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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中心《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指南（试行）

（建筑专业）》的通知

各审查专家：

为指导和规范本中心新建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

计文件（建筑专业）的审查工作，明确审查内容，统一审查尺

度，规范审查流程，提高审查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中心结合

多年施工图审查工作实践，以国家、行业和地方规范标准为依

据，特编制《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指南

（试行）（建筑专业）》，并广泛征求全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

意见，经专家评审通过，现予印发。

请各审查专家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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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和规范本中心新建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

件（建筑专业）的审查工作，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3号发布，第 46号修改）、《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实施意见》（苏建科〔2005〕226号）的

规定，结合中心多年来施工图设计审查工作实践，并广泛征求全市有

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特编制本审查指南。本指南编制目的在于明确

审查内容，统一审查尺度，规范审查流程，提高审查效率，优化营商

环境。

本指南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申报材料审查；3居住建筑室

内装饰装修审查；4公共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审查；5引用标准名录。

本指南的编制工作汇聚了各位领导、专家的辛勤劳动，积极吸收了中

心各专职专家、兼职专家、江苏省院、长江都市院、中通服设计院、

南京市院等累计约 80余条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特向各位领导、

专家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本审查指南试行版难免存在一些遗漏和问题，在执行过程中，请

各位审查专家多加指正，若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

关资料寄送至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地址：南京

市秦淮区王府大街 8号测绘大厦 19楼 1907室；邮编：210005），以

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指南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主要起草人：徐嵘、彭为民、刘炳连、凌建宏、胡睿、管再浩、李星

主要审查人：谭卫佳、蓝健、刘青、翟惟隆、孔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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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审查指南主要适用于新建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

文件建筑专业的审查，既有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技术

审查可参考第 3、4章节中相关内容。

1.0.2 本审查指南按照现行国家和地方工程建设标准规定，列出相关

强制性条文，同时在总结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常见问题

的基础上，又列出影响消防安全性、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必审条文，

精减推荐性标准中不影响消防安全性、公众安全的一般性条文，为民

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建筑专业）的审查提供方便快

速查阅条文的帮助。

1.0.3 本审查指南依据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相关现行国家、行

业、江苏省地方工程建设标准及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确定审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强制性条文；

2 与强制性条文有密切支撑关系的应执行条文；

3 涉及安全性的应执行条文；

4 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

1.0.4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建筑专业审查内容主要

按以下六个方面把控：

1 主要装饰装修材料、竣工达标项等材料分类控制污染性、安全

性是否满足要求；

2 平面场所装饰装修是否存在调整、减少、改动、拆除、遮挡消

防布局及设施、安全出口、疏散出口、疏散走道和防火分区等影响消

防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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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设计、装饰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是否满足要求；

4 防水、防潮、防渗漏设计是否满足要求；

5 安全防护、减振隔声、噪声控制设计是否满足要求；

6 是否存在常见投诉问题、质量通病等。

1.0.5 本审查指南按照居住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含户内部分、公区部

分）和公共建筑室内装饰装修两部分，分别列出主要技术审查内容。

1.0.6 本审查指南所列审查内容是保证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质

量的控制性要求，并非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的全部内容，具体工

程可根据审查项目的特点有所调整，但不宜采取校对审核模式，将现

行标准中所有条文及规定均归属于必审内容。

1.0.7 本审查指南所列审查内容，并不是工程设计的全部内容，设计

单位和设计人员应全面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法规、规范和标准等

规定的内容。

1.0.8 本审查指南主要依据 2021年 12月 30日之前发布的法规和出版

发行的工程建设标准编制，在此之后如有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实

施，应以新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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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材料审查

2.0.1新建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申报应符合以下程序：

1 新建民用建筑工程主体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技术审查通过，原则

上在领取审查合格书后，方可申报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

2 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需要变更原建筑主体平面布局、使用

功能等设计的，原则上应由原建筑设计单位先对主体建筑设计进行设

计变更，报规划资源部门审查通过后，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

方可申报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3 申报的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包括结构专业施工图。

凡涉及结构的变动，原则上应由原建筑设计单位先对主体建筑设计进

行设计变更，并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

4 申报的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应变动原主体消防设

施。凡涉及消防设施变动，原则上应由原建筑设计单位先对主体建筑

设计进行设计变更，并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

在不改变消防设施整体系统，仅对末端点位进行调整，涉及自动

灭火系统喷头、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探测器（包括手动报警按钮、

声光报警器、楼层显示器、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等）、室内消火栓箱、

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具、机械排烟口或加压送风口的局部移位

或少量数量增减，可由同时具备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装饰装

修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5 涉及到本条中第 2、3、4项的变更，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修订)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经原建筑设计

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

位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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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分为“基础包”、“升级包”时，

需分类型建立项目进行申报。

2.0.2 本审查指南中消防设施变动是指：

1 改变建筑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的；

2 改变疏散门疏散方式、安全出口、疏散走道、疏散楼梯间、疏

散楼梯等安全疏散设施的；

3 改变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系统的，改动消防水量、

消防泵房等消防供水设施的；

4 改变建筑消防用电负荷、供电方式的；

5 改变防排烟方式、调整防排烟设计参数的。

2.0.3 具备建筑工程行业、专业或专项设计资质的企业，应在其资质

许可范围内承接相应范围、相应等级的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

2.0.4申报材料要求：

1 政策性要件：

1）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预算额证明材料（需建设单位与装饰设计单

位有效签章）；

2）原主体建筑设计单位对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确认函

（主体设计单位与装饰设计单位不是同一家时，需提交原主体设计单

位确认函并具有有效签章，详见附件 B）；

3）建设单位需补充说明的其他材料。

2 技术性要件：

1）全套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基本内容：目

录、设计总说明、材料表、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大样索引图、

大样图等；

2) 经审查通过的原主体对应层平面图（盖有审查合格章的施工

图），如该项目主体施工图申报时提供的是纸质件，应上传原主体审

查通过的对应层平面图 PDF格式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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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住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主要审查内容

注：黑体字为强制性条文

序

号
审查项 审查的标准条文（款）

审查内容和

要求

1

施工图设

计文件编

制深度

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建筑专业的内容和深度应符合建设部《建

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和《江苏省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苏建科〔2007〕138号）的要求。

设计说明、

设计内容应

齐全、完整。

2

污染类别

划分 I 类

（II类）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1.0.4 民用建筑工程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I 类民用建筑应包括住宅、居住功能公寓、医院病房、老年人照

料房屋设施、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等;

2 II 类民用建筑应包括办公楼、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

店、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等。

设计依据标

准版本是否

正确，是否

按 I类标准

进行设计，

是否正确划

分建筑类

别。

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6.0.4 条 民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

测，其限量应符合表 6.0.4 的规定。

表 6.0.4 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

室内污染控

制标准是否

按 GB

50325-2020

版第6.0.4条

七项指标进

行设计。

4

装修材料

筛选，放

射性、有

害性指标

是否符合

规范要求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4.3.1 Ⅰ类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属装饰装修材料

放射性限量必须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规定的 A 类要求。

无机非金属

装饰材料放

射性指标需

满足《建筑

材料放射性

核素限量》

GB
6566-2010
规定的 A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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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4.3.6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中所使用的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严

禁采用沥青、煤焦油类防腐、防潮处理剂。

装修中木地

板及其它木

质材料严禁

采用沥青、

煤焦油类防

腐、防潮处

理剂。

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

3.2.1 A 类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钾-40的放射性

比活度同时满足 IRa≤1.0和 Ir≤1.3要求的为 A类装饰装修材料。A类装

饰装修材料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装饰装修材

料的放射性

需满足内照

射指数 IRa≤

1.0、外照射

指数 Ir≤

1.3。

7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2020

5.1 水性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水性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要求

水性墙面涂

料有害物质

限量需满

足：内墙涂

料 VOC≤

80g/L，腻子

VOC≤

10g/kg；甲醛

含量/

（mg/kg）≤

50；苯系物

总和含量/

（mg/k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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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计说明

