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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则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和贴线率，建筑高度，

建筑日照影响分析。 

本规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规则由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并归口。 

本规则主编单位：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研究中心、清

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雄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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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规则以国家和雄安新区的有关规范及标准为基础依据，参照其它地区同类技术标准与准则，并

结合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际情况制定。 

1.0.2 本规则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和贴线率，建筑高度，

建筑日照影响分析。 

1.0.3 本规则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民用与工业建筑工程规划及建设全过程。 

1.0.4 本规则适用于雄安新区范围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设计方案的编制、规划许可管理。 

1.0.5 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本规则无法覆盖的内容，应由主管部门组织专家会进行论证。 

1.0.6 本规则实行动态修订，以保障其实用性和适度超前性。雄安新区主管部门每年度可对局部章节、

条款进行修订。 

1.0.7 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属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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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1 建筑物 

用建筑材料构筑的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2.0.2 构筑物 

为某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

设施。 

2.0.3 建筑面积  

指建筑物（包括墙体）所形成的楼地面面积。 

2.0.4 容积率  

在一定范围内，建筑面积总和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2.0.5 建筑密度  

在一定范围内，建筑物的基底面积占用地面积的百分比。 

2.0.6 绿地率  

在一定范围内，各类绿地总面积占该用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2.0.7 用地红线 

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用地使用权属范围的边界线。 

2.0.8 建筑控制线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道路红线、建设用地边界内，另行划定的地面以上建(构)筑物主体不得超出的

界线。 

2.0.9 贴线率  

建筑外墙面贴基准线长度与基准线长度的比值。基准线指退让可建设用地界线后的建筑控制线。 

2.0.10 自然层  

按楼地面结构分层的楼层。 

2.0.11 层高  

建筑物各层之间以楼（地）面面层（设计完成面）计算的垂直距离，屋顶层由该层楼面面层（设计

完成面）至平屋面的结构面层或至坡屋顶的结构梁顶与外墙结构面延长线的交点计算的垂直距离。 

2.0.12 建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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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界面限定的、供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场所。 

2.0.13 围护结构  

围合建筑空间的墙体、门、窗、幕墙等。 

2.0.14 围护设施  

为保障安全而设置的栏杆、栏板等围挡。 

2.0.15 室内净高  

室内有效使用空间的垂直距离。 

2.0.16 结构层高 

楼面或地面结构完成面上表面至上层结构完成面上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0.17 结构净高 

楼面或地面结构层上表面至上部结构层下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0.18 地下室  

房间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建筑层高的 1/2 者为地下室。 

2.0.19 半地下室  

房间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建筑层高的 1/3，且不超过 1/2 者为半地下室。 

2.0.20 架空层  

建筑物中仅有结构支撑而无外围护系统的开敞楼层。 

2.0.21 设备层 

建筑中其有效面积全部或大部分用来布置设备的楼（地）面层，指专为设置暖通、空调、给水、排

水、电气等的设备和管道以及施工人员进入的空间层。 

2.0.22 走廊  

建筑物中的水平交通空间。 

2.0.23 架空走廊  

专门设置在建筑物的二层或二层以上，作为不同建筑物之间水平交通的空间。 

2.0.24 连廊 

位于地面连接不同建筑物首层之间的水平交通空间。 

2.0.25 结构层  

整体结构体系中承重的楼板层。 

2.0.26 阳台 

附设于建筑物外墙，可供人活动的室外空间，设有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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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落地橱窗  

突出外墙面且根基落地的橱窗。 

2.0.28 凸（飘）窗 

凸出建筑物外墙面的窗户。 

2.0.29 檐廊  

建筑物挑檐下的水平交通空间。 

2.0.30 挑廊  

挑出建筑物外墙的水平交通空间。 

2.0.31 门斗  

建筑物入口处两道门之间的空间。 

2.0.32 雨篷  

建筑出入口上方为遮挡雨水而设置的部件。 

2.0.33 门廊  

建筑物入口前有顶棚的半围合空间。 

2.0.34 骑楼 

建筑底层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的建筑物。 

2.0.35 过街楼 

跨越道路上空并与两边建筑相连接的建筑物。 

2.0.36 露台 

设置于建筑物的屋面、室外地面，供人室外活动的无顶盖、有围护设施的平台。 

2.0.37 台阶 

连接不同标高的楼（地）面，供人行的阶梯式踏步。 

2.0.38 楼梯  

由连续行走的梯级、休息平台和维护安全的栏杆（或栏板）、扶手以及相应的支承结构组成的作为

楼层之间垂直交通使用的建筑部件。 

2.0.39 门厅 

位于建筑物入口处，用于人员集散并联系建筑室内外的枢纽空间。 

2.0.40 建筑幕墙 

由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支承装置与支承结构）组成的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或自身有一

定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结构受力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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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建筑连接体 

跨越道路红线、建设用地边界建造，连接不同用地之间地下或地上的建筑物。 

2.0.42 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是指建筑物室外地坪至屋顶计算点的高度。 

2.0.43 幢  

房屋建筑面积测算的基本单位。 

2.0.44 建筑日照 

太阳光直接照射到建筑物（场地）上的状况。 

2.0.45 建筑日照标准 

根据建筑物(场地)所处的气候区、城市规模和建筑物(场地)的使用性质，在日照标准日的有效日照

时间带内阳光应直接照射到建筑物(场地)上的最低日照时数。 

2.0.46 遮挡建筑。 

有效日照时间带内，对已建和拟建建筑(场地)的日照产生影响的已建和拟建建(构)筑物。 

2.0.47 被遮挡建筑（场地） 

在有效日照时间带内，日照受已建和拟建建(构)筑物影响的已建和拟建建筑(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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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面积 

 
3.1 地上建筑工程主体部分计算办法 

3.1.1 建筑面积应按建筑每个自然层楼（地）面处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3.1.2 永久性结构的建筑空间，有永久性顶盖、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

按下列规定计算建筑面积： 

1.有围护结构、封闭围合的建筑空间，应按其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2.无围护结构、以柱围合，或部分围护结构与柱共同围合，不封闭的建筑空间，应按其柱或外

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3.无围护结构、单排柱或独立柱、不封闭的建筑空间，应按其顶盖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 

4.无围护结构、有围护设施、无柱、附属在建筑外围护结构、不封闭的建筑空间，应按其围护

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 

3.1.3 建筑物内设有局部楼层时，对于局部楼层的二层及以上楼层，有围护结构的应按其围护结构

外围水平面积计算，无围护结构的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面积计算。建筑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

