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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6.4.11 疏散门的设置要求（包括开启方式、朝向等）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6.4.2 甲级防火门的设置场所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7.1.5 疏散通道、疏散出口的设置要求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7.4.2 房间设置1个疏散门的条件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5.5.18 公共建筑疏散走道、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要求

2023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专业违反强制性高频条文

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6.4.11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

6.4.11 建筑内的疏散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民用建筑和厂房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

平开门，不应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

1 建 筑
B U I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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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第7.1.6条第5款明确

强调并保留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该条款，应予重视。

4.改进措施

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规定，在整改设计中将电梯厅通

向防烟楼梯间前室的门改为朝

向前室方向开启即可满足要求，

见图2。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孙佳提供）

图1 地下一层平面图（局部）

图2 地下一层整改平面图（局部）

2.问题描述

某住宅项目地下一层平面图中，3-7轴交3-D轴上方电

梯厅的疏散门未向疏散方向开启，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第6.4.11条第1款的规定，见图1。

3.问题解析

本项目电梯厅与防烟楼梯间前室连接的疏散门，属于

直通室外的第一安全出口，应朝向疏散方向开启；该区域

第二安全出口向非机动车库疏散，属于功能空间且仅为借

用，不合理。对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6.4.11条第1款

规定的理解及执行有疏漏，不满足规范规定的要求。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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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4.2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6.4.2 下列部位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3 电梯间、疏散楼梯间与汽车库连通

的门。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一层平面图纸中，汽车库与

疏散楼梯间之间连通的门设置为乙级防火

门，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4.2条第

3款的要求，见图1。

3.问题解析

本项目中，该楼梯间既是人防工程的战时

主要出入口，又是平时地下车库防火分区的安

全出口，车库与其之间连通的门设置为乙级防

火门，对《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4.2条第3款

的理解及执行有疏漏，不满足规范规定的甲级

防火门要求。

4.改进措施

按照现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要求，在整

改设计中将车库通向疏散楼梯间的门改为甲级

防火门即可满足要求，见图2。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沈荻提供）图1 地下一层平面图（局部）

图2 地下一层整改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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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解析

疏散出口是建筑中在火灾时供人员逃离

着火区域或建筑的出口，包括安全出口和房

间疏散门。因此，防烟楼梯间、合用前室、物

业管理用房的门，开启后的净高度均应严格

执行净高度不低于2.1m的要求。

4.改进措施

按照现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要求，

在整改设计中将防烟楼梯间、合用前室、物

业管理用房的门高度均改为2.2m，满足规范

要求，见图2。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杜馨昱提供）

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7.1.5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7.1.5 在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散出口处，不应有任

何影响人员疏散的物体，并应在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

散出口的明显位置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疏散通道、疏散

走道、疏散出口的净高度均不应小于2.lm，疏散走道在防

火分区分隔处应设置疏散门。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一层防烟楼梯间、合用前室、物业管理用

房等的门净高度均不足2.1m；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第7.1.5条的规定，见图1。

图1 地下一层平面图（局部）

图2 地下一层整改后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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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平面图（局部）

图4 平面图（局部）

1.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7.4.2 公共建筑内每个房间的疏散门不应

少于2个；儿童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中

的老年人活动场所、医疗建筑中的治疗室和

病房、教学建筑中的教学用房，当位于走道尽

端时，疏散门不应少于2个；公共建筑内仅设

置1个疏散门的房间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3 对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房间的

建筑面积不大于50m 2且经常停留人数不大

于15人。

2.问题描述

某项目

平面图中，

房 间“ V 1

包 ”“ V 2

包”仅设置

1个疏散门

且 人 数 大

于15人，违

反了《建筑

防火通用规

范》第7.4.2

条第3款规

定。（见图

1、2）

3.问题解析

本项目为公共建筑中涉及歌舞娱乐类用房装修改造

项目，房间“V1、V2包”仅设置1个疏散门且人数大于15

人。对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无论房间位于袋形走道

的两侧或尽端，还是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当房间的建

筑面积大于50m 2，或者使用人数大于15人时，均应设置

至少2个疏散门。

4.改进措施

房间“V1、V2包”缩小使用面积，使计算人数不大于

15人，以满足设置1个疏散门的规范要求（见图3、4）。

（由北京建院京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张宇提供）

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7.4.2条规定
问题实例

图1 平面图（局部）

图2 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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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疏散出口门净宽度示意图

3.问题解析

疏散出口门的净宽度应按照下述方法确定：

（1）单扇门的净宽度应为两扇门分别呈90 o角打

开时，从门侧柱或门框边缘到门表面之间的宽度。

（2）双扇门的净宽度应为扇门呈90o角打开时，相对

两扇门表面之间的宽度（见图2）。

本项目中，地上楼梯间疏散门的土建洞口尺寸

1.20m，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其疏散净宽度达不到

1.20m。对《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5.5.18条的理解

及执行有疏漏，不满足规范要求。

4.改进措施

按照现行《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要求，设

计整改图纸将地上楼梯

间的疏散门改为1.35m，

净宽度满足规范要求，

见图3。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

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杜馨昱提供）

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5.5.18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5.5.18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公共建筑内疏散门

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90m，疏散走道和疏散

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10m。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首层疏散

外门、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应符合表

5.5.18的规定。

2.问题描述

某项目（二

类 高 层 办 公

楼）首层平面图

中，地上楼梯间

疏散门净宽度

不足1 . 2 m，违

反《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第

5.5.18条的规定

（见图1）。

建筑类别
楼梯间的首层
疏散门、首层
疏散外门

走道
疏散楼梯

单面布房 双面布房

高层医疗建筑 1.30 1.40 1.50 1.30

其他高层
公共建筑

1.20 1.30 1.40 1.20

表5.5.18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

首层疏散外门、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m）

图1 首层平面图（局部） 图3 首层平面图（整改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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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2.1.1 结构承载力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4.4.7 剪力墙最小配筋率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 6.5.8 粘贴钢板加固的构造要求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4.4.8 混凝土框架梁设计基本要求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4.3.1 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承载力

2023年房屋建筑工程结构专业违反强制性高频条文

1.相关标准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2.1.1 结构在设计工作年限内，必须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能够承受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期

间预期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

2 应保障结构和结构构件的预定使用要求；

3 应保障足够的耐久性要求。

2.问题描述

某工业厂房项目由综合办公楼、1#、2#标准厂房等

单体组成。其中的综合办公楼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屋顶

违反《工程结构通用规范》第2.1.1条规定
问题实例

2 结 构
S T R U C T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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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标高18.30m；2#标准厂房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屋顶

结构标高21.80m，二者主体结构均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框

架—剪力墙结构。审查发现的问题如下：1、综合办公楼柱

配筋小于计算值，如图1中，C轴与1、8轴交点处KZ2节点核

心区箍筋C8@100（4），仅为计算值G4.8的41%，且其单侧

纵筋4C20为计算值17cm2的74%；该柱其上各层均存在上

述配筋不足情况，且相差较多；2、标准厂房沿

数字轴框架主梁，非加密区箍筋配筋不满足

计算，如：2#厂房B007图KL14在A～F轴间支

座范围非加密区箍筋计算值G1.3～G1.7，实配

C8@200、C10@200不满足计算（如图2）。

以上构件违反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第

2.1.1条中“结构在设计工作年限内，……应能

够承受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期间预期可能

出现的各种作用”的要求。

3.问题解析

结构设计时，对混凝土框架节点核心区的

抗剪承载力有特殊规定与限值，以保证节点的

可靠性。图1中KZ2靠着两侧的框梁/连梁与两道

抗震墙相连，因此计算中出现节点核心区抗剪

箍筋计算值较大情况。图2中，KL14每柱间整跨

被二道次梁分割成三段，计算中每一段梁单独

出示配筋结果；与柱相连的各段梁箍筋计算值

大多在G1.3～G2.1之间，但整跨梁箍筋加密区

范围（1950mm）并不能完全涵盖此段梁（长度

3450～3750mm），因此就出现了所述问题。

这些构件配筋严重不足，内力设计值大于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超过结构的承载力

极限状态，会导致结构破坏或失效。因此，设

计者应在施工图完成时，仔细查验图纸标注与

计算结果；一旦疏忽，如本图中所出现的配筋

严重不足情况，势必对结构构件的安全性造成

影响。

4.改进措施

设计单位应加强内部校审，必要时采用智

能审查工具软件自查配筋，避免出现配筋严重

不足，结构承载力不满足要求等问题，以保证

结构安全。

（由北京建院京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梁羽风提供）

图1 综合办公楼首层墙柱配筋平面图及配筋简图（局部）

图2 2#厂房首层顶梁配筋平面图及配筋简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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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标准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4.4.7 混凝土房屋建筑结构中剪力墙的最小配筋

