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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农房建设风貌引导，规范农房设计，完善农房功能，提高农村住房质

量水平，在组织调研和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

编制《安徽省农房设计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导则”）。本导则共分 5章，分别

为总则、场地设计、建筑设计、结构设计、设备设计。 

本导则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解释。各地在使用本导则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安徽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 996号，邮编：230091）。 

联系电话：0551-6287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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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农房建设风貌引导，规范农房设计，完善农房功能，提高农村住房

质量水平，在组织调研和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特编制《安徽省农房设计技

术导则》。 

1.0.2 按照“安全、经济、适用、绿色”的原则，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

用，保持地方风貌特色，改善生态环境，满足防灾减灾、抗震设防等需求。 

1.0.3 本导则适用于安徽省农村两层以下（含两层）居民自建住房的设计。三层

农房可参考本导则，但其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等相关规范进行设计；三层以上农房及公共建筑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安徽省现行相

关标准进行设计并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采用新型建筑体系时，其设计应符合

相关产品技术标准的规定。 

1.0.4 农房设计需贯彻执行国家、省法律法规，除符合本技术导则之外，还须符

合其他相关的标准规范。在此基础上要符合批准的村庄规划及相关上位规划，并

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相结合。 

1.0.5 农房宅基地的面积标准按照《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执行： 

1 城郊、农村集镇和圩区，每户不得超过 160 ㎡。 

2 平原地区，每户不得超过 220 ㎡。 

3 山区和丘陵地区，每户不得超过 160 ㎡；利用荒山、荒地建房的，每户不

得超过 300 ㎡。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7686&ss_c=ssc.citiao.link


 

2 

 

2  场地设计 

 

2.1 基本要求 

2.1.1 农房选址应综合考虑水文、地形、地质、风向、污染源、耕作半径等因素。

位于丘陵和山区时，宜选用向阳坡，避开风口和窝风地段。  

2.1.2 选择农房场地时，应在稳定基岩、坚硬土或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

硬土等场地稳定、土质均匀的地段，应避开以下几类区域。 

1 行洪河道、沟谷、行洪区、蓄滞洪区及洪涝灾害频发等受洪水威胁地段。 

2 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的场地。 

3 软弱土层、软硬不均的土层和容易发生砂土液化的地段。 

4 发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位错的部位。 

5 矿产采空区、地质塌陷区等灾害高危区。 

 

2.2 总体布局 

2.2.1 农房设计根据不同住户情况和农房类型集中布置，宜以联排、毗邻形式为

主，一般以 2～4 户为宜，形成错落有致的布局。 

2.2.2 农房设计建筑层数以 1～2 层为宜。 

2.2.3 充分考虑发展的需要，结合村庄规划适当预留建设用地。 

2.2.4 对生活居住有影响的生产设施应与生活区适当分离。 

 

2.3 组团布局 

2.3.1 规模较大的村落宜结合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分为多个组团布局。 

2.3.2 组团应结合地形，顺应自然地貌，充分考虑组团空间组合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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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农房组合方式应结合地形、灵活多样，规整中有变化。 

2.3.4 农房与宅间道路之间，宜设置庭院空间；应合理处置每户出入口与公共道

路、院落空间的关系，避免邻里间相互干扰。 

2.3.5 农房朝向结合地形地貌合理选择，宜采用南北朝向或接近南北朝向。 

 

2.4 室外工程 

2.4.1 入户路、宅间路 

1 庭院出入口的设计宜简洁美观，并考虑满足农机和小汽车进出的要求。 

2 道路宽度宜为 1.5～3.0 m，突出亲切宜人的特点。路面可以由建筑外墙、

围墙、篱栏、林木、沟渠等空间要素灵活限定。 

3 可选用块石、卵石、石板、碎石子等地方材料作为铺装，体现乡土气息和

地方特色。 

2.4.2 生活垃圾收集 

1 垃圾桶位置应相对固定，方便投放，与农房保持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与

道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周边宜栽植绿化加以适当遮挡。 

2 生活垃圾应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收集、资源化利用、

实现就地减量。 

2.4.3 生活污水收集 

生活污水应排入村庄污水管网接入污水处理设施或三格式化粪池，不得直接

排入自然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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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庭院设计 

2.5.1 庭院绿化 

1 推行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等方式进行庭院绿化，庭院内宜种植具有地方特

色、易生长、抗病害的绿化作物，绿化不宜采用名贵及外地树种。 

2 应充分利用闲置宅基用地和不宜建设的用地，不留裸土，建设农家小菜园、

小果园、小花园、小竹园、小林园等，将绿化美化与发展庭院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打造花果飘香、居所优美的庭院环境。 

