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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发布时间 相关内容摘录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11/938-2022

发布部门：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

2023 年 07 月 01 日实施

（ 黑 色 字 体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

1.0.1 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地制宜地指导京津冀绿色

建筑设计，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民用建筑的绿色建筑设计。

1.0.3 绿色建筑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被动优先、主动优化的原则，结合项目所在地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特点，

考虑建筑全寿命期内的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之间的协调关系，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统一。

3.1.1 在建设项目策划阶段或方案设计阶段应进行绿色建筑策划，并宜结合项目任务书要求编制绿色建筑策划书。

3.1.2 绿色建筑策划应明确项目的绿色建筑定位和目标、指标、对应的技术策略，并进行全寿命期技术和经济分析。绿色建筑

策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前期调研；

2 项目的绿色建筑定位与目标分析；

3 设计策略与技术体系策划；

4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3.2.1 在各阶段中，规划、建筑、结构、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燃气、电气与智能化、景观、室内装修、经济等专业应围绕统

一的绿色建筑定位与目标协同工作。

3.2.2 绿色建筑设计应以上一阶段制定的绿色建筑策划为基础，并应符合所在区域生态、绿色、低碳、健康、智慧等相关规划

要求。

3.3.5 绿色建筑宜提高建筑节能率，当供暖空调系统能耗比国家现行建筑节能标准规定降低40%及以上时，节能技术措施宜按现

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及当地超低能耗相关标准执行。

4.1.1 场地选址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避开滑坡、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易发生洪涝地区应有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

2 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应无电磁辐射、含氡土壤的危害，如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3 场地选址应避开地震断裂带。

4.1.2 场地土地开发强度应符合项目所在地上位要求，遵循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规划建筑布局，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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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11/938-2022

发布部门：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

2023 年 07 月 01 日实施

（ 黑 色 字 体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

1 住宅建筑其所在居住街坊人均住宅用地面积宜满足表4.1.2的要求；

2 公共建筑，行政办公、商务办公、商业金融、旅馆饭店、交通枢纽等类别的容积率不宜小于1.0，教育、文化、体育、医

疗卫生、社会福利等类别的容积率不宜小于0.5。

4.1.3 应合理规划设计地下空间，与地上建筑、停车场库、商业服务设施、人防工程等功能空间紧密结合、统一规划，适度开

发并充分利用。住宅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不宜小于20%，公共建筑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不宜小

于0.5%。

4.1.4 应对场地内能源利用进行合理规划，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区域能源条件相协调，合理确定能源利用方案；

2 宜优先利用太阳能，对场地内的太阳能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估，确定合理利用方案；

3 宜优先利用工业余热废热和现有热源余热，对场地内及周边的工业余热废热资源和现有热源余热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估，

确定合理利用方案；

4 宜合理利用地热能，对场地内地热能进行调查和评估，确定合理利用方案。地热能的开采不应对邻近地下空间、土壤、

水体、地下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5 宜合理采用分布式能源。

4.1.5 应对场地内水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结合项目所在区域市政给排水条件，确定节约用水方案；

2 应优先利用市政再生水，当无市政再生水时应根据当地节水要求采取适宜的水处理技术和设施；

3 应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削减场地雨水径流和径流污染，建设后外排雨水峰值流量不大于市政管网的接纳能力。

4.2.7 场地设计宜满足传统人文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空间规划应与地区特色文脉、特色城市肌理相适应。

4.3.1 住宅建筑的场地出入口设计应考虑居民出行便利，方便到达居住区周边生活服务设施，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场地出入口到达幼儿园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300m；

2 场地出入口到达小学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500m；

3 场地出入口到达群众文化活动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800m；

4 场地周边 500m 范围内应有不少于3种的商业服务设施；

5 场地出入口到达中学的步行距离不宜大于1000m；

6 场地出入口到达医院的步行距离不宜大于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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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11/938-2022

发布部门：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

2023 年 07 月 01 日实施

（ 黑 色 字 体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

7 场地出入口到达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宜大于500m。

4.3.2 公共建筑宜兼容不少于2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宜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宜满足下列要求：

