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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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星、曾厚波、李政兴、赵丽会、刘勇、贾春峰、李沛沛、夏静萍、樊文博、

魏文慧、周乐、姚清晨、王建辉、闫红伟、刘凤、霍鑫、景胜元、王意龙、张凯、李文军、朱二刚、穆

江山、程海涛、刘祥凯、陆彩娟、张桐、高鹏、贾凡、杨磊、赵龙、杨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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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路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公路评价的基本规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及运营的二级以上公路项目，其他等级公路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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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50430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JGJ 146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3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JTG B04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T F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60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JTG H10 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JTG H11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 H12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JTG 5142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

JTG 5421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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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绿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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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公路的设计阶段，开展全寿命周期技术经济论证及环境影响分析，在满足

公路使用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路在施工建设、运营养护阶段可能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影响，

采取科学、合理、灵活的设计措施，促进公路向更节能、更环保、更安全、更舒适的方向发展的设计过

程。

3.3

绿色施工

在保证公路施工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和

管理创新，最大程度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施工活动。

3.4

绿色运营

运用科学管理手段和先进检测、维修技术，在保证公路养护质量与安全的同时，显著降低资源占用、

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实现公路长期高水平服役的运营方式。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绿色公路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将全寿命周期理念贯穿绿色公路

建设全过程。

4.1.2 绿色公路评价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公路建设单位或运营单位自主申请，组织单位委托第

三方评价机构对项目开展绿色公路评价。

4.2 基本要求

4.2.1 规划设计阶段

4.2.1.1 应具有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水土保持方案。

4.2.1.2 公路设计应符合 JTG B01、JTG B04 、JTG D20 和 JTG 5421 的规定。

4.2.1.3 项目用地指标符合现行有效的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设计规范相关要求。

4.2.2 建设施工阶段

4.2.2.1 应按照 GB/T 50430 的要求进行施工质量管理，并按规定开展施工期环境监测及环境监理和

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施工应符合 JTG F40、JTG/TF50 和 JTG F60 的规定。

4.2.2.2 施工期间未因重大质量安全隐患和问题被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等

通报。

4.2.2.3 施工期间未发生质量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以及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事件。

4.2.2.4 施工期间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4.2.3 运营管理阶段



DB14/T 2314—2021

3

4.2.3.1 项目交工验收时施工质量评定为合格，按规定程序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

施专项验收、备案。

4.2.3.2 应成立运营、养护监管机构，制定日常运营管理、养护管理方案和考核评价制度，公路养护

应符合 JTG H10、JTG H11 、JTG H12 和 JTG 5142 的规定。

4.2.3.3 按规定完成运营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工程建设环境保护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

件，及经培训合格的操作人员、健全的岗位操作规程及相应的规章制度等。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5.1.1 评价指标体系由评分项和加分项构成。

5.1.2 评分项可根据绿色公路评价项目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特点和不同建设特点申请不参评指标。当标

准中某评价指标不适用于待评价公路时，该评价指标可按照附录 A的规定申请不参与评价。当申请不参

评指标后，评价项总分低于 100 分，因此评价项得分需按实际参评指标分数进行折算，具体方法见附录

B，即评价公路评价项实际得分除以去掉不参评指标后评价项指标的总分值再乘以 100 分计算。

5.2 评分项

5.2.1 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公路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由7类一级指标构成，包括：绿色理念、生态环保、资源节约、节能

低碳、品质建设、安全智慧和服务提升，各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设置二级指标22项，三

级指标61项，见表1。

表 1 全过程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绿色理念

战略

绿色公路方案

专项资金

环保选线

文化
培训宣贯

宣传推广

生态环保

生态保护

生物及其栖息地/生境保护

生态修复

植被恢复效果

水土流失防治

水土环境保护
水体保护

土壤保护

空气环境保护

污染气体排放控制

扬尘控制

场站布置

声光环境保护
声污染防治

光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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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源节约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通道资源利用

土地占用

土石方填挖

临时用地控制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排蓄水工程

污水处理与利用

节水措施

节材与材料循环利用

替代材料利用

旧路面材料再生

隧道弃渣利用

材料存储

新型材料

节能低碳

能源节约利用

混合料节能技术

施工节能措施

节能设计

清洁能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

天然气拌合站

品质建设

品质提升

长寿命路面

功能型路面

精品桥、隧道

技术创新

施工标准化
工程构件工厂化

标准化施工长效机制

管理信息化
建设管理信息化

养护管理信息化

预防性养护
预防性养护规划

预防性养护技术

建设管理新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HSE 管理体系

安全智慧

智能交通系统
多元化系统

系统维护

安全设施 安全设施维护

交通组织

施工交通组织

日常通行管理

交通应急管理

服务提升

人性化服务

信息服务

旅游服务功能

ETC 技术应用拓展

公众满意度

绿色公路设施
加气站和充电桩

慢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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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路侧港湾停车带

