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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指示精神 ， 落实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

业化协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 的通知》 （长政办发

〔2023〕10 号）、 《关于长沙市新型建筑工 业化评价管理工作的

实施 办法》 （试行 ）等文件要求， 遵循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 业

化的协同发展规律 ， 基于装配式建筑评价体系融入绿色化理念

兼顾智能化发展趋势， 构建涵盖全生命周期的新型建筑工 业化评

价体系， 基于 《湖南省装配式 建筑评价标准》的编制原则 ， 制定

本评价指南 （以下简称 《评价指南》 ）。

一

、 定义及适用范围

遵循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的协同发展规律 ， 基于装配

式建筑评价体系融入绿色化理念 ， 兼顾智能化发展趋势， 构建形

成的涵盖全生命周期的新型建筑工 业化评价体系 。

《评价指南》适用于 《关于长沙市新型建筑工 业化评价管理

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 )中所有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应用场景。

二 、 新型建筑工业化评分计算

1.新型建筑工 业化评分按下式计算:

M =P ×100＋V

式中: M 新型建筑工 业化评分 。 在 《湖南省装配式建

筑评价标准》基础上 ， 增加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 业化创新

技术形成的综合评分 ， 体现对于建筑项目的工 业化 、 绿色化 、 智

能化引领;

P — 装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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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分值总和 。

2. 其中P参照 《湖南省装配式 建筑评价标准》DBI43/T5
42

确定 ， 具体如下:

2,
+2+Q;

+2+@si ono
P

=

700-Q

式中: P
— 装配率4

2i 主体结构评价项的得分值3

2 围护墙和内隔墙评价项的得分值

Q 装修与设备管线评价项的得分值

o——标惟 化 、 信息化 、 智能化应用评 价丽的得分

值;

2s 加分项评价项的 得分值

4 评价项目 中缺少的评价项分值总和

《w前宿旋肥式龙集评价标准》装郡
*速筑说分*

评价要求 评价分值
评价项

35% ≤比例≤80 % 1 5- 25半

柱 、 支撑、承 A、采用预制 构件
15% ≤比例 ≤35% 5~15*

重墙 、 延性墙
板等些向构件 B、采用新型模板或免拆 比例 ≥85% 3

模板施工工 艺

主体结 70% ≤比例 ≤80% 1 0-20*

构Q 梁 、 板 、 楼梯、 A 、 采用预制构件
50% ≤比例 ≤70% 5~ 10*

（50分）
阳台、 空调板
等水平构件 B、 采用免拆模板施工 工 60% ≤比例 ≤80 6- 8半

艺

预制水平构件 预制楼板与保温
一 体化 50%≤比例 ≤70% 3~5*

集成化

A 、 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比例 ≥80% 5

围护墙 非承重围护墙
B、 采用新型模板施工工 比例 ≥85% 5

和 内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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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2 艺的全现浇外墙

（20分）
A 、 非砌筑围护墙与保温

50% ≤比例 ≤80% 2 -5*

隔热、 装饰 一 体化

外围护墙体集 B 、 预制 围护墙与保温 ~

5 0% ≤比例 ≤80 % 2 ~ 5*

成化 隔热一体化

C、 采用干式工法保温装
比例 ≥80% 3

饰 一 体板施工

内隔墙非砌筑 比例 ≥50% 5

A 、 内隔墙与管线 、 装修
50%≤比例≤80 % 2 ~ 5*

内隔墙集成化
一 体化

B、 内隔墙与管线 一 体化50% ≤比例 ≤80 %1 .4-3.5*

A 、 全装修 6

全装 修 B 、 公共建筑中仅公区和 3

装修和 确定使用功能区域装修

设备管 干式工法的楼面 、 地面 S0% ≤比例 ≤70 % 2 ~4*

线0 集成厨房 比例 ≥70% 3

（20分）

集成卫生间 比例 ≥70% 3

管线分离 比例 ≥50% 4

A 、 平面布置标准化 比例 ≥50% 2

标准化设计
标准化、 B、 部品部件标准 化 5 0% ≤比例 ≤70 % 3 - 5*

信息化、

项目全流程采用湖南省
智能化 智能建造平台

装配式全产业链智能建 2

应用 04 应用
造平台

〔10分）
BIM 技术与信 BIM 文件通过施工

设计阶段应用 BIM 技术 3

息化管理应用 图审查

采用工程总承包 、 全过程

工程咨询、 建筑师负责制 2

采用产品化建
等一 体化工程组织模式

造方式
采用模块化的建筑产品 3

交付模式

地下室部分采用装配式结构 比例 ≥50% 3
加分项

2s 采用具备供暖 （制冷 ）功能的模块化保温
比例 ≥70% 2

部品

采用高品质绿色建造模式 2

公共建筑机电系统集成 2

创新技术项应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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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中 N 为应用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 业化创新技术