2.5.2 围墙庭院 

1 围墙、篱栏等围合构筑物宜美化处理，高度不宜过高，应美观大方并具有

一定的通透性，并在协调的基础上保证形式的多样性。 

2 应合理高效利用庭院空间，根据生活习惯，安排凉台、棚架、储藏、蔬果

种植、农机具放置、停车等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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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设计 

 

3.1 基本要求 

3.1.1 农房设计在尊重农民安居需求和农房建设实际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因村制宜”。 

3.1.2 经评估认定结构安全性能尚好的传统农房和现有农房，可通过适度改造更

新，保持其原有空间格局和地域传统风貌的前提下，优化功能布局，全面提升居

住环境质量和舒适度。 

3.1.3 农房建设宜采用地方材料，鼓励采用绿色节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3.1.4 农房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立面设计应有利于冬季日照和夏季通风。 

 

3.2 建筑功能 

3.2.1 农村住房居住空间组织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满足不同时期家庭结构变化

的居住需求。 

3.2.2 农房设计应充分考虑居住习惯和家庭构成，做到住宅套型合理，功能完善。

按照农民生活习惯，组织好起居、睡眠、学习、会客、餐饮、存放工具等基本功

能空间。 

3.2.3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等基本居住空间划分应实现寝

居分离、食寝分离、洁污分离；卧室和起居室等主要房间宜布置在南向，厨房、

卫生间、储藏室等辅助房间宜布置在北向或外墙侧，厨房和卫生间排风口的设置

应考虑主导风向影响，避免强风时的倒灌现象和油烟等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3.2.4 农房应依据方便生产的原则设置农机具房、农作物储藏间等辅助用房，并

与居住用房适当分离；可设置晒台或利用屋面以方便晾晒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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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农房功能分区应实现人畜分离，畜禽栅圈不应设在居住功能空间上风向位

置和院落出入口位置，基底应采取卫生措施处理。 

3.2.6 农房各房间尺寸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为宜，不应过大，其中： 

1 建筑室内净高不宜超过 3.3m。 

2 住房开间尺寸不应大于 6m。 

3 单面采光房间的进深不宜超过 6m。 

 

3.3 建筑风貌 

3.3.1 农房在建筑外观设计需尊重当地的建筑风貌、地方特色。在兼顾经济性、

可实施性的基础上，全面展现当地乡土文化的特色，应在建筑形式、细部设计和

装饰方面充分吸取地方、民族的建筑风格，采用传统构件和装饰。 

3.3.2 建筑材料的使用应结合当地特有资源条件，鼓励使用当地的石材、生土、

竹木等乡土材料。 

3.3.3 农房设计应充分考虑节能材料、构造的应用，优先使用太阳能设备的地区，

并考虑农房外观一体化设计。 

3.3.4 属于传统村落和风景保护区范围的农村住房，其形制、高度、屋顶、墙体、

色彩等应与其周边传统建筑及景观风貌保持协调。 

 

3.4 建筑防火 

3.4.1 农房设计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农村防火规

范》（GB50039）、《村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39）等相关要求。 

3.4.2 农房消防规划、农房防火设计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村庄规模、地理

环境、建筑性质等，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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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便生活。 

 

3.5 节能设计 

3.5.1 农房屋顶和外墙宜采取下列节能技术措施： 

1 浅色饰面。 

2 隔热通风屋面。 

3 东向、西向外墙采用花格构件或爬藤植物遮阳。 

3.5.2 农房宜采用外墙保温系统。 

3.5.3 农房外门窗宜选用节能门窗。 

3.5.4 农房外窗通风开口面积，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外窗的开启位置和可开启面积应有利于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外窗可开启

面积不宜小于外窗面积的 30%。 

2 卧室、起居室（厅）、明卫生间的外窗可开启面积，不宜小于该房间地板

面积的 8%。 

3 厨房外窗的可开启面积不宜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0%，并且不应小于

0.60 ㎡。 

3.5.5 农房向阳面的外窗及透明玻璃门，宜采取遮阳措施；外窗设置外遮阳时，

除应遮挡太阳辐射外，还应避免对窗口通风产生不利影响。 

3.5.6 农房建筑地面宜做防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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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 

 

4.1 基本要求 

4.1.1 农房结构形式主要为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房屋、木结构、石结构等结构

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农户选用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建筑等新

型建筑体系。采用新型建筑体系时，其设计应符合相关产品和技术标准的规定。 

4.1.2 农房的结构设计应合理选用结构方案和建筑材料，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

