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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伞镇白岩村竹木加工厂 

方案设计说明 

    第一部分  建筑设计 

    一、工程概况 

1、本工程为镇康县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设计，工程位于云

南省临沧市镇康县省道 231 东侧，基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周围基础设施

较为完善。 

     2、本项目为工业用地，用地面积 16374.15 平方米。 

二、设计依据 

1、用地红线图。 

2、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和其他规定。 

    3、建设方设计要求 

4、国家现行的有关设计规范。 

    5、《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条例》 

    6、《机械工业厂房建筑设计规范》（GB50681-2011 年版） 

7、《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19 

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版） 

三、总平面规划结构     

1、建筑退距： 

地块西临镇清县 231 省道，建筑退让红线西侧≥6米，东侧、南侧、北侧均为

山地，建筑退让红线≥4 米，满足规范要求，同时亦满足消防、安全等的间距要

求。 

2、布置原则 

基地出入口：地块西侧 231 省道设置 1个出入口，出入口均宽敞开阔，人员出

入与车流不拥挤，交通流线清晰明了，同时也方便园区管理。 

绿化布置：园区绿化主要以宅旁绿化为主。绿化设计强调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及绿化设计的立体化。沿建筑周围空地种植花卉、灌木以及绿篱。在道路两侧布

置垂直绿化，地面停车采用草皮砖，争取更多的绿地，改善环境。绿化设计结合

道路规划的绿化设计统一进行，以达到多层次、立体的绿化环境，给人创造美好

的、温馨的氛围。树种选择以当地区性适宜的乔灌木为主，做到绿色环保低碳。 

3、建筑布局 

本设计总体布局在合理分析当地气候条件及周围环境的基础上，建筑遵循整体

实用性为原则，同时结合周边环境，顺应地形，采用点、线、面结合的设计手法，

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环境空间，减少了相互间的干扰，使建筑物拥有良好的园

区景观视线和广场空间。 

4、管线综合充分利用市政道路和市政设施。 

 5、总经济技术指标： 

 

 

 

 



 

 

 

 

 

总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总用地面积 16374.15  ㎡   

2 总建设用地面积 16374.15  ㎡   

3 

总建筑面积 7915.00  ㎡   

其

中 

地上建筑面积 7915.00  ㎡   

地下建筑面积 0.00  ㎡   

4 

计容建筑面积 13060.00  ㎡ 
厂房层高大于 8m 计容双

倍计算 
其

中 

生产性用房 11640.00  ㎡ 

生产服务设施用房 1420.00  ㎡ 

5 
生产服务设施用房用地占总用地面积

比例 
3.15  % ≤7% 

6 
生产服务设施用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

面积比例 
17.94  % ≤20% 

7 占地面积 7010.00  ㎡   

8 容积率 0.80    0.5≤R≤1.0 

9 建筑密度 42.81  % ≤65% 

10 绿化面积 1788.00  ㎡   

11 绿化率 10.92  %   

12 机动车位 17 辆   

13 非机动车位 30 辆   

                                                                    

四、建筑设计 

1#厂房~4#厂房：  

1#厂房~3#厂房建筑层数均为单层丙类厂房，耐火等级二级；层高 8.3 米；建

筑高度为 9.70 米，消防高度为 8.50 米。采用钢结构；4#厂房建筑层数为单层丙

类厂房，耐火等级二级；层高 9.0 米；建筑高度为 10.70 米，消防高度为 9.0 米。

采用钢结构。 

5#办公楼： 

建筑层数为 3层，为多层民用建筑，耐火等级二级；一层层高 3.9 米，二层、

三层，层高 3.6 米；建筑高度为 25.20 米，消防高度 23.95 米。采用框架结构。 

堆场 1、堆场 2： 

建筑层数均为一层，均为单层丙类堆场，耐火等级二级；层高 8.30 米；建筑

高度 8.50 米。采用钢结构。 

水泵房： 

建筑层数为一层，设备用房，耐火等级二级；层高 3.60 米；建筑高度 4.2 米。

采用框架结构。 

 

