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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第 1093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住宅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住宅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096 -

2011 ，自 2012 年 8 月 1 1::1起实施。其巾，第 5. 1. 1 、 5.3.3 、

5.4.4 、 5. 5. 2 、 5. 5. ;)、 5.6.2 、 5.6.3 、 5.8.1 、 6. 1. 1 、 6. 1. 2 、

6. 1. 3 、 6.2.1 、 6.2.2 、 6.2.3 、 6.2.1 、 6.2.5 、 6.3.1 、 6.3.2 、

6. ;-l, 5 、 6.4.1 、 6. 4. 7 、 6.5.2 、 6.6.1 、 6.6.2 、 6. 6. 3 、 6.6.4 、

6. 7. ]、 6.9. 1 、 6.9.6 、 6.10. 1 、 6. 10.4 、 7. 1. 1 、 7. 1. 3 、

7. 1. 5 、 7.2. 1 、 7.2.3 、 7. ;-l, 1 、 7.3.2 、 7.4.1 、 7. 4. 2 、 7.5. ;)、

8. 1. 1 、 8. 1. 2 、 8. 1.3 、 8. 1.4 、 8. 1. 7 、 8.2.1 、 8. 2. 2 、 8. 2. 6 、

8.2. 10 、 8.2.11 、 8. 2. 12 、 8.3.2 、 8. 3. 3 、 8.3.4 、 8.3.6 、

8. 3. 12 、 8.4.1 、 8. .1. 3 、 8.1.1 、 8. 5. 3 、 8. 7. 3 、 8.7.4 、 8.7.5 、

8.7.9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恪执行。原《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 1999 (2003 年版)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怀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杜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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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8 年工程

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

[2008J 102) 号的要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

对《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 1999 (2003 年版)进行修订

而成。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经多次讨论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泡共分 8 章，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草本规

定;技术经济指标计算;套内空间;共用部分;室内环境;建筑

设备。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修订了住宅套型分类及各房间最小使用面积，技术经济

指标计算，楼、电梯及信报箱的设置等;

2. 增加了术语:

3. 扩展了节能、室内环境、建筑设备和排气道的内容。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绩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

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

料寄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国家住宅工程中心(北京市西城区

车公庄大街 19 号，邮政编码 100044) ，以供今后修订时

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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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条件和功能质量，提高城镇

住宅设计水平，使住宅设计满足安全、卫生、适用、经济等'性能

要求，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全国城镇新建、改建和扩建住宅的建筑

设计。

1. O. 3 住宅设计必损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遵守安

全卫生、环境保护、节约用地、节约能洒、资~等有关规定。

1. O. 4 住宅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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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 

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

2. O. 2 套型 dwelling unit 

由居住空间和厨房、卫生间等共同组成的基本住宅单位。

2.0.3 居住空间 habitable space 

卧室、起居室(厅)的统称。

2. O. 4 卧室 bed room 

供居住者睡眠、休息的空间。

2. O. 5 起居室(厅 living room 

供居住者会客、娱乐、团聚等活动的空间。

2.0.6 厨房 kitchen 

供居住者进行炊事活动的空间。

2. O. 7 卫生间 bathroom 

供居住者进行便溺、洗浴、盟洗等活动的空间。

2. O. 8 使用面积 usable area 

房间实际能使用的面积，不包括墙、柱等结构构造的面积。

2. O. 9 层高 storey height 

上下相邻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o

2.0.10 室内净高 interior net storey height 

楼面或地面至上部楼板底面或吊顶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o

2. 0.11 阳台 balcony 

附设于建筑物外墙设有栏抨或栏板，可供人活动的空间 o

2.0.12 平台 terrace 

供居住者进行室外活动的上人屋面或由住宅底层地面伸出室

外的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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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3 过道 passage 

住宅套内使用的水平通道。

2.0.14 壁柜 cabinet 

建筑室内与墙壁结合而成的落地贮藏空间 o

2.0.15 凸窗 bay-window 

凸出建筑外墙面的窗户。

2.0.16 跃层住宅 dupl巳x apartment 

套内空间跨越两个楼层且设有套内楼梯的住宅。

2.0.17 自然层数 natural storeys 

按楼板、地板结构分层的楼层数。

2.0.18 中间层 middle- f\oor 

住宅底层、人口层和最高住户人口层之间的楼层。

2.0.19 架空层 open floor 

仅有结构支撑而无外围护结构的开敞空间层。

2. O. 20 走廊 gallery 

住宅套外使用的水平通道。

2.0.21 联系廊 inter-unit gallery 

联系两个相邻住宅单元的楼、电梯间的水平通道。

2.0.22 住宅单元 residcntial building unit 

由多套住宅组成的建筑部分，该部分内的住户可通过共用楼

梯和安全出口进行疏散。

2. O. 23 地下室 basement 

室内地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室内净高的 1/2 的

空间。

2.0.24 半地下室 semi-basement 

重内地面低于窒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室内净高的 1/3. 且不

超过 1/2 的空间。

2. O. 25 附建公共用房 accessory assembly occupancy building 

附于住宅主体建筑的公共用房，包括物业管理用房、符合唱

声标准的设备用房、中小型商业用房、不产生油烟的餐饮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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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等。

2.0.26 设备层 mechanical floor 
建筑物中专为设置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和电气的设备和管

道施仁人员进入操作的空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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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住宅设计应符合城镇规划及居住区规划的要求，并应经

济、合理、有敢地利用土地和空间。

3.0.2 住宅设计应使建筑与周国环境相协调，并应合理组织方

便、舒适的生活空间。

3.0.3 住宅设计应以人为本，除应满足一般居住使用要求外，

尚应根据需要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使用要求。

3.0.4 住宅设计应满足居住者所需的日照、天然来光、通风和

隔声的要求。

3.0.5 住宅设计必颊满足节能要求，住宅建筑应能合理利用能

掘。宜结合各地能拥条件，采用常规能跟与可再生能游、结合的供

能方式。

3.0.6 住宅设计应推行标准化、模数化及多样化，并应积极采

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帜极推广工业化设计、建造技术和

模数应用技术。

3.0.7 住宅的结构设计应满足安全、适用和耐久的要求。

3.0.8 住宅设计应符合相关防火规范的规定，并应满足安全班

散的要求。

3.0.9 住宅设计应满足设备系统功能有效、运行安全、维修方

便等基本要求，并应为相关设备预留合理的安装位置。

3.0.10 住宅设计应在满足近期使用要求的同时，兼顾今后改造

的可能。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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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经济指标计算

4.0.1 住宅设计应计算下列技术经济指标:

各功能空间使用面积 (m2 ) ; 

一一套内使用面积 Cm2 /套) ; 

套型阳台面积(旷/套) ; 

套型总建筑面积 (m" /套) ; 

住宅楼总建筑面积 CmL ) 。

4.0.2 计算住宅的技术经济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功能空间使用面积应等于各功能空间墙体内表面所围

舍的水平投影面积;

2 套内使用面积应等于套内各功能空间使用面积之和;

3 套型阳台面积应等于套内各阳台的面积之和;阳台的面

积均应按其结构底板投影净面积的一半计算;

4 套型总建筑面积应等于套内使用面积、相应的建筑面积

和套型阳台面积之和;

5 住宅楼总建筑面积应等于全楼各套型总建筑面积之和。

4.0.3 套内使用面积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套内使用面积应包括卧室、起居室(厅)、餐厅、厨房、

卫生间、过厅、过道、贮藏室、壁柜等使用面积的总和;

2 跃层住宅中的套内楼梯应按自然层数的使用面积总和计

人套内使用面积;

3 烟囱、通风道、管井等均不应计人套内使用面相;

4 套内使用面积应接结构墙体表面尺寸计算;有复合保温

层时，应按复合保温层表面尺寸计算;

5 利用坡屋顶内的空间时，屋面板下表面与楼板地面的净

高低于1. 20m 的空间不应计算使用面积，净高在 1.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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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m 的空间应按1/2 计算使用面积，净高超过 2. 10m 的空间

应全部计人套内使用面积;坡屋顶无结构顶层楼板，不能利用坡

犀顶空间时不应i十算其使用面积;

6 坡屋顶内的使用面积应列入套内使用面积中。

4.0.4 套型总建筑面租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t

1 应按全楼各层外墙结构外表面及柱外沿所围合的水平投

露面积之和求出住宅楼建筑面积，当外墙设外保温层时，应按保

温层外表面计算;

2 应以全楼总套内使用面伊、除以住宅楼建筑面积得出计算

比值;

3 套型总建筑面积应等于套内使用面积除以计算比值所得

面积，加上套型阳台面积。

4.0.5 住宅楼的层数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住宅楼的所有楼层的层高不大于 3.00m 时，居数应按

自然层数计;

2 当住宅和其他功能空间处于同一建筑物内时，应将住宅

部分的层数与其他功能空间的层数叠加计算建筑层数。当建筑中

有一层或若干层的层高大于 3.00m 时，应对大于 3.00m 的所有

楼层按其高度总和除以 3.00m 进行层数折算，余数小于1. 50m 

时，多出部分不应计人建筑层数，余数大于或等于1. 50m 时，

多出部分应按 1 层计算;

3 层高小于 2. 20m 的架空层和设备层不应计人自然层散;

4 高出室外设计地面小于 2. 20m 的半地下室不应计入地上

自然层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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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套内空间

5.1 套型

5. 1. 1 住宅应按套型设计，每套住宅应设卧室、起居室(厅)、

厨房和卫生间等基本功能空间。

5. 1. 2 套型的使用面积!但符合下列规定:

1 由卧宅、起居室(厅)、厨房和 -l!生间等组成的套型，其

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30时;

Z 由兼起屑的卧宅、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最小套型，其

使用国平只不应小于 22m2 。

5.2 卧室、起居室(厅)

5.2.1 卧室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班人卧事不应小于 9m2
; 

2 单人卧室不应小于 5m2
; 

3 兼起居的卧室不应小于 12m2 o
5.2.2 起居室(厅)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Om20

5.2.3 套型设计时应减少直接开向起居厅的门的数量。起居室

(厅)内布置家具的墙面直线长度宜大于 3mo

5.2.4 无直接采光的餐厅、过厅等，其使用面积不宜大

于 10m2
0 

5.3 厨房

5.3.1 厨房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套型

的厨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4.0m2 ;

2 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最小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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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厨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3. 5m~ 0 

5.3.2 厨房宜布置在套内近人口处。

5.3.3 厨房应设置洗涤池、案台、炉灶及排油烟机、热水器等

设施或为其预留位置。

5.3.4 厨房应按炊事操作流程布置。排油烟机的位置应与炉灶

位置对应，并应与排气道直接连迪。

5.3.5 单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净宽不应小于1. 50m; 双排布置设

备的厨房其两排设备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O.90m o

5.4 卫生间

5.4.1 每套住宅应设卫生间，应至少配置便器、洗浴器、搅面

器三件卫生设备或为其预留设置位置及条件。三件E生设备集中

配置的卫生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 50m2 
0 

5.4.2 日生间可根据使用功能要求组合不同的设备。不同组合

的空间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世便器、搅面器时不应小于 1. 80m l
; 

2 设便器、搅浴器时不应小于 2. OOmz ; 

3 设搅面器、洗恪器时不应小于 2. OOm2
; 

4 设洗面器、洗衣机时不应小于 1. 80m2
; 

5 单设便器时不应小于1. 10m< 。

5.4.3 元前室的卫生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起居室(厅)或厨房。

5.4.4 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

厨房和警厅的上层。

5.4.5 当卫生间布置在本套内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

厅的上层时，均应有防水和便于检修的措施。

5.4.6 每套住宅应设置洗衣机的位置及条件。

5.5 层高和重内净高

5.5.1 住宅层高宜为 2.80m o

5.5.2 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离不应低于 2.40m，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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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离不应低于 2. 10m，且局部净菌的重内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

面积的 1/30
5.5.3 利用坡屋顶内空间作卧室、起居室(厅)时，至少有1/2

的使用面积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 10m。

5.5.4 厨房、卫生间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20m o
5.5.5 厨房、卫生间内排水横管下表面与楼面、地面净距不得

低于1. 90m，且不得影响门、窗扇开启。

5.6 阳 A 
I:l 

5.6.1 每套住宅宜设阳台或平台。

5.6.2 阳台栏杆设计必须采用防止儿童擎莹的构造，栏杆的垂

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 O. l1m，煎置花盆处必细果取防坠落

措施。

5.6.3 阳台栏板或栏杆净高，六层及六层以下不应低于1. 05m; 

七层及七居以上不应低于1. 10m。

5.6.4 封闭阳台栏板或栏杆也应满足阳台栏板或栏杆净高要求。

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和寒冷、严寒地区住宅宜采用实体栏板。

5.6.5 顶层阳台应设雨罩，各套住宅之间毗连的阳台应设分户

隔板。

5.6.6 阳台、雨罩均应采取有组织排水措施，雨罩及开敞阳台

应采取防水措施。

5.6.7 当阳台设有洗衣设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专用给、排水管线及专用地漏，阳台楼、地面均

应做防水;

2 严寒和寒冷地区应封闭阳台，并应采取保温措施。

5.6.8 当阳台或建筑外墙设置空调室外机时，其安装位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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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位置不应对室外人员形成热污染。

5.7 过道、贮躏空间和套内槛梯

5.7.1 套内人口过道净宽不宜小于1. 20m; 通往卧室、起居室

(厅)的过道净宽不应小于1. OOm; 通往厨房、 E生间、贮藏室

的过道净宽不应小于 O.90mo

5.7.2 套内设于底层或靠外墙、靠卫生间的壁柜内部应采取防

潮措施。

5.7.3 套内楼梯当一边l陆空时，梯段净宽不应小于 O.75m; 当

两侧有墙时，墙面之间净宽不应小于 O.90m，并应在其中一侧墙

面设置扶于自

5.7.4 套内楼梯的踏步宽度不应小于 O.22m; 高度不应大于

O.20m，扇形踏步转角距扶手中心 O.25m 处，宽度不应小

于 O.22m o

5.8 门窗

5.8.1 窗外没有阳台或平台的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

低于 O.90m 时，应19:置防护设施。

5.8.2 当设置凸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商台高度低于或等于 O.45m 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

不应低于 O.90m;

2 可开启窗扇窗洞口底距窗台面的净高低于 O.90m 时，窗

洞口处应有防护措施。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不应低

于 O.90m.

3 严寒和寒冷地区不宜设置凸窗。

5.8.3 底层外窗和阳台门、下沿低于 2.00m 且紧邻走廊或共用

上人屋面上的窗和门，应采取防卫措施。

5.8.4 面临走廊、共用上人屋面或凹口的窗，应避免视线干扰，

向走廊开启的窗扇不应妨碍交通。

5.8.5 户门应采用具备防览、隔声功能的防护门。向外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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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门不应妨碍公共交通及相邻户门开启。

5.8.6 厨房和卫生间的门应在下部设置有效截面积不小于

0.02时的固定百叶，也可距地面留出不小于 30mm 的缝隙。

5.8.7 各部位门洞的最小尺寸应符合表 5.8.7 的规定。

表 5.8.7 门洞最小尺寸

类别 洞口宽度 (m) 洞 U 高度 (m)

共用外门 1. 20 2.00 

户(套)门 1. 00 2.00 

起居室(厅)门 。.90 2.00 

卧室门 0.90 2.00 

厨房门 O. 80 2.00 

卫生间门 (). 7υ 2.00 

阳台门(单扇) 0.70 2.00 

注 表中I'J洞口高度不包招门上亮子高度，宽度以平开门为准。

2 洞口两侧地面有高低差时，以高封扭曲为起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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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用部分

6.1 菌台、栏杆和台阶

6. 1. 1 槛棉闽、电梯厅等共用部分的外菌，窗外没有阳台或平

白，且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小于 0.90m 时，应设置防护

设施。

6. 1. 2 公共出入口台阶高度超过 0.70m 并侧面临空时，应设置

防护设施，防护设施净高不应低于1. 05m。

6. 1. 3 外庸、内天井及上人厘面等临空处的栏杆净高，六层及

六居以下不应低于1. 05m，七层及七层以上不应低于1. 10m。防

护栏杆必细:*用防止儿童擎莹的构造，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

应大于 O.llmo 放置花盆处必须采取防坠落措施。

6. 1. 4 公共出人口台阶踏步宽度不宜小于 O.30m，踏步高度不

直大于 O.15m，并不宜小于 O.10m，踏步高度应均匀一致，并应

采取防滑措施。台阶踏步数不应少于 2 级，当高差不足 2 级时，

应按坡道设置;台阶宽度大于1. 30m 时，两侧宜设置栏杆扶于，

高度应为 O.90m o

6.2 安全疏散出口

6.2.1 十层以下的住宅建筑，当住宅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

于 650旷，或任一套房的户门至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 15m 时，

谁住宅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

6.2.2 十层及十层以上且不超过十八层的住宅建筑，当住宅单

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 650时，或任一套房的户门至安全出口

的距离大于 10m 时，该住宅单元每层的去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

6.2.3 十九层及十九层以上的佳宅建筑，每层佳宅单元的安全

出口不应少于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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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两个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小

于 5mo

6.2.5 槛梯间及前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6.2.6 十层以下的住宅建筑的楼梯间宜通至屋顶，且不应穿越

