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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促进深圳市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的建造向标准化、集成化、

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评价深圳市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的装配式建筑。

1.0.3 本标准采用建筑工业化率来评价装配式建筑的工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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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工业化率 building industrialized ratio
在工程建设全过程中，从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标准化和集成化设

计、装配化施工、装配化装修和机电、信息化和智能化等多个维度，对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

进行建筑工业化程度量化的评估值。

2.0.2 超装规高度建筑 overloading gauge height building
房屋高度超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或《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技术规程》

DBJ 15-107规定的“装配整体式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

2.0.3 干式工法 non-wet construction
不采用普通水泥砂浆等湿式作业的施工工法。

2.0.4 集成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地面、吊顶、墙面、橱柜、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现场主要采用干

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

2.0.5 集成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m
地面、吊顶、墙面、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现场主要采用干式工法

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2.0.6 标准化构件 standardized component
轧制标准型钢或焊接非异形截面钢材的钢构件、外形和尺寸相同且数量不少于 100件的预制

混凝土（木）构件，不含金属楼承板、隔墙条板。

2.0.7 图集标准化构件 standardized component in atlas
深圳市公开发布的装配式建筑相关图集、部品部件库中的标准化构件。

2.0.8 标准化功能单元 standardized functional unit
居住建筑中数量不少于 100套的同一户型（包括镜像户型）。

非居住建筑中各层建筑平面中重复使用量最多的前 3个基本单元（含镜像单元）。

2.0.9 图集标准化功能单元 standardized function unit in atlas
深圳市公开发布的建筑功能单元图集中的标准化功能单元。

2.0.10 非承重预制外墙 non-load-bearing prefabricated external wall
具有建筑外围护或防护功能的挂板、防护栏板、窗下墙、凸窗、空调墙板及管井等非主体结

构竖向受力的预制混凝土外墙构件，不含隔墙条板。

2.0.11 装配式模板 assembled template
采用铝模板、钢模板、塑胶模板等工厂生产的标准化部件，在现场组装、拆卸，且可重复使

用和回收利用的模板体系。

2.0.12 装配式装修 assembled decoration
通过标准化设计，将工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采用干式工法施工的装修方式。

2.0.13 装配式机房 assembly type machine room
所有设备与管道采用自动焊接、机械连接等方式装配而成的设备机房。

2.0.14 模块化建筑 modular architecture
工厂内制作完成且具有使用功能的模块单元，在现场由模块单元或模块单元与主体结构通过

装配连接而成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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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建筑工业化率计算和等级评价以单体建筑作为计算和评价单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的建筑编号确认；

2 建筑由主楼和裙房组成时，主楼和裙房可分别计算和评价，主楼应满足本标准要求；

3 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 3层，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时，可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

建筑组团作为计算和评价单元。

3.0.2 装配式建筑评价包括预评价和项目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阶段应进行预评价，并按设计文件计算建筑工业化率；

2 绿色建筑专项验收阶段应进行项目评价，并根据实际施工情况和验收资料复核建筑工业

化率和确定评价等级。

3.0.3 装配式建筑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1 基础项和技术清单项中相关评价项得分不低于最低分值；

2 基础项得分率��不低于 50%；

3 建筑工业化率�不低于 60%，超装规高度建筑的建筑工业化率�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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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工业化率计算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建筑工业化率由基础项得分和技术清单项得分综合计算得出，各评价项实际得分均不应

低于最低分值要求。

4.1.2 建筑工业化率应根据表 4.1.2 中评价项分值按下式计算：

� = ��×70%+��×30% （4.1.2-1）

�A = �1+�2+�3
100−�4

×100% （4.1.2-2）

�� = �5+�6+�7+�8+�9
100 ×100% （4.1.2-3）

式中：�——建筑工业化率；

�� ——基础项得分率；

�� ——技术清单项得分率；

�1 ——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值；

�2 ——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
�3 ——装修和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值；

�4 ——基础项中建筑功能缺少的评价项分值总和；

�5 ——标准化和集成化设计指标实际得分值；

�6 ——装配化施工指标实际得分值；

�7 ——装配化装修和机电指标实际得分值；

�8 ——信息化和智能化指标实际得分值；

�9 ——附加项实际得分值。

表 4.1.2 装配式建筑评分表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基础项

（70%）

�1：主体结构

（50 分）

�1�：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竖向构件 35%≤比例≤80%
20～

30*
20

�1�：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水平构件 70%≤比例≤80%
10～

20*

�2：围护墙和

内隔墙（20 分）

�2�：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比例≥80% 5

10
�2�：围护墙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 50%≤比例≤80% 2～5*

�2�：内隔墙非砌筑 比例≥50% 5

�2�：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 50%≤比例≤80% 2～5*

�3：装修和设

备管线（30 分）

�3�：全装修 — 6 6

�3�：干式工法楼面、地面 比例≥70% 6

—�3�：集成厨房 70%≤比例≤90% 3～6*

�3�：集成卫生间 70%≤比例≤9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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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线分离 50%≤比例≤70% 4～6*

续表 4.1.2

��：技术清单

项（30%）

�5：标准化和集成化设计

按满足各评价项选择

得分

— 10

�6：装配化施工 — 2

�7：装配化装修和机电 — 8/5

�8：信息化和智能化 — 10

�9：附加项 — —

注：1 表中带“*”项的分值采用“内插法”计算，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法取小数点后 1位。

2 �7中居住建筑的最低分值为 8分，非居住建筑的最低分值为 5分。

4.1.3 不同建筑类型组合的单体建筑，应按建筑类型各自计算建筑工业化率，再采用建筑面积

加权平均方式计算组合单体建筑的建筑工业化率；不同结构体系组合的单体建筑，应按范围各自

计算主体结构部分预制构件应用比例或得分，再采用建筑面积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组合单体建筑

主体结构的预制构件应用比例或得分。

4.2 主 体 结 构

4.2.1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的预制构件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1� = �1�
� ×100% （4.2.1）

