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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建筑学会标准《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 /ASC02 － 2016 已发布实施。本文介
绍了该标准的编制背景、主要技术内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等级划分、主要特点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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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编制背景

建筑是人类的重要场所，人的一天中 80% 以上

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建筑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而室内装修污染、餐
厅食品安全、光环境、声环境、热湿环境、雾霾天气、
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等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

人们的生活，甚至威胁健康安全［1-9］，建筑对于人们

追求高质量健康生活至关重要。同时，我国绿色建

筑得到了快速发展［10］，虽然健康的使用空间是绿色

建筑的目的之一，但绿色建筑对健康方面的要求并

不全面，因此健康建筑是绿色建筑在健康方面的更

深层次发展。此外，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

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11］，良好的建筑环境是健康中国的构成

部分，所以健康建筑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需求，是

我国建筑领域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目前，美国 WELL 建筑标准［12］是一部考虑建筑

与其使用者健康之间关系的标准，包括了空气、水、
营养、光、健身、舒适、精神 7 大类评价指标。我国协

会标准 CECS 179—2009《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规程》
中，将住宅的健康因素分为居住环境的健康性和社

会环境的健康性，既考虑了住宅建筑的性能，也兼顾

到了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健康，较为全面的将住宅

建筑与健康进行了融合［13］。除此之外，国外再没有

将健康性能整合在一起的标准，我国目前的标准体

系中尚未有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涵盖生理、心理

和社会三方面要素的评价标准。因此，需要借鉴国

内外标准中对建筑健康性能的要求并结合我国实际

特点，制定出具有普适性且涵盖各类健康要素的健

康建筑评价标准。
基于前述背景，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

有关单位制 定 了 中 国 建 筑 学 会 标 准 T /ASC 02—
2016《健康建筑评价标准》。2017 年 1 月 6 日，经中

国建筑学会标准化委员会批准，中国建筑学会标准

T /ASC 02—2016《健康建筑评价标准》( 以下简称

《标准》) 发布，自 2017 年 1 月 6 日起实施［14］。本文

将对该标准的编制情况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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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技术内容概述

《标准》共分为 10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 总

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空气、5 水、6 舒适、7 健

身、8 人文、9 服务、10 提高与创新。
《标准》是在广泛调研研究、参考与协调国内外

相关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编制完

成的，规定了健康建筑的评价指标，充分考虑了与健

康密切相关的空气、水、舒适、健身、人文、服务 6 方

面技术内容要求，对较为重要且民众关注度较高的

PM2. 5、甲醛等空气质量指标、饮用水等水质指标、环
境噪声限值等舒适指标、健身场地面积等健身设施

指标、无障碍电梯设置等人文关怀指标、食品标识要

求等服务指标等均进行了要求或引导。同时，考虑

了设计和运行两个阶段的建筑健康性能评价，根据

不同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的特点分别

设置了评价指标权重，并根据总得分划分了健康建

筑的健康性能等级。

2 评价指标体系

《标准》遵循多学科融合性的原则，建立了涵盖

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要素的评价指标作为一级

评价指标，分别为空气、水、舒适、健身、人文、服务，

各一级指标下又细分多项二级指标，见图 1 所示。
为鼓励健康建筑的性能提高和技术创新，另设置

“提高与创新”章节。

图 1 《标准》指标体系

3 评价要求与等级划分

3. 1 参评建筑要求

为保证建筑的健康性能，对参评建筑提出了基

本要求，即:

1) 全装修。为避免装饰装修涂料、家具等污染

物散发影响建筑室内空气品质，进而降低建筑的健

康性能甚至将健康建筑变得不健康，《标准》明确要

求健康建筑评价应以全装修的单栋建筑、建筑群或

建筑内区域为评价对象。毛坯建筑不可参与健康建

筑评价。全装修是指房屋交付前，所有功能空间的

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毕，厨房与卫生间的基本

设备全部安装完成。全装修并不是简单的毛坯房加

装修，而是装修设计应该在住宅主体施工动工前进

行，即装修与土建一体化设计。
2) 满足绿色建筑要求。健康建筑是绿色建筑

更高层次的深化和发展，即保证“绿色”的同时更加

注重使用者的身心健康; 健康建筑的实现不应以高

消耗、高污染为代价。因此，《标准》规定申请评价

的项目应满足绿色建筑的要求，即: 获得绿色建筑星

级认证标识，或通过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
3. 2 评分方法

健康建筑评价充分考虑了民用建筑设计和运行

两个阶段的健康性能影响因素，将健康建筑评价分

为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其中设计评价应在施工图

审查完成之后进行，运行评价应在建筑通过竣工验

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由空气、水、舒适、健身、人文

5 类指标组成; 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由空气、水、舒适、
健身、人文、服务 6 类指标组成。每类指标均包括控