率及构造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剪力墙的竖向和水平分布筋的配筋率，一、二、

三级抗震等级时均不应小于0.25%，四级时不应小于

0.20%。

2.问题描述

某项目为新建职工集体宿舍，结构类型为框架

-剪力墙结构，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框架抗

震等级为三级、剪力墙抗震等级为二级。三层～屋面

GBZ4、GBZ8、GBZ12、GBZ23的竖向墙肢，无墙体水

平分布筋通过，墙厚300mm，箍筋C8@150（2），配筋

率0.22%，不符合《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第4.4.7条第

1款“剪力墙的竖向和水平分布筋的配筋率，一、二、

三级抗震等级时均不应小于0.25%”的规定。如图1、图

2所示。

违反《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第4.4.7条规定
问题实例

图1 三层楼面标高～屋面标高竖向构件局部平面图

图2 三层楼面标高～屋面标高边缘构件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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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解析

为了防止混凝土剪力墙在受弯裂缝出现后立即达到极

限受弯承载力，配置的竖向分布筋必须满足最小配筋率要

求。同时，为了防止斜裂缝出现后发生脆性的剪拉破坏，规

定了水平分布筋的最小配筋率。上述无墙体水平分布筋通

过的边缘构件的箍筋配筋率小于《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第4.4.7条第1款规定的剪力墙水平分布筋最小配筋率。

4.改进措施

加大边缘构件的箍筋直径、增加箍筋肢

数或减小箍筋间距以满足剪力墙水平分布筋

最小配筋率的要求。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岸雄提供）

3.问题解析

被加固的构件因承载力及锚固需求采

取粘贴钢板加固法，钢板宽度及平整度对粘

贴质量有直接影响，过宽的钢板无法保证钢

板的平整度及注胶饱和度等要求，易导致脆

性剥离或过早剪坏。因此《既有建筑鉴定与

加固通用规范》第6.5.8条第1款对粘贴钢板

宽度做出规定，即“粘钢加固的钢板宽度不

应大于100mm。”

4.改进措施

建议通过调整钢板厚度、调整钢板条

数等措施满足《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

规范》第6.5.8条第1款对粘贴钢板宽度的规

定；或改变加固方法（例：由粘贴钢板加固法

改为型钢加固法等），满足设计要求及规范

规定。

（由北京建院京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谭兵提供）

违反《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第6.5.8条规定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

6.5.8 粘贴钢板加固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粘钢加固的钢板宽度不应大于100mm。采用手工

涂胶和压力注胶粘贴的钢板厚度分别不应大于5m m和

10mm。

2.问题描述

本项目为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结构，建于

1998年，使用功能为宾馆，经鉴定部分构件承载力不满足使

用要求，需采取加固补强措施。构件采用粘贴钢板加固法。

加固梁采用的U型钢板宽度为300mm及150mm，见图1。

图1 二层顶梁加固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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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第4.4.8条规定
问题实例

图3某层局部配筋平面图（三）

1.相关标准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4.4.8 房屋建筑混凝土框架梁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3 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

除按计算确定外，一级不应小于0.5，二级、三级不应小于

0.3。

2.问题描述

某项目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框架抗震等级为一级，

部分框架梁梁端底面与顶面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小

于0.5，不满足《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第4.4.8条第3款的

规定：

（1）框 架 梁 K L 2 5 ，下 铁 纵 筋

4C22（1520m m 2），左支座上铁7C25

（3430mm 2），底面与顶面纵筋面积比

1520/3430=0.44<0.5，见图1。

（2）框 架 梁 K L 1 1，下 铁 纵 筋

2C22+2C20（1388m m 2），支座上铁

6C25（2940mm2），底面与顶面纵筋面

积比1388/2940=0.47<0.5，见图2。

（3）框 架 梁 K L 2 1，下 铁 纵 筋

2C22+2C20（1388mm 2），左支座上铁

8C22（3040mm2），底面与顶面纵筋面

积比1388/3040=0.46<0.5，见图3。

3.问题解析

抗震等级为一级的框架梁，梁端

截面的底面和顶面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除应满足计算要求外，还应满足构造要

求，本项目中三处框架梁梁端截面的底

面和顶面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均小

于0.5，违反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第4.4.8条第3款的规定。

4.改进措施

调整框架梁的底面纵筋实配值，使

其与梁端顶面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

值不小于0.5。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崔美艳提供）

图1某层局部配筋平面图（一）

图2某层局部配筋平面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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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第4.3.1条规定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4.3.1 结构构件的截面抗震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S ≤ R/γRE

式中：S—结构构件的地震组合内力设计值，按本规范

4.3.2条的规定确定；

R—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按结构材料的强度设计值

确定；

γR 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除本规范另有专门规定

外，应按表4.3.1采用。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2层，地上2层，建筑总高度约为11.5米，抗震

设防类别为乙类，结构形式为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抗震

等级为二级，剪力墙抗震等级为一级。

部分墙柱竖向构件配筋小于计算值较多，不满足《建

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第4.3.1条的规定。首层墙体

Q2，水平筋实配C14@150（计算水平筋间距为200mm，则

水平筋实配为H4.1）小于计算值H9.2，见图1、图2。地下一层

框架柱XKZ-1，Y向纵筋实配11C20（3456mm2）小于计算值

5300mm2,见图3、图4。

3.问题解析

（1）首层墙体Q2，水平

筋实配C14@150（计算水平

筋间距为 2 0 0 m m，则水平

筋实配为H4.1）小于计算值

H9.2，实配筋仅为计算值的

44.5%。

（2）地下一层框 架 柱

XKZ-1，Y向纵筋实配11C20图1 首层局部平面布置图及墙身配筋表

（3456mm2）小于计算值5300mm 2，实配筋

仅为计算值的65.2%。

墙柱竖向构件为结构的重要受力构件，

以上墙柱配筋均小于计算值较多，结构存在

安全隐患，违反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

用规范》第4.3.1条的规定。

4.改进措施

依据计算结果，调整墙柱配筋图，使墙

柱实配钢筋满足计算值。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崔美艳提供）

图2 首层局部计算结果简图

图4 地下一层局部计算结果简图

图3 地下一层局部平面布置图及配筋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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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10.0.2 灭火器保护距离、配置基准要求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3.0.4 室外消火栓系统设置要求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4.0.6 自喷系统末端试水装置及试水阀设置要求

2023年房屋建筑工程给水排水专业违反强制性高频条文

表6.2.1 A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

1.相关标准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10.0.2 灭火器设置点的位置和数量应根

据被保护对象的情况和灭火器的最大保护

距离确定，并应保证最不利点至少在1具灭火

器的保护范围内。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和最低配置

基准应与配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相适应。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6.2.1 A类火灾场所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应符合

表6.2.1的规定。

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10.0.2条规定
问题实例

3 给水排水

危险等级 严重危险级 中危险级 轻危险级

单具灭火器最小配置灭火级别 3A 2A 1A

单位灭火级别最大保护面积（m2/A） 50 75 100

W A T E R  S U P P L Y  A N D  D R A I N 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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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附录A

