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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管文〔2020〕64 号

省机关事务局关于印发
《湖北省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细则

（试行）》的通知

省直各单位：

根据《湖北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为进一步规范

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工作，我局制定了《湖北省省直机关

办公用房维修管理细则（试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0 年 8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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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工作，根

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标准》和《湖北省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结合省直机关实际，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的省直机关，是指省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

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省各民主党派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省委、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

本办法所称的办公用房,是指省直机关占有、使用或者可以确

认属于机关资产的,为保障党政机关正常运行需要设置的基本工

作场所,包括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

第三条 省直机关办公用房（以下简称办公用房）维修按照

损坏程度和修缮工作量大小分为大中修和日常维修。大中修是指

对办公用房或其设备设施进行一个或多个系统的大修或中修，如

大范围的结构补强加固、改造，装饰装修的修复、更新或电梯、

空调等各种设施的重新调整、设置、改装、改造或更新。日常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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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是指及时修复或排除房屋或其设备设施的轻微损伤或小故障，

保持房屋及其设施正常使用功能和运作的日常维护、保养。

第四条 办公用房维修应当贯彻“过紧日子”的要求，遵循

量力而行、勤俭节约、经济适用的原则, 按照轻重缓急，分年分

批安排维修计划。办公用房维修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

用功能、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为重点，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严格控

制维修项目、严格控制维修内容、严格控制维修资金，维修不得

改变建筑结构、随意扩大维修范围、提高维修标准。

第二章 维修范围及条件

第五条 办公用房维修内容分为房屋本体维修和设备设施维

修两大类，一般由下列 12 个系统组成：

（一）房屋本体维修：

1．承重系统；

2．围护系统；

3．装饰装修系统。

（二）设备设施维修：

4．给水排水系统；

5．供暖系统；

6．通风与空调系统；

7．电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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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电梯系统；

9．消防系统；

10．建筑智能化系统；

11．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项目；

12．办公区附属设施系统。

维修内容参照《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技术规范》（附件 1）。

第六条 办公用房使用期满 15 年（含）以上，设施设备老化、

功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等原因，符合以上维修内容的，可以申

请大中修。因办公用房重新调整，需修复、调整、完善使用功能

的，以及由于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办公用房损害的可以适当提前。

第七条 办公用房维修装修标准和档次应严格执行《党政机

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 号）和相关预算

标准。办公用房维修使用建筑材料和设施设备，应符合公共机构

节能标准和环保要求。

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八条 省机关事务局主要负责制定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

相关规定，具体承担以下工作：

（一）受理省直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申请；

（二）审核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及内容；

（三）编制省直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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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资料收集备案工作；

（五）指导监督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的管理工作。

第九条 省财政厅主要负责审核并统筹将年度维修资金列入

财政预算，统一申请，集中管理，原则上不以专项追加方式安排

维修资金，具体承担以下工作：

（一）制定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预算标准；

（二）审核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预算；

（三）组织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的重点绩效评价、投资评审；

（四）监督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预算执行。

第十条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办公用房维修项目的组织、实施

和管理工作，具体承担以下工作：

（一）提出办公用房大中修申请；

（二）做好办公用房大中修审批及预算编制等前期工作；

（三）组织办公用房维修项目实施、财务核算、竣工验收、

竣工财务决算、绩效评价、资料备案等工作；

（四）接受省直有关行政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四章 申报与审批

第十一条 办公用房日常维修项目由使用单位负责，所需资

金通过部门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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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按照以下程序审核：

（一）使用单位向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书面提出下一年度大中修

项目申请。申报时提供下列资料：

1．维修申请。应列明：计划维修项目的必要性、依据；计划

维修项目、内容、范围、数量、概算、实施计划、分年度经费测

算等情况说明及《省直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计划申报表》（附件2）。

2．维修方案。包括技术方案及相应图纸，更换或维修设备的

型号、厂家、主要技术参数等。

3．前期论证报告。对概算额在 300 万元（含）以上或涉及承

重结构维修的情形，还应提交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编制的房

屋质量检测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对符合政策规定的项目进行实地查勘，

委托专业机构对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审核维修项目

及维修内容，并将审核结果以书面形式报送省财政厅。

（三）省财政厅对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通过的项目组织财政

投资评审，确定维修预算及资金筹措渠道，并将评审结果以书面

形式反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和省财政厅审核通过的大中修项目，

纳入年度维修计划。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将省直机关办公用房年度

维修计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由省机

关事务局向使用单位批复维修内容和投资概算。

（五）使用单位凭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具的维修意见，向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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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申报大中修项目资金并纳入部门预算。项目竣工后，使用单

位按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及说明，报

省财政厅（省级项目主管部门本级的项目）或项目主管部门（项

目主管部门所属单位的项目）批复竣工财务决算后，送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备案。

第十三条 省直机关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和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由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第五章 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日常维修及经审批同意的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由

使用单位组织实施。办公用房维修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主

要设备材料等采购，应当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达到

规定限额的应当实行政府采购。

第十五条 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确定后，使用单位应对项目

实施、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安全、标准、造价控制等进行严格

监管。

第十六条 使用单位应严格按照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批复的

维修内容、规模和范围及时组织实施，不得擅自调整增加维修内

容和工程量，不得超标准超概算增加维修内容。如发生维修项目

变更、中止或者终止的，应由使用单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经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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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实施期间，使用单位每年定期对本年度大中修计

划执行情况及时进行梳理、汇总，建立并完善维修项目数据库，

作为下一期大中修计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在年末或下一期申请预

算经费时，将大中修项目完成情况（含结算审计报告）向省机关

事务局备案。

第十八条 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完成后，由使用单位组织设

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按国家现行的工程质量验收标准进行验

收。验收合格后，由使用单位将竣工验收报告报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备案。对形成固定资产的设备设施等，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

的相关规定按实入账。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财政厅、省住建

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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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技术规范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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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规范湖北省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简称办公用房）的维

修管理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制定本规范。

1.2 本规范是办公用房维修决策的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

和审批办公用房大中修方案、项目建议书、初步设计以及对维修

项目进行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

1.3 本规范适用于房屋主体或设施设备超过保修年限的办公

用房维修。对于在保修年限内发生损坏的，由原施工单位或相关

设施设备保修单位负责维修。

1.4 办公用房建成并已投入使用 15 年以上（或距上次综合维

修改造已 15 年以上）、设施设备老化、功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

不能满足办公要求的，可进行大中修改造。

1.5 办公用房维修,应当遵循统筹兼顾、经济适用、量力而行

的原则, 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降低资源消耗

为重点，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严格控制维修项目、内容、资金。

1.6 办公用房的维修，除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及专门规程（如火灾后安全性鉴定规程等）

的规定。若本规范的规定与设备更新合同、特定的标准有不一致时，

按特定标准或合同执行，但其安全质量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1.7 办公用房维修后，其标准不得超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建设标准》及国家关于楼堂馆所建设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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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 省直机关

是指省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省各民主党派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省委、省政府直

属事业单位。

2.2 办公用房

是指省直机关占有、使用或者可以确认属于机关资产的,为保

障党政机关正常运行需要设置的基本工作场所,包括办公室、服务

用房、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

2.3 办公用房维修

是指党政机关对办公用房进行的维修活动。

2.4 日常维修

是指及时修复或排除房屋或其设备设施的轻微损伤或小故障，

保持房屋及其设施正常使用功能和运作的日常维护、保养。

2.5 大中修

是指对办公用房或其设备设施进行一个或多个系统的大修或

中修，如大范围的结构补强加固、改造，装饰装修的修复、更新

或电梯、空调等各种设施的重新调整、设置、改装、改造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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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办公用房的维修，应在保证安全、节能、节水、节材、

环保，注重维护和完善办公用房及其设施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做

到经济、适用。

3.2 办公用房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重要建筑

物应定为一级，特殊重要建筑物的安全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另行

确定。重要和特殊重要建筑物的界定参照《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

类标准》GB50223 中重点设防类和特殊设防类进行。

3.3 办公用房检查一般分为以下方式：

日常检查：为保持办公用房及其设施的正常使用功能，对其

易损部位和设备的外观及运行状态，进行以经验判断为主的现场

检查。日常检查应由使用单位指派受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和有专业

操作技能的人员进行，并应建立检查档案。

综合检查：为确保办公用房及其设施的可靠性，通过仪器检

测和必要的试验，对有关信息进行的收集、分析、验算和判定，

或有紧急或特殊情况时立即进行的检查。综合检查应在日常检查

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检查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承担。

