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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飞. 且主
A 口

2019 年第 57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的公告

现批准 《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 为 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352 - 201 9 ， 自 201 9 年 1 0 月 1 日起实施 。 其中 ， 第 4. 3 .1 、

6. 7. 4 、 6 . 8. 6 、 6 . 8. 9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国家

标准 《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 GB 50352 - 2005 同时废止 。

本标准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 户网站 ( www. mohurd. 

gov. cn ) 公开， 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 1 9 年 3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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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 2014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 13J 16 9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外

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总则; 2 . 术语; 3 . 基本规

定; 4. 规划控制; 5 . 场地设计; 6 . 建筑物设计; 7. 室内环境 ;

8 . 建筑设备 。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增加了建筑设计体现地域文化、时代特色方面的要求。

2 . 修改和增加了部分术语。

3. 将住宅建筑按层数分类的方式修改为按高度分类的方式。

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增加标

识系统要求 。 增加建筑模数和防灾避难方面的要求，删除建筑无

障碍设施和停车空间等内容要求 。

4 . 将"城市规划对建筑的限定"改为"规划控制"，刀二突 出

规划控制的主要技术内容，增加了"城市设计"和"建筑连接

体"两个小节;将原"建筑密度、容积率和绿地率" 并入"建筑

基地"小节。

5 . 建筑布局增加关于文物古迹和古树名木的内容 。 增加了

停车场设计规定 。 对原竖向设计进行了适当修正调整，增加了地

下建筑顶板的绿化工程的要求 ; 对室外管线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

调整 。

6 . 对建筑物的使用人数的确定原则作出规定，补充对地下

室的相关要求 。 对设备层和避难层避难区外布置设备用房增加了

相关要求 。 增加了对室内公共厕所的服务半径要求 。 明确楼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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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的概念电增加踏步防滑系数要求。 增加了墙身隔声、防渗要

求;增加了外墙外窗台防排水构造要求。 增加了门窗、 幕墙、防

滑楼地面、吊顶的设计要求 。 新增室内外装修材料的环保要求 。

增加了对既有建筑改造的要求 。

7 . 增加了居住建筑卧室和起居室、医疗建筑、教育建筑的

采光要求;增加了照明的数量和质量指标要求;对人工照明环境

也提出了要求 。 增加了防潮的内容，新增改善室内热环境的被动

节能技术的相关要求 。 增加了声学设计方面的要求 。

8 . 调整了给水排水专业的技术内容 。 进一步明确了集中供

暖的基本条件.增加l既有建筑加装暖通空调设备的要求。 对电气

专业相关条款进行了完善、调整，增加了明敷接闪器的要求 。 补

充了对燃气的有关要求 。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 。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罔际 2 号

楼，自f5编 : 100048) 。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木标准 参 编单位 :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罔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同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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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使民用建筑符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

满足安全、卫生、环保等基本要求，统一各类民用建筑的通用设

计要求，制定本标准 。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政建的民用建筑设计。

1. O. 3 民用建筑设计除应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外，尚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应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正确处理人、建筑和环境的相

互关系 。

2 必须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环境。

3 应以人为本，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的需求 。

4 应贯彻节约用地、节约能源、节约用水利l节约原材料的

基本国策 。

5 J应满足当地城乡规划的要求，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 宜

体现地域文化 、 时代特色 。

6 建筑和环境应综合采取防火、抗震、防洪、防空、抗风

雪和雷击等防灾安全措施。

7 应在军内外环境中提供无障碍设施，方便行动有障碍的

人士使用 。

8 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建筑和l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各项建设，应符合

相关保护规划的规定 。

1. O. 4 民用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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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民用建筑 civil huilding 

供人们居住矛1]进行公共活动的建筑的总称。

2.0.2 居住建筑 rcsidcntia l bu ilding 

供人们居住使用的建筑。

2.0.3 公共边筑 puhlic building 

供人们i丘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 。

2. O. 4 :7G障问设施 accessibili ty fac il iri es 

仙:障人员 .ìill行安全和使用便利，与民用建筑T和配套建设的

服务设施 。

2. (1. 5 建筑基地 con s rr川tioo site 

根据用地性质和使用权属确定的建筑「程项 1=1 的使用场地。

2. 0.6 道路红线 boundary li ne of roacls 

城市道路(含居住 l又-级道路 ) }Ij地的边界线 。

2.0.7 用地红线 pr叩e rt y li nc 

各类建设工程项目月1地位川J权属也「用的边界线 。

2.0.8 建筑控制线 bui lding li ne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道路红线 、 建设用地边界内 . 另行戈IJ定

的地而以上建(构)筑物主体不得超出的界线。

2. 0.9 建筑密度 building densit y: building cove rage rati o 

在一定川J也也伟|内 . 建筑物基iJIf:面积总和l与总闲地而积的比

率( % ) 。

2.0.10 容积率 plot ratio : floor area rat io 

在一定 JlJ 地及计容范围 内 . 建筑面积总不n 与川地回积的

比值。

2. O. 11 绿地率 green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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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总面积占该用地总面积的比

率< % ) 。

2. 0.12 日照标准 insolati on 5tandard 

根据建筑物所处的气候区、城市规模和建筑物的使用性质确

定的，在规定的日照标准日(冬至日或大寒日 ) 的有效 日照时间

范围内，以有日，~R要求楼层的窗台面为计算起点的建筑外窗获得

的日照时间 。

2. O. 13 层高目t:o rey height 

建筑物各层之间以楼、地面面层 (完成面)计算 的垂直距

离 ， 屋顶层 l丰|该层楼面面层(完成面)至平屋面的结构面层或至

1皮顶的结构面层与外墙外皮延长线的交点计算的垂直距离 。

2.0.14 室内净高 int erior clea r height 

从楼、地面面层(完成面) 至吊顶或楼盖、屋盖!良而之间的

有效使用空间的垂直距离 。

2.0.15 地下室 ba~cment 

房问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丽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净高的 1 /2 者

为地下室。

2. 0.1 6 半出下室 sem i-ba semen t 

房间地平而低于室外地平面的 ï~j度超过 i衷'房间净高的 1/3 .

且不也过. 1 /2 者为半地下室 。

2.0.17 设备层 equipment fl oor 

建筑物中 号为设置暖通 、 空调、给水排水和 I rt!.气等的设备和

管道且供人员进入操作用的空间层 。

2.0.18 避难层 refuge storey 

在高度超过 1 00 . 0m 的高层建筑巾. 川j于人员在火灾时暂时

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 。

2.0.19 架空层 opcn floor 

用结构支撑且无夕|、回护墙体的开敞空间 。

2.0. 20 台阶 5t巳P

连接室外或室内的不同标高的楼面、 J也面，供人行的阶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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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道 。

2.0.21 临空高度 the vert ica l height between two open space 

相邻开敞空间有高差时， 上下楼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0.22 坡道 ramp 

连接室外或室内的不同标高的楼面、地面，供人行或车行的

斜坡式交通道 。

2.0.23 栏杆 railing 

具有一定的安全高度，用以保障人身安全或分隔空间用的防

护分隔构件。

2.0.24 楼梯 stalr 

由连续行走的梯级、休息平台和维护安全的栏杆 (或栏板)、

扶手以及相应的支承结构组成的作为楼层之间垂直交通用的建筑

部件 。

2. 0.25 变形缝 deíormat ion joint 

为防止建筑物在外界肉素作用下， 结构内部产生附加变形和

应力，导致建筑物开裂、碰撞甚至破坏而预留的构造缝， 包括伸

缩缝、沉降缝和l抗震缝 。

2.0.26 建筑幕墙 building curtain wa ll 

由而板与支承结构体系(支承装置与支承结构)组成的可相

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或自身有一定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

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

2.0.27 吊顶 suspencled ceiling 

悬吊在房屋屋顶或楼板结构下的顶棚。

2.0.28 管道井 pipe shaft 

建筑物中用于布置竖向设备管线及设备的竖向井道 。

2.0.29 烟道川lOke uptake; smoke flue 

排放各种烟气的管道、井道。

2.0.30 通风道 air sha[t 

排除室内不良气体或者输送新鲜空气的管道、井道 。

2. 0.31 装修 c1 ecorat ion; fin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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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物主体结构为依托，对建筑内、外空间进行的细部加

工和艺术处理。

2.0.32 采光 daylighting 

为保证人们生活、 工作或生产活动具有适宜的光环境，使建

筑物内部使用空间取得的天然光照度满足使用、 安全、舒适、美

观等要求的措施。

2.0.33 采光系数 day light factor 

在室内给定平面上的一点，由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向假定矛1:1

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而产生的照度与同一时衷1]1亥天空

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产生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

2.0.34 采光系数标准值 stanclard va lue of clay li ght factor 

在规定的室外天然光设计照度下，满足视觉功能要求时的采

光系数值。

2.0.35 通 JXl vent ilation 

为保证人们生活、工作或生产活动具有适宜的空气环境，采

用自然或机械方法，对建筑物内部使用空间进行换气，使空气质

量满足卫生、安全、舒适等要求的技术 。

2.0.36 噪声 nOlse 

影响人们正常生活、 工作、学习、 休息 ， 甚至损害身心健康

的外界干扰声 。

2.0.37 建筑连接体 builcling connec tion 

跨越道路红线、建设用地边界建造，连接不同用地之间地下

或地上的建筑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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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 规 定

3. 1 民用建筑分类

3. 1. 1 民用建筑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两大类。

其中，居住建筑可分为住宅建筑和宿舍建筑 。

3. 1. 2 民用建筑按地上建筑高度或层数进行分类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建筑高度不大于 27 . 0m 的住宅建筑、建筑高度不大于

2 /[. Om 的公共建筑及建筑高度大于 24 . 0m 的单层公共建筑为低

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

2 建筑高度大于 27 . 0m 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N. Om

的非单层公共建筑，且高度不大于 100 . 0m 的，为高层民用

建筑 ;

3 建筑高度大于 100. 0m 为超高层建筑。

注: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ß 

500 1 6 有关建筑高度和层数计算的规定 。

3. 1. 3 民用建筑等级分类划分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或行业

主管部门的规定 。

3.2 设计使用年限

3.2.1 民用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表 3 . 2. 1 的规定 。

表 3.2. I 设计使周年限分类

类如l 设 ìt侦川 " I:ô l lj.! ({Tl ~ (ýIJ 

5 |临时性í:l!: ~λ

2 25 易了替换结构构件的建筑

3 50 背涵建筑和l构筑物

100 纪念性建筑和1特别重~:的建筑

i主 .此表依据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 (,;13 ,,0068 . J丰与其协调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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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筑气候分区对建筑基本要求

3.3.1 建筑气候分区对建筑的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3 . 3 .1 的规定 。

表 3.3. 1 不同区划对建筑的基本要求

建筑气候 热 r区划
建筑气候区为l主要指标 建筑基本要求

区划名称 名称

1. 建筑物必须充分满足冬季

T A 
1 ，同平均气温《一 1 0

0

C
保温、防寒、防冻等要求;

I 
113 

严寒地区 7 月平均气温~25飞
2. 1: A 、 1 B J灭应防止冻土 、

1 C 
7 月平均相对温度二"50%

积雪对建筑物的危害:

IO 3. 1 B、 T C 、 T 0 区的西

古HI. 建筑物应防冰雹、防风iY

]. 建筑物应满足冬季保温、

防寒、防 I东等要求，夏季部分

[[ 
[[ A 

寒冷地区
l 月平均气温-wC-Ooc 地区应兼顾防热 :

fT 13 7 月平均气泪 1 8
0

C - 28
0

C 2. 1] A rx: ik筑物应防热、防 l

1销、防暴风雨 . 沿海地带 J'ii. 防

盐3草 i王位þ.

].建筑物 Ji江满足夏季 |坊热、

遮阳、 i画风 |珠 il~ 攻;;:J< . )1 }liZ 兼

即{冬季防寒 :

IU A 
2 . 建筑物l在满足 l功町 、 l!i:ï ì'钢、

IU [[1 1主
u热冬冷 l 月半均气j昂 00(-10飞 防洪、防需Et:!等要求.

J也 1;>< 7 月平均气温 250C~300C 3. rn A 区后ii 1坊 fT 风、 2t I l，j 袭
111 (‘ 

击1主盐雾侵蚀.

4 . 四日、 田 C J又It部冬季积吗

地区建筑物的屋 I面应有防积'可

危富的措施

].建筑物必须满足夏季.it1t 阳、

i.l!i )A 、防热要求:

1\ 
1\.>\ 夏热冬暖 1 }-J 平均气1/，，[">1 Oo( 2 建筑物 r:.z 防暴雨、防湖、

IY 13 地区 ï JJ 平均 I (ill1~ 2 .-)飞 ~ 2Dl |纺识 、 |约需电 :

:l . 1\ 八J!( J主防 fI风、暴雨袭

， IU过刑;第 i受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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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 3 .1

建筑气候 热了区划
建筑气候区划主要指标 建筑基本:J!

区划名称 名称

l 建筑物应满足防雨和通风

V 
VA 

温和J也区
l 月 平均气 IMt O'C~ 1 3'C 要求 :

V B 7 月 平均气iIiI， J 8'C~ 25'C 2. VA 区建筑物应注意防寒 .

VB 区应特别注意防雷电

l.建筑物应充分满足保温、
VIA 

严旦I)r l也|天 |坊寒、防冻的要求，
1吁 H 2. VIA 、 VI ß 区应防冻土对;也

W 
l 月 平均气础 。'C~ -22'C

筑物地基及地下 ~g: 道的影 11 1"1.
7 月平均气温< 1 8'C

并应特别注意防)xL沙 .

VIC 寒冷地l夭 3. VI C 区的东部.建筑物应

防需电

J. 建筑物必须充分满足似湘、

V1IA 防寒、防说:的jf>R:

VlIl:l 严寒地I丑， 2 除 \ll D 1>( 外 . J-;'i. 防冻土 )('1

\~ C ill筑物J也基放地下1~: j茧的危害 :

l 月平均气温-5'C~-20'C :1. \1I ß 区 ill筑物 w.特别注意

\11 7 月平均气温二三 1 8'C 积雪的危害，

7 月平均相对湿度<50% 11. \ll C 1又 ill筑物应特别注意

Itlï风沙 . 夏季兼顾防热 .

\IID 寒冷地区 !i . '11 D 区 ili筑物应注意夏季

l约热 . 1吐鲁番1.i:l也应特别注意

民百热、 1I草 ilil，

3.4 建筑与环境

3.4.1 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基地应选择在地质环境条件安全，且可获得天然采

光、自然边风等卫生条件的地段;

2 建筑应结合当地的自然与地理环境特征， 集约利用资源，

严格控制对向然和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

3 建筑周围环境的空气、土壤、水体等不应构成对人体的

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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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建筑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应与基地所处人文环境相协调;

2 建筑基地应进行绿化 ， 创造优美的环境;

3 对建筑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废气、废水等废弃物应

妥善处理，井应有效控制噪声、眩光等的污染，防止对周边环境

的侵害 。

3.5 建筑模数

3.5.1 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

GB/ T 50002 的规定 。

3.5.2 建筑平面的柱网、开间、进深、层高、门窗洞口等主要

定位线尺寸，应为基本模数的倍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平面的开间进深 、 柱网或跨度、门窗洞口宽度等主要定

位尺寸，宜采用水平扩大模数数列 277M 、 3ηM (η 为自然数) ; 

2 层高和门窗洞口高度等主要标注尺寸，宜采用竖向扩大

模数数列 11M (77 为自然数) 。

3.6 防灾避难

3.6.1 建筑防灾避难场所或设施的设置应满足城乡规划的总体

要求，并应遵循场地安全、交通便利和出人方便的原则 。

3.6.2 建筑设计应根据灾害种类 ， 合理采取防灾、减灾及避难

的相应措施。

3.6.3 防灾避难设施应因地制宜、平灾结合，集约利用资源。

3.6.4 防灾避难场所及设施应保障安全、长期备用、便于管理，

并应符合无障碍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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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控制

4.1 城乡规划及城市设计

-'. 1. 1 建筑项目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 、 建

筑高度及其建筑基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控制指标 . 应付合所

不r1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规定 。

-'.1.2 建筑及其环境设计应满足城乡规划及城市设计对所在区

域的目标定位及空间形态、 景观风貌、环境品质等控制和引导要

求 . 并应i满Ji.城市设计对公共空间 、建筑群体、同林景观、市政

等环境设施的设计控制要求 。

4. 1. 3 边筑设i一| 应注重建筑群体空间与自然山水环境的融合与

协调、历史文化与传统风貌特色的保护与发展 、 公共活动与公共

:'ti间的组织勺塑造，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的形态、体盘 、 尺度 、 色彩以及空间组合关系应

与周围的主问环境相协调 :

2 jJJ:~城市界 Itl l 控 制地段建筑物的边筑风格 、 建筑高度、

建筑界田等应与相邻建筑基地建筑物才干| 协调;

3 建筑基地内的场地、绿化种植、 果现构筑物与环境小 lul 、

市政t程设施、 景观照明、标识系统不11公共艺术等应与建筑物及

Jt环境统筹设计、相互协调;

4 建筑基地内的道路、停车场、 (J9.!质地面宜采用透水铺装 ;

5 建筑基地与相邻建筑基地建筑物的室外开放主问、 步行

系统等宜相互连涵 。

-'.2 建筑基地

-'.2.1 建筑县地应与城市道路或镇区道路枉|邻拔，再则应设置

连接道路 . ) 1".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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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建筑基地内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3000m2时，其连接道

路的宽度不应小于 4. 0m;

2 当建筑基地内建筑面积大于 3000m~ . 且只有一条连接道

路时 . 其宽度不应小于 7.0m ; 当有两条或两条以上连接道路时 .

单条连接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4. 0m o

4.2.2 建筑基地地面高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J.应依据详细规划确定的控制标高迸行设计;

2 应与杆l邻基地标高中H 协调 . 不得妨碍相 ~151基地的雨水

排放 :

3 J直兼jWíj场地雨水的收集与打1:放 . 有 不I J 于词:苔雨水、 ì}，i\i;少

径流夕|、卡u:电 jl应有利于超标雨水的向然非11 放 。

.:J.2.3 建筑物与相邻建筑基地及其建筑物的关系应衍合下列

规定 :

1 建筑基地内建筑物的布局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建筑

控制线的规定;

2 建筑物与相邻建筑基地之间应按建筑防火等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留出空地或道路;

3 当相邻基地的建筑物毗邻建造时，应符合现行罔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有关规定 ;

4 新建建筑物或构筑物应满足周边建筑物的日 n~标准 :

5 紧贴建筑基地边界建造的建筑物不得向相邻建筑基地方

向开设洞口、门、废气.J=II: I:H 口及雨水1=11斗世口 。

.. t 2.-' 建筑基地机动车 1+\ 入口位置 . 应付合JVí' {I: j:也控制性 L"(: ~Ill 

规划 . )1"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rlì等城市、大城市的主 1 '.路交叉口 电向道路红线交叉点

起沿线 70 . 0m 范 |韦! 内不应设置机动车 IH入口 :

2 距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i草(包括ïJ l 道、引脐)

的最近边缘线不应小于 5.0m;

3 距地铁归入口、公共交通站台边缘不应小于 15 . 0 m;

4 距公同、学校及有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使用建筑的出

11 



入口最近边缘不应小于 20 . 0m。

4.2.5 大型、特大型交通、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人员密

集的建筑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基地与城市道路邻接的总长度不应小于建筑基地周

长的 1 /6;

2 建筑基地的出人口不应少于 2 个，且不宜设置在同一条

城市道路上;

3 建筑物主要出人口前应设置人员集散场地，其面积和长

宽尺寸应根据使用性质和人数确定 ;

4 当建筑基地设置绿化、 停车或其他构筑物时 ， 不应对人

员集散造成障碍。

4. 3 建筑突出物

4.3.1 除骑楼、建筑连接体、地铁相关设施及连接城市的管

线、管沟、管廊等市政公共设施以外，建筑物及其附属的下列设

施不应突出道路红线或用地红线建造:

1 地下设施，应包括支护桩、地下连续墙、地下室底板及

其基础、化粪池、各类水池、处理池、沉淀池等构筑物及其他附

属设施等;

2 地上设施，应包括门廊、连廊、阳台、室外楼梯、凸窗、

空调机位、两篷、挑檐、装饰构架、固定遮阳板、台阶、坡道、

花池、围墙、平台、散水明沟、地下室进凤及排凤口、地下室出

入口、集水井、采光井、烟囱等。

4. 3.2 经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必须

突出道路红线的建筑突出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2 

1 在人行道上空 :

1) 2 . 5m 以下， 不应突出凸窗、窗扇 、 窗望等建筑构件 ;

2 . 5m 及以上突出凸窗、窗扇、窗罩时，其深度不应

大于 0.6m。

2) 2.5m 以下，不应突出活动遮阳 : 2. 5m 及以上突出活



动遮阳时，其宽度不应大于人行道宽度减 1. Om ，并不

应大于 3. 0m。

3 ) 3 . 0m 以下，不应突出雨篷、挑檐; 3 . 0m 及 以上突出

雨篷、挑檐时，其突出的深度不应大于 2 . 0m 。

4 ) 3 . 0m 以下，不应突出空调机位; 3 . 0m 及以上突 出空

调机位时，其突出的深度不应大于 O.6m。

2 在无人行道的路面上空， 4. 0m 以下不应突出凸窗、窗

扇、窗罩、 空调机位等建筑构件; 4 . 0m 及以上突 出凸窗、窗

扇、窗罩、 空调机位时，其突出深度不应大于 O. 6m。

3 任何建筑突出物与建筑本身均应结合牢固 。

4 建筑物和建筑突出物均不得向道路上空直接排泄雨水、

空调冷凝水等 。

~.3.3 除地下室、窗井、建筑入口的台阶、坡道、雨篷等以外，

建(构)筑物的主体不得突出建筑控制线建造 。

~.3.~ 治安岗、公交候车亭，地铁、地下隧道、过街天桥等相

关设施，以及临时性建(构〉筑物等，当确有需要，且不影H向交

通及消防安全，应经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突人道路红

线建造 。

4.3.5 骑楼、建筑连接体和沿道路红线的悬挑建筑的建造，不

应影响交通、环保及消防安全。 在有顶盖的城市公共空间内，不

应设置直接排气的空调机、排气扇等设施或排出有害气体的其他

通风系统。

4.~ 建筑连接体

4.4.1 经当地规划及市政主管部门批准， 建筑连接体可跨越道

路红线、用地红线或建筑控制线建设，属于城市公共交通性质的

出人口可在道路红线范闹内设置 。

4.4.2 建筑连接体司在地下、相房部位及建筑高空建造，其建

设应统筹规划，保障城市公众利益与安全，并不应影响其他人

流、车流及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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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地下建筑连接体应满足市政管线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建设

要求 。

4.4.4 交通功能的建筑连接体，其净宽不宜大于 9 . 0m，地上的

净宽不宜小于 3.0m . 地下的净宽不宜小于4.. 0m。 其他非交通功

能连接体的宽度，宜结合建筑功能按人流疏散需求设置。

4.4.5 建筑连接体在满足其使用功能的同时，还应满足消防疏

散及结构安全方面的要求 。

4.5 建筑高度

4.5.1 建筑高度不应危害公共空间安全和公共卫生，且不宜影

响景观.下列地区应实行建筑高度控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建筑高度有特别要求的地区，建筑高度应符合所在地

城乡规划的有关规定;

2 沿城市道路的建筑物，应根据道路红线的宽度及街道空

间尺度控制建筑裙楼和主体的高度;

3 当建筑位于机场、电台、电信、做波通信' 、 气象台、卫

星地面站、 军事要塞工程等设施的技术作业控制区内及机场航线

控制范围内时，应按净空要求控制建筑高度及施t设备高度;

4 建筑处在历史文化名城名慎名川、历史文化街区、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风景名胜|豆、 自然保护区的各项建设，应

按规划控制建筑高度 。

注 : 建筑高度控制尚应符合所在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

部门的规定。

".5.2 建筑高度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木标准销l. 5. ] 条第 3 款、第 4 款控制区内建筑，建筑

高度应以绝对海拔高度控制建筑物室外地而至建筑物和构筑物最

高点的高度 。

2 非本标准第~ . 5. 1 条第 3 款、第 4 款控制区 内建筑， 平

原因建筑高度应愤建筑物主人口场地室外设计地面至建筑女儿埔

顶点的高度计算，无女儿墙的建筑物应计算至其屋面檐口;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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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建筑高度应按建筑物室外地面至屋檐和屋脊的平均高度计算 ;

当同一座建筑物有多种屋面形式时，建筑高度应按上述方法分别

计算后取其中最大值;下列突出物不计人建筑高度内 :

1) 局部突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机房、水箱间等辅助用

房占屋顶平面面积不超过 1 /4 者;

2 ) 突出屋面的通风道、烟囱、装饰构件、花架、通信设

施等 ;

3 ) 空调冷却塔等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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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 地 设计

5.1 建筑布局

5. 1. 1 建筑布局应使建筑基地内的人流、车流与物流合理分流，

防止干扰，并应有利于消防、停车、人员集散以及无障碍设施的

设置。

5. 1. 2 建筑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规定及当地城市规划要求;