1 场地不宜封闭，场地内步行公共通道宜向社会开放；

2 场地宜设计对外开放的绿地、广场及公共服务设施；

3 对外开放的空间及设施宜靠近场地出入口。

4.3.3 建筑场地内宜设置宽度不少于1.25m的专用健身慢行道，长度不少于用地红线周长的1/4且不少于100m。

4.3.4 建筑场地内，宜设置不少于总用地面积0.5％的室外健身场地。

4.3.5 场地出入口与城市公园绿地、居住区公园、广场的步行距离不宜超过 300m；公共建筑的场地出入口与社会公共停车场（库）

的距离不宜超过500m。

4.4.1 新建住宅项目场地应采取人车分流措施。

4.4.7 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4.4.8 应在主要道路交叉口设置包括无障碍通行、服务设施、坡道、停车位、公共厕所等在内的无障碍指示标识系统。

5.1.1 建筑设计应优先采用被动措施，完善建筑布局、朝向、形体，促进室内天然采光、自然通风、遮阳及降噪，优化围护结

构保温、隔热及窗墙比。

5.2.1 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建筑设计应控制建筑规模、空间体量及体形系数，选择适宜的平面布局、开间和层高。

5.2.2 建筑平面功能和空间高度相近、室内环境要求相同的房间宜集中布置。

5.2.3 建筑平面布局应根据使用功能要求，充分利用外部自然条件，宜将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布置在有良好日照、采光、自然

通风的位置，应远离有噪声、振动、电磁辐射、空气污染的房间或场所。

6.1.2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规定，且不宜低于二级。

6.2.7 结构设计应满足耐久性要求，可按设计工作年限100年进行耐久性设计，对于混凝土结构宜提高钢筋保护层厚度或合理采

用高耐久性混凝土，对于钢构件宜采用耐候钢结构及耐候型防腐涂料，对于木构件宜采用防腐木材、耐久木材或耐久木制品；

6.3.3 基础设计应满足耐久性要求，可按设计工作年限100年进行耐久性设计，或采用高耐久混凝土。

7.1.1 给水排水设计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水资源利用方案应包括项目概况、项目周边市政设施、用

水定额的确定、用水量计算及水量平衡分析、给水排水系统设计方案、节水器具及设备的选择与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等内容。设

计的平均日用水量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中的节水用水定额平均值。

7.1.2 编制雨水专项设计方案或雨水综合利用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设计依据、设计范围、海绵城市建设指标要求、雨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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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11/938-2022

发布部门：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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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色 字 体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

设计方案雨量及相关控制指标计算及工程经济性分析等，并应满足当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要求。

7.4.1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9.1.2 电气方案设计阶段应对场地内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评估，当技术经济分析合理时，宜将可再生能源作为补

充电力能源，并采用并网发电形式。会展、停车库、火车站等可利用屋面面积较大的建筑，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例不宜小于1.0%

9.2.1 变配电所位置应靠近用电负荷中心。大型公共建筑低压电源供电半径（变压器到用电设备末端）不宜超过200m，末端配

电箱的供电半径不宜超过50m。

10.1.1 景观设计应满足规划要求，与场地内建筑群体、道路相协调。

10.1.2 景观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场地现有地形、水系和植被进行统一设计。

10.1.3 景观设计总平面布局应在满足空间功能需求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优化场地的风环境、声环境、光环境、热环境、空气质

量、视觉环境、嗅觉环境等要素，各类景观要素设计应相互联系。

10.1.4 景观设计中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应按照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要求进行设计。

10.4.1 应合理规划地表与屋面雨水径流，充分考虑地下水位、盐碱地、土壤渗透性能等相关因素，采取渗、滞、蓄、净、用、

排等有效措施对场地雨水实施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停车场、道路和室外活动场地等的铺装，应依据使用功能、荷载要求等情况，采用适宜的透水材料。嵌草砖停车场、透

水砖人行道、透水混凝土广场及透水沥青道路等透水铺装的构造做法应满足透水要求，硬质铺装中透水铺装的比例应满足国家或

地方现行有关标准要求；

2 应结合场地竖向合理设置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地面生态设施，竖向上应低于周围路面5cm～10cm，在其服务范围内的

雨水口应设置在地面生态设施内。绿地中具备调蓄雨水功能的绿地或水体面积比例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现行有关标准要求；