3.4 办公用房的维修按照损坏程度和修缮工作量的大小，分

为日常维修和大中修：

日常维修：对不影响结构安全及使用安全的，可由使用单位

组织日常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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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修：是指对主体结构局部损坏或者已不符合建筑结构或

功能要求的办公用房进行的维修,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出具鉴定

意见，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评估。

3.5 办公用房大中修分为以下方式：

专项维修：仅对任一分系统进行的大中修。

综合维修：对一个以上分系统进行的或者根据各分系统维修

类别，综合评定出全系统的大修。

3.6 办公用房的维修内容分为承重、围护、建筑装饰装修、

给水排水、供暖、通风空调、电气、电梯、建筑消防、建筑智能

化、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资源、办公附属设施等 12个系统。

3.7 地震区办公用房的安全性鉴定与维修，宜与抗震鉴定、

加固结合进行。

3.8 特殊工作性质用房（如安全机关和公检法的专业用房等）

的维修，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4 综合维修

4.1 在各分系统检查评定的基础上，应对办公用房的维修类

别进行综合评定。

4.2 在各分系统的评定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办公用房

的维修综合评定为大修，应进行统筹安排。

1）承重分系统和围护分系统的维修评定为中修或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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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饰装修分系统的维修评定为大修。

3）设施的分系统维修有 3个或 3个以上评定为中修或大修。

5 专项维修

5.1 承重系统

5.1.1 一般规定：

1．承重系统的日常维修内容主要包括封闭裂缝、除锈、防锈

和防腐，以及对各种易损零部件进行更换或修复。

2．承重系统的大中修内容主要包括地基基础的加固和承重结

构构件的补强加固、改造，以及围护系统承重构件的补强加固或

更换。

3．承重系统的大中修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设

计和施工。根据维修目的、现场及环境条件，选择适宜的方法。

承重系统大中修的后续使用年限一般为 30年。

5.1.2 承重系统的检查、评定

1．承重系统宜定期进行日常检查和综合检查，若出现下列情

况时应及时组织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综合检查：

1）发现紧急情况时，如地基出现明显沉降、结构濒临危险状

态、构件产生异常变形、振动或遭受意外损伤等。

2）地震作用或其他灾害发生后。

3）结构改造、改建或扩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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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物改变用途或使用环境时。

5）有特别重要的任务，需确保房屋在指定期间的安全时，对

房屋进行以消除隐患与组织监控为目标的检查。

2．承重系统各项检查内容按表 5.1.2 进行。

表 5.1.2 承重分系统安全性和使用性检查表

检查内容

安

全

性

地

基

基

础

1 地基基础安全性*

2 地基变形

3 建筑场地稳定性

4 地质条件

5 邻建影响*

混

凝

土

结

构

1 承载能力*

2 构造措施*

3 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

4 裂缝或其他损伤

钢

结

构

1 承载能力*

2 构造措施*

3 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

4 不适于继续承载的锈蚀

安

全

性

砌

体

结

构

1 承载能力*

2 构造措施*

3 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

4 裂缝或其他损伤

砖

木

结

构

1 承载能力*

2 构造措施*

3 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

4 斜纹理或斜裂缝的斜率

5 腐朽或虫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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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性

地

基

基

础

1 地基

2 基础

3 附属部件

混

凝

土

结

构

1 挠度变形

2 柱顶水平位移

3 混凝土裂缝

4 混凝土构件的缺陷和损伤

钢

结

构

1 挠度变形

2 柱顶水平位移

3 钢结构构件缺陷和损伤

4 钢索构件外包裹防护层损伤性缺陷

5 受拉构件长细比

6 钢结构构件防火涂层

砌

体

结

构

1 墙柱顶点水平位移（或倾斜）

2 非受力裂缝

3 风化或粉化

砖

木

结

构

1 挠度变形

2 木材裂缝

3 木材腐朽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3. 对承重系统进行日常检查时，对具备条件的位置宜全数检查。

综合检查的抽样数量应符合《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50344 的规定。检查时对存在的问题，应记录部位、数量、

长度或面积等信息。

3．承重系统的评定

1）承重分系统结构构件、各子系统安全性和使用性综合检查

结果，应按《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 的规定分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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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定。

2）承重分系统的安全性和使用性评定，应根据各子系统的安

全性和使用性评定结果，按《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

的要求进行。

注：本标准中的“分系统”和“子系统”相当于《民用建筑

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 中的“鉴定单元”和“子单元”。

5.1.3 承重系统的维修、验收

1．承重系统的维修类别，应在鉴定单元评定的基础上，按表

5.1.3 确定。

表 5.1.3 承重系统维修类别确定

安全性等级
使用性等级

Ass级 Bss级 Css级

Asu级 日常维修 日常维修 中修

Bsu级 日常维修 日常维修 中修

Csu级 中修 中修 大修

Dsu级 大修 大修 大修

2．承重系统维修、加固工程可按《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50550 的规定进行质量验收。

5.1.4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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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50476；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550；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123；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

《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77；

《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50165；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

《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GB50843；

《建筑结构体外预应力加固技术规程》JGJ/T279；

《碳纤维片材加固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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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围护系统

5.2.1 一般规定

1．围护系统的日常维修内容主要包括非结构构件的加固、防

水堵漏，裂缝封闭，天沟、水落口、地沟等排水通道清理，面层

空鼓、脱落处理以及零星渗漏点密封。

2．围护系统的大中修，除做好防水、防渗漏、防潮、防风化

等外，应对原屋面和外墙的隔热、保温效果作出评价，并进行必

要的修复或节能改造。

3．围护系统维修应按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大中修应由专业机构检测、设计和施工。

5.2.2 围护系统的检查、评定

1．围护系统的日常检查包括渗漏、裂缝、损伤及变形、构件

布置、构造连接等内容。对具备条件的位置宜全数检查，记录存

在问题的部位、长度或面积等信息。

2．围护系统的综合检查包括资料调查、构件布置、构造连接、

材料强度及性能测试等内容。

3．围护系统各项检查内容按表 5.2.2 进行。

表 5.2.2 围护分系统安全性和使用性检查表

检查内容

安

全

性

1 女儿墙、出屋面烟囱*

2 外墙装饰物

3 挑檐、雨罩、遮阳棚*

4 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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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门窗洞口过梁

使

用

性

1 屋面防水

2 吊顶*

3 非承重内墙*

4 外墙*

5 门窗

6 地下防水

7 附属部件（其他防护设施）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4．围护系统的评定包括安全性评定和使用性评定，其评定应

根据《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 的规定进行。

5.2.3 围护系统的维修、验收

1．围护系统综合检查应对围护构件可靠性（包括安全性和使

用性）进行评定，并按表 5.2.3 确定维修类别。

表 5.2.3 围护系统维修类别确定

安全性等级
使用性等级

Ass级 Bss级 Css级

Asu级或Bsu级 日常维修 日常维修 中修

Csu级或Dsu级 大中修 大中修 更新

2.对不影响重要使用功能的，可由使用单位组织日常维修。

对影响重要使用功能的，可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出具鉴定意见及处

理方案，并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维修。

3．地下防水维修的质量验收可参照《地下防水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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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规范》GB50208 的有关规定；屋面维修的质量验收可参照《屋

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 的有关规定；裂缝处理的质量验

收可参照《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550 的有

关规定。

5.2.4 引用标准名录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地下防水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

《地下工程渗漏治理技术规程》JGJ/T212；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

《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693；

《倒置式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230；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

《房屋渗漏修缮技术规程》JGJ/T53；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235；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

《建筑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程》CECS196；

《聚乙烯丙纶卷材复合防水工程技术规程》CECS199；

《聚合物水泥、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应用技术规程》CECS195；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建筑工程裂缝防治技术规程》JGJ/T317；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550；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修缮标准》JGJ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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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装饰装修系统

