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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面积达1005万平方米
执行标准全市最高

让绿色发展融入
副中心城市基因

本报记者 关一文

记者昨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建筑专题发布会上获悉，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67个项目获
得绿色建筑标识，建筑面积约1005万平方米。目前，副中心绿色建筑走在全市前列，为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创建打下坚实基础。

顶层设计
新建大型公共建筑 100%执行绿建
三星级标准

“绿色发展是副中心的最鲜明底色。”副中心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建管局局长卢庆雷介绍，为
促进副中心建筑领域高质量发展，市级部门在评
价认证、技术标准、试点示范等方面制定了多项
支持副中心绿色建筑发展的促进政策。

其中，市住建委已将绿色建筑二星级评价
认证权限下放到副中心管委会；出台《北京城
市副中心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试
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绿色施工指
导意见》等政策，对副中心绿色建筑形成有效
支撑；组织国内绿色领域领先的研究机构参
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专

项研究》。目前，已经在绿色建筑指标体系构
建、绿色建筑政策创新、绿色建筑全过程实
施、绿色建材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研
究成果，为副中心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

卢庆雷介绍，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155平
方公里）已有67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标识，建筑
面积约 1005万平方米。其中，58个项目取得设
计标识，建筑面积约 861 万平方米，二星级以上
占比 90%；9 个项目取得运行标识，建筑面积约
145万平方米，二星级以上占比100%。

同时，副中心绿色建筑执行标准全市最高。
自 2021 年 5 月起，副中心范围内全面执行两个

“百分百”，即新建民用建筑 100%执行绿建二星
级以上标准，新建大型公共建筑 100%执行绿建
三星级标准。这让副中心成为国内首个大型公
共建筑全面执行绿建三星级标准的地区。

绿色施工
三大建筑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过万吨

在绿色施工方面，副中心市级重点工程绿
色施工比例达到100%。施工现场环境监测技
术、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技术、预制装配
技术等一大批绿色施工技术，已率先在行政办
公区一期开展试点，并在行政办公区二期及三
大公共建筑等重大工程中得到推广。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介绍，三大建
筑投入运营后，相比同类型未采取节能减排
措施的公共建筑，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10207吨。

“三大建筑创新性打破了以往公共建筑集
群各自独立建设的固有模式，实现了城市副中
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共享配套设施及轨道
交通预留车站五个单体建筑一体化设计建设
的模式创新。”陈宏达介绍，较之各自独立建
设，一体化共构施工可减少支护桩约1400根，
节省钢筋约2180吨，减少混凝土约14500立方
米，减少土钉墙面积约3500平方米，减少TRD
水泥土搅拌墙帷幕工程量约78200立方米，减
少备用井等井类打设约9400米。

此外，三大建筑及共享配套设施项目充
分利用地下空间，最大程度保证了地上景观
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轨道预留空间接入
M101、M104（规划线路名称）2条地铁线路并
实现连通换乘，游客可从地铁换乘站经由三
大建筑共享配套设施直接进入三大建筑参观
游览，实现游览动线无缝衔接。

东六环入地工程则采用了高效节能的隧道智能通风技术。
首发集团东六环改造工程项目管理处负责人何历超介绍，

智能通风技术是通过实时监控隧道内平均车速、交通风速、一氧
化碳等污染物浓度的分布，指导通风系统运行。隧道通风系统
与空气净化系统关联节能运行，降低隧道内外车辆排放污染物
浓度，确保空气质量满足相关规范，实现绿色减排。投用后将减
少颗粒物及二氧化氮的大气排放量，净化率可达80％以上。项
目还采用了适合特长地下道路的降噪路面。据测算，该路面可
以降低雨天事故率40%以上，并降低路侧交通噪音3-6分贝。

此外，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大量使用绿色建材，行政办公区
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三星建材应用比例近 100%的区域。北京建
院总部大楼绿色建材和本地建材的使用比例达到 50%以上，利
用固体废弃物生产的新型墙材料、再生骨砌块，并以建筑垃圾处
理和再利用为重点，有效减少建筑材料生产、运输、消纳环节的
碳排放。环球影城北交通枢纽项目也选用预拌砂浆和预拌混凝
土、卫生洁具、防水材料、密封材料、内墙涂料、光伏组件等绿色
建材，加快绿色建材落地推广。

绿色建造
累计建设超低能耗建筑 13
万平方米

据悉，城市副中心积极推动绿色
建筑与超低能耗建筑、近零碳建筑、
健康建筑融合发展，累计建设超低能
耗建筑达 13 万平方米，近零碳建筑
20 万平方米、健康建筑 13 万平方
米。目前已建成全国能源行业首个
近零碳（能耗）项目——副中心智慧
能源服务保障中心，其综合能耗降低
超过 70%。同时，在行政办公区二期
160 与 169 地块试点建设近零能耗、
近零碳排放的“双零”建筑。北京市
首批集中供地高标准商品住宅项目
也执行绿色三星级、超低能耗和健康
建筑三项建筑标准，“绿色建筑+”融
合发展成为特色。