景观优化

景观融合

景观展现

景观美化

5.2.2 规划设计阶段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规划设计阶段设置一级指标7项，二级指标11项，三级指标20项，见表2。

表 2 规划设计阶段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绿色理念

战略

绿色公路方案

专项资金

环保选线

文化
培训宣贯

宣传推广

生态环保
生态保护

生物及其栖息地/生境保护

生态修复

水土环境保护 水体保护

资源节约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通道资源利用

土地占用

土石方填挖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排蓄水工程

节能低碳 能源节约利用 节能设计

品质建设
品质提升

长寿命路面

功能型路面

精品桥、隧道

建设管理新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安全智慧 安全设施 安全设施布设

服务提升 景观优化
景观融合

景观展现

5.2.3 建设施工阶段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施工阶段设置一级指标6项，二级指标15项，三级指标30项，见表3。

表 3 建设施工阶段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绿色理念

战略 绿色公路方案

文化
培训宣贯

宣传推广

生态环保 生态保护
生物及其栖息地/生境保护

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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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水土流失防治

水土环境保护 水体保护

空气环境保护

污染气体排放控制

扬尘控制

场站布置

声光环境保护
声污染防治

光污染防治

资源节约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占用

土石方填挖

临时用地控制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污水处理与利用

节水措施

节材与材料循环利用

替代材料利用

隧道弃渣利用

材料存储

新型材料

旧路面材料再生

节能低碳
能源节约利用

混合料节能技术

施工节能措施

清洁能源利用 天然气拌合站

品质建设

施工标准化
工程构件工厂化

标准化施工长效机制

管理信息化 建设管理信息化

建设管理新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安全智慧 交通组织 施工交通组织

5.2.4 运营管理阶段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运营管理阶段设置一级指标6项，二级指标17项，三级指标30项，见表4。

表 4 运营管理阶段评分项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绿色理念

战略 绿色公路方案

文化
培训宣贯

宣传推广

生态环保

生态保护

生物及其栖息地/生境保护

生态修复

植被恢复效果

水土环境保护 土壤保护

声光环境保护 声污染防治

资源节约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污水处理与利用

节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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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节能低碳
能源节约利用

混合料节能技术

节能设计

清洁能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

品质建设

管理信息化 养护管理信息化

预防性养护
预防性养护规划

预防性养护技术

建设管理新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HSE 管理体系

安全智慧

智能交通系统
多元化系统

系统维护

安全设施 安全设施维护

交通组织
日常通行管理

交通应急管理

服务提升

人性化服务

信息服务

旅游服务功能

ETC 技术应用拓展

公众满意度

绿色公路设施
加气站和充电桩

慢行交通

景观优化 景观美化

5.3 加分项

5.3.1 加分项包括荣誉加分和创新加分。

5.3.2 荣誉加分是对项目在建设期或竣工后获得国家、省部级奖项或荣誉进行加分。

5.3.3 创新加分是对项目绿色公路建设管理或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优于常规的工法、规程等进行加分。

5.4 分数计算

评分项满分为100分，加分项满分为15分，项目评价总体得分为评价项得分和加分项得分之和，绿

色公路评价总分为115分。

6 评价方法

6.1 评分项

6.1.1 评分项分值和评分阶段

绿色公路评分项满分为 100 分，包括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三个阶段。

6.1.2 规划设计分值

规划设计阶段一级指标按权重分别占不同分值，分值分布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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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规划设计阶段评分项评价一级指标分值

评价指标 绿色理念 生态环保 资源节约 节能低碳 品质建设 安全智慧 服务提升 合计

分值 10 7 7 3 6.5 1 6 40.5

6.1.3 建设施工分值

建设施工阶段一级指标按权重分别占不同分值，分值分布见表6。

表 6 建设施工阶段评分项评价一级指标分值

评价指标 绿色理念 生态环保 资源节约 节能低碳 品质建设 安全智慧 服务提升 合计

分值 1.5 13 9.5 8.0 4.5 1.0 0 37.5

6.1.4 运营管理分值

营运管理阶段一级指标按权重分别占不同分值，分值分布见表7。

表 7 运营管理阶段评分项评价一级指标分值

评价指标 绿色理念 生态环保 资源节约 节能低碳 品质建设 安全智慧 服务提升 合计

分值 2 3 1.5 2 3 5 5.5 22

6.1.5 评分项得分计算方法

绿色公路评分项的实际得分应为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各部分所有一级指标得分之和，各

