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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规范建筑工程规划管

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法律、法规，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牡丹区、鲁西新区城市建设用地范

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其

他区县可结合规划管理实际参照执行。 

1.3  建筑工程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省、市或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 

 

2  术  语 

2.1  道路红线 

城市道路(含居住区级道路)用地的边界线。 

2.2  用地红线 

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用地使用权属范围的边界线。 

2.3  建筑退线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绿线、蓝线，及用地边界的距离。 

2.4  建筑密度 

在一定用地范围内，建筑物基底面积总和与总用地面积

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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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容积率 

在一定用地及计容范围内，建筑面积总和与用地面积的

比值。 

2.6  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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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建筑间距 

两栋建筑物或构筑物外墙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 

2.8  正面间距 

遮挡建筑与被遮挡建筑主要朝向外墙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2.9  侧面间距 

两栋建筑次要朝向外墙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3  建筑退线 

3.1  建筑退线距离应满足消防、日照、地下管线、交

通安全、防灾等要求。 

3.2  建筑退线距离应计算至建筑物主体外墙及维护设

施，门厅、雨棚、踏步、坡道、散水、装饰构架不计算入内。 

3.3  民用建筑后退城市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按表3.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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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控制距离 
道路宽度（m） 

 

后退距离（m) 

 

建筑高度 
L≥60 60＞L≥50 50＞L≥40 40＞L≥30 L＜30 

H≤24m 

 

30 25 20 15 10 

H＞24m 35 30 25 20 15 

注：1、L为规划道路红线宽度；H为规划建筑高度。 

2.东西向道路南侧高度大于24米的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增加5米。 

3、面积较小，宽度较窄的地块，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适当减少。 

3.4  工业建筑后退城市道路红线及其他用地边界的最

小距离为10m。 

3.5  建筑物后退城市绿线的最小距离，按以下规定控

制。 

（一）城市道路、铁路有规划绿化带的，建筑物后退绿

线应不小于10m。 

（二）建筑高度≤24m时，退规划河流或坑塘、环城公

园、环城大堤不小于15m；建筑高度＞24m时，建筑退规划河

流或坑塘绿线、环城公园、环城大堤绿线不小于20m。 

（三）建筑高度≤24m时,退街头绿地不小于10m，建筑

高度＞24m时,退街头绿地不小于15m。 

3.6  建设用地周边为规划住宅用地，建筑物后退建设

用地边界最小距离按以下规定控制。 

（一）建筑物高度≤24m时，退南北侧用地边界不应小

于规划建筑高度的0.75倍，且不小于10m；退东西侧用地边

界不应小于10m。其中非生活居住建筑退南侧用地边界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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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0m。 

（二）建筑物高度＞24m时，退南北侧用地边界不应小

于规划建筑高度的0.5倍，且不小于20m；退东西侧用地边界

不应小于20m。其中非生活居住建筑退南侧用地边界不应小

于20m。 

3.7  建设用地周边规划为非住宅用地，建筑物后退建

设用地边界最小距离按以下规定控制。 

（一）建筑物高度≤24m时，退用地边界不应小于10m。

其中生活居住建筑退南侧用地边界不应小于规划建筑高度的

0.75倍，且不小于10m。 

（二）建筑物高度＞24m时，退东西边界不小于15m，退

南北边界不小于20m。其中生活居住建筑退南侧用地边界不

应小于规划建筑高度的0.5倍，且不小于20m。 

3.8  幼儿园退自身用地边界（不含城市道路和绿线部

分）6m。 

3.9  沿城市道路或绿地的地下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

或城市绿线应不小于10m；不沿城市道路的地下建筑物，后

退用地边界应不小于10m。 

3.10  围墙退道路红线或城市绿线不小于1m；大门、警

卫室、传达室等退道路红线、城市绿线不小于5m。 

3.11  除建筑连接体（天桥、架空走廊、过街楼）、基

地内连接城市的隧道、管线、管沟、管廊等市政公共设施外，

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不得突出道路红线或用地红线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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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间距 

4.1  建筑间距按本地区日照条件、建筑朝向、建筑性

质及毗邻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考虑满足日照、采光、通

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综合确定。 

4.2  建筑间距应计算至建筑物主体外墙及维护设施，

门厅、雨棚、踏步、坡道、散水、装饰构架不计算入内。 

4.3  生活居住建筑与其它建筑物平行布置时正面间距

按表4.1、4.2、4.3执行。 

表4.1  生活居住建筑之间平行布置时正面间距 

北侧生活居住建筑 

     