式中：�1�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构件的应用比例；

�1�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构件体积之和；

�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总体积。

4.2.2 当符合下列规定时，预制构件间连接部分的后浇混凝土可计入�1�：

1 预制剪力墙之间宽度不大于 600mm 的竖向现浇段的后浇混凝土体积；预制剪力墙之间

梁高范围以及高度不大于 300mm的水平后浇带、圈梁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2 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柱梁节点区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3 预制柱间高度不大于柱截面较小尺寸的连接区后浇混凝土体积；

4 双面叠合剪力墙、预制叠合柱、钢管混凝土柱等现场免支模板的空心竖向构件的后浇混

凝土体积。

4.2.3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中的钢构件可按外轮廓计算体积计入�1�。H型钢、槽钢的外轮廓为

翼缘宽度×截面高度，T、L型钢的外轮廓为翼缘宽度×截面高度/2；竖向钢构件高度按层高计算，

水平钢构件长度按相连接构件的中心线计算。

4.2.4 竖向构件全部采用钢（含钢管混凝土）、木结构时，�1�按 100%计，得 30分。

4.2.5 主体结构水平构件中预制构件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1� = �1�
� ×100% （4.2.5）

式中：�1� ——主体结构水平构件中预制构件的应用比例；

�1� ——主体结构水平构件中预制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主体结构水平构件的水平投影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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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当符合下列规定时，主体结构水平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可计入�1�：

1 预制构件水平连接宽度不大于 300mm 的后浇混凝土带水平投影面积，拼缝宽度大于

300mm 时按 300mm计算。

2 金属楼承板（至少板跨一侧与钢梁交接）、木楼板及其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且属于结构受

力构件的楼盖和屋盖的水平投影面积。

4.2.7 当主体结构为框架-核心筒结构时，核心筒现浇混凝土采用装配式模板，主体结构�1可按

下列规定得分：

1 核心筒以外的框架柱、梁、楼板均采用预制构件时，得 35 分；

2 核心筒以外的框架柱和楼板均采用预制构件时，得 30 分；

3 核心筒以外的框架柱和梁均采用预制构件时，得 25分；

4 核心筒以外的框架柱均采用预制构件，或核心筒以外的梁和板均采用预制构件时，得 20
分。

4.2.8 超装规高度建筑中的居住建筑，当居住功能层现浇部分均采用装配式模板时，表 4.1.2
中的主体结构�1可按下表 4.2.8计算得分：

表 4.2.8 超装规高度建筑（居住建筑）评分表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1：主体结构

�1�：

竖向构件

超装规高度建筑 10%≤非承重预制外墙体积比例�1��≤30%
10～

20*
20

超 B级高度建筑 8%≤非承重预制外墙体积比例�1��≤25%

超 200m高度建筑 5%≤非承重预制外墙体积比例�1��≤20%

�1�：

水平构件

超装规高度建筑 40%≤比例�1�≤70% 10～

20*超 B级高度建筑 30%≤比例�1�≤70%

上表中非承重预制外墙体积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1��= ��
��+�

×100% （4.2.8）

式中：�1�� ——非承重预制外墙体积比例；

�� ——各楼层非承重预制外墙体积之和。

4.3 围护墙和内隔墙

4.3.1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
��1

×100% （4.3.1）

式中：�2�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2� ——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

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1 ——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

积。

4.3.2 围护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
��2

×10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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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2� ——围护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2� ——各楼层围护墙采用墙体和保温、隔热一体化或墙体和装饰一体化的墙面外表面

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2 ——各楼层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3.3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
��3

×100% （4.3.3）

式中：�2�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2� ——各楼层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墙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

口等的面积；

��3 ——各楼层内隔墙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3.4 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2� = �2�
��3

×100% （4.3.4）

式中：�2� ——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2� ——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或墙体与装修一体化的墙面面积之和，计

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4 装修和设备管线

4.4.1 装配式建筑应满足国家现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的全装修相关要求，宜

采用装配式装修。

4.4.2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3� = �3�
��S

×100% （4.4.2）

式中：�3�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应用比例；

�3� ——各楼层采用干式工法楼面、地面（含楼梯踏步面）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S ——水平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A）扣除卫生间、厨房后的楼面、地面面积。

4.4.3 集成厨房的橱柜和厨房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

例应按下式计算：

�3� = �3�
��

×100% （4.4.3）

式中：�3� ——集成厨房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3� ——各楼层厨房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面积之和；

�� ——各楼层厨房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4.4.4 集成卫生间的洁具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

按下式计算：

�3� = �3�
��

×100% （4.4.4）

式中：�3� ——集成卫生间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3� ——各楼层卫生间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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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楼层卫生间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4.4.5 管线分离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3� = �3�
� ×100% （4.4.5）