不完整、

不全、缺

材料控制

项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5.15.7 装修材料应采用环保、安全、耐久、防水、防污、防滑、抗菌

性能好的绿色建材，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装修材料宜采用可再循

环、可再利用、再生（速生）的材料。

装修材料应

采用环保、

安全、耐久、

防水、防污、

防滑、抗菌

性能好的绿

色建材，并

符合相关标

准的规定。

9

地面防滑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JGJ 367-2015

4.1.3 套内装修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地面应采用平整、耐磨、抗污染、易清洁、耐腐蚀的材料，厨房、

卫生间的楼地面材料还应具有防水、防滑等性能。

厨房、卫生

间、建筑出

入口、走道

等楼地面材

料是否具有

防水防滑性

能。10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2014

4.1.5 对于老年人居住建筑、托儿所、幼儿园及活动场所、建筑出入口

及平台、公共走廊、电梯门厅、厨房、浴室、卫生间等易滑地面，防滑

等级应选择不低于中高级防滑等级。幼儿园、养老院等建筑室内外活动

场所，宜采用柔(弹)性防滑地面，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老年人居住建

筑设计标准》GB／T 50340和《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的规定。

11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2014

4.1.7 建筑坡道、楼梯踏步及经常有水、油污的地面进行防滑设计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的规定，其防滑等

级应按水平地面等级提高一级，并应采用防滑条等防滑构造技术措施。

12
玻璃选用

安全玻璃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7.2.4 浴室用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浴室内有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的规定，且公称厚度

不小于 8mm的钢化玻璃；

2 浴室内无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的规定，且公称厚度

不小于 12mm的钢化玻璃。

浴室玻璃：

有框≥8mm

钢化玻璃，

无框≥

12mm钢化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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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7.1.1 安全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应符合表 7.1.1-1的规定；有框平板玻

璃、真空玻璃和夹丝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应符合表 7.1.1-2的规定。

7.1.1-2 有框平板玻璃、超白浮法玻璃和真空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

采用非钢化

玻璃的最大

厚度：

5厚面积≤

0.5㎡、6厚

面积≤0.9

㎡ 。

14

《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发改运行〔2003〕2116号文）

第六条 建筑物需要以玻璃作为建筑材料的下列部位必须使用安全玻

璃：

（二）面积大于 1.5m2（备注：此面积需根据选用玻璃厚度调整）的窗

玻璃或玻璃底边离最终装修面小于 500mm 的落地窗；

（七）楼梯、阳台、平台、走廊的栏板及中庭内栏板

（十）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门厅等部位；

（十一）易遭受撞击、冲击而造成人体伤害的其他部位。

底边离装修

面＜500mm

的落地门

窗；建筑物

出入口、门

厅等部位；

易受撞击、

冲击而造成

人体伤害必

须使用安全

玻璃。

15

《塑钢门窗工程技术规程》JGJ 103-2008

3.1.2 门窗工程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使用安全玻璃：

2 距离可踏面高度 900mm 以下的窗玻璃；

3 与水平面夹角不大于 75 度的倾斜窗，包括天窗、采光顶等在

内的顶棚；

4 7 层及 7 层以上外开窗。

塑钢门窗距

离可踏面高

度＜900mm

的玻璃需使

用安全玻

璃。

16

防护栏杆

设置是否

符合原建

筑设计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6.11.6 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 居住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净高不得低于 0.9m，否则应

设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的高度由地面起算不应低于 0.9m；

室内低于

0.9m窗台应

设防护栏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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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6.11.7 当凸窗窗台高度低于或等于 0.45m时，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

算不应低于 0.9m；当凸窗窗台高度高于 0.45m时，其防护高度从窗台

面起算不应低于 0.6m。

凸窗台是否

按原建筑要

求设置防护

栏杆:飘窗台

≤0.45m,防

护栏杆自窗

台面起不小

于 0.90m;飘

窗台＞

0.45m,防护

栏杆自窗台

面起不小于

0.6m。

18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5.9.6 当设置凸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凸窗窗台高度低于或等于 0.45m时，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

不应低于 0.90m。

2 当凸窗窗台高度高于 0.45m时，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不应低

于 0.60m。

3 若凸窗上有可开启的窗扇，其可开启窗扇底距窗台面的净高低于

0.9m时，开启窗扇洞口处应设防护设施。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不

应低于 0.9m，并应贴窗设置。

凸窗上有可

开启扇时，

可开启窗底

距窗台＜

0.90m时，窗

洞口应设防

护，防护高

度从窗台起

不低于

0.90m，并应

贴窗设。

19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5.7.4 住宅的阳台（含封闭阳台）栏杆、栏板净高不应低于 1.10m。屋

面或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于 1.20m。

阳台栏杆是

否符合原建

筑设计标

准，阳台无

论是否封闭

均不小于

1.10m。

20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5.10.8 室外楼梯临空处应设置防护栏杆，栏杆离地面 0.10m高度内不

宜留空。

临空栏杆、水平长度大于 0.5m的室内公共楼梯栏杆（栏板）及疏

散用室外楼梯栏杆扶手高度不应小于 1.10m。

室内临空栏

杆、楼梯靠

梯井水平长

度大于 0.5m
时，扶手高

度不小于

1.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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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厨房、卫

生间、阳

台防水，

防渗漏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2013

5.2.1 卫生间、浴室的楼、地面应设置防水层，墙面、顶棚应设置防

潮层，门口应有阻止积水外溢的措施。

卫生间、浴

室地面是否

做防水，墙

面、顶棚是

否设防潮，

门口有无阻

止积水外溢

措施。

22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2013

5.2.2 厨房的楼、地面应设置防水层，墙面宜设置防潮层；厨房布置在

无用水点房间的下层时，顶棚应设置防潮层。

厨房楼、地

面应设防水

层。

23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2013

5.2.6 设有配水点的封闭阳台，墙面应设防水层，顶棚宜防潮，楼、地

面应有排水措施，并应设置防水层。

设配水点的

阳台其墙、

楼地面应设

防水层；楼、

地面应有排

水措施，应

设置防水

层。

24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2013

5.3.3 墙面防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间、浴室和设有配水点的封闭阳台等墙面应设置防水层；防

水层高度宜距楼、地面面层 1.2m。

2 当卫生间有非封闭式洗浴设施时，花洒所在及其邻近墙面防水层

高度不应小于 1.8m。

卫、浴、配

水点阳台墙

面防水高度

不小于

1.2m，洗浴

花洒墙不小

于 1.8m。

25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2013

5.3.4 有防水设防的功能房间，除应设置防水层的墙面外，其余部分墙

面和顶棚均应设置防潮层。

26

《住宅室内防水工程技术规范》JGJ 298-2013

5.4.1 楼、地面的防水层在门口处应水平延展，且向外延展的长度不应

小于 500mm，向两侧延展的宽度不应小于 200mm(图 5.4.1)。

楼地面防水

外延：外延

不小于

500mm,向

两侧延展宽

度不小于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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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卫

生间、阳

台防水，

防渗漏 图 5.4.1 楼、地面门口处防水层延展示意

1—穿越楼板的管道及其防水套管；2—门口处防水层延展范围

27

《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控制标准》DGJ32/J 16-2014

厨房、卫生间等有防水要求的楼地面渗漏控制：

8.4.1 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间、浴室、厨房、设有配水点的封闭阳台、不封闭阳台等和

其他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均应进行防水设计。

2 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楼板四周除门洞外，应向上做一道强度等

级不低于 C20、高度不小于 200mm 的混凝土翻边。地面标高应比室内

其他房间地面标高降低至少 20mm以上。

有防水要求

的地面楼板

四周除门

外，应向上

做一道不低

于 C20、高

度不低于

200mm的混

凝土翻边，

地面标高比

其它地面标

高降低至少

20mm以上；

通则 6.13.3

条要求不小

于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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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防火设计

本章节为

重点审查

内容，第

4 章强条

需逐条对

照审查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3.0.7 当使用多层装修材料时，各层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均应符合