3 设有景观水体时，应优先采用经绿色雨水基础措施净化、滞蓄的雨水回补景观水体；

4 场地内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和排放，宜通过设置平缘石或路缘石开口等形式，合理组织不少于80%的道路雨水径

流经重力进入绿地等地面生态设施，并设置溢流雨水口；

5 屋面雨水排水管宜采取断接方式接入建筑周边绿地等地面生态设施，宜衔接和引导80%的屋面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中。

1.0.1 为科学、有效地利用乡村地区空间资源，保障乡村生产生活的交通条件和落实生态保护要求，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衔接，

统筹和规范乡村地区交通设施各项规划设计，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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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本标准适用于乡村地区农村公路、村庄道路、公交首末站、公共停车场以及邮政快递设施等交通设施新建、改建、扩建

的规划和设计；本标准不适用于乡镇集中建设区以及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特殊地区的道路及交通设施规划和设计。

1.0.3 乡村地区各项交通设施应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特色发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符

合国家乡村振兴政策。

3.0.1 乡村地区的交通设施规划和设计应以引导乡村地区人与物有序有效流动为目的，贯彻节约用地的原则，减少占用林地，

符合生态环保的要求，必要时设置生物廊道。

3.0.3 本标准所涉及村庄的分区分类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村庄分为山区和平原区两类区域；

2 村庄分为城镇集建型村庄、整体搬迁型村庄、特色提升型村庄和整治完善型村庄四类；

3 村庄规模分级应符合表3.0.3的规定。

4.1.1 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应严格保护耕地，减少对山体的开挖，减少对湖泊、河道和蓄滞洪区等水体的占用。

4.1.2 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应满足交通安全、防灾减灾、防噪声的要求。

4.1.3 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宜优先利用现状道路，减少新增占地。

4.2.1 农村公路应与干线公路衔接顺畅，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公路覆盖范围、通达深度和服务水平。

4.2.2 平原区的农村公路网宜采用网状结构；山区的农村公路网宜采用树状加联络线的结构。

4.2.3 乡村地区宜满足特大型村庄有两条及以上乡道与干线公路连接，大型村庄有两条及以上乡道或村道与干线公路连接，中

小型村庄有两条及以上村道与干线公路连接。

4.2.4 平原区宜满足村庄15min至乡镇中心区、30min至新城的路网可达性；山区宜满足村庄30min至乡镇中心区、60min至新城

的路网可达性。

4.2.5 新规划的二级及以上公路不应从村庄内部穿过，现状穿越村庄的二级及以上公路宜调整到村庄外围。

4.2.6 新建农村公路均应采用四级公路及以上技术等级。各级农村公路的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应符合表4.2.6的规定。平原区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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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高的技术指标，山区可选取较低的技术指标。串联多个乡镇及村庄，起干线功能的农村公路宜采用较高的技术指标；服务乡

镇及村庄较少，起联络功能的农村公路宜采用较低的技术指标。

4.2.7 规划应预留农村公路用地，其范围是指农村公路路堤两侧排水沟外边缘或路堑坡顶截水沟外边缘以外拓宽1m～3m后所包

含的全部用地。

4.2.8 农村公路横断面型式及各组成部分的宽度应根据公路功能、地理条件、车辆及人员构成、排水等要求确定，有公交车通

行的农村公路路面宽度不应小于6m。

4.2.9 农村公路应依据功能和两侧的用地性质划分为一般段、村庄段和旅游段三类路段，不同段的路肩、排水和绿化等应差异

化设置。

4.3.1 路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线设计应根据公路功能、技术等级和地形等条件，合理确定设计速度和主要技术指标，在保证行驶安全的前提下，满

足舒适、环保与经济等要求；

2 改扩建公路应遵循利用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满足相应公路等级的技术指标，又应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原有工程；

3 路线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的相关规定。

4.4.1 路基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

4.4.2 路基设计应设置完善的防排水系统以及必要的路基防护工程。

4.4.3 路基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的相关规定。

4.5.2 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不小于表4.5.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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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排水设施应与公路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4.6.2 公路一般段、旅游段采用边沟排水方式，村庄段采用盖板边沟、管道等排水方式。