五、造型设计 

    设计构思立足于面向未来，充分反映时代精神，采用现代简约主义设计风格，

创造出一个清新明快、高雅尊贵、并富有文化内涵特质的建筑形象。 

建筑外墙以白灰为主，屋面采用深灰色彩钢板为主，整个厂区统一协调、淡

雅，造型通过建筑体型的凹凸变化，建筑色彩的合理搭配，建筑的虚实对比等的

合理搭配，层次丰富，虚实对比协调，总体上轻盈漏透，简洁大方。 

建筑外型风格统一，前后高低呼应，整个基地建筑形象和谐简约而不失丰富，

极富时代气息。 

                  第二部分 结构设计 

一、 设计依据 

1、有关部门审批文件 

2、规范及规程： 



 

 

（1）《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50223-2008 

（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 

（3）《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2011 

（4）《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2015 版） 

（5）《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94-2008 

（6）《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2016 版）   

（7）《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1-2021   

（8）《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55002-2021   

 （9）《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  GB51022-2015 

（10）《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2017 

（11）《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GB50018-2002 

（12）《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1591-2008 

（13）《碳素结构钢》                      GB/T700-2006 

（14）《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螺栓》          GB/T3632-2008 

 

 

二、设计荷载 

1、风荷载：云南省镇康县 50 年一遇的基本风压为 0.35KN/㎡. 

地震条件：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0g ,设计地

震分组为第三组。 

2、楼面主要活荷载标准值取值如下： （KN/㎡） 

厂房              5.0 

          办公               2.0 

卫生间              2.5（一般） 

设备机房            7.0 

上人屋面            2.0 

不上人屋面          0.5 

消防楼梯            3.5 

三、结构体系简介 

1、本工程除了 5#办公楼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其余栋楼均采用门式

刚架轻型钢结构，框架抗震等级为三级;设计使用年限均为 50 年, 结构的安全

等级均为二级。 

2、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建筑重要性类别均为丙类，地面粗糙度

类别为 B类。 

3、设计主要结构用材： 

     钢筋强度等级：HPB300 级圆钢，HRB335 级螺纹钢 HRB400 级螺纹钢 

     钢材：采用 Q235、Q355 钢 

     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 C25~C35 

四、 基础 

基础型式待施工图阶段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完成后，根据场地工程地质状况

确定。 

 

                       第三部分   给排水工程规划 



 

 

一、设计依据 

（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2）《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4）《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2012 

（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 

（6）《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7）《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8）甲方提供的设计任务书及外管线资料 

二、设计范围 

1、红线范围内的室外给排水系统、室内给水系统、消防系统、雨 

污水排水系统等； 

 

三、给水系统 

1、水源：本工程从市政管网引入一根 DN150 给水管，作为生活水源 

及消防水源，引入管上设水表计量。 

 供水方式：园区的生活用水供水均采用市政直接供水方式。 

四、排水系统 

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系统，排水量以用水量的 90%计。 

1、污水量：按最高日用水量 90％计。 

2、雨水设计：  按昆明市暴雨强度 ,其中重现期：2 年；径流系

数：0.69； 

暴雨强度公式q=700(1+0.775LgP)/(T+0)^0.496本项目汇水面积为

16575.21 ㎡ ,雨水设计流量为 296.85L/s.Hm2。 

3、室内污,废合流,室外雨水,污水分流。生活污,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市政 污水管;雨水经雨水管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 

五、节水节能措施 

1、节能措施 

市政水压能满足的楼层由市政管网直接供水，其余另外进行加压。 

2、节水措施 

(1) 选用节水型卫生洁具及配水件，卫生间坐便器采用容积为 6L 

的冲洗水箱，公共卫生间采用感应式水嘴、感应式小便器冲洗阀和感应

式蹲式大便器冲洗阀。 

(2) 空调冷却用水经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 

(3) 绿化用水采用微喷滴灌方式浇洒，并设置单独用水计量装置。 

(4) 水池溢流水位均设报警装置，防止进水管阀门故障时，水池、

水箱长时间溢水。 

六、卫生防疫措施 

1、市政总引入管设倒流防止器，防止红线内给水管网的水倒流污

染城市给水。 

2、公共卫生间内的水嘴及便器均采用感应式水嘴及冲洗阀，防止



 

 

人手接触产生 交叉感染疾病。 

3、排水地漏的水封高度不小于 50mm，防止污水系统臭气污染。 

七、环保专篇 

1．生活污水，排水采用雨污水分流制，污水独立设置专门的污水

管系统，先经过 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2．厂区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3． 卫生间排气设专用风道，排至高层屋面。 