一级指标得分应为该指标下设所有二级指标得分之和，各二级指标得分应为该指标下设所有三级指标得

分之和。

6.1.6 规划设计

6.1.6.1 “绿色理念”指标的满分为 10.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8 确定。

表 8 “绿色理念”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绿色理念

（10.0分）

战略

（7.0分）

绿色公路方案

（2.0分）

①实施绿色公路发展计划，制定绿色设计、绿色施工和绿色

养护计划，得 1.0分。

②实施项目节能评价，得 1.0分。

专项资金

（2.0分）

①有固定的年度经费用于开展绿色公路发展工作，得 1.0分。

②推进 PPP发展模式，拓宽绿色公路融资渠道，有市场和社

会资金注入，得 1.0分。

环保选线

（3.0分）

①采用以桥代路、收缩边坡、分台式路基等土地资源保护措

施，路线选线避绕耕地、湿地集中分布区的，得 1.0分。

②路线选线避绕了沿线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等生态

保护红线及文物保护范围的，得 1.0分。

③路线选线避绕泉域重点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等地表水体及

地下水敏感区域的，得 1.0分。

文化 培训宣贯 ①组织开展绿色公路专项技术咨询及宣贯，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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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3.0分） （2.0分） ②开展绿色设计培训教育活动，得 1.0分。

宣传推广

（1.0分）

开展绿色公路宣传活动，在政府交通网站开辟宣传专栏，组

织绿色设计专题交流会，得 1.0分。

6.1.6.2 “生态环保”指标的满分为 7.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9 确定。

表 9 “生态环保”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生态环保

（7.0分）

生态保护

（6.0分）

生物及其栖息

地/生境保护

（3.0分）

①公路选线避绕自然保护区、连片分布的野生动物栖息地、

重要湿地等生态敏感区，无法避绕时编制生态保护方案，在

施工期和营运期按进度实施，得 1.0分。

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物种，多种植易生长、抗逆性强的本地

优势物种，外地物种的引入应出具论证方案，得 1.0分。

③野生动物出没路段应设置警示、禁止鸣笛等标志，设置符

合动物生活习性的通道，得 1.0分。

生态修复

（3.0分）

①对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区域制定专门的生态修复方案，修复

区域面积应不小于工程扰动生态环境区域面积，工程扰动生

态环境区域范围按照 JTG B03执行，得 1.0分。

②挡墙、浆砌护坡、石质边坡等防护工程在下部栽植植物或

在顶部栽植垂枝藤本植物，得 1.0分。

③改扩建工程对废弃旧路进行生态恢复的，得 1.0分。

水土环境

保护

（1.0分）

水体保护

（1.0分）

跨越泉域、敏感水体的桥梁基础应因地制宜采用沉入桩、灌

注桩、沉井等桩基形式，得 1.0分。

6.1.6.3 “资源节约”指标的满分为 7.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0 确定。

表 10 “资源节约”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资源节约

（7.0分）

土地资源节

约、集约利

用（6.0分）

通道资源利用

（2.0分）

①统筹利用通道资源，与铁路、高速公路或普通公路共用走

廊带，得 1.0分。

②改扩建项目利用原有通道资源，得 1.0分。

土地占用

（3.0分）

①充分利用荒地、废弃地、劣质地布线，避让基本农田、减

少沿线居民拆迁安置量，无耕地超占现象，得 1.0分。

②因地制宜采用低路堤和浅路堑方案，得 1.0分。

③制定高填路堤与桥梁、深挖路堑与隧道或分离式路基等的

论证比选方案，并采用最优方案，得 1.0分。

土石方填挖

（1.0分）

纵断面设计均衡，尽量做到填挖平衡，实现零弃方，得 1.0

分。

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

用（1.0分）

排蓄水工程

（1.0分）

排、蓄水工程一体设计，配备蓄水设施收集路面径流，经简

单处理后优先回用再外排，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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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4 “节能低碳”指标的满分为 3.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1 确定。