5.3.1 一般规定

1．装饰装修系统设计、施工质量应满足表 5.3.1 规定的预期

正常使用年限的要求。装饰装修系统的使用年限超过表 5.3.1 的

规定时，应及时组织检查与评定，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大中修。

表 5.3.1 装饰装修系统预期正常使用年限

序号 子分部名称 最低使用年限

1 抹灰工程 12 年

2 门窗工程 12 年

3 吊顶工程 6年

4 轻质隔墙工程 12 年

5 饰面板安装工程 12 年

6 饰面砖粘贴工程 12 年

7 幕墙工程 12 年

8 涂饰工程 6年

9 裱糊与软包工程 6年

10 细部工程 6年

11 地面工程

水泥地面工程、石材地面工程、陶瓷地面工程 12年；

实木地面工程、复合木地面工程、竹地面工程 6年；

地毯 3年

2．装饰装修系统的大中修，涉及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时，必

须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

出设计方案，或由检测鉴定单位对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鉴定。

3．装饰装修系统的大中修，应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

位承担，并出具完整的施工图等设计文件。其设计和施工，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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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有关安全、环保、卫生的规定，并与城市规划要求相协调。

5.3.2 装饰装修系统的检查、评定

1．装饰装修系统的外观质量类、功能类和安全类的检查按表

5.3.2.1 进行。

表 5.3.2.1 装饰装修系统外观质量类、功能类和安全类检查表

检查内容

外

观

质

量

类

抹灰
1 开裂*

2 空鼓*

门窗
1 玻璃裂损*

2 五金配件残缺*

吊顶
1 饰面板破损*

2 饰面板脱落*

隔墙
1 隔墙板块缺损*

2 饰面层脱落*

饰面板
1 饰面板损坏*

2 饰面板脱落*

饰面砖

1 饰面层裂损*

2 饰面层空鼓*

3 饰面砖脱落*

幕墙
1 饰面板损坏

2 饰面板脱落*

涂饰
1 涂饰层变色*

2 涂层起皮、剥落*

裱糊 1 裱糊层剥落*

软包
1 软包面破损*

2 部件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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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1 面层裂损*

2 面层空鼓*

功

能

类

抹灰 1 墙体渗漏*

门窗

1 门扇关闭状态*

2 窗扇关闭状态*

隔墙 1 隔声效果

饰面板 1 墙面渗漏*

饰面砖 1 墙体渗漏*

幕墙 1 墙体渗漏*

安

全

类

抹灰 1 外墙及顶棚抹灰层与基层粘结的牢固程度

门窗 1 外窗框、窗扇安装的牢固程度

吊顶 1
龙骨构架的整体稳定性以及主要受力节点的

牢固程度

饰面板 1 外墙饰面板及其连接件安装的牢固程度

饰面砖 1 外墙饰面砖与基层粘贴的牢固程度

幕墙 1 外墙饰面板及其连接件安装的牢固程度

细部 1 吊柜、栏板安装的牢固程度

室内环境质量 1 室内氡、甲醛、苯、氨、TVOC 浓度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2．装饰装修系统的评定

1）装饰装修系统外观质量的检查、评定按表 5.3.2.2 进行。



— 26 —

表 5.3.2.2 装饰装修系统外观质量的检查、评定表

子分部

名称
检查项目

检查评定标准

A级 B级 C级 D级

抹灰

裂缝 无裂纹
有轻微裂纹

不影响外观
有影响外观的开裂 有严重开裂

空鼓 无空鼓 空鼓率＜5% 空鼓率＞5% 空鼓率＞10%

脱落 无脱落 脱落＜5% 脱落＞5% 脱落＞10%

门窗

玻璃裂损 无裂损 局部边角裂损 裂损窗扇＞5% 裂损窗扇＞10%

饰面层脱落 无脱落 个别部位脱落 局部脱落 严重脱落

五金配件残缺 无残缺 个别残缺 少量残缺 大量残缺

吊顶

饰面板破损 无破损 个别破损 少量破损 大量破损

饰面板脱落 无脱落 个别部位不稳固 局部脱落 严重脱落

龙骨、吊杆
无变形或

开裂
个别部位变形或开裂 少量变形或开裂

严重变形或断

裂

隔墙
隔墙板块缺损 无缺损 个别部位有损伤 局部缺损 严重缺损

饰面层脱落 无脱落 个别部位脱落 局部脱落 严重脱落

饰面板
饰面板损坏 无损坏 个别部位损坏 一般损坏 严重损坏

饰面板脱落 无脱落 个别部位脱落 少量脱落 严重脱落

饰面砖

釉面剥落 无剥落
轻微剥落，

不影响外观
有影响外观的剥落 有严重剥落

饰面层开裂 无裂损 轻微裂损 小面积开裂 大面积开裂

饰面层空鼓 无空鼓 边角空鼓 小面积空鼓 大面积空鼓

饰面砖脱落 无脱落 少数单块脱落 小面积脱落 大面积脱落

幕墙
饰面板损坏 无损坏 个别损坏 有影响外观的损坏 有严重损坏

饰面板脱落 无脱落 个别松动 少量脱落 严重脱落

涂饰

涂饰层变色 无变色 稍有变色 显著变色 严重变色

涂饰起皮、

剥落

无起皮、

剥落
起皮、剥落＜5% 起皮、剥落＞5%

起皮、剥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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裱糊

裱糊层陈旧 观感全新 观感较好 观感较差 观感很差

裱糊层剥落 无剥落
局部边角离开，

剥落＜5%
剥落＞5% 剥落＞10%

软包

软包面陈旧 观感全新 观感较好 观感较差 观感很差

软包面破损 无破损 轻微破损 局部破损 严重破损

部件变形 无变形 稍有变形 显著变形 严重变形

部件脱落 无脱落 轻微脱落 少量脱落 大量脱落

地面
整体面层裂损 无裂损 个别部位轻微裂损 明显裂损 严重裂损

板块面层松动 无松动 边角松动 少量松动 大量松动

2）装饰装修系统使用功能的检查、评定按表 5.3.2.3 进行。

表 5.3.2.3 装饰装修系统使用功能的检查、评定表

子分部

名称
检查项目

检查评定标准

A级 B级 C级 D级

抹 灰 墙体渗漏 无渗漏 个别部位稍有湿痕 有明显水印 有水渗出

门 窗
门扇窗扇

关闭状态
严密 尚严密 有小缝隙 有较大缝隙

隔 墙 隔声效果 符合设计要求 略低于设计要求 不符合设计要求
严重不符合

设计要求

饰面板 墙面渗漏 无渗漏 个别部位有湿痕 有明显水印 有水渗出

饰面砖 墙体渗漏 无渗漏 个别部位有湿痕 有明显水印 有水渗出

幕 墙 墙体渗漏 无渗漏 个别部位渗水 有明显渗漏 有严重渗漏

细部 柜门关闭 严密 尚严密 有小缝隙 有较大缝隙

3）装饰装修系统安全性的检查、评定按表 5.3.2.4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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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4 装饰装修系统安全性的检查、评定表

子分部
名称

检查项目 A级 B级 C级 D级

抹灰 外墙及顶棚抹灰层与基层粘结牢固程度

安全，不必

采取措施

尚安全，

可 不 采

取措施

存在安全

隐患，应采

取措施

存 在严 重

的 安全 隐

患， 必须

及 时采 取

措施

门窗 外窗框、窗扇安装的牢固程度

吊顶
龙骨构架的整体稳定性以及主要受力节点

的牢固程度

饰面板 外墙饰面板及其连接件安装的牢固程度

饰面砖 外墙饰面砖与基层粘贴的牢固程度

幕墙 外墙饰面板及其连接件安装的牢固程度

细部
吊柜、楼梯或通廊扶手及栏板安装的牢固

程度

地面 有无沉降、开裂

4）当评定每一子分部的等级时，应根据其所含检评单位的等

级及数量，按表 5.3.2.5 进行。

表 5.3.2.5 子分部完好性等级评定标准表

子分部完
好性等级

C级检评
单位数量

D级检评
单位数量

维修措施

I级

不多于10%，且

不含涉及安全

的C级检评单位

不含

需采取修缮措施，但尚不影响正常使用。

如C级和D级检评单位都不含，可仅采取保

养措施

II级 不应多于20% 不应多于10% 需采取修缮或更新措施才能正常使用

III级 多于20%

多于10%，或D级检

评单位位于建筑物

的外墙正面

已严重损坏，需全面修缮或更新才能正常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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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装饰装修系统的维修、验收

