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秀凤私宅危房改造效果图

灰色面砖 灰色涂料 米白色涂料



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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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日照分析软件:天正日照分析

地理位罝：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南路

东侧，地属海口市老城区。

分析日期：12月21日，冬至日

计算高度：900mm窗台高度。

有效日照时间：9 : 00-15 : 00

最小连续时间：10分钟

结论：
经计算所有规划住宅满足冬至日日照1小时

的要求，

对周边住宅日照无遮挡。

日照分析

H=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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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秀凤私宅设计说明

建筑设计说明

一、 概述：

1、工程概况：用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南路东侧，为解决居住，

现申请新建一栋住宅楼 1 层，总建筑面积为 181.62m
2
。

2、工程名称：许秀凤 私宅

3、建设单位：许秀凤

4、用地规模：用地面积为 234.08m
2

5、建筑地点：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南路东侧

6、工程设计使用年限：50年

7、建筑耐火等级：二级

8、设计抗震烈度为 8度，基本地震加速度 0.3g

二、 设计依据：

1、甲方提供的红线图，地形图及设计要点。

2．《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

3.《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5.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三、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 建筑层数 1 层

（2） 总用地面积 234.08M
2

（3） 建筑占地面积 198.35M
2

（4） 总建筑面积 181.62M
2

（5） 建筑高度 4.0M

（6） 密度 84.73%

（7） 容积率 0.78

四、设计指导思想

设计采取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尊重当地文化，结合周边环境，为业主居

住创造一个舒适、优雅的生活环境，功能上做到平面利用的高效率，行为流线

的合理性，形式上多沿用当地传统风貌建筑元素和符号相结合，让户外高质量

的生活环境引入户内。经济上通过成熟科学合理的结构布置，精简相宜的材料

运用，合情合理地控制成本，最大限度地满足业主对成本控制的要求。

总平面设计在以设计指导思想为原则，利用建筑周边的道路景观视野等现

状，形成合理宜人的居住环境。将建筑物沿用地红线平行道路布置，与外部自

然联系紧密，在用地红线内部形成比较完整的可利用空间。提供业主足够的视

觉品质与开放性。所有景观建材及细部处理以表达自然、生态、简约为主题，

塑造基地内部户外空间层次的趣味性。

五、道路系统规划

交通突出周到、便捷。出入口西侧有宽敞道路，非机动车均可由出入口进

入。

六、建筑设计

本建筑共一层，性质为新建住宅，布置一套居住用房，按功能布置，尽量

做到建筑采光、通风良好达到节能。建筑物做到采光良好和实用舒适。平面布

置不但合理而且符合现在南方人的习惯及爱好。外立面设计以该城市设计引

导，并结合海南琼北传统特色风格，外墙体采用白色涂料及灰色面砖为主色，

整体设计风格为现代风格，强调与城市周边风貌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整体设

计自然、简洁、大方，运用现代技术，呈现出具有传统当地建筑风貌。

七、环保与节能

本工程无工业污染源及污物。总平面设计较为宽敞，用地经济，独特的

建筑平面与规则的场地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地形。设计按照简洁、实用的原

则进行设计，减少无谓的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尽量利

用绿色自然、生态环保的资源确保室内的自然采光和通风，使环境安全舒适、

洁净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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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装修：

外墙主色为白色涂料为主，灰色为辅，内墙涂仿瓷涂料，地面彩色地砖，

窗为古铜色铝合金绿色玻璃窗，房门为实木门。

结构设计说明

一、 设计依据

1、建筑设计方案

2、设计规范、标准：

（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9-2012）

（2）《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 年版）

（3）《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4）《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 50476-2008）

（5）《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2011）

（6）《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7）《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8）《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2011）

二、 自然条件

（1） 基本风压 0.75KN/ M
2

（2） 设计抗震烈度为 8 度，基本地震加速度 0.3g

（3） 场地土类别为二类

三、 设计荷载

活载：卧室,客厅：2.0KN/ M
2

屋面：1.5KN/ M
2

楼梯：3.5 KN/ M
2

卫生间、阳台：2.5KN/ M
2

四、 基础工程

本工程尚未进行工程地质勘察，基础形式暂时未能确定。

五、主要材料

1、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C25。

2、钢材：

（1）钢筋为 HPB300 和 HRB400 级；

（2）钢构件为 Q235B、Q345B。

3、墙体：

框架填充墙采用：外墙为灰砂砖，容重为 18KN/m3；

内墙及分户墙采用新型轻质材料，容重不超过 10KN/m3。

给排水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2、《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3、《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版）

