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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施工评价包括4个阶段，FCD后阶段、穹顶吊装后阶段、冷态试验后阶段及商运一

年后阶段，各阶段权重系数如下表：

序号 评价阶段 权重系数（ω2）

1
FCD后阶段（FCD完成后六个月内）评价 0.25

2
穹顶吊装后阶段（第一台机组穹顶吊装完成后六个月）评价 0.25

3
冷态试验后阶段（冷态试验完成后六个月内）评价 0.25

4
商运一年后阶段（商运一年后六个月内）评价 0.25



FCD后阶段、穹顶吊装后阶段、冷态试验后阶段绿色施工评价要素权重系数如下表：

序号
评价要素 权重系数（ω1）

1 环境保护 0.30
2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0.20
3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0.20
4 节能与能源利用 0.20
5 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 0.10

商运一年后阶段绿色施工评价要素权重系数如下表：
序号

评价要素 权重系数（ω1）

1 环境保护 0.40
2 节材、节水、节能 0.60



节材与材料利用02



评价项目 分数

一 材料的采购与使用 11

1 材料选择应根据就地取材的原则进行并有实施记录。 3

2 施工选用绿色、环保材料。 4

3 根据施工进度、材料使用时点、库存情况等制定材料的采购和使用计划。 4
二 临建设施材料使用 15
4 临建设施材料采用可拆迁、可回收材料，安全防护材料应工具化、定型化、标准化。 15

三 钢筋与钢结构使用 15

5 推广使用高强钢筋。 3

6 优化钢筋及钢结构制作下料方案，降低损耗，损耗不超过项目目标损耗率。 6

7 钢结构宜采用工厂制作，现场拼装；宜采用模块化、分段吊装、整体提升、滑移、顶升等安装方法，减少
方案的措施用材量。 6

四 脚手架及支撑体系使用 12

8 采用管件合一的脚手架和支撑体系、利用结构或埋件形式的支持体系，尽量采取以钢代木,减少木材用量。
水平承重模板使用早拆体系，提高脚手架及支撑体系的周转效率，提供了便利的通行通道。 12

“节材与材料利用评价指标” 共有8个评价项目，13个评价指标，总共101分。



评价项目 分数

五 模板使用 13

9 采用工具式模板和新型模板材料，如铝合金、塑料、玻璃钢和其他可再生材质的大模板和钢框镶边模板，尽
量降低木模板的使用量。 13

六 混凝土使用 15

10 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应利用粉煤灰、矿渣、外加剂等新材料降低混凝土和砂浆中的水泥用量，节约资源。 10

11 推广应用高性能混凝土。 5

七 资源再生利用 10

12 板材、块材、管材等施工余料和散落混凝土及砂浆等建筑余料应科学利用。 10

八 材料包装物回收 10

13 材料、设备包装物回收，回收率应达到100%。 10

合 计 101



序号
评价项目 指标数量（个）

1 材料的采购与使用 3
2 临建设施材料使用 1
3 钢筋与钢结构使用 3
4 脚手架及支撑体系使用 1
5 模板使用 1
6 混凝土使用 1
7 资源再生利用 2
8 材料包装物回收 1

合计 15

整体分布情况：



1. 材料的采购与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1：材料选择应根据就地取材的原则进行并有实施记录。

 评价依据

《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4.3.1节材措施

7. 应就地取材，施工现场500公里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70％以上。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就地取材实施记录。

重点检查：

1）查看施工承包商材料采购制度中是否明确就地取材的原则；

2）查看材料进场台账及相关采购文件是否有效落实就地取材的要求，是否满足施工现场500公里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占建