4 . 噪声处理：    

5.垃圾采用定点收集集中转运处理。 

6、厂区布置绿化、美化环境、净化空气。 

 

 

 

第四部分    电气设计 

一、设计依据 

1.《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51348-2019） 

2.《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 

3.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6. 各专业提供的设计条件 

二、供电 

负荷等级： 

本工程室外消防用水量为 25L/S，所有消防用电设备以及其他用电设备按三

级负荷供电。 

本工程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法，单位指标法进行用电负荷预估，具体

如下： 

地上部分：80W/㎡，慢充充电桩：7kW/个，快充充电桩：40kW/个。 

本工程地块共用设备房，管线穿越市政道路。本工程地上部分负荷容量约为

565kW，取需用系,KC=0.7，则总计算负荷为 396kW；本工程充电桩负荷容量约为

75kW，取需用系,KC=1，则总计算负荷为 75kW。本工程在地上设置一个户外预装

式变电所，1台 SCB13 型油浸式式变压器，容量为：630kVA。 

三、低压配电、照明 

1．电力、照明干线均采用 ZB 型 BYJ 导线及 YJY 电力电缆，消防及事故照明电

力干线选用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力电缆，支线采用 ZBN-YJY 电力电缆。 

2．事故照明、消防用电设备均按三级级负荷供电，消防水泵用电箱在最末一级配

电箱处设置自动切换装置进行双电源切换。 

3．消防泵房、人员密集场所、各疏散通道、楼梯口等设置应急照明。 

4．室内照明照度根据各场所的使用功能，按国家民用建筑照明标准确定。公共走

廊选用节能型灯具。 

四、防雷 



 

 

1．本工程为三类防雷建筑物,在屋面组成不大于 20m×20m（或 24m×16m）的网

格，外部防雷措施采用在建筑物设置接闪网及接闪带混合的接闪器。女儿墙、屋

脊、屋角，及屋檐、檐角等易受雷击的部位设置热镀锌 接闪带；屋面部分利用建

筑物屋面钢板做为接闪器。所有防雷设施焊接处应涂防腐漆。 

2．所有屋面的金属物应与屋顶防雷装置相连；非金属风管、烟囱等物体的顶部边

沿均设接闪带。避雷杆、接闪带、网均应相互联接。 

3．防雷引下线利用本建筑所有结构柱或混凝土内钢筋。防雷设施应采用热镀锌、

焊接处应涂防腐漆。 

五、接地 

1．本工程接地系统采用 TN-S 制，工作、保护接地及防雷接地共用一个接地体，

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 

2．接地体：所有地梁内金属构件做为接地体，要求构件内有箍筋连接的钢筋或成

网状的钢筋，其箍筋与钢筋、钢筋与钢筋应采用土建施工的绑扎法、螺丝、对焊

或搭焊连接。 

3．各栋建筑均设总等电位联结。 

4．各机房．泵房．卫生间等做局部等电位联结。 

七、弱电系统 

系统包括综合布线、有线电视、安全防范等。 

1．固定电话及宽带网络配线系统： 

本工程需电话终端约为 200 对。电话进线采用光缆由电话网引入至电话网络总 

箱，再将电话电缆配至各电话终端。 

2．有线电视系统： 

本工程设有专门接收当地有线电视网络信号的接收系统前端箱,本工程需有线电

视终端约为 100 个。电视信号由城市有线电视网引入至电视前端箱。 

 

第五部分   暖通设计 

一、设计依据 

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2．《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4．《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5．业主对本工程的有关要求。 

二、设计内容 

1．平时通风设计； 

2．消防通风设计； 

3．空调系统设计； 

三、设计参数 

1．室外设计参数选取当地的气象参数。 

2．室内设计参数按规范要求选取。 

四、空调系统 

办公设置分体空调。 

五、平时通风系统 



 

 

1．设备房按规范要求设置独立的机械通风系统； 

2．公共卫生间设置天花式抽气扇排除异味; 

3．送、排风系统的风量均按换气次数确定，详见下表。 

各房间通风换气次数 

房 间 名 

称 
换气次数（次/时） 

 进风 排风 

水泵房 自然进风 4~5 

公共卫生间 自然进风 12~15 

六、排烟系统 

1．长度大于 20m 且无直接自然通风的内走道均设机械排烟系统。 

2．按规范要求无法自然排烟的房间均设排烟设施。 

七、防烟系统 

1．防烟楼梯间和其前室以及合用前室不能采用自然防排烟时，均设独立的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 

