抽检10%，且不得少于1个系统。 

 

6.2.4 建筑用水计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统计用水量。 

2 采用非传统水源给水的管路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 

3 水表装设位置和远传水表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及相关水表图纸资料，现场核查水表位置。

检验数量：按照计量装置总数抽查不少于5%，且不少于1组。 

 

6.2.5 用水点处水压大于0.2MPa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并应满足给水配件

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当因建筑功能需要选用特殊水压要求的用水器具时，应符

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节水、节能规定。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系统图纸，核查各层用水点用水压力计算表及试压报告。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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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节水器具及配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效等级不应低于2 级。 

2 便器构造内应自带整体存水弯，且水封深度不小于50mm。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专业设计图纸，节水器具相关说明、材料清单（表），

核查节水器具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用水器具采购合同；现场核查卫生器

具和设备的安装情况。 

检验数量：按照各类总数不少于5%抽查。
 

 

6.2.7 公共浴室应采用带恒温控制与温度显示功能的冷热水混合淋浴器、用者付

费的设施、带有无人自动关闭装置的淋浴器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淋浴器设备性能说明书、采购合同，并现场核查设备安装和设

置情况。 

检验数量：按照计量装置总数抽查不少于10%，且不少于1组。 

 

6.2.8 室外非亲水性水景补水系统应采用非传统水源，进入景观水体的雨水应采

取控制面源污染的措施或利用水生动、植物进行水体净化。 

检验方法：对照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相关图纸，现场核查雨水机房及用水点的管

路连接情况、景观用水水源和补水方式。 

检验数量：按系统抽查不少于10%，且不少于5 处，如果不足5 处，全数检查。 

 

6.2.9 室外明露等区域和公共部位有可能冰冻的给水、消防管道应有防冻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给水、消防等系统设计图纸和施工影像资料，核查楼梯、坡道、

车库等部位的管道阀门设备的防冻保温措施。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3 一般项目 

6.3.1 二次供水系统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且采取保证

储水不变质的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施工图图纸，核查二次供水水箱采购清单及进场记录、

产品说明书，以及保证水质的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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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3.2 水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泵效率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19762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2 水泵噪声级和振动级别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

GB/T29529规定的B 级，振动级别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

方法》GB/T29531规定的B级。 

3 水泵房应采取防噪、减振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施工图图纸及水泵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

现场核查水泵及系统安装情况。 

检验数量：按水泵总数抽查不少于5%，且不少于5 个，如过少于5 个，全数抽

查。 

 

6.3.3 循环冷却水系统应合理采用节水技术。冷却塔的飘水率、冷却能力、耗电比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 18870的规定。循环冷却

水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工业循

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GB/T 50102

等的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冷却水系统设备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核查

水处理装置、补水计量水表以及大容量集水盘、平衡管或平衡水箱的设置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3.4 同层排水、新型降噪排水管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其中住宅卫生器具采用 

同层排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漏的构造和性能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地漏》 CJ/T 186的要求，水封深度

不应小于50mm，且应设在地面的最低处。 

2 器具排水横支管布置和设置标高不得造成排水滞留、地漏冒溢。 

3 埋设于填层中的管道不应采用橡胶圈密封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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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对照给排水施工图图纸，核查同层排水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新型降噪排水管质量证明文件。 

检验数量：按总数的10%抽查，且不少于5 个。如果少于5 个，全数抽查。 

 

6.3.5 绿化节水灌溉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管材、管道附件、喷头和传感器

等的选取和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绿化灌溉相关图纸，核查喷头、管材、管道附件和传感器等产

品采购合同、产品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绿化灌溉系统的安装情况及利用

范围。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3.6 雨水、中水等非传统水源的设备、利用方式、处理工艺和消毒技术等应符

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设计图纸和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计算书。

对于利用自建雨水、中水处理系统的项目，核查建筑雨水、中水处理系统设施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检查雨水、中水管网接入关系和用水去