理、确保质量。 

4.1.3 农房的抗震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结构抗震设计。 

  

4.2 结构材料 

4.2.1 具备条件的农房建设工程宜优先采用商品混凝土及预拌砂浆。 

4.2.2 农房结构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应使用黏土砖。各种砖、砌块及其砌筑砂浆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1 规定。 

表 4-1 砖、砌块及其砌筑砂浆性能指标 

砌块类型 强度等级 砌筑砂浆类型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 

烧结普通砖 

烧结多孔砖 
不低于 MU10 普通砂浆 不低于 M5 

蒸压灰砂普通砖 

蒸压粉煤灰普通砖 
不低于 MU15 专用砂浆 不低于 Ms5 

混凝土砌块 不低于 MU7.5 专用砂浆 不低于 Mb7.5 

 
注：不同强度等级普通砂浆的配合比可参考附录 A进行配制。 
 

2 钢筋宜采用 HPB300（一级光圆）和 HRB400 （三级带肋）热轧钢筋；

铁件、扒钉等连接件宜采用 Q235 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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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孔洞的灌注，应采用专用灌孔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

低于 Cb20。 

4 混凝土圈梁、构造柱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梁、板和承重柱的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 C25。 

5 木结构应该选用干燥、纹理直、节疤少、无腐朽的木材。 

6 石材应质地坚实，无风化、剥落和裂纹。 

 

4.3 地基和基础 

4.3.1 地基 

1 优先采用天然地基，宜放在均匀稳定的老土上；不宜在软弱粘性土、液化

土、新近填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建造房屋，否则应采用相应处理措施；在膨胀土

或者冻土层上修建房屋时应按照当地有关规定执行。 

2 当基础埋置在易风化的岩层上时，施工时应在基坑开挖后立即铺筑垫层。

基槽开挖后应尽早封闭，避免暴晒和雨水浸泡。 

3 当存在相邻房屋时，新建房屋的基础埋深不宜大于原有房屋基础。当埋深

大于原有房屋基础时，两基础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数值不小于基底高差的两倍。 

4 对于大块孤石或个别石芽出漏且土层的承载力较好、房屋为砌体结构时，

宜在基础与岩石接触部位设置 300~500mm（土层承载力高取低值）的褥垫层。

褥垫可采用炉渣、中砂、粗砂等建设材料，褥垫夯实后的厚度与虚铺厚度比值

0.87±0.05。 

5 当地基有淤泥、液化土或严重不均匀土层且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垫层换填

方法进行处理，换填材料和垫层厚度、处理宽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垫层换填可选用砂石、粘性土、灰土等材料，并应分层夯实。 

2）换填材料可选用砂石、粉质黏土或灰土。砂石应级配良好但其不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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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地基；粉质黏土中有机物含量不得超过 5%且不得含有冻土

或膨胀土；灰土体积配合比宜为 2:8 或 3:7，灰土宜用新鲜的消石灰，颗粒粒径

不得大于 5mm，土料宜选用粉质黏土，不宜使用块状黏土。 

3）垫层的厚度应至老土层，不宜过厚。 

4）垫层在基础底面以外的处理宽度：垫层底面每边应超过垫层厚度的 1/2

且不小于 300mm；垫层顶面宽度可从垫层底面两侧向上，按基坑开挖期间保持

边坡稳定的当地经验放坡确定，垫层顶面每边超出基础底边不宜小于 300mm。 

4.3.2 基础 

1 常用基础类型为无筋扩展基础，包括砖放脚基础、灰土基础、混凝土基础、

毛石混凝土基础、毛石基础等。如图 4-1、2、3、4、5 所示。 

 

图 4-1 砖基础剖面 



 

11 

 

 

图 4-2 灰土基础剖面 

 

图 4-3 混凝土、毛石混凝土基础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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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毛石基础剖面 

 

图 4-5 双墙下混凝土、毛石混凝土基础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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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同一房屋基础底面不在同一标高时，应按 1:2 的台阶逐步放坡。如图

4-6 所示。 

 

3 农村住房基础的埋置深度（从室外地坪到基础底面的距离）不宜小于 

0.5m。 

4.4 砌体结构 

4.4.1 建筑布置和结构体系 

1 应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2 纵横墙的平面布置宜均匀对称，沿竖向应上下连续。 

4.4.2 墙体 

图 4-6 条形基础放台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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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砌体结构房屋的局部尺寸不应过小，局部尺寸宜符合表 4-2 的要求。 

表 4-2 房屋局部尺寸限 

部位 6、7 度 6、7 度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 0.8 1.0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