其他房间 o 通向平屋面的门应向屋面方向开启 o

6.2.7 十层及十层以上的住宅建筑，每个住宅单元的楼梯均应

通至屋顶，且不应穿越其他房间。通向平屋面的门应向屋面方向

开启。各住宅单元的楼梯间宜在屋顶相连通。但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楼梯可不通至屋顶:

1 十八层及十八层以下，每层不超过 8 户、建筑面积不超

过 650m2 ，且设有一座共用的防烟楼梯间和消防电梯的住宅$

2 顶层设有外部联系廊的住宅。

6.3 楼梯

6.3.1 撞梯梯段净宽不应小于 1. 10m，不超过六层的住宅，一

边ìi菁栏杆的棉段净宽不应小于 1.ωm。

6.3.2 槛梯躏步宽度不应小于 O.26m，踏步高度不应大于

O.175mo 扶手高度不应小于 O.90m。幢梯水平段栏杆快庄大于

O.50m 时，其扶手高度不应小于 1.05m。楼梯栏杆垂直杆件间净

空不应大于 O.llm。

6.3.3 楼梯平台净宽不应小于楼梯梯段净宽，且不得小于

1. 20mo 楼梯平台的结构下缘至人行通道的垂直高度不应低于

2.00mo 人口处地坪与室外地面应有高差，并不应小于 O. lOmo

6.3.4 楼梯为剪刀梯时，楼梯平台的净宽不得小于1. 30m o 

6.3.5 楼梯井净宽大于 O.llm 时，必姐来取防止儿童事滑的

措施。

6.4 电梯

6.4.1 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设置电梯:

1 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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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超过 16m 时;

2 底层作为商店或其他用房的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其住

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的重外设计地面高度超过 16m 时;

3 底层做架空层或贮存空间的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其住

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的室外设计地面高度超过 16m 时;

4 顶层为两层一套的跃层住宅时，跃层部分不计层颤，其

顶层佳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童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

16m 时。

6.4.2 十二层及十二层以止的住宅，每栋楼设置电梯不应少于

两台，其中应设置一台可容纳拥架的电梯。

6.4.3 卡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单元只设置一部电梯时，

从第十二层起应设置与相邻住宅单元联通的联系廊。联系廊可隔

层设置，上下联系廊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五层。联系廊的净宽不

应小于1. 10m，局部净高不应低于 2.00m 。

6.4.4 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由二个及二个以上的住宅单

元组成，且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住宅单元未设置可窑纳担架的

电梯时，应从第十二层起设置与吁容纳担架的电梯联通的联系

廊。联系廊可隔层设置，上下联系廊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五层。

联系廊的净宽不应小于1. 10m，局部净离不应低于 2.00m o

6.4.5 七层及七层以 t住宅电梯应在设有户门和公共走廊的每

层设站。住宅电梯宜成组集中布置。

6.4.6 候梯厅深度不应小于多台电梯中最大轿箱的深度，且不

应小于1. 50m o 

6.4.7 电梯不应紧邻卧章布置。当受条件限制，电棉不得不紧

辄兼起居的卧室布置肘，应采取隔声、躏振的构造措施。

6.5 走廊和出入口

6.5.1 住宅中作为主要通道的外廊宜作封闭外廊，并应设置可

开启的窗扇。走廊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1. 20m，局部净高不应低

于 2.00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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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位于阳台、外廊及开敞楼梯平台下部的公共出入口，应

果取防止物体坠落伤人的安全措施o

6.5.3 公共出入口处应有标识，十层及十层以 t住宅的公共出

人口应设门厅。

6.6 无障碍设计要求

6.6.1 七层及七层以上的佳宅，应对下列部位进行无障碍设计:

1 建筑入口;

2 入口平台;

3 候梯厅;

4 公共走道。

6.6.2 住宅入口及入口平台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入口设台阶时，应同时设置轮椅坡道和扶手;

2 瞌量的坡度应符合表 6.6.2 的规定;

表 6.6.2 坡道的坡度

坡度

最大高度 (m)

3 供轮椅通行的门净宽不应小于 O.8mj

4 i:共轮椅通行的推拉门和平开门，在门把手一侧的墙面，

应固有不小于 O.5m 的墙面宽度;

5 供轮椅通行的门扇，应安装视钱观察玻璃、横执把手和

美门植手，在门扇的下方应安装高 O.3Sm 的护门植;

6 门槛高度及门内外地面高差不应大于 O.lSm，并应U斜

坡过撞。

6.6.3 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建筑入口平台宽度不应小于 2.00m ，

七层以下佳宅建筑入口平台宽度不应小于 1.SOm。

6.6.4 供轮椅通行的走道和通道净宽不应小于1.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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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信报箱

6.7.1 新建住宅应每毒配套设置信报箱。

6.7.2 住宅设计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布置信报箱的位置。信报箱

宜设置在住宅单元主要人口处。

6.7.3 设有单元安全防护门的住宅，信报箱的投递口应设置在

门禁以外。当通往投递口的专用通道设置在室内时，iiJí道净宽应

不小于 O.60mo

6.7.4 信报箱的投取信口设置在公共通道位置时，通道的净宽

应从信报箱的最外缘起算。

6.7.5 信报箱的设置不得降低住宅基本空间的天然采光和自然

通风标准。

6.7.6 信报箱设计应选用信报箱定型产品，产品应持合国家有

关标准。选用嵌墙式信报箱时应设计洞口尺寸和安装、拆卸预埋

件位置。

6.7.7 信报箱的设置宜利用共用部位的照明，但不得降低住宅

公共照明标准o

6.7.8 选用智能信报箱时，应预留电源接口。

6.8 共用排气道

6.8.1 厨房宜设共用排气道，无外窗的卫生间应设共用排气道。

6.8.2 厨房、卫生间的共用排气道应采用能够防止各层回流

的定型产品，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排气道断面尺寸应根据

层敬确定，排气道接口部位应安装支管接口配件，厨房排气道

接口直径应大于 150mm. 卫生间排气道接口直径应大

于 80mm o

6.8.3 厨房的共用排气道应与灶具位置相邻，共用排气道与排

油烟机连接的进气口附朝向灶具方向。

6.8.4 厨房的共用排气道与卫生间的共用排气道应分别设置。

6.8.5 竖向排气道屋顶风帽的安装高度不应低于相邻建筑砌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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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排气道的出口设置在上人屋面、住户平台上时，应高出屋面

或平台地面 2m; 当周围 4m 之内有门窗时. ，在高出门窗上

皮 O.6m o

6.9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6.9.1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不应布置在地下室;当布置在

半地下室时，必搞对果光、通凤、日照、防潮、排水及安全防护

*=取措施，并不得降低各项指标要求。

6.9.2 除卧室、起居室(厅)、厨房以外的其他功能房间可布置

在地下室，当布置在地下室时，应对采光、通风、防潮、排水及

安全防护采取措施。

6.9.3 住宅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做自行车库和设备用房时，其

净高不应低于 2.00m o

6.9.4 当住宅的地上架空层及半地下室做机动车停车位时，其

净高不应低于 2.20m o

6.9.5 地上住宅楼、电梯间宜与地下车库连通，并宜采取安全

防盗措施。

6.9.6 直通住宅单元的地下楼、电梯闹入口处应设置Z纽防火

门，严禁利用楼、电梯闹为地下车库进行自然通风。

6.9.7 地下室、半地下室应采取防水、防潮且通风措施，采克

井应采取排水措施。

6. 10 附建公共用房

6.10.1 住宅建筑内严禁布置存放和使用甲、 Z英火灾危险性物

品的商店、车间和仓库，以及产生曝声、振动和污染环境卫生的

商店、车间和娱乐设施。

6.10.2 住宅建筑内不应布置易产生油烟的餐饮店，当住宅底层

商业网点布置有产生刺激性气味或噪声的配套用房，应做排气、

消声处理。

6.10.3 水泵房、冷热宿、机房、变配电机房等公共机电用房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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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住宅主体建筑内，不宜设置在与住户相邻的楼层内，在无

法满足上述要求贴临设置时，应增加隔声喊振处理。

6.10.4 住户的公共出入口与附建公共用房的出入口应分开

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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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内环境

7.1 日照、天然采光、遮阳

7. 1. 1 每毒住宅应至少有一个居住空间能在得每季日照。

7. 1. 2 需要获得冬季日照的居住空间的窗洞开口宽度不应小

于 O.60m o

7. 1. 3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应有直接天然采光。

7. 1. 4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的采光系数不应低于 1%; 当

楼梯间设置采光窗时，采光系数不应低于 0.5%0

7. 1. 5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的采光窗洞口的亩地面积比不

应低于 1/7 0
7. 1. 6 当楼梯间设置采光窗时，采光窗洞口的亩地面积比不应

低于1/120

7. 1. 7 果光窗下沿离楼面或地面高度低于 O.50m 的窗洞口面棋

不应计人果光面积内，窗洞口 t~沿胆地面高度不宜低于 2.00mo

7. 1. 8 除严寒地区外，居住空间朝西外窗应采取外遮阳措施，

居住空问朝东外窗宜采取外遮阳措施。当采用天窗、制屋顶窗来

先时，应采取活动遮阳措施。

7.2 自然通凤

7.2.1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应有自然通风。

7.2.2 住宅的平面:?问组织、剖面设计、门窗的位置、方向和

开启方式的设置. J占有利于组织室内自然通风。单朝向住宅且'采

取改善自然通风的措施。

7.2.3 每套住宅的自然通凤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 5%。

7.2.4 采用自然通风的房间，其直接或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帜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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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卧室、起居室(厅)、明卫生间的121:擅自然通风开Ll面积

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帜的1/20; 当采用r' l 然通风的房间外设

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 F采用自然通风的房

间和阳台地板面积总和的 1/20;

2 厨房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

的 1/10，并不得小于 O. 60m2 ; 当厨房外设贵阳台时，阳台的自

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厨房和阳台地板 1M帜总和的 1/10，并

不得小于 O. 60m2 
0 

7.3 隅声、降噪

7.3.1 卧室、起居室(厅)内噪声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昼间卧室内的等效连续 A 声级不应大于 45dB;

2 夜间卧重内的等效连续 A 声级不应大于 37dB;

3 起居室(厅)的等效连续 A 声级不应大于 45dBo

7.3.2 分户墙和分户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舰定:

1 分隔卧室、起居室(斤)的分户墙和分户幢幢，空气声

隔声评价量 (Rw+C) 应大于 45dB;

2 分隔住宅和非居住用途空间的楼板，空气声隔声评价量

(Rw+Ctr ) 应大于 51dB。

7.3.3 卧室、起居室(厅)的分户楼板的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

级宜小于 75dBo 当条件受到限制时，分户楼板的计权规范化撞

击声压级应小于 85dB，且应在楼板上预留可供今后改善的条件。

7.3.4 住宅建筑的体形、朝向和平面布置f占有利于曝声控制。

在住宅平面设计时，当卧室、起居室(厅)布置在喋声据一侧

时，外商应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当居住空间与可能产生噪声的房

间相邻时，分隔墙和分隔楼板应采取隔声降曝措施;当内天井、

凹天井中设置相邻户间窗口时，宜采取隔声降幢措施。

7.3.5 起居室(厅)不宜紧邻电梯布置。受条件限制起居室

(厅)紧邻电梯布置时，必须采取有效的隔声和减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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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防水、防潮

7.4.1 住宅的屋面、地面、外墙、外窗应采取防止商水和冰雪

融化水侵入室内的措施。

7.4.2 住宅的屋面和外墙的内表面在设计的室内温度、湿度条

件下不应出现结露。

7.5 室内空气质量

7.5.1 住宅室内装修设计宜进行环境空气质量预评价。
7.5.2 在选用住宅建筑材料、室内装修材料以及选择施工工艺

时，应控制有害物质的含量。

7.5.3 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活度和浓度应符合表 7.5.3 的

规定。

表 7.5.3 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限值

污染物名称 活度、浓度限值

氨 王三200 (8q/m3) 

游离甲E董 三三0.08 (吨1m3)

苯 三二0.09 (吨1m3)

氨 主豆0.2 (吨1m3)

TVOC 三三0.5 (rn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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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

8.1 一般规定

8. 1. 1 住宅应设置室内给水排水系统。

8. 1. 2 严草和事冷地区的佳宅应设置采暇设施。

8. 1. 3 住宅应设置照明供电系统。

8. 1. 4 住宅计量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到规定:

1 备捷生活供水系统应设置分户水襄;

2 设有靠申来曙(集中空调)系统时，应设置分户热计量

最置;

3 设有燃气粟统时，应设置分户燃气表;

4 设有供电粟统时，应设置分户电能衰。

8. 1. 5 机电设备管线的设计应相对集中、布置紧事、合理使用

空间 o

8. 1. 6 设备、仪表及管线较多的部位，应进行详细的综合设计，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果暖散热器、户配电箱、家居配线箱、 i 电洒、插座、有线

电视插座、信息网络和电话插座等，应与室内设施和家具结合

布置;

2 计量仪表和管道的设置位置应有利于厨房灶具或卫生间

卫生器具的合理布局和接管 E

3 厨房、卫生间内排水横管下表面与楼面、地面净距应符

合本规范第 5.5.5 条的规定 4

4 水表、热量表、燃气表、电能表的设置应便于管理。

8. 1. 7 下列设施不应设置在住宅套内，应设置在共用空间内:

1 公共功能的管道，包括给水总立曹、消防立曹、雨水立

营、采睡(空调)供田水总立管和配电和弱电干钱{曹)等， i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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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开敞式阳台的雨水立曹除外;

2 公共的曹道闽门、电气设备和用于总体调节和幢悔的部

件，户内排水立曹检修口除外;

3 呆睡曹淘和电缆沟的检查孔。

8. 1. 8 水泵房、冷热泪机房、变配电室等公共机电用房应采用

低噪声设备，且应采取相应的减振、隔声、吸声、防止电磁干扰

等措施。

8.2 给水排水

8.2.1 住宅各类生活供水系统水质应符合国.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8.2.2 入户曹的供水压力不应大于 O.35MPa。

8.2.3 套内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宜大于 O.20MPa，且不应小于用

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压力。

8.2.4 住宅应设置热水供应设施或预留安装热水供应设施的条

件。生活热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配水点的供水水温不应低于 45
0

C;

2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应在套内热水表前设置循环田水管;

3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热水表后或户内热水器不循环的热水

供水主管，长度不宜超过 8m。

8.2.5 卫生器具和配件应采用节水型产品。管道、阀门和配件

应采用不易锈蚀的材质。

8.2.6 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水立管应分别设置。排水管道不得穿

越卧室。

8.2.7 排水立管不应设置在卧室内，且不宜设置在靠近与卧重

相邻的内墙;当必须靠近与卧室相邻的内墙时，应采用低唱声

管材。

8.2.8 污废水排水横管宜设置在本层套内;当殿设于下一层的

套内空间时，其清扫口应设置在本层，并应进行夏季管道外壁结

露验算和采取相应的防止结露的措施。污废水排水立管的检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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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每层设置。

8.2.9 设置淋浴器和搅衣机的部位应设置地漏，设置洗衣机的

部位直采用能防止溢流和干捆的专用地漏。洗衣机设置在阳台上

时，其排水不应排人雨水管。

8.2.10 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和无水封的地漏与生活排水管道噩

接时，在排水口以下应设存水弯;存水青和有水封地漏的水封高

度不应小于 50nuno
8.2.11 地下室、半地下童中低于室外地面的卫生器具和地漏的

排水管，不应与上部排水曾连攘，应设置集水设施用污水泵

排出。

8.2.12 ~在用中水冲洗便器时，申水管道和预留接口应由明显标

识。坐便器壁挂洁身器时，洁身器应与自来水管连接，严慧与中

水曾连接0

8.2.13 排水通气管的出口，设置在上人屋面、住户平台上时，

应高出屋面或平台地面 2.00mj 当周围 4.00m 之内有门窗时，

应高出门窗上口 O.60m。

8.3 采睡

8.3.1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住宅宜设集中采暖系统。夏热冬冷地

区住宅来暖方式应根据当地能源情况，经技术经济分析，并根据

用户对设备运行费用的承担能力等因素确定。

8.3.2 陆电力充足和供电政策支持，就建筑所在地无法利用其

他形式的能蘸外，严罪和事冷地区、夏热每冷地区的住宅不应设

计直接电热作为室内采暖主体热源。

8.3.3 佳宅来睡系统应采用不高于 9St 的热水作为热媒，并应

有可靠的水质保证措施。热水温度和系统压力应根据曹材、室内

散热设备等因素确定。

8.3.4 住宅集中提醒的设计，应进行每-个房间的热负荷计算。

8.3.5 住宅集中采暖的设计应进行室内采暖系统的水力平衡计

算，并应通过调整环路布置和管径，使并联管路(不包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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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阻力相对差额不大于 15%; 当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水

力平衡措施。

8.3.6 设置果睡票统的普通佳宅的室内采暖计算温度，不应低

于表 8.3.6 的规定。

表 8.3.6 室内采暖计算温度

用 房 | 温度('C ) 

卧室、起眉窒(厅)和卫生间 18 

厨房 l 
设果陋的极梯闹和走庸 14 

8.3.7 设有洗浴器井有热水供应设施的卫生间宜按体措时室温

为 25
0

C设计。

8.3.8 套内采暖设施应配置室温自动调控装置。

8.3.9 室内采用散热器采暖时，室内采暖系统的制式宜采用J;J..