向、处理设施的安装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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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暖通风与空调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供暖通风与空调工程应对下列项目进行验收： 

1 热源系统与冷源系统。 

2 室内外管网。 

3 空调通风系统。 

 

7.1.2 供暖与空调系统冷、热源设备、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节能工程的

验收，可按冷源系统、热源系统和室内外管网、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检验批划分。 

 

7.1.3 供暖与空调工程的施工验收应符合本标准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

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3 的有关规定，工程中采用的技术文件、合同约定内容等，对工程施工

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规定。 

 

7.2 主控项目 

7.2.1 供暖与空调工程中采用的冷源、热源设备，应按照设计要求对其类型、规

格、外观进行检查验收，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和上海地方有关标准和规定。 

检验方法：对照暖通施工图纸，现场核查产品能效标识、产品合格证；复核

厂家提供的产品性能检测报告。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2 供暖与空调工程辅助设备及其管道、自控阀门、仪表、保温（绝热）材料

等产品进场时，应按照设计要求和产品技术资料对其型号、规格、等级及外观等进

行验收，各种产品和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现行国

家有关标准和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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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供暖与空调系统中冷热源侧的电动调节阀、冷（热）量计量装置、供热

量自动控制装置、空调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调节阀和风机盘管机组回水管上的

电动调节阀等自控阀门与仪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类型、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方向应正确，位置应便于操作和观察。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4 供暖与空调工程室内外管网节能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系统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预制管道的规格、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 

3 绝热材料的规格、材质、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4 防潮层的规格、材质、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见证取样复验报告，观察检查。 

检验数量：见证取样报告全部核查，其余按数量抽查10%，且绝热层不得少于

10段、防潮层不得少于10m。 

 

7.2.5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安装，除应符合本标准第7.2.4 条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安装位置和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便于观察、操作和

调试。 

2 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温度传感器宜安装在距地面约1.4m的内墙上或与

照明开关在同一高度上，且避开阳光直射和发热设备。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最小抽样数量不得少于5处。
 

 

7.2.6 空调通风系统中采用的设备，应按照设计要求对其类型、规格、外观进行

检查验收，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

准和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热回收新风机组和风机盘管机组复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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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同一厂家的风机盘管机组和热回收新风机组分别按数量复验2%，

但不得少于2台并覆盖各种型号；其他全数检查。 

 

7.2.7 空调与供暖、通风工程安装完成后，应对冷热源机组、输配系统设备、空

调通风系统设备进行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同时在供冷期或供暖期对空调与供暖系

统分别进行制冷和供暖工况下的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运转及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和调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在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合格的基础上，应进行系统的联合运转和调试以及系

统的风量和水量平衡调试。调试结果应符合表7.2.7的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试运转记录、调试报告或平衡度检测报告、风系

统单位风量耗功率、空调水系统冷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检测报告。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表7.2.7联合试运转及调试检测项目与允许偏差或规定值 

序号 联合试运转及调试检测项目 规定值 

1 冬季室内平均温度 不得低于设计温度2℃ 

2 夏季室内平均温度 不得高于设计温度2℃ 

3 新风量 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10% 

4 系统总风量 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10% 

5 各风口的风量 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15% 

6 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冷水供回水温差 ≥6℃ 

7 空调热水系统的供水温度 ≥60℃ 

8 空调热水供回水温差 ≥10℃ 

9 空调机组的水流量 
定流量系统允许偏差为≤15%，

变流量系统允许偏差为≤10% 

10 空调系统冷水、热水、冷却水的循环流量 
与设计循环流量的允许偏差
≤10% 

11 风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12 空调水系统冷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  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7.3 一般项目 

7.3.1 利用余热废热资源供应蒸汽、供暖或生活热水的设备系统，应按照设计

要求对余热废热提供的热量供应量及供应范围进行核查。 

检验方法：对照通过审查的暖通和给排水施工图纸，现场核实产品质量合

格证明文件及说明书、相关性能检测报告、设备铭牌参数；现场核查设备及系

统的配套安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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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3.2 分布式热电联供系统以及热电冷联供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通过审查的分布式热电联供系统以及热电冷联供系统施工图

