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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现实问题，立足评估体系的指导作用展开探索。
尝试改变评估体系结果控制的设计模式，转而采用过程过程控制的方法，主要针对设计阶段的过程控
制。
研究重视提升评估体系的应用范围度和操作灵活性，旨在强化其指导作用。
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内外建筑绿色评估体系的发展与实践情况，重点比较国内
外典型住宅绿色评估体系的指导作用，分析我国现有住宅绿色评估体系指导作用偏弱的原因；第二部
分，采用我国现有的典型住宅绿色评估体系对城市新建住区进行模拟评估，总结应用过程中指导作用
的不足之处，利用管理学原理对住宅绿色评估体系的标准进行筛选；第三部分，从我国城市主要的环
境问题出发，应用灰色判定的方法对优化标准进行序化，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建立概念模型，最终
设计一套城市住区设计阶段的绿色评估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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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绿色建筑认证时的难题　　首先，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在建筑绿色评估体系中应引入材料全生命周期评估作为必要的技术支撑手段。
但是我国实际上尚未形成系统的全生命周期估算软件，而且缺乏关键的基础数据，难以对实际的消耗
情况进行准确的判断。
因此，我国的建筑评估体系的实际操作性弱、执行度较低。
　　其次，认证的权威性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我国建筑绿色评估体系发展快、成果多，但也带来了认证的权威性问题，多种的评估体系造成了执行
者选择上的困难。
　　最后，如何处理国家体系与地方体系之间的关系。
我国不少地区都在开发自己的评估体系。
由于各地条件差异极大，体系采用的概念及框架也不完全一致，对所得结果进行比较也非常困难。
　　（2）绿色建筑指导时的困惑　　建筑绿色评估体系的指导作用越强，对于绿色建筑的引导效果
也就越好。
但是事实上我国评估体系的指导作用还需提高。
　　如前文所述，现阶段的建筑绿色评估体系对于被动式绿色设计手法重视不够，而且也没从城市住
区整体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进行考虑。
　　此外，需要提及一个重要的特点，我国的建筑绿色评估体系往往具有庞大的标准规模。
诚然，标准详尽可以最为充分地描述可持续建筑的内涵，但是当标准的规模大到有损于评估体系发挥
描述模型的程度时，就意味着此时的标准规模可能会削弱评估体系的指导作用了。
以我国住宅绿色评估体系设计阶段的标准规模为例，与国外体系相比，它具有数量较多的标准。
从图5.11中可以发现，LEED中各项标准的权重相差较大，有些标准权重极高。
虽然LEED并不强制执行具体的标准，但由于体系的标准数量控制得当，所以高权重标准的重要性凸现
出来。
反观我国的设计阶段的住宅绿色评估体系，标准的权重强弱幅度与LEED近似，但由于标准项数较多，
严重影响重要标准有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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