管式;如果用单管式，应在每组散热器的进出水支管之间设置跨

越管。

8.3.10 设计地面辐射采暖系统时，宜按主要房间划分来睡

环路。

8.3.11 应来用体型紧凄、便于清扫、使用寿命不低于铜管的散

热器，井宜明装，散热器的外表面应刷非金属性涂料。

8.3.12 噩用户式燃气采睡热水炉作为呆暖热源时，其热效率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罪睡熟71<炉能敢

限定值及能敢等级)) GB 20665 申能效等组 3 辑的规定值。

8.4 燃气

8.4.1 佳宅管道燃气的供气压力不应高于 0.2MPa。住宅内各

费用气设备应使用低压燃气，其入口压力应在 0.75 倍-1. 5 倍

燃具额定范圄内。

8.4.2 户内燃气立管应设置在有自然通风的厨房或与厨房相连

的阳台内，且宜明装设置，不得设置在通风排气竖井内。

8.4.3 燃气设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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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气设备严禁设置在卧室内;

2 严禁在浴室内安装直接排气式、半密闭式燃气热水器等

在使用空间内积票有害气体的加热设备;

3 户内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厨房、阳台内;

4 燃气热水器等燃气设备应安装在通凤良好的厨房、阳台

内或其他非居住房间。

8.4.4 住宅内各类用气设备的烟气必须排至室外。排气口应来

取防风措施，安装燃气设备的房间应预留安装位置和排气孔i同位

置;当事台设备合用坚向排气道排版烟气时，应保证互不影晌。

户内燃气热水器、分户设置的采暖或制冷燃气设备的排气管不得

与燃气灶排油烟机的排气管合并接入同-管道。

8.4.5 使用燃气的住宅，每套的燃气用量应根据燃气设备的种

类、数量和额定燃气量计算确定，且应至少按一个~~tt灶和一个

燃气热水器计算。

8.5 通凤

8.5.1 排油烟机的排气管道可通过竖向排气道M外墙排向室外。

当通过外墙直接排至室外时，应在室外排气口设置避风、防雨和

防止污染墙面的构件。

8.5.2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的厨房，应设置供厨房房间

全面通风的自然通风设施。

8.5.3 无外菌的睛卫生间，应设置防止国流的机械通风设施或

预圄机械通风设置条件。

8.5.4 以煤、薪柴、燃油为燃料进行分散式采暖的住宅，以及

以煤、薪柴为燃料的厨房，应设烟囱;上下层或相邻房间合用一

个烟囱时，必须采取防止串烟的措施。

8.6 空调

8.6.1 位于寒冷(B区)、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的住宅，当

不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时，主要房间应设置空调设施或预留安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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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设施的位置和条件。

8.6.2 室内空调设备的冷凝水应能有组织地排放。

8.6.3 当采用分户或分室设置的分体式空调器时，室外机的安

装位置应持合本规范第 5.6.8 条的规定。

8.6.4 住宅计算夏季冷负荷和选用空调设备时，室内设计参数

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卧室、起居室室内设计温度宜为 26
0

C;

2 元集中新风供应系统的住宅新风换气宜为 1 次/ho

8.6.5 空调系统应设置分室或分户温度控制设施。

8.7 电气

8.7.1 每套住宅的用电负荷应根据套内建筑面积和用电负荷计

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2. 5kW。

8.7.2 住宅供电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果用 TT 、 TN-C-S 或 TN-S 接地方式，并应进行总等

电位联结;

2 电气线路应采用符合安全和防火要求的敷设方式配钱，

套内的电气管线应采用穿管暗敷设方式配钱。导线应采用铜芯绝

缘钱，每套住宅进户线截面不应小于 lOmm2 ，分支回路截面不

应小于 2. 5mm2
; 

3 套内的空调电惊插座、一般电源插座与照明应分路设计，

厨房插座应设置独立回路，卫生间插座宜设置拙立回路;

4 除壁挂式分体空调电源插座外，电源插座回路应设置剩

余电流保护装置;

5 设有洗活设备的卫生间应作局部等电位联结;

6 每幢住宅的总电源进线应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或剩余电

流动作报警。

8.7.3 每套住宅应设置户配电箱，其电源总开关装置应罪用可

同时断开相结和中性缉的开关电器。

8.7.4 章内安装在1. 80m 及以下的插座均应采用安全型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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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共用部位应设置人工照明，应采用高效节能的照明装置

和节能控制措施。当应急照明采用节能自熄开关时，必须采取消

防时应急点亮的措施。

8.7.6 住宅套内电肃、插座应根据住宅套内空间和家用电器设置，

电掘插座的数量不应少于表 8.7.6 的规定。

表 8.7.6 电源插座的设置数量

2 间 设置数量和内容

卧室 一个单相三线和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两组

兼起屈的卧室 一个单相二线和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三组

起居室(厅) -个单相」二线和一个单相 线的插座二组

厨房 防溅水型一个单相三线和一个单相工线的插座两组

]1生间 防溅7/<.型一个单相一线和一个单相 线的插座一组

布置洗衣机、冰箱、

排油烟机、排风机及预 专用单相=线Ml座各一个

留家用空调器处

8.7.7 每套住宅应设有线电视系统、电话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

直设置家居配结箱。有线电视、电话、信息网络等线路宜集中布

钱，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线电视系统的线路应预埋到住宅套内。每套住宅的有

线电视进户线不应少于 l 根，起居室、主卧室、兼起居的卧室应

设置电视插座;

2 电话通信系统的线路应预埋到住宅套内。每套住宅的电

话通信进户绪不应少于 1 根，起居室、主卧室、兼起居的卧室应

设置电话插座;

3 信息网络系统的线路宜预埋到住宅套内。每套住宅的进

户钱不应少于 1 根，起居室、卧室或兼起居室的卧室应设置信息

网络插座。

8.7.8 住宅建筑宜设置安全防范系统。

8.7.9 当发生火警时，疏散通道上和出入口处的门禁应能集中

解锁或能从内部手动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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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E面词采用"应飞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飞，反面词采用"不宜"

4斟)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飞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110111....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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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 2011.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 年 7 月 26 日以第 1093 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规班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住宅设计规111>> 编制

组挂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泡条文说明，对条文的目的、依

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规范规定的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请将

意见函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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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城镇住宅建设量大面广，关系到广大城镇居民的切身利

益，同时，住宅建设要求投入大量资金、土地和建材等资掘，如

何根据我国国情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资金和资橱，以满足广大人民

对住房的要求，保障居民最低限度的居住条件，提高城镇住宅功

能质量，使住宅设计符合适用、安全、卫生、经济等基本要求，

是制定本规范的目的。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 1999 (以下简称原规砸)自

1999 年起施行至今已超过 10 年， 2003 年版完成局部修订，执行

至今也已有 7 年，在我国住房商品化的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但是，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快速发展，住宅品质有了很大变

化，部分条文已不适应当前情况，需要修改并补充新的内容;近

年来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法规，在表述和指标方面有所发展变

化，需要对本规范的相应条文进行调整，避免执行中的矛盾;为

落实国家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的要求，贯彻高度重视民生与住房

保障问题的精神，本规范也应进行修订，正确引导中小套型住宅

设计与开发建设。

本次修订扩充了原来各章节的内容，修改了部分经济技术指

标的低限要求和计算方栓，以便进一步保证住宅设计质量，促进

城镇住宅建设健康发展。

1. O. 2 目前我国城镇住宅形式多样，但基本功能及安全、卫生
要求是一样的，本规范对这些设计的基本要求作了明确的规定，

故本规范适用于全国城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各种类型的住宅

设计。

1.0.3 住宅建设关系到民生以及社会和谐，国家对住宅建设非

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规，住宅设计时必琐严格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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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执行。本条阐述了住宅设计的基本原则，重点突出了保证安全

卫生、节约资帽、保护环境的要求，住宅设计时必须统筹考虑，

全面协调，在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1. O. 4 住宅设计静及建筑、结构、防火、热工、节能、隔声、

果光、照明、给排水、暖通空调、电气等各种专业，各专业已有

规范规定的内容，除必要的重申外，本规范不再重复，因此设计

时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主

要有: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5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45 

《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 50353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建筑来光设计标准)) GB/T 50033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 GB 5063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 50325 

《城镇燃气设汁规范)) GB 50028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50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75 

《电梯主要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型式与尺寸》

GB/T 7025. 1 

36 

www.weboos.com



2 术语

2.0.1 本定义提出了住宅的两个关键概念..家庭"和"房于"。

申明"房子"的设计规范主要是按照"家庭"的居住使用要求来

规定的。未婚的或离婚后的单身男女以及孤寡老人作为家庭的特

殊形式，居住在普通住宅中时，其居住使用要求与普通家庭是一

致的。作为特殊人群，居住在单身公寓或老年公寓时，则应另行

考虑其特殊居住使用要求，在《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中不

需予以特别考虑。因为除了有《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外，

还有《老年人居住建筑标准)) GB/T 50340 和《宿舍建筑设计规

范)) JGJ 36 ，这也是公寓和宿舍设计可以不执行《住宅设计规

毡)) GB 50096 的原因之一。

由于本规范的条文没有出现"公寓"一词，所以本规范没有

对公寓进行定义，但是规范执行中经常有关于如何区别"住宅"

和"公寓"的疑问，在此作以下说明:

公寓一般指为特定人群提供独立或半独立居住使用的建筑，

通常以栋为单位配套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

公寓经常以其居住者的性质冠名，如学生公寓、运动员公

寓、专家公寓、外交人员公寓、青年公寓、老年公寓等。公寓中

的居住者的人员结构相对住宅中的家庭结构简单，而且在使用周

期中较少发生变化。住宅的设施配套标准是以家庭为单位配套

的，而公寓一般以栋为单位甚至可以以楼群为单位配套。例如，

不必每套公寓设厨房、卫生间、客厅等空间，而且可以采用共用

空调、热水供应等计量系统。但是不同公寓之间的某些标准差别

很大，如老年公寓在电梯配置、无障碍设计、医疗和看护系统等

方面的要求，要比运动员公寓高得多。目前，我国尚未编制通用

的公寓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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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本条所指的平台是住宅里常见的上人屋面，或由住宅底

层地面伸出的供人们室外活动的平台。不同于楼梯平台、设备平

台、非上人屋面等情况。

2.0.15 凸窗既作为窗，在设计和使用时就应有别于地板(楼

板)的延伸，也就是说不能把地板延伸出去而仍称之为凸窗。凸

菌的窗台应只是墙面的一部分且距地面应有一定高度。凸窗的窗

台防护高度要求与普通窗台一样，应按本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

设计。

2.0.16 跃层住宅的主要特征就是一户人家的户内居住面积跨越

两层楼面，此时连接上下层的楼梯就是户内楼梯，在楼梯的设计

及消防要求上均有别于公共楼梯。跃层住宅可以位于楼房的下

部、中部，也可设置于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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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规范只对住宅单体工程设计作出规定，但住宅与居住

区规划密不可分，住宅的日照、朝向、层数、防火等与规划的布

局、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道路系统、坚向设计等都有内在的

联系。我国人口多士地少，合理节约用地是住宅费设中日益突出

的重要课题。通过住宅单体设计和群体布置中的节地措施，可显

著提高土地利用率，因此必须在设计时给予充分重视。

3. O. 2 通过住宅设计，使"人、建筑、环境"三要素紧密联系

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同时因地制宜地创造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为居住区创造既便于邻里交往又赏心悦目

的生活环境，是满足人居住活动中生理、心理的~重需要。

3.0.3 住宅是供人使用的，因此住宅设计处处要以人为本。本

条文要求住宅设计在满足一般居住者的使用要求外，还要兼顾老

年人、费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使用要求。

3.0.4 居住者大部分时间是在住宅室内度过的，因此便住宅室

内具有良好的通风、充足的日照、明亮的采光和安静私密的声环

境是住宅设计的重要任务。

3. O. 5 节能、环保是一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世界各国都相

当关住。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摞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

的持续提高，对住宅功能、舒适度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

延续传统的建设模式，我国的土地、能源、资晴、和环境都将难以

承受。因此住宅设计要注意满足节能要求，并合理利用能源，各

地住宅建设可根据当地能源条件，积极采用常规能糠与可再生能

源结合的供能系统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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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 6 我国住宅建筑量大面广，工业化与产业化是住宅发展的

趋势，只有推行建筑主体、建筑设备与建筑构配件的标准化、模

数化，才能适应工业化生产。目前建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

层出不窍，国家正在实行住宅产业现代化的政策，提高住宅产品

质量。因此，住宅设计人员有责任在设计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新

材料、新产品。

3.0.7 随着住房市场的发展，住宅建筑的形式也不断创新，对

住宅结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条要求住宅设计在保证结

构安全、可靠的同时，要满足建筑功能需求，使住宅更加安全、

适用、耐久。

3. O. 8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城市火灾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居

民住宅火灾发生率显著增加。住宅火灾不仅威胁人民生命安全，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且给家庭带来巨大伤害，影响社会和谐稳

定。因此，住宅设计符合防火要求是最重要且基本的要求之一，

具有重要意义。住宅防火设计的主要依据是《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GB 50016 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拖 ì) GB 50045 0 除
防火之外，避震、防空、突发事件等的安全疏散要求也要于以

满足。

3.0.9 本条要求建筑设计专业和建筑设备设计的各专业进行协

作设计，综合考虑建筑设备和管线的配置，井，提供必要的设置空

间和检修条件。同时要求建筑设备设计也要树立建筑空间合理布

局的整体观念。

3.0.10 住宅物质寿命一般不少于 50 年，而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新技术和产品的不断涌

现，又会对住宅提出各种新的功能要求，这将会导致对旧住宅的

更新改造。如果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建筑和居住者全生命周期的使

用需求，兼顾当前使用和今后改造的可能，将大大延长住宅的使

用寿命，比新建住宅节省大量投资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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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经济指标计算

4.0.1 在住宅设计阶段计算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是住宅从计

划、规划到施工、管理各阶段技术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条要

求计算的 5 项主要经济指标，必须在设计中明确计算出来井标注

在固纸中。本次修编由原规范的 7 项经济指标简化为 5 项，井对

其计算方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其主要目的是避免矛盾、体现公

平、统一标准，反映害观实际。

4. O. 2 住宅设计经济指标的计算方法有多种，本条要求采用统

一的计算规则，边有利于方案竞赛、工程投标、工程立项、报

建、验收、结算以及销售、管理等各环节的工作，可有敢避免各

种矛盾。本次修编针对本条的修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原规范的"各功能空间使用面积"和"套内使用面积"

两项指标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受到广大设计人员的普遍认同，本

次修编未作修改。

2 本次修编取消了原规范中"住宅标准层使用面积累数"

这项指标。 该指标过去主要用于方案设计阶段的指标比较，其结

果与工程设计实践中以栋为单位计算建筑面积存在一定误差。因

此，本次不再继续使用。

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拖》

GB/T 50353 中有关阳台面积计算方法，对原规范中套型阳台面

积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其计算方法为:无论阳台为

凹阳台、凸阳台、封闭阳台和不封闭阳台均按其结构底板投影净

面积一半计算。

4 本次修编明确了套型总建筑面积的构成要素是套内使用

面积、相应的建筑面积和套型阳台面积，保证了住宅楼总建筑面

相与全楼各套型自、建筑面积之和不会产生数值偏差。"套型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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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不同于原规范中的"套型建筑面积"指标，原规范中

"套型建筑面积"反映的是标准层各种要素的计算结果;本次修

编的"套型总建筑面积"反映的是整栋楼各种要素的计算结果。

5 本次修编增加了"住宅楼总建筑面积"这项指标，便于

规划设计工作中经济指标的计算和数值的统一o

4.0.3 套内使用面积计算是计算住宅设计技术经济指标的基础，

丰条明确规定了计算范围:

1 套内使用面积指每套住宅户门内独自使用的面积，包括

卧室、起居室(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过厅、过道、贮藏

室等各种功能空间，以及壁柜等使用空间的面积。根据本规范

2.0.14 条，壁柜定义为"建筑室内与墙壁结合而成的落地贮藏

空间"，因此其使用面积应只计算落地部分的净面积，井计人套

内使用面积。套型阳台面积单独计算，不列入套内使用面积

之中。

2 跃层住宅的套内使用面积包括其室内楼梯，并将其按自

然层数计入使用面积;

3 本条规定烟囱、排气道、管井等均不计入使用面积，反

映了使用面积是住户真正能够使用的面积。该条规定，尤其对厨

房、卫生间等小空间面积分析时更具准确性，能够正确反映设计

的合理性。

4 正常的墙体按结构体表面尺寸计算使用面积，粉刷层可

以简略，遇有各种复合保温层时，要将复合层视为结构墙体厚度

扣除后再计算。

5 利用坡屋顶内作为使用空间时，对低于1. 20m 净高的不

予计入使用面积;对1. 20m~2. 10m 的计人 1/2; 超过 2. 10m 全

部计人。坡屋顶无结构顶层楼板，不能利用坡屋顶空间时不计算

其使用面租。

6 本次修编对原条文进行了修改，本条规定将坡屋顶内的

使用面积列入套内使用面积中，加大了计算比值，将利用坡犀顶

所获得的使用面积惠及全楼各套型，更好地体现公平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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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J 以准确计算出参与公共面积分摊后的该套型总建筑面积。