筑材料总重量的70%以上。



 评价要点

1）绿色施工细则/方案中是否明确就地取材的要求；

2）材料进场台账中主要材料包括土石方、钢筋、混凝土、钢板等的厂家，距离施工现场500公里以内所供应的建筑材料用量与

总量的对比。

 典型问题

1）未体现就地取材的要求；

2）未体现距离施工现场500公里以内所供应的建筑材料用量情况。



制度要求 就地取材，材料产地距施工现场500km范围内



1. 材料的采购与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2：施工选用绿色、环保材料。

 评价依据

《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4.3.1节材措施

3. 现场材料堆放有序。储存环境适宜，措施得当。保管制度健全，责任落实。

4. 材料运输工具适宜，装卸方法得当，防止损坏和遗洒。根据现场平面布置情况就近卸载，避免和减少二次搬运。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绿色环保材料台账。

重点检查：

1）查看绿色环保材料的采购计划、进场台账、验收资料或相关证明文件，是否有环保标识；

2）并需要核查是否属于行业限制、禁止使用或淘汰的材料设备。



 评价要点

1）查看材料绿色环保材料清单；

2）查看材料绿色环保标识。

 典型问题

1）材料无绿色环保标识等。

2）绿色环保材料清单中存在国家、行业限制、禁止使用或淘汰的材料。



1. 材料的采购与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3：根据施工进度、材料使用时点、库存情况等制定材料的采购和使用计划。

 评价依据

《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4.3.1节材措施

2. 根据施工进度、库存情况等合理安排材料的采购、进场时间和批次，减少库存。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材料进场及使用台账。

重点检查：

查看施工承包商材料采购和使用计划与施工进度计划的匹配性，材料需求时间及材料库存释放的合理性。



 评价要点

1）查看材料进场和出入库记录；

2）至仓库查看材料库存情况，与现场实际使用部位进行核对。

 典型问题

1）材料库存记录中ø48镀锌钢管54t库龄310天、多规格螺纹钢库存时间超过180天、100×100镀锌角钢15t库龄363天。



2. 临建设施材料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临建设施材料采用可拆迁、可回收材料，安全防护材料应工具化、定型化、标准化。

 评价依据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 50640）

6.2.1 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2. 临建材料应采用可拆迁、可回收材料。

《工程建设项目绿色建造施工水平评价办法》

附件表3-1 应符合循环再利用要求：

临建设施预制装配化。工程余料重复使用。安全防护应定型化、工具化、标准化、可拆迁，采用可回收材料。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临建设施材料采用可拆迁、可回收利用情况。

重点检查：

1）核查材料进场台账及相关程序是否落实临建设施材料的可拆卸、可回收的具体方案要求，以及程序执行记录；

2）核查安全防护材料的选型要求，现场查看并配合影像资料查验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1）查看临建设施方案或程序执行情况；

2）查看安全防护材料的验收情况。

 典型问题

1）临时设施未使用标准化的安全防护材料，且存在安全隐患。



3. 钢筋与钢结构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1：推广使用高强钢筋。

 评价依据

《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4.3.2 结构材料

2. 推广使用高强钢筋和高性能混凝土，减少资源消耗。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高强钢筋使用情况。

重点检查：

查看钢筋材料的采购计划、进场台账、验收资料或相关证明文件，查验是否满足高强钢筋的技术要求。

 评价要点

1）查看钢筋施工方案或图纸，及高强钢筋使用情况或验收记录。



现场高强钢筋使用

钢筋图纸中高强钢筋的要求



3. 钢筋与钢结构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2：优化钢筋及钢结构制作下料方案，降低损耗，损耗不超过项目目标损耗率。

 评价依据

《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4.3.2 结构材料

3. 推广钢筋专业化加工和配送。

4. 优化钢筋配料和钢构件下料方案。钢筋及钢结构制作前应对下料单及样品进行复核，无误后方可批量下料。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钢筋损耗分析情况。

重点检查：

1）核查钢筋及钢结构制作下料方案是否包含优化下料工艺、降低材料损耗的措施；

2）核查是否定期开展损耗分析，是否设置项目目标损耗率，并对比项目目标损耗率。



 评价要点

1）查看下料方案中优化下料工艺、降低材料损耗的措施；

2）定期开展损耗，并确定项目目标损耗率情况。

 典型问题

1）钢筋制作方案或程序中未体现优化下料工艺、降低损耗的措施；

2）未制定目标损耗率或目标损耗率超标。



3. 钢筋与钢结构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3：钢结构宜采用工厂制作，现场拼装；宜采用模块化、分段吊装、整体提升、滑移、顶升等安装方法，减少方案的措施用