全面积。 

3.1.4 形成建筑空间的坡屋顶，斜面结构板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形成闷顶、不

形成建筑空间的坡屋顶，斜面结构板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1.5 场馆看台下的建筑空间，有围护结构的应按其围护结构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全面积；场馆室

内单独设置的有围护设施的悬挑看台，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 1/2 面积；有顶盖无围护结

构的场馆看台应按其顶盖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 面积。斜面结构板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

积。 

3.1.6 地下出入口坡道有顶盖的部位，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斜面结构板

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1.7 建筑物架空层，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

应计算全面积。 

3.1.8 建筑物的门厅、大厅应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1.9 建筑物的提物井、管道井、通风排气等竖井、电梯井、烟道及室内楼梯（间），应并入建筑物

的自然层、设备层、转换层、避难层、局部楼层计算建筑面积。有顶盖的采光井，结构层高在 2.20m 及

以上的，应并入建筑物的自然层按照结构底板所在自然层计算全面积。当其位于建筑物内部或依附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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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外围护结构时，地面以上部分按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地面以上建筑面积。 

3.1.10 建筑物内的变形缝，应按其自然层、设备层、转换层、避难层、局部楼层，合并在建筑物建

筑面积内计算；对于高低联跨的建筑物，当高低跨内部连通时，其变形缝应在低跨建筑物建筑面积内计

算。 

3.1.11 对于建筑物内的设备层、管道层、避难层等有结构层的楼层，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

应计算全面积。 

3.1.12 室外落地柱根据走廊、挑廊、门廊等规则计算，不再重复统计。 

 

3.2 地上建筑工程附属部分计算办法 

3.2.1 建筑物间的架空走廊、连廊，有围护结构的应按其围护结构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全面积；有

围护设施的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 1/2 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面积。 

3.2.2 窗台与室内楼面或地面高差在 0.40m 以下且窗台台面至凸窗顶板板面结构上缘在 2.20m 及以

上的凸（飘）窗，应按其围护结构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应计算全面积。 

3.2.3 有围护设施的室外走廊(挑廊)，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 面积；有围护设施(或

柱)的檐廊，应按其围护设施(或柱)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2 面积。 

3.2.4 门斗应按其围护结构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

面积。 

3.2.5 设在建筑物顶部的、有围护结构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等，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

的应计算全面积。 

3.2.6 室外楼梯应并入所依附建筑物自然层，并应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建筑面积。 

3.2.7 阳台建筑面积应按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当阳台封闭时，应按其

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3.2.8 附属在建筑物外墙以外的落地橱窗应按其围护结构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

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2.9 建筑连接体面积计算归属。地上部分建筑连接体，若连接体内无其他功能、空间、结构分割，

依照所连接的两个建筑体量，按两幢楼的面积比例分割面积。 

3.2.10 因退层设计形成的露台，当其上方有顶盖且投影盖满围护结构，视为阳台，按阳台规定计算

建筑面积。 

 

3.3 地上建筑工程中特殊单体计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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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立体书库、立体仓库、立体车库，有围护结构的，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

积；无围护结构、有围护设施的，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无结构层的应按一层计

算，有结构层的应按其结构层面积分别计算。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3.2 建筑物楼面、地面、顶面为斜面、曲面等非水平面的，有围护结构的应按其围护结构外表面水

平面积计算全面积；有围护设施的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 1/2 面积。 

3.3.3 围护结构不垂直于水平面的、围护结构为曲面或变截面的，面积计算的基准面为楼（地）面的

设计完成面处，斜面结构板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4 地上建筑工程不应计算面积部分 

3.4.1 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小于 2.20m 的建筑空间。 

3.4.2 无顶盖的建筑空间。 

3.4.3 附属在建筑外围护结构上的构（配）件。 

3.4.4 建筑出挑部分的下部空间。 

3.4.5 建筑物中用作城市街巷通行的公共交通空间。 

3.4.6 独立于建筑物之外的各类构筑物。 

3.4.7 舞台及后台悬挂幕布和布景的天桥、挑台等。 

3.4.8 无顶盖的场馆看台和采光井，露台、花架、屋顶装饰性构件、泳池、水箱。 

3.4.9 建筑物的设备平台、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建筑物中的箱、罐平台。 

3.4.10 窗台与室内楼面或地高差在 0.40m 以下且窗台台面至凸窗顶板板面结构上缘在 2.20m 以下的

凸（飘）窗，窗台与室内楼面或地面高差在 0.40m 及以上的凸（飘）窗。 

3.4.11 建筑物的隔震层及其它与建筑物内部不相联通的建筑部件（夹层）不计算建筑面积。 

 

3.5 地下建筑面积计算 

3.5.1 地下室、半地下室，应按其围护结构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

上的，应计算全面积。 

3.5.2 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使用的采光井、通风井、烟道，地下部分按其通过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

层数计算建筑面积，地上部分： 

1. 当其独立于建筑物之外或附着于建筑外墙时，有围护结构和上盖，且高度在 2.20m 以上的，  

按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计算全部建筑面积，并计入地下室的建筑面积中； 

2. 当其位于建筑物内部时，地面部分按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地面以上建筑面积。若采光井、



 

- 11 - 
 

通风井、烟道的地面高度小于 2.20m，地面部分不计算建筑面积，其所占用的建筑面积不从所在地面建

筑空间的建筑面积中扣除。 

 

3.6 其它建筑面积要求 

3.6.1 总建筑面积应按地上和地下建筑面积之和计算，地上和地下建筑面积应分别计算。 

3.6.2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应按各自然层楼面或地面处围护结构外表面的水平面积之和计算；无围护

结构的，以围护设施外表面的水平面积之和计算。 

3.6.3 建筑工程在规划、设计、施工、预售等未竣工阶段，建筑面积应按建筑设计图纸尺寸计算；竣

工后，建筑面积应通过实地测量获取。 

3.6.4 室外设计地坪以上的建筑空间，其建筑面积应计入地上建筑面积；室外设计地坪以下的建筑

空间，其建筑面积应计入地下建筑面积。 

3.6.5 地上建筑面积是建设用地范围内拟开发建筑的和现有建筑的地上建筑面积之和。 

3.6.6 室内楼梯无论其本身如何设置梯间层，均按其通过建筑物的自然层数（不论自然层的高度）

计算建筑面积。穿越夹层的楼梯，当夹层计算面积时，其位于夹层的梯间计算建筑面积。 

3.6.7 凸（飘）窗外表面至外墙面的挑出距离不应超过 400mm。窗体未凸出于外墙的窗，或窗体上

（下）方窗间墙凹入部分的外侧以建筑材料、砌体结构等（不包括百叶、穿孔板等装饰材料）封闭的窗

不视为凸（飘）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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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容积率 