4. O. 4 原规范没有要求计算套型的总建筑面积，不能直观地反

映一套住宅所涵盖的建筑面积到底是多少，本次修编对此给予

明确:

1 原规范的套型面积计算方法是利用住宅标准层使用面积

系数反求套型建筑面积，其计算参数以标准层为计算参数。本次

修编以住宅整栋楼建筑面积为计算参数，该参数包括了本栋住宅

楼地上的全部住宅建筑面积，但不包括本栋住宅楼的套型阳台面

帜总和，这样更能够体现准确性和合理性，保证各套型总建筑面

积之和与住宅楼总建筑面积一致。

本栋住宅楼地上全部住宅建筑面积包括了供本栋住宅楼使用

的地上机房和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以及当住宅和其他功能空间处

于同一建筑物内时，供本栋住宅楼使用的单元门厅和相应的交通

空间建筑面积，不包括本栋住宅楼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建筑面积。

2 本*~牵编以全楼总套内使用面积除以住宅楼建筑面积

(包括本栋住宅楼地上的全部住宅建筑面积，但不包括本栋住宅

楼的套型阳台面积) .得出一个用来计算套型总建筑面积的计算

比值。与原规范采用的住宅标准层使用面积系数含义不同. i在计

算比值相当于全楼的使用面积系数，采用该计算比值可避免同一

套型出现不同建筑面积的现象。

3 利用计算比值的计算方法明确了套型总建筑面积为套内

使用面积、通过计算比值反算出的相应的建筑面积和套型阳台面

租之和。

4. O. 5 本条规定了住宅楼层数的计算依据，主要用于明确住宅

楼的层敬，便于执行本规范的相关规定。

1 本条规定考虑到与现行相关防火规范和现行国家标准

《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 的衔接，以层数作为衡量高度的指

标，并对层高较大的楼层规定了计算和折算方法。建筑层数应包

括住宅部分的层数和其他功能空间的层数。住宅建筑的高度和面

积直接影响到火灾时建筑内人员疏散的难易程度、外部救援的难

43 

www.weboos.com



易程度以及火灾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的大小，住宅建筑的防火与疏

散，因此要求与建筑高度和面积直接相关联。对不同建筑高度和

建筑面积的住宅区别对待，可解决安全性和经济性的矛盾。

2 本条考虑到与现行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第 1 单元1

房产测量规定)) GB/T 17986. 1 的衔接，规定了高出室外地坪小

于 2. 20m 的半地下室和层高小于 2.20日1 的架空层和设备层不计

人自然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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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套内空间

5.1 套型

5. 1. 1 住宅按套型设计是指每套住宅的分户界限应明确，必烦

独门抽户，每套住宅至少包含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

间等基本功能空间。本条要求将这些基本功能空间设计于户门之

内，不得与其他套型共用或合用。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基本

功能空间不等于房间，没有要求独立封闭，有时不同的功能空间

全部分地重合正相互"借用"。当起居功能空间和卧室功能空间

合用时，称为兼起居的卧室。

5. 1. 2 本次修编删除了原规范对住宅套型的分类。经过对原规

洒一类套型最小使用面积的论证和适当减小，重新规定了套型最

小使用面积分别不应小于 30m2 和 22时，主要依据如下:

1 本条明确了设计规范主要是按照"家庭"的居住使用要

求果规定的。丰条规定的低限标准为统一要求，不因地区气候条

件、墙体材料等不同而有差异。

2 套型最小使用面积，不应是各个最小房间面积的简单组

合。即使在工程设计理论和实践中，可能设计出更小的套型，但

是这种套型是不能满足最低使用要求的。此外，未婚的或离婚后

的单身男女以及孤寡老人作为家庭的特殊形式，居住在普通住宅

中时，其居住使用要求与普通家庭是一致的。作为特殊人群，居

住在单身公寓或老年公寓时，则应另行考虑其特殊居住使用要

求，由其他相关规范作出规定。

3 原规范规定的由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组

成的住宅套型，虽然组成空间数不变，但因为综合考虑我国中小

套型住房建设的国策，以及住宅部品技术产业化、集成化和家电

设备技术更新等因素，各种住宅部品及家电尺寸有所减小，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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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空间尺度的要求也相应减小。所以将原规范规定不应小于

34m2下调为不应小于 30m2 。其具体测算方法是:

34m' 1m' 

本规范规定

的双人卧室

最小使用面

积与原规范

规定的差值

2m' O.5m' O.5m' =30m' 

本规范规定

的起居厅最

小使用面积

与原规范规

定的差值

本规范规定

的卫生间最

小使用面积

与原规范规

定的差值

4 明确了基本功能空间不等于房间，没有要求独立封闭，

有时不同的功能空间会部分地重合或相互"借用"。当起居功能

空间和卧室功能空间合用时，称为兼起居的卧室等概念以后，提

出了采用兼起居的卧室的最小套型，不应小于 22m2 。其具体测

算方法是:

30m' 19m' + 12m' O.5m' O.5m' =22m' 

本规范规定 本规范规定 本规范 5.3 .1

的起居室最 的兼起居的 第 1 款和第2

小使用面积 卧室最小使 款规定的厨

IOm'+双人卧 用面积 房最小使用

室最小使用 面积之差

面积 9m'

5.2 卧室、起居室{厅)

5.2.1 卧室的最小面积是根据居住人口、家具尺寸及必要的活

动空间确定的。原规范规定双人卧室不小于 10m2 。单人卧室不

小于 6时，本次修编分别减小为 9m2和 5m2 0 其依据为:

1 本规范综合考虑我国中小套型住房建设的国策，以及住

宅部品技术产业化、集成化和家电设备技术更新等因素，各种住

宅部品及家电尺寸有所减小，对各功能空间尺度的要求也相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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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所以将原规市规定的政人及单人卧室的使用面积分别减

小 1m2 o

2 在小套型住宅设计中，允许采用一种兼有起居活动功能

空间和睡眠功能空间为一室的"卧室"，这种兼起居的卧室需要

在班人卧室的面积基础上至少增加一组沙发和摆设一个小餐桌的

面积 (3m2 )才能保证家具的布置，所以规定兼起居的卧室

为 12m2 o

5.2.2 起居室(厅)是住宅套型中的基本功能空间，由于本规

范 5.2.1 第 1 款的条文说明所列的原因，将起居室(厅)的使用

面积最小值由原规范的 12m2减小为 10m2 。

5.2.3 起居室(厅)的主要功能是供家庭团聚、接待客人、看

电视之用，常兼有进餐、杂物、交通等作用。除了应保证一定的

使用面积以外，应瞄少交通干扰，厅内门的数量如果过多，不利

于沿墙面布置家具。根据低限度尺度研究结果， 3m 山上直线墙

面保证可布置一组、沙发，使起居室(厅)中能有一相对稳定的使

用空间。

5.2.4 较大的套型中，起居室(厅)以外的过厅或餐厅等可无

直接果光，但其面积不能太大，否则会降低居住生活标准。

5.3 厨房

5.3.1 本1x修编厨房的使用面积不再进行分类规定，而是规定

其使用面积分别不应小于 4时和 3. 5m2 0 其依据是:根据对全国

新建住宅小区的调查统计，厨房使用面积普遍能达到 4m2 以上，

所以本次修编对由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

住宅套型的厨房使用面积未进行修改，仍明确其最小使用面积为

4m2 0 对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套型的厨

房面积则规定为 3. 5m2 
0 

5.3.2 厨房布置在套内近人口处，有利于管钱布置及厨房垃坡

清运，是套型设计时达到1吉污分区的重要保证，应尽量做到0
5.3.3 厨房应设置洗海池、案台、炉灶及排油烟机等设施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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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预留位置，才能保证住户正常炊事功能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ìì GB 50028 规定，设有

直排式燃具的室内容积热负荷指标超过 0.207kWI旷时，必细

设置有放的排气装置，一个双眼灶的热负荷约为 (8---9) kW. 

厨房体积小于 39时时，体积热负荷就超过 O. 207kW Im:l 0 一般

住宅厨房的体积均达不到 39m~ (约大于 16m勺，因此均必霸世

置排油烟机等机械排气装置。

5.3.4 厨房设计时若不按操作流程合理布置，住户实际使用时

或改造时都将带来极大不便。排油烟机的位置只有与炉灶位置对

府井与排气道直接连通，才能最有效地发挥排气效能。

5.3.5 单排布置的厨房，其操作台最小宽度为 0.50m. 寺虑操

作人下蹲打开柜门、抽屉所需的空间或另一人从操作人身后通过

的极限距离，要求最小净宽为 1.50m。双排布置设备的厨房，两

排设备之间的距离按人体活动尺度要求，不应小于 0.90mo

5.4 卫生间

5.4.1 本次修编不再进行分类和规定设置卫生间的个数，仅规

定了每套住宅应配置的卫生设备的种类和件数，强调至少应配置

便器、洗陆器、洗面器三件卫生设备或为其预留设置位置及条

件，以保证基本生活需求。

本次修编明确规定集中配置便器、洗浴器、世面器三件E生

设备的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 50时，比原规程规定数值减

小 O. 5m2 0 其修改依据是:由于住宅集成化技术的不晰成熟，设

备成套技术的不断推广，提高了卫生间面积的利用效率。

5.4.2 本条规定了卫生设备分室设置时几种典型设备组合的最

小使用面积。卫生间设计时除应符合本条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

范 5.4.1 条对每套住宅卫生设备种类和件数的规定。为适应E生

间成套设备集成技术和E生设备组合多样化的要求，本次修编增

加了两种空间划分类型，并规定了最小使用面积。由不同设备组

合而成的E生间，其最小面积的规定依据是:以卫生设备低限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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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卫生活动空间计算最低面积;对淋陆空间和盆陆空间作综

合考虑，不考虑便器使用与淋浴活动的空间借用;卫生间面积要

适当考虑元障碍设计要求和为照顾儿童使用时留有余地。

5.4.3 无前室的卫生间，其门直接开向厅或厨房的这种布置方

法问题突出，诸如"交通干扰"、"视线干扰"、"不卫生"等，本

条规定要求杜绝出现这种设计。

5.4.4 卫生间的地面防水层，因施工质量差而发生漏水的现象

十分普遍，同时管道曝声、水管冷凝水下滴等问题也很严重。因

此，本条规定不得将卫生间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

(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

5.4.5 在跃居住宅设计中允许将卫生间布置在本套内的卧重、

起居室(厅)、厨房或餐厅的上层，尽管在使用上无可非议，对

其他套型也毫无影响，但因布置了多种设备和管线，容易损坏或

漏水，所以本条要求采取防水和便于检修的措施，喊少或消除对

下层功能空间的不良影响。

5.4.6 搅在为基本生活需求，洗衣机是普遍使用的家用设备，

属于卫生设备，通常设置在卫生间内。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有时设

置在阳台、厨房、过道等位置。本条文强调，在住宅设计时，应

明确设计出洗衣机的位置及专用给排水接口和电插座等条件。

5.5 层高和室内净高

5.5.1 把住宅层高控制在 2.80m 以下，不仅是控制投资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住宅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和环保。把

层高相对统一，在当前住宅产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很有意义，例

如对发展住宅专用电梯、通风排气坚管、成套橱柜等均有现实意

义，有一个明确的层高，这类产品的主要参数就可以确定。

2.80m 层高的规定，在全国执行已有多年，对于普通住宅

更需进一步要求控制层高，以便节能。

5.5.2 卧室和起居室(厅)是住宅套内活动最捆繁的空间，也

是大型家具集中的场所，本条要求其室内净高不低于 2.40m，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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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基本使用要求。在国际上，把室内净高定位 2.40m 的国家

很多，如:美国、英国、日本和我国的香港地区，参照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标准，室内净高定为 2.40m 是可行的。

另外，据对空气洁净度测试的有关资料分析，不同层高的佳

宅中，冬季室内空气中的 COz 的浓度值没有明显变化。
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局部净高不应低于 2. 10m. 是指

室内梁底处的净高、活动空间上部吊柜的柜底与地面的距离等，

只有控制在 2. 10m 或以上，才能保证居民的基本活动并具有安

全感。

在一间房间中，当低于 2.40m、高于 2. 10m 的梁和吊柜等

局部净高的室内面积超过房间面积的 1/3 时，会严重影响使用功

能。因此要求这种局部净高的室内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粗的

1/30 

5.5.3 利用坡屋顶内空间作为各种活动空间的设计受到普遍政

迎。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居住者在坡屋顶内空间活动时动作相

对收姐，所谓"身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因此，室内净高要求

略低于普通房间的净高要求。但是利用坡屋顶内空间作卧室、起

居室(厅)时，仍然应有一定的高度要求，特别是需要直立活动

的部位，如果净高低于 2. 10m 的空间超过一半时，使用困难。

坡屋顶内空间的使用面积不同于房间地板面积。在执行本规

范第 5.2.1 条和 5. 2. 2 条关于卧室、起居室(厅)的最低使用面

积规定时，需要根据本规范第 4.0.3 条第 5 款"利用坡屋顶内的

空间时，屋面板下表面与楼板地面的净高低于1. 20m 的空间不

计算使用面积，净高在1. 20m----2. 10m 的空间接 1/2 计算使用面

积，净高超过 2. 10m 的空间全部计人套内使用面积"的规定，

保证卧室、起居室(厅)的最小使用面积标准符合要求。

5.5.4 厨房和卫生间人流交通较少，室内净高可比卧室和起居

室(厅)低。但有关燃气设计安装规范要求厨房不低于 2. 20m; 

卫生间从空气容量、通风排气的高度要求等考虑也不应低于

2.20mo 另外从厨、卫设备的发展看，室内净高低于 2. 20m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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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设备及管线的布置。

5.5.5 厨房、卫生间面积较小，顶板下的排水横管即使靠墙设

置，其管底(特别是存水弯)的底部距楼、地面净距若太低，常

常造成碰撞并且妨碍门、窗户开启。本条对此作出相关规定。

5.6 阳 A 
E司

5.6.1 阳台是室内与室外之间的过渡空间，在城镇居住生活中

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条要求每套住宅宜设阳台，住宅底

层和退台式住宅的上人屋面层可设平台。

5.6.2 阳台是儿童活动较多的地方，栏杆(包括栏板的局部栏

杆)的垂直杆件间距若设计不当，容易造成事故。根据人体工程

学原理，栏杆垂直净距应小于 O.llm，才能防止儿童钻出。同时

为防止因栏杆上放置花盆儿坠落伤人，本条要求可搁置花盆的栏

杆必须采取防止坠落措施。

5.6.3 阳台栏杆的防护高度是根据人体重心稳定和心理要求确

定的，应随建筑高度增高而增高。阳台(包括封闭阳台)栏杆或

栏板的构造一般与窗台不同，且人站在阳台前比站在窗前有更加

靠近悬崖的眩晕感，如图 1 所示，人体距离建筑外边沿的距离 b

明显小于 a ， 其重心稳定性和心理安全要求更高。所以本条规定

阳台栏杆的净高不应按窗台高度设计。

此外，强调封闭阳台栏杆的高度不同于窗台高度的另一理由

。
c
h
h

图 1 窗台与阳台的防护高度要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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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规范相关条文一致性的需要。封闭阳台也是阳台，本规范在

"面积作算"、"采光、通风窗地比指标要求"、"隔声要求"、"节能要

求"、"日照间距"等方面的规定，都是不同于对窗户的规定的。

本次修编还对原规范中关于建筑层数的定义进行了修改，使

之与现行国家标准《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 相一致，在本条

文中不再出现"高层住宅"、"中高层住宅"等词。

5.6.4 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以及寒冷、严寒地区住宅的阳台采

用实体栏板，可以防止冷风从阳台灌入室内，还可防止物品从过

高处的栏杆缝隙处坠落伤人。

5.6.5 由于住宅部品生产技术的不断成熟，现在已有大量成熟

的晾在部品，在其安装时不会造成漏水、滴水现象。实态调查表

明，居民多数将施工过程中安装的晒衣架拆除，造成油费。所以

本次修编不再要求"设置晾晒衣物的设施"。

顶层住宅阳台若没有雨罩，就会给晾晒衣物带来不便。同

时，阳台上的雨水、积水容易流入室内，故规定顶层阳台应设置

雨罩。

各套住宅之间毗邻的阳台分隔板是套与套之间明确的分界

线，对居民的领域感起保证作用，对安全防范也有重要作用，在

设计时明确分隔，可减少管理上的矛盾。

5.6.6 实态调查表明，由于阳台及雨罩排水组织不当，造成上

下层的干扰十分严重，如上层浇花、冲洗阳台而弄脏下层晾晒的

衣服甚至挠淋到他人身上的事故常常引发邻里矛盾，故阳台、雨

罩均应做有组织排水。本次修编将本条修改为"应采取防水措

施"，主要是针对容易漏水的关键节点要求采取防水措施。

5.6.7 当阳台设置洗衣机设备时，为方便使用要求设置专用结

排水管线、接口和插座等，并要求设置专用地漏，减少溢水的可

能。在这种情况下，阳台是用水较多的地方。如出现洗衣设备跑

漏水现象，容易造成阳台漏水。所以，本条规定该类阳台楼地面

应做防水。为防止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将给排水管线冻裂。本条

规定应封闭阳台，并应采取保温措施，防止以上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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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当阳台设置空调室外机时，如安装措施不当，会降低空