2．设置加压系统的前室每层均设常闭自动加压送风口； 

3．设置加压系统的防烟楼梯间每 2~3 层设置常开的自垂式百叶送风口； 

4．正压风机设置在专用机房内，加压系统出口段竖井采用内衬铁皮风管。 

八、消声与减振及环保 

1．设备基础均设减振器，通风空调设备安装均设减振吊架，设备与风管以软

接头联接，通风空调送、回风总管上设置消声器，通风空调室设防火隔声门。 

2．厨房油烟经排油烟机处理后高位排放，发电机房烟囱也高位排放。 

3．平时通风机及分体空调均选择节能高效产品，满足节能规范要求。 

 

                 第六部分   消防设计 

一、 设计依据：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版） 

2.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J140-90） 

3、《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6、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设计规范、法规； 

二、建筑防火设计： 

1. 本项目 1#厂房~4#厂房均为单层丙类工业厂房，耐火等级二级；5#办公楼

为多层民用建筑，耐火等级二级；堆场 1、堆场 2 均为单层丙类堆场，耐火等级

二级；。 

2 . 总平面图上设计了消防车道，道路最小宽度为 4m，满足消防规范要求，

消防车道距建筑物距离均不小于 5 米，满足消防要求。建筑单体防火间距、退线、

防火分区及安全疏散均可满足防火规范要求。 

3. 安全疏散、疏散距离及防火分区 

 每栋厂房均设有不少于两个疏散口;疏散口净宽不小于 1.4m，每层均为为一个防

火分区。疏散距离均满足规范要求。办公楼设有两个疏散楼梯，楼梯宽度满足规

范要求，每层为一个防火分区，疏散距离满足规范要求。 



 

 

4．建筑配件及构造 

本工程防火隔墙采用不燃烧体，耐火极限 3小时，楼梯间的墙、电梯井的墙、

采用不燃烧体，耐火极限 2小时。 

封闭楼梯间的门设乙级防火门。 

三、消防给水设计： 

1．本项目 1#厂房~4#厂房均为单层丙类工业厂房，耐火等级二级；5#办公楼

为多层民用建筑，耐火等级二级。 应设置室内、外消火栓。 

2.消防水源及各栋消防用水量如下表： 

系统名称 设置部位 

用水流

量 

火灾延

续时间 
用水总量 

供水方式 

(L/s) （h） （m3） 

室外消火栓系统 项目室外场地 25 3 270（※） 
消防水池加室外消防

泵加压、取水口 

室内消火栓系统 整栋建筑 20 3 216（※） 
消防水池加室内消防

泵加压 

需贮存总水量

（m3） 
 / / 486（※） 

存于地下 1层消防水

池 

本工程所设置消防给水系统的类型包括：  

a 室外消火栓给水系统：沿建筑周围设置；室外消防供水由消防水池保证； 

 b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每层均设置，保证同层任何一点均有两股水柱到达；

室内消防供水由水泵、屋顶水箱联合供水。 

1、消火栓系统 

⑴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从 5#楼办公楼地下室水泵房室外消防泵引出两根管径为 DN150 给水管，在

本项目建筑四周形成室外消防环状给水管网。消防水池设有消防车取水口，其保

护半径为 150m。 

（2）室内消防给水系统 

室内消防给水系统采用临时高压给水系统，在本项目最高一栋办公楼屋面最

高处设 18 立方米，消防水箱供火灾前 10min 消防用水。 

 (3).消防用水量： 

本工程室外消火栓用水量为：25L/s，火灾延续时间为 3h；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为：20L/s，火灾延续时间为 3h； 

在园区 5#楼底下一层设有一个 486T 埋地式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 

（4）室内消火栓系统消火栓栓口压力控制在 50m 水柱以内，超过此值时，采

用减压消火栓。 

2  建筑灭火器设置 

本工程采用贮压式磷酸铵盐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灭火器设于所有室内消火栓

箱内及灭火器箱内。 

四、消防电气设计： 

本地块共用消防设备房，管线穿越市政道路。 

1．负荷等级 

本工程室外消防用水量为 25L/S，所有消防用电设备以及重要的用电设备按二级

负荷供电，其他按三级负荷供电。 

2．线路敷设 

（1）所有二级消防负荷的干线采用矿物绝缘电缆，其他消防负荷采用 ZBN 型耐

火电缆。 



 

