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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的重要意义
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是集建筑保温功能与

墙体围护功能于一体，墙体不需要另行采取保温措施即
可满足现行建筑节能标准要求，实现保温与墙体同寿命
的建筑节能技术（以下简称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发展
推广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对促进节能减排，确保工程质
量与安全，实现建筑业健康发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发展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是促进节能减排的重
要举措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
快，建设领域成为资源能源能耗和对环境影响较大的领
域，建筑用能已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左右，并呈逐年
上升趋势。党的“十八大”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了重点工作和任
务目标。在工业节能减排贡献率逐步递减的情况下，建筑
节能的重要性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面临的
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责任更加重大。这些工作的推进和目
标的实现，有赖于建筑节能相关技术支撑体系的充实和
发展，特别是对不同形式保温体系的研发和应用提出了
更加迫切的要求。

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将保温功能与墙体围护功能
融于一体，实现了保温与墙体同寿命，从根本上解决了外
墙保温工程的维修和更换问题，真正实现了节约资源和
节能减排的双重目标。因而，发展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
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一项
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建设行业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保
民生的发展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意义
重大。

2、发展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是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的重要保障

建筑工程质量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件大
事，是工程建设的“底线”，涉及产品生产，工程设计、施
工、验收等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当前，由于保温材料质量
不过关、施工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原因，有一些外墙外
保温工程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等质量问题，已引起社
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依靠技术集成创新，研究开发和推广
应用新型建筑节能保温结构体系，是解决工程质量“顽
症”的有效途径。

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与外墙外保温相比，保温构件
全部采用工厂预制化生产，工艺控制严格，质保体系完
善，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可直接用于建
筑工程，无需现场配料和二次施工，减少了施工工序，建
设施工单位无造假可乘之机，有效避免了偷工减料现象
的发生。因而，发展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能够从部品生

产和工程施工等环节严格有效地控制产品工程质量，是当前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必
然选择。

3、发展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是解决墙体保温工程防火问题的有效途径
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消防安全问题是当前行业主管部门和学术界争议的一个焦

点和热点问题。特别是上海、沈阳等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可燃保温材料的应用受到较大
限制，A级保温材料产量少、价格高、效果相对差等矛盾又十分突出，一定程度影响了建筑
节能工作的良性发展。

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与外墙外保温技术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采用结构防火的理
论和技术方法解决消防安全问题，一是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产品全部采用工厂预制化生
产，保温材料被水泥砂浆或混凝土包覆，施工过程中消除了火灾安全隐患；二是工程竣工
后，保温材料处于墙体内部，无机保护层厚度为30—50mm，工程使用过程中的防火性能
大大提高，满足现行消防安全要求。推行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是对传统建筑设计和施工
方法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从根本上解决建筑保温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和防火问题的有效途
径。

二、山东省推行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的主要成效
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发展建筑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非常重视，近年来连续三次召开了

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研讨会，推广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2009年下半年，山东省在全国
率先启动了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的全面系统研究，经过三年多的大量试验研究和工程实
践，研究开发和引进完善了技术支撑体系，建成了一批生产示范基地和试点示范工程，编
制发布了一系列技术规程和标准图集，研究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推广应用初见成效。

1、全面系统研究扎实有效
2009年，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启动了“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关键技术集成研

究”重大攻关课题，在全国率先对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展开了全面系统研究。一是对各类
一体化技术进行全面研究，经过省内外大量的考察调研和多次技术论证，对重点研究开
发项目通过试验研究和性能指标检测，最终择优选择出达到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指标要
求的四大类八项技术体系作为山东省的重点推广技术；二是针对每一项技术体系都进行
了专项系统攻关研究，研究确定了各项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体系及其主要产品的结构型
式、性能指标要求、生产工艺、生产装备、工程设计、施工技术，重点解决了上百个生产应用
过程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生产应用技术体系，通过了科技成果鉴
定和消防安全论证，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2、 技术支撑体系日趋健全
山东省通过试点示范工程建设，进一步总结完善了工程应用经验，对八项节能结