表 11 “节能低碳”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节能低碳

（3.0分）

能源节约

利用

（3.0分）

节能设计

（3.0分）

①房建项目采用建筑节能设计并实施，得 1.0分。

②隧道项目使用节能通风技术，得 1.0分。

③涉及公路路侧或隧道照明的项目，使用智能照明控制技术，

得 1.0分。

6.1.6.5 “品质建设”指标的满分为 6.5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2 确定。

表 12 “品质建设”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品质建设

（7.5分）

品质提升

（5.0分）

长寿命路面

（1.0分）

根据山西省重载交通特点，轻、重载车道优化路面结构设计，

采用耐久性路面结构、高性能混凝土等技术途径，提高路面

使用寿命，得 1.0分。

功能型路面

（1.0分）

在不影响路面正常性能的前提下，应用功能型路面，如排水

路面、降温路面、发电路面或融雪化冰路面等，得 1.0分。

精品桥、隧道

（3.0分）

①特大跨径桥梁、地震烈度 7度及以上地区的高墩大跨径桥

梁、弯坡斜等特殊形状桥梁，选用钢结构，得 1.5分。

②隧道落实“早进洞，晚出洞”，降低边仰坡高度，避免在

洞口形成高边坡和高仰坡，洞口顶部仰坡高度不高于 20m，

得 1.5分。

建设管理

新技术

（1.5分）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

（1.5分）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新技术，实现公路工程全寿命周

期的信息共享和传递，在设计阶段应用，得 1.5分。

6.1.6.6 “安全智慧”指标的满分为 1.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3 确定。

表 13 “安全智慧”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安全智慧

（1分）

安全设施

（1分）

安全设施布设

（1分）

安全设施设计精细到位，在工可、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审

查等阶段分别开展了安全性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完善设计，

得 1分。

6.1.6.7 “服务提升”指标的满分为 6.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4 确定。

表 14 “服务提升”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服务提升

（6.0分）

景观优化

（6.0分）

景观融合

（3.0分）

①路、桥、隧线形设计与自然环境协调，做到线条流畅、视

线诱导自然、外观美学修饰良好，得 1.0分。

②桥梁、隧道、挡土墙、声屏障等构造物与沿线建筑风格、

风土人情协调一致，无突兀感和分离感，得 1.0分。

③针对沿黄河、沿古长城、沿太行山三大旅游板块开展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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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沿线特色文化展示的，得 1.0分。

景观展现

（3.0分）

①结合当地的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合理制定公路设计主题，

得 1.0分。

②整体景观融入自然，得 1.0分。

③绿化树种配置合理、色彩丰富，采用乔木、灌木、地被植

物等相互结合的方式，得 1.0分。

6.1.7 建设施工

6.1.7.1 “绿色理念”指标的满分为 1.5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5 确定。

表 15 “绿色理念”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绿色理念

（1.5分）

战略

（0.5分）

绿色公路方案

（0.5分）
实施绿色施工计划，得 0.5分。

文化

（1.0分）

培训宣贯

（0.5分）
开展绿色施工培训教育活动，得 0.5分。

宣传推广

（0.5分）
组织绿色施工专题交流会，得 0.5分。

6.1.7.2 “生态环保”指标的满分为 13.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6 确定。

表 16 “生态环保”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生态环保

（13.0分）

生态保护

（3.5分）

生物及其栖息

地/生境保护

（0.5分）

无法避绕自然保护区、连片分布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重要湿

地等生态敏感区时编制生态保护方案，在施工期按进度实施，

得 0.5分。

生态修复

（1.0分）

施工现场应符合 JGJ 146的规定，对施工现场及驻地产生的废

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率应达到 100%，得 1.0分。

水土流失防治

（2.0分）

①针对裸露地表实施永久性和临时性防护工程措施，得 1.0

分。

②取弃土场根据原占地类型采取绿化工程或复耕措施，得 1.0

分。

水土环境

保护

（1分）

水体保护

（1.0分）

设置沉淀池对混凝土搅拌站排水、隧道施工排水、桥梁基础

施工泥浆水等进行处理并回用不外排，得 1.0分。

空气环境

保护

（6.0分）

污染气体

排放控制

（2.5分）

①采用温拌沥青混合料、热拌减排沥青混合料等减排技术，

降低沥青烟、硫氧化合物等污染气体的排放量，得 1.0分。

②施工机械、拌和站等废气采取气体净化措施并达标排放，

符合 GB 20891的要求，得 1.0分。

③针对沥青拌合站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采取吸附、催化氧化、

热氧化等措施进行治理的，得 0.5分。

扬尘控制 ①石灰、粉煤灰等粉体材料封闭存储，运输时采取遮盖、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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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2.0分） 装、洒水等防风抑尘措施，得 1.0分。