边的距离 
0.8 1.0 

非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

洞边的最小距离 
0.8 0.8 

内墙阳角至窗洞边的

小距离 
0.8 1.2 

 

 

2 承重墙厚度应满足表 4-3 规定。 

表 4-3 承重墙厚度（mm） 

墙体类型 厚度要求 

实心砖墙、蒸压砖墙 ≥240 

多孔砖墙 ≥190 

小砌块墙 ≥190 
 

 

  

4.4.3 圈梁 

1 在基础顶面、楼层处和屋顶处设置连续封闭钢筋混凝土圈梁，当圈梁被门

窗洞口截断时，应在洞口上部增设相同截面的附加圈梁。附加圈梁与圈梁的搭接

长度不应小于其中到中垂直距离的 2 倍，且不得小于 1 m。 

2 圈梁宽度宜与墙厚一致，高度不应小于 120mm，当地基承载力较差时，圈

梁高度不宜小于 180mm。 

3 采用现浇楼板和屋面板时，可不设置圈梁，但楼板沿抗震墙体周边均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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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配筋并应与相应的构造柱钢筋可靠连接。 

4 圈梁纵向配筋不应少于 4Ф 10，箍筋为Ф 6＠250mm。 

4.4.4 构造柱 

1 二层砌体结构住宅，应在房屋四角、楼梯间四角以及较大洞口（宽度大于

2.1m）两侧墙体内，自基础顶或地基圈梁到屋面设置现浇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其

它房屋也宜按上述原则设置构造柱。 

2 构造柱与墙体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槎，并沿墙高每隔 500mm 设置 2Ф 6 拉结

钢筋，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于 1000mm，应先砌墙后浇筑构造柱。 

3 构造柱截面宜为 240mm×240mm（墙厚 190mm 时为 180mm×190mm），

构造柱纵向钢筋不宜少于 4Ф 12；箍筋可采用Ф 6，间距 250mm，在柱的上、下

端箍筋宜加密为间距 100mm。 

4 构造柱伸入室外地面下 500mm 或与埋深小于 500mm 的基础圈梁相连接。

如图 4-7 所示。 

  

a 锚入基础或地圈梁做法 b 构造柱伸入室外地面做法 

图 4-7 构造柱钢筋做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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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过梁、挑梁 

1 门窗洞口宜采用钢筋混凝土过梁。当圈梁兼作门、窗过梁时，应根据过梁

的荷载和跨度大小，另配过梁钢筋和适当加大过梁截面高度。 

2 过梁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240mm，门窗过梁上不得支撑承重梁。如图 4-8

所示。 

3 挑梁的纵向受力钢筋至少有 1/2 的钢筋面积伸入梁尾端。其余钢筋伸入支

座的长度不应小于 2/3 的埋入砌体内的挑梁长度。 

4 挑梁埋入砌体内的长度与挑出长度之比宜大于 1.8；当挑梁上无砌体时，

其比值宜大于 2.4。如图 4-9 所示。 

图 4-8 过梁支撑长度示意图 

图 4-9 挑梁钢筋做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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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屋（楼）盖支承规定 

1 为保证楼（屋）盖与墙体连接以及楼（屋）盖构件之间连接，楼（屋）盖

构件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表 4-4 的规定。 
 

表 4-4 屋（楼）盖构件的最小支承长度（mm） 

构建名称 预应力圆孔板 
木屋架、 

木梁 
对接木龙骨、木檩条 

搭接木龙

骨、木檩条 

位置 墙上 
混凝土梁

上 
墙上 屋架上 墙上 

屋架上、 

墙上 

支承长度

与连接方

式 

80（板端

钢筋连接

并灌缝） 

60（板端

钢筋连接

并灌缝） 

240（木垫

板） 

60（木夹

板与螺

栓） 

120（砂浆

垫层、木

夹板与螺

栓） 

满搭 

 

 

2 搁置在墙上的木屋架或木梁下应设置木垫板或混凝土垫块，木垫板的长度

和厚度分别不宜小于 500mm、60mm，宽度不宜小于 240mm 或墙厚；木垫板下

应铺设砂浆垫层；木垫板与木屋架、木梁之间应采用铁钉或扒钉连接。 

3 当采用硬山搁檩屋盖时，山尖墙墙顶处应采用砂浆顺坡塞实找平，加强墙

顶的整体性并将檩条固定。 

4.4.7 其它构件 

1 烟道等竖向孔洞在墙体中留置时，应采取附墙式或在砌体中增加配筋等加

强措施。 

2 突出屋面无锚固的烟囱、女儿墙等易倒塌构件出屋面高度不应大于 

500mm（其中坡屋面上的烟囱高度由烟囱的根部上沿算起）。当超出时应有可靠

的锚固措施，如加设压顶圈梁。 

3 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板式楼梯时，梯板的最小厚度为 100mm，梯板的跨

度与厚度的比值不宜大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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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钢筋混凝土框架房屋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进行设计。 