材量。
 评价依据

《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4.3.2 结构材料

5. 优化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方法。大型钢结构宜采用工厂制作，现场拼装；宜采用分段吊装、整体提升、滑移、顶升等安装方法，

减少方案的措施用材量。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钢结制作及安装方案。

重点检查：

钢结构制作、安装相关方案，制作及拼装地点，加工及安装工艺等内容，配合影像资料核查评估措施用材量。



 评价要点

1）查看制作及拼装方案，是否采取措施减少材料用量；

2）查看现场影像资料，核实制作和拼装方案的执行情况。



钢结构整体吊装钢结构方案要求



4. 脚手架及支撑体系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采用管件合一的脚手架和支撑体系、利用结构或埋件形式的支持体系，尽量采取以钢代木,减少木材用量。水平承重模板

使用早拆体系，提高脚手架及支撑体系的周转效率，提供了便利的通行通道。
 评价依据

《工程建设项目绿色建造施工水平评价办法》

附件表3-1 应符合循环再利用要求：

模板应以节约自然资源为原则，推广使用管件合一的脚手架和支撑体系，推广使用工具式模板新型模板材料。采取措施提高模板、

脚手架等材料的周转次数。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脚手架和支撑体系施工方案。

重点检查：

1）核查承包商脚手架和支撑体系施工方案，是否明确采用管件合一的脚手架和支撑体系、利用结构或埋件形式的支撑体系，尽

量采取以钢代木，水平承重模板使用早拆体系；

2）现场查看并配合影像资料查验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1）查看脚手架和支撑体系施工方案；

2）现场核查；查看影像资料；核实方案的执行情况。



脚手架支撑体系脚手架方案要求



5. 模板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采用工具式模板和新型模板材料，如铝合金、塑料、玻璃钢和其他可再生材质的大模板和钢框镶边模板，尽量降低木模板

的使用量。
 评价依据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 50640）

6.2.2 材料节约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应采用工具式模板和新型模板材料，如铝合金、塑料、玻璃钢和其他可再生材质的大模板和钢框镶边模板。

 评价方法

检查至少两家土建承包商的模板施工方案。

重点检查：

1）核查承包商模板施工方案，以及模板材料的采购计划、进场台账、验收资料或相关证明文件，是否落实采用工具式模板和新

型模板材料的要求，降低木模板使用量；

2）现场查看并配合影像资料查验。



 评价要点

1）查看模板施工方案、采购计划、进场台账等；是否有新型模板如钢模、铝模等的要求？

2）现场核查；查看影像资料；核实方案的执行情况。



6. 混凝土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1：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应利用粉煤灰、矿渣、外加剂等新材料降低混凝土和砂浆中的水泥用量，节约资源。

 评价依据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 50640）

6.2.1材料节约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应利用粉煤灰、矿渣、外加剂等新材料降低混凝土和砂浆中的水泥用量；粉煤灰、矿渣、外加剂等新材料掺量应按供货单位

推荐掺量、使用要求、施工条件、原材料等因素通过试验确定。
 评价方法

检查总承包及搅拌站或土建承包商的混凝土配比优化措施相关材料。

重点检查：

核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文件，是否采取降低水泥用量的优化措施，核查试验报告内容是否落实相关优化措施。



6. 混凝土使用

 评价项目

指标2：推广应用高性能混凝土。

 评价依据

《绿色施工导则》(建质〔2007〕223号)

4.3.2 结构材料

2. 推广使用高强钢筋和高性能混凝土，减少资源消耗。

 评价方法

检查总承包及搅拌站或土建承包商的高性能混凝土相关材料。

重点检查：

核查承包商施工方案，以及混凝土材料的采购计划、验收资料或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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