所对应的分值总和 。

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技术项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分值

装配式全钢爬架 比例 ≥80% 1

装配式施工道路板 比例 ≥80% 1

装配式围挡 比例 ≥80% 1

钢筋加工 配送 比例≥50% 2

预制承台模 100% 1

装配式支吊架 100% 1
装配化 、

集成化 、
80% ≤比例 ≤

模块化种植屋面 1~2米

绿色化
100%

技术 模块化单元房 比例≥50% 1

光伏建筑一 体化 （B/P ) 比例 ≥50% 1~2

装配式SI分离体系 比例 ≥70% 3

装配化装修集成系统 2分/项 2~ 4

标准化部品部件 50% ≤比例 ≤70% 3~ S*

采用已纳入市住建局试点示范的绿色新
2- 4分/项

技术 、 新材料 、 新工 艺

智慧运维平台 1分/项 1~3

智能化施工管理平台 ≥2项 2

集成
“

BIM+
”

技术 ≥2项 2

智能家居设备 ≥2项 2

信息化 、

智能化 、
智慧化测量 比例≥50% 2

智慧化 建筑机器人 1分/项 2~ 6

技术
智能装备 ≥1项 2

智能生产 ≥1项 2

建筑传感器 ≥2项 2

采用数字交付 [0D3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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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400 2

LOD500 3

由市住建局组织专家组论证认可的其他绿色智能 论证确认
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技术项

应用场景1 .0 5

对于按照智能建造要求实施的工程项
智能建 应用场景2.0 10

目， 可按照 《长沙市智能建造项目评价
造标准

导则》进行标准化应用场景等级评定 ， 应用场景3.0 15

化应用
根据评定的应用场景等级确定建筑工 业

场景 应用场景4.0 20

化得分值
应用场景5.0 25

注： 1. 表中带
“* ”

项 的分值采用
“

内插法 ”计算， 结果取小数点后1位
2.表中“

论证确认
”

指该创新技术项的符合性和加分分值由专家论证确认 ， 加分分

值应符合表中要求。

3.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技术项得分不能与《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
价标准》标准中创新技术项应用重复得分 （标准化部品部件除外，其要求详见附录）

4. 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 业化创新技术项简介详见附录
5.项目所应用的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技术需纳入我市装配式建筑

部品部件目录和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技术目录管理体系。
6.智能建造标准化应用场景得分须根据 《长沙市智能建造项目评价导则 》对项目进

行评价 ， 并根据主管部门认可的评价结果进行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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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绿色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技术

技术分类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框架采用钢质材料组装 ， 自带提升系统可以随着楼
装配式全钢爬架

层升高而升高的爬架。

装配式施工道路
工 厂制作成标准规格的施工道路板 。

板

工 厂生产成标准规格的在现场组装的施工用围挡 ，

装配式围挡
需符合长沙市部品库内B类围挡。

通过钢筋加工厂按图进行加工 ， 再由物流统 一 运输
钢筋加工 配送

至现场进行安装。

一 种取代传统的砖胎模的预制混凝土承台模 ， 结构

预制承台模 强度更大;安装施工 时， 只需将模板依次拼装即可，

操作便捷。

由角铁 、 槽钢或方钢材质制成的横梁 、 立柱以及零

装配式支吊 架 部件等均由工厂按照高标准工 艺统一 生产 ， 现场根

据需求进行组装。 主要用于管线桥架支吊。

一 种采用预制方式制作的模块化绿色种植屋面施

模块化种植屋面 工方法 ， 用于植物种植的垒土模块。 （宜结合绿色

建筑要求在可利用屋面采用）

采用全钢结构建造 ， 套型标准可达 60%以上 ， 且现
装配化、 绿色

模块化单元房 场采用干法施工 （单元之间主要为螺栓连接无焊
化、 集成化技

接 ）。

术
一 种将太阳能发电 （光伏 ）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

术 。

B/PV是 B4PV的升级 ， 是指把光伏产品集成到建
光伏建筑一 体化

筑上的一 种技术 ， 是光伏与建筑的深度融合 ， 即
“

光
（B/P7)