 
4.1 一般要求 

4.1.1 容积率指建设项目地上计容总建筑面积计算值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地上计容总建筑面积

计算值为建设用地内建筑物地上计容建筑面积计算值之和；地下建筑无论是否属经营性质，其建筑面积

一律不纳入容积率计算。 

4.1.2 一般情况下，计容建筑面积计算值按照本规定第三章的规定执行，特殊情况按照第 4.2 节内容

执行。除第 4.3 节涉及内容以外，计算建筑面积即计算计容建筑面积。计算全面积的部分按照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计算 1/2 面积的部分按照建筑面积的 1/2 计算容积率。不计建筑面积的部分不应计容。 

 

4.2 地上合理层高计算容积率面积认定 

4.2.1 当坡屋顶或建筑顶层与屋顶共同形成建筑空间的，斜面结构板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

算建筑面积，并计算容积率。形成闷顶、不形成建筑空间的坡屋顶，斜面结构板顶高在 2.20m 及以上的，

应计算全面积但不计容。 

4.2.2 住宅建筑的标准层建筑层高不宜低于 3.0m，不宜超过 3.60m；遇特殊情况经批准也不应等于

或大于 4.40m。 

4.2.3 公寓、宿舍建筑的标准层采用单层床时，建筑层高不宜低于 2.80m，不宜超过 3.60m；采用双

层床或高架床时，层高不宜低于 3.60m；遇特殊情况经批准也不应等于或大于 4.40m。 

4.2.4 社区、小区配套商业建筑层高不应等于或大于 4.40m。 

4.2.5 办公建筑的标准层建筑层高不宜等于或大于 4.40m。 

4.2.6 科研建筑中，有特殊功能要求的研发用房的层高可按其工艺要求进行设计。 

4.2.7 工业建筑中的生产用房，有特殊功能要求的研发用房的层高可按其工艺要求进行设计，但平

面不得采用单元式或其他类似住宅的布局形式。工业建筑标准层层高小于等于 8.0m 的，建筑面积的计

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当工业建筑标准层层高大于 8.0m 时，应按照相关工艺要求进行设计并

经审批主管部门核定。工业建筑中的一般科研建筑和办公建筑等附属用房按照 4.2.5、4.2.6 条款要求计

算面积。仓储类建筑参照工业建筑执行。 

4.2.8 住宅、公寓、宿舍、办公等建筑，当建筑标准层层高大于等于 4.40m（2.20m*2）小于 6.60m

时，不论层内是否有隔层，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 2 倍计算；当建筑层高大于 6.60m

（2.20m*3)小于等于 8.80m 时,不论层内是否有隔层，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 3 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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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以此类推。住宅、公寓、宿舍等具有居住属性建筑，户内门厅、起居厅、餐厅等室内通高部分需根

据实际项目判定，建筑层高不应超过 7.20m，计一层面积，且通高部位建筑面积总和不应超过该套型总

建筑面积的 20%。 

4.2.9 住宅、办公、普通商业建筑的门厅、大堂、中庭、内廊、采光厅、异型屋顶等公共部分和影

视、体育、会议等特殊层高要求的功能用房，以及独立式住宅建筑和特殊用途的大型商业用房等建筑可

根据实际情况暂不按上述要求计算容积率。 

 

4.3 地上不计算容积率面积认定 

4.3.1 有顶盖无围护结构的车棚、货棚、站台、加油站、收费站等不计算容积率。 

4.3.2 屋顶水箱间、电梯机房、楼梯间、净化机房等作为辅助功能的屋顶建筑空间不计算容积率。 

4.3.3 出入口坡道有顶盖的部位，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并不计算容积率。 

4.3.4 建筑架空层、雨蓬等空间，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或以柱围合、或部分围护结构与柱共同围

合的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但不计算容积率。 

4.3.5 飘窗部分不计算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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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密度、绿地率和贴线率 

 
5.1 建筑密度计算 

5.1.1 建筑工程的基底面积应按建筑首层外围护外表面围合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5.1.2 首层阳台、有立柱的走廊、门廊、门厅、雨篷、楼梯、幕墙构架等应计入建筑基底面积。 

5.1.3 净高小于 2.20m 的建筑悬挑部分，应按结构水平投影计入建筑基底面积。 

5.1.4 净高小于 2.20m 的建筑底层架空空间或穿越建筑的通道，应按结构围合部分计入建筑基底面

积。 

 

5.2 绿地率计算 

5.2.1 居住街坊内绿地面积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绿地边界与城市道路临近时，应算至道路红线；当与居住街坊附属道路临接时，应算至路面边

缘；当与建筑物临接时，应算至距房屋墙脚 1.0m 处；当与围墙、院墙临接时，应算至墙脚。 

2.当集中绿地与城市道路临接时，应算至道路红线；当与居住街坊附属道路临接时，应算至距路面

边缘 1.0m 处；当与建筑物临接时，应算至距房屋墙脚 1.5m 处。 

5.2.2 通常满足当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应计入绿地，

不应包括其他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 

5.2.3 公共下沉庭院、天井内的绿地可计入绿地率。 

 

5.3 贴线率 

5.3.1 贴线率是指建筑物贴建筑控制线的界面长度与建筑控制线长度的比值。 

5.3.2 贴线率（P）=街墙立面线长度（B）/建筑控制线长度（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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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高度 

 
6.0.1 平屋面建筑高度应按室外设计地坪至建筑物女儿墙顶点的高度计算，无女儿墙的建筑应按至

其屋面檐口顶点的高度计算。 

6.0.2 坡屋顶建筑应分别计算檐口及屋脊高度，檐口高度应按室外设计地坪至屋面檐口或坡屋面最

低点的高度计算，屋脊高度应按室外设计地坪至屋脊的高度计算。建筑屋面为坡屋顶时，建筑高度应为

建筑室外设计地坪至其檐口高度与屋脊高度的平均高度。 

6.0.3 当同一座建筑有多种屋面形式，或多个室外设计地坪时，建筑高度应分别计算后取其中最大

值。 

6.0.4 机场、广播电视、电信、微波通信、气象台、卫星地面站，军事要塞等设施的技术作业控制区

内及机场航线控制范围内的建筑，建筑高度应按建筑物室外设计地坪至建（构）筑物最高点计算。 

6.0.5 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的保护规划区内的建筑，建筑高度应按建筑物室外设计地坪至建（构）筑物最高点计算。 