 

4.6 木结构 

4.6.1 一般要求 

1 木结构房屋包括穿斗木构架、木柱木屋架、木柱木梁结构。木结构房屋的

平面布置应避免拐角或突出；同一房屋不应采用木柱与砖柱或砖墙等混合承重。 

2 穿斗木构架、木柱木屋架房屋的层数不大于 2 层，檐口高度不应大于 6.6m，

木柱木梁结构房屋应建单层，檐口高度不应大于 3.0m。 

3 木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木柱的梢径不应小于 150mm；应避免在柱的同一高度处纵横向同时开槽，

且在柱的同一截面开槽面积不应超过截面总面积的 1/2。 

2）柱子不能有接头。 

3）穿枋应贯通木构架各柱。 

4 柱脚应采用螺栓及预埋扁钢锚固在基础上。柱顶应有暗榫插入屋架下弦并

用 U 形铁件连接。木柱基础可为混凝土或砖砌体基础，基础高度不应小于

300mm。混凝土基础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砖砌体基础的砖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MU10，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5。 

5 地震设防烈度 7、8 度时满铺望板的木屋盖，其木屋架支撑设置要求。当

屋架跨度大于 6m 时，应在房屋两端第二开间各设一道上弦横向支撑；稀铺望板

或无望板的木屋盖，应在房屋单元两端第二开间各设一道上、下弦横向支撑，尚

应隔开间设置跨中竖向支撑及通长水平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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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檩条必须与屋架连牢，双脊檩应相互拉结，上弦节点处的檩条与屋架上弦

应用螺栓连接；支承在山墙的檩条，其搁置长度不应小于 150mm，节点处的檩

条应与山墙卧梁用螺栓锚固。椽与檩的搭接处应满钉。对接檩条下方应有替木或

爬木，对接檩条在屋架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60mm。 

7 围护墙应与木结构可靠拉结；砖、等围护墙不应将木柱完全包裹。 

8 梁上或屋架腹杆间严禁砌筑土坯、砖山花。 

4.6.2 抗震构造措施 

1 房屋的梁、柱布置不应零乱，并应有排山架。木柱与木梁应榫接且设置木

托梁。 

2 柱顶在两个方向均应有可靠连接，被木梁间断的木柱与梁应有铁件连接。 

3 柱顶宜有通长水平系杆，房屋两端屋架间应有竖向支撑。  

4 在木柱与木梁（木屋架）间应设支撑；横隔墙较多的房屋，应在非抗震隔

墙内设支撑，支撑应采用木夹板，并应通到屋架上弦。房屋两端的屋架应有竖向

支撑。当房屋长度大于 30m 时，在中段且间隔不大于 20m 的柱间和屋架间均应

设置支撑。 

5 屋架和楼盖大梁木构件在墙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250mm，对接檩和木龙

骨墙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120mm。 

6 坡屋面盖瓦时，瓦与屋盖应有可靠拉结。 

7 穿斗木构架房屋的木构架横向和纵向均应在木柱的上、下柱端和楼层下部

设穿枋，并应在每一纵向柱列间设置 1～2 道交叉撑或斜撑。 

8 围护墙应采用轻质的围护材料、隔墙应与木构架可靠连接。底层采用毛石

外围护墙时，高度不宜超过 1.5m。二层围护墙不应采用土坯、毛石、砖砌体。 

4.6.3 木结构的所有构件均采取防腐，防虫、防火处理；铁件防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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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石结构 

4.7.1 石结构房屋包括浆砌的料石、平毛石、片石砌体房屋。采用浆砌石砌体时，

砌体强度不低于 Mu7.5，砂浆等级不低于 M5.0 砌筑承重（抗震）墙的厚度 6 度

及以下时不应小于 300 mm，7 度以上时不应小于 400mm。 

4.7.2 石结构房屋的层数和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震设防烈度 6、7、8 度区，房屋层数不超过 2 层；8 度区不应设置出屋