2.问题描述

某改造项目给排水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本

工程按中危险级A类火灾配置灭火器，采用4kg充装量

手提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但图纸中灭火器规格为MF/

ABC2，其灭火剂充装量为2kg、灭火级别为1A，不满

足中危险级A类火灾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单具灭

火器最小配置灭火级别2A）的要求，见图1。

3.问题解析

依据《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10.0.2条

的规定，灭火器的最低配置基准应与配置场

所的火灾危险等级相适应，规格MF/ABC2

灭火器的灭火级别不适应中危险级A类火灾

场所。

4.改进措施

给排水消防平面图中修改灭火器的规

格，选用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应与配置场所的

火灾危险等级相适应。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赵莹提供）

图1 消防平面图（局部）

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3.0.4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3.0.4 室外消火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当室外消火栓系统的室外消防给水引入管设置倒

流防止器时，应在该倒流防止器前增设1个室外消火栓。

附录A 建筑灭火器配置类型、规格和灭火级别基本参数举例

表A.0.1 手提式灭火器类型、规格和灭火级别

灭火器类型

灭火剂充装量
（规格） 灭火剂类型

规格代码
（型号）

灭火级别

L kg A类 B类

干粉
（磷酸铵盐）

-- 1 MF/ABC1 1A 21B

-- 2 MF/ABC2 1A 21B

-- 3 MF/ABC3 2A 34B

-- 4 MF/ABC4 2A 55B

-- 5 MF/ABC5 3A 89B

2.问题描述

某工程总建筑面积815 4 6 . 8 3 m 2，地

上建筑面积45355 .7 2 m 2，地下建筑面积

36191.11m2。主要包括1#～7#住宅楼、S-1#居

住公共服务设施、1#门卫室、2#门卫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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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机动车库。

设计说明中明确室外给水为双路，室外消火栓由市政

直供，引入管设置倒流防止器，见图1。室外给水消防平面

图中室外消防给水引入管倒流防止器前未设室外消火栓，

见图2。

3.问题解析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3.0.4条明确规定室外消防给

水引入管设置倒流防止器时应在该倒流防止器前增设1个

室外消火栓。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2014第7.3.10条规定“室外消防

给水引入管当设有倒流防止器，且火灾时因

其水头损失导致室外消火栓不能满足本规

范第7.2 .8条的要求时，应在该倒流防止器

前设置一个室外消火栓”。条文说明给出的

解释是：倒流防止器的水头损失较大，如减

压型倒流防止器在正常设计流量时的水头

损失在0.04MPa～0.10MPa之间，火灾时因

流量大增，水头损失会剧增，可能导致使室

外消火栓的供水压力不能满足0.10M Pa的

要求，为此应进行水力计算。为保证消防给

水的可靠性，规定从市政给水管网接引的

入户引入管在倒流防止器前应设置一个室

外消火栓。

由于给水管网运行工况受影响因素较

多，事实上无法通过计算来确定火灾时的供

水压力。《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废止了《消防

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第7.3.10条，改

为必须在倒流防止器前设置室外消火栓，更

便于执行，也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多路给水的项目，各引入管均应在倒流

防止器前设置室外消火栓。倒流防止器前增

设的室外消火栓应符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

系统技术规范》第7.2.6条的规定，即距路边

不小于0.5m并不大于2.0m，距建筑外墙或外

墙边缘不小于5.0m。

4.改进措施

室外给水消防平面图中室外消防给水引

入管倒流防止器前补设室外消火栓。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潘国庆提供）

图1 设计说明（局部）

图2 室外给水消防平面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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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4.0.6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4.0.6 每个报警阀组控制的供水管网水力计算最不

利点洒水喷头处应设置末端试水装置，其他防火分区、

楼层均应设置DN25的试水阀。末端试水装置应具有压

力显示功能，并应设置相应的排水设施。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3层至地上2层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报警阀设置在地下2层，共设2套报警阀，见图1。地

下3层及地下2层合用一套报警阀，地下3层设置末端试

水装置，地下2层设置试水阀。地下1层至地上2层合用

一套报警阀，地下1层设置末端试水装置，地上2层设

置试水阀。本项目系统图及平面图中末端试

水装置均未设在供水管网水力计算最不利点

洒水喷头处，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

4.0.6条的规定。

 

3.问题解析

末端试水装置和试水阀是测试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功能的重要手段，用于检查系

统是否处于良好的准工作状态。末端试水

装置可以通过模拟喷头的开启情况检验系

统的工作状态，需要设置在系统供水管网

的水力计算最不利点洒水喷头处，并应能直

观显示所在位置处的压力。试水阀的作用是

检测本楼层、防火分区的配水管网内是否有

水，可根据排水设施的位置确定试水阀的安

装位置。

系统供水管网的水力计算最不利点洒水

喷头通常位于系统的最高层、最远端，本工

程各层喷头布置基本一致，末端试水装置应

设置在报警阀所保护的最高楼层的最不利喷

头处。

4.改进措施

修改为地下2层及地上2层最不利点喷

头处设置末端试水装置，其他楼层设置试

水阀。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潘国庆提供）图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原理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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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6.3.5 风管穿过不同防火分隔处的防火分隔分割要求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8.5.4 需设置排烟设施的无窗房间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11.3.5 需设置280℃排烟防火阀的部位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11.3.3 机械排烟系统水平方向应按防火分区独立设置

2023年房屋建筑工程暖通专业违反强制性高频条文

1.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6.3.5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管道、防烟与

排烟系统的管道穿过防火墙、防火隔墙、楼板、

建筑变形缝处，建筑内未按防火分区独立设置

的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中的竖向风管与每层水

平风管交接的水平管段处，均应采取防止火灾

通过管道蔓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

2.问题描述

本项目空调送风管穿前室隔墙（2处）、空

调送风管穿装修区与非装修区之间的防火隔墙

（1处）、空调回风管穿两个前室之间的隔墙（1

处）、排烟管穿装修区与非装修区之间的防火

隔墙（1处），均未设防火阀。本项目共需设置防火阀17

个，其中漏设防火阀5个，防火阀漏设比例高达29%（见

图1～图3）。

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3.5条规定
问题实例

4 暖 通

图1 二层空调平面图（局部） 图2 二层建筑平面图（局部）

H V A C

18    审图常见问题解析一月一答  2024.2

暖通专业高频强条问题案例



同防火分隔区域。不同功能的通风管道在穿

越防火分隔处防火阀的公称动作温度不同。

通风、空调、加压送风及排烟补风系统采用

70℃防火阀，厨房排油烟系统采用150℃防

火阀，排烟系统采用280℃排烟防火阀。

4.改进措施

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6.3.5条规

定，补充了所有漏设的防火阀，以有效防止火

势的蔓延，保证防火分隔的有效性。暖通图纸

中应保留建筑门编号，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张秀梅提供）

3.问题解析

建筑内的空调、通风和防排烟管道在穿越防火

墙、防火隔墙、防火分隔楼板以及其他防火分隔部位处

均应设置防火阀，以防止烟气和火势经风管蔓延到不

图3 二层排烟平面图（局部）

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8.5.4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8.5.4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地上建筑内的无

窗房间，当总建筑面积大于200m2或一个房间建筑面积

大于50m 2，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时，应设置

排烟设施。

2.问题描述

某工程总建筑面积2863m2，建筑高度19.5m。使用

功能为室内乒乓球馆及周边办公用房。面积超过50m2

的无窗办公房间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排烟设施，见图1。

3.问题解析

排烟旨在将火灾产生的有毒烟气和热

量尽快排出室外，为人员疏散、消防救援提

供有利条件，减轻对建筑结构的热作用。本

工程质检室属于人员长期停留的办公房间，

面积超过50m2，无自然排烟条件，也未按规

范要求设置机械排烟设施。

4.改进措施

措施1：调整平面布局，办公用房面积不

超过50m2时可不增设机械排烟设施。

措施2：为质检室增设排烟管道并接入

周边区域的机械排烟系统，火灾时由火灾报

警系统联动开启相应防烟分区的排烟口及排

烟风机，实现机械排烟。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刘爽提供）图1 质检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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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11.3.5条规定
问题实例