式中：�3� ——管线分离的应用比例；

�3� ——各楼层管线分离的长度，包括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墙体空

腔和吊顶内的电气、智能化、给水排水和暖通等管线长度之和；

� ——各楼层电气、智能化、给水排水和暖通管线等的总长度。

4.5 标准化和集成化设计

4.5.1 标准化和集成化设计根据表 4.5.1计算得分：

表 4.5.1 标准化和集成化设计技术清单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备注

�5：标

准化和

集成化

设计

�5�：标准化构件 50%≤应用比例≤80% 2～5*

4

�1低于 20 分时，均不得分

�5�：图集标准化

构件
30%≤应用比例≤60% 1～4*

�5�：标准化构件

重复率
重复率≥50% 1～5

�5�：轧制标准型

钢

5%≤应用比例≤20% 3～6*
建筑高度 24m 及以下钢结

构

5%≤应用比例≤20% 2～5* 建筑高度 24m 以上钢结构

�5�：标准化功能

单元

60%≤应用比例≤80%
2～4*

居住建筑

40%≤应用比例≤60% 非居住建筑

�5�：图集标准化

功能单元
30%≤应用比例≤50% 1～3*

�5S：外围护墙

50%≤单元式幕墙应用比例�5S1≤90% 2～6*

6

50%≤一体化集成应用比例�5S2≤80% 2～4* 不含幕墙，应为工厂集成

保温隔热层干式工法比例�5S3≥80% 2 与�5S1、�5S2不重复得分

q5ℎ：非承重预制

外墙

40%≤预制凸窗应用比例�5ℎ1≤80% 4～8* q5ℎ1、q5ℎ2不重复得分；q5ℎ1

仅用于居住建筑且与 4.2.8

条不重复得分
40%≤非承重预制外墙面积比例�5ℎ2≤80%

6～

10*

�5�：内隔墙一体

化集成
50%≤应用比例≤80% 3～6* 应为工厂集成

�5�：预制楼梯 40%≤应用比例≤80% 2～6*
梁式楼梯仅梁或板预制时，

评价分值乘 0.5 系数得分

�5�：新技术应用

30%≤预应力板应用比例�5�1≤80% 3～8*
含先张拉或后张拉预制构件

30%≤预应力梁应用比例�5�2≤80% 3～6*

50%≤钢筋桁架楼承板应用比例�5�3≤80% 1～4* 与q1b不重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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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半集成化预制楼板应用比例�5�4≤80% 2～4*

30%≤全集成化预制楼板应用比例�5�5≤80% 2～8*

40%≤非承重自隔热预制混凝土外墙应用比例

�5�6≤80%
2～6* 满足q5ℎ2≥40%时得分

预制外墙上预埋窗框应用比例�5�7≥80% 3

4.5.2 标准化构件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 = �5�
��

×100% （4.5.2）

式中：�5� ——标准化构件应用比例；

�5� ——各楼层标准化构件数量之和；

�� ——各楼层主体结构预制构件和非承重预制外墙构件总数量，不含金属楼承板。

4.5.3 图集标准化构件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 = �5�
��

×100% （4.5.3）

式中：�5� ——图集标准化构件应用比例；

�5� ——各楼层图集标准化构件总数量。

4.5.4 同一类型构件的标准化构件重复率满足比例要求时，按照构件类型（剪力墙、柱、梁、

板、楼梯、非承重预制外墙）得分，每一种类型构件得 1分，最高累计得分为 5分。同一类型构

件的标准化构件重复率应按下式计算：

�5� = �5�
��

×100% （4.5.4）

式中：�5� ——标准化构件重复率；

�5� ——同一类型构件中，重复使用量最多的 3个规格的标准化构件数量之和；

�� ——对应计算的同一类型预制构件的总数量。

4.5.5 轧制标准型钢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 = �5�
��

×100% （4.5.5）

式中：�5� ——轧制标准型钢应用比例；

�5� ——建筑高度 24m 及以下钢结构取各楼层水平和竖向轧制标准型钢构件外轮廓

体积之和，建筑高度 24m 以上钢结构取各楼层水平轧制标准型钢构件外轮廓体

积之和；

�� ——建筑高度 24m 及以下钢结构取各楼层钢构件外轮廓总体积；建筑高度 24m
以上钢结构取各楼层水平钢构件外轮廓总体积。

4.5.6 标准化功能单元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 = �5�
��

×100% （4.5.6）

式中：�5� ——标准化功能单元应用比例；

�5� ——各楼层标准化功能单元建筑面积之和；

�� ——各楼层建筑总面积。

4.5.7 图集标准化功能单元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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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

×100% （4.5.7）

式中：�5�——图集标准化功能单元应用比例；

�5� ——各楼层图集标准化功能单元建筑面积之和。

4.5.8 单元式幕墙、外围护墙一体化集成应用比例和保温层干式工法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S1=
�5S1
��2

×100% （4.5.8-1）

q5g2=
�5S2
��2

×100% （4.5.8-2）

�5S3=
�5S3
��2

×100% （4.5.8-3）

式中：�5S1 ——单元式幕墙应用比例；

�5S2 ——外围护墙一体化集成（墙体、管线、保温隔热以及装饰在工厂一体化集成）

应用比例；

�5S3 ——外围护墙保温层干式工法应用比例；

�5S1 ——各楼层单元式幕墙总面积；

�5S2 ——各楼层一体化集成的外围护墙面积之和；

�5S3 ——各楼层外围护墙保温层采用干式工法的面积之和。

4.5.9 非承重预制外墙中预制凸窗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ℎ1 = �5ℎ1
�ℎ

×100% （4.5.9）

式中：�5ℎ1 ——预制凸窗应用比例；

�5ℎ1 ——各楼层预制凸窗数量之和；

�ℎ ——各楼层外墙窗户总数量，计算时可扣除公共区域窗户数量。

4.5.10 非承重预制外墙面积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ℎ2 = �5ℎ2
��2

×100% （4.5.10）

式中：�5ℎ2 ——非承重预制外墙面积比例；

�5ℎ2 ——各楼层非承重预制外墙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预留洞口及墙板

间宽度不大于 300mm的竖向现浇浇带面积。

4.5.11 内隔墙一体化集成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 =
�5�
��3

×100% （4.5.11）

式中：�5� ——内隔墙一体化集成（墙体、管线以及装饰在工厂一体化集成）应用比例；

�5� ——各楼层一体化集成的内隔墙面积之和。

4.5.12 预制楼梯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 = �5�
��

×100% （4.5.12）

式中：�5� ——预制楼梯应用比例；

�5� ——各楼层预制楼梯段数量之和；

�� ——各楼层楼梯段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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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新技术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5�1 = �5�1
��

×100% （4.5.13-1）

�5�2 = �5�2
��

×100% （4.5.13-2）

�5�3 = �5�3
��

×100% （4.5.13-3）

�5�4 = �5�4
��

×100% （4.5.13-4）

�5�5 = �5�5
��

×100% （4.5.13-5）

�5�6 = �5�6
��2

×100% （4.5.13-6）

�5�7 = �5�7
��

×100% （4.5.13-7）

式中：�5�1 ——预应力板应用比例；

�5�2 ——预应力梁应用比例；

�5�3 ——钢筋桁架楼承板应用比例；

�5�4 ——半集成化预制楼板（在工厂完成楼板中管线和现浇层钢筋安装）应用比例；

�5�5 ——全集成化预制楼板（在工厂完成楼板全预制及设备管线预埋到位，现场无需

浇筑板面叠合层）应用比例；

�5�6 ——非承重自隔热预制混凝土外墙（墙体自身材料满足墙体、保温隔热一体化要

求）应用比例；

�5�5 ——预制外墙上预埋窗框应用比例；

�5�1 ——各楼层预制预应力楼板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5�2 ——各楼层预制预应力梁长度之和；