面楼梯间。 

2 房屋总高度不应超过 6.6 米（房屋总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或

檐口的高度），房屋的层高，单层房屋不应超过 3.60m ，二层及以上各层层高不

应超过 3.0m。  

4.7.3 石结构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墙体应竖向连续，横墙间距不应

大于 4.5m。  

2 不应采用硬山搁檩屋盖。 

3 严禁采用石板、石梁及独立料石柱作为承重构件。  

4 严禁采用悬挑踏步板式楼梯。   

4.7.4 石结构房屋应在下列部位设置不少于 3Ф 8，墙宽向短筋Ф 6@300 钢筋网

片，厚 30mm 的配筋砂浆带：所有纵横墙的基础顶部、每层楼（屋）盖（墙顶）

标高处和墙高中部。  

4.7.5 楼（屋）盖石结构房屋应与墙体有可靠拉结措施。 

4.7.6 抗震设防区的石结构房屋应在房屋的四大角、楼梯间四角设置 C20 钢筋混

凝土构造柱，其配筋为 4Ф 12，箍筋为Ф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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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设计 

 

5.1 建筑给排水 

5.1.1 一般要求 

生活用水应使用市政水源直接供水；无市政供水，采用自建水源时，供水水

质、水压均应满足生活用水的标准和要求。建筑排水应采用雨污分流制系统，尽

量利用地形重力自流排出。 

5.1.2 建筑给水 

1 给水系统 

建筑内的生活给水系统供水，宜采用枝状管网，应充分利用室外给水管网水

压直接供水；地势较高的建筑，宜集中设置贮水调节设施或加压装置供水。 

2 用水定额及水质、水压 

生活用水定额应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资源充沛程度、用水习惯，本

着节约用水的原则，综合分析确定，宜采用 60～170 升/（人·天）。 

供水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要求，生活

饮用水应设置防止水质污染的措施，不得因管道内产生虹吸、背压回流而受污染。 

入户管的供水压力不应大于 0.35Mpa，室内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宜大于

0.20MPa，且不宜低于 0.10MPa。 

3 管道布置及敷设 

给水管道宜布置成枝状管网。塑料给水管宜在垫层或墙体管槽内暗设；室外

明露和住户公共部位有可能冰冻的给水管应有保温措施。 

4 管材及附件 

给水管道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引入管和给水干管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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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铝塑复合管、衬塑钢管、涂塑复合钢管、PP－R 复合管等；户内支管可采用

PP－R 管等。管材选用及施工应符合《建筑给水塑料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T98）的相关要求。 

给水管道应采用耐腐蚀和耐压材质的阀门，可采用全铜、全不锈钢、铁壳铜

芯和全塑阀门等。 

每户应单独设水表，出户安装，水表应装设在观察方便、不冻结、不被任何

液体及杂质所淹没及不易受损处。 

5.1.3 建筑热水 

1 热水系统 

建筑物内的生活热水可由每户单独设置的热水器供水，宜采用枝状管网单向

供水。优先采用太阳能、空气能热水器等可再生能源；当采用可再生能源有限制

时，可采用燃气或电热水器。 

2 用水定额及水质、水温 

热水用水定额应根据卫生器具完善程度和地区条件，以节约用水的原则，综

合分析确定，宜采用 40～80 升/（人·天）。 

热水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要求。热水

系统的配水点温度不应低于 50℃。 

3 管道布置及敷设 

塑料热水管宜在垫层或墙体管槽内暗设；塑料管道与热水器应有不小于

0.4m 的金属管段过渡。热水管道应保温，保温层的厚度应经计算确定。 

4 管材及附件 

热水系统采用的管材和管件，应符合现行有关产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要求。管道的工作压力和工作温度不得大于产品标准标定的允许工作压力和工作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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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管道应选用耐腐蚀和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可采用 PP－R 热水管、

塑料和金属复合热水管等。热水系统应采用耐腐蚀和耐压材质的阀门，可采用全

铜、全不锈钢、铁壳铜芯和全塑阀门等。 

5.1.4 建筑排水 

1 排水系统 

建筑物内应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方式。 

生活污水、洗涤废水、养殖污水应收集后接入污水管网；屋面雨水接入雨水

管网或散排。 

2 排水定额及相关要求 

排水定额宜为相应生活用水定额的 60%～90%。 

建筑内污废水可合流排出。连接大便器的排水管最小管径不得小于 DN100；

厨房洗涤池排水管管径不宜小于 DN75。 

3 管道布置及敷设 

生活排水管道的立管顶端，应设置伸顶通气管。 

厨房和卫生间的管道应分别设置。 

排水立管宜设在排水量最大、靠近最脏且杂质最多的排水点处，器具至排出

管的距离宜最短，管道转弯应最少。 

室内排水管道宜在楼板下明设，便于安装和检修。 

排水管道不得明装在厨房、餐厅、卧室的上方。排水管道在底层埋地出户，

底层排水宜单独排出。 

4 卫生器具及管材、附件 

卫生器具应采用节水型，其节水效率等级应为 2 级及以上，大便器一次冲洗

水量不大于 6L。洁具选用及安装可参考《卫生设备安装》。 

排水管道宜为静音排水管，排水管材可采用塑料排水管、柔性接口机制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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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管等。 