图1 排烟系统局部平面图

1.相关标准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11.3.5 下列部位应设置排烟防火阀，排烟防

火阀应具有在280℃时自行关闭和联锁关闭相应

排烟风机、补风机的功能：

1 垂直主排烟管道与每层水平排烟管道连接

处的水平管段上；

2 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的排烟支

管上；

3 排烟风机入口处；

4 排烟管道穿越防火分区处。

2.问题描述

某健身房装修改造项目，设于地下一层。新

增排烟管道支管处未设置280℃防火阀，见图1。

3.问题解析

规范要求防烟分区支管设置排烟防火阀，以

阻止带火烟气或高温烟气进入排烟管道系统，保

护排烟风机和排烟管道，防止火灾向其他区域蔓

延。排烟防火阀平时呈开启状态，火灾时当排烟

管道内烟气温度达到280℃时自动关闭，满足漏

烟量和耐火完整性要求，起到隔烟阻火作用。另

外，因本工程排烟口为常开百叶风口，应设排烟

阀保证风口常闭。

4.改进措施

按照规范要求在支管处设置280℃排烟防火

阀、排烟阀。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沈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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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11.3.3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11. 3 . 3  机械排烟系统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沿水平方向布置时，应按不同防火分

区独立设置;

2.问题描述

某研发办公楼新建工程项目，总建筑

面积63960m2，地上9层，地下3层，建筑高

度45m。

本项目地下一层中的防火分区-1F-3

布置为餐厅，防火分区-1F-6布置为消防安

防控制室及办公用房和设备用房，防火分

区-1F-6中消防安防控制室的机械排烟与

防火分区-1F-3餐厅的机械排烟系统合用。

详见图1。

3.问题解析

图1中防火分区-1F-6中消防安防控制

室的机械排烟与防火分区-1F-3餐厅的机

械排烟系统合用，违反了《消防设施通用

规范》第11.3.3条第1款规定。

规范要求机械排烟系统沿水平方向

布置时，应按不同防火分区独立设置，

以保证排烟系统在火灾时安全可靠有

效的运行，且有利于保证防火分区的完

整性。

4.改进措施

在施工图设计过程中建筑专业往往会调整防火分区

的划分，但未及时告知暖通专业，导致排烟系统的划分违

反规范要求，同时还造成通风空调系统风管穿越防火墙处

未设防火阀的问题发生。在此提醒暖通专业设计者在设计

工程中应与相关专业及时沟通，并核查防火分区的划分是

否调整，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林其静

提供）

图1 地下一层局部通风防排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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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10.1.5 消防设备专用电源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10.3.3 消防备用照明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10.1.8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12.0.4 短路隔离器设置

2023年房屋建筑工程电气专业违反强制性高频条文

1.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 B  55 0 37-

2022

10.1.5 建筑内的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

专用的供电回路，当其中的生产、生活用电

被切断时，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设备的用

电需要。

2.问题描述

本项目为某丁戊类工业厂房1-3层内

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10.1.5条规定
问题实例

5 电 气

装修工程，总建筑面积2970平方米，建筑高度12m，执

行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本项目变电室不在本建

筑物内。

本项目存在下列问题：系统图中所有总柜的消防

负荷断路器脱扣器均设置3340火灾分励脱扣附件（见

图1），火灾时被切断电源的消防负荷分盘实际配出应

急照明、电动排烟窗及区域报警控制器等回路（见图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具有总配电柜消防联动切断

电源的详细表达（见图3），火灾自动报警平面图具有总

配电柜消防联动切断电源的详细表达（见图4）。

E L E C T R I 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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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解析

AA1柜WLM1-4回路、AA2柜WLM1-3

回路、AA3柜WLM1-3及WLM1-4回路所带

负荷为应急照明、电动排烟窗及火灾区域报

警控制器，均属消防负荷。现图纸虽设计说

明四.1抄写规范原文，但系统图中所有总柜

的消防负荷断路器脱扣器均设置3340火灾

分励脱扣附件，系统图与设计说明不一致，

火灾时消防负荷会被切电，造成实质错误，

不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10.1.5条“保

证消防用电设备的用电需要”的要求。

4.改进措施

为确保消防负荷供电的连续性，应取消

消防负荷断路器脱扣器设置的“3340”分励

脱扣附件。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陈校提供）图2 消防配电箱系统图

图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消防联动总柜切电系统图

图4 火灾自动报警平面图消防联动总柜切电平面图

图1 配电总柜系统图

审图常见问题解析一月一答  总第7期    23

电气专业高频强条问题案例



图1 地下一层电力平面局部（补风机房） 图4 地下一层照明平面局部（送风机房）

图3 地下一层电力平面局部（送风机房）

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10.3.3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 016 -

2014（2018年版）

10.3.3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

备发电机房、配电室、防排烟机房以及发

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消防设备房应

设置备用照明，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

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

2.问题描述

某研发办公楼项目，补风机房、送

风机房、空调机房内均设置平时风机和

消防风机，是平时消防合用的风机房。

见图1、图3、图5。

电气设计忽略了风机房内不仅设置

了平时用风机，还设置了消防风机。由照

明平面图图2、图4、图6可见，风机房的照

明由普通照明配电箱供电，未设置消防

备用照明。

图2 地下一层照明平面局部（补风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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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地下一层照明平面局部（空调机房）

图5 地下一层电力平面局部（空调机房）

3.问题解析

消防备用照明设置场所和基本照度要

求，是为了满足在建筑发生火灾后仍需坚

持工作场所的操作要求。关系到火灾时消

防设备可正常操作和运行的照明要求，是

负荷等级高于一般照明且供电可靠性及线

缆要求都高于一般配电设备的消防设备要

求。本工程中各风机房照明未按消防负荷

对待，且照明配电箱还设置了火灾时切电措

施，火灾时此风机房将失去照明供电，消防

设备的操作得不到保证，给消防工作带来极

为不利影响。

4.改进措施

对于平时消防合用风机房，如消防风机

配电箱采用末端互投，则消防备用照明直接

由消防风机配电箱供电，或者由本防火分区

的竖井或配电小间的消防电源双切箱为平时

消防合用风机房的消防备用照明供电。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赵玲提供）

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10.1.8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10.1.8 除筒仓、散装粮食仓库和火灾发展缓慢的

场所外，下列建筑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疏散指示

标志及其设置间距、照度应保证疏散路线指示明确、方

向指示正确清晰、视觉连续：

3 公共建筑；

2.问题描述

某商业大厦一层、五层局部内装修工

程，一层应急照明平面图中，商场主要出入

口门斗内侧的出口标志灯设置在红外感应自

动门（推拉门）上，各门斗外侧安全出口均未

见出口标志灯，违反《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

10.1.8条“疏散指示标志设置应保证疏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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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然而电气设计未按照建筑专业指明的安全出口

门及疏散路径来设计门厅部位的疏散指示标志。出口

标志灯设置在门斗内侧红外感应自动门（推拉门）上，

门厅部位设计的疏散方向指示灯、地面导流标志灯也

指向该推拉门，各门斗内、外侧安全出口的平开门上均

未设计出口标志灯。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7.1.6

条的规定，  疏散出口门应为平开门或在火灾时具有

平开功能的门，不是门斗中部的红外感应自动门。灯

光疏散指示标志的设计违反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第10.1.8条“疏散指示标志设置应保证疏散路线指示明

确、方向指示正确清晰”的规定。

4.改进措施

电气专业在疏散指示标志设计中，应按照《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第10.1.8条及国家现行相关技术