1．维修类别：

1）当子分部被评为 I级或 II 级时，该维修项目为日常维修。

2）当有 3个以下的子分部被评为 II 级或 III 级时，该维修

项目为中修。

3）当有 3个或 3 个以上的子分部被评为 II 级或 III 级时，

该维修项目为大修。

2．装饰装修系统竣工验收时，工程质量应符合《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和《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209 的规定和设计要求。室内环境应符合《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的规定。

5.3.4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33；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

《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JGJ126；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

《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JGJ103；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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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

《建筑涂饰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JGJ/T29。

5.4 给水排水系统

5.4.1 一般规定

1．给水排水系统的综合检查、评定，应由具有资质的专业机

构承担。必要时，还应会同安全、消防、卫生等相关检测机构进

行检查。

2．除特殊情况外，给水排水系统的大中修，宜结合其他相关

系统的大中修合理统筹安排。

5.4.2 给水排水系统的检查、评定

给水排水系统的检查、评定内容分为功能类、卫生类、能效

和安全类，具体见表 5.4.2。功能类和安全类项目对照《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50242 和《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

等规定的条款进行核算、评定；卫生和能效类项目对照《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等相关指标进行核算、评定。

表 5.4.2 给水排水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给

水

系

统

1 室内给水系统水量水压

2 室内生活热水系统水温*

3 热水生产设备

4 给水水泵运行状况

5 给水管道及管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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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管道防腐绝热*

7 阀门的有效性*

8 室外给水管道附属设施

排

水

系

统

9 室内生活排水系统的通水能力*

10 卫生器具和地漏的盛水、通水能力及完好程度*

11 地下室集水坑排水能力*

12 室外排水管网的管道通水能力*

13 室内排水管道及管件的完整性*

14 室内排水管道的防腐*

15 阀门的有效性*

16 室外排水管道附属设施

卫生类

给水

系统

17 生活给水子系统用水点出水水质

18 生活水池、水箱的卫生条件*

19 生活饮用水系统中管材、设备、器件的卫生质量*

排水系统 20 排水子系统、雨水系统通水对环境的污染*

安全类
—— 21 给水管道及设备的承压能力和使用的可靠性

—— 22 机电设备与结构主体连接抗震支撑系统的可靠性

能效类 供水系统 23 管网漏水*、无效出流、供水能耗*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5.4.3 给水排水系统的维修、验收

1．维修类别：

1）根据综合检查结果，按下列规定确定是否进行大中修：

①安全类项目检查结果为安全指标略低于标准要求，可采取

补救或加强措施提高其安全性；卫生类项目经更换局部管道、配

件和小型设备后，其取样检验尚可合格；功能类项目检查结果为

出水量不足、压力较低、排水不畅、对局部环境有污染、少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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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破损等；能效类项目检查结果为局部漏水，供水能耗高，应

进行中修。

②系统已达到使用年限或经鉴定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危险性

大、故障率高，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应进行大

修，使其符合安全、卫生、环保和正常使用的要求。

2）经 2次大中修后，使用年限超过 10 年的应进行大中修。

2．给水排水系统大中修包括下列内容：

1）按系统更换器具、设备、管材和配件等。

2）对独立子系统进行改造、更新，或对各个子系统进行全面

更新。

3）选用当前节能、节水、效率高的器具和设备对原系统进行

改造。

3．验收：

1）给水排水系统的改造与更新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完整的

设计和施工，其安全、消防、卫生、环保和使用功能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经大中修的给水排水系统，其主要材料、设备、器具的性

能及节能、节水的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预期

的正常使用年限不宜低于 15 年。

5.4.4 引用标准名录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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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CECS183；

《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110；

《燃油、燃气热水机组生活热水供应设计规程》CECS134；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50364；

《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GB/T18713；

《建筑给水硬聚氯乙烯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41；

《建筑给水铝塑复合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105；

《建筑给水钢塑复合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125；

《建筑给水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ECS136；

《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153；

《建筑给水聚乙烯类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T29；

《建筑给水减压阀应用设计规程》CECS109；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

《水泵隔振技术规程》CECS59；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164；

《地漏》CJ/T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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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给水器具》CJ194；

《卫生洁具排水配件》JC932；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

《大便器冲洗装置----液压缓闭式冲洗阀》JC/T3040.2 等。

5.5 供暖系统

5.5.1 一般规定

1．供暖系统的综合检查、评定，应由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承

担。必要时，还应会同安全、消防、卫生等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检

查。

2．除特殊情况外，供暖系统的大中修，宜与其他相关系统的

大中修合理统筹安排。

5.5.2 供暖系统的检查、评定

1．供暖系统的检查、评定内容分为功能类、安全类和和能效

类，具体见表 5.5.2.1。

表 5.5.2.1 供暖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锅炉、换热设备及辅机运行情况

2 供暖系统水质、管道结垢情况*

3 水泵运行参数*

4 管道绝热

5 阀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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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网水力平衡度*

7 散热设备表面温度

8 室内平均温度*

9 系统定压可靠性

安全类

10 室外供热管网和室内采暖子系统水压试验

11 供热设备及系统水压试验

12 管道防腐

13 管道及保温壁厚*

能效类 14
锅炉运行效率*、耗电输热比*、补水率*、能耗监测

系统*、管网输送效率*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2．应对供暖系统检查项目的可靠性进行评定，检查评定标准

见表 5.5.2.2。

表 5.5.2.2 供暖系统检查评定标准表

检查项目
检查评定标准

A级 B级

功能类 具有正常使用功能，不必采取措施

功能稍差，尚能使用，可局部采取维修

措施；或影响正常使用功能，应采取改造或

大修措施

安全类
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要求，可继续正常

使用

安全性指标略低于标准要求，应采取适

当措施提高其安全性；或安全性指标严重不

符合标准要求，必须采取更新、改造措施，

确保其安全

能效类 符合设计标准，能耗在标准允许范围内
系统能耗大，大量消耗资源，须进行节

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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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暖系统应根据可靠性检查结果按下列规定进行评级：

1）I级：安全类项目检查结果均为 A级；功能类项目检查结

果评定为 B 级的检查项目占 30%以下；通过局部采取日常维修即

可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2）II 级：安全类项目检查结果评定为 B级的检查项目占 30%

以上；功能类项目检查结果评定为 B 级的检查项目占 30%以上；

应经大中修后，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4．供暖系统功能类、安全类和能效类检查项目的检查方法、

检查要求及检查结果的评定应对照《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41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居

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32、《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177 等的相关条款进行校核。

5.5.3 供暖系统的维修、验收

1．具备以下情形之一时，供暖系统的维修类别直接定为大中

修：

1）当供暖系统已达到 15 年或设计使用年限时。

2）当供暖系统中因建筑功能改善、设备系统发生较大变化，

造成该系统 30%及以上设备或管道及配件需进行更换时。

3）当供暖系统功能已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时。

4）当明显存在与当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相违背的情况时。

2．供暖系统的大中修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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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系统更换散热设备、管材、配件等。

2）对独立子系统进行更新、改造；或对各个子系统进行全面

更新。

3）选用当前节能、节水、效率高的器材和设备进行改造。

3．供暖系统验收

1）经大中修的供暖系统，其主要材料、设备的性能应符合国

家现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及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其预

期的正常使用年限不宜低于 15年。

2）供暖子系统中锅炉等承压设备的检查、评定与维修，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压力容器安全规程的规定。

5.5.4 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176；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50364；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32；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77；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B/T18713

等。

http://www.csres.com/detail/328018.html
http://www.csres.com/detail/209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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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通风与空调系统

5.6.1 一般规定

1．通风与空调系统的大中修，宜与其他相关系统的大中修合

理统筹安排。

2．在通风与空调系统使用过程中，若发现有安全隐患或能耗

过高，严重影响使用功能时，应及时检查。运用专门的检查方法

和专业测试仪表，对系统的详细状况进行检查与分析，必要时由

专业机构对系统是否需要进行大中修进行鉴定。

3．对于可能的突发事件，如发生流行病疫情有可能通过通风

与空调系统传染扩散时，应制定通风与空调系统应急预案，并建

立健全长效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

5.6.2 通风与空调系统的检查、评定

1．通风与空调系统的综合检查内容分为功能类、安全类、环

境保护与卫生类、 能效类，具体见表 5.6.2.1，各项检查可参照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