        最小间距 

 南侧生活居住建筑 

建筑高度≤12m 
12m＜建筑高度 

≤27m 
建筑高度＞27m 

建筑高度≤12m 18 20 20 

12m＜建筑高度≤18m 20 20 30 

18m＜建筑高度≤27m 25 25 30 

建筑高度＞27m 30 30 30 

表4.2  生活居住建筑位于北侧与其他建筑平行布置时正面间距 

北侧生活居住建筑 

 

              最小间距 

南侧其他建筑 

建筑高度≤12m 
12m＜建筑高度 

≤27m 
建筑高度＞27m 

建筑高度≤12m 18 18 20 

12m＜建筑高度≤24m 20 20 30 

建筑高度＞24m 30 30 30 
 

表4.3  生活居住建筑位于南侧与其他建筑平行布置时正面间距 

北侧其他建筑 
 

   
       最小间距 

南侧生活居住建筑 

建筑高度≤24m 建筑高度＞24m 

建筑高度≤12m 18 20 

12m＜建筑高度≤27m 20 30 

建筑高度＞27m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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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裙房与多层商住楼突出商业部分参照非生活居住建筑建筑的标准。 

2、生活居住建筑与其它建筑物垂直布置时建筑间距参照表3.2、3.3执行。 

4.4  高层 

4.5  学校、幼儿园主要教学用房设置窗户的外墙与铁

路路轨外缘的距离不应小于300m；与快速路、地上轨道交通

线或主干道的距离不应小于80m。当距离不足时，应采取有

效的隔声措施。 

4.5  学校教学楼各类教室的外窗与相对的教学用房或

室外运动场地边缘间的距离不应小于25m。 

4.6  幼儿园、托儿所生活用房，其建筑外墙及其正投

影外轮廓线与甲类火灾危险性场所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0m，与乙类火灾危险性场所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50m。 

4.7  建筑基地内配建的独立式公共厕所外墙与相邻建

筑物的建筑间距不应小于10m，周围应设置宽度不应小于3m

的绿化隔离带。 

4.8  建筑基地内配建的生活垃圾收集点（站），宜独

立建设，其用地边界与相邻建筑物的建筑间距不应小于8m，

此间距范围内应设置宽度不应小于3m的绿化隔离带。当受客

观条件限制，生活垃圾收集站确需与其他功能建筑合建时，

生活垃圾收集站开口部位与本栋建筑内其他人员常驻房间的

开口部位（门、窗户等）的水平方向间距不应小于8m。 

 

5  建筑日照 

5.1  申办建设工程项目，可能对生活居住建筑产生日

照影响的，应进行日照分析并编制日照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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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活居住建筑是指具有下列使用空间的建筑。 

（一）住宅的卧室、起居室（厅）、书房等住宅空间。 

（二）医院的病房、疗养院的疗养用房。 

（三）老年人照料设施（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老年人

日间照料设施）的居室、单元起居厅。 

（四）幼儿园、托儿所的主要生活用房。 

（五）中小学校的普通教室。 

（六）宿舍的居室。 

5.3  申报生活居住建筑日照标准 

（一）申报建筑住宅每套至少应当有一个住宅空间满足

大寒日2小时日照标准，当一套住宅中主朝向住宅空间超过

四个时，应有二个住宅空间满足大寒日2小时日照标准。 

申报建筑日照分析范围内现状住宅每套至少应有一个住

宅空间满足大寒日2小时日照标准。 

（二）宿舍半数以上的居室，应能获得同住宅住宅空间

相同的日照标准。 

（三）托儿所、幼儿园的主要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3

小时日照标准；幼儿园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2的活动面积

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 

（四）中小学的普通教室应满足冬至日2小时日照标准。 

（五）老年人照料设施（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老年人

日间照料设施）应满足冬至日2小时日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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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医院、疗养院半数以上的病房、疗养室应满足冬