本规范的规定。复合型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进行整体检测确定。

当使用多层

装修材料

时，各层装

修材料的燃

烧性能等级

均应符合本

规范的规

定。装修材

料的分类和

分级，按条

文说明 3.0.2

条表 1，表 1

未列入的，

需在装修材

料表中明确

所用材料的

燃烧性能等

级。

29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1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擅自减少、改动、拆除、遮挡消防设施、疏

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疏散出口、疏散走道和防火分区、防烟分区

等。

内装不能擅

自修改原消

防设计：拆

除、遮挡出

口、走道、

防火防烟分

区等，改动

防火、防烟

分区的定

义。

3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2 建筑内部消火栓箱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消火栓箱门四周的装

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箱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或在消火栓箱门表面设

置发光标志。

消火栓箱门

应采用明装

方式或明显

不同颜色材

料，同时加

贴中英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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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识，标

识字大小应

符合《消火

栓箱》GB/T

14561-2019

第 8.1条。

31

《消火栓箱》GB/T 14561-2019

8.1 消火栓箱箱门正面应以直观、醒目、匀整的字体标注中文“消火栓”

和英文“FIRE HYDRANT”字样，文字应采用发光材料。中文字体高

度不应小于 100mm，宽度不应小于 80mm。

3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4 地上建筑的水平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 B1级的装修材料；地下民用建筑

的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 A 级装

修材料。

地上建筑疏

散走道、门

厅顶面 A

级，其它 B1

级；地下建

筑顶棚、墙

面、地面全

部 A级。

3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5 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

疏散楼梯和

前室的顶

棚、墙面、

地面全部 A

级。

3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8 无窗房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A级外，应在表5.1.1、

表 5.2.1、表 5.3.1、表 6.0.1、表 6.0.5 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无窗房间全

部 A级；墙

面或门扇上

设透明玻璃

观察窗默认

为有窗房

间。

3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9 消防水泵房、机械加压送风排烟机房、固定灭火系统钢瓶间、

配电室、变压器室、发电机房、储油间、通风和空调机房等，其内部

所有装修均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

设备用房全

部 A级；厨

房全部 A

级。

36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10 消防控制室等重要房间，其顶棚和墙面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

地面及其他装修应采用不低于 B1级的装修材料。

消防控制室

地面可 B1

级。

3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11 建筑物内的厨房，其顶棚、墙面、地面均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

厨房全部 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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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多层建筑

建筑材料

的选用及

燃烧性能

等级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1.1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

应低于本规范表 5.1.1 的规定。

表 5.1.1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对于多层建

筑查表 5.1.1

对应等级要

求；

39

《公寓建筑设计标准》T/CECS 768-2020

5.1.5 公寓建筑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线型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有关公共建筑的有关规定。

一般公寓：

可根据《公

寓建筑设计

标准》

T/CECS

768-2020第

5.1.5条，公

寓建筑防火

设计按公共

建筑。

4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1.3 除本规范第 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 5.1.1中序号为 11～13规

定的部位外，当单层、多层民用建筑需做内部装修的空间内装有自动灭

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1.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当同时装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

火系统时，其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1.1规定的基础

上降低一级。

设自动喷

淋、自动报

警的建筑，

除第 4章节

条文外按

5.1.3条判定

降低 1级使

用的位置

（乳胶漆默

认是 B1级；

有机涂料类

别的判定，

按照内装规

范第 3.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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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层建筑

建筑材料

的选用及

燃烧性能

等级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2.1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本规范表 5.2.1 的规定。

表 5.2.1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对于高层建

筑查表 5.2.1

对应等级要

求；

顶棚基层为

木方、多层

板，阻燃版

等刷防火涂

料，此类基

层和装饰面

不能认定为

A级防火。

4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2.3 除本规范第 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 5. 2.1中序号为 10~12规

定的部位外，以及大于 400 m2的观众厅、会议厅和 100m以上的高层民

用建筑外，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

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2.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

级。

设自动喷

淋、自动报

警的建筑，

除第 4章节

条文外按

5.2.3条判定

降低 1级使

用的位置

（乳胶漆默

认是 B1级；

有机涂料类

别的判定，

按照内装规

范第 3.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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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下室建

筑建筑材

料的选用

及燃烧性

能等级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3.1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本规范表 5.3.1 的规定。

表 5.3.1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对 于 地 下

室、地下建

筑查表 5.3.1

对应等级要

求；

顶棚基层为

木方、多层

板，阻燃版

等刷防火涂

料，此类基

层和装饰面

不能认定为

A级防火。

4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3.2 除本规范第 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 5.3.1中序号为 6～8规定

的部位外，单独建造的地下民用建筑的地上部分，其门厅、休息室、办

公室等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3.1的基础上降低

一级。

设自动喷

淋、自动报

警的建筑，

除第 4章节

条文外按

5.3.2条判定

降低 1级使

用的位置

（乳胶漆默

认是 B1级；

有机涂料类

别的判定，

按照内装规

范第 3.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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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厨房门、

卫 生 间

门、储藏

间门的底

部通风排

气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第 5.9.4条；

5.9.4 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的门，应在下部设置有效截面面积不小于

0.02m2的固定通风口（含通风槽）或距地面留出不小于 0.03m的缝隙。

厨房、卫生

间门底部是

否留有

30mm缝隙

或设置不小

于 0.02m2的

固定通风百

叶。

46

洗衣机设

置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7.1.4 住宅套内应设洗衣机的位置。

套内是否预

留洗衣机位

置；

47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5.7.11 当阳台设有洗衣设备或配水点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有洗衣设备时，应设置洗衣机排水管及排水接口。

2 开敞阳台设有洗衣设备时，洗衣机位置应有防雨措施。

3 楼地面构造及配水点所在墙面应有防水措施。

阳台设洗衣

机时(非强

制封闭)：

1.需设洗衣

机排水管及

接口；

2.开敞阳台

洗衣机位置

应有防雨措

施；

3.楼地面及

配水点应有

防水措施。

48

过道宽度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5.12.8 套内过道净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入口过道不宜小于 1.20m，且不应小于 1.10m。

2 通往卧室、起居室（厅）的过道不应小于 1.0m。

套内入口过

道净宽不宜

小于 1.20m,

不应小于

1.10m，通往

卧室起居室

≥1.0m，通

往厨卫≥

0.9m。

49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5.12.10 走廊和公共部位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1.20m，局部净高不应小

于 2.00m。

走廊和公共

部位通道净

宽需≥

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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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

7.3.5 除设置在仓库连廊、冷库穿堂或谷物筒仓工作塔内的消防电梯

外，消防电梯应设置前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6.0m2，前室的短边不应小于 2.4m;与

防烟楼梯间合用前室，其使用面积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5.5.28 条和第

6.4.3 条的规定；

消防电梯前

室，短边装

修完成面净

宽需≥

2.4m。

51

安全疏散

距离、安

全疏散出

口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8.7.2 住宅建筑安全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3 户内任一点至其直通疏散走道或直通室外地面户门的距离不应大

于本标准表 8.7.2规定的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

的最大直线距离。

户内任一点

至户门，

建筑高度＜

27m时，需

≤22m，

建筑高度＞

27m时，需

≤20m，跃层

楼梯按其梯

段投影长度

的 1.5倍计

算。

5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版）

5.5.5 除人员密集场所外，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m2、使用人数不超过 30

人且埋深不大于 10m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当需要设置 2个安

全出口时，其中一个安全出口可利用直通室外的金属竖向梯。

地下室的爬

梯出口设置

是否符合原

设计；

地下面积＜

500m2、人数

＜30人、埋

深＜10m的

地下室、半

地下室可以

设一个安全

出口，另加

一个垂直金

属爬梯出

口；

面积＜

50m2、人数

＜15人的地

下室、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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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室，可以

设一个出

口；

户门开启是

否符合原建

筑设计。

53

电梯井贴

邻卧室、

起居室

隔声、减

震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6.4.7 电梯不应紧邻卧室布置。当受条件限制，电梯不得不紧邻兼起居