调室外机排热放果，降低制冷工妓，会对居民在阳台上的正常活

动以及对室外和其他住户环境造成影响。因此，本条对阳台或建

筑外墙空调室外机的设置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本条第 2 款规定

在排出空气一侧不应有遮挡物，不包括百叶。但空调室外机所设

置的百叶仅是装饰物，叶片间距太小，会影响空调室外机散热，

因此在满足一定的视线遮挡敢果时，叶片间距越大越好。

5.7 过道、贮藏空间和套内楼梯

5.7.1 套内人口的过道，常起门斗的作用.既是交通要道，又

是更衣、换鞋和临时搁置物品的场所，是搬运大型家具的必经之

路。在大型家具中抄发、餐桌、钢琴等尺度较大，本条规定在{

般情况下，过道净宽不宜小于1. 20m o 

通往卧室、起居室(厅)的过道要考虑搬运写字台、大衣柜

等的通过宽度，尤其在人口处有拐弯时，门的两侧应有一定余

地，故本条规定读过道不应小于 1. OOm。通往厨房、卫生间、贮

藏室的过道净宽可适当减小，但也不应小于 O.90mo

5.7.2 套内合理设置贮藏空间或位置对提高居室空间利用卒，

使室内保持整洁起到很大作用。居住实态调查资料表明，套内壁

柜常因通风防潮不良造成贮藏物霉烂，本条规定对设置于底层或

靠外墙、靠卫生间等容易受潮的壁柜应采取防潮措施。

5.7.3 套内楼梯一般在两层住宅和跃层内作垂直交通使用。本

条规定套内楼梯的净宽，当一边临空时，其净宽不应小于

O.75m; 当两侧有墙面时，墙面之间净宽不应小于 O.90m (见固

2) ，此规定是搬运家具和日常手提东西上下楼梯最小宽度。

此外，当两侧有墙时，为确保居民特别是老人、儿童上下楼

梯的安全，本条规定应在其中一侧墙面设置扶手。

5.7.4 扇形楼梯的踏步宽度离内侧扶手中心 O.25m 处的踏步宽

度不应小于 O.22m，是考虑人上下楼梯时，脚踏扇形踏步的部

位，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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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边l陆空扇形楼梯 (b)两边墙面扇形楼梯

图 2 一边临空与两侧有墙的楼梯净宽要求不同

5.8 门窗

5.8.1 没有邻接阳台或平台的外窗窗台，如距地面净高较低，

容易发生儿童坠落事故。本条规定当窗台低于 O.90m 时，采取

防护措施。有效的防护高度应保证净高 O.90m，距离楼(地)面

O.45m 以下的台面、横栏杆等容易造成无意识攀登的可踏面，

不应计人窗台净高。

5.8.2 本条规定的依据是:

1 窗台净高低于或等于 O.45m 的凸窗台面，容易造成无意

识攀登，其有效防护高度应从凸窗台面起算，高度不应低于净

高 O.90m;

2 实态调查表明，当出现可开启窗扇执手超出一般成年人

正常站立所能触及的范围，就会出现攀登至凸窗台面关闭窗扇的

情况，如可开启窗扇窗洞口底距凸窗台面的净高小于 O.90m，容

易发生坠落事故。所以本条规定可开启窗扇窗洞口底距窗台面的

净高低于 O.90m 时，窗洞口处应有防护措施，其防护高度从窗

台面起算不应低于 O.90m;

3 实态调查表明，严寒和寒冷地区凸窗的挑板或两侧壁板，

在实际工程中由于施工困难，普遍未采取保温措施，会形成热桥，

对节能非常不利。所以本条规定严寒和寒冷地区不宜设置凸窗。

5.8.3 从安全防范和满足住户安全感的角度出发，底层住宅的

外窗和阳台门均应有一定防卫措施，紧邻走廊或共用上人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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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和门同样是安全防范的重点部位，应有防卫措施。

5.8.4 住宅凹口的窗和面临走廊、共用上人屋面的窗常因设计
不当，引起住户的强烈不满，本条规定采取措施避免视线干扰。

面向走廊的窗、窗扇不应向走廊开启，否则应保证一定高度或加

大走廊宽度，以免姑碍交通。

5.8.5 为保证居住的安全性，本次修编明确规定住宅户门应具
备防盗、隔声功能。住宅实态调查发现，由于原规范中"安全防

E门"橄念模糊未明确其应具有防盗功能，普遍被住户加装一层

防盗门，而加装的防盗门只能向外开启，妨碍楼梯间的交通，本

条规定设计时就应将防盗、隔声功能集于一门 o

一般的住宅户门总是内开启的，既可避免妨碍楼梯间的交

通，又可避免相邻近的户门开启时之间发生碰撞。本条规定外开

时不应妨碍交通，一般可采用加大楼梯平台、控制相邻户门的距

离、设大小门扇、人口处设凹口等措施，以保证安全疏散。

5.8.6 为保证有姓的排气，应有足够的进风通道，当厨房和卫
生间的外窗关闭政暗卫生间无外窗时，必需通过门进风。本是规

定主要妻照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对设有直接排气
式或烟道排气式燃气热水器房间的规定。厨房排油烟机的排气量

一般为 300旷/h--500m3 /h. 有效进风截面积不小于 0.02时，

相当于进风风速 4m/s~7m/s. 由于排油烟机有较大风压，基本

可山满足要求。卫生间排风机的排气量一般为 80m3 /h----lOOm3 
/ 

h，虽风压较小，但有效进风截面积不小于 0.02时，相当于进风

风速l. lm/s-- l. 4m/s，也可以满足要求。

5.8.7 本次修编根据住宅实态调查数据仅将户门洞口宽度增大
为1. OOm，其余未作改动。住宅各部位门洞的最小尺寸是根据使

用要求的最低标准结合普通材料构造提出的，未考虑门的材料构

造过厚或有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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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用部分

6.1 窗台、栏杆和台阶

6. 1. 1 公共部分的楼梯间、电梯厅等处是交通和疏散的重要通

道，没有邻接阳台或平台的外窗窗台如距地面净高较低，容易发

生儿童坠落事故。原规范只在"套内空间"规定了本条文，执行

中发现有理解为住宅共用部分的窗台栏杆高度执行《民用建筑设

计通则)) GB 50352 的情况，本条特别提出共用部分的窗台栏杆

也应执行本规泣。

6. 1. 2 公共出人口台阶高度超过 0.70m 且侧面临空时，人易跌

伤，故需采取防护措施。

6. 1. 3 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面等处一般都是交通和疏散通道，

人流较集中，特别在紧急情况下容易出现拥挤现象，因此临空处

栏杆高度应有安全保障。根据国家标准《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GB/T 10000 资料，换算成男子人体直立状态下的重心高度为

1006.80mm，穿鞋后的重心高度为 1006. 80mm + 20mm = 
1026.80mm，因此对栏杆的最低安全高度确定为1. 05mo 对于

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由于人们登高和临空俯视时会产生恐惧的

心理，而产生不安全感，适当提高栏杆高度将会增加人们心理的

安全感，故比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的要求提高了 0.05m，即不应

低于1. 10mo 对栏杆的开始计算部位应从栏杆下部可踏部位起

计，以确保安全高度。栏杆间距等设计要求与本规范 5.6.2 条的

规定一致。

6. 1. 4 公共出人口的台阶是老年人、儿童等摔伤事故的多发地

点，本条对台阶踏步宽度、高度等作出的相关规定，保证了老

人、儿童行走在公共出人口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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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安全疏散出口

6. 2. 1-6. 2. 3 根据不同的建筑层数，对安全出口设置数量作出

的相关规定，兼顾了住宅建筑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要求。关于剪刀

梯作为疏散口的设计要求，应执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ìì GB 50045 的规定。

6.2.4 在间一建筑中，若两个楼梯出口之间距离太近，会导致

疏散人流不均而产生局部拥挤，还可能因出口同时被烟堵住，使

人员不能脱离危险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因此，建筑安全班散出

口应分散布置并保持一定距离。

6.2.5 若门的开启方向与疏散人流的方向不一致，当遇有紧急

情况时，不易推开，会导致出口堵塞，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6.2.6 对于住宅建筑，根据实际疏散需要，规定设置的楼梯间

能通向屋面，并强调楼梯间通屋顶的门要易于开启，而不应采取

上锁或钉牢等不易打开的做法，以利于人员的安全盹散。

6.2.7 十层及十居以上的住宅建筑，除条文里规定的两种情况

外，每个住宅单元的楼梯间均应通至屋顶，各住宅单元的楼梯间

宜在屋顶相连通，以便于疏散到屋顶的人，能够经过另一座楼梯

到达室外，及时摆脱灾害威胁。对于楼层层数不同的单元，则不

在本条的规定范围内，其安全疏散设计则应执行其他规范。

6.3 楼梯

6.3.1 楼梯梯段净宽系指墙面装饰面至扶手中心之间的水平距

离。梯段最小净宽是根据使用要求、模数标准、防火规范的规定

等综合因素加以确定的。这里需要说明，将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

梯段最小净宽定为1. OOm 的原因是:①为满足防火规范规定的

楼梯段最小宽度为1. 10m，→般采用 2.70m 或 2.60m (不符合 3

模)开间楼梯间，楼梯面积、较大。如果用 2.40m 开间楼梯间，

每套可增加1. OOm2 左右使用面积，但楼梯宽度只能做到 1m 左

右;②2.40m 开间符合 3 模，与 3 模其他参数能协调成系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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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布置中不出现半模数，与 3.60m 等参数可组成扩大模数系

列，有利于戚少构件，也有利于工业化制作，平面布置也比较适

用、灵活;③据分析，只要保证楼梯平台宽度能搬运家具，

2.40m 是能符合使用要求的;④参照国内外有关规范. 1999 年

经与公安部协调，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中规定了

"不超过六层的单元式住宅中，一边设有栏杆的疏散楼梯，其最

小净宽可不小于 1m"。但其他的住宅楼梯梯段最小净宽仍

为1. 1川Or口m

6.3.2 踏步宽度不应小于 O. 2历6m. 高度不应大于 0.175m 时，

坡度为 3臼3. 94旷。，这接近舒适性标准，在设计中也能做到。按居

高 2. 30m计，正好设 16 步。

6.3.3 楼梯平台净宽系指墙面装饰面至扶手中心之间的水平距

离。实际调查证明，楼梯平台的宽度是影响搬运家具的主要因

素，如平台上有暖气片、配电箱等凸出物时，平台宽度要从凸出

面起算。楼梯平台的结构下缘至人行通道的垂直高度革措结构提

(板)的提饰面至地面装饰面的垂直距离。调查中发现有的住宅

人口楼梯平台的垂直高度在1. 90m 左右，行人经过时容昂碰头，

恨不安全。

规定人口处地坪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差不应小于 0.10m. 第

一是考虑到建筑物本身的沉陆;第二是为了保证雨水不会侵入室

内 o 当住宅建筑带有半地下室、地下室时，更要严防雨水倒灌。

此外，本条对楼梯平台净宽、楼梯平台的结构下缘至人行通道的

垂直高度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6.3.4 我国目前大多数住宅的剪刀梯平台普遍过于挟堪，日常

搬运大型家具困难，特别是急救时担架难以水平回转;高层建筑

虽有电梯， {.ê.往往一栋楼只有一部能容纳普通担架，需要通过联

系廊和疏散楼梯搬运伤病员。因此，本条文从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的角度，要求住宅剪刀梯体息平台进深加大到1. 30mo 

6.3.5 楼梯井宽度过大，儿童往往会在楼梯扶手上做滑梯游戏，

容易产生坠藩事故，因此规定楼梯井宽度大于 O. l1m. 必细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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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儿童攀滑的措施o

6.4 电梯

6.4. I 电梯是七层及七居以上住宅的主要垂直交通工具。多少

层开始设置电梯是个居住标准的问题，各国标准不同。在欧美一

些国家， 】般规定四层起应设置电梯，原苏联、日本且我国台湾

省的规范规定六层起应设置电梯。我国 1954 年《建筑设计规范》

中规定"居住房间在五层以上或最高层的楼板面高出地平线在

17 公尺以上时，应有电梯设备"0 1987 年， ((住宅建筑设计规范》

GBJ 96 规定 f 七层(含七层)以上应设置电梯。我国己步入者

龄化社会，应该对老年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为此，本规施中规

定"佳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地面的高度超过 16m 的住宅必细设

置电梯"。本次修订特别对二三种工程设计中没有严格执行设置电

梯规定的情况进一步明确限定。其理由是:

1 如底层为层高 4.50m 的商店或其他用房，以 2.80m 居高

的住宅计算， (2. 80mX 4) (最高住户人口层楼面标高)十4.50m

(底层用房层高)十O.3üm(室外高差) = 16m o 也就是说，上部的

住宅只能作五层。此时以 16m 作为是否设置电梯的限值。

2 当设置一个架空层时，如六层住宅采用 2.70m 层高，

即 2.20m(架空层)十 O. 10m (室内外高差) + (2. 70m X 5) = 
15.80m<16m，可以不设置电梯。如六层住宅采用 2.80m 居高

并架空居时，若不采取一定措施则不能控制在 16m 的规定班回

内，即 2.20m(架空层)十 O. 10m(室内外高差)+ (2. 80m X 5) = 
16. 30m> 16m o 本规范对有架空层或储存空间的住宅严格规定，

不设置电梯的住宅，其住户人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室外地面的高

度不得越过 16m。

3 在住宅建筑顶层若布置两层一套的跃层住宅(设置户内

楼梯者) ，跃层部分的人口处距该建筑物室外地面的高度若超过

16m o 实践证明，顶层住户的一次室内登高超出了规定的范围，

所以必须设置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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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原规范允许山地、台地住宅的中间层

有直通室外地面人口，如果该人口具有消防通道作用时，其层数

由该中间层起计算。由于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减少，同时涉及如何

设消防通道和消防电梯等问题。由防火规范统一规定，本规范本

再放宽条件。

6.4.2 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栋楼设置电梯不应少于

两台，主要考虑到其中的一台电梯进行维修时，居民可通过另一

部电梯通行。住宅要适应多种功能需要，因此，电梯的设置除考

虑日常人流垂直交通需要外，还要考虑保障病人安全、能满足紧

急运送病人的担架乃至较大型家具等需要。

6. 4. 3, 6. 4. 4 十二层皮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个住宅单元只设置

一部电梯时，在电梯维修期间，会给居民带来极大不便，只能通

过联系廊或屋顶连通的方式从其他单元的电梯通行。当一栋楼只

有一部能容纳担架的电梯时，其他单元只能通过联系廊到达这电

梯运输担架。在两个住宅单元之间设置联系廊并非推荐做法，只

是一种过撞做法。在实际操作中，联系廊的设计会带来视结干

扰、安全防范、使部分居室厨房失去自然通风和直接采光等问

题，此种设置电梯的方法虽较经济，但属低水平o 所以，理想的

方案是设置两台电梯，且其中一台可以容纳担罪。

对于一栋十二层的住宅，各单元联通的屋面可以视为联系

廊;对于一栋十八层的住宅，联系廊的设置可有两种方案 1 方案

一，在十二层设置第一个联系廊.根据联系廊的间隔不能超过五

层的规定，十-七层必须设置第二个联系廊;方案二，在卡四层设

置第一个联系廊，各单元的联通屋面即可以视为第二个联系廊。

近来，有些一梯两户的方案将十二层以上相邻单元的两户住

宅北阳台连通，这种做法也能起到紧急疏散的目的，但需要相关

住户之间认可。这种做法从设计上不属于联系廊的做法。

6.4.5 为了使用方便，高层住宅电梯应在设有户门或公共走廊

的每层设站。隔一层或更多层设站的方式，既不合理，对居民也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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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电梯是人们使用顿繁和理想的垂直通行设施，根据国家

标准《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型式与尺寸>> GBjT 

7025. 1 的规定"单台电梯或多台并列成排布置的电梯，候梯厅

深度不应小于最大的轿箱深度"。近几年来部分六层及以下住宅

设置了电梯，电梯厅的探度不小于1. 50m，即可满足载重量为

630kg 的电梯对候梯厅深度的要求。

6.4.7 本条对电梯在住宅单元平 I画布局中的位置，提出了相关

的限定条件。电梯机房设备产生的喋声、电梯井道内产生的振

动、共振和撞击声对住户干扰很大，尤其对最需要安静的卧室的

干扰就更大o

原规班要求"电梯不应与卧室、起居室(厅)紧邻布置"，

本次修编考虑到我国中小套型住宅建设的实际情况，在小套型住

宅单元平面设计时，满足这一要求确有→定困难。特别是，在做

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问等组成的最小套型组合时，当受

条件限制，电梯不得不紧邻兼起居的卧室布置的情况很多。考虑

到"兼起居的卧室"实际上有部分起居空间，可以尽量在起居空

间部分相邻电梯，并采取政层分户墙或同等隔声效果的构造措

施。因此，在f 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本条适当放宽了特定条件。

6.5 走胞和出入口

6.5.1 外廊是指居民日常必经之主要通道，不包括单元之间的

联系廊等辅助外廊。从调查来看，严寒和寒冷地区由于气候寒

冷、风雪多，外廊型住宅都做成封闭外廊(有的外廊在墙上开窗

户，也有的做成玻璃窗全封闭的挑廊) ;另夏热冬冷地区，因冬

季很冷，风雨较多，设计标准也规定设封闭外廊。故本条规定在

住宅中作为主要通道的外廊宜做封闭外廊。由于沿外廊一侧通常

布置厨房、 E生间，封闭外廊需要良好通风，还要考虑防火排

烟，故规定封闭外廊要有能开启的窗扇或通风排烟设施。

6.5.2 为防止阳台、外廊及开敞楼梯平台物品下坠伤人，要求

设在下部的公共出人口采取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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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在住宅建筑设计中，有的对出人口门头处理很简单，各