二、生活给水系统

1、 水源：由市政管网供水接入，再由加压泵将水提至屋面成品水箱，

再供水给各层。

2、 系统：采用上行下给式供水方式，各层分设水表计量用水量。

三、 用水量

a) 生活用水量为 10吨/日。

四、 排水系统

a) 生活洗涤污水由污水管道直接排入市政下水道，粪便污水排入

化粪池后再排入城市下水道。

b) 天面雨水由雨水立管汇集至雨水井，再由雨水井排入到城市雨

水管网。



-3-

五、 管材

采用 PVC 管。

六、 雨水系统

屋面雨水由雨水斗汇集后，通过雨水管排到室外雨水井。小区道路侧设置

雨水口，收集路面的雨水。

雨水计算采用海口市暴雨强度公式：

q=2338（1+0.4lgP）/（t+9）0.65，[L/S·㎡]

设计参数：设计降雨历时：t=5min 设计重现期：P=2 年；安全溢流口设计

重现期：P＝50 年， 屋面径流系数：Ψ=0.9

屋面和阳台雨水采用重力流雨水排水系统，屋面雨水由雨水斗收集经雨水

管道排至室外散水。

雨水管采用 PVC 管，橡胶圈接口。

电气设计说明

一、设计依据

1）、《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51348-2019

3）、《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4）、《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

6）、《住宅建筑规范》 GB 50386-2005

9）、《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

10）、《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2013

11）、《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0343-2012

二、设计内容：

1）变、配电设计；

2）建筑内照明，配电，防雷，接地设计；

3）电视，电话系统设计，宽带系统设计及可视对讲系统。

4）消防设计

三、电源：

电源由城市低压电网供给，供电电压 380/220V。电源引入处将零线重复接

地。

四、负荷计算：

照明：平均每户按 4KW 考虑，车库按 8W/M
2
考虑。

五、照明系统：

1、每层设置计量电表箱。

2、楼梯灯采用集中计量。

3、照明以日光灯、白炽灯为主。

4、照明线路采用 BV-500 型绝缘导线穿 PVC 塑料管暗敷设。

六、防雷与安全接地：

1、按二类防雷考虑，在屋顶设避雷带，利用立柱钢筋做引下线，基础

钢筋做接地体。

2、防雷接地与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

3、供电系统设有防雷电波侵入装置，弱电系统设有综合防雷装置，用

电安全采用接零保护。

七．电话系统

由市通讯网接入，在首层设置电话交接间，由此分别向电话用户配线。用

户电话按 2门/户。

八．有线电视

电视信号由室外有线电视信号引来，有线电视系统采用 750MHZ 双向数据传

输系统。干线传输系统采用分配-分配或分配-分支系统。用户电平要求 64±4dB，

图像清晰度应在四级以上。

干线电缆选用 SYKW-75-9 穿 SC32 管，支线电缆选用 SYKW-75-5 穿 PC20 管

暗敷。

九．网络系统

由室外引来的 2 芯非屏蔽多模光纤数据网线，穿金属管埋地敷设至网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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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接入箱，再由接入箱配线经金属线槽引至各层用户点。计算机插座选用 RJ45

超五类型，与网线匹配，线路采用 UTP-5 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暖通设计

1．设计依据：

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2-2012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2．通风空调说明

1）、发电机房、变配电室采用气体灭火故火警时，关闭相关风口及风机。

储油间风机采用防爆风机。

2）、住宅楼梯间、消防前室采用自然排烟。

3）、住宅厨房及卫生间采用机械排风。排风井接支管处设止回阀。公共卫

生间采用集中机械排气。

4）、所有空调按分体空调考虑，能效比应大于 3.4。

5）、所有产品均应满足相关节能要求。

环 保 节 能 设 计

一、环保及环境设计

本着既不能增加原有环境的容纳量，又要使原有的环境得到改善，特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