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201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的规定进行设计。其次应按照建筑专业

图纸标明的安全出口和疏散路径复核疏散指示标志的

设计，避免违反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本项目整改后，在内、外两侧共8个平开门上补充

了出口标志灯，同时，门厅疏散方向指示灯、地面导流

标志灯调整到对准平开门方向，如图2所示。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赵春风 

提供）

图1 一层应急照明平面图截图

图2 一层应急照明平面图修改后截图

线指示明确、方向指示正确清晰”的规定，

如图1所示。

3.问题解析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10.1.8条是一条

高度概括的条文，其中第3款明确公共建筑

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作为通用规范条

文，该条文并未给出疏散指示标志具体设置

部位，而是在条文说明中强调了“本条规定

了建筑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基本范

围和疏散指示标志设置的性能要求，以有利

于人员安全、有序疏散。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的性能要求和具体设置要求，可以按照国家

现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确定。”这就为电

气设计指明了设计思路，应按照国家现行相

关技术标准的规定来确定灯光疏散指示标

志的性能要求和具体设置要求。本项目一层

11～13/H轴的安全出口为商场主要出入口，设

有门斗，门斗中部设有红外感应自动门（推

拉门），自动门两侧各设有一个平开疏散门，

平时人员主要通过门斗中部的自动门进出，

火灾时，人员通过门斗两侧的平开门进行疏

散。建筑专业图中注明了安全出口为门斗两

侧平开门，走道、门厅的疏散路径引向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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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第12.0.4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12.0.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总线上应设置总线短路隔

离器，每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

报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的总数不应大于32点。总线在穿越

防火分区处应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一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中，分配到每

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

钮和模块等消防设备的总数超

过32点；二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平面图中，部分位置总线穿越防

火分区处未设置总线短路隔离

器；上述内容违反了《消防设施

通用规范》第12.0.4条的规定，见

图1、图2。

3.问题解析

地下一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图中，分配到每只总线短路隔离

器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

报警按钮和模块等消防设备的总

数超过32点；二层火灾自动报警

平面图中，一层挑空区域与二层其

他区域为不同防火分区，总线在

穿越防火分区处未设置总线短路

隔离器。

4.改进措施

应按《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第12.0.4条要求确定短路隔离器

数量，确保每只总线短路隔离器

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

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的总数不大

于32点，平面图中应在总线穿越防

火分区处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

（由北京建院京诚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孔冬冬提供）

图1 某项目地下一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局部放大图

图2 某项目二层火灾自动报警平面图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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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6.1.9 地下工程和基坑工程评价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1.0.3 提供勘察报告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6.2.3 工程勘察报告编写内容要求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3.2.5 桩基础的勘探孔深度规定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6.1.7 桩基础评价

2023年房屋建筑工程勘察专业违反强制性高频条文

1.相关标准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6.1.9 地下工程和基坑工程评价应包括

下列内容：

2 提供岩土的重度和抗剪强度指标，并

说明抗剪强度的试验方法，提供锚固体与地

层摩阻力等岩土参数。

违反《工程勘察通用规范》第6.1.9条规定
问题实例

6 岩土勘察

2.问题描述

密云区某中心小学改扩建工程，新建教学楼、新

建综合楼基础埋深-5.35m。

勘探孔孔口绝对标高为78.20～80.14m，地形较

平坦。

勘察报告建议根据基坑实际开挖深度和工程地质

情况，该工程采用土钉墙、桩锚进行基坑支护，并指出

G E O T E C H N I C A L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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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基坑支护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详见“地层岩性及土的

物理力学性质综合统计表”。

经查所指综合统计表，未见提供土钉墙设计所需相关

地层及锚杆设计所需填土层的锚固体与地层摩阻力岩土

参数。违反《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中第6.1.9

条第2款要求。见表1。 

3.问题解析

本项目中，勘察报告建议采用土钉墙、桩锚进行基坑

支护，并指出有关基坑支护设计所需的岩土

参数详见“地层岩性及土的物理力学性质综

合统计表”，但未见提供土钉墙设计所需相

关地层及锚杆设计所需填土层的锚固体与

地层摩阻力岩土参数。对《工程勘察通用规

范》GB 55017-2021中第6.1.9条第2款的理解

及执行有疏漏，不满足规范规定的应提供所

需填土层的锚固体与地层摩阻力岩土参数

要求。

4.改进措施

按照现行《工程勘察通用规范》要求，

在整改报告中补充提供土钉墙设计所需相

关地层及锚杆设计所需填土层的锚固体与

地层摩阻力岩土参数即可满足要求。

（由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郭书泰提供）

表1

违反《工程勘察通用规范》第1.0.3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1.0.3 工程勘察应根据工程建设不同阶段的要求，进

行策划、实施，勘察成果应正确反映工程地质条件，查明

不良地质作用，提供资料真实、结构完整、评价合理、结论

可靠、建议可行的勘察报告。

2.问题描述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的第1.0.3条是一

个综合性条款，是对勘察工作的基本要求。

凡是勘察成果不能正确反映工程地质条件，

未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类型及其危害程度，提

供的资料不真实、结构不完整、评价明显不

合理（如将半填半挖的地基错误地评价为均

匀地基）、结论不可靠且偏于不安全（如水的

腐蚀性等级应为弱，错误评价为微）、建议

明显不可行的，均可视为违反该条款。

常见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地下水腐蚀性

审图常见问题解析一月一答  总第7期    29

岩土勘察专业高频强条问题案例



图1 部分水试样腐蚀性试验结果

分析评价结论错误且偏于不安全。如某住

宅楼项目潜水腐蚀性评价,8个水试样氯离子

含量均大于干湿交替时微、弱腐蚀性评价

界限值100mg/L，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年版）第12.2.4条规定，

按干湿交替情况，地下水对钢筋混凝土结构

中钢筋的腐蚀性等级评价结论应为弱，错误

评价为微，即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

蚀性等级评价结论错误且偏于不安全。违反

了《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中第

1.0.3条要求。

地下水试样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

腐蚀性等级评价见表1所示。部分水试样腐

蚀性试验结果，见图1。

3.问题解析

该项目中勘察成果存在明显错误，地下水对钢筋混凝

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等级评价应为弱误判为微，结论错

误且偏于不安全。

该勘察报告中地下水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

蚀性等级评价不合理、结论不可靠，对《工程勘察通用规

范》GB 55017-2021中第1.0.3条的理解及执行有疏漏，不满

足规范规定的勘察成果应评价合理、结论可靠的要求。

4.改进措施

按照现行《工程勘察通用规范》要求，在整改报告中

依次更正每层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结论即可

满足要求。

（由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郭书泰提供）

腐蚀等级 长期浸水 干湿交替 CI-测试值（mg/L） 腐蚀性评价结论

ZK17-1

微＜10000
弱10000～20000

微＜100
弱100～500

110.60 微

ZK17-2 104.93 微

ZK17-3 109.18 微

ZK49-1 112.02 微

ZK49-2 107.76 微

ZK49-3 123.44 微

ZK71-1 106.32 微

ZK71-2 103.51 微

表1 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等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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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工程勘察通用规范》第6.2.3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

2021

6.2.3 工程勘察报告应根据任务要

求、勘察阶段、工程特点和地质条件等

编写，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7 土和水的腐蚀性评价。

2.问题描述

丰台区某供水管线工程，管线材质

为球墨铸铁管，埋深2.5～3.0m，采用明

挖法。

未对浅层土进行视电阻率测试及

土对球墨铸铁管腐蚀性评价。

违反《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 B 

55017-2021中第6.2.3条第7款要求。

3.问题解析

该项目中，管线材质为球墨铸铁

管，按照现行相关规范要求，球墨铸铁

管属钢铁材质，应对管线埋深深度范围

内的土进行视电阻率测试，并依据测试

结果分析评价土对钢铁材质管道的腐

蚀性。

勘察报告未对浅层土进行视电阻

率测试及土对球墨铸铁管腐蚀性评价，

对《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中第6.2 .3条第7款的理解及执行有疏

漏，不满足规范规定的应进行土腐蚀性

评价要求。相关截图见图1～图4。

4.改进措施

按照现行《工程勘察通用规范》要求，在整改报告中补

充提供浅层土进行视电阻率测试资料及土对球墨铸铁管腐

蚀性评价结论即可满足要求。

（由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郭书泰提供）

图1 附件目录

图2 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图3 按地层渗透性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图4 土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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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工程勘察通用规范》第3.2.5条规定
问题实例