②现浇混凝土及建筑砂浆采用预拌混凝土及预拌砂浆，施工

现场、料场及施工便道应适时洒水降尘，得 1.0分。

场站布置

（1.5分）

①有污染气体排放的拌和站、发电站、堆料场等设施应设立

在施工季节中周边主要敏感区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得 1.0分。

②混凝土、水稳搅拌场（站）距居民区等敏感区的距离不小

于 200m，沥青混合料拌和站距敏感区的距离不小于 300m，

得 0.5分。

声光环境

保护

（2.5分）

声污染防治

（1.0分）

施工期间合理组织安排强噪声辐射机械的施工时间、施工方

式，避免夜间施工，得 1.0分。

光污染防治

（1.5分）

①夜间施工照明应控制照度并加设灯罩，控制射向夜空和公

路界外的照明光束，透光方向集中在施工范围，得 1.0分。

②因地制宜控制照明设施的照度，不干扰道路沿线生态环境

及居民正常生活，得 0.5分。

6.1.7.3 “资源节约”指标的满分为 9.5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7 确定。

表 17 “资源节约”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资源节约

（9.5分）

土地资源节

约、集约利

用（2.0分）

土地占用

（0.5分）

公路施工中收集并保存表土资源，用于造地、复耕，得 0.5

分。

土石方填挖

（0.5分）

公路用土分类开挖、分类使用，通过调运实现利用开挖的原

土回填路基，得 0.5分。

临时用地

控制

（1.0分）

①严格控制施工临时用地范围边界，利用荒地、废弃地或服

务区等永久征地作为施工临时用地，得 0.5分。

②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恢复其原有功能，临时设施拆除后，

原农业用地进行复耕，复耕率应达到 100%，得 0.5分。

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

用（1.0分）

污水处理与

利用

（0.5分）

公路施工时配有污水处理设施，对施工废水、生活污水进行

二次利用，得 0.5分。

节水措施

（0.5分）
施工机具采用节水技术或措施，无漏水现象，得 0.5分。

节材与材料

循环利用

（6.5分）

替代材料

利用

（2.0分）

采用山西省内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矿渣及废旧轮胎等工

业废料或建筑垃圾等替代一部分筑路材料，总分 2.0分，计分

规则如下：

替代材料使用率(%) =（全部替代筑路材料总重量）/（全部筑

路材料总重量）×100%

a）50%（含）以上，得 2.0分；

b）30%（含）～50%之间，得 1.5分；

c）10%（含）～30%之间，得 1.0分；

d）10%（含）～30%之间，得 0.5分；

e）10%以下，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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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隧道弃渣利用

（1.5分）

隧道弃渣综合利用率达 70%（含）以上，得 1.5分；

50%（含）～70%间，得 1.0分；

30%（含）～50%间，得 0.5分；

在 30%以下，不得分。

材料存储

（0.5分）

搭建专用材料棚库用于存放水泥、沥青、细砂石料等筑路材

料，得 0.5分。

新型材料

（0.5分）

采用新型材料，如聚合物水泥混凝土、高强轻质混凝土、生

物沥青等，得 0.5分。

旧路面材料

再生

（2.0分）

改扩建项目对旧路面材料进行再生利用，如沥青路面再生、

水泥路面碎石化再利用等，按利用率不同划分为 5 个等级，

总分 2.0分，计分规则如下：

旧路面材料再生利用率(%) =（旧路面材料再生利用量）/（旧

路面材料总量）×100%

a）85%（含）以上，得 2.0分；

b）70%（含）～85%之间，得 1.5分；

c）55%（含）～70%之间，得 1.0分；

d）30%（含）～55%之间，得 0.5分；

e）30%以下，不得分。

6.1.7.4 “节能低碳”指标的满分为 8.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8 确定。