构一体化技术体系都研究编制了相应的工程应用技术规程（导则）和标准图集，明确
了各项技术的性能指标要求、设计计算依据、节能构造措施、节点构造详图、施工技
术要点和质量验收规定，全面系统地规范了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的生产、设计、施工
和验收等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为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房地产开发、图纸审查、质
量监督等单位提供了技术标准依据，为推动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发展应用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3、 工程示范引导成效显著
山东省本着合理布局、示范先行、优化发展的原则，积极组织引导部分大型骨干

企业和工程开发建设单位，加强技术集成与创新，引进消化吸收一批成熟的节能结构
一体化技术，要求各地市每年至少组织建设3个以上具有一定规模的节能结构一体化示
范工程或小区，大力促进技术体系的规模化应用。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了32个节能
结构一体化技术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和500多万平方米的试点示范工程，工程应用效果
良好。先后组织召开了八次现场观摩会和经验交流会，以生产现场和示范工程为实
例，深入系统地介绍了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产品的生产、设计、施工等应用技术和工
程实践经验，全面提高了房地产开发、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质监等管理技术人员
的感性认识，充分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正确引导产业化发展方向，推动了一体化技
术向产品系列化、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4、 法规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2011年，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研究出台了《关于在全省积极发展应用建筑节能

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工作目标和推广重点。2011年，在东营市
组织召开了“全省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应用工作座谈会”，并先后在全省各市举办了十
余期标准规范宣贯培训班，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各界对推动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重要性
的认识。东营、青岛、威海等市也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明确了推广应用范围和
时限要求，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省人大今年11月颁布实施的《山东省民
用建筑节能条例》明确规定，“鼓励开发应用建筑墙体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逐步提
高其在建筑中的应用比例，在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全面推广应用建筑墙体保温与结
构一体化技术”；并将“合理采用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列为《山东省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中的一项重要评审内容。这两项规定目前在全国尚属首例，这标志着山东
省节能结构一体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将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对推动全省绿色建筑和节能
结构一体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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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展资
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枣庄市以“生态立市”为发展战略，
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把节能减
排，特别是建筑领域的节能减排作为建设生态
枣庄、推进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和
重要路径，积极推进，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自
2007年起，我市新建建筑基本实现公共建筑
50%、居住建筑65%节能标准，全市共有800多
万平方米建筑实施了建筑节能，累计完成既有
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288.37万平方
米，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550万平方米以上，其
中太阳能光热系统建筑一体化应用395.16万平
方米，全市新型墙材产量占墙材生产总量比例
达100％。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的结构不
断优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作用日益凸
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攻坚期。

加强组织 夯实建筑节能工作基础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确定可行的目标，制定

政策，落实责任，才能把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
作落到实处。我市高度重视建筑节能工作，市
委、市政府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专题研究。市人大、市政协也把建筑节能工作
作为新型城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视察调研，
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市政府先后制定下发了《枣
庄市2013年度建筑节能任务分解方案》、《关于
大力推进绿色建筑行动的实施意见》、《枣庄市
民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管理办法》（初
稿）一系列配套性文件。成立了市长任组长，3位
副市长任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区

（市）长为成员的市推进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行
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市推进绿色建筑行动
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考核检查，建
立了政策支撑体系和组织保障体系。此外，我市
认真落实地方配套资金，出台了《枣庄市市级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落
实市级扶持资金200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既
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和绿色建筑项目。

强化引导 推进绿色建筑和生态小区建设
为加快绿色建筑发展步伐，2012年，我市

印发了《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绿色
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申报绿色建筑评
价标识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采取一手抓设
计、一手抓施工的“两头抓”工作方式，推动建绿
色建筑发展。一方面认真落实好省里有关规定，
要求甲级建筑设计单位每年完成2个以上绿色
建筑项目设计任务；另一方面及时宣贯有关绿
色建筑发展规定及奖励政策，提供绿色建筑发
展技术支撑和咨询服务，引导开发企业建设绿
色建筑。日前我市6个建设项目（其中滕州市3
个、薛城区2个、市中区1个）通过2013年山东
省第九批绿色建筑评审，超额完成省下达我市3
个绿色建筑标识任务，填补了我市“绿色建筑”
认证的空白。同时，我市积极推进建绿色生态小
区建设，印发了《关于推进绿色生态小区建设的
实施意见》、《枣庄市绿色生态小区建设要点与
技术导则》，并与省住建厅共建绿色生态小区，
全市落实绿色生态小区建设项目26个、300万
平方米。此外，我市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达成
枣庄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意向，以绿色建筑为切入点，共
同对枣庄市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
理建筑应用、技术培训等领域
合作。