 

（2）消防用电设备配线采用暗敷设时应敷设在混凝土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明敷设时,应穿有防火保护的金属管或有防火保护的封闭式金属线槽。 

3．消防应急照明和消防指示标志： 

（1）在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电梯前室、疏散走道及地下室等公共活动场所，设

置火灾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 

（2）消防水泵房、防排烟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所有房间设置火

灾备用照明，并保持正常照明的照度。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持续供电时间大于 90min。 

（3）消防及事故照明电力干线选用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力电缆，支线采用

ZBN-YJY 电力电缆。 

五、防排烟设计： 

 (一)、排烟系统 

1．长度大于 20m 且无直接自然通风的内走道均设机械排烟系统。 

2．按规范要求无法自然排烟的房间均设排烟设施。 

3．排烟风机设置在专用机房内，排烟系统入口段竖井采用内衬铁皮风管。 

（二）、防烟系统 

1．防烟楼梯间和其前室以及合用前室不能采用自然防排烟时，均设独立的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 

2．设置加压系统的前室每层均设常闭自动加压送风口； 

3．设置加压系统的防烟楼梯间每 2~3 层设置常开的自垂式百叶送风口； 

4．正压风机设置在专用机房内，加压系统出口段竖井采用内衬铁皮风管。 

六、 海绵城市设计 

一、标准依据  

（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16  

（2）《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00  

（3）《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技术规范》GB50400-2006  

（4）《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T50596-2010  

（5）《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  

（6）《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12  

（7）《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09  

（8）《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二、 建设目标  

本次针对项目自身的特点及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合理布

置低影响工程技术措施，并对各项措施进行优化组合，充分发挥海绵体功能，实

现“小雨不湿鞋、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目标。  

三、设计标准  

   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实施海绵技术措施。结合《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

范》相关要求，拟定设计目标如下：  

（1）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符合要求；  

（2）径流污染控制率符合要求；  

（3）透水铺装比例：符合要求（占道路面积，人行道、自行车道）。  

四、排水防涝标准  



 

 

临沧市应具备应对不低于 50 年一遇的暴雨的能力， 即产生 50 年一遇标准

及以下暴雨时： 学校敏感区，以及重要、特别重要地区主要出入口道路正常通车，

即车行道积水不超过 15cm，主要建筑物出入口不积水；  

五、低开发雨水系统(LID)技术方案  

透水铺装按照面层材料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和透水

沥青混凝土铺装，嵌草砖、园林铺装中的鹅卵石、碎石铺装等也属于渗透铺装。

适用于广场、停车场、人行道以及车流量和荷载较小的道路，如建筑与地块内道

路、市政道路的非机动车道等，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还可用于机动车道。 本工程

在室外停车场和一些非消防车道以及绿地的区域均铺设透水砖及透水混凝土以增

加场地雨水的下渗。  

六、海绵设施 

海绵城市建设是通过低影响开发(简称 LID)的技术得以实现的，低影响开发是在开发过程的设

计、施工、管理中，追求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特别是对雨洪资源和分布格局影响的最小化。

本项目运用的低影响开发措施及其构造如下文介绍。 

6.1 下沉式绿地 

1、技术概述 

狭义的下沉式绿地指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在 200mm 以内的绿地:广义的下沉

式绿地泛指具有-定的调蓄容积，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用水的绿地，包括生物

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等。下沉式绿地可广泛应用于城市

建筑与小区、道路、绿地和广场内。对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

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湿陷性黄土层或岩石层小于 Im及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m (水

平距离)的区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图 8-1  下沉式绿地 

2、设计要求 

(1)下沉式绿地可广泛应用于城市建筑与小区、道路、绿地和广场内。 

(2)对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

1m 及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m (水平距离)的区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次生灾

害的发生。 

(3)下沉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口(如雨水口)，保证暴雨时径流的溢流排放，溢

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高于设计蓄水高度 10mm。 



 

 

(4)有效下沉式绿地的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确定，一般为

20-200mm，本项目设计的下凹式绿地深度为 20-200mm。 

(5)下沉式绿地内应设置溢流口(如溢流管、雨水口、渗透溢流井)。溢流口顶部应

预留 100mm 的超高。 

(6)溢流式雨水口:雨水口间距根据汇水面积计算确定:雨水口周围铺设鹅卵石，以

免其损坏或造成隐患: 