至日2小时日照标准。 

（七）住宅区集中绿地应有不少于1/3的绿地面积在标

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 

（八）申报项目周边已建、已批准（在建、未建）、未

批准项目日照标准执行原规划设计条件。 

5.4  日照分析范围 

（一）被遮挡的生活居住建筑在申报建筑总高度1.6倍

扇形日照阴影范围内确定，当有多个申报建筑时，按最外围

整体范围线确定受遮挡的生活居住建筑。 

（二）以受遮挡的生活居住建筑为对象，在其东西向各

160m，南向160m范围内确定其他遮挡建筑。 

（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认为需要进行分析的建筑物

应计算在内。 

5.5  分析方式 

（一）申报建筑及多、高层现状建筑采用窗户分析法： 

现状建筑有院落的，不对配房、门楼进行日照分析；也

不考虑配房、门楼、围墙对现状建筑的影响。 

（二）托儿所、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和集中绿地采用平

面区域分析法。 

（三）申报项目用地范围正北侧低层现状建筑物采用等

时线分析法;申报项目2小时等时线不应侵入用地范围正北侧

院落式传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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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批准未规划核实的生活住宅类项目建筑采用其

原有日照分析法。 

5.6  日照分析要素的计算要求 

（一）每栋建筑只确定一个主朝向。 

（二）遮挡建筑屋顶为平屋顶时，凸出屋面的水箱、电

梯间、楼梯间、女儿墙、栏杆、玻璃幕墙等按实际造型建模

并纳入计算。 

遮挡建筑屋顶为坡屋顶时，坡屋顶造型、电梯间、楼梯

间、女儿墙、栏杆等按照实际造型建模并纳入计算。 

建筑高度27m及以下，女儿墙（含栏杆）不应低于1.20m；

建筑高度27m以上，女儿墙（含栏杆）不应低于1.50m。 

（三）被遮挡建筑对自身的遮挡纳入计算。 

（四）建筑间的高差应纳入计算。 

（五）因天体运行轨迹不同而产生的日照变化视为正常

误差。 

5.7  下列建筑不作为被遮挡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一）违法建筑。 

（二）临时建筑。 

（三）被违法变更为生活住宅及养老、医院、教育等性

质的建筑。 

（四）满足侧向间距要求的院落式传统民居。 

5.8  基础分析参数 



 

10 
 

技术 

参数 

计算标准日* 大寒 冬至 

计算起止时间（太阳

时） 
8:00-16:00 9:00-15:00 

计算点经纬度 北纬 35
○
17’ 东经115

○
27’ 

计算间隔时间 1分钟 

网格间距 
5m(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及集中绿

地) 

注：计算标准日为2001年的大寒日或冬至日。 

5.9  日照分析基准点 

（一）窗户分析高度为室内地坪以上0.9m；2小时等时

线分析高度取申报项目用地红线最东端拐点与最西端拐点的

1985国家高程基准平均值加0.9m。 

（二）窗户宽度大于1.80m，按照1.80m进行分析；小于

1.80m，按照实际宽度进行分析。 

（三）阳台封闭与否均按封闭阳台进行分析，阳台的窗

户布置与房屋开间相对应。 

5.10  因设计方案调整致建筑位置、外轮廓、窗户等改

变的，应对调整后的设计方案重新进行日照分析，并编制日

照分析报告。 

 

6  建筑高度 

6.1  建筑工程的建筑高度应满足规划条件的要求；城

市设计导则对建筑高度有限定的，建筑高度不得突破导则的

限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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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市城市规划区内的特殊地段，建筑高度按表6.1的

要求控制。  
表6.1  特殊地段的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与绿线距离（m) 

 

建筑高度 

 
特殊地段位置 

≤40  ＞40且≤70 ＞70且≤100 

环城公园内侧 ≤12 ≤18 

环城公园外侧 ≤12 ≤18 ≤35 

环堤公园内侧 ≤35 ≤55  

环堤公园外侧 ≤65   

洙水河两侧 ≤55  

6.3  项目内相邻住宅建筑高度差不宜大于20m。 

6.4  牡丹机场障碍物限制面范围外、净空保护区范围

内（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各20公里的区

域）建筑高度不宜超过150m，建筑最高点标高超出机场标高

150m的需民航管理部门审核。 

 

7  建筑立面 

7.1  建筑立面应简洁大方，一般除历史文化风貌街区

外，宜采用现代建筑设计手法，避免过多建筑符号的堆砌和

繁琐的立面装饰。 

7.2  除文化、体育等城市级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外，多

层民用建筑的最大连续面宽不宜大于80m；高层民用建筑的

最大连续面宽不宜大于70m。沿城市道路北侧高层住宅的最

大面宽不应大于70m，间距不应小于15m，侧向均开窗的间距

不应小于18m；沿城市道路南侧高层住宅的最大面宽不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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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65m，间距不应小于20m。 

