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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具体技术内容主要依托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工程项目实践编制。 

本文件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北京交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杰、高嘉蔚、龚巍巍、李齐丽、罗晓军、严晓平、潘瑞琦、韩

兆兴、秦晓春、于琦、鲍志远、毛宁、丁小平、李瑞杰、冀鹏举、支霞辉、张利国、邱春

霞、何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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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评估

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本标准可为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项目开展绿色低碳建造提供技术参考，也可为评估以

宁夏为代表的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水平提供规范基础。本标准技术要求主要

依托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工程实践经验，其他区域项目可视情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640-2010 建设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JTG B04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G/T 3365-01-2020 公路斜拉桥设计规范 

JTG/T 2340—2020 公路工程节能规范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3  术语和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斜拉桥 cable-stayed bridge 

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拉在桥塔上的一种桥梁，是由承压的塔、受拉的索和承弯的梁体组

合起来的一种结构体系。 

3.2  绿色低碳公路桥梁 Green low-carbon highway bridge 

考虑桥梁结构、形式、材料、作用荷载及区域环境特征等，从桥梁全生命周期和对环境的

低排放影响两个维度以全过程、全要素、多维度碳排放最低、资源占用最少、污染排放最少、

建设成本最低等为建设目标，具有“工程—环境”相容共生特点的桥梁工程。 

3.3  绿色公路 green highway 

在公路的全寿命周期内，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控制

资源占用、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建设品质提升与运行效率提高，

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美观的行车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公路。 



T/CECRPA 015—2025 

2 

3.4  节点景观 node landscape 

桥梁用地至桥梁使用者视域范围间具有标识性可供短暂观赏或具有休憩休闲功能的区域景

观风貌，如观景台、停车区、服务区等。 

 

4  基本要求和原则 

4.1 坚持全寿命周期理念。将绿色低碳公路桥梁建设理念贯穿于桥梁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养护和管理全过程，推进建设与养护一体化设计，降低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4.2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根据区域环境特征和工程特点合理布局，优化设计。根据沿线自然、

旅游等条件和游客出行需求，因地制宜拓展公路的旅游服务功能。 

4.3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按照绿色公路建设要求，尽可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持自然景观的

完整性，避免大填大挖频繁对原始地貌的切割损害，降低对原始地形、地貌的自然性和稳定性

的影响。统筹资源利用，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占用和能源消耗。 

4.4 坚持技术创新导向。大力推动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在公路建设中的运用，引

导公路绿色低碳发展。实施绿色施工，推广机械化、智能化、专业化施工，优先采用环保低碳

设备、工艺及技术。桥梁建设标准化构件宜推广采用工厂化建造模式及装配式施工工艺。 

4.5 坚持科学管理。宜对施工能耗进行监测管理，系统评估项目建设能耗及碳排放水平。推广

采用工程质量、健康、安全及环境四位一体的管理体系。 

 

5  评价指标与方法 

5.1  评价指标体系 

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标准方法为打分法。评价标准指标体系包括达

标型和加分型两大类，均由三类一级指标构成，包括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和运营养护阶段，各

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 

其中，达标型二级评价指标 8 项，三级评价指标 12 项，见附录 A。加分型二级评价指

标 13 项，三级评价指标 21 项，见附录 B。 

5.2  评价方法 

5.2.1  综合值计算方法 

评价打分采用综合计算得分，包括达标分和加分，总分 100 分。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 i 项三级指标分别打分。评价结果综合值为各项指标得分的累计叠加

值，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 

——为评价结果综合值； 

——为各评价指标的分值； 

5.2.2  评价结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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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及合格，详见表 1。其中达标分必须得满分 60 分，否则视为不符

合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要求。 

表1  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 分值 

优秀 85≤S≤100 

良好 70≤S<85 

合格 60≤S<70 

不合格 S<60 

 