2 建筑间距应符合本标准第 7. 1 节建筑用房天然采光的规

定，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和场地应符合国家相关日照标准的规定 。

5. 1. 3 建筑布局应根据地域气候特征，防止和抵御寒冷、暑热、

疾风、暴雨、积雪和沙尘等灾害侵袭，并应利用 自然气流组织好

通风，防止不良小气候产生 。

5. 1. 4 根据噪声源的位置、方向和强度，应在建筑功能分区、

道路布置、建筑朝向、距离以及地形、绿化和建筑物的屏障作用

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防止或降低环境噪声。

5. 1. 5 建筑物与各种污染源的卫生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卫生标准的规定 。

5. 1. 6 建筑布局应按罔家及地方的相关规定对文物古迹和古树

名木进行保护，避免损毁破坏。

5.2 道路与停车场

5.2.1 基地道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基地道路与城市道路连接处的车行路面应设限速设施，

道路应能通达建筑物的安全出 口;

2 沿街建筑应设连通街道和内院的人行通道，人行通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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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楼梯间，其间距不宜大于 80.0m;

3 当道路改变方向时，路边绿化及建筑物不应影响行车有

效视距;

4 当基地内设有地下停车库时，车辆出入口应设置显著标

志 ; 标志设置高度不应影响人、车通行;

5 基地内宜设人行道路，大型、特大型交通、文化、娱乐、

商业、体育、医院等建筑，居住人数大于 5000 人的居住区等车

流量较大的场所应设人行道路。

5.2.2 基地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单车道路宽不应小于 4 . 0m，双车道路宽住宅区内不应小

于 6.0m，其他基地道路宽不应小于 7 . 0m;

2 当道路边设停车位时，应加大道路宽度且不应影响车辆

正常通行 ;

3 人行道路宽度不应小于1. 5m，人行道在各路口、人口处

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范 >> GB 50763 的相

关规定;

4 道路转弯半径不应小于 3 . 0m，消防车道应满足消防车最

小转弯半径要求 ;

5 尽端式道路长度大于 120 . 0m 时，应在尽端设置不小于

12. Om X 12. Om 的回车场地 。

5.2.3 基地道路与建筑物的关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道路用作消防车道时，其边缘与建(构) 筑物的最小

距离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的相

关规定;

2 基地内不宜设高架车行道路，当设置与建筑平行的高架

车行道路时，应采取保护私密性的视距和防噪声的措施。

5.2.4 建筑基地内地下机动车车库出人口与连接道路间宜设置

缓冲段， 缓冲段应从车库出人口坡道起坡点算起，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出人口 缓冲段与基地内道路连接处的转弯半径不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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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 . 5 m;

2 当出人口与基地道路垂直时，缓冲段长度不应小于

5. 5m; 

3 当出入口与基地道路平行时，应设不小于 5 . 5 m 长的缓

冲段再汇入基地道路;

4 当出入口直接连接基地外城市道路时 . 其缓冲段长度不

直小于 7 . 5m。

5.2.5 室外机动车停车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停车场地应满足排水要求，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0. 3 % ;

2 停车场 :~H入口的设计应避免进出车辆交叉 :

3 停车场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且设置要求和停车位数量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元障碍设计规范 )) GB 507 63 的相关规定 ;

4 停车场应结合绿化合理布置，可利用乔木遮阳 。

5.2.6 室外机动车停车场的出人口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停车数为 50 辆及以下时 ， 可设 1 个出入 口 ，宜为双向

行驶的出人口;

2 当停车数为 5 1 辆~300 辆时，应设置 2 个出人口 ， 宜为

双向行驶的出入口 ;

3 当停车数为 30 1 辆~500 辆时，应设置 2 个双向行驶的

出人口;

4 当停车数大于 500 辆时 . 应设置 3 个出人口，宜为双向

行驶的 H-~入口 。

5.2.7 室外机动车停车场的出人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大于 300 辆停车位的停车场，各出人口的间距不应小

于 1 5 . 0 m;

2 单向行驶的出人口宽度不应小于 4 . 0m，双向行驶的出入

口宽度不应小于 7 . 0m 。

5.2.8 室外非机动车停车场应设置在基地边界线以内，出人口

不宜设置在交叉路口附近，停车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停车场出人口宽度不应小于 2 . 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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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车数大于等于 300 辆时，应设置不少于 2 个出人口;

3 停车区应分组布置，每组停车区长度不宜超过 20 . 0m o

5.3 竖向

5.3.1 建筑基地场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基地自然坡度小于 5 % 时， 宜采用平坡式布置方式 ;

当大于 8%时， 宜采用台阶式布置方式，台地连接处应设挡i苗或

护坡;基地临近梢墙或护坡的地段， 宜设置排水沟，且坡向排水

沟的地面坡度不应小于 1 % 。

2 基地地面坡度不宜小于 0. 2 % ; 当坡度小子 0 . 2 %时 . 宜

采用多坡向或特殊措施排水 。

3 场地设计标高不应低于城市的设计防洪、防涝水位标高;

沿江、河、湖、海岸或受洪水、潮水泛滥威胁的地区.除设有可

靠防洪堤、坝的城市、街区外，场地设计标高不应低于设计洪水

位 0. 5m，否则应采取相应的防洪措施;有内涝威胁的用地应采

取可靠的防、排内涝水措施，再则其场地设计标高不应低于内涝

水位 0. 5m o

4 当基地外固有较大汇水汇入或穿越基地时， 宜设置边沟

或排(截〉 洪沟.有组织进行地面排水 。

5 场地设计标高宜比周边城市市政道路的最低路段标高高

0.2m 以上; 当市政道路标高高于基地标高时，应有防止客水进

入基地的措施 。

6 场地设计标高应高于多年最高地下水位。

7 面积较大或地形较复杂的基地，建筑布局应合理利用地

形，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并使基地内填挖方量接近平衡。

5.3. 2 建筑基地内道路设计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地内机动车道的纵坡不应小于 0 . 3 % . 且不应大于

8% . 当采用 8%坡度时 其坡长不应大于 200 . 0m。当遇特殊困

难纵坡小于 0. 3 %时，应采取有效的排水措施 ; 个别特殊路段，

坡度不应大于 11 % ，其坡长不应大于 1 00 . 0m，在积雪或冰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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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应大于 6% ，其坡'长不应大于 350. 0m; 横坡宜为 1 % ~2% 。

2 基地内非机动车道的纵坡不应小于 0. 2 % ，最大纵坡不

直大于 2. 5% ; 困难时不应大于 3. 5% ，当采用 3 . 5 %坡度时，

其坡长不应大于 1 50 . 0m; 横坡宜为 1 %~2% 。

3 基地内步行道的纵坡不应小于 0.2% ，且不应大于 8% ，

积雪或冰冻地区不应大于 4% ; 横坡应为 1 %~2% ; 当大于极限

坡度时，应设置为台阶步道 。

4 基地内人流活动的主要地段，应设置元障碍通道。

5 位于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基地道路设计纵坡可适当放宽，

且应符合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或经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

5. 3.3 建筑基地地面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基地内应有排除地面及路面雨水至城市排水系统的措施，

排水方式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确定。 有条件的地区应充分利用

场地空间设置绿色雨水设施，采取雨水回收利用措施。

2 当采用车行道排泄地面雨水时，雨水口形式及数量应根

据汇水面积、流量、道路纵坡等确定 。

3 单侧排水的道路及低洼易积水的地段，应采取排雨水时

不影响交通和路面清洁的措施。

5.3. 4 下沉庭院周边和l车库坡道出人口处，应设置截水沟 。

5.3.5 建筑物底层出入口处应采取措施防止室外地面雨水回流。

5.4 绿化

5.4.1 绿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绿地指标应符合当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绿地管理的

有关规定。

2 应充分利用实土布置绿地，植物配置应根据当地气候、

土壤和l环境等条件确定 。

3 绿化与建(构)筑物、道路和管线之间的距离，应符合

有关标准的规定 。

4 应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并应对古树名木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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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地下建筑顶板上的绿化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建筑顶板上的覆土层宜采取局部开放式，开放边应

与地下室外部自然土层相接;并应根据地下建筑顶板的覆士厚

度，选择适合生长的植物。

2 地下建筑顶板设计应满足种植覆土、综合管线及景观和

植物生长的荷载要求 。

3 应采用防根穿刺的建筑防水构造。

5.5 工程管线布置

5.5.1 工程管线宜在地下敷设;在地上架空敷设的工程管线及

工程管线在地上设置的设施，必须满足消防车辆通行及扑救的要

求，不得妨碍普通车辆、行人的正常活动，并应避免对建筑物、

景观的影响 。

5.5.2 与市政管网衔接的工程管线，其平面位置和l竖向标高均

应采用城市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5.5.3 工程管线的敷设不应影响建筑物的安全，并应防止工程

管线受腐蚀、沉陷、振动、外部荷载等影响而损坏。

5.5.4 在管线密集的地段，应根据其不同特性和l要求综合布置，

宜采用综合管廊布置方式。 对安全、卫生、防干扰等有影H向的工

程管线不应共沟或靠近敷设。 互有干扰的管线应设置在综合管廊

的不同沟(室) 内 。

5.5.5 地下工程管线的走向宜与道路或建筑主体相平行或垂直。

工程管线应从建筑物向道路方向由浅至深敷设。 干管宜布置在主

要用户或支管较多的一侧，工程管线布置应短捷、转弯少，减少

与道路、铁路、 riJJ道、沟渠及其他管线的交叉 ， 困难条件下其交

角不应小于 45
0

。

5.5.6 与道路平行的工程管线不宜设于车行道下;当确有需要

时，可将埋深较大、翻修较少的工程管线布置在车行道下 。

5.5.7 工程管线之间的水平、垂直净距及埋深， 工程管线与建

(构)筑物、绿化树种之间的水平净距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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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当受规划、现状制约，难以满足要求时，可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安全措施后减少其最小水平净距。

5.5.8 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及以上地震区、多年冻土区、严寒地

区、湿陷性黄土地区及膨胀土地区的室外下程管线，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5.5.9 各种工程管线不应在平行方向重叠直埋敷设。

5.5.10 工程管线的检查井井盖宜有锁闭装置。

5.5.11 当基地进行分期建设时，应对了程管线做整体规划 。 前

期的工程管线敷设不得影响后期的工程建设。

5.5.12 与基地无关的可燃易爆的市政工程管线不得穿越基地。

当基地内已有此类管线时， 基地内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应与此类

管线保持安全距离 。

5.5.13 当室外消防水池设有消防车取水口(井)时，应设置消

防车到达取水口(井) 的消防车道和消防车回车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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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物设计

6. 1 建筑标定人数的确定

6. 1. 1 有固定座位等标明使用人数的建筑，应按照标定人数为

基数计算配套设施、疏散通道和楼梯及安全出口的宽度 。

6. 1. 2 对无标定人数的建筑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或经调查分

析确定合理的使用人数， 并应以此为基数计算配套设施、疏散通

道和楼梯及安全出口的宽度 。

6. 1. 3 多功能用途的公共建筑中，各种场所有可能同时使用同

一出口时，在水平方向应愤各部分使用人数叠加计算安全疏散出

口和疏散楼梯的宽度;在垂直方向，地上建筑应按楼层使用人数

最多一层计算以下楼层安全疏散楼梯的宽度，地下建筑应按楼层

使用人数最多一层计算以上楼层安全疏散楼梯的宽度 。

6.2 平面布置

6.2.1 建筑平面应根据建筑的使用性质、功能、工艺等要求合

理布局，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6.2. 2 根据使用功能，建筑的使用空间应充分利用日照、采光、

通风和景观等自然条件 。 对有私密性要求的房间，应防止视线

干扰。

6.2.3 建筑出人口应根据场地条件、建筑使用功能、交通组织

以及安全疏散等要求进行设置。

6.2.4 地震区的建筑平面布置宜规整。

6. 3 层高和室内 ;争高

6.3.1 建筑层高应结合建筑使用功能、 工艺要求和技术经济条

件等综合确定 ， 并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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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室内净高应按楼地面完成面至吊顶、楼板或梁底面之间

的垂直距离计算;当楼盖、 屋盖的下悬构件或管道底面影响有效

使用空间时，应按楼地面完成面至下悬构件下缘或管道底面之间

的垂直距离计算 。

6. 3.3 建筑用房的室内净高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设计标准

的规定，地下室、局部夹层、走道等有人员正常活动的最低处净

高不应小于 2. 0m 。

6.4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6.4.1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应合理布置地下停车库、地下人防工

程、各类设备用房等功能空间及其出人口，出入口、进排风竖井

的地面建(构)筑物应与周边环境协调。

6.4.2 地下建筑连接体的设计应符合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相关

规定，并应做到导向清晰、流线简捷，防火分区与管理等界线

明确 。

6.4.3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的建造不得影响相邻建 (构)筑物、

市政管线等的安全。

6.4. 4 当日常为人员使用时，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应满足安全、

卫生及节能的要求，且宜利用窗井或下沉庭院等进行自然通风和

采光。 其他功能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6.4.5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外围护结构应规整，其防水等级及技

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 GB 

50108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排水设施;

2 出入口、窗井、下沉庭院、风井等应有防止涌水、倒灌

的措施 。

6.4. 6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的耐火等级、防火分区 、 安全疏散、

防排烟设施、房间内部装修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 GB 500 16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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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7 地下室不应布置居室;当居室布置在半地下室时，必须

采取满足采光、通风、日 ft~ ，防潮、防霉及安全防护等要求的相

关措施。

6.5 设备层、避难层和架空层

6.5.1 设备层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层的净高应根据设备和管线的安装检修需要确定;

2 设备层的布置应便于设备的进出和检修操作;

3 在安全及卫生等方面互有影响的设备用房不宜相邻布置;

4 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有振动和噪声的设备对设备层

上、下层或毗邻的使用空间产生不利影响;

5 设备层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6.5.2 避难层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避难层在满足避难面积的情况下，避难区外的其他区域

可兼作设备用房等空间， 但各功能区应相对独立，并应满足防

火、隔振、隔声等的要求;

2 避难层的净高不应低于 2 . 0m。 当避难层兼顾其他功能

时，应根据功能空间的需要来确定净高 。

6. 5.3 有人员正常活动的架空层的净高不应低于 2 . 0m o

6. 6 厕所、卫生闽、盟洗室、浴室和母婴室

6.6.1 厕所、卫生间、盟洗室和浴室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厕所、卫生间、盟洗室和浴室应根据功能合理布置，位

置选择应方便使用、相对隐蔽，并应避免所产生的气味、 i朝气、

噪声等影响或干扰其他房间 。 室内公共厕所的服务半径应满足不

同类型建筑的使用要求，不宜超过 50.0m 。

2 在食品加工与贮存、医药及其原材料生产与贮存、生活

供水、电气、档案、文物等有严格卫生、安全要求房间的直接上

层，不应布置厕所、卫生间、盟洗室、浴室等有水房间;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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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医疗用房等有较高卫生要求用房的直接上层，应避免布置厕

所、卫生间、盟洗室、浴室等有水房间，否则应采取同层排水和

严格的防水措施。

3 除本套住宅外，住宅卫生间不应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

起居室、厨房和餐厅的直接上层。

6.6.2 卫生器具配置的数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设计标准的

规定。 男女厕位的比例应根据使用特点、使用人数确定。 在男女

使用人数基本均衡时，男厕厕位(含大、小便器)与女厕厕位数

量的比例宜为 1:1~ 1 : 1. 5; 在商场、体育场馆、学校、观演建

筑、交通建筑、公园等场所 . 厕位数量比不宜小于 1 : 1. 5~1 : 2 。

6.6.3 厕所、卫生间、盟洗室和浴室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厕所、卫生间、盟洗室和浴室的平面设计应合理布置卫

生洁具及其使用空间，管道布置应相对集中、隐蔽。 有无障碍要

求的卫生间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无障碍设计标准的规定。

2 公共厕所、公共浴室应防止视线干扰，宜分设前室。

3 公共厕所宜设置独立的清洁间 。

4 公共活动场所宜设置独立的无性别厕所，且同时设置成

人和儿童使用的卫生洁具。 无性别厕所可兼做无障碍厕所。

6.6.4 厕所和浴室隔间的平面尺寸应根据使用特点合理确定，

并不应小于表 6.6.4 的规定 。 交通客运站和大中型商店等建筑物

的公共厕所，宜力J]设婴儿尿布台和1儿童固定座椅。交通客运站厕

位隔间应考虑行李放置空间，其进深尺寸宜加大 0. 2m，便于放

置行李。 儿童使用的卫生器具应符合幼儿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 元

障碍专用浴室隔间的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

范 )) GB 50763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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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4 厕所和浴室隔 l司的平面尺寸

类封IJ

外开门的厕所隔间

平而尺寸 (宽度 m X ì深度(11)

o. 9x J. 2 ( 蹲使*~)

0. 9 X 1. 3 (坐便器 )



续表 6. 6. 4 

类别 平面尺寸(宽度 m X 深度 m)

内开门的厕所隔间
0. 9 X 1. 4 (蹲便器 )

0. 9 X 1. 5 (坐便器 )

医院患者专用厕所隔间

(外开门)
1. 1 X 1. 5 (门问应能里外开启)

元障碍厕所隔问(夕阳'门) 1. 5 X 2. 0 (不应小于 1. 0 X 1. 8)

外开门淋浴|同间 1. 0 X J. 2 (或J. I X J. ll

内设更衣凳的淋消隔问 1. 0 X ( 1. 0+ 0. 6) 

6.6.5 卫生设备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洗手盆或盟洗槽水嘴中心与侧墙面净距不应小于 O. 55m;

居住建筑洗手盆水嘴中心与侧墙面净距不应小于 O.35m 。

2 并列洗手盆或盟洗槽水嘴中心间距不应小于 O. 7m o

3 单侧并列洗手盆或盟洗槽外沿至对面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1. 25m; 居住建筑洗手盆外沿至对面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O. 6m 。

4 双侧并列洗手盆或盟洗槽外沿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 8m o 

5 并列小便器的中心距离不应小于 O.7m，小便器之间宜加

隔板 ， 小便器中心距侧墙或隔板的距离不应小于 O. 35m，小便器

上方宜设置搁物台 。

6 单侧厕所隔间至对面洗手盆或盟洗槽的距离，当采用内

开门时，不应小于1. 3m ; 当采用外开门时， 不应小于1. 5m。

7 单侧厕所隔间至对面墙面的净距，当采用内开门时不应

小于 1. 1m ， 当采用外开门时不应小于 1. 3m; 双侧厕所隔间之间

的净距， 当采用内开门时不应小于 1. 1m，当采用外开门时不应

小于 1. 3m 。

8 单侧厕所隔间至对面小便器或小便槽的外沿的净距，当

采用内开门时不应小于1. 1m，当采用外开门时不应小于1. 3m; 

小便器或小便槽双侧布置时，外沿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 .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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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器的进深最小尺寸为 350mm) 。

9 浴盆长边至对面墙面的净距不应小于 0. 6 5 m; 无障碍盆

浴间短边净宽度不应小于 2. 0m，并应在浴盆一端设置方便进入

和使用的坐台，其深度不应小于 0.4m o

6.6.6 在交通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站、医院、大中型商店、

博览建筑、公园等公共场所应设置母婴室，办公楼等工作场所的

建筑物内宜设置母婴室 。 母婴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母婴室应为独立房间且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1 0 . Om2
; 

2 母婴室应设置洗手盆、婴儿尿布台及桌椅等必要的

家具 ;

3 母婴室的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铺装 。

6.7 台阶、坡道和栏杆

6.7.1 台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公共建筑室内外台阶踏步宽度不宜小于 0. 3m，踏步高度

不宜大于 0.1 5m，且不宜小于 O. lm;

2 踏步应采取防滑措施;

3 室内台阶踏步数不宜少于 2 级，当高差不足 2 级时，宜

按坡道设置;

4 台阶总高度超过 0. 7m 时，应在 |陆空面采取防护设施;

5 阶梯教室、体育场馆和影剧院观众厅纵走道的台阶设置

应符合同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6.7.2 坡道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坡道坡度不宜大于 1 : 8 ，室外坡道坡度不宜大于

1 : 10; 

2 当室内坡道水平投影长度超过 1 5 . 0m 时， 宜设休息平

台，平台宽度应根据使用功能或设备尺寸所需缓冲空间而定;

3 坡道应采取防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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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坡道总高度超过 0. 7m 时， 应在临空面采取防护设施 ;

5 供轮椅使用的坡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规



范 )) 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6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使用的坡道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车

库建筑设计规范 )) JGJ 100 的有关规定 。

6.7.3 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面及室外楼梯

等11伍空处应设置防护栏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应能承受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B 50009 及其他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规定的水平荷载。

2 当 临 空 高度在 24 . 0m 以下时，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1. 05m; 当临 空高度在 24.0m 及以上时，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1. 1m 。 上人屋面和交通、商业、旅馆、医院、学校等建筑临开

敞中庭的栏杆高度不应小于1. 2m o 

3 栏杆高度应从所在楼地面或屋面至栏杆扶手顶面垂直高

度计算，当底面有宽度大于或等于 0.22m，且高度低于或等于

0 . 45rn 的可踏部位时，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 。

4 公共场所栏杆离地面 0.1m 高度范围内不宜留空 。

6.7.4 住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及其他少年儿童专用活

动场所的栏杆必须采取防止攀爬的构造。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

时，其杆件;争间距不应大于 O.llm。

6.8 楼梯

6.8.1 楼梯的数量、位置、梯段净宽和楼梯间形式应满足使用

方便和安全疏散的要求。

6.8.2 当一侧有扶于时，梯段净宽应为墙体装饰面至扶手中心

线的水平距离，当双侧有扶手时，梯段净宽应为两侧扶手中心线

之间的水平距离 。 当有凸出物时，梯段净宽应从凸出物表面

算起。

6.8.3 梯段净宽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及国家现行相关专用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外，供日常

主要交通用的楼梯的梯段净宽应根据建筑物使用特征，按每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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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宽度为 o. 55m+ (O~O . 15)m 的人流股数确定，并不应少于

两股人流。 (O~o . 1 5)m 为人流在行进中人体的摆幅，公共建筑

人流众多的场所应取上限值。

6.8.4 当梯段改变方向时，扶手转向端处的平台最小宽度不应

小于梯段净宽，并不得小于1. 2m。当有搬运大型物件需要时，

应适量加宽。 直跑楼梯的中间平台宽度不应小于 0. 9m。

6.8.5 每个梯段的踏步级数不应少于 3 级， 且不应超过 1 8 级 。

6.8.6 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争高不应小于 2.0m，梯段

;争高不应小于 2.2m。

注 :才开，;段 i争高为自踏步前缘 (包括每个梯段最低和最高一级踏步前'缘

线以外 O. 3m 范围内)量至上方突出物下缘间的垂直高度 。

6.8.7 楼梯应至少于一侧设扶手，梯段净宽达三股人流时应两

侧设扶手，达四股人流时宜加设中间扶手 。

6.8.8 室内楼梯扶手高度自踏步前缘线量起不宜小子 O. 9m。楼

梯水平栏杆或栏板长度大于 O. 5m 时，其高度不应小于 1. 05m o
6.8.9 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及其他少年儿童专用活动场

所，当楼梯井;争宽大于 0.2m 肘，必须采取防止少年儿童坠落的

措施。

6.8.10 楼梯踏步的宽度和高度应符合表 6. 8. 1 0 的规定 。

表 6.8. 10 楼梯踏步最小宽度和最大高度 (m)

牛妻柏:类í)lJ 最小宽度 最大高度

住宅公共楼梯 o. 260 。 1 75

住宅楼梯
住宅套内楼梯 o. 220 0.200 

小学宿舍楼梯 O. 260 。 1 50

宿舍楼梯
其他宿舍楼梯 O. 270 O. 165 

住宅建筑楼梯 O. 300 O. 150 
老句人建筑楼梯

公共建筑楼梯 O. 320 0.1 30 

托儿所、幼儿园楼梯 O. 260 。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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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 8 . 10 

楼梯类别 最小宽度 最大高度

小学校楼梯 O. 260 O. 150 

人员密集且竖向交通繁忙的建筑和大、
0.280 。 1 6 5

中学校楼梯

其他建筑楼梯 O. 260 0.175 

超高层建筑核心筒内楼梯 0.250 O. J80 

检修及内部服务楼梯 0.220 0.200 

注:螺旋楼梯和扇J~踏步离内侧扶手中心 0. 250m 处的踏步宽度不应;J、于 0.220m ，

6. 8.11 梯段内每个踏步高度、宽度应一致，相邻梯段的踏步高

度、宽度宜一致。

6.8. 12 当同一建筑地上 、 地下为不同使用功能时，楼梯踏步高

度和宽度可分别按本标准表 6 . 8. 10 的规定执行。

6.8.13 踏步应采取防滑措施。

6.8.14 当专用建筑设计标准对楼梯有明确规定时，应按国家现

行专用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执行。

6. 9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6.9.1 电梯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梯不应作为安全出口 ;

2 电梯台数和规格应经计算后确定并满足建筑的使用特点

和要求 :

3 高层公共建筑和高层宿舍建筑的电梯台数不宜少于 2 台，

1 2 层及 12 层以上的住宅建筑的电梯台数不应少于 2 台，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 >> GB 50096 的规定;

4 电梯的设置，单侧排列时不宜超过. 4 台，双侧排列时不

宜超过 2 排X 4 台 ;

5 高层建筑电梯分区服务时，每服务区的电梯单侧排列时

不宜超过 4 台，双侧排列时'不宜超过 2 排 X 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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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建筑设有电梯目的地选层控制系统时，电梯单侧排列

或双侧排列的数量可超出本条第 4 款、第 5 款的规定合理设置;

7 电梯候梯厅的深度应符合表 6. 9 .1 的规定;