�5�3 ——各楼层钢筋桁架楼承板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5�4 ——各楼层半集成化预制楼板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5�5 ——各楼层全集成化预制楼板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5�6 ——各楼层非承重自隔热预制混凝土外墙面积之和；

�5�7 ——各楼层预制外墙上采用预埋窗框（不含副框）的数量之和；

�� ——各楼层楼板总投影面积；

�� ——各楼层梁总长度；

�� ——各楼层有窗户的预制外墙构件总数量。

4.6 装配化施工

4.6.1 装配化施工根据表 4.6.1计算得分或满足评价要求得分：

表 4.6.1 装配化施工技术清单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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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装配化

施工

�6�：外架施工 采用工具式脚手架或免外架施工 3

2

q6b：采用装配式模板和免

模板

60%≤竖向构件应用比例�6�1≤100% 2～6*

60%≤水平构件应用比例�6�2≤100% 4～8*

�6�：免层间支撑施工

60%≤梁免撑比例�6�1≤80% 1～3* 构件端部允许牛腿类

支撑；构件跨度范围

内仅 1个层间支撑

时，可乘 0.5系数得

分

40%≤楼板免撑比例�6�2≤60% 2～4*

�6�：钢结构螺栓连接

50%≤梁柱全螺栓连接比例�6�1≤80% 2～4*
�6�1、�6�2不重复得

分
50%≤梁柱腹板及下翼缘螺栓连接

比例�6�2≤80%
1～3*

50%≤梁梁全螺栓连接比例�6�3≤80% 2～4*

�6�：高精地坪施工 40%≤应用比例≤80% 2～6*
楼板表面平整度偏差

不大于 4mm/2m

�6�：室外临建装配式地面 应用比例≥80% 2

4.6.2 竖向构件和水平构件采用装配式模板和免模板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6�1 = �6�1
��1

×100% （4.6.2-1）

�6�2 = �6�2
��1

×100% （4.6.2-2）

式中：�6�1 ——竖向构件采用装配式模板和免模板应用比例；

�6�2 ——水平构件采用装配式模板和免模板应用比例；

�6�1 ——各楼层竖向构件全部采用装配式模板和免模板的楼层数量之和；

�6�2 ——各楼层水平构件全部采用装配式模板和免模板的楼层数量之和；

��1 ——单体建筑的总楼层数。

4.6.3 免层间支撑施工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6�1 = �6�1
��

×100% （4.6.3-1）

�6�2 = �6�2
��

×100% （4.6.3-2）

式中：�6�1 ——梁采用免层间支撑施工应用比例；

�6�2 ——楼板采用免层间支撑施工应用比例；

�6�1 ——各楼层梁采用免层间支撑施工的长度之和；

�6�2 ——各楼层楼板采用免层间支撑施工的面积之和。

4.6.4 钢结构螺栓连接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6�1 = �6�1
��1

×100% （4.6.4-1）

�6�2 = �6�2
��1

×100% （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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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6�3
��2

×100% （4.6.4-3）

式中：�6�1 ——梁柱全螺栓连接比例；

�6�2 ——梁柱腹板及下翼缘螺栓连接比例；

�6�3 ——梁梁全螺栓连接比例；

�6�1 ——梁柱全螺栓连接结构节点数量之和，含主框梁与剪力墙连接节点；

�6�2 ——梁柱腹板及下翼缘螺栓连接结构节点数量之和，含主框梁与剪力墙连接节点；

�6�3 ——梁梁全螺栓连接结构节点数量之和，含次梁与剪力墙连接节点；

��1 ——梁柱连接结构节点总数量，含主框梁与剪力墙连接节点；

��2 ——梁梁连接结构节点总数量，含次梁与剪力墙连接节点。

4.6.5 高精地坪施工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6� = �6�
� ×100% （4.6.5）

式中：�6� ——高精地坪施工工艺应用比例；

�6� ——各楼层采用高精地坪施工工艺的面积之和。

4.6.6 室外临建装配式地面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6� =
�6�
���

×100% （4.6.6）

式 中 ：

�6�
——室外临建装配式地面应用比例；

�6� ——项目施工临时办公区和生活区采用预制构件（混凝土、钢等）铺设地面的面积

之和；

��� ——项目施工临时办公区和生活区硬化地面总面积。

4.7 装配化装修和机电

4.7.1 装配化装修和机电根据表 4.7.1 计算得分或满足评价要求得分：

表 4.7.1 装配化装修和机电技术清单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备注

�7：装配化

装修和机

电

�7�：居住建筑

装配式装修

公共区域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2

8

不包含电梯井、楼

梯间、设备管井、

设备房等的内部

区域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3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80% 4

卫生间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1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或整体预制防水底

盘应用比例�7�2≥80%
2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80% 4

50%≤整体卫生间应用比例

�7�3≤100%

5～

10*

不与本表卫生间

其它项重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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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1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2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80% 3

卧室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2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3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60% 4

除以上区域

以外的室内

其它区域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2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3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60% 4

�7�：非居住建

筑装配式装修

公共区域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2

5

不包含电梯井、楼

梯间、设备房和管

井等的内部区域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3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80% 4

卫生间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1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2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80% 4

50%≤整体卫生间应用比例�7�3≤

100%

5～

10*

不与卫生间其它

项重复得分

独立功能房

间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2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2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80% 4