的卧室布置时，应采取隔声、减振的构造措施。

6.4.8 电梯不宜紧邻起居室（厅）布置。受条件限制需要紧邻起居室（厅）

布置时，应采取有效的隔声和减振措施。

是否按原建

筑设计在室

内装修中邻

电梯墙采取

隔声、减振

构造。

54

设备房及

井 道 隔

声、减震

《住宅设计标准》DB 32/3920-2020

6.4.10 管道井、水泵房、风机房、电梯机房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措施，

水泵、风机、电梯电动机应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邻设备房及

井道楼地面

是否设置了

减震空腔或

隔声构造、

构造大样

图、工程做

法或索引，

是否齐全漏

画。

55
无障碍住

房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3.5.3 门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有条件时，不宜小于 900mm；

5 在单扇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的门把手一侧的墙面，应设宽度

不小于 400mm 的墙面；

7 门槛高度及门内外地面高差不应大于 15mm，并以斜面过渡。

无障碍户

型，门净宽

≥800mm,

门把手侧

400mm墙

宽，门槛内

外高差

15mm斜坡

过渡；轮椅

旋转半径≥

1500mm、入

口缓坡是否

设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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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3.7.2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轿厢门开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2 在轿厢的侧壁上应设高 0.90m～1.10m带盲文的选层按钮，盲文宜

设置于按钮旁；

3 轿厢的三面壁上应设高 850mm～900mm 扶手，扶手应符合本规

范第 3.8节的相关规定；

4 轿厢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报层音响；

5 轿厢正面高 900mm 处至顶部应安装镜子或采用有镜面效果的材

料；

6 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性质和使用要求的不同而选用。最小规格

为深度不应小于 1.4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中型规格为深度不应小

于 1.60m，宽度不应小于 1.40m；医疗建筑与老人建筑宜选用病床专用

电梯；

7 电梯位置应设无障碍标志，无障碍标志应符合本规范第 3.16节的

有关规定。

无障碍电梯

轿厢≥

1.40m*1.10

m，是否满足

要求。

57

54m 以上

住宅避难

间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版）

5.5.32 建筑高度大于 54m的住宅建筑，每户应有一间房间符合下列规

定：

2 内、外墙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该房间的门宜采用乙级

防火门，外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宜低于 1.00h。

是否按原建

筑设计设置

避难房间及

采用同原设

计的房间

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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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绿建保温

分户墙、

分 户 楼

板、楼梯

间隔墙

《江苏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DB 32/4066-2021

5.2.1 6 层及以上分散供暖空调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热惰性指

标应符合表 5.2.1 的要求。若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指标不满足表

5.2.1 的要求，则应按照本标准第 6 章的要求进行权衡判断。

表 5.2.1 夏热冬冷地区 6层及以上分散供暖空调建筑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K[ W/（m2·K）]、热惰性指标 D

核对分户

墙、分户楼

板、楼梯间

隔墙节能构

造是否符合

原设计绿建

专篇要求。

不涉及外墙

改造，无需

核对外墙节

能，不需提

供节能计算

书。

59

《江苏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DB 32/4066-2021

5.2.2 5 层及以下分散供暖空调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热惰性指

标应符合表 5.2.2 的要求。若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指标不满足表

5.2.2 的要求，则应按照本标准第 6 章的要求进行权衡判断。

表 5.2.2 夏热冬冷地区 5层及以下分散供暖空调建筑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K[ W/（m2·K）]、热惰性指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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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江苏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DB 32/4066-2021

5.2.3 6 层及以上集中供暖空调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热惰性指

标应符合表 5.2.3 的要求。若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指标不满足表

5.2.3 的要求，则应按照本标准第 6 章的要求进行权衡判断。

表 5.2.3 夏热冬冷地区 6层及以上集中供暖空调建筑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K[ W/（m2·K）]、热惰性指标 D

61

《江苏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DB 32/4066-2021

5.2.4 5 层及以下集中供暖空调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热惰性指

标应符合表 5.2.4 的要求。若设计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指标不满足表

5.2.4 的要求，则应按照本标准第 6 章的要求进行权衡判断。

表 5.2.4 夏热冬冷地区 5层及以下集中供暖空调建筑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K[ W/（m2·K）]、热惰性指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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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主要审查内容

注：黑体字为强制性条文

序

号
审查项目 审查依据

审查要求或

说明

1

施工图设

计文件编

制深度

室内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建筑专业的内容和深度应符合建设部《建

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和《江苏省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苏建科〔2007〕138号）的要求。

设计说明、

设计内容应

齐全、完整。

2

污染类别

划分

I类、II类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1.0.4 民用建筑工程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I 类民用建筑应包括住宅、居住功能公寓、医院病房、老年人照

料房屋设施、幼儿园、学校教室、学生宿舍等;

2 II 类民用建筑应包括办公楼、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店、

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等。

类别确定是

否准确，是

否明确按分

类设计。

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6.0.4 条 民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

测，其限量应符合表 6.0.4 的规定。

表 6.0.4 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

室内污染控

制标准是否

按 GB

50325-2020

版 6.0.4条七

项指标。

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4.3.1 Ⅰ类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属装饰装修材料放

射性限量必须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规定的 A 类要求。

I类建筑无

机非金属装

饰材料放射

性指标需满

足《建筑材

料放射性核

素限量》GB

6566规定的

A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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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材料

筛选，放

射性、有

害性指标

是否符合

规范要求

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4.3.6 民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中所使用的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严

禁采用沥青、煤焦油类防腐、防潮处理剂。

装修中木地

板及其它木

质材料严禁

采用沥青、

煤焦油类防

腐、防潮处

理剂。

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

3.2.1 A类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钾-40的放射性比活

度同时满足 IRa≤1.0和 Ir≤1.3要求的为 A类装饰装修材料。A类装饰

装修材料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I类建筑装

饰装修材料

的放射性需

满足内照射

指数 IRa≤

1.0、

外照射指数

Ir≤1.3。

7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2020

5.1 水性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水性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要求

水性墙面涂

料有害物质

限量需满

足：内墙涂

料 VOC≤

80g/L，腻子

VOC≤

10g/kg；甲醛

含量/

（mg/kg）≤

50;苯系物总

和含量/

（mg/k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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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玻 璃 选

用；玻璃

栏板、玻

璃地板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7.2.4 浴室用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浴室内有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的规定，且公称厚度

不小于 8mm的钢化玻璃；

2 浴室内无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的规定，且公称厚度

不小于 12mm的钢化玻璃。

浴 室玻 璃 -

有框≥8mm

厚 钢 化 玻

璃，无框≥

12mm 厚 钢

化玻璃。

9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7.1.1 安全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应符合表 7.1.1-1的规定；有框平板玻璃、

真空玻璃和夹丝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应符合表 7.1.1-2的规定。

表 7.1.1-2 有框平板玻璃、超白浮法玻璃和真空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

5 厚玻璃面

积 最 大 ≤

0.5m2、6 厚

玻璃面积最

大≤0.9m2。

10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7.2.5 室内栏板用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有立柱和扶手，栏板玻璃作为镶嵌面板安装在护栏系统中，栏

板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规定的夹层玻璃；

表 7.1.1-1 安全玻璃最大许用面积

中庭、楼梯、

屋面等临空

部位，以立

柱和金属扶

手 为 受 力

点，夹胶玻

璃作为镶嵌

面板，夹胶

玻璃需满足

7.1.1-1 表格

要求。

11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7.2.5 室内栏板用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2 栏板玻璃固定在结构上且直接承受人体荷载的护栏系统，其栏板

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栏板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高度不大于 5m时，应使用公称

厚度不小于 16.76mm 钢化夹层玻璃。

2）当栏板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高度大于 5m时，不得采用此类

护栏系统。

以玻璃为受

力点的金属

玻璃栏杆，

当此栏板玻

璃最低点离

一侧楼地面

≤5m时，需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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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mm钢