4.8.1 隧道应符合公路相关规划，按照安全、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结合隧址区地形、地质、施工、运营、管理等条件

综合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3370的相关规定。

4.8.2 隧道平纵设计应综合考虑隧址区地形、地质、辅助坑道位置（长大隧道）、洞口线型、洞外构造物及环境等因素。

4.8.3 隧道平面线形应根据地质、地形、路线走向、通风等因素确定，且不宜采用设超高或加宽的圆曲线，确需采用设超高的

圆曲线时，其超高值不宜大于4.0%。隧道内每条车道的视距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的视距要求。

5.1.1 村庄道路应以保障村民的生产生活为主，兼顾外来旅游等活动的交通需求。

5.1.2 村庄道路建设应符合相关规划，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人文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存。

5.2.1 村庄道路根据其在路网中的交通功能及对沿线居民的服务功能，分为干路、支路和巷路三级。村庄道路系统组成应符合

表5.2.1的规定。

5.2.2 村庄道路规划技术指标宜符合表 5.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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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村庄道路红线内可包含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设施带、绿化、路肩、边沟等设施。

5.2.4 村庄道路红线宽度应根据道路内包含设施的宽度和地下管线综合确定，特殊情况下可局部加宽红线。

5.2.5 村庄道路应结合村庄的自然地形、地貌与交通需求进行规划，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乡镇、村庄交通发展目标一致，符合当地村庄生产生活需求和习惯，与村庄的用地布局规划相协调；

2 村庄道路空间分配应遵循绿色交通优先原则，特大型村庄的干路有条件的应设置独立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3 特大型和大型村庄应至少有两条干路与对外公路相连接，中小型村庄应至少有两条支路与对外公路相连接，承担旅游功

能的村庄道路宜与对外公路相连接；

4 村庄道路空间规划应与村庄风貌相协调；

5 干路及支路两侧应设置路灯和必要的指示牌；村庄干路与公路相交时，交叉口宜设置信号灯；村庄支路、巷路不宜与干

线公路相交；

6 旅游需求较大的村庄，村庄道路红线宽度应考虑旅游交通需求，可结合旅游交通量在表5.2.2的基础上增加。

5.2.6 村庄规划应预留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宜纵横相连，间距不宜大于160m。

5.3.1 路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线设计应根据村庄道路的功能、级别和地形等条件，选取设计速度，确定合理横断面型式和各项技术指标，加强平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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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组合设计，满足安全、舒适、环保、经济等要求；

2 改扩建工程应遵循利用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在满足相关技术指标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利用原有工程。

5.3.4 当村庄道路布设非机动车道时，应根据非机动车设计交通量与每条非机动车道的通行能力确定非机动车道数。

5.3.5 当村庄道路布设人行道时，可根据周围用地情况双边或单边设置；当干路设人行道时，人行道宽度不应小于1.5m。

5.3.6 当非机动车道宽度和人行道宽度无法满足设置要求时，可使用硬路肩及加固的土路肩作为非机动车及人行通行空间。干

路右侧路肩宽度宜参照本标准第4.3.2条村庄段右侧路肩宽度的相关要求。

5.5.4 学校、集市及零售餐饮等人流较多路段，应施划人行横道线并设置限速、注意行人等标志以及减速设施。

6.1.1 乡村地区其他交通设施应根据需求布置在村庄内或农村公路沿线。

6.1.2 交通设施应充分利用现状建设用地，宜与公共服务设施合并设置、综合利用。

6.2.5 公交首末站应根据村庄人口确定，总用地面积宜按170㎡/千人进行核算。

6.3.1 应根据村庄的实际停车需求适度建设公共停车场。

6.3.2 公共停车场宜分散布局，可利用村内闲置地、边角地、未利用地设置，并宜靠近公共服务设施。

6.3.3 公共停车场宜平面布局，建设生态停车场。

6.4.1 应在交通便捷处统筹规划设置邮政快递设施，宜与公交首末站、公共停车场等统筹规划建设。

6.4.2 邮政快递设施分为基本型和拓展型，面积取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快递营业场所设计基本要求》YZ T0137的相关规定。