除以上区域

以外的室内

其它区域

全部采用装配式吊顶 2

全部采用装配式地面 2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7�1≥80% 4

�7�：装配式机

电

项目设备机

房

采用装配式机房，且现场与建筑信息模

型（BIM）应一致
2～8 —

注：当装饰基层满足免抹灰（平整度偏差不大于 4mm/2m）的要求，饰面层采用薄贴或涂料（饰面材料与

基层之间粘结层厚度不大于 5mm）干式工法施工，表 4.7.1中各相关评价项乘以 0.5系数得分。

4.7.2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7�1 = �7�1
��1

×100% （4.7.2）

式中：�7�1 ——装配式墙面应用比例；

�7�1 ——各楼层计算区域采用装配式墙面的面积之和；

��1 ——各楼层计算区域的墙面总面积。

4.7.3 整体预制防水底盘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7�2 = �7�2
��2

×100% （4.7.3）

式中：�7�2 ——整体预制防水底盘应用比例；

�7�2 ——各楼层卫生间湿区采用整体预制防水底盘的卫生间数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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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楼层卫生间总数量。

4.7.4 整体卫生间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7�3 = �7�3
��2

×100% （4.7.4）

式中：�7�3 ——整体卫生间应用比例；

�7�3 ——各楼层卫生间采用整体卫生间的数量之和。

4.7.5 装配式装修中�7�或�7�除可按表 4.7.1 计算得分外，也可按深圳市装配式装修评价标准

的单体建筑技术总评分乘以 0.4系数得分。

4.7.6 装配式机房主要包含给水泵房、制冷机房、消防泵房、空调机房等装配式设备机房，每

种装配式机房得 2分，最高为 8分。

4.8 信息化和智能化

4.8.1 信息化和智能化根据表 4.8.1满足评价要求得分：

表 4.8.1 信息化和智能化应用技术清单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备注

�8： 信

息化和智

能化

�8�：设计

阶段

施工图 BIM 模型
满足深圳市建筑工程信息模型相关交付

标准，并提交至主管部门
2

6

室内装修设计 采用 BIM 技术进行室内装修设计 2

预制构件设计 采用 BIM技术进行预制构件加工图设计 2

�8�：生

产、运输阶

段

装配式模板设计 采用 BIM技术进行装配式模板深化设计 2

装配式模板加工
采用 BIM模型数据信息进行装配式模板

数字化加工生产
1

预制构件加工
采用 BIM模型数据进行预制构件数字化

加工生产
1

预制构件信息识别
采用射频识别（RFID）或二维码等识别

预制构件主要信息
2

预制构件质量追溯系统
采用预制构件质量追溯系统，建立预制

构件信息库，实现质量可追溯
2

预制构件实时定位监控

系统

采用预制构件实时定位系统，实现预制

构件运输实时监控
1

智能生产机器人
预制构件加工生产工序的工作量 50%

以上全过程使用智能机器人

0.5～

2

�8�：施工

阶段

仿真模拟
采用数字仿真软件对施工过程和步骤等

进行分析、模拟
2

4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

采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对现场的人、

机、料、法、环等进行全方位管理
4

施工 BIM 模型

应同步更新

工程质量信息化管理
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结合 BIM 技术、

移动终端设备等对工程质量实施管理
2

智能施工机器人 现场施工工序的工作量 50%以上全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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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使用智能机器人 3

竣工 BIM模型
满足深圳市建筑工程信息模型相关交付

标准，并提交至主管部门
2

4.8.2 每种类型机器人在生产或施工不同工序中全过程应用得 0.5 分，智能生产机器人评价项

最高为 2分，智能施工机器人评价项最高为 3分。

4.9 附 加 项

4.9.1 附加项根据表 4.9.1满足评价要求得分：

表 4.9.1 附加项清单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分值
最低

分值
备注

�9：附加项

�9�：建设组织

模式

IPMT（项目建设联合管理团队） 2
—

EPC（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 2 由一家单位实施

�9�：地下室 10 分≤地下室主体结构得分��≤50 分 6～10* —

4.9.2 地下室主体结构（可不含塔楼投影范围）作为独立评价单元时，地下室主体结构得分��

应按下式计算：

�� = �9�1+�9�2 （4.9.2）
式中：�9�1 ——地下室主体结构竖向构件得分，按式 4.2.1计算；

�9�2 ——地下室主体结构水平构件得分，按式 4.2.5计算。

4.10 集成体系技术

4.10.1 当单体建筑仅采用集成体系技术时，可根据表 4.10.1 计算集成率��，其建筑工业化率

按下式计算：

� = �� （4.10.1）
表 4.10.1 集成体系技术清单

评价项 评价要求
集成率

（Pm）

最低

分值
备注

�：集成

体系

�10�：模块化建筑
50%≤预制箱体应用比例≤80% 50%～100%*

—

预制箱体在工厂完成结

构、装修、设备安装等5%≤预制箱体应用比例≤50% 5%～50%*

�10�：其它集成建筑 经主管部门评审认可 — 集成率根据评审会确定

4.10.2 预制箱体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10� = �10�
��

×100% （4.10.2）

式中：�10� ——预制箱体应用比例；

�10� ——各楼层预制箱体水平投影面积之和，计算时可扣除洞口面积；

�� ——各楼层结构平面水平投影面积之和，计算时可扣除洞口面积。

4.10.3 当单体建筑采用集成体系和其它建筑工业化技术时，其建筑工业化率应按下式计算：

� = ��×70%+��×30%+��×0.2 （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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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按表 4.1.2 计算的基础项得分率、技术清单项得分率；

�� ——按表 4.10.1 计算的集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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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等级划分

5.0.1 当单体建筑满足本标准第 3.0.3 条规定时，可进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

5.0.2 装配式建筑评价等级划分为基本级、A级、AA 级、AAA 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本标准第 3.0.3条全部要求时，评价为基本级装配式建筑；

2 60%≤建筑工业化率�＜75%，且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不低于

35%时，评价为 A级装配式建筑；

3 75%≤建筑工业化率�＜90%，且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不低于

35%时，评价为 AA级装配式建筑；

4 建筑工业化率�≥90%，且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不低于 35%时，

评价为 AAA 级装配式建筑。

5.0.3 超装规高度建筑在进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时，对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

应用比例不做最低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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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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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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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技术规程》DBJ 15-1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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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根据 2020 年住建部等九部委《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十三部门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

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城市建设、“双碳”目标的

重要论述，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新型建筑工业化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建筑业