表 6. 9.1 候梯厅深度

电梯类另IJ 布!~[方式 {庆梯厅深度

i在fT 二?-B . J3.;;?: 1. 5m 

住宅电梯 多有ì l在侧忡列 二:;:BIll<l x ' 且;;?: 1. 8m 

多 fT双如!I阴阳。 二三相对电梯 β111<IX之和 . 且<3 . 5m

单 f守 二三 1. 5β，且二主 1. 8m

公共建筑;电梯 多台单侧排列
二三 1. 5βnlflx ' 且注2 . 0m

当电梯群为 4 台 IH应注2 . <1 m 

多台双侧排列 二主相对电析lH川之和 . 且<4. 5m

单台 关 1. 四

病j水电梯 多台单侧排列 二::: 1. 5 J3nlllx 

多台双侧排列 二E相对电梯 Hrnax之和

注 /3 为轿厢深度 ， Bmax为电梯群中最大轿厢深度 。

8 电梯不应在转角处贴邻布置，且电梯井不宜被楼梯环绕

设置;

9 电梯井道和机房不宜与有安静要求的用房贴邻布置，否

则应采取隔振、隔声措施;

10 电梯机房应有隔热、通风、防尘等措施，宜有自然采光，

不得将机房顶板作水箱底板及在机房内直接穿越水管或蒸汽管;

11 消防电梯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 

12 专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使用的建筑，其乘客电梯应设置监

控系统，梯门宜装可视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

规范 )) 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6.9.2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不应作为安全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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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入口畅通区的宽度从扶于带端部算起不应小于 2. 5m ，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其畅通区宽度不宜小于 3.5m。

3 扶梯与楼层地板开口部位之间应设防护栏杆或栏板。

4 栏板应平整、光滑和无突出物 ; 扶手带顶面距自动扶梯

前缘、自动人行道踏板面或胶带面的垂直高度不应小于 0.9m 。

5 扶手带中心线与平行墙面或楼板开口边缘间的距离:当

相邻平行交叉设置时，两梯(道)之间扶手带中心线的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 0. 5m，否则应采取措施防止障碍物引起人员伤害 。

6 自动扶梯的梯级、自动人行道的踏板或胶带上空，垂直

净高不应小于 2. 3m o

7 自动扶梯的倾斜角不直超过 30
0

，额定速度不宜大于

0. 75m/s; 当提升高度不超过 6 . 0m，倾斜角小于等于 35
0

时，额

定速度不宜大于 0. 5m/s ; 当自 动扶梯速度大于 0. 65m/s 时，在

其端部应有不小于1. 6m 的水平移动距离作为导向行程段。

8 倾斜式自动人行道的倾斜角不应超过 12
0

，额定速度不

应大于 0. 75m/s 。 当踏板的宽度不大于1. 1m，并且在两端出人

口踏板或胶带进入梳齿板之前的水平距离不小于1. 6m 时，自动

人行道的最大额定速度可达到 0. 9m/ s 。

9 当自动扶梯和层间相通的自动人行道单向设置时，应就

近布置相匹配的楼梯。

10 设置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所形成的上下层贯通空间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有规定 。

11 当自动扶梯或倾斜式自动人行道呈剪刀状相对布置时 ，

以及与楼板、梁开口部位侧边交错部位，应在产生的锐角口前部

1. 0m 范围内设置防夹、防剪的预警阻梢设施 。

12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宜根据负载状态(元人、少人、

多数人、载满人)自动调节为低速或全速的运行方式 。

6. 10 墙身和变形缝

6.10.1 墙身应根据其在建筑物中的位置、作用和受力状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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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厚度、材料及构造做法，材料的选择应因地制直。

6.10.2 外墙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建筑使用要求，采取保温、

隔热、隔声、防火、防水、防潮和防结露等措施， 并应符合国家

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6.10.3 墙身防潮、防渗及防水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砌筑墙体应在室外地面以上、位于室内地面垫层处设置

连续的水平防潮层 ; 室内相邻地面有高差时， 应在高差处墙身贴

邻土壤一侧加设防潮层;

2 室内墙面有防潮要求时， 其迎水面一侧应设防潮层; 室

内墙面有防水要求时， 其迎水面一侧应设防水层;

3 防潮层采用的材料不应影响墙体的整体抗震性能;

4 室 内墙面有防污、防碰等要求时， 应按使用要求设置

墙裙;

5 外窗台应采取防水排水构造措施 ;

6 外墙上空调室外机搁板应组织好冷凝水的排放，并采取

防雨水倒灌及外墙防潮的构造措施。

7 外墙上空调室外机的位置应便于安装和检修 。

6.10. 4 在外墙的洞口、门窗等处应采取防止产生变形裂缝的加

固措施 。

6.10. 5 变形缝包括伸缩缝、沉降缝和抗震缝等 ， 其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变形缝应按设缝的性质和条件设计，使其在产生位移或

变形时不受阻，且不破坏建筑物。

2 根据建筑使用要求，变形缝应分别采取防水、防火、保

泪、隔声、防老化、防腐蚀、防虫害和防脱落等构造措施;

3 变形缝不应穿过厕所、卫生间、盟洗室和l浴室等用水的

房间，也不应穿过配电间等严禁有漏水的房间 。

6. 11 门窗

6. 11. 1 门窗选用应根据建筑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节能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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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综合确定，并应符合同家现行建筑门窗产品标准的规定。

6.11.2 门窗的尺寸应符合模数，门窗的材料、功能和l质量等应

满足使用要求。 门窗的配件应与门窗主体相匹配 ， 并应满足相应

技术要求 。

6.11.3 门窗应满足抗风压、水密性、 气密性等要求，且应综合

考虑安全、采光、节能、通风、防火、隔声等要求。

6. 11. 4 门窗与墙体应连接牢固 . 不同材料的门窗与墙体连接处

应采用相应的密封材料及构造做法。

6. 11. 5 有卫生要求或经常有人员居住、活动房间的外门窗宜设

置纱门、纱窗 。

6.11. 6 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窗扇的开启形式应方便使用、安全和易于维修、清洗;

2 公共走道的窗扇开启时不得影响人员通行，其底面距走

道地面高度不应低于 2. 0m;

3 公共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净高不得低于 0. 8m ，

再则应设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的高度由地面起算不应低

于 0. 8m;

4 居住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净高不得低于 0.9m ，

再则应设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的高度由地面起算不应低

于 0.9m;

5 当防火墙上必须开设窗洞口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执行。

6. 11. 7 当凸窗窗台高度低于或等于 0 . 45m 时，其防护高度从

窗台面起算不应低于 0. 9m ; 当凸窗窗台高度高于 0. 45m 时 . 其

防护高度从窗台而起算不应低于 O.6m 。

6.1 1. 8 天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天窗应采用防破碎伤人的透光材料 ;

2 天窗应有防冷凝7](产生或引?世玲凝水的措施 . 多雪地区

应考虑积雪对天窗的影响;

3 天窗应设置方便开启清洗、维修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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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 9 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门应开启方便、坚固耐用;

2 手动开启的大门扇应有制动装置，推拉门应有防脱轨的

措施;

3 双面弹簧门应在可视高度部分装透明安全玻璃;

4 推拉门、旋转门、电动门、卷帘门、吊门、折叠门不应

作为疏散门;

5 开向疏散走道及楼梯间的门扇开足后，不应影响走道及

楼梯平台的疏散宽度;

6 全玻璃门应选用安全玻璃或采取防护措施，并应设防撞

提示标志 ;

7 门的开启不应跨越变形缝;

8 当设有门斗时，门扇同时开启时两道门的间距不应小于

0.8m; 当有无障碍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

规范 )) GB 50763 的规定 。

6.12 建筑幕墙

6.12.1 建筑幕墙应综合考虑建筑物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环境

及使用功能、高度等因素，合理选择幕墙的形式。

6.12.2 建筑幕墙应根据不同的面板材料，合理选择幕墙结构形

式、配套材料、构造方式等。

6.12.3 建筑幕墙应满足抗风压、水密性、气密性、保温、隔

热 、 隔声、防火、防雷、耐撞击、光学等性能要求，且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6.12.4 建筑幕墙设置的防护设施应符合本标准第 6. 11. 6 条的

规定 。

6.12.5 建筑幕墙工程宜有安装清洗装置的条件。

6. 13 楼地面

6.13.1 地面的基本构造层宜为面层 、 垫层和地基;楼面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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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层宜为面层和楼板。当地面或楼面的基本构造不能满足使用

或构造要求时，可增设结合层、隔离层 、 填充层、找平层、防水

层、防潮层和保温绝热层等其他构造层 。

6.13.2 除有特妹使用要求外 ， 楼地面应满足平整 、 耐磨、不起

尘、环保、防污染、隔声 、 易于清洁等要求，且应具有防滑

性能 。

6.13.3 厕所、浴室、盟洗室等受水或非腐蚀性液体经常浸湿的

楼地面应采取防水、防滑的构造措施，并设排水坡坡向地漏 。 有

防水要求的楼地面应低于相邻楼地面 1 5 . 0mm o 经常有水流淌的

楼地面应设置防水层，宜设门槛等抖71<设施，且应有排水措施，

其楼地面应采用不吸水、易冲洗、防滑的面层材料，并应设置防

水 |隔离层 。

6.13.4 建筑地面应根据需要采取防潮、防基土冻胀或膨胀、防

不均匀沉陷等措施。

6.13. 5 存放食品、食料、种子或药物等的房间 ，其楼地面应采

用符合同家现行相关卫生环保标准的面层材料 。

6.13.6 受较大荷载或有冲击力作用的楼地面， 应根据使用性质

及场所选用由板 、 块材料、?昆凝土等组成的易于修复的刚性构

造，或由粒料、灰士等组成的柔性构造 。

6.13.7 木板楼地面应根据使用要求及材质特性，采取防火、防

腐、防潮、防虹、通风等相应措施。

6. 14 屋面

6.14.1 屋面工程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重要程度及使用功能，

结合工程特点、 气候条件等按不同等级进行防水设防，合理采取

保温、隔热措施。

6.14.2 屋面排水坡度应根据屋顶结构形式、屋面基层类别、 防

水构造形式、材料性能及 当地气候等条件确定，且应符合

表 6 . 14 . 2 的规定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屋面采用结构找坡时不应小于 3% ，采用建筑找坡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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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小于 2% ;

2 瓦屋面坡度大于 100% 以及大风和抗震设防烈度大干 7

度的地区，应采取固定和防止瓦材滑落的措施;

3 卷材防水屋丽檐沟、天沟纵向坡度不应小于 1 % ，金属

屋面集水沟可无坡度;

4 当种植屋面的坡度大于 20%时，应采取固定和防止滑落

的措施 。

表 6.14. 2 屋面的排水坡度

屋而类别 屋而扫lõ;J<披度< % )

平J室而 防水卷材屋顶 二，， 2 、 <5

块瓦 二，，30

瓦l屋丽 t皮m瓦 二;， 20

沥青瓦 二;，20

压型金属板、金属夹芯板 二~5
金属屋丽

单层防水卷材金属屋面 二;，2

乖l' 杖[@.面I 种植屋面 二三2 、 <50 

采光屋而 玻璃采光顶 二三5

6.14. 3 上人屋面应选用耐霉变、拉伸强度高的防水材料。 IÐJ水

层应有保护层，保护层宜采用块材或细石混凝土。

6.14.4 种植屋面结构应计算种植荷载作用，并宜设置植物浇灌

设施 ， 防水层应满足耐根穿刺要求 。

6.14. 5 屋面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排水宜结合气候环境优先采用外排水，严寒地区、

高层建筑、多跨及集水面积较大的屋面宜采用内排水，屋面雨水

管的数量、管径应通过计算确定;

2 当上层屋面雨水管的雨水排至下层屋面时，应有防止水

流冲刷屋面的设施;

3 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宜设置溢流系统，淄流排水口的位置

不得设在建筑 I:L\入口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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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屋面采用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时，应设溢流设施，集

水沟的平面尺寸应满足汇水要求和雨水斗的安装要求，集水沟宽

度不宜小于 300mm，有效深度不宜小于 250mm ， 集水沟分水线

处最小深度不应小于 100mm;

5 屋面雨水天沟、檐沟不得跨越变形缝和防火墙;

6 屋丽雨水系统不得和阳台雨水系统共用管道 。 屋面雨水

管应设在公共部位，不得在住宅套内穿越 。

6.14.6 屋面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置保温隔热层的屋面应进行热工验算，应采取防结露、

防蒸汽渗透等技术措施，且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 >> GB 500 1 6 的相关规定;

2 当屋面坡度较大时，应采取固定加强和防止屋面系统各

个构造层及材料滑落的措施;

3 强风地区的金属屋面和异形金属屋面 . 应在边区、角区、

檐口、 屋脊及屋面形态变化处采取构造加强措施;

4 采用架空隔热层的屋面，架空隔热层的高度应按照屋面

的宽度或坡度的大小变化确定，架空隔热层不得堵塞 ;

5 屋面应设上人检修口;当屋面无楼梯通达，并低于 10m

时，可设外墙爬梯，并应有安全防护和防止儿童攀爬的措施;大

型屋面及异形屋面的上屋面检修口宜多于 2 个;

6 闷顶应设通风口和l通向闷顶的检修人孔，闷顶内应设防

火分|嘀;

7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坡屋面，檐口部位应采取防止冰雪融

化下坠和冰坝形成等措施;

8 天沟、天窗、檐沟 、 檐口、雨水管、泛水、变形缝和l伸

出屋面管道等处应采取与工程特点相适应的防水加强构造措施，

并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6. 15 吊顶

6.15.1 室外吊顶应根据建筑性质、高度及工程所在地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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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环境等条件合理选择吊顶的材料及形式。 吊顶构造应满足

安全、防火、抗震、抗风、耐候、防腐蚀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室

外吊顶应有抗风揭的加强措施。

6.15.2 室内吊顶应根据使用空间功能特点、高度、环境等条件

合理选择吊顶的材料及形式。吊顶构造应满足安全、防火、抗

震、防潮、防腐蚀、吸声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6.15.3 室外吊顶与室内吊顶交界处应有保温或隔热措施，且应

符合同家现行建筑节能标准的相关规定 。

6.15.4 吊顶与主体结构的吊挂应有安全构造措施， 重物或有振

动等的设备应直接吊挂在建筑承重结构上，并应进行结构计算，

满足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吊杆长度大于1. 5m 时，宜设钢结

构支撑架或反支撑。

6.15.5 吊顶系统不得吊挂在吊顶内的设备管线或设施上。

6.15.6 管线较多的吊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合理安排各种设备管线或设施，并应符合国家现行防火 、

安全及相关专业标准的规定;

2 上人吊顶应满足人行及检修荷载的要求，并应留有检修

空间，根据需要应设置检修道(马道)和便于进出人吊顶的

人孔;

3 不上人吊顶宜采用便于拆卸的装配式吊顶板或在需要的

位置设检修孔 。

6.15.7 当吊顶内敷设有水管线时，应采取防止产生冷凝水的

措施。

6.15.8 潮湿房间或环境的吊顶，应采用防水或防潮材料和防

结露、滴水及排放冷凝水的措施;钢筋?昆凝土顶板宜采用现

浇板 。

6.16 管道井、烟道和通凤道

6.16.1 管道井、烟道和通风道应用非燃烧体材料制作，且应分

别独立设置，不得共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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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2 管道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安全、防火和卫生等方面互有影响的管线不应敷设在

同一管道井内 。

2 管道井的断面尺寸应满足管道安装、检修所需空间的要

求。 当井内设置壁装设备时，井壁应满足承重、安装要求。

3 管道井壁、检修门、管井开洞的封堵做法等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的有关规定 。

4 管道井宜在每层临公共区域的一侧设检修门，检修门门

槛或井内楼地面宜高出本层楼地面，且不应小于 O. lm。

5 电气管线使用的管道井不宜与厕所、卫生间、盟洗室和

浴室等经常积水的潮湿场所贴邻设置。

6 弱电管线与强电管线宜分别设置管道井。

7 设有电气设备的管道井 ， 其内部环境应保证设备正常

运行。

6.16.3 进风道、排风道和烟道的断面、 形状、尺寸和内壁应有

利于进风、排风、排烟(气)通畅，防止产生阻滞 、 涡流、窜

烟、漏气和倒灌等现象 。

6.16. 4 自 然排放的烟道和排风道宜伸出屋面， 同时应避开门窗

和进风口 。 伸出高度应有利于烟气扩散， 并应根据屋面形式、 排

出口周围遮挡物的高度、距离和积雪深度确定，伸出平屋面的高

度不得小于 0. 6m o 伸出坡屋面的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烟道或排风道中心线距屋脊的水平面投影距离小于

1. 5m 时，应高出屋脊 0.6m;

2 当烟道或排风道中心线距屋脊的水平面投影距离为1. 5m~ 

3 . 0m 时， 应高于屋脊 ， 且伸出屋面高度不得小于 0. 6m ;

3 当烟道或排风道中心线距屋脊的水平面投影距离大于

3 . 0m 时，可适当低于屋脊，但其顶部与屋脊的连线同水平线之

间的夹角不应大于 10
0

，且伸出屋面高度不得小于 0. 6m o

6.16.5 烟道和排风道的设置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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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室内外装修

6.17.1 室内外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室内外装修不应影响建筑物结构的安全性。 当既有建筑

改造时，应进行可靠性鉴定，根据鉴定结果进行加固 。

2 装修工程应根据使用功能等要求，采用节能、环保型装

修材料，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6.17.2 室内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室内装修不得遮挡消防设施标志、疏散指示标志及安全

出口，并不得影响消防设施和疏散通道的正常使用;

2 既有建筑重新装修时 . 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设备管线

系统，且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 室内装修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 GB 50325 的相关要求 。

6.17.3 外墙装修材料或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必须安全牢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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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 内环境

7.1 光环境

7. 1. 1 建筑中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 GB 50033 的规定 。

7. 1. 2 居住建筑的卧室和起居室(厅)、医疗建筑的一般病房的

采光不应低于采光等级N级的采光系数标准值，教育建筑的普通

教室的采光不应低于采光等级田级的采光系数标准值，且应进行

采光计算 。 采光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满足采光系数标准要求，

当一套住宅中居住空间总数超过 4 个时，其中应有 2 个及以上满

足采光系数标准要求 ;

2 老年人居住建筑和幼儿同的主要功能房间应有不小于

75 %的面积满足采光系数标准要求。

7. 1. 3 有效采光窗面积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侧面采光时，民用建筑采光口离地面高度 O.7 5m 以下的

部分不应计入有效采光面积;

2 侧窗采光口上部的挑檐、装饰板、防火通道及阳台等外

部遮挡物在采光计算时，应按实际遮挡参与计算。

7. 1. 4 建筑照明的数量和质量指标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 )) GB 50034 的规定 。 各场所的照明评价指标应符

合表 7. 1. 4 的规定 。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毯筑

通用房间或场所

表 7 . 1.-l 各场所的照明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l限度、!l~包111数

!!(!jJ[、! !创立均匀皮、统一 11主)'(; 口气 、!政包指敛

43 



续表 7. 1. 4 

建筑类型 评价指标

博物馆建筑 n~皮、 '1~度均匀皮、统一l炫光值、显色指数、年曝光盘

体育建筑
水平!!~度、垂直照皮、!!~度均匀度、眩)'(:.指数、显色指

数 、 色温

7.2 通凤

7.2.1 建筑物应根据使用功能和室内环境要求设置与室外空气

直接流通的外窗或洞口; 当不能设置外窗和洞口时，应另设置通

风设施 。

7.2.2 采用直接自然通风的空间，通风开口有效面积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生活、工作的房间的通风开口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

地面面积的1/20;

2 厨房的通风开口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 1 0 ，并不得小于 O. 6m2
; 

3 进出风开口的位置应避免设在通风不良区域，且应避免

进出风开口气流短路。

7.2.3 严寒地区居住建筑中的厨房、厕所、卫生间应设自然通

风道或通风换气设施。

7.2. 4 厨房、卫生间的门的下方应设进风阳定百叶或留进风

缝隙。

7.2.5 自然通风道或通风换气装置的位置不应设于门附近。

7.2.6 元外窗的浴室、厕所 、 卫生间应设机械通风换气设施 。

7.2.7 建筑内的公共卫生间宜设置机械排风系统。

7.3 热湿环境

7.3.1 需要夏季防热的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夏季隔热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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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7 6 和国家现行相关节能标准的

规定;

2 应采取绿化环境、组织有效自然通风、外围护结构隔热

和设置建筑遮阳等综合措施;

3 建筑物的东、西向窗户及采光顶应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

且采光顶宜能通风散热。

7.3. 2 设置空气调节的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置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房间应相对集中布置 ;

2 空气调节房间的外窗应有良好的气密性 。

7. 3. 3 需要冬季保温的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物宜布置在向阳、日照遮挡少、避风的地段;

2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建筑物应降低体形系数、减少外表

面积;

3 围护结构应采取保温措施，保温设计应符合现行同家标

准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 76 手11 同家现行相关节能标

准的规定;

4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建筑物不应设置开敞的楼梯间和外廊;

严寒地区出人口应设门斗或采取其他防寒措施，寒冷地区出入口

宜设门斗或采取其他防寒措施。

7.3.4 冬季 日照时数多的地区，建筑宜设置被动式太阳能利用

措施。

7. 3. 5 夏热冬冷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建筑

的室内地面应采取防泛潮措施 。

7. 3.6 供暖建筑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 1 76 采取建筑物防潮措施 。

7.4 声环境

7. 4.1 民用建筑各类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允许噪声级 、 围护结

构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 的空气声隔声标准以及楼板的撞

击声隔声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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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 11 8 的规定 。

7.4.2 民用建筑的隔声喊噪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民用建筑隔声减噪设计，应根据建筑室外环境噪声状况、

建筑物内部噪声惊分布状况及室内允许l噪声级的需求，确定其防

噪措施和设计其相应隔声性能的建筑围护结构 。

2 不宜将有噪声和振动的设备用房设在噪声敏感房间的直

接上、下层或贴邻布置;当其设在同一楼层时，应分区布置。

3 当安静要求较高的房间内设置吊顶时 ， 应将隔墙砌至梁、

板底面。 当采用轻质隔墙时，其隔声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隔

声标准的规定。

4 墙上的施工留洞或剪力墙抗震设计所开洞口的封堵，应

采用满足对应隔声要求的材料和构造。

5 电梯井道和机房不宜与有安静要求的用房贴邻布置，否

则应采取隔振、隔声措施。

6 高层建筑的外门窗、外遮阳构件等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风啸声的发生。

7.4.3 民用建筑内的建筑设备隔振降噪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民用建筑内产生噪声与振动的建筑设备宜选用低噪声产

品，且应设置在对噪声敏感房间干扰较小的位置。当产生噪声与

振动的建筑设备可能对噪声敏感房间产生噪声干扰时，应采取有

效的隔振、隔声措施。

2 与产生噪声与振动的建筑设备相连接的各类管道应采取

软管连接、设置弹性支吊架等措施控制振动和固体噪声沿管道传

播。 并应采取控制流速、设置消声器等综合措施降低随管道传播

的机械辐射噪声和|气流再生噪声。

3 当各类管道穿越噪声敏感房间的墙体和楼板时，孔洞周

边应采取密封隔声措施;当在噪声敏感房间内的墙体上设置嵌入

墙内对墙体隔声性能有显著降低的配套构件时，不得背对背布

置，应相互错开位置，并应对所开的洞(槽) 采取有效的隔声封

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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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柴油发电机房应采取机组消声及机房隔声综合治理措施。

冷冻机房、换热站泵房、水泵房应有隔振防噪措施 。

7.4.5 音乐厅、剧院、电影院 、 多用途厅堂、体育场馆、航站

楼及各类交通客运站等有特殊声学要求的重要建筑，宜根据功能

定位和使用要求，进行建筑声学和扩声系统专项设计。

7.4.6 人员密集的室内场所，应进行减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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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

8. J ~合水排水

8. 1. 1 建筑给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采用节水型低噪声卫生器具和水嘴;

2 当分户计量时， 宜在公共区域外设水表箱或水表间 。

8. 1. 2 生活饮用水水池(箱)、供水泵房等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水池(箱)体应采用独立结构形

式，不得利用建筑物的本体结构作为水池(箱)的壁板、底板及

顶盖; 与其他用水水池(箱)并列设置时，应有各自独立的分

隔墙;

2 埋地生活饮用水贮水池周围 10 . 0m 以内，不得有化粪

池、污水处理构筑物、渗水井、垃圾堆放点等污染源， 周围

2 . 0m 以内不得有污水管和污染物;

3 生活饮用水水池(箱)的材质、衬砌材料和内壁涂料不

得影响水质;

4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水池(箱)宜设在专用房间内，

其直接上层不应有厕所、浴室、盟洗室、厨房、厨房废水收集处

理间、 污水处理机房、污水泵房、洗衣房、垃圾间及其他产生污

染源的房间，且不应与上述房间相毗邻 ;

5 泵房内地面应设防水层;

6 生活给水泵房内的环境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卫生标准的

要求。

8. 1. 3 生活热水的热源应遵循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利用太阳能，

新建建筑太阳能集热器的设置必须与建筑设计一体化 。

8. 1. 4 当采用同层排水时，卫生间的地坪和结构楼板均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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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防水措施。

8. 1. 5 给水排水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给水排水管道不应穿过变配电房、电梯机房、智能化系

统机房、音像库房等遇水会损坏设备和引发事故的房间，以及博

物馆类建筑的藏品库房、档案馆类建筑的档案库区、图书馆类建

筑的书库等 ; 并应避免在生产设备、遇7j(会引起爆炸燃烧的原料

和产品、配电柜上方通过;