(7)下沉式绿地内可设渗井，增加绿地的渗透能力: 

(8)周边雨水宜分散进入下凹绿地:若采用集中进入,则应在入口处设置缓冲措施； 

6.2 透水铺装 

1、技术概述 

透水铺装按照面层材料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水泥混凝上铺装和透水沥青

混凝土铺装，嵌草砖、园林铺装中的鹅卵石、碎石铺装等也属于渗透铺装。适用

于广场、停车场、人行道以及车流量和荷载较小的道路，如建筑与小区道路、市

政道路的非机动车道等，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还可用于机动车道。 

 

图 6-2  透水铺装（一） 

 



 

 

图 6-3 透水铺装（二） 

 

图 6-4  植草砖 

2、设计要求 

（1）透水砖铺装和透水水泥混凝十铺装主要适用于广场、停车场、人行道以及车

流量和荷载较小的道路，如建筑与小区道路、市政道路的非机动车道等，透水沥

青混凝土路面还可用于机动车道。 

（2）透水铺装应用于以下区域时,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次生灾害或地下水污

染的发生:可能造成陡坡坍塌、滑坡灾害的区域;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上

等特殊土壤地质区域;使用频率较高的商业停车场、汽车回收及维修点、加油站及

码头等径流污染严重的区域。 

（3）透水铺装对道路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潜在风险较大时，可采用半透水铺装结

构。 

（4）土地透水能力有限时，应在透水铺装的透水基层内设置排水管或排水板。 

（5）当透水铺装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上时，顶板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600 mm,并应设

置排水层。 

（6）透水铺装应至少包括透水面层、透水找平层和透水基层。 

（7）透水铺装坡度不宜大于 2%。当透水铺装坡度大于 2%时，沿长度方向应设置

隔断层，隔断层顶端与透水基层顶齐平,底端超出透水基层底 3-5cm。隔断层可采

用厚度大于 16mm 的 HDPE 或 PVC 防渗膜或者混凝上。 

（8）透水铺装地面宜在土基上建造，自上而下设置透水面层、透水找平层、透水

层和透水底层:当透水铺装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上时，其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600mm，

并应增设排水层； 

（9）透水路面砖、透水混凝土的关键指标应符合表 6-1 的规定。 

表 6-1  透水路面、透水混凝土的关键指标要求 

 

（10）植草砖的关键指标应符合表 8-2 的规定。 

表 6-2  植草砖的关键指标要求 



 

 

 

（11）透水铺装构造下的土基座应有一定的透水性能，透水系数不宜小于

1.0x10-3mm/s，当透水系数不能满足本要求时，应增加排水设计内容。 

（12）本项目透水铺装构造做法，构造图如图所示。 

 

图 6-5 透水混凝土典型路面结构设计图 

 

图 8-6  透水砖典型路面结构设计图 

 

图 6-7  植草砖做法详图 

 

6.3 雨水花园 

1、技术概述 

      雨水花园也被称为生物滞留区域(io-retention Area)，是指在园林绿地中

种有树木或灌木的低洼由树皮或地被植物作为覆盖。它通过将雨水滞留下渗来补

充地下水并降低暴雨地表径流的洪峰,还可通过吸附、降解、离子交换和挥发等过

程减少污染，是一种生态可持续的雨洪控制与雨水利用设施。 

      雨水花园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 Prince 

George'sCounty)一名地产开发商建住宅区的时候，希望用一个生态滞留与吸收雨

水的场地来代替传统的雨洪最优管理系统(BMPs) 。在该郡环境资源部的协助下，

该区每栋住宅都配建了 30 ㎡~40 ㎡的雨水花园。建成后进行了数年的追踪监测，



 

 

结果显示雨水花园平均减少了 75%~ 80%地面雨水径流量，此后，世界各地开始建

造各种形式的雨水花园。 

 

图 6-8  雨水花园图示 

2、技术优点分析 

（1）能够有效地去除径流中的悬浮颗粒、有机污染物以及重金属离子、病原体等

有害物质; 

（2）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雨水花园能够为昆虫与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3）雨水花园通过其植物的蒸腾作用可以调节环境中空气的湿度与温度,改善小