6.0.6 本标准第 6.0.4 条、第 6.0.5 条规定以外的建筑，屋顶设备用房及其他局部突出屋面用房的总

面积不超过屋面面积的 1/4 时，不应计入建筑高度。突出屋面的通风道、烟囱、装饰构件、花架、通信

设施等其他屋面突出部分，不计入建筑高度。 

6.0.7 绘制总平面图时。平屋面建筑高度（H）应按女儿墙顶点位置标注建筑高度，无女儿墙的平屋

顶建筑应按其屋面面层位置标注建筑高度。坡屋顶应标注檐口高度与屋脊高度的平均高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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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日照影响分析 

 
7.1 建筑日照基本要求 

7.1.1 设计单位编制设计方案时应当考虑建筑的日照条件，并应对新建建筑自身、周围现状或规划

建筑中的居住建筑及文教卫生类建筑进行日照测算，其结果应满足相关规范的有关规定。 

7.1.2 所有建筑与有日照需求建筑计算间距应通过日照影响分析确定。 

7.1.3 日照影响分析除应分析拟建建筑，还应包括其建筑日照影响分析范围内的现状建筑、规划建

筑。已批已建项目、已批未建项目均应纳入分析范围。 

7.1.4 建筑有效日照时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1.住宅建筑的每户至少一个居室空间在大寒日的有效日照不低于 2 小时；当超过四个居住空间

时至少两个居住空间在大寒日的有效日照不低于 2 小时。 

2.敬老院、老人公寓等老年人照料设施，其居住空间的有效日照不应低于冬至日 2 小时。 

3.中小学教学楼的普通教室的有效日照不低于冬至日 2 小时。 

4.医院病房楼大于二分之一的病房的有效日照不低于冬至日 2 小时。 

5.托儿所、幼儿园的活动室、寝室及具有相同功能的区域的有效日照不低于冬至日 3 小时。活

动场地位于冬至日 2 小时及以上的区域不得小于活动场地面积的一半。 

7.1.5 拟建建筑周边为尚未进入实施阶段但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地块时，应进行平面等时

线模拟日照计算，作为规划管理的参考，保证规划指标可行。 

7.1.6 被遮挡的规划地块和受模拟建筑影响的被遮挡建筑的日照分析结果，仅为规划管理的参考，

当规划地块实施时，应当重新进行日照影响分析。 

7.1.7 建筑日照影响分析范围不应小于项目所在地块周边一个街区范围。日照分析图应绘制包含项

目周边一个地块范围内的区域。对本地块有影响或本地块对其他地块产生影响时，日照分析报告要显示

日照影响。 

7.1.8 对于新建建（构）筑物在满足退距、退界、消防、卫生、日照等相关要求情况下，应同步分析

对周边建筑物使用者心理感受。特别注意塔状建筑物、锐角等建筑形式，如遇上述情况应通过相关分析

或征求意见等形式适当加大退距。 

7.1.9 当住宅用地东西方向两侧地块为住宅用地时，应考虑日照之间的相互影响。有道路的应按照

道路中心线进行镜像布置分析日照；没有道路，地块直接相邻的，应按照用地红线进行镜像布置分析日

照；当东西向镜像布置确实无法形成合理总图布局时，可通过进行满足相邻地块要求的方案设计代替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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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布置。当用地北侧为需要考虑日照功能的用地时，相关日照影响不应超过北侧地块的建筑控制线。 

7.1.10 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应对日照分析结果及其它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报送材料不实或隐瞒实情

而产生后果的，应视具体情况分别承担相应责任。规划管理部门对总平面图中标注的日照分析结果进行

形式审查。有争议案件由规划管理部门指定单位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即为最终结果。建设单位应对项目

出具相关日照分析承诺函。 

 

7.2 建筑日照测算 

7.2.1 当拟建建筑对居住建筑或文教卫生类建筑存在遮挡关系时，设计单位除对建筑间距进行控制

外需进行日照测算。当拟建建筑因涉及方案调整导致建筑位置、外轮廓、高度等改变的，根据调整方案

重新进行日照测算。 

7.2.2 软件使用要求  

进行日照测算需采用通过住建部鉴定的日照分析软件。同一项目进行多次日照分析的，需使用同一

种日照分析软件。 

7.2.3 日照基础参数设置 

1.经纬度： 

（1）容城县县域及起步区区域执行容城县经纬度坐标：东经 115°53′，北纬 39°5′。 

（2）安新县县域去除起步区区域执行安新县经纬度坐标：东经 115°56′，北纬 38°56′。 

（3）雄县县域执行雄县经纬度坐标：东经 116°7′，北纬 39°。 

2.有效时间：大寒日 8:00-16:00，冬至日 9:00-15:00。 

3.时间计算精度：1 分钟。 

4.时间累积方式：最小连续日照时间不应小于 5 分钟。 

5.窗分析时的计算点采用外墙面处的窗台左右满窗日照。 

6.计算受影面：距离内坪 0.9m 高的外墙位置。 

7.网格间距不超过 1.0 m，分析受日照影响的现状建筑时不超过 0.5m。 

8.计算时均采用真太阳时。 

7.2.4 客体建筑确定  

日照分析客体建筑是指拟建建筑的客体范围内，应做日照分析的居住或文教卫生类建筑。客体范围

以外的建筑不进行日照分析。 

日照分析前应确定拟建建筑的高度 H0，以 O1、O2为圆心，R（R=1.6H）为半径作出扇形日照影响

范围，即为客体范围，R 最大不超过 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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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建筑为住宅或卫生类建筑的，其自身也应作为日照分析的客体建筑。 