6  环境保护 

6.1  短期保护 

6.1.1 运送土方、设备及建筑材料时，应做到不污损场外道路；运输易散落、飞扬、流漏的物

料的车辆，必须采取措施将其封闭严密，保证车辆清洁。 

6.1.2 应倡导使用低噪音、低振动的机具，采取隔音与隔振措施，避免或减少施工噪音和振动。

桩基础施工时宜选用旋挖钻，避免振动钻的过大噪音惊扰附近居民。现场噪音排放不得超过国

家标准的规定。 

6.1.3 对现场易飞扬物质应采取有效措施，如洒水、围档、密网覆盖、封闭等，防止扬尘产生。 

6.1.4 对于化学品等有毒材料应有严格的隔水层设计，做好渗漏液收集和处理。 

6.1.5 力争建筑垃圾的再利用和回收率达到 30%，其中建筑物拆除产生的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回

收率应大于 40%，对于碎石类、土石方类建筑垃圾，可采用地基填埋、铺路等方式提高再利用

率，力争再利用率大于 50%。 

6.2  长期保护 

6.2.1 桥梁工程的不合理操作会对周围的土壤造成不可逆的污染，同时基础的施工、养护作业

也可能会对地下的文物和地下的设施造成破坏，在作业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

并提前考察桥梁地点的地下状况。 

6.2.2 应尽量减少施工、养护活动对地质环境的侵害，例如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危险品、化学

制剂的存放及使用；做好土壤质量的监控，防止化学制剂和有毒物质渗漏。 

6.2.3 地下设施与文物保护。应详细调查各种地下设施，制订保护计划，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

坏，并保证桥梁周边的各类管道、管线、建筑物、构筑物的安全。 

6.3  环境和谐 

6.3.1 桥梁施工过程中可能会破坏周围的自然环境，因此要注意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但不能以

破坏道路的顺畅性为代价。 

6.3.2 要考虑桥梁与两端道路连接的合理性，包括道路线形的连续性、路线曲率的连续性等。 

6.3.3 桥梁构造庞大，对区域景观影响很大，进而也对环境、心理等产生很大影响。建设必须

符合美学要求，使桥梁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并打造重要的节点景观。 

6.3.4 若桥梁穿过动物保护区，需要修建动物通道帮助野生动物通过，否则可能导致濒危物种

迁徙或者繁衍出现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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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源利用 

7.1  节约材料 

7.1.1 桥梁施工过程中会用到结构、围挡、装饰等工程所需材料，施工人员应力求提高材料的

利用率，节约成本。 

7.1.2 应优化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方法。大型钢结构宜采用工厂制作，现场拼装；可以采用分段

吊装、整体提升、滑移、顶升等安装方法，减少方案的用材量；对于钢材焊接技术，新型的螺

丝连接技术相比老式的焊接技术更节省材料。 

7.1.3 冬季温度较低时施工，需要对桥梁中的钢筋混凝土进行养护。具体的养护方法根据桥梁

的实际结构而定，对于跨度小的桥梁可以从一头供热，跨度大的可以从中间向两头供热，以保

证保温隔热效果，并减少材料浪费。 

7.1.4 对于桥梁面层混凝土保水材料，应进行总体布置，减少非整块材的数量，可采用自黏类

片材，减少现场液态黏结剂的使用量。 

7.2  节约用水 

7.2.1 应合理地利用水资源。 

7.2.2 对用水集中的区域和工艺点应进行专项计量考核，应建立中水或可再利用水的搜集利用

系统，应分别对生活用水和工程用水确定用水定额指标，并分别计量管理。 

7.2.3 在非传统水源和现场循环再利用水的使用过程中，应制定有效的水质检测与卫生保障措

施，避免对人体健康、工程质量以及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7.3  节约能源 

7.3.1 应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来实现能源的节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减少成本。 

7.3.2 应合理安排工序，选择功率与负载相匹配的机械设备，避免大功率机械设备低负载长时

间运行。 

7.3.3 机电安装可采用节电型机械设备，如逆变式电焊机和能耗低、效率高的手持电动工具等，

以利节电。 

7.3.4 应利用场地自然条件，合理设计生产、生活及办公临时设施的结构、朝向、间距和窗墙

面积比，使其采光、通风良好。 

7.3.5 应注意对用电和照明的合理控制，在节电的同时保证施工的正常进行；临时用电优先选

用节能电线和节能灯具；临电线路应合理设计、布置；临电设备宜采用自动控制装置，采用声

控、光控等节能照明灯具。 

7.4  节约用地 

7.4.1 应对有限的临时用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使用，同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7.4.2 应布置得合理、紧凑，在满足环境和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废弃地和死角。 