2 排水横管不得穿越食品、药品及其原料的加工及贮藏部

位，并不得穿越生活饮用水水池(箱)的正上方 ;

3 排水管道不得穿过结构变形缝等部位，当必须穿过时，

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 ;

4 排水管道不得穿越客房、病房和住宅的卧室、书房、客

厅、餐厅等对卫生、安静有较高要求的房间;

5 生活饮用水管道严禁穿过毒物污染区 。 当通过有腐蚀性

区域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8. 1. 6 化粪池距离地下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 30 . 0m。 化粪池池

外壁距建筑物外墙不直小于 5.0m，并不得影响建筑物基础 。

8. 1. 7 污水处理站、中水处理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小区污水处理站、中水处理站宜布置在基地主导风

向的下风向处，且宜在地下独立设置。 以生活污水为原水的地面

处理站与公共建筑和住宅的距离不宜小于 ] 5 . 0m 。

2 建筑物内的中水处理站宜设在建筑物的最底层，建筑群

(组团)的中水处理站宜设在其中心位置建筑的地下室或裙房内 。

8. 1. 8 室内消火栓应设置在明显易于取用及便于火灾扑救的位

置 。 消火栓箱暗装在防火墙或承重墙上时，应采取不能减弱本墙

体耐火等级的技术措施。

8. 1. 9 消防水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水池可室外埋地设置、露天设置或在建筑内设置，

并靠近消防泵房或与泵房同一房间，且池底标高应高于或等于消

防泵房的地面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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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防用水等非生活饮用水水池的池体宜根据结构要求与

建筑物本体结构脱开，采用独立结构形式。 钢筋混凝土水池，其

池壁、底板及顶板应做防水处理，且内表面应光滑易于清洗。

8. 1. 10 消防水泵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应设置在地下 3 层及以下，或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

地坪高差大于 1 0 . 0m 的地下楼层;

2 消防水泵房应采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

3 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

8. 1. 11 高位消防水箱设置应符合下歹IJ规定 :

1 7](箱最低有效水位应高于其所服务的水灭火设施 ;

2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消防水箱应设在房间内，且应保证其

不冻结。

8. 1. 12 设置气体灭火系统的房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围护结构及门窗的耐火极限不宜低于 o. 仙，吊顶的耐火

极限不宜低于 O . 25h;

2 围护结构及门窗的允许压强不宜小于1. 2kPa ; 

3 围护结构上应设置泄压口，泄压口应开向室外或公共走

道，泄压口下沿应位于房间净高 2/3 以上的位置， 泄压口面积应

经计算确定 ;

4 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并应能自动关闭 。

8. 1. 13 冷却塔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气流宜通畅，温热空气回流影响小，且应布置在建筑物

的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

2 冷却塔不应布置在热源、废气和烟气排放口 附近，不宜

布置在高大建筑物中间的狭长地带上;

3 冷却塔与相邻建筑物之间的距离，除满足塔的通风要求

外，还应考虑噪声、飘水等对建筑物的影响 。

8. 1. 14 燃油(气)热水机组机房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机房宜与其他建筑物分离独立设置。 当设在建筑物内时，

不应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下层或贴邻部位，应布置在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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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部位，其疏散门应直通安全出 口 。 在外墙开口部位的上方 ， 应

设置宽度不小于l. Om 的不燃烧体防火挑檐。

2 机房顶部及墙面应做隔声处理，地面应做防水处理 。

8.2 暖通空调

8.2.1 设有供暖系统的民用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按城市热力规划、气候、建筑功能要求确定供暖热源、

系统和运行方式;

2 独立设置的区域锅炉房宜靠近最大负荷区域，应防止燃

料运输、存放、 l噪声、污染物排放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 热媒输配管道系统的公共阀门、仪表等，应设在公共空

间并可随时进行调节、检修、更换、抄表;

4 室内供暖、室外热力管道用管沟或管廊应在适当位置留

出膨胀弯或补偿器空间;当供暖管道穿墙或楼板无法计算管道膨

胀量，且没有补偿措施时，洞口应采用柔性封堵 ;

5 供暖系统的热力入口应设在专用房间内;

6 当室内采用地面埋管供暖系统时， 层高应满足地面构造

做法的要求 。

8.2.2 设有机械通风系统的民用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新风采集口应设置在室外空气清新、洁净的位置或地点;

废气及室外设备的出风口应高于人员经常停留或通行的高度;有

毒、有吉气体应经处理达标后向室外高空排放 ; 与地下供l匮管

沟、地下室开敞空间或室外相通的共用通风道底部，应设有防止

小动物进入的筐网;

2 通风机房、吊装设备及暗装通风管道系统的调节阀、检

修口、清扫口应满足运行时操作和检修的要求;

3 贮存易燃易爆物质、有防疫卫生要求及散发有毒有害物

质或气体的房间，应单独设置排风系统，并按环保规定处理达标

后向室外高空排放;

4 事故排风系统的室外排风口不应布置在人员经常停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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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的地点以及邻近窗口、天窗、出人口等位置;且排风口与进

风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 . 0m，存则宜高出 6. 0m 以上 ;

5 除事故风机、消防用风机外，室外露天安装的通风机应

避免运行噪声及振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必要时应采取可靠的防

护和消声隔振措施;

6 餐饮厨房的排风应处理达标后向室外高空排放。

8.2.3 设有空气调节系统的民用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按建筑物规模、用途、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

价格以及我国节能减排、环保政策等选用空调冷热源、系统及运

行方式;

2 层高或吊顶、架空地板高度应满足空调设备及管道的安

装、清扫和检修要求;

3 风冷室外机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的位置;水冷设备既要通

风良好，又要避免飘水对行人或环境的不利影响，靠近外窗时应

采取防雾、防噪声干扰等措施;

4 空调管道的热膨胀、暗装设备检修等应分别符合本标准

第 8.2 . 1 条、第 8 . 2. 2 条的相关规定;

5 空调机房应邻近所服务的空调区，机房面积矛j]净高应满

足设备、风管安装的要求，并应满足常年清理、检修的要求 。

8.2. 4 既有建筑加装暖通空调设备不得危害结构安全，室外设

备不应危及邻居或行人。

8.2.5 玲热源站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预留大型设备的搬运通道及条件 ; 吊装设施应安装在

高度 、 承载力满足要求的位置;

2 主机房宜采用水泥地面，主机基座周边宜设排水明沟;

3 设备周围及上部应留有通行及检修空间;

4 多台主机联合运行的站房应设置集中控制室，控制室应

采用隔声门，锅炉房控制室应采用具有抗爆能力且固定的观

察窗 。

8.2.6 燃油(燃气)锅炉或设备用房应设在便于燃料储存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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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且能与室外保持足够通风量的位置，不应靠近或危及人员密

集的空间，且人员逃生、泄爆、排水、排汽等防护措施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锅炉房设计规范 >> GB 5004 1 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 GB 5 0016 的规定 。

8 . 3 建筑 电气

8.3.1 民用建筑物内设置的变电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变电所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宜接近用电负荷中心;

2) 应方便进出线;

3 ) 应方便设备吊装运输;

4) 不应在厕所、卫生间、盟洗室、浴室、厨房或其他蓄

水、 经常积水场所的直接下一层设置，且不直与上述

场所相贴邻，当贴邻设置时应采取防水措施;

5 ) 变压器室、高压配电室、电容器室，不应在教室、居

室的直接上、下层及贴邻处设置;当变电所的直接上、

下层及贴邻处设置病房、客房、 办公室、智能化系统

机房时，应采取屏蔽、降噪等措施 。

2 地上高压配电室宜设不能开启的自然采光窗，其窗距室

外地坪不宜低于1. 8m ; 地上低压配电室可设能开启的不临街的

自然采光通风窗，其窗应按本条第 7 款做防护措施。

3 变电所宜设在一个防火分区内 。 当在一个防火分区内设

置的变电所，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0m2时，至少应设置 1 个直接

通向疏散走道 (安全出口)或室外的疏散门;当建筑面积大于

200 . 0m2时，至少应设置 2 个直接通向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或

室外的疏散门; 当变电所长度大于 60 . 0m 时，至少应设置 3 个

直接通向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或室外的疏散门 。

4 当变电所内设置值班室时，值班室应设置直接通向室外

或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的疏散门 。

5 当变电所设置 2 个及以上疏散门时，疏散门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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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小于 5 . 0m，且不应大于 40 . 0m 。

6 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的出人口 门应向外开启 。

同一个防火分区内的变电所，其内部相通的门应为不燃材料制作

的双向弹簧门 。 当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长度大于 7 . 0m

时，至少应设 2 个出入口门 。

7 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等应设置防雨雪和小动物

从采光窗、通风窗、门、电缆沟等进入室内的设施 。

8 变电所地面或门槛宜高出所在楼层楼地面不小于 O . lm。

如果设在地T层，其地面或门槛宜高出所在楼层楼地面不小于

0. 15m 。 变电所的电缆夹层、电缆沟和电缆室应采取防水、排水

措施。

8.3.2 变电所防火门的级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变电所直接通向疏散走道 (安全出口 )的疏散门，以及

变电所直接通向非变电所区域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2 变电所直接通向室外的疏散门， 应为不低于丙级的防

火门 。

8.3.3 柴油发电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柴油发电机房的设置应符合本标准第 8.3.1 条的规定 。

2 柴油发电机房宜设有发电机间、控制及配电室、储油间、

备件贮藏问等，设计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上述房间进行合并或

增减 。

3 当发电机间、控制及配电室长度大于 7.0m 时， 至少应

设 2 个出人口门 。 其中一个门及通道的大小应满足运输机组的需

要，否则应预留运输条件。

4 发电机间的门应向外开启 。 发电机间与控制及配电室之

间的门和观察窗应采取防火措施，门应开向发电机间 。

5 柴油发电机房宜靠近变电所设置，当贴邻变电所设置时，

应采用防火墙隔开。

6 当柴油发电机房设在地下时，宜贴邻建筑外围护墙体或

顶板布置，机房的送、排风管(井)道和排烟官; (井)道应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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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 。 室外排炯管(井) 的口部下缘距地面高度不'白:小于 2 . 0m o

7 柴油发电机房墙面或管(井)的送风口宜正对发电机进

风端。

8 建筑物内设或外设储油设施设置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规定 。

9 高压柴油发电机房可与低压柴油发电机房分别设置。

8.3.-' 智能化系统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地面或门槛直高出本层楼地面不小于 O. ]m 。

2 机房宜铺设架空地板、网络地板或地面线槽. 宜采用防

静电、防尘材料 . 机房净高不宜小于 2 . 5m o

3 机房可单独设置， 也可合用设置 。 当消防控制室与其他

控制室合用时，消防设备在室内应占有独立的区域，且相互间不

会产生干扰; 当安防监控巾心与其他控制室合用时，风险等级应

得到主管安防部门的确认 。

4 1肖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的设置应符合有关国家现行

消防、安防标准的规定 。 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直设在建筑

物的首层或地下一层 。

8.3.5 电气竖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气竖井的面积、位置和数量应根据建筑物规模、使用

性质、供电半径不11防火分区，等因素确定，每层设置的检修门应开

向公共走道 。 电气竖井不宜与卫生间等潮湿场所相川的邻 。

2 250 . 0m 及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应设 2 个及以上强电竖井，

宜设 2 个及以上弱电竖井。

3 电气竖井井壁、楼板及封堵材料的耐火极限应根据建筑

本体耐火极限设置，检修门应采用不低于两级的防火门 。

4 设有综合布线机柜的弱电竖井官大于 5 . Om2 ; 采用对绞

电缆布线时，其距最远端信息点的布线距离不宜大于 90 . 0m 。

8.3.6 线路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尤关的管道和线路不得穿越和进入变电所、控制室 、 楼

层配电室、智能化系统机房、电气竖井， 与其有关的管道和l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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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时应做好防护措施。

2 有关的管道在变电所、控制室、楼层自己电室、智能化系

统机房、电气竖井布置时，不应设置在电气设备的正上方。 风口

设置应避免气流短路 。

3 在楼板、墙体、柱内暗敷的电气线缆保护管其覆盖层不

应小于; 15. Omm; 在楼板、墙体、柱内 H音敷的消防设备配电线缆

保护管其覆盖层不应小于 30 . 0mm 。 覆盖层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4 电缆桥头!2顶距楼板不宜小于 0.3m，距梁底不宜小于 O.lm。

8.3.7 建筑物防雷接闪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罔家标准 《建筑物

防雷设计规他 ìì GB 50057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同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建筑物、高层建筑、具有爆炸危

险场所的建筑物应采用明敷接闪器;

2 除第 1 款之外的建筑物，当屋顶钢筋网以上的防水层和l

混凝土层需要保护时，屋顶层应采用明敷接闪网等接闪器 :

3 除第 1 款之外的建筑物，当周围有人员停留时，其女儿

墙或檐仁l应采用明敷接闪带等接闪器。

8.4 燃 元=
-飞

8.4. J 室外燃气管道宜埋地敷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l 不得从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不含架空建筑物和l构筑物)

的下面穿过 ;

2 不应穿过电力、电缆、供热和1污水等地下管沟或同沟敷

设 ， 与建(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净lf.ê:、覆土深

度等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ìì GB 50028 的有

关规定 。

8.4.2 燃气管道采用室外架空放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沿建筑物外墙或屋面敷设;

2 中压燃气管道，可沿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居住建筑或

公共建筑的外墙敷设，该建筑外墙的耐火极限不得低于 2 . 5 h;

3 燃气管道距居住建筑或公共建筑物非用气房间门、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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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水平净距，中压管道不宜小于 0. 5m，低压管道不宜小

于 0. 3m 。

8.4.3 区域燃气调压站(箱)可设置于地上或地下，与建筑物

的水平净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 GB 

500 28 的有关规定 。

8.4.4 楼栋调压箱或专用调压装置可悬挂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

级的居住建筑的外墙上，外墙体的耐火极限不得小于 2 . 5 h 。

8.4. 5 当调压装置进口压力不大于 O. lb MPa，且调压器进出口

管径不大于 DNIOO 时，可设置在用气建筑物的平屋顶上，井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在屋顶承重结构受力允许的条件下，且该建筑物耐火

等级不得低于二级 ;

2 阴压箱(或露天调)王装置~)与建筑物烟囱的水平净距不

应小于 5 . 0m。

8.4.6 燃气表、用户调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置在不燃或难燃l啬体上，且rE设置在通风良好手1]便

于安装、查表的地方;

2 住宅建筑燃气表及用户调压器可安装在厨房内，也可设

置在户门外的表箱或表间内;

3 公共建筑燃气表应集中布置在单独房间内，当设有专用

调压室时，可与调压器同室布置;

4 不应设置在有电源、电器开关及其他电气设备的管道

井内 。

8.4.7 液化石油气和相对密度大于 O. 7 5 的燃气调压计量装置及

管道、燃具、用气设备等设施不得设于地下室、半地下室等地下

空间 。

8.4. 8 当采用 、液化石油气瓶组自然气化，总容积小于等于

1. 0m门时，瓶组间可设置在与建筑物(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

和居住建筑除外)外墙Hltt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单层专用房间应

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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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得低于二级 :

2 应通风良好，且应有直通室外的门 ;

3 与其他毗邻房间的墙应为防火墙，且不得设置任何洞 口 :

4 室温不应高于 4 5
0

( ，且不应低于 OO( ; 

5 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同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4.9 当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的总容积超过1. 001:1 或采用强制

气化时 . 应独立设置在高度不低于 2 . 2 01 的专用房间内 。 专用房

间与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 ll.f::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

8.4.10 商业和公共建筑用户使用的气瓶组严禁与燃具布置在同

一房间内 。

8. ~.ll 在室内设置的燃气管道和l阅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燃气管道宜设置在厨房 、 生活阳台等通风良好的场所;

引人管的阀门可设置在公共空间， 并应方便操作和1检修;

2 燃气管道不得穿过防火墙 ; 当必须穿过时， 应采取必要

的防护措施;

3 严禁设置在居室平11卫生间;

4 不得设置在人防t程和避难场所，以及非用燃气的人员

密集场所 ;

5 不得设置在建筑巾的避难问 、 电梯 |司、非开敝的楼梯间

及其消防前室 ;

6 不得穿过 FE 力、电缆、供暖和l污水等地下管肉或同沟、

同井敷设;

7 不得穿过~'*Jj直 、进风道和垃圾道 ;

8 不得设置在易燃或易爆品的仓库、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

发电间、 变配电室等非用燃气的设备用房 。

8.~. 12 燃气管道宜明设 。 当 n音埋丰1]暗封燃气管道时， 应符合现

行同家标准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 GB 504 9 4 和 《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 >> G jj 50028 的有关规定 n

8.4.13 燃气管道竖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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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竖井的底部和顶部应直接与大气相通;

2 管道竖井的墙体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1. Oh 的不燃烧体，

井壁上的检查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

8.4.14 居住建筑使用燃具的厨房或设备间应科合下列规定 :

1 净高度不应低于 2 . 2m，并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

2 应与居室分隔，且不得向卧室开敞。

8.4.1S 居住建筑的燃具燃烧烟气宜通过竖向烟道排至室外，且

不得与使用固体燃料的设备共用一套排烟设施。

8.4.16 高层民用建筑内使用燃气应采用管道供气。

8. -t.17 公共建筑中燃具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燃具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液化石油气除外 ) 和地

上元自然通风房间等场所时，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和独立的事故

排风设施，通风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正常工作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 次/h; 事故通风时号，

接气次数不应小于 12 次/ h; 不工作时，换气次数不应

小于 3 次/h;

2 ) 当燃烧所需的空气 FR 室内吸取时. 应满足燃烧所需的

空气量。

2 燃具燃烧的烟气宜通过竖向烟道排至室外。

8.4.18 公共建筑燃气直燃机、燃气锅炉等大型燃气用气设备的

排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气设备宜采用单独炯道; 当多台设备合用 ~I~道时，应

保证排烟时互不影响;

2 应设有防止倒风的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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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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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同采用"必、须"，反而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而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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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面同采用"宜"，反而词采用"不宜" ;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

2 条文 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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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 GB 50352 - 20 1 9 ，经住房和l城

乡建设部 20 ] 9 年 3 月 1 3 日以第 57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 《 民用建筑设计通贝IJ )) GB 50352 - 2005 的基础

上修订而成的，上一j恒的主编单位是中同建筑设计研究院、中 i到

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参缔i单位是 ，t，罔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

罔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同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巾 FËI建筑西北设

计研究院、中南建筑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 主要起草人员是赵冠谦、崔↑岂、张

华、顾均、张树君、 叶茂熙、朱昌廉 、 李桂文、郑国英、陈华

宁、耿长孚、徐英H才、革-竞屋、李耀培、 j番忠诚、袁奇峰、林若

慈、 赵元超、桂学文、方稚影、 丁再励、 王为、孙兰 、村-志杰 、

张播、孙彤 。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 E程实践经验，参考有关罔内标准和l同外先进标准，并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1!上， .5(，j 主要问题i进行了反复时论、协调， 最终

确定各项技术要求 。

为便于「大设计、施工、科研、 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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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 但是 ，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

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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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标 [20 1 3 ] 1 69 号文的要求，

对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 GB 50352 - 2005 进行全面修

订。 本标准是在原 《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 (以下简称原 《通则 )) ) 

基1i:{1上修编改名为 《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原 《通则 》 自实

施以来，在标准编制、工程设计、标准设计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 随着同家经济技术发展和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 2 1 世纪初期对各项民用建筑工程在功能和质量上有了更

高、更新的要求，节能、绿色理念的强化，使得建筑形式越来越

多样化、功能复杂化、 综合化，加之新材料、新技术也不断涌

现，因此需要对原标准进行修订.作为各类民用建筑设计和民用

建筑设计标准编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的重要通用标准，以保障

民用建筑工程使用功能和质量，确保建筑物使用巾的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和l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利益，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本着 "增 、 阳 、 j>>~J 、改"四原则对原 《通贝IJ )) 进行

修订。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设计。 由于

同民经济的发展，我匣|城乡经济和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无

论是城市还是村镇.对民用建筑工程质量都不能放松。 本标准作

为国家标准应适用干城乡 。 乡镇建筑规模小、标准低，但本标准

的日照、iÑ风、采光、隔声等规定在乡镇广大地区更容易做到，

地方上也可根据本标准内容和l具体情况制订地方标准或实施

细则 。

1. O. 3 根据原 《通则 》 中的设计基本原则和l现代要求，加以补

充和发展 。 如人、建筑、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体现以人为本原则等，这些要求无量的指标，但作为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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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理念和原则，不可忽视 。 国家有关的工程建设的法律 、 法规

主要是指 《建筑法 )) (( 城乡规划法 )) ((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 根据 《城乡规划法 )) ，将第 5

款改为"满足当地城乡规划的要求"，强调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和

乡村 。 为了打破当前城市风貌 "千城一面\建筑缺乏地域特色

等问题，增加了 "宜体现地域文化 、 时代特色"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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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民用建筑分类

3. 1. 1 民用建筑分类因目的不同而有多种分法 . 如按防火、 等

级、规模、收费等不同要求有不同的分法。 本标准按使用功能分

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两大类，其中居住建筑包括住宅建筑和

宿舍。

3. 1. 2 民用建筑高度和层数的分类主要是按照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和1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 180 来划分的。当建筑高度是按照防火标准分类时，其计

算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执行 。

一般建筑按层数划分时，公共建筑和宿舍建筑 1 ~3 层为低层，

4~6层为多层，大于等于 7 层为高层;住宅建筑 1~3 层为低层，

4~9 层为多层 ， 1 0 层及以上为高层 。

3. 1. 3 民用建筑等级划分因行业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宜在本标

准内作统一规定 。 在专用建筑设计标准中结合行业主管部门要求

来划分 . 如交通建筑中一般按汽车客运站的大小划为一级至五

级，体育场馆按举办运动会的性质划为特级至丙级，丰当案馆按行

政级别划分为特级至乙级，有的只按规模大小戈IJ为特大型至小型

来提出要求，而无等级之分。 因此 ， 本标准不作统一规定等级划

分标准 . 设计时应符合有关标准或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 。

3.3 建筑气候分区对建筑基本要求

3.3.1 本条是根据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 )) GB 

50 178 和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 76 综合而成的，明

确各气候分区对建筑的基本要求 。

中国现有关于建筑的气候分区主要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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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区划标准 )) GB 50 178 的建筑气候区划和 《 民用建筑热下设

计规范 )) GB 50176 的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 建筑气候区划反映的

是建筑与气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各个气象基本要素的时空分布

特点及其对建筑的直接作用 。 适用范围更广，涉及的气候参数更

多 。 建筑气候区划以累年 1 月和 7 月平均气温、 7 月平均相对湿

度等作为主要指标 ， 以年降水量、年日平均气温ζ5
0

C 和;二25
0

C

的天数等作为辅助指标，将全同划分成 7 个 1 级区 。 建筑热工分

区反映的是建筑热i设计与气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气象基本要

素对建筑物及罔护结构的保温隔热设计的影响 。 考虑的因素较

少、较为简单。 建筑热工设计分区用累年最冷月(即 1 月 ) 和最

热月(即 7 月)平均温度作为分区主要指标，累年日平均温度

ζ5
0

C和二三25
0

C 的天数作为辅助指标，将全国划分成 5 个区 ， ~[J 

严寒 、 寒冷、 夏热冬冷、 夏热冬暖和温和地区 . 并提出相应的设

计要求 。 由于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和l建筑气候一级区划的主要分区

指标一致，因此，两者的区划是相互兼容、基本一致的 。 建筑热

工设计分区中的严寒地区， 包含建筑气候区划图中的全部 I 区，

以及 VI区中的 VIA 、 VIB ， \世 区中的回A、 \llB 、 \ll C ; 寒冷地区，

包含建筑气候区划图中的全部 H 区， 以及 VI 区 中的 \l1 C ， ìll 区 中

的 VllD; 夏热冬冷、夏热冬暖、温和地区与建筑气候区划阁中的

田、 IV 、 V 区完全一致 。

件!于建筑热工在建筑功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井有形象的地

区名， 战将其一井对应列出 。

3.4 建筑与环境

环境即包括以大气、水、土壤 、 植物、动物、微生物等为内

容的物质因素，也包括以观念、制度、行为准则等为内容的非物

质因素;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人文因素;既包括非生命体形

式，也包括生命体形式。 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主体而言的， 主体不

同，环境的大小、内容等也就不同 。 狭义的环境 . 如环境问题中

的"环境" 一词，往往指向对于人类这个主体而言的一切 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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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要素的总和。

建筑设计需考虑的环境包含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包含了社

会、文化、宗教等因素) 。 建筑应承担技术的环境责任与空间的

社会责任。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应以"人与自然共牛"、"人与杜会

共生"为基本出发点，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树立 ..人 建

筑一环境"和谐发展的意识，从环境角度关注建筑全寿命期的过

程;实现建筑与向然的永续发展、建筑与杜会的和谐共生。

3.5 建筑模数

本节在原《通则》第 6 . 1. 2 条的基础上提升为独立章节， 强

调设计全过程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 GB/ T 

50002 。 在原条文建筑平丽的柱网、开间、进深定位轴线尺寸等

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筑层高、门窗洞 口尺寸要求，按照

基本模数 1M=100 的倍数设计。

3.6 防灾避难

防灾避难场所是指为应对突发性灾害， 用于避难人员集中救

援及避难生活，经规划设计配置的应急工程设施，它应有一定规

模的场地和l按照应急避难要求配置的建筑工程及其设施。

防灾避难场所及设施的设计应执行 《城市杜区应急避难场所

建设标准》 建标 180 - 2017 及罔家有关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的法

律法规。 防灾避难场所的设置必须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以保证人

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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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 控制