栋住宅出人口没有自己的特色，形成千篇一律，以至于住户不易

识别自己的家门。本条规定要求出人口设计上要有醒目的标识，

包括建筑装饰、建筑小品、单元门牌编号等。按照防火规范的规

定，十层及卡层以上定为高层住宅，其人口人流相对较大，同时

信报箱等公共设施需要一定的布置空间，因此对十层及十层以J:

住宅作出了设置人口门厅的规定。

6.6 无障碍设计要求

6.6.1 本条系根据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

范)) JCJ 50 第 5.2.1 条制订，列出了七层及七层以上的住宅应

进行无障碍设计的部位。 i亥标准对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要求进行

无障碍设计的部位还包括电梯轿厢。由于该规定对住宅强制执行

存在现实问题，本条未将电梯轿厢列入强制条款。对六层及六层

以下设置电梯的住宅，也不列为强制执行无障碍设计的对象。此

外原来规定的无障碍设计的部位压包括无障碍住房，由于本规m

仅针对住宅单体建筑设计，故不要求对每栋住宅都做无障碍住房

设计。

6.6.2 七层及七层以 t住宅人口设置，台阶时.必烦按照无障碍

设计的要求设置轮椅坡道和扶手 G

6.6.3 为保证轮椅使用者与正常人流能同时进行井避免交叉干

扰，提出本规定 o

6.6.4 本条列出了供轮椅通行的走道和通道的最小净宽限值。

6. 7 信报箱

6.7.1 目前全同有些地民的住宅信报箱发展滞后，安装率低，

使得人们的基本通信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自 2009 年 10 月 I 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在第二章第十条对信报箱的设

置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建标 [2009J

88 号文，开始组织《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的编制正作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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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范已经批准发布，编号为 GB 50631 - 2010 0 本规范编制组

与《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编制组协调后，新增了本节内

容。信报箱作为住宅的必备设施，其设置应满足每套住宅均有信

报箱的基本要求。

6.7.2 在住宅设计时，根据信报箱的安装形式留出必要的安装

空间，能避免后期安装时占用消防通道和对建筑结构造成砸坏。

将信报箱设置于地面层主要步行人口处，既方便投递、保证邮件

安全，又便于住户收取。

6.7.3 根据实态调查，大多数住宅楼的门禁系统将邮递员拒之

门外，造成了投递到户的困难。网此要求将信报箱设置在门禁系

统外。同时要求充分考虑信报箱使用空间尺度，满足信报投递、

收取等功能需求。

6.7.4 通道的净宽系指通道墙面装饰面至信报箱表面的最外缘

的水平距离。因此，当通道墙面及信报箱上有局部突出物时，仍

要求保证通道的净宽。

6.7.5 信报箱的设置，无论在住宅室内或室外，都需要避免迦

挡住宅基本空间的门窗洞口。

6.7.6 信报箱的质量受使用材料、加工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其

使用年限、防火等级、抗震等差别很大，因此要求选用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舰定的定型产品。由于嵌入式信报箱需与墙体结

合，设计时应根据选用的产品种类，生产厂家提供的安装说明文

件，预留安装条件。

6.7.7 信报箱可借用公共照明， {El.不能遮挡公共照明。

6.7.8 智能信报箱需要连接电源，因此必绩预留电源接口，既

避免给后期安装带来不便井增加成本，又不会影响室内美观和结

构安全。

6.8 共用排气道

6.8.1 我国的城镇住宅大多数是集合式住宅，密度高、排气量

大，采用共用坚向排气系统更有利于高空排放，减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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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为保证排气道的工程质量，要求选择排气道产品时特别

注意其排气量、防回流构造、严密'性等性能指标。我国目前住宅

使用的共用排气道，一般是竖向排气道，利用各层住户的排油烟

机向管道增压排气。由于各层住户的排油烟机输出压力不相等，

容易产生上下层之间的回流。因此，应采用能够防止各层回流的

定型产品。同时，层数越多的住宅，要求排气道的截面越大，如

果排气管道截面太小，坚向排气道中的压力大于支管压力，也容

易产生回流。因此，断面尺寸应根据层数确定。排气道主管及其

接口直径太小，会造成管道局部压力过大，产生回流。所以提出

最小直径要求。

6.8.3 在进行厨房设计以及排气道安装时，需正确安排共用排

气道的位置和接口方向，以保证排气管的正确撞人和排气顺畅。

6.8.4 厨房和卫生间的烟气性质不同，合用排气道会互相串睐。

另外，由于厨房和卫生间气体成分不同，分别设置也可避免互相

棍合产生的危险。

6.8.5 风帽既要满足气流排放的要求，又要避免产生排气道进

水造成的事、漏等现象。如在可上人屋面或邻近门窗位置设置坚

向通风道的出口，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本条参考了对排水

通气管的有关规定，对出口高度提出要求。

6.9 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6.9.1 住宅建筑中的地下室由于通风、采光、日!照、防潮、排

水等条件差，对居住者健康不利，故规定住宅建筑中的卧室、起

居室、厨房不应布置在地下宝。但半地下室有对外开启的窗户，

条件相对较好，若采取采光、通风、日照、防潮、排水、安全防

护措施.可布置卧室、起居室(厅)、厨房。

6.9.2 住宅建筑中地下室及半地下室可以布置其他如贮藏间、

卫生间、娱乐室等房间。

6.9.3 住宅的地下车库和设备用房，其净高至少应与公共主廊
净高相等，所以不能低于 2.00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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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当住宅地上架空层及半地下室做机动车停车位时，应符

合行业标准《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 100 的相关规定。考虑

到住宅的空间特性，以及住宅周围以停放的小型汽车为主，本条

规定垂照了《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ω100 中对小型汽车的净

空的规定。

6.9.5 考虑到住户使用方便，便于搬运家具等大件物品，地上

住宅楼、电梯宜与地下车库相连通。此外，目前从地下室进入住

户层的门安全监控不够健全，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要求采取防盗

措施。

6.9.6 地下车库在通风、采光方面条件恙，且集中存放的汽车

中储存有大量汽楠，本身易燃、易爆，故规定要设置防火门 o 且

汽车库中存在的汽草尾气等有害气体可能超标，如果利用楼、电

梯间为地下车库自然通风，将严重污染住宅室内环境，必、2页加以

限制。

6.9.7 住宅的地下室包括车库，储存间，一般含有污水和采睡

系统的干管，采取防水措施必不可少。此外，采光井、采光天窗

处，都要做好防水排水措施，防止雨水倒流进入地下室。

6.10 附建公共用房

6.10.1 在住宅区内，为了节约用地，增加绿化面积和公共活动

场地面积，方便居民生活等，往往在住宅主体建筑底层高适当部

位布置商店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今后在住宅建筑中附建为居住

区(甚至为整个地区)服务的公共设施会日益增多，可以允许布

置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商店、邮政、银行、餐馆、修理行业、物

业管理等公共用房。所以，附建公共用房是住宅主体建筑的组成

部分， {I日不包括大型公共建筑。为保障住户的安全，防止火灾、

爆炸灾害的发生，要严格禁止布置存放和使用火灾危险性为甲、

乙类物品的商店、车间和仓库，如石油化工商店、液化石油气钢

瓶贮存库等。根据防护要求，还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

定对在住宅建筑中布置产生噪声、振动和污染环境的商店、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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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娱乐设施加以限制。

6.10.2 住宅建筑内布置易产生油烟的餐饮店，使住宅内进出人

员复杂，其营业时间与居民的生活作息习惯矛盾较大，不便管

理，且产生的气昧及嗤声也对邻近住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本

条作出了相关规定。

6.10.3 水泵房、冷热帽、机房、变配电机房等公共机电用房都会

产生较大的曝声，故不宜设置于住户相邻楼层内，也不宜设置在

住宅主体建筑内;当受到条件限制必须设置在主体建筑内时，可

设置在架空楼层或不与住宅套内房间直接相邻的空间内，并需作

好减振、隔声措施，其隔声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第 7.3.1 ?k和第

7.3.2 条的要求。

6.10.4 要求住户的公共出人口与附建公共用房的出人口分开布

置，是为了解决使用功能完全不同的用房在一起时产生的人流交

叉子扰的矛盾，使住宅的防火和安全疏散有f确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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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内环境

7. J 日照、天然采光、遮阳

7. 1. 1 日照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非常重要，但是住宅的日

照又受地理位置、朝向、外部遮挡等许多外部条件的限制，恨不

容易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尤其是在冬季，太阳的高度角较小，

在楼与楼之间的间距不足的情况下更加难以满足要求。由于住宅

日照受外界条件和住宅单体设计两个方面的影响，本条规定是在

住宅单体设计环节为有利于日照而要求达到的基本物质条件，是

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必须满足。事实上，除了外界严重遮挡的情

况外，只要不将一套住宅的居住空间都朝北布置，就应能满足这

条要求。

本条文规定"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在得冬季 Fl

照飞没有规定室内在某特定日子里一定要达到的理论日照时数，

这是因为本规范主要针对住宅单体设计时的定性分析提出要求，

而日照的时数、强度、角度、质量等量化指标受室外环境影响更

大，同此，住宅的日照设计，成执行《城市居住民规划设计规

范)) GB 50180 等其他相关规范、标准提出的具体指标规定。

7. 1. 2 为保证居住空间的日照质量，确定为获得冬季日照的用

住空间的窗洞不宜过小。一般情况下住宅所采用的窗都能符合要

求，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建筑凹槽内的窗、转角窗的主要朝向

面等，都要注意避免因窗洞开口宽度过小而降低日照质量。工程

设计实践中，由于强调满窗日照，反而缩小窗洞开口宽度的例子

时有发生。因此，需要对最小窗洞尺寸作出规定。

7. 1. 3 卧室和起居室(厅)具有天然采光条件是居住者生理和l

心理健康的基本要求，有利于降低人工照明白E耗;同时，厨房具

有天然采光条件可保证基本的炊事操作的照明需求，也有利于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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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工照明能耗;因此条文对三类空间是否有天然采光提出了相

应要求。

7. 1. 4-7. 1. 6 由于居住者对于卧室、屈居室(厅)、厨房、楼

梯间等不同空间的采光需求不同，条文对住宅中不同的空间分别

提出了不同要求，是文中对于楼梯间采光系数和窗地面积比的要

求是以设置采光窗为前提的。

住宅采光以"果光系数"最低值为标准，条文中采光系数的

规定为最低值。采光系数的计算位置以及计算方法等相关规定按

现行国标《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 50033 执行。条文中采光

系数和窗地面积比值是按皿类光气候区单层普通玻璃钢窗为计算

标准，其他光气候区或采用其他类型窗的采光系数最低值和窗地

面积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 50033 

执行。

用果光系数评价住宅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天然采光比较科学，

但由于采光系数需要通过直接测量:或复杂的计算才能得到。在一

般情况下，住宅各房间的采光系数与窗地面积比密切相关，为了

与《住宅建筑规范》相关条款的协调.本条文中给出了‘采光g;;

散'的同时，也规定了窗地面积比的限值。

7. 1. 7 由于在原规范中，该条文以表格"注"的方式表达，要

求不够明确，因此，本次修编时将相关要求编入了条文。

7. 1. 8 住宅采用侧窗采光时，西向或东向外窗采取外遮阳措施

能有姓减少夏季射入室内的太阳辐射对夏季空调负荷的影响和避

免眩光，因此条文中作了相关规定。同时在制定本条款时，还参

考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以及寒冷地区、重热

~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相关"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对于外

窗遮阳的规定和把握尺度，因此条文中的相关规定是最低要求，

设计时可执行相应的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

由于住宅采用天窗、斜屋顶窗采光时，太阳辐射更为强烈，

夏季空调负荷也将更大，同时兼顾来光和遮阳要求，活动的遮阳

装置效果会比较好。因此条文作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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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自然通凤

7.2.1 卧室和起居室(厅)具有自然通风条件是居住者的基本

需求。通过对夏热冬暖地区典型城市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从 5

月到 10 月，有的地区室外平均温度不高于 28
0

C 的天数占每月总

天数高达 60%~70% ，最热月也能达到 10%左右，对应时间段

的室外风速大多能达到1. 5m/s 左右。当室外温度不高于 28.C

时，室内良好的自然通风，能保证室内人员的热舒适性，腻少房

间空调设备的运行时间，节约能瘾，同时也可以有效改善室内空

气质量，有助于健康。因此，本条文对卧室和起居室(厅)作了

相关规定。

由于厨房具有自然通风条件可以保证炊事人员基本操作时和

炊事用可燃气体世露时所需的通风换气。根据居住实态调查结果

分析， 90%以上的住户仅在炒菜时启动排油烟机，其他作业如煮

饭、烧水等基本靠自然通风，因此，条文对厨房作了相关规定。

7.2.2 室内外之间自然通风既可以是相对外墙窗之间形成的对

流的穿堂风，也可以是相邻外墙窗之间形成的流通的转角风。将

室外风寻|入室内，同时将室内空气引导至室外，需要合理的室内

平面设计、室内空间合理的组织以及门窗位置与大小的精细化设

计。因此，本条文提出了相关要求。

当住宅设计条件受限制，不得巳采用单朝向住宅套型时，可

以采取户门上方设通风窗、下方设通风百叶等有数措施，最大限

度地保证卧室、起居室(厅)内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在实践过

程中，有的单朝向住宅安装了带有通风口的防盗门或防盗户门，

这样也可以通过开启门上的通风口，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得较好的

自然通风，改善室内环境。当单朝向住宅户门一侧为防火墙和防

火门时，在户门或防火墙 t开设自然通风口有一定困难，因此，

对于单朝向住宅改善自然通风的措施，要求的尺度确定为"宜"。

7.2.3 本条规定是对整套住宅总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的要求，

与《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 相关规定一致。使用时，既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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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整套住宅总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也要饨ìlE有自然通风要求房

间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

7.2.4 本条文基本为原规范的保留条文。条文中通风开口面积

是最低要求。为避免有自然通风要求房间开向室外的自然通风开

口面积或开向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够，影响自然通风姓

果，条文对有自然通风要求房间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提出了

要求;同时为避免设置在有自然通风要求房间外的阳台或封闭阳

台的外窗的自然通风开口面棋不够，影响自然通风效果，条文对

阳台或封闭阳台外窗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也提出了要求。

7.3 隔声、降噪

7.3.1 本是文规定的室内允许噪声级标准是在关窗条件下测量

的指标，包括了对起居室(厅)的等效连续 A 声级的在昼间和

夜间的要求。

住宅应给居住者提供一个安静的室内生活环境，但是在现代

城镇中，尤其是大中城市中，大部分住宅的室外环境均比较嘈

杂，特别是邻近主要街道的住宅，交通噪声的影响较为严重。同

时住宅的内部各种设备机房动力设备的振动会传递到住宅房间，

动力设备振动所产生的低频噪声也会传递到住宅房间，这都会严

重影响居住质量。特别是动力设备的振动产生的低频曝声往往难

以完全消除。因此，住宅设计时，不仅针对室外环境唱声要采取

有放的隔声和防噪声措施，而且卧室、起居室(厅)也要布置在

远离可能产生噪声的设备机房(如水泵房、冷热机房等)的位

置，且做到结构相互独立也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7.3.2 为便于设计人员在设计中选择相应的构造、部品、产品

和做法，条文中规定的分户墙和分户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性能指标

是计权隔声量十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CRw+C) ，该指标是实验

室测量的空气声隔声性能。条文中规定的分隔住宅和非住宅用途

空间的楼板空气声隔声性能指标是计权隔声量+交通曦声频谱修

正量 (Rw+Ctr ) ，该指标也是实验室测量的空气声隔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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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原规范采用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标准是现场综合各