图1 工程地质剖面图

1.相关标准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

2021

3.2.5 桩基础的勘探孔深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进入预计

桩端平面以下岩土层不小于3d（d为桩

身设计桩径），且不应小于3m；对桩身

直径大于或等于800mm的桩，不应小

于5m。

2 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满足下卧

层验算要求；对需验算沉降的桩基，应

满足地基变形计算深度要求。

3 对嵌岩桩，控制性勘探孔深度

应进入预计桩端平面以下岩层不小于

3d，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进入预计桩

端平面以下岩层不小于1d，且应穿过溶

洞、破碎带到达稳定岩层。

2.问题描述

某项目桩基方案建议采用不小

于直径800mm钻孔灌注桩，选择卵石

⑦层作为桩端持力层，9#住宅楼工程

地质剖面图中一般性孔勘探孔181#、

183#、192#、194#勘探深度未达到建

议的桩端持力层卵石⑦层（见图1）。违

反了《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

2021第3.2.5条第1款规定。

3.问题解析

本项目9#住宅楼桩基方案建议采用不小于直径

800mm钻孔灌注桩，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进入预计桩

端平面以下规范规定的一定深度。一般性勘探孔181#、

183#、192#、194#勘探深度仅达到粉质黏土-重粉质黏

土⑥层、黏质粉土-砂质粉土⑥1 层，未达到建议的桩端

持力层卵石⑦层。

4.改进措施

（1）在勘察项目工程量策划阶段，应根据建筑物高

度、结构类型、基础形式、桩基荷载、沉降要求、地层情

况等预估确定勘探孔深度。在实施阶段，需根据现场钻

孔地层情况，适当调整勘探孔深度。

（2）当设计条件发生变化，必要时应补充勘察。

（由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彭广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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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工程勘察通用规范》第6.1.7条规定
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6.1.7 桩基础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提供桩基设计及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2 提出可选的桩基类型和施工方法、建议

桩端持力层；

3 对存在欠固结土及有大面积堆载、回填

土、自重湿陷性黄土的项目，分析桩侧产生负摩

阻力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4 评价成桩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桩基施工

对环境影响，提出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

5 提出桩基础检测建议。

2.问题描述

（1）某项目抗浮建议措施这样描述：“本工

程为基础埋置较深的大型工程，考虑受该区域

未来水位回升影响，且本工程低层和纯地下建

筑荷载相对较小，抗浮问题突出。若经过抗浮验

算需进行抗浮设计，设计方案可通过设置抗浮

桩、抗浮锚杆、增加结构配重或增加上覆土重等

方案，相关参数见表5。”

建议抗浮措施包括抗拔桩，未提出桩基施

工方法的建议，未评价成桩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

桩基施工对环境影响，未提出设计、施工应注意

的问题。违反了《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

2021第6.1.7条第4款规定。

（2）某项目拟建化粪池、液氧站±0.0 0标

高为31.10 m，基础埋深约2 .0 0 m,基底标高约

29.10m，直接地基持力层为杂填土①层，不宜做

为基础持力层，采用钻孔灌注桩方案，桩端持力

层为③层砂层，同时对桩间填土采用动力挤密

或固结方式对人工填土进行处理。桩基础设计

所需的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qsik及桩的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pk见表4-1。

桩端持力层为③层砂层，未提供③层极限端阻力标准

值。违反了《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第6.1.7条

第1款规定。

3.问题解析

（1）桩基础包括基础桩、抗浮桩，均要进行桩基础评

价。勘察报告一般容易忽略抗浮桩评价。

（2）采用桩基础方案应提供桩基设计及施工所需的岩

土参数，包括桩侧阻力值、桩端阻力值。若桩身范围存在欠

固结土及有大面积堆载、回填土、自重湿陷性黄土的项目，

应分析桩侧产生负摩阻力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4.改进措施

（1）抗浮桩也是桩基础，应按桩基础进行评价。在建议桩

基础时，要充分考虑场地环境和地质条件，评价成桩可能遇

到的风险以及桩基施工对环境影响，提出施工注意事项等。

（2）可选桩基类型应根据当地施工经验，结合工期、施工

条件、机械设备、经济合理等因素综合确定。不同类型的桩基

应提供相对应的岩土设计参数和桩端持力层建议，桩端持力

层建议应注意钻孔深度是否满足桩基变形计算深度要求。

（由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彭广军提供）

表4-1 各土层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压缩模量、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及
极限阻力标准值

审图常见问题解析一月一答  总第7期    33

岩土勘察专业高频强条问题案例



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4-2021 4.6.7 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4-2021 6.2.17 给水管道的防护阀门设置和安装要求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4-2021 5.2.11 过滤吸收器的数量确定及通过过滤吸收器的风量要求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4-2021 3.3.10 人防门的设置位置和数量要求

2023年房屋建筑工程人防专项违反强制性高频条文

1.相关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DB11/ 994-2021

4.6.7 承受动荷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

于表4.6.7规定的数值。

2.问题描述

某高层住宅与地库连为一体的项目，

违反《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第4.6.7条规定问题实例

7 人防专项

分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C35 C40～C55 C60～C80

受压构件的全部纵向钢筋 0.60（0.40） 0.60（0.40） 0.70（0.40）

偏心受压及偏心受拉构件一侧
的受压钢筋

0.20 0.20 0.20

受弯构件、偏心受压及偏心
受拉构件一侧的受拉钢筋

0.25 0.30 0.35

表4.6.7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C I V I L  D E F E N S E  S P E C I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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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楼墙体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40～C50，该范围

的临空墙、防护单元隔墙厚度为300mm，竖直筋采用

C14@200，配筋率0.26%＜0.30%，不满足《平战结合人

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第4.6.7条中的受弯钢筋最小配

筋率要求。

3.问题解析

结构专业人防审查（检查）意见中常见的是人防

构件最小配筋率不满足《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

规范》第4.6.7条要求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人

防顶板、门框墙、临空墙及防护单元隔墙等

部位，特别是人防顶板有高差部位的侧面及

主楼下采用较高混凝土强度等级的人防墙。

本案例就是住宅楼墙体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比车库提高，为C40，相应的人防构件的最小

配筋率未按“表4.6.7”条相应提高。

4.改进措施

调整人防墙体的垂直分布钢筋间距或

直径，以满足规范要求。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陈晓民提供）

图1某高层住宅墙体配筋表

图1 地下二层喷淋平面图

1.相关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 -

2021

6.2.17 人防工程给水管道的防护阀门的设置及安

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给水管、消防水管从围护结构引入时，应在围

护结构内侧的管道上设置防护阀门；管道穿越防护单

元之间的防护密闭隔墙时，应在防护密闭隔墙两侧的

管道上设置防护阀门；管道穿越上下防护单元时，应在

防护密闭楼板下侧的管道上设置防护阀门。

2.问题描述

图1为某新建住宅小区地下室人防区域喷淋平面

违反《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第6.2.17条规定问题实例

图，图中箭头所指处为防护单元之间的防护

密闭隔墙，但喷淋管道穿越此处时，未在防

护密闭隔墙上设置防护密闭套管，也未在两

侧的防护单元内设置防护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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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管道穿越防护单元之间的防护密闭隔墙做法

