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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装配式居住建筑户型标准化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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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还不够完善，装配式居住建筑标准化设计还存在一定挑战。回归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初心，为社会提供优

良性能和高质量的人居环境。以标准化为出发点，从居住建筑户型的模数化设计、构件标准化设计、户型基本模块设计、户型组合模块浅谈装配

式居住建筑户型标准化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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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进行装配式居住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结合国家政策、法

规的要求及相关地方标准的规定，考虑建筑的使用功能和性能要求，

体现节能、节地、节材、节水、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遵循“少规格、

多组合”的原则，在标准化设计的基础上实现系列化和多样化，并全

面考虑装配式居住建筑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结合工作经验，

对装配式居住建筑标准化设计相关内容展开探讨。

1 装配式居住建筑标准化设计需要遵循的原则
建筑设计中需要始终遵循“安全、适用、绿色、美观”的设计原

则，对装配式建筑而言，标准化设计主要体现在户型标准化设计，进

一步体现为整个建筑中设计的构筑物、构配件、零部件、工程设备、

建筑单元、构件预制等方面。装配式居住建筑标准化设计中需要满足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设计规范、规定及标准，比如《民用建筑设计统一

标准》（GB 50352-201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住宅建筑规
范》（ GB 50368-2005）、《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51231-2016）、《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
等。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化设计”不等于“标准设计”，“标准化设

计”不等于千篇一律。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中要求相同项目中所使

用的构件具有相同的规格，如标准层中相同结构位置的预制梁、预制

板等在尺寸方面应保持一致，但是考虑到墙、柱为竖向主要承受荷载

结构，会产生叠加效应，因而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较低楼层装配式

剪力墙等在结构设计方面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如增加配筋率、提高混

凝土强度等级等。部分建筑本身具有对称性，因而在装配式标准化设

计中只需要对整体建筑一半作出设计即可，当然通常建筑底部为商业

区，一般结构复杂需要独立进行设计，而对于其它标准层中的装配式

房屋建筑设计，通常只是在具体结构参数方面作出调整，整体平面体、

结构图等基本具有一致性。装配式房屋建筑设计可促进房屋建筑施工

的标准化，并形成产业链，依靠不同项目的标准化设计实现对整个建

筑结构、装饰、给排水、电气、暖通等多方面的设计。装配式房屋建

筑标准化设计中还需要重视“规格少、组合多”的原则，这些对提高

预制件的质量、加快预制件的生产、促进不同构件的可替代性都有重

要意义。

2 装配式居住建筑标准化设计实例分析
2.1工程概况

本项目设计为研究探讨装配式居住建筑设计方法，拟建区域为重

庆主城区，设计首层层高 4.8m，标准层层高 3m，总建筑高度 96.90m，
层数为 31层的装配式住宅建筑（2-31为标准层），总建筑面积
27066.28m2。单体建筑户型配比：1层 8户，其中套内 65-80m2的 B户
型（两室两厅一卫）占比 50%，100-110m2的 A户型（四室两厅两卫）
占比 50%。图 1所示为标准层平面图，整个设计中由核心筒+两种户型
组合而成（A、B户型）。设计中充分考虑装配式建筑工业化、标准化
理念，按照规范 3nM模数数列进行设计，同时 A、B户型共用同一规