种因素后的现场测量指标，设计人员在设计时采用计权标准化撞

击声压级标准设计难以把握最终的隔声效果。为便于设计人员在

设计中选择相应的构造、部品、产品和做法，条文中对楼板的撞

击声隔声性能采用了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作为控制指标，该指

标是实验室测量值。

7.3.4 本条文中所指E噪声惊为室外噪声。条文中所指隔声阵曝

措施为加大窗间距、设置隔声窗、设置隔声板等措施。在住宅设

计时，居住空间与可能产生噪声的房间相邻布置，分隔墙或楼板

采取隔声阵曝措施十分必要。同时卧室与卫生间相邻布置时，排

水管道、卫生器具等设备设施在使用时也会产生很大曝声，因此

除选用噪声更小的产品外，将排水管道、卫生器具等设备设施布

置在远离卧室一侧会对减少噪声起到较好的作用。

7.3.5 由于电梯机房设备产生的噪声以及电梯井道内产生的振

动和撞击声对住户有很大干扰，因此在住宅设计时尽量避免起居

室(厅)紧邻电梯井道和电梯机房布置十分必要。当受条件限制

起居室(厅)紧邻电梯井道、电梯机房布置时，需要果取提高电

梯井壁隔声量的有效的隔声、减撮技术措施，需要采取提高电梯

机房与起居室(厅)之间隔墙和楼板隔声量的有效的隔声、减振

技术措施，需要采取电梯轨道和井壁之间设置喊振垫等有强的隔

声、础振技术措施。

7.4 防水、防潮

7.4.1 防止渗漏是住宅建筑屋面、外墙、外窗的基本要求。为

防止棒漏，在设计、施工、使用阶段均应采取相应措施。住宅防

水不仅仅地下室要采取措施，地上也要采取措施，原规范仅在共

用部分对地下室和半地下室有防水要求，不够全面。此次规施修

编与《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 协调，加入了相关规定。

7.4.2 住宅室内表面(屋面和外墙的内表面)长时间的结露会

滋生霉菌，对居住者的健康造成有害的影响。室内表面出现结露

71 

www.weboos.com



最直接的原因是表面温度低于室内空气的露点温度。另外，表面

空气的不流通也助长了结露现象的发生。因此，住宅设计时，要

核算室内表面可能出现的最低泪度是否高于露点温度，井尽量避

免通风死角。但是，要杜绝内表面的结露现象有时非常困难。例

如，在我国南方的雨季，空气非常潮温，空气所含的水蒸气接近

饱和，除非紧闸门窗，空气经除湿后再送入室内，否则短时间的

结露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本条规定在"设计的室内温度、

湿度条件下" (即在正常条件下)不应出现结露。

7.5 重内空气质量

7.5.1-7.5.3 因使用的室内装修材料、施工辅助材料以及施工

工艺不合规范，造成建筑物建成后专内环境污染长期难以消除，

是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为杜绝此类问题，严格按照《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出 50325 租现行国家标准关于室

内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的相关规定，选用合格的装修

材料及辅助材料十分必要。同时，鼓励选用比国家标准更健康环

保的材料，鼓励改进施工℃艺。

保障室内空气质量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中设计阶段是一

个关键环节。第 7.5. 1 条、 7.5.2 条和 7.5.3 条这三个条款存在

相互的逻辑关系，第 7.5. 1 条是设计阶段要进行的工作，第

7.5.2 条是工作内容中妻关注的儿个主要方面，第 7. 5. 3 条是工

作的目标。第 7.5. :-3条的控制标准摘自《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规范)) GB 50325 的相关规定。

调查表明，室内空气污染物中主要的有毒有害气体(氧气内

染除外)一般是装修材料及其辅料和家具等释放出的，其中，板

材、涂料、 1由海以及各种胶帖剂均释放出甲醒气体、非甲'屁类挥

发性有机气体。氧气主要来惊于1昆凝土外加剂中，其次漉于室内

装修材料中的添加剂和增白剂。同时由于使用的建筑材料、施工

辅助材料以及施工工艺不合规范，也会使建筑军内环境的污染 tç

期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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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室内禁修时，即使使用的各种装修材料均满足各自的

市染物环保标准，但是如果过度装修便装修材料中的污染大量累

积时，室内空气污染物放度依然会超标。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室

内装修设计阶段及主体建筑设计阶段进行室内环境质量预评价十

分必要。预评价时可综合考虑室内装修设计方案和空间承载量、

装修材料的使用量、建筑材料、施工辅助材料、施工工艺、室内

新风量等诸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因素，对最大限度能够使用的

各种装修材料的数量作出预算，也可根据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的内

容，分析和预削该工程项目建成后存在的危害室内环境质量因素

的种类和危害程度，并提出科学、合理和可行的技术对策，作为

工程项目改善设计方案和项目建筑材料供应的主要依据，从而根

据预评价的结果调整装修设计方案。

其吹，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中的氧主要来掘于无机建筑材料

和建筑物地基(土壤和岩石)。对于室内氧的污染，只要建筑材

料和装修材料符合国家限值要求，由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释放出

的氧，就不会使其含量超过规定限值。然而建筑物地基(土壤和

岩石)中的氧舍长期通过地下室外墙和地板的缝l撒向室内棒透，

因此科学的选址以及环境评价十分重要。同时在建筑物地基有氧

污染的地区，建筑物地板和地下室外墙的设计可以采取一些隔绝

和建立主动或被动式的通风系统等措施防止土壤中的氧进入建筑

内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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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设备

8.1 -般规定

8. 1. 1-8. 1. 3 给水排水系统、严寒和寒冷地区的住宅果睡设施

和照明供电系统，是有利于居住者身体健康的最基本居住生活设

施，是现代居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规定应予设置。

8. 1.4 按户分别设置计量仪表是节能节水的重要措施。设置的

分户水表包括冷水表、中水表、集中热水供应时的热水表、集中

直饮水供应时的水表等。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供热计量技术规程)) JGJ 173 ，对于集

中采睡和集中常调的居住建筑，其水系统提供的热量既可以按楼

栋设置热量表作为热量结算点，楼内住户按户进行热量分摊，每

户需有相应的辑置作为对整栋楼的耗热量进行户间分摊的依据;

也可以在每户安装热量表作为热量结算点。无论是按户分摊还是

每户安装热量表结算，均统称为分户热计量。

8. 1. 5 建筑设备设计J\世有建筑空间合理布局的整体观念。设计

时首先由建筑设计专业按本规范第 3.0.9 条要求综合考虑建筑设

备和管线的配置，并提供必要的空间条件，尤其是公共管道和设

备、阀门等部件的设置空间和管理检修条件，以及强弱电坚

井等。

需要建筑设计预留安装位置的户内机电设备有:采用地板来

暖时的分集水器、燃气热水器、分户设置的燃气来暖炉或制冷设

备、户配电箱、家居配线箱等。

8. 1. 6 本条提出了府进行详细综合设计的主要部位和需进行综

合布置的主要设施。

计量仪表的选择和安装的原则是安全可靠、便于读表、检修

和喊少扰民。需人工读数的仪表(吉日分户计量的水表、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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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电能表等)一般设置在户外。对设置在户内的仪表(如厨房

燃气表、厨房卫生间等就近设置生活热水立管的热水表等)可考

虑优先采用可靠的远传电子计量仪表，并注意其位置有利于保证

安全，且不影响其他器具或家具的布置及房间的整体美观。

8. 1. 7 公共的管道和设备、部件如设置在住宅套内，不仅占用

套内空间的面积、影响套内空间的使用，住户装修时往往将管道

等加以隐蔽，给维修和管理带来不便，且经常发生无法进入户内

进行维护的实例，因此本条规定不山设置在住宅套内。

雨水立管捐建筑物犀面等公共部位的雨水排水管，不包括仅

为各户敞开式阳台服务的各层共用雨水立管。屋面雨水管如设置

在室内(包括封闭阳台和卫生间或厨房的管井内) .使公共共用

管道占据了某些住户的室内空间，下雨时还有噪声扰民等问题，

因此规定不应设置在住宅套内。但考虑到为减少首层地面下的水

平雨水管坡度占据的空间，往往需要在靠建筑物外墙就近排出室

外，且敞开式阳台已经不属于室内，对住户影响不大，因此将设

置在此处的屋面公共雨水立管排除在规定之外。当阳台设置犀面

雨水管时，还应注意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的

规定单姐设置，不能与阳台雨水管合用。

当给水、生活热水采用远传水表或 IC 水表时，立管设置在

套内E生间或厨房，但立管检修阅一般设置在共用部分(例如管

道层的横管上) .而不设置在套内立管的部分。

果睡(烹调)系统用于总体调节和检修的部件设置举例如

下:环路检修阀门设置在套外公共部分;立管检修阀设置在设备

层或管沟内;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采暖系统，与共用立管相连接

的各分户系统的人口装置(检修调节阅、过滤器、热量表等)设

置在公共管井内。

配电干线、弱电干线(管)和接线盒设置在电气管井中便于

维护和检修。当管线较少或没有条件设置电气管井时，宜将电气

)ì:管和设备设置在共用部分的墙体上，确有困难时，可在住宅的

分户墙内设置电气暗管和暗箱，但箱体的门或接线盒应设置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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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的空间内。

采暖管陶和电缆向的检查孔不得设置在套内，除考虑维修和

管理因素外，还考虑了安全问题。

8. 1. 8 设置在住宅楼内的机电设备用房产生的噪声、振动、电

磁干扰，对住户的休息和生活影响很大，也是居民投诉的热点。

本规范的第 6. 10. 3 条也有相关规定。

8.2 给水排水

8.2.1 住宅各类生活供水系统的水源，无论来自市政管网还是

自备水帽、井，生食品的洗涤、烹饪，盟?先、淋梅、衣物的洗悔以

及家具的擦洗用水水质都要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GB 5749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T 206 的规定。当果

用二次供水设施来保证住宅正常供水时，二次供水设施的水质卫

生标准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 

17051 的规定。生活热水系统的水质要求与生活给水系统的;j(质

相同。管道直饮水水质要符合行业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J 94 的规定。生活杂用水指用于便器冲洗、结化;是洒、室内车

库地面和室外地面冲洗的水，口I使用建筑中水或市政再生水，其

水质要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污点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准

质)) 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21 的相关规定。

8. 2. 2 , 8. 2. 3 人户管的给水压力的最大限值规定为 0.35MPa.

为强制性条文，与现行国家标准《住宅建筑规范)) (出 50368 一

致，井严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的相关规定。推荐用水器具规定的最低压力不宜大于 0.20MPa ，

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555 一致，其

目的都是要通过限制供水的压力，避免无效出流状况造成水的诅

费。超过压力限值，则要根据条文规定的严格程度采取系统分

区、支管械压等措施。

提出最低给水水压的要求，是为了确保居民正常用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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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提供的卫生器具最

低工作压力确定。

8.2.4 住宅设置热水供应设施，以满足居住者洗活的需要，是

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措施，也是居住者的普遍要求。由于热~状

况和技术经济条件不尽相同，可采用多种力u热方式和供应系统，

如: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分户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和电热

水器等 P 当不设计热水供应系统时.也需预留安装热水供应设施

的条件，如预圄安装热水器的位置、预留管道、管道接口、电掘

插座等。条件适宜时，可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或为安装太阳能热

水设施预留接口条件。

配水点水温是指打开用水龙头约 15日内的得到的水瓶。为避

免使用热水时需要放空大量冷水而造成水和能掘的浪费，集中生

活热水系统应在分户热水表前设置循环加热系统，无循环的供水

支管长度不宜超过 8m，这与协会标准《小区集中生活热水供应

设计规程)) CECS 222 - 2007 的规定一致. 1吨略有放宽 ci在规程

认为不循环支管的长度应控制在 5m~7m)。当热点用水点距水

表或热点器较远时，需采取其他措施.例如:集中热水供水系统

在用水点附近增加热水和阳水立管并设置热水表;户内采用燃气

热水器时，在较远的T~生间预留另设电热水器的条件，豆E设置户

内热水循环系统。循环水泵控制可以采用用水前于动控制或走时

控制方式。

8.2.5 果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和配件是住宅节水的重要措施。节

水型E生器具和配件包括:总冲洗用水量不大于 6L 的坐便器，

两档式便器水箱及配件，陶资片密封水龙头、延时水嘴、红外线

节水开关、脚踏阀等。住宅内不得使用明令淘汰的螺旋升降式铸

铁水龙头、铸铁截止闽、进Jk阀低于水面的卫生洁具水箱配件、

上导向直落式便器水箱配件等。建设部公告第 218 号《关于发布

〈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的公告》中规定:对住

宅建筑，推广应用节水型坐便器(不大于 6U ，禁止使用冲水量

大于等于 91.的坐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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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阀门和配件应采用铜质等不易锈蚀的材料，以保证检

修时能及时可靠关闸，避免渗漏。

8.2.6 为防止卫生间排水管道内的污油有害气体串至厨房内，

对居住者卫生健康造成影响，因此本条规定当厨房与卫生间相邻

布置时，不应共用一根排水立管，而应分别设置各自的立管。

为避免排水管道漏水、噪声或结露产生凝结水影响居住者卫

生健康，损坏财产，因此排水管道(包括排水立管和横管)均不

得穿越卧室空间。

8.2.7 排水立管的设置位置需避免噪声对卧室的影响，本条规

定排水立管不应布置在卧室内，也包含利用卧室空间设置排水立

管管井的情况。普通塑料排水管噪声较大，有悄声功能的管材指

橡胶密封圈柔性接口机制的排水铸铁管、双璧芯层发泡塑料排水

管、内螺旋消声塑料排水管等。

8.2.8 推荐住宅的污废水排水横管设置于本层套内以及每层设

置商废水排水立管的检查口，是为了检修和疏通管道时避免影响

下层住户 o 同层排水系统的具体做法，可参考协会标准《建筑同

层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CECS 247 - 2008 。

排水横管必须敷设于下一层套内空间时，只有采取相应的技

术措施， ;1.能在排水管道发生堵塞时，在本层内疏通，而不影响

下居住户，例如可采用能代替浴缸存水弯、并盯在本层清掏的多

通道地漏等。此外，有些地区在有些季节会出现管道外壁结露滴

水，需采取防止的措施。

8.2.9 本条规定了必须设置地漏的部位和对洗衣机地漏的性能

的要求。洗衣机设置在阳台上时，如洗衣废水排人阳台雨水管，

雨水管在首层地面排至散水，漫流至室外地面或绿地，会造成市

染、影响植物的生长。

8.2.10 在工程实践中，尤其是二次装修的住宅工程，经常忽略

洗盆等卫生器具存水弯的设置。实际上，在设计中即使果用元水

封的直通地漏(包括密封型地漏)时，也需在下部设置存水弯。

本条针对此问题强调了存水弯的设置，并针对污水管内臭味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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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见现象，强调无论是有水封的地漏，还是管道设置的存水

弯，都要保证水封高度不小于 50mm o
8.2.11 低于室外地面的卫生间器具和地漏的排水管，不与上部

排水管合并而设置集水设施，用污水泵单独排出，是为了确保当

室外排水管道满流或发生堵塞时不造成倒灌。

8.2.12 使用中水冲厕具有很好的节水效益。我国水资漉短缺的

形势非常严峻，缺水城镇的住宅应推广使用中水冲厕。中水的水

质要求低于生活饮用水，因此为了保障用水安全，在中水管道上

和预留接口部位应设明显标识，主要是为了防止洁身器用水与中

水管误接，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8.2.13 在有错层设计的住宅时，顶层住户有可上人的平台或其

窗下为下一层的屋面，如这些位置设置排水通气管的出口，可能

对住户环境产生影响，实践中有不少为此问题而投诉的实例。本

条妻考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对排水通气管的

有关规定，增加了对顶层用户平台通气管要求，对其出口高度作

出了规定。

8.3 采暖

8.3.1 "果睡设施"包括集中采暖系统和分户或分室设置的果

睡系统或采睡设备。"集中采暖"系指热源和散热设备分别设置，

由集中热帽、通过管道向各个建筑物或各户供给热量的采睡方式 o

严寒和寒冷地区以城市热网、区域供热厂、小区锅炉房或单

幢建筑物锅炉房为热掘的集中采暖方式，从节能、采暖质量、环

保、消防安全和住宅的卫生条件等方面，都是严寒和寒冷地区来

暖方式的主体。即使某些地区具备设置燃油或燃用天然气分散式

果睡方式的条件，但除较分散的低层住宅以外，仍推荐采用集中

采睡系统。

夏热冬睁地区的采暖要求引自《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 JGJ L34 。该区域冬季湿冷、夏季酷热，随着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采暖的需求逐年上升。对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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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筑选择设计集中采暖(空调)系统方式，还是分户采暖(空

调)方式.应根据当地自~m、环保等因素，通过仔细的技术经济

分析来确定。同时，因为该地区的居民来暖所需设备及运行费用

全部由居民自行支付，所以，还应考虑用户对设备及运行费用的

承拥能力。因此，没有对该地区设置采暖设施作出硬性规定，但

最低标准是按本规范第 8.6.1 条的规定，在主要房间预留设置分

体式空调器的位置和条件，空调器一般具有制热供暖功能，较适

合用于夏热冬怜地区供暖。

8.3.2 本条引自《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和《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ìì JGJ 1340 直

接电热呆暖，与采用以电为动力的热泵采暖，以及利用电网低谷

时段的电能蓄热、在电网高峰或平峰时段来暖有较大区别。

用高品位的电能直接转换为低品位的热能进行采暖，热雄事

较低，不符合节能原则。火力发电不仅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市

染，还产生大量温室气体(c(训，对保护地球、拥制全球气候

变睡不利，因此它并不是清清能源。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采暖能耗占有较高比例。因此，