图2 管道穿越人防围护结构做法

图5 管道穿越密闭隔墙做法

图6 地下二层喷淋平面图（修改后）

图3 管道穿越人防工程顶板做法

3.问题解析

本工程应执行《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但

平面图中穿过防护单元之间的防护密闭隔墙处未设置防护密

闭套管及防护阀门，不满足《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

范》第6.1.3条和6.2.17条规定。

下面将管道穿越人防工程的顶板、外墙、密闭隔墙及

防护单元之间的防护密闭隔墙做法进行列举（见图2～图

5），以便大家能清晰了解如何设置防护密闭套管及防护

阀门。

 

4.改进措施

需在图中补充防护密闭套管和防护阀门，

如图6所示。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马月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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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

范》DB 11/994-2021

5.2.11 过滤吸收器数量应根据

战时滤毒通风量确定；通过过滤吸

收器的风量严禁大于过滤吸收器额

定风量。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室人防区域设有三

个防护单元，其中2#防护单元选用

了3台过滤吸收器，其额定风量的总

和小于该防护单元计算所需的战时

滤毒通风量，见图1、图2。

3.问题解析

本项目中，2 #防护单元计算所

需的战时滤毒通风量为2936.144m3/h 

（见图1），但设备表中该防护单元选

用了2台风量为1000m3/h和1台风量为

500m3/h的过滤吸收器（见图2），过

滤吸收器的总额定风量小于战时所需

的滤毒通风量，不满足《平战结合人

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第5.2.11条关于

“过滤吸收器数量应根据战时滤毒

通风量确定”的要求。

违反《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第5.2.11条规定问题实例

4.改进措施

调整人防设备表中过滤吸收器的规格和数量，使过滤吸收器的

总额定风量不小于项目计算所需的战时滤毒通风量，见图3。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孙凤岭提供）

图1 人防通风计算表

图2 人防主要设备表

图3 人防主要设备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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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
第3.3.10条规定问题实例

图1 地下二层平面图（局部）

图2 地下二层整改平面图（局部）

1.相关标准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DB11/994 -

2021

3.3.10 人防工程出入口应设置人防门，其数量应

符合表3.3.10的规定；并按由外到内的顺序设置防护密

闭门、密闭门，其中防护密闭门应向外开启。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地下二层平面图纸中，2#防护单元战时功

能为甲6级二等人员掩蔽部，在人防工程出入口处，仅

设置一道双向受力人防门，违反《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规范》第3.3.10条，见图1。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吴冰提供）

人防门

工程名称

医疗救护工程、专业队队
员掩蔽工程、一等人员掩
蔽工程、区域供水站、生

产车间、食品站

二等人员掩
蔽工程、固
定电站控制
室、人防物

资库

专业队车辆
掩蔽工程、
移动电站、
固定电站发

电机房
主要出入口 次要出入口

防护密闭门 1 1 1 1

密闭门 2 1 1 0

3.问题解析

《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第

3.3.10条中所提人防工程出入口指人防区与

非人防区分界线上的所有出入口。故人防区

与非人防区分隔墙上，通向电梯厅、楼梯间

或其他非人防区的人和汽车用连通口、出入

口等，无论是平时用，还是战时用，或平战两

用，均不得采用1樘防护密闭门加临战封堵

的做法，更不能用1樘抗力低的双向受力防护

密闭门加砂袋封堵的做法。北京地区人防工

程出入口不允许采用临战封堵做法。本项目

中采用一樘双向受力门加临战封堵，是对本

条规范的理解及执行有疏漏。

4.改进措施

按照《平战结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

范》第3.3.10条要求，在整改设计中在人防出

入口处设一道防护密闭门和一道密闭门，见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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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条文号 条文主要内容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3.2.3-3 门的无障碍设计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3.1.6 无障碍开关高度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2.5.4 手动门的无障碍设计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3.2.4 无障碍厕所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3.4.4 客房、住房的无障碍卫生间

2023 年全市房屋建筑工程无障碍环境专项违反强制性条文情况

1.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2021

3.2.3 无障碍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2.问题描述

某项目无障碍厕所的平开门向内开启，

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

3.2.3条第3款“无障碍厕所应设置水平滑动

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的规定，见图1。

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第3.2.3-3条规定问题实例

8 无障碍
A C C E S S I B I 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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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第3.1.6条规定问题实例

3.问题解析

无障碍厕所考虑到使用者跌倒时有可能阻碍门向

内打开从而影响救助，所以无障碍厕所不允许采用内

开门，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4.改进措施

本项目将此门改为水平滑动式门，满足规范要求，

见图2。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王曼

提供）图1 无障碍厕所门向内开启

图2 无障碍厕所门设置水平滑动式门

1.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3.1.6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供使用者操控

的照明、设备、设施的开关和调控面板应易

于识别，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1.10m。

2.问题描述

某无障碍卫生间的照明开关设在卫生间内部，图

例表中照明开关高度均为1.3m，设计说明没有专门针

40    审图常见问题解析一月一答  2024.2

无障碍高频强条问题案例



对无障碍设施的要求，违反《建筑与市政

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3.1.6条的规定。

见图1、图2所示。

3.问题解析

无障碍卫生间内的照明开关没有采用

专门的图形符号或文字说明，与其它场所的

照明开关混同，造成安装高度不满足《建筑

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3.1.6条的

规定。

4.改进措施

图例表中照明开关增加有关无障碍设

施要求的文字备注，见图3所示。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刘宗东提供）

图1 照明平面图（局部）

图2 图例表

图3 图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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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层公共卫生间放大图

图2 一层公共卫生间整改放大图

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第2.5.4条规定问题实例

1.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2021

2.5.4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手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

宽不应小于800mm。

2.问题描述

某项目一层公共卫生间放大图中，无障碍卫生间

门开启后净宽不足900mm，见图1。

（由北京建 院京诚 工 程咨询有 限 公司

——陈金秀提供）

3.问题解析

本项目中有无障碍功能的卫生间门采用

800mm，净宽小于900mm，违反《建筑与市

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2.5.4条第1款的

规定。

4.改进措施

本项目对有无障碍功能的卫生间门宽由

800mm改为1000mm，即可满足《建筑与市

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2.5.4条第1款的

要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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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3.2.4 公共建筑中的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每层

应至少分别设置1个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

所），或在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附近至少设置1个独立

的无障碍厕所。

2.问题描述

某项目由数座新建办公楼组成，每栋每层设有无障

碍电梯和男、女公共卫生间。除首层外，二层及以上公共

卫生间均未设置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或

独立的无障碍厕所，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

范》（以下简称“通规”）第3.2.4条的规定，见图1。

3.问题解析

在《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第8.2.1条～第

8.2.3条对所有办公类建筑（包括政府办公、司法办公、企

事业办公、各类科研、社区办公及其他办公建筑）的男、女

公共厕所均明确了需设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

所）或独立的无障碍厕所的要求，“通规”第1.0.2条中也提

出当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工程中需要设置无障碍设施

时必须执行本规范。因此，凡是设有公共卫生间的楼层，

均应设置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或独立的无障碍

厕所。

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的《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已于2023年9月1日实施，不

进行无障碍设计已成为违法行为，希望所有设

计人都要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全局性、全龄

性，重视无障碍设计，让生活无碍有“爱”。

4.改进措施

本项目在整改阶段，优化原有公共卫生

间的布局，在其附近增设1个独立的无障碍

厕所，满足“通规”的规定，见图2。虽然“通

规”第3.2.4条中也允许分别在男、女卫生间

中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手盆、无障碍小

便器的做法，但需注意北京市地方标准《公

共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DB11/1950-2021第

6.3.1条“......大型公共建筑应在每组男、女公

共卫生间（厕所）附近设置1个独立的无障碍

厕所”的相关规定。

（由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文提供）

图1 标准层平面图

图2 修改平面图（局部）

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第3.2.4条规定问题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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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层平面图（局部）

