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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3 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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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6 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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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场地人行出入口 500m 内应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6.1.3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6.1.4 自行车停车场所应位置合理、方便出入
	6.1.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6.1.6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资源节约
	7.1 控制项
	7．1．1 应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和建筑功能需求，对建筑的体形、平面布局、空间尺度、围护结构等进行节能设计，且应符合国家有关节能设计的要求。
	7．1．2 应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空调系统能耗。
	7．1．3 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7．1．4 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规定的现行值；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
	7．1．5 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7．1．6 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
	7．1．7 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
	7．1．8 不应采用建筑形体和布置严重不规则的建筑结构。
	7．1．9 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7．1．10 选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8）环境宜居
	8.1控制项
	8.1.1 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日照标准，且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8.1. 2 室外热环境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8.1. 3 配建的绿地应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的要求，应合理选择绿化方式，植物种植应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且应无毒害、易维护，种植区域覆土深度和排水能力应满足植物生长需求，并应采用复层绿化方式。
	8.1. 4 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排放，应有效组织雨水的下渗、滞蓄或再利用；对大于 10hm2 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
	1. 5 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
	8.1. 6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1. 7 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垃圾容器和收集点的设置应合理并应与周围景观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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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绿色建筑评价时，应按本章规定对提高与创新项进行评价。
	9. 1. 2 提高与创新项得分为加分项得分之和，当得分大于 100分时，应取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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