格卫生间、厨房、卧室，有利于少规格多组合，能够提高各种相同尺

寸预制构件的可替代性与重复利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图 1 标准层平面图

2.2标准化设计分析

2.2.1户型标准化平面设计

遵循装配式房屋建筑相关标准化设计原则的前提下应首先完成户

型标准化设计，根据确定的标准化户型进一步从结构、装饰等方面开

展设计。户型平面设计中需要考虑较多因素，基本的应符合房屋建筑

使用功能，同时还应考虑到整个户型应方便装配式施工，因而设计中

尽可能采取大开间结构形式，大开间设计对减少预制构件的数量和种

类有利；户型平面设计需要采取标准化、模数化、系列化设计方法；

装配式住宅建筑的设计以基本套型为模块实施组合设计，平面设计应

考虑模块化设计方法，根据套型模块优化情况完成不同平面组合。房

屋建设中还会涉及到配套的功能区域，如楼梯间、电梯井、公共走道、

设备管道井等，这些均可采用标准化设计。平面形式和建筑形态应采

取多种标准化套型模块结合核心筒模块，然后结合工程所在地区的实

际情况、现场地形等从多种平面组合类型中选择出最佳的户型设计方

案；当然整个户型最终设计与选择方案需要符合现有建筑行业法律法

规等。依据上述设计思路，从建筑要求与便于装配式施工方面考虑，

需尽可能减少标准开间种类，并对相近尺寸的空间尺寸予以协调，从

不同户型标准方案中选择出最优方案。

为了保证建筑制品、构配件等有关尺寸间的统一协调，《建筑模

数协调统一标准 GB/T50002-2013》规定了标志尺寸、构造尺寸、实际
尺寸及其相互关系，用以标注建筑物的定位轴面、定位面或定位轴线、

定位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如开间、柱距、进深、跨度、层高等），以

及建筑构配件、建筑组合件、建筑制品、有关设备位置界限之间的尺

寸。

本项目考虑批量生产、快速施工、快速装修及短周期入住等特点，

在设计时考虑经济要素、一体化装修、功能模块与所含部品、装修材

料协调统一。因此在设计时应当基于一定的模数，如下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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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户型构件模数原则和尺寸

部位 原则 数值

承重墙与外维护

墙体厚度

根据 1M倍数与M/2组
合

150mm 200mm
250mm

内隔墙与管道墙

厚度

根据分模数或分模数与

1M的组合
50mm 100mm 150mm

200mm

层高和室内净高 n M
2800mm

2900mm3000mm

柱截面
根据 1M倍数与M/2的

组合

200mm 400mm
600mm

梁截面
根据 1M倍数与M/2的

组合

200mm 250mm
300mm

根据《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GB/T50002-2013》，强调了 1M=100mm
的基本模数概念，通过统一尺寸相近、功能不同的空间的方法以减少

预制构件的种类，从而降低建造成本。经过大量重庆市住房的调研，

统计整理出不同功能模块大致的开间尺寸范围，如图 2所示。

图 2 户型功能空间的开间尺寸范围

本项目为减少标准开间的种类，可以对相近尺寸进行进一步的空

间尺寸协调。本项目主要由两个户型模块组合而成。一层 8户，户型
配比按套内 65-80m2（两室两厅一卫）占比 50%，100-110m2（四室两

厅两卫）占比 50%设计。大户型 A套内建筑面积 106.44m2，小户型 B
套内建筑面积 72.28m2，小户型 B-2套内建筑面积 76.26m2，如图 3-4
所示。

图 3 A户型平面图

图 4 B户型平面图

首先优化各个户型平面功能，除满足居住要求外，对于大户型 A，
还需要满足全生命周期功能要求，新婚夫妻时代，可将东南侧的次卧

室改造成主卧套的书房，提高居家办公空间品质的同时，也可享一隅

静谧时光。三代同堂时代，当实在“享受”不了，宝宝初成长时期给

生活以及工作带来的兵荒马乱时，可邀爸妈一同居住。这时，可将与

客厅相邻的次卧室改造成从属公区的开放书房，同时结合茶文化设置

室内饮茶空间，辅助完善超大会客空间。北侧的次卧也可满足父母需

要的安静空间。双孩时代，当照顾一胎宝宝轻车熟路时，或许会想步

入二孩时代，给宝宝们创造一个彼此陪伴的成长空间。这时，将南侧

两个次卧室打造成儿童房，挨着近，方便相互玩耍，夜间通过折叠门

闭合，又互不打扰的休息空间。

然后通过对功能房间模数化数据协调，调整后达到最大化的模数

协调，有利于标准化构件的统一，如表 2。当然功能房间模数化选择
中需要根据不同房间功能、家具家电摆放、活动空间以及总体尺寸等

合理正确。

表 2 功能房间模数化协调一览表

大户型协调房间名称 小户型协调房间名称 设计尺寸

大户型主卧室开间 小户型主卧室开间 3600mm

大户型次卧开间进深 小户型卧室开间进深 3000mm×3300mm

大户型厨房开间进深 小户型厨房开间进深 1800mm×3600mm

大户型主卧卫生间开间

进深

小户型卫生间开间进

深
1700mm×2200mm

大户型主卧卫生间开间 大户型客卫开间 1700mm

大户型生活阳台开间进

深

小户型生活阳台开间

进深
1800mm×1800mm

大户型景观阳台进深 小户型景观阳台进深 1500mm

建筑平面采用模块设计方法，模块是可组成合成系统的、具有某

种确定功能和接口结构的、典型的通用独立单元。户型的标准化，并

非是一种简单“复制”过程，而应该是结合装配式住宅特征，保证户

型具有“舒适性”“通融性”“开放性”“多样化”以及“地域性”，

并满足同一种住户类型不同的生活特征，保证开间尺寸统一、平面规

整、采光通风效果良好的标准化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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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的精细化尤为重要。户型的空间利用率对于住宅而言更