表 18 “节能低碳”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节能低碳

（8.0分）

能源节约

利用

（4.0分）

混合料节能

技术

（1.0分）

温拌沥青路面面积占项目沥青路面总面积的 10%以上，得 1.0

分。

施工节能措施

（3.0分）

①采用节能施工设备，如采用变频技术的设备等，得 1.0分。

②施工工区采用集中供电措施，建设变电设施代替施工区柴

油发电，得 1.0分。

③合理安排工序，提高机械的使用率和满载率，降低施工设

备的单位耗能，得 1.0分。

清洁能源

利用

（4.0分）

天然气拌和站

（4.0分）

①拌和站采用清洁能源代替燃煤、燃油，总分 1.0分，计分规

则如下：

a）采用天然气、煤转气或电加热，得 1.0分。

②天然气、煤转气或电加热拌和站的数量占比，总分 3.0分，

计分规则如下：

a）在 80%（含）以上，得 3.0分；

b）在 50%（含）～80%之间，得 2.0分；

c）在 20%（含）～50%之间，得 1.0分；

d）在 20%以下，不得分。

6.1.7.5 “品质建设”指标的满分为 4.5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19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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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品质建设”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品质建设

（4.5分）

施工标准化

（2.5分）

工程构件

工厂化

（1.5分）

涉及桥梁的项目，钢结构和混凝土构件生产工厂化比例在

30%~40%或大于 40%的，得 1.5分；

在 20%~30%的，得 1分；

低于 20%的不得分。

标准化施工长

效机制

（1.0分）

制定并执行标准化施工管理流程，实现工地标准化，工艺标

准化和管理标准化，文件记录完备的，得 1.0分。

管理信息化

（1.0分）

建设管理信息

化

（1.0分）

①采用质量检验检测数据实时互通共享技术，得 0.5分。

②采用施工安全信息管理系统、试验检测信息管理系统、进

度计划信息管理系统等，得 0.5分。

建设管理

新技术

（1.0分）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

（1.0分）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新技术，实现公路工程全寿命周

期的信息共享和传递，在建设阶段应用，得 1.0分。

6.1.7.6 “安全智慧”指标的满分为 1.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0 确定。

表 20 “安全智慧”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安全智慧

（1分）

交通组织

（1分）

施工交通组织

（1分）

制定合理的施工交通组织方案并实施，避免对施工现场周边

居民出行的干扰，得 1分。

6.1.8 运营管理

6.1.8.1 “绿色理念”指标的满分为 2.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1 确定。

表 21 “绿色理念”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绿色理念

（2.0分）

战略

（1.0分）

绿色公路方案

（1.0分）

①实施绿色养护计划，得 0.5分。

②实施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得 0.5分。

文化

（1.0分）

培训宣贯

（0.5分）
开展绿色养护培训教育活动，得 0.5分。

宣传推广

（0.5分）
组织绿色养护技术专题交流会，得 0.5分。

6.1.8.2 “生态环保”指标的满分为 3.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2 确定。

表 22 “生态环保”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生态环保

（3.0分）

生态保护

（2.0分）

生物及其栖息

地/生境保护

（0.5分）

无法避绕自然保护区、连片分布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重要湿

地等生态敏感区时编制生态保护方案，在营运期按进度实施，

得 0.5分。

生态修复 将公路沿线绿化工程、动物通道等列入日常养护计划中，具



DB14/T 2314—2021

1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0.5分） 有完善的养护方案，得 0.5分。

植被恢复效果

（1.0分）

①边坡及隧道洞口等均有绿化覆盖、无光秃裸露现象，得 0.5

分。

②位于永定河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太行山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黄河多沙粗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伏牛山中条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区域，

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得 0.5分。

水土环境

保护

（0.5分）

土壤保护

（0.5分）

冬季除冰雪采用环境友好型融雪剂、微波除雪等环保技术代

替传统氯盐型融雪剂，得 0.5分。

声光环境

保护

（0.5分）

声污染防治

（0.5分）

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范围内的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噪声

敏感点噪声满足 GB 3096的要求，得 0.5分。

6.1.8.3 “资源节约”指标的满分为 1.5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3 确定。

表 23 “资源节约”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资源节约

（1.5分）

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

用（1.5分）

污水处理与

利用

（1.0分）

①公路清洗作业采用再生水，并依据路面尘土量、天气情况

（温度、湿度、风力）等合理确定清洗用水量，得 0.5分。

②采用雨水回收利用技术，得 0.5分。

节水措施

（0.5分）

服务区、收费站等沿线设施生活用水设施等采用节水技术或

措施，无漏水现象，得 0.5分。

6.1.8.4 “节能低碳”指标的满分为 2.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4 确定。

