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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
安全防护体系升级

安全作为“好房子”最为重要的
核心要素，在高空坠落、消防安全、
电气与设备安全等方面均要求进行
升级。

例如在高空坠落防范上，要求在
风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监控系统，
以及≥2.5米宽的缓冲区/隔离带；阳
台临空处防护栏杆净高≥1.2米；空中
绿化平台开敞面栏杆净高≥1.3米。

消防安全方面，要求地下室设
备用房建筑面积≤500平方米/防火
分区；提升类高层住宅耐火等级应
为一级；地下室充电车18辆成组布
置，减少单组火灾损失；地下室配建
的供住户使用的储藏室不应和车库
合用防火分区。

在电气与设备安全上，家居配
电箱禁止装在卫生间、分户墙；电动
自行车充停场所设电气火灾监控；
电气线路穿越外墙保温层时用金属
套管保护；燃气管道贴外墙，无遮
挡，便于维修和更换。

亮点二：
居住舒适性提升

住宅层高上，要求住宅层高不
小于3.0米或3.15米，随着层高的

“长高”，可以让居住舒适不压抑；
架空层高度要求不小于 3.6 米或
4.2米。

《细则》明确住宅临街外窗用
“三玻两腔”（玻璃厚度≥5毫米）；分
户墙选用20厘米混凝土或24厘米
非轻质墙体材料，楼板厚度12厘
米，排水立管要求不贴邻卧室、书房
等，这些均为住宅开启“静音模式”。

同时，《细则》明确限制住宅总
高度，提高住区品质；在靠近轨道、
公交站点的围墙上设置人行便门，
减少公共交通出行的步行距离；单
元式住宅限制采用敞廊式布局，让
住户风雨天回家有更佳的体验；入
户处设置悬挂装置，从细节处为居
民提供方便。

此外，还要求室内污染物浓度
需符合十项标准；电梯、门厅设空
调；香樟等速生乔木不应影响底层

“采光权”等。

亮点三：
防水防潮体系强化

《细则》通过屋面坡度加大、外
墙混凝土翻边、地下室设防洪挡板
等要求，强化住宅的防水防潮体系。

比如屋面坡度≥3%，加快雨水
径流，底层外墙底部设≥25厘米高
的钢筋混凝土翻边，防止雨水渗入
墙角。

地下室顶板厚度不小于30厘

米，坡道出入口设15厘米防水反坡
及60厘米防洪挡板等，均为地下室
筑起防洪“小堤坝”。

亮点四：
全场景异味防控

针对住宅区域的“异味”防控，
《细则》则是多管齐下。

例如，在厨房、卫生间干区不设
地漏，减少卫生死角；地漏存水弯要
增加补水措施，保证有不低于5厘
米的高度，防止地漏干涸返臭。

商业餐饮油烟排放口，要求距
建筑住宅主楼不少于20米（净化处
理后不少于 10 米）；生活垃圾收集
点设封闭厨余容器，要求距住宅不
少于3米。

化粪池要求距建筑物外墙不少
于5米，底层地面与地下室顶板间
用泡沫混凝土回填，避免空腔积水
发臭。

亮点五：
配套服务精细化

公共服务上，小区入口设“甬爱
驿站”，包含卫生间、外卖配送柜、充
电设施等。

住宅底层商业网点预留燃气接
入；设备平台室外机安装距相邻门
窗≥3米，避免热污染与噪声干扰。

住宅小区实现人车分流，搬家、
急救车辆，要能开到距离单元入口
10米内；更新改造要求完善交通、
消防、楼栋标识，楼层标识要与门牌
统一安装。

亮点六：
全龄友好设施完善

适老化设计上，居家养老服务
用房禁止设在地下室或四层以上，
二层及以上设担架电梯；老年人活
动场地100米内有直饮水和无障碍
厕位。

托育场所设在三层及以下，冬
至日日照要求不少于3小时，防护
栏杆净高不低于1.3米，1.3米以下
墙面要做成圆角且容易清洁，防止
孩子磕碰且好打理。

亮点七：
绿色低碳设计优化

建筑绿色低碳设计上，《细则》
要求用水器具水效等级不低于2
级；绿色建材使用比例大于40%；
给水系统采用不锈钢或铜管，更为
环保耐用；排水立管选用静音管材；
地下车库设置能实现人车感应控制
等功能的智能照明系统。