化夹胶玻

璃；

当此栏板玻

璃最低点离

一侧楼地面

＞5m时，不

得采用此类

护栏系统。

12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9.1.2 地板玻璃必须采用夹层玻璃，点支承地板玻璃必须采用钢化夹层

玻璃。钢化玻璃必须进行均质处理。

地板玻璃是

否采用夹层

玻璃，点支

承地板玻璃

必须采用钢

化夹层玻

璃。钢化玻

璃必须进行

均质处理。

13

《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发改运行〔2003〕2116号文）

第六条 建筑物需要以玻璃作为建筑材料的下列部位必须使用安全玻

璃：

（二）面积大于 1.5m2（备注：此面积需根据选用玻璃厚度调整）的

窗玻璃或玻璃底边离最终装修面小于 500mm 的落地窗；

（十）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门厅等部位

（十一）易遭受撞击、冲击而造成人体伤害的其他部位。

底边离装修

面＜500mm

的落地窗；

建筑物的出

入口、门厅

等部位；易

受撞击、冲

击而造成人

体伤害必须

使用安全玻

璃。

14

玻璃隔断

墙、玻璃

走廊墙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版）

5.1.2 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四级。除本规范另有规

定外，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

5.1.2的规定。

玻璃走廊及

隔断，耐火

时间、耐火

完整性需

≥1.0小时，

需采用 A类

隔热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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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h) 大空间设计

仅用作空间

分隔用的玻

璃隔断（仅

指不到顶）

可不做要

求。

15

防护栏杆

是否符合

原建筑设

计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6.11.6 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公共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净高不得低于 0.8m，否则应

设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的高度由地面起算不应低于 0.8m；

公建室内低

于0.8m窗台

是否设防护

栏杆。

16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8.1.5 临空窗台的高度不应低于 0.90m 。

中小学室内

低于 0.90m

窗台是否设

防护栏杆。

17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年版）

4.1.5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当窗台面距楼地面高度低于 0.90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护高

度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不应低于 0.90m；

幼儿园室内

低于 0.90m

窗台是否设

防护栏杆；

18

《江苏省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B32 /T 4065-2021

5.3.6 公共建筑楼层外缘无实体墙，或实体墙距楼地面净高低于0.8m（居

住建筑 0.9m）时应设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的高度由地面起算不应低

于 0.8m（居住建筑 0.9m）。防护设施采用栏杆时，栏杆应符合 GB 50352

的规定。满足以下条件并经专项技术论证后，可不设栏杆：

a）玻璃幕墙室内耐撞击性能指标现场测试不低于 2级；

b）玻璃厚度配置、使用面积及防护措施符合 JGJ 113规定；

满足幕墙技

术规程全部

要求条件的

可用横梁代

替防护栏杆

（仅限公共

建筑，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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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玻璃厚度经专项计算确定，计算时荷载作用于玻璃板块中央，冲

击力标准值为 1.5 kN，冲击系数 1.50，荷载分项系数 1.50；

d）玻璃面板或横梁设置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1）在应设置护栏高度位置设有幕墙横梁，且横梁与立柱经抗冲

击专项验算，满足可能发生的冲击力。冲击力标准值取 1.2 kN，应计入

冲击系数 1.50、荷载分项系数 1.50；

2）中空玻璃的内片选用钢化玻璃，单片玻璃面积不大于 3.0m2，

厚度不小于 8mm;

3）中空玻璃的内片或外片选用夹层玻璃，且夹层玻璃的厚度不

小于 12.76mm。

足节能要

求）。

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6.11.7 当凸窗窗台高度低于或等于 0.45m时，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

不应低于 0.9m；当凸窗窗台高度高于 0.45m时，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

起算不应低于 0.6m。

凸窗台是否

按原建筑要

求设置了防

护栏杆。

20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6.7.3 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面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处

应设置防护栏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当临空高度在 24.0m以下时，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1.05m；当临空

高度在 24.0m及以上时，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1.1m。上人屋面和交通、

商业、旅馆、医院、学校等建筑临开敞中庭的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2m。

上人屋面、

中庭,阳台栏

杆是否符合

原建筑设计

1.2m；阳台

及其他

1.05~1.1m。

21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6.7.4 住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及其他少年儿童专用活动场所的

栏杆必须采取防止攀爬的构造。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时，其杆件净间

距不应大于 0.11m。

住宅/幼儿园

/中小学及儿

童活动场所

的栏杆必须

采取防攀爬

构造，竖向

杆件住宅及

中小学竖向

杆件间距≤

0.11m;（幼托

竖杆需≤

90mm）。

22

《中小学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8.1.6 上人屋面、外廊、楼梯、平台、阳台等临空部位必须设防护栏杆，

防护栏杆必须牢固、安全，高度不应低于 1.10m。防护栏杆最薄弱处承

受的最小水平推力应不小于 1.5kN/m。

中小学临空

栏杆不应低

于 1.10m,栏

杆承受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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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平推力

需＞

1.5kN/m。

23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年版）

4.1.9 托儿所、幼儿园的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阳台、上人屋面、

平台、看台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处应设置防护栏杆，栏杆应以坚固、耐久

的材料制作。防护栏杆的高度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且净高不应小于

1.30m。防护栏杆必须采用防止幼儿攀登和穿过的构造，当采用垂直杆

件做栏杆时，其杆件净距离不应大于 0.09m。

托、幼儿园

栏杆，防护

高度不小于

1.30m，竖杆

不大于

0.09m。

24

地面防滑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2013

3.2.1 公共建筑中，经常有大量人员走动或残疾人、老年人、儿童活

动及轮椅、小型推车行驶的地面，其地面面层应采用防滑、耐磨、

不易起尘的块材面层或水泥类整体面层。

公建中经常

有大量人员

走动或残疾

人、老年人、

儿童及轮椅

面层应采用

防滑、耐磨

或水泥类面

层。25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2014

4.1.5 对于老年人居住建筑、托儿所、幼儿园及活动场所、建筑出入口

及平台、公共走廊、电梯门厅、厨房、浴室、卫生间等易滑地面，防滑

等级应选择不低于中高级防滑等级。幼儿园、养老院等建筑室内外活动

场所，宜采用柔(弹)性防滑地面，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老年人居住建

筑设计标准》GB／T 50340和《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的规定。

26

4.1.7 建筑坡道、楼梯踏步及经常有水、油污的地面进行防滑设计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的规定，其防滑等

级应按水平地面等级提高一级，并应采用防滑条等防滑构造技术措施。

2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2013

3.2.2 公共场所的门厅、走道、室外坡道及经常用水冲洗或潮湿、结

露等容易受影响的地面，应采用防滑面层。

公共场所的

门厅、走道、

坡道、厨房、

卫生间、淋

浴等潮湿地

面应采用防

滑面层；防

滑等级值

（防滑参数

Aw，Bw参

数非强制填

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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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厨、卫、

淋浴间阳

台防水

《江苏省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程》DGJ32/TJ 212-2016

4.4.1 室内防水应符合下列一般规定：

1 室内厨房、卫生间、浴室、封闭的配水点阳台均应进行防水设计。

2 卫生间、封闭的配水点阳台、浴室的楼地面应设置防水层，墙面、

顶棚应设置防潮层，门口应有阻止积水外溢的措施。厨房的楼地面应设

置防水层，墙面宜设置防潮层；厨房布置在无用水点的下层时，顶棚应

该设置防潮层。防潮层厚度应符合表 4.4.1-1的规定。

表 4.4.1-1不同材料防潮层厚度

3 室内防水不应使用溶剂型防水涂料。宜使用聚氨酯防水涂料、聚

合物乳液防水涂料、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建筑构件连接处防水密封膏

和水乳型沥青防水涂料等水性或反应型防水涂料。对于长期浸水部位，

不宜使用遇水溶胀防水涂料。

4 室内防水工程可选用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和聚乙烯丙

纶复合防水卷材。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应采用与之相配套的聚合物

水泥防水粘结料共同组成复合防水层。

5 涂膜防水层厚度应符合表 4.4.1-5的规定，卷材防水层的厚度应

符合表 4.4.1-6的规定，防水砂浆的厚度应符合表 4.4.1-7 的规定。

室内厨房、

卫生间、浴

室地面应设

防水层，墙

面顶棚应设

防潮层，门

口应有阻止

积水外溢的

措施；设配

水点的封闭

阳台应设防

水层，楼地

面应有排水

措施；墙面

防水高度≥

1.2m,洗浴花

洒墙≥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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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6 涂膜防水层厚度