表 24 “节能低碳”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节能低碳

（2.0分）

能源节约

利用

（1.0分）

混合料节能

技术

（0.5分）

路面修补作业采用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自粘式沥青路面贴

缝带等节能型材料或工艺，得 0.5分。

节能设计

（0.5分）

涉及房建或隧道的项目，开展营运期能耗在线监测管理、实

现在线统计各种能源消耗数据，得 0.5分。

清洁能源

利用

（1.0分）

可再生能源

（1.0分）

①采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绿色能源，得 0.5分。

②采用可再生绿色能源供电的公路照明设备（公路沿线照明、

隧道照明、桥梁照明、服务区照明）比例不小于 15%，得 0.5

分。

6.1.8.5 “品质建设”指标的满分为 3.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5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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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品质建设”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品质建设

（3.0分）

管理信息化

（0.5分）

养护管理信息

化（0.5分）

建立公路养护管理系统，包括路面管理系统（CPMS）、桥梁

管理系统（CBMS）和隧道管理系统（CHTMS），得 0.5分。

预防性养护

（1.5分）

预防性养护

规划

（1.0分）

①编制预防性养护规划报告，针对不同路况检测评定情况、

养护需求与目标建立预防性养护措施决策方案并实施，得 0.5

分。

②按照预防性养护规划和养护措施决策方案进行预防性养护

设计、施工，具有相应检测、设计及施工报告，得 0.5分。

预防性养护

技术

（0.5分）

采用微表处、含砂雾封层、碎石封层、薄层罩面、超薄磨耗

层等预防性养护技术，得 0.5分。

建设管理

新技术

（1.0分）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

（0.5分）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新技术，实现公路工程全寿命周

期的信息共享和传递，在运营阶段应用，得 0.5分。

HSE管理体系

（0.5分）

应用健康（Health）、安全（Safety）和环境（Environment）

三位一体的 HSE管理体系，得 0.5分。

6.1.8.6 “安全智慧”指标的满分为 5.0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6 确定。

表 26 “安全智慧”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安全智慧

（5.0分）

智能交通

系统

（2.5分）

多元化系统

（2.0分）

①采用信息监控公告系统，对主要交通要道及交通疏导节点

进行全车道覆盖监控，提供实时动态交通信息，得 0.5分。

②采用交通预警系统，依据交通、气象及路况信息判别通行

危险状态，制定交通管控措施并传达给道路使用者，得 0.5

分。

③采用 ETC 不停车收费设施，建设联网联控的公路不停车收

费与服务系统，得 0.5分。

④采用车辆超限不停车预检管理系统，提前对车辆进行超限

预判和分拣，得 0.5分。

系统维护

（0.5分）

制定专门的智能交通系统维护计划，定期进行故障排查及系

统校准，得 0.5分。

安全设施

（0.5分）

安全设施维护

（0.5分）

制定有安全设施维护计划，定期进行技术检测，对老化松动

的安全设施及时更换，保证清洁完整、功能正常，得 0.5分。

交通组织

（2.0分）

日常通行管理

（1.0分）

①制定日常交通组织方案，实时采集发布路段交通运行情况，

保证公路通行顺畅、全线服务水平良好，得 0.5分。

②实施危险品运输管控，具备完善的危险品运输管理方案和

危险品处理物资及器材储备库，得 0.5分。

交通应急管理

（1.0分）

①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得 0.5分。

②建立特殊天气（雨、雾、冰雪等）交通处理及应急措施预

案，设置气象预警机制实施分级交通管制，得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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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7 “服务提升”指标的满分为 5.5 分，其计分标准按表 27 确定。