7.2.5 主体建筑确定  

日照分析中所述的主体建筑是指对客体建筑产生日照影响的建筑，主体建筑上所有突出于建筑墙

体的挑檐、装饰构架和出屋面的楼电梯、机房等因素也应纳入测算范围。 

以已经确定的客体建筑的 O1、O2 为圆心，R=160m 为半径作出扇形范围，即为该客体建筑的主体

范围。上述范围内，排除对客体建筑不形成遮挡的建筑，明确主体建筑的具体对象，并进行编号。在此

范围内调查了解可能对其产生遮挡的建筑。 

上述范围内如果存在有效的审定设计方案，或已经批准尚未建设，以及正在建设的建筑，也应纳入

主、客体建筑考虑。 

7.2.6 窗分析  

对线上日照分析结果不满足日照标准的客体建筑进行窗分析。 

7.2.6.1 窗分析的计算基准面   

a.一般窗户以所在外墙面位置为计算基准面：转角直角窗、弧形窗、凸窗等，一般以居室窗洞开口

为计算基准面； 

b.窗户计算高度（含落地门窗、组合门窗、阳台门窗、阳台封窗等门窗形式）按距室内地坪 0.9m 的

高度计算。 

c.两侧均无搁板遮挡也未封闭的凸阳台，以居室门窗所在的外墙面为计算基准面。 

d.设计封闭的阳台，以阳台外墙面位置为计算基准面；阳台被住户自行封闭的，计算点仍为原窗户

的窗台面。 

7.2.6.2 窗户有效日照的计算标准  

现状建筑的窗位置、洞口尺寸需甲方组织进行测量或提供相应图纸；建筑自身阳台、搁板、遮阳板

等属建筑自身遮挡原因对窗户的日照遮挡不属于其它建筑的日照遮挡，可忽略不计。 

7.2.7 模型深度要求 

1.当被遮挡建筑物阳台位于被遮挡方向墙面，且在需计算日照的居室以外时，开敞阳台应以主体墙

外保温外表面沿线进行日照分析，封闭阳台应以阳台外围护结构保温层外表面沿线进行日照分析。 

2.建筑的屋顶部分，包括屋脊、突出屋面的水箱、电梯间、楼梯间、女儿墙、构架等设施按实际建

模，纳入计算。 

3.各计算建筑间的地坪高差必须纳入计算。 

4.建筑自身阳台、搁板、遮阳板等对建筑自身窗户的日照遮挡属建筑自身遮挡，不属其它建筑的日

照遮挡，可忽略不计，但对相邻建筑的影响应纳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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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遮挡建筑应对所有立面上的附属结构、屋顶及屋顶凸出物进行建模。玻璃等透光材料仍应视为遮

挡物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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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A 面积计算、容积率计算规则速查表 

区域类别 审批指标 
是否

计容 

建筑面积计算范围 每个自然层楼（地）面外围护结构外表面  

永久性结构、有永

久性顶盖、结构层

高或斜面结构板顶

高。 

有围护结构、封闭围合。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无围护结构、以柱围合、或部分维

护结构与柱共同围合，不封闭。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不计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无围护结构、单排柱或独立柱、不

封闭。 层高≥2.20m：计 1/2 面积 

计

1/2/不

计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无围护结构、有围护设施、无柱、

不封闭。 

层高≥2.20m：计 1/2 面积 计 1/2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建筑内局部楼层 有围护结构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有围护设施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坡屋顶 非闷顶 斜面结构板顶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斜面结构板顶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闷顶 斜面结构板顶高≥2.20m：计全面积 不计 

斜面结构板顶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场馆看台 有围护结构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单独有围护设施、有顶盖无围护结

构的悬挑看台 

层高≥2.20m：计 1/2 面积 计 1/2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有顶盖，无围护结构 层高≥2.20m：计 1/2 面积 计 1/2 

层高小于 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出入口坡道（有顶盖） 层高≥2.20m：计全面积 不计 

层高小于 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架空层 层高≥2.20m：计全面积 不计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门厅、大厅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室内楼梯间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室外楼梯间 层高≥2.20m：计 1/2 面积 计 1/2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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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物井、管道井、通风排气等竖井、电梯井、烟道、采

光井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架空走廊、连廊 有围护结构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无围护结构、有围护设施 层高≥2.20m：计 1/2 面积 计 1/2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凸（飘）窗 窗台高度＜0.40m，且结构高度≥2.20m：计全面积 不计 

窗台高度≥0.40m：不计面积 不计 

门斗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有围护结构的屋顶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 层高≥2.20m：计全面积 不计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阳台 封闭阳台：计全面积 计全 

开敞阳台：计 1/2 面积 计 1/2 

落地橱窗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立体车库（有结构层）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车棚、货棚等 有墙、柱围合的 层高≥2.20m：计全面积 不计 

有单排柱或独立柱 层高≥2.20m：计 1/2 面积 不计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地下室、半地下室 层高≥2.20m：计全面积 不计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夹层 层高≥2.20m：计全面积 计全 

层高＜2.20m：不计面积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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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次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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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规则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则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则。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1-202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版）》GB 50016-2014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图解 

《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构筑物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60-2013 

《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 GB/T 50947-2014 

《雄安新区建筑面积计算细则（试行）》 

《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试行）》 

《雄安新区基因街坊（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指南（试行）》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节能 75%）（2021 年版）》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标准（征求意见稿）》GB 50353-202X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J 36-2016 

《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T 67-2019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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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建筑项目主要规划指标计算 

规则 

（试行）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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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1 建筑物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第 2.1.4 条。 

2.0.2 构筑物 

条款参照《构筑物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60-2013 第 2.0.2 条。 

2.0.3 建筑面积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第 2.4.21 条，《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 50353-2013 第 2.0.1 条。 

建筑面积包括附属于建筑物的室外阳台、雨篷、檐廊、室外走廊、室外楼梯等的面积。 

2.0.4 容积率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第 2.4.19 条。 

2.0.5 建筑密度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第 2.4.18 条。 

2.0.6 绿地率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第 2.4.20 条。 

2.0.7 用地红线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第 2.0.7 条。 

2.0.8 建筑控制线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第 2.0.8 条。 

2.0.10 自然层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2 条。 

2.0.11 层高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8 条。 

2.0.12 建筑空间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5 条。 

具备可出入、可利用条件(设计中可能标明了使用用途，也可能没有标明使用用途或使用用途不明

确)的围合空间，均属于建筑空间。 

2.0.13 围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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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4 条，并加入幕墙。 

2.0.14 围护设施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7 条。 

2.0.15 室内净高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9 条。 

2.0.16 结构层高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3 条。 

2.0.17 结构净高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6 条。 

2.0.18 地下室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10 条。 

2.0.19 半地下室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11 条。 

2.0.20 架空层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13 条。 

2.0.21 设备层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12 条，《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第 2.5.27 条。 