7.3  住宅、党政机关办公楼、医院门诊急诊楼和病房

楼、中小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建筑，不得在二层

及以上采用玻璃幕墙。 

7.4  住宅建筑立面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低层住宅建筑单户户型不得同时具备首层空间和

顶层空间。低多层住宅建筑每栋住宅建筑水平与竖向拼接的

总户数不得少于三户，户型之间水平拼接处的毗邻山墙进深

不得小于5m，单户复式住宅地上建筑部分不得超过两层叠加。 

（二）住宅建筑阳台宜封闭设计。 

（三）低、多层住宅建筑宜采用坡屋顶形式。 

7.5  商业、办公、科研建筑立面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建筑平面形体应规整，不得采用住宅套型设计形

式。建筑立面应具备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特点，不

得设置类似住宅的凸（飘）窗。 

（二）阳台（含露台）、空中花园等应与公共走廊、电

梯厅等公共空间相连，不得在分隔单元内部设置专用阳台和

空中花园。 

（三）沿快速路、主干道不得设置进深小于30m的商业

建筑（含商业网点），回迁安置项目除外。 

7.6  工业仓储建筑立面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建筑形态应与产业类型、业态相匹配，不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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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类或办公类建筑的套型平面和外观形态。建筑立面应具

备工业建筑或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特点，不得设置

类似住宅的凸（飘）窗。 

（二）厂房如需设置阳台、空中花园等共享休闲空间，

应结合公共走廊、电梯厅等一并设置，形成连贯的公共共享

空间。不得在分隔单元内部设置专用阳台和空中花园。 

（三）仓库不应设置阳台、空中花园等与使用功能不符

的共享休闲空间。 

（四）除机械、传统装备制造类等产业有特殊要求和对

安全、消防等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宜建造多层厂房和中高

层厂房；建筑高度不应超过60m。 

 

8  道路交通 

8.1  基地出入口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车行出入口与主干道交叉口距离自道路红线交叉

点起至出入口不应小于70m；因基地条件限制不能满足时，

应将基地出入口设于远离交叉口一侧。 

（二）车行出入口与人行横道线、过街天桥、人行地道

的最边缘线距离不应小于5m；距公共交通站台边缘线不应小

于15m；距公园、学校、儿童及老年人使用建筑的出人口不

应小于20m。 

（三）居住区应有两个车行出入口连接城市道路。相邻

机动车出入口的间距不应小于20m；用地面宽较小的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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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出入口可与相邻地块合并设置，出入口宽度可按2个

出入口计算。 

（四）出入口占压道路红线的宽度不宜超过15m。 

8.2  内部道路和交通组织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尽端式道路长度大于120.0m时，应在尽端设置不

小于12.0m×12.0m的回车场地；单向行驶机动车道设置港湾

式会车区，相邻会车区间距不大于60m。 

（二）基地内部机动车道宽度双向行驶不应小于6m，单

向行驶不应小于4m；基地内部的人行道宽度不应小于1.50m；

住宅宅前道路宽度不应小于2.50m。 

（三）基地内部道路距离围墙或可用地界线不应小于

1.50m；距离有出入口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m，距离无出入口

建筑外墙不应小于1.50m；距离车库汽车坡道起坡点不应小

于7.50m。 

 

9  绿  地 

9.1  沿快速路、主干道种植高大乔木，形成片林效果。

停车场、广场宜种植高大乔木提供遮阳。 

9.2  作为绿化景观组成部分的建筑小品、水池、溪流、

步道等，可一并计入绿地面积；覆土厚度达1.5m的地下或半

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可一并计入绿地面积；采用植草砖铺装

的停车位，按照铺装面积的30%计算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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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配套设施 

10.1  居住区配套设施应遵循配套建设、方便使用、统

筹开放、兼顾发展的原则进行配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配套设施宜设置在位置适中、方便居民出入的地

段。宜靠近广场、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如与其他建筑合建

时，宜设置在建筑物内相对独立区域的底层部分，并有独立

出入口。 

（二）配套设施应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不应设置在地

下室。 

（三）配套设施的位置应考虑对居民的噪音污染，不应

设置在住宅正下方，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物业管理与服务用房

除外。 

（四）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中，社区服务站、

文化活动站（含青少年、老年活动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托老所）、社区卫生服务站等服务设施，宜集中布局、