本章原名"城市规划对建筑的限定"，内容包括:建筑基地，

建筑突出物，建筑高度控制，建筑密度、容积率和绿地率四部分

技术规定。 本次修订工作为进一步落实巾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及

其"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的要求，在兼颐和l适应我同城市建

设发展变化与趋势的基础上，新增了有关城市设计、建筑连接体

等相关技术内容，同时对原有小节的设置、条文及条文说明进行

了调整、修订，如删去 4. 4 节，其涉及的 "建筑密度、容积率和

绿地率"是城市规划对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提出的控制规定，因

此本次修订调整至 "4.2 建筑基地";原第 4.4.2 条表述的技

术内容，不属于建筑设计阶段执行的技术措施， 本次修订已

删去 。

修订后本章的技术内容由城乡规划及城市设计、建筑基地、

建筑突出物、建筑连接体、建筑高度五部分构成，既有城市规划

对建设项目的控制规定与要求，也有设计阶段对建设项目规划布

局的限定条件与控制要求， 因此本次修订将本章更名为 "规划控

制"，以覆盖所有技术内容 。

4.1 城乡规划及城市设计

4. 1. 1 本条明确了建设项目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规定 。

《城乡规划法》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

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l村庄规划 。 城市规划、 镇规

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 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

建性详细规划" ; 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

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 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

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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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

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城市、

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同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同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

详细规划，提出 I~H 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

条件，作为同有土地使用权 :-e 让合同的组成部分 。 未确定规划

条件的地块. 不得「州归让 R同! 有土地使用权 ，"，\。 第 四十二条)规A定 :

城市规戈却划IJ 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戈如划l川H确ij抽殉自角~0 定的建设用I地也范|闸朝以外

作 l出t\ 规戈却划IJ 许可"飞，\o 可见控 i市巾制|卡归例1 1叫IJ 性详纬细i 规戈如划IJ 是项目建设的上{位位主主'. Y:法去定

依据 。

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性质反映了城市规划、慎规划对该建筑

使用功能的要求，其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及绿地率是控

制土地开发强度、环境容量和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建设方获得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对

建筑基地提出的设计条件，是建筑设计应遵守的基本设计条件。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对建筑基地雨水径流采取措施进行控制的

衡量指标 。 建设项目应有效组织基地内雨水的收集与排放 . 并满

足设计条件对雨水径流总量控制的要求 。

".1. 2 本条强调了建筑及其环境设计应符合城乡规划及城市设

计的有关控制或引导要求 。 城市设计是城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是指导和|协调建筑设计、市政设计、风景阿林设计的重要手

段，是实施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的重要依据。 城市设计通常依据上

位规划?综合考虑当地 ';::1 然条件、历史文化以及杜会经济状况，

提出体现城市特色的风貌定位、 1号F合 自然山水特征与发展需求的

空间结构、满足体验与观赏需求的景观体系、适应市民活动与城

市形态的公共空间等建设控制或引导要求。 这些控制和引导要求

往往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配套的城市设计指引等方式， 对建

筑设计提出要求，建设项目通常在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其

附带的"规划条件"中被明确告知项目开发建设应遵守的规划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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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容和要求，如对建设项目所在区段的目标定位、 空间结构、

景观风貌、公共空间系统、交通组织、建筑群体与建筑风貌、环

境景观设施等内容提出的控制和引导要求 。 实际上，根据建设项

目所在区位的不同、重要性与特殊性等差别，规划及城市设计控

制的内容及要求也会有所区别 。

4. 1. 3 本条是从城市设计角度对建设项目提出的建筑设计要求，

特别是没有城市设计控制或引导要求的建设项目，其建筑设计应

注重并处理好项目自身与城市及所处地段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

以及建筑环境的关系 。

3 强调了建设项目的设计过程除了建筑设计外，通常还涉

及一系列其他专项设计，应统筹考虑、相互协调 。

5 强调了建筑设计应有意识地塑造步行公共空间，更多地

关注公共空间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

4.2 建筑基地

4.2.1 本条强调了当建筑基地与城市或镇区道路红线不相邻接

时，建筑基地应设置连接道路与城市或镇区道路连接，以保证建

筑基地有必要的通道满足交通、正在散、消防等需要 。 该连接道路

的最小宽度是以小型商场、幼儿园、小户型多层住宅等建筑的二

般规模 3000m2为界进行规定的 。 见图 l ~图 3 。

道路红线

图 1 建筑基地与城市(镇区)

道路红线相邻接示意

道路红线

连接道路
宽度

阁 2 建筑基地只有一条道路与

城市(镇l豆) 道路相连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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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红线

连接道路
宽度

因 3 建筑基地有两条道路与

城市(镇区) 道路相连接示意

4.2.2 本条阐明了建筑基地

× 高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 建筑

基地地面高程设计应依据所

在城市或镇详细规划 (包括

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修建性详

细规划)的高程控制要求进

行场地设计，并处理好建筑

基地雨水的排放问题。一方

面，高程设计应充分考虑建

筑与场地以及建筑基地与相邻建筑基地的关系，不应产生内涝;

另一方雨，高程设计应综合考虑雨水的收集回用， 有利于调蓄雨

水， 合理控制雨水外排。 海绵城市建设强调从源头做起， 合理控

制每个建设单元的雨水径流，并不是一概外排。 也就是说，场地

设计时应充分结合原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设计场地控制点高

程、设置绿色雨水设施 (如结合场地相对低洼处设计汗塘、 下凹

式绿地等) ，既可起到调蓄雨水、 减少和净化雨水径流的作用 ，

也可在雨水过多时再外排以保障场地不产生内涝 。 因此， 建筑基

地的高程设计应结合地面水的收集与排放统筹设计。

4.2.3 本条明确了为避免相邻建筑基地因建筑物紧贴用地边界

建造而造成各种有碍安全、卫生等后患和l民事纠纷应遵守的基本

规定，以保障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问距、消防通道以及通风、采光

和日照等建设要求 。

1 明确了建筑物应布局在建筑控制线内 。 通常在控制性详

细规划图则中 ， 出于对区域整体空间的统筹以及安全、卫生的考

虑会标定建设用地地块(建筑基地) 的建筑控制线(如建筑后退

红线、建筑后退线等，或因建筑界面连续性需求有时会有建筑贴

线率等控制要求〉 以限定建筑的建造范围，建筑设计应满足这些

规划控制要求 。

2 没有明确划定建筑控制线的建筑基地， 建筑物与相邻建

筑基地之间关系的规定应满足建筑防火等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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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确规定了邻接建筑基地中两栋建筑物 (如住宅、商店

等建筑)毗连建造的条件，必须满足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 GB 500 16 的有关规定 。 如图 4 所示: (1 ) 两栋建筑各

自前后皆留有符合防火通道宽度要求的空地或道路; (2) 两栋建

筑之间设置了防火墙 。

基地边界

空地或道路

前 基地边界

罔 4 相邻建筑基地建筑Hltt连建造示意

4 是为了保障建筑基地和相邻建筑基地内有日照要求的建

筑或场地的合法权益的基本规定 。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及地方标准，分别对住宅、老年人居住建筑、宿舍以及中小学

校、幼儿园、托儿所、 医院等建筑的部分用房规定了相应的 日照

标准，建筑设计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对于体形比较复杂的建

筑和高层建筑，宜进行日照分析，并应将建筑基地及周围建筑基

地已建、在建和拟建建筑的影响考虑在内 。 对于城市更新项目，

"不得降低"日照标准分为两种情况:周边既有建筑物改造前满

足日照标准的， )应保证其改造后仍符合相关日!照标准的要求;周

边既有建筑物改造前未满足日 !照标准的，改造后不同再降低其原

有的日照水平。

5 是为了保障相邻建筑基地合法权益的基本规定 。 对紧贴

建筑基地用地边界建造的建筑物提出了明确的基本规定 : 不得向

相邻建筑基地方向开设洞口、门、废气排出口及雨水排泄口 。

4.2.4 本条各款是维护城市交通与行人安全的基本规定 。 建筑

基地的机动车出人口位置应选择在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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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可开口位置范围内，避开禁止开口路段。 为保障交通安全、

提高通行能力，城市主干路的交叉口应设置展宽段以渠化交通即

组织车流各行其道。本条第 l 款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

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 以 及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 50647 的有关规定提出 了对机动车开 口位置的控制要求 。 为

了简化并便于控制，条文中"自道路红线交叉点起沿线 70m 范

围"是考虑了下列因素后综合确定的 : 道路拐弯半径 1 8m ~

21 m ， 交叉口人行横道宽 4m~ 10m，人行横道至停车线约 2m ，

停车、候驶车辆(或车队)的长度，公共汽车站与交叉口的距离

一般不小于 50m，主干路交叉口展宽段一般控制在 50m~80m

(起算点是道路缘石半径的起点) 。 详见图 5 示意 。

~ ! ~L 
道路红线交叉点

阁 5 建筑基地在城市主干路交叉口开口位置示意

4. 2.5 本条是针对大型、特大型上述设施提出的控制要求 。 根

据国家标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 GB 50137 

20 11 ，文化设施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 、 展览馆 、

会展中心以及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馆、青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

心、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体育设施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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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各类球场等公共体育设施 ; 娱乐康体设施包括 : 剧院、音乐

厅、电影院、溜冰场等设施。

人员密集建筑的基地由于人员量大且集散相对集中，因此人

员疏散及城市交通的安全极为重要。 但建筑使用功能不同、建筑

容量和l人口容量不一、人员集聚特点差异较大，故本条只作一般

性规定 。

4.3 建筑突出物

4.3.1 规定建筑的任何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均不得突出

道路红线及建设用地边界建造， 一是建设用地边界是各建(构)

筑物用地使用权属范围的边界线，规定不得突出，是防止侵害相

临地块的权益 ; 二是因为道路红线以内的地下、地面及其上空均

为城市公共空间，一旦允许突 出， -方面侵权，另一方面影响城

市景观、人流、车流交通安全、城市地下管线及地下空间的开发

和利用等。

但经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沿街骑楼、地下地上建筑

连接体，与地铁相关的设施，沿道路红线建设的既有建筑改造，

城市公共设施，以及连接城市市政公共设施的管线、 官'沟、管廊

等，可突出道路红线或建设用地边界建设，其他的均不可突出 。

4.3.2 任何建(构) 筑物均不得突出道路红线建设， 考虑到既

有建筑的历史原因及使用上的必要，在不影响公共安全、消防、

交通、卫生等前提下，在不同的高度给予了一定的许可，但需获

得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另外本次将凸窗等突出深度加大

至 O. 6m，主要考虑空调外机外侧加装饰百叶等因素 。 在人行道

上空 ， 空调外机位太低，将对行人产生影H向，但顾及既有建筑的

层高及结构梁高的制约，本次修改仅提高了 O . 5m，在可能情况

下应尽可能提高其高度 。

另，"建筑物和建筑突出物均不得向道路上空直接排泄雨水、

空调冷凝水等"，还包括无组织排水或用他水管等将雨水、空调

冷凝水等直接向道路上空的排泄等 ， 是防止其影响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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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因城乡规划管理的需要，各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常在建

设用地边界以内有另行划定建筑控制线，以控制地面建筑物的主

体(一般是指建筑的主副楼及裙房的外墙面)不得突出该线 。

其他突出建筑控制线的建筑突出物，在不影响相邻基地或临

街城市人流、车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允ì!r其突出 。 如凸窗、 空调

机位、雨棚、挑檐、 装饰构架、固定遮阳板、招牌、 广告牌 、 台

阶、坡道、花池、围墙、平台、散水明沟、采光井、地下室、地

下室通风口、地下车道:-1-\ 入口等 ， 甚至有些城市规定在 50m 以

上高空而允许建筑突出. 但不得突出道路红线等。医|各地要求不

同 ， 故未作统一规定 . 设计可因地制宜，遵循当地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的要求及其相关规定 。

4.3.5 在骑楼、建筑连接体和沿道路红线悬挑建筑的下方，

般均为城市公共空间，有可能为车行或消防车通行，故应满足其

通行净空 。 也可能是大量人流活动之地， li史不应设置影H向公共卫

生及安全的相关设施，如空调外机及排气扇排出的热风，排风

口、厨房油烟及其他有害气体等 。 更应该避免不日防止高空坠物，

以保证公共场所的安全。

4.4 建筑连接体

本节为新增章节 。

4.4.1 建筑连接体是城市建设中，为强化建筑与建筑、建筑与

公共设施、建筑与公共交通站点等之间联系，通过建筑连廊跨越

道路红线或建设用地边界所进行的连通 。 为实现区域内不同地块

间的资源共享平1]人车分流，提高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 。 但由于道路红线以内、 建设用地边界以外的空间均为城市公

共空间或他人领地，故建筑连接体的建设须征得当地规划及市政

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另外，非城市公共交通性质的 :-I~~ 入口在道

路红线内设置时， 更需获得当地规划及市政行政主管部门的

批准 。

4.4.2 建筑连接体需要连接不同基地之间的建筑，因设计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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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序不一，建设单位往往按照自身的建设条件而进行建造 。 特

别是需建造城市二层步行廊道体系的区域， 更需要规划和建设部

门在规划和设计阶段进行协调，做好连接体的宽度及两端竖向标

高的统筹。 同时规定先建单位应当按照专业或标准要求 . 预留连

接接口，后建单位应当履行后续连接工程的工作 。

地面上空建筑连接体的建设，是在城市两栋建筑之间横跨，

需确保不影 II[UJ城市人行、机动车行、消防通道等使用功能，同时

里应防高空坠物伤人。 建筑通j郎距路面的净空高度，根据现行行

业标准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 CJj 69 的相关规

定的最小净宅 : 行人为 2.3m，非机动车为 3 . 5m，机动车为

4 . 5m，行驶电车为 5 . 0m 等 。

4.4.3 地下建筑连接体分廊道连接和地下室整体开发连接两大

类，在其上部的覆土深度，均须满足市政各类管道等设施敷设的

要求， 同时为日后市政管线扩容或地铁通行提供可能。

建筑连接体的设计还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人行天桥与

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 CJJ 69 的相关技术要求 。

4.4.4 本条规定净宽不宜大于 9m，主要是考虑结构一个柱跨的

尺寸， 同时该尺寸也能满足一般人流及车行的交通功能。 另参照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 CJ J 6 9 ~ 95 (第 2 . 2 .1 条

第 2 款 : 天桥桥面净宽不宜小于 3m . 地道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3. 7 5 m) ，为保证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行功能以及安全要求，建议

人行天桥等地上连接体的净宽不宜小于 3m; 同时 ，考虑到地下

连接体的封闭性，行人的空间感受较为压抑，建议地下连接体的

净宽不宜小于 Llm o

地 F或裙楼部位的建筑连接休，如兼作横跨城市道路的人行

天桥或地下人行隧道时， 经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 其出人

口可在道路红线以内或建筑控制线以外建设， 以方便行人 。

4.4.5 建筑连接体若作为非交通性使用功能时，横跨道路的地

下空间或地而以上连接体，都存在疏散楼梯设置的位置受限，疏

散宽度不够大，疏散距离太远，从而导致人流疏散距离过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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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要求相悖的问题;同时地面以上建筑连接体也都存在加

设竖向受力结构困难，从而造成结构跨度过大，连体后建筑形体

过长等结构难题，特别是"空中连廊"。 故设计时均应高度重视，

确保其安全。

4.5 建筑高度

....5.2 木条建筑高度计算只对在有建筑高度控制要求的控制区

内而言，与牛;标准第 3 . 1. 2 条计算建筑高度来分类不是一个

概念 。

2 为:i'Jr增条款，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出发，城市公共开放空

间是由建筑、广场及街道等要素共同构成的 。 为形成适宜尺度的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需要控制街道空间的高宽比值。

非本标准第 4. 5. 1 条第 3 款、第 4 款控制区内建筑高度与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中的建筑高度不是

一个概念，本标准中的建筑高度主要与城市规划控制相关，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注重的是消防救援等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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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 地 设计

5.1 建 筑布局

5. l. J 建筑与场地应取得适宜关系，充分结合总体分区及交通

组织，有整体观念，主次分明 . 建筑与场地和谐共生 。

5. 1. 2 木条各款重点强调建筑间距应满足防火、城市规划、采

光、日照等场地设计的要求 。

2 天然采光也有建筑间距要求， 由于各地所处光气候区等

情况不同难以作出间距具体数据。 原则是天然光源应满足各建筑

采光系数标准值之规定，具体计算:;(:E本标准第 7. 1 节条文和条文

说明及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 GB 50033 中已有规

定 。 无论是相邻地建筑 ， 或同一基地内建筑之间都不应抖住建筑

用房的采光。 建筑和场地日~F(标准在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 )) GB 50 1 80 中有明确规定 . 住宅 、 宿舍、托儿所、

幼儿院| 、宿舍、老年人居住建筑、医院病房楼等类型建筑也有相

关 H 照标准，并应执行当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口照标准

制定的相关规定 。

5. 2 道路与停车场

5.2.1 按消 |坊、公共安全等要求对基地内道路的一般规定 。 为

便于设计草握 . 本条明确了应设置人行道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居住

小区 。 小规模的居住小区由于车流量较小，可根据基地内条件设

置人行道路，但 5000 人的居住 |灭 ， 每户按 3. 2 人计. 5000 人即

为 1562 户 电按每户 O . 5 机动车停车位计算 . 5000 人的居住区应

配置 780 辆机动车，车流量较大电为保证居住小区内的交通安

全，有必要设置人行道，避免 |二下班出入高峰时行人无法通行。

5.2. 2 相对于原 《通则 》 的条文，木条进-步明确了道路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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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回车场地的要求。主要内容为: (1)居住区与公共建筑的道

路应有不同的宽度要求; (2) 增加了人行道的元障碍要求 :

(3) 主要道路最小转弯半径的要求 。 回车场地应保证场地的转弯

半径(内径)不小于 3 . 0m ，大型车fiJl 车场地向保证场地的转弯

半径(内径)不小于 1 0 . 0m 。

5.2. 3 居住区内设置高架道路会对交通安全平u住户私密性造成

影响，但会展、体育类大型公共建筑往往会采取高架道路的形式

立体解决复杂的交通问题，当必须采用高架道路时，应采取措施

解决由此造成的视线干扰、 l噪声等环境影响问题。

5.2.4 本条巾的规定主要针对基地内交通 。 基地内的地下汽车

库出人口与基地内的道路之间应满足适当的安全距离，驾驶员在

进入基地内道路前的一段距离内，应能看到道路上的行车和行人

情况，以便能及时采取措施顺利通过或安全停车;考虑到建筑基

地内道路交通设置缓冲段要求有一定难度，故未作强制性要求，

但为保证安全出行，当基地内车辆较多或有条件时，应考虑设置

缓冲段， 缓冲段可根据下列情况设置:

1 地下车库出入口起坡点距离基地内主要道路交叉路口或

高架路的起坡点不小于 5. 5m 。

2 地下车库出人口与基地内主要j直路垂直时，出入口起坡

点与主要道路边缘应保持不小于 5 . 5m 的安全距离 。

3 地下车库出人口与基地内主要道路平行时，应经不小于

5. 5m 长的缓冲车道汇入基地道路。

缓冲段伏度取 5 . 5m 是按照至少 l 辆小型汽车的安全等候距

离考虑的，以保证基地内道路通行安全。 当基地内地下车库出人

口相邻城基地外的城市道路时， 与城市道路之间不应小于 7. 5m o

5.2.5 本条对室外停车场作出规定，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

车场，这类停车场一般在体育场馆、剧场和展览馆等大型现演、

展览建筑中较为多见。 停车场的坡度下限是为了满足径流排水，

停车场 tlJI人口宜分离设置，当出入口位于单向道路一侧时，应沿

道路行车方向先设置进口、后设置出口;当出人口位于双向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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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一侧时，应采取有转进出的方式布置，以避免进、出车辆交

叉 。 元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数量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无障碍设计

规范 >> GB 50763 的要求， J.应注意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数与建设

内容有关，城市广场、城市绿地、 居住区、公共建筑对元障碍停

车数的要求是有区别的(表1) 。 停车位要求有乔木遮阳是为了

体现绿色、生态的室外环境要求，是降低夏季车内的温度，减少

油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措施 。

表 l 无障碍停车位数量要求

类型
停车位数量

<50 辆 50~ 1 00 辆 > 1 00 辆

城TI门中 J;w ? I 个 二三2 个 二三总停车数的 2%

城市绿地 ? I 个 二主2 个 二E总停车数的 2%

公共建筑 二三1 个 二兰总停车数的 1 %

j舌 f主 |丑 二江总停车数的 0. 5% . 若设有多个停车场 . 4:非处? I 个

5.2.6 本条为新增内容，对停车场出入口数量作出规定 。 虽然

大部分建筑均通过设置地下停车库解决机动车停车问题，但对于

大型公共建筑尤其是文化、医疗、体育等建筑，室外停车场是不

可缺少的，有必要增加相关规定 。 木条参照了建设标准 《城市公

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 28 - 20 1 0 和行业标准 《城市

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 CJJ 37 - 2012 (2016 年版) . 根据停车场的

分类对停车场出人口的数量及单、双向行驶的出入口作出规定，

既考虑停车场出入口的通行要求， 也须考虑管理的方便。 表 2 是

《城市公共停车场 E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28 ← 201 0 规定的城

市公共停车场规模分类 。

表 2 城市公共停车场规模分类

停车场类型 停车位数量(个)

中午大型停车场 > :;00 

大型停车场 301 ~500 

中型停车场 5 1 ~300 

小型停车场 主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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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本条为新增内容 。 根据 《城市公共停车场t程项目建设

标准》 建标 1 28 - 20 1 0 、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

CJJ 37 - 20 12 (2016 年版)的相关条文 . 本条引入了 300 辆停车

位以上的大中型停车场的 2 个出人口间距不应小于 1 5m 的规定 。

5.2.8 本条为新增内容 。 根据我国现行的交通规定，电动向行

车属于非机动车，本条所指非机动车包括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以

及其他人力车辆。 非机动车停车场应在基地范围内布置，要求不

宜设置在交叉路口附近是为了减少对城市道路的交通影响; 商业

建筑 、 文化娱乐建筑和体育建筑的非机动车停车数量较大，当停

车数大于 300 辆应增加 LH 人口数量满足通行和疏散要求 。 电动自

行车尺寸较大，对非机动年的 .111入口宽度提出最小尺寸规定 ， 是

为了方便电动自行车的通行。 对停-t15Z提出按组布置是为了通行

)1阴畅 。

5.3 竖向

5.3.1 1 、 2 坡度的确定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城乡建设用地竖

向规划规范 )) CJJ 83 修订。 i显陷性黄土、膨胀土等特殊土壤地

质场所的坡度设置应按相关标准执行。

3 基地防洪、防涝的规定是保证用地安全的最基木条件。

场地设防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防洪标准 )) GB 5020 1 的

规定 。

5 本款的制定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

规范 )) CJJ 83 修订。

6 木款的制定是为了保护用地免于长期受地下水浸泡，有

利于建(构)筑物的安全稳网和地下管线的维护 。

7 土石方与防护 |丁程是竖向设计方案是再合理 、 经济的重

要评判指标。 因此，多方案比较，使工程量最小，是设计应贯彻

的基本原则 。

5.3.2 1 、 2 道路坡度的确定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

工程设计规范 )) CJJ 37 及现行同家标准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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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J 22 有关纵坡和横坡坡度的限制制定的 . 有关机动车道设计

连续上坡或下坡的纵坡缓和段的设置及缓和段坡度、坦克长的限

制， 竖 ''*1线的设置，设有超高的平曲线的最大超高横肢度、 合成

圾'度 、 nh线加宽的设置等问题可参照上述标准采用最小计算行车

速度执行。 机动车道最大坡长是纵坡大于最大纵坡一般值时，对

纵;胁'坡长的限制长度 . 根据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也 》

CJJ 37 - 2012 ( 20 1 6 年版)条文说明 . 当车速较低电设计速度小

卡或等于 30km/ h. 设计通行车辆爬坡能力较大时伞'坡d王可不受

限制 。 海拔 3000 米以上高原地区城市道路的最大纵坡一般值可

减小 1 % 。

4 尤障碍通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元障碍设计规范》

GB 5 0 763 有关规定 。

5 纵坡是山地和丘陵地区竖向设计最关键和最敏感的内容。

参照国内外相关道路设计标准， 考虑到目前车辆性能的改善;在

车辆低速行驶的街区道路、旅游度假 |又道路等设计或改造时.可

根据实际情况 ，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 放宽对其最大纵坡要求 。

5.3.3 建筑基地内地面及路面雨水应结合城市规划的城市排水

系统进行设计。 绿色雨水设施是指低洼区域或采取珉扭部分调蓄

功能的景观7K体、下凹式绿地、干草塘等设施 。 大型场地或分}tJj

j干发的场地应ill行雨水控制与利用的专项设计。

5.4 绿化

5....1 建设项目基地内的绿地面积与规划建设要求应符合当地

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绿地管理的有关规定。 绿地设置应结合建筑布

局尽可能选择自然士境通透的实土区域进行绿化，提高绿地的生

态作用 . 减少建设行为对土壤生态平衡的不良影响 。

5.4.2 1 地下建筑顶板覆土层尽可能与自然土连接.以满足排

水及植被土壤层微生物及菌类的生长; 若地下室面积较大 . 其顶

板绿化应充分考虑所处地域、气候条件、年平均降雨量、种植形

式、土壤条件、覆土厚度等因素进行1'IrJK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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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地下建筑及地下管网的阻断，程土绿化的植物无法

通过土壤毛细管上升作用吸收到生长所需的地下水 . 因此覆土厚

度应满足植物生长的要求，保证绿化的长期效果。

5.5 工程管线布置

5.5.1 工程管线的地下敷设有利于环境的美观及空间的合理利

用，并使地面上车辆l、行人的活动及工程管线 自身得以安全

保证。

作为首先考虑的敷设方式在此次修编中增加并首条列出 。

有些地区内于地质条件差等原因，工程管线不得不在地上架

空敷设，设计上要解决工程管线的架空敷设对交通、人员、建筑

物及景观带来的安全及其他问题。 同样， 工程管线在地上设置的

设施，如:变配电设施、燃气调压设施、室外消火栓等不仅要满

足相关专业标准的规定，在总图、建筑专业设计上也要解决这些

地上设施可能对交通、人员、建筑物及果现带来的安全及其他

问题。

5.5.2 此条是原则性条款，以确保t程管线在平面位置和竖向

高程系统的一致，避免与市政管网互不衔接的情况 。

5.5 . 4 综合管沟敷设工程管线的方式，对人们日 常出行、生活

干扰较少，优点明显 。 为保证综合管沟内的各工程管线正常运

行，应将互有干扰的工程管线分设于综合管沟的不同小室内;在

采取相应隔离措施并满足相关专业标准要求后，也可在管沟两侧

分另IJ布置 。 采用综合管沟前，应做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以确保

经济合理性。

5.5.7 此条款的修编除保留原 《通贝IJ )) 中工程管线之间的水平、

垂直净距及埋深，工程管线与建(构)筑物及绿化树种的水平净

距的规定要符合有关标准规定的说法外，另根据我同目前实际工

程情况，增加了可适度减少水平、垂直净距的方法。

5. 5.9 此条款的增加是为了维修方便和使用安全。

5.5.10 工程管线检查井井盖的缺失，造成许多隐患 。 要求工程

88 



管线的检查井井盖宜有锁闭装置 ， 是为了以防井盖的缺失造成行

人伤亡或车辆损毁。

5.5.11 此条的制定目的是防止近、远期工程的管线布置处理不

当而形成不合理的布局，造成土地浪费、布置泪乱、环境不佳，

并给施工、检修、使用等带来诸多不便 。

5.5.12 本条的制定是总结了经验教训11 ，为保证人身安全及防止

扩大危害 。 安全距离应符合专业标准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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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物设计

6. 1 建筑标定人数的确定

6. 1. 2 建筑物应按防火标准有关规定计算安全疏散楼梯 、 走道

和出口的宽度和数量 . 以便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人员迅速安全疏

散 。 有标定人数的建筑物(剧场、体育场馆等) ，可按标定的使

用人数计算;对于元标定人数的建筑物，即未标定使用人数的建

筑物，如商场、展厅等 ， 其使用人数应根据有关设计标准.按房

间的人员密度值进行折算，根据所处城市、地段、规模等不同 .