表 5.6.2.1 通风与空调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环境温度与湿度*

2 系统总风量*

3 阀门动作可靠性

4 自动控制系统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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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循环水泵效率*

6 冷热水管网的功能

安全类

7 风管强度

8 风管材料的耐火要求*

9 系统配管布置

10 用电安全

环境保护与卫生类

11 新风量与换气次数*

12 过滤器积尘情况

13 风口处微生物浓度

14 水中军团菌

15 空调区设备噪声*

能效类

16 冷热源机组/系统的性能系数

17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18 冷却塔效率*

19 空调水系统流量与温差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2．应对通风与空调系统检查项目的可靠性进行评定，并据此

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大中修，检查评定标准见表 5.6.2.2。

表 5.6.2.2 通风与空调系统检查评定标准表

检查项目

检查评定标准

A级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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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类

具有正常使用功能或尚能使用，

可局部采取措施纠正；或鉴定项目中

评定为B级的子项目占30%以下，通过

局部采取措施能够正常使用

工作性能显著或严重下降，影响正

常使用功能；或鉴定项目中评定为B级

子项目占30%以上，通过局部采取措施

仍无法正常使用

安全类

无安全隐患，可正常使用；或鉴

定项目中评定为 B级的子项目占30%

以下，通过采取补救或加强措施，其

安全性指标能够达到标准要求

安全性指标有下降趋势或不符合

标准要求；或鉴定项目中评定为B级的

子项目占30%以上，通过采取补救或加

强措施，其安全性指标仍无法达到标准

要求

环境保护

与卫生类

满足安全卫生条件或可通过清洗

消毒来改善生物污染途径；或鉴定项

目中评定为B级的子项目占30%以下，

通过局部整改、消毒措施，其指标能

够达到卫生标准

无法实现清洗或经清洗消毒仍无

法满足安全卫生条件；或鉴定项目中评

定为B级的子项目占30% 以上，通过局

部整改、消毒措施，其指标仍无法达到

卫生标准

能效类

设计合理，系统配置均衡匹配，

可通过运行控制策略来调整能耗；或

鉴定项目中评定为B级的子项目占50%

以下，通过维修，其能耗能够达标

能耗严重或改造后有较大的节能

潜力；或鉴定项目中评定为B级的子项

目占50%以上，通过维修，其能耗仍不

能够达标

5.6.3 通风与空调系统的维修、验收：

1．维修类别

1）日常维修：为维护系统和设备正常运转而进行的保养性质

的修理，如清洗、更换过滤材料、阀门等零部件，且检查项目中

任一项目的评定结果为 A级时。

2）大中修：可局部或整体改变系统的原始设计方案（包括节

能改造和使用功能改变），对重要设备或重要部位乃至全系统进行

的修理、更换、更新或重新施工，以及设备或系统等附属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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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或更换，且检查项目中任一项目的评定结果为 B级时。

3）两次大中修的时间间隔宜大于 6年，且不应少于 4年，如

系统状况良好，宜延长维修的间隔时间。

2．维修内容

1）在决定系统改造和设备更新等维修内容前，应首先考虑依

靠调试手段来改善系统和设备的工作状况和使用效果，以避免不

必要的浪费。

2）通风与空调系统的维修内容，应根据建筑物的用途、规模、

使用特点、室外气象条件、负荷变化情况等因素，考虑现有系统

和设备的折旧残值，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3）通风与空调系统自动控制的调整或增加，应根据建筑物的

用途、系统类型和设备运行时间，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具体内容，

优先考虑系统安全和节能。

4）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应由专业机构进行节能诊断、节能改

造技术经济性分析，确定节能改造的维修项目实施内容。

5）通风与空调系统冷热源系统改造应结合建筑物负荷的实际

变化情况，制定冷热源系统在不同阶段的运行策略。在有条件的

场所应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回收技术。

6）对于清洗、节能、调试、改造等维修项目，实施前应对实

施结果予以量化约束，明确实施结果及保证时间。工程验收后，

在保证时间内不得再度追加或者重复投资。

3．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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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通风与空调系统的设备进行更新时，其主要设备应有相

关部门的检测报告和强制性认证报告，其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相

应产品标准的要求。宜选用高效节能产品，严禁采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产品。

2）通风与空调系统中主要材料、设备的预期正常使用年限不

应低于 10 年，不宜低于 15 年。

5.6.4 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GB19210；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等。

5.7 电气系统

5.7.1 一般规定

1．电气系统各子系统与建筑智能化系统各子系统间监测和控

制信号的准确性，在每次维修或改造后均应进行测试，以确保两

者衔接有效。

2．电气系统的大中修宜与其他相关系统的大中修合理统筹安

排。

3．电气系统检查、维修前，应以原设计、施工、历次大修以

及日常维修等技术文件和记录为依据，对照工程实际核对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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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若档案已缺失，应实测补齐。

4．大中修及增加用电容量的部分，应进行设计计算，做好文

件存档。大中修施工应有书面记录并存档。

5．经大中修的电气系统，其预期的正常使用年限不宜低于

15年。

6．具备条件的办公区，在进行电气系统大中修时，应结合使

用单位电动汽车配备更新计划以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汽车需求，

利用内部停车场资源，规划建设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和充电设施，

或预留具备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总车位的 20%。

5.7.2 电气系统的检查、评定

电气系统的检查、评定内容分为功能类、安全类、环保类和

能效类，应按表 5.7.2 进行检查、评定，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日常

维修或大中修。

表 5.7.2 电气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

能

类

变配电室

1 变配电设备负荷状况*

2 配电柜（箱）控制元器件完好性

3 配电柜（箱）用电回路模拟动作可靠性*

供电干线 4 供电干线负荷状况*

动力 5 动力用电设备负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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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电柜（箱）控制元器件完好性

7 配电柜（箱）用电回路模拟动作可靠性*

照明

8 照明设备负荷状况*

9 配电柜（箱）控制元器件完好性

10 配电柜（箱）用电回路模拟动作可靠性*

11 照度测试*

备用及不

间断电源

12 配电柜（箱）控制元器件完好性

13 配电柜（箱）用电回路模拟动作可靠性*

室外电气

14 供电干线负荷状况*

15 动力用电设备负荷状况

16 配电柜（箱）控制元器件完好性

17 配电柜（箱）用电回路模拟动作可靠性

安

全

类

变配电室

18 油浸变压器油检查及变压器壳体检查*

19 漏电保护装置动作能力检测*

20 母线及导线连接固定可靠性

21 导线及其连接固定可靠性

22 变配电设备预防性试验*

23 线路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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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干线

24 母线及导线连接固定可靠性

25 导线及其连接固定可靠性

26 线路绝缘电阻*

动力

27 漏电保护装置动作能力检测*

28 导线及其连接固定可靠性

29 线路绝缘电阻

照明

30 漏电保护装置动作能力检测*

31 导线及其连接固定可靠性

32 照明器具完好性

33 线路绝缘电阻*

备用及不

间断电源

34 发电机组运行状况*

35 备用不间断电源空载试运行检测*

36 导线及其连接固定可靠性

37 线路绝缘电阻*

防雷接地 38 电气装置防雷性能*

室外电气

39 漏电保护装置动作能力检测*

40 导线及其连接固定可靠性

41 线路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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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保

类

变配电室

42 变压器噪声和温升测量*

43 强制通风系统运行有效性

44 电气设备防腐

供电干线
45 配线系统防腐

46 电气设备防腐

动力
47 配线系统防腐

48 电气设备防腐

照明
49 配线系统防腐

50 电气设备防腐

备用及不

间断电源

51 配线系统防腐

52 电气设备防腐

53 备用和不间断电源噪声和气体污染*

防雷接地 54 防雷及接地装置防腐

室外电气

55 配线系统防腐

56 电气设备防腐

能

效

类

变配电室 57 低压配电电源质量*

照明

58 照明光源与线路的匹配*

59 照明功率密度值校验*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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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电气系统的维修、验收