主要污染物：生活垃圾；设备噪声和排热。

1、处理措施

①室内排水系统采用废污分流制，粪便污水经化粪池后与生活废水合流。

场地排水采取雨污分流制，分别排至城市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

②炊事燃料采用管道天然气，所有厨房均设带油气分离功能的排油烟机，

经防倒灌式竖风道向高空排放。

③垃圾袋装化，分类设垃圾收集桶，由垃圾车外运。

④场地地面由硬质地面和草地覆盖，不露土，公用花园内设果皮箱。

⑤空调机选用低噪音型，统一安排机位，提供良好通风条件，统一设管道

解决冷 凝水排放问题。

⑥水泵采用低噪音型，并设置隔震基础。

2、环境设计

（1）尽可能增加绿地面积，减少硬质地面和裸露地面；

（2）所有植物材料为海南当地植物；

（3）卫生间污水经化粪池处理；餐饮废水经三级隔油处理；

（4）噪音预防：噪音主要来至室外喇叭，故平时使用室外扬声器时，将音

量控制在 70分贝以下；

（5）餐厅、厨房油烟采用水帘式排烟机，即不影响室内空气，又不影响环

境空气质量。

3、卫生防疫措施

（1）水池、水箱通气管及溢流管口加防虫网罩，防止杂物灰尘进入池内污

染池水。

（2）总水表后设置管道倒流防止装置，防止红线内给水管网内水倒流污染

市政水。

（3）采用地漏水封不小于50mm，以降低水面蒸发对水封的不利影响。

（4）空调机凝结水排水和机房地漏设独立排水系统，不与污水管道相连。

（5）采用污废分流，卫生间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与营业废水一起排入

市政。

消 防 设 计

1、设计依据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20016-2014）（2018年版）

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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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5)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

2、总平面布局：

1）拟建建筑室内外均设有消防设施,满足建筑防火要求。

2、室外消防设计

相邻两座建筑间距低于6m，应设置防火门窗；相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

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相邻较低一面墙为防火墙且屋面无天窗，屋面板耐

火极限不低于1.00h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5m；对于高层建筑，不应小于4m。

室外消防由室外给水管网保证，在室外给水管网上引入两根DN150给水管，

并于建筑周围连成环状，按间距不大于90-120M均匀布置DN150室外消火栓，以

满足室外消防要求，共需设置室外消火栓2套形成一个系统。

3、室内消防设计

采用临时高压系统，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箱消防储水量满足火灾前期

10min由高位消防水箱用水量，即12m
3
。平时及火灾前期10min由高位消防水箱供

水并维持管网压力，火灾时，启动消防主泵供水，消火栓泵出口压力设计保证

室内最不利点消火栓出口充实水柱不低于7M。

3、干粉灭火系统

为了有效的扑灭初期火灾，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确定灭火

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和火灾种类，在地下车库（人防）、会所、商场、机房、

设备间等均配备一定数量的手提干粉灭火器。

4、整个系统（含电气控制）的施工安装由业主委托专业消防公司进行施工。

各建筑主要电气控制设备内均设置漏电、过压保护设备。

管 线 综 合 说 明 篇

管线宜采用地下敷设，地下管线的走向宜沿道路或者主体建筑平行敷设，

并力求线形顺直，短捷适中，并应是管线之间、管线与道路之间减少交叉。同

时应考虑不影响建筑物安全并且防止管线受腐蚀、沉陷、震动及重压。

规划区内主要道路两侧均由绿化带，给水、燃气、电力、电讯管线可利

用绿化带空间埋地布置。雨水渠道采用路边沟布置。管线水平方向布置顺序为：

自建筑方向依次为电讯或电力管线、给水管线、污水管线或雨水管线。各种工

程管线交叉时，自地表向下排列顺序为：电讯管线、电力管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污水管线。管线平面布置必须具备独立的空间和必要的平行间距，避

免重复敷设，以保证管线施工时不会影响其他管线及现状管线安全。电讯、燃

气、污水管线敷设在道路北侧或西侧的人行道下，电力、给水、雨水管线（渠）

敷设在道路南侧或东侧人行道下。各管线之间的水平距离应符合下表。

综合布置地下管线产生矛盾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压力管道让自流管，管径小的让管径大的，易弯曲的让难弯曲的，临时性

的让永久性的，工程量小的让工程量大的，新建的让现有的，检修次数少的让

检修次数多的。

各种地下管线最小水平距离

管线名称 给水管 雨水管 污水管
煤气管

电力电缆
电讯电

缆低压 中压

给水管 1.0 1.0 0.5 1.0 0.5 1.0

雨水管 0.5 1.0 1.0 0.5 1.0

污水管 1.0 1.5 1.5 0.5 1.0

煤

气

管

低压 1.0 1.0 1.2 0.5 1.0

中压 1.0 1.0 1.2 0.5 1.0

电力电缆 0.5 0.5 0.5 0.5 0.5 0.5

电讯电缆 1.0 1.0 1.0 1.0 1.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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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面和阳台雨水采用重力流雨水排水系统，屋面雨水由雨水斗收集经雨水管道排至室外散水。
	雨水管采用PVC管，橡胶圈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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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线综合说明篇
	 管线宜采用地下敷设，地下管线的走向宜沿道路或者主体建筑平行敷设，并力求线形顺直，短捷适中，并应是管
	 规划区内主要道路两侧均由绿化带，给水、燃气、电力、电讯管线可利用绿化带空间埋地布置。雨水渠道采用路
	综合布置地下管线产生矛盾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压力管道让自流管，管径小的让管径大的，易弯曲的让难弯曲的，临时性的让永久性的，工程量小的让工程量大的
	检修次数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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