经过调查分析 . 确定合理人员密度， 以此为基数，计算厕所洁具

等配套设施的数量，以及安全疏散出口的宽度和数量 。

6.2 平面布置

6.2.1 建筑的使用寿命较长，在设计时无法预见今后的变化，

若平面布置具有灵活性和|可变性，可为今后的改扩建提供条件。

6.2.4 我同是多震 1>( 同家 . 本条对地震区建筑平面布置的特殊

性提出了符合抗震要求的相应规定 。

6. 3 层高和室内;争高

6.3. 1 鉴于不同使用功能建筑对层高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别 . 具

体到每个建筑也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宦作统一的规定 ， 应结合具

体的使用功能、工艺要求和技术经济条件等综合确定，升，符合相

关专用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 。

6.3.2 本条对室内净高计算方法作出规定 。 除一般规定外 ， 对

楼板和屋盖的下悬构件 (如密肋板、 薄壳模楼板、柏架、网架以

及通风管道等)影响有效使用空间时，规定应按楼地面完成面至

构件下缘(肋底、下弦或者管道底等) 之间的垂直距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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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建筑各类用房的室内净高按使用要求有较大的不同，应

分别符合相关专用建筑设计标准的有关规定 。 地下室、局部夹

层、走道等空间带有共同性，规定最低处不应小于 2m 的净高是

考虑到人体站立和通行必要的高度和一定的视距 。 同内外标准一

般按此规定 。

6.4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6.~. )-6.~. 3 目前我罔已经进入地下空间快速发展时期 . 我同

城市地下空问开发利用已经 rÞI单一的川:发利Hi模式运渐转变为综

什开发利用模式。 建筑地下室尤其大型公共建筑的地下室与城市

地下空间的连接的实例逐渐增多 。 为突 l十l 地下室与城市地下空间

联系的重要性 . 将原 《通则 》 第 6 . 3. ] 条相关内 容单列 H:l为第

6. 4. 2 条，并强调联系便利 . 同时分界明确 。

目前设计项目中的室外管线设计往往滞后，且设计人员对护

坡挡土墙厚度不甚了解，地下室边界退让基地边界的距离不足 ，

带来后期施工、室外管线设计网难等问题，有的甚至影响相邻建

(构 ) 筑物、市政管线等的安全。 所以特别补充了第 6 . 4 . 3 条 。

6.4.5 本条文在原条文的基础上简化内容，主要强调防、排两

方面的内容 。 地下室防排水设计应综合考虑地表水、地下水、毛

细管水等的作用以及人为因素引起的附近水文地质改变的影响;

地下室 H~~ 地面的建筑、 管线等应注意防排水、保温措施:严寒及

寒冷地区的排水沟应有防冻描二施; 严寒地区的汽车坡道宜采用副!

雪措施 。 由于山地、 坡地建筑受山洪灾害危害较大 . 所以布置在

山地、斜坡上的地下室应采用山坡截水沟 ， 截/j(沟断面应通过计

算确定 。

6.~. 7 考虑到目前将居住用房设于地下室的情况不仅在住宅建

筑中存在 . 而且在旅馆、 宿舍等建筑中也存在，所以将原 《通

贝1]>) 中 ..居住建筑中的居室不应布置在地下室内"改为 "地下室

不应布置居室" 。 另从绿色建筑设计'出 发 . 提倡地下室采取自然

采光通风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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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设备层、避难层和架空层

6.5.1 设备层的净高应根据设备和管线敷设高度及安装检修需

要来确定，不宜作统一规定 。

设备层的设置位置及布局要便于市政管线的接入和设备的进

出以及维护、维修。 如有些设备的安装一般在土建完士后进行，

所以对体量较大或使用一定年限需要更新换件的设备，在布局中

要充分考虑设备及部件的进入通道或吊装口的设置需求。

到了!有产生振动手111噪卢的设备用房 ， 应采取减振降l操的措施 。

对有特殊安静要求的居住Hl房 . 其直接上层、下层平111毗邻的房间

内 . 尽量避免设置设备层中振动和"噪声较大的给本力n压、循环冷

却等设备用房， I主|元特别有效的减振降噪措施 . 很难满足现行同

家标准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 GB 50 118 对居住用房的居住

环境要求，所以在建筑布局时应权衡考虑。

设备层内各种机械设备和管线在运行中产生的热量，或跑、

冒、滴、漏等现象会增加室内的温湿度，影响设备正常运转和使

用，也不利于操作和维修人员正常工作 。 因此规定设备层应有自

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当设于地下室又无机械通风装置时， 应在外

墙设:-1-\风口或通风道，其面积应满足换气的要求 。 元设备仅有管

道穿行的管道层，其空间按管道所需进行设置 。

6.5.2 避难层的位置、而积、构造及设备设施的配置要求在现

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中已有明确的规定 ，

本条做了原则性提示 。

避难层除了满足避难面积设置的避对1'15<: (间 ) 外， 一般可兼

顾设备或其他功能区的设置。 以办公建筑为例 : 一般办公的使用

面积为 8m2 /人， 而设计避难人数 5 人/时，根据此设置标准可

知 : 每人避难层的避难使用面积相当于每层办公面积的 1 /40 ，

再加l上避难层的设置相隔一般不超过 50m，也就是再考虑最多不

超过 1 5 层的避难人数，避难面积一般不会超过标准层的使用面

积的一半，如果是酒店或公寓，避难人数还少，避难面积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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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剩余的一多半面积就可设置设备或其他功能等用房，但设计

中要注意满足各功能区之间的防火、隔声、防振、防水、维护管

理等要求 。

6.6 厕所、卫生闽、盟洗室、浴室和母婴室

6.6.1 1 人员较少或使用频率较低时，服务半径可适 当

力11大 。

2 木款对于有水房间下面的用房根据其对卫生、安全要求

的严格程度进行了区分，在公共建筑巾，对于有严格卫生、安全

要求的房间上方，必须杜绝渗漏的隐患，不允许布置有71<房间;

对于餐厅、医疗等有较高卫生要求J-R房 . 原来上部也是不允许布

置有水房间的，这类房间一旦发生渗漏会产生较大的损失 . 应尽

量避免渗捕的隐患 。 随着技术的发展， 采取有效的措施是可 以避

免渗漏的，因此进行了适当地放宽 。 如果采用双层楼板的做法，

下层楼极必须做防水，并且当上层楼版发生渗漏时，应能及时发

现和l检修 。

6.6.2 由于女性排队如厕的现象比较普遍，经调研 . 男女平均

如厕的时间比例接近 1 : 1. 5 ，因此，在男女人数相当时，男女

厕位的比例宜为 1 : 1. 5 ，在有女性人数大于男性人数，或大青

人员集中使用的场所要进一步增)m女厕厕位配置的数量。

6.6.3 1 公共厕所的大使AA~在以蹭便器为主，并应为老年人和

残疾人设置一定比例的坐便器。 在有儿童使用的卫生间，宜设置

儿童尺度的洗手盆、厕位。

大、小便的冲洗宜采用自动感应或脚踏开关冲便装置。 厕所

的洗手龙头、洗手液11:采用非接触式的器具，并宜配置烘干机或

一次性纸 IIJ 。 洗手盆宜与洗手液、烘予器、纸 IIJ 盒位置靠近，或

一体化组合设计。

2 在有大量人员集中使用的公共厕所 . 宜设开敞式迷宫人

口前区 。

4 元性别卫生间是为解决一部分特殊对象(不同性别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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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共同外出，其中一人的行动无法自理) 上厕不便的问题，

主要是指女儿协助老父亲，儿子协助老母亲 . 母亲协助小男孩，

父亲协助小女孩等。 无性别厕所内的设备应考虑儿童及老人使用

方便.;):f二应有特殊标志和说明 。

6.6.-' 表 6 . 6 . 4 规定了隔问平面尺寸 . 均为最小尺寸 ， 在标准

较高的场所应适吁增加 。 表 巾隔问尺寸以板巾 板巾尺寸H

( l Omm~20mm 厚的轻质薄板 ) . 如|采 )+]较厚的材料 . 尺寸应相

应)m大 。

6.6.5 JJ.生设备问 [JII~规定依据"以下儿个尺度:供一个人通过的

宽度为 O. 55 m: 供一个人洗脸左右所需尺寸为 O . 70m . 前后所需

尺寸(离往边)为 O. 55m; 供一个人捧一只洗脸盆将两肘Li5/:紧所

需尺寸为 O. 70m; 隔间小门为 O . 60m 宽;各款规定依据如下:

1 二号虑靠侧墙的洗脸盆旁留有下水管位置或靠墙活动无障

碍距离; 居住建筑在空 间紧张时· 可以适当减小，但不得小

于 O. 35m 。

2 弯腰洗脸左右尺寸所需 。

3 一人弯腰洗脸， 一人捧洗脸盆通过所需 : 居住建筑因可

以避让，可以适当减小。

4 二人弯腰洗脸 . 一人捧洗脸盆通过所需 。

7 门内 JH时'两人可同时通过;门外开日才. 一边开门另一人

血过， 或两边门同时外开，均留有安全间隙 : 双侧内开门隔间在

'l. 20 m 3l间巾能布置 . 外开门在 3 . 90m 月二间中能布置。

8 此外沿指小便器的外边缘或小便槽踏步的外边缘。 内开

门时两人 1:lf 同时通过，均能在 3.60m 开问中布置 。

6.6.6 7本条为新增条文 。 母婴室的设置对支持 l吁:乳 11畏养 、保障

同-婴权益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 为满足群众对呵婴设施建设的需

求 . 本条规定了应设置曰:婴室的公共场所以及母婴室的基本设

施; 写字楼等工作场所也应根据哺乳期女职工的需求 . 建设和完

善母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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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台阶、坡道和栏杆

6.7.1 阶梯教室、影剧院观众席、体育场馆看台的白阶设置主

要取决于视线升起要求，设计需符合各 5项设计标准 。

6.7.2 供轮椅使用的坡道在现行罔家标准 《元障碍设计规范 》

G 1:3 50 76 3 中有明确规定，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坦克道在现行行业标

准 《车库建筑设计规也 )) JGJ 1 00 叶 l有 |明确舰定 。

6.7.3 J 有些专Jlj!标准中对栏杆水平荷载有专门规定 . 如 |主|家

标准 《 巾小学校设计规 范 >> (;1:3 50090 - 20 11 第 8 . 1. 6 条

l. 5 k ;\J /m ，高干现行声|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g 500 (汩

的规定 。 因此 . 栏杆水平荷载取值除满足现行 1:1':1 家标准 《建筑结

构荷载规也 >) GB 50009 的要求外 . 还需满足其他相关标准规定

的水平荷载。

2 阳台、外廊等 11伍空处栏杆的防护高度1ft超过人体重心高

度 . 才能避免人靠近栏杆时因重心外移而发生坠落事故 。 根据对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3 岁 ~69 岁中同公民的国民体质监视IJ数

据，我国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为1. 697m，换算成人体直立状态下

的重心高度是1. 0182m电考虑穿鞋后会增加约 0. 02m . 取

1. 03 8m . 加上必要的安全储备 . 故规定 24m 及以下临空高度的

栏杆防护高度不低于 1. 05m . 24m 以上临空高度防护高度提高

至Ij 1. 1 0 m. 学校、商业、医院、旅馆、交通等建筑的公共场所Ij伍

巾庭之处危险性更大，栏杆高度进一步提高到]. 20m o 

3 宽度和高度均达到规定数值时 . 方可确定为可踏丽。

6.7.-' 住宅、托儿所、幼儿同、中小学及其他少年儿童专用活

动场所为防止坠落矛11攀爬，对'防护栏杆设计做了专门要求 。 其他

公共建筑， 一般情况下儿童应在监护人陪同下使用 . 防护栏杆可

参照此要求设计。

6.8 楼梯

6. 8.2 本条明确了当楼梯一侧有扶于时 . 梯段净宽应考虑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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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装饰的构造厚度 。 另外，当有框架柱或其他构件、设施等凸

出在楼梯间内(凸出楼梯间四角的除外)影响通行宽度时，梯段

净宽应从凸出部分算起。 当楼梯附设元障碍升降平台时，梯段净

宽应自升降平台折起后的最外缘算起。

6.8.3 楼梯梯段最小净宽应根据使用要求、模数标准、防火标

准等的规定等综合因素加以确定 。

楼梯梯段净宽在防火标准:中是以每H艾人流为 O. 55m ì:-I- ，并规

定按两股人流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l. 1 0m，这对疏散楼梯是适川干的，

而对住宅套内楼梯、纠j，修专川楼梯外的其他平时 HJ作日 常主要交

通的楼梯不完全适用，尤其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如商场、剧

场、体育馆等)主要楼梯应考虑多!投入流通行，使垂直交通不造

成拥挤丰11阻塞现象。 此外，人流宽度按 0. 55m 计算是最小值，实

际上人体在行进中有一定摆阳和相互间空隙 . 因此本条规定每股

人流宽度为 O. 55m + (O~O. 15 ) m , ( O~O. 15) m ep为人流众多

时的附加值，单人行走楼梯梯段宽度还需要适当1m大， 见图 6 0

8 8 88 888 

仨旦+ ! > 75旦↓ 阳出叫

l枣1 6 楼梯衍;段净宽

罔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也 )) GB 500 16 - 20 14 (20 1 8 年

版 ) 中允许建筑高度不大于 1 8m 的住宅中一边设置栏杆的疏散

楼梯最小净宽度不小于1. OOm ， 是考虑其栏杆上侧有二部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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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放宽。

6.8.4 楼梯平台宽度系指墙面装饰面至扶手中心之间的水平距

离 。 当楼梯平台有凸出物或其他障碍物影响通行宽度时，楼梯平

台宽度应从凸出部分或其他障碍物外缘算起。 当框架梁底距楼梯

平台地而高度小于 2. OOm I时，如设置与框架梁内侧面齐平的平

台栏杆(板)等，楼梯平台的净宽应从栏杆(板)内侧算起。

本条规定了当梯段改变方 向时，扶手转向端处的平台最小宽

度不应小于梯段净宽，并不得小于1. 20rn ，同时应考虑不同类型

建筑对楼梯宽度的要求 . 满足平台最小宽度以保持疏散宽度的一

致，当有搬运大型物件需要时应适量tm宽 ， j牛能使家具等大型物

件通过，见罔 7 0
墙前装饰丽

罔 7 楼材;梯段 、 平台、梯井

双分平行楼梯扶手转向端处的平台最小宽度，也不应小于梯段

计算最小净宽， 并不得小于 1 . 20m，见阁 8 。

直跑楼梯的中间平台主要供人员行进途中休息则，不影响疏

散宽度，故未要求与梯段净宽一致，但 O.90m 为最低宽度，实

际设计时还应根据建筑类型合理确定中间平台宽度，月二满足专用

建筑设计标准的相关规定 。

6.8.6 本条所指净高应向楼梯平行、踏步等部位的装饰面算起，

至上方突出物装饰面下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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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到 8 双分平行楼梯梯段、平台、梯)1

由于建筑唱向处理和|楼梯做法变化 . 楼梯平行上部及下部净

高不一定与各屈净高一敛，此时其净高不应小于 2 . 00m，使人行

进时不碰头 。 梯段净高一般应满足人在楼梯上伸直于臂向上旋fl

时手指刚触及上方突 {-H 物下缘一点为限 . 为保证人在行进时不碰

头和]产生斥仰感 . t血战常用楼梯坡度，相;段净高不应 小于

2. 20m，儿再1 9 。 住宅等户内空间的非公共楼梯及检修专用楼梯，

当条件不允许时可适当放宽要求 。

6.8.9 楼梯段及平台围合成的空间为楼梯井。 为了保护少年儿

童生命安全，中小学校、幼儿同等少年儿童专用活动场所的楼

梯.其梯)i二净宽大干 0. 20m (少儿胸背厚度) ，必须采取防止少

年儿童坠落措施，防止其在楼梯扶手上做滑梯游戏 . 产生坠落事

故跌落楼梯井底 。 楼梯栏杆应采用不易攀登的构造和花饰;杆{'I:

或花饰的镣空处净距不得大于 O. 111η . 楼梯扶手上应加装防止少

年儿童溜滑的设施。 少年儿童活动频繁的其他公共场所也应参照

执行 。

6.8. 10 楼梯踏步高宽比是根据楼梯坡度要求和l不同类型人体向

然跨d_t. (步距)要求确定的.符合安全和方便舒适的要求 。 坡度

一般控制在 30。左右，对仅供少数人使用的住宅套内楼梯则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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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距是按水平跨步距离公式 (2r十 g)

计算的 . 式巾 r 为踏步高度， μ 为踏步宽度，成人和l儿童、男性

和女性、青壮年不11老年人均有所不同 . 一般在 560mm~630mm

范用内，少年儿童在 560mm 左右，成人平均在 600mm 左右 。

按本条规定的踏步高宽比能反映楼梯坡度和步距 . 见表 3 0

表 3 楼梯坡度及步距 (m)

楼梯类别 最小宽j且 最大高度 坡度 ß;'fiE 

住宅公共楼梯 O. 26 。 1 75 33. 9-1' () . 61 
住宅楼梯

住宅套内仗、协 O. 22 O. 20 12 . 27。 () . 1i2 

小学宿舍楼梯 (). 26 。 . IG 29. 98。 () . :,(i 
位1' '1'干梭梢

其他宿舍楼梯 0. 27 O. j 65 :3 1. <1 3。 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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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楼梯类别 最小宽度 最大 1171度 坡度 步距

老年人建筑 住宅建筑梭梯 0. 30 。 . 15 26. 570 

O. 60 

梭材; 公共使筑楼梯 0. 32 O. 13 22. 11 0 () . 58 

托儿所、幼儿园梭抑 O. 26 O. 13 26 . 57。 O. 52 

小学校楼梯 0. 26 0.1 5 29. 98。 0. 56 

人员密集且竖 rí可交汹繁忙的
30. 5 10 

。.28 。 1 6 5 0. 61 
也筑和l大、小学校梭梯

其他建筑愤梯 O. 26 。 1 75 33. 94 。 0.6 J 

超高层建筑核心简 l勾愤梯 O. 25 。 1 8 35. 75 0 

。 . 6 1

检修反内部服务楼梯 O. 22 0. 20 12. 270 O. 62 

表 3 巾人员密集且竖 向交通繁忙的建筑主要指电影院、}iìflj

场、 音乐厅、体育馆、商场、医院、藏馆、交通客运站、博物

馆、展览建筑、公共图书馆、游乐园(场)这类建筑场所。

超高层建筑中常闹不同功能类型组合而成，由于其日常竖向

交通主要依赖于乘客用电梯，超高层建筑中核心筒内为满足消防

疏散而设置的疏散楼梯平时很少使用， 主要在安全疏散时使用，

故对其踏步尺寸要求有所放宽，踏步最小宽度可按 O. 25m 、 最大

高度可按 O.1 8m，以节约使用空间和合理组织楼梯 。

检修及内部服务楼梯是指维修工作人员对设备维护工作时使

用的楼梯，和公共建筑中辅助用房如耳光室、库房等仅供内部人

员使用房间的楼梯。

6. 8. 11 楼梯的每一样;段的踏步高度、宽度应一致，相邻梯段也

宜保持一致， 以保证楼梯的舒适性和 l防止摔跤。当同一梯段首末

两级踏步的楼丽而层厚度不同时，应注意调整结构的级高尺寸 ，

避免出现高低不等。

当楼梯在首层及避难层按防火标准要求进行分隔，上下层梯

段断开 ， 可不视为相邻梯段，踏步可按不同的高度和宽度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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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12 考虑到同一建筑地上、地下不同的使用功能，楼梯可按

不同建筑物使用功能要求设计踏步高度和l宽度 。 对于地上、地下

具有相同的使用功能建筑的同一段楼梯踏步高度还应一致 。

6.8.13 楼梯踏步应采取防滑措施，可采用饰面防滑、设置l的滑

条等 。 防滑措施的构造应注意舒适与美观， 构造高度可与踏步平

齐、凹入或11晦高 。

6.9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6.9.1 3 本款规定是考虑平时使用一台电梯，另一台备用便于

检修保养，人流高峰时两行同时使用 ， 以节省能源 。

6 目的地选层控制是乘客在候梯厅中预约自己的目的楼层，

电梯群的总控电脑精确计算 :-H I哪一部电梯能最合理将乘客送达目

的楼层 ， 去同一 目的楼层乘客被分配到同一台电梯，并以图解的

形式告知乘客，避免乘客在候梯厅中无序等候和往返，减少电梯

停层次数 。

12 增加1此款旨在提高对老龄化和人性化问题的关注， 一般

指电梯轿厢尺寸、轿厢内设扶手栏杆、电梯速度、电梯开关门速

度、电梯内设电视监控探头、电梯门可视以及自动升降平台等

方面 。

6.9.2 2 乘客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进出向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有一个准备ill入和|带着运动惯性走出的过程，为保障乘客安全，

出人口需设置畅通区 。 畅通区是指进入自动扶梯前和离开自动扶

梯后的供乘客行为乘坐和步行进行转换的区域，由于行为方式的

变化和各人dÞ行速度的差异 . 在这个区域容易发生拥堵，因而这

个区域需要适当放大，使人流能安全过渡和l转换。在一些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如交通客运站、 地铁站、大巾型商店、 医院等应加

大畅通区的深度 。

3 交通客运站、大中型商店、医院等人流较大的公共场所

设置的自动扶梯，当 11伍空高度大于等于 9m 时， 宜在其11自空一侧

加装高度不小于1. 2m 的防护栏杆马克栏板，并应满足扶梯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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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5 尤其是在扶梯与楼板交叉处以及各交叉设置的向动扶梯

或向动人行道之间. 应有:扶手上方设置无悦矛IJ边缘的垂直防护挡

板，其高度不应小 于 O. 3m，且 至 少延伸 至 扶于带下缘

25mm 处。

7 、 8 参照现行: 1主|家标准 《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

安装安全规范 >> GK ] 6R99 的规定而制定 。 因倾斜角度和速度过

大的向动扶梯 . 会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对安全不利，倾斜角度过

大的自动人行道 . 人主Il i立其中会失去平衡，容易发生安全事 故 .