2.0.22 走廊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1 条。 

2.0.23 架空走廊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2 条。 

2.0.25 结构层  

结构层特指整体结构体系中承重的楼层，包括板、梁等构件。结构层承受整个楼层的全部荷载，并

对楼层的隔声、防火等起主要作用。 

2.0.26 阳台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21 条。 

2.0.27 落地橱窗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4 条。 

落地橱窗是指在商业建筑临街面设置的下槛落地、可落在室外地坪也可落在室内首层地板，用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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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各种样品的玻璃窗。 

2.0.28 凸（飘）窗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5 条。 

凸窗(飘窗)作为窗，并非楼(地)板的延伸，不能把楼(地)板延伸出去的窗称为凸窗(飘窗)。凸窗(飘窗)

的窗台应只是墙面的一部分且距(楼)地面应有一定的高度。并应位于主体墙、主体结构上。 

2.0.29 檐廊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6 条。 

檐廊是附属于建筑物底层外墙有屋檐作为顶盖，其下部一般有柱或栏杆、栏板等的水平交通空间。 

2.0.30 挑廊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7 条。 

2.0.31 门斗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8 条。 

2.0.32 雨篷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19 条。 

雨篷是指建筑物出入口上方、凸出墙面、为遮挡雨水而单独设立的建筑部件。雨篷划分为有柱雨篷

（包括独立柱雨篷、多柱雨篷、柱墙混合支撑雨篷、墙支撑雨篷）和无柱雨篷（悬挑雨篷）。如凸出建

筑物，且不单独设立顶盖，利用上层结构板（如楼板、阳台底板）进行遮挡，则不视为雨篷。对于无柱

雨篷，如顶盖高度达到或超过两个楼层时，也不视为雨篷。 

2.0.33 门廊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20 条。 

门廊是在建筑物出口，无门，三面或两面有墙，上部有板（或借用上部楼板）围护的部位。 

2.0.34 骑楼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25 条。 

骑楼是指沿街二层以上用承重柱支撑骑跨在公共人行空间之上，其底层沿街面后退的建筑物。 

2.0.35 过街楼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2.0.26 条。 

过街楼是指当有道路在建筑群穿过时，为保证建筑物之间的功能联系，设置跨越道路上空使两边建

筑相连接的建筑物。 

2.0.36 露台 

露台应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位置，设置在屋面、地面或雨篷顶；二是可出入；三是有围护设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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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盖。这四个条件须同时满足。如果设置在首层并有围护设施的平台，且其上层为同体量阳台，则该

平台应视为阳台，按阳台的规则计算建筑面积。 

2.0.37 台阶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14 条。 

2.0.38 楼梯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16 条。 

2.0.39 门厅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第 2.1.14 条。 

2.0.40 建筑幕墙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三章术语第 22 条。 

2.0.41 建筑连接体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第 2.0.37 条。 

2.0.44 建筑日照 

条款参照《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 第 2.0.2 条。 

2.0.45 建筑日照标准 

条款参照《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 第 2.0.7 条。 

2.0.46 遮挡建筑。 

条款参照《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 第 2.0.9 条。 

2.0.47 被遮挡建筑（场地） 

条款参照《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 第 2.0.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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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面积 

 
3.1 地上建筑工程主体部分计算办法 

3.1.1 条款参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1 条款。 

本条对面积计算的界面做出了规定。条文中的“每个自然层”为非单层建筑时，建筑面积应为建筑各

自然层面积的总和；“楼（地）面处”是指楼（地）面的设计完成面，对于没有结构楼板的地面，应为混

凝土垫层顶面；“外围护结构”是指外墙，包括作为外围护结构的玻璃幕墙、金属幕墙、石材幕墙、人造

板材幕墙等；“外表面”是指外围护结构的设计完成面，外保温系统墙的建筑面积计算至外保温层外边线；

当玻璃幕墙作为外围护结构时，建筑面积计算至幕墙面板外边线。如图 3.1.1。 

 

 

 

 

 

 

 

 

 

 

 

 

3.1.2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4 条款。 

为了满足公众权益和公众利益，本条按照建筑空间的基本特征对建筑面积的计算作出了原则规定。

计算面积的前提条件有以下三点：一是永久性结构的建筑空间，此永久性结构是相对临时性结构而言，

即不包括临时房屋、活动房屋、简易房屋；二是要有永久性顶盖，不包括临时搭建的各类顶盖，如临时

性遮阳篷等；三是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在 2.20m 及以上的建筑空间。 

1.本款包括：建筑外围护结构以内的各类使用空间及局部楼层；地下室、半地下室及其相应出入口；

与室内相通的变形缝；建筑内的设备层、管道层、避难层；立体书库、立体仓库、立体车库；水箱间、

电梯机房；门厅、大厅及门厅、大厅内的回廊；封闭的通廊、挑廊、连廊；封闭架空通道；有顶盖的采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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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井；室内有围护设施的悬挑看台、舞台灯控室、室内场馆看台下部空间；附属在建筑物外墙的落地橱

窗等。但不包括有永久性顶盖、有围护结构、均布荷载不大于 0.5kN/m³，且点荷载不大于 1kN 的室内

非上人顶盖，如展览、机场等建筑中的房中房顶部。 

建筑内的楼梯（间）、电梯井、提物井、管道井、通风排气竖井、烟道应按建筑自然层计算建筑面

积。 

2.本款包括：由墙、柱围合的雨篷、车棚、货棚、站台、有顶盖平台、有顶盖空中花园；门廊、门

斗；室外楼梯；地下车库出入口；室外场馆看台下部空间；有柱的室外连廊；建筑物架空层及吊脚架空

层；结构转换层等。面积计算应遵循就近有柱，有围合封闭可能性的空间进行计算。当屋顶轮廓与墙柱

不统一时，应根据实际项目具体分析。如图 3.1.2-1。 

 

 

 

 

 

 

3.本款包括：有单排柱或独立柱支撑的室外连廊、车棚、货棚、站台、室外场馆看台雨篷、单排柱

或独立柱支撑的室外楼梯等。如图 3.1.2-2。 

 

 

 

 

 

 

 

 

4.本款包括：无柱的室外挑廊、连廊、檐廊；出挑的无柱室外楼梯；出挑的有顶盖空中花园等，不

包含无柱雨篷。如图 3.1.2-3。 

 