联合建设，并形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10.2  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居住街坊配套设施按表

10.1的要求控制。 

10.3  工业、仓储项目的配套设施应满足下列规定。 

（一）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

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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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套设施占地面积不超过总用地面积的7%，建筑

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11  竖向设计 

11.1  建筑基地的场地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建筑室外自然

地坪排水，且不得妨碍城市空间环境质量和相邻各方的排水。 

11.2  建筑基地与其他建筑基地相邻处，场地设计标高

宜与相邻建筑基地保持统一和协调。存在高差时，应在用地

红线范围内采用挡土墙处理，避免雨水自然排入相邻用地。 

11.3  建筑基地与城市道路相邻处，场地设计标高应与

相邻人行道的标高基本持平；基地入口大门处场地设计标高

高出相邻人行道的标高0.3-1.5m。 

 

12  技术指标的计算 

12.1  容积率按以下规则计算。 

（一）容积率=地上计容建筑面积/用地面积；地下容积

率=地下计容建筑面积/用地面积。 

（二）住宅建筑层高不小于4m的，按每2.8m一层、余数

进一方法折算的面积计算容积率；商业办公建筑层高不小于

4.5m的，按每3.3m一层、余数进一方法折算的面积计算容积

率。住宅、商业、办公建筑的门厅、大堂、中庭、内廊、采

光厅等公共部分和特殊用途的大型商业用房不按上述方法计

算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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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空间的顶板面高出周边城市道路中心线或基

地周边平均高程1.5m以上时，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该层水平

投影面积计算并计入容积率；地下空间的顶板面高出室外地

面不足1.5m的，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周边城市道路已

建成的，取道路中心线交点和地块用地红线延长线与道路中

心线交点的平均高程；周边道路未建成的，取地块用地红线

四周现状地势的平均高程。 

（四）下列项目的建筑面积不计入计容建筑面积。 

（1）地下空间（商业除外）的汽车坡道、自行车坡道、

出入口、采光井、通风井、排烟井等附属部分。 

（2）单排柱、独立柱的车棚。 

（3）既有房屋为满足安全疏散、改善垂直交通等而增

设的消防楼梯、无障碍设施、电梯、连廊等配套设施用房。 

（4）在规划条件中明确注明不计算容积率的建筑物

（区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上级政策文件规定的情

形。 

（五）符合下列条件的的建筑底层架空空间不计入容积

率，电梯井、门厅、过道等围合部分，以及作为停车空间利

用的除外。 

（1）视线通透、空间开敞，层高不小于4.5m。 

（2）无特定功能,只作为公共休闲、交通、绿化等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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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敞空间使用。 

（3）只有柱、剪力墙等承重结构和电梯井、门厅、过

道等围合结构落地。 

12.2  建筑密度按以下规则计算。 

（一）建筑密度＝建筑物基底面积/用地面积×100%。 

（二）建筑物的建筑占地面积为建筑物外墙勒脚以上外

围水平投影面积。 

（三）有顶盖和柱的首层连廊、走廊、檐廊的建筑占地

面积为柱的外边线水平投影面积。 

（四）以下建（构）筑物不计入建筑占地面积。 

（1）地下空间（商业除外）的汽车坡道、自行车坡道、

出入口、采光井、通风井、排烟井等附属部分。 

（2）单排柱、独立柱的车棚。 

（3）既有房屋为满足安全疏散、改善垂直交通等而增

设的消防楼梯、无障碍设施、电梯、连廊等配套设施用房。 

12.3  绿地率按以下规则计算。 

（一）绿地率＝绿地面积/用地面积×100%。 

（二）绿地面积包括绿地种植覆土的水平投影面积，以

及绿地范围内符合规定要求的部分硬质景观和水体景观的水

平投影面积。绿地上方应无建（构）筑物（不含阳台、雨篷

等悬空建筑）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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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住区集中绿地计算至距建筑物墙角1.5m处；其