故对倾斜角的最大值作出规定 . 对自动扶梯和向动人行道的速度

提Ht 参二号值 。

J2 当元人或少数人的情况下， 自动扶梯依然保持全应运行

状态 . 电能利用率十分低下;现在的向动扶梯已具有 FH1J感应和

调节座度的技术.从节能的角度考虑、 . 建议采用可 变 j茧的自动j

扶梯 。

6.10 墙身和变形缝

6. JO. 1 本条较之原规也条文修改内容较大 . 主要考虑到墙身在

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受力状态对其材料、 厚度及构造做法会有重

大的影响.材料的选择J 尽可能地采用本士材料及可再利用、可

再循环利用材料 . 而不肉强调其是再为新型建材 。

6. 10.2 i支色饰雨和绿化可以减少建筑对太阳辐射的吸收 . 降低

围护结构外表面温度 . 有利于隔热 。

6.10.3 木条第 5 款、第 6 款为新增内容，主要考虑到件! 于外窗

台或空调室外机搁板构造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墙体渗漏、外l亩污损

现象H才有发生 . 故而增加此两款。

6.11 门窗

6. J 1. 1 门商产品都有相应的标准 . 如现行同家标准 《钥含金门

窗 >> GB/ T 8 117 8 、 《 塑料门窗及型材功能结构尺寸 >> JG/ T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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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应该根据建筑的要求选择门窗 . 包括型材、玻璃等材料，门

窗的尺寸，以及相关的外观质量，反复启闭质量等。

6. 11. 2 作为好的门窗，其配件一定与主体是匹配的 。 如铝合金

门窗就应采用不锈钢、铸合金材质的配件，而不能采用钢铁镀特

配件。 配件的尺寸、承载能力 、 寿命等均要与主体是匹配的，而

且连接固定方式、密封等也应该是匹配的 。 门窗对这些配件的性

能质量都有相应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

6.11. 7 凸窗的防护措施是为防止在玻璃被冲击后导致人员高空

坠落，防护措施可以采用设置防护栏杆或采用带水平窗框加夹层

玻璃的做法。 夹层玻璃的选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玻璃应

用技术规程 >> JGJ 113 的规定 。

6.1 1. 8 天窗下方一般有人员活动，所以要求采用不易破碎伤人

的材料。 如果采用玻璃作为天窗透光材料， -般当天窗高于 3m

时，应采用夹层玻璃，其胶片厚度不小于 O. 76mm。

天窗开启应方便，大型开启扇应采用助力机械或电动装置开

启 。 为保证开启方便和耐久，窗扇和窗框都应满足刚度要求，且

活动配件或机械装置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良好的反复启闭

性能。

天窗的防水是普遍薄弱的环节，应引起足够重视。 首先天窗

本身要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井有很好的耐久性，保证在使用中不

漏水 。 其次，天窗周边与屋面的连接构造要做好排水和防水，防

止积水漫过天窗防水构造，并防止防水构造失效漏水 。

6.11. 9 3 双面弹簧门应在可视高度部分装透明玻璃，且应根

据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13 的规定选择

适宜玻璃。

6. 1 2 建筑幕墙

6.12. 2 建筑幕墙种类很多，按材质主要分为玻璃、金属板、石

材、人造板等幕墙，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体形、气

候、周边环境等综合考虑来选择。 幕墙的分格要根据建筑的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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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和室内的使用要求确定 。 开启窗扇的位置和大小也要根据建

筑内部的使用要求和建筑的造型等确定 。 同时立面尽量简洁，这

样对幕墙排雨水有利 。 如有建筑外景照明，设计时应把照明设施

与建筑幕墙同步考虑。

建筑幕墙有相应的专业工程标准，包括现行行业标准 《玻璃

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 ]G] 102 、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 13 3、《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 336 等 。

6.12.3 玻璃幕墙应满足节能、绿色、防火、防雷、抗震等标

准，同时防止光污染;反光玻璃的凹面造型容易形成聚焦，反射

比达到 o. 3 以上，干扰就很大，聚焦后的太阳光有一定的伤

害性。

6.13 楼 地面

6. 13. 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 GB 50037 标

准中有关条文，本条规定楼(地)面的基本构造层次，而其他层

次则按需要设置。

1 填充层主要是针对楼层地面遇有暗敷管线、排水找坡、

保温和隔声等使用要求 。 同时需指出并非为了暗敷管线而设填充

层，相反因设计为了其他目的增设填充层，此时，管线有可能在

填充层中暗敷。

2 严寒、寒冷地区底层地面可以加设防潮层、保温绝热

层等 。

3 设置地暖的底层和楼层地面都需设置填充层、绝热层。

6.13.2 本条文是针对无特殊要求的， 一般常用的楼地面提出的

基本要求，有特定使用功能和特殊要求的楼地面设计标准，应参

见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 GB 50037 中的相关规定 。

楼板有撞击声隔声性能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

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 GB 50118 的规定 。

经常有大量人员走动和使用轮椅、小型推车行驶的楼地面及

公共场所，如火车站、码头、机场和长途汽车站等建筑物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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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楼地面，要求其面层材料具有防滑性能，并具有足够的强度

和耐磨性 。 目的是为避免在密集人流行进时绊倒、滑倒的伤害事

故出现，尤其是防止残疾人、老年人和儿童滑倒 。 同时，因室外

地面选材不当，逢雨雪天气或地面湿滑，也时常有事故发生 。 轻

则摔痛、 受伤，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设计人员应高度重

视。要求楼地面面层必须平整、 防滑、耐磨，避免出现较大的缝

隙，特别是防滑问题。 建筑楼地面的防滑性能划分等级及防滑面

层材料的选用标准，应参见现行行业标准 《地面石材防滑性能等

级划分及试验方法 )) JC/ T 1 050 及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

程 )) JGJ / T 33 1 中的相关规定 。

值得注意的是，设计人员在确定室内干态楼地面材料时，应

充分考虑湿态环境下眩材质的防滑等级会有所降低，降低幅度依

材质不同而确定 。

6.13.3 对厕浴间、厨房等有水或有浸水可能的楼地面应采取防

水构造和排水措施。 防水层沿墙面处翻起高度不宜小于 250mm;

遇门洞口处可采取防水层向外水平延展措施，延展宽度不宜小于

500mm，向外两侧延展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6.13.4 筑于基土上的地面防潮措施分两种情况 :

1 对由于基土中毛细管水上升的受潮，一般采用棍凝土类

地面垫层或防潮层;

2 对南方湿热空气产生的地面结露一般采用加强通风、做

架空地面，或采用有一定吸湿性和热惰性大的面层材料等

措施。

6.13.5 存放食品、种子、药物、烟、茶等物品的房间，存放物

不免会与地面接触，工程中应防止采用有毒、有害及散发异味的

楼地面材料。 尤其是吸昧较强的烟、茶等物品不一定有毒性，但

会影响到物品的气昧和质量 。

部分建材目前属于发展中的材料，其产品及特性均在不断变

化，它们的化合过程也比较复杂，所以在设计裸装状况下的食品

或药物可能直接接触楼地面时，材料的毒性须经当地有关卫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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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部门鉴定。

6.13.7 本条文是对木板楼地面材料需进行必要的防腐、防姓等

处理和构造要求。

6. 14 屋面

6. 14. 1 屋面工程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

GB 5034 5 、 《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 GB 50693、《压型金属板工

程应用技术规范 )) GB 50896 和现行行业标准 《种植屋面工程技

术规程 )) JGJ 15 5 中相应条款合理确定屋面工程防水设防

标准 。

6.14.2 各类屋面采用的屋顶结构形式、屋面基层类别、防水构

造措施和材料性能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屋顶的排水坡度应根据

上述因素结合当地气候条件综合确定。各类屋面的排水坡度除了

要满足大于最小坡度外，当屋面坡度较大时，应按照具体技术要

求增加屋面系统构造层材料防滑和固定措施，并应符合有关标准

的规定 。

6.14.3 本条为新增条款，随着屋面空间应用功能的扩展，屋面

作为上人使用越来越多，对于上人屋面除了在结构荷载方面有相

应规定外，还应对屋面材料提出相应要求 。

6.14. 4 本条为新增条款，针对种植屋面提出相应规定。

6.14.5 溢流系统包括溢流口、溢流堪、溢流管系等;天沟的宽

度，一般钢筋混凝土天沟宽不宜小于 500mm，钢板天沟不宜小

于 400mm。 瓦屋面采用 150mm~200mm 宽成品檐沟时，纵向可

以不找坡 。

6.14.6 屋面坡度大于 100% 以及大风和抗震设防烈度 7 度以上

地区，瓦材容易脱落，产生安全隐患，必须采取加固措施，块瓦

和波形瓦一般用金属件锁固，沥青瓦一般采用满粘和增加1固定钉

的措施。 金属屋面在边区角区、檐口屋脊部位以及屋面形态、变化

处承担较大风力，故应采取相应构造加强措施。 考虑到屋丽的检

修维修要求，检修口设置的数量和位置应在满足防火标准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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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其开口尺寸宜满足携带维修工具抵达的要求;屋面高差低

于 5m 时可采用移动式爬梯，高差大于等于 5m 时应设上屋面的

检修人孔或外墙爬梯。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屋顶积雪较大，当气温升高时，屋顶的

冰雪下部融化，大片的冰雪会沿屋顶坡度方向下坠，易造成安全

事故 。 因此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在临近檐口的屋面上增设

挡雪栅栏或加宽檐沟等措施。

6. 15 吊顶

6.15.1 当吊顶处于室外时，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如风、 雪 、

空气腐蚀、温温度、阳光照射等因素，如不根据具体工程的实际

情况合理选择吊顶形式、材料等，会影响到吊顶的安全。 尤其是

海边，吊顶所用的吊挂件、管线等所有材料均要选择耐腐蚀的，

否则 日久天长存在安全隐患 。

6.15. 2 室内吊顶虽然比室外吊顶的环境要好得多，但也需要根

据使用场所的特点 ， 合理选择形式与材料。

6. 16 管道井、烟道和通凤道

6. 16. 1 本条文要求管道井、烟道和通风道不应出现二合一或三

合一混用的情况，即不允许管道井同时兼作烟道或通风道， 三者

应分别独立设置。

6.16.2 管道井一般多设置在每层公共走道、 门厅等公共区域一

侧，如旅馆、办公楼等，在特定功能条件下，也有设置在房间内

部的，如实验室、住宅等。 管道井应尽可能临公共区域设置.井

在 |陆公共区域一侧的墙面上设检修洞口，以防止相邻用房之间造

成不安全的联通体，同时也便于日常的管理和维修。 有关防火要

求应符合防火标准的规定 。 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管道井内外都应

有足够的设备安装和日常操作空间 。

电气管线(设备)使用的管道井在设置上有一定的特殊要

求，应避免因防水、防潮问题影响电气使用安全。 在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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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此类管井不应与厕所、卫生间、盟洗室、浴室、厨房等日常

用水频繁，易出现积水、潮温、水汽的用房贴临布置。 在确实无

法避免的特殊情况下，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水、防潮加强措施，确

保电气使用安全。

为了减少电磁干扰，便于系统维护、维修及施工， 一般情况

下，弱电竖井和强电竖井应分别设置。 在由于条件所限确有困难

时，弱电管线与强电管线可合用管道井，但合用的管道井内，弱

电管线与强电管线的问距及防护要求应满足电气专业相关标准的

规定 。

电气管线使用的管道井内有时需要集成配置少量的小型电气

设备，为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需注意满足管道井内通风散热等

环境指标的要求 。 不同电气设备所要求的运行环境指标不同，采

取的通风空调方式也有不同 。 如设有服务器的弱电竖井内，因服

务器发热量大，如不采取相应的通风或降温措施，可能导致服务

器烧毁或不能正常运行。

6.16.4 烟道和排风道伸出屋面高度由多种因素决定，由于各种

原因屋面上并非总是处于负压。 如果伸出高度过低，不仅难以保

证必要的防水等构造要求，也容易使排出气体因受风压影响而向

室内倒灌，特别是顶层用户，由于管道高度不足而产生倒灌的现

象比较普遍 。 因此，在本条文中明确规定了烟道和排风道最低伸

出屋面高度的要求，同时对烟道伸出坡屋面的最小高度做了重点

细化要求。 伸出屋面高度按照烟道、排风道中心线伸出屋面完成

面的垂直高度计算 。

6.17 室内外装修

6.17.1 装修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

规范 >> GB 50222 、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

GB 5032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 >) GB 1 8 580 ~GB 

1 8587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 GB 6566 的相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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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 内 环境

7. 1 光环境

7. 1. 1 居住建筑的功能房间包括卧室、起居室(厅)、书房、厨

房和E生间 。 对于公共建筑，除走廊、核心筒、卫生间、电梯

间、机房等，其余的为功能房间 。 建筑采光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采光设计标准 )) GB 50033 规定的采光等级进行验算 。 在建筑

方案设计阶段，其采光窗洞 口面积和采光有效进深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 GB 50033 的规定进行估算 。 建筑采

光的评价指标为采光系数，在一般情况下，可利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提供的图表法确定标准规定的平

均采光系数或窗地面积比，对于大型公共建筑，由于体形复杂，

窗户的形式和位置各异，计算工作量大，当需要对其进行采光分

析时 ， 可使用软件来计算完成。

7. 1. 2 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 GB 50033 中将住

宅建筑的卧室和起居室(厅)、医疗建筑的一般病房、教育建筑

的普通教室的采光系数标准值规定为强制性条文 。

本条一般病房指人院病人接受观察、护理、治疗的用房，也

称病房，不包括隔离病房和监护病房。 普通教室指按照班级标准

人数规模设置的、进行教学用的教室，不包括专用教室如实验

室、多媒体教室、 美术教室 、 音乐教室 、 体育用房等 。

本条规定的采光系数标准值一般需要利用采光软件进行模拟

计算，因为目前住宅形式多样化， 室外遮挡严重， 外立面上形成

的各种自遮挡也会对采光产生不利影响。 计算机模拟计算可以通

过严格建模，精确计算，定量给出平均采光系数和室内任一点的

采光系数值。

1 本款居住空间指卧室、起居室(厅) 。 采光和日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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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有朝向问题，会出现元日照的房间，而采光则不然，居住空

间都能获得采光，所以采光和日照标准不能完全等同，应该有更

多的房间满足采光标准要求 。 居住空间的采光按套规定比较合

理，鉴于我国现有住宅建筑类型多样，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用地

一般比较紧张，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居住空间满足采光系数标准，

其他居住空间可适当降低采光系数标准。 对于一套住宅中居住空

间总数超过 4 个时，因有凹槽窗、凹阳台、封闭阳台、建筑遮挡

等也不可能全部满足采光标准要求，所以规定 2 个以上满足采光

系数标准。

2 老年人居住建筑指专为老年人设计、供其起居生活使用，

符合老年人生理、 心理要求的居住建筑，其主要功能房间指卧

室、起居室(厅) 。 幼儿园的主要功能房间与公共建筑主要功能

房间的含义相同 。 本款老年人居住建筑、幼儿园的采光是按整栋

建筑考虑的，以上建筑应该比普通住宅要求更高，设计时选择的

环境条件也会更好，一般不会设计成凹槽窗、凹阳台，阳台也不

一定做成封闭型的，采光更容易满足，幼儿园参照了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GB/ T 50378 - 2014 第 8.2. 6 条公共建筑主

要功能房间满足采光标准的面积比例，取其中间值 75% 。

7. 1. 3 采光系数标准值在规定条件下与窗地面积比有一定的对

应关系，在计算窗地面积比时，窗洞口面积应为其有效面积。

1 因为采光标准规定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和室内天然光照度

标准值是指参考平面上的平均值，民用建筑规定的参考平面为距

地 0.7 5m 的平面，所以采光口离地面高度 0.75m 以下的部分不

应计入有效采光面积。

2 影响采光系数的因素很多，除了窗洞口面积以外，室内

饰面材料的反射系数、窗的透光材料和窗结构以及建筑物自身的

外部遮挡物挑檐、装饰板、防火通道及阳台等都会对采光系数产

生重要影响，在进行采光计算时都应包括在内 。

7. 1. 4 公共建筑包括图书馆、 办公、商店、观演、旅馆、医疗、

教育、美术馆、科技馆、 会展 、 交通、金融建筑。 室内照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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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照明不但有利于提

升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减少各种

职业疾病。 良好、舒适的照明要求在参考平面上具有适当的照度

水平，避免眩光，显色效果良好。 各类民用建筑中的室内照度、

统一眩光值或眩光值、 一般显色指数等照明数量和质量指标要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有关规定 。 其

中，公共建筑常用房间或场所的不舒适眩光应采用统一眩光值

(山'R)评价，按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一 20 1 3

国家标准附录 A 计算;体育场馆的不舒适眩光应采用眩光值

CCR) 评价，按《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 50034 - 201 3 附录 B 计

算 。 眩光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 

50034 的规定 。 长期工作或停留的房间或场所，照明光源的显色指

数 CR，，) 不应小于 80 。 常用房间或场所的显色指数最小允许值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

7.2 通凤

7.2.1 建筑通风首先是满足室内人员健康的需求。 良好的通风

可以通过引人新风，带走大部分的室内污染物，改善室内空气

质量 。

通风的另一个作用是降温。 在过渡季节，当室外空气温度适

宜时，可以通过建筑的合理空间组合、调整门窗洞口位置 、 利用

建筑构件导风等处理手法，使建筑内部形成良好的穿堂风，带走

室内余热，达到降温的目的 。

从需求上看，建筑物内各类用房均应有建筑通风。 设计时，

首先考虑设置与室外空气直接流通的窗口或洞口(即直接自然通

风)来满足建筑的通风需求 。 当受建筑或使用原因限制无法采用

直接自然通风时，应设置自然通风道或机械通风等通风设施。 通

风设施包括通风装置和通风系统。

7. 2.2 人员经常生活、休息、工作活动的空间 (如居室、厨房、

儿童活动室、 中小学生教室、 学生公寓宿舍、育婴室、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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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等)应采用直接自然通风。本条中规定的通风口面积的最低

限值保持了原 《通则 》 的规定 。 进出风开口的有效面积应进行计

算，计算时将开启扇开到最大通风位置，然后计算有效通风

面积。

除了保证必需的通风开口面积，良好的通风效果还依赖是否

有通风路径 。 设计中应合理设置进出风口的平面位置、高度等，

以利于室内形成良好自然通风流场。

设置在外墙上的悬开窗 ， 其通风开口有效面积按下列要求

确定 :

1 当开启扇开启角度大于 70。时，其面积可按窗的面积

计算 。

2 当开启角度小于 70。时，其面积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

Fp = d (h + B) (1 ) 

式中: Fp一一通风开口有效面积 (m2 ) ; 

d一一开启扇顶(或底边)到其关闭位置的距离 (m) ; 

h-一开启洞口净高 (m) ; 

B一一开启洞口的净宽 (m) 。

3 当采用推拉窗时，取开启后的最大通风洞口尺寸 。

厨房通往阳台的门，不应计人厨房的通风有效面积。

7. 2. 3 严寒地区的建筑冬季均需采暖 。 采暖期间建筑物各用房

的外窗、夕|、门都要关闭。一方面是冬季室内污染相当严重，另一

方雨又不能开窗换气造成热量损失 。 因此， 要求严寒地区的居住

用房 . 厨房、卫生间应设置竖向或水平向自然通风道或通风换气

设施(如窗式通风装置等) 。

7. 2. 4 厨房、卫生间门的下方常设有效面积不小于 0.02m2 的进

风情i定百叶或留有距地 1 5mm 高的进风缝是为了组织进风，促

进室内空气循环。

7.2.5 利用门做进风口，自然通风道和通风换气装置宜远离门

设置，尽量减少通风不良区域，保证室内换气效果。

7.2. 6 为了避免浴室、厕所、卫生间中的污浊空气影响周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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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空气质量，无外窗的浴室、卫生间等房间应设置机械通风换

气设施，且门的下方应设进风固定百叶或留进风缝隙。

7.2.7 本条为新增条文。 公共卫生间人流量大、使用频率高，

仅依靠外窗通风往往难以达到要求 。 在自然通风条件下，很难保

证公共卫生间相对于其他公共区域处于负压状况，容易对周边公

共区域的空气产生污染。 因此，在有条件时宜设置机械排风系

统，以保证公共卫生问及周边区域的空气品质 。

7.3 热湿环境

7.3.1 建筑的夏季防热应实施综合防治，这里主要指以下几

方面:

通过绿化、水体等改善室外的热盟环境。 建筑绿化是行之有

效的防热措施，可以在建筑物的东、西向墙面种植可攀爬的植

物，通过竖向绿化吸热减少太阳辐射热传入室内 。 也可以在建筑

物的屋顶上种植绿化，设置棚架廊亭，建水池、喷泉等以降温、

调节小气候。

屋面及东、西墙面是太阳辐射强度最高的表面，遮阳更加重

要，所以必须采取遮阳措施。 在建筑受太阳辐射作用的主要朝向

设置遮阳装置。 遮阳装置优先采用活动外遮阳;当选用固定建筑

遮阳时，东、西向外窗应设置组合遮阳 。 采光顶是透光的屋顶，

采光顶往往高于其他屋面，热气容易聚集，在采光顶或其周边设

置通风设施，可高效地排除室内热量，利于组织自然通风。

建筑的屋顶和东、西墙隔热必须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

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76 的要求 ; 宜采用绿化屋面或反射隔

热屋面进行屋面隔热，东、西墙宜采用反射隔热墙体。

7.3.2 设置空气调节的建筑物除了满足夏季建筑防热的一般性

规定外，结合空调设置的情况，设计时尚应遵守本条的相关

规定 。

设置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房间宜集中布置，有利于空调系统

管路的布置，保证空调系统的高效性。 加强空调房间外窗的气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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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减少由于空气渗透造成的热交换，降低空调负荷。

7.3.3 本条规定了有冬季保温要求的建筑在设计时应当遵守的

原则 。 条文对建筑布局、体形、建筑构造设计等对保温影响较大

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规定 。

建筑围护结构的外表面积越大，其散热面积越大。 建筑物体

形集中紧凑，平立面凹凸变化少、平整规则有利于减少外表散热

面积。 相关节能设计标准中，对不同气候区、不同类型建筑的体

形系数都有明确的规定，设计时应当严格遵守。

目前，围护结构的热工设计指标主要受现行同家标准 《 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7 6 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控制，

两者的侧重点略有不同 。 设计时应按照不同的建筑室内热环境需

求，结合两种不同标准的要求综合考虑。

7. 3.4 本条为新增条文。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 对于太阳辐射

量大、冬季室外温度较高的地区，通过合理的建筑设计，充分利

于太阳能可改善冬季室内热环境、降低能耗、减少排放、降低污

染 。 在甘肃、青海等太阳能富集地区，阳光间在居住建筑中已得

到普遍应用，效果良好。

7.3.5 本条为新增条文。 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初春季节，

由于热带气团的运动，湿热空气自海面吹向大陆。 当湿热空气进

人室内接触到室内地面时，易产生返潮现象。 潮温地区的建筑受

潮虽然与供暖建筑冬季结露不同，但存在同样的破坏，必须得到

重视 。 应采取措施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

卧室、起居室等人员经常活动的场所需要使用密封性好的门

窗 。 室内装修应使用易于清洁的装饰材料或涂料。 应配置发霉后

易清洁的电器，必要时设计除湿设备 。

采用有一定保温作用的轻质面层材料，让墙面、地面不易产

生凝结水是简单易行的方法。另外，干燥而表面带有微孔的耐磨

材料(如陶土的防潮砖、烧结砖)、较粗糙的素混凝土表面都有

一定的吸湿能力 ， 能将潮气吸入地面面层暂存，当气温回升、气

候干燥时，又逐渐蒸发而重返大气，达到"潮而不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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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走廊、楼梯间、卫生间等，由于无法关闭，应采用易于

清洁的面层材料。 即使这些地方结露、发霉， 也很容易清洗。如

采用瓷砖、塑料、金属板等。

采用首层架空的建筑设计形式也是一种有效的防泛潮

方式。

7.3.6 当建筑围护结构的温度低于空气露点温度时，水蒸气析

出形成液态水。-方面，受潮的建筑在冻融循环的作用下易于破

坏;另一方面，潮湿为细菌提供了滋生的环境，莓变破坏粉刷

层，影响美观和健康。

供暖建筑冬季防潮设计包括围护结构内部冷凝和内表面结露

两个方面，应当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

GB 50 176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验算 。

7.4 声环境

7.4.1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 GB 

50118 制定。该标准中，对住宅建筑、学校建筑、医院建筑、旅

馆建筑、办公建筑、商业建筑主要房间的室内允许噪声级、空气

声隔声标准及撞击声隔声标准作了规定 。 对于其他类型民用建筑

主要房间的室内运行噪声级、空气声隔声标准及撞击声隔声标

准，可根据使用功能，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 )) GB 50 118 中类似的房间进行设计。 住宅建筑中允许噪声级

低限要求和空气声隔声标准低限要求，为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

筑隔声设计规范 )) GB 501 1 8 中的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住宅建筑室内允许噪声级应满足表 4 的要求 。

表 4 住宅建筑室内允许噪声级

允许噪声级 (A 声级. dBl 
房间名称

昼问 夜间

卧室 主三45 :S:;;37 

起居室 (厅) :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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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空气声隔声标准应满足表 5 的要求 。

表 5 住宅建筑空气声隔声标准

构件1?， ，ftJ; 空气声隔声单值评价量+频i普修正盘 C dBJ

分户 j器、分户楼板
计权隔声盘+粉红噪声频 i普修正盘

> 45 
Rw + C 

分隔住宅和非居住片l途 i十权隔7Z盘+交通 l噪声频谱修正盘

空间的楼板 Rw 十 C"
> 51 

交通-1二线两侧卧室、 i十权隔卢量十交通~如旨在~!ì普修正盆

起居室(厅)的窗 Rw + C" 
关30

其他窗
计权隔声量+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二三25
Rw 十 C"