应严格限制应用直接电热进行集中采暖的方式。但并不限制居住

者在户内自行配置电热采暖设备，也不限制E生间等设置"陆

霸"等非主体的临时电采暖设施。

8.3.3 住宅采暖系统包括集中热源和各户设置分散热掘的来睡

系统，不包括以电能为热掘的分散式来暖设备。采用散热器或地

板辐射果暖，以不高于 95
0

C 的热水作为采暖热媒，从节能、温

度均匀、 E生和安全等方面.均比直接采用高温热水和蒸汽

合理。

长期以来，热水采暖系统中管道、阀门、散热器经常出现被

腐蚀、结垢和堵塞现象。尤真是住宅设置热计量表和散热器恒温

控制阀后，对水质的要求更高。除热糠系统的水质处理外，对于

住宅室内采暖系统的水质保证措施，主要是指建筑物采睡人口和

分户系统人口设置过滤设备、采用塑料管材时对管材的阻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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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

金属管材、热塑性塑料管、铝塑复合管等，其可承受的长期

工作温度和允许工作压力均不相同，不同类型的散热器能够承受

的压力也不同。采用低温辐射地板采暖时，从卫生、塑料管材寿

命和管壁厚度等方面考虑，要求的水温要低于散热器采暖系统。

因此，采睡系统的热水温度和系统压力应根据各种因素综合

确定。

8.3.4 根据《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的有关规定，本条特别强调房间的热负荷计算，是为了避免采用

估算数值作为集中采暖系统施工图的依据，导致房间的冷热不

均、建设费用和能捆的浪费。同时，负荷计算结果还可为管道水

力平衡计算提供依据。

8.3.5 系统的热力失匀和水力失调是影响房间舒适和果眶系统

节能的关键。本条强调进行水力平衡计算，力求通过调整环路布

置和管在达到系统水力平衡c 当确实不能满足水力平衡要求时，

也应通过计算才能正确选用和设置水力平衡装置。

水力平衡措施除调整环路布置和管径外，还包括设置平衡装

置(包括静态平衡间和动态平衡阀等)，这些要根据工程标准、

系统特性正确选用，并在适当的位置正确设置，例如当设置两通

恒温控制阀的现管系统为变流量系统时，各并联支环路就不应采

用自力式流量控制阀(也称定流量阀或动态平衡阀)。

8.3.6 本条规定了采暖最低计算温度，根据《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68，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其中楼梯间和走廊温度，为有

采睡设施时的计算数值，如不采暖则无最低计算温度要求。根据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26 ，严寒 (A)

区和严寒(B)区楼梯间宜来暖。

8.3.7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经常的热水供应(包括集中热水

供应和设置燃气或电热水器)在有洗浴器的卫生间越来越普遍，

体活时室温应相应提高，因此推荐有洗浴器的卫生间室温能够达

到浴室温度。但如按 25
0

C设置热水果暖设施，不沐浴时室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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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既不舒适也不节能。当采用散热器果暖时，可利用散热器支

管的恒温控制阀随时调节室温。当采用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睡

时，由于来暖地板热惰性较大，难以快速调节室温，且设计室温

过高、负荷过大，加热管也难以敷设。因此，可以按-般卧室室

温要求设计热水果暖设施，另设置 "t在霸"等电暖设施在体措时

临时使用。

8.3.8 套内采暖设施配置室温自动调控装置是节能和保证舒适

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与《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JCJ 26 和《供热计量技术规程>> JGJ 173 的相关规定一致。

根据户内采暖系统的类型、分户热计量(分摊)方式和调控标

准，可选择分室温控或分户总体温控两种方法。

对于散热器采暖，除户内采用具有整体控植功能的通断时间

面积出进行分户热计量(分摊)外，一般采用在每组散热器设置

恒温控制阀(又称温控间、恒温器等)的方式。恒温控制间是→

种自力式调节控制阀，可自主调节室温，满足不同人群的舒适要

求，同时可以利用房间内获得的自由热，实现自动恒温功能。安

提恒温控制阀不仅保持了适宜的室温，同时达到节能目的。

对于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各环路的调控阀门一般集中在

分水器处，在各房间设置自力式恒温控制阀较困难。一般可采用

各房间设置温度控制器设定，监测室内温度，对各主路的电热阀

进行控制，保持房间的设定温度;或选择在有代表性的部位(如

起居室) ，设置房间温度控制器.控制分水器前总进水管上的电

动或电热两通阀的开度。

8.3.9 条文中对室内采暖系统制式的推荐，与《严寒和寒冷地

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CJ 26 的相关规定一致。

住宅集中采暖设置分户热计量设施时，一般采用共用立管的

分户抽立循环的双管或单管系统。采用散热器热分配计法等进行

分户热计量时，可以采用垂直双管或单管系统。 住宅各户设置独

立采暖热源时，分户独立系统可以是水平双管或单管式。

无论何种形式，现管系统各组散热器的进出口温差大，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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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制阀的调节性能好(接近钱性) ，而单管系统串联的散热器越

多，各组散热器的进出口温差越小，恒温控制阔的调节性能越差

(接近快开阀)。双管系统能形成变流量水系统，循环水泵可采用

变频调节，有利于节能。设置散热器恒温控制问时，双管系统应

采用高阻力型可利于系统的水力平衡，因此，推荐采用双管式

系统。

当采用单管系统时，为了改善恒温控制阀的调节性能，应设

跨越管，瞄少散热器流量、增大温差。但减小流量使散热器平均

温度降低，则需增加散热器面积，也是单管系统的缺点之一。单

管系统本身阻力较大，各组散热器之间无水力平衡问题，因此采

用散热器恒温控制阀时应采用低阻力型。

8.3.10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推荐按主要房间划分地面辐射采暖的

环路，与《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ω26 的相

关规定一致。其目的是能够对主要房间进行分室调节和温控。当

采用发热电缆地面辐射采暖时，采暖环路则是指发热电缆回路。

8.3.11 要求采用体型紧凑的散热器，是为了少占用住宅户内的

使用空间 o 为改善卫生条件，散热器要便于清扫。针对部分钢制

散热器的腐蚀穿孔，在住宅中采用后造成漏水的问题，本条强调

了采用散热器耐腐蚀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铜管。

8.3.12 本规范提出了户式燃气采暖热水炉设计选用时对热姓率
的要求，表 l 引自《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放

限定值及能放等级)) GB 20665 ，该标准第 4. 2 条规定了热水器

和果睡炉能效限定值为表 l 中能效等级的 3 级。

表 1 热水幡和采暖炉能效等级

最低热效率值 c%)

类型 热负衔 能敬等级

2 3 

额定热负荷 96 88 84 

热水器
，çso%额定热负荷 9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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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愚低热效率值(%)

类型 热负荷 能效等级

l 2 3 

采暖炉 额定热负荷 94 88 84 

(单采暧) <50%额定热负荷 92 R,1 

额定热负荷 94 88 84 
供暖

热来暖炉 ，0;;50%额定热负荷 92 日4

(两用型) 额定热负荷 96 88 84 
热水

，0;; 50%额定热负荷 94 81 

8.4 燃气

8.4.1 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0 

8.4.2 考虑到除燃气灶外，热水器等用气设备也可能设置在厨

房或与厨房相连的阳台内，因此，户内燃气立管设置在燃气灶和

燃气设备旁可减少支管长度，要尽量避免穿越其他房间，对于保

持户内美观和安全都有好处，实际工程也都如此，本条对此作出

了相应规定。住宅立管明装设置是指不宜设置在不便于检查的水

管管井等密闭空间内，更不允许设置在通风排气道内。如必霸世

置在水营管井内，管井压市设置燃气浓度监测报警设施等，见现

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泡>> GB 50028 0 

8.4.3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泡>) GB 50028 

整理。考虑到陆室使用热水器时门窗较密闭，一旦有燃气发生榄

漏等事故，难以及时发现，很不安全，因此浴室内不允许设置有

可能积聚有害气体的设备。要求厨房等安装燃气设备的房间"通

风良好飞是指能符合本规范第 5.3 节的规定，有直接采光和自

然通风，且燃气灶和其他燃气设备能符合本规范第 8.5 节的规

定。允许安装燃气设备的"其他非居住房间"是指-些大户型

住宅、别墅等为燃气设备等单独设置的、有与其他空间分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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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有自然通风且确实能保证元人居住的设备间等，不包括目前

一般住宅中不能保证元人居住的起居室、餐厅以及与之相通的过

道等。

8.4.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的有

关规定整理。

8.4.5 本条规定了住宅每套的燃气用量和最低设计燃气用量的

确定原则，即使设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也应预留住户选择采用

单户燃气热水器的条件。

8.5 通凤

8.5.1 本条给出排油烟机排气的两种出路。通过外墙直接排至

室外，可节省设置排气道的空间并不会产生各层互相串烟，但不

同风向时可能倒灌，且对墙体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应采

取相应措施。当通过共用排气道排出屋面时，本规范第 6.8.5 条

另有规定。

8.5.2 房间"全面通风"是相对于炉灶排油烟机等"局部排风"

而言。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厨房，在冬季关闭

外窗和非炊事时间排抽烟机不运转的条件下，应有向室外排除厨

房内燃气或烟气的自然排气通路。厨房不开窗时全面通风装置应

保证开启，因此应采用最安全和节能的自然通风。自然通风装置

指有避风、防阳构造的外墙通风口或通风器等。

8.5.3 当卫生间不采用机械通风，仅设置自然通风的坚向通气

道时，主要依靠室内外空气温差形成的热压，室外气温越1~热压

越大。但在富内气温低于室外气温的季节(如夏季) .就不能形

成自然通风所需的作用力，因此要求设置机械通风设施或预圄机

械通风(一般为排气扇)条件。

8.5.4 燃气设备的烟气排放，已经在本章第 8.4 节和本节作出

了明确规定。煤、薪柴、燃捕等燃烧时，产生气体更加有害，也

需有排烟设施。除了在外墙上开洞通过设备的排烟管道直接向室

外排放外，一般应设置坚向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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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囱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每户独用一个排气孔道直出屋面，

这种做法比较安全，使用敢果也较好，但占用面积较多;另→种

做法是各层合用一个排气道，这种做法较省面积，但也可能串

烟，发生，事故。最好采用由主次烟气道组合的排气道，它占用面

积较少，并能防止串烟。因此，本条规定必须采取防止串烟的

措施。

8.6 空调

8.6.1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北方寒冷(B)区在内，

夏季使用空调设备已经非常普及.参考各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汁

标准的有关条文，本条规定至少要在主要房间设置空调设施正预

留设置空调设施的位置和条件。

8.6.2 室内空调设备的冷凝水可以采用专用排水管或就近间接
排人附近污水或雨水地面排水口(地漏)等方式，有组织地排

放，以免克组织排放的凝水影响室外环境。

8.6.3 住宅内各用户对夏季空调的运行时间和全日间歇运行要
求差距很大。采用分散式空调器的节能潜力较大，且机电→体化

的分体式空调器(包括风管机和多联机)自动控制水平较高，根

据有关调查研究，它比集中空调更加节能和控制灵活。另外，当

采用集中宅调系统分户计量时.还应考虑电价因素，以免给日后

的物业管理造成难度。因此目前住宅采用分户或分室设置的分体

式空调器较多。

室外机的安装位置直接涉及节能、安全，以及对室外和其他

住户环境的影响问题，因此暖通专业应按本规班第 5.6.7 条的设

置原则向建筑专业提出或校核建筑专业确定的空调军外机的设置

位置，使其达到最佳。

8.6.4 26
0

C和新风换气次数只是一个计算参数，在设备选择时

计算空调负荷，在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综合判断时用来计算空

调能起，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室内热环境。实际的室温和通风换气

是由住户自己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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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室温控制是分户计量和保证舒适的前提。采用分室或分

户温度控制可根据采用的空调方式确定。一般集中空调系统的风

机盘管可以方便地设置草温控制设施，分体式空调器(包括多联

机)的室内机也均具有能够实现分室温控的功能。风管机需调节

各房间风量才能实现分室温控，有一定难度。因此，也可将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有代表性房间或监测阳风的平均温度，粗略地进行

户内温度的整体控制。

8.7 电 」Z「
、

8.7.1 每套住宅的用电负荷因套内建筑面积、建设标准、果睡

(或过搜季采睡)和空调的方式、电炊、洗浴热水等因素而有很

大的差别。本规范仅提出必须达到的下限值。每套住宅用电负荷

中应包括:照明、捅JW:.小型电器等，并为今后发展留有余地。

考虑家用电器的特点，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按 O. 9 计算。

8.7.2 本条强调了住宅供电系统设计的安全要求。

1 在 TN 系统中，壁挂空调的插座回路可不设置剩余电流

保护装置，但在 TT 系统中所有插陪回路均所设置剩余电流保护

装置。

2 导结果用铜芯绝缘线，是指每套住宅的进户线和户内分

支回路，对干线的选材未作规定。每套住宅进户钱是限定钮，套住

宅最大用电量的关键参数，综合考虑每套住宅的基本用电需求、

适当留有发展余地、住宅进户线一般为暗管一次敷设到位难以改

造等因素，提出每套住宅进户线的最小截面。

3 住宅套内线路分路分类配线，是为了减小线路温升，满

足用电需求、保证用电安全和减少电气火灾的危险。

5 "总等电位联结"是用来均衡电位，降低人体受到电击

时的接触电压的，是接地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局部等电位联

结"是为了防止出现危险的接触电压。

局部等电位联结包括J2~间内金属给排水管、金属浴盆、金

属采暖管以及建筑物钢筋网和卫生间电源插座的 PE 钱，可不包

87 

www.weboos.com



括金属地漏、扶手、陆巾架、肥皂盒等孤立金属物。尽管住宅卫

生间目前多采用铝塑管、 PPR 等非金属管，但考虑住宅施工中

管材更换、住户二次装修等因素，还是要求设置局部等电位接地

或预留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盒。

6 为了避免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住宅建筑要采取可

靠的措施。由于防火剩余电流动作值不宜大于 500rnA，为减少

误报和误动作，设计中要根据线路容量、线路长短、敷设方式、

空气根度等因素，确定在电源进线处或配电干线的分支处设置剩

余电流动作保护或报警装置。当住宅建筑物面积较小，剩余电流

检测点较少时，可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或独立型防火剩余

电流动作报警器。当有集中监测要求时，可将报警倍号连至小区

消防控制室。当剩余电流检测点较多时，也可采用电气火灾监控

系统。

8.7.3 为保证安全和便于管理.本条对每套住宅的电掘总断路

器提出了相应要求。

8.7.4 为了避免儿童玩弄插座发生触电危险，本条规定安装高

度在1. 8rn 及以下的插座采用安全型插座。

8.7.5 原规范规定公共部分照明采用节能自熄开关，以实现人

在灯亮，人走灯灭，达到节电目的。但在应用中也出现了一电新

问题:如夜间j牵黑一片，对住户不方便;在设置安防摄像场所

(除采用红外摄像机外) ，达不到摄像机对环境的最低照度要求;

较大声响会引起大面积公共照明自动点亮，如在夜间经常有重型

货车通过时频繁亮灭，使灯具寿命缩短，也达不到节能放果;具

体工程中，楼梯问、电梯厅有无外窗的条件也不相同。此外，应

用于住宅建筑的节能光源的声光控制和应急启动技术也在不断发

展和进步。因此，本条强调住宅公共照明要选择高效节能的照明

装置和节能控制。设计中要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采用合理的节

能控制措施，并且要满足消防控制的要求。

8.7.6 电源插座的设置应满足家用电器的使用要求，尽量础少

移动插座的使用。但住宅家用电器的种类和数量很多，因套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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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lJ 、面积等因素不同，电洒、插郎的设置数量和l种类差别也很大，

我国尚未有统一的家用电器电眼线长度的统一标准，难以统一规

定插座之间的间距。为Ji便居住者安全用电，本条规定 r电掘插

!莹的设置数量和部位的最低标准，这是对应本规范第 5. 1. 2 条的

最小套型提出的。

8.7.7 住宅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以单独设置.也可利用有线电视

系统或电话系统来实现U 三网融合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IPTV 、

ADSL 等技术可利用有线电视系统和电话系统来实现信息通信，

住宅建筑电话通信系统的设置需与当地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运

营方式相结合。住宅建筑信息网络系统的设计要与当地信息网络

的现有水平及发展规划相互协调一致.根据当地公共通信网络资

掘的条件决定是否与有线电视或电话通信系统含一 o

每套住宅设置家居配线箱1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对于较小

住宅套型设置有电视、电话和信息网络线路即可，因此提出"直

设置"家居配镜箱。

8.7.8 根据《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也)) (;B 50348，对于建筑面

职在 50000m2 以上的住宅小区，要根据建筑面积、建设投资、系

统规模、系统功能和安全管理要求等因素，设置基本型、提高

型、先进型的安全防范系统。在有小区集中管理时 ， III根据工程

具体情况，将-呼救信号、紧急报警和燃气报警等纳入访客对讲

系统。

8.7.9 门禁系统必须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要求 o 当发生

火警或需紧急疏散时，住宅楼疏散门的防盗门锁细能集中解除或

现场顺疏散方向于动解除，使人员能迅速安全疏散。设有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或联网型门禁系统时，在确认火情后，烦在消防控制

室集中解除相关部位的门禁。当不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联网型

门禁系统时，要求能在火灾时不需使用任何工具就能从内部徒手

打开出口门，以便于人员的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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