伏建筑一 体化
”

， 又被称作
“

建材型
”

太阳能光伏建

筑。 它不仅能发电, 还可以作为建材成为建筑配件 ，

增加建筑美感。

建筑地面 （架空地面 ）、 楼面 （吊顶 ）、 墙面 （集
装配式SI分离体

成墙面 ）采用主体结构部分和填充部分分离体系应
系

用比例≥70% 。

装配式装饰装 修 采用装配式品质整装部品体系 （吊顶系统、 墙面系

集成系统 统 、 地面系统、 集成水电系统 、 全屋收纳系统等）

按 《长沙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部品部件标准化设计

导则》进行设计 ， 标准化率满足相应得分比例时可
标准化部品部件

得分， 且需保证后期按照设计的部品部件尺寸进行

生产和施工 。

其他绿色新技术 、 纳入市住建局试点示范应用的绿色新技术 、 新材

新材料 、 新工 艺 料 、 新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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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可视化场景打造智能运维平台， 包含但

不限于建筑结构监测 、 消防系统 、 建筑照明控制、

安防系统、 燃气 监测 、 环境监测 、 建筑机电设备管
智慧运维平台可

理 、 双碳分析、 资产管理 、 巡检管理 、 工作生活服

务、 能耗管理 、 水资源管理等功能， 由平台进行运

维功能的管理 。

以 BIM 技术 、 物联网、 大数据 、 互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集成的项目施工管理平台。 如数字化管理

平台 （包含进度 、 质量 、 安全劳务实名制 、 扬尘监

智能化施工管理 测 、 塔机监测 、 智能地磅 、 智能洗车池 、 视频监控 、

平台 等模块）， 施工现场生产智能化管理 （应用人员智

能化管理 、 VR 安全教育 、 材料智能化管理 、 施工

能耗管理等技术 ）等。 得分需提交平台测试 报告及

工程项目应用说明。

1、 采用轻量化模型或云端BIM 技术协助智慧工地

应用;2、 应用 BIM+物联网 （现场监控）协助现场

管理； 3、 应用 BIM+GIS （如倾斜摄影）协助现场
集成

“

BIM+
”

技术
管理; 4、 应用 BIM+自动全站仪/激光扫描仪协助

实测实量和质量跟踪。

得分需应用2项及以上技术 。

信息化、 智能 以住宅为平台, 利用综合布线技术 、 网络通信技术 、

化、 智慧化技 安全防范技术 、 自动控制技术 、 音视频技术将家居

术 智能家居设备 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于 一 体化。 （如音视频设备
照明系统、 窗帘控制、 空调控制 、 安防系统等）连

接到一 起 ， 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交互功能。

应用土方测绘无人机； 三维测绘机器人;实测实量

智慧化测量 机器人等。

得分需满足测量工程量覆盖率大于50% 。

整平机器人 、 划线机器人 、 抹平机器人 、 抹光机器
人 、 喷涂机器人 、 ALC墙板安装机器人 、 现场焊接
机器人 、 瓷砖铺贴机器人 、 巡检机器人 、 清洁机器

建筑机器人
人等 。

得分需应用2种及以上建筑机器人 ， 且施工覆盖比

例大于50% 。

自升式智能施工平台 （造楼机）、 智能塔吊、 智能

智能装备 升降机等。

得分需应用 1项及以上 。

智能生产是指通过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技术实现生
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 如整线自动化 、 柔性化
生产 、 以及生产设备采用信息化技术 、 人工智能技

智能生产
术 、 工 业机器人技术 、 数据处理技术 、 传感器技术、
物联网技术 、 5G 技术等技术 ， 能够对生产过程进

行监测 、 优化和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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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交付基于 BIM 信息模型的一 体化交付平台，

在交付平台中包含建筑信息模型和设计 、 采购、 施
数字交付

工等阶段产生的各种数据 ， 并通过关联实现查询，

即可得分。

应用声传感器 、 光传感器 、 热传感器 、 压力传感器

等， 传感数据协同传输到智慧运维平台， 满足运维
建筑传感器

要求， 切实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 得分需应用 2项传
感器及以上 。

标准化应用场 智能建造标准 化 按照 《长沙市智能建造技术评价导则》评价的不同
景 应用场景 1.0- 5.0 等级的标准化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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