1．维修类别

1）应运用专门的检查方法和专业测试仪器仪表，对系统的详

细状况进行检查与分析，由专业机构对系统是否进行大中型维修

进行鉴定。

2）国家强制执行或提倡的节能减排的工程应在大中修中统筹

安排。

2．维修内容

1）电气系统的日常维修包括下列内容：

①有计划地停电清扫以及进行导电连接处的紧固等工作。

②照明灯具、开关插座、配电箱内熔断器的熔芯、熔丝和蓄

电池等易损零、部件损坏的更换。

③末级配电箱、控制箱后的线路因失修损坏或个别用电回路

因增大容量需更换电线或电缆。

④末级配电箱、控制箱内小型元件损坏的更换。

⑤在不改变建筑结构、装饰装修饰面、变配电装置和供电干

线的情况下，对小型电气设备、器具和灯具进行更换。

⑥按有关规定对变配电装置进行预防性试验，对防雷系统进

行油漆涂刷，以及对接地装置接地电阻进行检测。

2）电气系统的大中修包括下列内容：

①变配电室：对主要设备（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柜、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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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修理、更换。

②供电干线：增大供电干线导电截面积、老化处理、局部或

全部更换。

③动力系统：对配电箱、电缆及部分管路进行更换或敷设。

④照明系统：对配电箱、电缆、灯具等小电器及部分管路进

行扩容、安装或敷设。

⑤备用及不间断电源系统：对配电箱、电缆、箱内电池进行

更新安装或敷设。

⑥防雷及接地：对接闪器或引下线进行更新安装或敷设，增

设 SPD 或等电位装置，对接地装置补设接地桩。

⑦选用当前节能、节电、效率高的电气设备对原系统进行改

造。

3．验收：经大中修的电气系统，其设备功能和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预期的正常使用年限不宜低于 15年。

5.7.4 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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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

范》GB50171；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50601 等。

5.8 电梯系统

5.8.1 一般规定：

1．电梯系统维修包括电梯交付使用后的所有维护（保养）、

修理和改装等内容。

2．电梯系统的大中修宜与其他相关系统的大中修合理统筹安

排。更新改造维修时，电梯系统的各项参数均应达到现行标准的

要求。

3．若电梯产品制造商对其电梯产品的维修有特殊要求，除执

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其产品维护说明书和电梯维修协议等的特

殊要求。

5.8.2 电梯系统的检查、评定

电梯系统的检查、评定内容分为环境类、功能类和能效类，

见表 5.8.2。根据检查、评定结果确定为大中修时，应由设备制

造商或有资质的单位实施，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表 5.8.2 电梯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环境类 1
轿厢、层门、地坎和候梯厅清洁情况，减速箱、各轮轴轴头、轿厢和

对重导轨润滑系统漏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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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层动作准确，层门与门保护装置动作有效，轿厢震动

3 电梯运行有无异常、声响或气味

4 轿厢及层站的照明正常，轿厢通风或空调有效

5 机房环境温度与湿度；检修口、安全门、候梯厅等处通道畅通

功能类

6 驱动系统

7 控制系统

8 门机系统

9 紧急操作系统

10 供电系统

11 无障碍通行系统

12 轿厢、对重系统

13 载重量（载荷）控制系统

14 系统功能、整体系统安全检查、电梯整体性能状况检查*

15 限速器

16 安全钳

17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和防止轿厢在开门状态下意外移动装置

18 缓冲器

19 极限开关、强迫减速开关

20 层门门锁

能效类 21
曳引机电机的运转时间限制、调速方式、开关门运行时间、照明功率

密度

注：1.“检查内容”中标有“*”的，为日常检查项目。

2. 第三方检查机构应对表中所有检查项目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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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电梯系统的维修、验收

1．根据综合检查结果，对电梯系统整体性能进行评定，若检

查出有部分重要部件或主要部件存安全问题或性能全面下降问题，

显著或严重影响安全和正常运行，则应建议进行大中修。若技术

经济评估表明该电梯的适修性很差，则应建议更新电梯。

2．维修内容

1）电梯改装：

①电梯改装项目包括：

a)改变以下一个或几个重要参数：额定速度、额定载重量、

轿厢质量、轿厢行程。

b)改变或更换以下一个或几个部件：门锁装置的类型（不包

括用同类型的门锁装置更换）、控制系统；导轨或导轨的类型、门

的类型（或增加一个或多个层门或轿门）、电梯驱动主机或曳引轮、

限速器、缓冲器、安全钳装置、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②电梯改装条件：

a)电梯某些部件的产品质量或安装质量存在一定缺陷，故障

率较高，不能保证正常使用。

b)因建筑物结构损坏或电梯发生严重事故，造成电梯部分设

备损坏。

c)因建筑物使用功能改变或增加，电梯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d)因建筑物倾斜，造成电梯运行方向与垂直方向的倾斜度不

大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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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部分金属部件严重锈蚀、变形或部分电气设备严重老化、

损坏，且对其维修属本标准规定的改装项目。

（注：以上应通过权属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确定是否适宜改

装）

f)电梯主要性能指标不符合《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维修规范》GB7588 的规定，且使用时间已达 9年以上。

g)设备经过两次以上大修，再次修理部分部件也不能保证电

梯的正常使用。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电梯，应通过权属部门组织专家论证，

确定是否适宜更新或停用：

①电梯某些部件的产品质量或安装质量存在严重缺陷，无法

保证安全运行。

②金属部件严重锈蚀、变形或电气设备严重老化、损坏。

③因建筑物结构损坏或电梯发生严重事故，造成电梯设备严

重损坏。

④因建筑物严重倾斜，造成电梯运行方向与垂直方向的倾斜

度大于 15°。

3）符合下列条件的电梯，可向权属部门申请报废，进行更新：

①建筑物内仅装设一部电梯，且使用时间已达 15 年。

②电梯主要性能指标（包括耗能指标）已不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一般改装也不能达到要求，且使用时间已逾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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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驱动主机和其他主要配套部件磨损严重，或设备已经过 3

次以上大修，再次维修的投资费用超过设备拆旧残值。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电梯，应延期报废，但使用年限最长

不得超过 25年：

①电梯生产厂家在合同或质量保证书中声明的报废年限超过

本标准的规定。

②对主要部件（如拖动系统、控制系统、门系统、安全部件、

驱动主机等）已进行改装的电梯，经检测机构鉴定，其性能指标

均符合交付使用时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3．验收：

1）电梯设备维修活动的实施应符合《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道维修规范》GB/T 18775 的规定，专门管理人员应将任何不

正常的情况及时通知维修组织，必要时应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2）电梯更新工程验收应按《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10 的有关规定进行。更新改造后的电梯应按《电梯制造与

安装安全规范》GB7588 的要求重新进行安全检查，各项参数均应

达到现行标准的要求。

5.8.4 引用标准名录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7588；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16899；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21240；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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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GB/T7024；

《电梯技术条件》GB/T10058；

《电梯试验方法》GB/T10059；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GB/T10060；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GB/T18775；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风险评价和降低方法》

GB/T20900；

《电梯乘运质量测量》GB/T24474；

《电梯远程报警系统》GB/T24475；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数据监视和记录规范》

GB/T24476；

《适用于残疾人员的电梯附加要求》GB/T24477；

《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GB/T24804；

《行动不便人员使用的垂直升降平台》GB/T24805；

《杂物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25194；

《仅载货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25856；

《消防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26465；

《安装于现有建筑物中的新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28621；

《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GB/T31821；

电梯设备随机手册和设备使用说明书中有关检查维修的基本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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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消防系统

5.9.1 一般规定

1．当消防系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及时组织进行检查、

评定：

1）系统接近使用寿命需要继续使用时。

2）某一子系统需要进行改造时。

3）因建筑改造，需要对消防系统性能、功能进行重新评估时。

4）消防系统发生重大事故，需要进行功能修复时。

5）其他需要对消防系统进行检查、评定的情况。

2．消防系统达到规定的报废条件时，应予以报废。

3．消防系统的检查、评定机构应具备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条件。

5.9.2 消防系统的检查、评定：

消防系统的检查、评定内容分为功能类、安全类，具体见表

5.9.2.1。

表 5.9.2.1 消防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序号 项目 内容

1 消防供配电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3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5 消防炮灭火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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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泡沫灭火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7 气体灭火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8 防烟与排烟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9
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

识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10 应急广播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11 消防专用电话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12
防火分隔（防火卷帘和防

火门）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13 消防电梯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14 可燃气体探测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15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系统功能、系统安全性能