 

 

图 3.1.2-1 

图 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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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本条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2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通

用规范》GB 55031-2022 将结构层高修改为建筑层高，删减结构层高在 2.20m 以下的应计算 1/2 面积的

要求。如图 3.1.3。 

 

 

 

 

 

 

 

3.1.4 本条明确了“坡屋顶”的计算建筑面积规则。 

3.1.5 本条明确了场馆看台的计算面积规则，如图 3.1.5。 

 

 

 

 

 

 

 

 

 

图 3.1.2-3 

图 3.1.3 

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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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条款参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 3.1.4 条第 2 款。 

3.1.7 条款参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 3.1.4 条第 2 款。 

3.1.9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9 条。因存在采光井多于一

层高度的情况，将原条款中“有顶盖的采光井应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

计算全面积。”修改为“有顶盖的采光井，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并入建筑物的自然层计算全面

积。” 如图 3.1.9。 

 

 

 

 

 

 

 

 

 

 

 

3.1.10 本规则所指的与室内相通的变形缝，是指暴露在建筑物内，在建筑物内可以看得见的变形缝。 

3.1.11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26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

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对 2.20m 以下的内容做删减。 

3.1.12 本条说明了室外落地柱的计算规则，当柱截面包含在走廊、挑廊、门廊等建筑面积计算范围

线以内时，跟随范围计一次面积，不再重复统计。当室外落地柱的垂直方向超过一层时，按照一层计建

筑面积，不再重复统计。走廊、挑廊、门廊里面的装饰柱不作为计算面积边界的范围。如图 3.1.12。 

 

 

 

 

 

 

 

图 3.1.9 

图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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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上建筑工程附属部分计算办法 

3.2.1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9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通

用规范》GB 55031-2022 对 2.20m 以下的内容做删减。 

3.2.2 条款参考《雄安新区建筑面积计算细则（试行）》第 3.8.2 条。如图 3.2.2。 

 

 

 

 

 

 

 

 

 

 

 

 

 

3.2.3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4 条。 

3.2.4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5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通

用规范》GB 55031-2022 对 2.20m 以下的内容做删减。 

3.2.5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7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通

用规范》GB 55031-2022 对 2.20m 以下的内容做删减。 

3.2.6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20 条，并参照《雄安新区建

筑面积计算细则（试行）》第 3.5 节相关内容，不对室外楼梯面积计算做进一步区分。 

3.2.7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第 3.1.5 条。 

3.2.8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2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通

用规范》GB 55031-2022 对 2.20m 以下的内容做删减。 

 

3.3 地上建筑工程中特殊单体计算办法 

计全面积 不计面积 不计面积 

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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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0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通

用规范》GB 55031-2022 对 2.20m 以下的内容做删减。 

3.3.2 如图 3.3.2。 

 

 

 

 

 

 

 

 

 

 

3.3.3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8 条。并规定了墙体异形或

内外倾时，面积计算的基准面。如图 3.3.3。 

 

 

 

 

 

 

 

 

 

 

3.4 地上建筑工程不应计算面积部分 

3.4.1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6.1 条款。 

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小于 2.20m 的建筑空间；层高小于 2.20m 的设备管道夹层、结构板

顶高度小于 2.20m 的坡屋顶等。 

3.4.2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6.2 条款。 

图 3.3.2 

图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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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顶盖的建筑空间：室外平台、室外挑台、露台、室外游泳池、室外台阶、坡道、建筑屋面、屋顶

花园、花架；无顶盖架空通廊；各种操作平台、上料平台、设备平台。错层阳台可按照此条考虑。 

3.4.3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6.3 条款。 

附属在建筑外围护结构的构（配）件，指附属在外围护结构的装饰、遮阳、设备平台等构（配）件，

如：附属在外墙的装饰柱、门窗线脚、勒脚、突出墙面的装饰线条、空调机板、遮阳板、建筑挑檐、无

柱雨篷等非建筑外围护结构的构（配）件。 

3.4.4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6.4 条款。下部空间不应具有雨篷等其他功

能作用。否则应根据其实际功能和围护形式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3.4.4。 

 

 

 

 

 

 

 

 

 

 

3.4.5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6.5 条款。如骑楼（图 3.4.5-1）、建筑的过

街通道（图 3.4.5-2）等 

 

 

 

 

 

 

 

 

3.4.6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6.6 条款。如烟筒、水塔、水（油）罐、栈

桥、储仓、储油（水）池等。 

图 3.4.4 

图 3.4.5-1 图 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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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条款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8.3 条款。 

3.4.8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8.4 条款。 

3.4.9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8.5 条款。 

3.4.10 条款参考《雄安新区建筑面积计算细则（试行）》第 3.8.2 条。 

3.4.11 根据《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于 2012 年 11 月 17 日对云南某公司的回复，隔震层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

2013 第 3.0.27 条第 1 款“与建筑物内部不相连的建筑部件”不计算建筑面积，隔震层不计算建筑面积。 

 

3.5 地下建筑面积计算 

3.5.2 条款参照《雄安新区建筑面积计算细则（试行）》3.9.4 条。 

 

3.6 其它建筑面积要求 

3.6.1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5 条，并根据《民用建筑通

用规范》GB 55031-2022 对 2.20m 以下的内容做删减。 

3.6.2 条款参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第 3.0.1 条。 

建筑面积计算，在主体结构内形成的建筑空间，满足计算面积结构层高要求的均应按本条规定计算

建筑面积。主体结构外的室外阳台、雨篷、檐廊、室外走廊、室外楼梯等按相应条款计算建筑面积。当

外墙结构本身在一个层高范围内不等厚时，以楼地面结构标高处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3.6.4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1.3 条。 

本条对地上、地下建筑面积的划分作出了规定。 

室外设计地坪以上的建筑空间，其建筑面积应计入地上建筑面积，室外设计地坪以下的建筑空间，

其建筑面积应计入地下建筑面积。 

当室外设计地坪位于建筑空间的中间时，若该建筑空间的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大于该

空间建筑层高的 1/2，应计入地下建筑面积；若其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小于或等于该空间

建筑层高的 1/2，则计入地上建筑面积。 

对于室外设计地坪为坡地的情况，建筑空间的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应以平均高度计

算。 

当 h＞1/2H 时，该空间建筑面积应计入地下建筑面积。如图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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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根据《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节能 75%）（2021 年版）》第 4.2.4 条第 2 款要求，当寒冷地区