特大型村庄宜设置拓展型邮政快递设施，大型村庄宜设置基本型邮政快递设施，投递服务宜覆盖所有村庄。

6.5.1 旅游交通设施包括结合农村旅游公路或农村公路旅游段设置的步行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依托农村旅游公路建设的交通驿

站和观景台。

6.5.2 步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步行道宽度不宜小于1.5m，可双边或单边设置；

2 依托县道、乡道设置步行道时应与相邻的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间设置物理隔离设施，根据旅游淡旺季分布和游径需要，

物理隔离设施可用移动式隔离设施代替；

3 单向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宜小于1.5m，双向非机动车道宜不小于3m。安排有景区游览车或人力游览车线路的旅游道路应适

当加宽非机动车道。

6.5.4 结合景区或旅游服务中心、大型村庄宜设置一级驿站；结合中小型村庄、观光农业园等宜设置二级驿站；三级驿站宜根

据功能需要设置。各级交通驿站设施配备可参考表6.5.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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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保障人身安全、减少火灾危害、方便救援和合理地设置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构）筑物中设置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设计、施工、验收、维护与管理，本标准不适用于火药、炸药

及其制品厂房（仓库）和花炮厂房（仓库）。

3.1.1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设置应根据建（构）筑物的用途、建筑规模、疏散难易程度、使用人员特点和室内环境等因素确定。

3.1.2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应清晰、简洁、明确，并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一致。

3.1.3 消防疏散导流标志应沿疏散通道、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设置。

3.2.1 工业和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建筑、宿舍建筑、公寓建筑、高层住宅建筑、单层或多层住宅的地下室部分、高层厂房（库房），以及甲、乙、丙

类单、多层厂房，应设置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

2 除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机械式汽车库外，停车数量大于50辆的汽车库，应设置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

3 以下建筑或场所设置的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可采用多信息显示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1） 总建筑面积大于2,500㎡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

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2） 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

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3） 总建筑面积大于500㎡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OK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

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4 大型商业综合体、商业建筑面积大于20,000㎡的地下商场、高度超过250m的公共建筑设置的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可采

用具备定位功能的多信息显示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5 以下建筑或场所设置的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宜采用多信息显示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1） 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2） 总建筑面积大于15,000㎡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城市客运交通枢纽；

3） 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0㎡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4） 城市轨道交通站厅和站台。

6 设置区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设置消防应急广播的建筑设置的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可采用具备语音提示功能的灯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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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应采用消防安全疏散指示牌替代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

3.2.9 在历史文化街区、商业步行街的室外街巷中，应设置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和街区导向图，可采用消防安全疏散指示牌。

3.3.1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选型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应独立设置在醒目位置；

2 在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中设置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应注重与环境、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的协调和保护；

3 指示疏散方向的标志应设置在疏散人员需选择方向的通道处，并按通向目标的最短路线设置；

4 在设置有环境照明时，消防安全疏散标志指示牌的颜色应保持不变；

5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指示牌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确有困难难以采用不燃材料制作的，应在其外面加设钢化玻璃或其它不

易破碎的不燃透明材料制成的保护罩；

6 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面板或灯罩的材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地面上设置的标志灯的面板可以采用厚度4 mm及以上的钢化玻璃外，在墙面或柱面上设置的标志灯的面板或灯罩不应

采用易碎材料或玻璃材质；

2） 在顶棚、疏散路径上方设置的灯具的面板或灯罩不应采用玻璃材质。

7 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的蓄电池电源宜优先选择安全性高、不含重金属等对环境有害物质的蓄电池。

3.3.6 公众聚集场所，每个楼层均应在醒目位置设置消防疏散指示图；宾馆客房、餐厅包厢、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包房内的

门上，应设置消防疏散指示图。消防疏散指示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疏散平面图 设置原则与要求》GB/T 25894 的规定。

3.3.7 历史文化街区、商业步行街的室外街巷应设置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引导人员疏散至街区出入口或应急避难场所。室外街

巷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应按照一定间隔连续设置。在道路交叉口处，应设置疏散方向标志指示疏散路线的正确前进方向，并标