他绿地计算至距建筑物墙角1.0m处。 

（四）绿地范围内的硬质景观和水体景观按以下规定计

算绿地面积： 

（1）居住区集中绿地（含居住区公园）内，最大宽度

不大于3.0m且每处用地面积不大于60平方米的配套体育或其

他活动场地（不包括各类球场），其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超

过该集中绿地水平投影面积15%的部分，可计入绿地面积。

绿地范围内的各类球场不计入绿地面积。 

（2）绿地范围内，宽度不大于2m的人行道路，可计入

绿地面积。 

（3）绿地范围内的其他硬质景观（如铺装及亭、台、

榭等园林小品），每处用地面积不大于60平方米、且其水平

投影面积不超过本块绿地种植覆土水平投影面积5%的部分，

可计入绿地面积。 

（4）绿地范围内的水体景观（不包含生产水池、游泳

池、河道和水库），其水平投影面积可计入绿地面积。 

（五）位于首层地面的绿化停车位、或使用植草砖的消

防登高操作场地和消防车道，其折算系数为0.3，即按其占

地面积的30%计算入绿地率。 

（六）覆土厚度达1.5m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

可计入绿地面积。位于住宅建筑屋顶结构板面上覆土建设的

人工绿地，不计算入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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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建筑高度按以下规则计算。 

（一）平屋顶建筑高度应按建筑物主入口场地室外设计

地面至建筑女儿墙顶点的高度计算，无女儿墙的建筑物应计

算至其屋面檐口。 

（二）坡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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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屋面坡度大于26度时应计算至屋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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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列突出物不计入建筑高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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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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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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居住街坊配套设施配建标准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配建要求 

建设要求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地面积 

（平方米） 
300户以下 300-1500户 1500户以上 

物业管理与

服务 
≥100  物业管理服 ● ● ● 

（1）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的

0.3%配置物业管理用房； 

（2）不得配建在地下室，且不得高于

四层。 

社区党建用房    ● ● ● 每100户不小于30平方米。 

社区居家养老用

房 
   ● ● ● 每100户不小于20平方米。 

城管执法 ≥50   ● ● ●  

治安管理 ≥50   ● ● ●  

菜市场 ≥200   ● ● ●  

公共厕所 ≥30   ● ● ● 

（1）按照不低于6平方米/千人配

置。宜设置于人流集中处； 

（2）宜结合配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 

身场地（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设

置。 

社区服务站 600-1000 ≥500 

含社区服务大厅、警务室、

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居民活

动用房、活动室、阅览室、 

残疾人康复室 

  ●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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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室 400-1200  

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

身、音乐欣赏、茶座等，可

供青少年和老年人活动的场 

所 

  ● 
（1）宜结合或靠近公共绿地设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米。 

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托老所） 

350-750  
老年人日托服务，包括餐 

饮、文娱、健身、医疗保健 
  ●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 

（2）新建居住区按每百户不低于20 

平方米的标准配建（不足100户按100

户计算）； 

（3）已建居住区按每百户不低于15

平方米的标准，可通过新建、改建、

购置、置换和租赁等方式配置。 

社区卫生服

务站 
120-270  预防、医疗、计生等服务   ●  

便利店 50-100  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销售    
每1000人-3000设置1处。 

 

生活垃圾 

收集点 
  

 

居民生活垃圾投放 
● ● ● 服务半径不应大于70米。 

生活垃圾

收集站 
 120-200 居民生活垃圾收集   ● 

（1）居住人口规模大于5000人的居住

区及规模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可单独设

置收集站； 

（2）采用人力收集的，服务半径宜为

400米，最大不宜超过1公里；采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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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动车收集的，服务半径不宜 

超过2公里。 

再生资源

回收点 
 6-10  

居民可再生物资回收 
  ● 

（1）1000-3000人设置1处； 

（2）选址应满足卫生、防疫及居住

环境等要求。 

室外健身器械   器械健身和简单运动设施 ● ●  宜结合绿地设置。 

儿童、老年人

活动场地 
 ≥170 

 
儿童活动及老年人休憩设施 

● ●  
宜结合绿地设置，并宜设置休憩设

施。 

室外综合健身

场地（含老年

户外活动场 

地） 

 150-750 健身场所，含广场舞场地   ●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 

（2）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应设置休

憩设施，附近宜设置公共厕所； 

（3）广场舞等活动场地的设置应避 

免噪声扰民。 

小型多功能运

动（球类）场

地 

 770-1310 
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

规模的球类场地 
  ●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米； 

（2）宜配置半场篮球场1个、门球 

场地1个、乒乓球场地2个； 

（3）门球活动场地应提供休憩服务

和安全防护措施 
 
 

注：表中●为必须配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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