竞争力。

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深圳市十四五期间装配式建筑建造向标准化、集成化、系统化、信息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设定的评价指标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

2 术 语

2.0.1 建筑工业化率主要是指单体建筑在工程建设全过程中采用建筑工业化技术程度的量化评

估值，包含了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标准化和集成化设计、装配化施工、

装配化装修和机电、信息化和智能化等多个维度。

2.0.2 对于“装配整体式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详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2014
第 6.1.1 条或者广东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技术规程》DBJ 15-107-2016第 6.1.1 条。本

标准对于超装规高度建筑的技术评分进行了细化，以适应深圳市超高层建筑装配式建筑的设计和

评价，确保结构安全。

广东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技术规程》DBJ 15-107-2016 中“装配整体式结构房屋的

最大适用高度”表格如下：

2.0.3 当墙体表面的建筑构造做法厚度不大于 5mm（不含面砖等饰面材料厚度）时，可计入

干式作业方式。

2.0.4 集成厨房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并

符合干式工法施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当评价项目各楼层厨房中的橱柜、厨

房设备等全部安装到位，且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时，应认定为

采用了集成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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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集成卫生间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

并符合干式工法施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当评价项目各楼层卫生间中的洁具

设备等全部安装到位，且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时，应认定为采

用了集成卫生间。

2.0.6 标准化构件统计中不包含金属楼承板、隔墙条板；对于预制平板墙体、预制楼板可按宽

度统计相同构件数量；对于预制梁、柱可按截面统计相同构件数量。

2.0.8 非居住建筑中基本单元指办公间、实验室、酒店客房、医院病房、学校教室等单一功能

房间。

3 基 本 规 定

3.0.1 以单体建筑作为计算和评价单元，主要基于单体建筑可构成整个建筑活动的工作单元和

产品，并能全面、系统地反映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3.0.2 为保证装配式建筑评价质量和效果，切实发挥评价工作的指导作用，装配式建筑评价分

为预评价和项目评价。项目应在施工图设计结束前完成预评价，在项目竣工验收前完成项目评价。

项目评价应根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和相关证明资料对建筑工业化率进行复核并最终确定项目的评

价等级。

3.0.3 本条是评价项目可以评价为装配式建筑的基本条件，是否可以评价为基本级、A 级、AA
级、AAA 级装配式建筑，尚应符合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

4 建筑工业化率计算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建筑工业化率由基础项得分和技术清单项得分综合计算得出，其中基础项是全面对接了

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相关内容，确保深圳市装配式建筑不低于国标要

求；技术清单项内容持续夯实了深圳市的成熟建筑工业化技术，同时且也体现了深圳市在十四五

期间的技术创新引导方向。基础项+技术清单项评价体系充分体现国标与深标的有机融合，可以

进一步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标准化、工业化的水平，促进装配式建筑提质增效，实现装配式建筑的

高质量、高品质发展。

4.1.2 评价项目的建筑工业化率应按照本条的规定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应按照四舍五入法取小

数点后 1位。基础项中建筑功能缺少的评价项(例如，非居住建筑中未设置厨房)，则该评价项分

值记入基础项的 Q4中。

经结构计算专项分析并经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技术论证会评审，主体结构Q1的评价分值确实

无法满足最低分值要求时，Q1的最低分值可不做强制要求，但应满足Q3不低于 24 分且q7a或q7b
不低于 30分，或者单体建筑不低于深圳市装配式装修评价标准中 AA级相关评价要求。

在计算建筑工业化率时，单体建筑的结构转换层、架空层、避难层、出屋面层可不计入计算

范围。其中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投影面积转换率少于 10%的楼层不属于结构转换层，应计入计算范

围。

由于公寓和宿舍在建筑防火规范中属于公共建筑范围，但其很多建筑功能又属于居住建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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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因此对于公寓和宿舍可以根据其建筑特点，自行选择按照居住建筑或非居住建筑类型计算其

单体建筑的建筑工业化率，另外由于其建筑功能已经确定，公寓和宿舍的其公共区域和室内区域

均应满足全装修基本要求。

4.1.3 对于不同建筑类型的组合单体建筑，由于居住建筑和非居住建筑全装修范围、标准化功

能单元等的要求不同，建议按照建筑类型各自计算建筑工业化率，再采用建筑面积加权平均的方

式计算组合单体建筑的建筑工业化率。对于不同结构体系而建筑类型相同的单体建筑，比如钢结

构和混凝土结构的主体结构计算方式有所区别，因此建议按结构体系各自计算主体结构部分预制

构件应用比例或得分，再采用建筑面积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组合单体建筑主体结构的预制构件应

用比例或得分，不建议采用各自计算建筑工业化率再按面积加权平均的计算方式。

4.2 主 体 结 构

4.2.1 V1a的取值包括所有柱、支撑、承重墙、延性墙板等竖向主体结构预制构件，和满足本标

准第 4.2.2 条规定的可计入计算的后浇混凝土体积。外围护墙预制构件中与竖向主体结构预制构

件整体预制的柱、墙、板可计入 V1a ，如与预制剪力墙整体预制的窗下构造墙、预制凸窗的上下

窗台板等。

4.2.2 预制剪力墙之间的竖向现浇段宽度大于 600mm 时，后浇混凝土体积均不再计入预制体

积；预制剪力墙现浇段示意如下：

图 4.2.2-1 墙体中部竖向现浇段 图 4.2.2-2 墙体端部竖向现浇段(一)

图 4.2.2-3 墙体端部竖向现浇段(二) 图 4.2.2-4 L 型墙体竖向现浇段

图 4.2.2-5 T 型墙体竖向现浇段

图 4.2.2-7 墙体水平现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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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柱现浇段示意如下：

图 4.2.2-7 柱水平现浇段

4.2.3 钢构件可按外轮廓计算示意如下：

S=π S=Bx S=BxH/2 S=(B1+B2)xH/

图 4.2.3 钢构件外轮廓计算示意

4.2.5 主体结构水平构件包含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悬挑板等结构构件，梁类构件水平

投影面积计算时均不包括梁与梁、柱、墙重叠的面积，板类构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时均不包括板