气候环境: 

（4）雨水花园的构造成本较低，且维护与管理比草坪简单: 

（5）与传统的草坪相比，雨水花园能够给人以新的景观感知与视觉感受。 

3、技术目标分析 

（1）以控制雨量为目的 

     该类雨水花园主要起到滞留与渗透雨水的目的，结构相对简单。一般用在环

境较好、雨水污染较轻的地域，如居住区等。 

 

（2）以降低径流污染为目的 

该类型雨水花园不仅是滞留与渗透雨水，同时也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适用

于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城，如城市中心、停车场等地。由于要去除雨水中的污

染物质，因此在土壤配比、植物选择以及底层结构上需要紧密的设计。 

4、设计要求 

（1）蓄水层:为暴雨提供暂时的储存空间，使部分沉淀物在此层沉淀，进而促使

附着在沉淀物上的有机物和金属离子得以去除。其高度根据周边地形和当地降雨

特性等因素而定。一般多为 100mm ~ 300mm,本项目按 300mm 设计: 

（2）覆盖层:一般采用树皮进行覆盖，对雨水花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保

持土壤的湿度，避免表层土壤板结而造成渗透性能降低。在树皮-土壤界面上营造

了一个微生物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有机物的降解，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径

流雨水的侵蚀。其最大厚度一般为 50mm~ 80mm; 

（3）植被及换土层:为植物根系吸附以及微生物降解碳氢化合物、金属离子、营

养物和其他污染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有较好的过滤和吸附作用。一般选用

渗透系数较大的砂质土壤，其主要成分中砂子含量为 60% ~85%，有机成分含量为



 

 

5%~ 10%，粘土含量不超过 5%。厚度根据植物类型、降雨特性和服务面积等而定，

一般厚度为 250mm 左右。种植在雨水花园的植物应是多年生的，可短时间耐水涝，

如大花萱草、景天等; 

（4）人工填料层:多选用渗透型较强的天然或人工材料，其厚度应根据当地的降

雨特性、雨水花园的服务面积等确定，多为 0.5m~ 1.2m。当选用砂质土壤时，其

主要成分与种植土层一致。当选用炉渣或砾石时，其渗透系数一般不小于10-6m/s； 

（5）砾石层:由直径不超过 50mm 的砾石组成，厚度为 200mm~ 300mm。在其中可

埋置穿孔管，经过渗滤的雨水由穿孔管收集进入邻近的河流或其他排放系统； 

（6）砂层:防止土壤等颗粒进入砾石层，并且具有额外通风的作用； 

（7）溢流式雨水口参见《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图集(2018)》（厦2018-J-1, 

5-7 页）； 

（8）本项目雨水花园构造做法参照《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图集》(厦

2018-J-1，5-3 页) 

6.4 雨水断接 

1、技术概述 

雨水断接技术指的是通过切断径流排放通道，以入渗和滞蓄等方式破坏径流的连

续性，从而达 

到削减流量和雨水集蓄利用的效果。雨水断接技术有助于屋顶，车道等硬化地表

雨水不直接进入地 

下雨水管网系统，而先进入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LID），达到雨水储蓄，下渗及

净化的目的。常 

见的雨水断接技术有雨水立管断接，切割路缘石等。 

2、设计要求 

（1）道路雨水断接 

道路和广场周边常会设置有下凹绿地、雨水花园和滞留树池等生态设施，对于道

路和广场上污染较为严重的雨水，宜通过道路雨水断接进入生态设施处理后排放。

本项目路缘石为平缘石，道路雨水直接通过平缘石流进海绵设施，从而起到调蓄、

净化雨水的目的。 

（2）屋面雨水断接 

缓冲沉砂池断接是一种常见的屋面断接技术，屋面雨水先流经下凹绿地、雨水花

园，下凹绿地、雨水花园内填入渗透性能好的净化能力强的人工混合土，进行渗

透净化，再通过低势绿地渗透排放。 



 

 

 

 

 