识东南西北方向。室外街巷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2部分：建筑物

外》GB/T 23809.2的规定。

3.3.8 在历史文化街区、商业步行街主要出入口附近或街区中行人需要选择行进方向的主要路口附近应设置街区导向图。街区

导向图应标识东南西北方向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GB/T 15566.1的规定。

3.4.1 火灾状态下，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的光源应急点亮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0.25s。

3.4.2 除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外，其他建筑室内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牌应设置在明亮的地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禁止标志（圆环加斜线）和警告标志（三角形）在日常情况下其表面的最低平均照度不应小于5 lx，最低照度和平均照

度之比( 照度均匀度 )不应小于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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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外部照明的提示标志（正方形）及其辅助标志，日常情况下其表面的最低平均照度不应小于5 lx，最低照度和平均

照度之比(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7，且当采用蓄光型消防疏散标志时，其表面环境光照度应不低于50 lx。当发生火灾，正常照

明电源中断的情况下，应在0.25s内自动切换成应急照明电源，由应急照明灯具照明，标志表面的最低平均照度和照度均匀度仍

应满足本条要求。

3.4.9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尺寸应与疏散人员的观察距离相适应。消防安全疏散标志常用的型号及其公称尺寸应符合表3.4.9

的要求。

3.4.10 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的系统应急启动后，在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时间不应低于表3.4.10的规定，系统的持续

工作时间、蓄电池（组）达到使用寿命周期后标称的剩余容量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的规定。

3.5.1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配电线路和控制线路的线缆应满足消防用电设备火灾时持续运行时间的要求。

3.5.2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配电线路线路应选择铜芯导线或铜芯电缆。采用阻燃电线、电缆时，应选择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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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落物 / 微粒等级不低于d1级、烟气毒性等级不低于t1级、腐蚀性等级不低于a2级的电线、电缆。电线、电缆的燃烧性能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 31247的规定。

4.1.2 室内指示疏散出口的标志的安装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在安全出口或疏散门内侧上方居中的位置；受安装条件限制标志无法安装在门框上侧时，可安装在门的两侧，但

门完全开启时标志不能被遮挡；

2 室内高度不大于3.5m的场所，标志下边缘与门框距离不应大于0.2m；室内高度大于3.5 m的场所，特大型、大型、中型标

志下边缘距地面高度不宜小于3m，且不宜大于6m；

3 采用吸顶或吊装式安装时，标志距安全出口或疏散门所在墙面的距离不宜大于0.05m。

4.1.4 指示楼层的标志应安装在楼梯间内朝向楼梯的正面墙上，标志下边缘距地面的高度宜为2.2～2.5m。

4.1.5 室外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附着在建筑物上的标志牌，其中心点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1.3m；

2 室外用标志杆固定的标志牌的下边缘距地面高度应大于1.2m。设置在道路边缘的标志牌，其内边缘距路面 ( 或路肩 ) 边

缘不应小于0.25m，标志牌下边缘距路面的高度应在1.8～2.5m之间。

4.1.12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的施工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 15630 的规定。其中消防应急疏散标志

灯具的施工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0166 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的规定。在有爆炸危险性场所，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系统的施工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57 的规定。

5.1.1 对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进行日常巡查的巡查项目和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 的规定，巡查的部位、频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 25201 的规定，填写记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的规定。巡查过程中发现设备外观破损、设备运行异常时应立即

报修。

5.1.2 对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的功能进行检查的检查项目、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

准》GB 5130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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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筑工程防震减灾的法律法规，提高首都建设工程抗震防灾能力，使建筑物采用减隔震技术后，提

高建筑安全性和防灾韧性，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地区采用减隔震技术的建筑工程，包括新建、改建及扩建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

3.1.1 减隔震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和《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确

定其抗震设防类别。

3.1.2 建筑结构的减隔震设计方案，应根据建筑抗震设防类别、抗震设防烈度、工程空间尺度、场地条件、地基条件、结构材

料和施工等因素，经技术、经济和使用条件综合比较确定。

3.1.3 减隔震建筑的基本设防目标应满足下列要求: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时，主体结构不受损坏可继续使

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时，主体结构可能发生损坏，但经一般修理仍可继续使用；当遭遇高于本地区设防

烈度的罕遇地震时，建筑物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3.1.5 减隔震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减隔震装置的性能参数应经试验确定；