16 灭火器 系统功能

注：检查、评定应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检查机构承担。

对消防系统检查项目的可靠性进行评定，并据此确定是否需

要进行大中修，检查评定标准见表 5.9.2.2。

表 5.9.2.2 消防系统检查评定标准表

检查项目
检查评定标准

A级 B级

功能类
具有正常使用功能，不必

采取措施

功能稍差，尚能使用，可局部采

取维修措施；或影响正常使用功能，

应采取改造或大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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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类 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要

求，可继续正常使用

安全性指标略低于标准要求，应

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其安全性；或安全

性指标严重不符合标准要求，必须采

取更新、改造措施，确保其安全

5.9.3 消防系统的维修、验收：

1．维修类别及内容：

1）当各子系统中的单个检查项目评定为不合格时，应及时予

以修复。仅对各子系统中单个检查项目的修复属于日常维修。

2）当单樘防火门或防火卷帘评定为不合格时，应及时予以修

复。仅对单樘防火门或防火卷帘的修复属于日常维修。

3）当对下列各子系统的全部检查项目进行综合检查，结果评

定为 B 级的检查项目大于或等于 40%时，应对该子系统进行整体

改造，属于大中修：

①消防供配电系统。

②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③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④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⑤气体灭火系统。

⑥防排烟系统。

⑦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4）当对防火门或防火卷帘进行综合检查，结果评定为 B级的

检查项目大于或等于 50%时，应对该子系统进行整体改造，属于

大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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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大中修中的整体改造验收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要求。

5.9.4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GA50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GB16806；

《火灾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GB4717；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1；

《水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219；

《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5089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498；

《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技术规程》CECS245；

《泡沫灭火剂通用技术条件》GB15308；

《泡沫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81；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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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防火卷帘》GB14102；

《消防应急灯具》GB179459；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1563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

《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范》DB11/065；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应用规范》DL/T66；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DL/T57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

《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50235；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J5023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638；



— 60 —

《火灾显示盘通用技术条件》GB17429；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15630；

《消防安全标志 》GB13495.15；

《钢质防火门通用技术条件》GB12955；

《防火阀试验方法》GB15930；

《排烟防火阀试验方法》GB15931；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A5。

5.10 建筑智能化系统

5.10.1 一般规定

1．建筑智能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均

可根据实际需要独立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涉及国家秘密的网络安全系统在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

时应遵守国家保密管理的相关规定，需由具有涉密资质的单位完

成。

2）会议系统以独立会议室为基本单位。独立会议室中各子系

统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均可分别进行。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遵守本标准中消防系统的规定。

4）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

均可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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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房工程以独立机房为基本单位进行检查与评定、维修与

验收，分为弱电间（电信间）和其他机房两大类分别进行。

2．建筑智能化系统的预期正常使用年限，除综合布线系统为

15年外，其他系统为 8年。

3．新建和更新改造后的建筑智能化系统及其子系统 6年内不

宜进行更新改造。

4．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大中修宜与其他相关系统的大中修合理

统筹安排。

5.10.2 建筑智能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检查、评定见表

5.10.2.1～18。

表 5.10.2.1 智能化集成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系统性能

1 软件性能

2 各子系统接口性能

3 被集成子系统网络性能

系统功能

4 平台应用

5 集中监视、存储和统计功能

6 控制及调节功能

7 报警监视及处理功能

8 联动配置及管理功能

9 文件报表生成和打印功能

10 安全管理功能

11 冗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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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2 信息接入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信息接入系统机房

表 5.10.2.3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检查、评定表

功能类

检查、评定内容

1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机房

2 业务测试

3 信令方式测试

4 系统互通测试

5 网络管理及计费功能测试

表 5.10.2.4 计算机网络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

能

类

计

算

机

网

络

系

统

1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连通性传输时延、传输速率和丢包率检测

2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检测

3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组播、DHCP 和 QoS 功能检测

4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功能检测

5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容错功能检测

6 无线局域网的功能检测

7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管理功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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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5 网络安全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网

络

安

全

系

统

1 与互联网连接时，安全保护技术措施检测

2 与互联网连接时，安全审计功能检测

3 物理隔离检测

4 无线接入认证的控制策略检测

5 远程管理时，防窃听措施检测

表 5.10.2.6 综合布线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对绞电缆布线性能检测*

2 光缆布线性能检测*

3 大对数电缆布线性能检测*

4 电子配线架性能检测

5 综合布线管理软件功能检测

外观类

6 信号传输线路及保护材料检测

7 信息终端检测

8 光、电缆配线设备检测

表 5.10.2.7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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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8 卫星通信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卫星通信系统机房

2 卫星通信系统室外天线

表 5.10.2.9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的视频、音频性能

2 用户终端

3 模拟信号的有线电视系统图像质量和终端电平检查

4 HFC 或同轴传输的双向数字电视系统上、下行指标检查

5 数字信号的电视系统图像质量检查

表 5.10.2.10 公共广播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紧急广播具备火灾应急广播功能时信号传输线路保

护材料*

2 扬声器

3 业务广播功能

4 背景广播功能

5 紧急广播功能

6 公共广播电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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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11 会议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会议扩声系统*

2 会议视频显示系统*

3 会议灯光系统*

4 会议电视系统

5

其他

系统

会议同声传译系统

6 会议讨论系统

7 会议表决系统

8 会议签到系统

9 会议集中控制系统

10 会议摄像系统

11 会议录播系统

表 5.10.2.12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信息播控设备功能

2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功能

3 显示终端的显示性能*

表 5.10.2.13 时钟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标准时间源

2 母钟、子钟功能

3 母钟、子钟走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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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14 信息化应用系统检查、评定表

（主要针对智能卡应用系统）

检查、评定内容

硬件设备 1 工作站、智能卡和读写设备

应用软件
2 软件功能

3 软件性能

表 5.10.2.15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软、硬件

设备

1 传感器

2 执行器

3 控制器与控制器箱设备

4 中央管理工作站与操作分站

监控功能

5 暖通空调系统

6 供配电系统

7 公共照明系统

8 给水排水系统

9 电梯和自动扶梯

10 能耗监管系统

实时性 11 控制命令响应时间和报警信号响应时间

可靠性 12
系统正常运行时，启停现场设备或投切备用电源，

观察系统的工作情况

可维护性 13
应用软件的在线编程和参数修改功能；设备和网络

通讯故障的自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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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16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视频安防监控

1 主要设备

2 系统功能

入侵报警

1 主要设备

2 系统功能

出入口控制

1 主要设备

2 系统功能

电子巡查系统

1 主要设备

2 系统功能

停车场管理系统

1 主要设备

2 系统功能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1 设置功能

2 图像质量、信息记录的保存时间

3 时钟同步功能

4 各子系统之间的联动

5 各子系统对监控中心控制命令的响应准确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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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17 应急响应系统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报警系统功能

2 调度系统功能

3 事故处理系统功能

4 系统性能

表 5.10.2.18 机房工程检查、评定表

检查、评定内容

功能类

1 供配电系统检测

2 空气调节系统

3 给水排水系统

4 监控与安防系统

5 室内环境

5.10.3 建筑智能化的维修、验收

1．维修类别、内容

1）建筑智能化系统的日常维修包括下列内容：

①清扫灰尘和紧固连接件等工作。

②小型易损部件的更换。

③与用户端连接的末级线缆和接头的更换。

④线缆和设备标识的更换。

⑤管线托盘、槽盒和支架的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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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在计算机操作界面上调整系统的运行参数。

2）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大中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子系统达到使用年限时，可直接申请进行大中修。

②根据使用需要增设某一子系统时，应进行更新改造，属于

大中修。

③子系统检查项目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要求

时，应对该子系统进行大中修。

④信息网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系统，有任一检查项目被评定

为不合格，且通过加强日常维修仍无法满足正常使用要求的，应

对该子系统进行大中修。

⑤除网络安全系统外的其他子系统，不符合标准、且通过加

强日常维修仍无法满足正常使用要求的检查项目达到 30%及以上

（原设计中不含的项目应在总数中扣除），应对该子系统进行大中修。

⑥多于 1个子系统需要进行大中修时，应统筹安排相关部分

的大中修。

2．建筑智能化系统维修工程的验收，应符合《智能建筑工程

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 的相关要求：

5.10.4 引用标准名录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标准》JGJ/T45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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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50606。