图 6-10 屋面雨水断接大样图及效果图 

1）断接形式可多样化，如高位花坛断接、缓冲消能池断接等，由后期景观结合实

际情况决定。 

2）高位花坛断接：雨水立管接入高位花坛，植物以景观专业选配为准，过量雨水

进入周边下 

凹绿地或通过花坛内溢流口排放进入管网： 

3）缓冲消能池断接：雨水立管接入缓冲消能沉砂池后溢流进入周边下凹绿地，缓

冲沉砂池也 

可用砾石缓冲槽代替 

4）各断接形式具体构造做法可参照《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图集》（厦

2018-J-1,1-15, 

1-16,1-17,1-18）。 

6.5截污雨水口 



 

 

      改造的截污雨水口为挂篮式回字方型结构外层装填专用滤料，中间作为溢

流排放口。其工作原理为:初期雨水经网格盖板后依次进入外层，逐步净化，最后

渗入地下，补充地下水。后期降雨较大时，雨水经过中部溢流口，并直接排放。

专用滤料为复配轻质滤料，具有生物降解功能，并易于清理泥砂杂物。经现场监

测数据可知，其对 COD、SS、 NH3-N、TP的去除率为91%、90%、 50%、77%，对Cr、Cu、

Zn等重金属的去除率为80%。污染物的平均浓度低于以下目标值: CODcr: 40mg/, SS:40mg/l，TP: 

0.2mg/l。 除污雨水口的安装应严格按照生产厂家要求进行，后期运营和维护工作作可由厂家

提供参考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图 6-11  截污式雨水口构造图 

6.6 植物选型 

    雨水处理系统中,植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方案对植物的选配进行了相关研

究,生物滞留设施的植物应选择耐淹又耐早且根系发达的植物，主要用于维系土壤

渗透率，处理和吸收雨水中的氮、磷、重金属等污染物，可优选景观视觉效果较

好的植物。植物的选择需符合以下原则。 

    (1)优先选用本:土植物，适当搭配外来物种。本土植物对当地的气候条件、

土壤条件和周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在人为建造的雨水花园中能发挥很好的

去污能力并使花园景观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适当搭配经改良的外来植物，可以

提高花园中物种的多样性。 

    (2)选用根系发达、茎叶繁茂、净化能力强的植物。植物对于雨水中污染物质

的降解和去除机制主要有 3个方面: 一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和利用氮、磷等物

质；二是通过根系将氧气传输到基质中,在根系周边形成有氧区和缺氧区穿插存在

的微处理单元，使得好氧、缺氧和厌氧微生物均各得其所，发挥相辅相成的降解

作用；三是植物根系对污染物质，特别是重金属的拦截和吸附作用。因此根系发

达、生长快速、茎叶肥大的植物能更好地发挥上述功能，是雨水花园植物选择的

重要标准。其次雨水花园在降雨期间水体流动速度较快，因此要求植物拥有较深

的根系。 

    (3)选用既可耐涝又有一定抗早能力的植物。因雨水花园中的水量与降雨息息

相关,存在满水期和枯水期交替出现的现象因此种植的植物既要适应水生环境又

要有一定的抗早能力。 

    (4)作为一个需经常处理污染物的人工系统，容易滋生病虫害，所选的植物也

要具有较高的抗逆性，能抗污染、抗病虫害、抗冻、抗热等。 

    (5)选择可相互搭配种植的植物，提高去污性和观赏性。 

 

   

 



设计名单

单体技术图纸



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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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厂房

本层建筑面积：1220.00㎡



1#、2#厂房



1#、2#厂房



1#、2#厂房

1#、2#厂房北立面图

1#、2#厂房南立面图

1#、2#厂房东立面图 1#、2#厂房西立面图



1#、2#厂房



3#厂房

本层建筑面积：1220.00㎡



3#厂房



3#厂房



3#厂房

3#厂房南立面图

3#厂房北立面图

3#厂房西立面图 3#厂房东立面图



3#厂房



4#厂房

本层建筑面积：1485.00㎡



4#厂房



4#厂房



4#厂房

4#厂房南立面图

4#厂房北立面图

4#厂房西立面图 4#厂房东立面图



4#厂房



5#办公楼

本层建筑面积：475.00㎡，总建筑面积：1380.00 ㎡



5#办公楼

本层建筑面积：475.00㎡



5#办公楼

本层建筑面积：475.00㎡



5#办公楼



5#办公楼



5#办公楼南立面图

5#办公楼



5#办公楼北立面图

5#办公楼



5#办公楼西立面图 5#办公楼东立面图

5#办公楼



5#办公楼



堆场1



堆场2



堆场1、2剖面图



水泵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