表 4.4.1-6 卷材防水层厚度

表 4.4.1-7 防水砂浆层厚度

6 墙面防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卫生间、浴室防水层高度宜距楼地面面层 1.2m；

2）当卫生间有非封闭式洗浴设施时，花洒所在及临近墙面防水层高

度不应小于 1.8m。

29

《江苏省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程》DGJ32/TJ 212-2016

4.4.2 室内防水工程细部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的防水层在门口处应水平延伸，且向外延伸的长度不应小于

500mm，向两侧延伸的宽度不应小于 200mm。

楼地面防水

外延：外延

≥500mm,

向两侧延展

宽度≥

200mm。

3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3.0.7 当使用多层装修材料时，各层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均应符合

本规范的规定。复合型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进行整体检测确定。

当使用多层

装修材料

时，各层装

修材料的燃

烧性能等级

均应符合本

规范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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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设计

本章节为

重点审查

内容，第

4 章强条

需逐条对

照审查

31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1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擅自减少、改动、拆除、遮挡消防设施、疏散

指示标志、安全出口、疏散出口、疏散走道和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等。

内装不应改

动原消防设

计：拆除、

遮挡出口、

走道、防火

防烟分区

等。

3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2 建筑内部消火栓箱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消火栓箱门四周的装修

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箱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或在消火栓箱门表面设置

发光标志。

消火栓箱门

应采用明装

方式或明显

不同颜色材

料，同时加

贴中英文发

光标识，标

识字大小应

符合《消火

栓箱》GB/T
14561-2019
第 8.1条的

要求。

33

《消火栓箱》GB/T 14561-2019

8.1 消火栓箱箱门正面应以直观、醒目、匀整的字体标注中文“消火栓”

和英文“FIRE HYDRANT”字样，文字应采用发光材料。中文字体高

度不应小于 100mm，宽度不应小于 80mm。

3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4 地上建筑的水平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 B1级的装修材料；地下民用建筑

的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 A 级装修

材料。

地上疏散走

道、门厅顶

A级，其它

B1级,地下

顶面、墙面、

地面全部 A

级。

3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5 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

疏散楼梯和

前室的顶

面、墙面、

地面全 A

级。

36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8 无窗房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A级外，应在表5.1.1、

表 5.2.1、表 5.3.1、表 6.0.1、表 6.0.5 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无窗房间全

部 A级。墙

面或门扇上

设不小于透

明玻璃观察

窗默认为有

窗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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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9 消防水泵房、机械加压送风排烟机房、固定灭火系统钢瓶

间、配电室、变压器室、发电机房、储油间、通风和空调机房等，其内

部所有装修均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

主要设备用

房全部 A

级。

38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10 消防控制室等重要房间，其顶棚和墙面应采用 A 级装修

材料，地面及其他装修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消防控制室

地面可用 B1

级。

39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4.0.11 建筑物内的厨房，其顶棚、墙面、地面均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

厨房全部 A

级。

40

多层建筑

建筑材料

的选用及

燃烧性能

等级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1.1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

低于本规范表 5.1.1 的规定。

表 5.1.1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对于多层建

筑查表 5.1.1

对应等级要

求。

顶棚基层为

木方、多层

板，阻燃版

等刷防火涂

料，此类基

层和装饰面

不能认定为

A级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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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1.3 除本规范第 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 5.1.1中序号为 11～13规

定的部位外，当单层、多层民用建筑需做内部装修的空间内装有自动灭

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1.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当同时装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

火系统时，其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1.1规定的基础

上降低一级。

设自动喷

淋、自动报

警的建筑，

除第 4章节

条文外按

5.1.3条判定

降低 1级使

用的位置

（乳胶漆默

认是 B1级；

有机涂料类

别的判定，

按照内装规

范第 3.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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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层建筑

建筑材料

的选用及

燃烧性能

等级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2.1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本

规范表 5.2.1 的规定。

表 5.2.1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对于高层建

筑查表 5.2.1

对应等级要

求。

顶棚基层为

木方、多层

板，阻燃版

等刷防火涂

料，此类基

层和装饰面

不能认定为

A级防火。



- 37 -

4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2.3 除本规范第 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 5. 2.1中序号为 10~12规

定的部位外，以及大于 400 m2的观众厅、会议厅和 100m以上的高层民

用建筑外，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

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2.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

级。

设自动喷

淋、自动报

警的建筑，

除第 4章节

条文外按

5.2.3条判定

降低 1级使

用的位置

（乳胶漆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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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是 B1级；

有机涂料类

别的判定，

按照内装规

范第 3.0.6

条）。

44

地下建筑

建筑材料

的选用及

燃烧性能

等级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3.1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本

规范表 5.3.1 的规定。

表 5.3.1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

燃烧性能等级

对于地下

室、地下建

筑查表 5.3.1

对应等级要

求。

4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5.3.2 除本规范第 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 5.3.1中序号为 6～8规定

的部位外，单独建造的地下民用建筑的地上部分，其门厅、休息室、办

公室等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 5.3.1的基础上降低

一级。

对于设自动

喷淋除第 4

章节条文和

顶棚外可降

低 1级。（乳

胶漆默认是

B1级材料，

按照内装规

范 3.0.6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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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顶棚基层为

木方、多层

板，阻燃版

等刷防火涂

料，此类基

层和装饰面

不能认定为

A级防火。

46

安全疏散

距离、安

全出口、

疏散门净

宽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版）

5.5.17 公共建筑的安全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表 5.5.17 的规定。

2 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在首层采用扩大的封

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当层数不超过 4 层且未采用扩大的封闭楼

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时，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

15m 处。

3 房间内任一点至房间直通疏散走道的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

于表 5.5.17 规定的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

线距离。

4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疏散门或安全出口不少于 2个的观众厅、

展览厅、多功能厅、餐厅、营业厅等，其室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安

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30m；当疏散门不能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

梯间时，应采用长度不大于 10m 的疏散走道通至最近的安全出口。当该

场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室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安全疏散

距离可分别增加 25％。

装修平面是

否与原设计

一致，如有

改动是否符

合防火规范

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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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7 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m)

注：1 建筑内开向敞开式外廊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5m。

2 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敞开楼梯间的直线距离，当房间位于两个楼梯间之间

时，应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5m；当房间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时，应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2m。

3 建筑物内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安全疏散距离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25％。

47

防火门净宽原则：单扇门净宽，按门洞宽减去 150mm后=疏散门净宽；

双扇防火门净宽，按门洞宽减去200mm后=疏散门净宽。

普通门净宽原则：规范无净宽要求的按门洞宽减去 100mm 后=门净宽；

规范有净宽要求的，核减原则同防火门。

门洞宽减去

100~200mm

后是否满足

疏散门净

宽。

48
无障碍设

计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3.5.3 门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有条件时，不宜小于 900mm；

5 在单扇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的门把手一侧的墙面，应设宽度

不小于 400mm的墙面；

7 门槛高度及门内外地面高差不应大于 15mm，并以斜面过渡；

无障碍通道

门净宽是否

≥800mm,
门把手侧

400mm墙

宽，门槛内

外高差

15mm斜坡

过渡；轮椅

旋转半径≥

1500mm、入

口缓坡是否

设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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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3.7.2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轿厢门开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2 在轿厢的侧壁上应设高 0.90m～1.10m带盲文的选层按钮，盲文