强化监管 落实新建建筑
节能标准

我市城市和建制镇规划区
内各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严
格按照居住建筑节能65%，公共
建筑节能50%的标准进行设计。
据统计，目前，我市规划区内新
开和在建工程节能设计和审查
率为100%，全市竣工节能建筑
153.43万平方米，占民用建筑竣
工总量的99.1%。近年来，我市
持续加强了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落实的监督，将其纳入建筑工程
全过程监管，实现了“闭合式”审
查管理。严把建筑设计、施工图
审查、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督、
竣工验收备案、预售许可等各个
关口，严格落实节能设计审查备
案、节能材料进场复验、节能工
程专项验收等制度。严格贯彻执
行《山东省建筑节能外墙外保温
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
准》，目前我市已有3家企业取
得三级外墙外保温工程专业承
包企业资质，大大提升了我市外
墙外保温施工能力。此外，我市
建立了节能信息公示制度，印发
了《枣庄市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
示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将
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在明显位置
张贴、在合同文件中予以载明。

落实责任 力推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

新建筑要绿色环保，老建筑

则有序实施节能改造。通过落实责任，建立健全
考核、督导、奖惩等一系列措施推进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工作有序开展。年初市政府制定2013年
建筑节能工作任务分解方案，与各区（市）政府、
枣庄学院、枣矿集团等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具体。在项目初步确定后，
组织市住建、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对项目落
实、工程进展、资金配套、上级资金拨付等情况
方面，开展督导检查。今年，省里下达任务81.5
万平方米，其中三项全改面积23.5万平方米。我
市共完成改造项目25个、88.39万平方米，是省
下达任务量的108%。从今年7月份开始，开展
了全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摸底核实，
逐一开展摸底排查，建立了《枣庄市具有节能改
造价值的既有居住建筑项目库》，组织有关专家
对项目库进行核查论证，重点对2014-2015年
项目个数与面积进行研究论证，2014年要完成
80万平方米的三项全改工作任务。

因地制宜 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我市积极提

倡和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建设领域的应用。一是
抓好太阳能光热系统建筑应用。2010年，我市
出台了《关于实施太阳能光热系统与建筑一体
化的通知》，明确从2010年6月1日起，全市城
市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12层及以下居住
建筑和集中供应热水的公共建筑，必须应用太
阳能光热系统，并与建筑进行一体化设计与施
工。今年省下达我市的太阳能光热系统建筑一
体化应用任务是60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已经
完成项目21个、103.19万平方米，占省下达任
务的172%。2013年设立市级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示范项目，2个项目通过评审，市级财政列
支200万元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和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示范项目进行奖励。二是推行“阳光屋
顶”计划。在市住建局办公楼屋顶建设太阳能电
站，总装机容量55千瓦，预计每年可发电7万
度，减排二氧化碳60吨，节约标准煤23吨。三是
开展可再生能源工作调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下发《关于报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有关情况
的通知》，对全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下一步将在城郊结合部、示范镇、新
农村社区的开发项目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选
择条件适宜的重点区域发展集中连片推广示范
区。

多措并举 开展公共建筑节能管理
公共建筑能源消耗量大，管理集中，可能的

节能潜力大，越来越成为建筑节能的重要内容，
我市从三个方面开展公共建筑节能管理方面工
作。一是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2013年省里
下达我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任务5万平方米，全
市共完成项目13个、15.28万平方米。2013年在
全省率先设立市级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
目，4个项目通过评审并给予一定比例奖励资
金。二是抓好监测平台与建筑物子系统建设。今
年省厅下达的节能监测子系统任务是5栋，我市
完成子系统建筑物7个，总面积17.8
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监测平台
已经完成建设，对新建公共建筑子
系统未按要求施工安装的将不予相
关基金返还及相关验收。三是开展
公共建筑能耗统计和能源审计。省

厅下达我市建筑能源审计任务为20万㎡，我市
完成现场审计22栋、37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能
耗统计工作已于4月份全面完成，全市共统计公
共建筑81栋，并在枣庄日报及有关网站上公示
了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效信息。