副中心工程办副主任陈晓峰举
了两个例子。

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充分利
用建筑本体和周边的可再生能源资
源，最大限度减少建筑对采暖、制冷
的 能 源 需 求 ，项 目 节 能 率 达 到
81.2%。该馆通过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优先使用光伏绿电，年发电
量90万千瓦时，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543.6吨，实现建筑“零能耗+零碳

排”的“双零”目标。
清华大学金融人才基地项目则

计划在千人报告厅 8200平方米屋面
安装680千瓦峰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实现年发电量约88万千瓦时。这
既可以满足建筑的年用电需求，多余
电量还可供给周边建筑，年减排二氧
化碳约 246吨，打造示范性近零能耗
建筑。

副中心新型绿色建造方式也全
面铺开。重点项目广泛采用装配式
建筑，新建保障性及政策性住房全面
采用装配式建筑。据统计，副中心装
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超过 50%，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

其中，行政办公区二期工程100%
采用钢结构装配式体系，行政办公
区综合物业楼采用装配式装修技
术，包括集成地面、墙面、吊顶、套装
门、设备管线五个系统，相比传统装
修方式缩短工期 30%、减少建筑垃
圾 90%。

副中心住房项目 100%实施装配
式建筑和装配式装修，符合绿色建筑
二星以上标准，降低建设过程中碳排
放，100%采用供热分户计量和末端智
能化控制，切实减少供暖能耗。还有
20%住宅采用低能耗建筑设计，即达
到 80%节能标准。目前已选择 D-5
楼作为百年住宅试点。

智慧绿景
副中心站“京帆”屋盖每年减少热负荷520万千瓦时

行政办公区引入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对各类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三
维可视化实时监控；城市绿心屋顶率先铺设太阳能光伏，新建建筑屋顶光
伏达标安装率 100%……随着绿色新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副中心广
泛开展光储直柔技术场景、绿色建筑智慧管理场景、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
源技术交叉场景探索。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威介绍，副中心站
枢纽工程的地上建筑采用标志性“京帆”屋盖，融入城市花园，衔接城市绿轴，将形
成独特景观，打造檐下绿色城市会客厅，为市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场所。

“京帆”屋盖将建造穿孔遮阳板，平衡冷热负荷，合理化控制室内光热环
境。采用“京帆”方案，预计每年可减少热负荷520万千瓦时，相当于
3200台家用空调的夏季制冷量，每年可减少照明用电约48.6万度。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在北京地区还首次成功建成中深层地
热（井下换热）热泵供暖系统试验井，通过了以院士为组长的专家验
收评审，推动形成该技术在北京地区的实施标准。据悉，该技术可
为副中心站枢纽约 189万平方米建筑提供冬季供热，约占副中心站
枢纽冬季总供热负荷的60%，与传统燃煤供热方式相比，每年可减少
8000吨标煤消耗量。

潞城全民健身中心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则可满足项目88%的用电需求。
该项目利用体育建筑大面积金属屋面铺设定制化玻璃基光伏板，铺

装面积6700平方米，占屋顶总面积的42%。光伏发电系统装机规模680.6
千瓦，年发电量74.8万千瓦时，可满足全年88%的用电需求，年均减碳量约
452吨，相当于北京地区约1130亩森林的年固碳量，将基本实现近零碳体
育场馆的建设目标。

通马路交通枢纽项目也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三星级酒店屋
顶铺装单晶硅光伏板，面积达800—1000平方米，总发电量14.4万千瓦时，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86.97吨。

“我们将推动副中心形成层次分明、因地制宜、合理有序的绿色建筑发展
脉络。”卢庆雷表示，接下来，副中心将做好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科学设置总
体发展目标、技术路线和实施路径。健全副中心绿色建筑支持保障政策，加
快实施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形成涵盖工程
前期、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运营阶
段的实施细则。细化绿色建筑
应用场景，遴选重点
领域、重点
片 区 、

重点项目先行先试，集
中展现副中心绿色建

筑成果，服务国
家绿色发展示范

区创建。

中深层地热中深层地热（（井下换井下换
热热））热泵供暖系统试验井热泵供暖系统试验井
投用后投用后，，将帮助副中心站将帮助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每年减少综合交通枢纽每年减少
80008000吨标煤消耗量吨标煤消耗量。。

东六环入地工程采用了高效节能的隧道智能通风技术。

副中心智慧能源副中心智慧能源
服务保障中心综合能服务保障中心综合能
耗降低超过耗降低超过7070%%。。

地源热泵
的使用有助于
减少碳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