2 隔震层应提供必要的竖向承载力、侧向刚度、水平恢复力和阻尼，保证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性复位能力；

3 隔震装置及消能部件的设置，应便于检查、维护和替换，设计文件中应注明装置使用的环境；

4 隔震建筑应具有足够的抗倾覆能力，高层建筑尚应进行罕遇地震下整体抗倾覆承载力验算；

5 设计文件上应注明对减隔震装置的性能要求，安装前应按规定进行抽样检测，确保性能满足要求。

3.1.6 减隔震建筑的设计工作年限按主体结构确定，减隔震装置的设计使用年限到期后应抽样检测其相关力学性能，并应按检

测结果确定后续使用年限或更换。

3.1.8 减隔震工程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的抗震性能化目标；

2 减隔震方案及相关计算分析；

3 减隔震装置的规格、型号、性能、使用年限等技术指标；

4 减隔震装置检验检测、施工安装和使用维护要求；

5 减隔震构造措施要求，包括建筑做法、幕墙、机电及其他非结构构件连接构造、减隔震装置检查、更换的可靠途径等。

3.1.11 建筑结构采用隔震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最大高度宜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对非隔震结构的要求，当不满足时，应进行专项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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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荷载和其他非地震作用的水平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总水平力不宜超过上部结构总重力的10%，当不满足时，应进行详细的

结构分析并采取可靠措施。

3.2.1 消能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能器的极限位移不应小于消能器设计位移的1.2倍。速度相关型消能器极限速度不应小于消能器设计速度的1.2倍；

2 在10年一遇标准风荷载作用下，摩擦消能器不应进入滑动状态，金属消能器和屈曲约束支撑不应产生屈服；

3 消能器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和环境适应性。

3.3.1 消能减震结构分析模型应正确反映不同荷载工况的传力途径、不同地震水准下主体结构和消能器所处的工作状态。

3.3.2 消能减震结构的分析方法应根据主体结构、消能器的工作状态选择，可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弹性时程分析法、静力

弹塑性分析法和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法。

3.3.8 结构隔震设计的计算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体系的计算力学模型，由隔震支座及其顶部梁板组成的隔震层应作为独立质点；对变形特征为剪切型的结构可采用

剪切模型(图3.3.8)。隔震层以上结构的质心与隔震层刚度中心的偏心率不宜大于3%，当偏心率大于3%时，应计入扭转效应的影

响。隔震层顶部的梁板结构，应作为其上部结构的一部分进行计算；

2 除砌体隔震结构外，隔震结构应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3 对于房屋高度大于60m的隔震建筑、不规则的隔震建筑或隔震层包含隔震支座、阻尼装置及其他装置的组合隔震建筑，尚

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补充计算；

3.5.2 钢筋混凝土构件作为消能器的支承构件时，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

3.5.4 隔震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支座和消能器的技术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要求，隔震支座和消能器产品性能的型式检验和出

厂检验不能相互替代；

2 设计文件上应注明对隔震支座和消能器的性能要求。安装前应对工程中采用的各种类型和规格的隔震支座和消能器进行

见证检验，消能器见证检验的合格率应为100%。

3.6.1 消能部件的混凝土部分的耐久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钢构件的防护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规定。承受竖向荷载作用的消能器应按主体结构的要求进行防火处理，不承受竖向荷

载的消能器可不进行防火处理。

3.6.2 消能器经过火灾高温环境后，应对消能器进行检查和试验，以判定继续使用或更换，检查数量不应低于过火范围内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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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色 字 体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

器总数的10%。

3.7.1 减隔震建筑的场地宜选择对抗震有利地段。对不利地段，应尽量避开；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有效的抗震措施。对危险地

段，严禁建造甲、乙、丙类建筑。

3.7.2 隔震建筑的地基应稳定可靠，所在的场地类别宜为Ⅰ、Ⅱ、Ⅲ类，当场地为Ⅳ类时，应专门研究。

4.1.7 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烈度、场地类别、结构自振周期以及阻尼比确定。阻尼比5%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4.1.7