表 27 “服务提升”指标计分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分标准 得分

服务提升

（5.5分）

人性化服务

（3.0分）

信息服务

（1.0分）

①整合公路沿线的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和旅游景点等信息，

设置指引牌、宣传栏及交通动态公告牌等，得 0.5分。

②利用短信平台、微信及微博等新媒体手段，构建公益服务

与个性化定制相结合的公路出行信息服务系统，得 0.5分。

旅游服务功能

（1.0分）

①普通公路风景优美路段因地制宜设置观景平台及停车区，

得 0.5分。

②普通公路沿线根据公路用地范围考虑设置汽车露营地、旅

游服务站等设施，得 0.5分。

ETC技术应用

拓展（0.5分）

实现 ETC在停车、加油或检测等环节的应用，推广快捷支付

系统，得 0.5分。

公众满意度

（0.5分）

对道路使用者进行公路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达 80%（含）以

上，得 0.5分。

绿色公路

设施

（1.5分）

加气站和充电

桩（1.0分）

①在公路服务区建设天然气加气站，得 0.5分。

②在公路服务区建设电动车充电桩，得 0.5分。

慢行交通

（0.5分）
合理设置慢行交通系统，得 0.5分。

景观优化

（1.0分）

景观美化

（1.0分）

①公路路面整洁美观，无积存垃圾、水、冰雪、油类或化工

类玷污物等，得 0.5分。

②公路沿线绿化植物生长状况良好、无绿化缺株区域，未超

出公路建筑界限，得 0.5分。

6.2 加分项

6.2.1 加分项满分为 15 分，总分超过满分的按满分 15 分计。

6.2.2 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示范项目、示范工程等。获得部级示范项目、示范工程，每

一项加 5 分；获得省级示范项目、示范工程，每一项加 3 分；获得地市级示范项目、示范工程，每一项

加 1 分。

6.2.3 施工期间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其他国家、省部级奖项或荣誉等。获得国家级奖项、荣誉，每一项

加 5 分；获得省部级奖项、荣誉，每项加 3 分。

6.2.4 施工期间取得与项目相关的国家专利或国家级工法，每一项加 5 分；获得行业或省级工法，每

一项加 3 分。

6.2.5 施工期间施工单位依托申报项目起草国家或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家或行业标准，每一项加

5分；地方标准，每一项加 3分。

6.2.6 上述加分项中，同一类荣誉或奖项，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只能加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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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评分项可不参评指标的限制性条款

A.1 一般规定

A.1.1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评价指标缺失时，申请评价方可据实提出相应指标的不参评申请。

A.1.2 不参评指标的申请范围不能超出表A.1和表A.2所限定的指标。

A.1.3 申请评价方应在评价开始前向评价机构提交不参评指标的申请资料，逾期不予受理。

A.1.4 由评价机构对不参评指标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核，最终确定不参评指标。

A.2 可不参评指标的限制性条款

A.2.1 在本标准中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评价指标缺失情况仅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由于公路所处地

域的自然环境造成的评价指标缺失，二是由于新建与改扩建公路项目的不同建设特点造成的评价指标缺

失。

A.2.2 受公路所处地域自然环境特点可能缺失的评价指标见表A.1。

表 A.1 受自然环境特点的可不参评指标

三级标准 具体内容 编号

生物及其栖息地/生境

保护

公路选线避绕自然保护区、连片分布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重要湿地等生

态敏感区，无法避绕时必须出具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B.1-1

野生动物出没路段应设置预告、禁止鸣笛等标志，设置符合动物生态习

性的通道。
B.1-2

水体保护
跨越泉域、敏感水体的桥梁基础应采用沉入桩、灌注桩、沉井等桩基形

式。
B.1-3

隧道弃渣利用 隧道弃渣综合利用率。 B.1-4

节能设计 隧道项目使用节能通风技术。 B.1-5

精品桥、隧

特大跨径桥梁、地震烈度7度及以上地区的高墩大跨径桥梁、弯坡斜等特

殊形状桥梁，选用钢结构。
B.1-6

隧道落实“早进洞，晚出洞”，降低边仰坡高度，避免在洞口形成高边

坡和高仰坡，洞口顶部仰坡高度不高于20m。
B.1-7

A.2.3 受新建与改扩建公路项目不同建设特点可能缺失的评价指标见表A.2。

表 A.2 受公路不同建设特点可不参评指标

三级标准 具体内容 编号

生态修复 改扩建工程对废弃旧路进行生态恢复。 B.2-1

通道资源利用 改扩建项目利用原有通道资源。 B.2-2

旧路面材料再生
改扩建项目对旧路面材料进行再生利用，如沥青路面再生、水泥路面碎

石化再利用等。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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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评分项评价得分统计表

表 B.1 绿色公路评分项评价最终得分统计表

一级指标 满分 适用分值（Ai） 实际得分（Bi） 不参评指标编号

绿色理念 13.5 A1 B1

生态环保 23 A2 B2

资源节约 18 A3 B3

节能低碳 13 A4 B4

品质建设 15 A5 B5

安全智慧 6 A6 B6

服务提升 11.5 A7 B7

合计总分 100 ΣAi ΣBi

最终得分（Q）

注：绿色公路评价的最终得分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Q=（ΣBi）/（ΣAi）×100=（B1+B2+B3+B4+B5+B6+B7）/（A1+A2+A3+A4+A5+A6+A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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