与梁、柱、墙重叠的面积。

4.2.6 当免拆水泥基底板免支撑的钢筋桁架楼承板，作为楼板的结构组成部分时可以计入A1b，
如果仅是施工用模板作用则不可以计入A1b，但是由于现阶段市场上此类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为

保证产品质量，此类产品计入A1b时应提供相关结构实验数据和主体结构计算内容。

叠合楼板或预制楼板连接间后浇混凝土带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示意如图 4.2.6-1。
金属楼承板包括压型钢板、钢筋桁架楼承板等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屋）盖体系，一般应

用于钢结构体系才能体现出来其优势，在混凝土结构中其效果较差，因此在只有当至少板跨一侧

与钢梁交接时金属楼承板才可计入A1b，如果金属楼承板四周均为混凝土梁时不计入A1b，示意如

图 4.2.6-2。

图 4.2.6-1 预制板连接后浇带示意 图 4.2.6-2 金属楼承板示意

4.2.7 当主体结构为框架-核心筒结构时，可以按照本条选择得分，也可以按照 4.2.1 和 4.2.5
条计算得分。

4.2.8 结合深圳市高层和超高层居住建筑特点和装配式建筑结构规范，对于超装规高度建筑主

体结构的评价要求和评价分值进行了适当调整，竖向预制构件选择采用非承重预制外墙进行代替，

水平预制构件比例结合建筑平面不规则特点进行了适当降低，此调整充分体现了本评价规则对于

结构安全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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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围护墙和内隔墙

4.3.1 新型建筑围护墙体的应用对提高建筑质量和品质、建造模式的改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引导和逐步推广新型建筑围护墙体也是装配式建筑的重点工作。

非砌筑是新型建筑围护墙体的共同特征之一，非砌筑类型墙体包括各种中大型板材、幕墙、

木骨架或轻钢骨架复合墙体等，应满足工厂生产、现场安装、以“干法”施工为主的要求。

当建筑围护墙体采用装配式模板浇筑的混凝土墙时，可按非砌筑计入。门窗洞口上部或下部

范围如果存在砌筑部分，则门窗洞口按照砌筑计入，如无砌筑则按照非砌筑计入。

4.3.2 围护墙包含承重围护墙和非承重围护墙，围护墙采用墙体、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强

调的是“集成性”，从设计阶段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实现多功能一体的“围护墙系统”。通过

集成，墙体与保温、隔热一体化或者墙体与装饰一体化时，可以满足本条要求计算得分。

一体化的集成过程应采用干式作业方式，既可以在工厂完成一体化的集成，也可以在现场应

用干式作业进行集成。

4.3.3 门窗洞口上部或下部范围如果存在砌筑部分，则门窗洞口按照砌筑计入，如无砌筑则按

照非砌筑计入。

4.3.4 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强调的是“集成性”。内隔墙从设计阶段就需进行

一体化集成设计，在管线综合设计的基础上，墙体与管线一体化或墙体与装修一体化时，可以满

足本条要求计算得分，实现多功能一体“内隔墙系统”。

一体化的集成过程应采用干式作业方式，既可以在工厂完成一体化的集成，也可以在现场应

用干式作业进行集成。

4.4 装修和设备管线

4.4.2 楼面、地面装修采用干式工法施工，比如采用架空地板、木地板以及采用 3-5mm 厚度

预拌瓷砖粘结剂进行铺贴的薄贴工艺。

4.4.5 考虑到工程实际需要，纳入管线分离比例计算的管线专业包括电气（强电、弱电、通信

等）、智能化、给水排水和暖通等专业。

对于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腔和吊顶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

分离；而对于埋置在结构构件内部(不含横穿)或敷设在湿作业地面垫层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未

分离。

4.5 标准化和集成化设计

4.5.1 标准化设计是装配式建筑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通过标准化设计可以达到生产规模

化、施工标准化、管理简单化，从而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由于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均是以单体建筑为评价单元，很难体现规模化效果，因此在标准化设计（q5a～q5f）的比例计算

中除允许按各自单体建筑来独立计算外，也允许按整个项目所有单体建筑或者相同建筑类型的所

有单体建筑综合计算。

4.5.2 对于平板墙体、预制楼板等平板类构件，由于其生产过程基本采用标准平模台，对模板

的影响仅有侧模，因此对于平板类预制构件在统计相同预制构件数量可按宽度统计相同构件数量，

对于构件长度不做限制。对于预制梁、柱类构件，一般可以统一的模板，通过断面处模板的移位

来实现共模，因此预制梁、柱类构件可按构件截面统计相同构件数量，对于构件长度不做限制。

金属楼成本属于标准化产品，因此在项目中同时采用混凝土预制构件和金属楼承板时，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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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承板不统计入q5a的分子和分母中，当项目仅采用金属楼承板、标准化钢结构构件时，可以不

再统计数量计算，直接按标准化 100%计，

4.5.3 图集中明确了构件尺寸或配筋的内容不允许修改，如果有修改就不计入图集标准化构件。

在图集标准化构件上增加机电、施工埋件不影响图集标准化构件判定。

4.5.4 标准化程度越高则预制构件的重复率也会越高，因此在标准化构件的基础上再引导性的

提出重复率概念，实现高标准化高得分评价理念。由于项目中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构件，通过每种