5.11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系统

5.11.1 一般规定

1．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系统包括围护结构节能系统、建筑

设备节能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光伏发电系统、雨水回收处理

系统以及地源热泵系统等。

2．当建筑物中已有的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系统达到综合检

查周期或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有安全隐患或设备出现故障、损坏，

以及严重影响使用功能时，应及时组织综合检查。

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大中修，宜与其他相关系统

的大中修合理统筹安排。

4．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大中修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

行完整的节能诊断、设计和施工，其安全、消防、卫生、环保和

使用功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不得随意分割发包。

工程验收前应进行建筑能效测评。

5．经大中修的项目，其主要材料、设备、器具的性能及节能

的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预期的正常使用年限

不宜低于其设备的主要零件使用寿命。

5.11.2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

收

1．围护结构节能系统

1）围护结构节能系统中墙体和屋面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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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可参照本规范中围护系统执行；门窗和透明幕墙的检查与评定、

维修与验收可参照本规范中装饰装修系统执行。

2）因结构或防火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而需要进行维修改造时，

宜同步进行外围护结构方面的维修改造。

3）围护结构节能系统维修、更新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公

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176、《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411 等相关要求。

2．建筑设备节能系统

1）建筑设备的性能及节能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2）建筑设备节能系统的保养检查周期宜与其他各系统的检查

周期一致，还应符合设备的使用维护要求。

3）建筑设备节能系统的检查结果应根据具备专业检查资质的

单位出具的报告进行评定，并应结合设备所应用的系统进行综合

评定。

4）建筑设备节能系统的大中修应与其他相关系统同时进行。

5）建筑设备节能系统的维修、更新的设计、施工应符合现行

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3．太阳能热水系统

1）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给水子系统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

可参照本规范中给水排水系统执行。

2）太阳能热水系统中太阳能集热器和贮热水箱的保养检查周

期宜与给水排水系统的检查周期一致，还应符合设备的使用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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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太阳能集热器的检查应符合《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

价标准》GB/T50801 的规定。

4）太阳能集热器的检查结果评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①当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指标不满足标准要求的数量小于或

等于安装数量的 20%时，或太阳能集热器损坏的数量小于或等于

安装数量的 20%时，评定为日常维修。

②当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指标不满足标准要求的数量大于或

等于安装数量的 20%时，或太阳能集热器损坏的数量大于或等于

安装数量的 20%时，评定为大中修。

5）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大中修应根据综合检查的结果确定。

6）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正常使用寿命不应少于 10 年，超过 10

年应组织综合检查。

7）太阳能热水系统维修、更新的设计、施工，应符合《民用

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50364 等标准相关要求。

4．光伏发电系统

光伏发电系统的检查按表 5.11.2 进行。

表 5.11.2 光伏发电系统检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1 太阳能电池阵列

1、表面有无污物、破损；

2、外部布线有无损坏；

3、支架是否腐蚀、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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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线箱
1、外部布线有无损坏；

2、外壳是否腐蚀、生锈。

3

功率调节器

（包括逆变器、并网

系统保护装置、绝缘

变压器）

1、外壳是否腐蚀、生锈；

2、外部布线有无损伤；

3、工作时声音是否正常，是否有异味产生；

4、换气口过滤网（有的场合）是否堵塞（必要时进行

清洗）；

5、安装环境是否有水和高温存在。

4 接地 布线是否损坏

5 发电状况 通过测试了解是否正常发电及发电率*

1）光伏发电系统的检查结果应根据具备专业检查资质的单位

出具的报告进行评定，其日常维修和大中修都应交由具备专业资

质的维修单位进行。

2）光伏发电系统的维修、更新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5．雨水回收处理系统

1）雨水回收处理系统中给水子系统、排水子系统的检查与评

定、维修与验收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雨水回收处理系统的检查周期应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宜与给

水排水系统同时进行，还应根据系统的使用维护要求执行。

3）雨水回收处理系统使用过程中，若发现雨水处理后的水质

不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时，应立即停止系统运行，并及

时组织检查、分析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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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雨水回收处理系统的检查项目包括：回收输送管道；储存

设施；水质处理设备；水质；供水系统。

5）雨水回收处理系统的检查结果评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①当检查项目中水质处理设备损坏致水质不达标或系统无法

正常运行时，则评定为大中修。

②当检查项目中供水系统参照本规范执行，评定结果为大中

修时，则应遵守相关要求执行维修。

③当检查项目中储存设施损坏、污染或不能使用时，则评定

为大中修。

④除以上情况外，其他检查项目存在问题时，则评定为日常

维修。

6）雨水回收处理系统维修、更新的设计、施工，应符合《雨

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SL267 等相关标准要求。

6．地源热泵系统

1）地源热泵系统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可参照本规范中

供暖系统和通风与空调系统执行。

2）地源热泵系统的检查、评定内容分为功能类和能效类。

3）地源热泵系统的检查周期应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宜与供暖系

统或通风与空调系统同时进行，还应根据系统的使用维护要求执

行。

4）地源热泵系统使用过程中，若发现经常出现使用功能故障、

耗能耗水严重的情况时，应及时组织检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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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源热泵系统的检查结果评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①当检查项目的不合格项小于等于 3项时，评定为日常维修。

②当检查项目的不合格项大于等于 3项时，评定为大中修。

6）地源热泵系统维修、更新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地源热

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 等相关标准要求。

5.11.4 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17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016；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房屋渗漏修缮技术规程》GJ/T5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176；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建筑幕墙》GB/T2108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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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176；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50364；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

GB/T18713；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5.12 办公区附属设施系统

5.12.1 一般规定

1．附属设施系统包括管网、地下车库等。

2．除特殊情况外，附属设施系统的大中修，宜与其他相关系

统的大中修合理统筹安排。

3．经大中修的项目，其主要材料、设备、器具的性能及节能

的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预期的正常使用年限

不宜低于其设备的主要零件使用寿命。

5.12.2 附属设施系统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

1．管网

1）管网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可参照本规范相关系统内



— 77 —

容执行。

2）管网的检查周期应根据各系统运行情况与给水排水系统、

供暖系统、通风与空调系统、电气系统及消防系统同时进行。

3）管网在使用过程中，若发现经常出现使用功能故障、存在

安全隐患、耗能耗水严重的情况时，应及时组织检查与分析。

4）管网的检查项目包括：功能类（室外管道井、管道的防腐、

绝热、阀门有效性、管网水力平衡度）和安全类（水压试验、管

道防腐、管道壁厚）。

5）管网的检查结果评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①当检查项目中水压试验不合格致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时，

则评定为大中修。

②当检查项目中阀门存在水渍滴漏或关闭不严的数量大于抽

查数量 30%时，则评定为大中修。

③当检查项目中管道壁厚不符合设计要求的数量大于抽查数

量的 10%时，则评定为大中修。

④除以上情况外，其他检查项目存在问题时，则评定为日常

维修。

6）管网维修、更新，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50268 的相关标准要求。

2．地下车库

1）地下车库结构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参照本规范中承

重系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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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车库日常检查周期，功能类项目每天 4 次，安全类项

目每天 2次。

3）地下车库检查项目包括：功能类（防排烟设备、排水系统）

和安全类（消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

4）地下车库消防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参照本规范中消

防系统执行。

5）地下车库排水系统的检查与评定、维修与验收参照本规范

中给水排水系统执行。

6）安全疏散通道在日常检查中要及时进行危险源的排查。

7）地下车库维修、更新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5.12.3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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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直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计划申报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人： 日期：

序

号

项目情况
概算（元） 前期论证报告 备注

地址1 系统 名称 概要描述

1

xx路

xx号

承重 结构加固 结构整体加固，加固面积 xx㎡ xx 《房屋质量检测报告》

2 装修装饰 门窗修复 修复门ｘｘ樘，窗户ｘｘ扇。 xx 《房屋使用性检测报告》

3 … … … … …

小计 1 xx

地址2

4 xx路

xx号

消防 设施更换 更换消防ｘｘ设施，维修ｘｘ部位。 xx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5 … … … … …

小计 2 … … … … …

合计 xxx

注：1．“概要描述”栏，请描述位置、部位、数量等。2．备注栏，请注明实施年度、分年度经费测算以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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