制项和评分项。为鼓励健康建筑在提升建筑健康性

能上的创新和提高，评价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加分

项。控制项是参评建筑必须满足的要求，其评定结

果为满足或不满足; 评分项和加分项是通过措施性

或结果性的指标来衡量参评建筑的健康设计和健康

运行的程度，其评定结果为分值。
评价指标体系 6 类指标的总分均为 100 分。由

于健康建筑系统复杂，不同类型民用建筑系统又不

尽相同，他们在功能、地域气候、环境、使用者行为习

惯等方面存在差异，评价指标会存在在某些建筑中

不适用的情况。因此，考虑到不参评条文，6 类指标

各自的评分项得分 Q1、Q2、Q3、Q4、Q5、Q6 按参评建

筑该类指标的评分项实际得分值除以适用于该建筑

的评分项总分值再乘以 100 分计算。这样就避开因

不参评条文引起的健康建筑等级降低的情况。
总得分为各类指标得分经加权计算后与加分项

的附加得分之和，其计算式为

ΣQ = w1Q1 + w2Q2 + w3Q3 + w4Q4 + w5Q5 +
w6Q6 + Q7 ( 1)

式中: Q 为总得分; w1 ～ w6 为各指标对应的权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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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见表 1) ; Q1 ～ Q6 为 6 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 Q7

为加分项的附加得分，即“提高与创新”章得分。
3. 3 指标权重

《标准》中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体现了各指标对

健康建筑健康性能的贡献，是总得分和健康等级的

关键评价因素。由于不同民用建筑的使用对象和用

途不同，若将各项指标权重进行“一刀切”式的规

定，会导致健康建筑评价结果则欠科学。因此，《标

准》在各指标权重研究中，以“抓主因、顾次因”的原

则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型的民用建筑的健康影响因

素，并按照民用建筑的分类，建立了居住建筑和公共

建筑指标权重的调研问卷，采用问卷调查、层次分

析、专家咨询、项目试评等多途径结合的方式，建立

了健康建筑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见表 1。

表 1 健康建筑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
空气
w1

水
w2

舒适
w3

健身
w4

人文
w5

服务
w6

设计
评价

运行
评价

居住建筑 0. 23 0. 21 0. 26 0. 13 0. 17 —
公共建筑 0. 27 0. 19 0. 24 0. 12 0. 18 —
居住建筑 0. 20 0. 18 0. 24 0. 11 0. 15 0. 12
公共建筑 0. 24 0. 16 0. 22 0. 10 0. 16 0. 12

注: 1、表中“—”表示服务指标不参与设计评价。
2、对于同时具有居住和公共功能的单体建筑，各类评价指标权

重取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所对应权重的平均值。

3. 4 等级划分

为使健康建筑的健康性能更为直观的表现出

来，《标准》对健康建筑的健康性能进行了等级划

分，将健康建筑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3 个等

级。3 个等级的健康建筑均应满足本标准所有控制

项的要求。
健康建筑评价按总得分确定等级，当健康建筑

总得分分别达到 50 分、60 分、80 分时，健康建筑等

级分别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4 《标准》主要特点

建筑服务于人，健康建筑的本质是促进人的身

心健康。健康含义是多元的、广泛的，世界卫生组织

给出了现代关于健康较为完整的科学概念: 健康不

仅指一个人身体有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而是

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但

建筑中影响使用者健康的影响因素来源多种多样，

例如室外污染物来源、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及家具散

发的污染物、噪声、水质、食品安全、热湿环境、缺少

锻炼、建筑心理因素等等。同时，健康建筑应可以通

过一些定量数据反映出建筑的健康性能，使健康建

筑性能“可考核”。据此，为使《标准》尽可能涵盖人

所需的生理、心理、社会 3 方面要素且能体现出健康

建筑的性能，并使其具有较强的科学和适用性，在

《标准》制定时确定了编制 4 项原则，也是本标准的

4 个特点，即: 指标集成性: 将影响健康的主要指标

体现在一本标准中; 性能全面性: 涵盖生理、心理、社
会三方面所需的要素; 技术感知性: 既充分融入健康

技术，又能够感知其效果; 体系适用性: 符合我国实

际状况，“指标严、可执行”。

5 结束语

营造健康的建筑环境和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满足人民群众健康追求、实现健康中国的必然要

求，也是绿色建筑向更深层次发展的迫切需求，健康

建筑是我国建筑领域的发展方向。对建筑健康性能

进行评价，是鼓励建造健康建筑、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的有效途径; 《标准》的编制，对于助力“健康中国

2030”及促进健康建筑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

同时，由于健康建筑刚刚起步，以《标准》带动健康

建筑产业发展之路，仍需要多领域相关机构( 科研

机构、高校、地产商、相关产品商、物业管理单位、医
疗服务行业等等) 共同努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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