类型构件的重复使用量最多的 3个规格统计可以充分体现项目的标准化程度，同时为避免出现凑

分现象，本条明确了可以计算的 6种构件为剪力墙、柱、梁、板、楼梯、非承重预制外墙。

4.5.5 轧制标准型钢的外轮廓截面积计算参考 4.2.3条。

4.5.6 标准化功能单元在居住建筑中是指的户型而不是单一功能的房间，在非居住建筑中是指

的比如办公间、实验室、酒店客房、医院病房、学校教室等单一功能房间。

4.5.7 图集中明确了功能单元中尺寸、层高等的内容不允许修改，如果有修改就不计入标准化

功能单元。

4.5.8 外围护墙一体化集成应用主要是针对本标准 4.3.2 条的一体化提升，只有在墙体、管线、

保温隔热以及装饰在工厂一体化集成时，才能满足本条评价要求。由于深圳市的建筑以超装规高

度建筑为主，而为保证结构安全其结构竖向构件又无法预制，其结构承重部分外围护墙无法实现

构件厂一体化生产预制，因此对于一体化集成的过程，既可以在工厂完成也可以在现场应用干式

作业进行集成。

4.5.9 预制凸窗一般应用于居住建筑，其在现场施工时由于挑板和侧板较薄，绑扎钢筋和混凝

土浇筑均比较麻烦，且施工质量很难控制，另外由于现浇凸窗的侧板是整个楼从上到下的连通，

会严重影响结构的整体刚度或传力路径，而现阶段很多项目在结构设计时也并未考虑现浇凸窗对

主体结构的不利影响。预制凸窗在工厂生产可以有效保证凸窗质量，如果预埋窗框海可以有效解

决窗边渗漏问题，另外由于预制凸窗的侧板在每一层都会设置 20mm 缝隙，因此其构造有效解

决了现浇凸窗的竖向传力了，并大幅降低了其刚度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响。

4.5.10 非承重预制外墙主要适用于建筑外周为框架或端柱的结构体系中，其预制外墙的连续性

布置可以形成完整的围护体系和防水体系。

4.5.11 内隔墙一体化集成应用主要是针对本标准 4.3.4条的一体化提升，只有在内隔墙、管线

以及装饰在工厂一体化集成时，才能满足本条评价要求。

4.5.12 有些项目为了解决吊重问题，把一个楼梯段又进行横切或纵切为 2段，此种做法虽然解

决了吊重问题，但是存在吊装效率降低和拼缝交接精度等问题，不建议随意采用。在本条计算中，

对于同一个楼梯段，在设计时采用横切或纵切设计时应计为 1个楼梯段。

4.5.13 钢筋桁架楼承板不计入预制水平构件投影面积计算时，可以在本条中计算得分。

半集成化预制楼板是指在工厂完成楼板中管线和现浇层钢筋安装，在现场只是完成管线简单

衔接、铺设楼板支座面筋以及楼板拼接与支座连接位置附加钢筋的施工。全集成化预制楼板是指

在工厂完成楼板全预制及设备管线预埋到位，除楼板之间和楼板与连接支座之间外现场无需再浇

筑板面叠合层，现场只是完成管线简单衔接以及楼板拼接与支座连接位置附加钢筋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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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承重自隔热预制混凝土外墙是指墙体的自身材料已经满足了墙体、保温隔热一体化要求，对于

采用反射涂料等饰面材料不做限制，但是不应再另外增加保温砂浆、XPS板等保温隔热构造。

4.6 装配化施工

4.6.1 架空层或裙楼以上均采用工具式脚手架或免外架施工时，q6a外架施工项可以得分，而考

虑到可能局部位置难以完全 100%实施工具式脚手架或免外架，因此也允许外围护墙面积 10%
以内的范围采用其它外架方式。

4.6.2 式 4.6.2 计算时除表 4.1.2 中注 3 不计入计算范围外，对于非超装规高度建筑中的底部

裙楼层也可不计入计算范围。

4.6.3 式 4.6.2 计算时除表 4.1.2 中注 3不计入计算范围外，对于非超装规高度建筑中的底部

裙楼层也可不计入计算范围。

4.6.5 高精地坪施工应满足结构表面施工达到 4mm/2m的施工精度要求。

4.6.6 室外临建装配式地面的计算范围为项目施工临时办公区和生活区的硬化地面范围，另外

也不包含办公区和生活区以外的道路。

4.7 装配化装修和机电

4.7.1 由于全装修定义中对居住建筑和非居住建筑中装修范围规定差别较大，而且不同建筑类

型中建筑的功能房间差别也很大，所以本标准根据各自特点区分了居住建筑和非居住建筑的装配

化装修的评价项。

建筑吊顶以上和建筑面层以下范围可不计入装配式装修墙面计算范围。

4.7.5 装配式装修中�7�或�7�除可按表 4.7.1 计算得分外，也可按深圳市装配式装修评价标准

的单体建筑技术总评分乘以 0.4系数得分。

4.7.6 对于装配化机电列出了现阶段可以实现以及已有项目实践的水泵房、制冷机房、消防泵

房、空调机房共 4类装配式机房，在评价判断时，机房内的设备、管道均应采用自动焊接或机械

连接方式。

4.8 信息化和智能化

4.8.2 每种类型机器人在生产或施工不同工序全过程应用中，至少应完成 50%以上的工作量才

允许得分。在现阶段评价得分时，生产加工类智能生产机器人包含模具装拆、焊接、切割以及钢

筋绑扎智能机器人，现场施工类智能施工机器人包含找平、测量、打磨、墙体安装、喷涂、铺贴

以及清洁智能机器人。

4.9 附 加 项

4.9.2 除塔楼范围以外的纯地下室区域也是比较适合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为鼓励装配式技术

在地下室中的应用，本标准对应用装配式地下室的项目进行适当加分，另外由于功能特点，地下

室的围护墙、内隔墙、装修等与上部塔楼存在较大区别，因此本条只是纳入了非常适合装配的地

下室主体结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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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集成体系技术

4.10.1 集成体系属于工业化程度和集成化程度最高的一种体系技术，在工厂内制作完成且具有

使用功能的模块单元，在现场通过装配连接而形成整体建筑。现阶段模块化建筑已经实现了项目

的实施落地，因此本条明确了其计算方式，如果采用它集成建筑则需要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并确定相应的评价方式和得分。

集成体系应用中，一种是单体建筑全部采用模块单元组成，通过模块单元应用面积直接计算

建筑工业化率；另外一种是单体建筑中部分采用模块单元，通过常规装配式建筑计算再叠加模块

单元面积计算方式，具体详见 4.10.3条。

5 评价等级划分

5.0.3 超装规高度建筑竖向构件预制可能会对主体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结合现阶段装配式建筑

技术实际情况，为保证主体结构安全，对于此类超高建筑不再控制竖向构件预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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