狠抓质量 强制淘汰非绿色建材
我市积极发展煤矸石、粉煤灰、页岩、工业

尾矿等固体废物为主要原料的新型墙体材料，
形成了质量优、结构合理、配套齐全的新型墙材
体系。截至当前，我市取得《山东省新型墙材建
筑节能技术产品认定证书》的企业80家，总生
产能力折合标准砖约40亿块，满足我市建筑需
求。一是实行产品月报制度。将月报纳入对企业
的考察内容，强化对新型墙材生产企业的认定
管理，规范产品市场秩序。二是规范新型墙材专
项基金征管。将基金征收工作纳入到工程项目
基本建设程序和房地产项目商业开发程序，建
立电话提示和回访制度，确保墙材专项基金足
额征收，并加大返还力度。2013年，全市共征收
专项基金 3851 万元（含滕州市），收缴率为
91%，返还率为71.77%。三是不断扩展“禁实”范
围。我市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及应用比例始终
保持在100%，城市规划区全面实现“禁实”，工
作重心由规划区逐步向农村地区拓展。四是积
极发展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下发《加强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
技术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4年1月
1日起具备应用一体化技术条件的必须使用一
体化技术进行建设。此外，2013年省财政下达
我市新型墙材专项基金预算指标155万元，分
别用于建筑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新技术示范
项目和绿色农房示范项目补贴，已经拨付到山
东阳光博士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滕州奥体花
园小区、山亭区绿色农房示范项目单位。

加强宣传 推动建筑节能工作再创佳绩
此外，为提高建筑节能工作社会认知度，不

断拓展宣传阵地，我市充分利用电台、报纸、网
络等媒体，普及建筑节能知识和有关政策标准
文件，宣传建筑节能先进理念。在中华建筑时
报、山东建设报、中国建设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十
余篇，在山东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网、枣庄建设
信息网、枣庄建筑节能网等网站发布信息八十
余篇。2013年共编辑并上报信息60余条。组织
开展“节能宣传周”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单2万余
张，六区一市共租赁LED宣传屏3次，每次循环
播放30余天。编写《建筑节能宣传手册》2万余
册、《<关于大力推进绿色建筑行动的实施意见>
相关术语及数据说明》500余册，编写出版《绿
色·智慧·生态城区（市）》3000余册免费向全市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赠阅，宣传普及“绿色、人
文、智慧、集约”的理念，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营造一种努力实现“鲁南绿城、
山水枣庄”的城市定位和“生态立市”的发展理
念的和谐氛围。完成《枣庄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可行性战略研究分析》软科学项目立项等。

深入开展绿色建筑行动 推动绿色生态城市建设

枣庄市2013年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作综述

2013年市级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枣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屋

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峄城区阴平镇办公楼及幼

儿园可再生能源应用项目

总建筑

面积

1.6

1.16

示范面积

1.6

1.16

利用可再生能源形式

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

埋管式地源热泵

根据《山东省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建科〔2007〕206号）、《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06）、山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14-082-2012）、《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建
科[2007]205号）、《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规划设计部分）》（建科[2008]113号），我省组织完成了
2013年第九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的评价工作。我市有6个项目通过评审（见下表）。

山东省2013年第九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枣庄）

编

号

1

2

3

4

5

6

项目

类型

住宅

公建

项目名称

枣庄金水湾A区

12-14、7-20#楼

枣庄瑞嘉·容园

14~16#楼

枣庄翔宇经典小

区项目1-5#楼

枣庄亿丰和家园

1-9#楼

枣庄仲建商务广

场

枣庄翔宇国际项

目

项目面积

（万平方米）

6.23

3.64

7.2

9.80

4.85

3.10

申报单位

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
发公司、澳大利亚比艾
其建筑规划设计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

枣庄市瑞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枣庄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

滕州市翔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北京市住宅

建筑设计研究院

滕州市亿丰房地产综合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
济大学建筑设计院

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
发公司、澳大利亚比艾
其建筑规划设计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北京市住宅

建筑设计研究院

标识

类型

设计

标识

设计

标识

标识

星级

★★

★★

★★

★★

★★

★★

山东省2013年第九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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