纸，现场核实主要设备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说明书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以

及设备铭牌的技术性能参数；现场核查设备及系统的配套安装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3.3 空调蓄冷蓄热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通过审查的暖通施工图纸，现场核实主要设备的产品质量合格

证明文件、说明书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以及设备铭牌的技术性能参数；现场核查

设备及系统的配套安装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3.4 过渡季和冬季利用冷却塔提供空调冷水的空调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通过审查的暖通施工图纸，现场核实冷却塔的产品质量合格证

明文件、说明书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以及设备铭牌的技术性能参数；现场核查管

路安装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3.5 空调通风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通风系统应能实现设计要求的变频运行。 

2 空调通风系统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分区划分要求。 

3 空调箱内应配置初、中效空气过滤装置。 

4 产生异味或污染物的房间，设置机械排风系统。 

检验方法：对照通过审查的暖通施工图纸，现场核实安装情况。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3.6 过渡季和冬季利用室外新风供冷的空调风系统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24 
 

检验方法：对照通过审查的暖通施工图纸，现场核实设备铭牌参数以及新风管

道安装和调节性能。 

检验数量：按系统抽查10%，且不得少于1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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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电气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建筑电气工程应对下列项目进行验收： 

1 配电系统。 

2 照明系统。 

 

8.1.2 建筑电气工程的主要验收方法为现场检验及核查第三方检测报告；供配电与

照明系统施工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对隐蔽部位在隐蔽前进行验收，并应有详细

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施工完成后应进行配电与照明节能分项工程验收。

未进行第三方测试的，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现场测试。 

 

8.1.3 建筑电气工程验收的测试方法和测试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 113的相关规定。 

8.2 主控项目 

8.2.1 建筑电气工程使用的配电设备、电线电缆、照明光源、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等

产品应进行进场验收，验收结果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且应形成相应的验收记

录。各种材料和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与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现场随机抽样检验，核查复

验报告。 

检验数量：电线电缆同厂家应抽查各种型号总数的10%，且不少于2 个规格。同

厂家的照明光源、镇流器、灯具、照明设备数量在200 套（个） 及以下时，抽检2 

套（个）；数量在201 套（个） ~2000 套（个） 时，抽检3 套（个）；当数量在

2000套（个）以上时，每增加1000 套（个）时应增加抽检1 套（个）。同工程

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检验批容量可以扩大。 

 

8.2.2 照明系统的平均照度值不得小于设计值的90%；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设计

值，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中现行值的规定；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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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机动车交通道路的路面平均照度、路面最小照度、最小垂直照度、最小半柱

面照度应满足设计值。 

检验方法：核查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照明系统检测报告。
 

检验数量：按样本数量的10%的检查。 

 

8.2.3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

全性》GB/T 20145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选用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

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 31831的

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设计图纸及产品品牌型号。
 

检验数量：所有型号皆应进行核查。 

 

8.2.4 公共区域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天然采光区域的

照明应能独立控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验数量：按样本数量的10%的检查，且覆盖不同照明区域。 

 

8.2.5 停车场（库）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满足本市相关规划配建要求及相关

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设计图纸及数量，可采信已有的专项验收结论。 

检验数量：按样本数量的 10%的检查。 

 

8.2.6 工程安装完成后应对配电系统进行调试，调试合格后应对低压配电系统以

下技术参数进行检测，其检测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电单位受电端电压允许偏差：三相380V 供电为标称电压的土7%:单相

220V供电为标称电压的- 10%~+7%。 

2 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处额定电压的允许偏差室内照明为±5%,一

般用途电动机为±5%、电梯电动机为土7%,其他无特殊规定设备为土5%。 

3 10kV及以下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功率因数不低于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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