可再生能源上，《细则》要求光
伏系统采用一体化设计，建设光伏
发电系统智慧服务平台并接入市建

筑能耗监测平台，并推动外墙光伏
的应用。

亮点八：
智慧科技赋能

针对“好房子”的“智慧”维度，
《细则》要求打造智慧、舒适、安全、
健康的全屋智能住宅，支持不同品
牌和品类终端设备互联、数据互通、
服务共享。

小区电梯电动自行车识别摄像
机，实现对电动自行车的自动识别
和阻挡，使电动自行车不能上楼，
保障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小区安
装高空抛物专用摄像机，能快速定
位高抛者；设置临湖防溺水视频设
备等。

此外，还要求实现光纤入户，移
动通信信号覆盖楼宇公共空间，包
括电梯轿厢。

亮点九：
推动既有住宅存量更新

为了方便居民上下楼，《细则》
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标准——
四层及以上未设电梯住宅应加装
电梯。电梯要求载重量≥320 千
克，轿厢门净宽≥0.8米，轮椅能轻
松进出。

明确地下室储藏室增设独立防
火分区，风雨连廊加宽至2.4米；车
位开门范围0.3米内无障碍物。

对于既有住宅的改造，《细则》
也明确了可变与不可变内容。

可变内容包括建筑附属设施及
加固改造，如适老化需求的加装电
梯、屋面平改坡、结构加固等；建筑
功能与空间改造，如套内空间适老
化改造、公共空间增设公共卫生间
及架空层改成服务功能空间、小区
环境改造等；节能与防水改造，如
对既有住宅的外墙、门窗、屋面等
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以及防水
改造等。

既有住宅不可变内容，则强调
不得随意改变结构体系的承重构
件，未经许可不得改变结构用途和
使用环境，不得进行违反消防强制
性标准的改造。

●专家点评

《细则》以百姓可感知的语言体
系，将“好房子”标准转化为具体技
术指标，从电梯阻车到光伏一体化，
每一项规定均直指居住痛点。

以国家《住宅项目规范》主编王
清勤为组长的审查组一致表示：“这
份《细则》填补了国内地级市住宅项
目设计实施细则的空白，具有较高
的创新性和示范性，对宁波市住宅
项目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 周科娜

九大亮点！
“好房子”宁波标准发布
9月1日起施行

“好房子”国家标准——
《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
2025）于 2025 年 5 月 1 日 起
施行，昨日，“好房子”宁波
标准——新版《宁波市住宅
项目设计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细则》）正式发布，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报送施工
图审查的住宅项目，均应遵
照此《细则》执行。

“《细则》以‘好房子’标
准为引领，聚焦规划设计、
工程质量、运行维护三大关
键环节，其中设计是品质的
基石。我们此次修订的最
大亮点，是将技术标准与百
姓生活紧密结合，用通俗易
懂和可感知的语言让专业
规范走进日常生活。”宁波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细则》围绕‘安全、舒适、
绿色、智慧’四大维度，系统
重构了技术体系，科学划分
为完善类、提升类和改造类
三大类别，精准覆盖住宅全
生命周期，确保每一项规定
都贴合民生需求，兼具专业
深度与实践温度。”

《细 则》适 用 于 我 市 城
镇新建和改造住宅项目的
设计，不包括农村居住建筑
项目。

《细 则》编 制 中 ，按 照
“好房子”的四大核心维度，
重构了章节体系，技术标准
分类上，分为完善类、提升
类和改造类。完善类技术
标 准 ，适 用 于 各 类 住 宅 建
筑，包括商品住宅、保障性
住宅、安置类住宅等各类普
通住宅和高品质住宅均须
执行；高品质住宅应执行提
升类技术标准；改造类技术
标准，是针对既有住宅项目
改造而提出的特定性规定。

据 介 绍 ，这 份 被 称 为
“好房子设计说明书”的文
件，用九大亮点描绘出“好
房子”的新模样——从防高
空坠物到全屋智能，每一条
都和你我的居住体验息息
相关。记者邀请全程参与

《细则》编制的宁波市房屋
建筑设计研究院住宅设计
研究中心主任叶浩翔进行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