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和无水封的地漏与生活排水管道连接时，在排水口以下

应设存水管；存水弯和有水封地漏的水封高度不应小于 50mm。养殖污水、含颗

粒物较多的地面排水应采用网框式地漏。 

5 排放要求 

生活污废水不得直接排入自然水体，应接入室外化粪池，可选用三格式化粪

池。有完整排水系统的地区，化粪池应预留管道接入乡镇污水管网系统。 

5.1.5 建筑雨水 

1 建筑雨水管道应单独设置，屋面雨水宜重力流排水系统。 

2 管道布置及管材 

屋面雨水宜在底层散排至散水坡。 

雨水管材可选用抗紫外线塑料排水管材。 

 

5.2 建筑电气设计 

5.2.1 配电系统 

1 供配电系统应安全可靠，负荷容量按适当超前的原则留有余量, 每户最小

容量不宜小于 3KW。 

2 配电接地形式宜采用 TT 接地系统。 

3 电表结合住户使用需求，实行“量表出户”，做到一户一表，预留远程信

息采集端口，确保远程抄表到户；电表箱设置在室外时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 并

宜设置挡雨措施。 

4 电源进线进入户内后，应首先接入总配电箱。两层及以上的居民自建房应

在每层设置分配电箱，其电源应从总配电箱内独立引出。配电箱底边距离地面高

度不应小于 1.2m，并安装在用户便于操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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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源进线与信息通信、广播电视等弱电线路应分开进户和敷设，严禁使用

同一穿墙或埋设套管。 

6 电源进线宜选用铜芯绝缘导线，其截面应根据用户用电负荷确定，不应小

于 4mm
2；选用铝芯导线时，其截面不应小于 10mm

2。 

7 电源进线采用架空方式敷设时，电源进线对地面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

2.5m；穿墙时应套硬质绝缘阻燃套管，套管应内高外低，两端露出墙壁部分不应

小于 10mm。 

8 电源进线采用地埋方式敷设时，导线埋深不宜小于 0.8m。自导线埋设处至

用户总开关装置之间应套硬质绝缘阻燃套管，导线在套管下端预埋适当裕度。   

5.2.2 户内电气装置及布线 

1 每套住户进线处应设置自恢复式过、欠电压保护电器；其电源总开关应装

设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的开关电器；并在电源进线处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

置。 

2 配电箱出线回路中照明、普通插座、厨房、卫生间、空调插座等应分回路

敷设；壁挂空调插座回路宜装设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其他插座回路应装设剩余电

流保护装置。 

3 水泵、家庭农产品加工设备等较大功率或易发生安全故障的用电装置，其

电源应从配电箱独立引出，并配置相应的开关和保护装置。 

4 套内安装在 1.8 米及以下的插座均应采用安全型插座；厨房、浴室、卫生

间等潮湿场所应采用密封良好的防水防溅型插座。 

5 每套住户电源插座的数量可参照《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242）中

的规定设置。 

6 住宅建筑的照明应选用节能光源、节能附件；卫生间等潮湿场所，宜采用

防潮宜清洁的灯具；灯具控制宜单灯单控，楼梯间宜采用单灯双控。卫生间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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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霸开关宜设与卫生间门外；开关距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1.3m；拉线开关距地面

高度不宜小于 2.0m，且拉线出口应垂直向下。 

7 户内布线宜选用塑料或瓷线夹、绝缘子等进项明敷设，或采用金属导管、

绝缘阻燃导管进行暗敷设，金属导管应可靠接地。正常环境室内场所和房屋挑檐

下的室外场所，也可选用塑料槽板布线或直敷布线。 

8 户内布线应全部选用绝缘导线，导线交流额定电压不应低于 500V，绝缘

层应符合敷设条件要求，其截面应满足用电负荷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9 同一户内导线绝缘层的颜色选择应一致，并符合下列规定：相线（L）宜