南向外墙设置凸窗时，凸窗凸出（从外墙面至凸窗外表面）不应大于 400mm。如图 3.2.2。 

  

图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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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容积率 
 

4.2 地上合理层高计算容积率面积认定 

4.2.2 本条明确了住宅建筑标准层层高相关设计要求。雄安新区住宅标准层层高最低要求为 3.0m。 

4.2.3 本条明确了公寓、宿舍建筑标准层层高相关设计要求。参照《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J 36-2016

第 4.4.1 条，对双层床或高架床做特殊要求。 

4.2.4 本条明确了社区、小区配套商业建筑层高相关设计要求。 

4.2.5 本条明确了办公建筑标准层层高相关设计要求。但应同时满足《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T 67-

2019 第 4.1.11 条关于净高的相关要求。 

4.2.7 本条明确了工业建筑标准层层高相关设计要求。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工业项目建设用

地控制指标》附件 1-1《控制指标应用说明》第二章第 1 条，建筑物超过 8 米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

建筑面积加倍计算。 

 

4.3 地上不计算容积率面积认定 

4.3.2 本条延续新区原有对容积率的计算原则，并补充楼梯间的相应表述。楼梯间作为顶层连通至

屋顶的竖向交通空间，相关梯段面积已经被顶层计算，屋顶楼梯间实际为空置的空间。且当楼梯间与其

它设备间贴建时，从面积分摊的角度，无法简单通过墙中线进行面积拆分。故纵向突出物当除楼梯间、

设备间等无具体的建筑空间功能时，均按照不计算容积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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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密度、绿地率和贴线率 
 

5.2 绿地率计算 

5.2.1 条款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A.0.2 条款。本条规定了居住街坊内绿

地及集中绿地的计算规则。 

1.根据《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2013 的规定，建筑四周应设置散水，散水的宽度宜为

600mm~1000mm，因此，本标准规定，绿地计算至距建筑物墙脚 1.0m 处。 

2.居住街坊集中绿地是方便居民户外活动的空间，为保障安全，其边界距建筑和道路应保持一定距

离，因此集中绿地比其他宅旁绿地的计算规则更为严格，距建筑物墙脚不应小于 1.5m，距街坊内的道

路路边不少于 1.0m。 

5.2.2 条款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条文说明 A.0.2.1 款。 

 

5.3 贴线率 

5.3.1 条款参照《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3.3.8.3 款。 

5.3.2 条款参照《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3.3.8.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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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高度 

 
6.0.1 条款参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1 条。 

根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第 4.5.2 条第 2 款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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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为全文强制性，与原《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表述相同，故本标准编制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1 条执行。 

6.0.2 条款参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2 条。 

根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第 4.5.2 条第 2 款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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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版）第 A.0.1

条第 1 款（条款未废止），建筑屋面为坡屋面时，建筑高度应为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其檐口与屋脊的平

均高度。故本标准编制参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1 条、《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352-2019 第 4.5.2 条第 2 款、《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版）第 A.0.1 条第 1 款

执行，坡屋面建筑高度计算至其檐口高度与屋脊高度的平均高度。 

6.0.3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3 条。 

6.0.4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4 条。 

6.0.5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5 条。 

6.0.6 条款参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3.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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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日照影响分析 

 
7.1 建筑日照基本要求 

7.1.4 本条第 1 款条款参考《雄安新区起步区住宅设计指南》DB 1331/T 010-2022 第 4.2.1.1 款。本

条第 2 款参考《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 450-2018 第 5.2.1 条。本条第 3 款参考《中小学校

设计规范》GB50099-2011 第 4.3.3 条。本条第 4 款参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 第

5.1.7 条、[废止]《民用建筑设计规范》GB 50352-2005 第 5.1.3.4 条款。本条第 5 款参考《托儿所、幼儿

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 年版）第 3.2.3.5 款、第 3.2.8 条。 

7.1.5 为避免拟建地块受到已建（批）地块日照影响，导致项目在规划设计中无法完成规划条件要

求或开发强度等情况，制定本条内容，具体参照第 7.1.9 条内容执行。 

7.1.7 为明确新建地块产生或被产生的日照影响，编制本条内容。为清晰表达遮挡建筑及被遮挡建

筑所产生的影响范围，需对项目所在地块周边的一个街区进行日照结果展示。影响日照计算的主客体范

围相关要求，参照第 7.2.4 条、7.2.5 条执行。 

7.1.9 为统筹兼顾相邻地块相互影响的日照问题，编制本条内容。 

 

7.2 建筑日照测算 

7.2.2 各类日照分析软件会因系统计算逻辑等因素产生误差，因此产生的误差可忽略。当出现因系

统计算逻辑产生的误差而不满足日照要求时，宜使用其它软件进行复验。根据《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

GB/T 50947-2014 第 6.0.2 条内容，日照计算软件的计算误差允许偏差为±3.0min。 

7.2.3 本条第 1 款具体坐标，根据日照分析软件确定。考虑起步区位置坐标及计算规则的一致性，

将其与容城县计算规则进行统一。其它条款参考《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 第 5 章相

关内容编制。 

7.2.4 客体范围半径 R 参考同纬度城市天津市、保定市，R=当地 2h 日照系数*100，调整为 160m。 

日照分析前应确定拟建建筑的高度 H0，以 O1、O2 为圆心，R（R=1.6H）为半径作出扇形日照影

响范围，即为客体范围，R 最大不超过 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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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主体范围半径 R 参考同纬度城市天津市、保定市，R=当地 2h 日照系数*100，调整为 160m。 

以已经确定的客体建筑的 O1、O2 为圆心，R=160m 为半径作出扇形范围，即为该客体建筑的主体

范围。上述范围内，排除对客体建筑不形成遮挡的建筑，明确主体建筑的具体对象，并进行编号。在此

范围内调查了解可能对其产生遮挡的建筑。 

 

 

 

 

 

 

 

 

 

7.2.6 本条参考《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 第 5.0.6 条。并根据雄安新区实际项目

需求，对建筑自身遮挡构件及窗的计算基准面做进一步明确要求。 

 

图 7.2.4 客体范围图 

图 7.2.5 主体范围图 

转角直角窗 转角弧形窗 凸窗 

图 7.2.6 主体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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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本条参考《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 第 4 章，并根据雄安新区实际项目需求，

对遮挡建筑的构件设施等做进一步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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