是举足轻重。在各功能模块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加入收纳空间，并对各

个家具进行合理化的组合，可为户型使用者提供便利。

该部分通过对已收集居住建筑中各功能模块尺寸进行整理归纳，

依据人体工程学、功能空间使用需求，并通过合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布

置各功能模块及部品之间的位置关系，对户型各功能模块进行详细的

设计研究，形成具有层次、等级的模块化设计体系。

本项目是以不同层级的标准模块，通过模块的接口选择性组合成

完整的套型系统。住宅标准层平面由套型模块和核心筒块组成；套型

模块由起居室、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功能模块组成；每个模块根据

人体尺度、家具尺寸、日常生活行为等因素确定。由套型模块加上核

心筒模块，构成建筑单元模块。本次设计套型模块由 2种客厅模块、2
种卧室模块、2种卫生间模块、1种厨房模块、2种阳台模块组合而成。
此外，次卧尺寸是在主卧尺寸的基础上通过对进深方向尺寸的减少而

形成以达到相似功能空间标准化设计的目的。构件标准化高，节省生

产模具，可大幅提高生产、施工安装效率。该项目设计的预制内、外

墙板在单体建筑中重复使用量最多的三个规格构件的总个数占同类构

件总个数的比例均大于 70%以上。

图 5-7所示为 A、B户型的模块组合方式。

图 5 A户型模块构成示意

图 6 B户型模块构成示意

图 7 套型模块组合

2.2.2户型标准化立面设计

户型标准化立面设计中层高是确定的，标准化立面设计中可根据

不同平面户型需要在不同功能空间位置开窗，也可以在预制外墙上做

预制阳台，在外墙功能构件及部品方面，比如预制分户隔板。立面设

计中应避免过于单调，可视情况在立面增加太阳能板、栏杆、空调围

挡等，按照整体房屋建筑风格确定外墙功能构件，依靠不同组织，丰

富立面结构，改变单调。

2.2.3户型模块组合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户型，还需要通过模块的不同组合，确定出相

关的功能模块，如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等。单元

模块的设计应符合精细化设计要求，充分考虑不同功能区域作用与家

具、部件的摆放与组合，提高对空间的利用，确保合理布局、面积紧

凑、功能齐全。比如卫生间设计中需要考虑盥洗单元模块、淋浴单元

模块、便溺单元模块的尺寸参数以及实际应用体验等，依靠不同模块

组合设计符合功能需要。

标准户型之间通过相互组合，再与标准化核心筒、廊道、花池、

空调板等组合，形成多种标准层平面，保障性住房的标准化平面亦是

如此。其平面组合形式大致上分成板式和点式，具体分类又可以分成

走道式、单元式、塔式等。

户型模块组合中因为较多构件等有相同的规格，因而组合的灵活

性大大提高，通过不同的单元模块能够组合成不同户型，而同一个户

型中可以组合成多种平面样式。通过少规格多组合、外墙规整、注重

采光通风的户型舒适度等原则，不同单元模块能够形成多种组合形式，

如“一梯八”“一梯六”“一梯五”以及“一梯四”四类走道式或单

元式的组合平面，由于地处重庆地区，对采光通风要求较高，故标准

层平面大多以大面宽、短进深的形式存在。在户型组合保证几方面原

则：户型之间避免相互遮挡，在建筑自遮挡方面满足日照相关规定；

公共空间以外廊形式为主，部分户型朝走道开窗可以更好的满足户型

自然通风需求；端户型西两侧阳台可以适当作内阳台或遮阳板避免西

晒，中间户型可用外阳台，保证日照充足。具体的标准层摆布方式如

图 8-12。

图 8 标准层组合一（适用于＜100m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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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标准层组合二（适用于＜100m高层）

图 10 标准层组合三（适用于＜54m高层）

图 11 标准层组合四（适用于＜54m高层）

图 12 标准层组合五（适用于＜100m高层）

3 结束语
装配式居住建筑标准化设计中需要掌握现行建筑行业法律规范，

结合工程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拟建区域尺寸以及便于预制件加工与转

配等要求，遵循模数协调和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满足功能要求的情

况下，减少、优化部件或组合件的尺寸、数量。通过建造集成体系通

用化、建筑参数模数化和规格化、住宅套型标准化和系列化及部件部

品通用化的实现，提升预制主体部件和内装部品的重复使用率。户型

的标准化通过户型平面设计、立面设计、局部户型模块组合设计完成

整个设计。项目运用标准化与模数化设计达到户型布置方整、布局紧

凑、分区明确，房间功能流线合理，空间可适性强，功能空间可复合

利用的效果。本项目通过不断优化标准化构件、标准化模块，最后的

成果在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举办的装配式建筑设计大赛中，

分别获得《指定类项目“住宅建筑 B”》二等奖，《内装装配化设计》
三等奖以及《户型标准化设计》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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