宜设置于按钮旁；

3 轿厢的三面壁上应设高 850mm～900mm扶手，扶手应符合本规

范第 3.8节的相关规定；

4 轿厢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报层音响；

5 轿厢正面高 900mm处至顶部应安装镜子或采用有镜面效果的材

料；

6 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性质和使用要求的不同而选用。最小规格

为深度不应小于 1.4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中型规格为深度不应小

于 1.60m，宽度不应小于 1.40m；医疗建筑与老人建筑宜选用病床专用

电梯；

7 电梯位置应设无障碍标志，无障碍标志应符合本规范第 3.16节的

有关规定。

无障碍电梯

轿厢≥

1.40m*1.10

m，是否满足

要求。

50

隔 声 设

计，电梯

隔声减振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各类建筑隔声要求

第 5、6、7、8、9章--学校/医院/旅馆/办公/商业；

装修是否按

原设计采取

了墙面、地

面隔声、撞

击声隔声构

造，如原设

计有具体隔

声措施则装

修图需按原

构造装修，

不能遗漏。

51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 450-2018

6.5.3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老年人居室和老年人休息室不应与电梯井道、

有噪声振动的设备机房等相邻布置。

医院病房，

老年人居室

是否按原建

筑设计在室

内装修中设

置了减振隔

声构造、图

例做法或索

引，是否漏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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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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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DB 32/3290-2020

16《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 32/3962-2020

17《江苏省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DB 32/4066-2021

18《江苏省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控制标准》DGJ32/J 16-2014

19《江苏省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B 32/T 4065-2021

20《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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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江苏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苏建科〔2007〕138号

摘录：

1总则

1.1为加强对我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的管理，保证

设计文件的质量和完整性，在参考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江苏省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07年版）（以下简

称本规定）。

1.2本规定的适用范围。

1.2.1适用的工程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包括民用建筑、公共建

筑和一般工业建筑的新建、扩建和改造的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

1.2.2适用的专业范围：本规定针对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编制，主要适

用于建筑装饰装修专业。其它相关专业（如建筑电气、结构、给水排

水、采暖通风、空气调节等专业）的设计文件的编制内容和深度不在

本规定中作具体要求。

1.2.3适用的设计文件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各阶段编制的设

计文件，均应在本规定的范围内。

4施工图设计

4.1施工图设计文件

1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的施工图纸（含图纸总封面、图纸目录、设计

说明和主要材料表）。

4.2施工设计文件的编制顺序：

1 施工图设计文件封面；

2 施工图设计图纸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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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图的设计及施工说明书；

4 施工图设计图纸；

5 主要装饰材料表；。

4.4施工图设计图纸目录。应逐一写明序号、图纸名称、图号、档案

号、备注等，标注编制日期，并盖设计单位设计资质专用章。

4.5施工说明。公共建筑的施工说明的主要内容有：工程概况、设计

依据和施工图设计的说明。

4.5.1工程概况。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和建设单位；

（2）工程的原始情况、建筑面积、建筑等级、装饰等级、结构形

式、装饰风格、主要用材、设计范围和反映建筑装饰装修等级的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

（3）对工程中实际问题的分析及解决方法。

4.5.2施工图设计的依据，应该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设计所依据的国家和江苏省现行政策、法规、标准化设计及

其他相关规范；

（2）规模较大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说明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获

得批准文件的文号及其相关内容；

（3）应着重说明装饰设计在遵循消防、生态环保、卫生防疫等规

范方面的情况。

4.5.3施工图设计说明。

（1）应写明装饰装修设计在结构和设备等技术方面对原有建筑改

动的情况和技术依据；

（2）应写明建筑装饰装修的类别和对耐火等级、防火分区、防火

设备、防火门、消火栓的设置以及安全疏散标志的设计等消防要求；

（3）对工程可能涉及到的声、光、电、防潮、防水、消声、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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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防尘、防腐蚀、防辐射等特殊工艺的设计进行说明；

（4）对设计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的情况

进行说明；

（5）对装饰装修设计风格和特点的说明；

（6）对主要用材的规格和质量的要求；

（7）对主要施工工艺的工序和质量的要求；

（8）标注引用的相关图集。

4.5.4施工图设计图纸的有关说明。说明图纸的编制概况、特点以及

提示施工单位看图时必要的注意事项，同时还应对图纸中出现的符

号、绘制方法、特殊图例等进行说明。所有施工说明都应标注编制日

期，并加盖设计单位设计资质专用章。

4.5.5家庭装饰装修的施工说明可根据业主要求和实际情况，参照上

述内容酌情表述。

4.6施工图设计图纸。施工图设计图纸应包括平面图、顶棚（天花）

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剖立面图、局部大样图和节点详图。图纸

应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装饰装修工程的全部内容，作为施工的依据。

对于在施工图中未画出的常规做法或者是重复做法的部位，应在施工

图中给予说明。所有施工图都应标注设计出图日期，并加盖设计单位

设计资质专用章，项目负责人、设计师和制图、校对、审核的相关人

员均应签名。对于一些规模较小或者设计要求较为简单的装饰装修工

程，可依据本规定对施工图纸的编制作相应的简化和调整。

4.6.1平面图。平面图包括所有楼层的总平面图、各房间的平面布置

图、地面铺装图、索引图等。

4.6.1.1所有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1）标明原建筑图中柱网、承重墙以及装饰装修设计需要保留的

非承重墙、建筑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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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明轴线编号，轴线编号应与原建筑图一致，并标明轴线间

尺寸、总尺寸以及装饰装修需要定位的尺寸；

3）标明装饰装修设计对原建筑变更过后的所有室内外墙体、门

窗、管井、电梯和自动扶梯、楼梯和疏散楼梯、平台和阳台等位置和

需要的尺寸，并标明楼梯的上下方向；

4）标明固定的装饰造型、隔断、构件、家具、卫生洁具、照明

灯具、花台、水池、陈设以及其他固定装饰配置和饰品的名称、位置

及需要的定位尺寸。必要时可将尺寸标注在平面图内；

5）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门窗编号及开启方向，表示家具的橱

柜门或其他构件的开启方向和方式；

6）标注装饰装修完成后的楼层地面、主要平台、卫生间、厨房

等有高差处的设计标高；

7）标注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6.1.2总平面图。总平面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之外，还应表达以

下内容：

1）应能全面反映建筑装饰装修设计部位平面的总体情况，包括

功能布局、交通流线、主要的设施以及家具、陈设等的摆放位置；

2）在图纸中注明需要特殊注明的情况；

3）标注指北针。

4.6.1.3 平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有很多种类，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还应分别表达以下内容：

1）家具布置图。应标注固定家具和可移动家具及隔断的位置、

布置方向，柜门或橱门开启方向，同时还应确定家具上电器摆放的位

置，如电话、电脑、台灯等等。并标注家具的定位尺寸和其他一些必

要尺寸；

2）卫生洁具布置图。在规模较小的装饰设计中卫生洁具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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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家具布置图合并。一般情况下应标明所有洁具、洗涤池、上下

水立管、排污孔、地漏、地沟的位置，并注明排水方向、定位尺寸和

其他必要尺寸；

3）绿化布置图。

4）如果建筑单层面积较大，根据需要可另外绘制一些房间或部

位的局部放大图。放大的平面图需要注明其在原来平面中的位置。

5）建筑单层面积较大时可分区绘制，但需在各分区平面图的一

角绘制组合图，并标明分区编号和分区部位处轴线编号。

6）标注室内外地面标高和各层楼面装饰装修地坪完成面标高。

为方便装饰装修施工，各楼层装饰装修地坪完成面标高可定为 0.000，

写在标高线之上，而将相对于建筑标高±0.000 的标高写在标高线之

下，如中，表示本层楼面装饰装修地坪完成面层假定标高为 0.000，

本层楼面装饰装修地坪完成面层相对于建筑±0.000的标高为 9.000，

其它装饰造型等的标高，包括天花标高，均相对所在楼层装饰装修完

成地面的高度，可表示为……等。

7）标明各房间的名称。

4.6.1.4平面定位图。主要是为了表达与原建筑图的关系，它包括平面

图的定位尺寸等。平面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之外，还应表达以下

内容：

1）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室内外墙体和管井等的定位尺寸、墙

体厚度与材料种类，并注明做法；

2）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室内外门窗洞定位尺寸、洞口宽度与

高度尺寸、材料种类、门窗编号等；

3）标注装饰设计新设计的楼梯、自动扶梯、平台、台阶、坡道

等的定位尺寸、设计标高及其他必要尺寸，并注明材料及其做法；

4）标注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造型、台面、栏杆等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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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标注材料及其做法；