采用。

4.1.11 当处于发震断层10km以内时，结构地震作用计算应考虑近场影响，乘以增大系数，5km及以内宜取1.5，5km以外可取不

小于1.25。

4.4.2 竖向地震为主的地震组合内力起控制作用时，各类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均应采用1.0。

5.1.1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分为Ⅰ类建筑和Ⅱ类建筑，其分类应按照表5.1.1进行。

5.3.1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结构构件应进行设防地震组合下的承载力验算，设防地震作用下阻尼比取值可在多遇地震作用基

础上增加0.0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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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提升北京市城镇排水防涝系统规划、设计和管理水平及成果质量，指导和规范城镇排水防涝系统数学模型构建和应用，

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城镇排水防涝系统的规划、设计和评估。

3.0.1 在城镇排水防涝系统规划、设计工作中应构建数学模型，分析内涝风险、评估方案预期效果，优化规划、设计方案。

3.0.2 根据规划、设计不同阶段和模型应用目的，城镇排水防涝系统数学模型可分为三种类型：框架模型、概化模型和详细模

型。模型的选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辅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识别低洼易涝区域宜选用框架模型；

2 辅助编制详细规划及排水防涝专项规划方案、分析规划区域内涝风险、评估主要排水防涝设施能力宜选用概化模型；

3 辅助编制排水防涝工程设计方案宜选用详细模型；

4 在同一项目中可同时采用其中 1 种及以上模型。

4.1.1 城镇排水防涝系统数学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型工具宜具备输入输出、数值模拟和计算结果可视化的功能；

2 数学模型宜包括产流模型、汇流模型、管渠（河道）水动力学模型、地表漫溢模型和地表漫流模型，应根据应用目的选

择适宜的模型；

3 考虑源头海绵设施的影响时，数学模型宜包括源头减排设施模型，模型参数选取可参照本规程附录A执行；

4 模型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在合理初始条件下模拟结果精度应满足城镇排水防涝系统规划、设计需求。

4.2.1 模型基础数据资料宜包括降雨资料、地面高程资料、下垫面资料、排水管渠（设施）资料、城镇河道（蓄涝区）资料、

流量和水位监测资料、设施运行资料和其他边界条件。

4.2.2 模型应收集的降雨资料通常包括长序列历史降雨资料、场次监测降雨资料和设计降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序列历史降雨资料主要用于分析降雨特征及演变规律，有效时间段内数据间隔不宜大于1h；

2 场次监测降雨资料主要用于参数率定和模型验证，应包括完整的一次降雨发生过程，数据间隔宜采用5min～10min；

3 设计降雨常用于分析一定重现期标准下的城镇排水防涝系统特征，辅助编制城镇排水防涝系统规划、设计方案，数据间

隔不应大于5min，并应符合本规程附录B的规定。

4.2.3 地面高程数据的精度应根据模型类型确定。详细模型的地面高程数据测图比例尺不宜小于1:500，概化模型不宜小于

1:5000，框架模型不宜小于1:10000。

4.3.2 模型中的设计降雨应根据城市气象规律、汇水区域特征以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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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标准条文主要摘录各标准规范中与规划审批相关的选址、安全距离、规模、容积率、相关外线设

计等内容。

2．具体内容详见各标准规范单行本，如有不妥之处或有更好的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城镇排水防涝系统

数学模型构建与

应用技术规程》

DB11/T 2074-2022

发布部门：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

2023 年 07 月 01 日实施

划、设计需求等综合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用于排水管渠规划、设计和评估时宜采用短历时设计降雨， 短历时设计降雨历时宜取1h～3h，最小时间步长宜为5min；

2 应用于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规划、设计和评估时应采用长历时设计降雨，长历时设计降雨历时宜取24h，并应覆盖系统完整

汇流时间和退水时间，最小时间步长宜为5min；

3 应用于城镇排水管渠系统和内涝防治系统衔接能力评估时，可采用长、短历时设计降雨相互校核。

6.0.1 框架模型模拟对象应包括地形，模拟计算应考虑排水防涝系统的能力；框架模型宜包括产流模型和地表漫流模型。主要

应用场景可包括：

1 辅助划定汇水区域范围，确定模型模拟边界；

2 快速识别低洼易涝区域，快速评估城镇内涝风险；

3 辅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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