采用黄、绿、红三色导线；零线（N）宜采用蓝、淡黄、淡蓝或黑色导线；保护

线宜采用绿/黄双色导线。 

10 住户内宜设置多媒体信息箱，光纤入户；户内各弱电点位安装数量宜参

照《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242）中相关规定及要求设置。 

5.2.3 防雷接地 

1 建筑物防雷的设置应满足《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及《农村

居民雷电防护工程技术规范》（GB50952）的规定及要求。 

2 住户宜设置总等电位联结，装有淋浴或浴缸的卫生间应做局部等电位联

结。 

3 与卫生间无关的线缆导管不得进入和穿过卫生间。卫生间的线缆导管不应

敷设在 0、1 区内，并不宜敷设在 2 区内。 

4 浴室的区域划分可根据尺寸划分为三个区域（见图 D-1、图 D-2）。 

1）0 区的限界是：是指浴盆、淋浴盆的内部或无盆淋浴 1 区限界内距地面

0.10m 的区域。 

2）1 区的限界是：围绕浴盆或淋浴盆的垂直平面；或对于无盆淋浴，距离

淋浴喷头 1.20m 的垂直平面和地面以上 0.10m 至 2.25m 的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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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的限界是：1 区外界的垂直平面和与其相距 0.60m 的垂直平面，地面

和地面以上 2.25m 的水平面。 所定尺寸已计入盆壁和固定隔墙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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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砂浆配合比 

表 A-1 水泥砂浆配合比（32.5 级水泥） 

砂浆
强度
等级 

用量
（kg/m³）
与比例 

配比 

粗砂 中砂 细砂 

水
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M1 
用量 195 1500 270 200 1450 300 205 1400 330 

比例 1 7.69 1.38 1 7.25 1.50 1 6.83 1.61 

M2.5 
用量 207 1500 270 213 1450 300 220 1400 330 

比例 1 7.25 1.30 1 6.81 1.41 1 6.36 1.50 

M5 
用量 253 1500 270 260 1450 300 268 1400 330 

比例 1 5.93 1.07 1 5.58 1.15 1 5.22 1.23 

M7.5 
用量 276 1500 270 285 1450 300 294 1400 330 

比例 1 5.43 0.98 1 5.09 1.05 1 4.76 1.12 

M10 
用量 305 1500 270 315 1450 300 325 1400 330 

比例 1 4.92 0.89 1 4.60 0.95 1 4.31 1.02 

M15 
用量 359 1500 270 370 1450 300 381 1400 330 

比例 1 4.18 0.75 1 3.92 0.81 1 3.67 0.87 

 

 

表 A-2 混合砂浆配合比（32.5 级水泥） 

砂浆
强度
等级 

用量（kg/m
³）与比例 

配比 

粗砂 中砂 细砂 

水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水泥 石灰 砂子 

M1 
用量 157 173 1500 163 167 1450 169 161 1400 

比例 1 1.10 9.53 1 1.02 8.87 1 0.95 8.26 

M2.5 
用量 176 154 1500 183 147 1450 190 140 1400 

比例 1 0.88 8.52 1 0.80 7.92 1 0.74 7.40 

M5 
用量 204 126 1500 212 118 1450 220 110 1400 

比例 1 0.62 7.35 1 0.56 6.84 1 0.50 6.36 

M7.5 
用量 233 97 1500 242 88 1450 251 79 1400 

比例 1 0.42 6.44 1 0.36 5.99 1 0.31 5.58 

M10 
用量 261 69 1500 271 59 1450 281 49 1400 

比例 1 0.26 5.75 1 0.22 5.35 1 0.17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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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混合砂浆配合比（42.5 级水泥） 

砂浆
强度
等级 

用量
（kg/m³）
与比例 

配比 

粗砂 中砂 细砂 

水
泥 

石灰 砂子 
水
泥 

石灰 砂子 
水
泥 

石灰 砂子 

M1 
用量 121 209 1500 125 205 1450 129 201 1400 

比例 1 1.73 12.40 1 1.64 11.60 1 1.56 10.86 

M2.5 
用量 135 195 1500 140 190 1450 145 185 1400 

比例 1 1.44 11.11 1 1.36 10.36 1 1.28 9.66 

M5 
用量 156 174 1500 162 168 1450 168 162 1400 

比例 1 1.12 9.62 1 1.04 8.95 1 0.96 8.33 

M7.5 
用量 178 152 1500 185 145 1450 192 138 1400 

比例 1 0.85 8.43 1 0.78 7.84 1 0.72 7.29 

M10 
用量 199 131 1500 207 123 1450 215 115 1400 

比例 1 0.66 7.54 1 0.59 7.00 1 0.53 6.51 
 
注：以上配比仅供参考，使用时可根据当地建材性能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