7.4.2 本条对民用建筑中关键部位的隔声减噪设计作出了规定，

但在具体设计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 11 8 及单项建筑设计标准中有关规定执行 。

本条第 1 款旨在提醒，并不是围护结构的隔声性能满足相关

标准要求后，室内噪声级就必然满足要求。 在高噪声环境下，即

使围护结构的隔声性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由于室外噪声太高，

可能出现室内噪声仍达不到标准要求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应根

据室外环境噪声状况及室内允许噪声级的需求， 确定其防噪措施

和设计其相应隔声性能的建筑围护结构，而不是机械地照搬标准

中的隔声标准值。

本条第 6 款为新增条文 。 高层、超高层建筑高层风荷载比低

层要大很多， 若外遮阳构造设计不合理，在高层风压作用下，可

能会产生啸叫声;另外，如果高层建筑中的外门窗的气密性不

好，在风荷载的压力作用下， 气流经过外门窗时也会发出啸叫

声。 解决这种风啸声的主要措施有:提高外门窗的气密性和结构

强度，提高外遮阳设施的结构强度，外门窗、外遮阳高速气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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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尽量按空气动力学要求进行设计。

7. 4. 3 本条为新增条文 。 对民用建筑内建筑设备的隔振降噪设

计作出了规定，主要是从产生噪声房间的位置布置、低噪声低振

动设备选取、设备的隔振、管道隔振隔声、消声处理等各方面着

手，降低l噪声和振动在建筑内传播，保证噪声敏感房间内的声环

境 。 相比空气声隔声，设备、管道等引起的振动和同体传声更难

处理，因此将设备房间远离噪声敏感建筑及噪声敏感房间是最有

效的措施。 在受条件限制无法做到设备房间远离的情况下，应采

取充分而仔细的隔振隔声措施，不要因为百密而一疏，导致所有

隔振隔声措施前功尽弃 。

7.4. 5 本条为新增条文 。 民用建筑中，有许多对声环境的要求

更高的建筑类型，如音乐厅、剧院、电影院、多用途厅堂、体育

场馆、火车站、航站楼等，这类建筑不仅对室内允许噪声级、 空

气声隔声标准及撞击声隔声标准有更为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室内

音质有着更高、不同类型的要求 。 如以语言声为主的厅堂更加关

注的是语言清晰度，以音乐演出为主的音乐厅更加关注的是声音

的丰满度、 明晰度及空间感等。为了满足上述音质要求，这类建

筑要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剧场、电影院和多用途厅堂建筑声学技

术规范 )) GB/ T 50356 进行建筑声学专项设计。

由于自然声源(如乐器演奏 、 演唱)发出的声能量十分有

限，而有些类型的建筑如剧院 、 电影院、多用途厅堂、体育场

馆、火车站、航站楼等，由于其室内空间很大， 为了保证这些建

筑内的受众能准确昕到其想要听到的声音，需要在大空间内使用

电声技术来扩声，将声源信号放大 . 提高昕众区的声压级 。 扩声

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种学科， 以及与其他系统的配合和

协调， 需要进行专项扩声系统设计。 扩声系统要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37 1 等相关标准进行设计。

7.4. 6 现行国家标准 《 民用建筑|同声设计规范 )) GB 50 118 对几

类公共建筑有隔声、吸声、减|噪的做法与要求 。 随着建筑空间的

加大 ， 室内音质缺陷将更加l突出 。 对于人员密集的大型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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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通道，人的走动及相互间的交流形成人为噪声。 大空间的

顶棚与地面之间，或者两个平行侧墙之间可能形成多重回声。 应

在界面设置以及界面材料选择方面(选择吸声材料)等进行声学

设计，避免音质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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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

8. 1 给水排水

本节内容主要是基于现行国家标准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技术规范 )) GB 50974 、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 GB 50788 、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 GB 500 1 5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等标准中与建筑专业设计有关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等，以使在建筑设计中，满足给水排水专业对建筑专业的要求得

以体现。 与以上标准相关的条文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8. 1. 1 1 我国水资源并不富有，有些地区严重缺水，所以从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节约用水 。 E

生器具和水嘴应采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 j T 164 和现行国家标准 《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 )) GBj T 

1 8870 的E生器具和配件。公共场所卫生间的洗手盆宜采用感应

式水嘴或自闭式水嘴等限流节水装置。 小便器宜采用感应式或延

时自闭式冲洗阀。 从E生防疫角度出发，为防止公共场所的交叉

感染，公共厕所、公共场所卫生间推荐采用脚踏式和感应式等非

接触类冲洗阀大便器及脚踏式和感应式等非接触类水嘴。

2 建筑物的引入管、住宅的人户管及公共建筑物内需计量

水量的水管上均应设置水表。 住宅的分户水表宜相对集中设置且

宜设置于户外水表箱(公共管道井)或专用水表间内，或采用

IC 卡式水表或远传水表 。 分户水表是否设置于户外，视当地自

来水公司要求确定，如当地自来水公司规定户内不得采用远传水

表或 IC 卡等智能化水表时，应在户外等公共区域设置水表箱

(公共管道井)或水表间 。

8. 1. 2 第 1 款~第 4 款根据工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从安全和

卫生方面考虑，提出此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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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款为新增条文，主要针对卫生防疫部门对生活给水泵房

内的卫生要求提出的 。 集水坑不应设在生活给7](泵房内，且不应

与生活污水、污水处理站等共用集水坑。 生活给水泵房内的地面

及基础应贴地砖，墙面和顶面应采用涂刷无毒防水涂料等措施。

8. 1. 3 本条为新增加条文 。 可再生能源利用是节能减排的国策

之一，本条对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作出规定，考虑到太阳能集热

器及其附属构件对结构楼板等的承载力的影响及对建筑立面的影

响，规定太阳能集热器的设置必须与建筑设计与施工同步进行 。

8. 1. 4 同层排水的排水管道敷设在建筑地坪以上的夹墙内或结

构板以上的垫层内，为防止埋设在垫层内的排水管渗漏，危及下

层住户，除建筑完成面要防水外，还要在结构板面做好防水 。

8. 1. 5 给水排水管道包括给水、排水以及消防给水的各系统

管道。

1 为了保证供电安全，避免因管道漏水而影响变配电设备

的正常运行 。 同时，档案室等有严格防水要求的房间，为保存档

案和珍贵的资料不被水浸渍，也必须这样做。 其根据行业标准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C] 66 - 201 5 第 10. 2 . 6 条，藏品库房、

藏品技术用房、图书资料库和展厅的屋面应采用外排水系统，雨

水斗、悬吊管等均不应敷设在上述房间内;行业标准~ ((档案馆建

筑设计规范 )) ]C] 25 - 2010 第 7 . 1. 2 条，档案库区内不应设置除

消防以外的给水点，且其他给水排水管道不应穿越档案库区 。 行

业标准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 ]CJ 38 - 2015 第 8 . 1. 2 条，给水

排水管道不应穿过书库，生活污水立管不应安装在与书库相邻的

内墙上 。 本款不含为这些房间服务的消防管道。

2 为了确保饮食卫生，提出本款要求，防止发生由于管道

漏水、结'露滴水而污染食品和饮用水水质的事故 。 另外，设在这

些部位的管道也较难维护、检修。

4 减少l噪声污染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 给人们创造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8. 1. 9 2 新增加关于"消防用水等非生活饮用水水池"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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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是基于非生活饮用水水池的池体如直接利用结构体系作为

池体，在实际工程中存在受结构变形影响而开裂渗水，又对主体

结构造成安全隐患的问题。 本条不作为强制要求，是考虑到建筑

结构的安全等级的不同 。

8. 1. 12 3 气体灭火刑喷入防护区内，会显著增加防护区的内

压。 设置泄压口，是防止防护区的围护结构将可能承受不起增长

的压力而遭破坏。 防护区位于建筑外墙的，泄压口就应该设在外

墙上;否则，可考虑设在与走廊相隔的内墙上。 泄压口面积由相

关专业提供。

4 防护区内需达到一定的气体灭火剂浓度才能快速灭火，

要求门窗在喷放灭火剂时处于关闭状态 。 门可采用闭门器实现，

窗可由电气联动实现。

8. 1. 13 2 冷却塔布置在热源、废气和烟气排放口附近时对塔

的冷效会有影响，当环境不允许时，应对选用的成品冷却器的热

力性能进行校核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如提高气水比等;冷

却塔与相邻建筑物之间的距离，除满足塔的通风要求外，还应考

虑噪声、漂水等对建筑物的影响 ; 冷却塔进风侧离建筑物的距

离，宜大于塔进风口高度的 2 倍 ; 冷却塔的四周除满足通风要求

和管道安装位置外，还应留有检修通道;通道净距不宜小

于1. Om o 

8. 1. 14 燃油(气)热水机组是一种有别于承压锅炉和澳化理直

燃机组的热水制备设备，在任何工况下，机组始终保持常压状

态 。 其安全性高于承压锅炉和澳化钮直燃机组，在现行的"防火

规范"中没有针对其设备机房的相关要求，本条参照给水排水专

业规程编制 。

8.2 暖通空调

8.2.1 1 集中供暖的优势与热电联产或供暖锅炉房建设规划、

供暖度日数、建筑功能或使用时间等有关 。 凡有集中供热能力或

邻近电力等工业余热的居住建筑，宜鼓励采用集中供暖;间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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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无须值班供暖的建筑，采用分户供暖系统更易满足个性需

求 。 值班供暖见现行国家标准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

GB/ T 50 1 55 ，指在非工作时间或中断使用的时'间内，为使建筑

物保持最低室温要求的供暖方式(最低室温要求指防冻要求或舒

适要求) 。

4 室内供暖 、 室外热力管道投入使用后，直管段势必产生

热膨胀，须根据经验或允许应力计算确定补偿弯或补偿器占用空

间，避免管道因热膨胀而损毁或导致事故 。 由于管道所有分支处

均应采用补偿措施，所以室内敷设或管沟、管廊敷设时均应预留

足够的空间便于安装自然补偿弯，装有补偿器的位置应预留检修

或更换的作业空间 。

5 有地下室的建筑，供暖系统的热力入口宜设在地下层的

专用隔间;无地下室的建筑，可设在首层楼梯下部便于观察的空

间 。 热力人口见现行国家标准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

GB/ T 50 155 ，指室外热网与室内用热系统的连接点及其相应的

调节、计量装置，宜有专用房间或有门锁的空间 。

8.2.2 1 新风采集口不应设在窝风或易被扬尘、尾气、排气等

污染的区域;且进风口的下缘距室外绿地不宜小于 1m 或距地坪

不小于 2m，高空排放是指排出的废气不应影响到周边行人或相

邻建筑;住宅共用排气道底部与供暖管沟、地下室开敞空间或室

外相通，且各户排 (烟)气软管在排气道内延长 1m~2m，可防

止户间串气、串声。

4 事故排风 (emergency ventilation ， 见现行国家标准 《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术语标准 >> GB/ T 50155) 是用于排除或稀释

房间内突然散发的有害物质、有爆炸危险的气体或蒸气的通风方

式。 排出的气流不应进入本楼或其他建筑的通风系统。

5 室外露天安装的通风机包括在屋顶或广场、停车场等日

常通风的大功率风机。

8.2.3 1 为了以最低的能源消耗获得建筑使用期间较完美的舒

适性能，空调系统及其运行方式应尽量符合仅夏季或全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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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3 风冷室外机在冬季工况也称空气源热泵;冷却塔等室外

水冷设备难免飘水，应尽可能避免飘向行人或周边建筑，使用防

冻液的冷却设备，其飘液对行人、周边建筑或绿地的危害更大。

5 空调机及风管的清洗或清扫所需要求可咨询设备工程师

或设备供应商。

8.2.4 既有建筑加装暖通空调设备或系统前，涉及吊、挂装设

备或结构改造的应由有注册资格的结构工程师予以评估和设计。

8.2.5 设在民用建筑内的制冷机房、水泵房、风机房等也应满

足本条要求 。

1 暖通空调设备种类繁多，主机设备还需定期维修或更换，

主机房需预留足够的场地和吊装设施，吊装高度应根据设备高度

及允许的吊索夹角确定， 此外还需预留通向室外的搬运通道，通

道高度应满足可更换设备及搬运装置的需求。

2 主机房因检修时可能发生重物垂落或油污遍地等情况，

不宜采用地砖等装饰地面，否则应有防滑措施。

3 设备周边通行宽度一般不小于 400mm，检修空间可咨询

设备工程师或供应商。

4 民用建筑中的冷热源机房可设集中控制隔间 ; 需人值守

时， 宜在安全位置设值班室、卫生间等 。

8.3 建筑电气

建筑电气包括强电、弱电(智能化)两部分。 强电包括 : 电

源、 变电所(站)、供配电系统、配电线路布线系统、常用设备

电气装置、电气照明、电气控制、防雷与接地等;弱电(智能

化)包括: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

统、公共安全系统等。

信息设施系统 CITSI ) 包括通信接入系统、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 卫星通

信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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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及其他相关的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CITAS) 包括工作业务应用系统、物业运

营管理系统、公共服务管理系统、公众信息服务系统、智能卡应

用系统、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及其他业务功能所需要的应用

系统 。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CBMS) 是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CBAS)

和公共安全系统 C PSS) 等实施综合管理。

公共安全系统 CPSS) 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等 。

8. 3.1 本次标准修订将配变电所改为变电所，与现行国家标准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 GB 50053 用词一致。 本条根据

现行国家标准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 GB 50053 相关内

容，重点修订变电所设在民用建筑物内的要求， 变电所单独设置

在民用建筑物外的要求参见现行国家标准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

设计规范 )) GB 50053 等国家现行标准 。

变电所根据其规模、设备选型、使用要求等， 一般功能用房

包括变压器室、高压配电室、低压配电室、电容器室、值班

室等。

本条中配电装置、配电室和电容器室均包括高压和低压内

容。 民用建筑物内非充油的配电装置可以和非油浸变压器安装在

同一房间内 。

1 4) 蓄水包括水池、水箱、储水罐，积水包括洪水、雨

水、消防水或从其他渠道汇聚的积水 。

5) 教室、居室包括幼儿园和托儿所的活动室、卧室。

2 装有六氟化硫 C SF6 )设备的配电室，应在配电室距地

300mm 左右处设排风口，有利于气体排放。

3 本款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 

2014 (2018 年版)第 5 . 5 . 1 5 条和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

范 )) GB 50053 ~ 2013 第 6. 2. 6 条做了相应的修改，操作性强，

便于设计人员使用 。 变电所的疏散门不包括值班室的疏散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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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值班的变电所，根据情况紧急的程度，在不能坚持

工作的情况下应能迅速离开现场，所以首先要求有直接通向室外

的疏散门，如果设置直通室外的疏散门有困难时，可设置直接通

向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的疏散门，并要求此疏散门距安全出口

的距离不宜大于 20m。

5 本款根据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2014 (2018 年版)第 5.5.2 条、第 5.5.17 条和 (( 20kV 及以下

变电所设计规范 )) GB 50053 - 20 1 3 第 6 . 2 . 6 条做了相应的规定，

给出了 2 个疏散门之间的距离要求 。

6 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长度大于 7m 时，至少应

设 2 个出人 口门是根据国家标准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

范 )) GB 50053 - 20 1 3 第 6 . 2.6 条修改的 。 此 2 个出入口是为保

障电气操作人员人身安全设置的，可与变电所的疏散门合用 。 例

如当变电所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m2 、配电室长度大于 7m 时，疏

散门可以只设置 1 个，配电室的出人口门应设置 2 个，一个可为

疏散门 ， 一个可为内部门 。

8.3.2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和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相关内容进行

修改 。

1 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 2014 

(20 1 8 年版)第 6 . 2. 7 条进行修改 。

2 根据国家标准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 GB 

5005 3 一 20 1 3 第 6. 1. 3 条第 6 款进行修改 。 直接通向室外的出人

口 门包括二层的变电所开向室外楼梯的出人口门 。

8.3.3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和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拖 )) GB 50053 相关内容进行修

改 。 柴油发电机房内各防火门的要求见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 )) GB 50016 - 2014 (20 1 8 年版)第 5 . 4.1 3 条 . 本标准不再

作规定 。

3 发电机间、控制及配电室出人 口门的设置要求参照本标

125 



准第 8. 3 . 1 条第 6 款的要求，便于紧急情况下疏散。 发电机间至

少有一个出人口和通道满足最大设备的运输要求，如果设置因

难，应预留吊装孔 。

6 当柴油发电机房布置在地下层时应考虑机房送排风、设

备安装及维护更换的条件。

要求柴油发电机房送风口(或通过送风井道)应直通室外，

是为了保障在建筑内任何一个区域发生火灾时，作为消防时使用

的柴油发电机都能正常运行。 当柴油发电机房设于地下层，如果

由相邻的车库、车道或者其他防火分区进风， 当这些区域发生火

灾时，烟气将威胁发电机房;如果采用防火阀隔断，火灾时柴油

发电机房将没有进风，无法保证柴油发动机在火灾发生时正常

垣行。

实际工程中存在将发柴油电机房的送风口设置于车道上的现

象，虽然部分地下车库的车道直通室外，并且没有设置防火卷

帘，室外空气可以通过车道进入柴油发电机房，但是车道在建筑

外墙投影的范围内仍然属于与之相连的车库范围，存在受火灾烟

气的影响 。 因此发电机房送风口应直通室外。

7 当柴油发电机房送风口正对发电机端设置有困难时，可

设在发电机两侧 。

8 超高层建筑和数据中心需柴油发电机供电的负荷大，建

筑物内的储油容量是有限的， 室外设置储油罐也有一定的风险和

维护成本 。 当设置的室外储油罐仅用于消防，室内的储油又能满

足防火标准，且通过消防部门的论证，可将室外的储油罐改为附

近油站供油 。

9 高压柴油发电机房与低压柴油发电机房分别设置有利于

管理， 当分别设置有困难时，应分区设置 。

8. 3.4 本条在原条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 。 智能化系统机房

所包括的内容与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 GB 5031 4 

一致 。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一般设在智能化总控室。

重要机房及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应远离强电强磁场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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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正常运行。 如果避免不了或达不到技术指标，机房应做屏蔽

处理。

4 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 2014 (2018 

年版)第 8. 1. 7 条第 4 款强制要求消防控制室的疏散门应直通室

外或安全出口，安防监控中心的疏散门可参照消防控制室疏散门

设置。

8.3.5 1 电气竖井包括强电竖井和弱电竖井。电气竖井应上下

贯通，位于布线中心，便于管线敷设。竖井的面积应根据各个工

程在竖井内安装设备的数量及外形尺寸确定，且应考虑设备、管

线的间距及操作维修距离 。 楼层配电室、弱电间的设置可参照

执行。

高层建筑电气竖井在利用通道作为检修面积时，电气竖井的

净宽度不宜小于 800mm，弱电竖井的净宽度不直小于 600mm o
多层建筑弱电竖井在利用通道作为检修面积时，竖井的净宽度不

宜小于 350mm。见图 10~图 12 。

L 

υJ 
公共通道

阁 1 0 高层建筑电气竖井最小尺寸示意

注 L 尺寸、门的尺寸由工程设计确定。

2 为保障紧急情况下建筑物内应急设备及通信能正常运行，

新增本款。

3 因建筑高度及功能不同，建筑的耐火极限要求也不同 。

所以电气竖井的井壁、楼板及封堵材料的耐火极限应与建筑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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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υJ 

图 11 高层建筑智能化坚井最小尺寸示意

注 L 尺寸、门的尺寸由 t程设计确定。

L 

图 12 多层建筑智能化竖井最小尺寸示意

注 L 尺寸由工程设计确定。

的耐火极限要求-致 。

4 弱电竖井内如果装置标准机柜 (400 个信息点以内) ，考

虑机柜的安装维护距离，弱电竖井的使用面积需要 5m2左右 。 布

线传输距离不超过 90m 的要求是针对对绞电缆的，采用光缆到

桌面的用户，可根据光缆的传输要求设置。 见图 13 。

8.3.6 1 管道主要包括水管和风管，无关的管道既不允许穿过

也不允许进入。 供电气专业用房(变电所、控制室、楼层配电

室、智能化系统机房、电气竖井)使用的水管和风管可以进入，

但应采取防止渗漏措施。 进入的水管不应设有接头和阀门 ，且不

应布置在电气设备及线路的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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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卜\
h 配线设备和计算书L网

§ 1.----」卢 络设备 1 9 " 标准机柜
J 

」一

g 综合布线桥架鲤盘/「

尸

因 1 3 弱电竖井机柜布置示意

注 : 本图为 2 个机柜的方案， 机柜宽度 以 600mm 为例 . 如采 用

800mm 宽机柜， 应相应增加哥哥电竖井丽积。

2 对于进深较大的电气专业用房，若仅在单侧墙上同时设

置送、排风口 ，容易存在气流短路、房间散热不好的现象。 若风

管伸入房间，送、回风口处于发热设备两侧，房间内能形成良好

的对流，可及时带走设备散发的热量，避免设备出现因房间温度

过高影响设备寿命的情况。

为避免引起电气设备短路，进入电气专业用房通风换气或降

温的管道，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并不应设置于电气设备及线路

上方。

3 覆盖层为保护管外径至地面或墙面的距离 。 在楼板、墙

体、柱内暗敷的电气线缆保护管其覆盖层不应小于 1 5mm 的安

装示意见图 14 。

4 电缆桥架(包括梯架、托盘、槽盒)与其他专业管线或

构筑物的间距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 。 采用槽盒敷设时，槽盒距

梁底的距离应考虑槽盒盖需打开的空间 。

8. 3. 7 本条文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05 7 的要求进行编写，接闪器包括接闪杆、接闪带、接闪线、

129 



地坪

图 14 暗敷缆线保护管覆盖层最小值示意

接闪网等 。

8.4 燃 -'= 
-飞

8. 4. 1 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 GB 50028 - 2006 对燃气

管道覆土的规定，第 6 . 3 . 4 条 :

地下燃气管道埋设的最小覆土厚度(路面至管顶〉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埋设在机动车道下时，不得小子 0. 9m o
2 埋设在非机动车车道(含人行道)下时，不得小于 0.6mo
3 埋设在机动车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时，不得小于 0 . 3m 。

4 埋设在水田下时，不得小于 0.8m o

当不能满足上述规定时，应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 6 . 3 . 5 条 :输送湿燃气的燃气管道，应埋设在土壤冰冻线

以下 。

燃气管道坡向凝水缸的坡度不宜小于 0.003 。

8. 4.2 沿建筑外墙敷设燃气管道时，该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

于二级，如果燃气管道支柱独立设置时，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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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7 地下室、半地下室通风不良，液化石油气的密度比空气

重，在低于地面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输送和使用时，泄漏的液化

石油气很容易在地下聚积，故作此规定 。

8.4.8 5 国家标准 《液化石油气供应丁程设计规范 )) GB 51142-

2015 第 7 . 0 . 4 条，独立瓶组间与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表 6 的

规定 。

表 6 独立瓶组间与建筑的防火间距 (m)

钢瓶总容积 (V ， m" l 
项 日

V~2 2<V~4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25 30 

重要公共建筑、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5 20 

其他民用建筑 10 12 

主要 10 
道路(路边 )

次要 5 

注:钢瓶总容积应按配置气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8.4.12 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 GB 50494 - 2009 中规

定"暗埋的用户燃气管道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小于 50 年"，当

暗埋燃气管道不能更换时，应与埋设建筑同寿命。

8.4.13 竖井的底部和顶部应直接与大气相通，其目的是保证日

常运行时，不产生燃气聚积。

8.4.14 1 房间净高不低于 2 . 2m，为吸油烟机和壁挂式热水器

安装的最低要求 ， 房间通风良好，其换气次数 η注 3 次/h 。

2 设隔断门与居室隔开，防止泄漏的燃气和烟气进入居住

房间 。

8. 4.15 燃煤住宅应设置竖向烟道，依据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

范 )) GB 50096 - 20 11 第 8 . 5. 4 条 。

燃气住宅宜设置竖向排气道，依据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

范 )) GB 50096 - 20 11 第 6 . 8 .1 条 。

燃气住宅应设置竖向烟道，依据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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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 GB 50028 - 2006 第 1 0 . 7. 2 条第 1 款 。

竖向烟道能避免烟气低空污染 。

竖向烟道按结构分为独立烟道(低层住宅用)和l共用烟道

(多层和高层住宅用) 2 种，按功能分为排气道(敞开式燃具用，

女IJ : 灶具)、排烟道(半密闭式燃具用，如 : 热水器)和给排气

烟道(密闭式:燃具用，如:热水器和供暖热水炉) 3 种(详见行

业标准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 Cjj 12 - 2013) 。

8.4.17 本条规定了公共建筑中商用燃具设置的要求 。

1 地下室、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房间通风差，故要求设置

机械通风;当发生燃气泄漏时，在室内可能聚积易燃易爆的棍合

气体，所以应设置独立的事故排风设施。

2 商用燃具一般为连续运行，热负荷大，排烟量大，故应

通过竖向烟道排放。

商用燃具主要指大锅灶和中餐炒菜灶等燃气燃烧器具。

8.4.18 公共建筑中的用气设备主要是指燃气锅炉和燃气直燃机

等大型燃气燃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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