图2 二层整改平面图（局部）

1.相关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3.4.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内

应设置无障碍卫生间，并符合下列规定：

3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

开门。

2.问题描述

某项目二层平面图8～9轴交H、G轴无障

碍厕所（2处）平开门向内开启，违反了《建

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3.4.4条第

3款的要求，见图1。

 

3.问题解析

本项目中，无障碍厕所平开门向内开启，对《建筑

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第3.4.4条第3款的理解及

执行有疏漏，不满足规范规定的“应设置水平滑动式

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的要求。

4.改进措施

按照现行《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要

求，在整改设计中将无障碍厕所向内开启的平开门改

为水平滑动式门，见图2。

（由北京建院京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张宇提供）

违反《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第3.4.4条规定问题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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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1/T825-2021

5.1.3 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

小于50mm。

2.问题描述

某项目仅坐便器选用自带水封器具，蹲便器及小便器

未选用自带水封器具。卫生间排水系统图中蹲便器、小便

器下均设置存水弯，见图1。

3.问题解析

该工程蹲便器、小便器未选用自带水封

便器，违反《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第5.1.3条第

3款控制项要求，该项目绿建专项检查判定

为未达承诺。

4.改进措施

设计说明中明确采用构造内自带水封

的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卫生间排水系统

图中蹲便器、小便器下不另设存水弯，以满足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控制项第5.1.3条第3

款规定，见图2。

（由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王琳提供）

违反《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第5.1.3条规定
问题实例

9 绿色建筑专项

图1 卫生间排水系统图

图2 整改后卫生间排水系统图

G R E E N  B U I L D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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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
规范》第5.2.2条规定问题实例

10 地标实施专项

图1 计算书（局部）

1.相关标准

《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

范》DB11/685-2021

5.2.2 新建建筑与小区项目海绵城市雨

水控制与利用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硬化面积大于10000m2的项目，每千平

方米硬化面积应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50m³的

雨水调蓄设施；

4 雨水调蓄设施包括：雨水调节池、具

有调蓄空间的景观水体、降雨前能及时排

空的雨水收集池、洼地以及入渗设施，不

包括仅低于周边地坪100mm以内的下凹式

绿地。

2.问题描述

某新建产业基地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

利用工程设计，硬化面积27799m2，按每千平

方米硬化面积应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50m³

的雨水调蓄设施的要求配建1390m³雨水调

蓄设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85%。调蓄设施

容积计算错误，将仅低于周边地平100mm以

内的下凹式绿地的蓄水容积计算至雨水调蓄

设施的有效容积，不满足《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

设计规范》DB11/685-2021第5.2.2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

见图1。

3.问题解析

以10 0 m m的下凹式绿地的容积作为雨水调蓄容积

（725m³），违反了《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

范》DB11/685-2021第5.2.2条第4款的规定，去除这部分调

蓄容积，本工程实际总蓄水容积为704m³，小于所需调蓄容

积1390m³，地标实施专项未达到承诺。

4.改进措施

加大下凹式绿地深度或增加雨水调蓄池容积，以满足

所需调蓄容积。

（由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马矞提供）

L A N D M A R K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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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标准

《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

685-2021

5.2.2 新建建筑与小区项目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

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5 凡涉及绿地率指标要求的项目，绿地中至少应有

50%设为下凹式绿地或生物滞留设施等滞蓄雨水的设施；

工业、物流仓储用地绿地中下凹式绿地率不应小于70%。

2.问题描述

某项目建设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园区共7栋建筑，包

括2栋厂房、1栋仓库、1栋生产配套中心以及门房、自行车

棚。雨水控制与利用相关专项技术指标如图1：

3.问题解析

2014年2月1日实施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

范》DB11/685-2013第4.2.3条第2款规定“凡涉及绿地率

指标要求的建设工程，绿地中至少应有50%为用于滞留

雨水的下凹式绿地”。规范实施以来无论

民用建筑、工业建筑，下凹式绿地率一直

按照50%的比率执行。2022年4月1日实施的

《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DB11／685-2021对于工业建筑下凹式绿地

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用建筑依然执行不

小于50%的要求，工业建筑则应满足不小于

70%的要求。

因为2013版《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

规范》实施多年，在设计师心中形成惯性思

维，继而忽略了新版规范对于工业项目70%

下凹绿地的要求，导致新规实施至今时常发

现下凹式绿地比率未达到承诺的案例。

4.改进措施

项目整改中调整下凹式绿地指标，满足

70%的比例要求，见图2。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王红提供）

工业项目下凹绿地率不足典型违规案例解析

图1 初审雨水控制与利用相关专项技术指标

图2 整改雨水控制与利用相关专项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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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公建未做装配式典型违规案例解析

11 装配式建筑专项
P R E F A B R I C A T E D  B U I L D I N G

1.相关标准
（1）“京政办发（2017）8号文”原文节选：

（三）实施范围和标准

1）自2017年3月15日起，新纳入本市保障

性住房建设计划的项目和新立项政府投资的

新建建筑应采用装配式建筑。

（2）“北京市发展装配式建筑2017年工作

计划”原文节选：

（二）实施范围

4）在上述实施范围内的以下新建建筑

项目可不采用装配式建筑：

——单体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下的新

建公共建筑项目；

——建设项目的构筑物、配套附属设施

（垃圾房、配电房等）；

——技术条件特殊，不适宜实施装配式

建筑的建设项目（需经市装配式建筑专家委

员会论证后报市装配式建筑联席会议办

公室审核同意）

2.问题描述

本市某区实验幼儿园，地上建筑

面积4080m 2，地下建筑面积1904m 2，

总建筑面积5984m 2；项目包含1栋教学

楼和门卫，其中教学楼地上建筑面积

4058m2，地下建筑面积1904m2，总建筑

面积5962m2，未按装配式建筑进行申报

及设计。

3.问题解析

为加快推动本市装配式建筑发展，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先后发布了“加

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关于

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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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京政办发(2017)8号”、“京政办发

〔2022〕16号”，文件均规定“新立项

政府投资的新建建筑应采用装配式

建筑”。

为进一步落实“京政办发(2017)8

号”的要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印发

了“北京市发展装配式建筑2017年工

作计划”，对实施范围进行详解，其中

第4条规定“单体建筑面积5000平方

米以下的新建公共建筑项目，可不采

用装配式建筑”。

对“单体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

下的新建公共建筑项目”中的“单体

建筑面积”是指地上建筑面积还是包

括地下建筑面积的单体总建筑面积没

有明确。经与市住建委科促中心咨询

确认，文件中的“单体建筑面积”为包

含地上、地下建筑面积的单体总建筑

面积。

本项目为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

程，项目规证时间2022年09月，立项

时间2018年1月，符合执行“京政办发

（2017）8号文”的规定的时间区段，且

符合该文件中“新立项政府投资的新

建建筑应采用装配式建筑”的相关实

施范围规定。

本项目教学楼总建筑面积5962m 2，大于

5000m2，未采用装配式建筑，故按照“装配式

未达到承诺”提出审查意见。

4.改进措施

项目整改过程中，设计单位按照装配式建

筑设计的相关要求调整设计，补充了《北京市

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技术方案》专家评审意

见，各专业装配式建筑设计专项说明及相关装

配式专项设计图纸，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评分

大于50%，满足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要求。

随着项目立项时间的不断后移，越来越多

的项目需要执行“京政办发〔2022〕16号”文，

“京政办发〔2022〕16号”对于新建政府投资

建筑实施装配式建筑的要求更加明确：

三、1.新立项政府投资的地上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建筑应采用装配式建

筑，其中单体地上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

新建公共建筑应采用钢结构建筑。新建地上

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保障性住房项目

（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和安置

房，下同）应采用装配式建筑。

所有新立项时间在“京政办发〔2022〕16

号”实施之后的政府投资项目均应严格执行。

（由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王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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