5）如果建筑单层面积较大，可同时单独绘制一些房间或部位的

局部平面放大图。放大的平面图应注明其在原来平面中的位置。

4.6.1.5地面铺装图。地面装饰装修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之外，还

应表达以下内容：

1）标注地面装饰材料的种类、拼接图案、不同材料的分界线；

2）标注地面装饰的定位尺寸、标准和异形材料的尺寸、施工做

法；

3）标注地面装饰嵌条、台阶和梯段防滑条的定位尺寸、材料种

类及做法；

4）如果建筑单层面积较大，可单独绘制一些房间和部位的局部

放大图，放大的地面铺装图应标明其在原来平面中的位置。

4.6.1.6索引图。规模较大或空间形状复杂的建筑的装饰装修设计需单

独绘制索引图。应注明所有的立面、剖面、局部大样和节点详图的索

引符号及编号，必要时可增加文字说明帮助索引。

4.6.2顶棚（天花）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应包括装饰装修楼

层的顶棚（天花）总平面图、顶棚（天花）布置图等。

4.6.2.1所有顶棚（天花）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与平面图的形状、大小、尺寸相对应；

2）标明柱网和承重墙、主要轴线和编号、轴线间尺寸和总尺寸；

3）标明装饰装修设计调整过后的所有室内外墙体、管井、电梯

和自动扶梯、楼梯和疏散楼梯、雨棚和天窗等的位置，并标注空间位

置名称；

4）标注顶棚（天花）设计标高；

5）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6.2.2顶棚（天花）总平面图。顶棚（天花）总平面图除了必须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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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之外，还应包含以下内容：

1）应能全面反映各楼层顶棚（天花）平面的总体情况，包括顶

棚（天花）造型、顶棚（天花）装饰、灯具布置、消防设施及其他设

备布置等内容。对于建筑局部装饰装修设计可省略顶棚（天花）总平

面图；

2）在图纸中注明需要特殊说明的情况。

4.6.2.3顶棚（天花）布置图。顶棚（天花）布置图除了必须符合 4.6.1.1

之外，还应分别表达以下内容：

1）顶棚（天花）造型布置图。应标明顶棚（天花）造型、天窗、

构件、装饰垂挂物及其他装饰配置和饰品的位置，注明定位尺寸、材

料种类和做法；

2）顶棚（天花）灯具及设施布置图（设施综合布点图）。应标

注所有明装和暗藏的灯具（包括火灾和事故照明灯具）、发光顶棚（天

花）、空调风口、喷头、探测器、扬声器、挡烟垂壁、防火卷帘、防

火挑檐、疏散和指示标志牌等的位置，标明定位尺寸、材料种类、产

品型号和编号及做法；

3）如果建筑单层顶棚（天花）面积较大，可单独绘制一些房间

和部位的顶棚（天花）布置放大图。放大的顶棚（天花）布置图应标

明其所在原来的顶棚（天花）平面中的位置。

4.6.3立面图。应画出需要装饰装修设计的外立面和室内各空间的立

面。无特殊装饰装修要求的立面可不画立面图，但应在装饰装修说明

中予以交代。立面图中应表示出以下的内容：

（1）标明立面范围内的轴线和轴线编号，标注立面两端轴线之间

的尺寸及需要设计部位的立面尺寸；

（2）绘制立面左右两端的内墙线，标明上下两端的地面线、原有

楼板线、装饰的地坪线、装饰设计的顶棚（天花）及其造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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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注顶棚（天花）剖切部位的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所有尺寸，

标注地面标高、建筑层高和顶棚（天花）净高；

（4）绘制墙面和柱面的装饰造型、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配

置、饰品、广告灯箱、门窗、栏杆、台阶等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及

其他相关尺寸。非固定物如可移动的家具、艺术品、陈设品及小件家

电等一般不需绘制；

（5）标注立面和顶棚（天花）剖切部位的装饰材料种类、材料分

块尺寸、材料拼接线和分界线定位尺寸等；

（6）标注立面上的灯饰、电源插座、通讯和电视信号插孔、空调

控制器、开关、按钮、消火栓等的位置及定位尺寸，标明材料种类、

产品型号和编号、施工做法等；

（7）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8）对需要特殊和详细表达的部位，可单独绘制其局部立面大样，

并标明其索引位置。

4.6.4剖面图。剖面图包括表示空间关系的整体剖面图、表示墙身构

造的墙身剖面图，以及为表达设计意图所需要的各种局部剖面图。

4.6.4.1整体剖面图应剖在层高和层数不同、地面标高和室内外空间比

较复杂的部位。整体剖面图应符合以下几个要求：

1）标注轴线、轴线编号、轴线间尺寸和外包尺寸；

2）剖切部位的楼板、梁、墙体等结构部分应按照原始建筑图或

者实际情况绘制清楚，标注需要装饰装修设计的剖切部位的楼层地面

标高、顶棚（天花）标高、顶棚（天花）净高、剖切位置层高等尺寸；

3）剖面图中可视的墙柱面应按照其立面内容绘制，并标注立面

的定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注明装饰材料种类和做法；

4）应绘制顶棚（天花）、天窗等剖切部分的位置和关系，标注

定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注明装饰材料种类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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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绘制出地面高差处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

标明标高；

6）标注索引符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6.4.2局部剖面图。局部剖面图应能绘制出平面图、顶棚（天花）平

面图和立面图中未能表达清楚的复杂部位以及需要特殊说明的部位，

应表明剖切部位的装饰装修构造的各组成部分的关系或装饰装修构

造与建筑构造之间的关系，标注详细尺寸、标高、材料、连接方式和

做法。局部剖面的部位应根据需要表示的装饰装修构造形式确定。

4.6.5局部大样图。局部大样图是将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

立面图和剖面图中某些需要更加清晰表达的部位，单独抽取出来绘制

大比例图样，大样图要能反映更详细的内容。

4.6.6节点详图。节点详图应剖切在需要详细说明的部位并绘制大比

例图样。节点详图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1）表示节点处的内部构造形式，绘制原有结构形态、隐蔽装饰

材料、支撑和连接材料及构件、配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标明面层装饰

材料的种类，标注所有材料、构件、配件等的详细尺寸、产品型号、

工艺做法和施工要求；

（2）表示面层装饰材料之间的连接方式、标明连接材料的种类及

连接构件等，标注面层装饰材料的收口、封边及其详细尺寸和工艺做

法；

（3）标注面层装饰材料的种类，详细尺寸和做法；

（4）表示装饰面上的设备和设施安装方式及固定方法，确定收口

和收边方式，并标注其详细尺寸和做法；

（5）标注索引符号和编号、节点名称和制图比例。

4.7主要装饰材料表。主要装饰材料表的内容一般应有材料名称及规

格，使用位置，燃烧性能等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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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原主体建筑设计与装饰装修设计情况确认函

项目名称：（与申报名称一致）

装饰装修设计单位：（与申报的设计单位名称一致）

注：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涉及建筑性质、内部功能、平面布局、消防设施、建筑结

构、建筑节能等调整修改时，应说明原因及内容，同时应由原主体设计单位进行

修改并通过相关审查后，方可进行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图审查。

原主体设计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注册建筑师签字、盖注册章）

日 期：

装饰装修设计是否与原建

筑设计一致
备注

建筑性质、内部功能、

平面布局

消防设施（包括防火

分区、防烟分区、安

全疏散、消防设备等）

设备系统

建筑结构

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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