7.4.3 应尽量减少对土地的扰动，保护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尽量使用荒地和废地，少占用农

田和耕地，同时做好场地的绿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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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达标型指标体系 

A.1  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达标型指标 

表A.1给出了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达标型指标构成及权重、分值。 

表 A.1  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达标型指标体系 

序

号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权重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1 

设计阶段 15 

采用轻量化设计 4 

设计方案比选后，采用方案的主梁重量

与其他方案主梁重量比，降低率大于

10% 

4 

2 耐久性设计 4 桥梁结构设计寿命延长至 100年以上 4 

3 生态环境保护 7 
生态敏感区（如湿地、鸟类栖息地等）

避让率达到 100% 
7 

4 

施工阶段 35 

材料循环利用 
6 再生材料利用比例不低于 30% 6 

5 6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大于 85% 6 

6 

环境污染防治 15 

施工阶段节水率大于 15%，采用封闭式

泥浆循环系统控制水体污染 
6 

7 施工扬尘控制达标率 100% 5 

8 噪声排放昼间低于 65dB、夜间低于 55dB 4 

9 碳排放管控 8 碳排放强度小于 1.5 吨 CO₂/延米 8 

10 

运营阶段 10 

智慧管理 4 智慧管养系统覆盖率大于 90% 4 

11 
节能降碳 

3 照明系统节能率大于 40% 3 

12 3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大于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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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加分型指标体系 

B.1  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加分型指标 

表B.1给出了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加分型指标构成及权重、分值。 

表 B.1  跨黄河中上游公路斜拉桥绿色低碳建造评价加分型指标体系 

序

号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权重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1 

设计阶段 13 

桥梁构件 4 

桥型结构、零部件等标准化

设计 
2 

2 
优先选用安全系数高、耐久

性强的桥梁构件 
2 

3 

桥梁的美学设计 6 

提升桥梁美观度，强化对桥

型整体方案景观美观度的比

选 

2 

4 
桥梁结构线型比例适当，有

节奏感、韵律感 
1 

5 
结合当地文化历史特点，丰

富不同景观元素的运用 
3 

6 

桥涵的耐久性设计 3 

强化对桥梁结构、连接等细

节的耐久性设计 
2 

7 
提前考虑桥梁的施工养护成

本与设施 
1 

8 

施工阶段 19 

绿色建造材料 2 
大比例使用绿色高性能、高

耐久性混凝土 
2 

9 
强化桥梁基础施工环

保 
2 加强施工阶段的微创新 2 

10 推进节段拼装 2 
采用工厂预制节段梁现场拼

装工艺，减少现场浇筑污染 
2 

11 

推广信息化管理 5 

设置桥梁智能信息化监控系

统，加强对施工阶段的智慧

管控 

2 

12 
合理使用 BIM 技术，强化施

工期数字化模拟 
3 

13 

水生态影响 2 

监测水体理化指标、底质、

水文条件变化情况，以及对

区域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及

鱼类群落结构的影响情况 

1 

14 

在湿地、水源保护区等区域

施工需制定专项保护方案，

必要时调整桥位或施工时序 

1 

15 资源节约集约 2 

对有限的临时用地进行合理

的规划和使用，同时采取相

应的防护措施 

2 

16 组织管理 4 

通过更合理、高效的方式来

优化管理模式，减少不必要

的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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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要有一套明确的绿色施工管

理制度和措施 
3 

18 

养护阶段 8 

智慧管养 2 

构建建管养一体化业务融合

管理平台 
1 

19 
适当运用辅助决策平台工具

软件 
1 

20 规划管理 3 

编制绿色养护方案，从宏观

上制定与节材、节水、节能

有关的措施 

3 

21 评价管理 3 

结合工程特点，对绿色养护

的效果及采用的新技术、新

设备、新材料与新工艺进行

评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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